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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的撤守问题一一以蒋日记与蒋档为中心的探讨

金门 的撤守问题

以蒋日记与蒋档为中心的探讨

林捅法

一、 目，言

1 949 年 4 月 21 日 解放军渡江 ， 国共内 战进入决战的最后一个阶段 ， 之后虽
然 国共又历经上海、 衡宝、 广 州、 厦门 、 古宁头、 JII东 、 重庆 、 成都等战役 ， 但
大部分战役国 民党军都居劣势 ， 不得己只得逐步从大陆地区撤退 ， 为确保台海的
安全及使大部分的沿海军民能安全撤至台湾 ， 东南沿海岛屿 ： 海南岛 、 舟山群岛
等亦于 1 949 年 年底及 1950 年年初后逐步撤退 ， 只剩下金 门地区 （含马祖 ） 。 其
中 重要 的关键因 素之一 即是古宁头战役 ， 1949 年年底 的古于头及登步岛 国 民党
军的胜利 ， 不但是国共内战后期少有的胜利 ， 也使金门得以保全下来 ， 舟山得以
有更宽裕的时间进行撤退 ， 因此吉宁头战役及登步岛之役一直为国 民党当局及国
民党军将领所歌颂。 高魁元将军指称 ： “金 门古宁头大捷 ， 乃勘乱战争 中转败为
胜的转折点 ， 挫折共军狂妄气焰 ， 奠定台澎安定之基础 ， 为历史上决定之会战 。 ” ①

1 949 年 6 月 之后青岛及其他中 国沿海地区的 国 民党军逐步撤退 ， 东南沿海
岛 屿 ： 海南岛 、 舟山群岛等亦于 1949年年底及 1950 年年初后逐步撤退 ， 何以金
门地区得以保留下来 。 除古宁头战役的胜利外是否有 国 际的因素？ 国 际方面美国
态度及韩战爆发是相当重要的关键。 共军方面经过一连串的胜利之后 ， 加强控制
与重整成为其关注的焦点 ， 加 以朝鲜战争爆发 ， 巾共将重心放在朝鲜战场 ， 除积
极加强沿海地区的军事布防外不再煤进。

① 尚魁元，《金门保卫战之四顾》《金门宵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台北：“同史馆”，1990）页
85。



2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台 海安全端赖的除了是国 民党军的防御能力外 ， 国际的 因素也相 当重要 ， 特
别是美国的态度 ， 本文以 《蒋介石 自 记 》 （ 典藏于美 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 心 ）
及《蒋中正总统档》（典藏于“国史馆”）为中心探讨金门在经过古宁头战役后撤

守的问题，希望借此了解当时历史的复杂与多变性。

此外蒋在 1949 年年中之后 ， 虽然战局对国 民党军不利 ， 但仍坚持国 民党军
坚守据点 ， 何以主张从 海南 、 舟山群岛及金门地区撤军？ 又本来蒋在经过情报评
估后决定从金门撤军 ， 何 以最后决定保留 金门？ 亦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 蒋对保卫台海安全的重视

自 解放军渡 江之后 ， 蒋对战局仍抱希望 ， 其战略设想是 ： 控制 川、 ？真， 把大
西南作为后 方， 确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 ， 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 ， 维持一个
清一色的小朝廷。 ①5 月 25 日， 上 海为解放军所 占 126 日 ， 蒋手定军事部署如下 ： “拟
以上 海撤退之军 队移驻舟山群岛 ， 以福建溃散各部 捍优先移台湾、 厦门整训 ， 以
青岛撤 退部队进驻 琼州， 先将此三群岛 守备加强 ， 尤应积极肃清琼州土共而 掌握
之。 然 后再向沿 海各地发展。 ” ②可惜这些指示最后并未能完全落实 ， 不论是作 战
或撤退都出现问题 。

蒋赴台前决定以 台湾的建设作为起点， 重振革命大业。 ③ 蒋赴台后 ， 更重 视
台湾的防务 ， 驻高雄寿山近一个月 期 间 ， 除研究 台 湾整军、 防务、 军政 等问题外 ，
草拟防 守及治理台湾的计划1 准备建设台湾 、 闽粤 ， 控制两广 ， 开辟川滇， 结成
一个北起青岛、 长山列岛 ， 中连舟山群 岛， 南抵台湾、 海南岛 的 海上锁链 ， 以封
锁 中 国大陆。 同 时 ， 启 动 台湾改革币制基金， 决定 今后应以 台湾防务为第一。 6
月 2 日 、 5 日 、 7 日 等分别研究台湾整军 ， 并与陈诚等讨论台湾防 务问题。 ③并要
求阎锡山应多方面规划， 在军事上 ， 东 区沿 海以舟山 、 台 湾、 琼州 、 长山 囚群岛
为基地 ，向粤桂、 湘赣、浙鲁冀发展 z西区以甘 、 青 、 川、 康、 黔、 演为基地向 宁、
陕、 晋、 豫、 绥发展 。 ③ 蒋不仅重视单点的防卫 ， 也知道全盘部署 的重要 ， 其中

①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 页 62 1 .
② “ 国史馆” 藏 ， 《事略稿本》 ， 1949 年 5 月 26 日 ， 《蒋中正 “总统” 档案》。
③ 蒋经国 ， 《危急存亡之秋》， 收录于蒋经窟先生全集编辑委员 会编， 《蒋经国先生全集》， 第 1 册， 页

437。
④ 蒋经国 ， 《危急存亡之秋》， 页442.
⑤ “ 国 史馆” 藏 ， 《事略稿本）｝ ' 1949年 6月 5日， 《蒋中正 “总统”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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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费的支持 ， 蒋手定今后军费处置之要领时提到ij: ＂分重庆、 广州与台湾 三区 ，
以 台湾银行任东南 区之接济 ， 中 国银行设在粤港 ， 任华南区之接济 ， 中 央银行设
在重庆 ， 任西南与西北两区之接济 ， 每 区 以美金三千万元为基金 ， 发行银元券，
定为一年之 用。 ” ① 且告知美国政府， 应协助政府 确保台 湾 ， 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
希望。

由 于美方有将台 湾转归 “联合国托管” 或 “盟国暂管” 之意， 6 月 18 日 ， 蒋表示 ：
“英、 美两国恐我不能固 守台湾 ， 为共匪夺取， 而入于俄 国势力范罔， 使其南太
平洋海岛 防线发生缺 口 ， 亟谋由 我交与美国管理， 而英国则在幕后积极 怂恿 ， 以
国间接加强其香港之声势 ， 对此一问题 ， 最足顾虑 ， 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 ， 余必
死 守台湾 ， 确保领土 ， 尽我国 民天职， 决不能交归盟国 ， 如其愿助我力量 ， 共同
防卫， 则不拒绝 。 ” ②20 日 ， 蒋接获驻 日 本东京代表团来电报告 ， 略称 ： “盟总对台
湾军事颇为顾虑 ， 井有将台湾交盟 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 ， 蒋指示代表团 ： 1.台

湾 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 实际上中 匮政府无法接受 ， 因为此办法 ， 违反
中 国 国 民心理， 尤其中正本人 自 开罗会议争自 台 、 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 根本相
反 。 2. 台湾很可能在 短时期 内成为中 国反共力量新的政治希望， 因为台湾迄无共
党力量之渗入 ， 而且其地理的位置 ， 使今后政治防 预工作较澈底。 3.美 国政府单
从国际的利害上考虑 ， 亦绝不能承认中共政权， 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 ， 协助
中 国反共力量 ， 并应 协助我政府确保台 湾 ， 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 ③

7月18 s ， 政府决定在台北设 立东南军政 长官公署 ， 由 陈诚为长宫 ， 辖苏 、 浙、
闽 、 台 、 琼五地区z 7 月 23 司 ， 蒋在厦门 召集朱绍 良 、 汤恩伯 、 李延年等高级将
领开会 ， 专门部署福州 、 厦门 、 金 门 的 防务 。 希望由浙 江省主席周暑、 舟山防卫
司令石觉率三个军约六万人 守舟山 群岛 ， 福州绥署’主席朱绍 良、 前进指 挥所汤恩
伯指挥李延年、 :XJJ汝辑、 李 良 荣四个兵团十个军约十五万人 守福州 、厦门 、 泉州 、
漳州及沿 海岛屿。

1949年9月3日，蒋电汤恩伯，金、厦地区重要，无论遇何困难须坚苦撑持，

文中提到：
今日局势艰危巳板，全厦地区万分重要， 不仅关系东南军事之成败， 且影响

剿匪全局之安危， 惟其如此， 故中以此品比艰巨之任务， 属弟无论遇何困难， 受

① “国史馆”藏，《事略稿本》，1949年5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②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 页446。
（③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 页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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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屈必须坚苦撑持， 以待将来解决一切。 ①
10 月 初 ， 华北 、 西北 、 西南各重要地 区相 继失陷 ， 海南、 舟山 两地 已 成孤

立无援地带 ， 蒋认为沿 海一带的安全相当重要 ， 亲 自 前往舟山视导 ， 当 时舟山附
近已炮火不断。 对于 厦门 的失守甚表不 满， 强调金门不可再失 。 ② 由 于李 宗仁反
对汤恩伯 的任命， 激起汤的不满要求辞职 ， 蒋在 日 记中提到 ： “接恩信电 以 李对
其任命 反对之声 明， 对部下威信全失 ， 不能再驻厦指挥作战 ， 而代总统者竟出声
明 ， 且激起府院之争 ， 太不识大体。押 ③ 并要求汤恩伯 ： “金门万不可再失 ， 必须就
地负责督战 ， 不能请辞易将。 ” ③ 雷震曾 以私人的身份留驻厦门二个月 ， 对于未能
守住 震门深 感惭愧 ， 但深信金门确守绝无问题。 ⑤ 10 月 底的古宁头大捷与陈诚部
署得当 、 金门 防务士气高涨、 海空军协同作战、 国 员党军装备充实等因素有关。 ⑤
但蒋对于当时的指挥与情报数据仍深觉不满 ， 在 10 月 26 日 的 日 记中提到 ：

接汤恩伯电话， 全 门 登陆之匪 己肃清， 余乃 问 空军再探则 称尚 未肃清， 仍在

昨 日 匪 踞工事 内 战斗中 ， 再 向 辞修探询 时真未肃清， 前方报告之不 实 几乎每每如

此 ， 可痛 。 ⑦

1 1 月 9 日 蒋的 日 记又记到 ： “召见 孙立人 ， 垂询金 门战况及其经过情形 ， 友
军间之 隔阂误会互相争夺 ， 甚至死伤 ， 不胜忧惶， 军事纪律与教育扫地 荡然 ， 应
力 矫之。 ” ③ 虽然军事仍有问题， 但古宁头战役确实给士气低靡的 国 民党军有 振奋
作用 。 其后基于以保卫台湾安全为第一 优 先的前提下 ， 金 门 的撤守一直都是 蒋考
虑的重点 ， 最后保留下 来与美国 态度的 转变 ， 特别是麦克阿瑟的意见 、 朝鲜战争
的爆发、 蒋的决策 、 共军战局的变化等有关。

三、 从几则报告看 1950 年左右美方对台政策

古宁头战役虽然 保住金门 ， 但并没有扭转 同 民党军在大陆的时局 ， 国 民党军

① μ国史馆” ， 《蒋中正总统档》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0029062.
② 傅 正主编，《雷震全集一一雷震秘藏书信选E， 页51。
③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典藏 ， 《蒋介石 日 记》， 1949 年 IO 月 2 日 。
④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档》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0029-082。
⑤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 1949 年 10 月 23 日 ， 第 1 版。
⑤ 捎着，《国 民革命军建军史》 第三部八年抗战与战乱第 四篇用兵 （ 台北 ： “ 国防部史政局” ， 1993 ） ，页

1 161-1 1 63 .  
CD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典藏 ， 《蒋介石 日 记》 ， 1949 年 10 月 26 日 。
＠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典孩， 《蒋介石 日 记》， 19啡 9 年 1 1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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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撤退 ， 台海的安全成为布防的重点， 其中美国 的态度 亦极为关键， 美国 自 发
表白皮书之后 ， 朝野态度 不一， 蒋在 8 月3 1 日 的 日 记中 提到 ： “外交： 美 国务 院
对华 白皮书发 表以后 ， 其国 内舆论多不宜国务院之所为 ， 对我反 多同情 ， 此亦始
料不及 J ① 美 国内部矛盾 ， 一方面不想失去远东战局的主导权 ， 一方面又有所顾
忌不愿将美 国的军队投入于 远东的战场 ， 因此利用美援来达到j 其主导的 目 的 ， 蒋
对此 亦深 感不满 ， 1 1 月 16 日 的 日 记中提到 ：

美国在 台 湾 的 外 交人员，极力怂恿台湾 民众反对政府，并 以武器引诱其投美 ，

一面 在开反对陈辞修至台 ， 运用 各种方 法 间 接要求撤换辞修。 就 可 以得美援， 另

一面对命施用 恫吓， 非撤换旧人决不 能得美援。 ②

美国 态度为何值得关注 ， 从当时 驻美的重要人员 的报告中得知→二， 其一顾
维钧（1946年至1955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于 1949年12月13 El 电蒋中提到 ：

（一 ） 电 奉悉 台 湾 事 ， 上月 初六 曾 托白吉 尔密询 美当局， 究在何种条件之下

可 予我援助， 此次彼所示意见颇为 具体， 似有城意， 弟 意我宜即熙、其所建议 ， 由

我向美政府正式提 出 请求， 并说明 台 湾 岛之保存， 不仅为 我继 续抗共工作 ， 实有

必要， 且因中 共侵略具有国际背景 ， 万一失势， 必影响东南亚与 西 太平洋全面之

安危， 故请是对我申请 ， 务以远 大之眼光4作善意之考虑。

（二〉关 于援助具体;jJ.法 ， 我宜采取白吉 尔 条陈要点一一列入， 不 必多加修改，

如我认所提不 敷需要， 尽可于此事成功后 ， 将来随时与 美代表洽商 ， 特请美政府

增加。

（ 二〉我 于提出请求之前 ， 宜先由我 自 动调整主持台 湾 省政之人选， 以表示

我决心抗共， 欢迎与 美合作之诚意 ， 而免美政府中反对助我者之怀疑与 阻梗。

（四 ） 台 湾问 题， 近日此间 各报颇多评论 ， 大都不 主派兵助我 防 守 ， 但又虑

我能力薄弱， 军队有叛变之忧， 故赞成 予 我 以 相 当 援助 ， 关系美国防部当 局授意

亦曾得东京麦克阿瑟之同意 ， 件引起舆论之注意 ， 以 制 国务院之反对与破坏， 如

能通过阁议， 并足以使承认问题在 美方能长期延搁。

（五 ） 白 吉 if- 出 身 海军 ， 思想琪密 ， 人 亦 圃到 ， 对 于 我国及 东 亚 局势 与 人物

具有相 当 认识， 美国务院为 对政策 问 题属马国防部意见相左， 在 阁议中 时起辩论

冲突， 因任命为顾 问， 藉资与 国防部居问调解职务后 ， 并 以 对舆论表示国务院对

①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典藏， 《蒋介石 日 记》 ， 1949 年 8 月 3 1 日 。
②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典藏 ， 《蒋介石 日 记》 ， 194 9 年 1 1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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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意见， 并非置美国防与 远东 军 事 于不 顾 。 ①

其二 ， 俞国 华 （ 1947 到 1950 年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 ） 于 1949 年
1 2月 22 日 电蒋中提到 ：

美当 局及舆论对 台 湾 最近反应颜佳，对钧座1J各危不苟之精神 尤 为 钦佩，一般

言之，对我 态度较前为 善，但主张援我者 以 国防部为有力，国务院并无积极表示，

且仍存怀疑心理，我 方友人一再表示，须我 自 力更生方可策动 ，援助时机巳晚，

不 能再作无把握之试验。

我方有人发言， 以 为 台 湾 形 势重要， 美非 加援助不 可，此种论调徒然剌激美

方， 于事有损，关于争取美援一节最好 愈少播传 愈好 。

李氏在 美对往见国人表式，过去失败应 归咎于钧座左右不 助白氏作战，并谓

将向 美方要求援助保卫 海南，我若向美方 有所要求， 最好将海南 包括在 内，否 则

似将势成李据海南、我据台湾之分裂形势。

下月美国会复合，我 方宣传适用 J.l.兴革诸端， 最好能一 月 底以前大事发动，

以 转移此 间 舆论 ， 美记者现，仍多偏见， 关 于三七五减租及全 门、 舟 山 战役迄无 有

力之报导，今后我方似应利用 此等事件力加 宣传。

程石 氏现 已启 程 东 来， 就地研究远东形势及美对远东政策， 程氏过去与 拉铁

摩 尔 关 系 颇密，对华事似成见已深，乞注意放于 离 美前曾在纽约访晤李氏，但谈

话 内 容不 详 ， 至彼是否赴 台 亦 尚 未定。

刻 闻 中 午 广播云杜总统 因 国 防 部 长 约 翰逊氏之行动， 似 有 自 造地位，备

1952年 总统竞选，故 曾 加压力，欲辞职 下议院军 事组主席文生氏曾询詹氏是否

事 实 ，詹答1皮毫 无所知，且亦 未作辞职准备， 广播员 又称 明 日 总统接新 闻 记者团

时， 当 提 出 询 问 云 云，此事早 已 风闻 ，现 己 由 电 台 广播，似 己更进一步矣，詹氏

对华向 为 友好且作系唯一友华之重要部 长 。

现 控 苏案已 结束，国会 下 月 始 复合，在此期间 陈参事之迈应 否 回 国报告乞
－ ②  刁亏。

其三 ， 董显光 （ 担任 “中 国广播公司” 总经理兼 《中 央 日 报》 董事长 ， 此时
赴美。 ） 于 1 949 年 12 月 29 日 致蒋 中提到 ：

光携同皮武 官今 日 往访白吉 尔 将 军告知： （ 一 ） 杜鲁 门 总统对保卫 台 湾 事极

为 注意，不 顾一 部分 高 级人员之反对， 决于今 日 下 午将甲案提教国防安全委员 会

①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档》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29139。
② “国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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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杜总统亲 自 出 席 ， 对白氏意 见 完 全接受 ， 周 内 必将有结果公布。 （ 二 ） 认

顾“大使” 于二十二 日 提 出 之请求， 切合时机， 社总 统欲将采取行动 。 （三 ） 彼

得 可靠报告谓孙立人仍受各方牵制 ， 缺乏权力执行 防卫台湾 之任务， 表示忧虑 ，

极盼我方能予纠正。 （ 四 ） 披询 问 吴国 棋是否有权行使职权 ， 台民是否能参加合

政及台民是否拥护政府 ， 及 中 央政府迁台后是否将增加台湾 负担。 光一一加以说

明 ， 谓钧座巳授予吴、 孙二氏全权， 并经强调及时予我军提之重要性 ， 彼均予 注

记 ， 谓可为 其在今 日 下 午开会时推动该隶之用 。 ①

其四 ， 顾维钧于 19 50 年 1 月 1 司 向蒋报告 ：
本 日 下 午美国 防会议开会， 杜总统主席讨论我 国 所请援助台湾 及亚洲防共 问

题会后并无必告 ， 惟据报联合参谋部建议应 予援助， 会 中 空气 尚佳。 年初 当 有表

示 云 ， 又海军署公布调 遣二万五千吨之航空母舰一艘、 驱逐舰二艘， 自 美西 岸 开

往西太平增 强 该 区之第七特种舰队。 ②

其五 ， 顾维钧 1950 年 1 月 5 日 致蒋 电 ：
杜总统对台湾援助问题初有同情倾向， 近因 国 务院之反时不 能独自决定 ， 而

损伤国 务钟之声望 ， 故暂事拖延， 盼参议院外 交委员 会听取 国 务怖之报告方能主

张予我援助伴 易 决 定 ， 白氏因 此种美国 政府内部之意 见 冲 突 ， 亦 决 定直身事 外 ，

但参议院外 交委员会邀其 出 席陈述意 见 ， 则 拟本 国 民天职开诚主张予我援助 ， 钧

因 此在慎密运用 现 美方对予援合 问 题不 免成 为 问 题 ， 宜积极进行， 敬将革新诸端

报告驻台访员。 共和 党各领袖一致主张予我援助，认为有关美国 国 防甚 至该党前

途 亦 系 于此 问 题之将何解决 ， 日 内 议院开 始辩论 当 必热烈。 为 我之计似宜十 分审

慎， 谨守缄跤， 匆轻易发表意见 ， 以免剌激此 间 任何一方 ， 被其利 用 ， 一 方 面 我

在台凡应改革各端。 ③

其 六， 俞国华于 1 9 50 年 1 月 6 日 电蒋 ：
（一 ） 今 日 杜 总统关于对华政策 声明及艾其 生 （ Dean Acheson ） 今 日 下 午对

记者谈话主张援华者均表失望 ， 一般观察： 1.我 国 既未向美政府请求正式派遣军

事顾 问 团 ， 此节 当 系 对外 间 误会而友。 2.杜总统 虽 声明 不 予我军 事援助 ， 但表示

我 国在此可 自 由 购买， 此 点艾其生则 予以说明 。 3 . 经济援助问 题 ， 艾氏声明 当 与

国 会洽商展延期限方案， 查此案已成激烈争辩之主要项 目 ， 剑拔弩张， 将来可能

① “国史馆” ， 《蒋中E “总统” 挡》 《革命文献》 ， 档号 00202040002914600
② “国史馆 ” ， 《蒋中正 “总统” 挡》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2914600
＠ “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档》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2 9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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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变化 ， “ 大使馆 ” 对社总统声明 不 拟有所评论， 国 内 似 亦宜暂 守绒然。

（ 二 ） 援 台 案前途既，多 阻 碍，连 日 与 国 会栩袖晤诀， 均 以 反对派主要借口 为

中枢领袖不 为 台 湾人民信任 ， 台 民真意为脱 离 中 国 等调言， 为 抵抗起见，建议 台

省参议会即 日 致电美参众两院声明 参议会为 民选机关代表台民 ， 现受 中 共暴力独

裁侵和，本于美政府援助 自 由人 民保障其 自 由之原则 ， 希望美国 能予 自 由 的合民

以 军 事政治援助 ， 并欢迎美 国 派员 监督其使用 等辞句 ，上项建议对于消 除各种 恶

意滥言， 当 有极大补益 ， 又程石氏若赴 台 我 亦应尽力设法消 除其 台 湾 人民对 中 央

不 满 ，要求放 立之观念。 ①

其七 ， 顾维钧于 1 950 年 1 月 6 日 电蒋：
顷接诺兰 （ William F. Knowland ） 洽谈，1皮谓杜总统宣言反对 台 湾 军 援及英

政府承认 中 共均 系对我打击，但彼与其 它 同志仍继 续努力转变美 当 局之政策，近

日 美 民之反对承认 中 共情绪 日 见浓厚， 议院同人接到 各本 区 选民来函反对者计有

十之八九 ， 将来必能影响 当 局之态度 ， 现，共 军行将侵祀海南岛 ， 深望我 国 军 能奋

勇抵抗 ， 以 示我军 尚 有斗志， 反证艾爵务卿诬我之不 确 ， 颇足 以 转移美民之观听
d ②  -z:;「。

其 八， 俞国华 （在华盛顿） 1950 年 1 月 12 日 电蒋t
（一 ） 连 日 美 国 及舆论对 台 湾问 题激烈辩论，共和党固 将 以 此，为 本年政争主

要题 目 ， 国 务院 亦反攻至 力 ， 最近三日艾其 生 均 在上下院被 外交委员 会质 问 ，

十二 日 复琦报界演 说，其主要论调 为 台 湾 对 美 国 太元，战略价值， 日 本琉球菲岛防

线坚不可破 ， 故无援台必要， 且 台 湾 为 中 国 领土，如美 国 所设施 ， 共 党 必认为侵

略行为 ， 惟艾氏未引国 防部及麦帅意见， 此，节 当 为 争论焦点。

（二〉美总统， 对 台 湾 问 题成见甚深， 上下 争辩对下院民主 党 领袖麦柯米克及

周 以德表示 中 国 问 题 已 不 可收拾，士元斗志 ， 非 美 军 十师不 能 防 守 台 湾，但派兵

赴 台 绝不 可 能 ， 又社总统对尼赫鲁 亦深表 不 满 ，原 因 复杂，但以 与 尼之不肯听美

左右及其反英 态度不 无关 系 。

（ 三） 查战后 美援华各案均 由共和党发动， 国 务院对华设施 向 不依照对欧之

两党或超党 外 交程序征询国会意见，在执行时 亦多 方刁难，企 图 延宏时 间 减低实

息， 此 次我与 国 务院直接谈判似有端倪， 最后仍 被推翻， 可见其全无诚意，据白

①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裆B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 00029” 150。
②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梢》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291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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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尔将 军及最近诗华参议员费格森云 ， 最后 决 定仍系马卿所主张。 ①

从这几则报告 ， 再比较蒋 日 记及蒋文件的其他数据可以归纳当时美国方面的
态度如下 ：

其一， 美国 内部对于援华意见并不一致， 美国 自 1949 年 8 月 经杜鲁门总统
批准汇集成 《美 国 与 中 国关系一－1944-1949 年 时期 》 （ 即 《 白皮书 别以来，
美国酝酿转变对华政策 一一脱身政策 ， 说 明 国 民党当局失败的原因是 自 身的腐败 ，
非美 国政策 之失误， 艾奇生在前言 中就谈到 ： “ 中 国 内 战的不幸结果， 超乎美国
政府所能控制之外 ， 在美国有限的能力下， 已尽其所能 ， 但都无法改变这样的结
果。咱这对国民党 当局 无疑是极大的 打击， 虽然蒋介石在 日 记中轻描淡写地说 “此
一 白皮书发表虽于我党政与人心之影响不少 ， 但实际上根本反于我利多而 害少 ，
无异其国务院 自 授余以精诚之武器， 握其柄而不可轻发。 ” ③ 实际上中国 内部对蒋
的攻 洁白甚 ， 对 国民党军的士气确有影响。

美国援华并未因 白皮书的发表而终止， 但 内部意见纷歧 ， 共和党及过去与蒋
较友好的议员大都表示支持援华， 周 以德甚至表示 中 国 问题已不可收拾， 士无斗
志 ， 非美军十师不能防守台湾。 但 亦有一部分议员及舆论反对支持台湾 ， 不主派
兵助我防守 ， 其理由 甚多 ， 包括台湾民 众不欢迎蒋及迁台之政府 、 台湾政府人事
纠葛不断等。 特别是艾其生反对援华最甚， 其在 12 丹份提 到j： “在 中 国不存在反
共基础 ， 现以不干涉最为明智 。 ” ④

此外在民间方面 亦有 反对美 援者 ， 如美国 哥伦 比亚大学中 国语文教授古德利
区、 中 国 史副教授魏尔波两教授投书 《 纽约时 报》 （ The New 岛rk Times ） 一一反
对军援 “ 自 由 中 国 ” 。 ⑤

其二， 杜鲁门总统态度摇摆 ， 而艾其生 国务卿则始主要对华元好 感。 杜鲁门于
1950 年 1 月 5 日 正式就台湾问题提出公开声明 ， 美 国关于台湾归还 中 国 的决定 ，
表示美国 不拟卷入中 国 内争 ， 并特别声明美国不拟对台湾的军队提供援助 。 对于
美国对华的态度 自 1950 年之后蒋不但常表示不满 ， 且多所批评， 1 950 年 1 月 4
日 臼 记中提到 ：

① “国史馆” ， 《蒋中正 “总统” 档》 《革命文献》， 档号 002020400029155 .
② U.S. Dep缸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也S严记ialRe岳阳.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Dep缸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949) , p.xvi. 
③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 《蒋介石臼记））， 1949 年 8 月 14 日 。
③ FRUS, 1949飞悦 ，阻，凹，568”574 ， 转引 自 《战后美国外交》 （北京 2 世界知识 ， 1994） ， 页 134。
⑤ “国 史馆” ， 《陈诚 “副总统”档》 ，档号 。0 801060200013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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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务院对援华之 阻止仍 不 遗余力， 必欲达其倒蒋一贯之 目 的 ， 最近 尚密令

其远东各使领捏造台湾 必败无法保守之空气之报告， 以 欺蒙其国内 议会与 人 民以

遏制援华之主张， 而 对我正式要求美政府提华之提议则 压制 置之不理，并声言并

未接我正式之提议以讳之。 ①

195 1 年 6 月 3 日 对于美国艾其生的政策深表不满 ， 自 记中提到 ：
据艾其生前昨两 日 之供词及其 台 湾 必败之密令观之 ： 甲 ， 艾之卑劣 外交违反

其美国 利 益 与 传统精神 ， 似必不能忠裁；乙， 艾虽 口 说 自 韩 战 以 后 对 台 政策 已转

变， 此其 不 能不 承认其错误 ， 而 事 实 上无时不 想倒台毁蒋以贯澈其卖华纵共的 目

的 ， 求其最后之战胜 。 丙 ， 彼至此不能不 明 言台 湾 为 国 民政府所有矣 。
②

但 到 了 1 950 年下半年美 国 内 部对华 的 政策 又 出 现一些变化， 除 了 国 际
情 势 的 变 化之外， 两份报告书 具有 关键 的 影 响 ， 其 一 是麦 克 阿瑟 （Douglas
MacA此h盯） 于 1950 年 5 月 及 6 月两次的备忘录 ， 其中提到 ： 台湾如掌握在共党
手 中 ， 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1潜艇供应站 ， 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
极为理想 。 ③ 另一重要的方案是约翰 ·杜勒斯 （Dulles, John F ， 国务院顾问 ） 提出
台 湾 中 立化方案 ， 其中 包括美 国 派第七舰队 驻扎 台湾水域。 6 月 25 日 ， 朝鲜战
争爆发 ， 27 日 杜鲁门 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即是采取此 一方案 。

其 主， 英国开始承认中共 ， 对 华极不友善 ， 英国 自 国共内 战后期对蒋的一些
措施不满，较同情中共， 国 民党军撤退 之后积极与中共接触 ， 朝鲜战争期 间不仅
反对国 民党 当局出兵韩国 ， 亦不赞成美 国对国民党 当局 援助 。

其四 ， 要求蒋 班慎重处理台湾的人事问题 ， 并积极改革 ， 以端国际视听。 当
时 国 内人事最大的争议是陈诚与吴国 帧的问题 ， 美方较支持吴国 楠， 甚至以此作
为援 华的条件。

四 、 蒋对海南、 舟山群岛与金r1撤退的决策

自 1949 年 7 月 初 ， 国 民党军在陕西有胡宗南 的部 队 ， 白 崇禧派广西部队第
四十六军去粤北 ， 中央军的张发奎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胡瑾 （第十八军军长）、
刘安祺 （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官） 驻扎在 粤北与 桂南 ， 防线仍相当大。 广州失守之

①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 《蒋介石 日 记》 ， 1950 年 1 月 4 日 。
②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 《蒋介石日记》 ， 1951 年 6 月 3 日 。
③ FRUS,1950Vol, VII, p.1 62 ， 转引 自 《战后美国外交）） （北京 ： 世界知识， 1994）， 页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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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云南 卢汉与 龙云等 国 民党 军将领相继投诚 ， 陕西胡 宗南的部队亦逐步败退 ，
甚至胡未报准即离开指挥所， 蒋甚为不 悦。 白崇禧部队向海南岛转进途 中 ， 大部
分被中共在两广边境歼灭 ， 隶属 白崇禧的 中 央军第一兵团黄杰部三万多官兵， 越
过边境退至越北， 在撤退人越的两支部队中 ， 一支由武鸿卿 率领 （越南建国军，
约 15 000 人 ）， 另一支由黄杰 率领 ， 保存了 国 民党军在海 外的据点 。 ① 当 国 民党
军在陆路逐步失利之后 ， 沿海的海南岛、 舟山群岛成为重要的据点 。 蒋为保存实
力， 外岛接连弃守。 ②

海南 岛及舟山群岛等大陆离岛地区 ， 在 194 9年年康大约有十二 万军民 ， 海
南 防卫军总司 令薛岳， 下辖第一路 李玉堂 ， 第 32 军 赵琳1第 252 师 （康乐三 ） 、
第255 师 （ 柴正源、L第 256 师 〈耿若天 ）、 第 266 师 （ 冯陈豪 ）； 第二路 李铁军，
第 62 军李宏达 z 第 15 1 师 （罗嬉勋 ）、 第 1 53 师 （ 李铸灵 ）、 第 163 师 （林泽民）、
教导师 （ 李铁军兼 ）、 暂编第 13 师陈 济南 、 海 口警备司令黄保德s 第 三 路容有略 ，
第 64 军张其 中 ： 第 13 1 师 （郑彬）、 第 156 师 （ 张志略 ）、 第 1 5 9师 （倪鼎臣 ） ; 
第 4 军薛仲述 ： 第 5 9师 （薛叔达）、 第 90 师 （ 彭 向 津 ） 、 第 286 师 （ 陈鹏）。第
四路陈骥 ， 第 63 军莫福如 ： 第 152 师 （ 陈中 坚）、 第 1 86 师 （ 黄质文 ）、 第 157
师 （ 黄锡彤）、 琼南要 塞陈衡。 并无坚 固 的防御工事， 中共 不断侵扰 ， 张发 奎对
于守海南岛认为 毫无希望。 加以美军在 1950 年初又不肯保证后 勤支持 ， 蒋在 复
行视事后为此特别飞往定海一带勘察， 并与美国顾问柯克 （Charles Cooke ） 讨 论
自 海 南岛撤退问题 ， 柯克并不赞成从海南岛 撤退 ， 4 月 1 9日 ， 蒋命柯克与海军
司令桂永清前往海南视察 ， 命令海空 军加强增援以 阻止中 共 渡海， 为 谨慎起见 ，
要求柯克做好宣传工作 ， 使 中共 不知国 民党军要 从海南 岛撤离 。 4 月 23 日 之后 ，
国 民党军陆续 自 海南岛撤退 ， 大约撤出 5 万余人 （蒋 日 记所 载）。 另 根据 《 国 民
革命军战役史》 数据显示 ， 当时撤出者主要是第 一路及第 四路为 主 ， 第一路撤出
23 000 人 ， 第 四路撤出 25 290 人， ③5 月 2 司 ， 中共占领海南岛 。

海南岛 撤离后 舟山群岛 成为共军下一个进攻 目 标 ， 1 950 年 年初舟山群岛 的
军队由舟山 防卫司令石觉 ， 下辖第十九军 文lj云瀚：第 18 师 （ 孟述美 ）、 第 1 96 师
（ 张定国 ）l第五 卜二军 刘玉章 ： 第 2 师 （ 郭永）、 第 25 师 （ 李有洪）、 第 40 师 （ 张
文博 ） ； 第 六十七军刘廉－ ： 第 56 师 （ 袁丸鹏）、 第 67 师 （何世统 ）、 第 75 师

① 张发奎 ， 《蒋介石与我－－一张发奎上将回忆录》 （香港 ： 文化艺术出 版社 ， 2008） ， 页 475-476.
② 周宏涛l才述， 汪士淳撰 ， 《蒋公与我》 （台北 ： 天下文化， 2003 ） ， 页 220”221.
③ “国防部史政局”编译室，《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一勘乱》，第七册， 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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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光尧） ； 第七十五军吴仲直z 第 6 师 （朱元琼）、 第 95 师 （郭栋） ； 第八十七
军朱致－ ： 第 221 师 （吴渊明 ） 、 第 222 师 〈詹抑强 ） ； 另有第 45 师 （ 劳声寰）、
第 71 师 （ 李焕期） 、 第 92 师 （ 李敏南 ） 等部队。 ①

由 于俄国空军在距离舟山群岛仅几千公尺的杭州 、 宁波等地建立空军基地 ，
完成后 会使舟山群岛失掉空军掩护 ， 美军 顾问 柯克最先不赞同 继海南岛撤退之后
自 舟山群岛撤退 ， 4 月 19 日 蒋的 日 记提到： “与柯克商讨南撤问题， 彼 自不赞同 ，
乃属彼与桂永清飞海南视察战况 ， 并增派海空军加强阻匪渡海之后 续部队， 必待
登陆之匪消灭后再行撤退。 ” ② 但后来局势变化， 柯克赞成撤军， 4 月 27 日 蒋的 日
记中记到 ：

十 时起飞 ， 与 柯克同机商讨定海战略 ， 彼以 匪 方 空军机场数多过我十之八，

无论空军数量如何。 但其性 能如何相等 ， 则 我 已 处于绝对劣 势 ， 以现势我定海不

易 固 守 ， 故彼意主张乘 匪 来攻之前 自 动撤退， 使兵力 集 中 以 全 力 保守 台 湾 为 上策 ，

余以海南撤退程度未定 ， 即使 匪 来攻 亦应先予 决 战 ， 受我打击败退一 次 以 后 再行

撤退。 ③

后来 根据空军 侦察 机侦察的照片 ， 得知俄制喷气式飞机排列在上海机场上 ，
蒋乃决心放弃舟山群岛集 中全力在台湾， 以确保 “ 国家” 微弱之命根， 5 月 1 日
蒋与周至柔谈及飞机及定海问题， 周 认为 ： “ 以撤退为难 ， 并以俄国 喷气机仅限

防卫上海而不取攻势 。 ” © 5 月 3 吕 与陈诚、 柯克 、周至柔等辩论 定海撤守 问题 3 小
时 ，柯克赞成 ， 周与陈皆反对。 5 月 7 13又再度讨论到撤退问题， 陈、 周依然反对 ，
王世杰、 黄少谷等亦反对 ， 石觉也以无辞以对定海军民为难 ， 蒋告诉石觉以此次

撤退乃不得已奉总统之命而行可也。 蒋仍依计而行， 召集高级将领详示撤退时应
注意要 务， 除保守秘密以外 ， 全在陆海空军协同一致 ， 尤以空军应积极出击与尽
力援炸、 佯攻 ， 以达成其掩护任务。 ⑤ 本预定 5 月 1 4 日 开始撤退， 因雾太大， 运
舰不能行动 ， 接运各舰多未到达 ， 5 月 1 6 日 正式撤退 ， 由 蒋经 国 亲 自接运 ， 将
12 万部队 （一说 15 万余人）连同装备全部安全撤出 。 至此大陆沿海 国 民党军 仅
剩金门 、 马祖群岛 。

对于舟山 的撤退 ， 美 国方面有许多人表示不满 ， 如美国记者伊立思 （Ellest)

① “国 防部史政局” ， 《 国 民革命军建军史》 ， 第四部， 页 25 0
②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介石 日 记》， 1950年4 月 19 日 。
③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介石 日 记》， 1950 年 4 月 27 日 。
④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蒋介石臼记》， 1950 年 5 月 1 日 。
⑤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介石 日 记》， 1950 年 5 月 10 日 。



金门的撤守问题一一以蒋日记与蒋档为中心的探讨

于 1950 年 5 月 着有 台湾专论二篇一一 《台湾一一没有退路的海 岛 l 《舟山之撤

退显示 台 湾之不战而弃》 及斯克和l浦霍华德报系撰述员卢索尔 （Lo旧sorel ） 《舟
山 之放弃己增加台湾之危机》 都对台湾从舟山撤 退深不以为然 ， 卢索尔便提到：

中 国 国 民政府之不 战 而 撤 出 舟山， 使 台 湾的 未来命运罩上一层阴影， 一周之

前 ， 国 民党 官 员 向 美记者访 问 团 保证 ， 他们将坚守这个封琐基地舟 山群岛和 蒋政

府的 最后据点 台 湾 ， 实 则 那时候已经开始拟具舟 山 的撤退计 划 ， 因 为 十五万军民

的撤退 ， 一定是要经过一番过密的 准备。 ①

1 949 年 5 月 ， 当上海为 中 共所 占之后 ， 国 民党军拟定 “台 湾防卫战及各项
准备要纲” ， 不使台湾陷于孤立 ，务使长山岛 、 蝶泪列 岛 、 舟山群岛及 温州、 福州 、
厦门 、 汕头等地沿海要点及岛屿， 构成一个防卫整体， 以掩护整补 ， 准备反攻。 ②

在厦门及福州未陷共 之前， 国 民党军 未倚重金门的防卫。 1 949 年 8 月中 ， 福州失守，
福州 绥靖公岩’转移至厦 门 ， 原兼任厦门警备司令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 良荣， 奉
命移驻金 门 ， 负责金门 的防卫。 1 0 月 份 ， 中共陈毅部欲进攻舟山群岛 ， 叶飞率
三个军欲图进 占金门 ，陈诚令胡 璋的第 十九军驻金门接替第二十二团的 防务。 共
军进攻金门发生古宁头战役， 国 民党军 力挫共军 ， 蒋介石对于汤恩伯在厦门之役
的表现颇有微词 ， ③但对于金门之役的胜利认为是二年来第一次 ， 对台湾的防务更
可坚固无虑。 金门本成为台湾的重要屏障， 何以蒋又会兴起撤守的计划， 与其后

国共战 局及美国对台 的政策变化有关。
1950 年 1 月 5 日 ， 美国杜鲁门总统 （Harry S. Truman） 发表 ， 美国政府对于

台湾的中 国军队将不予军事援助或提供军事咨询 ， 然随着韩 国局势的变化 ， 美国
政府不得不严肃考虑太平洋安全及整体防御问题。 由 于舟山群岛 紧急 ， 国 民党军
十九军调援舟山 ， 金门 前务告紧 ， 5 月 27 日 ， 胡道成 立 “金 门研究小组” ， 最后
将决议呈蒋 ， 希望调回第十九军或六十 七军返金 门 防卫。 ③6 月 6 日 ， 胡 瑶同 时致
函陈诚以金门防务为重 ， 陈诚及蒋并无积极的响应。

6 月 25 日 朝鲜战争爆发 ， 美 国于28 日 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 共军大量 向 闽
厦地区集 中 ， 当 时分析有可能进攻金 门 、 马祖等台湾离岛地区， 是否要耗费大量
军力守岛成为难题 ， 当 时金 门 防卫司令官胡 暖， 下辖第五军 李运成 z第 14 师 （ 尹
俊）、 第 200 师 （ 华心权 ） 、 第 875 师 （ 王尧光 ） 、 第 13 师 （ 刘明 奎 ） ；第 19 军

① “国史馆” ， 《陈诚 “副总统” 档》， 档号 。0801 0602000130050
② “国史馆
③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蒋介石 日 记己》 ， 1949 年 IO 月 22 日 、 10 月 26 日 。
④ “国史馆” ， 《金门及边区作战－一金门研究小组成立会议记录｝〉（（特交挡》 ， 100卷，《蒋中正“总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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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瀚 ： 第 18 师 （孟述美） 、 第 45师〈劳声寰） 、 第1 96 师 （张定国 ） 等部队。
美 国方面， 不论是国务院或来 访的第七舰队司令史枢 波 （Struble Arthur） 都

明确表示 ， 第七舰队 w防 泡围 只在台湾与 澎湖 ， 金门及马祖等离岛不 在其范围 ，
金马撤守问 题成为国 民党军参谋本部的研究焦点。 7月 18 日， 参谋本部召开会议 ，
当时分为两方面的意见 ， 一 方面陈诚、 王世杰及柯克主张暂缓把部队撤离 z 另一
方面蒋介石及周至柔主张应该撤离守 军以保存实力 。 蒋以大陆 失败的经验， 认为
当前国 民党 军攻势不能执行时 ， 金门孤悬在 外， 不论增援或 运补都很困难， 而厦
门及福州 中共 空军的 威胁日 增 ， 如果不把部队撤出 ， 恐以后来不及。 周至柔则认
为台湾全岛 总预备队 兵力弹药只有七个师 ， 必须调 回金马的精锐部队 ， 对今后战
事方有把握。 ①

蒋后来裁示应把部队撤离 ， 但耍，先知会麦克阿瑟将军 ， 然此消息为美 自驻台
代表师枢安 （Robert C S trong） 所获知， 师枢安于 1950 年 7 月 22 日 告知 “外交
部北美 司司快” 陈 岱 础 ， 国 民党军 将于十天之内 自 金门撤退。 23 日， 再向 叶公
超部长做 口 头声明 ， 如果中共向 台澎以外的岛屿进攻 ， 美国将不参加其防卫 ， 但
美国政府绝不妨碍国 民党军在各岛出发 的 防卫作战行动， 可是也再度强调不 支持
国 民党军轰炸大陆行动 ， 美国第七舰队 受命执行协防台湾的条件之一 ， 即是 国 民
党 当局 必须停止向大陆攻击的海空军军事 行动 ， 如 国 民党军不履行此约定的条件 ，
第七舰队将不协防 台湾 。 ②

蒋本来计划 自 金门撤军， 因第七 舰队 ③ 司令史枢波及麦克阿瑟元帅的意见 ，
而有所转变 z 美 国拒绝 国 民党军参加朝鲜战争 ， 蒋 木来积极筹备到韩 国 访问麦克
阿瑟， 但麦帅并不希望此时节外生枝 ， 蒋于 日 记上对此不以为意 ， 并持续推动金
门撤兵计 划， 7 月 7 日的 臼 记中提到 1

麦帅参长 对余访韩访麦之举认为烦抗无礼 ， 以 其 南 韩 军事失利 显现其 惊 恐 无

措之神态。 何世礼 回 合面告麦赔本人之意 ， 且未因 第 七舰队司令赴 台 变更其访 台

之决心。 上午入府办公， 指 示至柔撤退全门之决心速作一切准备 ， 加强 台 湾 本 岛

之防务。 ③

① 周宏涛口述， 汪士淳撰 ， 《蒋公与我》 ， （台北z 天 下丈化， 2003 ） ， 页 220-22 1 。
② 周宏涛 口述， 汪士淳撰 ， 《蒋公与我》 ， 页 2220
③ 1943 年3 月 美国将西南太平洋的舰队改编为第七舰队。第七舰队在 1944年秋的莱特湾海战中归属于

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方面军， 当时的舰队司 令是托马斯·余凯德中将。 1947 年 1 月 ， 这支部队
又被改称为西太平洋海军部队 ， 1.949 年 8 月 被称为第七特遗舰队， 1950 年 2 月 才又正式恢复第七舰队的
旧称。

④ 斯Jg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蒋介石 日 记》， 1 950 年 7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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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 日 师 枢，安 到台， 蒋于 7 月 9 8 与周至柔商讨金 门 是否撤防问题， 认为
师枢 安到 台湾后如金门随之 撤退 ， 则 中共必以为美国限制 国 民党军范围不许国 民
党军在大陆沿海 立足， 则 中共气势更张 ， 故暂不决定。 ① 蒋仍主张速撤为最近重
要之大事 ， 但美国麦克阿瑟并未同意 ， 美 国柯克亦以为金 门保卫于我 利多而害少 ，
故暂缓撤兵行动。

7 月 3 1 日 ， 麦克阿瑟赴台 访问 ， 蒋 介石夫妇到机场迎接 ， 下午 四 时 ， 蒋与
麦帅在 国 防部兵棋室举行第一次会议 ； 8 月 1 日 ， 在第一宾馆举行 第二次会议。
这两次会议， 出 席者， 国 民党当局方面除蒋介石之外 ， “行政院长” 陈诚、 “ 参
谋总长 ” 周 军柔、 “副总长 ” 郭寄麟、 “ 次长” 萧毅肃、 “海军总 司令” 桂永清、
“陆 军总司令” 孙立人、 副空军总司令” 黄镇球 、 “厅长” 侯腾， 以及王世杰、 沈
昌焕、 何世礼、 顾问柯克 ， 盟军总部出席者的有参谋长亚尔门将军 （Edward M, 
Almond.） 、 美 国远东空军司令使崔特梅尔将军 （George E, Stratemeyer） 、 远东舰
队总司令 袭爱将军 （Char les Turner Joy） 、 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将军等十六人， 双
方会谈气氛良好， 丑针对问题各 自 提出看法及解决之道。

此 次双方会谈的 鼓点大约分为两大部分 ： 一是美国如何协防台湾z 二是金门
防 卫问题。 仅就后者做说明 ， 周至柔在 第二次的 会议中 提到金门撤守的问题， 周
问 ： “金 门防 务时称坚强 ， 士气亦高 ， 我们 已准备作 战 ， 惟最近共 匪的行动如沿
海集中船只 、 飞机场之修理与 扩充及军队与炮兵之集中， 均表示其全 力攻打金门
之企图与决心 ， 在 目 前情 形下 ， 我不知是否应不顾一切坚持到底 ， 抑或作其它的
考虑 。 ” 麦克阿瑟元帅则 回答： “金门 的 部署情形我知之不 详， 故不能表 示任何建
议 ， 然而 照军人之本能而言， 则是 ‘ 丝毫也不放弃 ’ ， 我相信周将军早就下决心 ，
决策 战斗到底 ， 如果将军有撤退之意则 早巴为 之。 我以为周将军所间的 ， 乃在美
国是否将协 助金 门的 防 卫及美国是否将 干预国 民党军的行动 ， 倘若如此 ， 则我会
表示我 的意见 ， 否则就实在没有讨论此事的必要 。 ” 周至柔再追问 z “我们当然希
望永远保持金门 ， 因为金门是我方 日 后反攻大陆的跳板， 欲达到这个 目 的 ， 我们
必须轰炸福州与厦 门 的共 匪机场、 攻击 敌人在厦门及其它炮兵集中地点与 军队调
动等 ， 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而等 待敌人来攻 ， 则我方会蒙受极大的牺牲。 ” ② 麦克
阿瑟除表示东 京方面的态度对国 民党军的处境甚为同情外 ， 并没有直接回答撤守
的问题。 但蒋对于麦帅主动表达援助深表感谢 ， 加 以 8 月 4 日 美军 喷气式飞机进

① 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 日i�））＇ 1950 年 7 月 9 日 。
② 这段是周宏涛摘录会议纪录的内容，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 ， 《蒋公与我》 （台北 z天下文化 ， 2003) .

页 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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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新竹机场及麦帅总部派其联络人员 已 到台湾。 8 月 5 日 ， 蒋到军事会报讨论金
门守撤问题， 决定固守不撤， ① 坚守金门 已成为政策。

总之， 在大陆地区国 民党军逐渐撤退后 ， 随着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 ， 以 台湾
为第一考虑 ， 为确 保台湾的安全 ， 逐步从海南、 舟山群岛撤军， 除海南有部 分部
队有损失之外 ， 总体而言是成功的 ， 这些部队也成为后来捍卫台 、 霞、 金、 马 的
重要种子部队。 ②

五、 结论

1949 年年底后台湾进入一新的关键时代 ， 政府正式迁台 ， 大部分国 员党军
撤退至台湾 ， 但台湾的安全仍有许多变量 ， 共军虎视眈眈， 美 、 苏态度极为重要，
而影响远东战局 的朝鲜战争也是其 中重要的关键，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 ， 美 国参与
军事援助南韩的行动 ， 对于在台湾的国 民党当局 ， 一方面希望其能安全的守住台
湾 ， 一方面又怕 台湾趁机攻击中 国大陆沿海的地区 ， 军部与 国务院、 美国总统与
国务院、 参众议员 间 、 民间舆论等意见纷歧， 而且随着局势发展每一时期的政策
亦不→致，以军部的意见而言， 1949 年底至1 950 年初赞成国 民党 军轰炸沿海地区 ，
甚至赞成 国 民党军的封闭沿海政策 ， 1 950 年中之后则持反对态度 ， 对于海南群
岛与舟山群岛最先反对国 民党军撤退 ， 其后则赞成并协助国 民党军撤退 ， 但柯克
及麦克阿瑟等则始终表示反对金门撤军 ， 而且第七舰队的协防也是有条件。 ③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及艾其生对于协防台湾的态度并不一致， 朝鲜战争爆发麦
克阿瑟被任命为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 总司令 ， 对于远东战局 自 有使命， 较
关注朝鲜战争的发展 ， 蒋企阁与麦克阿瑟直接交涉出 兵韩 国及 中 国沿海的问题，
麦 氏不愿正面响应 ， 当蒋居于台海安全的考虑决定 自 金 门撤退之际 ， 麦氏赴台访
问 ， 虽然所谈的具体问题不多 ， 但也改变蒋 自金门撤军的计划 ， 金门得以保存下来。

①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蒋介石 日 i.2)), 1950 年 8 月 5 日 。
＠ 刘凤翰，《国军在台澎金马整编经过 （ 1950 年至 1981 年）》 《中华军事史学会会刊》 ，第 7 期 ， 2002 年

4 月 ， 页316。
③ 1950年 1 月 5 日 和 12 日 ， 杜鲁门和艾奇生分别发表声明 ， 宣布美国 吕 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

特权 ， 或建立军事基地， 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 并 且宣布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不包括台湾
和韩国 。 6 月 初， 宣布如为保证台湾军事中立化，美国 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 以 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
生军事行动 ， 28 日 ， 杜鲁门 发表声明 ， 宣布已 派出驻日 本的美国 空军和海军 支持李承晚军作战， 并在声
明 中以台湾海峡中立化为名 ， 宣布 派驻菲律宾的美 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并于 27 日 正式进入基盛、
高雄 ， 进行侦察巡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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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舟山与舟山撤退

刘维开

一、 前言

舟山群岛位于杭州湾 口 ， 并扼 守长 江出 海之航道 ， 大小岛屿三百 四 十余座 ，
面积 52 072 平方公里 ， 分布于二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 主岛 舟山 岛 （ 又称舟
山本岛 ） 面积 502 平方 公里 ， 列 台 湾、 海 南、 崇明之 后， 为全国 第四大岛 ， 县治
定海即在此岛p较大的还有 岱山 、 六横 、 金塘、 衙由、 桃花、 登步等岛。 舟山群
岛原属浙 江省定海县， 1 949 年 7 月 ， 为适应政治环境需要 ， 将舟山群岛北方 岱山 、
长涂等岛划 出 ， 置谕 州县 ， 县治设于岱山 岛之高亭镇。 1 949 年 4 月 ， 共军渡 江之后，
蒋中正将舟山群岛与台湾并列为复兴基地， 曾多次至舟山视察防务， 指示加强了L
事 ， 扩建及修筑定海 、 岱 出机场 ， 以便利上 海、 青岛等地区物资运输。 1 949 年
1 1月， 继金门古宁头战役之后 ， 驻防登步岛之 守军亦击退来犯共军 ， 称登步大捷，
亦 足见该地 区军事力量具有一定防御 能力 。 然而 1 950 年 4 月 、 5 丹 间 ， 在蒋中
正之坚持 下， 决定 自 舟山撤退 ， 十五万军民于 5 月 中抵 达台湾 ， 共军随即于 5 月
1 9 日 进 占舟山群岛 ， 一个多月 后 ， 朝鲜战争发生 ， 情势有重大变化。 本文以 《蒋
中正 日 记 》 为中心 ， 辅以战史及相关人员 留存资料等 ， 探讨舟山 的战略位置，蒋
中正对舟山 防卫的构想 ， 以及决定撤军的原因 ， 撤军的经过与影响等。

二、 舟山战略地位的提升

舟山 群岛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 自 明 、 清以来就是中外战争的主要地点之一。



防卫舟由与舟山撤退

明 嘉靖年间 ， 倭寇为害 ， 明 将俞大献、 胡宗宪等曾于此地进行多次平倭行动产 近
代以来 ， 英军曾 于 1 840 年 7 月 大举入侵舟山本岛 的定海 ， 引 起激烈战争 ， 有学
者认为这 才是 鸦片战争的正 式爆发点 。 ② 而在 1 949 年 初， 舟山群岛是随着盟共战
争的发展 ， 战略地位 日 益重要 。 4 月 ， 共军渡江攻 占南京后 ， 继续向浙江进军，
4 月 30 日 ， 地方当局以情势危急， 将省政府等军政机关先行迁 往宁波 ＇5 月 3 臼 ，
杭 州沦陷 。 随后， 共军沿 杭南路向浙东进 攻， 渡过曹娥江 ， 相继攻 占上 虞、 余姚、

慈煤等县 ， 23 日 ， 国 民党军撤离宁波， 浙江省政府 迁 至定海。 25 日 宁波沦 陷，
同 日 ， 革在县、 奉化沦陷 ； 次 日 镇海陷 落。 至此， 舟山群岛成为浙江省政府所在地 ，
亦为浙江省少数尚在国 民党军控制的地区 。 5 月 27 日 ， 驻 守上海的 国 民党军撤离 s
部分 军队留驻舟山群岛 ， 该地 区之国 民党军兵力随之增加 。

舟山群岛原属 海军基地 ， 设有海军 巡防处及舰队驻防 g空军亦在该处有定海
机场 ， 驻有部分兵力 z 其他除少数地方 自 卫队外 ， 并无正规部队驻 守。 1949 年春，
当 共军 迫近长江北岸， 政府为巩固后方， 首先在杭州成立浙江绥靖司令部， 由浙
江省政府主席周是兼任 。 4 月 下旬 ， 共军渡江， 南京沦陷 ， 有两个保安团 的残部
首先退驻定海 ， 是为 国 民党军部队进 驻舟山群岛之始。 但是当时政府尚控制华 中 、
华南、 西南、 西北等地区， 战争重点仍在大陆地区， 舟山群岛战略位置受到重视

的关键因素应与蒋中正 的规划有 关。 蒋 中正十分重视舟山 群岛的 防卫工事， 除了
该地区可以作为 国 民党军自 上海撤离的一个中转站 外， 更重要者为中共缺少海、
空军 ， 国 民党军可以 以舟山群岛为基 地， 控制长江口 ， 进击大陆。

蒋氏认为上海撤退为时间迟早问题， 而舟山群岛 因地理位置适当 ， 可以作为
疏运上海物资及撤退驻防国 民党军的中 间站。 据蒋经国 回忆：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 ，
交我办理的 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 总部 ， 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 那时， 我们
不大明 白父亲的用意 ， 只能遵照命令去做 ， 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 ， 差不多每
星期都要问机场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 ？ 后来催得更紧 ， 几乎三天一催 ， 两天
一催 ， 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 到 了辞去沪弃守， 才知 道汤恩伯 的部队就是 靠了 由
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 ， 才能 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③ 因空军原本在
定海有机场， 蒋氏所交代修建者 ， 应该是指扩展定海机场 跑道， 增添飞行连络设

① 陈训正等篡修 ， 《寇海县志》 （ 二 ） （ 台北 z 成文出 版社有限公司 ， 1970 年 11 月 ） ， 页 460-4侃。
②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始于定海？ 浙学者新论起争议》， 2006 年 4 月 3 日 ， 《中 国频道E h即：／／news.

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 l /node8l 763/node127599/usero均ectlail956723.h伽ll, 20091f二9 月 20 日 。
③ 蒋经 国 ， 《一位平凡的伟人》 ， 《风雨中的宁静》 ， 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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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 提供 B-25 轰炸机及 蚊式机使用。 ①5 月 17 日 ， 蒋 氏得知上海情势 危急 ， 乃致
函主持上海保卫战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汤恩伯 ， 告知定海地位重要 ， 为将来反攻
基地 ， 且为今 日 接应上海 、 青岛与东南各区之策源地， 其防 务万不可忽略， 并嘱
其先将物资运往舟山 ， 再谈上海之守与不守， 谓 ： ②

定海为 将来反攻基地 ， 且为今 日 接应沪、 青与 东 南 各 区 之策 源 地 ， 其防务万

不 可忽略， 故段军 如能全 部守备宁波各防 区 比较为 有把握，否 则 力 分防羊， 两 皆

无 益 ， 而 定海基地 因 此动摇不保为 可虑耳 ， 如果沪地以兵力 单弱不 易 固 守 ， 而 移

调 守备之共增强 沪防 ， 使宁防减弱不保 ， 则 以理论宁可缩小上海防 区 ， 甚至不 得

巳时放弃上海而 图 确保定海基地认为 正 当 耳。 但上海重要物 资必须 先行运 完 ， 不

使落于匪 手 ， 尤其重要武器不能任意遗弃 ， 赔笑外人， 此乃 吾弟主要之任务。 此

时必须 积极督运重要物 资与不 适用 之武 器先来定海储存，然后再谈上海之守与 不

守， 当 视今后之情势如何 而 定 ， 故此时 万不能作撤退之计 ， 最多只能作缩小 防 区

之谋耳。

次 日 ， 再度致电汤氏， 询 问 物资是 否起运 ， 并应暂运定海起 货， 曰 ： “各种
物资有否作有计划的起 运， 何时可 以运完 ， 望将计划详报。 第一步应暂运定海起
货， 但定海码头不大 ， 而 且空地不 多， 仍须派人负责在定海督导与安置以免损失
或遭大灾也。” ③

以舟山 群岛作为上 海撤退中转站 ， 只是短期 的 目 的 ， 随着上海失陷 ， 舟山群
岛 的战略地位 日 见重要。 先是在 1949年5 月 7 日上午 ， 蒋 中正搭乘 江静轮离开
上海 ， 于下午 4 时抵舟山群岛附近水域后 ， 即停留绕行各岛巡视， 前后达 1 1 天之久 ，
至 17 s 始登岛至定海机场 ， 搭机 飞 往澎湖马公。 蒋 氏在舟山群岛驻留较长时间
的原因 ， 主要在探访民情、 观察形 势， 作为未来防御工事的规划 。 蒋氏之随从秘
书曹圣芬记道 ： ③

在船上暗 了 船长大副之外 ， 唯一忙碌的便是总裁。 他的 办公桌上摊着五万分

之一 的舟山 大地 图 ， 手里拿着舟 山 的 略图 ， 不 时 用 比例尺去测 量 ， 或坐船头上用

望远镜暗望 ， 十 天之 中 ，我们环绕着定海本 岛航行 了 五百余涩 ， 从 南边的 桃花、

① 梆际明， 《舟山之军工建设与保卫战》， 张行周编 ， 《癫海［司舟》 （ 台 北 2 民主出版社， 1972 年 9 月 ），
页 920

② 《蒋 中E致汤恩伯函》， 1949 年 5 月 17 日， 锺克豪先生提供影印件。
③ 4蒋中正致汤恩伯予稿录底》， 1949 年 5 月 18 日 ， 《蒋巾正“总统” 档案》， “国史馆” 藏 ， 崔光中同

学提供数据。
③ 暂圣芬， 《从溪口到成都》 ， 曹志涟编 ， 《一片祥和 日 月 长－报人曹圣芬》， 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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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步到东方的朱家夫、 普陀山 ， 北方 的 长涂、 岱山、 秀山 、 常白， 西方 的 南 澳、

大屿各 岛 ， 每一个 岛， 总裁都上去过。 到 了 岛 上 总 裁先走到 高 的 地方 ， 察看全岛

的 形势，把重要之处，都 用 红笔在地 图 上勾 出 来 ， 再将 当 地人 口 多 寡，民情风俗，

地方 出 产， 食粮盈亏， 一一记载下来。 所 以 总 裁后 来对于舟 山 各岛 的情形 ， 比定

海县长还要熟悉。

9 日 ， 蒋 氏 率蒋经国 等乘 汽艇至南 被西岸之关帝亭登岸 ， 巡视与大榻岛 仅
一水之隔的穿山半岛形势。 一行 徒步至后所城之后 山 ， 睛望形势， 再登东北城
角， 观察大榻与穿山周 围环境， 记道 ： “ 穿山镇与后所 切实控置， 以 保障定海 、
大橱之安全。 ” ① 是时周暑为确保舟山及其附近地 区之安全， 将原驻 斯东地区之第
八十七军调至象山半岛及定海以南梅山 、 六横 、 桃花诸岛 I 1 3 日 ， 蒋 氏指示周岩
及第八十七军军长段坛， 定海对内地防务 ， 必须确保大 栩山与梅山两岛 ， 因此
必须加 强穿山半岛之后所城经门浦、 宫庄而至廓街EJf城 ， 即崎头山之三角地带防
务。 ② 而蒋氏在舟山巡视一周后 ， 更认为该地区 自 然条件 良好， 可 以作为复兴根
据地 ， 谓 ： ③

本周 周 潜定海县， 周 围 足有七百 华里之广， 其 各 岛 皆土地肥美 ， 满 山 绿彰，

间 有林木， 仅此 已足为 余革命复兴根据地，况海空军 皆非共 匪所有， 如j共 匪 其如

我何耶。

5 月 下旬 ， 蒋 氏考虑驻上海、 青岛 国 民党 军撤退之军事部 署， 以 强化舟山群
岛 、 台湾及海南 岛 为主 ， 自 记 ： “ 于军事部署以上海撤退军队 移驻舟山 群岛 ， 以
福建崩损各部 择优先移 台 、 厦整训 ， 以青岛部队进驻 琼州， 先将此三群 岛守备加 强，
尤应积 极肃 清 琼 州 土共而掌握之， 然后 再向沿海各地发展也。 ” ③ 并于 6 月 5 日 访
晤新任行政皖院长阎锡 山 时 ， 将该点列入提供阁氏参考之 “军事 、 财政、 外交与
政治等七项施政要 旨 ” 中 ， 为 “东lK沿海以舟山 、 台湾 、 琼州 、 长山 四群岛为基
地 ， 向粤、 桂、 瓶、 赣、 闽 、 浙 、 苏 、 鲁、 冀发展” 。 ⑤而上海撤出之国 民党军则

①《蒋中正日记肖，1949年5月9日，蒋方智怡女士提供。 后所城，现为宁波市北仑区后所村，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t:j:t误作“后沙气所城为明代所筑之卫所城，穿山、 大械、 后所城均为明代戚继光驻防定
海抗倭时的驻兵地点， 穿山位于陆地， 与大榄山岛相望， 两地可控制水道来往船只。

②《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13日。 周岩（1895-1953），浙江省政府主席，段法（1905-1954），国

民党军第八十七军军长，该部原驻防浙东一带，撤退至舟山群岛。 穿山、 门浦、 官庄、 廓街所城（现名为
“郭巨”）现均隶宁波市北仑区，该地为半岛， 与舟山岛相望，两侧为大搬山岛、 梅山岛。

③ 《蒋中正日记》，1949年5月14日后 “上星期反省录”。

④《蒋中正日记》，杂录， 1949年5月26日。

⑤《蒋中正致阎锡LIJ条谕）），1949年6月4日，《蒋“总统”寻Iill与后方布置以上）“总统府”编《革命文献》

第二十八册，“国史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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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是项部署原则 ， 先行转进至舟山群岛 ， 经休整后 ， 其中第十二军、 第五十二
军、 第五十四军、 第九十九军及第二0八师于 5 月 底继续撤往台湾 ， 第七十五军、
暂编第一军、 第二十一军则 留驻增 防， 连 同该地区原驻第八十七军及由 南京转进
入浙之第 四十五军残部 ， 共有五个军， 但兵力大多不足。 6 月 中旬 ， 周 暑为统筹
岛上兵力 ， 曾计划对驻军进行初步整编与部署 ， 成立相对应的指挥组织， 嗣因东
南区军事会议召开 ， 对舟山 防务有新的规划 ， 该项整编工作暂告中止。

6 月 21 日 ， 东南区军事会议在 台北 召 开 ， 会期七天 ， 东南区陆海空军将领
及中央主管业务之党政军重要干部一百八十余人参与。 会议之 目 的在检讨过去军
事及与军事相关连之政治 、 经济所以失败的原因 ， 以为将来彻底改进之依据 ， 从
而策划有效的攻防策略， 充实军事力量。 蒋 中正曾 四次亲临致词 ， 勤勉与会者记
取历史教训 ， 充实反攻准备 ， 完成国民革命， 实现三民主义。 会议决议设置东南
军政长官公署 ， 统一指挥辖区内 的军事政治 g 对于防卫计划立案之原则 ， 确立台
湾为复兴光复基地 ， 确定以攻为守、 争取主动及持久消耗敌人之战略， 将江浙沿
海的蝶酒列 岛 、 舟山群岛及福州 、 厦门与台湾构成一个防卫整体 ， 不使台湾陷于
孤立 ， 并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做成计划 。 ①7 月 6 日 ， 共军进攻象山半岛 ， 国 民党
军寡不敌众， 决定撤至舟山群岛之梅山 、 六横等岛 ， 以防止共军进一步攻击舟山
群 岛 ； 8 日 ， 象山县失陷 ， 浙江全省除舟山群岛外 ， 已全在 中共控制下。 而舟山
群岛有部分岛屿 ， 如大捕、 金塘、 桃花、 六横等岛毗邻大陆 ， 距离甚近 ， 其中大
剧岛位于穿出半岛东北方 ， 两地相隔仅有数里 ， 为舟山群岛中最接近大陆之岛屿 ，
情势更显紧张。 为 因 应变局 ， 7 月 13 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设置舟山群岛防卫
司令部 ， 派石觉为司令官 ， 负责指挥舟山地区军事。 ®18 日 ， 行政院政务会议通
过设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 台湾省主席陈诚为长宫 ， 辖苏、 浙、 赣、 闽、 台 五
省 。 ③8 月 1 5 日 ， 陈诚就任东南军政长官； 9 月 1 日 ，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办公，
统一措挥东南区军政事务。 是时因共军已于 8 月 下旬攻占 大榻岛 ， 并持续进攻金
塘岛及象山半岛附近之六横岛、 桃花岛等 ， 使蒋中正及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必须重
新思考此一地区之防御措施。

① 庸振楚编， 《总裁办公室工作纪要》， 陈鹏仁主编 ， 《中国国 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一非常委员会及总裁
办公室资料汇编》， 页 271 -274。

② 《中央 日 报》， 1949 年 7 月 14 日 ， 第一版。
③ 《中央 日 报》 ， 1949 年 7 月 19 日 ，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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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蒋中正对舟山 防卫的加强

1949 年 9 月 中旬 ， 国 民党军 自 六横岛及其东西之虾岐岛撤离 ， 两岛 位于舟
山群岛南部 ， 接近象山半岛 ； 10 月 初 ， 共军进攻位于镇海县东北方之金塘岛 ， 6 日 ，
国 民党军撤离金塘岛 。 六横岛为舟山群岛之第三大岛 ， 金塘岛为第 四大岛 ， 两岛
相继失 陷 ， 对舟山 防卫产生相当大的冲击。 其中尤以金塘岛更为重要 ， 该岛与舟
山本岛仅一水之隔 ， 岛上 良 田 沃野 ， 是舟山群岛主要的粮食生产区， 蒋中正乘船
经过该岛时， 曾记述 “两侧土地肥美， 森林亦多可爱也”。 ① 在战略位置上 ， 金塘
岛 为舟山本岛之屏障， 蒋 民于 5 月 初驻节舟山 时 ， 曾 于 9 日 及 16 日 两度登岛视
察， 指示加强防御工事 ， 希望凭借金塘水道和滩头工事 ， 阻挡共军的攻击行动。 ②
而在 9 月 中旬 ， 蒋 氏亦曾致电闽 、 浙地区高级将领 ， 注意共军利用满潮期间之攻
击行动 ， 并强调 “如果我舟山群岛与闽厦沿海各岛之基地 ， 万一为匪偷袭或攻陷 ，
则该区内陆海空军负责之各主宫 ， 必以失职误国之罪惩治 ， 决不宽贷也” 。 ③ 因此
接得金塘岛失陷之报告后 ， 深感事态严重 ， 立即飞往定海巡视防务 ， 主持军事会
议。 ④

蒋 氏于 10 月 1 1 日 下午 4 时抵达定海后 ， 立即召 见陆海空军将领 ， 听取六横 、
虾岐、 金塘等岛失陷经过 ， 认为主要系 由 于军队腐败 ， 将士无斗志所致， 决定改
组浙江省政府 ， 欲’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郭忏取代周整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
自 记 ： ⑤

召 见陆 海 空 军 将领 ， 听取其报告六横虾吱各岛皆 己放弃 ， 全塘失 陷 ， 情形 实

由 于 军 队腐败， 将士无斗志所致。 据报从未有见军 队如此腐败者 ， 用 暴无 能 ， 害

国 害 乡 ， 痛心之至 ， 决澈底改造， 以 求有济也。 ……切属悔吾准备接浙省府事也。

① 4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5 月 7 日 。 沥港为金榜岛之船埠 ， “沥港岛 ”即为“金塘岛” ， “喉西门”应作“ 西
喉门 ” ， 西墩门水道位于金塘岛与册子山岛之间 。

② 《激战金塘岛》 ，｛（中国海洋文化在线》，http://www.cseac.com/Article_ Show.臼p？.如ticlelD=10439,2009
年 9 月 29 日 剖览。

③ 《蒋中正致汤恩伯等电》， 1949 年 9 月 13 日 ， 《忠勤档案 础 ， 《总统手令录底B二 ， 《手令录底》第二册。
38.8.20-12.3 1 0  

④ 俞济时， 《八十虚度追忆》 ｛台北 g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 1983 年 12 月 ） ， 页 123。 俞将金塘失陷时间
记为 9 月 10 日 ， 谓 ： “九月 十 日 定海县金塘岛失守， 蒋公子十一 日 上午接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电报 ， 下午
二时即乘机飞在定海。 ”

⑤ 《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10 月 12 日 。 郭忏 （ 1893一1950） ， 字悔吾 ， 浙江诸暨人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第六期炮兵科毕业， 曾任联合勤务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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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民 对于金塘 岛 之失 陷尤 为不 满 ， 认为海军未能尽职， 而驻守该 岛 之第
七十五军第一0二师作战不力 ， 尤为严重 ， 指示将第一0二师师长朱式勤 ， 送交
军法审判 。 ① 并于 12 日 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 研商防卫定诲 ， 与收复金塘、 六
横两岛计划 。 自 记 ： ②

上 午 自 八时半至十 时 召 见桂永清严 斥 其海 军 不 能尽职 ， 又见石 觉、 周嘉后 召

集 陆 海 空 军将领会议 ， 研究防卫定海 ， 与 收复全塘 、 六横岛计划 。 正午召 见驻定

各军师 团 长 ， 听取其报告训话后 ， 说明 朱式 勤 师 长 失守金塘责任 ， 与 交军 法审判

理 由 。

次 日上午 ， 再度召见郭忏， 嘱其速赴定海任职 ， 并 由 石觉陪同赴岛上驻军阵
地巡视， 见工事薄弱 ， 官兵面黄骨瘦 ， 自记： “沿海视察阵地 ， 自 排经连至营部 （敬头 ）
约行十里许。 工事薄弱且多暴露， 形同儿戏， 官兵皆面黄骨瘦 ， 未见有强健之一
人 ， 无冬衣无被服 ， 无草鞋无药品 。 目 病兵卧床呻吟 ， 问之则无医无药以对 ， 此
为带兵 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 ， 不知如何收拾矣。 ” 下午续召集高级将领会议， 促
成陆海空军联合会议 ， 规定各种办法 ， 严戒腐败颓落之失败主义 ， 但蒋 氏亦难以
判断成效如何 ， 谓 ： “未知果能振作奋发否” ， ③ 他对于岛上陆 、 海、 空军之评价均
不佳， 认为除情报人员 多能奋斗不懈， 略为 自 慰外 ， “其它 皆萎靡不振， 尤其海
陆军官长为然 ， 憧空军尚 能照常尽职而 已 ” 。 ④14 日 上午继续召见党政军主要人员 ，
指示要 旨后 ， 即于十时 自 定海搭机 ， 十二时二十分返抵台北。

继蒋 氏舟山群岛之行后 ， 陈诚亦于 10 月 19 日 飞抵定海 ， 赴前线视察， 2 1
日 返台 。 陈诚巡视期间 ， 国 民党军于 20 日 撤离位于虾岐岛北面之桃花岛 ， 但蒋、
陈两氏相继视察舟山防务， 对于岛上官兵之士气 ， 实有一定激励作用 。 1 1 月 3 s .  
共军登陆位于桃花岛北面的登步岛 ， 岛上驻军迎击 ， 舟山 防卫司令官石觉接获共
军登陆之报告 ， 立即调派部队驰援 ， 经过六十小时激战 ， 终于击退来犯共军 ， 继
十月 金门古宁头大捷后 ， 再度缔造 “登步大捷” ， 对此后共军进攻沿海岛 屿之行动 ，
产生了遏阻作用 ， 使共军在短期间 内 不再发动渡海作战 。 蒋中正于 4 日 得知共军

① 据俞济时表示 ，是时东离军政长官公署对定海之作战，有 “外商卫星岛屿” 必要时可以放弃之指示 ，
而总裁办公室先前有 “定海外围卫星岛屿不可放弃” 之命令 ， 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所发之作战指导命令并
未向 总裁办公室报备 ， 蒋氏原指示朱式勤不必送军法审判 ， 得知命令有出入后 ， 即改变指示同意交付军法 ，
以 “该师战约二小时l!P放弃全岛 ， 且撤退时纪律废弛” 为由 ， 判有期徒刑 12 年。 见俞济时， 《八十虚度追
忆》， 页 123-124。

② 《蒋中正 日 记》， 1 949 年 10 月 12 日 。
③ 《蒋中正 因曰， 1949 年 IO 月 1 3 日 。
③ 《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IO 月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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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登步岛 的消息后 ， 以此战关系定海 日 后防务 ， 始终维持高度关注， 连 日 记述
军事发展 ： “得报定海登步 岛 ， 昨夜匪 己登陆 ， 正在激战 中 ， 则 定海情势更为危
急 。 ” ① “今 日 定海登步岛战事， 并未将匪澈底消灭 ， 惟已驱至海滨， 尚在激战之中 ，
海军未能得力为忧 。 ” ② 追接获击退共军讯息后 ， 记道 ： “知登步岛登陆之匪， 已于
上午九时完全肃清。 此战继金门 岛胜利之后 ， 不仅影响于定海今后之防务 ， 而于
全般士气亦更为振作矣。 ” ③ 于 8 日 ：亲书对定海将领之慰勉函 ， 命蒋经国携往 ， 并
代表慰问官兵。

而在登步岛战斗之前， 蒋民接得情报资料， 表示共军在江浙沿海一带积极征
集船舶轮船、 木船 ， 共计多者千余艘 ， 少者亦有五百艘以上 ， 担心共军如对舟山
及岱山两岛 同时发动攻击行动 ， 恐国 民党军将陷入腹背受敌之形势。 曾多次约见
陈诚、 郭忏等研商定海防务相关事宜， 决定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下设置舟山指挥
所， 以郭忏为主任、 石觉冯 丁治盘为副主任 ， 统一指挥舟山群岛及蝶泪群岛等地
区军事 ， 并拟调派在台湾整补之第五十二军前往增援。 ③ 然该军军长刘玉章以军
队训练尚未完成 ， 对于此项指示 ， 颇有疑虑 ， ③ 适登步岛战事发生 ， 胜败未定 ， 蒋
氏决定暂缓调遣行动 ， “待该岛决战后再定:XJj军之去留 ” 。 ⑤ 登步岛战役后 ， 决定
重新部署舟山群岛军事 ， 除确定调派五十二军增援外 ， 并改组浙江省政府 ， 以石
觉为省主席 ， 仍为舟山群岛防卫司令部司令官 ， 集舟山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 此
后至舟山撤退前半年多的时间 ， 此一地区大致安定 ， 共军没有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四 、 舟山撤军之决定与执行

1 949 年 12 月 7 日 ， “行政院” 会议决定国 黑党当局迁设台北 ， 9 日 ， “行政院”
在台北举行迁 台后首次政务会议， 正式开始办公。 1950 年 3 月 1 日 ， 蒋 中正在
台北复行视事 ， 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 27 日 ， 国 民党军在大陆地区的最后一个重要
据点西昌失陷 ， 大陆本土的正规作战告一结束 。 此时 ， 政府所控制区域仅有东南
沿海晶屿， 包括d瞟润群岛 、 舟山群岛、 金 门 、 马祖、 台湾及海南岛等 ， 国 民党军

① 《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11 月 4 日 。
② 《蒋中正 日 it:)}, 1949 年 1 1 月 5 日 。
③ 《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I I 月 6 日 。
④ 《蒋中正 日 记》 ， 1949 年 1 1 月 1 日 。
⑤ 《蒋中正 日 记》， 1949 年 1 1 月 4 日 。
⑥ 《蒋中正 日 记茧， 1949 年 11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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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凭借海、 空军之优势， 以舟山群岛为基地， 向大陆沿海地区不时进行袭击。 舟
山群岛亦在石觉治理下 ， 执行党政军民各方面配合的 “总体战” ， 颇具成效， ① 曾
于 1950 年 1 月 致电蒋氏说明其施政计划 ， 谓： ②

职为加强舟 山 民众组训 ， 全力 支持军事及调 整敌后行政机构 ， 迅速推进 ， 以

建立政权起见 ， 经分别 召 开定海、 渝洲 两县 ， 及敌后 专 员 县长行政会议， 决定 ：

（ 一 ） 为迅速完成舟 山 民众组织 ， 建立铁保， 特别 动 员 省 府 ， 及定、 潜 两 县

政府工作人员 ， 下 乡 工作 ， 限 于二月 十五 日 以前 办竣。

（ 二 ） 为 减轻 民 负 ， 扫 除苛杂， 定元旦起， 停止征工征料五 日 ， 并规定统一

征工征料 ， 调 配船只 ， 及合理 负 担等 品、法。

（ 三 ） 遵照 （ 东 南 长 官公署政务委员 会 ） 规定 ， 分别 拟 定 简 化省县 办法各一种 ，

先期试行。

（ 四 ） 省府原设浙 东 、 浙北 、 浙南行署 ， 及保安 司 令部 浙南指挥所 ， 以 逗 留 不 进 ，

机构 重迭， 一律暂 予撤销。

（ 五 ） 通过各敌后 专 员 县 长推进办法 ， 并 由 省 府给予 经 费及械弹之补助 ， 一

律限于半 月 内 推进 ， 否则 即 予撤换。

蒋氏对于石觉主政下的舟山 防务亦深感欣慰 ， ③ 并从台湾、 金门陆续抽调第
九十二师和第十九军前往 ， 加强防御力量 ， 岛上驻军达 12 万余人。

1950 年 3 月 ， 蒋 氏接获共军可能于近期 内 进犯舟山群岛之情报后 ， 对于该
地 防务遂有进一步的思考。 是月 16 日 ， 致电石觉 ， 谓 ： “据报共匪进攻舟山之准
备已经完毕 ， 即将开始行动 ， 务希严令各部队切实准备 ， 并令空军在 日 内不分昼
夜猛烈侦炸为耍 。 ” © 4 月 2 日 召见返台述职的石觉 ， 讨论定海防务 ， 次 日 召见内
政部长黄季陆、 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棋 ， 商讨运送粮食接济舟山事宜， 指示必须
运足一月存粮 ， “此心乃安” 。 ⑤ 4 月 中 ， 蒋氏接得袭击上海地 区之飞机相继遭到
击落的报告， ⑤ 深感忧心 ， 认为中共可能已有相当实力之空军 ， 乃于 20 日 致函石

① 石觉， 《总体战在舟’LIJ》 ， 张行周编， 《派海同舟》， 页 69-73.
② 《石觉呈蒋叶：1正电》， 1950 年 1 月 3 日 ，《蒋 “ 总统” 引退与后方布置》 （下） “总统府” 编 《革命文献》

第二十九册。
③ 《蒋中正日 i己》， 1949 年 1 2 月 4 日 。
④ 《蒋中正致石觉电》 ， 1950 年 3 月 16 日 ， 《革命文献拓影》般乱时期 ，蒋 “总统” 复行视事，第三五册。
⑤ 《蒋中正 日 ｝［！））， 1950 年 4 月 4 日 。
⑥ 4 月 2 日 ，袭击上海地区之两架 p-5 1 战斗机在杭州湾上空迫击落 ， 18 日 ， 两架 p-38 战斗机在上海上

空道击俗。 见XIJ统 ， 《1950 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中 国 当
代史研究》 （北京 2 九州 出 版社 ， 2009 年 4 月 ） ， 页 172。



防卫舟lit 与舟山撤退

觉 ， 表示共军如发起对舟山群岛之攻击 ， 必有 比国 民党军优势之空军， 掌握制空
权及制海权， 而当开战之初 ， 国 民党军海、 空军决无法协助陆军之作战， 故陆军
官兵必须想定在此种状况下 ， 单独与共军陆海空军联合之攻势之作战， 指示舟山
前务应特别注意事项 ， 嘱加强岱山兵力 ， 并要求全体官兵须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
J心 ， 曰 ： ①

关 于 舟 山 群 岛之防务应有特别 注意之必要者数点 ： （ 一 ） 匪 军 此 次来攻 ， 必

有 比我优势之空 军 ， 能控置全部战场之空 中 与 海面 。 当 绪战之初 ， 我方海、 空 军

决不 能协助我陆 军之作战， 故我 陆 军 上 下 官兵必须 想定在上述抉 况下 ， 由 陆 军 单

独与 匪 陆 、 海、 空 军联合之攻势之作战 ， 惟有在此种想定之下 ， 准备一切 ， 方不

致 临 时 张皇或 失望之情景发 生 ， 此应 明 告全体官兵必 须有与 阵地共存亡 ， 为 救 国

救民 ， 实行三 民主义而牺牲之决心 ， 各级主官尤应 以 身 作 卒 ， 誓 以 殉 国 尽职 ， 作

最后 牺牲， 以发扬我军 革命传统精神 ， 实现不 成功便成千二之总理遗教 ， 不愧为 我

革命之信徒也。 （ 二 ） 匪 既全面进攻， 即对各方 面 同 时并举， 尤其 先 图 占 领我岱

山 ， 控置我海、 空各军基地， 使我定海本岛 完全被其 包 围 ， 以 其 空军 如果优劣 易

势 ， 则 匪 必先 占 岱 山 最为有利 ， 故岱 山 兵 力 与 防务必须 不 分昼夜设法加强 ， 如 能

克将其进攻岱 山 之计 划 击败 ， 不 能得逞 ， 则 于本 岛 防卫战史于我有利 也。 此时可

否 考虑 与 匪在岱 山 决 战之计 划 ， 务希切 实研究 为要。 （ 三 ） 此 次 匪发动 攻 势 ， 必

有无数船舶 ， 尤其是普通木船 ， 如蚁如蜂 ， 满 海蜂拥 而 来 ， 使我官兵见此惊皇失 色 ，

几乎有射不胜射之感 ， 此最为 可能。 我 军 应如何事先准备 ， 及作各种 想定之演 习 ，

此乃 又 为 各级主 管 官 即边有周 到 之预备 ， 总 匆 使所部 惊骇 失措， 而 能镇定 自 如 ，

静着瞄 准 ， 击 沉 来者已之各种 匪船也。 古人云 “射人先射马 ， 擒践先擒王” ， 今 日

海 岛 战争 亦 必须 以 “射人先射船 ， 射兵先射官

先择船上之官 长 为 目 y际也O 至于如何选择匪 官之各种方 法 ， 又应切实研究也。 近

为 考虑定海作战可能发生最重要之情 况 ， 特缕述之 ， 希详加研讨 实施为要。

复于 25 B 再度致函石觉 ， 强调舟山前线 中共将有海 、 空军协 同作 战 ， 届 时
我方海上交通必感困难， 只得利用夜间行动 ， 指示各岛大小民船应加强组织 ， 注
意岱山 与定海间交通 ， 并应举行演习 ， 曰 ： ②

预料舟 山 前线共 匪将有海、 空 军 协 同 作战 ， 彼时我方海上 交通必感 困 难 ， 只

① 《蒋中正致石觉函》， 1950 年 4月 20 日 ，《忠勤档案 5 一 “总统”蒋公手札录底苦，《蒋经同“总统”档案》，
“国史馆” 藏。

② 《蒋中正致石觉函》， 1950 年4 月 25 日 ，也忠勤档案 5 一 “总统”蒋公手札录底儿《蒋经国“总统”档案》，
“ 同史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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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 用 夜 间 行动 。 舟 山 各 岛 大 小 民船务应 加 以 组织 ， 并予 以伪装， 以及规定其钝

泊 位置 ， 岱山 与 定海之交通尤应特 别 注意 ， 此事 可即进行 ， 并应举行演 习 。 对于

成功 雷之使用 ， 前 日 此 间试验效果甚好 ， 惟必须待 匪之主 力 到 达 时开始爆炸 ， 才

能获致最大效果 ， 不 可 太早 ， 此点 亦 望使用 时注意及之。

根据中共方面资料 ， 华东军区及第三野战军于 4 月 25 日 召 开陆海空三军联
合作战会议， 决定组成两个作战集团 ， 在海 、 空军支持配合 F ， 分别 由 浙东沿海
和上海方向对舟山 群岛发起攻击。 ① 就此而言 ， 蒋中正确实掌握了共军即将进犯
舟山群岛的讯息。

4 月 27 日 ， 蒋 氏 在美籍顾问柯克 （ Charles Cooke） 陪 同 下 飞抵定海巡视。
柯克曾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 ， 任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 ， 二次大战结束后 ， 常
驻青岛 ， 与军政人员关系 良好 ， 1947 年退休， 1950 年 2 月 以美国 国 际新闻社记
者身份赴台 ， 担任蒋氏军事顾问。 柯克认为中共在江湖一带已建有机场， 对 国 民
党空军构成严重威胁 ， 定海防守闲难 ， 建议蒋氏 自 动撤还 ， 将兵力集中防守台湾。
蒋 氏则认为不论如何 ， 应先决战 ， 再行撤退。 此行主要 目 的 ， 即在与柯克进一步
研商舟山群岛防卫战略。 自 记 ： ②

彼以 匪 方 空 军机场数 多 过我十之八 ， 无论空 军数量如何 ， 但其性能如何相等 ，

则 我 已 处 于 绝对劣 势 ， 以 理 以 势 ， 我定海不 易 固 守 ， 故彼意 主 张 来 匪 未攻之前 ，

自 动撤退 ， 使兵力 集 中 ， 以全力保守 台 湾 为 上策。 余 以 海南撤退程度未定 ， 而 且

匪机 内 究有俄式喷 气机否 ， 皆 未判 定 以 前 ， 不 能决 定 ， 即使匪 来进攻 ， 亦 应 先予

决战 ， 受我打击败退一 次以后 ， 再行撤退也。

蒋氏于十二时半抵定海 ， 下午三时至七时 自 定海城出发 ， 沿西岸至北岸 ， 视
察 防御工事。 自 记z “定海守备工作进步甚速 ， 全岛公路密布 ， 而且路基亦 良 ，
尤其北岸码头修筑更佳， 使全岛军事形势为之改观 ， 各地工事加强 ， 比诸去年十
月 以前来视察事 ， 殊有天渊之别。 ” ③28 日 上午 ， 搭机飞往岱山岛 ， 在上空视察岱
山 、 长涂两岛形势 ， 下机后即乘车视察高亭码头 ， 途中并在高显庙及插言外！县政府
停留片刻 ， 遂经洪家门 海 冷坑 ， 循东北角公路点岱山机场 ， 飞返定海。 下午召 集
全岛营长以上官长点名聚餐丑II话 ， 再与师长 以上高级将领谈话z 晚 ， 约宴各军、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五卷（北京z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8 月 ） ， 页 198。

② 《蒋中正 日 记》， 1 950 年 4 月 27 日 。
③ 《蒋 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4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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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晚餐。 ① 29 日 上午 ， 蒋氏就连 日 视察所得与柯克研讨定海战略及最近部署 ，
认为在中共空军实力不清及海南岛撤 回兵力数量未明之前 ， 难以决定 ， 自 记 ： “余
意共匪究竟有俄制喷气式飞机杏， 及海南撤回兵力究能有多少 ， 数量未 明 以 前 ，
不能有所决定也。 ” 旋赴指挥部 ， 指示石觉应处理要务 ， 并召见浙江省党政各委
员及工作努力之乡 长后搭机， 于下午一时半 回 台北。 自 记 ： “巡视定海感想无穷 ，
关于今后战略之要 旨与全局之成败 ， 不能不作最后之基本打算也。 ” ② 次 日 ， 蒋 氏
根据空军对上海机场债察照相报告 ， 确定机场上排列在俄制喷气式飞机 ， 证实中
共确实拥有俄制飞机 ， “乃决心放弃舟山群岛 ， 集 中全力在台彰 ， 以确保国家微
弱之命根 ” 。 但是撤退任务能否实现之前提 ， 为共军在五月 中旬 以前不对舟山进攻 ，
乃立即召见 “行政院长” 陈诚及 “参谋总长” 周至柔 ， 商讨舟山撤防方针及海南
撤回部队驻地问题 ， 曰 ： “ 明告其要 旨 ， 与其连战连胜之后 ， 至终无力补充或无
法接济 ， 仍不能不撤时 ， 则不如主动撤退 ， 以 固最后基地为得计， 令其切实研究
后呈报候核。 另商海南撤阿赴台部队之驻地 ， 指示其方针后 ， 决将其主力大部不
赴台湾 ， 雨先分驻彭湖 、 金门 ， 以免纷扰台湾秩序也。 ” ③5 月 1 日 ， 续召见周至柔 ，
商讨定海撤退计划 ， j司 氏对于撤退一事搏保留态度 ， 且认为俄国 喷气机仅限于防
卫上海 ， 并非用来进攻舟山 。 3 日 ， 蒋 氏再就定海守与不守问题 ， 与柯克、 陈诚、
周至柔等研商 ， 除柯克外均不主张放弃， 辩论达三小时之久 ， 未能作出决定 ， 自
记 ： “除柯克外 ， 皆与余意 旨相反 ， 多不主张放弃也 ， 乃令再加详讨 ， 暂不断行。 ” ＠
蒋 氏对于陈、 周等反对理由 ， 深不以为然 ， 表示 ： ⑤

俄制 喷 气式机既在上 海发现 ， 而 且 已有照相 为 凭 ， 故 决 心 放 弃 定 海 ， 将其

十二万余之兵力 集 中 台 湾 ， 勿使为 俄共所各个 消 灭 ， 以 确保此唯一基地 ， 此诫收

合余烬、 背城借一之时 ， 何况现在 守 台 兵 力 不足 ， 若能将定海兵 力 移 防 台 湾 ， 则

只 可说方能称数 ， 较有把握而 已 。 惟撤退计划 恐遗俄 匪 来 攻 ， 以致进退维谷 ， 即

不 能达成 目 的 ， 为 惟一顾虑 ， 此如能保守秘密 ， 匆 为 泄漏 ， 则 本 月 十 六 日 以前如

能 实施撤完 ， 当 可无虑 ， 但高级将领 ， 尤其 国 防部主管干部 ， 几乎全部反对 ， 无

一人为 之赞成 。 余以 为 此举实 为 台 湾 成 败 ， 国 家存亡 ， 最后之一 着 ， 非 毅然 决心 ，

如期 实施不 可也。

① 《蒋中正 日 记》， 1950 年 4 月 28 日 。
② 《蒋中正 l抖。， 1950 年 4 月 29 日 。
③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4 月 30 日 。
④ 《蒋中正 日 记》， 1950 年 5 月 3 日 。
⑤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6 日 后“上星期反省录”。 “故决心放弃定海” ， “定海”原稿误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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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 蒋 氏再与陈诚、 周至柔及副参谋总长郭寄l肺等研商定海撤守问题， 对
于彼等仍持反对态度 ， 感慨 ： “我军四年来之失败 ， 就是得到今 日 结果 ， 而若辈
之思想脑筋 ， 毫元反省澈悟之意也。” ① 次 日 晨召见周至柔 ， 告知对舟山撤退之决
心 ， “属其应在军事职责上建议， 在军事上着眼应否如此， 至于政治、 民心、 士
气等因素 ， 则 由余负责 ，彼可不必顾虑也气 ②9 日 晨 ， “总统府秘书长” 王世杰与 “行
政皖秘书长” 黄少谷联抉请见 ， 报告陈诚、 周至柔对于舟山撤退决策 ， 极端反对，
请重新考虑。 蒋氏对此十分苦恼 ， 表示 “若辈脑筋不清至此 ，深叹亡国 之无法挽救，
感痛万分” ， 乃指示于 12 日才召开军事会议， 研讨舟山撤退之 利弊得失与军事原则 。
会中 ， 陈诚质疑撤退赴台部队能否有屑 ， 对防务是否有帮助z但蒋 氏以为陈氏为 “心
理病态 ， 不可救药” 。 ③ 当 晚 ， 蒋氏再召集陈诚 、 周至柔、 “联勤总司令” 黄镇球
及奉命赴台之石觉等会谈。 陈 氏对于蒋之询问 ， 始终保持沉默 ， 不肯作是与否明
确之答复 ， 最后只说运输船舰已经预备妥当 ， 亦不再作答。 蒋 氏对陈诚之表现深
不以为然 ， 谓 ： “中心苦痛查极 ， 军人最要为决心 ， 元论是与非 ， 皆应有 明确答案 ，
而其潜疑’不决之神态， 不仅非对上官与 国家之道 ， 抑且失去将领之品格矣 。 ” ＠

前已述及蒋民主张以舟山群岛为复兴基地的原因之一 ， 在于 “海空军皆非共
匪所有 ， 则共匪其如我何耶” ， 而出蒋氏竖持主张撤军的原因来看 ， 关键在于 “ 中
共确实拥有俄制飞机” ， 国 民党军失去空 中优势 ， 进而也将失去制海权 ， 自 然应
该撤军 ， 以维持国 民党军战力 。 事实上 ， 当时中共空军尚处于建军阶嚣 ， 中共空
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一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 四混成旅， 于 1950 年 6 月 在南
京正式成立 ， 8 月 移驻上海 ， 10 月 19 日 起正式负责上海地区防空任务 。 ⑤ 在此之
前 ， 中共为因应国 民党空军向上海及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行动 ， 曾商语苏联政府
派空军部队协助上海防空 ， 上海 当局并动员三个师的官兵及上万民工 ， 在空袭的
威胁下 ， 连夜抢修上海江湾 、 大场及龙华兰个机场 ， 使苏联空军部队得以顺利进

。〉 《蒋中正 日 i己》 ， 1 950 年 5 月 7 日 。
＠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8 日 。
③ 《蒋中正 l=I ic» ,  19so 年 5 月 9 l:l 0 

④ 《蒋中正 口 j,2}) ' 1950 年 5 月 10 口 。
⑤ 第 四混成旅辖四个团 ： 第十团于 1950 年 6 月 9 日 在徐州｜成立 ， 7 月 移驻上海龙华机场 ， 旋转大场、

虹桥机场， 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米格 ，15 喷气式歼击机， 第 「 －团于 1950 年 6 月 23 日 在南京成立 ， 7 月
29 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 ， 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拉 －11 活塞式歼击机 z 第十二闭于 1950 年 6月 23 日在南京
成立 ， 装备图 ”2 轰炸机， 是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轰炸机部队g 第十三团于 1950 年 8 月 1 日 在徐州成立 ， 装
备伊尔 －10 强击机。 见 《当代中国空军》 ， 页 80-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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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 。 ①1950 年 2 月 、 3 月 间 ， 由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民 巴基思基中将担任司令的
苏联防空部队陆续到达南京、 上海、 徐州等地 ， 担负 防空任务 ， 曾 于 3 月 13 日
至 5 月 1 1 日 两个月 间 ， 先后击落袭击上海地 区的飞机 5 架 ， 对国 民党空军构成
重大威胁。 ② 国 民党军内部对此情形十分重视 ， 决定派照相侦察机前往侦察 ， 据
当时驻岱山之第四十五师师长劳声寰 回忆： ③

最初我们 的侦 察机经常执行 空 中 照相 ， 各机场上都未发现飞机。 不料没有 多

久， 就有一 架 P-5 1 在杭州 附近被敌机击 落。 接着是飞往上海准备轰 炸共军 的 一

架 B-24 被击落。 空 军 负 责掩护的八架 P-5 1 曾 与 敌机发 生 空 战。 这就说明 共军 已

有 空 军 了 。 但究 竟是何种 飞 机还不 清楚。 于是 空 军 派 了 一 架 P-38 照相侦 察机前

往侦 察， 落地后将照 片 冲 印 出 来 ， 无不 惊 吓 。 原 来共 军 的 飞 机竟是 当 时 苏联最新

的 喷射战斗机 MIG- 15 ， 仅虹桥机场上就停 了 数十 架。 这种飞 机的性能 比我们 的

P-51 好得太 多 。

此亦 即蒋氏所得空军对上海机场侦察照相报告。 1 0 月 ， 巴基思基所部调 回
苏联， 其装备经 中 国 与 苏联政府协商卖给 中 国大陆， 计有米格 －15 喷气式歼击
机 38 架、 拉 －1 1 活塞式歼击机 39 架、 图 －2 轰炸机 9架、 伊尔 ”10 强击机 25 架、
教练机 8 架 ， 共 1 1 9 架 。 ＠ 即苏联防空部队的飞机 由解放军空军接续使用 ， 因此
蒋氏认为 “ 中共已有俄制飞机” 的判断 ， 应该没有问题。 而此一讯息所代表的是
中 国大陆获得苏联军事援助 ， 臣 民党军所拥有的空 中优势不再， 舟山群岛是否继
续防守即成为问题 ， 劳声寰 回忆： “这一张空 中 照相决定了 舟山群岛的命运 ： 没
有制需权 ， 不能防守 。 既然不能防守 ， 那就必须撤退 。 然而当 时却无人敢明 目 张
胆地说出来， 谁也不愿去戴那顶 ‘ 动摇军心 ’ 的帽子。 连司令官也不敢建议 ， 他
只能加强战备 ， 是沓撤退 ， 自上面去作决定 。 ” ⑤ 但是对蒋氏而言 ， 他亦十分了解 ，
在政府尚难获得美援的情形下 ， 如何减少 国 民党军力量损失 ， 继海南撤军后 ， 自
舟LU 撤军是唯一的选择 。 事实上 ， 继舟山撤军后 ， 蒋 氏又有 自 大陈、 金门撤军 ，

① 刘统 ， 《1950 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队 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 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 《中国当代史研
究》 ， 页 169 j 《当代中国》 从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空军》 （北京 z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 ） ，
页 9 1 。

＠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 《空军史》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1 1 月 ） ， 页 54。 按 ： 如j统称 ： “上海空
中设防短短两个月 的时间 ， 苏军巴基思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配合下 ， 四战四捷， 先后连续击落国 民党空
军各型飞机六架” ， 见刘统 ， 《 1950 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 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 《中
国当代史研究》， 页 173。

③ 劳声寰 口述、 祖凌云执笔 ， 《陆空’两栖军事生涯》 （ 台北： 麦 田 出版， 2000 年 8 月 ） ， 页 249-250。
③ 《当代tfl国空军》， 页 78.
⑤ 劳声寰 口 述 、 报凌云执笔 ， 《陆空两栖军事生涯2， 页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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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台湾防御力量之构想 ， 因时局变化， 并未施行。
5 月 10 日 晨 ， 蒋 氏 召 见石觉， 告 以 决定 自 舟山撤退 ， 石 氏 以 为无法对定海

军 民交代 ， 蒋表示 “告以此次撤退乃不得 已 ， 奉总统之命而行可也。” 随即于上
午 10 时在总统府召集高级将领 ， 宣布舟山撤退决定， 并指示撤退应注意要点 ， “除
保守秘密以外 ， 全在陆海空军协同一致， 尤以海、 空军能积极出击 ， 与尽力搜炸
佯攻 ， 以达成其掩护任务 ， 则撤退计划必可如计完成也 。 ” ① 撤退行动 自郭寄tl屏负
责主持 ， “海军副 总司令” 马纪壮及 “空军副总司令” 王叔铭协助 ， 指挥海、 空
军执行任务。 三人于 1 1 日 飞抵定海 ， 部署撤退事宜， 行前 ， 蒋 氏召见气人， 切
实指示撤退工作之注意事项 ， 并亲 自 致函石觉说明 。 ② 函 曰 ：

寄讲、 为 开二位 同 志 ： 此 时 防备匪机突然 来定 轰炸我运输船舰， 比 防范其 陆

军渡海来攻本 岛 更 为 重要 ， 故应从速筹备 ， 以 防 万一。 关于远舰遇有各种情况发

生 时 ， 必 须 有一 海 军 高 级将领 ， 具有 充 分权力 ， 在 当 地得 以 立 即 处 置 紧急事故 ，

以 免重 大损 失。 故余意到 定海之军舰商船 ， 必 须 指 定马 副 总 司 令统一指挥 ， 而 马

副 总 司 令则 须 受石 司 令官之指挥， 必须 建立如此指挥之 系 统 ， 方 不致临 时仓皇 ，

以 免给乱 。 务望 想定各种 不 测 之情况 ， 以期 减 少 损 失至 最 少 限度 ， 是为 至要。 中

意舰只 停泊 ， 不 可 太挤 ， 总 以 疏散为 宜 。 故部 队开始登舰 ， 亦 以 络续 行之为 妥 ，

不 可 太远 ， 明 （ 十二 ） 日 晚 间 ， 即应 开始登舰， 并期 于本月 十五 日 至迟十 六 日 上

午 ， 必 须 完成全部 工作 ， 是为 至盼。 中 正手启 。

当 晚 ， 蒋 氏再书一函致石觉 ， 曰 ： “为开吾弟勋鉴 ：前国修后 ， 想起各运舰 （凡
已到舟山群岛 附近者 ） 灯火必须一律管制与熄灭灯光 ， 千万注意实施为要。 叔铭 、
纪壮二同志均此。 中正手启 。 ③

蒋氏对于舟1J1撤退一事至为重视 ， 认为此项决定关系重大 ， 自 有其必须断然
执行之必要 ， 自 i己 ： “定海撤退方针 ， 经过干部全体之反对， 乃驳斥其 昏迷无理
之原 由 ， 毅然决行。 求之于心 ， 泰然 自 得。 余以为此乃一大事 ， 自 信其保卫台湾，
反攻大陆 ， 整个国家之能否转危为安 ， 皆在此一举 ， 能不依理断行乎？ 万一将来
因此而失败， 亦所心安 ， 而况决无失败 ， 只有胜利者乎。 ” ③ 并亲 自 拟定撤退后宣
传要 旨 ， 曰 ： ⑤

①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10 I二！ 0 
② 《蒋中正 日 i.e.>> . 19so 年 5 月 1 1 I斗 。
③ 两扇照像制版见张行周编， 《漉海同舟》， 页 10-1 1 0
＠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13 日 后 “上星期反省录”。
⑤ 《蒋中.If.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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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复职后 对军事计划 ， 第 一 步 必须 集 中 全力 ， 确保台 湾 ， 巩 固 此惟一反攻

之基地 ， 故必须放弃海南与 定海各 岛 ， 方 能加强 台 防 ， 以免备多 力分 ， 重路过去

之覆辙 ， 处处防守 ， 处处反 易 为敌 匪各个击破。

乙 今 日 乃 可定反攻 大陆 时期之答案 c

再 如 匪 能犯 台 ， 时 间 愈早 ， 则 国 军反攻 大 陆 时期 亦 可提早 。

丁 人民接应反攻大陆之准备事项 。

戊 此 次撤军 成绩特优 ， 乃 由 周 总 长执行命令精确 与 计 划 周 详所致 ， 特予升

迁 ； 郭 总 长 、 石 司 令、 陆海 空 军 皆 能协 同 一致 ， 应 各升级。

己 反攻 日 期 与 作战 方针之说明 。

同时一再致函郭寄麟、 王叔铭 、 石觉及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笠等相关负责
人上 ， 指示撤退要领。 14 日 接郭寄l辟报告 ， 舟山 海面连 日 浓雾 ， 天候不佳， 接
运部队的船舰无法就预定位置 ， 撤退行动 尚未展开。 蒋氏对此深感忧虑 ， 自 记 ： “接
寄l盼报告 ， 乃知 昨今二 日 定海浓雾 ， 运舰不能行动 ， 而且接运各舰多未到达 ， 以
事前禁止各舰通电 ， 故其多在何处 ， 亦不得而知 。 得悉此息 ， 元任忧虑 ， 此乃夭
时变化 ， 不及预料之事 ， 奈何。 ” ① 次 日 一早即召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 令其与柯
克一同飞往定海督导运输 ， 以免贻误。 至 16 日 得知舟山地区气候好转 ， 各船舰
己 陆续抵达 ， 撤退行动可依计划进行 ， 心情乃恢复平稳 ， 自 记 ： “ 昨 日 定海气候
突然好转 ， 各运舰 巳如数联络到达 ， 撤退计划可如计进行 ， 不过延误一 日 时闻而已 ，
但此心终不敢安定 ， 可知余修养不足 ， 遇有艰险 ， 仍不能做到不愧、 不作、 不忧、
不惧之程度耳 。 ” ②

五、 结语

舟山群岛 各陆军部 队及所有车辆、 器材、 韬 重 ， 分别于 5 月 1 3 日 、 14 日 、
1 5 日 专晚 ， 利用夜间登轮， 共使用中字号登陆艇 5 艘、 海轮 到 艘 ， 在极端秘密
的情况下 ， 顺利完成装载 ， 于 16 日 上午在指定海面完成集结 ， 陆续 出 发 ， 至 5
月 20 R ， 到达台湾之部队及随行人员共计 12 万 5 千人 ， 战车 121 辆 ， 马 1 90 匹 ，
各型车辆 180 辆 ， 及各部队武器装备弹药之全部。 ③ 为确保撤退时的安全 ， 政府

① 《蒋中正 H 记》 ， 1950 年 5 月 14 日 。
②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16 日 。
＠ 张行周编 ， 《派海同舟》 ， 页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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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迟至 5 月 16 日 晚上方才发布撤军消 息 ， 台湾广播 电 台于 当 晚 1 0 时 45 分，

发表蒋中 正为海南 、 舟山 国 民党军撤退 向全国 同胞广播 ， 说明撤退海南、 舟山撤

兵 ， 是为了集中所有兵力 ， 确保台湾基地 ， 即为反攻大陆 ， 拯救阔胞， 建设三民
主义独立 自 由 新中 国之初基。 而此次撤退行动 ， 除舟山群岛外 ， 与该岛成椅角之

势的tl躇洒列岛撤退工作， 亦于 5 月 1 8 日 起陆续展开 ， 至 26 日 全数抵台 。 ①
舟山群岛撤退后 ， 大陈、 金 门 、 马祖等的前线地位更加重要 ， 蒋 中正于 5 月

1 6 日 手书致福建省主席胡瑾 函 ， 指示今后战略在 以 全力 固守金门 、 澎湖及台湾
本岛 ， 曰 ： ②

伯 玉吾 弟 主席勋鉴： 定海全部 已 于今 日 安全撤退完毕 ， 直至此刻 ， 敌 匪 尚 未

发觉我 军行动 ， 故暂勿 宣布。 今后 战略决 以 全力 固 守金 门 、 澎 湖 及 台 湾 本 岛 ， 确

保此反攻之基地 ， 免蹈 己往备 多 力 分， 被 匪各个击破之覆辙 。 金 门 兵力 以 地 形 与

面积关 系 ， 中 意 先加有力 之一个师 已足 ， 如有损 失 ， 乃 可 随时补充。 以控直预备

队太 大 ， 徒受敌炮与 空 军之损 失也 ， 未知 弟 意 如何。 惟全 门 必须 固 守 不 失 ， 万不

可 以 定海撤退 ， 而影响金 门 之士 气 ， 千 万 明 告将士我 军之战略 ， 撤退定海 即 所 以

加强 台 湾 与 金 门 之 实 力 也 ， 此一 重 大决心与 我 战略之转 变 ， 实 为 剿共战事特败为

胜 ， 中 华 民 国 转危为安最大之关键 ， 望转达全体将士为要。 Jrl页颂戎祉。 中正手启 。

而蒋民对于舟 山群岛能顺利撤退亦十分满意 ， 于 B 记 “上星期反省录” 记
道 ： “定海部队己照预定计划 ， 全部安全集 中 台 湾完成 ， 此为复国第一之基本工
作也 。 ” ③ 于 “上月 反省录” 亦记道 ： “舟山军队安全撤退 ， 增防台湾军事 ， 成功基

础建立于此矣 。 此为复国之根本大事也。 ” ＠ 其中 “增防台湾军事” 一语， 实为蒋
氏此时决策之惟一中，b考虑。

① 江苏省主席丁治盘子 1949 年 5 月 3 1 日 率省府人员与暂编第一军、 二O八师等 自 崇明岛撤往定诲 ， 旋
移驻睐汹列岛 ， 与舟山群岛成精角之势。

② 秦孝仪总编簇，《 ‘ι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 （ 台北 z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 2002 年 1 2 月 ） ，
页 1420

③ 《蒋1'!0iE 日 L剖， 1 950 年 5 月 13 日 后 “上星期反省录” 。
④ 《蒋中正 日 记》 ， 1950 年 5 月 3 1 日 后 “上月 反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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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政策 ： 国 民党当 局封锁大陆沿海的

行动 ， 1949-1960 年代

林宏一

前言

金门 ‘ … · ·与 马祖列 岛控扼大 陆 东 南 沿 海 ， 为 我 国 中 兴复国 的前哨 ， 军 事地位

极为 重要。 ①

“教育部”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对于金门 、 马祖两岛的形容， 于今观之似
乎有点陈腔滥调 ， 特别是金 门 ， 尽管在近代史上堪称名 符其实的 “烽火之地” ，

诸如古宁头战役、 九三炮战、 八工三炮战 、 “单肉打双不打
名词 ， 然而在当前的时空环境之下 ， 金门作为两岸之间沟通桥梁的形象 ， 委实让
人无法与 “控扼” 两字联想在一起。

但是 回到 国共隔海对峙的时空 ， 则所谓 “控扼大陆东南沿海
事地理上的理论或激励士气的高调宣传 ， 而是活生生 的严酷现实。 1949 年 6 月 ，
国 民党当局宣布 “关闭” 北起辽河口 、 南至闽江 口 的 中 国领海及 口 岸 ， 所有外籍
船舶及航空器均不得进入上述区域。 ② 实际上 ， 此处所谓的 “关闭 （close ） ” ， 就
是对中共控制 区的武力封锁一一上述 口岸都已不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之下 ， 自 然
仅能以武力使之无法运作。 这种行动之所以不称 “封锁 （blockade ） ” 而以 “主权

① “敏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黎，《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网络版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index. 
html） ， “金门县” 条 ， 2009 年 9 月 15 日 查询。

＠ ｛｛“行政院”令（Jlr八穗五字第四人九六号）》（ 1949 年 6 月 18 日 ） ，

第二二九号 ＜r·州 ： ‘‘总统府第五局” ， 1949 ) ,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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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闭本国 口 岸 ” 的名义实施， 是为了规避国际法上关于封锁的规范。 ① 此后
关闭 的范围随着陆上战局的失利而 日 渐扩大 ， 8 月 27 日 ， 关闭福州 ； l l 月 10 日 起，
关闭广州 、 汕头 、 厦门等港 口 E 1950 年 2 月 12 日 起 ， 中 国大陆沿海全部 “关闭 ” 。 ②

本文的主旨即是简介 国 民党当局的武装部队执行 “关闭政策” 的始末。 学界
对于 “关闭政策” 的研究 ， 目 前仍有相当的空 间可供进一步探讨。 “海军总司令部”
所编 《海军舰队发展史》 ， 可以视为 “ 中华民国海军官方战史” ， 但其中关于关闭
政策的介绍 ， 时 限止于 1950 年 6 月 朝鲜战争爆发 z 黄刚的 《 中 国关闭 中共民港
口 引 起的 国际法问题之研究》， 对关闭政策的始末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关闭政策
的执行情况提出 了相对完整的论述， 且近年又在增修若干资料及论点后重新发表
该文 。 ③ 但其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资料多来 自 于报纸或公报， 欠缺→手史料的支持。
曾锐生在其探讨 1950 年代中英关系的专著中 ， ＠ 则 以英国观点探讨关闭政策 ： 英
国在大陆沿海 占有庞大的航运利益 ， 自 然成为破坏 “关闭 ” 最力 ， 牵涉也极深的
国家。 据称 自 1949 年 9 月 到 1954 年 10 月 ， 共有 67 艘在中 国大陆从事贸易 的外
轮遭到 国 民党军截阻 ， 其中半数为英轮 ： 英 国纪录也显示 ， 同期间英轮被干涉多
达 141 艘次之多。 ⑤ 美国学者如 Robert Accinelli 与 John W. Gan肌 强调美 国东
亚战略 、 冷战布局与关闭政策的关联 。 ⑥

金门与马祖在关闭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笔者根据 《国军
档案》 及 “ 国史馆” 、 “ 中研院近史所” 典藏的 《“外交部” 档案》 统计 ， 1 950 年

① Blockade属于交战民之间 的行为 ，若贸然宣称对中共控制区实施封锁 ，则国共之间的冲突将会从内战

转变为战争行为， 使得局外各国必须保守中立 （这将使政府无法取得外国援助， 特别是美援） ， 且将在法
理上使共 “匪” 成为与政府对等的交战团体。 《叶公超呈i阵中正各方建议将关闭政策改为正式封锁似仍应
慎重考虑》， “国史馆” 藏， 《蒋中正 “总统” 文物》， 』U！藏号 。02020400051 1 77 ， “革命文献” g 所谓 “关闭
行为” 虽然早已成为国际法研究rf1的－顷课题 ， 但其法律地位及合法性仍有争议 ， 见秦皇受章 ， 《国际公法》
（ 台北 3 帕米尔书店 ， 1968） ， 页 261 0

② 《海军总司令部三卡九年度作战关闭概况报告书》 ， “ 圈史馆”藏， 《“行政院”暨所属档案》，2 白毛，2. l ,

“海军总部卅九年作战关闭报告书 ”。

＠ 黄刚， 《中国关闭中共区港口引起的国际法问题之研究》， 《政大法学评论》 第四期 （ 1 971 年 6
月 ） ， 页 255”271 ； 黄刚 ， 《“中华民国政府” 关闭中共占领区海li 之探究兼论截扣俄轮 “陶浦其If号” 案
(1949-1954 ） 》 ， 收入黄刚著 ， 《国际事务论述集 ：汉贼不两立 、 开罗宣言及联合国 中国代表权等之再议》 （ 台

北 ： 作者’ 自 印 ， 2009） ， 页 1 8 1 -207 0 

④ Steve Tsang, The Cold. War '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蚀的hip b由g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 1958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06) , pp. 155-165. 

⑤ 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Armonk: M. E. Sh呻巳， Inc., 1997) , p. 1 17. 

⑥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 996; John W. G且rver， ηi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Armonk: M. E. Sharpe, Inc., 1 997. 



关闭政策 ： 国 民党当局封锁大陆酬的行动 ， 1949-1960 年代 ｜
2 月 大陆沿海全面关闭后， 国 民党军共有 153 次拦阻、 扣 留或临检外轮的纪录 （本
文 以下统称这类活动为 “1二涉 interf与rence＇’ ） ， 其中发生在福建沿海的次数就高达
122 次 ， 占全部案件的 79.7% ， ① 而干涉案件的事发地点 ， 又集中于马祖当面的闽
江 口 （福州 ） 与金门 当丽的厦门港外海 。 公开宣告 “关阔” 的原始动机 ， 可能是
1949 年 5 月 底上海易手后 ， 蒋介石希望截断上海对外交通 ， 借以 阻止中共循外
贸途径与外 国发生实质关系 ， 甚至进而建立外交关系 z ② 但是在 1950 年后 ， 关闭
政策的执行重心则 因时势变化， 转移到福建沿海 ， 福州 、 厦门 的航运活动成为新
的j}t行重点。

笔者的硕土论文即 以关闭政策为题， 并受惠于近年 《国军挡案》 及 《“外交
部” 档案》 的开放 ， 得以从中 、 英、 美等三 国政府的立场 ， 解释关闭政策的演变。 ③
本文可 以视为学位论文的浓缩及 “加料” 版本 ， 正文共分三节 ， 第一节概论关闭
政策的始末与演变 ， 第二节介绍 国 民党当局武装部队执行关闭政策的规定、 细节 ，
以及执行实况 ， 并以福建沿海地区－的案例为主z 第三节则 以一则具有代表性的外
轮干涉案件， 以小见大反映出 1950 年代初期 的岭战格局 ， 并可从中发现， 关闭
政策这个尚属冷门的名 词 ， 其实 已经悄悄渗入了 民 间传说和艺文作品 中 。 结论部
分则探讨关闭政策的成效。 必须事先说 明 的 是 ： 笔者不拟在本文 中讨论 1953 年
至 1954 年轰动 国 际 的 国 民党军截捕波兰、 苏联轮船案 ， 因 为这类行动实际上 已
非 “关闭政策” ， 而是中美两 国合作的特种作战。 ③

第一节 关 闭政策概观 ： 1 949 年至 1 960 年代

1 949 年 6 月 国 民党 当局宣告 “关闭 ” 的合法性 ， 并未得到各 国普遍承认。
菲律宾 、 泰 国 、 阿富汗及希腊等国 ， 仅表示 已经知悉或将之转伤航商 ， 而未发异
议 ： 多数中南美洲 国家也没有表示不妥。 ⑤ 法国 、 荷兰、 意大利 、 挪威、 瑞典与

(j) 除了国民党军之外，大陆沿海的游击队“反共救国军”也曾参与干涉外轮的行动，但其行动纪录较国
民党军更不完整 ， 故难以确切统计， 不过福建沿海 “反共救同军” 的干涉外轮纪录也宵定 占有极高的比重。

② 林宏 － ' （｛封锁大陆沿海 ： “ l'f'l华民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 949 1960》 （ 台北 z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
研究所硕 i：论文， 200时 ， 页 16-1日。

③ 林宏－ ， （｛封锁；大陆沿海 ： “ 中华民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94步一1960》， 台..l t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
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90

④ 笔者此一观点 ， 详见林宏－ ，｛（ J954年苏联油轮陶普斯号裁捕事件旨 ， “2009 年近代史研究生论文发表
会” ， 台北： “国史馆” 、 中 国 近代史学会， 2009 年 8 月 22 日 。

（虽〉 《关闭领水与港 口之研讨）｝ ( 1953 年 10 月 1 日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部” 档案》 ，
343.71/vol. 4 ， “关闭领水与港 口案”。 以下均简称 “ 中研院” 近史所藏者为 《“外交部” 档案》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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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等 国 ， 认为此举与封锁无异 ， 但 国 民党当局又不承认中共为交战团体， 故
无法生效。 ① 真正攸关关闭政策成败的 ， 自 非在华航运利权最为庞大的英国与战
后对华影响力甚大的美国莫属 ， 前者 自 始便不承认关闭 的效力 z 后者的立场则值
得玩味 ： 她不承认 “关闭 ” 的合法性 ， 但在不危及美人生命财产的前提下 ， 对于
“关闭 ” 常抱持着默许的态度。 ② 美方j底线在 10 月 1 日 杜鲁门 与代理国务卿韦勃
(James E. Webb ） 的对话中表露无遗 ： 或许是为 了避免国内右派人士的抨击 ， 杜
鲁门虽不承认关闭 的合法性 ， 但却要求国务院对闯入 t海时被拦阻的美轮袖子旁
观。 韦勃则解释 ： 国务皖的因应是警告国 民党军不要轰炸美轮。 ③

关闭 区域虽然随着大陆战局的恶化而一再扩展 ， 但实际上国 民党车所能有效
执行的 区域， 则呈现出 曰 ：斩向福建沿海 限缩的趋势。 原本关闭 的重点在于上海，
不仅是基于关闭政策原始的 目 的 ， 也是出于客观环境的局限， 毕竟对于国 民党军
海空部队来说， i二海以北 口 岸早在关闭命令生效后不久便 已无法有效监控。 ③ 即
使是长江 臼 ， 海军往往同一时间也只能派遣一艘军舰巡吃 。 ⑤ 而 自 1950 年 2 丹 底
后 ， 国 民党军再也没有在长江 口及以北 口 岸干涉中外船只 的纪录。 ＠ 这种现象与
国共沿海实力 的消长有关： 自 2 月 中起， 苏联的混合防空集团便循中共请求， 陆

① 《“外交部” 旱 “行政院” （穗外 38 欧 卒 7191 号 ） 》 （ 1 949 年 7 月 19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
343.71/vol. I ， “关闭匪 区领水及港 口 案 ” 。

＠ 《事略稿本 ， 1949 年 7 月 1 日 》 J‘国史馆” 藏 ， 《蒋中 正 “总统” 文物》， 典藏号 0020601 00254001 ， “文
物罔书” ；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穗外 38 欧一字 7 1 9 1 号）》 （ 1949 年 7 月 1 9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
343.7 1/vol. l ， “关闭匪 区领水及港 口 案” 。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 ,  1949, fro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X ( 1949 ) , p. l 14 l . 本文以下均简称本书为
FRUS ， 引用版木均为美国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在线版：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 
FRUS／。

④ 海军的困难在于渤海湾内缺乏良好基地 ， 见《“海军总司令部” 也“国防部第二厅” （肃麦午鱼也 ）》（ 1 949
年 7 片 6 日 ） ， “ 国 防部永久档案作业室” 娥 ， 《国军档案》， 00027051 ， “关闭 匪 区港 口 海岸实施计划案’气
空军则因航程所限， 对’连云港以�t无法进行侦炸 ， 见 《“国防部” 致 “外交部叶代部 K＂ 代电 （展亨字第

2351 号〕》 （ 1949 年 7 月 7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 606.48/vol. 3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案” 。 本文所使
用之 《 国军档案》 皆来 自 同一典藏地 ， 以下均省略之。

⑤ 以《海军总司令部卅八年十一月 份实施关闭匪区港 口 工作月 报表》为例 ， 1949 可：：： 1 1 月份仅有太康、太平、
太和、 永泰 山艘军舰轮番寸0-L�i江 口 外巡逻数 日 ， 每一时段仅一艘出勤。 《 国军档案》 ， 00027044 嚷 “关闭匪
区及捕获船只处理案” 。

⑥ 严格说来 ， 第二纪商丸并非被截获 ， 而是因 为搁浅而被永顺号 “抢救” ， 详情见 《海军第－军区司令
部致总司令桂代电 （39 长永治光字 1990 号） 》 （ 1 950 年 4 月 6 日 ） ， 《国军档案》， 0002957 1 ， “截扣外籍轮
船处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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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进驻上海。 ① －fl空优易手， 不仅在长江 口 外执行关闭 的舰艇处境危婚 ， 就连
海军关闭长江 口的基地舟山都 自 身难保。 ②4 月 底 ， 空军证实俄制喷射机进驻上海 ，
舟山守军遂于 5 月 中 主动撤退。 ③ 此后 ， 除了少数船舶误触国 民党军布放的水雷
之外 ， 长江口 的航运活动可谓免除于国 民党军舰艇的威胁 了 。 ＠

在福建以南 ， 国 民党军的粤海区关闭部署 ， 原以海南 岛 的海 口 及粤南万山群
岛为基地 ， ⑤ 但前者于 5 月 初全部撤守 ， 粤南群岛在缠斗三个月 后也于 7 月 撤守 ， ⑥
该区全程仅有 3 艘外轮遭到 国 民党军干涉， 另有两艘英轮在汕头触雷沉没。 ⑦ 因
此 ， 在 1950 年中之后 ， 只剩下东海区 （负责浙东与闽北， 基地大陈） 与闽海区 （ 由
海军马祖巡防处负责三都澳、 闽江口 ， 金 门巡防处负责厦门 ） 尚能执行关闭政策 。 ③

6 月 25 司 ， 朝鲜战争爆发 ， 美国 派兵介入 台海协防台 湾 ， 预防 国共两方借
机寻衅 ， 史称 “ 台海 中 立化” 。 此举固然稳定了 台海局势 ， 但也束缚 了 国 民党军
的行动 自 由 ， 包括关闭政策在内 一一美国政府希望国 民党军停止对大陆地区以及
“ 中 国领海与公海上的航运活动” 实施任何海空军事手段。 ⑤ 因此， 在接受美军协
｜坊之后不久 ， 蒋介石竟一度强烈主张要撤守金门 ： 美军协防范围仅限于台澎而不
及于外岛 ， 美国 国务院又 “对我轰炸福州机场及扣留共匪船舰， 皆不同意 ， 如此
只有坐待匪军围攻金 门 . . .. . . .故决撤防金 门 ， 全力 固守台楞” 。 ⑩ 幸而在美方及国 民
党军高层 的劝说下 ， 蒋介石终究改变心意。 蒋的主张或许有抗议美方限制其行动

① 刘文孝编 ， 《中共空军史》 （ 台北 ： 中 国之宾出 版社 ， 1993 ） ， 页 60-61 ， 国 民党军宣称 3 月 20 日 在上
海上绞遭遇兰架据信为苏联所拥有的敌机 ， 见 Biggs to FO， “Political report: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the mo叩h ofMar. 1 950，” Apr. 5, 1950、 from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vol. 9 (1950“1951) ( Slough, U.K.: Archive Editions, 1 997） 寥 p. 102. 稍后军方并宣布上海一带有苏联喷射机出
没 ， 见 Biggs to FO， “Political repo曰： Summary of Evcnts in Formosa during the month of Apr. 1950，” May 1 1 , 
1950， 企om TPER, vol. 9, p. 1 12. 以下均简称本系列书籍为 TPERo

② “海军总司令部” 编， 《i海军舰队发展史 （ ·）》 ， 页 677。
③ 秦孝仪总编察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九 （ 台 北 z 中正文教基金会 ， 2002） ， 页 11 8-1 19 0 

④ 国 民党军于 1949 年 12 月 21 日 起在各关闭港 口 布放水雷 ， 并警告各国船舶不可靠近g 官方纪录也承
认长江口 海域在舟山 、 蜡i四列岛撤守后已无法执行关闭 ， 见 《海军总司令部三十九年度作战关闭概况报告
书》， “ 国史馆” 藏 ， 《“行政院” 暨所属档案》 ， 军 5-2-2. 1 ， “海军总部 1950 年作战关闭报告书” 。

⑤ 《海军总司令部三十九年度作战关闭概况报告书》， “ 国史馆”藏，《“行政院”毁所属档案》 ， 车 5-2-2.1 ' 
“海军总部卅九年作战关闭报告书” 。

⑥ 海军总司令部编 ， 《海军舰队发展史 （＿：J》， 页 963 、 982 0
⑦ 《海军总司令部三十九年度作战关闭概况报告书》 ， “ 国史馆”藏， 《“行政院”暨所属档案》 ， 军 5-2-2. l ,

“海军总部 1950 年作战关闭报告书” 。
＠ 《海车总司令部三 卡九年度作战关闭概况报告书》， 国 史馆藏 ， 《“行政院”暨所属档案》， 军5-2-2 . 1 ， “海

军总部 1950 年作战关闭报传工t5” 。
⑨ “Aide Memoire, No. 93,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to Waichiaopu," June 27, 1950， 《“外交部”档案队 ，

417/vol. 6 ， “台湾 中立化与航运问题” 。
⑩ 秦孝仪总编寨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九， 页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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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的意味， 但也反映出关闭政策在 1950 年中之后更加突显的军事防卫意义： “外
交部” 早在 6 月 26 日 即指出 ， “关闭原为经济 目 的 ， 但 目 前共军图台益极 ， 关闭
更具有军事意义” ， ① 毕竟 ， 如果国 民党军被迫对大陆沿岸的可疑船舶坐视不理，
中共 当可好整以暇地准备其攻击外岛 的行动。 ②

6 月 底及 7 月 30 日 ， “ 国 防部 ” 两度明 令暂停实施关闭 ， 并要求除非发现
船舶上有中共部队， 否则对大陆二领海与公海航运的军事行动应一律暂停 产 “海军
总部” 亦指示 ， 海军仅可迫缉轮船招商局 的投共 “叛轮”。 ④1 1 月 14 日 ， “行政
院” 更规定今后如基于军事理由 而要截捕外轮或 “匪伪船舶” ， 须先经 “参谋总
长” 约同 “外交 、 交通两部部长” 与 “海军总司令” 会商处置办法后呈院核定 。 ⑤

但是亘台海 中立期间 ， 国 民党军显然并未切实遵行上开指示一－笔者估计 ， 自
1950 年 7 月 至 1952 年底 ， 国 民党军干涉外轮的次数仍超过 60 艘次 ： ⑤ 若干有 “资
匪” 之嫌的外轮被押往邻近的海军港 口 ， 其中扣留逾 15 日 以上的次数多达 1 5 次，
1 3 次发生在福建海域 （见表格 l ） 。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 除了执行面的实际问
题之外 ， 更主要的关键当系 国 民党军主观上仍希望维持关闵行动 ， 以及美国政府
立场的分歧－一美 国 国务 院 （外交体系 ） 的考虑是避免因 国 民党军的行动而影响
参与朝鲜战争各盟邦的团结； 但在军事上 ， 美国军方 自 然乐见国 民党军 “封锁中

国大陆” ， 甚至力主国 民党军可在公海上拦检任何有害’于其防务的船只 。 “既然美
国海军已介入台海 ， 那么维持港 口 关闭行动便是合于美国利益的” 。 CDg 月 时 ， 一
名英国籍船长指称 ， 美军第七舰队 “颇为主动地协助” 国 民党军干涉外轮的行
为 严 “外交部” 于 1951 年 中也指 出 ， 臼 “台海中立化” 以来国 民党军共有 23 次

① 《“外交部” 致 “ 国防部” 公的 （ 外 39 条二字第 3893 号）》 （ 1950 年 6 月 26 肘 ，《“外交部” 档案》 A,
606.48/vol. 6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② 关于 “台海中立化” 对于国 民党军执行关闭行动的限制 ，详见林宏 1 《封锁大陆沿海一一 “中华 民
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949-1960》 ， 页 44-45 ＠ 

③ 《“国防部，，致“海军总司令部”代电 （浩源字第 179号· ）》 （ 1 950 年· 10月 3 日 ） ’《国军档，案》， 00027005 ， “关
闭领海港 口 执行法规汇编

(4) 《“海军总词令部” 致温手干 、 马祖、 金门巡防－处、 第一舰队、 澎湖娶港电 （肃干 2773 号）》 （ 1950 年 9
月 26 日 ） ， 《国亏F：档案》 ， 00027047 ， “关闭自E区及捕获船只处理案”。

⑤ 《“国防部”致“海军总司令”代电 （浩源字第 242 号）》（ 1950年 1 1 月 17 日 ） ， 《国军档案》，00027005 ＇ ＇‘关
闭领海港 口 执行法规汇编”。

⑥ 此为笔者据各种原始数据所作统计数字，包括短暂临检以查验国籍之类较为轻微的案例。见林宏一 ，《封
锁大陆沿海一一 “ 中华民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949-1960》 ， 页 46‘ 57 （ 图表 ） 。

(!) Edward John Marolda， “The U. S .  Nav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华” （Ph. D. Thesi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 990 ) , pp. 201 -2 10. 

@ Biggs to FO， “Political Report: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伽e Month of Aug. 1 950，” Sep. 13, 
1950， 丘。m TPER, vol. 9, p.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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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政策 ： 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括海的行动， 1949-1960 年代 ｜

拦捕外轮成功案例 ， 理 由 多为 “据报各该轮船有资匪嫌疑” ， 而情报来源 “包括

美官员 在 内 ”。 1950 年 1 0 月 中 国大陆探遣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后 ， 就连 国务院

驻华官员都对国 民党军截捕外轮的行动表达同情。 ①
中 国 大陆介入朝鲜战争为台海上 的外轮干涉行动带来 了两种影响 ： 联合国

在 195 1 年 5 月 通过对中 国大陆及朝鲜实施战略物资禁运 的决议， 为 国民党军截
捕 “资匪 ” 战略物资提供了 口 实 z 美国 中 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则相 中 了 大 陆沿海 的 反共游击武 力 ， 以 “西方公司 （Western Enterprise 

In co叩orated, WEI）” 的名义派员 予以训练及武装 ， 并动用他们破坏闽浙沿海 的航

运交通。 前者虽然不时被官方说法引 述为关闭政策的法理依据 ， ＠ 实际上的效益却
不甚 高 ： 该决议案对于禁运的实施方式全由 各 国 自订， 并未授权或促请各国 以军

事手段达成禁运 目 的 ， 因此第三国无权干涉他 国违犯禁运 的行为 严 至于后者 ， 贝。

在 195 1 年下半年后 ‘度成为航运干涉活动的重要力量。 ＠

① 《“条约司” 篆关于我恢复执行领海主权案组议》 （ 195 1 年 6 月 1 日 ） ， 俨外交部” 档案》 A, 606.48/
vol. 10 ， “关J)JJ部分领海及港n ” 。

(?) 虫11 1957 年 6 月 英国带头放宽对中 国大陆的贸易控制时， 叶公超就在 “立法院” 1:jc1发表 《无论英国￥＇
航与否 “我国” 关闭政策不变 〈中央 日 报 ， 1957 年 6 月 8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343. 73/ vol. 1 ， “英
放宽对匪禁运之管制及舆情”。

＠ 《“外交部” 致 “ 国防部” 代，ll, (40 条二字第 9194 号 ） 》 （ 1951 年 1 1 月 20 日 ） ，《“外交部” 档案》 A,

343.72/vol. 4 ， “截捕违背关闭法令之船舶 ” 。
④ 关于禁运决民的 影 响 ， 详见林宏 一 ， 《封锁大陆沿海一一 “ 中 华 民 国 政府” 的 “ 关闭政策 ” ，

1949-1960》 ， 页 53-54 I 西方公司与 “反共救国车” 的初期发展， 详见页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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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湾（闽 ） [ Balaraba 1 9 5 1 -06-04 1 95 1 - 1 1 - 1 6  巴拿马 没收货物后放行

白犬岛（间）｛Vulttl.re 195｛”。.6-06 没收充公 巴拿马 被只充认公定为非法转移国籍，船
马祖（ 闽 ）
乌垣（闽）

汕头（粤 ）
温州（崩）

I Lily 195 1 -06- 1 6  

， .. 

没收充公 洪都拉斯 被 认 定 为 非 法 转 移 国 籍 ，

船、货 皆充公

叫没收货物，据称一度被海军JWaiSbmi.· 1.951"06�24 )95川2.;14 英国 强征留用
Taikinshan 1 9 5 1 -06”25 

Hollina f951A)7.:02 
1 952”。 1 “04 英国 部分货物被没收后放行

1951'、，＇.tl· 巴拿马 部分货物被没1＆后放行泉州！早＿）＿＿jMolly 1 95 1 －的，05 1 9 5 1 -09 巴拿马 部分货物被没收后放行

1953 年 2 月 ， 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Dwight David Eis咽hower, 189卜196的

解 除 “台海中立” ， 同 民党 当局也于 4 月 “恢复” 执行关闭政策 ， 但考虑美 国迄

未承认关闭政策的合法性 ， 故并未如 1 949 年 6 月 那般公开宣告。 ① 不过严格说来 ，

真正影响此后关际政策的关键 ， 并非解除中立 ， 而是 7 月 时的朝鲜战争停火 ， 使
得原本在朝鲜半岛作战的英国远东驻军及 中共海空部队都可以南下 回防 ， 后者 自

1954 年后开始压迫 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 的海空优势 ， 前者则为 台 海 当 面的英轮

提供护航 ， 号称 “台海巡·-t (Formosa Strait Patrol ) "  o. ® 此外 ， “反共救国军” 的
海上活动也因朝鲜战争停火而弱化 ： 睦 民党军早已认为 ， 游击队截捕外轮的行动

为政府带来许多意料之外 的 困扰 z 幕后 支持其截捕外轮 的西方公司 ， 在朝鲜战

争停火之后又失去原本牵制中共的创建宗 旨 ， 并子 1953 年 中 开始逐步停止对游

击队的支持 ， 任务主导权也在 1954 年 2 月 移交给美军顾问 团 （MAAG） 。 ③ 此后

“反共救国军” 几乎未再从事截捕外轮的行动 ， 有案可稽的仅有 1 954 年 1 1 月 及

1 955 年 5 月 两次英轮被 “反共救国军” 短暂扣留于 自犬岛 。 ＠

1955 年初， 大陈撤守 ， 关闭政策 的执行范围进二步压缩 ， 除了空军 曾 三度

于汕头海域误击外轮、 击沉英轮正伟健号 （Endendale） ， 以及海军于 1957 年 6
月 在油头海面拦阻瑞典轮 Heinrich Jessen 号外 ， 其余外轮干攒案件均发生在福建

① 《“国防部” 致 “外交部” 、 “司法行政部” J交通部” 代电 （42 1!iJJ字第 0206 号）》 （ 1953 年 5 月 4 日 ） ，
《国军档案》， 00043954 ，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

＠ 解放军商下对闽浙两省沿海的影响 ，见林宏 响， 《封锁、大陆沿海一－＂ 中华民国政府”的“关闭政策” ，
1949-1960》， 页 92 l 台海巡t可参考 Tsang， ηie Cold War’s Odd Couple, pp. 158-159. 

＠ 西方公司在朝鲜战争停火前后的战折， 见林宏一， 〈｛从英方档案看 1950 年代 “国府” 的 “关闭政策’＇）） : 

页 1岱167 ， 其业务移交经过 ， 见沈钩 ， 《我的－ －生 ： 沈倚回忆录》 第一股 （ 台北 ： 作者 自 印 ， 2000） ， 页
266。

④ 《“海军总司令部份 虽兼 “代参谋总长” 彭！宿车上将衔 （崇晓荐雄 6029 号）如 （ 1954 年 1 1 月 1 8 日 ） ，
00029529 ， “捕获匪船li外轮处理案” ； 《元标题击， “ 国史馆” 藏， 《“外交部” 档案》 ， 020000022925A， “ 四十四
年资Me英轮案” 。 以下均简称 “国史馆” 藏之 《“外交部” 档案》 为 《“外交部” 档案》 Bo



关陆政策 ： 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括海的行动， 1949-19.60 年代

沿海。 ① 是年同时也是关闭政策执行力道大为衰退的起点 ：

表格2: 1 955至1 960年 国 民党军干活外轮案件统计

1955 

1951) 
1957 

1958 

1959 

1960 

“

5

5

3

1

1

 

击

击

射

射

陆

炮

边

ιu

岸

岸

各

攻

军

军

军

党

党

专

民

民

遭

国

国

系

系

系

件

件

件

句j

句3

11

有

有

有

年度 遭干涉外轮数

岸炮驱离射击

蒋介石在主观意愿上并未放弃关闭政策。 195当 年 1 0 月 ， 他要求军方对于进

出 闽江 口 的英轮， 如不听劝阻， 则可 “击沉一艘 ， 以表明我们 的认真态度’＼ ②次

年 3 月 ， 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 时 ， 仍肯定海军执行关闭 的效果 ， “使共匪军力

之扩展大受限制 ” 。 ③ 然而 1954 年后福建当面解放军海空兵力 日 趋增强 、 1957 年

英 国带头放宽对中共的贸易 限制 ， 使得禁运决议发生松动 ， 以及英美两国 的连手

施压， 在在都迫使国 民党当局无法在大陆沿海获取足够的行动 自 由 。 ＠ 此外 ， 榕、

厦两路在 1950 年代 中后期 的萧条 ， 可能直接减少 国 民党军执行关闭 的 目 标与次

数 （详见结论 ） 。 在 1961 年后 ， 笔者所能找到 的唯一一次大陆沿海 国民党军干涉

外轮案例 ， 发生于 1967 年 ， 一艘在雾 中 闯入马祖海面的挪威商船遭到守军扣留 ，

并引起美国 大使馆的紧急交涉 ， 唯恐因为这种外事纠纷而影响国 民党当局在联合

国里的席次保卫战 。 ＠

第二节 关闭政策的执行面

关闭政策最初 的法令依据为 《截断匪区海上交通办法》 ， 执行方式的依据则

① 《无标题》 ， 《“外交部” 档案》 B, 020000022925A ， “ 四十四年资匪英轮案” 。
② 沈销， 《我的一生z 沈销回忆录》 第一册 ， 页 372-373.
③ “行政院新闻局” 缩 ， 《蒋 “总统” 四十五年言论选辑》 〈台北： “行政院新闻局”， 1957） ， 页 10.
④ 上述各项原因 ，详见林宏－， ｛（封锁大陆沿海－一 “中华民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949”1 960》 ，页

92-95 在 1958 年美军台湾防卫司令部司令窦义乐 （Vice Admiral James He町 Doyle, 1 897一1 982） 亦曾协助
英国驻台领事与园 民党军高层沟通 ， 说H役后者子被外轮实属不智 。 A. Veitch to FO， “Annual political review 
1 958, tt Mar. 23时， 1 959, from TPER, vol. 10, p. 718.  

⑤ 沈销 ， 《我的一生： 沈铸回忆录》 第五册 （ 台北 ： 作者 自 印 ， 2000 ） 唁 页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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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系 《关闭匪区港 口 空 中交通办法》。 ① 为求彰显 “关闭 ” 与封锁的不同 ， “ 国 防部”

及 “外交部” 在实施关闭 之初 均 曾 强调 ， 关闭 之 目 的 系禁止外轮驶入我领海范

围与关闭 口 岸 ， 仅能在本国领海 内执行 （领海范围 以 3 1里为度 ） ， 手段限于在领
水 内布设水雷、 迫令进入领海的外轮驶离 ， 不得临检 （visit） 、 扣押或径予攻击，

如必须攻击 ， 应先报请 “ 国 防部” 核准 ， 并尽可能避免直接予以伤害。 ②

但是前述较为温和 的执行方式 ， 在应付态：度顽强的外轮时往往力有未逮 ， 迫

使 国 民党军必须采取激烈手段。 早在 1949 年 8 月 23 日 ， 海军第→舰队司令刘广

凯 （ 1914-1991 ） 就擅 自 在公海上将试图闯入上海的英轮摩拉号 （Edi也 Moller)

押送至定海 ！ 1 1 月 初 ， 空军战机扫射两艘在长江 口被截停的英轮 ， 首开关闭政策

施行后军机攻击外轮的案例 。 ③ 台海中立时期遭到长期扣 留 的外轮情形 已如前述 ，

而在 1950 年 七半年遭到海军干涉的 1 6 艘外轮中 ， 半数遭扣 留逾半个月 以上， 且

有 3 件开火射击的案例 ， 造成英轮成兴号 （Sing Hing） 水手一死一伤 。 （见表格 3 )

表格3 : 1950年上半年 国 民党军干浩外轮情形简表

船名f国籍 飞 处置情形
飞箭 Flying Arrow／ 美同 拦阻警告后予以击’伤
新刺民S拍出相ieli葡萄牙J 如留住f讯后释放
斯乐皇 Swallow／ 巴拿马 扣货后于 8 月 24 日 释放

f毁弟斯靡拉J;i;djtl.lM()ller／英国 驶出长江口遭拦阻后逃脱

日期 地点
1/09 长江 口
l/13 雷州半岛
l/17 东使岛
1/21 长江口
1/30 i夭＇（I.L I
2/16 高雄
2/27 青岛
2/27 青岛
2/28 长江！二l

2/27 厦门

3/25 厦门
5/01 厦门
5101 j豆门

5/04 r外！

国英恕。

本
制

日
出

／
JU 

丸
C

城
枝

固
神

截获后 因风浪太大逃逸
被高雄港口司令部扣留，9月18 日释放

电剪 Flying Clipper／ 美国 遭国 民党军飞机轰炸
先驱者德华:Pion.e�r oa.ie1美国遭国民党牢飞机菇’炸
第 三纪南丸 ／ 日 本

爱苏靡拉·Efh.l?lMoller／英国
搁浅后被 国 民党军永）I顶姐姐救援

被国民党军留用，5月｛l日被英舰Cossack号解救心、
扣货后于 6 月 14 日 释放

拍货后子5月 �8日释放
经射击后扣货 ， 水手－ 歹E一伤 ， 5 月 28 日
释放
经警告后放弃驶λ广州、

大i二十I 山 Taichungshan I 英国
和乐 c1ovcrlock／英国
成兴 Sing Hing／ 英 国

永平J部戚
一

① 《“ 国防部” 致 “外交部” 代电 （40 永字 380 号） 附件》（1951年9 J=j 25 时 ，《“外交部” 档 案》.A,
606.48/vol. 1 1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② 《关闭匪区海港岸重要法规及i临时指示事项提要汇编》， 《囡军档 案》，0002τ044， “关闭康区及捕获船
只处理 案 ” 。

③ 林宏一 ， 《封锁大陆沿海一一 “中华民 国政府” 的 “关闭政策” ， 1949--196份， 页 29-30、 3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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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陆政策 ： 国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括海的行动， 1949-1960 年代

5 月 初 珠江 口

5125 汕头
6/05 
u11i. 

厦门

厦门

大利华 ／ 挪威

保和利胁。＞�al／英国
祥兴 ／ ；英 国

捷喜J呻Hee／英国
6/16 汕头 安徽 Anhwei／ 英国
6的 川大腺 ：二：审美N础b时英国
6/19 吴陆 口 华福 ／ 巴拿马

6/19. 川臭棋口 \ Jtj托斯S础t(,>"SI �希腊

经截查后驶回澳门
触雷祝没
不服拦阻， 被击伤后逃逸
拍货后手6月jg吕释放·... �·�在轮蒋捷艇护
航
触雷沉没

扣货后于7月＇？，�哥释就
触雷沉没

触雷况投产’
前述办法在台海中立化后暂停施行。 联合 国宣布禁运决议后 ， “交通部” 提

议应遵从决议截捕本国籍 “资匪船舶” （包括中共籍轮船及非法转移国籍者） ，① 但
国 民党军受限于 “台海 中立政策” ， 截捕船是自须 “参谋总长” 、 “海军总司令” 及
“外交、 交通部长” 会商、 截获物资的处理又无法引用 《截断匪区海上交通办法》 ，
必须以 《惩治叛乱条伊J》 作为没收的依据 ，② 执行上殊多困难。 ③ “ 国 防部” 遂于 9
月 提出 《截捕资匪船舶实施办法》 草案 ， 但经过各部会近半年的研议后 ， 全案宗
旨转为规范外轮干涉行动 ， 以 《管制资臣航运l临时办法》 之名 于 1952 年 3 月 经 “行
政院” 通过后秘密颁行，并于 1953 年 5 月 删去该办法中有关本国船舶的规定、叫。
月 正式更名为 《管制外籍船舶资匪航运临时办法儿 ⑤ 该办法原则上维持最初关闭
政策的执行规定 ， 不得在公海擅 自 对外轮执行任何军事行动 ， 如有进人本国关闭
领水者 ， 应予警告驱离或先行阻止 ， 但避免使用武力 z对于载运战略物资前往 “匪
区” ， 有加 以阻截之必要者 ， 须由 “国防部” 与 “外交、 交通两部” 会商， 并呈 “行
政院”核定后方可执行。 ⑤ 原有的《截断匪 区海上交通办法》则专门规范本国籍“资
匪” 航运的处理方式。 ⑦1956 年 12 月 ， 删去 《管制外籍船舶资匪航运临时办法》

① 《“国防部” 致 “外交部叶部长η 代电 （40 郁字第 025 号） 附件》 （ 1952 年 1 月 1 1 日 〉 ， 《“外交部” 档
案》 A., 606.48/vol. 1 1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 《奉派参加 “行政院” 主计处召集之 “截断匪区海上交通办法”修正草案讨论会经过情形》 （ 1 951 年 8
月 1 肘 ， 《“外交部” 档案》 A, 606.48/vol. 12，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口 ” 。

＠ 《“国防部” 致 “外交部” 代电 （40 永字 380 号） 附件开 （ 195 1 年 9 月 25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606.48/vol. 1 1 ， 平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气

④ 《“海军总司令部”致联华艇民令（盟前伟 891 号） 》（ 1952 年 1 1 月 10 日 ） ，《国军档案队。0027006 ， “关
闭领海港口执行法规汇编”。

＠ 《“海军总司令部” 致乙类各单位代电 （津鼎广字第 1249 号）》 （1952 年 4 月 1 1 日 ） ， 《国军档案》，
00027006， “关闭领海港口 执行法规汇编” 。

＠ 《“国防部”致“海军总司令部”代电 （捷握字 074 号）》（ 1952 年 4 月 2 日 ） ， 《国军档案》 ，00027006 ， “关
闭领海港 口 执行法规汇编”。

⑦ 《“外交部” 四十 －年度三月 份施政进度报告表》， 收录于周璐环 ， 《战后 “外交部” 工作报告 （－ ·九五
0年至一九五三年）》， 页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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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的 “临时” 二字 ， 并律定台湾海峡公海内 的外轮如有 “资匪” 嫌疑 ， 可以
要求驶离 。 ①

《管制资匪航运临时办法》 于 1952 年 4 月 颁行后 ， 除 了 1953 年、 1 954 年间
在公海截获 的波兰、 苏联轮船外 ， 国 民党军再无扣 留 外轮逾 1 5 日 以上 的纪录。
一般而言， 扣 留 时间较长的理 由 多为查证可疑船舶本身、 载货及人员 的 国籍身
份、 货物 目 的地 （是否 “资匪” ） 、 以及货品装卸、 船舶修理等。 ② 以 “ 台海 中立”
初期的几件截捕案为例 ： 1950 年 8 月 ， 海军在东院岛先后截获英轮和安号 （Elsie
Moll町） 与和麟号 （Torina） ， 并押送至马公 ， 因 为这两艘船虽为英国籍 ， 但船货
均为 “资匪物品” 。 ③ “叛轮” 的船籍问题也经常造成困扰 ： 许多原属 中 国籍的船
舶为了避免战祸 ， 将船籍改登记为英国 、 香港或巴拿马等国名下 ， 继续从事大陆
沿海航运业务 ， 但其中一些船舶的移籍手续却不甚完备 ， 并因而被视为非法移籍
之本国船舶 。 从中衍生的船籍查证与公文往来也就较为繁琐 ， 以北光轮 （No此hem
Glow） 为例 ， 该轮被 国 民党军扣 留长达三个多月 ， 历经多次催促后才在 10 月 底
释放， 因为 国 民党军认为她的 国籍转移并不合法 ， 仍属 中 国船只 严 船上的 “资匪”
货物亦未发还 ， 并于次年被海军军事法庭裁定没收。 ⑤

国 民党军执行关闭时较为棘手的 “外患” ， 是英国海军的护航行动 。 英国政
府早在 1949 年 7 月 F旬 ， 便开始 以军舰为英轮提供保护 ， ⑤1 1 月 间更组成护航船
团 ， 在长江 口 与 国 民党军舰艇对峙数 日 。 ⑦1950 年 4 月 下旬 ， 海军太仓舰 （DE-24 )
在巡逻珠江 口 时三度遭遇英军舰艇 E ③5 月 1 1 日 ， 英国驱逐舰 Cossack 号在东 山 岛

① 《“行政院” 第 489 次会议秘密讨论事项 （－）》 （ 1 956 年 12 月 20 日 ） ， ＂国史馆” 藏 ， 扩行政院” 会
议议事 日 程》， 1 05-111070 

② 如《“国 防部”致“外交部”代电（卅九浩源字第七 四四气号）》（ 1950 年 6 月 28 日 ） ， 《“外交部”档案》＇A,
443刃vol. 4 ， “美方代询被扣英轮” 。 本件虽为 “ 台海中立” 前之状况 ， 但仍可作为当时国 民党军解释外轮
道民期滞留 的代表性对外说法。

③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致总司令桂代电 （39 澎字第 2336 号）》 （ 1 950 年 10 月 1 日 ） ， 《国军档案》，
00。27047， “关闭匪区及捕获船只处理案” 。

④ Bigg附 FO， “Political 呻ort: Summat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the month of Sep. 1950，” 。由阳 17,
1950， 台om TPER, vol. 9, p . 165 .  

⑤ 《“外交部” 一九五 －年三月 份施政进度报告表队 收人周诱坏 ， 《战后 “外交部” 工作报告 （一九五。
至一九五三年）》， 页 109。

＠ 国民党军判断此时英军已开始在关闭港口外的公海提供情报给外轮以和j闯关。《“国防部”致叶 （公超）
“代部长” 代电 （展亨字 3092 号 ） 》 （ 1949 年 8 月 10 日 ） ， 俨外交部” 档案》 A, 343.71/vol. 2 ， “关闭匪区
领水及港口 案” 。

⑦ 《长江 仁l外轮纷离去 （摘 自 浙海 日 报 1 949 年 12 月 12 日 沛 ， 《国军档案》， 00027044 ， “关闭匪区及捕
获船只处理案” 。

⑧ 《海军太仓军舰致“总司令”桂代电（仓发字第 84 号 ）》 （ 19当0 年 5 月 8 日 ） ， 《国军档案》 ， 00029510 ， “捕
获匪船及外轮处理案”。



关闭政策 ： 罔 民党当局封锁大陆括海的行动 ， 1949-1960 年代 ｜

二金门之间夺回 了被国 民党军士兵 占用的英轮 Ethel Moller 号 g ①23 日 、 24 日 两 日 ，
海军驱潜 12 号艇及紫荆舰则先后于金门海域遭英国耀逐舰 Charity 号炮击。 ②

朝鲜战争爆发后 ， 远东英 国海军主力北上参战 ， 护航活动一度沉寂。 1950
年 6 月 时 ， 远东海域共有 22 艘英国海军舰只 ， 而在朝鲜战争期 间 ， 英 国海军在

东北亚持续维持着一艘以上的航舰 、 数艘轻巡及相应的驱逐舰 、 巡防舰队。 ③ 但

在朝鲜战争停火前夕 ， 英国航舰 Unicom 号途经乌垣南方海面时 ， 奉命驰援并逐
退了挟持英轮 Inchkil也 号的三艘游击队炮艇。 “ 国 防部” 当时便察觉此案的严重性 ：
“造成英国武装护航之事实… …今后我对匪之封锁颇受影响 。 ” ③

英军的 台 海巡一飞于停火后展开 ， 尽管并非定期执行 的例行巡逻 ， 较偏 向 于
不定期勤务 ， ⑤ 但英国官方早在 9 月 就对其成效给予好评 ： “皇家海军对商轮的保
护大为活跃且颇为成功” 。 ⑥ 总计在 7 月 至 10 月 间 ， 至少发现有 7 次英国军舰护
航外轮进 出 大陆港 口 之事 ， 如 8 月 24 日 ， 海军黄浦舰在开火拦停一艘不明商轮
〈后查明为英轮 Nigelock 号 ） 时 ， 英舰 Cockade 号赶来援助 ， 且开火威吓黄浦舰 ，
声称“在公海上不得射击无害船只 （peace负ii vessels ） ， 如再发生此项情事将向我 （ 黄
浦）舰开火” ； 9 月 4 臼 ， 英舰 St. Brides Bay 号护航两艘英轮进入闽江 口 ， 并表明“我
正在为本 国船舶护航飞 国 民党军还两度发现英国军舰在闽江一平潭一白犬岛之
间海域为英轮及中 共民船护航。 ⑦9 月 9 司 ， 英国海军部次长 Noble 代将在伦敦宣
称 ， “朝鲜战争停战 已使英方可抽调更多军舰在台湾海峡护航英籍离轮” 。 ⑧

台 、 英海军虽有若干火爆场面 ， 如 Cockade 号向黄浦号开火 ， 以及潮安军舰

① Biggs to FO， “Political report: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1950，” Jun. 15位，
1950， 企om TPER vol. 9, p. 1 19. 

② 《“海军总司令部” 致 “ 国防部总长’ 周代电 （肃干字第 1017 号）》 （ 1950 年 5 月 26 日 ） ， 《 国军档案》，
00029520 ， “捕获匪般及外轮处理案” 。

③ ηie M也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垃ie Republic of Kor饨，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vol. II (2nd edition) ( Seoul: The Minis町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I 973 ) , p. 
663； 朝鲜战争期 间英国海军舰艇在韩境活动概况 ， 见该书 pp. 663-720. 

④ 《签呈 （42.8.8 三厅三组）》 （ 1953 年 8 月 8 日 ） ， 《国军档案》 ， 00043954，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飞
③ Tsang， 币ie Cold War’s Odd Couple.， 即. 158-159. 淡水英国领事馆的 1953年年度报告则称是年下半年起

“皇家海军船舰前往台海的频率越见频繁， 演变成了定期巡逻” ， 与曾 锐生所用资料略有出入， 见 Hermann
to FO， “Annual political review of 1 953” Jun. 24, 1954, from TPER, vol. 1 0, p. 423. 

@ Jacobs-Larkcom to FO， “Political Sunun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Aug. 1953," Sep. 17, 1953， 也m
TPER, vol. 1 0, pp. 381-382. 

⑦ 《英国军舰最近在闽江口一带出没护航及因此而与我方舰艇遭遇接触情形一览表》 ｛“外交部欧洲
司” 1953 年 10 月 23 日 签呈附件二） ， 《“外交部” 档案》 B , 172-4/0832 ， “英舰护航资匪商轮” 。

⑧ 《程时敦九月 十一 日 报告》 ， 《“外交部” 档案》 B , 172-4/0832 ， “英舰护航资匪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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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以灯号斥责英国海军站在 “共匪” 那方g ① 但台英两方与美国共同交涉持续
至 1954 年初 ， 化i乎也摸索出 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 美使馆一面强调近来英舰
活动 已在美方警告下趋于沉寂， 希望国 民党 当局方面不要再予剌激 ， 一面也取得
英方的说明 ： 英国的公海护航行动仅以施诸英轮为限。 ②6 月 6 日 ， 英国远东海军
总司令蓝姆上将甚且向 “海军总司令” 马纪壮 （ 19 12-1998） 提出一项密约 ： 为
避免台英海军在执行各 自 使命时遭遇困难， 愿在不涉及两方政策且不经官方措施
的前提下 ， 由两方海军总司令达成一项机密性的谅解， 英国海军尽其所能确保大
陆沿海 的英轮不载运禁运物资， 国 民党 当局 的海军则约束 自 身舰艇及海上游击
队 ， 对公海及台海的英籍船舶只进行信号查询与 国籍辨识 ， 而不采行其他干捞手
段 ， 英国海军亦将劝导英轮接受查询。 ③ 笔者尚未寻获本案的后续， 但 “外交部”
工作报告中 却有一条线索 ： “至于英 国 以海军护航其资匿商轮等手段， … … 在本
期 中亦经以有效对策予以打击 ， 终使英方让步而自我请求达致某项谅解” 。 ③ 其后
的发展显然颇令英方欣慰 ： 1954 年全年英轮遭干涉的案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改
善 ， 通常局限于拦检而无扣 留 。 ⑤ 台海巡一飞持续至 1 955 年初 国 民党当局 自 大陈撤
退 ， 方告中断。 ⑥

英国政府虽有保护旗下船舶 的义务 ， 但是大陆沿海的 “外轮” 多是从事 中 国
港 口 间 的沿海贸易 ， 与船籍同之间鲜少瓜葛， 且经常接受 中 国大陆所设商号的租
约， 形同打着外国旗帜为 中 国大陆利益服务 。 ⑦1950 年 4 月 英国运输部代表赴台
处理英轮神杖号 （ Caduceus ） 在高雄港遭驻军扣留 事件时就发现这种现象 ： 神杖
轮技术上确属英离物产 ， 但船货极可能全系 中 国大陆物资 ， 华籍船员几可确定是
共产党 ， 显然是为 了贪图英国保护而注册英 国船籍。 ③1953 年底 ， 海军也发现，
一些原本悬挂中国大陆旗帜的沿海船舶 ， 在国 民党军舰艇出现时 ， 马上改升英国

① 《英国军舰最近在闽江口 一带出没护航及因此而与我方舰艇逍遥接触情形一览表以《渤安军舰巡逻报
告表 （湘参字第 071 8 号）》 （ 1953 年 9 月 6 日 ） ， 《“外交部” 档案》 B , 172-4/0832 ， “英舰护航资匪商轮”。
英军方面也经常回报他们在台海道国 民党军舰艇斥骂的情形 ， 见 Tsang, The Cold War ’s Odd Couple, p. 1 63. 

＠ 《“行政院陈院长” 呈 “总统”》 （ 1 954 年 4 月 1 日 ） ， 《 国军档案》， 00042985 ， “关闭匪 区海港交通暨
管制外籍船舶资匪航运办法”。

③ 《“罔防部”致“外交部”踊》（ 1954年4月 24 B ） ， 《“外交部”档案烟 ， 1 72-4/0832 ， “英舰护航资匪扇’轮” 。
④ 《“外交部” 一九五四年度上F半年施政’情形及成果检讨报告表》 ， 收录于周诱环 ，《战后 “外交部” 工作

报告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 （新店 z “国史馆” ， 2006） ， 页 146.
⑤ Hermann to FO， “Annual political review of 1 954，” 仕om TPER, vol. 1 0, p. 569. 
⑥ Tsang， τk Cold W缸’s Odd Couple, p . 159. 
⑦ Tsa吨， 刀1e Cold W缸’s Odd Couple, p. 160. 
＠ 《毕格斯 （E. T. Biggs ） 致台湾省政府函》 （ 1 950 年 4 月 13 日 ） ， 俨外交部” 档案》 A, 344.4 ， “被扣

英轮处理” s Tsang, The Cold War ’s Odd Couple, 1950“1958, p. 160. 



关闭政策 ： 回民党 吗周封锁大陆括海的行动 ， 1949-1960 年代 ｜
国旗。 ① 大陆沿海英轮甚至可能被 中共利用为离 问 台英关系 的工具 ， 如 1953 年
1 1 月 ， “行政院” 接获情报指出 ， 中共政务院通令大陆沿海航运、 外贸机构及海军 ，
要求在购买物资时一概交英国籍船舶运载， 由英商保险公司承保兵灾险 ， 并要求
船公司 向英国海军 申 请护航 ， 借机引 发台 、 英海军冲突 。 ②1950 年代最后一桩 “干
涉” 案， 发生在 1959 年底 ， “ 国 防部” 获知英轮德风号 （Tweed Breeze ） 企图驶
往福州 ， 请 “外交部” 转知英方劝阻之 ， 并透过美方施压。 台美两方的官员都作
出类似分析 ： 这类闯关船舶可能系故意吸引 国 民党军攻击 ， 进而挑拨台 、 英、 美
之间 的关系 。 ③ 尽管德风轮仍于 1960 年 1 月 4 日 因行踪’诡异而在金 门 岛 以南 15
涅的公海遭到 国 民党军永和舰的临检， 并引来美国大使馆一阵惊诧 ， 但未引 发严
重后果 ， 淡水馆的 1960 年年度报告 中甚至直称本年度 “ 国 民党政府 ” 没有对与
大陆沿海英轮进行任何拦截行动 ， 亦即认定德风轮案无足轻重 。 ④

福建沿海的游击队在干涉外轮、 破坏沿海航运方面也有其贡献。 西方公司于
1 95 1 年早春成哎后 ， 便组织游击队协助刺探大陆情报、 袭扰牵制共军 ， 并提供
资源以 实施其破坏大陆沿海航运 的活动 ， ③ 而福建沿海的游击队也编组为福建省
“反共救国军”， 由金门 防卫司令胡瑾 （ 1 907-1977 ） 任总指挥。 ⑥

原则 上 ， “反共救国军” 仅能截捕本 国船舶 ， 早在 1 95 1 年 6 月 ， “ 国 防部”
即严令游击部队不准截扣与·检查外轮 ； ⑦ 然而根据 国 民党军档案 ， 195 1 年至 1952
年两年间 ， 确定由 游击队船只所发动的擅 自 截扣 （击） 外轮次数至少有 15 次左
右 ， ③ 此外 尚有许多 “非正规国军” 或疑假海盗的劫掠活动 ， 往往难以查验究系何
人所为？ 这类航运破坏行动中最有名者 ， 当 系闽北 “反共救国军” 王调勋部 ， 在
1950 年至 1954 年间 ， 该部至少截捕过 14 艘外轮 ， 尤以 1951 年 7 月 ， 王调勋接
连截捕 4 艘英轮 ， 其中两艘在押至白犬岛卸货时 ， 正好被巡逻的海军永春舰发现 ，

① 《海军舰队指挥部呈 “总司令” 马小将 （ 四二一字第 1894 号） 》 （ 1953 年 12 月 24 日 ） ， 《国军档案》 ，
00027007 ， “关闭领海港 口 执行法规汇编” 。

�） r行政院”致“外交部叶部长”代电 （ 台 囚 卡二�｝j字第 8386 号）》 （ 1953 年 1 1 月 3 日 七 《“外交部”档案》
队 I宁2-4/0832 ， “英舰护航资IJE商轮” 。

③ 《英船“德风轮”航驶福州案处理经过节路》，《 “外交部”档案阳， 172-4/0834， “英轮航驶福州、｜厦门资匪”。
④ Young to FO， “Annual political review 1960，” Jan. 27, 196 1 ,  from TPER vol. 10, p. 824. 
⑤ 林宏一 ， 《从英方档案着 1950 年代 “国府” 的 “关闭政策”》 ： 页 160。
⑥ 《福建游击区部队概况表》， “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 。02080102103002 ， “特交档案”。
⑦ 《“国防部”通令（救牧字第2426 号）》（ 195 1 年 8 月 13 日 ） ，《国军档案》 ，00043954 ，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 。
⑥ 《游击部队摘 自 裁扣 （击） 资座 中外船舶统计表》 ， 《国军档案》， 00043954 ，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飞

但该统计表至少漏列 了 1 952 年 1 1 月 15 日 英轮 Helikon 号被押往西犬 岛并将其货物充公等三桩游击队
船只截扣案 ， 见 《三年来我海军截获资匪船只 国籍名称表》 （ 1953 年 4 月 24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606.48/voL 12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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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者虽知此事事关国际声誉 ， 但除了 向 上级国报状况之外 ， 一时竟无计可施。 ①
“ 国 防部” 与 “反共救国军” 之间难以建立较为稳 固 的命令与从属关系 ， 因

为 除 了 少数案例以外 ， 1950 年代初期游击部 队并没有领到 国 民党 当 局 的薪饷。
蒋介石虽知不可能让游击队全靠 “ 自 力更生” ， 但限于政府财力 ， 难以提供经费
协助 。 ② 同时 ， 西方公司也为 “反共救国军” 截捕、 攻击外轮一事撑腰 ， 主张 “反
共救 国军” 是在实行 1949 年以来的关闭政策与 195 1 年以来联合国及英美等国 的
对 “匪” 禁运措施 ， 而且 “国防部” 要求游击部队不准截扣与检查外轮的规定 ， “与
美国协助游击部队加强海上活动封锁匪 区之 目 的相左” 。 ③

总体来说， “反共救 国军” 对于沿海航运 的干扰有其成效 ， 但其不遵号令、
欠缺纪律的作风 ， 也颇令人头痛 。 1 952 年 2 月 ， 福建 “反共救国 军” 攻击英轮
永生号 （Wing Sang） 案 ， 动手的游击队艇长随即被蒋介石严令追查 ， 并经军事
审判后枪决 ， ③ 但仍被英国视为国 民党当局、 美方情报人员 与所谓 “海盗行为” 之
间 确有瓜葛 的 明证 g ⑤1952 年 12 月 ， 一艘炮艇在开火拦睦英籍和兴号 （Rosita)
时 ， 误杀 了该轮的英籍船长 Robert Adamo ⑤ 尽管 “ 国 防部” 在和兴号案后随即
重 申 关闭行动仍应由 海军专责办理， 游击部队对于外轮的截扣行动 当一律暂停 p⑦
但是 1 953 年 7 月 、 8 月 ， 福建游击总部又先后截捕意大利轮 Maribu 号及瑞典轮
Heinrich Jessen 号 ， 前者引来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 ， 声称若善后不力 ， 则不愿
派大使赴台 。 ③ 英国驻淡水领事骆克睦 （E. H. Jacobs…－Larkcom） 对于 “反共救国军”
海上行动的评价是 ： 他比较乐见国 民党正规海军来干涉英轮航运 ， 因为相较于游
击队的掠夺举动 ， 国 民党海军的举止显然较为正确而严谨。 ⑤ 因此 ， 在朝鲜战争
停火 、 西方公司淡出之后 ， 国 民党当局借整顿 “反共救国军” 防务与体系之际剥

① 《曹仲周致总司令桂午养电》 （ 195 1 年 7 月 22 Fi ） ， 《国军档案》，00029567＇ ＇‘截扣外籍轮船处理案” 。
② 《“总统府” 四十一年第十三次军事会谈纪录》 （ 1952 年 5 月 3 日 ） ， “国史馆” 藏，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典藏号 002080200599 ， “特交档案”。
③ 《 （ “国防部大陆工作处” ） 签呈》 （ 1952 年 12 月 5 R ） ， 《国军档案》， 00043954 ，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 。
④ 《蒋中E致“海军总部桂总司令”副本（ 克之字 1330号）》（ 1952年2 月 20 日 ） ，《国军档案》，00029521 ， “捕

获匪船及外轮处理，案”。
⑤ Jacobs-Larkcom to FO, ,,Political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February, 1952，“ Mar. 20, 1952, 

from TPER, vol. 10, p. 58. 
＠ 《游击部队擅 自 截扣 （击） 资匪中外船舶统计表》， 《国军档案》 ， 000439饵，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
⑦ 《二：组签呈》 （ 1953 年 1 月 9 日 ） ， 《国军档案》 ， 00043954 ， “管制资匪航运办法”。
③ 《“外交部”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施政情形及成果检讨报告表》 ， 收录于周诱环 ，《战后 “外交部” 工作报

告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 沟 ， 页 141 。
® Jacobs桐Larkcomto FO， “Political Surnm缸y of Events in Fonnosa during Aug. 1953，” Sep. 1 7, 1 953， 台om

TPER vol. 1 0, p. 3 81 .  



关闭政策 ： 国民党当局封顿大陆带梅的行动， 1949一1960 年代

夺其 “执行关闭” 的权能 ， 也就理所当然 了 。

第三节 德国货轮迈力克默轮嚣

根据海军统计， “ 台海 中 立” 期 间海军共计 自 截获 的外轮及 “ 匪轮” 上缴获

物资达 28 065 吨。 ① 本文的最后一节 ， 就以这 28 000 吨截获物资之中 的一小批货
品为主角 ， 这批货物不仅堪称为关闭政策与冷战对峙的鲜明脚注 ， 甚且流传甚广 ，
已然衍生出 多种版本 的 民 间传说。

1 95 1 年 4 月 22 日 ， 二次大战结束后第一艘开赴远东贸易 的联邦德 罔货轮，
4 743 盹的迈力克默号 （Mai Rickmers） ， 在从香港驶往津、 沽途 中 ， 在乌垣屿西
南方约 6 1里处被海军永修号扫雷舰 队M-48 ） 截获 ， 并于 26 日 押赴基隆。 “ 国 防部”
根据舱单认定 ， 该轮所载船货悉属军用物资， 经清查后共计有机器脚踏车 100 辆、
各类钢材共 4 261 余吨、 照相机仪器、 工具、 颜料、 医药、 树胶、 打字机，等 ， 以
及脚踏车 10 000 辆 ， 35 名船员 皆属联邦德国籍。 ＠

联邦德 国政府对于迈力 克默号案的反应出人意表。 透过 4 月 28 臼 的新闻广
播 ， 联邦德国政府非但没有提出抗议或求偿 ， 反而对于该轮运输军用物资赴中 国
大陆表示歉意， 主动声明将取消其所属轮船公司 的造船与购船津贴， 且对该轮被
截留一事不拟下涉。 ③ 当时联邦德 国在台利益系委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代理， 后者
原想 出面交涉 ， 但法国外交部也配合联邦德国政府的态度 ， 指示大使馆毋需干预
此事 。 ③ 这种拒绝保护本国航商利益的作法可能是迫于国际现势 ： 联合 国于 1951
年 2 月 1 日 通过指控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 ， 并于 1 6 日 组成 “额外措施委员会 （凹可
Additional Measures Committee） ” 加 以制裁。 ⑤ 但联邦德 国对中共及其他社会主

① 《三年来我海军截获资匪船只及购运物资数量情形》（ 1953年4月 24 由 “行政院”转发交办） ， 扩外交部”
档案》 A., 606.48/vol. 12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② 《“肉防部” 致行政院代电 （40 战联字第 135 号 ） 》 （ 195 1 年 5 月 5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343 .4/
vol. 00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ill§.案” 1 Jacobs-Larkcom to PO， “Political repo时：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the month of Apr. !95 1 ，� May 22时， 1951, from TPER, vol. 10, p. 445； 清资后 的 船货项 目 概耍， 见
《“ 总统府” 军事会谈纪录》 （ 1 951 年 5 月 12 日 ） ， “ 国史馆” 般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 典藏号
。02080200599 ， “特交档案” 。

③ 《“国防部” 致 “行政院” 代电 （40 战戴字第 135 号 ） 》 （ 195 1 年 5 月 5 日 ） ， 《“外交部” 档案》 A,
343.4/00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匪案” 。

④ 《法国对我扣留西德轮船 “迈盟克玛斯” 之态度 （ 台 40 指字第 4045 号）》 （ 195 1 年 5 月 10 日 ）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部” 档案》 ， 343.4/vol . 00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匪案” 。

⑤ 崔圣， 《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 、 中国委员会 （ 1945-1994 ) )) （北京 z 中华名局 ， 2005) '
页 283 、 286-2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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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国 家的 贸易活动扩展甚快 ， 根据估计 ， 1950 年联邦德国合法输 出 给中共的贸
易总额 ， 就高达 1 1 384 000 美元， 远超过 1949 年时的 413 000 美元 严 可 以推断，
联邦德 国政府因此受到联合 国乃至美 国 的压力 ， 4 月 30 日 ， 联邦德 国 总理阿登
诺 （Konrad Adenauer, 1 876二1967 ） 便表示 ，美国指称联邦德国每年向 “铁幕国家”
输出超过 2 亿美元的战略物资 ， 联邦德国政府将尽力控制联邦德国企业的非法输
出 ， 以配合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动。 ③

“外交部” 对于善后方式的建议是 ： 尽速释放该轮及所属船员 ， 以 响应联邦
德国政府的善意 ： 至于船货 ， 如其所有权属 于 “ 我国人民飞 或虽为外籍人民所
有但属于军用物资者 ， 一概先行扣 留 ， 以侠处分。 ③ “ 国 防部” 则 以货物归属 A时
难以判 萌为 由 ， 建议先将船货全部卸存 ， 并限期公告认领 ， 如确属外商所有 ， 贝。
在伤其具结不再 “资匪” 后发还货物 z 船只与船员在卸货完成后即可释放。 ③ 后
者对于船货的意见于 5 月 5 日 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⑤6 月 12 日 ，船员 原船驶离基隆，
船货则在为期半年的认领期满后 ， 以其系华北进 口 合作社等 57 家行号为 “共匪”
承购 、 认领期间 又始终无人提出正当说法请求认领为 由 ， 依 《惩治叛乱条例》 第
四条第一a项第 四款正式裁定没收。 ＠

该轮运载的脚踏车该当如何安排 ， 倒是在船货全部卸下之前就巳决定 。 在 5
月 12 日 的 “总统府” 军事会谈中 ， “副参谋总长” 萧毅肃 （ 1899-1975 ） 表示脚
踏车与机器脚踏车乃是传令兵和搜索兵 的最佳工具 ， 己在研拟使用计划 J行政
院长” 陈诚 （ 1898一1965 ） 则主张这批脚踏车不能一次分配尽净 ， 应保留一部分。
会中最后裁决 ： “脚踏车不准出卖 ， 应留为军用” 。 ⑦

① 《美参院指责西德资匪》， 《台湾新生报 （ 台北 ） 》 ， 1951 年 5 月 18 目 ， 第 1 版， 《“外交部” 挡案》 A,
343.4/00 1 ， “德轮迈力 克默号资l重案” 。

② “W. Gennany Bans Trade With Reds，” China News, Apr. 30th, 1951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
交部” 档案》， 343.4/vol. 00 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应案”。

＠ 《“外交部” 致 “ 国防部” 代电 （外 40 欧三字第 3022 号）》 （ 195 1 年 5 月 4 日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
史研究所藏 ， 《“外交部” 档案》 ， 343.4/00 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匪案” 。

④ 《“囡防部”致“行政院”代电 （40战锻字第 135号）》（ 1 95 1 年5月 5 日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俨外交部” 档案》， 343.4/vol. 001 ， “德轮迈力克默号资匪案” 。

⑤ 《“总统府” 军事会谈纪录》 （ 1 95 1 年 5 月 5 日 ） ， “ 国史馆”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典藏号
。02080200599 ， “特交档案” s 该轮释放 日 期 ， 见 《三年来我海车截获资医船只 国籍名称表》 （ 1953 年 4 月
24 日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部” 档案》 ， 606.48/vol. 12 ， “关闭部分领海及港 口 ” 。

⑥ 《“国防部致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批答 （40 则副字第 2323 号）》 （ 195 1 年 12 月 29 日 ）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部” 档案》， 343.4/vol. 001 ， “德轮边力克默号资股案”。

⑦ 《“总统府” 军事会谈纪录》 （ 195 1 年 5 月 12 日 ） , ＂ 国史馆” 藏 ， 《蒋中正 “ 总统” 文物挡案》， 典藏
号 002080200599 ， “特交档案” g 迈力克默号的船货在 5 月 5 日 蒋介石指示全部部F 的次 日 开始卸存 ， 估
计要 12 天才能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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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 由 于一万辆脚踏车不是小数 目 ， 许多国提党军部队都得到拨交， 因此这
段史事得以 随之广泛流传 ， 并衍生出许多不同 的类似版本 ： 桑品载 （生于 1939 年）
的从军回忆录 《岸与岸》 记述 ， 他于 1960 年服务过的 “反共救国军” “长江艇” ，
曾参与过一次劫掠英国轮船的行动 ： 一艘上万吨的英籍商船在从香港前往上海的
途中 ， 故障抛锚于公海 ， 附近岛屿上的 “反共救国军” 正饿得发慌， 索性派出包
括长江艇在内 的主艘木壳船趁夜打劫 ， 登船后为了控制船上局面， 还击毙了两个
人 （ 其中一名是外国人， 疑似船长 ） 。 到予的船货之多 ， “三艘木壳船整整运了三
天三夜 ， 也不过 卡得其一”。 运得最彻底 的是菲利普牌的脚踏车 ， 后来辗转运到
台湾 ， 数量多到可以 “陆军每个连配一辆” 。 ① 亦即 ， 在这个故事中截获的脚踏车 ，
至少有数千辆之谱。

何小松在 《东海波涛》 中提供的则是白犬岛流传的版本 ： 1950 年腊月 ， 一艘
苏联籍 的万吨级轮船 ， 载运着五千辆脚踏车正要前往福州 ， 却被 “反共救 罔军”
截捕到青蕃港 （今西宫岛青帆港 ） 外。 岛上居 民原本预期大家都能分到一辆脚踏
车 ， 结果这艘商船次 日 就被押赴台湾 ， 脚踏车－辆也没留下。 几年后何小松入伍
服役时 ， 从老士官 口 中得知 “好几年前 ， 台北街头突然涌现好多好多的 自 行车” ，
他把这批脚踏车的缘由解释给同袍昕 ， 但昕众们 “都说我在吹牛”。 ②

而根据哈佛大学的宋怡 明 教授 （ Michael Szon抖） 在金 门 田 野调查所见 ， 这
个故事还有 “金门版本” 。 2007 年 7 月 12 日 笔者在 “ 国 防部” 永久梢案作业室
阅 览档案时， 宋怡明 教授提到一则在金 门 听到 的说法 ： 金 门 营老回忆， 1950 年
代国 民党军官兵使用的脚踏车 ， 是在国 民党军截捕苏联轮船陶普斯号 （Tuapse ） 时 ，
所没收的战利品 。 ③

这三段囚忆或传阔的共同点即是 ： 1950 年代 ， 国 民党当局曾 自 截捕的外轮上
取得了 大批脚踏车 ， 并 自 行没收使用 。 笔者之所 以认为上述传闻都源 自 迈力 克
默号案 ， 理 由 除了此一共通点之外 ， 也在于这些传闻在细节上都很难得到史料
的左证 ： 就笔者所知 ， 1 950 年并未发生苏联船舶遭国 民党 当局武装部队截捕之
事 z 国 民党军截获陶普斯号案发生于 1 954 年 6 丹 23 日 ， 截捕地点远在巴士海峡 ，
并非台湾海峡或大陆沿海 ， 而且陶普斯号是油轮 ， 除了 1 1 803 公吨的煤油之外 ，

① 桑1日1载 ， 《岸与岸》 （台北z 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01 ） ， 负 1 1 5- 1 1 8 ,
② 何小松， 《东海波涛 ： 一支被 CIA 运用过的影子部队》 （ 台北 ： 时英出版社 ， 2008 ） ， 页 52-53,
③ 这段故事是当天中午宋怡明教授所告知 ， 在此谨表谢忱。 如有误记或误解之处 ， 文资 由笔者 自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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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装载其他船货 。 ① 游击队确 曾击毙英国籍船长， 即前述 1952 年 12 月 1 日 的
英轮 Rosita 号案 ， 不过游击队员 随后仅登上 Rosita 号滞留一段时间就离船撤退 ，
据称只偷走 了一些船员 的私人财物 ， 也与桑品载所述不符。 ②

结语 ： 兼论福建沿海关闭政策的成效

1955 年起 ， 国 民党军干涉外轮的活动 大幅减少 ， 固然与 国 际 因 素及 国 民党
当局 自 我克制等�I素有关； 然而在观察这类行动时不能忽略的是 ： 要想干涉外轮，
总得要先有外轮出 现才行。 从这个角度出发 ， 笔者认为 ：关闭政策虽然无法达成“阻
绝 中共对外发展实质往来” 的初衷 ， 但在破坏大陆沿海局部地区航运与外贸方面，
仍有其成效 。

国 民党 当局与美国都曾对 “匪港” 的动态进行持续监控。 根据 “ 国 防部 ” 数
据， 1954 年 1 至 1 1 月 ， 榕 （福州 ） 、 厦 （厦门） 两港合计只有 22 艘外轮进出 。 ③
在金 门海域历经了两度台海危机的战火之后 ， 数 目 就更为低落 ： 美国 国务院掌握
到 的 1959 年全年榕厦两港外轮进出数 目 ， 仅有香港一厦 门 间 4 艘次、 福州一香
港问 6 艘次， 以及来往香港与其他港 口 而途经福州暂停的外轮 1 5 艘次。 ③ 现存于
“国史馆” 的几份 1960 年度 国 民党军监控 “匪港” 的资料表明 ， 厦门几乎从统计
表上除名 ， 福州 的进出船舶数 目 也十分稀少 。 ⑤

巾 国 大陆的纪录部分印证了 “美蒋集 团 ” 的观察。 1952 年下半年 ， 香港 的
英籍轮船一度停止了香港、 厦门及天津航线 ， 之后虽时断时续 ， 但在 1 957 年之
后数年 中 ， 外轮每年进出厦门港最多不过 20 艘次 ， 少则 2 艘次， 甚至 “终年无
一艘外轮进港” 。 1 958 年第二次金 门危机 （ 即八二三炮战 ） 后 ， 厦门 的海运仅能

① 林宏－ ， （（1954 年苏联汹轮陶普斯号裁捕事件》 ， “2009 年近代史研究生论文发表会” ， 台北 t “同史馆” 、
中 国近代史学会 ， 2009 年 8 月 22 日 ， 页 78 ； 陶普斯号载货情形 ， 见 《处理俄轮陶甫斯号 （TUAPSE ） 号
节略》 ， 《 国军脑案》 ， 00042902 ， “截获俄籍油轮陶普斯号处理经过” 。

② Jacobs-Larkcom to FO， “Politic现l Summary of Events in Formosa during D.ecember, I 952，” Jan. 21st, 1953, 
from TPER, vol. 1 0, pp. 191”192. 

③ 《 “海军总司令部” 呈 “ 国 防部” （崇晓乐雄字第 6272 号） 》 ， 《 国军档案》 ， 00029529 ， “捕获匪船及外
轮处理案” 。

④ 《“外交部黄部长”接见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叶格尔参事之谈话纪录》（ 1959年 12 月 5 日 ） ，《“外交部”档案》
B ,  1 72-4/0834， “英轮航驶福州ll反门资匪飞 香港一厦门间 的 4 艘次中 ， 德风轮就 占了 3 次。

⑤ 《“国 防部情报局”四十九年三月 份往来匪 区外轮物资运输调查统计表以 《“国 防部情报局” 四十九年
十一月 份往来壁 区外轮物资运输调委统计表》 ， 《“外交部” 档案》 B , 172-3/4976 ， “来往匪 区外轮调查与
每 日 作战要报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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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小船夜间进出 ， 原本应由厦门 出 口 的每年两万吨糖与大米 ， 被迫绕道广州 出
口 。 ① 福州 的情况较佳 （见表格 的 ， 但整个 50 年代 ， 福州港航行沿海航线的船
舶都不能按正常航路， 必须昼伏夜行 z 泉州 以北至�都澳以南的航路， 出航时必
须掌握国 民党军的活动规律 g 接近金 、 马时 ， 必须熄灯夜行。 ②

温州港可以作为福建沿海的对照。 在 1950 至 1952 年间 ， 温州 与沪、 榕之间

的沿海航线无法正常开通 ， 货物年总吞吐量仅有 12 万吨到 22 万吨 ， 船只必须结

队夜航 ， 严重影响货运效率 F 行经当地的海运保费因海面不靖而飘高 ， 使一些高
价商品无法经海路进 口 。 随着 国 民党当局武装部队于 1 954 年后逐步退守 ， 1954

至 1955 年温州 的年吞吐量来到 60 万吨上下 ， 1 957 年更高达 137 万吨。 ③

骆克睦在 195 1 年 4 月 曾描述道： 国民党军拦阻行动造成的威胁， 加上中共
港 口 对外籍船只 的粗暴对待 ， 与共军岸炮轰击沿海船舶的危险 ， “ 已使得从事中
国沿海贸易 的船长们不愿跑这些航路。” ＠ 国 民党军截捕船舶 ， 对 “匪区” 港 口 实

施轰炸或布霄 ， 除了直接阻止 “资匪” 活动之外 ， 也有杀鸡做猴、 Pf剧桶前往

特定海域的意味。 早在 1950 年初 ， 港、 沪 的英 国 商人团体便向 英 国 政府请愿，

希望英国政府介入并终止国 民党军的封锁与空 中攻击 g ⑤ 保费 的变化也足 以反映

进出特定海域的风险 ： 195 1 年 4 月 2 朝鲜及 中 国各 门 岸 （除：港九之外 ） 的船只兵

险费率从 3% 跳升至 5%， 理由 即系 “ 国舰 （ 国 民党军军舰 ） 活动影响” ； ⑤5 月 、
6 月 国 民党军干涉活动持续升温之际， 前往广州 以北各中 国港 口 （不含 台 湾 ） 的

兵灾｜险费率 ， 更暴涨一倍成为 1 0% 。 ⑦

年份
1950 
1951 

表格4: 1 950至1 960年外轮进出福州港情形

J 迸出口总越次ρ 进出口总吨位｛万吨i
22 

33 

0.339 

l /T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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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40 4.665 

1953 36 3.804 
1954 48 6.703 

1955 52 .<5.83当
1956 78 5.532 

1957 81 . 1:113 
1958 71  8.940 

1959 88 34.36 
1960 90 22.44 

国 民党军以关闭政策之名 干涉外轮航运 ， 前后至少十余年 ， 如 以 1979 年 9

月 12 日 《截断匪 区海上交通办法》 的废止为终点 ， 更长达 30 年 ， ① 要 以一篇研讨

会论文来探讨， 自不免挂一漏万、 顾此失彼之憾， 并提出以下几个看法：
首先 ， 金门 、 马祖的战略意义并非虚誉。 如 同文中所见， 如要扼制大陆沿海

航运 ， 地点适当 的海空基地仍属必要 ， 在舟山 、 tl瞟汹撤退后 ， 国 民党军元法再关

闭长江 口 s 粤南群岛撤退后 ， 无法再关闭珠江 口 z 大陈撤退后 ， 无法再关闭温州

湾。 而金 、 乌 、 乌班等外岛 的存在， 使得福建省沿海榕、 厦两港 的运作受到相当

的局限， 且能使用较具弹性的海军执行关闭 ， 不致如邻近 闽海区的汕头 ， 往往仅

能以空军巡逻攻击的方式阻截 “资匪航运气 造成误击损失 的机会较大。 尽管此

种战略影响力仅止于一省 ， 无从截即仁大陆对外海运 ， 但仍可证明其威力 。

其次 ， 1950 年代 的 台 湾对外关系 ， 以 及她在东亚冷战格局 中 的定 位 ， 或许

可以另觅途径重新观照。 美国对于国 民党当局迁台之后 的影响力 固然庞大 ， 但是

在关闭政策的执行过程 巾 ， 我们也可以察觉 出 ， 英 国与这个 自 从 1950 年 1 月 6

日 以来就不再承认的 “ 国 民党政权” 并非毫无互动 ， 英国的军力与战略格局同样

对国 民党当局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

最后 ， 笔者必须坦承 自 己 很幸运 ， 能找男j类似迈力克默号这类的传奇性个案 ，

能由 小见大地反映 出冷战时期 的政治、 外交 、 经济与军事等多种层面 ， 并为若干

流传于民 间掌故或通俗书籍的供事提供充分的史实依据。 至今我们仍可听闻许多

冷战时期 国 民党当局或军队流传下来的匪夷所思事迹 ， 如果都能如 “外 国船t的

儿千辆脚踏车” 传说一般觅得史实 ， 相信能为此一时期 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多有趣

的题材与视角 。

(D «＇‘行政院” 令 （ 台六十八交字第九一五六号）》 （1979 年 9 月 12 日 ） ， “总统府第三局” 编 ，矿总统府”
公报》 第三.TI.六五号 〔台北 ： “总统府第三局” ， 1979） ， 页 3。 废止前的名称’已修改为 《勘乱时期截断匪区
海I二交通办法》。 《管制外：籍船舶资匪航运办法》 网系 “行政院” 内部秘颁实施 ， 笔者迄未查出其废止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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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门 战役几个史实的考证

兼论金 门 战 役的历 史定位

洪 小 夏

一 、 关于金门 战役几个史实的考证

金门 战役 （ 又称古宁头战役 ） 距今 60 年 了 。 关于该役的基本史实 ， 仍存在
一些分歧。 即使在战役发生地金门 ， 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本文试对该役几
个相关史实作点考证。

（ 一 ｝ 金门战役国 民党军的指挥官究竟是谁？

金门战役时的国 民党军指挥系统， 因存在交接问题 ， 情况稍微有些复杂 ： 在
战役发生之前，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作出 金门守岛部队换防的决定 z 战前和战役期
间 ， 换防部队及其指挥官陆续抵达金门 ， 新 、 老守岛部队同时参战 ， 两个兵 团 的
主官均参与了指撑 p 战后原守岛部队第二十二兵 团 （辖第五军、 二十五军和二。
一师） 连同其指挥官李 良荣和l ！：：.司汤恩伯均撤 回 台 湾 ， 第十二兵团 （辖第 卡八、
卡九军） 接防金门 z 指挥权存在 －个交接的程序。 但交接工作是在战役中 间就完

成了 ， 还是在战后才完成的？ 出现了不同 的说法。 关于该役指挥机关， 主要存在
两个有争议的问题： “ ） 金门 战役第一 阶段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是否是战役实际指
挥官？ (2 ） 金门 战役最高指挥权是否分为两个阶段？ 即最高指挥权是否在战役
进行过程 中实现了转移？

事情源于当事人和亲历者事后公之于众的说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 “ 国 防部史政局 ” 1975 年 出 版 的官修正史 《金 门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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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 ： 10 月 25 日 凌晨战事爆发 ， “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 t将 ， 即综合当
前状况 ， 判断垄 口 至古宁头地区登陆之匪 ， 为其主力所在 ， 遂决心乘匪登陆立足
未稳 ， 使用机动打击部队第一一八师 ， 以及第「九军之第十 四 、 十八两师 ， 以
全力压迫匪军子古宁头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z 爱即令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 良
荣 ， 以所有控制部队 ， 授权第十八军资深军长高魁元统一指挥 ， 歼灭疲犯之匪 ” 。 ①
这里所说 由 高魁元 “统一指挥” 的 “控 制 部 队
十囚、 · I 衡）＼. 3 个师， 亦称为 “机动打击部队” 或 “反击部队” 。 高魁元后来在 回
忆录里扩大了 自 己 的指挥范围 ， 他说： “二 卡五 日 零时后 ， 匪乘夜暗渡海来攻 … …
汤上将令二十二兵 团李司令 ， 将所有金 门 岛上部 队授权 由 余统一指挥 ， 歼灭犯
匪”。 ② “所有金门 岛上部队” ， 应包括第二十二兵团指挥的原全部驻岛部队。

关于第二个问题 ， 胡暗在生前撰写 、 去世后才发表的 《泛述古宁头之战》 中
说 ： 10 月 20 B ， 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决定十二兵团调防金 门 ， 与二十二兵团换防 ，
派副长官罗卓英和他本人一起前往金 门 ， 布达命令 ， 监督交接。 ③ 胡瑾 1 0 月 26
日 上午约 1 1 时到达金门后 ， 顾不上吃午饭 ， 即到湖南高地 ， “并未顾虑形式上之
交接 ， 迅 即 实施指挥权” 。 黄 香时分， 战事基本稳定 ， 罗卓英建议众将领 “暂回
兵团部 ， 研究后再定。 ” 当场留下十八军副军长在湖南高地督战 ， 罗卓英率胡进、
高魁元等人回到塔后十二兵团司令部 ， “彼 （指罗卓英 ） 稍事检讨后 ， 即径去 （ 水
头 ） 汤总部。 彼之任务 ， 布达命令 ， 监督交接 ， 至此已属 圆满完成 。 ” ＠ 也就是说 ，
胡瑾认为 ： 他在 26 日 中午一到达就开始接替指挥 ， 至 26 日 黄昏完成了指挥权的
交接工作。 胡璋的 同 乡 、 学者王禹延概括为 ： “金 门 战役第 →阶段的最高长官是
汤恩伯将军 ， 战地指挥官是李 良荣将军 ， 实际指挥作战的是高魁元将军。 第二阶
段的指挥官是胡瑾将军。” ③ “国防部” 基本采信了上述说法 ， 《金门保卫战》 将指
挥权描述为 ：

1 . 汤代主任 于 民 国 三十八年十 月 二十二 日 ， 于金 门 水头本部 ， 发布 第 二号作

命 ： “所有企 门 岛 部 队 ， 在 第 十 二兵 团 胡 司 令官 未 到 达前 ， 均 归 第 二十 二兵 团 李

司 令官统一指挥” 。

2. 东 南 军政副 长 官 罗 卓英将军 率第 十二兵 团 胡 司 令官 ， 于 十 月 二十 六 日 上午

① 《金门保卫战｝） （台..le ：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 1975 ） ， 页 3 1 0
＠ 高魁元， 《金门保卫战之回顾一一明耻教战的验证》， 《近代中 国》 ， 第 12 期 （台北 ， 1979.08 ） ， 页 1 1 。
③ 胡玻编著 ， 《泛述古宁头之战》 （ 台 北 ： “国 防部印制厂” 印刷 ， 1975 ） ， 页 200
＠ 胡E主编著 ， 《泛述古宁头之战》， 页 21 、 22 0
⑤ 王禹廷 ， 《胡涟评传》 〈台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 ， 反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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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时 到 达金 门 战场 ， 布达命令， 即 由 胡 司 令官接替捂挥权 ， 指挥金 门 后期作战。 ①

也就是说， 在胡道未抵达之前， 前期金门 战役指挥权理论上是汤恩伯 ， 实际
t是李 良荣 ； 26 日 中午 1 1 时胡碰到达后 ， 即接替了指挥权， 由 他指挥金 门 战役
后期作战 （ �［J金门 战役指挥权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 阶段 ） 。 但这样的描述 ， 并不
完全符合当时的实情 （第一点正确 ， 第二点不确 ） 。

实际情况是 ： 十二兵 团 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是原 岛 东守备官 Z 因该军所辖第
一一八师是战前驻扎于岛 中部充当机动预备队的唯一陆军部 队 ， 岛东又未发生战
事 ， 故高在战斗打响后奉李 良荣之命驰援岛西， 指挥第一一八师和配属该师的坦
克部队 ， 后又统一指挥刚登陆、 就近配属该军的第十九军卡八师 ， 以及原驻扎岛东、
奉命增援岛西的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 团 。 岛 西守备官原是二十五军军长沈 向 奎 ；
战事发生前夕 ， 卜九军十二三师 1 个团和十四师 2 个团在金门县城附近登陆， 成为
岛西左翼反击初期的主力军， 十九军军长刘去瀚 白 然负责指挥 自 己 的部队； 但因
刘甫抵金门 ， 对地形陌生 ， 故由沈向奎协助指挥， 刘 、 沈两人被李 良荣赋予岛西
左翼部队联合指挥权。 ② 显然 ， 高魁元不是岛上全部反击部 队的总指挥 ， 更不是
胡瑾到达之前 “所有金门 岛上部队” 的总指挥 ， 实际上只是金门 战役右翼部队总
指挥。 ③

卜二兵团 司令官胡瑶 10 月 26 日 将近 中午才抵达战场， 迅 即指挥本兵 团作
战 。 ③ 但他并未从李 良荣手上接过整个战役的指挥权 g 李等仍不时在 1 32 高地和
湖南高地这左右两翼的前进指挥所巡视督战 。 不过 由 于第五军 、 第二十五军实际
并未参战 ， 二十二兵团唯一参战的第二O一师伤亡又很大 p 因此反击和取胜主要
靠十二兵团的部队。 ⑤ 胡瑾指挥十二兵 团 ， 也就指挥了 战场上的主力 z 故 26 日 中
午胡瑾到达后确实发挥了较为显著的指挥作用 。

10 月 27 日 下午 2 时 ， 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乘军用机离开台北 ， 4 时飞抵金 门 ，

① 《国 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一一战乱》 （台北： “ 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 ， 1989） 第七册 ， 页 67,
② :X!J云瀚 ， 《纪金门古宁头之役》 ， 《战史论集》 （台北 ： 华岗出版有限公司 ， 1976） ， 页 2 16。
③ 26 日 因战场缩小 ， 左右两翼会师了 ， 高魁元临时指挥所有反击部队 ； 但他仍接受李 良荣的指挥， 而

非担任战役总指挥。 胡旋在 1949 年战后致 “ 国 防部长” 俞大维的报告中说2 “此战场中 ” ， 高魁元、 :X!Jz� 
瀚军长 ， 李树兰 、 尹俊、 罗锡畸师长 ， “彼等同心协力 ， 精诚元间 ， 又能接受李 良荣将军之命令” s “在道
未到金门以前， 十八、 十九两军曾均归彼 （指李良荣 ） 指挥” 。 胡施， 《泛述古宁头之战》， J)i 58-59 （详见
下注） 。

④ 胡瑾 ， 《古宁头作战经过之概述》 （ 1949 年 1 1 月 七 手稿主体部分参见《传记文学》第 35 卷第 4 期 （ 台
北 ， 1979. 10） ， 页 24-29 ； 全文简称 《古宁头作战经过》， 收入胡链编着 《泛述古宁头之战》 附件五， 页
48-63 , 

③ 对这一点 ， 汤恩伯 、 李 良荣颇有 向 知之明 ， 从不争功。 加之两人去世早 ， 也无法与十二兵团争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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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巡视战场。 ① 当晚住在金门水头汤总部。 28 日 下午 ， 陈诚在水头汤总部主持
召开 “金门作战检讨会” ， “ 闽绥署主任汤恩伯及防卫金门 国 民党军师长以上高级
将领均参加 ” 。 会上陈诚首先致辞 ： 其次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 良荣简短致辞 ； 再
次卡八军军长高魁元作报告 P ② 陈诚最后宣布人事变动 ： 汤恩他调职 ， 由胡硅接任
金 门 防务 ， 职务为 “福建省” 主席兼新成立的金门 防卫司令部司令官 ， 二－f－二兵
团司令李良荣连 同所属部队也同时调 回 台湾。 散会后 ， 陈诚当 日 下午 4 : 30 乘专
机离开金门 ， 6 : 30 返抵台北。 ③10 月 30 日 ， 罗卓英、 汤恩、伯 、 万建蕃 （汤总部
副总司令 ） 、 李 良荣等一行 17 人， 于上午 10 时从金门起飞 ， 1 1 : 30 抵达台北松山
机场。 当时报导说： “指挥金厦作战之汤恩伯将军， 昨 日 奏凯归来” 。 ＠

战前虽已决定十二兵团将和二十二兵团换防 ，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
英为此和胡瑾商船前往金门 ， 准备监督交接工作 。 但因为碰到打仗 ， 新老驻军均
投入战斗 ， 胡瑾幸u汤恩伯 、 李 良荣之间 ， 在战役进行之中 的 26 日 无暇交接。 又
由 于打了一场难得的胜仗 ， 陈诚飞来金 门视察并亲 自 宣布交接。 整个交接工作是
在战役结束后的 28 至 30 日 完成的。 ⑤

从上述 28 日 在金 门 召 开检讨会的情形看 ， 显然金门战役的指挥权 ， 并不存
在前后两个阶段 ， 三天作战的指挥权一 以贯之 ： 最高战略指挥权 ， 战前和战中始
终是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兼 “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 汤患伯 ， 战役指挥官始终
是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 良荣 ， 战后移交给胡硅 g 战斗指挥权： 参战各部队 （包
括兵团 、 军、 师、 团等各级 ） 各由本部队长官指挥 g 因时间紧迫和战事需要 ， 各
部之间有交叉配属指挥现象。 胡瑾登陆后即指挥十二兵团部队， 是履行他本身职
责 ， 并非接过了战场总指挥权。

由 于战后第十二兵 团成为金门 唯一 的新 “主人” ， 获得 了 对金 门 战役描述、
总结、 纪念等活动的话语提断权。 自 1950 年代以后 ， 尤其是 1970 年代 ， 逐渐产
生了 突出胡硅、 拔高高魁元、 矮化李 良 荣 、 淡化汤恩伯 的倾向 。 例如 ， 金 门 岛上
与古宁头战役有关的纪念性建筑 ， 突 出 胡璋的多 ， 反 映高魁元的也有 ， 而纪念汤

① 《陈诚昨飞金门视察队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 0 月 28 日 ， 1 版。
② 参见金门古宁头战史馆陈列的陈诚、 李 良荣、 高魁元等的训词、 致辞和报告。
③ 《陈诚长官巡视归来》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0 月 29 日 ， l 版。
④ 《汤恩伯昨抵台》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0 月 31 日 ， 1 版。
⑤ 笔者推测 ： 汤恩伯 、 李 良荣等人比陈诚晚走的将近两天时间里， 主要工作应是向胡磁交割防务 ， 罗卓

英在场！监督 。 可惜汤恩伯 1954 年病逝于 日 本 g 李 良荣 1957 年除役 ， 赴马来西�经商， 1967 年因车祸逝
于该国 ， 罗 王在英 1954 年退役 ， 1961 年病逝 § 他们似乎都没有留下 回忆录。 晚去世的胡进则在回忆录里没
有提到这两天的活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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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伯 、 李 良荣的则非常罕见。

｛ 二 ） 国共双方参战人数各有多少？

I . 解放军参战人数有多少？
大陆方面公布 的金门 战役解放军参 战人数 ， 共有两种数据。 一种是 “7 434 

人’＼ 。 其依据是 1949 年 10 月 下旬金 门 战役 尚 未完全结束时， 参战的第 1 0 兵团
28 、 29 两军对各军出 发参战的总人数所作的统计。 28 军统计为损失 5 799 人 产29

年统计为损失 1 635 人 g ③ 两者相加 ， 则 为 7 434 人。 另一种 目 前使用较多、 较为
权威 的数据是 “9 086 人 （ 内 有船工 、 民夫 350 人 ） ” 。 ＠ 其依据是 1 949 年 1 1 月

1 7 日 第 3 野战军就 “金门 战斗损失情形” 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电报 （节录 ） 原文为 ：
（ 一 ） 破坏建制 ：

I .  28 军 ：

( 1 )  244 团 1 营企部 、 2 营 （ 缺 5 连之一个排 ）、 3 营 （ 缺 7、 8、 9 连各一 个排 ）、

团 直大部 、 特务连全部 、 通讯连一个排。

( 2 )  246 罔 l 营 2 连全部 ， 1 连 J 连 飞 机连各两 个排 ， 3 营全部 ， 团 特务连一部 。

( 3 )  251 团 l 营 、 2 营 、 3 营企部 、 特务连全部 、 团 部侦 通 、 迫炮连各一 部 。

( 4 ） 部 队配属迫击炮连、 步兵炮连各大部 。

( 5 ） 共计 6 56 1 人 （ 内 船 夫及潜击 队 350 人 ）。

2. 29 军 ：

( l ) 253 团 除主任及特务连与政治处一部及 1 营之五个班外 ， 余全部 。

( 2 )  259 团 之四个排。

( 3 ） 共 2 525 人 （ 缺 259 团 四个排的人数与 武弹数 ）。

3. 共计损 失 9 086 人ρ

① 《主要战绩和我军伤亡、 损施统计表》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 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战役选编 （ 初稿） ： 漳厦念战役》 （南京 ： 华东军区、 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 ， 1962） ， 反
220。

② 《金门 战斗敌我伤 亡及我缴获耗损统计》 ，《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解放战争战史》（初稿） （福州 ：
第二十八军司令部编印 ， 1 956 ） ， 此表在正文页 136 之后 ， 本身无反码。

③ 其中 团级 3 人 ， 营级 13 人 ， 连级 58 人， 排级 93 人， 班战 I 468 人 ， 合计 I 635 人。 参见 “金门攻击
战战绩损耗统计表” （ 1949 年 10 月 26 日 ｝ ， 《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战史资料汇集》 （下） （福州 ： 第
二十九军司令部编印 ， 1952 初版 ， 1981 重印 ） ， 页 574。

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 北京 ： 军事科学出版社 ， 1987） 第 3 卷 ，
页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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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武弹损失 （ 略 ） ①
但细看这个总数的构成及分解人数 ， 发现有所遗漏A或数字偏低。 第一 ， 从作

战部队来看 ， 缺失 259 团 的参战人数2 且电报所说 259 团参战 4 个排不准确 。 实
际情况是 ： 259 网 10 月 25 日 夜第一批增援部 队为该团 3 营 7 连 ， 登陆兵力约为
五个班 ；®26 日 夜第二批增援登陆部队为该团 l 营 2 连第 1 排。 ③ 第二 ， 配属炮兵
部队缺具体番号和各部分解人数 ， 无法判定有元遗漏 ； 但至少可 以肯定遗漏了
29 军配属炮兵部 队 ，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 ， 有 85 师炮兵营一部、 254 团火箭炮
一个排等。 第三， 从船工人数看 ， 存在估算的成分 ， 并且 350 人的船工估算数明
显偏低。 第 四 ， 28 军人数中第 4 点配属部队似乎还有遗漏。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 ，
配属一梯队作战的不仅有炮兵 ， 还有 28 军侦察营 （第 2 连一部 ） 、 救护营 （一个
抖的 、 工兵营 （一个排） 以及 82 师 245 团 3 营 9 连 （步兵连 ） 一部 ， 这些非配属
炮兵的兵种和番号在电报中均未提及。

再看台湾方面的数据。 国 民党公布的 “歼灭共军” 数字 ， 版本众多 变 例如 1 .2
万、 1 .5 万、 1 .7 万， 2 万余人不等。 最早的数字是 z 共军 “集结大小木船二百余只 ，
每只载匪三五十人不等 ， 约有五千人 ， … … 向金 门 岛 的西北角古宁头进犯” 。 ＠ 此

时战斗刚开始不久 ， 5 000 人的数字后来有所增加 。 第二个比较客观的数字是 ： “计
伤亡共匪五千余人 ， 落海淹毙 … …人， 被我俘虏四千余人” 。 ⑤ 其中落海淹死的人
数当时显然是估算 的 ， 而毙伤俘的人数合计 9 000 余人应该有一定根据 。 金 门 岛
上古宁头战史馆 、 太武山公墓等几处比较严谨的地方 ， 多记载解放军参占戈部队为
“万余人
中公布的数字是 “ 10 044 人” ， 布．各部详细分解数 ， 其依据是解放军战俘的 口 供。 ⑤

① 《第三野战军就金门 战斗损失情形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南京军区编 ， 《华东’军区 、第三野战军第三次
国 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第 39 卷 《进军福建》 （南京： 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 1963 ） ， 页 196 （ 电报原
文字番号、 数字均为汉字 ， 本文解放军方商番号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 以与 国 民党军部队将！区别 ） 。

② 参见王祝生（259 团 3 营 7 连排长） ， 汤荣辉（253 团参谋） ，徐惠良 （29 军军部参i射 ， （（个人 自 述》 （ 1950
年） ， 南京军区政治部藏。

③ 参见冷广银 （259 团 l 营 2 逛逛长） ， 《个人 自述》 （ 1950 年 ） ， 江苏省扬 中县政府档案室藏 ， 《冷广银
人事档案》。

＠ 《金门 岛保日战揭开》，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 1949 年 10 月 26 日 ， l 版。 此条消息为台湾发布的金 门
战役首次报导。

⑤ 《新军跤鳞部队建立灿烂战果》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1949 年 10 月 27 日 ， 1 版。
⑥ 《匪2字号是防部队实力概计表》， 《金门保卫战》 ， 页 58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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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 门供虽不一定全面和确切 ， ＠ 但仍具有相当 的参考价值， 至少可提供人数的底
线 ， 并可补充和印证解放军方面的资料。

根据 《金门保卫战》 中 的实力统计材料 ， 259 团参战兵力为步兵一个排 （40
人） 又五个班 （ 70 人 ） ， 共计 1 1 0 人F 与笔者掌握的番号、 建制高度一致， 可以
采信。 表巾 29 军配属炮兵为 85 师炮兵营重化学迫击炮连全部 （70 人） ' 254 （该
书误为 354 ） 团火箭炮排全部 （30 人） ， 也与我所掌握的番号高度一致 （但三野
电报漏掉了 ） ， 故人数也可 以采信 ， 即 29 车配属炮兵一个连又一个排共计 100 人。
这样 ， 29 军参战部队， 应增加三野电报未提番号的 210 人。 关于 29 军的两种参
战人数 ， 笔者认为 ， 10 月 26 日 统计的 1 635 人， 应该偏低z 因 为 当 时战斗正在
进行 中 ， 有些资料尚未统计出来。 所以按 1 1 月 7 日 电报数 2 525 人来计算较为
合理。 假设此数字 中 巳包括 了船了， ， 则 29 军参战人数约为 2 735 人 ； 如不舍船工 ，
则 29 军参战人数应为 2835 人左右。

关于 28 军的参战人数。 首先是配属炮兵部队。 按照台湾数据 ， 计有 ： 28 军
炮兵团 2 连一个排全部 （50 人） ' 82 师’炮兵营化学重追击炮第 1 排全部 （32 人） 、
该营步兵炮排全部 （32 人 ） ' 83 师迫击炮连全部 （ 100 人） ; 84 师炮兵营化学重
迫击炮连半个连 （ 70 人 ） ' 84 师 250 团迫击炮排全部 （30 人） ， 252 团平射炮连
一个排 （ 70 人） 。 不算 29 军炮兵 ， 28 军配属炮兵共一个半连又五个排 ，合计 384 人。
但笔者仅在 1950 年 回归大陆的 200 余份解放军战俘的 《 自 述材料》 中 ， 已发现
f下述番号 ： 28 军炮兵 团 l 营 2 连 、 2 营 4 连一个排 ， 28 军山炮 团一个连 ， 82
师炮兵营 2 连两个排 ， 83 师 249 团迫击炮连 ； 84 师炮兵营化学炮连一个排、 迫
击炮连一个排 ， 84 师 250 团 3 营机炮连步兵炮一个排、 化学迫击炮 ，个排 ， 252
团炮兵连一部， 计有 四个连又七个排 （ 分属九个不 同 的连 ） 。 这些番号大多在台
湾俘供数据中都得到 了 印证， 但比后者多 出一个半连又两个排 ， 模拟应至少增力11
1 70 人 p 这样 28 军配属炮兵应在 550 人以上。 这可能还未包含全部参战的炮兵
部队 （ 囚可能还有其他炮兵部队的归俘材料笔者未见到 ， 或者有的炮兵部 队无人
回归 ） 。

其次是 28 军非炮兵部队。 三野电报漏掉的 ， 台湾资料也未反映。 如前所述 ，

① 战俘 口供 ， 对 自 己兵力可能夸大或缩小。 本案笔者认为总的倾向是缩小。 按照正规编制 ， 一个步兵
班一般 12 人 ， 一个三三制 的步兵排约 40 人 ， 一个三三制的步兵连约 1 50 人。 但 1949 年解放军普遍超编 ，
基本上是四四制 ＝ 班编制不变 ， ·个排 50 人东右 ， 一个连 200 余人 ， 一个营 l 000 余人 ， 一个团 4 000 余
人。 台湾公布的这份解放军登陆部队实力统计表 ， 一个排多半 30 余人 ， 一个连只有 70 或 100 人 ． 表 t各
部人数！主低于解放军实际编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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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军配属 的非炮兵部 队 ， 包含侦察兵、 卫生兵、 工兵、 步兵等 ， 至少还有两个
排和两个连各一部 ， 暂估算为 1 00 人。

再次是船工。 三野电报是 350 人， 台 湾资料船工和部队水手等共 500 人。 笔

者认为这两个数字都偏低 。 因 为据 台湾方面的统计， 金 门 战斗解放军至少登陆
“大小木船 200 余只
记载仪 28 军就有参战 “ 民工六百余人，， 。 ① 故 28 军的船工阜总数应在 600 人以上。
若加上 29 军 ， 船工总数可能达到 700 人以上。 ②

最后是 28 军步兵参战人数。 三野电报没有分解数 ； 参照台湾资料 ： 244 团全
部参战 3 000 人 ， 246 团 3 营大部参战 650 人 ， 25 1 团全部参战 3 000 人 ， 二梯队
246 团 l 营大部参战 500 人 ， 这些数字大体合理 ， 只少不多。 以上 28 军参战步
兵合计为 7150 人。

总计 28 军参战人数约为 8400 人。 加上 29 军参战人数 2 735 人， 解放军参
加金门 战役总人数应在 1 1 135 人左右 （ 含船工 ） 。 或概略地说， 解放军登陆金 门
参战总人数为 1 . 1 万余人 （含船工） 。

2. 国 民党军参战人数有多少？
台湾方面战史资料未见详细公布过金门 战役国 民党军参战人数。 当时国民党

军多为新建部队， 普遍缺编 z 但差额情况又各不相 同 ， 究竟差额是多少？ 要搞－准
也不太容易 。 当时在金 门 的 国 民党军部队番号不少 ， 但并未全部参加一线作战。

金 门 岛全部 国 民党军 ， 据 “ 国 防部史政局 ” 战史记载 ， 共有 “陆军两个兵
团 、 四个车 ， 共九个步兵师。 附要塞炮兵 、 炮兵 、 战车 、 技术总队、 工兵等各一
小部 ， 当时国 民党军缺员 多 ， 约计为五万人 ” 。 此外还有海、 空军各一部 ， 但人
数不多 ， 应不会影响到总人数五万的统计结果。 其中实际参战部队为 ： 二十二兵
团直辖但配属二十五军指挥的二0一师 2 个团 （六0一 、 六O二 团 ） ； 十二兵团
十八军一一八师全部 3 个团 （三五二、 三五三、 三五四团 ） ， 十一师 1 个团 （三十一
团 ） ； 十二兵团十九军卡四师 2 个团 （ 四十一、 四十二团 ） ， 十八师 2 个团 （五十二、
五 十 四 团 ） 。 即分属 2 个兵 团 （二十二、 十二兵 团 ） 、 3 个军 （ 二十 五 、 十八、
十九军） 、 5 个师 （二。一 、 一一八、 十一 、 十 四 、 十八师） 的 10 个步兵 团 。 其
他参战 的直属部队和技术部队 ， 包括战车营 2 个连 ， 要案炮兵约 1 个团 （ 即要塞

① 《 中 国人民解放车第二十八军解放战争战史》 （初稿 ） ， 页 133。
@ till磁回忆说：在金门战役中 ， 闰 民党军“俘虏了 近千人的船夫”。 不知有否夸大？ 胡进《金门忆IR｝｝ （台

北 ：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1979） ， 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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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第 2 总 台 ， 兵力大致相 当于 1 个炮兵团 ） ， 炮兵 2 个连 （炮兵第三团第七连和
重迫击炮第一连 ） 、 工兵 l 个营 、 技术总队 1 个大队z 海军第二舰队金门巡防处 （舰
艇 9 艘 ， 参战舰艇为中荣舰、 南安舰、 扫二O二艇 ， 易 战斗 中第二舰队旗舰 “太
平号” 赶赴增援） 共 4 艘舰艇参战 ； 空军 2 架侦察机 ， 另 台湾空军第一、 三、 四 、
五、 八、 十大队和第十二中 队共计 6 个大队又 l 个中 队 ， 战斗 中共出动 343 架次
参战。 ①

以上陆军步兵部队中 ， 二0－－·师和一一八师的部队编制较为充实 ， 其他部队
缺额较多 。 二0一师每团有 2 000 余人， 两个团合计约 5 000 人。 ② 一一八师有三
个完整 的 团 ， 每团将近 1 500 人 ， 加上师直属部队， 全师共约 5 000 人。 十一师
兰十一团大崎岛被歼 1 个半营 ， 调 回金门后补充了师警卫营 ， 仍是 1 个缺额的团 ，
只有约 1 000 人。 十九军的十四和十八师， 都是新建部队 ， 兵员 只有编制数 60%
左右 ， 每固不足 1 000 人 ， 该军 4 个团合计 4 000 人左右 。 这样 ， 直接参战的 10
个团总计约为 1 .5 万人。 《金 门保卫战》 说 ： 国军参战的这 10 个团 ， 总共只有 1
万人 ， 比解放军参战人数还少一点。 ③ 若真如此 ， 即除二0一师 5 000 人之外 ，
十二兵 团 3 个师 8 个团合计只有 5 000 人 ， 那全部 9 个师又何来 5 万人呢 （平均
每个师实际兵员应有 5 000 余人 ） ？ 这种说法无疑缩小了 自 己 的兵力 。

而且 ， 国 民党军除了一线作战部队之外 ， 在金门 岛t还有 4 个师又 4 个团 的
二线部队， 守备岛东或作为预备队 z 一且需要可以随时拉上一线 ， 替换原参战部队 g
这些二线部队在战略上和精神上应是一线部队的后盾和支撑。 而解放军只有 1 万
人在岛上孤军作战 ， 对部队士气肯定是有负面影响 的。 加之除陆军步兵之外 ， 国
民党军在金 门 还有 22 辆坦克 、 4 艘军舰、 要塞炮兵 l 个团 、 重炮兵 2 个连、 飞
机 300 余架次支持作战 ， 构成立体作战系统 ； 而这略条件登陆的解放军都不具备。

｛ 三 ） 国共双方伤亡人数各有 多少？

1 . 国民党军伤亡人数有多少？
国 民党方面该役的伤亡人数 ， 长期扑朔迷离。 解放军根据密息得知 ： “ 战后

敌人反映其伤亡近一万人” 。 ③ 这当然只是一个概略且未经核实的数字。
① 本段有关数据均参见 《国 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一一勘乱》 第 7 卷 ， 页 29 50 , 67。
② 郑果 ， 《金门古宁头大捷作战之追述》， 收入《市宁头大捷卅周年纪念特刊以 台北 ： “ 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

编印， 1979） ， 页 340
③ 《应我参战兵力 比较表》， 《金门保卫战》 ， 页 17。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战史》 （草稿） （福州 z 福州军区司令部编印 ， 1 959） ， 以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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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9 年 1 0 月 26 日 下午 ， 东南军政民宫公署发言人李树正举行记者招待会
时说 ： 该役 “我军 （指国 民党军） 伤亡不足 3 000 人” 。 ① 这是当时国 民党军唯一
公布的 自 己 的伤亡概述。 具体是多少人呢？ 高魁元 10 月 28 日 下午在金门作战检
讨会上报告f一个伤亡数 ： “阵亡官兵 696 员名 ， 伤 1 724 员名 ” ， ② 合计伤亡 2 420 
人。 这个数字应该是偏低 了 。 1 975 年 ， 台 湾军方战史专书 《金门保卫战）〉 公布
了一个正式数字 ： 负伤 I 982 人 （其中军官 19 1 人 ， 士兵 1 79 1 人 ） ， 阵亡 1 267 
人 （其中军官 77 人， 士兵 1 190 人） ， 合计伤亡 3 249 人。 其中负伤人数增加不多 ，
但阵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这是根据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 由 各部伤亡数字汇总
而得的 产 被刻写在金 门古宁头战史馆 飞 太武山公墓等地 ， 成为权威数字。 但此数
字 中 的伤亡 比似乎过低 ， 不尽合理。 战后 40 年 ， 台湾军方又公布了一个最新数字 ：
“ 国军阵亡 2 437 人， 负伤 3 700 余人” 事 ＠ 虽然伤亡 比仍旧很低 ， ｛B.阵亡数几乎
又翻了一番， 伤亡总数达 6 100 人 以 上 。 （ 太武LL！ 公墓 “三大堆” 当时报导埋葬
4 500 多人l ®) 

除阵亡、 受伤者外 ， 还有一个被俘数。 10 月 25 至 26 日 ， 解放军 曾 俘虏 过
不少国 民党军官兵。 此情况解放军几个参战团当时均有电报向后方报告 ， 亲历者
在 1950 年的 《 自 述材料》 中也 － －致提到 。 解放军一梯 队三个主力 团每团都曾抓
过数百至千余不等的国 民党军俘虏 ， 总数当在二主千人左右 。 后来战斗失利 ， 肉
元人看管 ， 俘虏们都跑散了 。 当时国民党军部队正值换防 ， 边下船边参战 ， 有些
打乱原隶属关系 ， 就近配属指挥 ， 所以各部队军官对 自 己下属 的情况也不完全了
解 ， 据说还有俘虏兵战后握着当了 “ 国军战斗英雄” 的。 俘虏跑散了 ， 并不能抹
杀当初 曾 被俘、 丧失 战斗力 的事实。 二气千俘虏 ， 加上 国 民党公布 的伤亡人数
6 1 00 余人 ， 合计解放军毙伤俘敌确 为 9 000 至 1 万人左右 ： 可见解放军当年的
密息情报是基本准确的 。

综上所述 ， 金门战役解放军参战总人数为 1 万余人 ， 歼灭 国 民党军人数也为
将近 l 万 。 在武器装备处于极大劣势的情况下 ， 交战双方伤亡 比约为 1 : 1 0  

2. 解放军生 、 死人数各有多少？
金门 a役 ， 解放军参战者只有两种命运 ， 要么阵亡 ， 要么被俘 （不论是存负伤 ） 。

① 《金门 国军大捷儿 《中央 日 报》 （ 台北） 1949 年 10 月 27 日 ， l 版。

② 《古宁头战役十八军军i乏高魁元报告书》 （ 1 949 年 10 月 28 日 ） ， 原件藏古宁头战史馆。

③ 《匪我伤仁统计表》 ， 《金门保卫战》， 页 38。

④ 《国 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一一般乱》 第 7 卷， 灾 47。
⑤ 胡珑， 《金门忆旧》 之十二 ， 台北黎明 文化有限公司 1979 年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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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 万余名参战者 （包含船工） 中 ， 究竟生 、 死各为多少呢？ 当时后方的解放军
指挥机关无法详知 ， 只能由打扫战场的国 民党方面‘来公布。

目 前被刻在金门古宁头战史馆和太武山公墓等处、 成为权威的资料是 ， 解放
军被俘 7 000 余人。 这个资料来源于台湾军方战史专书 《金门保卫战》。 该书的
统计为 ： 解放军被俘共 “7 059” 人 E 阵亡数栏则是空 白 ！ 在 “附记” 中加以说明 ：
在《俘供汇编》资料中 ， 俘虏数是 6000 余人， “ 由此推断匪阵亡人数约为 四千余人” 。
并说明这个俘虏 7 059 人的数字是来源于福州绥靖公署的战斗详报 z 至于为什会
比那个 创孚供汇编》 多大约 1 000 人呢？ 推测 “可能原表统计作业有误” 。 ① 这真
是一个绝妙的解释！ 可见国 民党军方面金门 战役的基础数据工作 ， 在在明显的欠
缺 z 即使是根据原始材料， 仍有可能无法 自 圆其说。 笔者认为 ， 这个俘虏’ 7 000 
余人的数字并不准确 ， 而是有所夸大了 。

关于解放军阵亡者 ， 台湾 1 0 月 27 日 即报导说： “匪遗尸 四千余具” 。 ②3 1 日
又详细报导 ：

［ 中 央社 高雄卅 日 电 ］ 金 门 讯 ： 古 宁 头 方 面 残 匪 ， 已 经新 军 鹰 部 队扫 清 ， 计

毙 匪 四 千二 百 卅二名 ， 重 伤 一 百 廿七 名 ， 生俘二千 二 百 十 五名 ， 卤 获 自 动 步枪

一百廿七 支 ， ． ． ． ． ． ．＠

这个 4 232 的阵亡数字 ， 是当时国 民党各部队发现、 掩埋解放军遗体上报的
合计数 ， 应是 比较可信的。 因为解放军阵亡者的遗体 ， 均由 国 民党军于 27 至 28
日 在岛上就地掩埋 。 此数与前述 《金门保卫战》 中 “伤亡统计表” 附记的推断也
某本吻合 。 但这是否就是全部呢？ 这个 30 日 统计的死亡数字 ， 应该还有遗漏。

一是少数零星死在各 山沟里 ， 清扫 战场时尚未被发现、 掩埋者 （数字不详，
但不会太多 ） ； 二是负 重伤或生病 ， 以后在医院 中死亡者 （ 约有数－ －人） ； 三是

死在海 中 ， 当时尸体尚未浮 出 者 。 国 民党军参战者有人说解放军死在海 中 的无数 ，

或者说 “落海淹毙二之千余人” ③ z 这固然有些夸张 ， 但死在海中 ， 27 日 、 28 日 尚未
被掩埋者确实有。 25 日 晨 ， 国 民党军在垄 口 至西一点红海边封锁登陆 口 时 ， 曾
用坦克炮轰击海 中 尚未登陆的解放军木船 ， 死在海上者甚多。 27 日 ， 国 民党开
始大规模清扫战场时－ ， 因来不及掩埋 ， 将一些解放军遗体用卡车运到海边 ， 倒入

① 《匪我伤亡统计表》 ， 《金 门保卫战》， 页 骂。
（号 《金门国军大捷》 ， 《rf-1央 日 报》 （ 台北 ） , 1949 年 10 月 27 日 ， l 版。 报导写作 “四十” ， ＇�然是 “四千”

之误。

＠ 《古宁头战场扫清》，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 1 949 年 1 0 月 3 1 日 ， 1 版。
④ 《新车妓螃i部队建立如［J烂战果》 ， 《中 央 日 报》 （ 台北 ） 1 949 年 10 月 27 日 ， l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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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中 ， 实行水葬。 ① 不知道这些倒进海 中 的尸体当时是否统计在案？ 另外 ， 解放
军登陆在海滩上冲过铁丝网障碍时 ， 有一些牺牲者挂在铁丝网上。 ② “战斗结束后
月 余之久 ， 每 日 潮涨即有匪尸浮出漂向海滩” 。 ③ 死在海里的人， 究竟有多少 ， 难
以准确统计。 既然一个多月 之内 ， 每天都有尸体浮上海岸 ， 想来数字总不会太少 ，
至少有自［余具甚至更多吧？

以上合计解放军阵亡者应约有 5 000 人 ， 即 占参战者的一半左右。 这无疑是
极高的阵亡比例 ！

关于解放军被俘人数。 从战斗结束后即宣布的 2 000 余人 ， 后来陆续增加 ，
是合理 的 。 因 为有的人被俘后 当场就补入金 门 的 国 民党军部 队 ， 还有少数人后
来才被俘 ， 另外统计也要花费一些时间 。 但既然当时打扫战场 ， 已发现阵亡者有
4 000 余人 ， 那么被俘者就不太可能有 7 000 余人。

实际上当时的报导 ， 大多说俘虏解放军 4 000 余人。 例如 ， 1949 年 10 月 26
日 上午 ， 东南军政民官公署发表战报说 ： “据初步战果统计 ， ｛孚匪三千余人…
接到金门 的续到 电报后 ， 该署发言人当 天下午更正说 ： “这次 回军俘获进犯金 门
的匪军人数 ， 实际上达 四千人” 。 ＠ 同 日 报纸头版头条报导 的副标题即 为 “俘匪
四子 ， 击毙投海近万” 。 ®10 月 28 日 又报导说 ： “二十五 日 晨猛扑金门 的匪军二万
余人 ， 大部被我歼灭 ， 俘匪四千多人。 … … ” ⑥ 另外还可从国 民党运送战俘赴台 的
报导中寻找到解放军被俘的人数。

金 门解放军战俘主要分两批押送 台 湾 。 第一批是 “ 大部 队” ： 10 月 28 日 ，
国 民党用两艘商船 “启 兴” 轮和 “海黔” 轮运送解放军战俘启 航赴台 ； 10 月 29
日 和 30 日 ， 分别抵达基隆。 据国 民党方阳公布的数字 ， 这两艘船共运送解放军
战俘 3 719 名 （包括被俘的船夫 民工 ） 。 ① 第二二批解放军战俘也分乘两艘船： 第一
艘是中字－0八号登陆艇 ， 运送解放军伤俘 55 1 人 （其中轻伤员 120 人 ， 重伤员
431 人 ） 。 1 1 月 2 日 下午至黄昏在金门登船 ， 3 日 开航 ， 6 日 抵达台湾基隆港 5 号

① 吴 昌 H 文 ， 《金门大捷参与i己 纪念占宁头战役三十周年》， 原载 《现代国家》 ， 第 179 期 （ 台北 ，
1979. 12 ） ， 收入 《金fj古宁头、 舟山 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 （ 台北 ： “国史馆” ， 1982 ） ， 束’ 2880

② 何显邦 ， 《11·宁头之战》 ，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79 年 10 月 26 日 ， 收入 《金门古宁头 、 舟山登步岛

之战史料续辑》， 页 1350
③ 窟’开璋 ， 《金门市宁头战役讲稿》 ， 1978 年 4 月 25 日 ， 收入《念门古宁头＇ f:J-jJJ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 ，

页 67。

④ 《｛孚隧 四干 ， 押解赴台》，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 949 年 10 月 27 日 ， 1 版。

⑤ 《金门 国军大捷》 ， 《中央 日 报》 （台北） ' 1949 年 1 0 月 27 日 ， 1 版。

⑥ 《金门俘匪四千 ， 今明运抵台 》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 0 月 28 日 ， 1 版。

⑦ 《金门i剧孚庆新生 ， 首批二千七百昨抵台 》 ， 《中央 日 报》 （台北） , 1 949 年 1 1 月 1 日 ， 4 版。



关于金门战役几个史实的考证一一一兼论金门战役的历史定位

码头 。 另一条是商船 “海津” 轮 ， 运送解放军战俘 619 人， 1 1 月 7 日 才抵达基隆 ，
停靠 6 号码头 。 该两船合计运送解放军战俘 1 170 人 （包含被俘的船工 ） 。 ①

上述两批加起来 ， 即达 4 889 人。 这还不是俘虏的全部。 因为一是以后还有
零星战俘 ， 由运输军舰捎运到台 〈例如有归俘 1950 年材料写 自 己是 1 1 月 6 日 在
金门上船的 ） ， 这种情况人数很少。 二是还有部分解放军战俘 ， 在金 门 经初步审
讯瓢别 ， 被就地补入国 民党军部 队 （ 主要是补人受损严重 的 1 1 8 师 的几个团 ） 。
但这种被直接补入金门 国 民党军部队的情况并不多 ， 估计只有百余人， 最多数百
人 ， 因 为 国 民党对解放军战俘毕竟不太放心。 合计解放军被俘人数应为 5 000 人
或 5 000 多一点 。 当时有一则报导说解放军被俘 5 500 余人 ， ② 笔者估计这个数字
要么有一点夸大 ， 要么就是解放军战俘的上限。 ③

如果说解放军被俘了 7 000 余人， 而运 回 台湾的只有不到 5 000 人， 那就意
味着在金 门直接补充了 2 000 余人 z 这在 当时几乎相 当于国 民党军的两个整 团 ，
显然是不可能的 ， 也从未发现此类数据记载和报导。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金门 战役解放军参战人数约 1 . 1 万人， 其中 阵亡和被
俘大约各占一半 ， 都是 5 000 余人 ， 这应是一个粗略而又 比较准确的数字。

｛ 囚 ） 金门 战役最后结束地及解放军参战团干下落等有关 问题的考证

7可宁头北端海岸顶尖转角处， 是一段峭壁 ， 潮水退尽了才短时间露出一点海
滩和礁石 ， 人能勉强通过 z 平时基本淹没在海水之中 。 峭壁两侧 ， 各有 ·个海湾 。
因侧的海湾较大， 退潮时， 滩涂很长， 地势平坦， 大小礁石林立 ， 今天 已成为阙
场和童保护 区 。 东侧的海湾较小 ， 滩涂短 ， 礁石也少。 这两个海湾 的共同之处 ，
是靠岸高处 ， 都是一段陡峭的断壁 ， 绵延长达数百米 ， 人很难直接攀援上岸。 尤
其是东边的小海湾 （ 一连 串共有三个小海湾 ） ， 因 滩涂短 ， 潮水离峭壁较近， 更
显得海岸陡峭， 和顶尖那段峭壁一起， 被称为 “北Lit断崖 ” 。

金 门 岛 上 的导游和金 门军民， 都说 1949 年 10 月 27 日 上午大规模战事最后
结束 的地点是 “北山断崖 ” 。 实际上根据多位解放军亲历者 1 950 年 回 归大陆后
的 《 自 述材料》 所描述 ， 27 日 上午战役最后结束地应是顶角西边的那个大海湾 ，

① 《第二批匪俘千余人今登岸》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 1 月 6 日 ，4 版 。 另参见当时乘坐登陆艇
的解放军孙树亮 （244 团政治处主任 ） ， 《个人 自 述》 （ 1950 年 ） ， 上海破璃钢机械厂殿 ， （（孙树亮人事恼案））。

② 《陈诚长官巡视归来》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0 月 29 日 ， l 版。
③ 当然， 还有更多的数字。 例如 ， 有说 “被俘者六千一一六千八百人” 的 ， 参见 《飞访金门战场》 ， 《 中

央 日 报》 （ 台北） ' 1949 年 10 月 29 日 ， 2 版。 还有 “7059 人” ， 如前所述 ， 由 官修正史 《金门保卫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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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东边 的 “北山断崖” 。 ① 因为西边这个海湾背对从垄 口 至古宁头一线 的 战
场 ， 峭壁构成射击死角 ， 基本没有炮弹、 子弹落到这里 ＝ 海湾的滩涂上还停留着
一些第一梯队搁浅的木船 ， 没被打坏 ， 有希望在涨潮时浮起 ， 开动驶 回大陆。 1 0
月 25 日 凌晨解放军 253 团部队 占领这里之后 ， 一直被控制在解放军子里 ， 是－ →
片相对安全的海域 ， 成为金 门 战役三天时间里解放军的临时伤员收容所和非战斗
人员集聚地 ， 这就是最后结束战斗的地方。 东边北山断崖下也有少许零散人员在
隐蔽 ， 还有些人是在退潮时从断崖西边的海湾走过去的 ， f旦非大群解放军的集聚
地 。 ②

最后在北 山断崖一带的解放军有多少人？ 《金门保卫战》 及战史馆陈列等都
说 ： 藏匿在断崖下的解放军共有 1 300 余人， 被打死 400 多人， 俘虏 900 多人。 ③
其实没有这么 多人。 据 当时在场的多位亲历者 1 950 年回忆， 此处共有三四百名
解放军 ， 被打死和跳悔 自 尽者数十人， 被俘二三百人。 ＠

台湾各种资料都说， 金门 战役俘虏了解放军 “五个团长” 。 ③ 不知道此说何
摇？ 如果是指狭义的 “ 罔 长” ， 登陆 的解放军团长一共只有 4 个 ， 被俘的 只有 3
个， 而没有 “五个” 。 如果是指广义的 “团长’＼ 则团职干部远远不止 5 个。 解放
军登陆金 门 的部队有 5 个团 的番号 ， 总兵力大约是 3 个团又 2 个营 ， 3 个一梯队
因是建制 团 ， 另 2 个团是部分参战 。 参战登陆的有 4 位团长 （其中 1 人兼政委 ） 、
2 位团政委 、 2 位副 团长 （其中 1 人兼参谋长 ） 、 3 位参谋长、 2 位图政治处主任 ，
共计 13 名 团职干部 。 在金门 岛上牺牲了 4 位团干部 ， 他们是 （ 以牺牲时 间先后
为序 ） : 246 团 剧 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 25 日 上午 9 时许牺牲在垄 口 村外西边一
个小高地 ； 25 1 团政治处主任王学元 ， 25 日 下午 3 时许牺牲在安岐村北小土堤 5
25 1 团 参谋长郝越三 ， 27 日 凌晨牺牲在安歧村西南一块草地处 ； 246 团 团长孙云
秀 ， 28 日 下午 2 时许负伤后 自 尽在安岐 以南一片草沟 中 。 其余 9 名 团 干部均被
俘 ， 他们是 （ 以被俘时间先后为序 ） : 244 团 团 长兼政委邢永生 ， 25 日 上午在西
堡海边被俘 ； 244 团参谋长朱斐然 ， 未下船在海 I二就负 了重伤 ， 25 日 上午在东一

① 参见汤秉辉 （253 国 队列参谋） ， 《个人 自 述》 （ 1950 年 ） ， 江苏省汹洪农场嫩 ， 《汤秉辉人事档案》。
② 金门古宁头战史馆的那张 “北山断崖” 照片 ， 经笔者仔细辨认 ， 发现是断崖西边的这处大海湾 ， 而非

金门人所说的 “北山断崖” 。 另外 《金门保卫战》 页 37 之后 ， 插图第十 － ， 也标明最后结束战斗是在断崖
之西这处海岸。

③ 《金门｛￥卫战》， 页 37.
④ 根据断崖下的被俘者李：司JI顶 《个人 自 述》 （ 1950 年 ） ， 南京军区藏， 《李间顺档案队 杨存海 ， 《个人 自

述》 （ 1950 年 ） ， 山东省陵县人民武装部藏 ， 《杨存海人事皑案》。
⑤ 例如 ， 可参见胡琉 《泛述r�i宁头之战》，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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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红附近海边地堡被俘 ， 以后下落不 明 （报纸上有一张照片 ， 说是被俘的团长，
有 244 团 的老人说那人就是朱斐然 ， 我有点怀疑。 因为 以他的伤势， 当 时不太可
能坐得起来 ， 也不需要捆绑 ） ; 253 团参谋长王剑秋 27 日 t午在沙 岗 附近海边被
俘 ： 25 1 团团长刘天祥、 政委 田 志春、 副 团长马绍堂等 3 人， 28 B 下午 2 时许在
安 岐 以南一片废弃壤沟处一起被俘 （ 即 246 团 团 长孙云秀 自 尽处 ） ; 244 团政治
处主孙树亮 ， 1 1 月 1 日 在金门县城东北、 安歧东南的一处土坡草沟处被俘 ； 253 
团政委陈利华 ， 28 日 下午突 围 ， 在金门 岛t藏匿了一段时间 ， 约 1 1 月 下旬或者
12 月 初受伤被发现 （他后来的经历很奇特 ， 与－ .般解放军战俘不同 ， 1981 年在
台北被秘密处决， 本文暂不赘述 ） ; 253 团 团长徐博 ， 在北太武山藏匿了约 3 个月 ，
至 1950 年 1 月 底或 2 月 初才被俘。 9 人 中被释放 回 大陆的 只 有 25 1 团副 团长马
绍堂和 244 团主任孙树亮两人 ， 另外 5 人 （除陈利华和朱斐然之外 ） 均在 台北内
湖新生总队军官大队被关押期间被调出新生，营失踪 。

与 “五个问长” 的情况类似 ， 金 门战役还有一张 “五个营长” 的照片 曾广为
流传。 ① 其实照片中 的人也不都是狭义的 “营长” ， 而是广义的营职干部。 他们是 ：
25 1 团 1 营营长李同顺 （27 日 上午 10 时许在北 山 断崖 附近最后的人群中被俘 ） 、
25 1 匪 3 营营民刘德升 （27 日 上午 7 时许在北 LlJ村至海边之间 的 草地里被俘 ） 、
25 1 团 3 营副营民杨存海 （27 日 上午 10 时许和李 同JI顶一起在断崖附近最后 的人
群中被俘 ） 、 244 团 2 营副教导员 主 明 图 （27 日 上午 10 时许和李同顺一起在最后
的人群中被俘 ） ， 29 军司令部教育参谋 （ 营职） 徐惠 良 （26 日 下午 4 时许在北山
断崖东南方 向 的海边被俘 ） 。 在金门登船’前 ， 记者为他们照 了一张合影 z Jlj 台湾
基隆港 F船后 ， 又照了一次合影 。 ②

（ 五 ｝ 1 32 高地在哪儿？

1 32 高地在湖下东侧 ， 东坑一带 ， 位于今西浦头和金门城之间 ， 出 当年标高
43.0 和 47.0 米的两个小山包组成。 43.0 高地在今环 岛西路的西侧 ， 东坑至湖下
公路的北侧 ， 今天仍是一个明显的山包 （今天地图标为 50 高地 ） ， 山顶地势较为
开阔、 平坦， 狭义的 132 高地 ， 常单指 43.0 高地 。 47.0 高地在今环岛两路的东侧 ，

CD 《金门俘匪抵台》 照片一组 ， 《中央 日 报》 ， 1949 年 1 1 月 1 日 ， 4 版。
② 照片 《被俘的五个营长》 ， 同上注。 照相情况参见照片巾人物之一杨存海 《个人 自 述》 （ 1 950 年 ） ， 山

东省陵县人武部戚 ， 《杨布海人事档案》。 其中各人下落还参见李同顺、 刘德升、 王明 图 、 徐惠 良各人的 《个
人 自 述》 （ 1950 年 ） ， 李、 刘 、 王 3 人分藏山东省乐陵、 陵县、 寿光县人武部各 自 的 《人事档案》， 徐惠 良
档案藏南京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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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坑东南的位置， 与 43 .0 高地斜相对衬。 132 高地向北可俯视浦头、 安岐、 湖下
至今慈湖段海边一线 ， 向南可屏障金门县城，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 32 高地 的位置 ， 古宁头战史馆等地图 的标示是正确的。 但现在导游都介绍
说是西浦头村以南的－ .段高地 ， 则是错误的。 出西浦头村往南和西南方向 ， 今天
虽然盖了 房F或正在摘基建 ， 使当年的地貌有所改变 ， 但出村后沿公路一路都是
上坡路， 然后再是下坡 ， 高地的轮廓还是清断可见的。 这一段高地当年称作 52.0
高地 g 西南隔路相望 的是烟墩山 高地。 它们都 比 1 32 高地的海拔稍高一点 ， 与
1 32 高地也不远 ， 但不是当年的 132 高地。

132 高地在金门 战役前 ， 最初是国 民党军六0一团一营营部 ， 后成为六0一
团指挥所 ， 还有一个炮兵阵地 ； 从 25 日 白 天起成为十九军前进指挥所 ， 刘云i翰、
沈向奎在该处共同指挥左翼军作战 p 李 良荣等也曾在这里督战。 这里无疑是金门
战役 的一个重要遗址 ， 与 1 8 军前进指挥所即右翼军指挥所 “湖南高地 ” 的地位
相当 （ 132 高地本身的战略地位略高于湖南高地 ） ， 完全应该立碑挂牌成为战场
遗址景点之一。 因为它与胡瑾、 高魁元基本无关， 所以被人为地淡化了 。

二 、 金 门 战役 的历史定位

世界冷战的开端 ， 是 1 946 年 3 丹 丘吉尔的富尔敦 “铁幕” 演说和 1947 年杜
鲁 门 主义与 “马歇尔计划” 的 出 台 ； 但当时的 中 国 ， 正处在国共内 战 即 “热战”
的高潮之中 。 笔者以为 ： 中 国冷战的开端是 1 949 年 1 0 月 下旬 的金门 战役。 在此
之后 ， 内 战仍在继续 ， 但属于尾声的性质。 热战和冷战两个过程有一段交叉与重
叠 p 冷战从开端到成为主题 ， 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渡过程 。

从内 战角度看。 共产党方面 ， 1949 年 10 月 下旬 以后 ， 中 国东北、 华北 、 西
北、 华中和华东大陆均已结束战争 ， 在华南、 西南等地的战事 ， 任务是扫清残敌、
解放全部大陆 ， 属于解放战争战略追击 阶段的尾声 ； 虽有渡海解放台湾的战略’计
划 ， 但 由 于条件有限 ， 一时难以实施 。 国 民党方面 ， 1 949 年 10 月 下旬 以后 的 内 战 ，
在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 内 陆发生的战事 ， 均是采取守势、 逐步收缩的趋势 ： 舟山
群岛最后是主动撤退的 p 海南岛 曾想、守 ， 但后来发现不行 ， 便立即撤退 ， 保住了
守军的主力 。 在大陆西南地区 四川 、 贵州 、 云南、 西康等地发生的战事 ， 呈现一
边倒的颓势 ， 于是不再采取空投作战物 资 、 增援兵力等支持性措施 ， 而是坐视其



关于金门战投几个史实的考证一一兼论金门 战役的 历 史定位

自 生 自 灭 ， 最后撤退到越南 、 缅甸等境外邻 国 。 因此 ， 金 门 战役之后 ， 对于国共
双方来说， 在大陆都只是内战的尾声。

从冷战角度看。 共产党方面， 政治上在 内 战的同时， 已解放的区域开始建设
政权、 恢复经济等政治、 经济建设活动 ， 并成为主要任务 p 军事上在金门战役之后 ，
虽有舟山群岛、 海南岛 战役 ， 以及 1955 年的一江山 岛 、 大陈岛等进攻型的战役 ，
但如前所述 ， 因 国 民党主力撤退 ， 战役规模都不大z 还有大担岛 、 南 日 岛 、 指按H
岛 、 东山 岛等多个沿海岛屿袭扰战斗 ， 都是短时间 、 小规模的 ； 因为海军、 空军
的成长尚需时 日 ， 加上朝鲜战争牵扯了大陆相 当大的军事力量， 所以对台湾方面
基本上暂取守势 。 国 民党方面 ， 虽然多次、 多点发动对大陆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
的袭扰 ， 但真正意义上 “反攻大陆” 性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是不存在的 。 国共之
间 ， 构成隔海对峙的格局 ， 以 隔海炮战为主流形式 ， 日才有 国 民党自川、规模反攻与
大陆的反袭扰反登陆战斗 ， 属于典型的冷战态势 。 中共认识到 ： 如无制海权和制
空权 ， 将难以在渡海登陆作战中取胜， 故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必须慎重 。 而正
是金门 战役 ， 使解放军深切地懂得了这一点 。 所以金 门 战役可说是隔海对tl毒冷战
态势的开端。

在金 门 战役发生之时 ， 尚无人认识到它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 但后来几十年军
事、 政治 、 外交形势的发展 ， 愈益证明 了该役的这一转折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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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台海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 （ 1954-1958 ) 
林采显

近代 中 国是个战争不断的 国 度 ， 败退至台湾的国 民党当局更是从成立初始就
面！｜市各种生死存亡的 战争压力 。 赴台湾后 “ 中华 民 国政府” ， 一方面借由 朝鲜战
争获得喘息机会 ， 另一方面诉求 “反攻大陆” 进行战争准备， 作为在台湾统治的
正当性基础 。 战争对于台湾 ， 特别是 ·九五0年代的台湾， 不只是高层的政策规
划 ， 也是人民 日 常生活 的一部分。

然雨 ， 即在平时喊出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的时间
表 ， 基于国 际情势与万全准备的考虑， 仍在论述上仍保有按兵不动 、 待机反攻的
空 间 ① 。 一旦当台海真的发生战事 ， 但在情势上又无法真的进行 “反攻” 的情况下 ，
这种长期准备的论调势必面临调整。 在宣传上怎么说服人民对 “反攻大陆” 战与
不战 ， 亦即反攻意识型态的 内 涵 ， 以及在宣传管道上怎么布置安排， 是本文所关
切的重点 。

本文将 以一九五0年代两大战事 ， 亦即 1954 年与 1958 年两次台海危机为 中
忌 ， 探讨罔 民党当局对 内 的战争宣传布置 ， 着重决策体系面临战争压力时在宣传
上的考虑转折 ， 以及具体的重要宣传作为这两部分。 这是因 为有关台海危机的研
究 ， 多着重于对外的折冲与大国政治 ， 较少关心对内 的因应作为 ， 本文希望能补

＊ 本文曾发表于 “金门 、 内战与冷战两岸学术研讨会” ， 金门 ： 金门县政府、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金门技术学院国 际系暨中国大陆研究所 ， 2009 年 10 月 10 日 至 1 1 日 。
承蒙评论人郑华教授的细心评点 ， 谨此特致谢忱。

① 《为舟山海南撤退告全国军民 同胞书》， 《中央 日 报》 ， 1950 年 5 月 17 日 ，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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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此侧面 ， 以 了解战后台湾战时宣传的另一面貌 ①。 然而， 受限于台湾当局与 国 民
党有关宣传决策的档案开放程度 ， 以一九五0年代 中期党政宣传决策单位之一的
“宣传指导小组” 会议纪录， 和i负责文宣 的第 四组机关刊物 《宣传周报》 作为考
察对象， 而在具体宣传作为方面 ， 则聚焦于第二次台海危机 〔号 。

一 、 战争迫近的抉择 ： 第一次台海危机

第一次台海危机 ， 所指 的是 1954 年 9 月 3 日 的 u九三炮战” 开始 ， 一直到
来年一江山战役、 大陈撤退、 南鹿撤退等一系列战事 ③。 这次危机虽促成了 国 民党
当局与美国签署 “ 咛l美共向 防御条约’＼ 但协防范 围是否及子金 门 、 马祖等外岛
仍然未定 ， 条约 中对于 “反攻大陆” 似有限制性文字， 且陆续丧失小岛 ， 如何宣
传反攻立场 ， 仍需大费苦心 。

① 由 于美同政府档案的开放， 以及部分国军军事·J:!戈川、蒋中正总统档案及蒋经国总统忠i!J档案等数据得
以使用 ， 使得高层决策与外交谈判过程的研究蔚然有成。 如吴正之、 简鸿全、 张淑雅、 前回直树、 石川 诫
人与忻华等人。 少数将焦点放在台湾内部 ， 由政府领导人的言论与实际政策探讨 “反攻大陆” 政策的研究，
目前则有曾锐生与松田康博等。 .Jll吴正之 ， 《1949-1958 年国际干预下两岸军事衙突与外交丙应探讨》（ 台北 ：

国防管理学院国 防决策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1 999 ) l 简鸿全 ， 《从拖延到拒绝 一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
美国对 “ 国府” 反攻政策之演变》 （嘉义 ： 台湾巾正大学院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2000 ) ； 张淑雅 ， 《台海、危
机与美国对 “反攻大陆” 政策的转变》，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和服， 36 (2001 .1 2 ） ， 页 23 1-297 l 

前回白：树， 《第 i 次台湾海峡危机 之 1' 1 -t! 扩 川 叹 一政权一危机她理舍 的 〈毒 品 米台摩擦一》 ， 《应岛'It学》，
1 8 :4 ( 1 995.3 ） ， 页 149- 1 80 ； 前 回 直树， 《第 1 次台湾海峡危机 会 的 C .Q 米台 关系一大陆武力反攻 ξ ‘ 乡
哥 一 少 一 只 ’ 化》， 《现代台湾研究》 ， 23 (2002.7 ） ， 页 137- 152 ， 前囚直树 ， 《“反共” 乡、 马 “ 自 由 中 国 ”
，、一末期 1' 1 在 ；／ ，／＇、 少 …政权η 台湾政策 η变化》 ， 《 日 本台湾学会报》 ， 6 (2004.5 ) . :Vi 93- 106 ， 石川诚人 ， 《第
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7) γ _;I 9 方 φ 对F占一 “大陆反攻放弃声明 ” tζ 至毛 主 τ？一》， 《立教大学大学院法学研
究》 ，29 ( 2002) , Ji'{ 85- J J 7 a 布’） 1 J诚 ＼ 人 ， 《国 民党当局句 “大陆反攻” ξ 夕 丰 歹 f 政权 φ 对应》 ， 《国 际政治》，
148 (2007.3 ） ， 页 1 18-1320 石川诚 L 人 ， 《 1' _;I H 方 0)许容下τ η “大陆反攻” 句追求一国民党’当局 η云
南省反攻抛点化计画 η构想 之 挫折一》 ， 《 日 本台湾学会报仇 10 (2008.5 ） ， 页 55-74 l 忻华 ， 《羁绊与扶持
的困境：论肯尼迪与约翰逊的美国对台政策 （ 1961一1968 ）以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 曾锐生〈主讲） 、
陈淑妹 （ 整理记录 ） ， 《一九五0年代蒋中正先牛．反攻大陆政策》， 《“ 罔 史馆” 馆刊》， 19 ( 1 995. 1 2 ） ， 页
19-26 ; （ 曾锐生 ） ，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

1 958，” m Tsang， 时， In the Shadow of Cl正m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 , 48-72. 松 回康博， 《台湾 。大陆政策（195命－1958 年） 一 “大陆反攻” 。态势 t 作战 一 》 ，
《 日 本台湾学会报》 ， 4 (2002.7 ） ， 页 1 ”19。

② 包括由蒋介石亲 自 主持的跨部会 “宣传会谈” 与 “党务宣传联席会报” 的会议纪录 ， 以及国民党第四
组档案 ， 目 前均尚未开放 ， 导致在宣传决策课题上的研究局限。 宣传指导小组的会议纪录保留简单的讨论
过程， 诚属珍贵 ， 可惜 目 前只部分可见于中常会会议纪录的附件。 《宣传周报》 上所公布的 《宣传要点以 《宣
传通报》、 《宣传纲要》 等等， 可显示宣传决策会议的部分具体成果 ， 以及对各级党政军相关机构宣传 口径
的命令。

③ 见张淑雅 ， 《安理会停火案2 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 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2 期下册 ， 页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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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转守为 攻的 “时机论”

所谓 “时机论” ， 指的是进行 “反攻大陆” 必需等待诸条件成熟的正确时机 ，
在此之前一切只能准备与等待。 在两次危机初发生时 ， 政府对国 内外的宣传都是
反攻时机的已然到来。 炮击开始后一周 ， 首先由 国 民党中央委员 、 亦是宣传决策
重要幕僚的陶希圣 ， 于九月 份中央联合纪念周演讲上作出响应 。 在该场名为 “关
于共匪对台湾的宣传攻势 ” 的演讲中 ， 陶希圣从共产集团 的整体战略谈起，认为 “解
放台湾” 的宣传攻势 白 的为孤立美国与台湾 ， 意在破坏中美联防、 分化海外侨胞，
并乘机渗透台湾内部。 继而解析政治战扮随军事行动的策略， 提出 “ 台湾已在战
斗 中 ” ， 要 “以战争答复战争” ， 加紧动员作战准备 ， 唯有进行武力 战争， 才能转
守为攻 ， 达成光复大陆 的 目 的 ①。 虽然讲词是以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战和宣
传战为主轴 ， 没有直接谈到九三炮战的战况， 但 “ 以战止战” 的原则 ， 以及拉大
军事危机为共产集团和 自 由 世界的冲突 ， 成为之后宣传的共间原则 。 之后第 四组
所颁布的宣传要点 “金 门前线的炮战” ， 明文援引 陶 氏演讲的说法， 呼吁厉行战
时生活 ， 鼓励各界慰问前线将士 ， 并希望美 国增加军援 ②。 在炮战发生后两周 内 ，

党政高层内部还未作全盘的宣传策略方案 ， 仅以上述简单原则先行发布 。
此时初成立的 “宣传指导小组” 发挥了功效 ， 并在接下来危机的一系列发展

中 ， 扮演拟订反攻论述与指挥宣传体系 的核心单位 。 在 9 月 1 8 日 第一次会议中 ，
以时任 “行政院副院长” 的黄少谷为首 ， 立即讨论第 四组所提 “对共匪叫嚣攻台
及当前金厦彭势宣传要点” ， 修正后交由 第 四组颁发给各报杜、 通讯社、 广播电
台及相关单位 ③。 其内容可说反映了事件之初政府的立场 ＠ ：

1 . 匪 军 的 攻击 ， 说，明俄帝集 团 具有极大 阴 谋 ， 必须要准备迎接共 匪真面 目 犯

台 之战斗。

2. 不 可 以 为 有 美 国 第 七舰队协防 ， 共 匪 就会知难而 退 ， 因 为他们 迫于 苏联命

令 ， 只 有执行其 自 杀任务 ， 韩 战 即 为 一例 。

3 . 俄 帝及共 匪之军 事与政治攻击相辅为 用 。 东 南 亚 防卫公约 的 签订与 苏联在

联合国 大会排斥 我政府代表权失政 ， 将使其加速侵略， 分化 民主 国 家 。

① 《中央联合纪念周陶希圣报告共庭宣传攻势》， 《宣传周报》， 4: 1 1 ( 1954.9. 10 ） ， 页 1-20
② 《金门前线的炮战》， 《宣传周报》 ， 4: 1 2 ( 1954旦17） ， 页 1-20
＠ 《宣传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机 国 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皮藏档案 ， 7.3/ 12 , 1 954 年 9 月 18 日 。
④ 《对共匪叫嚣攻台及当前金厘形势宣传要点》 ， 《宣传周报》 ， 4 : 14 ( 1954.10. 1 ） ， 页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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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台湾、 澎湖及外围岛屿全体军民的宣传上 ， 应注意 ：
4. 应 呼吁充分提高警觉 ， 迎接战斗 ， 无论在心理与 行动 上 ， 均 应加强作战准备，

由 军 事动 员 扩展为政治 、 经 济 、 文化 、 社会的 全面 动 员 ， 厉行克难、 节 约 、 增产 、

集 中 人力 财 力 物 力 ， 用 于 战斗与 生产 。 同 时呼吁切实执行疏散计划 。

5. 特别 强 调 自 立 自 强 的精神 ， 清除依赖 苟安的错误心 理。 要发扬 “革命战斗”

精神 ， 以 少胜 多 ， 以 寡敌众 ， 用 自 己 的血来保卫 台 澎及外 岛安全， 进而把握时机 ，

转守 为 攻 ， 达成尤复大陆的任务。

当 时的宣传要点或宣传通报， 在面临重大事件时 ， 所呼吁或宣传对象 ， 不会
只有 “全体军民同胞” 而已 ， 和总统于各重要节庆的文告一样 ， 宣传还包括海外
侨胞、 大陆同胞， 以及国 际人士另外三个面 向 。 简单而言， 对于前述两种 问胞，
所诉求的是此次战役期待已久， 正可借机转守为攻 ， 完成光复大陆的任务 ＝ 而对
于 国际人士 ， 则诉求冷战体系 ， 将外岛炮战的胜负提升至世界和平的关键。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动员与转守为攻两个与反攻意识型态有直接关系 的说
法。 固然在炮战发生后 ， 必须加强战争准备以应付时局 ， 但是由军事动员扩展为
全面性的动员 、 节约与生产 、 集中人力 物力 等 ， 在原先 “反攻大陆” 的 呼声下 ，
不是应该早就进行的吗？ 这种近似 “双重战时体制” 的诉求 ， 既有可能意味着先
前的战时动员 与总动员运动成效不彰， 也有可能表示只是将原来在进行的事重述
一遍 ， 并未针对此次危机进行更强化的战时动员 。 商转守为攻的说法 ， 虽可将遭
受攻击的被动姿态倒反为待机发动的主动攻势 ， 但若时间一旦拖长却毫无攻势作
为 出 现的话， 反而更容易让人对反攻意识型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 “转守为攻”
设下 比先前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更为明确的时间表， 使得论述实践的弹性空
间被大幅压缩 。 时间因素 ， 成为反攻意识型态 内部的第一个大问题。

然而 ， 这种 因 为遭受攻击或困顿而成为反攻绝佳时刻 的 “时机论” ， 却成为
激励人心 、 巩同反攻意识型态的 固定说法 。 将这些不同 的时机加以排 比 ， 就与总
统文告 中年年诉求 “反攻关键年” 一样 ， 效果将会逐次递减 。 时间 的流逝可说是
反攻意识塑态最大的敌人。

｛ 二 ） 不可依赖苟安的 “ 自 立论”

“丸三炮战” 的结果， 金门虽遭炮击却没有陷落 ， 使得宣传上 尚 有转守为攻
的诉求空间 ， 然而之后包括一江山 失守、 大陈撤退、 南鹿撤退等小岛 的丧失 ， 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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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反攻意识型态越趋困难 ， 只能不断诉求这些行动是为 了主动性配合美国战略的
防线调整 ①。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更进一步让各方对于美国 限制 国 民党军队
反攻的传言甚嚣尘上。 宣传指导小姐为此费尽苦心 ， 所提出 的因应说法 ， 是消除
依赖心理的 “ 自 立论” 。

会产生反攻受到限制 的疑虑 ， 主要来 自 于该条约的两段文字。 首先前言指出
两同 “愿公开正式宣告其团结之精诚， 及为其 自 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之共同决
心 ， f卑使任何潜在之侵略者不行有任一缔约国在西太平洋区域立于孤立地位之妄
想 ” z 另第五条规定 “每一缔约 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 国领土之武
装攻击 ， 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 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 ， 以
对付此共同危险 气 ” 由 于条文明 白指出缔约 国遭受武装攻击时方可采取行动 ， “外
交部” 虽声称 “反攻国策” 不受任何干涉 ， 但也说明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时须有双
方洛商的必要 ③。 美国虽未明说 ， 但国 民党当局任何主动攻击的行动便有违反条约
之虞， 美国扼止国 民党当局立 即 “反攻大陆” 的立场非常明显 ③。

为此宣传指导小组总共研拟兰次宣传通报 ， 统一 口 径 。 先是在双方发表对签
约共同声 明 时 ， 颁布九六号宣传通报， 为发表声明后至正式签约前的宣传方向定
调 ， 并要求 12 月 2 日 清晨发表声明后 ， 当 日 报纸社论应照此通报内容撰写 ⑤。 该
通报为 了破除外 国介入中 国事务 、 国 民党军队元法 自 力作战的观点 ， 强调反共抗
俄 的基本国策， 在于 “巩固 台 湾 ， 准备反攻大陆” ， 因此该防御条约的签订 目 的
在于巩固反攻基地。 而该约的实现 ， 是因为 “过去六年全体军民 自 力更生 ， 艰苦

① 对于一江山陷落，言论上的重点为诉求为牺牲的烈士复仇。 兑“→O五号宣传通报” ， 1955 年 1 月 19
日 发布 、 “－－0六号宣传递报” ， 1955 年 1 月 21 日 发布 ， 《宣传周报》 ， 5 :5 ( 1 955 . 1 .2时 ， 页 1-2。 对于大
陈撤退 ， 则不断兼有强调民族战争与担负 西太平洋岛链防线的 国际任务， 此举为对付共产集团积极’险部署 ，
且进退 自 如 ， 将来反攻必能成功。 见 “一O七号宣传通报” ， 1955 年 1 月 24 日 发布 、 “－0人号宣传通报” ，
1955 年 1 月 25 日 ， 《宣传周报队 5:5 ( 1955.口的 ， 页 2-3 ！ “一－0号宣传通报” ， 1955 年 2 月 6 日 发布 ， 《宣
传周报》， 5:7 ( 1955.2. 1 1 ） ， 页 1-2。 对于南鹿岛撤守 ， 则直接简单说明为大陈撤退计划的一部分 ， 希望媒
体勿过于强调 ， 以免影响人心。 见 《宣传周报》 ， 5 : 10  ( 1955.3.4） ， 页 1 。

② “中华民国外交部” （编印） ，《“巾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 （台北 z编者印行，1955) ！《“总
统府” 公报》， 583 号 （ 1955.3. 1 5 ） ， 页 2 ! i 化元 （ 编著 ） ， 《台湾地位关系文书》 （ 台北z “ 国立编译馆” ，
2007） ， 页 124”125 0

＠ “外交部”于缔约后举行记者会 ， 针对特定问题所提出的书面答复。见《中央 日 报》 ， 1 954 年 12月 4 日 ，
1 版。

④ 张淑雅， 《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队 页 241”26} I 张淑雅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
矗九五0年代 中美结盟过程之探讨》， 《欧美研究》， 24:2 (1994.6） ， 页 97 ！ 张淑雅 ， 《台海危机前美国对

外岛的政策 （ 1 953-1954 ） 》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23 期下册 （ 1994.的 ， 页 293”3300
⑤ 黄少谷指示。 见 （｛宣传指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纪录机 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皮藏档案 ， 7.3/14 , 1954 年

12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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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结果” ， 因此应 “澈底摒绝依赖苟安的心理’＼ 对于反共抗俄战争 “绝对没
有妥协句安的可能” ， “认清我们的唯一出路与共同 目 标就是反攻大陆 ， 所以大家
必须格外奋发 ， 加倍努力 ， 把握时间亟理壁垒” 气 此通报将共同 防御条约的由来
与意义 ， 均诉求于国人的 自 立 自 强 ， 但和炮战发生之初所诉求以 自 力保卫外岛有
所不同 ， 在美国 的协防下强调 自 立 ， 反而强烈地反映了党政方面的恐惧， 深怕大
家不再以 “反攻大陆” 为职志。 和之前借由炮战号召要 “转守为攻” 相 比 ， 条约
的程订又退缩 回 战争准备， 且不提条约 内容对于反攻军事行动的可能限制 ， 在党
政 自 身的论述 里 ， 就已经将先前迫近 “时机” 又再加 以模糊与延长。

或许是有感于此约对于 “反攻大陆” 政策的伤害 ， 因此在雨天 12 月 3 日 再
发丸七号宣传通报 ， 要各宣传媒体特别注意 ② 2

I . 该约 对既有的反攻大 陆政策并无任何限制 ， 反而在 台 湾 地位巩 固 后 ， 于反

攻 大业有利 。

2. 该约对适 用 的领土 范 围 ， 决不影 响我领 土主权。

3 . 该约特别 指 明 “抵抗共产颠覆活动” 一节 ， 为 美 菲 、 美 澳 纽 、 美 日 及 美韩

等安全公约 所元 ， 显示 美 国 认为 自 由 中 因 为 防种共产侵略最重要的 一坏 ， 要特加

赞扬 。

4. 该约 第 二条 “ 双方承九加 强 自 由 制度并合件发展其 经济进 步 与 社会福利 ”

是 出 于我方建议 ， 且表示 美 方 除军提外还将在 经济援助 上合作 。

5. 条文 中 规定 “共 同 对付武装攻击 而 采取之一切措施 ， 须报告联合 国 安全理

事会” ， 为联合 国 宪章所规定 ， 且 宪章并不 完全禁止挣约 国 的 自 卫权利 。

6. 我应特别 强调 自 力 更生为反攻复 国之保证 ， 对 于此约 ， 决 不 可 因 此生依赖

苟 安之心 理 ， 亦 不 可存怀疑彷徨之心理 。

此宣传通报具体地响应条约文字所产生 的种种疑问 ， 其中一半 （第一点 、 第
五点 、 第六点 ） 是反驳该约限制反攻的说法 ， 第三四两点则是 自 我打气 ， 并消除
美国要求国 民党当局加强 自 由制度是暗指台湾未臻 自 由 的疑虑。 第二点则是与“反
攻大陆” 政策另 一个息息相关的大问题 ， 因为该约第六条规定 ， 所有的领土等词 ，
就国 民党当局而言 ， 应指 台湾与影湖 。 这不仅使金马等大陆沿岸外岛没有纳入协
防范围 ， 而且也有将 “ 中华民国主权” 限缩于台湾与窜湖的意味 ， 对于警觉并强
烈反对 “两个 中 国 ” 政策的 国 民党当局而言， 这 自 是对 “反攻大陆” 政策的根本

① ｝ff;线为笔者所加。 “九六号宣传通报” ， 1954 年 12月 2 日 发布 ， ｛（宜传周报）） '4:24 ( 1954. 12. l 0） ， 页 1-3 0 

② “九七号宣传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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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因此宣传通报中 ， 特别强调条约第六条的后半段 ， 亦即防御的范围可及于
经双方协议后的其他领土这段文字 ， 以解消此约对主权产生的动摇。

签订条约的消息发表后 ， 由 于判 断各方反应一则 以喜 （ 防御强化 ） ， 一则 以
忧 （反攻受限飞 朝 “两个 中 国 ” 发展 ） ， 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亦对此约有所表示 ，
因此宣传指导小组再聚会讨论 ， 并修正通过第一0一号宣传通报 ①。 当时周恩来指
此约为 “ ‘侵略性 ’ 之战争挑衅” 、 “ 由 ‘侵略 ’ 台湾扩大对大陆之 ‘ 侵略 ’ ＼ “加
深了美国对中 国扩大 ‘ 侵略’ 危机” 、 “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 ②， 因此通报以此
为证 ， 强调共同防御条约 的签订 ， 为 “匪帮政治攻势之惨败” ， 但其对西太平洋
控制的 “阴谋” 绝不因此终止 ， “攻台 阴谋绝未改变” ，所以 “我 ‘ 自 由 中 国 ’ 军民 ，
要彻底扫除消极 的苟安心理与 自 我陶醉之安全感” 气 简言之 ， 铺陈解放军仍继续
随时攻击外岛与台澎的可能 ， 要求 民众不可因 防御条约的签订放弃战争准备 ， 较
前两个通报 ， 己赋予战争准备更具体的理 由 ， 亦即外来威胁的存在。

相较于战时准备有具体说法 ， 对于主动性的 “反攻大陆” 行动 ， 则显得相当
暧昧。 在该通报中 ， 先是强调若未来战事发生时， 将会引 起中美两国 的联合行动 ，
“我反攻复国之机运 ， 随时因此种攻袭而成熟” ， 这里的 “时机论” 不再是迫在眉
睫的转守为攻 ， 而是将反攻战争再延期至下次战事之时。 而且在对国 际宣传上 ，
又要求不必多事强调条约与 “反攻大陆” 的关联性 ， “ 以避免欧亚诸中 间路线 国
家多有猜疑与曲解 ， 以为该约有挑起三次世界大战之可能” ③。 不言战将丧失反攻
立场 ， 言战则又怕被归于好战者 ， 这种 盟际情势限制是继时间 因素后 ， 反攻意识
型态被现实检验所须面对的第二个难题。

因而 “ 自 立论” 就是为 了解决国际情势限制 的说法 。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历次
战役显示 ， 国 民党当局既渴求且需要 国际力量帮忙 ， 但又须顾忌国际、 特别是美
国 的态度 ， 为避免失望心理扩大 ， 不得不以 自 立 自 强相号召 。 和 “时机论” 一样 ，
“ 自 立论” 成为 日 后反攻意识型态不断重复的主题 ， 甚至 比 “时机论” 走得更远 ，
在 国 民党当局往后遭遇国际地位挫折时 ， 不断出现。

① 《宣传指号子小组第八次会议纪录》 ， 国 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皮藏档案 ， 7.3/14 , 1955 年 1 月 31 日 。
② “－0一号宣传通报” ， 1954 年 12 月 1 当 日 发布 ， 《宣传周报》， 4:26 ( 1954.12.24） ， 页 6,
③ “一。一号宣传通报” ， 《宜传周报》 ， 4:26， 页 6-7。
③ “一0一号宣传通报” ， 《宣传周报）） ， 4:26 ，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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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言论上反攻 ： 战争气氛的维持

如前所述 ， 由 于反攻意识型态一直与 国 际冷战体系相结合 ， 国 民党当局向来
以 自 由 世界的前线 自 任 ， 加上对领土主权的 “复国任务 ” ， 面临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政府主动挑起战事时 ， 所采取的策略 自 然不是绥靖与谈判 ， 而是 “ 以热战粉碎冷战”
的积极策略， 否则将有悖于反攻复国 的立场 ①。 这种 内 战与冷战结合的结构 ， 致使
压缩了攻守战租的 回旋空间 ， 常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美国 的立场有所不 同 ， 加上
军事上又需要美国 的支持 ， 陷入了言论立场意欲强硬， 但实际作为却无法配合的
两难情境。 其最后结果 ， 借用 以下黄少谷的用语 ， 就是只能在言论上谈反攻。

例如面对国 际上不断而来的停火提议， 就曾 多次在宣传指导小组中被仔细讨
论。 一江山 战役时， 时任新闻局长的吴南如就认为 ， 对于停战说法不宜表示反对 ，
否则容易被 “一般惧战 国家认为我为好战者” ②。 在大陈撤退前后 ， 美国意图透过
联合国斡旋台海停火 ， 国 民党当局在宣传上产上极大困扰。 宣传指导小组主席黄
少谷 的一段谈话 ， 传神地表达出此一立场 ③ ：

我们 应该如何说法呢？ 不 反对， 则 示人以放弃反攻大 陆 的 意 图 ， 将元 以对大

陆 、 海外和 国 内 同 胞 ， 即 用 种种理 由 来说明 ， 亦 不 易使其充分暗解。 也不 能说我

同 意 暂 时停 火 ， 将来再说 ， 也不 能 完全拒 绝停 火 ， 以免与 美方 当 前 的 政策不 配合 。

故我如反对 ， 则 必有损盟友 ， 不反对 ， 则 无异承认 匪侵略的成果。 故我在 言论上

要表示反对 ， 因 反攻大陆 ， 拯救 同 胞 ， 反对侵略 ， 光复失地和主权是我们 的权利

也是义务。

这段话清楚地思示 ，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前后 ， 反攻意识型态在宣传上 日 渐困
难的窘境。 宣传指导小组第一次开会时 ， 陶希圣即在会中表示 “反攻” 不叫作为
宣传的重点 ④ s 国防部参谋次长赖名汤亦认为 ， “关于防台与反政的说法 ， 只宜说
到 目 前为止 ， 过于长久扛算的话不必多说” ③。 显见即使在危机当头， 党政内部已
然体悟反攻意识型态转化或弱化的必要性 ， 但另一方面又无法放弃此一正当性基
础 ， 诚如黄少谷所言 ， 宣传 ！工 “ 防台需美方协助 ， 丽反攻则我 自 任 ， 此一似乎有

① 《对俄寇共匪发布所谓 “联合宣言” 等宣传要点》， 《宣传周报》， 4: 17 ( 1954. 10. 12 ） ， 页 3o
② ｛（宣传指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纪录》， 国 民党文传会党史馆度藏档案， 7.3/15 , 1 955 年 2 月 9 日 。
③ 底线为笔者所加。 见 《宣传指导小组第 j·＝三次会议纪录》 ， 同 民党文传会党史馆皮藏档案， 7.3/15 '

1955 年 2 月 9 日 。
④ 此为书面意见 ， 惜会议纪录中未刊出全文。 见 《宣传指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队
⑤ （（宣传指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录｝〉 ， 国 民党文传会党史馆度藏档案， 7.3/1 3 , 1954 年 10 月 8 日 。

85 



86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矛盾的说法” 气 不仅黄氏 ， 其他人的谈话亦显示此次台海危机 ， 一方面暴露出在
反攻意识型态本身的重大缺陷 ， 另一方面也无奈但诚实地得出 只能在言论上表达
反攻立场的结论。

只能从言论上反攻 ， 一般社会大众当然不得而知 ， 反攻意识型态的两大难题 ：
时间流逝与国 际限制 ， 更是宣传上所欲努力转移与解释的 困境焦点。 然而透过宣
传指导小组的 内部发言 ， 党政部门对于反攻战事的诸多踌躇， 以及在宣传上隐匿
反攻障碍等方针 ， 显示 了与战时体制极为不同的思考方向 ， 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
象： 何以在外部结构不断以战争为理 由 ， 形成战争准备的环境 ， 但在 内部讨论上
却企图弱化反攻的论调 ， 使意识型态与体制产生巨大的乖离 。 这矛盾的存在与扩
大 ， 意味着一九五0年代党政部门并非纯粹 由 战时体制来思考统治 ， 而是在深知
反攻受限的情况下迸行战时体制的整备与反攻意识型态的进行。 战争气氛的维持，
是反攻意识型态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 也是宣传下乡 、 维持战时生活、 标语与广播
等媒体一贯的主轴 。

二 、 第二次台海危机 ： 反攻时间表的取消

以八二三炮战为中心的第二次台海危机， 是 国 民党当局赴台后与 中华人民共
和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 在那之后两国实际统治疆界被固定了下来。 而在
1 956 年台湾实施全面性梯次征兵后 ， 这也是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并肩作战的第
一场战役 ， 在某个意义上 ， 界定 内外、 区分敌我 的 国 民 （nation） 概念也在此次
台海危机中被实际确立与动员 。 然雨再次受到猛烈军事攻击 ， 对于又经过四年准
备的反攻战事 ， 在论述上又该如何说法 ， 是以下所欲探讨的 中心 。

｛ 一 ｝ 危机初期 ： 战争的再次确立

在八二三炮战尚未开始之前 ， 即 已 嗅出风雨欲来的态势 ， 台湾已提前进入紧
张状态。 1958 年 5 月 至 7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 7
月 底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于北京会谈 ， 并发表 “ 和平共存” 的公报 ， 于政
治动作上已不寻常。 加上解放军空军大量集结于中 国大陆东南沿海 ， 金门海面异
常沉寂， J 种种迹象均显示为军事攻击行动 的前置准备。 因此国防部于 8 月 6 日 宣

① ｛（宣传指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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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台湾海峡进入紧张状态 ， 兰军及民防强化戒备 ， 加紧疏散和避难 ， 全台警察取
消休假 ， 而台湾本岛戒严任务 由警备总部统一负责 ①。

和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 ， 在面临战事 的第一时间 ， 反攻意识型态的诉求仍是
“转守为攻” 的时机终于到来， ｜组第 四组所发的宣传通报和宣传要点可知 ② ：

对一般民要指 出 如共 匪 来犯 ， 即是我反攻革命战 争的 开始 ， 大 家 应 消 除 恐惧

战争破坏 的 心理 ， 并积极加 强其反攻复 国 必胜必成的信念… …

指 出 一旦发生战 争 ， 我们 决不 单是被动 的 防御 ， 一定更主动 的还击。 所 以 大

家 正该迎接此一机运的 来l悔 ， 然后 才 能提早完成反攻复 国 的使命。

在之后 8 丹 12 日 行政院长陈诚于记者会的发言 ， 以及 “九三军人节宣传要
点” ， 皆强调不能消极地挨打， 应该 “以打击还打击” ③。 而且配合着时局 的 紧张 ，
强化战时生活的主张被再次强调， 社会风气又历次被严厉批评， 例如 “要力矫社
会上泄沓、 懒惰 、 散漫等违反战时生活的不 良风气”、 “我们 已在第三次大战的 中
间 ， 时至今 日 ， 如仍 自 以为平时 ， 或误信敌人不敢打仗， 那就是由 于我们无法看
清现代战争的本质” ④。

除了 “反守为攻” 的说法再次提出井 ， 此次危机对于反攻意识型态有另一层
积极意义 ， 亦即对于长期被要求维持战时生活的台湾人民而言 ， 此次战争在于证
明 “真的有战争威胁” 。 即使平 E 有再多的 战时制度、 在 日 常生活 中有再多的反
共与战争标语和广播节 目 ， 若长时间没有战争进行时 ， 对于战争的紧张感受 自 然
降低 ， 甚至产生怀疑。 在反攻意识型态形塑即将十年之际 ， 八二三炮战 的发生 ，
再次确认了敌人的存在 ， 以及战争准备的正当性。

因而炮战发生后 ， 宣传上的重要方向 ， 首要就是强调 “证明我们历次所指陈
的 ， 台湾海峡已有战争状态存在 ， 而且 由 于匪的有意制造紧张 ， 已 随时有 以小战
爆发为大战的可能 气 ” 其次 ， 就是外岛存亡等问于台湾本岛安危 ， 呼吁人民厉行
战时生活 ， 加紧动员 ， 支援前线 ， 进而实行反攻 。 最后 ， 期望美国给予军事援助 ，

① “宣传要点 ： 我们要准备作战” ， 在宣传周报》 ， 12:7 ( 1958.8. 1 5 ） ， 页 3 o
② “二四七号宣传通报” ， 1958 年 8 月 6 日 发布 、 “ 宣传要点 ： 我们要准备作战” ，《宣传周报》 ， 12:7 ， 页 1-3 。
③ “二四八号宣传通报z第四届军人节宣传要点” ， 1958 年 8 月 13 日发布、“宣传要点 ：作战准备松懈；不得” ，

《宣传周报》， 12:8 ( 1958.8.22 ） ， 页 1 、 4o
＠ “二四七号宣传通报” ， 《宣传周报》 ， 12汀， 页 2 ! “宣传要点 ： 作战准备松懈；不得” ， 《宣传周报》，

12:8 ， 页 4。
⑤ “宣传要点： 匪在金门地区挑衅” ， 《宣传周报》， 12:9 ( 1958.8.29 ） ， 页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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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攻击性武器以有效反击 ①。 炮战后四天 ， 国 民党中常会所通过的 “针对当前
局势在新闻宣传上应有之措施要点’＼ 所强调的论点也大同小异 ②。 这些说法 ， 与
之前的操作并无太大不同 ， 而其背后 ， 还蕴含着宣示不放弃金马 ， 希望美国将金
马也明确纳入协防范围的企图 ③。

到 了情势稍微稳定 ， 美国对于金马防御采取明确支持的态度后 ， 宣传上的主
轴又再开始转为 “ 自 立论” 。 党政当局一直对于人民 “心存依赖” 耿耿于怀 ， 例
在八二三炮战前夕针对 “知识青年” 所做的调查显示 ， 认为反攻复国的条件 ， 耍，
‘一面须配合国 际形势 ， 一面须策应大陆革命运动者” 占 71 .4% ， “须配合国 际情
势待机反攻者” ， 占 13.6% ， “靠 自 力更生元须外援者” 仅 7.6%③。 在当局寄予厚
望的青年学子中 ， 竟不到一成认可 自 力 反攻 ， 对于一向 主张反攻为不可放弃与神
圣使命的国 民党当局而言 ， 确实相当难堪。 第四组在战局稍稳、时再颁发宣传要点 ，
强调 “我们不要为他肯于协防而喜 ， 也不要为他没有明确表示而有所怀疑 ， 总要
尽其在我 ， 自 立 于不败的地位， 进而打击敌人 ， 消 灭敌人。 ” 而且进一步要求美
国 “加速援助我国反攻大陆， 才可获得真正持久的和平 气 ” 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时
相 同 ， 在未获美国表态支持前 ， 会从玲战结构与西太平洋防线的诉求 ， 要求美国
介入与支持 ， 一但得到援助后 ， 又开始担心 国 民因此松懈。 这也就是反攻意识型
态 ， 从战事爆发时的 “转守为攻” ， 在之后变为 “ 自 立 自 强” 的原因 。

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时一样 ， 八二三炮战在进行一段时 日 后 ， 美国与国 民党当
局再次针对双方关系发表官方文件 ， 在确认美国支持的 同 时 ， 反攻的可能性被进
一步限缩。 而这次限缩 ， 将比之前更加 明确 ， 且形诸文字。

｛ 二 ） 反攻非凭借武力

八工三炮战发生约两月 后 ， 情势逐渐稳定 ， 在美方支持下解放军无力拿下金
门 ， 但美国却有意逼迫国 民党当局放弃金 、 马等外 岛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战事胶
着下 ， 也警觉到若国 民党当局实际统治领土只剩台 、 澎 ， 将有可能 “划峡而治” ，

① “二五0号宣传通报” ， 1958 年 8 月 25 日 发布J‘宣传要点 ：应在金门地区挑衅” ， 《宣传周报》 ， 12:9 ,
页 1-3 0 

② “针对当前局势在新闻宣传上应有之措施要点” ， 国 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七次会L岛国过。 国 民党文传
会档案 ， 档号 8.3/488 , 1958 年 8 月 27 日 。

③ “秘书长张厉伞，报告” ， 罔 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七次会议记录。 闰民党文传会档案， 街号 的／488,
1958 年 8 月 27 日 。

④ 巾央委员会第五组 （编印 ） ， 《知识青年状况项 目 调查报告》 （ 台北 2 中央委员会第五组 ， 1958） 。
⑤ “宣传要点 ： 美国对匪迭加警告” ， 《宣传周报》 ， 1 2: 10 ( 1 958.9.5） ， 页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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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两个中 国”或“一中一台
希冀造成压力 ， 促使蒋介石政府不致于屈 于服美国压力 ①。 在此背景下 ， 美国 国务
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 至 台北与蒋介石会商 ， 于 1958 年 10 月 23 臼 发表
联合公报 ， 援引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 确认金马在防卫上与 台影有密切关系 。 其中 ，
有关防卫的部分 ， 严重冲击 “反攻大陆” 的政策 ② ：

台 美双方重 申 其 维护联合 国 宪章原 则 之决心 ， 并鉴及 两 方现正履行之条约 系

属 防种性质 。 国 民党 当 局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 自 由 乃 其神圣使命 ， 并相信此一使

命之基础 ， 建立在 中 国 人民之人心 。 而 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 ， 则 为 实 行孙 中

山 先生之三 民主 义 ， 而 非凭借武力 。

“非凭借武力” （not the use of force ） 用语对于军事反攻而言， 是再明确不过
的反对意思 ， 而且又强调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前御性质 （defensive in character) , 
这使得 “反攻大陆” 政策被美国 限制的疑虑大幅上升 。

党政方面非常清楚此一用语的杀伤力 ， 甚至可能抵消美方支持防卫金马的正
面效益 ， 因此在联合公报发表的 当 日 ， 就由第四组发布’宣传通报 ， 强调舆论应该
强调的要点 ③

1 . 确认金马 与 台 澎在防御上有密切关联， 粉碎 国 际上所谓金马 不值防守之谬

说；－0 

2. 共 匪 企图 离 间 中 美关 系 之 阴 谋 ， 已 完全失败c 自 此 次会谈以后 ， 中 美关 系 ，

将更密切。

3 . 美 国 再度宣 布 中 华民 国 为 自 由 的 中 国 真正代表 ， 并 为 亿 万 中 国 人民之真正

代表。 －

4. 确认解救大陆 同 胞为 中 华 民 国 政府之神 圣使命 ， 其主要之途径为 实行二 民

主 义 ， 而 非凭借武力 ， 此点与 总裁所指 示 “反攻大 陆之基础 ， 在 于 大 陆之人

攻大陆 ， 七分政治 ， 三分军 事” 之主张为 一贯的 。 ．

舆论方面 ， 应由联合公报全文之精神与原则 ， 指出其对于巩固中美团结之重
大意义 ， 以巩固我军民之信心 ， 不可对于一辞一句过分强调 ， 致引起我军民之疑虑。

而且第 四组紧接着再发宣传要点 ， 解释并非放弃以武力光复大陆， 而要求在
宣传时 ， 必须解释明 白 ， 在时机来临时 “诸如 ： 大陆反共革命发生 ， 或共匪悍然

① 薛化元 （ 编著 ） ， 《台湾地位关系文书》， 页 1 34- 135。
② 《中央 日 报》 ， 1958 年 10 月 24 日 ， 1 版。
③ 底线为笔者所加 。 “二五五号宣传递报” ， 《宣传周报》 ， 12: 1 8 ( 1958.10.3 1 ） ， 页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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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攻击金门 马祖等地的时候” ， 就必须使用武力光复大陆 ①。 即使在宣传上
不断强调 “ 中华 民 国 ” 地位的稳固 ， 但 “时机论” 的再度 出 现 ， 如同前面所述 ，
正是危机到来的 固定反应。 而且若真如宣传要点所言 ， 反攻时机包含金 、 马遭受
武力攻击 ， 那么何 以八二三炮战后没有实际反攻作为呢？ 对于反攻意识型态而言 ，
联合公报的伤害非同小可 。

为此 ， 国 民党中央再度厘定新的宣传方针 ， 将反攻的时机与性贯、 当前阶段
的努力方向再重新定义 ， 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以及中 国大陆内部新的反共形势。 首
先 ， 将焦点一分为三， 而不集中于 “反攻大陆” 一点 ， 将 “我中华民国金马 台潜
墓地” 定位为西太平洋集体安全组织、 民族反共战争与大陆革命三种力量交叉的
焦点 ②。 换言之 ， 反攻的 “时机” 必须兼顾此三种情势的变化与相互关系 ， 反共复
国 的 民族战争当然是不可放弃的神圣使命， 但是仍要在西太平洋防线整体战略考
虑 ， 以及大陆 内部革命情势推展下， 才能发动反攻战事 ， 也才能确保成功。 其次，
宣传 “主义战胜一切 ” ， 召 唤北伐成功与抗 日 胜利 的历史经验 ， 并认为 以大陆 同
胞对于三 民主义的怀念向往， 正是 “精神反攻” 的凭借 ， “ 只要时机一来 ， 即 可
水到渠成， 沛然莫之能御 气 ” 最后 ， 大力宣传中 国大陆 “人民公社” 的 “暴政” ，
借此掀起罔内外反共的高潮 ， 其 目 的 ， 在于证明反攻时机已在蕴酿 ， 一旦成熟 ，
反攻战事马上展开。

人民公社在稍后成为 国 民党各级党部及媒体的宣传主轴 ， 因为它提供可能的
反攻时机 ， 又能以破坏家庭伦理等软性诉求 ， 确认敌人与巩固统治正当性 ＠。 国
民党当局所理解与宣传的人民公社 ， 是将大陆人民置于军事化组织控制下 ， 从而
废除家庭制度 ， 以达成社会制度与意识型态的根本变革 ， 灭绝反抗共产党的可能
性 气 以保护传统家庭制度与伦理出发 ， 既能唤起从大陆赴台人士对于滞留大陆亲
人对共产党的愤恨之情 ， 又能诉求台湾本省人士的 同理心 ， 同时又 以共产党破坏
传统文化彰显台湾当局的正统性 ， 这也是为何在一具军事性质的联合公报中 ， 特
别强调 “美国政府及其人民对于中 国 人民具有莫大信心 ， 对于中 国人民为尊重人
性尊严与家庭生活之文化所提供并将继续提供之伟大贡献 ， 深表敬佩。 美国确认
中 华 民 国 为 自 由 的 中 国 之真正代表， 并为亿万 中 国人民之希望与意愿之真正代

① “宣传要点 ： 中美会谈圆满完成” ， 《宣传周报》 ， 12: 18 ， 页 4、 7o
② 《小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中央指示当前宣传重点》， 《宣传周报》， 12:21 ( 1 958.1 1 .21 ） ， 页 6。
③ “二五五号宣传递报” ， 《宣传周报》， 12:2 1 ， 页 2o
④ “针对共匪在大陆推行“人民公社”暴政 自 由地区宣传实施纲要” ，《宣传周报》， 12:24( 1958.12.12） ， 页 5。
⑤ 月 报委员会 ， 《共HE犯台阴谋及其最近动向》， 《目E悄月 报》 ， 8:10 ( 1958 . 10 ) , l)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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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① ，，

从 “非凭借武力 ” 导人对传统家庭文化的维护 ， 似乎已逐渐摸索出新的反攻
意识型态方向 。 批判人民公社 ， 目 的在于‘强调此举将激起大陆人民的反抗 ， 意味
着只要大陆内部革命形势成熟 ， 就是反攻的决战时机。 在历经两次台海危机后 ， “时
机论”成为打破具体反攻时间表的固定用法 ， 蒋介石总统每年的元旦文告 ， 也从 “今
年为反攻关键年” 等期限非常迫近的说法， 开始转为强调大陆内部的反抗与即将
崩溃的形势 气 更重要的是 ， 诉求家庭生活与传统文化 ， 既可凸显敌人的残暴以彰
显政府的仁德， 又能赋予在台 的统治正当性， 同时与 “ 自 由世界” 联结， 这是不
因时间流逝而改变、 不因反攻未进行而对政府失望的论述方 向 。 笔者认为 ， 以捍
卫传统文化为主轴 ， 从军事反攻转为精神动员 ， 是反攻意识型态对联合公报 “非
凭借武力 ” 的 回应 ， 也是一九六0年代初期游击战计划告终后 ， 发起中华文化复
兴运动的重要背景 气

三、 具体宣传作为

透过两次台海危机反攻意识形态的 内容与调整过程 ， 可知党政当局为了 因应
故事 ， 以跨党政的会报组织 ， 秉承总裁与 巾常会的意 旨 ， 随时针对局势发布宣传
通报， 指挥报社 、 通讯社 、 杂志与其他大众媒体的言论走向 。 除此之外 ， 党政当
局尚有诸多宣传作为 ， 以下将以资料较丰富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例 ， 观察反攻意
识型态如何在一具体战争危机 中被推广 ， 分为新闻宣传管理体系 、 标语的订颁、
时事座谈会、 宣传下乡 与各种战时运动 ， 以及言论管控五个部分。 其他宣传作为
如广播节 目 等受限于数据 ， 无法细致分析 ， 暂不予讨论 ， 而报纸与杂志等较能直
接反映 《宣传通报》 与 《宣传要点》 指示 的媒体 ， 亦不在讨论范围 中 。

｛ 一 ） 宣传管理体 系

为 了 因应紧张的时局 ， 在宣传体系上先行厘定各单位的权责范围。 8 月 27 日 ，

① 《中央 日 报》 ， 1958 年 10 月 24 日 ， 1 版。
③ 林果显 ，《吁：华文化复兴运动挫行委员会” 之研究 （1966-1 975） 一一统治正当性的建立与转变》 ，

页 32-48。
＠ 对于以文化强调在台湾的国 民党当局为正统中国的说法，有学者指Ill是美同欲将“反攻大陆”转为“精

神反攻” 的战略企图 。 见张淑雅， 《台海危机与美国对 “反攻大陆” 政策的转变》 ， 页 268-271 、 2$6啕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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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党中常会通过了 由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所提的 “新闻宣传单位职责分配表” ，
如表 1 ， 明确将宣传统筹、 国 内报刊、 国外报刊、 侨报、 对敌心理作战 、 一般性
报刊与军事新闻等不同分野的负责单位加 以 区分。 在此表中 ， 可 以 明确看到宣传
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宣传事务 中 的领导地位 ，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 ， 此种在 “总统”
主持的 “宣传会谈” 之外另立的跨机构整合性组织 ， 是延续抗战时期的作法。 在
1 957 年 ， 原先被定位为 “ 宣传会谈” 幕僚单位 的宣传指导小组被进一步强化 ，
赋予更多决策功能 ， 并扩大与提升组织层级， 此即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的 由 来。
前一年所加强的宣传联系与决策体系 ， 在此次台海危机中正好发挥作用 。

表1 新闻 宣传单位职责分配表

单位名称 职责

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
关于 “ 中 央 ” 及 台湾省党政军各宣传单位工作之联系配合等
事务项 （与 “ 中 央 ” 第 四组负总责）

关于对 国 内 各党报、 党 员 所发行在 台 北市 出 版之报纸与大型

第 四 组
杂 志 、 党外人士在台 北发行之报纸及政治性杂志 ， 以及 内 销
侨办政治性杂志 、 “ 中 国 广播公司 ” 所属 电 台 、 中 央通讯社、
幼狮社等言论及新 闻 处理之联系事宜

关于对外 国报刊 ， 驻 台 外籍记者与 国 人在 台英 文及其它外文 ｜
新闻局 报珉杂志 以及 “ 中 央政府 ” 机关办刊物之联系 （ 视性质随时

与 “ 外交部” 情报司 令及 “ 中 央” 四组切取联系 ）

关于对海外侨报及 内 销侨办报纸杂志 （一般性的） 之言论万

第一组及侨委会
新 闻 处理之联 系 ， 除党营报刊 由 “ 中 央 ” 一组负责外， 其余
一般侨办报刊 ， 由 侨务委员会负责并与 “ 中 央 ” 二组囚组取
联系 办理之

第六组 关于对敌心理作战及－ .般政治作战有关有联系事直
关于对 台 北 市各 ？中 ' ＇庄宋志、 备去巾报纸、 杂志、 省市县

台湾省新 南处
政府机关所办刊物及警察 电 台 与各私营 电 台 、 各私营通讯社
之联系 〈视性质随时与 “ 中 央 ” 第 四 组及 “ 行政 院 新 闻 局 ”
切取联系 ）

“ 国 防部总政治部 ” 及新 关于军事机关报纸、 杂志、 电台、 通讯社之联系 （ 视性质 随

闻室 时与 “ 中央” 第 四组、 “行政院新闻局 ” 切取联系 ）

出 处 ： “新 闻 宣 传单位职 责分配表” ， 1 958 年 8 月 26 日 宣 传 工作 指 导 委 员 会 第 十 六 次会议

通 过 ， 1958 年 8 月 27 日 国 民 党 第八届 中 常 会 第 七 十 六 次 会议 通过。 国 民 党 文传会档 案 ， 档 号

8.3/488 , 1958 年 8 月 25 日 。

军事新闻所指 的是 国 民党军作战 、 训练、 教育 、 后勤等军事动态 ， 及有关军
事重大措施 ， 包括战事 中最被关切 的 战讯与战果。 八二三炮战爆发后 ， 国 民党中



两次台梅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 （ 1954-1958 ) 

常会立即决议由 黄少谷 （ ＂外交部长” ） 、 马星野 （第四组主任） 、 沈筒 （第四组副
主任 ） 、 柳鹤图 （ “ 国 防部军事发言人” ） 商订作战战讯发布办法。 之后再纳入魏
景蒙 （ “ 中广总经理” ） 、 曾 虚 白 （ “ 中 央社社长” ） 、 红，易生 （ “外交部司 长 ” ） 、 黄
杰 （ “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 与蒋坚忍 （ “ 国 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 的代表 。 换言
之， 由 于炮战初期规模之大 ， 预想大量国际记者赴台 ， 以及实时的军事新闻需求 ，
因此集合了’ “ 国 防部发言人、 总政治作战部 、 外交部、 第 四组、 警备总部、 中央
社、 中广” 等主管 ， 商讨相关新闻 的制度安排 ， 第一次台海危机悬而未决的军事
新闻发布体系 与办法 ， 终于在此时确立。 所决定原则重点如下 ① ：

1 . 扩 大 国 防部新闻发布机构并增加其员 额与 经 费设备 ， 以一元，领导为 原 则 。
2. 宣 布战讯 ， 应 与 美军充分协调 ， 或订立协议 ， 以 资互相遵守。

3. 实 施新 闻 栓查 ， 成 立检查机构 ， 编 制 上 以 隶属 国 防部 为 宜 。 施行新 闻 检

查 时 ， 应有 法令根据 ， 最怜 当 为 依据戒严 法。

会议决定并国 防部新 闻 室所拟 “国 防部现阶段作战战讯发布办法草案” ， 一
并送交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征求意见 ， 参酌整理后 ， 制定 “国 防部现阶段军事新
闻发布 办法” 。 比较表 1 与表 2， 军事新 闻发布单位已 出 国 防部新 闻室改为新闻
局 ， 确实达成上述原则第一项扩编国 防部新闻发布机构的规划 ， 而第二项与美军
协调发布战讯 ， 也在办法中明定。 比较有趣的是原则第三项军事新闻检查制度与
专 门 机构 ， 似乎一直未能明 朗 ， 迟至 1963 年所谓 “战时新商检查办法” 仍在研
议中 ②。 值得一提的是 ， 战时新闻检查的规定与机构 ， 可说源 自 于抗战时期 的新 闻
检查法规和 “战时新 闻检查局” ， 过去 的战时经验确实在危机的第一反应 中发挥
参考作用 。

表2 军事新翻发布职责表

职责 单位名 称

军事新闻 及军事政策 国 防部新闻局

中 美联合作战战讯 （联合或同 时发布 ） 国 防部新闻局协调美 国协防司令部

陆 、 海 、 空各军种单独作 战战讯 各总 司令部报经 国 防部核准

金 门 、 马祖战讯及战果 国防部

① “国防部现阶段作战战讯发布办法草案”讨论结果， 国 民党第八届 中 常会第八十三次会议通过。 国 民
党文传会档案 ， 档号 8.3/489 ' 1958 年 9 月 22 日 。

② 中 央委员秘书处（缩印 ） ， 《中 国 国 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务工作报告》（台北 ： 中央委员秘书处 ，
1963 ） ， 页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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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总司令部协调国防部新闻局

｜ 中央社、 军闻杜所发战讯及战果 先协调国防部新闻局
播报国防部新闻局所发战讯及战果 各公民营广播电台

出 处 ： “ 国 防 部 现 阶 段 军 事 新 闻 发 布 办法 ” ， 《 宣传 周 报 》， 12:25 ( 1 059. 12. 1 9 ）， 页 5o

新闻检查 的暂缓 ， 或许是因为战局迅速稳定， 而且涉及体制变更与新闻检查
等敏感问题， 使得成立检查机构的必要性大为降低 。 间时既有的 “ 台湾省戒严期
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 原就巳包含军事机密范围 ， 并保留戒严地 区发生
战事时的事前检查制度 ， 在情势稳定下足 以作为供战时新闻检查的法源 ， 使得从
第一次台海危机就开始讨论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并未被确立 ①。 然而如 同前述 ， 此
种面临新军事危机就规划 “战时” 措施的想法 ， 在逻辑上显有矛盾之处 ， 因为不
论是政府宣传或是政治体制 ， 此时的状态原本就是 “ 战时 ” ， 于危机发生时才着
手制定 “ 战时” 的诸多措施 ， 显然是当前状态脱离了 “真正的战时” 。 党政高层
自 然非常清楚这其中的区别 ， 这种体认， 影响到 了政治体制 的安排与反攻意识型
态的方向 ， 也反映在两次台海危机的反攻意识型态上。 在此过程中 ， 国 家统治的
企图与范围被进一步强化， 新 闻宣传单位职责更清楚地划分， 军事新闻发布体系
的建立 ， 展现借 由 战争危机整备国家掌控力 的痕迹 ， 是此次台海危机的重要意义 。

（ 二 ） 标语

标语的管理体系及运作方式 ， 在－－－九五0年代 中期 已大致确立 ， 成为鼓吹反
攻的重要媒体。 除了重大节庆的宣传方案 中 由第 四组所制定 的标语 ， 每半个月 一

次在台湾省电影 院所播放的幻灯片标语 ， 则是由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 （警备总部 ）
订颁 ②。 为因应突如其来的炮战 ， 国 民党中央特别于中常会发布 “颁发全省各电影
院幻灯统一标语” ， 诉求全民支持战争的立场 气

八月 份下半月 幻灯标语 ：

1 . 提 高警觉 粉碎 匪 俄 阴 谋

2. 金马是反攻的跳板 不容 匪俄侵犯

3. 加 强 战 时动 员 充 实 战斗力 量

① 章渔天 ， 《总动员法规汇篡》 ， 页 671-673 ， 杨秀菁 ， 《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 ， jJ:f 93-94, 
② “台湾全省电影院幻灯片管理办法” ， 《台湾省政府公报》 ， 43 年冬字第 口 期 ， 页 1 47胸148,
③ 国 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八次会议通过。 国 民党文传会档案 ， 档号 8.3/488., 1958 年 9 月 1 日 。



4. 流 自 己 的 血 汗 救 自 己的 国 家

5. 大陆人心 向 我 复 国 建 国 必成

6. 消 灭 匪俄侵略 保障世界和平

九月 份上半月 幻灯标语
1 . 军 事 第 一 胜利 第 一

2. 军 民协力 消 灭共 匪

3. 一切为 军 事 一切为 前线

4. 支持战斗 争取胜利

5. 向 忠 勇 为 国 的 三军将士致敬

6. 厉行战 时 生 活

7. 确保全马 反攻大 陆

两次台海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 （ 1954-1958 ) 

标语为浓缩的语句 ， 必须在只字词组中传达清晰讯息 ， 使人观看后立即获得
深刻印象。 上述标语已将 “反守为攻＼ “ 自 立 自 强” 与维持战时生活的理念表露
无遗 ， “军事第一 胜利第 J 则是抗战时期 闰 民精神总动员 纲领所列 的三个共同
目标之一 ① ， 对于曾参与抗战的官兵而言 ， 想必是为 了召唤浴血奋战最后获得胜利
的共同记忆 ， 对于第一次参与 国共战争的台湾子弟而言 ， 或L午 臼 的在于创造共同
并肩作战的气氛 。 在影片放映前提醒享受娱乐的大众前方将士的伟大 ， 是当时创
造战时气氛的重要作法。

战局持续不久后 ， 即将迎接该年度的 国 庆节 ， 在第 四组所拟订发布的 国 庆纪
念指导纲要 中 ， 亦包含标语与 口 号 ， 供各地与各级单位在进行庆祝活动时缮写
宣传。 其内容除了加强战备、 争取胜利外 ， 也不忘 “庆祝国庆， 服从总统领导” ，
以巩固领导中心。 在其宣传要点 中 ， 首条即是要人民在 “总统” 蒋公领导下 ， “认
清 当前情势 ， 分清敌我 ， 明辨是非… …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 的使命飞 其次， “ 当
此中华民族自有道德文化面临存亡继绝之最后关头 ， 人人要做不辱其祖先的中华
儿女 ， 作町，个堂堂正正的中 国人” ， 泯除 “略域观念” ， 支持前线 ， 确保金马 ②。 虽
然在此方案 中 尚 未提及人民公社毁坏家庭制度的 “暴行” ， 但也呼应 f将反攻战

① 兰 目 标分别是“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 、 “军事第一 胜利第一”、 “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气 有关“国民精
神总动员 纲领” 、 “ 国 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与 “ 国 民公约” 内容， 参见 《大公报》 ， 民国 28 年 3 月 12 日 ，
第 2 版、 第 3 版、 第 4 版 ， 《 申报》 ， 民 国 28 年 3 月 1 2 日 、 13 日 ， 第 3 版、 3 月 14 日第 2 版。

② “ 中华民l骂四十七年罔庆纪念指导纲要” ， 《宣传周报》 ， 12 : 12 ( 1958.9. l的 ， 页 1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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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导 向守护传统文化的面向 。
与此 同 时 ， 党政 当 局亦发起 “支持金马前线运动 ” ， 在其宣传工作要项 中 ，

亦将巨幅固定标语及戏院幻灯标语， 列为重要宣传事项 ①。 并且配合庆祝同庆标
语 ， 增列标语与 口 号 ， 诸如 “有金马就有 台澎 ， 保台澎必守金马 ” ， 不仅是对国
内诉求 ， 亦显示对当时国际上要求放弃金马主权或外岛中立化的反抗 ②。

待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 ， 为 了 因应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称停火的策略， 避免民
心 因 而松懈 ， “女n何继续不断的激发 民 心 ， 造成战时气氛 ， 乃是当前宣传工作的
急务” ③。 为了重新律定支持金马前线运动 的方向 ， 在宣传工作强调 ： 随地把握机
会、 随时把握机会、 认清对象 ， 以及从速整修固定性标语等 问个重点 。 侠宣传童
心转为宣传人民公社时 ， 描述 “暴政” 工作 自 然也少不了标语， 人民公社就是 “奴
工营！ 大监牢 ！ 黑地狱 ！ 大屠场 ！ ” ， 遍布于街头 。〉。 可见得在面临战争愈机 、 鼓
吹支持前线 、 维持战时气氛上 ， 标语在营传上所 占有的重要地位 。

（ 三 ） 时事座谈会

时事座谈会的 目 的 ， 在于教育与统一思想 ， 类似重大新闻事件的说明会。 别
于大众传播 ， 时事座谈会原本就是菁英思考下的产物 ， 希望借由 “组织” 的原理，
从党的干部与社会重要意见领袖开始齐一思想后 ， 再运用其影响力传播到大众。
媒体记者通常是时事座谈会最常实施的对象 ， 其 目 的是借 由 私下聚会而非正式记
者会的形式 ， 当面传达政府的意 旨 ， 并解答若干疑义 ， 以供报导时之参考 ， 在炮
战初始 ， 即 已 约集新闻界举行过座谈会 飞 除了记者外 ， 面临重大事件时 ， 国 民党
中 央也会出面召集针对各种社会团体的时事座谈会 ， 由此也可约略看出 国 民党对
于社会控制 的想象。

从 8 月 初 台海情势开始紧张后 ， 如同其他部门进入战时准备状态 ， 在 中常会
的决议与总裁的指示下 ， 宣传部门统合第一 、 四 、 五、 六组与妇；1二会会同 ， 进行
时事座谈会的筹备。 谨谈会的方式采取由上而下 、 由 中央而地方的 “组织” 原理，
由党干部扩展到一般民众 （ 省县区级党部负责） 、 由 台北市扩展到其他各县市 （ 由
县级党部负责 ） 、 由 中心城市扩展到所有 乡 村 （ 由县区级党部负责 ） 。 座谈的时间

① “各县市支捋金马前线运动委员 会寅传工作要项 ” ， 《宣传周报》 ， 12 : 17 ( 1958. 10.24） ， 页 4o
② “支持金马标语门号匀 ， 《宣传周报仇 12:.15 ( 1958 . 10. 10） ， 页 7o
③ “支持金马前线宣传工作重点” ， 《宣传周报》 ， 12:20 ( 1958. 1 1 . 14） ， 页 Sa
④ 《宣传周报》 ， 12:24 ( 1958. 1 2. 12 ） ， 页 8 。
＠ “第四组报告” ， 国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八次会议记录。



两次台海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 （ 1954…1958 ) 

也分为第一阶段 （8 月 1 5 日 至该月 成） 与第二阶段 （ 9 月 1 日 起 户。 在第一阶段中 ，
参加座谈的对象与召集人、 召集单位如下 ：

表3 第二攻台海危机时事座谈会职责划分表

「一座谈对象 座谈会召集人 主办单位 主讲人

国民党千部 倪文亚 （第一组主任 ） 第 组
陶希圣、

大专教授 陈诚 （ 副总裁） 或张厉生 （秘书民） 第一组 黄少谷、

文化新 闻 工作人士 马星野’ （ 第 四组主任） 第 四 组 马纪壮、

社 团 负 责人 上宫业佑 （第五组主任） 第五组 蒋坚忍 、

妇 女界人士 钱剑秋 （ 妇 工会主任 ） 妇工会
陈建中等

出处 ： “ 对 当 前 时 局 举行座谈会要 点 ” ， 国 民 党 第 八届 中 常 会 第 八 十 次会议通过。 国 民 党 文

传会档 案 ， 档 号 83/488 ' 1958 年 9 月 10 日 。

第二阶段则是由 各直属党部办理 ， 国 民党中央并指示各级党部注意 ： 1 . 座谈
会结论力求主恃人正确把握 ， 各主讲人对问题的看法应力求统一 ， 并与支持金马
前线运动相结合。 2. 座谈会举行后 ， 对于群众反应要特别注意了解。 3. 座谈会成
普遍深入基层 ， 使各方面人士均能参加 ②。

透过阶层式的传播 ， 党部以 自 上而下 飞 由 中心而边醋、 由菁英而平民的方式 ，
宣传并掌握社会各阶层对于八二三炮战 的认识。 此种方式 自 然有其缺点 ， 很可能
中央预想与地方实况有不小差距， 传播效果仍集中于菁英而非基层 ， 但能在面临
危机时 ， 立即拟定体系性的宣传计划并付诸实行 ， 此点和刚到台湾时的国民党当
局相 比 ， 仍可看见 “生聚教训” 的成果。

（ 四 ） 宣传下 乡 与各种 战时运动

宣传下 乡 是一 九五0年代党政 当局试图 扩大政策宣传面 的具体尝试。 在
1958 年国 民党 巾 央委员会的工作纲要 中 ， 原先就将文化工作 队与宣传列车 ， 列
为年度宣传工作指导的重点 ＠。 待炮战爆发 ， 起草于炮战爆发前、 决议于炮战刚开

① “对当前时局举行座谈会要点” ， 国 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八十次会议通过。 国 民党文传会档案 ， 档号
8.3/488 ' 1958 年 9 月 1 0 日 。

＠ 《党部举办时事座谈会》 ， 《宣传周报》， 12: 13  ( 1958.9.26） ， 反 4o
＠ “中央委员会四十七年度工作计划纲要” ， 国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七次会议通过。 闰民党文传会档案，

档号 8.3/488 ' 1 958 年 8 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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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的 “针对 当前局势在新闻宣传上应有之措施要点” ， 特别要求文化工作 队进行
战时宣传工作 ， 以作为战备措施之一 ①。 原先每年都举办的 山地文化巡回工作队，
于当年 9 月 1 日 出发 ， 至台湾各山地聚落宣传半年 ② s 台湾省党部所属文化工作总
队 ， 也从 1 1 月 开始进行为期八个月 的分区分队巡 回宣传 ③。 另一方面， 停驶达三
年之久的各种宣传列车 ， 亦为了配合 “支持金马前线运动” 重新开启 “第兰次公
路宣传列车” ， 借 由 宣传形式丰富、 机动性高、 公路网绵密的特性 ， 深入至台湾
各城市与乡 间 ， 透过劳军、 献血运动、 写信至前线等活动 ， 激发战时爱国气氛 ，
是历次宣传列车中规模最大者 ④。 这些宣传方式都是一九五O年代历经摸索、 逐步
建立的技巧 ， 于危机时能立即筹划并盛大举行， 或于既有行程 中迅速加入战争宣
传 ， 都可见到党政当局在传达意志上的渐臻纯熟。

此外 尚有另一个因应突发状况时的宣传方式， �ll为各式战时生活 “运动” 的
举行。 由 党政当局所发动 的运动 ， 自 然别于真正的社会运动 ， 其动力 并非来 自
于草根 ， 亦不期望民间 自 主力量过度地反映或激烈进行 ， 但预想的规模却不算太
小 ， 在规划 时基本上都是希望借由 这些运动导致全面性的响应。 从炮战 以来 ， 主
要的运动有 “汉 阳三兰烈士殉难周年纪念” （ 9 月 ） 、 “支持金马前线运动” （ 10 月 ） ，
以及 “揭发人 民公社暴政” （ 12 月 ） 三种 。 “汉阳三烈士” 指 的是中 国汉阳 中学
王建国 、 钟毓文、 杨焕尧 ， 他们于 1957 年在湖北阴谋策划反共运动 ， 虽然失败 ，
却彰$ 中 国大陆反共气氛的高涨 ， 以及 “共匪伪组织” 即将崩渣的事实 ＠。 此事仅
止于新闻宣传 ， 与真正的社会运动仍有不小差距 ， 但其希望唤起全国青年一致支
持大陆反共革命 ， 还要求参加反共革命战斗行列 ， 却有其运动性质 ⑤。

“支持金马前线运动” 应当是第气次台海危机最具整合性 的运动 ？ 但其成效
似乎有限。 各县市成立了委员会， 也规定了具．体 的战时运动 ， 像是捐献、 慰劳、
医护 （ 捐血 ） 、 服务 、 战时生活 ， 可说是 国 民党当局赴 台所进行最接近战时后方
支持的行动 ， 但和上述的标语或宣传下乡 ， 其捋续的时间或效果并未展现 。 甚至
于两个月 后推行 “揭发人民公社暴政” ， 以期待或促发 中 国大陆 内部反共革命的

① “针对当前局势在新闻宣传 七应有之措施要点” ， 国民党第八届 中常会第七七次会议通过。 国 民党文传

会档案 ， 档号 8.3/488 ' 1 958 年 8 月 27 日 。

② 《立传周报》， 12:3 ， 贞 3 。

③I 《宣传周报》 ， 12: 1 9 ， 页 5 .

④I 详情可见林来血 ， 《一九五0年代反攻大陆宣传体制 的形成》 （ 台北 ．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i：论文 ，
2009） ， 页 93”l J4o

③ “汉��l三烈士殉难周年纪念新闻言论方面处理耍点” ， 《宣传周报》， 12:8 ， 页 2-3 .

⑤ u汉阳三烈士殉难周年纪念新闻言论方商处理要点” ，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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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 取代具体的反攻时间表 ， 因应台海危机的重心 由 “支援前线” 转为 “揭发
暴政” ， 动员群众的需求迅速示做。

其实 ， 社会运动并非一定要 由 民间底层力量推动 ， 由 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亦
有众多成功的前例 ， 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 ， 或是总力 战时期的 日 本 ， 都曾大规模
地组织民间力量 ， ； 造成一定程度的狂热或使命感。 但是从一九五0年代因应战
事危机所发动的运动来看 ， 这种被称为 “脱动员式” 的动员 ①，其主要结构性因素 ，
或许来 自 于动员后 的力量将何去何从 ， 亦即事实上无法真正进行反攻的问题： 当
民众真的被动员 、 反攻复国 的热情真的被激发 ， 恐怕 比漫长等待反攻的失望感还
要难以应付 ， 在应对时间上反而更为迫近 。 战时动员运动的低效率 ， 并非来 自 于
党政系统的无能 ， 而是对上述问题的深刻体悟 ， 维持战时气氛而非真正的 战时动
员 ， 不论在宣传或实际作为 ， 是反攻意识型态的最大任务。

｛ 五 ） 言论管制

在一系列宣传布置中 ， 有一种措施在宣传通报或要点 中被多次强调 ， 异于平
时宣传主轴 ， 那就是对言论的严厉管制 。 言论管制在战时本为常态 ， 但对于 “破
坏政府威信古气论” 的取缔 ， 明般是在联合公报签署后才频繁出 现 ， 颇有耐人寻味
之处。 由此叮知政府对于反攻政策被明 白批评 ， 非常难以忍受 ， 因而以影响 国家
安全与政府威信为 由 加 以压制 。

在战争 尚 未发生时 ， 为 了避免敌人的内部渗透与造谣生事 ， 就已先要求党政
宣传部门要特别注意言论走 向 。 例如要求 “密切注意各方的言论 ， 对于谣言要迅
速遏止 ， 对于破坏政府威信与革命领导中心的言行， 要澈底加 以 防杜与纠正” 飞
到 了炮战真正发生时， 还规定战事新闻必须 “有利于积极提振军民的敌何情绪与
克难精神者为其主 旨 ， 尽量避免发生恐惧战争破坏的心理” ③。 这将言论与新闻上
的要求 ， 都可理解为战时的必要措施 ， 但也都是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所没有 的举措 ，
可以想见八二三炮战的军事压力远大于之前的战役 。

然而在战局趋于稳定 ， 特别是获得美方书面保证 ， 确认金马与台、澎在防御上
的密切关联后 ， 反而更加强化对言论管控的要求 。 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同步宣传

CD 若林正丈 ， 《台湾 分裂国家 止 民主化》 ， 页 1 10-1 1 3 0

② “宣传要点 ： 我们要准备作战” ， 《宣传周报》 ， 12 :7， 页 6。

③ “二五0号宣传通报” ， 《宣传周报》， 12:9 ， 页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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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中 ， 在最后特别强调不可对于一辞一句过分强调 ， 已见警告之意 ①。 之后在面
对停火宣传、 重整宣传步调时 ， 又再次强调 “对于破坏政府威信与革命领导中心
之言行 ， 加以澈底防止与纠正” ②。 1 1 月 苏联于东柏林制造危机， 宣传通报在论述
此举可能转移注意力 ， 亚洲情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 问 时 ， 最后仍再强调一次不容
破坏政府威信的话语 ③。

这些管制措施有其针对性 ， 且与一九五0年代末期言论管制紧缩的趋势有关。
1958 年 6 月 “ 出 版法” 的修正 ， 透过行政机关对新闻杂志登记的许可与撤销权
力 ， 强化对言论的宫’控。 联合公报发布前 ， 国 民党通过该党对新闻事业的指导要
点 ， 认为所谓新闻 自 由 “对于反共抗俄之利益 ， 应全力维护 ” ， “泄露军事外交及
其它国家机密之记载 ， 尤其对于假借新闻而从事有利于匪共之阴谋者 ， 应依法令
加以制裁 … …对于新闻纸或杂志所为影响民心士气之报导 ， 亦应予以劝导促其避
免” ＠。 对照前述只在言论上反攻的策 略 ， 以及动员式的社会运动 ， 言论管控确保
舆论对于反攻意识型态的质疑降到最低 ， 并以战争为 由 ， 强化控制 的正当性。 由
此反思 1957 年在野势力 的代表性刊物 《 自 由 中 国 》 刊登所谓 “反攻无望论” 的
文章 ， 受到党政宣传媒体的大力 围剿 ， 在 “ 出 版法” 修正后 ， 此种质疑言论的空
间将更大幅缩小。

网 、 小结 ： 维挎战时气氛

前方战事如此激烈 ， 而 后 方 听说还有很 多 人上 酒 家 ， 还有很 多 人跳舞。 结婚

的 ， 做寿 的 并不 节 约 ， 至 少 几十 桌 酒 席 ， 毫 无 战 时 气 氛 ， 仿佛过着太平盛世 ， 所

以我说后 方与 前方 不 配合 ， 再说政府 虽 然再三警告 ， 劝 导 商 民疏散 ， 以 防重 大损

失 ， 但是言者谆埠 ， 听者藐挠。

“ 立法委员 ” 周 树声质询 ⑤

① “二五万号宣传通报” ， 《宣传周报》 ， 12: 1 8 ， 页 l 0 

②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中央指示当前宣传重点》， 页 6.
③ “＝矗五／飞号宣f专通报，， ， 《宣传周报》， 12:23 ( 1958.12.5 ） ， 页 1-2
④ “本党现阶段X‘f了新闻事业之指导耍点” ， 囡 民党第／气！磊 中常会第／＼·七次会讪温过。 国民党萨文传会档案 ，

档号 8.3/489 ' 1958 年 10 月 6 日 。
⑤ “立委” j司树声 1958 年 9 月 16 日 质询 ， 《立法院公报》 ， 22 会期第 1 期 （ 1958 . 10.7） ， 页 16。



两次台海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 （ 1954-1958 ) 

八二二－炮战爆发后 ， 正值立法院开议 ， 立委在质询行政院长时不断痛批台湾

社会的纸醉金迷。 除了针对后方与前线社会风气差距太大， 立委们也认为平时财
政己入不敷出 ， “一旦战事发生 ， 必须有大量的钱来使用 ， 可是钱在那里来呢？ ” ①
更有立委从 ·JL五0年代初期 ， 即对历任院长就战时准备严重不足的相关事实多
次质询 ， 俞鸿钧任院长时于其施政报告 中 ， 甚至表 明战时生活 “集若干复杂因素
而成之风气问 题 ， 实非某一机关所能独立进行， 更非颁行一纸法令所能奏效’＼
令立委为之气结 ， 质疑若连最高行政机关都无法克服困难 ， 有哪个政府单位能厉
行战时生活 ② ？ 就连八二三炮战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亦认为后方的准备不足 ， 疏
散等相关准备都未进入状况 ③。

何以在历经近十年生聚教训 ， 当面临战事危机时 ， 实际上的社会仍无法进入
真正的战时状态昵？ 或者再进一步说， 何以原本制度上就是处于战时的 台湾 ， ’ 

有战争发生时却4断有从平时进人战时的说法？ 本节从两次台海危机中反攻意识
型态的说法与传播 ， 部分地对此一矛盾提出解释。

整体而言 ， 两次台海危机的宣传主轴即使一开始慷慨激昂 ， 但后来都把反攻
战事的发动时点往后延 ， 最后则是脱离具体的反攻时间表 ， 难掩色厉内在之感。
两次危机之初都先强调正是转守为攻的大好时机， 要求国际支持反共前哨 ， 展现
的态势似乎即将开战 ， 然一旦与美同签订宫方文件 ， 确保美国协防后 ， 马上又为
了消除人民依赖心理与文件 仁对反攻限制 的疑虑 ， 强调反攻战事为独 自 进行的任
务 ， 不因外国支持与否而放弃。 表面上看来 ， 反攻的立场仍然坚定， 但在论述 t
却凸显出两大困境 ： 转守为攻的 “ 时机论” 意味战事必须立 即 实现的 时 间 困 境 ，
以及 “ 自 立论” 所流露出不能和亦无法战的国际限制 困境。

面对反攻意识型态的 困境 ， 党政宣传决策高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即 已作出决
定 ， 亦即在 “言论 1：反攻” 。 这表明高层 己经体认到反攻战事的可能性相 当渺小 ，
对于各种反攻的具体时程与行动避而不谈 ， 甚至不谈反攻 ， 而将主轴引 导到非军
事的方 向 。 这个早在 1954 年即 已作出 的决定意义重大， 透露出－九五0年代 中
期之前 ， “反攻大陆” 的军事行动 已 非 “ 眼前立即可行” 的方案 ， 与此相 反 的 ，
则是外在政经体制 的高度战争化 ， 以及反攻意识型态传播技巧立 的 日 益成熟。 反

① “立委” 温士源 1958 年 9 月 16 日 质询 ， 《立法院公报》 ， 22 会期第 1 期 （ 1958. 10.7 ） ， 页 16。
② “立委”杨一峰 1958年9月 19 日 质询。另立委潘廉方同 日 质询亦痛陈政治与社会与战时生活严重脱节。

见 《“立法院” 公报》， 22 会期第 2 期 （ 1958 . 10.7 ） ， 页 7-9 、 25-27。
③ “副总裁” 陈诚指示 ，《国民党第八照 中常会第八三次会议记录》。 国 民党文传会档案 ， 档号 8.3/489 ,

1958 年 9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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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意识型态 ， 遂成为一种维持战时气氛的操作 。
虽云战时气氛 ， 然而第二次台海危机却是真确 的战争， 亦是国 民党 当局到 台

湾后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但就是在第二次台海危机， 反攻意识型态将主轴转移
至非立即时间性的诉求 ， 以捍卫传统文化为号召 ， 强调 “主义战胜一切” 的精神
动员力量 ， 一举突破了时间流逝与 国际限制两大困境。 即便 1962 年 、 1965 年仍
有小规模的反攻之举， 从事后之明来看 ， 反攻可能性从一九五0年代 中期 以来越
来越小 ， 但维持战争气氛的努力则仍持续不懈 ① 。

在具体的宣传方式上 ， 则可看出 宣传体系渐趋成熟。 字数简洁的标语仍旧精
准地传达了宣传核心 ， 在每一阶段于街头与戏院遍布不同 的文字 ， 历次 的宣传方
案中均包含标语的布置， 显示标语为一九五0年代的重要媒体 ③。 时事座谈会是重
大新闻事件的说明会， 透过齐一社会意见领袖 的想法后向外传播 ， 属于菁英思考
下的产物 ， 透过 “组织” 原理由 上而下传递意志 。 虽然 中央与地方在宣传的速度
和 内 容上仍有落差 ， 然而在面临战事危机时能立即拟定体系性的宣传计划 ， 可见
党政当局在宣传部门所下的苦心 ， 已 有所成就。 宣传下乡方丽， 包括山地与各巡
回文化工作队都加入了 因应战事的内 容 ， 停开数年的公路宣传列车亦迅速筹组开
动 ， 充分显现长期党政方面在此一方面 的努力 。

在→系列 的宣传布置中 ， 别于平时 ， 在危机中被特别强调的是对言论的严厉
管控。 因为战时时强化的言论管制措施 ， 有其不可反驳的正当性 ，但在此次危机中 ，
特别是战局 已告稳定 、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后 ， 屡次强调政府威信不容破坏 ， 则反
映出 当局对于 “反攻非凭借武力” 的疑惧 ， 将此视为是对皮攻意识型态的根本性
否定 。 此时的言论控制 ， 配合一九五0年代末期言论管制朝向 紧缩的趋势 ， 对于
公然标举 “反攻元望论” 的在野刊物 ， 也展开强烈反击 。 诉求战争、 因 战争而茵
壮的宣传体系 ， 已越来越元法忍受异议的存在。 医l应战时 ， 或以战时为名 ， 运用
战时方式’ 而强化的统治和宣传能力 ， 在两次危机中得到印证。

故而回头思考两次台海危机中 的宣传布置 ， 其实反映了战争塑造 （warmaking ) 

与 战后 台 湾 国 家体制建构 （ statemaking） 的密切关系 。 战 争 向来就是促进近代

① 石川诫人 ， 《国 民党当局 η “大陆反攻” 之 少 丰 俨 4 政榷 η 对此；》 ， 《 国 际政治》 ， 148 (2007.3 ） ， 页

1 1 8” 1 32 ＇ 彭大年 （编） ， 《尘封的作战计划 ． 国光计划一－口述历史》 ， 页 15-160
＠ 有关标语于战后 台湾 的发展 ， 以放所遇到的阁境 ， 可见李彼峰 ， 《久洼的符号一一－从 “政治标语” 图

像看两蒋政治》 ， 《 台 湾近现代史论集》 （ 台 北 ： 玉111社， 2007） ， 页 45 J-493 I 林果显， 战争与宣传 ： 1950
年代标语的形成与 困境》 ， 《台湾史学杂志》 ， 4 (2008.肘 ， 页 4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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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 形成的重要因素 ①， 国 民党过去因对 日 抗战而进行行政组
织的合理化 ＠， 并且试图扩大政府能力 ③， 然而却 因 内部报系纷杂、 财政基础薄弱 ，
以及行政能力 的低落等等因素 ， 最后导致失败 飞 一九六0年代 国 民党在台湾的统
治 ， 是其创党以来首次能如此高度贯彻其理念的时期 ， 亦是与 中 国共产党竞争中
同近代 民族主义国家蓝图的成功凭借， 而这不可忽视一九五0年代的摸索学习过
程。 也正肉一九五0年代国 民党当局在 台湾的成功巩固 ， 是建立在战争准备的基
础上 ， 战后台湾的社会控制 ， 可说难以摆脱战争的制约。

① Charles Tilly， “War maki吨 and s回e maki暗 as organized crime，”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cmeyer, 
and E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 69- 19 1 .  

② Monis L. Bi矶 “Building State Struc阳c: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1945，” Modem China, 3 1 : 1  (Jan., 2005) , 3 5-37. 
③ Julia C. Strauss， “白i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ReappnJ.ising R巳publican China (Ox岛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时 ， 75-97.

(4)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J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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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牛 军

本文的 目 的是从军事角度探讨 1 958 炮击金 门 的决策过程。 此研究基于一个
基本事实 ， 即炮击金 门不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 ， 它首先是 －场现代化军事行
动 ， 战略谋划 、 军事计划和准备等必定是很复杂的过程 ， 而且军事战略设想和军
事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 目 标的限度和结局 。 这决定了研究炮击金 门决策中相
关的军事问题的重要性 ， 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成果中不足之处。 1 958 年 “炮击金 门”
是需要进一步界定 的概念 。 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这个研究对象做出 明确 的定
义。 本文使用 “炮击金 门 ” 主要是为文字简洁 ， 它是指 1958 年夏季解放军在福
建沿海 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 包括空军夺取福建沿海上空的制空权、 炮兵打击金门
国 民党守军 ， 以及陆海空三军对金门 的联合封锁。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1958 年炮击金门是解放军 1954 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
占 岛屿之军事计划 的一个部分， 是 1 954 年春季即逐步展开 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
内外环挠下 的继续。 解放军对东南沿海蒋 占岛屿的军事进攻在酝酿阶段到后来的
发展， 都带有 明 显 的 防御性质 ， 1958 年炮击金 门也是如此 ， 尽管在某个阶段上
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 战略谋划和作战计划包含的防御性质是导致决
策动机和过程呈现复杂性的一个关键原因 。 多数论著并没有重视并分析这个基本
但十分重大的问题。

迄今为止中 国学术界对 1958 年炮击金门 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 这些成果 的
共同特点是着重分析炮击金门的决策动机 ， 力 图通过越来越细致地勾画相关的决
策过程 ， 详细地分析和揭示有关决策动机的复杂性和发展过程。 其中一些近年来
发表的研究成果特别分析了 中 国 国 内 因 素对有关决策动机的影响 ， 这反映了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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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的进展。 ① 不过， 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 和 由 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
然存在。 另一方面 ， 一些研究成果在着重描述决策过程时， 并没有对 1954/55 年
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对 1958 年炮击金 门决策 的影响、 军事计划与政治考虑之间 的
相互影响等做深入分析。 弥补以往之不足正是本文努力 的方向 。

一 、 东南沿海作战计划 的形成

1958 年 “炮击金门 ” 同 1954/55 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有直接的联系 ， 是大致
形成于 1954/55 年东南沿海作战过程 中 的军事计划 的继续实施 ， 这项军事计划 的
主要和基本 内 容缘起于 1952 年春季。 以 往 的研究 已 经很详细地描述 了 1954/55
年作战的过程 ， 但对解放军发动作战的背景和动机未做完整的分析 ， 对军事行动
过程出现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等 ， 则缺乏 比较详尽的阐述。

这里首先说明 ， 1954/55 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指解放军于 1 954 年春开始在东
南沿海展开的一系列作战， 包括海空军在浙江沿海的 “力量向前伸” 可春汛护、渔
作战、 空军在浙江沿海夺取制空权作战、 海空军保护海 k航运作战 、 福建沿海炮

击大小金门 和浙江沿海夺取大陈列 岛的三军联合作战。 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大致
持续到 1955 年 4 月 仁旬 。 4 月 23 日 ， 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晓 ， 表示 中 国政府愿
意 向美 国政府谈判 ， 讨论 “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② 以此为标志 ， 东南
沿海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

有不少资料证明 ， 在 1954 年春季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展开后 ， 解放军总参谋
部开始拟订有关的作战计划 ， 最终于 8 月 9 日 由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
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 ③ 这项军事计划 的具体内容 目
前还没有公开 ， 不过可 以对该军事计划 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合理的推论 ： 这项军

① 戴超武 z《敌对与危机的年代一－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 ，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版g逢先知 、 金
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 （1949一1976）》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版 ， （上） 第 846四884 页 g 赵学功 z 《第一、次台
湾海峡危机与 中美关系》， 《当代巾 国史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 侯晓佳 ： 《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 《中
共党史研究》 ， 2003 年第 2 期 3 杨奎松 z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一－50 年代中后期 中 国对美政策变动原
因反趋向》 ， 1.t.大勇 、 沈志华主编 ： 《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午e版z 宫力 ： 《两次台
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 的较量》 ， 章百家： 《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 ： 变动的国 际环境与 巾 国对美政策 ，
( 1954一197 1 ） 》 ， 均载姜长斌、 Robert. Ross 主编 ： 《从对峙走向缓和 ：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 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00 版。

② 《周恩来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 ， 1955 年4月 23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同外交部档案馆编 ：《中
国代表团出席 1955 年亚非会议》，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It& ， 第 75 页α

③ 张震 ： 《张震回忆录》 ，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 ， 上册第 4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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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计划很有可能是基于在对台军事斗争将长期化的判断上 ， 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分为 “两步走” ， 即先夺取东南沿海的蒋 占 岛屿和取得制空权 ， 然后在条件成熟
时完成统一台湾。 这一推论是基于研究有关的回忆和传记， 以及分析朝鲜战争后
中美关系 、 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和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 解
放军的现代化计划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1949 年春取得渡江战役胜利 以后 ， 中共中央于 6 月 即 向第三野战军领导人
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 。 当时中共中央即认为 ， 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关系到上海及沿
海各港 口 城市的安全。 ① 此后随着大陆地区陆续解放 ， 攻 占 台 湾逐步成为解放军
的作战重点之一 。 特别是 1949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 ， 解放台湾被确定
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 。 中共中央这一时期设想是争取在 1950 年至 195 1 年
发动攻台战役 ， 毕其功于一役 ， 完成国家统一。 ②

中 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 起 ， 就非常关注美国 的政策 。 当时他
们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这种判断由 于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封锁台 湾海峡而根本改变。 1950 年 6 丹 25 日 爆发朝鲜战争 ， 杜鲁 门政府在
两天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向 台湾派驻美空军。 美军封锁台
湾海峡和朝鲜战局的发展最终促使中 国领导人决定推迟原定作战计划 。 ＠

从此一直到 1953 年 7 月 停战前，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 的主要作战行动是防御
性的 ， 包括清剿 国 民党军队支持的海匪 、 沿海城市的防空作战、 突破国 民党军队
的海上封锁、 夺取一些沿海岛屿等等 ， 军事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根据 《张爱
萍传》 记载 ， 解放军华东军区于 1952 年春夏间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 ，
当时曾制定攻 占大陈列 岛 的作战计划 ， 并于 6 月 中旬 向军区发布作战指示 。 彭德
怀认为当时中美正交战 中 ， 美军肯定会介入 ， 故经毛泽东批准延后到朝鲜战争结
束以后再实施。 ③ 显然 ， 东南沿海作战的最初设想同美台签订共同 防御条约问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A毛泽东年谱》 ， 人民 出 版社、 中 央文献出版社 1 993 年版 ， 下卷第 5 1 9 页 I ｛（粟
裕传》 编写组 ： 《粟裕传》， 当代中 国 出 版社 2000 年版 ， 第 849 页。

＠ 周恩来 t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 1949 年 12 月 22 日 、 23 日 ， 巾共中 央文献研究
室编 ： 《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队 中央文献出版社 1 992 年版 ． 第 1 册第 73 页 ， 毛泽东 ： 《关于同意粟裕调
‘四个师演 习海战等问题给刘少奇的 电报》 1950 年 2 月 10 日 ， 中共叶I !k:文献研究室编 ： 《建国 以来毛泽东
文稿》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1 册第257 页 ， 参阅何迪 z “ ‘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 

Thc CCP’ 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 949” 1950 
1 992. 

③ 参阅 《粟裕传》 ， 第 853 页 。
④ 东方鹤 ： 《张爱、萍传》 ， 人民出版社出版社 2000 年版 ， 个．册第 656 页 ， 王焰主编 ： （（彭德怀年it\'）｝ ， 人民

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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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直接关系 。 1953 年 7 月 朝鲜停战 以后 ， 解放军的战略重心逐步 向东南方 向
转移， 明显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 ， 并首先展开争夺浙江沿海制空权。 10
月 间开始制定攻占金门 的军事计划 ， 但最终被否决。 ①

这个时期开始加强东南沿海军事行动 的指导思想与建国初期夺取蒋 占岛屿和
准备攻台 的军事行动有很大不 同 。 建国初期解放军的军事 目 标就是要彻底摧毁
国 民党政权的统治并完成 国家统一 ， 到 1 953 年前后 ， 在解放军的相关战略思考
中 ， 已经增加 了维护 国家安全的观念。 ② 这首先起因 于解放军制定国防政策和军
事现代化计划 。 根据参加制定中 国第一个 《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 的张震回忆，
1952 年春 ， 周恩来开始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 ， ＆ll要求总参提出军事建设
五年计划供军委讨论。 总参在制定计划过程中 ， 明确界定了美国在朝鲜半岛 、 东
南沿海和 中南半岛等－－－－－＝.个战略方向上 “构成对新 中 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 并基于
此判断提出 了 国 防政策和建军方案。 ③ 《纲要》 于 7 月 获毛泽东批准后开始实施 ，
包括在北方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南方的海南岛重点设防 ， 修筑永久坚 罔 的工
事等等。 这种 国 防布局必然导致解决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问题中 的 国 防因素突出
出 来 ， 并深刻影响解放军的战略忠维。

外部因素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子 1953 年 2 月 起推行 “ 放蒋出笼” 政策， 怂
恿和支持 国 民党军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 ③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介
入台湾问题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导致解放军停止攻台计－划 。 国 民党军队在 1 950 年
代初期仍然处在溃败 中 ， 甚至已经准备弃守大陈列 岛和金门等岛屿。 ⑤ 但到u 1953 
年夏季朝鲜停战前后 ， 国 民党军队在美 国 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下 ， 在东南沿海所 占
岛屿逐步形成一条以大陈列岛为中心的战线 ， 并以这些岛 屿作为基地 ， 加强对大
陆沿海地 区 的海空军事攻击和侵扰。 其 中最大规模作战是 国 民党军队于 7 月 16
日 至 17 日 集结 12 000 部 队 ， 进攻福建东 山 岛等 。 国 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显然是
进攻性的 ， 本质上就是美国在朝鲜半 岛 以外开辟的另一条战线 ， 它对大陆东南沿

① 参阅途先知 、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 1 949-1976( t_ ）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2-583 页。
② 毛泽东在考虑抗美援朝时即提出“国防线”的楠念， 《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

恩来的电报》， 1950 年 10 月 14 日 ， 《党的文献》 ， 2000 年第 5 期 ， 第 8 页n
③ 《张震回忆录班， 上册第 474-475 页。
④ “放蒋rH笼”政策的主要内容见艾森豪威尔 1953年2月 2 日 国情咨文中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参｜到 U立

State D巳partm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lUilent 1950”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0侃侃， 1957), pp 61 -65. 

⑤ 胡珑： （（金门’tz.旧》， 台北黎明 出版社 ， 1 976 年版 ， 第 1 12 页 ， 转引 自 黄文娟 2 《20 世纪 50 年代台海危
机期间美国与两岸丘动模式之研究》 ， （ 博士论文） , 2006 年 5 月 ， 第 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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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 包括威胁大陆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 生产安全、
海上交通安全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安全等等。 在此背景下 ， 中 国领导人将台湾当局
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 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定义为美 国敌视和威胁中
国 的侵略性政策 。 ①

另一个重大事态是美 国 同台湾当局开始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 ， 尽管双方在
是否防御东南沿海岛屿问题上存在分歧 ， 但台湾 当局相信签署该条约只是个时间
问题。 美 国 内 部虽有分歧 ， 但支持与 台湾签约的势力显然十分有影响力 。 美台之
间讨论答约开始于 1953 年春夏 ， 此正为美国开始积极在亚洲建立和加强针对 中
国 的军事基地和联盟之时。 中 国政府对美 国这一行动高度警惕 ， 中 国主流媒体不
断增加和强化宣传 ， 谴责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是企图侵略中 国 ， 加剧 了亚洲
地区的紧张局势 ， 而美台之间酝酿的军事条约则是美国企图长期 占领台湾和利用
台湾威胁中 国安全的阴谋。 ② 总之 ， 朝鲜战争结束后 ， 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夺取东
南沿海蒋 占岛屿， 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完成国家统一演变成包含完成国家统一和维
护国家安全等两方面内容的问题 ， 这是所有相关政策问题的基本背景。

19王4/55 年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持续时间一年左右 ， 其中规模最大最受研究
者关注的是夺取大陈列岛战役 ， 其中 的关键又是王军联合作战攻 占→江山 岛 。 此
次战役与 1 954 年 7 月 下句 中 国政府提出 “解放台湾” 口 号等结合在一起 ， 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 。 以往的研究多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 即解放军
夺取沿海 岛 屿和解决 台 湾 问题的计划恰恰是形成于军事行动逐步发展到高潮 的
1 954 年夏季 ， 而不是先有计划才开始行动 ， 固有必要深入分析制定军事计划 与
政治和外交考虑等之间 的相互影响 。

华东军区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开始于 1952 年春夏 ， 1953 年春
季随着东南沿海地 区紧张局势上升 ， 华东军区再次开始制定夺取东南沿海蒋 占 岛
屿 的军事计划 。 从此开始到 1954 年 7 月 上旬经反复讨论 ， 最终形成了夺取东南
沿海岛屿的战略方针 ， 即 “从小到大、 由北向南 、 逐岛进攻” 的作战方针。 ③ 这
个方针首先解决的是解放军庇逐步夺取浙江沿海和福建沿海的蒋 占岛屿， 而不是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周恩来年谱（1949 1976 沙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版 ， 上册第405 页。 参阅《建
国 以米毛浮念’文摘》， 第 4 册 ， 第 495 页。

② “美因11n：紧迸行敌视中国 的侵略部署妄图继续奴役亚洲人民和力日深国际紧张” ， 1 954年 3 月 26 日 《人
民 日 报》 3 “美囡统治集团敌视亚沙H人民

③ 郑义翰 ： （（秘书 日 记里的彭老总》 ’牢寻i科学出版社 1998 版，第 32 页 $林晓光 2 《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
的历史演进》 ， 《党史研究资料》 ， 1997 年， 第 3 期 ， 第 3 页。



附 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

同时进攻大陈列 岛 和金门 、 马祖等岛屿。 其次是在浙江沿海岛屿和福建沿海岛屿
之间 ， 首先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 ， 然后再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 、 马祖， 即 “ 由
北向南 ” ， 而不是先攻金门 ， 后取大陈。 ① 第三 ， 不论是攻 占大陈列 岛还是金门等
岛 屿 ， 均采取从夺小岛�J 占大岛 、 逐岛进攻的作战方式 ， 即 “从小到大” ， “逐岛
进攻” ， 而不是 同 时攻击大陈、 二陈， 或同时攻击大、 小金 门 和 马祖等。 至此夺
取东南沿海蒋 占岛屿 的作战也实际上分成了 “两步走” 。

在考虑和确定战略方针期 间 ， 局部的军事行动 已 经展开 。 1954 年春季空军
在浙江沿海实施 “力量 向前伸” ， 与国 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 p 海军则主动前 出浙
江海域 ， 展开春汛护谊作 战 ， 海空 军均取得显著战果。 7 月 1 1 日 ， 军委基本 同
意浙江沿海岛 屿作战方案 ， 毛泽东本人也于当 自 予以批准。 ②

两天后即 13 日 ， 中 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召开高层开会 ， 专门讨论为 到 中 国港
口 的外 国商船护航。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朱德、 邓小平等， 以前讨论东南沿
海作战问题的会议上有党政高层领导人参加是不多见的。 会议召 开同外交部和
国外的轮船公司要求护航有直接关系 ， 此前国 民党海空军攻击和劫持外 国商船的
行动时有发生 ， 最严重的一起是 6 月 23 日 国 民党海军将苏联商船 “图阿普斯号”
劫往台湾 ， 这严重损害了 中 国海上航运的安全 ， 极大地增加 了解放军护航的压力 ，
因为苏联顾问提出 了护航的建议 ， 这在当时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 的 。 在此背景下 ，
会议责成总参作战部拟订护航和保卫领海领空 的作战计划 。 至此时解放军的军事
行动和计划基本上是防御性的 ， 维护东南沿海安全是作战的主要 目 的 。

综合 目 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 回忆录的信息 ， 7 月 下旬起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
出 现变化。 实际 t媒体公开出 现明显变化应始于 7 月 13 日 会议以后 ， 这次会议
对后来宣传调门 的升高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7 月 16 B ， 《人民 日 报》 就解放
军护航问题发表文章 ， 措词强烈地踏责 国 民党海军劫持和攻击十几个国 家的商船
是海盗行为 ， 文章称解放军为 “最后收复台 湾和粉碎美 国 的海盗行为而奋斗到
底 ” 。 ③ 此后 中 国 内提明显加强 了对美 国 的谴责 ， 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 一
是谴责美国 国会通过决议 ， 阻挠 中 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 ； 一是谴责美国企
图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 。 ④ 媒体的变化至少也是部分反映了 中 国领导层的关
注在变化 ， 国 民党海军劫持苏联商船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

① 《张爱萍传》， 下册第 658-659 }J_f ! ｛（张震回忆录〉） ， 上册第 49 1 页。
② 《张震回亿录》， 上册第 494 页 g ｛（彭德怀年谱》 ， 第 57 1 J足。
③ 1954 年 7 月 16 日 《人民 日 报》。
④ 1954 年 7 月 1 8 日 《人民 日 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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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内战与玲战

根据张震 回忆， 彭德怀在 7 月 22 日 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传达了 中共中 央和毛

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指示 ， 并指示要拟订军事解决台湾 问题的计划 。 ① 这表
明 ， 中 国决策者们讨论过台湾问题， 时间应 自 1 7 日 至 2 1 日 之间 ， 具体内容则不
得而知 。 《第→任 国 防部长》 介绍 ， 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朝鲜战争
后没及时提出解放台湾 ， 并认为 同英国首相邱吉尔 7 月 14 日 声称要联合国托管
台湾有关。 ② 这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因为这一分析很可能是基于 7 月 23 吕 《人民
日 报》 社论 “一定要解放台湾” 的有关内容。 ③ 该社论在谴责美国与台湾当局密
谋军事 同盟时， 也批评了邱吉尔的谈话 。 《人民 日 报》 发表这篇社论当 是这次政
治局会议的决定 。 根据 《彭德怀年谱》 记载 ， 24 日 毛泽东在海军上报的作战方
案上挝示 ， 应召集华东、 浙江和福建等军区 的领导人到北京讨论军事行动 。 ③ 从
后来的发展看 ， 毛泽东 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做是他准备调整军事 目 标的 一个明显步
骤。

由 于档案没有公开， 目 前还无法了解随后 中共 中 央 和 中 央军委是否和如何
讨论相关的军事 和政治等问题。 但可以 从 7 月 27 日 中共 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
了解出现的变化。 《毛泽东传》 中介绍 了这份电报的内容 ， 即 “在朝鲜战争结束
之后我们没有及时 ｛ 约迟 了半年时间 ） 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 ， 没有及时地
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 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
作 ， 这是不妥当的 ， 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 ， 还不进行工作， 那我们将犯

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 ⑤ 《周恩来年谱》 中 的记载表明 ， 电报的内容还包插了对
日 内瓦 会议后亚洲形势的估计 ， 即美国仍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 ， 以及美台之间
可能形成军事 同盟 ， 因此中 国还面临着 同 国 民党当局的战争 ， 还有解放 台 湾 的
任务。 ⑤

根据 《彭德怀年谱》 介绍 ， 军委 7 月 30 日 和 31 日 两天召开军事会议 ， 部署
东南沿海军事行动 。 彭德怀在会上首先说明 ， 有必要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 问题。
不过从 目 前的材料中还看不 出他随后说明 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计划 同 7 月 1 1
日 批准的计划相 比有重要的变化。 ⑦ 总参作战部根据 7 月 22 日 会议的决定 ， 很快

① 《张震回忆录》， 上册第 498 页。
② 尹启 明 y 程亚光：2 《第→任国防部长》，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版 ， 第 1 97 页。
③ 1954 年 7 月 23 日 《人民 日 报儿
④ 《彭德怀年谱》， 第 573 页。

⑤ “ 1954 年 7 月 27 日 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 ， 转引 自 《毛泽东传队 （ 1:） 第 585 页。
⑥ 《周恩来年谱 （ 1949-1976）》 ， 上册第 405 页 。
⑦ 参阅 《彭德怀年谱》 ， 第 574 页 g （（张震回忆录）｝， 上册第 4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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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提交了 《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 的草案。 这

个计划 的标题没有用 “解放台湾” ， 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8 月 8 日 毛泽东批

准该计划 ， 第二天政治局讨论通过 ， 军委于 8 月 3 1 臼 正式颁布命令。 ① 同一天 ，

周 恩来在政府委员会第 33 次会议上做外交工作报告 ， 其中强调了解放台湾。 23
日 《人民 日 报》 刊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 台湾联合
宣言》。 ②

以上情况表明 ， 大致是从 7 月 16 日 以后 ，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赋予东南
沿海军事行动更为复杂的政治内容， 即基于对 日 内瓦会议以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和
东南沿海不断加剧的 紧张局势 ， 利用 已 经确定要实施 的军事行动 ， 突 出 解放 台
湾。 这期间突出 的事件是美国方面的行动 ， 包括美国反对联合国讨论恢复中 国 的
代表席位的言行上升 2 美台加强军事关系和公开宣传准备缔结军事条约 z ③ 美海空
军加强在东南沿海的军事活动 ， 美第七舰队航母进入海南到东部海域， 最严重的
事件是 7 月 26 日 两架执行护航任务的解放军作战飞机被美军击落。 ④ 银可能是这
些因素同国 民党海空军的行动结合在一起， 导致中 国领导人认为 台海紧张局势在
加剧。

从实际情况看 ， 美台商谈签约的确升高 了解放军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 ， 加大了夺取沿海岛屿的 困难程度 。 可以推断， 很可能是这种局势导致毛泽东
和 中共中央赋予原定的军事行动更为明确也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 将计划 中 的军
事行动 同解放台湾紧密联系起来 ， 在外交上同 防止美台缔约结合起来。 但是需要
指 出 的是 ， 解放军的军事计划本身并元重大调整 。 根据间接资料 ， 《关于对台湾
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 的 内容包括东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和从此
时起到 1 957 年逐步夺取浙江福建的沿海岛屿 ， 即继续贯彻两个 “两步走” 。 ⑤

以往有不少论著认为 ， 中 国 当时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 了阻止美国与 台
湾签订共问防御条约 ， 并以此推论 ， 中 国 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 目

① 军事科学院编 ： 《粟裕纪念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595 页 A粟裕传队 第 914 页。
② 1954 年 8 月 23 日 《人民 日 报儿
③ 1954 年 7 月 24 日 《入民 日 报队 “美驻台大使” 兰辛当时回华盛顿， 顾维钧与包括美总统在内的政要

会谈后也于 7 月 20 日 返台 ， 他们都公开发表了美台缔约的言论。 台湾学者张淑雅经研究认为 ， 当时台湾
舆论普遍相信美台签约只是时间问题。 参阅张淑雅 《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1950 年代中美结盟过程之
探讨》 ， 《欧美研究》 ， 1994 年 6 月 ， 第 12 卷第 2 期 ， 第 73 页。

@ 1954 年 7 月 28 日 〈（人民 日 报儿
⑤ 《第一任国 防部长》， 第 1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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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 ① 不能说这个观点全无根据和道理。 7 月
初周恩来在 日 内 瓦会议休会期间 回 国汇报会议情况 ， 毛泽东在 7 日 的政治局会上
曾 经专门提到 ， 要争取 “破坏” 美 同 同台 湾签订军事条约的可能 ， 要采取宣传和
外交两种办法 ， 包括抨击美国 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 ， “迫使美国跟台
湾不要订条约” 。 ②7 月 27 日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 的电报中也包含 了有关美台签约的
内容。 ③ 但认为 中共中央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 消 除美台签约可能性 ， 显然是过于
简单化了 。 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 ， 毛泽东等中 国领导人真的认为 ， 通过在报纸上
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 ， 就足以阻止美台签约 。 从逻辑上说 ， 争
取阻止美台签约和相信拟定中 的军事行动就能阻止美台签约 ， 是不一样的 。 包括
攻 占大陈列 岛 的军事计划如前所述 ， 是长期酝酿并在提出 “一定要解放 台湾” 的
口号之前就确定了 ， 即使在 中共中央提出解放台湾的 口 号后 ， 这个计划基本没有
变化。 从毛泽东本人 7 月 23 8 亲 自修改并批准下发的为外 国商船护航的指示 中
可以看出 ， 他在军事行动方面仍然保持非常的谨慎， 如规定对外国海空军 “如不
发生 自 卫问题， 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 。 ③ 在 7 月 3 1 日 的军事会议上 ， 彭德怀
指示空军轰炸作战的范围仍然是在浙江和福建蒋 占岛 屿 ， 并不包括台湾。 《周恩
来年谱》 引 用 的 27 日 的电文则是 “击破” 美台 条约 ， 其含义是可 以做比较宽泛
解释的。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中 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 ， 即在他们
看来 ， 美合条约有可能包括浙江和痛建的沿海岛 屿 ， 甚至有可能将封锁 中 国大陆
的范围扩大到 “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 。 ⑤ 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 ，
而且会对中 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 ， 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
海岛屿的计划 。 中 国领导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 6 月 初美海军舰队驶近大陈岛显
示武力 。 8 月 19 日 ， 美海军 四艘军舰抵达大陈岛 ， 美指挥官还登岛视察。 中 国
领导人 因此必定要考虑， 在美 台 签约 的情况下应尽量阻止条约涵盖范 围 。 1 1 月
1 1 日 ，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 ， 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 ，

① 代表这种观点的较近论述是章百家屯 贾庆国 ：《对抗巾的方向盘、 缓冲器和i测试仪 ：从中国 的角度看
中美大使级会谈》， 第 175 页。

② 毛泽东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 1954 年7 月 7 日 ， 见《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99 版，
第 6 册第 333-334 页。

③ 《周恩来年谱 （ 194争一1976 ） 》 ， 上册第 405 页。
④ 《张震卧忆录》 ， 上册第 496 页。
⑤ 《周恩来年谱 （ 1949-一1976沟， _tJJI｝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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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迫使美台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 占 岛 屿。 ①1 1 月 30 瓦 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
的作战命令表明 ， 解放军当时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 ， 主要是为了 防止美台
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 ② 12 月 初美 国 与 台湾 当局签署 《共同防御条约》 后 ，
华东军区仍按计划 上报 《关于进攻一江 山 作 战计划方案》。 有资料显示 ， 在讨论

批准攻 占一江LL! 岛过程中 ， 中 同决策层并没有因 为美 台签约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 ，
实际上美台签约反而强化了解放军攻 占一江山 岛 的决心。 ③ 从军事角度看， 夺取
东南沿海蒋 占 岛屿是阻止美合条约将它们涵盖其中的最可靠的保证。

1 955 年 1 月 18 日 ， 解放军按计划 向一江山 岛发起攻击 ， 并迅速达成战役 目
标 ， 东南沿海作战由此达到一个高潮。 第二天美第七舰队部分舰只抵达大陈列岛
外海。 但此后不久 ， 美国通过苏联方面转达国 民党军队将撤出大陈列 岛 ， 希望解
放军届时不要发起攻击。 C-02 月 8 日 至 12 日 ， 国 民党军队陆续全部撤出大陈列 岛 ，
浙江沿海其他一些岛 屿 的 国 民党军队也相继撤出 。 2 月 下旬解放军 占领浙江沿海
全部岛屿， 此地区作战基本结束 。

以上分析表 明 ， 1 954 年至 55 年东南沿海作战 中 ， 夺取沿海 岛 屿既是解放 台

湾 的战略步骤 ， 也是针对迫在眉 睫的安全威胁 ， 而且作战的动力首先是来 自 解除

东南沿海面临 的安全威胁 。 在制定和实施夺取东南沿海蒋 占 岛 屿的军事计划过程

中 ， 毛泽东 和 中共中央利用已经实施中 的军事行动 ， 提出 了 气 ，定要解放台湾”
的 门 号 ， 凸显 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 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项军事计划 的防
御性 ， 毛泽东也没有因为提出解放台湾的 口 号而提出 比原定计划更激进的军事 目
标 ， 他在军事问题上甚至 比－一些军事领导人更为谨慎。 可 以做合理地推论 ， 很有
可能 即使没有提出解放台湾 的 口 号 ， 军事行动也会发生 。 这对理解 1958 年炮击
金 门 决策是非常重要 的 。

二 、 1958 年炮击金门 的背景与起因

近年来有不少学术论著对 1958 年夏季炮击金 门 的决策 目 标做了 比较系统 的

探讨， 它们 比较注重揭示包括毛泽东这时对国 际形势的极度乐观估计、 国 内 大跃

CD 徐附 ： 《金 门之战》 ， 巾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 ， 第 180 页 。

② i'T英 ： “0 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 ， 载 《从对峙走 向缓和1》 ， 第 587 页 。
③ 《张震回忆录》 ， 上册第 495 页。
④ 《当代中 国、海军》 ， 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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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运动 的考虑、 外交思想和政策的激进化等等因素的影响 。 ① 这些成果存在的共
同 问题是不重视甚至无视 1958 年炮击金 门 与 1954 年至 1955 年夺取浙江沿海岛
屿作战之间 的联系 。 1 958 年炮击金 门作战的筹划 、 准备到实施 中 的诸多特点均
表明 ， 这次军事行动 同 1954 年至 1955 年夺取浙江沿海岛 屿作战有直接的联系 ，
这里所谓的联系主要是指 （ 1 ） 军事计划本身的连续性和 （2) 1 954/55 年作战经
验对 1958 年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谋划等的影响。

首先从军事计划 的角度看 ， 炮击金门本身就是 1 954 年夏季制定的东南沿海
作战计划在福建沿海 的实施。 1955 年初夺取浙江沿海岛 屿 的军事行动后 ， 解放
军并没有立 即发起夺取福建沿海蒋 占岛屿的战役。 一些军队将领传记和年谱等披
露 ， 2 月 25 日 完成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任务后 ， 总参几乎立 即部署将作 战重点
南移 ， 着于准备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 以及准备攻 占金门 和马祖。 3 月 上旬 ， 总
参制定 了福建沿海作战方案并获军委批准。 孩计划准备先攻马祖， 并于年内夺取
金 门 。 ②

以 4 月 23 日 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 为标志 ， 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
但是大量资料显示 ， 解放军的军事准备几乎从未停止。 当年 3 月 上旬 ， 空军组
织进入福建的演习 ， 并初步拟订进入福建的作战计划 。 ③5 月 间 ， 总参和空军司

令部即提出空军当年夏季即进入福建新建机场的计划 ， 并获毛泽东 同意。 7 月 8
日 ， 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夺取金门 的作战方案， 7 月 14 日 毛泽东批准了会议的决定。
在 9 月 1 0 日 的厦门会议上 ， 彭德怀提出 了夺取金门战役的计划 ， 获军委批准。 ③10
月 上旬军委多次开会讨论福建沿海作战计划 ， 并决定加紧战役准备 ， 于 1 1 月 开
始实施 ， 后因未获毛泽东批准而推迟。 ⑤ 为适应作战需要 ， 1956 年春南京军区进
行大调整 ， 为直接指挥进攻金 门 、 马祖专 门增设了福建军区 。 9 月 中共八大召 开
期 间 ， 粟格受军委委托召 集有关人员开会 ， 讨论空军进入福建作战的各种问题，
并在会后即提出空军进入福建的方针 “ 以小进求大进， 逐步往前推进” 。 ⑥ 这就是
1 958 年空军进入福建的行动方针 ， 由 此可 以 推断， 这次会议很可能讨论了相当
具体的作战问题。

① 《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 第 56-57 页 A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z变动的国际环
境与中 国对美政策 ， （1954 1971 ） 》 ， 第 433-434 页。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 ， 第 266”274 页 。

＠ 《粟裕传》 ， 第 91 5-9 16 页 g （｛彭德怀年谱）） , 590 页。
③ 空军政治部编 ： 《空军高级将领传》， 蓝天出 版社 2002 年版 ， 第 243 页。
＠ 《秘书 日 记黑的彭老总击， 第 44-45 页。
⑤ 参阅 《彭德怀年谱》 ， 第 606-607 页 ， 《秘书 日 记里的彭老总队 第 32-33 页。
⑥ 南京军区 《杰出将领聂凤智》 编委会编 ： 《杰出将领聂凤智》， 江苏人民出 版社 1994 年版， 第 5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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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8 年 3 月 5 日 ， 彭德怀向邓小平提交空军进驻福建的计划和时机 ， 3 天后
毛泽东批示按照此计划进行准备。 ① 根据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统计， 从 1 955 年到
此次终获毛泽东 同意为止 ， 彭德怀已 经 先后六次提出实施空军进入福建的计划 。
4 月 间 ， 韩先楚根据军委作战设想、手n指示 ， 制定了火炮打击金 门 的计划 。 上述来
自 各种历史人物年谱和传记的间接资料显示 ， 1958 年 8 月 炮击金门有其连续性
和必然性 ， 尽管最后一刻的决定的确有重要的政治考虑。

其次， 1 954/55 年东南沿海作战所遇各种情况和获得的经验， 必然会影响
到 1958 年炮击金 门 的指导思想、 战略筹划和具体的军事计划与行动 。 深入考察
1954／目 的经验 ， 可以揭示 1958 年炮击金门过程中诸多决策的来龙去脉。

避免与美 国发生军事冲突在 1954/55 年的决策 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则， 后
来这个原则也贯穿于 1958 年炮击金门之始终。 1954/55 年作战时期 ， 美军多次在
相关海域和空域部署海空军力量 ， 进行军事演习 ， 对解放军进行军事威慑。 中 国
政府在宣传中强烈抨击美国 的军事干预 ， 但在军事行动中则保持巨大的耐心和谨
慎。 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 中 ， 毛泽东和军委都为避免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
作出具体和严格的规定。 例如在筹划攻 占大陈列 岛 时 ， 解放军领导人多次强调应
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 ， 华东军区于 6 月 1 日 即提出不得主动攻击美国海空军的规
定E 彭德J怀在 7 月 30 目 至 3 1 日 的军事会议上指出 ， 作战计划应在无美海空军的
情况下实施 ， 此后听取汇报时重 巾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 。 ② 在护航作战 中 ， 毛泽
东亲 自 修改注意事项 ， 强调海空军行动 “仅限于” 国 民党军队 ， 对美军如 “不发
生 自 卫问题 ， 叫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 。 ③12 月 中旬 ， 毛泽东 曾一度因 为美军在
大陈海域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 要求彭德怀等重新考虑攻占→江山 的时机。 ④
在国 民党军队撤出 大陈列 岛过程 中 ， 解放军空军作出 明确和严格的规定 ， 以避免
发生误击美战机 。 可以做合理的推论， 解放军作战的计划是建立在美军不直接介
入的前提下 的 ， 如果因为政策失误而与美军发生冲突， 甚至导致美军直接介入 ，
东南沿海作战肯定无法达到预定的 目 的 。

避免向美海空军发生军事冲突也有更深层的原 因 。 在 12 月 美 台条约签订前 ，
避免与美海空军作战除了战役考虑外 ， 还有 了解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程度之意图 。
军委在 7 月 1 1 日 的一项指示 中表示 ， 选择攻 占一－江山 岛 的 目 的包括 “打击美蒋

① 参阅 《彭德怀年语》， 第 672、 675 页 E 《秘书 日记里的彭老总》 ， 第 239 页 。
② 《彭德怀介：谱》 ， 第 574 , 576 页。
③ 《张震回忆录》 ， （上册） 第 496 页。
＠ 毛泽东 ：《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 19王4年 12月 I I 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队 第4册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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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防阴谋， 查明美军可能采取的行动” 。 ① 美台共同 防御条约签订后 ， 该条约涵盖
的范围 以及该条约是否包含进攻大陆的意图 ， 成为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必须面对
和查明 的战略性问题。 1954/55 年军事行动遗留 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没有能最终确
定 ， 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 蒋占 岛 屿 。 1956 年 8 月 解放军
空军击落一架美军飞机 ， 美军立刻调动三个航母编队向江苏沿海事发地区集结示
威。 这也就是 1 958 年炮击金 门决策中 毛泽东提出 “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 ， 是考
验美国人的决J心” 的历史背景。 ②

还需要考虑的一个 因素是 ， 1954/55 年作战是在 日 内 瓦会议结束和万隆会议
召 开之间展开的， 这个时期 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考虑缓和同美国关系 的可能性。 从
相关的指示中可以看出 ， 军事行动 中越来越多地增加 了照顾外交政策的特点 ， “外
交” 这个词也开始出现在一些作战指示 中 。 换句话说， 这场军事行动揭示 了东南
沿海作战必定涉及重大的对外政策考虑 ， 甚至可能成为执行某种对外政策的手段 。
1955 年 6 月 ， 空军司令刘亚楼未知会毛泽东本人即着手部署空军准备进入福建，
结果受到毛泽东批评。 粟裕就此事所作的书面检讨中提到 ， 对东南沿海问题涉及
“政治上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 ” 。 ③ 显然 ， 负责作战的解放军领导人己经逐
步形成了这种认识 。 这种共识的形成大有利于统一作战思想和行动。 在 1958 年
金 门作战 中 ， 空军司令刘亚楼 曾 向参战部队强调军委的政策 ： “ 台湾海峡的斗争
属于中 国 的 内 政 ， 由 于美 国 的介入 ， 已成为复杂的国际性问题， 因此 ， 军事 斗争
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 。 ＠ 避免同美海空军作战这个战役决定从形成到发
展的复杂背景也是后来 1958 年炮击金门被称为 “军事政治仗” 或 “军事外交仗”
的原因 ， 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浙江沿海作战 中遇到另一个重要情况是解放军攻 占一江山 岛后， 国 民党军队
很快从大陈列岛撤出 ， 其他浙江沿海岛屿的国 民党军队也陆续撤出 。 解放军原准
备在攻 占一江山 岛 以后 ， 观察美军是否直接介入后再决定下一步作战行动 。 美国
通过苏联转达同 民党军队将撤出并希望解放军不要攻击撤出 的 国 民党军队， 肯定
出 乎 中 国领导人的预料之外 。 自 此以后 ， 迫使 国 民党军队撤出福建沿海岛屿成为
解放军作战的重要选择。 1955 年 3 月 9 曰 军委批准攻 占 马祖的作战计划 ， 毛泽

① 《彭德怀年谱》 ， 第 571 页 s 《张震回忆录》 ， （ 上册） 第 494 页。

＠ “ 1958 年 8 月 1 8 日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 ，转引 自 《毛泽东传 （ 1 949-1976 沙 ， 上卷 ， 第 857 页。吴冷西 2
《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 新华出版社 1 995 版， 第 76”77 页。

③ 《粟裕f专》 ， 第 916 页。
④ 杨万背、 齐元春 ： 《:XtJ亚楼将军传》 ，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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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专门提示， 如果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 屿敌人撤走时 ， 我均应让其撤走 ， 不要加
以任何攻击或阻碍，” 。 ① 在 1958 年初解放军提出 的作战方案 中 ， 也包含着用炮击
和封锁等军事行动迫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金 门 的设想 。 ② 这也是对金门实施三军封
锁作战的 由来。

从作战角 度看 ， 用军事压力迫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 金 门 、 马祖固然是上上策。
不过多数研究成果都忽视了另一个重要 的 因素 ， 即 中 国领导人对东南沿海作战中
财政问题的考虑。 包括毛泽东在内 的 中 国领导人都对战费相 当敏感。 总参 1953
年 10 月 拟定 了攻 占 金 门 的作战计划 ， 毛泽东于 12 片 下旬否定了该计划 ， 除华东
军区有不 同意见外 ， 他认为所需经费过高是最主要的菌素。 ③ 一五计划期 间 ， 中
国领导人一直在控制军费在同家财政巾 的 比例 ， 军队制定作战计划时 自 然会顾虑
财政方面的压力 ， 实际上东南沿海作战在规划之初便受到战费问题的很大影响。 ③
可以对 1 958 年炮击金 门 的决策过程做一个合理的推论t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 目
的之一是为了 “超英赶荣” ， 炮战开始不久他甚至提出经一年努力 即超过英国 。 ⑤
这期间他既不可能会希望魔兵费饷地打火仗 ， 否则他的宏大设想更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封锁作战达不到迫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金、 马时， 结束大规模作战而不是登
陆作战 即 “ 打而不登’＼ 在战略上对毛泽东也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 ⑥ 有 间接的资
料表明 ， 在 7 月 26 Fl 的军委会议上 ， 彭德怀即认为 “要尽量节约可 以不用的钱 ，
投入工业建设” 。 ⑦ 在 9 月 2 日 黄克诚提交的 《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 占岛屿军
事斗争的指示》 中 ， 第一段即有解放军装备 “不必为近期准备打台南搞那么多那
么大” 。 这反映 了 中 国领导人这个时期的想法 ， 毛泽东第二天 即批准该指示 ， 说
明毛泽东本人有同样的考虑 。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东南沿海作战计划具有很强 的 防御性 ， 这也是理解 1958
炮击金门决策本质的重要线索 。 以往研究成果都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解放
军攻 占一江山后 ， 国 民党空军连续两天相继对广东和福建沿海城市进行大规模报

① 毛泽东 z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牢不安攻击的批语》1955 年 3 月 14 日 ， 《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五册第 5 1 页 A周恩来年谱 （ 1949-1976 ） 》 ， 上册第 478-479 页。

② 《第一任同防部长》， 第 209 页。
③ “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 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 ） ” ， 1953 年 1 2 月 23 日 ， 转

引 向 《毛泽东传 （ 1949一 1 976 ） 》 ， （上卷） 第 583 页。
④ 《当代小 国海军》 ， 第 7 1 页 A第一任 国 防部i乏》 ， 第 1 93 页。
（白 毛泽东 ： 《在第 卡五次同务会议上的讲话》 ， 1958年9月 5 日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梢》 ， 第 7 册 ， 第 38 1 页。
⑥ 《周恩米年谱 （ 1949 1 976） 》 ， 中册第 173 页。
⑦ 《第一任国防部长》 ， 第 21 6 }}.[ ;  （（秘书 日 记巾 的彭老总》 ， 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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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性轰炸 ， 造成严重损失。 特别是 1 月 20 日 对福州等地的轰炸 ， 炸毁民房 4000
余间 ， 引起大火烧毁民房 8000 余间 ， 另 炸沉炮艇一艘 ， 炸伤三艘。 ① 可能是因为
看到战报时深感痛心 ， 彭德怀对空军进入福建一直有一种 紧迫感。 福建沿海制空
权不仅是防空 问题， 还关系到金 门 、 马祖作战的成败。 解放军选择由北向南 、 先
浙后间 ， i司没有取得福建沿海制空权有 很大关系 。 国 民党空军从台湾 基地起飞
到大陈列 岛上空 ， 因航程较远几乎无法作战， 故在浙江沿海的空 战 中 多采取少
数飞机作战和骚扰战。 金门离台湾机场则近得多， 国 民党战机可持续作战 40 分
钟 。 而解放军空军从当时最近的连成机场起飞 ， 到金门上空也仅能作战 10 分钟 。
1954 年 7 月 中旬军委批准一江 山 岛作战计划并非偶然 ， 当时空军从 5 月 开始经
过 3 个月 作战 ， 刚刚取得浙江沿海的制空权。 所以 ， 取得制空权不论对于防空还
是夺取蒋 占 岛屿 ， 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而要取得制空权 ， 空军能及时进
入福建则成为关键。 换句话说， 空军进入福建又 因此成为福建沿海作战 的关键步
骤和首要步骤。

空 军进入福建涉及两方面问题。 其一是修建机场和保障运输 ， 包括修建铁路
和公路。 其二是解放军对空 军进入福建机场对 台海局势可能产 生何种影响的判
断和应对计划 。 第一个问题相对简单 ， 相关工程在攻 占一江山前后相继动工 ， 从
1955 年 6 月 到 1956 年 5 月 ， 解放军在闽浙地 区修建的一批一线 、 二线机场相继
完工 ， 1 957 年 12 月 鹰厦铁路也建成通车。 第二个问题则 比较复杂 ， 而且对解放
军的作战计划有重大的影响。

根据在朝鲜战场与美国 空战 的经验 ， 解放军空军 1 955 年春在规划进入福建
机场时 ， 就设想到两种可能出 现的情况 。 首先是机场特别是一线机场一旦建成 ，
立即遭致国 民党空军的轰炸 ， 如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修建机场反复遭美军轰炸破
坏而无法使用一样。 这是 1955 年 5 月 华东军区即决定空军立即进入福建 已建成
部分机场并获军委同意的重要原因 ， 福州前线总指挥所于 5 月 30 日 成立当与军
事行动迫近有关。 后军委多次讨论空军进入福建 计划 ， 终因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方
面的考虑 ， 到 1 1 月 初停止执行。 ② 其次则是空军大规模进入福建的军事调动可能
引起国 民党空军的攻击和轰炸。 军委和空军在规划空军人闽过程中 ， 高度重视如
何应付这种局面 ， 这对后来炮击金门作战的影响至为重大。

如前所述 ， 到 1958 年 3 月 为止 ， 军委多次开会提 出空军人闽 的时间表 ， 均

① 姚峻主编 ： 时3 国航空史》 ， 大象出版社 1 998 年版 ， 第 599 页。
＠ 《彭德怀年谐》， 第 606“607 页 g 《粟裕传队 第 9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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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获毛泽东批准。 在这个过程中 ， 解放军空军逐步建立了东南沿海防空体系 ， 取
得了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歼击机作战半径从浙南方向可达福建的烽火列 岛 ，
从粤东方向可达汕头 ， 沿海仅有 500 公里地段尚无法提供空 中掩护 。 ① 国 民党空
军则利用这一空 隙 ， 经常进 出 大陆进行侦察和袭扰。 1957 年 随着 中美大使级会
谈 中 断 ， 国 民党空军的侦查和袭扰 明 显上升。 1 1 月 下旬起， 国 民党空军飞机一
再经福建沿海进入大陆腹地 ， 飞经地区遍及除西藏和西北以外 的几乎所有地区 ，
有时长达 9 小时 ， 最严重的曾 达石家庄地区 ， 未被击落然后经连云港地区退 出 。 ②
这一情况引 起中 国领导人高度重视 ， 周恩来一再强调 “影响太坏” 。 12 月 18 日 ，
毛泽东在总参的有关报告上批示 ： 请彭德怀 “督促空车全力 以赴， 务歼入侵之敌” ，
并 “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问题”。 ③ 至此炮击金门 已经不可避免。 重复
前面的有关内 容是有意义 的 ， 即 1 954 年 8 月 颁布 的 《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
争的军事计划 与实施步骤》 的计划 中提出 ， 从 1954 年到 1957 年逐步夺取浙江福
建沿海的蒋 占岛屿。 ③ 毛泽东提出 1958 年空军进入福建是有根据飞 有军事计如支
撑的决定 。

三 、 炮击金门 决策过程探析

关于毛泽东 1958 年决定炮击金 门 的动机和 目 的可 以用众说纷纭来形容 ， 从
以往的 回忆和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种 ： 支援中东人 民 的反美斗争 g
对美 同进行战略侦察， 了解美国军事干涉的底线 p 打击台湾 当局在福建沿海和空
域的侵扰 z 迫使美 同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z 为大跃进鼓劲 F 对美国实行 “绞索”
政策 ， 等等。 ⑤ 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 ， 这至少也反映了影响毛泽东思维的因素
是多种多样的 ， 而且经常发生变动。 但是， 如果仅仅罗列毛泽东在不同 阶段说过
的话 ， 不进一步深入分析决策过程的 内在逻辑以及这些被表述出来的 目 标中可能
存在的 内在矛盾 ， 就很难把握炮击金门决策的本质特征。 本文认为东南沿海作战
计划及其在福建沿海实施的特点 ， 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察角 度 ， ·条可 以 员

① 《当代中 国空军》 ， 第 354 页。
② 参阅 《刘亚楼将军传》 ， 第 332 页。
③ 《秘书 日 记垦的彭老总》 ， 第 23 1 页 。
＠ 《第一忏：国防部长》 ， 第 1 98 页。
⑤ 《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 中美之间的较量》， 第 56页。这篇论文在有关部分陈述了几乎所有决策

的 目 标 ， 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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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始终的分析线索。
在毛泽东指示全军 1958 年进入福建后 ， 福建沿海作战 的解放军将领于 1958

年 1 月 1 5 至 19 日 在福建军区曾经召开→次重要 的作战会议 ， 讨论空军进入福建
作战计划 ， 这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包括了炮击金门决策过程中 的几乎全部军事问题。
目 前仅能从 《8.23 炮击金门》 中 间接看到报告的一些内容。 也有 回忆证明 的确召
开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报告提交毛泽东等 。 会议的参加者 中不少参加过 1956 年
中共八大期间 的军事会议 ， 比较了解福建沿海作战计划 的主要 目 的和问题。 有些
还参加 了八大后不久召开的讨论福建沿海地区作战的军事会议。 ①

1 月 会议的报告在肯定空军应进入福建地区的同时 ， 对后果做了重要的分析，
其中包括 ： （ 1 ） 空军进入福建不会引起大战 ， 但美军会制造 台海地 区紧张局势，
较大的可能是 国 民党空军轰炸福建机场、 城市和交通枢纽 ， 解放军的 “行动计划
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 的基础上 ， 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 （2） 为反击国 民党空
军轰炸 ， 在接轰炸 台湾并不适宜 ， 但可 以 “抓住金 门 、 马祖这两条小辫子” ， 小

打或大打。 小打’是用地而炮兵和海军舰艇打击马祖 ： 大打则是陆炮和海空三军打
击和1封锁金 门 、 马祖 ， 报告认为 “ 民！Jf如何步兵登陆 ， 也有可能将金 门 、 马祖敌

人迫走” 。 （ 3 ） 空军进入福建时间 “最早也要到七八月 间才行” ， 而且那 时的气

象条件有利于空军进入福建的战术安排 ， 对国 民党空军作战不利 。 ②
这份报告包含了作战的时间表、 对作战形势和进程的基本判断、 应对措施和

可能 的结果 ， 对理解炮击金门 决策有重要价值。 3 月 5 日 ， 彭德怀根据军委会议
的精神 ， In］邓小平提交空军进驻福建的报告 ， 内容包括 ： 拟定 7 月 、 8 月 间 空军
进入福建， 估计经长时 间 围 困 ， 国 民党军队有可能放弃金 门、 马祖 ， 但也有可
能困守 ， 海空军准备应付国 民党空军对江苏、 浙江和 山 东沿海的报复性轰炸 。 3
天后毛泽东批示按照此计划进行准备 ， 最后执行则视当时情况再定 。 ③ 以上发展
证明 ， 空军进入福建实际上是炮击金 门最直接的起因 ， 彭德怀上报的作战方案
是 以 1 月 会议 的报告蓝本 ， 即 以 空军进入福建作战作为夺取金 门 、 马祖的核心
环节。

毛泽东决定实施炮击金门是 7 丹 18 日 向1正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解放军高
级将领伺直接宣布的。 有问接证据显示 ， 此前一天彭德怀已经向二总部领导人传

① 《；-:t-1U将领聂凤智》， 第 5 1 9 页 s 《空军高级将领传》 ， 第 243 一贞 s 沈卫平 z 《8.23 炮击金门》， 华艺Ill 版
社 1998 年版 毁 上册第 93 页 。 本人曾 向作者求证， 被告知书 中所用资料均有根据 ， 并非杜撰。

② 《8.23 炮击金门 》 ， 上册第 93”1 00 页。

③ 参阅《彭德怀年谐》 ， 第 672 页、675 页 g 《秘书 日记垦的彭老总》，第 239 页 ， 《第一任国防部长》 ，第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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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毛泽东的决定 ， 要求空军尽快进入福建， 以及炮兵准备封锁金门 ， 包括封锁海
上航运 。 ＠ 这部分具体内容还有必要做深入 了解。 当年在总参作战部 的王尚荣将
军的传记记载 ， 7 月 14 日 彭德怀等召 开作战会议， 制定了在福建沿海作战的具
体方案和军事部署。 ② 这一 日 期需要进一步考证。 根据粟裕的秘书鞠开记录 ， 当
天下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第二次检讨发言， 刚获通过。 ③ 根据彭德怀秘书
的记载 ， 当天下午他去参加军委扩大会 ， 彭德怀应该也在会上 ， 陈毅在粟裕检讨
后做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报告 ， iU晚八点才结束。 ＠ 两位秘书都没有提到当天上
午或晚 8 点以后 ， 彭德怀与粟裕等在一起开军事会议 。 军委扩大会的 内容也表明 ，
当天他们讨论金 门作战问题的可能性很低。 根据 《毛泽东传》 记载 ， 1 5 日 到 18
日 毛泽东召集解放军领导人开会 ， 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 然后作出炮击金门的决
定。 ③ 如有那次讨论作战的会议， 发生，在 17 日 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促使毛泽东决定立即行动的直接原肉是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以及由此带动 的
台海局势紧张。 台 湾当局于 17 日 召 开紧急会议， 军队随即进入紧急戒备 。 ⑤ 同
时太平洋美军也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 8 日 会议决定最迟到 7 月 25 日 要大规
模炮轰金门 ， 毛泽东说炮击的 目 的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 ， 作战对象是驻守
金 门 的 国 民党军队， 空军两个师在炮击同时或稍后进入连成和汕头机场。 ① 这清
楚表明 ， 此时他决定炮击金门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干涉 ， 用毛泽东的话说是 “意
在击美 ” 。 彭德怀随后部署作战计划 ， 包括空军 27 日 转入福建机场 ， 炮兵准备于
25 日 打击金门守军舰艇、 封锁港 口 等。 ③ 中美大使级谈判 中断后 ， 毛泽东于 1958
年 6 月 巾旬 即 向 中 国外交部说明 ， 有必要调整 1954 年以来的对美政策 ， 应底 “坚
持和美国斗争 ， 不和美 国政府发展关系” 。 ⑨ 这一看法肯定对决定炮击金门有重要
的影响 。

由 于 尚无法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 18 日 会议讲话的记录 ， 根据 目 前出 版的问
接材料分析 ， 他们二人对作战的安排是有区别的。 毛泽东强调的是大规模炮击金

① 《秘书 13 记里的彭老总队 第 3 10 页 。
② 罗元生 ： 《百战将星王尚荣》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263 页 ， 《王尚荣将军》 编写组 ： 《玉尚

荣将军》 ， 当代中 国 IH版社 2000 年版 ， 第 42 1 页。
③ 鞠开z 《在跟随粟裕的 日 子里》 ， 中 国 文史 出版社 2007 年版 ， 第 245 页 。
④ 《秘书 日 记里的彭老总》 ， 第 309 页。
⑤ 《毛泽东传 （ 194争一1976）》 ， （ 上 ） 第 853 页。
® 1958 年 7 月 18 日 《中央 日 报儿
⑦ 韩怀智 、 i翠旅樵 z 《当代中 国军队的军事工作》 ，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第 387 页。
⑧ 《秘书 日 日里的彭老总》， 第 31 1 页。
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闯天选集传记组编 ： 《张阔天年i�》，下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削版，第 1097-1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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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彭德怀则将空军进入福建放在首要位置。 这种 区别表明 ， 毛泽东考虑的是最
终的政治效果 ， 但彭德怀的思维逻辑受到长期制定军事计划的影响 ， 将取得制空
权视为福建沿海一切作战的前提 ， 空军进入福建是 “关键的第一仗” 。 ① 彭德怀从
着手指挥作战那一刻起 ， 军事行动实际上r就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是空军进入福建s
二是炮击金门 。 ② 由 于重视政治效果 ， 毛泽东不仅强调炮击金门 ， 而且很重视炮
击的规模 ， 提出耍达到一次发射 10 万到 20 万发炮弹。 从现在披露的谈话内容看 ，
彭德怀则有意无意地显露出用炮击封锁金门 的强烈意图 。 ③ 这恰恰是解放军原定
作战 目 的之一。

从战役发展的进程看 ， 解放军空军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作战方针 ， 于 27 日
开始陆续进入福建和尊东 的各机场 ， 29 日 开始与 国 民党空军作战， 展开夺取福
建沿海制空权的战斗 。 可 以说空战拉开了炮击金门 的战幕， 毛泽东却在同时决定
无限期推迟炮战 。 他在 27 日 给彭德怀 、 黄克诚等的信中提出 暂停炮击 ， “看一看
形势” ， “ 总有打之一 日 ” 。 他认为 比较好的时机是国 民党空军轰炸漳州 、 福州 、
杭州 、 汕头等 ， 他写到 “那就最妙了 ’＼ ③ 信中表露出他认为此前决定有些操之过
急 。 这封信更重要的是透露出 毛泽东对空军进入福建后军事形势的判断， 即他认
为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特别是国民党空军进行报复的可能性非常高 ， 所以才有 “等
彼来攻” 后再反击等语。

毛泽东的判断实际上再一次反映了作战计划的巨大影响。 福建沿海军事行动
开始于中东出现紧张局势之后 ， 中 国领导人一直在关注和讨论事件对整个国际形
势的影响 ， 包括是否引 发世界大战 ， 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 在这种气
氛影响之下 ， 战争问题和准备打仗迅速成为军委扩大会的重要内容。 这次军委扩
大会持续了两个多月 ， 一直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为 中心内容 ， 7 月 15
日 以后开始发生变化 ， 1 8 日 以后差不多都是讨论战争和 同 防问题， 结束时彭德
怀则要求各位领导人迅速回到各 自 的岗 位 ， 准备应付突发事变 。 另一方面 ， 不仅
1 月 19 日 形成的空军进入福建计划认为 国 民党空军会报复性轰炸沿海城市 ， 7 月
1 8 日 布置作战和随后 的讨论中 ， 彭德怀亦提出要准备 “打大仗、 打恶仗” 。 可以
说准备反击国 民党空军很有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 一直是解放军作战方针的重要

① 《杰出将领聂凤智》 ， 第 520 页。
② 《当代中 国空军B ， 第 334 页。
③ 《秘书 日 记里的彭老总》， 第 3 1 1 页 z 《第一任国防部长》 ， 第 210 页。
④ 毛泽东 ： 《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 黄克诚的信》 ， 1958 年 7 月 27 日 ， 《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7 册第 3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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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 如何在空军转入福建机场过程中尽量避免国 民党空军的

报复性轰炸和与美军发生冲突 ， 成为解放军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军委和空军
对作战行动做出极为严格 的规定 ， 包括 （ 1 ） 空军不进入公海作战 ； (2 ） 国 民党
空军不到大陆轰炸 ， 解放军空军不轰炸金 门 、 马祖， 如国 民党空军轰炸大陆 ， 解
放军空军即轰炸金 门 、 马祖 ， 但不轰炸台湾 ； ( 3 ） 不主动攻击美军 ， 除非美军侵
入中 国领空 。 ① 毛泽东本人同样对空军的行动极为慎重 ， 尽管他的语言总是豪情
万丈的。 聂凤智 曾经回忆毛泽东非常关注空军进人福建可能遭受攻击 ， 在空军于
8 月 初进入漳州机场时 ， 他甚至直接向 聂凤智 了解飞机着陆的朝 向 ， 并告诫战机
不得进入金 门上空。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 ， 1958 年 7 月 中旬选择美 国 在 中 东进行
军事干捞时发动金门作战 ， 其实就是选择了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可能性最低的时机 ，
也就是最符合解放军作战设想的时机。 当年负责指挥空军进入福建作战的聂凤智
就曾认为 ， 选择美国干涉中东时决定空军进入福建 “迫使美国难以顾及东西两头” ，
即美国很难在台海直接军事干涉。 ②

以上 的分析至少也证明 了原定军事计划 的确对决策有强大的影响力 。 27 日
的信可以说是一个标志 ， 在空军开始实施进入福建作战时 ， 毛泽东便放弃了用炮
击金 门支援中东人民的想法 ， 或者说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重要 了 ， 保证空军顺利进
入福建并取得制空权等成为首要 的 目 标。 在这里不妨提出这种可能性 ， 即不论是
否为了 “支援 中东人民” ， 解放军空军这时都很有可能进入福建。 还可 以 进一步
设想 ， 即使没有 中东局势紧张 ， 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军事行动也照样会发生 ，
而一旦发生后形势将如何发展 ， 导致炮战至少也是可能性之一。 这里顺便提出一
个问题， 从毛泽东 27 月信的行文看 ， 选择 7 月 25 日 即发动炮战这个具体的决定
未必是他本人作 出 的 。 这需要进一步分析， 也有待档案解密。

8 月 17 日 至 31 日 ， 中 共 中 央 政治局在北戴河召 开扩吹会议， 讨论 1959 年
的 国 民经济计划 。 毛泽东 1 8 日 凌晨 1 点在一份报告上批语 ， 再次提出 准备炮击
金 门 ， 并说明作战 目 的是 “直接对蒋 ， 间接对美” 。 ③ 该报告是广州军区拟在深圳
方向举仔军事演习 的请示 ， 起草时间是在 8 月 1 3 日 ， 何时报到毛泽东处尚不清
楚 ， 批语何时转 回彭德怀处也不清楚。 8 月 20 日 上午，彭德怀等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

① 《当代中国空军》， 第 341 页。
② 《杰出将领聂凤智》， 第 502 , 503 页。

③ 毛泽东 2《关于停止在深圳方丽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的批语》 ， 19当8年 8 月 1 8 日 ，《建因以来毛泽东文稿》 ，
第 7 册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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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毛泽东召集开会 ， 研究作战方案 。 21 日 叶飞到北戴河汇报前线情况 ， 在下

午的会主作出 23 日 开始炮击的决定 ， 当 晚军委向前线下达作战命令。 a)

毛泽东再次决定炮击金门 的动机是理解此后决策发展演变的关键因素 ， 如何
解读 “直接对蒋 ， 间接对美” 则是核心。 吴冷西的 国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 因为
他本人参加了 8 月 23 日 （ 开始炮击金门当天） 和 8 月 25 日 的政治局会议， 这两
次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 （ 不可能不谈） 炮击金门 的 目 的 。 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所谓 “直接对蒋” 包括炮击和封锁金门 ， 迫使国 民党军队 自 己撤出金门 ， 在封锁
无法达成 目 的的情况下是否发起登陆作 战 ， 则要 “相机行事” ， 关键是美 国是否
军事介入。 所谓 “间接对美” 就是通过非战了解美国协防金门的决心 ， 即 “侦查
美国人的决心 ， 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 。 毛泽东在 23 日 的会上也有不少豪言壮语，
如 “忠、想上获得解放” 、 “支援阿拉伯人民 ” 、 “整美国人一下” ， 等等。 ＠ 这些话固
然均事出有因 ， 但此时更像是毛泽东正当化 自 己决定的论述， 毕竟大规模炮击是
有风险的 ， 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中也明确指 出 ， 存在国 民党军队不撤出金门 的可能
性很高。 更重要的是后来决策 目 标的实质性调整一直围绕着是否迫使国 民党军队
撤出金门展开的 ， 与那些激情的语言并元直接联系 。 例如 ， 毛泽东从没有考虑是
否能起到 “支援阿拉伯人民” 的作用 ， 便决定将金门 留在蒋介石手中 。

毛泽东 8 月 1 8 日 决定炮击金门 曾使包括彭德怀在 内 的不少人感到突然 ， 因
为 13 日 彭德怀指示王 尚荣 ， 如元情况福建前线部队可以解除战备。 总参 19 日 已
经通知前线部队解除战备。 不过客观地看 ， 解放军炮兵和海军已经完成大规模集
结和实战准备 ， 要参战部队长期盘马弯弓 ， 引 而不发， 是不可能的 。 毛泽东必定
要做出选择 ， 或者在不出现国 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放弃炮击金 门 ， 或者
选择作战方案 中强度更高的作战方式 。 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炮击金 门 。
以上曾分析毛泽东决心炮击的动机 ， 尽管还无法更确切地分析和证实他此时下决
心的思维过程 ， 但是已经形成某些有利再战的客观条件则是有迹可寻的 ， 这些条
件肯定有助于推动毛泽东升高作战强度 。

首先是空军已经陆续进入福建 ， 并在夺取制空权的战斗 中取得初步胜利 。 在
夺取粤东和福建制空权战役的第一阶段 ， 即 7 月 27 日 至 8 月 22 日 ， 进入福建
的空军部队出动战机 255 批共 1077 架次 ， 空战四次， 击落国 民党空军战机 4 架 ，

① 《第一任同 防部长》 ， 第 214 页 ， 〈（毛泽东传 （ 1949-1976） 》 ， （上） 第 856 页 s 叶飞 ： ｛（叶飞回忆录》 ，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第 654 页。

② 《忆毛主席》 ， 第 74、 76-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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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伤 5 架 ， 解放军空军仅被击落 1 架。 更重要的是 ， 解放军将领认为极有可能发
生的中等规模的空战和 国 民党空军轰炸沿海城市的情况等并未发生， 国 民党空军
每天约 1 00 架次飞机起飞 ， 主要在台湾海峡上安巡航 ， 仅有少数进入大陆上空侦
察飞行。 事实表明解放军的作战计划高估f 国 民党空军的反击能力 ， 加上解放军
空军逐步取得空 中优势 ， 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尝试升高作战强度 以加快迫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金门 的进程 ， 成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是赫鲁晓夫于 7 丹 31 日 到 8 月 3 日 访华 ， 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 。
这次中苏峰会和联合公报的发表 ， 为炮击金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中 国是
否向苏联通报福建沿海作战行动这个问题上 ， 以往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这里的事
前通报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是否通过双方的军事或外交部门进行了协调 z 二是在
7 月 底到 8 月 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 间 ， 毛泽东是否告诉他中 国 的军事计划 。 中
国一些新出版的官方论著和当事人的 回忆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 ， 证明炮击金 门之前
中 国领导人并没有 向苏方通报相关军事计划 。 当然 ， 在有关档案可以被直接查阅
之前 ， 仍然要保留一些谨慎。 《毛泽东传》 披露 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 毛泽东与赫
鲁晓夫的谈话纪耍 ， 前者在谈到炮击金门 问题时说 ， 那时美国 “ 以为我们在炮打
金 门 问题 i二达成了协议o 其实 ， 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 。 他解释说首
先是因 为 “我有这种想法 ， 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飞 其次是 “没有想到打炮会引
起这么大的风波” 。 ① 吴玲西曾 回忆 ， 毛泽东在当年 11 月 的郑州会议上说过 ： “在
有些人的 印象里 ， 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 其实 ， 赫鲁晓夫在 7 月
底 8 月 初到 中 国来的时候 ， 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 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
了 ， 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 ” 这里毛泽东说得再明 白不过， 即有关炮击金门 向
赫鲁晓夫 “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 ②

以上证据表明 ，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并没有同后者谈过炮击金门
问题。 但是 ， 赫鲁晓夫访华本来是秘密进行的 ， 却大张旗鼓地离开 ， 很容易造成
中苏在协商重大决策的印象。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发表 的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
公报》 中说， 两国领导人 “就 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中
苏之间友好、 同盟、 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 维护世界和平
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 ， 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③ 当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 ， 1 959 年 9 月 30 日 ， 转引 自 《毛泽东传（194←1976 ）》 ， （上）第 855页。
② 吴冷西： 《卡年论战 （ 1956-1966） ： 中苏关系 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版 ， 上册第 186”187 页。
③ 1958 年 8 月 4 日 ｛（人民 日 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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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 即毛泽东 以 中苏军事合作 出现分歧为理由促使赫鲁晓夫紧
急访问北京 ， 本来就是为了使美国认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的赞成和支持 ，
毕竟这时空战已经开始。 客观上给美国人造成中 国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支持的 印
象 ， 这对中 国采取军事行动时避免美军直接介入肯定是有利的 。

如上所述， 毛泽东决心炮击金门 的最高 目 标是争取迫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金门
等地 。 不过他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无把握靠现有作战规模即能实现这一 目 标。 ① 问
题是升高军事行动强度就有可能招致美军直接介入 ， 而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又是军
事行动的一个底线， 是决策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 。 中 国领导人有关避免与美军
直接冲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 ， 已 经为众多论著
所描述 。 ② 被忽视的是还存在另外一条底线 ， 即尽可能避免国 民党空军轰炸大陆
地 区 。 特别是 9 月 1 7 日 以后 ， 美空军接手 台湾的防空 ， 使 国 民党空军得以每天
投入 200 多架次战机在金门掩护空投、 海运 ， 并经常集 中数十架战机在福建沿海
上空巡航 ， 以伺机空 战 。 周恩来在 22 日 给毛泽东的信中 出说： 轰炸金 门 u更不
适宜 ， 因这样做 ， 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 ， 他认为在美 国 因 不
了解 中方意图而不支持国 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情况－F , ，‘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
我大陆轰炸为有利 ” 。 毛泽东则认为周恩来的方针 “是很对的” 。 ③ 对这两条底线
的坚持再次证明 了军事计划 的重大影响 ， 也证明 了作战的防御性并没有因 为选择
炮击金 门而消失。

可以大致推断， 经过一段时间炮击和封锁以后 ， 毛泽东已经看到单靠现有军
事手段和作战规模 ， 很难迫使国 民党军 队 自 动撤出金门 。 9 月 3 日 ， 毛泽东在黄
克诚起草的 《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 占 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扯示 ， 认为 “写
得很好” 。 ＠ 这项指示明确说明 ， 解决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 “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长时间 内不在金 门 、 马祖登陆作战 ， 以及不升高当前作战的规模和强度。 ⑤ 这里
已经确定了不急于攻 占金 门 的方针 。 这再一次证明 ， 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既定的军
事计划 中选择行动方案 ， 尽管他随后不断赋予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意义 。 问题是
在这种情况下 ， 如何实现追使国 民党军 队 自 动撤出金门？ 选择无非是长期僵持 ，

① 《王 尚荣将军》， 第 423 页。
② 可参阅 《毛泽东传 （ 1949一1976）》 ， （上） 第 857-86} I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 ， 第 333”342 页。
＠ 毛泽东 ：《关丁·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问题给周 恩来的电报》 ， 1 958 年 9 月 22 日 ， 《建国 以来毛泽

东文稿》， �� 7 册第 424町425 页。
④ 毛泽东 ： ｛｛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 ， 1958 年 9 月 3 日 ， 《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 ， 第 7 册第 376 页。
@J 参见 《毛泽尔传》， （ 上 ） 第 859”860 页 ， 《第一任国防部长》 ， 第 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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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寻找其他办法。
在 9 月 5 日 、 8 日 的第 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 ， 毛泽东提出 了所谓“绞索” 的概念，

即 美 国 帮 助 国 民党军队防守金 门等岛屿 ， 等于 “ 吊 在我们中 国人的铁的 绞索l工
面” 。 ① 如果仔细 比较这两次讲话便可以看出 ， 毛泽东的思路明显地转向如何利用
美国迫使国 民党从金 门等岛屿撤走 。 5 口 的讲话表明 ， 毛泽东断定美国已经协防
福建沿海蒋 占岛屿 ， 即 “一切包过去” 了 。 8 日 的讲活则透露出他已经认为美 国 “形
成了金马脱身政策” ， 办法就是国 民党军队 “这十一万人走路” 。 出 现这种变化主
要是 9 月 4 日 以后相继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 。

9 月 4 日 中 同 政府宣布， 中 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 做这一宣布的 目 的之一
是为美军划 出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 ， 是典型的危机管理措施 ， 也是进一步 向美国
施加压力 。 中 国政府的声明还包括明确宣布 ， 包括金门在内 的福建沿海各岛 “都
是中 国 的 内海岛屿” 。 ＠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 ， 声称美国会授权美 国
总统 “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门 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 ③ 当天美国
务院声明 ， 不承认中 国政府关于 12 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 。 ＠ 杜勒斯声明 的主调使
毛泽东 当时相信 ， 美同要用 “大包干制度” 来协防金 门 。 但他很可能也注意到杜

勒斯声a明 中也有寻求谈判的 内容 。 他在 6 日 同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时说，
美国有可能逼迫 国 民党从金门、 马祖撤退 。 ⑤ 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声明 ， 在强烈谴
责美国军事干涉的同时 ， 也宣布 “ 中 国政府准备恢复两 国大使级会谈” 。 ⑥

有两种可能导致周恩来此刻发出 这 －声明 。 第一是美 国务院 9 月 4 日 声明 中 ，
很明显地将金、 马与台 、 澎分开 ， 声称 中 同政府用 12 梅里领海权 “把所谓解放
沿海岛屿跟台湾和澎湖列岛直接联系起来” 。 ⑦ 美国做这种切割也算用心 良苦， 有
意义的是周 恩来 6 日 的声明 中也将金马与 台楼分开论述 。 声明 中 的点睛之笔是：
“ 中 国人民解放 自 己 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 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 中 国人 民尤其
不能容忍在 自 己 的大陆内海中存在象金门、 马祖这些沿海岛 屿的茸接威胁”。 ③ 这

① 毛泽东 ：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1958 年， 9 月 5 日 、 8 日 ， 第 384 页 、 393 页
② 1958 年 9 月 5 日 《人民 日 报儿
③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的声明》， 1 958 年 9 月 4 日 ， 《中美

关系资料汇编》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二辑下第 2681-2683 页。
④ 《美罔罔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 （报道 吵 ， 1958 年 9 月 4 日 ，《中美关系 资料汇编》 ，第二辑

下第 2683-2684 页。
＠ 《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 网忆录》 ， （ t. ） 第 1 80 页。
⑤ 1958 年 9 月 7 日 《人民 日报》。
⑦ 《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 （报道）》 ， 1958 年 9 月 4 日 。
@) 1958 年 9 月 7 日 《人民 日 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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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既说明了两个问题的不同性质， 也指 出 了 中 国政府的轻重缓急 。 第二种可能
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9 月 6 日 到 中 国 ， 或许是苏联的担心或其他表示起了特殊作
用 ， 中 国领导人需要有所表示， 不如此则难以获得苏联的有力 支持。 以上两点都
是推论， 也可能是它们共同起了作用 ， 这些都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来证明 。 无
论如何， 在同一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 ，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发言显示了他们对美国
意菌的判断和炮击金门 的 目 标， 即美国不愿卷入军事冲突 ， 它在谈判 的意愿 ， 但
解放军要发动攻 占金门 的战役 ， 美军是有可能直接介入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们
决定通过同美国谈判 ， 争取达到追使蒋军撤出 的 自 标。 ①

美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对周恩来 6 日 的声明作出反应 ， 内宫发言人当天即声明 ，
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 “特别注意到 ” 周 恩来的声 明 中提到 ， 中方 “准备同美国恢复
大使级会谈” ， 美国驻华沙大使 “随时准备立即” 同 中方代表会晤 。 ② 毛泽东很可
能是根据此声明断定 ， 美国有从金 、 马 “脱身” 的意图 和可能 ， 所以他设想利用
中美大使级会谈 ， 促使美国压蒋介石从金 门撤军。 8 日 讲话中 “ 卡一万人走路”
既出于此 ， 也是为了达到这个 目 的 ， 解放军随即加强 了对金门 的炮击和封锁 。 美
军对解放军炮击的反应则一度加强了毛泽东的信心。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解密的档
案 ， 9 月 10 5 外交部就拟定了与美 国谈判 的协议草案， 其中包括中 国 必须收复
金 门 、 马祖， “如 国 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 屿撤走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将不予追击” ， 以及 “在收复金门 、 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 ， 将争取用 和平方法解
放台湾和澎湖列岛 ， 并且在一定的时期 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 岛 的解
放 ” 。 ③

9 月 15 日 中美开始第一次会谈 ， 中 方代表很快提出 预订方案 ， 但遭到美方
拒绝。 中 国领导人几乎立刻意识到 ， 以军事压力和外交手段促使美国逼国 民党军
队撤出 金 门 、 马祖同时就和平解决 台 、 窜作出 承诺 ， 不仅使相对主动的局面出现
逆转的趋势 ， 而且中方的方案有可能被美国利用来造成台 、 澎与大陆永久隔绝的
结果 。 在第二次会谈中 ， 中方立刻调整了谈判策略， 以针锋相对的姿态谴责美国
在台湾地区干涉内政。 随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考虑 ， 毛泽东等终于下决心不攻

① 参阅 《毛泽东传 194争一1976 （上）》 ， 第 864”866 页。
② 《美国 白宫关于同我恢复谈判的声明｝）， 1958 年 9 月 6 日 ，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二辑下第2688 页。
＠ 《中美关下和缓和l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 （草案）》， 1958年9 月 10 日 ， 外交部档案馆 ，编号 ：

1 1 1 ”。01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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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金、 马 ， 将它们 同 台 、 ？彭等 “ →揽子” 解决 ， “一下子收回 ” 。 ① 目 前能看到在
10 月 6 日 ， 中联部、 外交部和对外文委向驻外和涉外机构发出通知 ， 指 出美国 “也
可能提出 以蒋介石部队撤出金门 、 马祖来换取我们放弃解放台湾 、 挂在湖列岛 ， 承
认美 同侵占台湾、 澎湖列岛合法化” ， 故在外交中必须强调反对 “两个中国 ” ， 以
及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澎金马的全部领土。 ② 显然 ， 中 国领导人已经确信， 台、 澎、
金‘ 马 “一揽子” 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 国分离出去。 ③ 这实际上
意味着攻 占东南沿海蒋占 岛 屿的军事计划到此结束。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 解放军已经形成三军联合打击和l封锁金门 的能力 ， 并取
得了 随时打击金 门 的主动权 ， 对蒋介石来说金门 已成困局 ， 只有政治价值。 特别
是解放军空军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即 8 月 23 日 到 10 月 中旬 ， 进入全部福建一线机
场 ， 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 占有明畏的优势。 经 10 月 10 日 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空
战 ， 解放军空军完全取得制空权， 国 民党空军不再进入大陆上空作战 。 同时中 国
领导人也基本确定 ， 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 ， 美国甚至有可
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 从国防的角度看 ， 已经没有来 自 福建沿海岛
屿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 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 中 国大陆 ， 国 民党军队则没
有这个能力 。 ＠ 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 。 换句话说 ，
解放军虽然没有最终攻占金门 、 马祖， 但实现了根本消除美军和 国 民党军队利用
福建沿海岛屿威胁大陆的 目 的 。

从以上研究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1954 年展开的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在中美
因朝鲜战争而处于尖锐对抗和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发生的 。 这
次军事行动从开始到后来不断修改的过程中 ， 大大增加 了维护 国家安全一一一当时
主要是维护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的内容。 更准确地说， 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基本安
全是全部东南沿海作战的首要 目 的 ， 包括确保相关海域和空域不受国 民党军队的
攻击和骚扰 E 海上运输航路的安全畅通 ； 渔业生产和渔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g 根
本消除 国 民党军队依托沿海岛屿所造成的军事威胁 ； 以及抵抗美国不断变化的军

① 毛泽东 ：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商教员）｝1958年 10月 2 日 ，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56 页。 “周恩米与安东诺夫谈话纪录” ， 1958 年 10 月 5 日 ， 转引 向 《毛泽东传》，
(J才 第 877-878 页。

＠ 《关于对外宣传和国际活动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问题上制造新阴谋的通知！）｝ ，外交部档案
馆， 1958 年 10 月 6 日 ， 外交部植案馆， 编号 102啕00006”06.

③ 毛泽东 ： 《杜勒斯是世界 I：最好的 反面教员》1958 年 10 月 2 日 。 “周恩米与安东诺夫谈话纪录” ， 1958

年 10 月 5 日 ， 第 877“878 页 。
④ 《忆毛主席》， 第 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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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压力 。 毛泽东虽然在某阶段上提出 了政治 口 号或政治 自 的 ， 但他对军事形势的
判断和采取的措施 ， 均未超出解放军的战略设想、 军事计划和军事能力 。 所以从
军事决策 的全局看 ， 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认知、 1958 年 中 国对外政策等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 的确需要认真加以界定。 1958 年炮击金门是 1956 年解放军确定 “积
极防御” 的 国 防战略后的第一战 ， 研究它同 “积极防御” 思想之间的联系是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历史研究类似导演戏剧 。 导演有时为了剧情需要而将灯光聚
焦在一个角色身上 ， 以致观众看不到整个场景和其他角色。 但是 ， 如果一场戏剧
演出从头至尾都将灯光聚焦于一人或一处 ， 就无法使人了解全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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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金门 ： 苏联的应对与 中 苏分歧

沈 士 华’电」� �

在冷战结束后 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中 ， 1958 年 的 台海危机是人们普遍关注和
感兴趣的题 目 ， 相关的研究成果 已经很多 ， 对事件发展的基本过程也做出 了 比较
完整的和清晰的描述。 西方学者和中 国大陆学者利用的大体是相同的史料， 他们
的研究几乎也是同时起步的 ， 其主要 内容涉及毛泽东的决策、 美国 的反应 以及中
美关系 的变化。 ① 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扩展 了讨论的范围 ， 他们的重点在于再介

(i) 肉方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 ： GordonH. Chang , Friends and Enemies :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p. 1 82- 199 : Shu Guang 
Zhang , Dete时巳口cc and Strategic Cultu曰 ：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 1 949-1958 , lth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Chapter 8 1 Qiang Zhai , The Dragon , the Lion , and the Eagle : Chinese-British
American Relations , 1 949 “ 1 95 8 ,  Kent OH :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 994 , Chapter 9 :  Thon1as 
Christensen , Useful Adversaries : Grand Strategy , Domestic Mobilization ,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 
1 947” 1958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 996 , Chapter 6 i Appu K. Soman , Double

Edged Sword : Nuclear Diplomacy in Uncqual Conflicts ： τ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 1958 , Westport : 
Praeger Publishers , 2000 , Chapter 5 : Chen Jian, Mao '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 Chapel Hill .&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200 1 ,  Chapter 7 ;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 ’ 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Modem 
China , Vol. 34, No. 4 ,  Oetober 2008 , pp.477-507 ， 以及罗 伯特 · ｜町奇奈和lj ： 矿和平的困扰” ： 艾森豪威尔
政府与 1958 年巾 国 近海岛屿危机》 ， 姜长斌、 罗伯特 · 罗斯主编 ： 《从对峙走 向缓和－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
再探讨》 ， .It京 ： 世界知识II＼版社 ， 2000 年 ， 第 1 13- 1 68 页。

中 国学者在这方丽的研究也很深入 ， 主要的成果见 ： 徐焰 ： 《金 门之战 （ 1949四1959 年吵 ， 北京 ： 巾 网
广播电视11＼版社 ， 1992 年 3廖心文 ： 《 1958 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 的历史考察》 ， 《党的文献》 1994 年第 1 期 ，
第 3 1-36 页 s 沈卫平 ： 《“8.23” 炮击金「7》， 北京 ： 华艺出版社 ， 1 998 年 3 苏格： 《美罔对华政策2与台湾问题’》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中！： ， 1998 年 ， 第 8 章 s 京百家、 贾庆国 2 《对抗中 的方向盘、 缓冲苦苦和l测试仪 ： 从中
国 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 ， 《当代中 国史研究》 2000 年第 1 期 ， 第 40-51 页 s 宫力 ： 《两次 ft海危机的
成因与 中美之间 的较量》 ， 姜民斌兑 罗伯特 · 罗斯主编 ： 《从对峙走 向缓和》 ， 第 36-75 页 g 戴超武 ： 《敌对与
危机的年代一一1954一1958 年的 中美关系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HI 版社 ， 2003 年 ； 赵学J)J ：. 《第二次台
海危机与 中美关系 》 ， 《当代中 国史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 第 61-72 页 ； 杨奎松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 《史
学月 刊》 2003 年第 l i 期 ， 第 妇”59 页 $ 逢先知 、 金；中及主编 ： 《毛泽东传 （ 1949�1976） 》 ， 北京 ： 中央文
献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21 章 ， 牛军 z 《三次台湾海峡罕事斗争决策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5 期 ，
第 37-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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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对策及美台关系 内幕。 ① 然而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 ，
即研究者很少专门讨论在这次危机中苏联的立场和态度， 以及中苏之间 的分歧。
尽管不少学者都提到这次危机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 但大多语焉不详。 那
么 ， 对于毛泽东突然采取的这次军事行动 ， 赫鲁晓夫究竟如何看待 ， 莫斯科为此
作出 了哪些决定 ， 中苏之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分歧？ 本文试图通过对
近年来发现的多边档案文献的梳理， 回答这些问题。

困惑 ：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 门 的 目 的何在

在这次事件中 ， 最令苏联领导人注惑不解的 问题就是 巾 国为什么突然决定炮
击金 门 ， 以至多年后赫鲁晓夫在 回忆录 中还感到纳 闷 ： 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 ②
其实 ， 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争论最多、 分歧最大的问题。 关于炮击金 门 的 目 的 ，
有人认为是支援中东地区的反美斗争 ， 分散美国 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 ， 也有人认
为是进行国 内政治动员 ， 给 “大跃进” 运动鼓劲 ： 有人认为是试探美国保护台湾
的政策底线 ， 以确定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 ， 也有人认为是要在远东打击美帝国主
义 ， 给它套上一根 “绞索” ： 有人认为毛泽东被美国停止 日 内 瓦谈判所激怒 ， 决
定教甘Ii－下美国 ， 让它 回到谈判桌来 ，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苏联在对美斗争中 的
软弱表现不满 ， 想通过实际行动显示其外交政策独立于莫斯科。 讨论的核心最后
汇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 毛泽东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 目 标 ， 到底是不是为 了 占领
金门？ ③ 现在看来 ，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 ， 而这些依据都是来 自 毛泽东本
人说过的话。

问题是 ， 毛泽东谈论炮击金 门起因 的 这些话 ， 是在不 同 的 时间 ， 不 同 的 场
合 ， 针对不同的对象所说的。 1958 年 7 月 1 8 日 ， 毛泽东最初做出炮击’决定时说：

① 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纪念文集 中 ， 如唐淑芬主编 ： 《八二气战役文献专辑》 ， 台北 ： 台
湾省文献委员会、 国 防部史政编译局 ， 1994 年， 国 防部军务局编Gp : 〈（八二三台海战役》， 台北z 国 防部军
务局 ， 1996 年。 这方面的专门论若不多 ， 主要有张淑雅 ：（｛台海危机与美国对 “反攻大陆” 政策的转变》， （台
湾｝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6 期 （2001 年 12 月 ） ，第 231 -297 页 s 黄文娟 ： 《没有硝烟的 “战
争” 1958 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 《冷战 国际史研究》 第二辑 （2006 年春季号） ， 第 1 89”2 1 1 页 g
张力 ： 们主叔铭将军 日 记〉 中的八二三：战役百， “战后 ‘ 中华民国军事史 ’ 学术研讨会” 论文 ， 2008 年 8 月 。

②I MeM:yapr,r HHKUThI C巳preeBH'Ia Xp归�eBa// Bonpocr,r HCTOPHH , 1 993 ， 陆 2 , c.80-81 1 赫鲁晓夫z 《最后
的遗言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第 403-405 页。

③ 参见前引 书 目 ， 美国学者之间的讨论还可见戴越武 z《美国历史学家与 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
中国史研究》 1998 年第 4 期 、 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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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门炮战， 意在击美 ， 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然而 ， 7 月

27 日 毛泽东又突然决定放弃炮击行动 。 ② 再次决定打炮的 当 天 （ 8 月 23 日 ） ， 毛

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 ， 蒋军从金门 、 马祖撤
退 。 你不撤我就打。 台湾太远打不到 ， 我就打金马 。 25 日 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
打炮的主要 目 的是火力债察， 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 还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 不说
一定登陆金门 ， 也不说不登陆 。 ③ 美国 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后 ， 9 月 5 日
毛泽东在有 民主人士参加的最高 国务会议发言说 ： 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 湾 ，
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 、 马祖替陆， 而是要给国 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 ， 同 时’要
美国 紧张一下 ， 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的人民的斗争。 ③ 当天下午 ， 周恩来请苏联
参赞苏达利科夫转告赫鲁晓夫 ， 炮击金 门 只是要教训金马守军 ， 让它紧张， 并不
准备登陆。 ③ 第二天 ， 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会见了来访苏联外长葛罗米桐 ， 再次
表示炮击金门 不是要打台湾 ， 也不是要登陆金马 。 ⑤ 9 月 8 日 ， 毛泽东又在最高
国务会议发表讲语 ， 说金马就是套在美国人脖子上的一根绞索 ， 还说紧张局势对
中 国有利 ， 可 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 。 ⑦ 危机消除后 ， 毛泽东解释说 ：金门和马祖 “还
是留在蒋介石－予里好 。 要解决， 台 、 潜 、 金、 马一起解决。 中 国之大 ， 何必急于
搞金 、 马？ ” ③

那么 ， 到底毛泽东决定炮击金 门 的 R 的何在呢？ 从决策时间上看 ， 支援中东
恐怕 只是一个说辞 ， 否则就不会在 7 月 下旬 中东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放弃行动。 ＠

① 张爱萍主编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上 ， 北京 ： 当代中 国 出版社， 1 994 年 ， 第 193 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第 326-327 页。
③ 吴冷商 ： 《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 北京 2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第 74、

76-77 页。
④ 关冷西 ：（（十年论战 （ 1956一1 966） ： 中苏关系［！！J忆录》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 177-178 页。
⑤ 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5 日 ， 中 同外交部皑案馆 （ 以 下简称外档 ） ' 109-

00833-04， 第 94“ 103 页。
⑥ 吴冷西 ： ｛（十年论战）） ， 第 178- 1 8 1 页。
⑦ 《毛文稿》 第七册， 第 391-395 页 ，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9 日 第 1 版。
＠ 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9月 15 日 ，转引 自金冲放主编 ：《周恩来传》

下卷 ， 北京z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 998 年 ， 第 1429- 1 43 1 页。

＠ 7 月 25 日 美英法分别函复赫鲁晓夫 ， 同意：召开安理会各国首脑会议 ，但采取了拖延态度。 （《人 民 日

报》， 1958 年 7 月 28 日 第 1 版。 ） 8 月 4 日 苏共中 央主席剧 会议决定继续在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演
习 ， 并呼吁召 开联大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中东撤军问题o.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 ， 1958 年 8
月 4 日 ， praHH， 中.3 , orr.12 ， 几996 ， 且. l ” 1 1/／，φrypceHKO a.a. (Zfl. pea. ) rrpe3H.llHYM 耶 KIICC 1954”1964 ， 四川 ，
可epHOBble rrpOTOKOJihHJ>Je 3创111c11 1ace.反四日益 CT咽。叩ar.fM.h1 , MOCKBa : poccrr3日 ， 2003 , c.328-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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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月 后再次决定实施炮击时 ， 中东事件已经接近尾声了 。 ① 从决策’逻辑上看 ，

试探美国 的政策底线并非 目 的 ， 而是达到最终 目 标的手段和条件 ， 关键问题是知

道美国 的政策底线后中 国要采取什么行动 。 所谓“调动美国，， ， ‘
探” t白结果 ’ 而不是事先的 目 的 ， 因为当时还不了解美 国 的底线 ， 如何就知道它
会 “ 紧张”， 会被 “调动 ” ？ “绞索” 政策也是危机开始走 向缓和时想 出来的一
种说法 ， 是对大众做出 的解释。 ② 至于为 “大跃进” 鼓劲的说法 ， 也很难站住脚。
鼓舞干劲有各种主J，；法 ， 但唯一不可取的就是在全国主下集 中精力和物力实现 “大
跃进” 的同时， 开展【4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除非能够事先确定这一行动必然成功 ，
而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心 中无数的 。 如果指望行动本身 “鼓劲 ” ， 则采用这种激
烈的方式大概是最得不偿失的一一炮击金门 2 个月 消耗的炮弹在 “大跃进” 中大
棋是生产不出来的。 ③ 元论如何 ， 这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 ， 否则就很难理解苏
联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针对的是什么 ， 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 为何产生。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 ， 笔者认为 ， 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
一的 目 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 ， 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 ， 迫使
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 ， 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 ＠
要实现这一 目 的 ， 有两个前提条件 ： 第一 ， 蒋军缺少斗志 ， 无心守 岛 ， 否则只能

使战争升级 ， 采取空 中轰炸和强行登陆 的办法 ， 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

施的 z 第二 ， 美国置若罔 闻 ， 无意干涉 ， 否则 中 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 目 的 ，
反而会引 火烧身 ， 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 ， 对于这两点 ， 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 因此 ，
对于这次战役 的真正 目 的 ， 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局常委这样极小的范围 内有所透露

外 ， 是无法明言的。 至于后来所说种种 ， 都是事态变化后 的解释而非初衷。 其结
果 ， 甚至直接指挥战役 的 中 国军事领导人都摸不清毛泽东 的意图 ， 也就难怪苏联
人会胡乱猜疑了 。 ③

CD 8 月 8 日 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1=1-1东危机。8月 20 日 美！写总统发表说话 ，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撤军。

8 月 2 1 Fl 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提案 ，要求外囡军队尽快撤 出 中 东 。 （ （（人 民 日 报》 ， 1958 年 8 月 10 日 第 l 版 p

8 月 22 日 第 1 版 ； 8 月 23 日 第 l 版。 ）

（吾 毛泽东将应；嘱咐要公开发表 “绞索’政策飞 吴冷西 ： 《亿毛主席》 ， 第 80 页 ，逢先知 、 金 ；中及主编 ： 《毛

泽尔传 （ 1949一1976 ） 》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868-869 页。

③ 据台湾军方估计 ， 到 1 0 月 6 日 ， 落到金门 的炮弹共 4749 1 0 发。 （1:叔铭 ：金门炮战作战检讨总vt: 评 ，
l959 年 3 月 25 日 ， 台湾 “ 国史馆” ， 特交档案 · 分类资料 2090 3 军事 ， 100 : 8CKSP o ）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

金门炮战后 ， 利用炮弹皮制作的各种菜刀竟成了 台湾的走俏商品 ， 至今盛誉不衰。

④ 这样的结论 ， 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 ， 并迅’行了合理分析。 （逢先知1、 金1*及主编 A毛泽东传》， 第
194-195 ]i ， 牛 车 ： 《兰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 第 47幽48 页 。 ） 笔者的提法、 依据和思路与前者略
有不同。

⑤ 参见叶飞 ： 《毛主席指挥炮击金 门 》 ， 《人民 日 报》 ， 1 993 年 12 月 24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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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全部沿海岛屿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 ， 但这 一进程

被朝鲜战争打断了 。 ① 战争结束后 ， 由 于美 国新政府采取的 “放蒋出笼” 方针 ，
蒋军加紧了对大陆的袭扰行动 。 ② 1 954 年初 ， 中央军委确定了从小到大、 由北向南、
逐岛进攻的解放华东沿海 岛 的方针 。 ③ 不久后开始的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导致
了令毛泽东一忧一喜的两个结果 ， 忧的是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加速了美蒋共同 防
御条约的谈判和签订 ， 喜的是中共的军事压力迫使美蒋作出 了 主动撤离大陈等岛
屿的决定 。 从中美关系 的角度看 ， 危机还导致了一个后果 ， 即开辟了两国之间直
接谈判的渠道。 ＠ 这些经验与 中共下一步的行动决策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

1955 年 3 月 22 日 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说明问题 ： “我们 当
前的步骤是解放我国 的沿海岛 屿 ， 即是解放金门和马祖诸岛 。 为了有把握地完成
这个任务 ， 在军事上我们还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 ， 在外交上也要进行严重的斗争。
目 前 ， 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 ， 来交换蒋贼军从沿海岛
屿的撤退。 … …我们 的方针是 ： 利用印度、 压迫英国 ， 逼使美国退却。 假使有可
能在不妨害我们解放台湾的条件下 ， 经过国际谈判使蒋匪军撤出沿海岛屿 ， 显然
是对我们有利的 。 我们正在本着这个方针进行外交上 的接触 ， 使和平解决沿海岛
屿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 ， ． … · 我们不放弃任何对我们有
利的举行国 际谈判的机会， 我们也要坚决地有把握地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
军事斗争。 解放一江山 岛逼 出 了美蒋从大陈岛 和南鹿岛撤退 ， 这就证明 ， 在我们
继续为解放沿海岛屿而斗争的过程中 ， 美蒋为形势所逼而撤出金门、 马祖不是不
可能的。 但是 ， 如果我们不继续坚决地进行斗争 ， 美蒋是决不会 自 动撤退的 。 在
斗争过程中 ， 我们要避免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 ， 不要同它打起米 ， 但是对于美 国

① 笔者的相关讨论参见《中共世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 1949-一1950）》 ， 《社会科学研究》 ，
2009 年第 3 期 ， 第 34 53 页 。

② 详见杨国字主编 ： 《�代：1-1 同海军》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 第 189- 199 页。 蒋军发
起的最大一次突袭行动是 1953 年 7 月 的东山 岛登陆战 ， 详见国防部文史局编 印 ： 《海岛攻防战史》， 未-fiJ ,
1959 年 ， 第 1 2-3 1 反 z 孙淑文 ： 《战后同军海军陆战队的重建与迁台初期建军发展之研究》 ， 《军事史评论》
第 1 3 J割 （2006 年 6 月 ） ， 第 204-206 页。

③ 徐！恪 z 《金门之战》， 第 1 71 页。
④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 ， 除上面’列 出 的研究成果外 ， 还可参见张淑雅 ：《金丐撤军？ －一美国应

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和j》 第 24 期 （ 1995 年 6 月 ） ， 第 4 1 1-472 ｝页’ ；
罗纳德 · 普鲁森 ， （（ 1 954 1955 年的 台湾海峡危机 ： 火 山 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危机的介入》 ， 姜长斌、
罗伯特 · 罗斯主编 ： 《从对峙走 向缓和》 ， 第 76-1 12 页 ， 詹奕茹 ： 《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 一一试析第一次
台海危机中美同 台海政策的调整》 ， 《冷战同 际史研究》 第二辑 （2006 年春季号） ， 第 175-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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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装干涉， 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 ” ①
5 月 21 日 ， 周恩来又 向苏联使馆详细通报了 中 国对台湾问题的方针： “从亚

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 的发展看 ， 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 印度、
英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 ， 主要是中 印之间的接触 ， 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 ，
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 、 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 ， 然后举行国 际会议进行谈
判 。 要解决台湾问题， ［；！iJ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 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
两国直接谈判 。 在美蒋力量从金 门 、 马祖撤出 以及准备和开始 中美直接谈判的过
程中 ， 我们与蒋介石集团 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 。 但实际上 ， 在我们完成
福建省 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 ， 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 ， 甚至在我们未能解
放马祖附近的－－－两个岛屿之前 ， 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 、 马祖撤出
的 。 ” 周恩来估计到 中美谈判可能拖很长时 间 ， 甚至根本没有结果 ， 但那时在中
国实力增强并做出 台湾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后 ， u美国有叮能让出沿海岛 屿 ， 换
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 ， 甚至 “可能从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 根据上述分析，
中 国制定了分两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 第一阶段争取 “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
门 、 马祖等沿海岛屿” ， 如蒋军按规定时期撤离 ， 我们将并不采取军事行动 ， 否
则就 “ 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 。 第二阶段的 目 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 谈判
可以在 中美之间和国共之间 同时进行， 但 “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
放台湾”。 周恩来最后说： ‘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
出 自 己 的军队。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 的 内部情况和美蒋签
订的条约 。 ” ②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把中 国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考虑和对策讲得十分
全面、 十分透彻 ： 首先通过中美谈判压迫蒋军撤离金马 ， 实现和平解放 g 此招不
行 ， 则采取军事行动迫使再军放弃金马 ， 目 前还没有做好准备 ， 但已有大陈岛 的
先例 g解决台湾问题是－个长期过程 ， 而收复金马则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 。 ③ 因此 ，
当 日 内瓦谈判陷入僵局 ， 而福建的运输条件和军事准备完成后 ， 对金马采取的军
事行动便开始了 。

1 958 年 1 月 中旬 ， 福州军区司令部讨论了 关于空军进入福建及对金马作战

①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挡案馆编 ：《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 ，
第 1 36-138 页。

白〉 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 ， 1955 年 5 月 2 1 日 ， ABilPφ ， $.0100, on.48 ， 瓦394 ， 且， 1 1 ， 且， 125”1340
③ 早在 1955 年3 月 14 日 给彭德怀的指示中 ，毛泽东就考虑到马祖及其他岛屿的蒋军．可能 自 行撤走。《毛

文稿》 第五册 ， 第 S 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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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 他们认为 ， 空军人闽对于保卫罔防、 打击蒋军都是十分有利的 ， f旦考虑
到 国际政治反应， 应避免剌激敌人 ， 空军拟不主动轰炸、 不 出海作战、 不接触、美
机为好。 如果对金门和马祖作战 ， 则采用空军、 海军及地面炮火轰击和封锁的办
法 ， 不用陆军登陆 ， 即可能迫使蒋军撤离。 ① 3 月 5 日 国 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
带信给毛泽东 ， 报告 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 ： “拟在 7、 8 月 开始行动” ， “准备在
必要时轰炸金 门 、 马祖” 。 3 月 8 日 毛泽东批复 同意， 但最后行动时 间待定。 ® 7
月 15 日 中东危机爆发 ， 毛泽东立即有所反应 。 7 月 17 日 ， 正在准备军委扩大会
议总结发言的彭德怀 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 根据中东局势 ，
空军要尽快人 闽 ， 炮兵准备封锁金 门及其海上航运 ， 总参立即拟定部队行动计
划 。 ③ 未等军方拿出 具体方案 ， 7 月 1 8 日 晚毛泽东又召集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
对炮击金门做出 明确指示 ： 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 ， 第一次打 10 万至 20 万发 ，
之后每天打 1 000 发， 准备打两一：个月 3 空军两个师同 时或稍后转场南下 ， 分别
进驻汕头、 连城。 彭德怀于当晚主持中 央军委会议做出 安排 ， 炮兵准备于 25 日
轰击金门蒋军舰艇 ， 封锁港 口 ， 断其海上交通 ， 空军 27 日 转场。 7 月 1 9 日 总参
召开会议， 进行了具体部署。 ③

从 目 前看到 的材料 ， 当时并没有明确将军事行动限于地面炮火轰击。 据总参
作战部民王 尚荣的自忆， 在总参各部召 开的会议上 ， “金、 马地区的作战仅限于
炮击的意图 ， 在最初是不 明 确 的 ” 。 特别是解放军刚刚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一次芒
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 ， 训练岛屿争夺战战术 ， 而参加演习 的部 队一直未得到返回
原驻地归还建制 的命令 。 所以各部队高级将领都在积极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⑤ 从
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看， 所谈内容包括使用轰炸机 ， 海军对登陆作
战的保障， 占领金门后如何加强工事等 ， 会议甚至还确定了登陆的大体时间 。 看
起来 ， 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对于具体作战方式也不甚清楚。 ⑥ 还有 ， 根据福建
军区的资料， 直到 7 丹 20 日 前线官兵才开始大规模构筑炮兵阵地的工事。 ⑦ 而

① 沈卫平 ： 《“8.23” 炮击金门》， 第 .93” 100 页。
② 王焰主编 ： 《彭德怀年i普》， 北京 ： 人民Hl版杜， 1998 年， 第 674-675 页。
③ 二五焰主编 ： 《彭德怀年谱儿 第 691 页 。
④ 逢先知 、 金冲及主编 z 《毛泽东传》， 第 853 l定 ： 王焰主编 ： 《彭德怀年谱》 ， 第 692 页。
⑤ 玉尚荣：《新中 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 王凡访问整理， 朱元石主编 ： 《共和国要事 口 述史》， 长沙 g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第 252-254 页。 玉说总参部署金 门作战的会议是 8 月 14 日 召 开的 ， 大概记忆
有误。

＠ 福建前线指挥部党委会议记录 ， 1958 年 7 月 ， 福建省档案馆， 101/12/221 ， 第 17-24 页。
⑦ 沈卫乎 2 旷8.23” 炮击金门》， 第 182- 1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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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战役的指挥权力 ， 是临时决定委任给工作中心已转到地方的福建军区政委叶
飞的 ， 甚至开始行动 的具体时间也交 由前线指挥官掌握。 7 月 17 或 18 日 叶飞突
然接到 电话传达 的命令后 ， 立 即组建前线指挥部 ， 并于 19 日 赶到厦门 ， 开始进
行战役准备 ， 于 24 日 完成作战部署。 ① 所有这一切表明 ， 尽管早有设想 ， 但确
定开始金门 战役的决定是毛泽东临时作出的。

对于毛泽东突然作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 就是利用中东危机、 美国无暇
东顾的时机， 发动 －次军事攻势 ， 迫使蒋军退出金马。 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
举动 ， 中 国应该如何应付 ， 自 己 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 ， 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
及认真考虑。 命令下达后 ， 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夭 ， 7 月 27 日 突然决定暂时
停止炮击金 门 的行动 。 从毛泽东信中所说 “等彼方无理进攻 ， 再行反攻” 一句可
以看出 ， 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作何反应有所顾虑 α ② 但从后面发
生的事情看 ， 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 出 了一个办法 ， 让敌人按照 自 己 的设想
做出反应。

恼火 ： 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 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 台海危机期间 ， 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 ， 如对攻

击大陈岛 、 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 ， 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 。 ③ 1958 年炮
击 金 门 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 国 的反应。 很可能就在这时 ，

毛泽东想到 了要向美 国人显示一下 中苏 同盟的力量， 而尤金大使 7 月 21 日 提 出
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 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 毛泽东为苏联人提
出 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 ， 态度粗暴 ， 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
本人如堕五里云雾 ， 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 。 ③ 显然 ， 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
个人脾气秉性的 因素都不足 以解释毛泽东 的行为 ， 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 尽管赫鲁
晓夫 当时是这样猜测 的 。 因此， 完全有理由相信 ， 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 ， 别

① i叶 飞 ： （（毛主／＇［｛；指挥炮击金 门 队 叶飞 ： 《叶飞 回忆录机 北京 ： 解放军出 版社， 2007 年 ， 第 5 12 页 g 京

尚荣＝ 《新中 国诞生后儿次重大战事》 ， 第 255-256 页。

② 《毛文摘》 第七册， 第 326-327 页。

③ 《毛文稿》 第四j册， 第 533、 627 页。

④ 谈话内 容许：见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 1958 年 7 月 21 日 ， 吴冷商J十年论战》 ， 第 1 57- 1 60 页 g

BepcmarHH I>.II. B CTapoM H HOBOM KHτ舱 ， 因3 BOCilOMHHaH目前 只Hil且oMaTa , MocKsa : HHCTH巧T )J;aJJ&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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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意。 笔者详细 阅读了 7 月 21 日 至 8 月 3 日 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
全部谈话记录 ， 并 由 此断定 ， 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 问题上． 向 苏联发难 ，
其主要 目 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 到北京 ， 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

7 月 22 日 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 的。 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
的讲话中 ， 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 国 的一系列错误言行 ， 令听者感到问
题十分严重 。 最后 ， 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 ： “这次没谈通 ， 可 以再谈” ， “我
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 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 把一切问题都
谈清楚 ” 。 “他来 ， 我们还可 以 发表个声 明 ， 吓唬一下帝 国 主义”。 ① 7 月 3 1 日 ，
愤愤不安的赫鲁晓夫果然来到了北京。 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 ， 赫鲁晓夫不厌其烦
地向 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 的建议 ， 并一再保证绝无侵犯 中 国 主权的意图 。 谈话
间 ， 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 ： “我们成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 ， 也许我们 可 以 吓唬
一下帝国主义者。 ” 惊魂未定 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 ， 他马上答道 ： “这是个
好主意。 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 。 我们这方面准备派
库兹涅佐夫、 波诺马廖夫和l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 ” 毛泽东接着说 ： “我们
这方面是王稼祥 同志和胡芥木同志。 我们应该Uf－－ 吓帝 国 主义者 ， 他们会被吓
着 。 ” ② 第二天的谈话就比较轻松了 ， 赫鲁 晓夫谈起埃及总统纳赛尔访苏 ，并说 ： “发
表会谈声明是纳赛尔提出 的 ， 我们 同 意 ， 效果很好 ， 对我们有利 。 ” 毛泽东立即
接过话茬 ， 不无用意地说： “他们 只知道发表了卢明 ， 不知道葫芦里装 的什么药。
第一 ， 要斗争 z 第二 ， 要讲策略。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 。 ” ③ 赫鲁晓夫当然没有
昕 出 毛泽东 的话外之音 ， 但旁观者联想后面发生的事情 ， 应该是清楚的 。

在 8 月 3 日 的最后一次会谈中 ， 毛泽东又提出 了另外一个想法 。 关于苏联代
表团 回 国 的问题， 毛泽东说 ： 我们想组织一个 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 ， 搞上 四五千
群众， 排出仪仗队， 再邀请各 国使节参加 ， 你看如何？ 赫鲁 晓夫有些惊讶地说 ：
昨天 已经谈好 ， 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 回去 。 又说， 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
样商量的。 毛泽东说 ： 我本来提出 f三个方案 ， 公开来 ， 公开去 z 秘密来 ， 公开

CD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 ， 1958年7月 22 日 $ 中 国外交部、 中共巾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 京 z 咛3 央 文 献 出 版社、 世 界 知 识 出 版社， 1994 年 ， 第 329-332 页 ， Bepeman1H E. H. B cTapoM 11 HOBOM 

K1-nae , c. 126-127， 在rj1 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 “发表声明” 的 内容。
② 3y6oK B.M. IleperoBOphI H.C. Xpymesa c Mao �33.eyHOM 3 1 削rn-3 a町巳Ta 1958r. 11-2 OKTH6pli 1959r. // 

HoBaJi 11 noBe盖因all 11CT0pl1JI , 2001 ' I、 1 , c. 1 1 1-126。 1-j't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 内容， 但中方’当宰人的 回
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 （阎明挝、 朱瑞J� ： 《亿 1958 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 ， 《中
共党史资料》 2006 年第 2 期 ， 第 38-55 页。 ）

③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8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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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z 秘密来 ， 秘密去。 f旦公报是每一 ‘个方案都要搞的。 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
开 ， 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 毛泽东则认为 ， 来时应该秘密， 走时就不必了 ，
但可以简单些。 ① 结果 ， 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 同领导人和苏联代办。 不过，
同 时还发表 了会谈公报 ： “双方在极其诚恳、 亲切的气氛 中 ， 就 目 前 同 际形势中
迫切和重大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 同盟、 互助关系 的问题和为争取
和平解决国 际问题、 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 的 问题， 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②

回到莫斯科后 ， 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 ， 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
中央主席 团会议上， 得意洋洋地报告 了 中 国之行的成果 ， 会议一致认为 ， “这是
一次富有成效 的、 良好的访问 ”。 ③ 为 了 表示与 中 国 的 团结一致， 在会谈公报刚
刚签字后 ， 莫斯科时间 10 月 3 13 上午 10 时 ， 苏联电台使中断了预定的节 目 ， 开
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 ， 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 据驻苏使馆报
告 ， 连 日 来苏联各大报对 中苏会谈反应热烈 ， 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 杜论 ， 各单
位纷纷组织读报 、 座谈和群众大会 。 在大规模的宣传中 ， 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
具有历史意义 ， 公报充分显示了 中苏之间 “坚如磐石” 的团结 ， 甚至转引 了越南
报纸的说法 ： 社会主义阵营是 “ 以 中苏为首＼ “ 以 中苏为核心” 的 。 同时 ， 报道
还突 出 了对帝国 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 。 ④

对于毛泽东来讲， 苏联的这些举动正 中下怀。 ③ 其实 ， 毛泽东如此做法 ， 无
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 中 国 日 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 果
然不 出所料 ， 公报发表后 ， 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 ， “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
些行动” 。 ⑥ 蒋介石的高级顾问 陶希圣称 ， 赫鲁晓夫飞往北平 ， 是指示 中共如何
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 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 “报有重大事件” 发生 ， 蒋介石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8 月 3 日 g 吴冷西 ： （（十年论战》 ， 第 172-174 页 3y6oK B.M. 
IleperoaophI H.C. Xp归n:eaa c Mao 贝.33.玛'HOM.I/HomlJI H HOBeHlllaJI HCTOpllil ' 2001 ， 陆 1 , c. 126- 128。

② 《人民 日 报》， 1 958 年 8 月 4 日 第 l 版。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 1958 年 8 月 4 日 ， PrAI训， 中.3 , o口 . 12 ，且1009 ，且.44-45 ，φypceHKO A.A. (rn. 

p巳凡 ） 口pe3日那穹M I(K KllCC 1954-1964, ToM 1 ,  c.326-327 。
④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 ， 1958 年 8 月 4 日 、 5 日 、 6 日 ， 外恼 ， 109-018 12-05 ， 第 54-58 页。
⑤ 苏联报刊的倾向 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 口径完全 －敛。 小 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 ， “应

强调中苏两闰团结一致、 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外交部每周通报》第 141 期 ， 1 958 年 8 月 8 日 ，外挡，
107惆00152”侣 ， 第 27”29 页 。 ）

⑥ 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 1958 年 8 月 5 日 ， PrAH页， 中.5 , orr.49 , .n:. 13 1 , ;I. 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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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断定 ： 会谈中最重要的话题是远东局势 ， 也不排除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 ① 美
国 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 ， 并纷纷猜测 。 ② 杜勒斯认为 ， 会谈公报是中苏
在合伙试探美 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 软弱 。 ③
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 中共对金 门 的军事行动 “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
领导人赫鲁晓夫 7 月 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 。 ③ 中央情报局则断言 ： “我
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 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 中共的炮击
行为 ， 因 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 。 ” ⑤ 蒋介石
答美国记者问时也说， 这次行动 ， 自 然是 “经过赫毛雨酋的共同决定 ， 而为其北
平会议之直接结果” 。 ⑤ 在 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 让对于－感受到 中苏 同盟的存在
和 中苏 团结的力量， 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 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 赫鲁晓夫谛华期间 ， 毛泽东
根本就没有提到 台湾问题。 ⑦ 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 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 ： “在
有些人的印象里 ， 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 其实 ， 赫鲁晓夫在 7 月
鹿 8 月 初到 中 国来的时候 ， 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 问题。 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
了 ， 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 ” ③ 时隔一年 ， 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 自 己 的
决定时又说： 美国人 “ 以为我们在炮打金 门 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其实 ， 那时我们
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 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 ， 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 ， 但是还
没有最后决定 。 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 起这么大的风波， 只是想打一下 ， 没曾想
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 。 ③

炮击金门 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 ， 因 为通过中国 的通报和 自 己 的现

① 瞿韶华主编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 年阳 ， 台北 ： “同史馆” ， 1993 年 ， 第 325-326 、328-330 页g 《王
叔铭将军 H L凹 ， 1958 年 8 月 4 日 ， 转引 自 张力 ： 们王叔铭将军 日 记〉 中 的八二三战役》 ， Memorandum
from Robertson to Dulles , August 8 , 1958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 Vol . 1 9 ,  
China , Washington D.C. : GPO, 1996 , p.45o 

② 苏格 ：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 北京 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98 年 ， 第 294”295 页。
③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August 12 , 1958 , FRUS , 1958-1960 , Vol. 19 , 

China, pp.5。”51 .
④ 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September 3 ,  1958 , FRUS , 1958-1960 , Vol. 1 9 ,  China, pp. 125-1 26. 
⑤ SNIEl00- 12，绍 ， N队340.,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Cri邸， 28 October 1958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吐） , Tracking the Dragon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 1948-1976 , Washington D.C. : GPO, 2004 , pp. 1 85-1 90. 

＠ 国史馆史料处编 ：（（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 ， 台北： 国史馆编印 ， 1979年，第 509δ13页。
⑦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 国是否告知苏联？ 》 ，《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 第 35-40 页。
＠ 吴冷西 z 《 1－年，论战》 ， 第 186 页。
＠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耍 ， 1959 年 9 月 30 日 ，转引 自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 ， 第 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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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当 时苏联并不认为 中共在 台 湾 问题上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1957 年 4 丹
苏联使馆的报告就认为 ， 尽管 “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 但中 国政
府奉行的是 “和平解放台湾 的基本方针” 。 ① 1958 年 2 月 5 日 尤金大使在→份关
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 ， 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 ， 美国正在通过减
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 ， 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 两个月 后尤金
又报告 ， 4 月 5 日 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 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
的访问。 他们注意到 ， 杜勒斯在 台湾只停留 了不到两个小时， 而与蒋介石进行实
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 了 。 由 于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 蒋介石在谈话
时显得紧张不安 。 ② 7 月 25 日 ， 即炮击前不到一个月 ， 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
中 央起草了 一份长达 75 页的关于 中 国情况的报告 ， 其中竟没有一段是专 门讲述
台湾问题的 ， 只是在论述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 ， 对于美国不断制造 “两个 中 国 ”
局面的阴谋， 中 国政府认为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 ③ 此外 ， 苏联人知道中共
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 ， 也不愿过多干预这类事情。 自 7 月 以来 ， 中 国政府多次就
某些自际会议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问题对苏联外交部提出交涉 ， 坚决反对可能导
致 “两个中 国 ” 存在的现象。 ＠ 以至苏共中央不得不 出 面 ， “请中 国派负责台湾
问题的同志与苏联使馆在 8 月 初进行座谈， 介绍有关台湾的情况’＼ ③

面对毛泽东的 “突然袭击” ， 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 时任外交部远东 司 司 长
的贾巫才在危机 中 曾 随同葛罗米柯访华 ， 他 回忆说： “那时 ， 中 罔人是我们 的盟
友 ， 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 ， 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
图 。 美 国 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吃 ， 而 中 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
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 。 ” ⑥ 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 的矛盾 ， 但他
心中 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 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 。 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
中 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 ， 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 尽管毛
泽东进行了辩解 ， 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 z “我们表达了 自 己 的看法 ， 同意不同意 ，

① 苏联驻华使馆 1956 年工作报告 ， 1957 年 4 月 22 日 ， ABTIPφ， φ.5 , on.28 ， 川 的 ， .n;.409' JI. 190-198。
② 转引 自 Michael Share ,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 1943-82” ， 

Cold War History ， 飞Toi. 3 ,  No. 2 , January 2003 , pp. 7忌。
③ 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 1958 年 7 月 26 日 ， :uxc且， 中.5 , orr.49 ， 只. 135， 且. 1 -75。
④ 详见外档 ， 1 13-00319蝇。 l , 107”。0308-01 , 109-00787”18 ， 及克鲁季科夫与龚澎会谈备忘录 ， 1958 年 7

月 1 日 ， Pf'AllM， φ.5 , orr.49 ， 只.13 1 ， 且. 172- 1 86 .
⑤ 陈毅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 1958 年 7 月 9 日 ， 外树 ， 1 09-00825-04， 第 34『35 页 。
⑥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 1974 年 7 月 6 日 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封电报，转引 自 Michael Share ,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 Cold War History , Vol .  3 ,  No. 2 ,  January 2003 ,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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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们的事。 ” 他一再强调 ， 苏联很不了解中 国在国 际问题上 的政策。 ＠ 赫鲁
晓夫这样说， 是因 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 当 中 国 面临危
机时 ， 国 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科
益。

尴尬 ： 莫斯科不得不为 北京提供核保护

炮击行动开始后 ， 苏联的反应很平静。 8 月 24 日 赫鲁晓夫 曾发表了一个公
开讲话， 在谈到 国际形势时 ， 他只讲了 中东问题， 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
事情。 ＠ 显然 ， 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 将有什么后果 ， 也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 。 8 月 26 日 中 国外交部主动通报的情况非常简单 ： “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
共和 国 的领土， 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 ， 这是我们的 内部事务。 美 同对于
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 目 前尚不清楚， 但是我们认为 ， 美国人未必会参与
这一地区的冲突 。 咱 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 当然是在安慰莫斯科。 直到 8 月 3 1 日 ，
《真理报》 才发表 了一篇评论文章 ， 指责美蒋 “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 了军事挑衅
行动
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 ， “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
的话， 那么他不应该忘记， 这是在威胁苏联” 。 ＠ 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
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一这是中 国人 自 己 的事情， 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
么 。 ⑤ 况且 ， 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 ， 几天后美国做出 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 ， 也让中 国人感到不安 。
炮击金门前， 毛泽东思考再三 ， 犹豫不定， 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 的干预，
所以他想方设法避免剌激美 国 。 准备炮击的指示下达后 ， 8 月 20 日 毛泽东又决定 ，
暂时不打马捏 ， 集 中火力炮击金门 。 ® 8 月 21 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彭德怀、 林
彪、王 尚荣和叶飞商议。 昕过汇报后 ， 毛泽东只 问 了一句 ： 炮击会不会打死美国人？

① 参见 Ileper0Bop&1 H.C. XpymilBa c Mao ll;33,lJ,yH0111//HoaM H HOBeiflIIall 阳Oplli! , 200 1 ， 陆 2 ， ι.97-
98。 中苏分裂以后 ， 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 “公开的两面派手法”。 （AreeHKO K刀. BoeHHrur 
noMOIIJ,& CCCP B ocaoElo.f(HTeJJ&Hoii 6opI>6e KIITaHCKoro Hapo.D;a , MocKsa : BonH1t咽缸， 1975 , c . 145. ) 

② 《人民 日 报》， 1958 年 8 月 25 日 第 5 版。
③ 苏达利柯夫与王永旧 的谈话备忘录， 1958 年 8 月 26 日 ， u;xc.n:， 中.5 , on.49 , n. 13 1  ,.D;.8892 , JI. 1 96-198 o 

④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8 月 3 1 日第 4 版。
⑤ 从 8 月 29 日 到 9 月 3 R 《真理报》总共币j登了 1 1 条有关台海局势的消息， 且多是外国报纸的评论。

新华社编z 《内部参考》 1958 年 9 月 6 日 ， 第 16 页。
＠ 张爱萍主编 ＝ 《中同人民解放军》 上卷， 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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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做了 肯定 的 回答 ， 因为美 国顾问配备到蒋军营一级。 毛考虑 了 十几分钟 ， 再
问 ： 能否避免打到美崖人？ 叶答 ： 无法避免。 毛随即宣布散会。 这时林彪给毛写
了一张字条 ， 建议可通过正在与美国人接触的王炳南透露一点消息。 毛未作批示 ，
把字条送给 叶飞看。 叶虽不同意， 但感觉事情重大， 未敢表态。 22 日 继续研究 ，
毛泽东考虑 ， 先打几百发炮弹 ， 出 小到大。 叶飞则倾向 于突然袭击 ， 由 大而小。
毛最后决定 嘿你们 的计划打” ， 并要叶留在北戴河指挥 ， 与彭下榻一处。 23 日
一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 ， 并通过时飞告知前线 ： 不打地面 吕 标 ， 只打水面船只 ，
使用炮弹 3 000 到 6 000 发 g 打地面 时 ， 不打其指挥机构 E 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
的美国人。 上午 10 时 35 分， 彭德怀传达了最新指示 ： “ 1 . 小打， 主要打敌之舰艇 ，
待敌还击时 ， 再大打 ； 2. 暂时还不打， 看几天 ， 待敌大批船只来后再打 13 . 把金门 、
马祖保留下来 ， 二年 内 不考虑 。 ” 午后彭德怀又提出 ， 同意福建前指的意见 ， 还
是大打 ， 按时炮击 ， “估计美军不会参加 ” 。 15 时 ， 毛泽东最后表示 同意彭 的意见。
于是 ， 17 时 30 分开始实施炮击， 重点 目 标是金门 的指挥机构 、 炮兵阵地、 雷达
阵地和停泊在料罗湾 的军舰。 ① “最猛烈的炮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 共打出 2.8
万发炮弹。 ②

炮击’开始后不久 ， 毛泽东看到 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一一－经过反复讨论和
研究 ， 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道路。 ③ 还在炮击前， 美国就不断通
过军事援助加强 了 台湾的防御能力 ： 美国第七舰队两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巡一飞 ，
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进驻台南机场 ， 拨给蒋军 6 架最先进 的 F-100 喷气式飞机， 40
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 并帮助装备一个斗牛士地对地导弹营 。 ④ 战役开始后 ， 8
月 26 8 美方通知蒋介石 ， 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
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 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 ： 第六舰队艾塞
克斯号航空母舰和 4 艘驱逐舰 白 地中海阔赴台 湾 ， 加入第七舰队 ， 另调 中途号航
母和驱逐舰若干 自 珍珠港赴台 ； 即刻交付台湾 2 艘登陆艇 ； 待台湾飞行员经培训

① 叶飞 ：｛（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队罗元生：《百战将罢，王尚荣》，北京2解放车出版社， 1999年，第 267-269 ff( !  
王 尚 荣 z 《新l'f-1 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 ， 第 259-260 页。

② 这是中方正式通知苏联的说法 ，见苏达利桐夫与王永囚 的谈话’备忘录， 1958 年 8 月 26 日 ，即｛CJJ:，中，5 ,
on.49 ， 日. 1 3 1 ， 且.8892 ， 且. 196-1 98。

③ 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 3《美国对华战略 ： 考虑与决策 （ 1949-1972 ）》 ． 上海 2 上
海外国语大学出 版社 ， 2003 年 ， 第 207-213 页 。 罗伯特 · 间奇奈和lj : （（＂和平的 困扰” ：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
1 958 年中 国近海岛屿危机》， 第 125-128 页。

④ 唐淑芬主编 ： 《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 12-13、 17页。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已于 1957 年 5 月 进驻台湾，
并在一年后进行了一次试射。 该导弹射程 550 英里 ， 时速 650 英里 ， 可以从台湾发射到大陆 200 英里以 内
的地方。 （瞿韶华主编 ： ｛｛“ 中华民国” 史事纪要》， 第 888”88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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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独飞行后 ， 陆续移交 F-100 F飞机 E 在 60 日 至 90 日 内 ， 增强驻外岛地面部队
的武器装备 $ 调胜利女神地对空导弹一个中 队驻台 ， 视蒋军训练情况交付 ； 数 日
内再提供 3 艘登陆舰及其他舰艇若干。 史慕德当晚即前往金门视察。 蒋方要求美
军直接协防金门 ， 美方称 ： 美国援台 ， 蒋即可增兵金门 。 ① 9 月 2 吕 美方又通知 ，
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涅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 空军则接防台湾 ， 蒋军空军可增援金
马 。 ② 9 月 3 日 ， 美 国会授权总统拨借 8 时榴弹炮 12 门给蒋 ， 即 日 由琉球启运 。 ③
美国援助的这些新式武器和装备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不过 ， 更让莫斯科和
北京紧张的是白宫的政策性声 明 。

炮击 的第二天 ， 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 ， “表明美国 对外岛局势的
坚定立场” 。 8 月 27 日 蒋又致电艾森豪威尔 ， 要求美 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 ， 帮助
协防金门 、 马祖 z 第七舰队承担海峡安全责任 ， 帮助护航 z 授权美国驻台协防司
令便宜行事。 ③ 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公开表态看 ， 直到 8 月 底 ， 美 国 只是对局
势表示关切 ， 谴责 中 国 的 “侵略性” 行为 ， 声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义务 ， 而没有
表明是否帮助蒋军防守金马。 ⑤ 实际上 ， 此时美国 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 。 8 月 29 日 ，
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 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 。 会议
确定分芝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 ： 1 . 只要 中共不企图攻 占任何主要岛
屿 ， 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 ； 2 . 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 ， 美国军队很可
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 ， 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 ； 3. 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
湖列 岛 ， 美 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 ， 并由 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 参联会
一致认为 ， 不 向 国 民党人通报该计划 。 ⑥ 9 月 2 日 ， 美国军方甚至向 国务卿说明
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 ， 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 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 ⑦

尽管华盛顿内部讨论的情况并未泄露 ， 但美国人的强硬态度是越来越明显了 。
8 月 29 日 ， 陆车部长布鲁克在汉城充f记者说， 如果中 国人 “低估或误解了” 总统

① 蒋介石与庄莱德晤谈之节要记录 ， 1 958 年 8 月 26 a ，外交部档案馆 ，407.1/0186”。 188 ，第 145叫149 页。
参见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8 月 31 日第 七 3 版。

＠ 黄少谷与庄莱德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2 日 ， 外交部档案馆 ， 4262/0007”0008 ， 第 148”1 5 1 页 。
③ 唐淑芬主编 ：《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 26 页。王叔铭在 1958 年9月 19 日 的 日 记中写到 ：人时大炮“之

威力极大 ， 11r穿透 3 叹厚之水泥工事， 对匪炮各阵地甚有威力 ” 。 9 月 19 日 运达金门 。 转引 自 张）J ： 《〈王
叔铭将军 日 记＞ 1f1 的八二三战役》。

④ 蒋介石与庄莱德隔谈之节要记录 ， 1958 年 8 月 24 日 ， 外交部档案馆 ， 407. 1 /0 1 86 ， 第 129-1 35 页 ，
蒋介石致艾森豪威尔屯 ， 1958 年 8 月 27 日 ， 外交部档案馆， 426.2/0007 ， 第 1 06-1 1 5 页。

⑤ 见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8 月 3 1 日 第 1 版 。
@ Memor明白m of Meeting , August 25、 29 曼 1958 ， 布legram from the JCS to Commander in Chief, 

Pa幽c (Felt) , August 29 , 1958 , FRUS , 1958”19俑 ， Vol. 19 , China , pp.73-75 、 96”99、 100-102.
⑦ Memorandum of Conversi饵， September 2 ,  1 958 , FRUS , 1958-1 960 , Vol . 19 , China , pp. 1 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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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杜勒斯的声明 ， “将要因此而后悔” 。 9 月 1 日 又在结束访台时发表讲话 ： “如果
共产党进攻金门 、 马祖而以为这仅将导致一场有限战争的话， 那他们实在是在冒

： 极大的危险 。 ” ① 其实 ， 毛泽东应该已经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一一一只
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 ， 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 ， 又会导致战争升级 ， 引来美国
人。 ② 8 月 3 1 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 ， 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 问题作
肯定或杏定的表示 。 ③ 福建前线指挥部 因未见到新指示 ， 在一篇广播稿中仍然对
蒋军施加压力 ， 说 “对金门 的接陆进攻已经迫在眉 睫” 。 毛泽东见后 ， 立即提出
批评， 并于 9 月 3 日 责成中央军委起草 了 《对台湾和沿海蒋 占 岛屿军事斗争的指
示》， 再次指 出炮击金门 “是一种持久的斗争’＼ 并规定 ： 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 ：
炮击也要有节奏 ， 打打看看 z 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E 不准主动攻击美军。 ④
同一天 ， 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 。 9 丹 4 日 晨 ， 电台广播了 中 国政府声明 ， 宣
布 12 t里领海线 。 ⑤ 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 毛泽东提出 ， 美舰入侵我领海 ，
我有权 自 卫 ， 但不一定马上打炮 ， 可以先发出警告 ， 相机行事。 同时准备与美 国
恢复谈判 ， 还要开展宣传攻势 ， 但不要说过头话。 ＠ 显然 ， 毛泽东变得谨慎了 ，
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 宣布扩大领海权 ， 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
航。 但是在 白宫看来， 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 已经作出 的决定 。 于是 ， 9 月 4 日
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 ， 宣布美国 “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 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
日 ：益有关” ， 并且 已经做好军事部署 ， 以便一且总统作 出决定时立 即 “采取既及
时又有效的行动” 。 ⑦ 台湾报纸也跟着鼓牒 ： 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
突采取从护航直至 “投掷原子弹” 等 “ 五种行动” 。 ③ 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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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 了 。 9 月 5 日 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 ， 说他准备
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 ， 通报苏联对台 海局势的看法。 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

①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8 月 3 1 日 第 1 版 ， 9 月 3 日 第 4 版 g 援部华主编 ： 《中华民 国史事纪要（ 1958 年 ） 》 ，
第 6 18-619 页。

② 炮击三天后 ， 中 央情报局做出评估 ：金门 防守阵地精 良 ， 库存补给充足 ， 守军训练状态很好， 作战
意志坚强 ， 宫兵士气高昂。 （SNIEI00-9－饵 ， No. 342 ,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饵， 26
August 1 958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 ed.) , Tracking 也E Dragon, pp. 163”1 78. ) 

③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和机构屯 ， 1958 年 9 月 2 日 ， 外挡 ， 1 1 0-0042 1 -01 ， 第 1-2 页。
④ 《毛文搞》 第七册 ， 第 377 页 ； 逢先知 、 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 ， 第 859”860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周恩来年谱 （ 1949一1976 ）》 中卷， 北京 2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 第

165-166 页。
⑥ 吴冷西 ： 《忆毛主席》， 第 78民79 页。
⑦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7 日 第 3 版。
⑤ 《中央 日 报》， 1958 年 9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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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辞强硬 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熬 的信 ， 希望就此与 中 国 同志交换意见。 ① 9 月
6 日 葛罗米柯到达北京 ， 并分别会见 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关于这两次谈话 ， 目 前
尚未发现档案文献， 但有双方当事人的 回忆录。 对于谈话的主要 内容一一中方表
示既不要 占领金门 ， 也不会解放台湾 ： 苏方表示完全赞 同 中 国 的立场和策略z 双
方交换了周恩来 9 月 6 日 声明 和赫鲁晓夫 9 月 7 日 信件的文本， 并赞同对方的做
法等等一一回忆录的描述都是一致的 ， 差别仅在于毛泽东是否要求苏联给以核保
护。 ② 葛罗米柯回忆的毛的说法大意是 ： 美 国 可能 冒 险 ， 中 国 已有考虑。 如果美
国进攻中 国 ， 甚至使用核武器， 中 国 的策略是诱敌深入， 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 ，
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打击。 ③ 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 ： 毛
泽东表示 ， 中 国不怕核说诈， 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 ， 中 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
争。 ④ 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 他的 回忆 比较详细 ： 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
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 ， 葛罗米柯说， 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 ，
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 。 这时毛泽东 回答说 ： “原子弹有什么可怕 ？ 我们
现在没有， 将来会有 ： 我们没有 ， 你们还有嘛。 ” 又说 ： 我们 的方针是 自 己 承担
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 ， 不要你们参加 。 我们不 同 于 国 民党 ， 不会拖苏联下水。 至
于同美国作战 ， 那是将来的事情 ， 不是当前的问题。 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海 ， 这点
请转告赫鲁晓夫 。 ③ 笔者判断 ， 中方的同忆 比较全面和准确 ， 而葛罗米柯显然是
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 ， 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 的意愿。 ⑤ 从危
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 ， 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 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
→旦美国参与进来 ， 中 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 但在表面上 ， 中 国一定不能示

① 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5 日 ， 外梢 ， 109-00833-04 ， 第 94-103 页。 另参见与
周 恩米总理的谈话记录， 1958 年 9 月 5 日 ， TsKhSD ， 白 ， op.49 , d. 133 , pp. I也 转 引 自 V. Zubok and 
C. Pleshakov ,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 Cambridge and Landon : liarvaτ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224”2250 

② 在研究者引发的争论如� Mark Kramer，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Appraisal of Sin。”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 CW1HP Bulletin, Issues 6-7 , Winter 1 995/1996, pp.174-175 ； 魏史言 ： 《葛罗米柯
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 ： 《新中 国外交风云》 ， 北京 ： 世
界知识出 版社， 1990 年 ， 第 1 37-138 页。

＠ 安 · 葛罗米柯：《永忘不忘一－葛罗米柯回忆录）） ，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第 168-170页。
④ Kannu;a M.C. Ha pa:nr1>JX napllJIJielll!X , 3aIIB巳阳 )zy!IllIOMaT毡 ， MocKBa : Knma H 6日顶时， 1996 , c.61耐．
⑤ 阎明复 ： 《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 5 期 ，第 16-18 页。另参见吴冷阿 z

《十年论战》 ， 第 178- 1 8 1 页。
⑤ 也有可能葛罗米柯1E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记混了 ， 详见 F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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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 ① 这当然就需要显示 中苏同盟的力量， 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 不过 ， 毛泽东
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 这种威慑即使不能制止美国参与 ， 至少可 以 防止事
态扩大。 因此， 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人， 还是必要的 ， 对于赫鲁晓夫信 函 的 内
容 ， 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

9 月 7 日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研究一下赫鲁晓夫的信件 ， 并写出 书面意见交葛
罗米柯带回 。 毛认为， 应肯定的正确部分 占 90%， 可商量的地方只有几段 ， 并建
议信中应对中美双方的声明有所评论。 葛罗米柯于当天囡 匾 ， 苏共中央主席团立
即讨论了 中方的意见， 认为都是 “正确 的和认真的” 。 经过修改， 赫鲁晓夫的信
件于 7 日 晚交给美 国 ， 同 时在电台播出 。 ＠ 根据俄国 的档案， 9 月 7 自 周 恩来与
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 周恩来用直截 了 当 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 ： 在
猛烈炮轰金门 时 ， 中共中 央 已 经考虑到美 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
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 。 这时苏联不必参战 ， 只需对美 国发出严重
警告。 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 冒 险扩大战争的时候， 苏联才
应该使用核武器给 以报复性打击。 ＠ 此外 ， 苏共中 央在 9 月 27 日 致 中共中央的
信函 中也复述了周恩来的这段话。 信中说， 葛罗米柯转达了周恩来 9 月 7 日 的谈
话内容， 苏共中 央感谢中共中 央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 “高尚气节” ， 但是在 中 国
遭受敌人进攻时‘ ， 苏联不会袖手旁观。 “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 ， 而且能够毁
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 的武器” ， 如果在中 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 ， 那
将是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 。 “我们可以说， 对中 国 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
攻击” 。 毛泽东后来 （ 1 0 月 1 5 日 ） 在 给赫鲁晓夫 的亲笔 回信中说， 中 国领导人
被 “你对马列 主义和 国 际主义原则 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 ” ， 并对此表示 “衷

① 虽然在内部己经确定放弃攻击金门的目标，但在9月 6 日 中共中央下发的宣传提纲中 ，仍然保留了这
样的 Il 号 2 “一定要解放金 门 、 马视” ， “一定要解放台湾” 。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挑衅的宣传提纲 ， 1958
年 9 月 6 日 ， 福建档案馆 ， 1 0115/ 1079 ， 第 68-69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中卷， 第 167 页g刘晓与库兹涅佐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8 日 ， 外档 ， 109-01211-04,
第 30-3 1 页。

③ 苏联驻华大使 1959 年的报告 ， TsKhSD ， 衍 ， Op.49 , d. 134,  p.84 I 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10 日 ， TsKhSD， 日 ， op.49 , d.133 , p. 1 3 ， 转引 自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口’E Cold 
War, p.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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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谢” 。 ① 应该说 ， 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 并非虚情假意。 ②
9 月 7 日 ， 《人民 日 报却 发表 了周恩来的声明 ， 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

判。 ③ 同一天 ， 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 他 “呼吁美国政
府采取明智态度 ， 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 回 的后果的步骤”。 在评价美 国 的声
明 时 ， 赫鲁晓夫指 出 ： “在 目 前美 国 早 已 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 的 情况下 ， 它想
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 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 在对周恩来的声 明表示赞同
后 ， 赫鲁晓夫要求美 国 “立即停止干涉 中 国 内政” ， 并郑重声明 ： 侵犯 中 国也就
是侵犯苏联 ， 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 同 的安全。 ＠ 应该说 ， 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
国 的决策 ， 不是没有作用的。 ⑤ 大敌当前， 一致对外 ， 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
中 国擅 自 采取军事行动 的不满。 然而， 随着危机的继续 ， 中苏之间 的分歧开始
扩大。

分歧 ： 中 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周恩来 的声明 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 。 由 于美国军舰按原
计划进行护航 ， 9 月 8 自 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 ， 蒋舰被击沉、 击伤各一
艘 ， 美般不战而退 。 ⑥ 同一天 ， 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 。 ⑦

① USSR-PRC Relations ( 1 949-1983 ) ,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art I ( 1949-1963 ) ,  Moscow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1985 (Internal use only) , pp.23 1-233 ， 转 引 自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S Nuclear 
Promise to Beijing during the Crisis” ， CWIHP Bulletin , Issues 6-7 , Winter 1995/1996 , pp.2 19 、 226-227 ' 

AVPRF ， 王0100 , op.51 , pap.432 ,  d. 6 ,  p. 1 21 ， 转 引 自 Sergei Goncharenko ,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 Odd Ame Westad (ed. ) , Bro也.ers in Arms ： 咀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 1945”1963 ) ' 
Stan岛叫 ： Stanford Univeraity Pr创s , 1998 , p. 151 0 对于这里 的一个存疑问题一一苏共中央 的信为何会在
20 天后才寄出 ， 大概需要到档案馆查阅原件才能解决。

② 1957 年 5 月 ， 中 国就美国 向 台湾运送导弹一事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赫鲁晓夫即表示苏联也口J以发表声
明支持中 国 ， 但被中方婉言谢绝。 （ 姬鹏飞接见;Jt.金谈话记耍 ， 1957 年 5 月 14 日 ， 夕｜、挡 ， l09-00786-12 ' 
第 80-8 1 页s 周恩来接见尤金谈话记耍， 外档 ， 109”。0786” 1 3 ， 第 95”97 页。 ）

③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7 日 第 l 版。
＠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1 0 日 第 3 版。
⑤ 早在危机前一个月 ， 美国情报机构就对爆发核战争的前景做出 了评估 。 他们认为 ， 如果美国对中 国

大陆实施核打击 ， 苏联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最大 ， 即使美国的核攻击限定在金门和马祖地区， 也
不能排除苏联以 同样方式进行反击的可能性。 （SNIE J OO”7”绍 ， 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c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 in the Far East , July 刀， 1958, RG263 , CIA NIE, Box 3 , Folder 
106 , The National Arch es. ． ） 

＠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169 页 s 叶飞 ：《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唐淑芬主编 z《八二二三战役义献专辑》 ，
第 27-28 页。

⑦ 瞿韶华主编 2《“中华民国” 史事纪要》 ， 第 722-723 页。 参见 《人民 日 报》 ， 1 958年 9 月 7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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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澄海空 战 中 ， 蒋军以损失 1 架战机的代价击落米格飞机 5 架 ， 击伤 2 架。 ① 9
月 1 1 日 ， 因蒋军炮击厦门 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 ， 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
击金门 ， 发炮 2.5 万余发。 ② 同 甲天 ， 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 宣布美国无法
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 ， 表示美国在 “武装侵略” 面前决不后退。 ③ 军事冲突、导示
出加剧的趋势。

与此同时， 中 国领导人也试图打通另外的渠道。 9 月 8 日 和 10 日 ， 周 恩来
两次接见新加坡 《南洋商报》 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 ， 请他转告台方 ， 最好主动
从金马撤军 ， 国共可 以再次谈判 。 还答应只要不让美军护航 ， 可 以在一定期限内
准许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 ® 9 月 10 日 ， 周恩来还批准了 中方为 中美大使级会谈
起草 的协议声明 （ 草案 ） ， 其重要内容是 ： 中 国政府必须收复金门 、 马祖等沿海
岛屿， 如果蒋军主动撤走 ， 则不予追击。 此后一定时期 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
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⑤ 9 月 1 3 日 ， 为了缓和局面 ， 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 “打零炮” ，
“使敌昼夜惊慌 ， 不得安宁” 。 ③

9 月 1 5 日 ，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 毛泽东在中方代表王炳南临行前当面指
示他 ， 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 不耍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 ， 不要伤害美
国 民族的感情。 ⑦ ｛E!.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争吵 ， 王炳南为表示诚意， 在休息后宣读
了 中方的协议草案 。 美方拒不接受 ， 并于 1 8 日 提出 自 －己 的方案 ： 先停火 ， 再讨论。
中方提出指责后 ， 美方表示 ， 只要事实上停火 即可 ， 中方亦不能接受 。 ③ 谈判陷
入僵局 。 针对美 国 的停火方案 ， 周恩来正式提出 了要求美 国先行从台湾海峡撤军
的主张。 9 月 18 日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 ， 向他详细解释了 中 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
周在说明 了 中方的建议后指出 ， 中方停止开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
撤走 。 如果美 国接受这一条件 ， 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September 8 ,  1958 , 
FRUS , 1958-1 960 , Vol.19 ,  China , pp.1 54-1 55. 台湾方面夸大了 战果， 说是;t－落 7 架 。 见秦孝仪总编篡 ：《总
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八 ， 台北 ： 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 1978 年 ， 第 67 页 A王叔铭将军 日 记》 ， 1958
年 9 月 8 日 ， 转引 自 张力 ： 《 〈王叔铭将军 日 记〉 巾的八二三战役》。

② 王焰主编 ： 《彭德怀年i削， 第 701 页。
③ 《人民 H 报》 ， 1 95 8 年 9 月 15 日 第 3 版。
＠ 《周恩来年谱》 中卷 ， 第 1 68 页。
⑤ 中美协议声明 （京案 ） ' 1 958 年 9 月 1 0 日 ， 外档 ， l 11-00146-0 I ， 第 13”18 页。 当天， 中方将草案交

与苏联使馆。 （ 安东诺犬与张闯天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1 1 日 ， 只XC）］；， 中.5 , on.49 ， 且.13 1 ， 几244。 ）
＠ 《毛文稿》 第七j腑 ， 第 4 16 页。
⑦ 王炳南 ： 《111美会谈九年回顾》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 ， 第 72”73 页。
（岳 王t西南致外交部电 ， 1958 年 9 月 1 5 日 、 18 日 ， 外档 ， 1 1 1 -00146-02 ， 第 22-25 页 ， l l l -00146－侣 ， 第

3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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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问题的谈判。 鉴于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与 中 国存在分歧 ， 周恩来表示 ， 希
望中立国敦促美国对蒋军撤出金门做出保证， 以此作为对其停火方案的支持α 周
还说 ， 为了强化关于美军撤离台湾地 区的要求 嚷 中 国打算，加强针对金马的炮击力
度 ， 如果蒋军胆敢轰炸 中 国 内 地 ， 将给予全力反击。 可以预计 ， 到那时蒋介石会
要求美军直接参战 ， 而美 国将处于更加被动 的地位。 总之， “我们不想造成这样
一种印象 ， 即 中 国急于 （ 与美 国 ） 达成协议” 。 ①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方案非常赞赏 ，
认为这个新方针、 新策略是 “ 主动的、 攻势的和有理的” 。 ② 然而 ， 莫斯科的想
法却不－样。

9 月 6 日 以后 ， 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 了 明显增加 ， 大量发表苏联
及其他社会主义 国 家公众对中 国支持的言论。 ③ 9 月 1 8 日 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
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 （ 只改动了
两处用词 ） ， 认为它是→份 “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 三天后， 《人民 日 报》
发表了信件的全文 。 ④ 对于苏联 的做法 ， 就连美 国 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 ， “不
论这些声明 中 宣传的成分有多少” ， “ 吕 前 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
硬 的支持中 国共产党的表态 ” 。 “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 的和
解 ，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 。 ③ 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 。
实际上 ， 中 国 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 ， 而苏联政府
在表示对中 国支持的同 时 ， 还另有一番考虑 。 中苏同仇敌代的外表 ， 掩盖了他们
内在的分歧。

9 月 16 日 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 国 大使刘 晓 ， 除对 台海紧张局势表示
不安外 ， 还提出一个建议 ： 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 ， 苏联打算 向这
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 帮助 中 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 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
后于 23 日 致函 毛泽东 ， 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 ， 只是因 －16 轰炸机何时进驻
及指挥权问题， 还需双方另行商定。 毛泽东在复 电中提出 ， 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

①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 1958 年 9 月 1 8 日 ， PfAI悦， 中，5 , on.49 , .n. 13 1 ， 且.236-241 。 参见周
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妃耍 ， 1958 年 9 月 1 8 日 ， 外档 ， 109-00833-01 ， 第 4-6 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 ， 第 353 页。
③ 《内部参考》 1958 年 9 月 12 日 ， 第 4-6 !5-:i ; 1958 年 9 月 16 日 ， 第 28 页。
④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员谈话纪耍 ， 1958 年 9 月 1 8 日 ， 外挡 ， l09-00833-01 ， 第 ι20 页 s 安东诺夫与

张阔天会谈备忘录 ， 1959 年 9 月 19 日 ， 写XC)J;， 中.5 , orr.49 ， 只. 13 1 ， 且.242-243。 信件全文见 《人民 日 报》，
1958 年 9 月 2 1 日 第 2 版a

®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799, Peiping’ 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且 ， September 1 8 ,  
1958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 MF25 10409”0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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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妥 ， 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 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 几天以后 ， 毛泽
东给赫鲁晓夫回信， 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 ① 10 月 4 日 赫鲁晓夫又来信 ， 提出
向 中 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 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 “地空导弹应卖给我， 由我使用 ，
他们派少数人来教。 ” ② 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 9 月 25 臼 苏联军方报
纸报道说 ： 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 。 ③ 但
在 中 国人看来 ， 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 事隔两个月 ，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
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 ， 我们没有同意， 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 由
他们 自 己指挥。 看来 ， 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 ， 控制福建 ， 就像美军驻扎在
台湾一样 ， 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 。 ＠ 刘晓在回忆 中说得比较客气 ， 认
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 ， 以改变远东地区 的
军事力量对比。 ③

元论如何， 中 国 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 他后来抱怨说t 战役开始前 ，
中 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 中掩护 ， 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 ， 他们反应却
非常激烈 ， 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 ， 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 其实
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 ， 没有别的 目 的 。 ⑥ 炮击金门前十几天 ， 周恩来确
实致函赫鲁晓夫 ， 说台湾 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 F”100 型超音速战斗机 ， 因此急需
苏联提供米格 1 9-C 型歼击机 30 架、 C-5 型导弹 32 000 发等武器装备 ， 并要求一
个月 内运到 中 国 。 ⑦ 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 的 。 中 国拒绝了苏联空
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 ， 米格 19 飞机和导弹子 10 月 份运抵中 国 。 ③ 不久 ， 苏联
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 图 －16 轰炸机的要求 ， 同意向 中 国发放制作许可
证。 ⑨ 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 中 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 ， 但从他两次主动要求派苏
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 ， 莫斯科未必没有 自 己 的考虑。

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 ， 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

① 刘晓z《 出使苏联八年》， 北京 z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1986 年， 第 62-65 页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 19 18-1975）》 下卷，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467-468 页。

② 《毛文稿》 第七册 ， 第 449 页 。
③ 《红是报》， 1958 年 9 月 25 日 ， 转引 自 AreeHKO K丑， Boentta盟 IJOMOLUb CCCP , e. 145 " 
④ 吴冷西 ： 《十年论战》， 第 186-1 87 页。
⑤ 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 第 7 1 页。
@ MeM)'aphI HMK盯＇hI Cepreesi;1<1a Xpyn1esa// BonpocPT HCTop剧 ， 1 993 , ·!'kl 2 ,  c.80-81 曾
⑦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函 ， 1958 年 8 月 1 1 日 ， 外挡 ， 109”00838-03 ， 第 6”7 页。
＠ 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 ， 19558 年 10 月 29 日 ， 外挡 ， 109-00829-16， 第 89-96 页。
⑨ 《周恩来年谱附：卷，第 186页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 ， 1958年10月 30 日 ，町肚册 ，φ.3 ,on.12，此1010,

且.3-4 ， φypceHKO A.A. ( rn. pe.a..) IIpe3HJl町M l.Q( KIICC 1954-1964 , ToM ! ,  c.337、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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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很大分歧。 中 国 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苏联却反复
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 在 9 月 7 日 给美国总统的信中 ， 赫鲁晓
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以前提到恢复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 ， 却暗示可以
召开多 国会议， 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 葛罗米柯 9 月 1 8 日 在联大的发言 ，
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巳开始的中美会谈。 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 ，
只是在谈到 “没有积极成果” 时 ， 才提到这次会谈。 ① 9 月 17 日 《人民 日 报》 以
“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 为题的报道 ， 提到 了华吵、 开罗 、 雅加达、 仰光。 在
这串名单中 ， 令人注意地没有莫斯科。 ② 中 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 国 内
政 ， 不希望在 国际范围进行讨论。 9 月 1 8 日 ， 外交部转发了 中联部的一个通知 ，
其中特别提到 ， 关于台湾问题， “防止向联合国呼吁 ， 如有人提出 ， 中 国绝不接受 E
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 内政” 。 ③ 外交部长陈毅 9 月 20 日 发表声明 ， 借批评美 国
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 ： “ 中 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 ，
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 国之间 的争端提交联合国。 而人们知道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 的 ，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 中美谈
判究竟有多少诚意 。 ” ④ 尽管如此 ， 赫鲁晓夫为 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 ，
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9 月 27 日 苏共中 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 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
施 ， 即争取 10 月 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 、 苏、 美在内 的十 国首脑会议 ， 讨论台
湾问题， 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 中 国 ， 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 ， 以取得他们的
支持。 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 ， 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 的理
解和支持。 ⑤ 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 周答应尽快给
予答复 ， 并长时间 阐述了 中 国 的立场 ， 核心意思就是 ： 中 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
题 ， 4�二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 ⑤ 9 月 28 日 ， 副外长张闻天便起
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 ， 说晓 中 国不怕事情拖下去 ， 认为 “苏联除公开表爪支持

①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10 日 第 3 版、 9 月 20 日 第 I 版、 9 月 21 日 第 2 版。
② 《入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17 日 第 3 版。
③ 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领馆、 代办处屯 ， 1958 年 9 月 18 日 3 外挡 ， 1 1。”。0421-0 1 ， 第 3”4 页。
④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21 日 第 1 版。
⑤ 苏共中央 主席团会议记录及附件， 1958年9月 27 日 ， pr:址缸 ，φ.3 ,on.12 ，几1009,JI.49 ，φypcem<0 A.A. (m. 

pe,q. ) I1pe3HLIHYM UK KITCC 1954- 1964 , ToM 1 , c.334、 1044-1045 ; PIλ日日 ， φ.3 , orr. 1 4 ， 只.245 ， 且.5-7 ‘
Ilpe3H.UeyM. UK K口CC. 1954-1964 , ToM 2 , IlocTaJIOBJieH11J1 1954-1958, MocKea :POCCI13日， 2006 , c.89 1 -893。

⑤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 ， 1958 年 9 月 27 日 ， PrAI阻， φ.5 , on.49 ， 且13 1 , JI.255”263。 周恩来
在安东诺夫递交的备忘录上批示 ： “主席明 日 返京 ， 待到后再议。 ” 见外档 ， 109-00833-02 ， 第 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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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以外 ， 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 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 面斡旋的要
求 ， 也应该表示不急 ” 。 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 ， 现在提出 还为时过早 ， 其 内
容也还值得研究 。 ① 未等中 国政府做出答复， 9 月 30 日 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 晓
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 ， 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 国首脑会议。 周恩来当时就
转达 了 中 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 ， 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 。 ② 10 月 5 日 ， 周恩来正
式 向 安东诺夫详U讲述了 中 国政府 的立场和态度 ， 即决定暂不收复金 门 ， 准备
发表一－个 《告台湾同胞书》， 从 10 月 6 日 起， 停止炮击 7 天 ， 此外还建议同蒋介
石直接进行谈判 ， 和平解决相互之间 的 问题。 至于莫斯科的 建议， 周恩来明确
说， 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 召开十国会议， 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
军。 安东诺夫提醒说， 赫鲁 晓夫信件 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 特别是原子
战争。 周恩来则指 出 ， 现在战争的危险 已经减少了 。 ③ 苏联不得不收 回 了 自 己 的
建议。

周恩来 的估计是有根据的 ， 因 为毛泽东这时 巳 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 。
10 月 6 日 彭德怀 《告台湾 同胞书》 发表后 ， 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 了 。 但此
时 巾 苏之间 又 出 现 了新 的分歧， 这就是人所共知 的响尾蛇导弹事件。 在 9 月 24
罚 温州地区的空战中 ， 国 民党空军发射了 5 枚美同 刚提供的 “响尾蛇” 导弹 ， 其
中一枚坠地而来爆炸 。 中 国政府发动了 大规模拉议活动 ， 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
为美国 的罪证在北京展出 。 ③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
方的极大兴趣 ， 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 。 但苏方几次索耍 ， 中方开
始不予理睬 ， 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 不能提供。 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
常气愤 ， 于是决定拒绝 向 中 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 型 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 ，
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 。 几个月 后 ， 当中 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

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 “响尾蛇” 导弹时 ， 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
性部件一一一 自 动导 向 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 。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 这件事伤害了

① 对苏联备忘录的答复意见 （送审稿） ， 1 958 年 9 月 28 日 ， 外挡 ， 109-00833-02 ， 第 56-57 页。
②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 ， 1958 年 9 月 30 日 ， 外挡 ， 109”00833-02 ， 第 58-71 页。 档案米记载

周的谈话内容。
③ 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谈话记录 ， 1958年 10月 5 日 ，外销， 109-00833-02 ，第72-81 页。参见BφeIQarnH E.H. 

B cTapoM H HOBOM KHTae , c. 143 ， 逢先知、 金冲及主编 ： 《毛浮东传》 ， 第 877栩878 页。
（主〉 参见 《人民 日 报》， 1 958 年 9 月 30 日 第 l 版 ， 10 月 3 日 ；第 2 版 ， 1 0 月 15 日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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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的感情。 ①
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 ， 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

面已经出现分歧 ， 并主要表现为两点 ： 第一 ， 在确定基本方针时 ， 苏联主张缓和 ，
而中 国强调紧张 ： 第二 ， 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 ， 苏联主张行功→致 ， 而 中 国
强调 “ 以我为主

从苏共二才．大到莫斯科会议 ， 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 。
在危机爆发前 3 个月 ， 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 国家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制定了缓
解国 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 ， 决定单方面裁军 ， 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② 而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 了 “东风压倒西方” 的论断， 并认为战争并不可
怕 ， 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 。 ③ 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 国炮击金门 的行动将 “导致
恶化国 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 。 ＠ 中 国
驻苏使馆则批评苏联在 中 东危机中 的做法 “谨慎有余， 政治勇 气不足” ， “害怕
引 起战争 ， 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 ” 。 ③ 在危机高潮 时 ， 赫鲁晓夫在指责美 国 时
提出 ： 在我们 的时代 ， “实力地位” 和 “ 战争边缘” 政策是不可能得逞 的 。 ＠ 毛
泽东却大讲中 罔也可 以搞 “战争边缘政策” ， 因为 “ 国 际紧张” 实际仨对美 国不
利 ， 紧张局势 “ 可 以 动员 全世界人 民 ” 与美国进行斗争 ， 从而破除对美国 的迷
信和恐惧。 ⑦ 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 ， 但心里都清楚 ， 中
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 沟通方面 已 经 出 现 了 障碍。 当 然 ， 赫鲁 晓夫 的缓和并不是
一味退让， 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 出 了柏林危机。 ③ 而毛泽东

① McMyapbI Hm<HTbl CeprceBH'la Xp泸rr.ena// Bonpoc1>1 HCTOpHH , 1993 , No 2 , c.81”83 , Xpyrrr.es H.C. 
BocnoMJ1IHaH1ur: H36patrnble 中＇ParMeuTI>r , MoCKBa : Barp町c , 1 997 , c.334-335 ；谢 · 赫鲁晓夫 ： 《导弹与危机》 ，
郭家 申 等译 ， 北京 ： 中央编评出版社 2000 年 ， 第 266-268 页 s 赫鲁晓夫 ： 《最后的遗言》， 第 413-41 5 页。

＠ 达维德给捷共巾央政治局的报告 1958 年 6 月 7 日 ， MaphHHa B.B. I13 RCT叩阳 “XOJIO,lJ;HO益 BOMHbl1’ ，
19当4-1964 rr. ， 只0吗咄咄咄川e阪巳阳仪 apXHBOB// IIoBaSI: H Hoaei!ruM HCTOpIDI , 2003 , No l ,  c. 145-147。 条约
草案见 《人民 日 报》， 1958 年 5 月 27 日 第 5 版。

③ 《毛文稿》 第六册 ， 第 630-638 页。
④ TsKhSD ， 日 ， op.49 , d.34 , p.84,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 .223 . 
⑤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 ， 1958 年 7 月 23 日 ， 外挡， 107-00297”。2 ， 第 21”22 页 。
＠ 《人民 日 报》 ， 1958 年 9 月 21 日 第 2 版。
⑦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 999 年 ， 第 四”2 1 页 4人民 日 报队

1958 年 9 月 9 日 第 1 版。
＠ 关于柏林墙危机的起因 ，参见Hope H缸由on， “illbricht and the Co,llcrete ’Rose'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也e Berlin Crisis , 1 958”1 96 1 ” ， CWIHP Working Paper, 

No 5 , 1 993 ,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 1 958- 1962” ， CWIHP Working Paper, 
No 6 ,  1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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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战争边缘” 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 ， 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 了 。 ①

不过 ， 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 了 各 自 巳经确定 的基本方针。 ② 后来的事态
发展表明 ， 由 于双方都坚持 自 己 的主张， 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越来越
严重。

苏联一贯强调 ， 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 ， 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
致。 后来因 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 ， 赫鲁晓夫严肃地说： 在重大
问题上 ， “我们必须挤调 国 际政策” ， 并有必要 “通过外交部 的渠道就我们有分
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 ③ 其实 ，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
义各 国应该统一行动 ， 例如在处理波甸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 间 。 ④
但是对于台湾问题， 中 国历来认为属 于内政。 正如危机期 间 中 国外交部给驻外
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 中 国 的 内部事务 ， “至于用什么方
式、 在什么时候、 采取什么步骤” ， “要 由 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 ， 不容许任何人干
涉 ” 。 ⑤ 尽管中 国也留有余地 ， 承认与美 国 的关系属于外交， 但实际上在危机期
间 ， 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 的界线 。 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
行动 ， 拒绝苏联派军队到 中 国参战， 反对苏联召开十 国首脑会议 的建议， 无疑
都是 以实际行动在显示 中 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 的地位和能力 。 对
此， 苏联大使馆当 时是有体会的 ： “ 中 国人现在表现出 来的倾向是要 自 己解决亚
洲 问题 ， 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 中 的行动 ， 尽管当局势失控的
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 ⑤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的理念中 ， 以谁为主 ，
是否需要统一行动 ， 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
在赫鲁 晓夫看来 ， 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
挑战。

① 针对这
的性质”。 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罔 的才良告 ， 1959 年 12 月 18 日 ， I(XC,U， φ.2 , on. I ， 只.4 1 5 ， 且.56“91 ,

② 1958 年底中 国外交部苏欧司在报告中说z苏联对纸老虎、 东风压倒西风、 绞索等说法， 都有保 留 。
1 1 月 下旬 ， 苏联主要报纸在发表我国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 ， 者�删去了这类语句。 （苏欧司关于 1958 年苏
联情况和l护苏关系报告 ， 1958 年 12 月 24 日 ， 外档 ， 109-012 13-01 ， 第 1-12 页 。 ）

③ 参见 TicperoaopbI H.C. Xpymeaa c Mao ll,3::t.且yHoM//HoBM H HOBeMmaH HCTOpHll , 2001 , No 2 , c.97-
980 中苏分裂以后， 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 “公开的两面派手法” 。 （却明HKO K且 BoeHHaJI
noMOll!b CCCP, c. 145. ) 

④ 详见沈志华 ：《中国 喻风” 一→司恩来 1957 年 1 月 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 ， 《冷战国际史研究》 第 6
辑 （2008 年 11 月 ） ， 第 25-64 页 z 《毛泽东 、 赫鲁晓夫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 ， 《历史研究》 2007 年第 6 期 ，
第 四“109 页。

⑤ 外交部致驻外使馆屯， 1958 年 9 月 2 日 ， 外挡， 102”。0006”。3 ， 第 14-16 页。
⑤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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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 ， 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 ， 何况
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 所以 ， 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 ， 但是当美国
进行核说诈时 ， 苏联必须出面反击 ， 当 中 国需要援助时， 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
从这一点讲， 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 ， 与其说是要控制 中 国 ， 不如说是要
控制i局势 ， 是希望事态按照 自 己 的意愿发展 ， 纳入苏联对外政策 的总方针 。 毛泽
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 ， 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
力量对抗美国 、 稳定局势 ， 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 的发挥 ， 也给中苏
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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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1 954 年至 1955 年 中 国炮击金门和发动解放浙东 岛屿战役 ， 实际是 中 国再次
提出 “解放台湾” 任务的具体体现。 中 国之所以在朝鲜停战协议和 日 内 瓦会议后
做出 如此决策 ， 是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台湾海峡局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 。 ， →
方面随着远东国际形势的缓和 ， 台湾问题 日 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 反对国际上
制造 “两个 中 国 ” 的 阴谋成为中 国首先必须解决的 问题。 另一方面 ， 如何突出 台
湾 问题， 中 国领导人采取了炮击金门 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方法。 对第一次台湾
海峡危机的起橱 ， 特别是中 国炮击金门 和发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的动因 ， 国
内学术界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 得出 了一些有益的论点和结论。 ① 但对中国在危机
期间 的重要决策 ， 特别是危机后期 中 国 的外交政策 ， 中 国决定结束危机的主要考
虑以及危机结束的主要进程等重大问题， 国 内外学术界尚缺少系统的研究 。 ② 本章
主要依据国 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文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 对有关结束第一次
台湾海峡危机的背景、 中美双方的政策设想以及政策实施的结果进行初步探讨σ

一 、 中国决定结束危机的背景

到 1955 年 3 月 初 中 国 占领南鹿岛 之后 ， 炮击金 门 的 目 的如表明 中 国维护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打击国民党对中 国大陆、 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破坏性战争等已

① 对有关研究的综述 ，参见资中缆、 陶文钊主编 ：《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一一中美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安徽大学出 版社 1996 年版 g苏格 2《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 陶文钊主编 ： 《中
美关系史 （1949-1972沙 ， t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蔡佳禾 2《双熏遏制一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
南京大学出 版社 1999 年版。

② 国内外学术界－自般认为 ， 万隆会议期间巾国方面的主动建议就表明第咀次台湾海峡f时凡的结束 ， 参见
殉文钊 主编 ： 《巾美关系史 （ 1949-一1972）》 ， 第 245 页 ， 以及姜长斌、 罗伯特 · 罗斯主编 ： 《 1955一1971 年
的中美关系一一缓和i之前z 冷战lift突 与克制的再探讨》，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98 年版。 美国和中 国方面解，密
的档案文献显示 ， 中美 日 内瓦会谈的正式举行 ， 标志着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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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达到， 其他 目 的如顺利解放其他重要的沿海岛屿 ， 阻止美台 《共同 防御条
约》 的签订等 由 于种种原因一时不可能实现。 但更为重要的是 ， 到 1955 年 2 月 份 ，
中 国 已 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 预见到 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 同时中 国 的周
边国家对中 国 的政策既存在着担心 ， 也存在着相 当程度的敌视 ， 从而使中 国在这
一地区陷于外交上的孤立 ， 不利于为 国 内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 际和平环境。 因
此从一江山 战役结束后 ， 中 国一方面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表 明 自 己 的立场 ， 反复强
调台湾问题是 中 国 的内政， 反对联合国停火案 z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台海
地区紧张局势的各种途径 ， ；Yi隆会议给中 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策的实质和中 国对台湾的政策 ， 中共中央决策机构做出
了充分的分析。 1 月 24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后 ， 发表了 《关于美国政
府干涉 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 声 明指 出 t “美国政府在 中 国人民最近胜利地
解放了一江山 岛之后 ， 就一面加紧军事活动 ， 进行战争挑衅， 另一方面策动通过
联合 国进行所谓的停火的诡计， 来干涉中 国人民解放 台 湾 。 ” 2 月 3 日 ， 周恩来
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阐明 了 中 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方针、 策略和对斗争前景
的估计。 他在报告 中 明确指 出 ： “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和做法 ， 看清Iii：界大势 ， 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 ， 确定我们的方针 ， 运用我们 的策
略 ， 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 ， 解放我们的领土 ， 又能维护世界和平 ， 反对
侵略战争的 目 的。 ” 中 国 的立场是一定要解放台湾D 周恩来还提出 中 国 的方针是 ：
“只要美军撤退 ， 台湾可以和平解放。 ” 对于 中 国 的策略， 周恩来强调 ， 决不能答
应沿海岛屿停火 ， 防止将台湾和沿海岛屿分开 P 决不能无条件地到联合国去 ， 防
止在联合 国造成两个中 国合法化的形势 z 决不能同意允许台博 “ 中立化” 或 “托
管” 的方法。 对此周恩来总结说， 解放台湾的斗争既是军事斗争 ， 又是政治斗争
和外交斗争 ， 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 应做全面的估计， 从各方面来进行配合 ， 以
承担这个历史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 国领土的任务 。 雨完成这个任务的 目 的 ， 就
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 国际环境来建设中 国 。 ①

中共中央的声明和周恩来的报告 ， 实际上是指导这一时期 中 国处理台海局势
的基本纲领， 由此可以看出 中 国将要采取的政策及其 目 标 。 首先， 反对任何干涉
中 国 内政的行动 ， 特别是反对所谓联合国 的停火案 p 其次 ， 明确反对任何针对台
湾问题的所谓 “ 中立化” 、 “托管” 等建议， 在此 中 国 主要是批判英国 的政策 ： 第
二气 ， 充分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的严重性 z 最后 ， 认识到解放台湾是长期而艰巨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周恩来年谱》 ，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444-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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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 在这个问题t要争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 这样才能争取一个和平 的 国
际环境建设同家。

1955 年 1 丹 28 日 新西兰 向联合 国安理会提交要求讨论和干涉中 国沿海地区
的 “敌对行动 问题” 的提案后 ， 苏联在 30 日 向安理会提交了 “美 国在 中 国 的 台
湾和其它岛 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侵略行为 ” 的提案， 谴责美国在台海地区
的行为 ， 要求美 国撤出其军事力量。 安理会 3 1 日 决定将新西兰和苏联的提案～
并列入议程， 但决定先讨论新西兰的提案 ， 后讨论苏联的提案 ， 并决定在讨论新
西兰提案时邀请中 国 派代表参加 。 2 月 3 日 周 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并转告安理会主市贝 朗德 ： 中 国坚决反对干涉中国 内政、 掩盖美国对 中 国 的侵略
的新西兰建议。 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
下 ， 中 国才能 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① 中 国 的坚决反对使安理会不得不
决定无限期搁置对新西兰提案的讨论。 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对晗格蒂说：
“他们 （ 中 国） 肯定正在尽其所能来考验我们的耐心 ， 在那种情况下， 保持镇静
真是难上加难。 有时我想 ， 最好是立即对他们紧追不舍， 不让他们对 自 己 的选择
有任何挑选的时间和余地J’ ②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在联合国讨论台 湾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 “两个中 国” 的
问题， 因此对此坚决反对。 1955 年 2 月 5 日 在同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会谈时
周恩来强调 ， 中 国一贯支持国 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 ， 包括台湾地
区军事的真正努力 ， 现在的 问题在于新西兰提案是通过联合国使中华人民共和 国
同 国 民党集团谈判停火 ， 这就是把属 于 中 国 内政的事 ， 放在国 际舞台上 。 周恩来
指出 ： 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 ， “要造成两个中 国 ， 要割裂 中 国 的领土” 。 周恩
来在会谈时还发出一个重要信息 ， 中 国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
张局势问题。 ③ 哈马舍尔德接到周恩来 的答复后通过魏斯特朗转来 口 信说 ， 如果
现在要使讨论超过新西兰提案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在 2 月 9 日 答复说， 中 国恰恰
认为 ， 如果把问题放在强使 中 国 同 国 民党集 团停火 ，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列入议
程讨论， 因为不论联合国还是任何外国 ， 都无权干涉中 国 内政z 如果要缓和远东
的紧张局势 ， 首先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 势 ， 那么美国必须向 中 国面对面地坐下来

① 《周恩来年谱》 ， 上卷 ， 第 447 页。
@ U.S. Dep缸缸1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饱饵， 1955-1957, vol. 2, China(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 O伍叫 1986), pp. 202-203.. 以下简称 FRUS ， 注明年份、 卷数和页码。
③ 《周恩来年语》 ， 上卷 ， 第 447-448 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 《周恩来外交文选》 ， 中 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 第 106-10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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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 这才真正能解决问题。 周 恩来还 明确表示 ： “如果说， 由 于我们不容许联
合国或任何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 美国就不愿意同我们宦接谈， 一定要进行战争
威胁 ， 甚至要打，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要和 ， 美 国要打， 那是谈不起来
的 。 不过我们要补充一句 ， 如果美同挑起战争 ， 我们是一定抵抗到底的 。 我们不
能 由 于美国的战争威胁就接受美国 的侵略 ， 承认解放台湾不属于我们 的 内 政 。 ” ①
另外 ， 美 国 出 于政策需要 ， 也坚决反对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同 中 国进行直接接
触。 美 国驻联合 国 大使亨利 · 卡伯特 · 洛奇告诉哈马舍尔德 ， 他这样做超出 了 秘
书长的职权范围 ， 并要为此承担责任。 杜勒斯也认为哈马舍尔德的做法 “极其危
险 ” ， 因 为这样会导致中 国 的误解 ， 他指责 “晗马舍尔德似乎认为 自 己在联合国
事务 中可以起到双方件裁者这样一种 由 法律所确定的作用 ” 。 ② 美 国 的反对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 哈马舍尔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中 国还 向 一些友好 国 家解释和说明 中 国这一政策的原则性。 1955 年 2 月 6
日 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 ， 现在的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人
两个 中 国 的圈套。 现在国 际上有一个阴谋， 要在台湾地 区搞成两个中 国 的形势。
所以 ， 新西兰在联合国 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中 国 不拒绝同美同在国际会议上直
接谈判 ， 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 。 但现在美 国是躲在后面 ， 让蒋介石出来
谈 ， 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 国 ， 一方面卸脱美国 的责任 。 ③ 在此之前， 中
国试图通过苏联向英国 、 印度建议由苏、 英、 印三国发起一次国际会议 ， 讨论台
湾地区 的局势问题。 这是中 国反对联合国干预中 国 内政、 试图在联合 国以外的 国
际会议上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尝试。 2 月 4 日 ， 苏联建议 2 月 份在上海或新德里
召开由 中 、 苏联、 印度、 美、 英、 法、 缅儒 、 印度尼西亚 、 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
的十 国会议。 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 ， 因为会议的成员 既包括了 同局
势直接有关的双方 ， 也包括了对亚洲和平特别关心的五个亚洲 国家。 这样的会议
有可能为缓和 台海局势找到解决的途径 。 但美 国 以没有国 民党参加为 由 ， 反对苏
联的建议 ， 并宣称台湾问题仍是一个所谓 的 “联合 国 的项 目 ” 。 缅甸总理吴努也
曾 向艾登建议在新德展召开一次由英、 印 、 中 国和苏联参加 的会议， 就台海局势
交换意见 ， 但没有得到英同 的 同意。 ④ 对此中 国认为 ， 美英对在联合国 以外举行

① 引 自 持念龙主编 ： 《当代中 国外交》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75 76 页g裴坚章主编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 1949 - 195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 第 340 - 341 页。

② FRUS, 1955-1957, vol.2, pp. 242, 246. 
（哥 《周恩来年谱儿 上卷， 第 448 页。
④ FRUS, 1955-1 957, vol.2,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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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 ， 但中 国仍主张在国 际会议上同
美国谈z 另外， 中 国坚持反对蒋介石参加 的拟议中的国际会议。 ① 这样 ， 在 中 国
领导人看来 ， 在反对联合国干预中 国 内 政的同时 ， 通过其他国 际会议缓和台海紧
张局势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反对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 是第一次台海危机期 间 中 国 的一贯立场 ， 在
危机的后期更是如此。 首先， 中 国对英 国 支持新西兰提案的立场予以批评。 周
恩来 1 月 28 日 接见杜维廉时批驳了英 国 的立场 ， 他指出 ， 今天的 中 国不是当年
捷克的贝奈斯政府 ， 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 中 国政府合作 ， 就应反对美国武装
干涉中 国 内政 ， 反对美国对中 国进行战争挑衅 ， 而不是希望中 国让步。 ② 而此时
英国则是希望中国能做出保证， 不以武力进攻台湾、 澎湖和沿海岛屿， 以此促成
中美接触。 对此周恩来在 3 月 1 日 致函艾登指出 ， “中 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 台湾
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 ， 但是艾登所提出 的建议 “不仅不能和缓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 而且还会使美国 的侵略行为合法化 ， 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
意 ” 。 周恩来在信中再次强调 ： “ 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 国 的侵略
和对中 国 内 政的干涉 ， 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这是消除台湾
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 ” ③ 艾登 3 月 8 日 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 ， 虽然批评美国
对沿海岛屿的政策 ， 但他公开要求中 国保证不以武力解放台湾， 并建议 由 国际组
织考虑台湾未来的地位。 这种政策 自 然遭到 中 国 的强烈反对和抨击 。 这一时期 中
国 主要报刊 的反应充分表明 了 中 国 的政策立场 ， 《人 民 日 报》、 《世界知识》 等发
表文章 ， 将英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 国 的 “绥靖政策” 相提
并论。 这些文章指 出 ， “艾登所走的道路是十六年前张伯伦走的道路 ， 这是一条
纵容侵略、 鼓励战争的道路 ， 是给全肚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在内带来无穷灾祸的
道路， 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慕尼黑的时代 ， 中 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绝不容
许历史的重演。 英 国 的帮 凶行为必将 自 食其果”。 ＠ 中 国对英国政策的抨击毫无
疑问地表明 ， 中 国并不了解美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和矛盾 ， 认为英国实际
上执行的是纵容美国 的政策 ， 因而也就无从希望利用英国来影响美国 的政策。

影响中 国在危机后期决策的一个突出原因， 是对在台海地区存在战争危险可
能性的判断， 这种判断包括了两点基本估计 ： 第→， 美 国 已将防线扩大到沿海岛

① 《周恩来年谱》 ， 上卷 ， 第 448-449 页。
② 《周恩来年i制 ， 上卷 ， 第 444-445 页。
③ 《周恩来年潜》 ， 上卷， 第 454 页 。
④ 张明养： 《不许「涉’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 ， 《世界知识》 ， 1955 年第 3 期 （ 1955 年 2 月 5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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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 z 第二， 美国可能在冲突 中使用核武器。 有关第一个问题， 从 1 月 底至 2 月 上
旬 《人民 日 报》 的社论及 《世界知识》 的文章都显示了 中 国对这一前景的基本判
断。 《人民 日 报》在评论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时指出 ， 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是“战
争咨文” ， 因为他 “要求 国会授权他使用美 国武装部队公开干涉中 国人 民解放台
湾 、 ？彭湖 和沿海 岛 屿并对 中 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 。 肉时 《人民 日 报》 的
社论反复强调 ， “美 国政府还企自进一步侵占我 国沿海岛屿， 作为它进攻我 国大
陆 的桥头堡” ， 把台澎 、 沿海岛屿变为美国 的军事基地。 ① 而 《世界知识》 的文
章对这一点说得更为 明确 。 在评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时指 出 ， 这一咨文的 目 的就
是 “在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公开干涉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 窜湖和中 国沿海
岛屿 ， 并对中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飞 在评论杜勒斯 2 月 16 日 在外交政策
协会演讲时更为激烈地斥之为 “强盗逻辑’＼ 文章强调 ， 因为在杜勒斯看来 ， “为
了保障美 国 的 ‘ 安全 ＼ 美国就必须 占领台湾z 为 了 台湾 的 ‘安全’ ， 美 国就必须
侵 占 中 国 的沿海左右 屿z 再进一步就是为 了保障沿海岛屿的 ‘ 安全 ’ ， 就非进 占 中
国大陆不可 ” 。 ② 另外 ， 1955 年 1 月 底美 国 国务院向驻苏使馆通报了美 国对沿海
岛屿的所谓 的 “新政策” ， 要求苏联能在说服中 国 “约束” 自 己 的行动上发挥其
作扉 。 苏联驻美武官曾经在一次非正式宴会上向 美方询 问 ： 如果中 国进攻台湾地
区并 占领了沿海岛 屿 ， 美国将采取什么对策 。 得到的 回答是 ， 那将意味着同美国
开战 。 ③ 目 前尚无档案证实苏联是否向 中 国透露过此类情报 ， 但 中 国这一时期 的
宣传则反映了 中 国对局势的看法 。 同 时 ， 另外一则 中 国方面公开的史料口J以在某
种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 1 955 年 1 月 28 日 ， 英 国驻苏大使威廉 · 海特尔约见苏
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说 ： “如果中 国 政府根据美 国部 队决不会在这些 岛屿地 区援助
他们的 国 民党盟友这一假设来制定他们的计划 ， 那将是极其危跄的”。 ＠

关于第二个 问题 ， 也引起 了 中 国 决策者在危机后期 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
1955 年 1 月 28 日 接见芬兰大使时指出 ： “今天 ， 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罔 的威胁
来 自 美国好战分子 。 他们侵 占 中 国 的台湾和台湾海峡 ， 还想、发动原子战争 。 我们
有两条 ： 第一 ， 我们不要战争E 第二 ， 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 ， 我们就予以坚决回
击。 … … 美国 的原子说诈 ， 吓不倒 中 国人 民 。 ” 周恩来在 1 月 3 1 日 的 国务院会议

① 《人民 H报》社论 ： “坚决反对美国 的战争挑衅” （ 1955 年 1 月 29 日 ） ； “加强和平斗争 ，坚决反对战争

威胁” （ 1955 年 1 月 12 日 ） 。
② 《世界知识》 半月 述评 ： 1955 年 2 月 5 日 ， 2 月 20 日 ， 3 月 5 日 。
③ FRUS, 1 955-1957, vol.2, p. 1 1 1-1 12. 《腰维销 回忆录》 ， 第 口 分册，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第 269 页 。
＠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二辑 ， F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 第 2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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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说： “我们 中 国人民， 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 了不起. . . . . .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
们 ， 但是吓不倒我们。 我们要掌握原子弹。 我们要对人民进行很好的教育。 一方
面 ， 我们要认真进行工作 ， 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 另一方面 ， 我们要号
召人民起来 ，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 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 ① 为此 ， 按照 中共中 央的
部署 ， 中 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 参加签名
运动的不仅有政界、 科技界、 文艺界、 宗教界、 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 而且还有天
南海北的各地人民。 到 1955 年 3 月 份 ， 全 国 巳有三亿人参加 了签名 。 同 时 ， 世
界其他国 家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 国家也开展了这一运动。 《人民 日 报》、 《世界
知识》 等主要报刊不断发表文章 ， 揭露美国企图发动核战争的阴谋 ， 《人民 日 报》
从 2 月 中旬开始还开辟了 《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的专栏， 专栏中发表的文章
指 出 ： 虽然美国在东方和西方加紧准备原子战争 ， 但 “在全世界人民正在轰轰烈
烈地进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的时候 ， 谁先使用原子武器， 谁就不能逃脱战
争罪犯的命运 ， 落得可耻的下场” 。 这些文章还说， 就原子武器而论 ， 美圄已经
落后于苏联。 “最怕原子武器的 ， 并不是 中 国和苏联 ， 而是工业集 中 的美 国 ” 。 ②
中 国的这些行动显然是要制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舆论。

对于上述情况 ，周恩来 1 955 年 4 月 23 日 回答美国 《民族》 周 刊记者提问时说：
“在现在的 台湾局势中 的确存在着新的 国 际战争的危机 ， 但现在的形势是否会导
致大战 ， 决定于美 国 。 ” 在 4 月 30 日 致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 ， 周恩来更为
明确地指出 ： “ 由 于美国的干涉 ， 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 际战争的可能。” ③ 在中 国
领导人看来 ， 如果台湾海峡在当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 ， 对中 国争取和平环境以及
国 内的经济建设显然都是非常不利 的 。 对台海形势的这一分析 ， 是影响危机后期
中 国决策的重要因素。

台海危机爆发后 ， 中 国的周边国 家对此反应不一 ， 除少数国家支持中 国 的行
动外 ， 大多数国家对中 国 的行动持担心和怀疑态度 ， 甚至还有一些 国家采取完全
敌视 中 国 的政策 。 在 1955 年年初台海危机开始进入高潮后 ， 亚洲一些国家对局
势表现 出 明显的担忧。 缅甸政府认为 目 前台湾海峡形势“将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 ” ，
它呼吁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 并称缅甸愿意帮助 中 国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
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局势的发展不会“直接危及世界和平” ， 同时希望中 国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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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恩来年1普》 ， 上卷， 第 445 页。
② 参见这 －时期 的 《人民 日 报以 《世界知识身 的杜论和文章等。
＠ 《周恩来年谱》 ， 上卷， 第 471 页、 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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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这一时候解放它所有的领土， 特别是在它宣布愿意参加亚非会议的时候 ， 它
不会采取这种不利于它 自 己 的行动的 ” 。 日 本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指出 ， “东亚的
平静被现在正在中 国 大陆沿海进行的战争所扰乱’＼ 日 本希望 “通过联合国 的斡
旋来迅速安排停火 ， 以便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 ， 希望 中 国 “将忠实它所宣布的
和平共处的政策 ， 并 以适当的行动来证 明 ” 。 印度总理后赫鲁也在记者招待会上
表示 ， 应在台海地区避免使用武力 ， 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 ①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对中 国持敌视立场 ， 甚至主张照 “两个中 国 ” 、 “台湾猫立”
以及 “联合国托管” 等方法解决台湾问趣。 泰国宣称， 台湾当局是 “联合 国公认
的合法政府
i亥给予 台 湾 以一个独立 国 的地位 ， 台湾人民可用选举的方式来决定 自 己 的领袖 z
否则 ， 联合国将对台湾实行托管。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 · 阿里甚至说， 承认台
湾和中 国 ， 可能是解决 目 前国 际僵局 的 “最好方法” 。 菲律宾和 日 本还公开表示
支持美国对中 国 的军事打击。 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在 1955 年 2 月 3 日 宣布 ， “ 台
湾和菲律宾在这一部分世界抵抗侵略的防御体系 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 菲律宾对
台湾海峡局势不能 “漠不关心” ， 因为台湾对于 “我们 的 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 它必须保持 自 由 和留在友好国家的手里” 。 H 本首相坞山一部 3 月 10 日 对
合众社记者表示 ： “两个中 国” 是解决问题的现有 的最好办法 ， 并称一旦爆发战争 ，
美国可以 “ 自 由地使用 日 本基地， 以进行或支持美国对红色中国 的军事行动” 。 ②
这些亚洲 国家的反应和政策对危机后期中 国 的决策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 ， 特别是
当 中 国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

另外， 苏联在危机中 的政策也对中 国 的行为产生了相当微妙的影响 。 从现有
的一些资料看 ， 苏联对中 国在台湾问题上 的政策并不十分了 解 ， 对中 国采取的政
策也持’怀疑态度 。 虽然苏联在联合国多次抨击美国对台湾地 区的政策 ， 但对于苏
联是否在这次台海危机中 向 中 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帮 助 ， 目前尚无两国直接的档案
材料来加以印证。 苏联驻美大使在 3 月 初危机高潮的时候曾对新西，哇驻美大使孟
罗说 ， 苏联虽关心 台海局势 ， 但他们感到无法控制 中 国 的行动。 ③ 苏联领导人在
1955 年 日 内 瓦 四 国首脑会议期 间 曾 向 西方表示 ， 苏联担心 中 国 ， 他们 同西方一
样希望 “金门 和马祖能沉没海底” 。 ④ 这似乎反映出苏联对 中 国政策 的不满以及

① 有关国家的反应， 参见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二辑 ， 下 ， 第 2168, 2177 ' 2207-2208 ,  2220 页。
② 参见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二辑 ， 下， 第 2201 , 2205 ' 223 1 ,  2238' 2243 页。
③ FRUS, 1955-1957, vol.2, p342. 
＠ 参见哈罗德 · 麦克米伦： 《麦克米伦回忆录》 ， 第三卷 ，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 第 5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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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
鉴于上述形势 ， 中共中央在解放浙江沿海岛 屿后开始考虑改变 中 国 的政策。

在军事上 ， 暂时搁置原定的攻 占 马祖的作战行动 ， 并逐步停止了对 国 民党控制 的
沿海岛屿的炮击。 在宣传上， 淡化抨击美国 的调子。 进人 3 月 份后 ， 中 国 明显降
低 了谴责美 国 的宣传程度 ， 《人民 日 报》 在整个 3 月 份巳几乎见不到前一阶段那
样的猛烈抨击美国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了 。 与此同时， 中 国开始在不同 的场合表示
中 国愿意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缓和台海地区的紧
张局势。 1955 年 2 月 6 日 至 10 日 ， 周恩来 同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交换信件时
向美国提出建议， 希望它 “坐下来同 中 国面对面的谈判’＼ ① 周恩来在 4 月 4 日 向
中共中 央政治局送交的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 的报告 中再次强调 ： “我们主张
通过国 际协商和缓并消 除国 际紧张局势 ， 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 内 。 ” 4 月
四 日 在仰光 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周恩来也指 出 ， 如果美军撤 出 台 湾 ， 中 国是
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 中美之间 的敌对关系 ， 是美国对中 国 的侵略和干涉
造成的 ， 如果美 国放弃对中国 的侵略和干涉 ， 中 国也准备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
美国发表声明 。 但周恩来同时强调 ， 这一切 目 前只是一种希望 ， 中 国并不期望美
国 政府立 即改变态度 ， “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 ， 即使等上一百年也可以 ， 世
界上的 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 ② 这些都明确表 明 了 中 国政策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 ， 中 国充分利用万隆会议 ， 向周边国家解释和说明 中 国 的政
策 ， 向美国发出缓和局势的信息 ， 并获得 了满意的结果。 在万隆会议期 间 ， 周恩
来多次向一些 号会者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 同而又互相关联的
问题： 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 自 己 的主权 ， 实现领土完整和 国家的统一 ， 这是
中 国 的 内 政 ： “美国侵占 台湾并干涉中 国 人 民解放沿海岛 屿 ， 造成台湾地 区 的 紧
张局势 ， 这是中美之间 的 国 际性的问题”。 现在的 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
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 中 国愿意就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 ， 或举行国 际会议或进行中
美直接谈判 。 但周恩来强调 ， 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 ， 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J美
国提出 的停火问题， 是要做→笔买卖 ， 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 、 马祖来换取中 国
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 ， 换取 中 国在事实 1－＿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 ，
换取中 国承认两个 中 国 的存在。 这是中 国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寒编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00 页。

② 《周恩米年谱》 ， t卷 ， 第 463-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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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的 ” 。 周恩来还谈到 了 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 ， 但这 同 中 美之间的谈判是两 回
事 ， 不能混为一谈。 ① 会议期晤 ， 亚洲一些 国家的领导人受杜勒斯之托 ， 同时也
是出 于它们对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 ， 希望周恩来能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个声
明 以表明 中 国 的立场 ， 于是周恩来发表了影响危机结局的著名 的 4 月 23 日 声明 ，
如 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此周恩来总结说： “ 自月 二十三 日 的声明 已经发生了影响 ，
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 。 ” 他还强调指出 ： “半月 来 的外交接触和国际
形势的发展 ， 证明美国是需要同 中 国谈判 的 。 ” ② 在美国对中 国 的声明做出积极的
反应后 ， 中美便开始准备进行直接的会谈。

二 、 中 国对结束危机的设想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 ， 表示 中 国愿意同美同进行缓和 台湾局
势的谈判 ， 同 时也认为美国同样需要同 中 国诙判 。 但 中 国对中美谈判 的实质内容
与美同有极大的不 同 。 1955 年 5 月 9 日 ， 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约见周恩来 ，
称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 ， 是否需要
英国将有关 口信转告美国 。 周恩来说 ， 对此问题 ， 中 国研究后再作答复 。 中 国注
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 中美谈判 的声明中说 “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 这一点 ， 但周
恩来强调指出 ： “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 的题 目 是停火问题 ， 这是文不对题。 中
美之间不存在战争 ， 谈不上停火问题。 中美谈判的题 目 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
势 。 ” 同 时 ， 周恩来接见印度后西亚驻华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 ， 就印尼总理询
问 中 国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 t接受印尼的斡旋时回答说 ， 中 国欢迎任何
国家斡旋。 ③ 周 恩来的上述谈话表明 中 国在 中美谈判 问题上 的立场 ， 同 时也表明
中 国在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流的渠道的情况札 主要是通过英 国和参加过万隆
会议的一些 国家进行斡旋 ， 从而达成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 在这一过程中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缅甸 、 英国等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

在亚洲 国家 中 ， 首先是印度希望能在 中美关系 的缓和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万隆
会议结束不久 ， 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他将派印度驻联合 同大使梅农访问中 同 ， 并
表示不论是否得到有关 国家的斡旋请求 ， 印度都将寻求谈判 的 可能性。 从 5 月

① 《周恩来年i普》 ， 上卷 ， 第 474 页。
② 《周恩来年’谱》， 上卷， 第 474475 页。
③ 《周恩来年谱奋， 上卷 ， 第 477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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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至 20 日 ， 梅农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六次会谈。 梅农向 中 国提 出 了 分，气个
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 ： 第一 阶段 ， 双方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 中 国
释放美国空军人员 ， 美国让中 国 留学生 回 国 z 第二阶段， 在台湾海峡造成事实上
的停火 ， 使国 民党军队撤出金马 ， 然后在 中美之间 以及中 国 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
进行谈判 z 第三阶段 ， 实现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 ， 并向他解释和说明 了 中 国 的基本立场 ， 周恩
来着重指出 ： 第一 ， 缓和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 ， 应促使国 民党从金马撤出 ， 中
国 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让它撤出 ， 使中 国 和平收复这些岛屿 ， 但这并不表明 同意
杜勒斯的 “停火” 以及承认美 国 侵 占 台 湾合法化和 “两个 中 国 ” 。 第二， 除金马
问题外 ， 中美还可以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α 对美 国而言， 取消对
中 国 的禁运和允许在美的 中 国人 自 由 回 国 E 对中 国来说， 妥当处理在华美 国人的
问题， 或释放或驱逐他们 ， 另外 同意美国人到 中 国访问 。 第三 ， 中 国愿意同 国 民
党谈判 ， 同 国 民党谈判 的议题是停火问题与和平统一问题。 ① 周恩来同梅农的谈
话清楚地表明了 中 国对待谈判的基本立场 。

梅农 回 国后 ， 印度向美国透露了 中 国 的意愿和立场。 5 月 27 日 ， 尼赫鲁致函
艾森豪威尔 ， 希望美国 同意梅农到华盛顿通报其北京之行 ， 并表示梅农已经在一
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 ② 梅农在去美国途中经停伦敦 ， 向英国说明 了有关斡旋的
设想及他认为已取得的进展。 梅农强调指出 ， 中 国将同意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
势作为谈判的主题之→ ， 虽然中 国反对正式停火 ， 但会默认 目 前的平静持续下去 。
对美 国关心的在华美方人员 ， 中 国将采取积极携施。 ＠ 正如本章以后的研究所揭
示 的 ， 印度的斡旋遭到了美国和英国方嚣的反对和拒绝 ，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
但印度依然是中 国 向美国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 国也欢迎印度后西亚进行调停活动 。 印尼出于 自 身利益的考虑 ， 在危机期
间就一直关注局势的发展 ， 万 隆会议后更希望在缓和局势方面发挥 自 己 的作用。
1 955 年 5 月 下旬 ， 印尼 总理沙斯特罗 阿米佐约应邀访问 中 国 。 毛津东在同他会
谈时指出 ， 中 国人民非常需要和平 ， 战争会破坏革命成果 ， 妨碍经济建设 ， 中国
愿以和平方式向美国解决两国之间 的一切问题 ， 可 以 同美国签订五十年甚至一百
年的和平条约。 27 日 周恩来在 同沙斯特罗 阿米佐约会谈时， 说明 了 中美会谈的

CD 《周恩来110谱》， 上卷， 第 478-479 页。
② FRUS, 1955-1957, vol.2, pp. 536-537. 
③ FRUS, 1955”1957, vol.2, p.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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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 表示欢迎同 中美两同都有友好关系的 国家为中美会谈铺平道路。 沙斯特
罗阿米佐约说， 印尼政府准备斡旋中美关系 ， 具体的设想是 ， 可以通过各方采取
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创造 良好气氛 ， 为 中美双边谈判提供一切帮助。 他还建议 ，
中 国如能释放在押的美军人员 ， 将有助于美国舆论朝着有利 的方向发展。 沙斯特
罗阿米佐约 回 国后指示印尼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官员 ， 以了解美国对印尼参与斡旋
的态度。 美 国 同样拒绝了印尼 的调停。 ① 与此同时， 缅甸总理吴努、 巴基斯坦总
理阿里、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以及泰 国 旺 亲王等人的调停努力都遭到 了美国的 拒
绝 。 ②

在亚洲 国家进行调停没有实际结果的情况下 ， 中 国更加重视英国在促使中美
谈判 中 的作用 ， 并对英国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 5 月 26 日 ， 周，恩来接见杜维廉，
进一步 阐 明 中 国对中美谈判问题的看法 ， 强调 了 中 国对待这一问题的四点原则立
场 ： 第一 ， 为 了 中美之间进行谈判 ， 双方应采取一些针对台海地区的直接或间接
的行动来缓和紧张局势 ， 这并非谈判的先决条件 ， 而是表示各 自 的诚意 。 中 国 已
经在万隆会议和一些声明 中表明 了 中 国愿意缓和紧张局势 ， 因此希望英国能说服
美 国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 ， 中 国赞成在谈判前进行外交接触 ， 中美两国在莫
斯科、 新德里和伦敦的外交人员可通过三国政府进行接触。 第三 ， 中 国政府认为
谈判 的主要问题应是缓和及消除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 中国 同意苏联政府所提议
的召开十国会谈的建议， 但与会国可多可少 ， 也可是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 最后 ，
蒋介石不得参加此类国际会议， 中 国政府希望同蒋直接会谈 ， 因为解放台湾是中
国 的 内政。 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 同 的谈判 ， ·个是国际的 ， 一个是 国 内 的。 中 国
政府争取都能开成 ， 或是同时举行， 或是分开举行 ， 尽管两者有关系 ， 但不能同
时举行。 ③ 英国在了解到 中 国 的基本立场后 ， 对美 国施加 了很大的影响 ， 促使美
国 同意同 中 国进行直接的会谈。 在此过程中 ， 英国政府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

在通过亚洲一些国家和英 国 向美国传达中 国愿意进行谈判的信息 的 同 时 ， 中
国还在各种场合表明 中 国政府的立场 ， 批评美国对待中美谈判的态度 。 1955 年 5
月 13 罚 ， 周恩来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指 出 z “现
在 ， 通过谈判来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日 益成为关心世界和平的国

① FRUS, 1955-1957, vol.2, p. 590， 阿里 · 沙斯特罗闰米佐约 ： （｛我的经历））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83 年版，
第 273-283 页。

② 有关亚洲 国家的调停， 参见*1J 同舜主编 ：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 第十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39-43 页。

③ FRUS, 1 955”1957, vol.2, pp. 581-582. 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 1949-一1956》 ，第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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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 但对于这一要求 ， 美国至今仍然采取闪烁其辞、 模棱两可
的态度。 ” 周恩来在 7 月 7 日 接见 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批评了美国 的政策 ， 他
指出 ， 缓和远东局势需要双方的努力 ， 中 国释放了 四名美圄飞行员 ， 但美国在中
国 留学生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 ， 美国在台湾地区仍不断进行威胁和挑衅。 周
恩来严正指 出 ： 中 国要求和平 ， 但拿示威来威胁中 国 ， 中 国是不会屈服的 。 ① 对
于中 国对待谈判 的政策和立场 ， 周恩来在 6 月 2 日 对印尼记者说， 中 国愿意就缓
和 台 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美国谈判 ， 欢迎关心这一局势的罔家进行斡旋 ， 并强
调中 固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 ， 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在 6 月 9 日 接
见 日 本学术界知名人士、 东京大学退职校长南原繁和 日 本政法大学校长大内兵卫
时， 再次重 申 了 中 国 的立场。 ②

另外， 中 国还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影响美国对谈判 的态度 ， 特别是在释放在押
美方人员 问题上。 1955 年 7 月 3 1 日 ， 周恩来接见赖嘉文时请他转告尼赫鲁和梅
农 ， 中 国 曾 表示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 1 1 名美国飞行员 ， 现在已经是适当时机 ，
中 国准备采取行动 。 这将便于梅农在 日 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 ， 即 中
国侨民特别是中 国 留学生得到 回 国 的 自 由 。 不过周恩来强调说， 中 国主动采取这
个行动并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 ， 中 国是按中 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 当然也是印
度和缅甸方面努力 的结果。 ③ 随后 ，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 ， 中 国最高
法院军事法庭根据 中 国 的法律程序 ， 宣判提前释放阿诺德等 11 名 美 国人。 中 国
的这 －举措无疑对中美大使级会谈产生有利的影响 。

二 、 美国对结束危机的政策立场

美 国虽然表示愿意同 中 国进行谈判 ， 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功 ， 只是想造成
在台海地区事实上的停火 ， 以拖延时闰来观察事态 的进一步发展。 1955 年 5 月 3
日 ， 英圄驻美国大使马金斯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表明英国支持美国 同 中 国谈判的政策 z
但杜勒斯告诉马金开视， 美国非常希望在台海地区实现事实上的停火 ， “ 目 前局势
的缓和可能会改变局势 ， 拖延时间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 ③ 5 月 25 日 杜勒斯同艾

① 《周恩米年谱》， 上卷， 第 493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 第二辑 ， 下， 第 2266-2269 页。
③ 《周恩来年谱》 ， 上卷 ， 第 495 页。
④ FRUS, 1 955斗957， 而1.2， 押 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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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豪威尔会谈时也说 ， 美国 目 前的政策就是要使事情 “处于沸点状态” ， 力 图避免
达成一种形式上的安排。 而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这一分析。 ① 导致美国采取这一立
场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对台海地区局势的发展缺乏 明确 的判断， 对中 国和亚洲一
些同家传递的和解信息持怀疑态度， 并拒绝这些国家进行调停。 5 月 初 ， 印尼驻美
大使穆卡尔多向杜勒斯通报了 阿里总理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 说明 中 国希望同美
国直接谈判 ， 并将台湾问题分为国际和 国 内两部分。 穆卡尔多还表示印尼愿意在
这方面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 同时黎巴嫩驻美大使查理 · 马立克也向杜勒斯建议
中美之间应进仔面对面的谈判。 对此杜勒斯表示， 不会很快举行这样的谈判 ， 但
可 以先通过调停人交换一些 口信， 进一步试探中共的真正意图 ， 另外还要考虑谁
充当调停人最为合适的问题。 ② 由此可见美国拖延时间及对谈判的消极态度。

其次 ， 美同在处理同 中 国关系时 ， 还必须顾及来 自 国 民党方面的压力 。 在美
国对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做出反应后 ， 国 民党就立即 同美国接触 ， 试探其态
度和立场。 国 民党驻美 “大使” 顾维钧在 5 月 5 日 同杜勒斯、 负责远东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饶伯森会谈时一再坚持 ， 如在台海地 区实现停火 ， 必须由 中共单方面发
表一项放弃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 的声明 p 更为重要的是 ， 国 民党担心美国 同 中共
的谈判将损害国 民党的切身利益。 杜勒斯解释说， 美国并未采取任何步骤与 中共
接触 ， 美 国 的意思是等着瞧 ， 看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停火 。 他强调说， 如果 中共能
够公开声明不打算以武力解决问题 ， 那么美国就准备同 中共谈判其他问题以缓和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 时杜勒斯向顾维钧保证 ， 没有 台湾 当局在场或未经它的
同 意 ， 美 国 只与 中共商谈有关美 国利益的问题 ， 不去谈任何足 以影响国 民党利益
的问题， 并称以后不会有雅尔塔之事发生了 。 在此之后的会谈中饶伯森还告诉顾
维钩 ， 虽然协防金马是单方面的承诺，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 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决
定参与保卫沿海岛 屿 ， 美同舆论及盟国都会给予支持 。 ③ 美国对国 民党 的这一立
场表明 ， 美 国 的意 图是稳定台海地区的现状 ， 并重新加强对沿海岛屿的支持 ， 安
抚蒋介石以打消其对未来中美谈判的疑虑 。 因此万隆会议以后 ， 美国又多次表明
对沿海岛屿的立场 ， 并探讨如何在 目 前的情况下加强沿海岛屿的 防御 。 美国驻台
湾 “大使” 兰辛现在 5 月 3 日 通报杜勒斯给蒋介石的 电报时称 ， 局势并没有变化，
美国方面表示理解蒋保卫沿海岛屿的立场 ， 继续给予蒋强有力 的支持， 井，决定不

① FRUS, 1955-1957， 飞•ol.2, p. 574. 
② FRUS, 1955斗957, vol.2, pp. 554”557.
③ FRUS, 1955-1 957, vol.2, pp. 546-549. 《腰维钧 回忆录》， 第 12 分册 ， 第 294-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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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将派军方代表就这一问题同国 民党交换意见 ， 探讨以何种军事手段来加强沿海
岛屿的防卫。 蒋介石问这个 电报是否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上承诺用美军协
防金马。 兰辛回答说 ， 按他的理解不是， 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 ① 5 月 4 日 ，
艾森豪威尔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时论如何加强沿海岛屿防御时指 出 ，
首先应加强供给 ， 增加岛上 的 自 动武器、 水下障碍物、 在海滩上布雷及铁丝网 防
御带等。 同 时艾森豪威尔还强调 ， 美国应在台湾岛上部署空军， 以便使国 民党可
以抽调出兵力更好地防御沿海岛屿。 国 民党似乎也理解了美国的这一意 图 ， 台湾
当局打电报告诉顾维钧 ， 没有必要在自美国方面讨论或辩论协防金马的 问题 了 ，
“我们所要说的已 由蒋 ‘ 总统 ’ 反复说过 了 。 因此， 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事 ， 就是
表示我们将继续尊重和遵守条约义务和我们的保证， 并希望美国也能这样做’＼ ②

美 国 的这一·立场还突 出 表现在 5 月 9 日 至 1 1 日 杜勒斯在 巴黎召 开 的北约部
长理事会上就远东问题做的长篇大论。 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 · 亨利 · 斯巴克 （Paul”
Henry Spaak） 在会上谈到 了欧洲对台湾 问题的普遍看法 ： 第→ ， 防卫台湾与防
卫沿海岛屿是不 同 的 ， 因 为后者是属于中 国 的 z 第二， 欧洲对蒋的作用的评价与
美国不间 ， 他们认为蒋在亚洲 的作用已经结束 ， 而且蒋的声明通常是危险的 。 斯
巴克强调，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避免的 ， 因此有必要同周恩来打交道来解
决台湾问题。 杜勒斯对美国 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解释。 他
说， 远东的重要性和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张的威胁 ， 使美国 “经不起放弃这一
地 区 的损失 。 幸运的是 ， 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岛屿和半岛 的位置 ， 有利于美国保持
某种集 中 的力量优势” 。 杜勒斯强调指 出 ， 美国在亚洲 的政策就是 ： 坚定地面对
威胁性的侵略 ， 倡导集体领导 ， 既要避免侵略， 又要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到
最低程度。 因此美国不得不依靠与韩国 、 日 本、 台湾、 菲律宾以及澳新美条约和
在冲绳的特殊地位等双边安排来进行防御。 关于亚洲 的形势 ， 杜勒斯告诉北约的
部长们 ， 目 前主要有两个危险点 ，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越南 z 而美 国 同 台湾签订 《共
同 防御条约》 的原因 主要是对盟友的忠诚以及台湾地位的重要性 ， 丧失 台湾将产
生严重的心理和战略上的后果 。 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和士气 ， 是美 国面临 的最巨
大的任务 。 杜勒斯为美 国 的政策辩解说 ， 美国并未承诺协防沿海岛 屿 ， 除非对这
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一部分 ， 但中共从来没有对沿海岛屿和台湾做出任何

CD FRUS, 1955-1957, vol.2, pp. 539-S4i .  Karl L.ott Rankin, China Assignment(Scattle: Uni耳rersity of 
\Vashington Press, 1964), pp.228-230. 

② FRUS, 1955-1957, vol.2, pp. 542喃543. 《颐维钝卧忆录》， 第 12 分册 ， 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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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关于蒋的评价， 杜勒斯赞扬道 ， 蒋是个 “正直的人， 忠诚地反对共产主义 ，
对册友忠心耿耿 、 信守承诺” ， 美国将继续支持他。 ①

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 的讲话， 表 明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万隆会议后似乎又 回
到 了危机高潮 时期 的 “新政策” ， 即强调台湾对美国安全利益 的重要性 ， 强调金
马对保卫台湾的重要性， 特别是对国 民党士气的重要性。 杜勒斯的这一立场实际
上揭示 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深层动因 ， 也是决定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待中美谈判
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 ， 坚持所谓的 “ 台湾地位
未定” ， 为美国 “两个 中 国 ” 的长远政策设想铺平道路。 除前文所述外 ， 杜勒斯
还在危机期间第一次向 国 民党谈论 “两个 中 国 ” 的 问题。 1955 年 2 月 10 日 ， 杜
勒斯在 同 国 民党 “外交部长” 叶公超和顾维钧会谈时说， 在存在着两个敌对的 中
国力量以及两个敌对的中 国政府的意义上 ， 现在就存在着 “两个中 国 ” ； 同 时还
存在着 内 战 的局面， 它使双方进行 内 战 。 杜勒斯进而宣称 ： “我们承认中共政权
存在是一个事实 ， 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 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
样 ， 但没有外交上的承认。 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 … …我们决不在外交上承认
它 。 ” ②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 ， 杜勒斯多次表示 “台湾地位未定” 。 他在 1955 年 3 月
24 日 同梅农谈话时强调 ， 在过去六十年中台湾并不属于中 国人， 美同从 日 本那里
占领了它 ， 而 “北平当局 自 以为是地要求我们应将从 日 本人那里得到的领土 ， 由
我们移交给一个公开对我们持有敌意的政权” 。 ③ 饶伯森还在 4 月 底打电报向杜
勒斯汇报说 ， 美 国一些盟国和美 国部分舆论赞 同 ， 在 四十八个签订对 日 和约 的 国
家的保护下 ， 将台湾中立化。 ③ 美国 的这一立场制约着美国在未来谈判 中 的态度 ，
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能取得进展的直接原因。

虽然美国对中国 的倡议持消极态度 ， 但也不能完全熟视无睹 ， 以免造成外交
上的被动。 杜勒斯在得知周恩来 5 月 13 日 的讲话后致函艾森豪威尔说 ， 周 的报
告 “值得注意 ， 这可能意味着试图将台湾与金 门 和马祖区分开来 ， 这样它们可以
进攻后者而不被认为是直接进攻台湾” 。 基于这种判断 ， 杜勒斯在 5 月 24 日 写信
给商恩来 ， 同意双方举行会谈 “ 以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 ⑤ 美同虽然

① FRUS, 1955-1957, vol.2, p. 560. U.S. D即彼阳lent of Sta阳，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时 Sta恼， 1955-1957,
vol. 2 1 ,  East Asia Security; Laos; Cambodia(Wasb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 990), pp. 98-103 .  

② FRUS, 1955- 1957, vol.2, pp. 25 1 -259. 《顾维钩回忆录》， 第 12 分册 ， 第 198-203 页。
③ FRUS, 1955-1957, vol.2, p .  393. 
④ FRUS, 1955-1957, vol.2, p. 499. 
⑤ FRUS, 1 955- 1957, vol.2, pp. 5“－567, 57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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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如此表示 ， 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对待亚洲一些
调停国家活动的态度。 尽管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 ， 印度继续其调停活动。 梅农 6
月 初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多次会谈， 梅农向美国提出 了 直接的
问题： 中美有无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 ， 美国在中美举行直接谈判 的 问题上有无先
决条件， 中美若举行谈判将采取何种方式。 吴努也在 7 月 初 同杜勒斯会谈， 探索
中美进行直接谈判的途径。 对于这些调停活动 ， 杜勒斯明确表示了美国当前对谈
判的态度及其对台湾政策的立场 。 杜勒斯说， 通过谈判来企图寻求解决方法 ， 整
个问题可能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以解决 ： 同时这种谈判不能涉及第三方的利
益。 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在这些会谈中 一直坚持 “台湾地位未定论” 。 他对梅农
和吴努说， 从法律上讲， 台湾的地位依然没有确定 。 中 国人已经六十年没有 占领
台湾 ， 没有台湾一段时间也无妨 ， 况且是美国从 日 本的手中 占领了 台湾 ， 不会将
台湾拱手送给一个敌对的政权。 中共想夺取不属于它 已有六十年的台湾 ， 这肯定
会导致武装冲突。 杜勒斯还强硬地指出 ， 美国不能认为如何处理台湾仅仅是个 “ 内
政问题” ， “ 当 中共要求和平的时候， 允许它们 以武力夺取领土是令人难 以 理解
的”。 ① 杜勒斯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美国 消极对待 中美谈判的重要因素 。

杜勒斯的态度不仅导致亚洲一些调停国和西方盟 国 的不满 ， 同 时也引起了美
国决策层内部一些人的担心和异议。 6 月 10 日 ， 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
国务卿威廉 · 西博尔德 （William Sebald） 给 国务卿写了一份备忘录 ， 在分析了前
一阶段梅农的调停活动后指 出 ， 中 国希望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 表示愿意允许国
民党和平撤出沿海岛 屿 ， 这可能表明 中 国愿意继续维持台湾的现状来换取同美国
关系 的正常化。 为此西尔博德建议 ， 在 目 前的 国际形势下 ， 美国应 “准备探讨任
何合理的方法 ， 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 通过灵活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使时间对美国
有利门 而这种情况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更为突出 ， 因 为 中共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
目前在台湾海峡出现的事实上的停火 。 西博东德提出 的政策建议是， 应避免被迫
处于下述地位 ＝ 第一， 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s 第二 ， 面对中共针对沿
海岛屿的 日 益增加的军事行动 ， 再次使美国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 要么允许这些岛
屿丢失 ， 要么在没有盟国 的支持下进行战争 。 ② 西尔博德的建议对杜勒斯产生 了
一定的影响 ， 同时出 于对梅农调停的反感以及对局势的考虑 ， 杜勒斯开始准备面
对中美谈判 。 他在 6 月 1 9 日 同艾森豪威尔谈话时表示 ， 梅农 “是令人讨厌的” ，

① PRUS, 1 955-1957, voI.2, pp. 594-602, 603”604, 61 9-622. 

② PRUS, 1955-1957, vol.2, pp. 59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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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搞乱了交流的渠道 ， 没有能清楚地了解美国 的立场。 为此杜勒斯建议， 中
美之间有可能交换 “特派员 ” （commissioner） 来澄清各 自 的立场 ， 并处理在 中 国
的美方人员 以及 中 国 留学生的问题。 他强调 ， 这可能是 目 前摆脱困境的一个途径 ，
并建议利用第三国 的代表来做这件事。 艾森豪威尔虽同意与 中 国谈判探讨上述问
题， 但他主张 ， 同 中 国直接打交道应是更为有效的 。 ①

与此同时， 英国也反对通过亚洲 国家特别是印度来进行调停。 6 月 20 日 ， 杜
勒斯在旧金山 同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 · 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会谈时说，
梅农的活动对局面没有什么帮助 ， 并解释说他和总统会见梅农仅是因为尼赫鲁写
信请求这样做。 麦克米伦表示 ， 梅农正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 并可能给中共带来如
下看法 ， 即可能达成一些明确 的方案 ， 如果事情不按那种途径解决， 它们感到惟
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 。 为此麦克米伦建议， 美国通过英国做这些事要 比通过印
度好得多 ， 因 为印度人是不可靠的 ， 他们通常是夸夸其谈 ， 于事无戚。 他问杜勒
斯有何看法。 杜勒斯通报了美国准备派特派员 的设想 ， 但他强调指 出 ， 关于台湾
问题的长远考虑 ， 现在除静观事态发展之外 ， 不可能去做其他事情 ： “我们要知
道 中共是否真正能保持其对国家的统治或是否可能垮台 ， 或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否
会采纳一些行为准则使之成为体面社会的一员 ， 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年时间 ， 这
一过程将对台湾局势产生影响。 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 但关键是不要发生战
争 。 关于金马 ， 杜勒斯明确表示 ， 在 目 前情况下 ， 撤出这些岛屿是 “行不通的” ，
如果局势明朗不会在沿海岛屿爆发战争 ， 那才有可能减少国 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
军队， 但这种撤退起码在 目 前是毫无可能的 。 ②

杜勒斯的这种态度表明美国虽同意谈判 ， 但并不想真正解决台湾问题， 而重
新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持强硬政策 ， 其 目 的是想稳定台海地区的形势 ， 造成事实上
的停火 ， 并以此表明美国支持罔民党 、 拒不承认 中 国 的立场。 杜勒斯向一些调停
人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 梅农在 7 月 2 日 同杜勒斯会谈时指 出 ， 如果 中共试图 以
武力夺取沿海岛屿 ， 美国要么不得不干预 ， 要么就要遭受丧失威望的痛苦。 杜勒
斯解释了美国此时对金马的政策 ， 他说， 如果以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来换取和平
的话 ， 那么香港怎么办？ 香港从地理、 种族和经济上都更靠近 中 国 。 中共占领大
陆五年 内都没有攻击金 马 ， “为什么现在突然对它们感兴趣 ， 也许是因为它们一
直等待空军基地建好后再以武力来夺取这些高屿”。 杜勒斯表示 ， 同世界上任何

① FRUS, 1 955”1957, vol.2, p. 605. 
② FRUS, 1 955-1957, vol.2， 那. 60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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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一样 ， 在远东地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和平的 z 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
如果以武力来寻找解决方法， 唯一的答案就是使用剑来回答。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
突然要求立即解决问题， “ 因 为 目 前除战争外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 ； 如果中
共采取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立场 ， 那么它们就不得不承担后果” 。 针对梅农提出
的金马是不是中 国之一部分的问题， 杜勒斯甚至说， 从地理上讲是中 国 的一部分，
1§.从政治上讲， “沿海岛屿和香港一样都不属 于红色 中 国 ＼ 美 国不仅将来不会
促使从金 门和马祖撤出 ， 而且现在也不会这样做 ， 他不会谈判撤出金马的问题，
除非梅农讨论中共从大陆撤出 的问题。 杜勒斯最后明确表示 ， 在 自 前情况下 ， 想
通过谈判来达成迅速解决整个问题的 目 的 ， 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 ， 因为 目 前战
争 的可能性要 比和平大得多 。 他在 7 月 6 日 间梅农的另外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 ，
中共不得对金马使用武力加以 占领 。 ①

美国 的这种态度使英国无法发挥调停人的作用 ， 加之美国对沿海岛屿重新采
取强硬政策 ， 导致英国方面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趋 向表示担心 。 6 月 30 日 ， 麦克米
伦打电报给杜勒斯， 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缓和紧张局势。 麦克米伦特别
指 出 ， 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 ， 将有助于抵制苏联在 即将召开的 日 内瓦首脑会议上
提出召开远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 并能防止中 国可能采取“一意孤仔” 的行动 。 ②

对如何同 中 国谈判 ， 美国决策者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对于杜勒斯采取“特派员 ”
的设想 ， 饶伯森持反对意见。 他在 7 月 1 日 给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 出 ， 虽然
同 中共交换 “特派员 ” 看j二去不失 为一个办法 ， 而且中共也很可能接受这一建
议 ， 但这样做会产生不利影响 ， 首先 ， 它有悖于美国只承认国 民党当局为 “ 中 国
惟一合法政府以及台北驻外代表具有雄护海外所有华人利益之权益” 的政策 P 在
这种情况下 ， 美国如让中共特派员来处理中 国 留学生问题就构成了对这一政策 的
否定 。 饶伯森进而解释说， “对于我们来说， 即使是我们 的行为无意识地表示承
认中共有权要求旅居美国 的 中 国人对其效忠并提出保护 ， 依我之见 ， 这也会损害
台湾和远东其它地区的士气 ， 并削弱 中华 民 国 的地位” 。 其次 ， 互派特派员会造
成一种错觉 ， 即这是美国准备同 中共建立外交关系 的第一步。 最后 ， “在美 国 的
绝大多数中 国 留学生反对中共政权 ， 由 中共特派员或其代理在美国这个号称代表
并保护他们权益的 国家里对他们进行调查会导致他们 的不满” 。 为此饶伯森建议 ，
美国在同 中共进行直接谈判时应采瑕以 下措施 ： 一 、 提高美国和中共在 日 内 瓦就

① FRUS, 1955-1957, vol.2, pp. 623-626, 635. 
② FRUS, 1 955-1957, VO口， p.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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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人员 问题谈判的人员 级别 p 二、 委托国 际红十字会官员处理双方吕 国人员 的
问题。 ①

饶伯森的建议深得杜勒斯的欣赏 。 在 7 月 3 日 同吴努会谈时杜勒斯就表示 ，
由 于 同梅农没有使整个局势产生任何进展， 美国打算在 日 内 瓦 同 中 国直接谈判 ，
并有可能提高谈判的规格。 杜勒斯还在 7 月 5 日 写给饶伯森一份备忘录 ， 认为饶
伯森的分析极有说服力 ， 他指示立 即通过艾森豪威尔或由他本人写信或通过梅农 ，
向 中 国表示美 国希望将美国政府与 中 国在 日 内 瓦就在押人员 的谈判提升为大使
级。 ② 杜勒斯实际上采取的是三管齐下 的方法来传达这一决定。 7 月 7 日 ， 他打
电报给美国驻意大利使馆 ， 将艾森豪威尔致尼赫鲁的信发过去 ， 让使馆转交正在
国外访问 的尼赫鲁 。 信中称 ，美国准备同 中 国谈论各 自 人员 的遣返问题。 7 月 8 日 ，
杜勒斯要求英国政府 向 中 国转达将 日 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 口 信 ， 并明确
表示不想让尼赫鲁充 当调停人。 1 1 日 ， 美同通过伦敦 向 中 国发出正式 函件 ， 内
称中美在 日 内 瓦进行了多次关于遣返各 自 要求 回 国之平民问题的谈判 ， 但结果令
人失望 p 如果会谈能在更有权威的层次上进行 ， 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
于双方的 、 其他有争议的某些实际问题。 函件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
意的时间在 日 内 瓦举行会谈。 12 日 ， 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 ， 向他通报美 国决
定将 日 内 瓦会谈提高到一个 “更为权威的层次” ， 以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
在于中美之间 的 “其它一些实际问题” 。 虽然尼赫鲁怀疑仅仅靠提高谈判级别就
能取得进 斗步的结果 ， 并敦促美国采取实际行动来减少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 避
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再起冲突 。 ③ 但 由 于美 国 已决定不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 ， 对
印度的反对意见 自 然是充耳不闻 了 。

四 、 中 国 、 美目 与 日 内瓦会谈的准备

美国方面的建议得到 了 中 国 的积极响应。 7 月 1 3 日 和 15 日 ， 周恩来两次会
见英国新任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 （Con 0’Neill ） 时表示 ， 美国在 口 信中 “所述及
的建议是有用的 ， 即 中美在 日 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 的一级进行 ， 以便有助于双
方平 民 回 国 问题的解决 ， 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 目 前所争执的

① FRUS, 1955-1957, vol.2, pp. 627-63 1. 
② FRUS, 1955-1957， 飞＇Ol.2, pp. 629-63 1 .  
③ FRUS, 1955“1957, vol.2, pp. 638， “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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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 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相当级别 的
代表在 日 内 瓦会晤” ， 并请英国将表明 中 国立场 的 回 文和 中 国政府提出 的关于 中
美两国 同意在 日 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转交美 国 ， 建议中美谈判在
7 月 21 日 开始 。 ① 另 外一方面 ， 中 国方面还公开表示 ， 中美之间 的谈判除能够使
双方平 民 回 国 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外 ， 还应能为 “ 中美之间关于缓和及消 除台湾

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 ， 解除在经济上对中 国 的封锁禁运政策， 并希
望美 国采取积极行动 ， 将其 “武装力量从台湾和 台湾海峡撤走 ” 。 ② 英同也认为
美国 的提议太空泛 ， 设想太僵硬 ， 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说， 中美之间有许多
缓和紧张局势的 问题可 以谈 ， 如停止攻击商船、 和平利用公海等 ， 同 时可 以进行

一些相当普遍和实用 的对话 ， 而又不损害美国对国 民党的义务 。 ③

i司 中 国进行谈判的方针己定， 美国遂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 第一 ， 确定谈判
的具体时间 、 谈判人选和具体内容。 关于开始谈判 的具体 日 期 ， 艾森豪威尔在 7
月 15 日 同代理国务卿胡佛会谈时说， 他对周恩来的建议 （周恩来 13 日 通过英国
传递的 口 信 ） 有着 H浓厚的兴趣” ， 但如果在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开始美国 同 中
共的双边谈判 ， 将可能产生 “严重的复杂局面” 。 在同胡佛商谈后决定， 以美国

不能及早派 出代表为 由 ， 将谈判 的最早 日 期定为 7 月 25 日 ， 并电告正在 日 内 瓦
参加 四 国首脑会议 的杜勒斯。 杜勒斯经过考虑后决定将谈判 臼 期定于 1 955 年 8
月 1 日 在 日 内 瓦举行 ， 并通过英国将美 国 的决定转告中 国 。 随后双方在 25 日 发
表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 闻公报 ， 公报宣布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和美利
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 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 ， 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 日 内 瓦的领
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 ， 以便有助于愿意 回他们各 自 国家去 的平
民 的遣返问题的解决 ， 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 目 前有所争议的某些
其它的实际问题。 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 1 955 年 8 月 1 日 在 日 内 瓦
举行。 ” ＠ 在新闻公报发表之前， 中 国对美方措辞的公报中使用 “北平” 一词持有
异议 ， 坚持应使用 “北京” ， 其中 的政治含义不言 自 明 。 杜勒斯经过考虑后 ， 认
为 国务 院如无反对意见 ， 可采纳 中 国建议使用 “北京” 。 后经欧念儒的提议并得

到美国的国意 ， 决定在新闻公报里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一词 。 ⑤

① PRUS, 1 955-1957, vol.2, pp. 650, 653“654. 《周恩来年谱》， 上卷， 第 493”494 页。
② 《中美关系 资料汇编》， 第二辑 ， 下 ， 第 2287-2288 页。
③ FRUS, 1 955” 1957, vol.2, p . 642‘ 
④ FRUS, 1955-1957, vol.2, pp. 655, 660. 
⑤ FRUS, 1955”l 957, vol.2, pp. 岳66-667, 67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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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派谈判的人员 ， 美国决策者经过了一番考虑。 杜勒斯起初考虑选派国
务院法律顾问弗勒格 ， 因为后者当 时也要去 日 内瓦参加 四大国首脑会议。 饶伯森
则建议由兰辛出马 ， 由 于兰辛是著名 的亲蒋人物 ， 这一提名 的用意非常明显。 最
后杜勒斯决定由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 · 约翰逊 （U. Alexis Johnson） 担
任 ， 他在给国务院的 电报中指出 ， 此举主要是族化谈判 的重要性 ， 因 为约翰逊一
年前就在 日 内 瓦 同 中共开始这样的谈判 了 g “这样 ， 除了给 中共提供提出 问题的
机会之外 ， 这种谈判就没有什么新东西 了 。 以往它们可 以经常通过调停人向我们
提出 问题， 我们还得昕一昕。 而现在的做法是， 我们要保持台湾海峡地区，事实上
停火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 ①

至于谈判的内容， 杜勒斯在 7 月 中旬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谈判 中 的 “其它一
些实际问题” 做了解释， 这些问题包括 ： 对待战俘的问题、 反美宣传、 中共空军
对民航飞机的攻击已造成美国人死亡的问题、 从中 国领土或朝鲜领土上起－飞的飞
机攻击在公海上飞行的美国飞机及可能违反朝鲜停战协议的问题等。 杜勒斯在 7
月 26 日 记者招待会t宣称 ， 美国参加谈判的基本 目 的是 ， 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
判 中 ， “能够发现 中 国共产党人是否遵守联合 国 的避免任何足 以破坏 国 际和平的
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的原则而接受停火的主张” 。 在 7 月 29 日 给约翰
逊的指示中 ， 杜勒斯更为明确地说明 了 谈判的主要 内容 ： 第一 ， 台湾海峡的停火
问题。 指示强调 ， “诉诸武力将会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 这个原则 同样适用于中
国 的统一 问题。 第二 ， 释放人员 问题。 指示强硬地表示 ， “只要美国 人员一天不
得释放 ， 就将在美 国 国 内 产生不 良影响 g 只有中 国采取主动措施 ， 美国才能考虑
对美 国公民去 中 国 大陆采取较少限制 的政策” 。 第三 ， 谈判不涉及到 罔 民党 的权
利 问题， 如有疑问 ， 必须请辰国务院。 ②

针对国 民党对中美会谈的担＇L＇和疑虑 ， 美国还向 国 民党做解释工作。 从 6 月
中旬开始 ， 叶公超、 顾维钧多次 同 美 国 国务院官员会谈 ， 了解梅农活动 的情况 ，
询问美国是否考虑把联合同席位或沿海岛屿给 中 国 以 “安抚英国人或民主党人”。
美国方面反复说明与 中 国谈判不会损及国 民党 的利益 ， 杜勒斯声称 ： “如果任何
一个总统候选人公开把联合国席位让给红色中 国 的话 ， 他将会减少得选的机会。 ，，③

7 月 28 日 ， 在中美会谈 已成定局 的情况下 ， 饶伯森还进一步向顾维钧重 申美国的

① FRUS, 1955“ 1957, vol.2, p. 659. 
② FRUS, 1955-1 957, vol.2, pp. 661, 685-68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二辑 ， 下 ， 第 2280 页。
③ FRUS, 1955”19灯， vol.2, pp. 6 1 1-612. 《！顷维钧回忆录》， 第 12 分册 ， 第 3 1 8-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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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 ， 他指出 ， 国 民党不必对 日 内瓦会谈过于焦虑 ， 美国对台湾的地位极其重视，
“ 因为它拥有亚洲第二大反共武装 ， 并 占 据着重要位置” 。 另外 ， 中 国大陆的景况
很不令人满意 ， 而且在人民 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安 p 因此对国 民党来说 ， 出现不诉
诸武力而能光复大陆的机会只是时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 饶伯森再次向顾维钧
强调 ， 对 日 和约只规定 日 本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 ， 但未明 确规定该岛应该归谁 ，
因此台湾的地位依然未定。 饶f自森甚至说， “ 中 国 ” 这个词是意见分歧的根源、 J‘北
平政权声称台湾属于大陆 ， 而在台湾的中 国政府坚持台湾属于由它代表的中华民
国 。 实际上是有两个中 国 。 承认北平政权的 国 家 ， 认为大陆中 国是台湾和沿海岛
屿应当归属 的 中 国 。 但是只承认中华 民 国 的美 国所持的立场 ， 是承认它们属于国
民党中 国 ” 。 ① 美国的政策立场非常明显 。

最后 ， 再次确定对沿海岛 屿 的政策。 国 务院情报协调局在 7 月 20 日 对 自 家
安全委员会第 5503 号文件进行评估时指 出 ， “远东地区普遍希望和平的愿望已经
提出 了一些全部以牺牲国 民党利益为代价的让步， 如放弃国 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 ，
接纳共产党 中 国加入联合国 ， 或 由联合国 的机构托管台湾等’＼ 在这种情况下 ， “ 中
共采取了 更为灵活 的策略和便利 的行动 步骤” 来达到最终 “ 消 灭 中 华 民 国井和
平解放台湾”。 报告进而强调 ， 这种行动方针将不排除对沿海岛屿采取进攻行动 ，
但中共将会逐步增加其军事能力 以建立对台湾海峡的空 中优势 。 因此， 如果中共
成功地 占领了沿海岛屿 ， 并由此消灭 了 国 民党军队的重要部分， 这将直接和间接
地导致国 民党在台湾地位的极大削弱 。 ② 对于美固 的这一立场 ， 除前述的各种解
释外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 日 内 瓦 四国首脑会议期间向英国方面做了 明确的表
示。 艾登首相虽然表示对美 国政策的支持是英国 “→贯而坚定的政策” ， 但英国
不能同意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 ， 认为沿海岛屿属于中 国 ， 美国承诺协防这些岛
屿 ， 不是出 于坚强而是出 于软弱 ， 同时也是愚蠢的 。 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同 中共开战 ，
将会给英国带来一个 “可怕 的难题”。 艾森豪威尔 同意艾登的分析 ， 承认 自 己 的
责任是沉重的 ， 并决心去抑制蒋介石。 但艾森豪威尔却说， 他所愿意做的只是努
力说服蒋不要把这些岛屿作为根据地， 而是看成前哨基地。 他进一步强调 ， 重要
的是 ， 蒋已经将这些岛屿视为其力量的象征 ， 美 国人也感到 “在这一地区再次后
退将对我们所有 的 中 国朋友产生最严重 的影响飞 ③ 杜勒斯在 吕 内瓦首脑会议时

① FRUS, 1955-1957, vol.2， 阳， 683-684. 《顾维钩 回忆录》， 第 12 分册 ， 第 365-369 页 。
② FRUS, 1955-1957, vol,2, pp. 6岳8-670.
@ FRUS, 1955- 1957, vol.2, pp. 661-662. 哈罗德· 麦克米伦 z 《麦克米伦回忆录》 ， 第三卷 ，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599 页 。
、



中国、 美院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结束

也向艾登说明美国 的这一立场。 在 7 月 17 日 的会谈中麦克米伦问道， 如果沿海
岛屿遭到进攻， 美国会不会干预。 杜勒斯回答说， 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 的答案。
假如沿海岛屿在 48 小时内被攻 占 ， 那么美国将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g 但如果 国 民
党军队进行 “英勇 的防卫” 并守住了 岛屿 ， 那么要求干涉的舆论将会增强 ， 美 国
最终可能会采取行动。 杜勒斯还谈到了奠边府 ， 他说美国在奠边府的利益几乎没
有在沿海岛屿那么大， 但美国 的反应却是坚决的 。 同 时 ， “美 国人民 已将这些岛
屿视为一个象征 ， 在一定程度仁如 同柏林封锁时将柏林视为一个象征一样” 。 杜
勒斯也无可奈何地向艾登承认 ， 在沿海岛屿问题， 美 国 “正坐在火山 口 上” ， 问
题的解决只能期望于几年后更多的 台湾人加入国 民党军队， 沿海岛屿对国 民党的
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 目 前除了 “努力带好这个宝贝 ” 外没有任何选择 。 ①

中美 日 内 瓦会谈前中 国和美国 的外交活动表明 ， 中 国 出 于缓和 台湾地区紧张
局势 、 为国 内经济建设创造 国际和平环境的考虑 ， 在炮击金 门 的 吕 的部分实现之
后 ， 使采取了积极、 主动的措施， 希望促成中美之间 的直接谈判 ， 不仅近期解决
存在于两国之间 的一些实际问题， 还能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寻求一种途径。 美 国
方面则始终对中美谈判持消极态度 ， 只是在中 国 的积极努力下、 在一些国家的斡
旋下 以及美国 国 内其他因素的促使下 ， 才使美国政府做出 与 中 国谈判的决定。 但
美国在 日 内 瓦会谈前的外交活动清楚地表明 ， 美国对待谈判的态度是 以 “台湾地
位未定” 和 “两个中 国” 为基础 的 ， 这也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长期 目 标。 为达到
这－ § 标 ， 美 同必须支持蒋介石 、 维持国 民党的士气、 保持国 民党在沿海岛屿上
的力量存在 ， 迫使中 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 这也
是美国在 日 内瓦会谈中一贯坚掉的立场 ， 更是中美谈判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
本原因 。

尽管美国对谈判的态度和立场极为消极 ， 但它毕竟同意与 中 国进行谈判 以缓
和 台海地 区 的紧张局势。 因此到 1955 年 8 月 1 日 中美 日 内瓦会谈正式举行， 持
续了 1 1 个月 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终于结束 了 。 但中美之间在台湾 问题上的利
益冲突依然存在 ， 并随着谈判的进行而更显突 出 。

① FRUS, 1 955-1 957, vol.2, p.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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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美国

对 台 海危机决策过程中 的地位租作用

以 第 二 次 台 海危机为 例

用 娜

依据对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 “传统学派” 、 “修正学派”、 “后修正学派” 的演
进历程 ， 西方学者 ， 尤其美国学者对杜勒斯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 中 的地位和作用
的评估总体上呈下降之势 ， 反之 ， 对艾森豪威尔的在外交政策制定中 的地位和作
用 的评估则呈上升之势。 纵使总体趋势如此 ， 但具体到 台海危机问题上 ， 实际情
况则远为复杂。 近十年来 ， 随着美、 中 、 台各地档案文献的陆续解密， 对 1950
年代美国在台海危机中决策微观过程的研究巳经非常充分。 但对艾森豪威尔和杜
勒斯在美 同对台海危机决策过程 中 的地位和作用 ， 二者关系这一问题却多泛泛之
论 ， 而少详细论证 ①。 正是基在此 ， 笔者认为仍可尝试梳理相应档案与回忆录 ， 以

① 伊默尔直在 （Richard H. Immerman ） 在 1990 年代经过修正 ， 提出的观点认为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
实 际上是…种密切合作关系 ， 在某些具体领域或具体问题上 ， 杜勒斯也能起主导作用。 见 Richard H. 

Immerman, E乱，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Foster Dulles: Piety, Pragmatism, and Power in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rlaware, 1999. 加迪斯也同意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之间是一种奇妙的伙伴关系 ， 他认为私交甚好而又腺性不同 的二人在决策过程中彼此
克制 、 相互尊慧， 最终形成的政策实质t是某种植合物。 后来的文意中 ， 力日迪斯还在此观点基础上， 针
对台海危机问题， 进一步进行了 补充， 提出虽然杜勒斯强调意识形态因素 ， 有时显得比较僵化 ， 但他在
台海危机 中 的表现并未超 出 合理的界限。 ：有着 · 塔克亦同 意加迪斯有关杜勒斯在台海危机中决策审慎的
看法。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cs of Containmen飞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Unexpected D时1邸，
in Richard H. Imu1en丑a口，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990; Nancy Tucker,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 Policy” in Richard H. 
Immerman， 饨， John Foster DuJles and 由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9现 自 大批
西方学者的新近著作 ， 将关注点置于减否艾森豪威尔和I杜勒斯的决策和！行为上。 例 ， 张少书提出 ， 艾森豪
威尔并非 “修正派” 学者所称的有高超的领导技巧和协调能力 ， 他在台海危机中的 “模糊” 战术从长远来看，
得不偿失。 见 Gordon Chang, Friend$ and Enenies: the Uni也d Stat邸，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叫

Univcrsity Press, 1990. 普鲁森则认为 ， 在台海危机中 ， 杜勒斯设计并执行了 一条含有许多危险因素的行动
路线 。 R. Prusse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Power, in Richard H. Irtuncrma吼 叫.，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mn('l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 990. 



试诠艾森豪威部和杜勒斯在美国对台海危机决策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翔
一一似 第 二 次 台 海危机为例

第二次台海危机为例 ， 、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台海危机中 的关系模式做出 自 己
的分析和判断。

→ 、 台海局势再次升温和美国决策层的反应

第一次台海危机并未使美国改变其基本的对华、 对台政策 。 美国继续遏制 中
国 ， 同 时 ， 为确保台澎不落入共产党手中 ， 也继续支持台湾的国 民党政权。 而且 ，
美台通过签署 《共同 防御条约》， 关系更趋稳定。 然而 ， 一方面， 美国仍避免明
确承担协防除台湾、 澎湖列 岛 以外 ， 并无战略价值的沿海岛屿的义务 ： 另一方面 ，
在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问题上 ， 仍未成功 。 这样 ， 一旦台海地区再次出现
危机 ， 便意味着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将重陷进退两难的决策困境。

事实上 ， 台海局势确不平静。 虽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骚扰行动一度受到
了严格限制 ， 但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满 ， 台湾当局仍然通过外交、 军事等一切
可能 的途径 向 艾森豪威尔政府表达返 回 大陆 的愿望和决心 。 1957 年 10 月 3 日 ，
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 338 次会议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亲 自 与会 ， 会议拟就台湾的

形势进行评估 ， 并对是否取消台湾军队反攻大陆的 “进攻性使命” 作出最后决定。
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 ， “重返大陆的希望是遥远的 ， 但对维持台湾的士气却是至
关重要 的 。 ” 有鉴于此 ， 美国政府作出决定 ， 将不明确限制台湾当局的这一使命。
与此同 时 ， 为确保美国西太平洋近海岛屿链的安全 ， 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在某
种程度上迎合了 台湾当局的 “反攻大陆” 政策 ， 同意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少量具
备有限进攻能力 的军事装备及相应训练 。 ① 值国 际反共浪潮高涨的时期 ， 为维持
台湾的士气 ，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政策的这一细微调整促使蒋介石当局明显加紧
了对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活动 ， 从而提高了再次加剧 台海局势的可能性。

1 958 年 ， 为对美 国敌视和遏制 巾 国 、 分离 台湾 的政策作 出 反应 ， 以达促进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继续、 摸清美国军事战略底牌、 保卫中 国东南沿海的安全等 目
的 ， 以美国 出兵黎巴嫩事件为契机 ， 部分出 于声援亚非 民族解放运动的考虑 ， 7
月 17 日 ， 中共中央作 出对金 门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决定。 自 8 月 初开始 ，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开始在福建、 广东等地进行军事部署 。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着 台海地区形势的变化 ， 并迅速作 出反应 。 在一周左右的

① PRUS, 1955-1957, vol .3, pp.6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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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 美国政府决策相关各方连续举行高层会议或会谈， 讨论台海局势。 其中
包括 8 月 7 日 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75 次会议； 8 月 12 日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
斯在 白宫开展的讨论 ； 8 月 14 日 ， 国家安全委员会 376 次会议等。

在对中共意图 的估计方面 ，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基本一致。 他们认为如非局
势判断失误， 中共不会围困岛屿或直接发动进攻。 中共的炮击更像一场 “神经战” ，
他们想看看在美国不做反应的前提下他们能走多远。 根据这一估计 ， 结合对苏联
作为中 国盟友这一因素的考虑 ， 艾森豪威尔主张， 对中共对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
的反应应该谨慎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 不应持续不断地采取加深敌对状态的行
动 ， 美国最多给蒋军提供更先进的装备。 ①

沿海岛屿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 。 美国决策层一致同意 ， 在当前状况下 ， 丢失
沿海岛屿无疑将对国 民党士气造成不利影响。 但在一旦沿海岛 屿遭到进攻 ， 美国
当如何反应的问题上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有不同看法。 艾森豪威尔倾向于放弃
沿海岛屿。 他认为 ， 沿海岛屿的去留不会危及 台澎的根本利益 ， 除非中共的军事
行动被视为进攻台湾的前奏， 否则 ， 美国并没有充分的理 由协防沿海岛屿 ②。 杜勒
斯则倾向于协防沿海岛 屿 ， 对中共体现出更坚决的立场。 他表示 ， “过去五年来 ，
国 民党当局已经将沿海岛屿与台楼防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可能我们应该把对
近海岛屿的进攻看成是对台湾的进攻” ③。 这一阶段， 二人并未在沿海岛屿问题上
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艾森豪威尔建议杜勒斯 ， 当前局势下可召集记者招待会 ， 声
明 “沿海岛屿的防卫罚台澎防卫紧密结合在一起 ， 全面i韭攻这些岛屿将不可能不
导致美 国卷入” 。 ＠

对于中共可能的军事行动意向 ， 军方的立场是 ： 在中共进攻沿海岛屿 以及对
其成功实行长时期封锁 的情况下 ， 美 国 必须干预。 而要确保干预 的有效性 ， 就
有必要对大陆实施局部核打击。 假如中 共坚持进攻 ， 则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打击范
围 。 ③

军方同时认为 ， 美 国不应公开言明上述政策 ， 应继续保持模糊 ， 让中共和国
民党猜不透。 参谋长们最为担心的是 ， 一旦蒋介石知道 ， 美国将保卫金 门 、 马祖 ，

① PRUS, 1958”1960, vol. 凹， pp.67-68.
② FRUS, 1 958-1960, vol.19, pp.5 1 ,  55”57. 
③ FRUS, 1958-1960, vol. 19, pp.5 1 .  
④ FRUS, 1 958斗960, vol.19, p.5 1 .  
⑤ FRUS, 1958- 1960, vol. 19, 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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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自 己就会先干起点什么来”①。 军方的这一立场得到 了 国务院及总统的认可。
8 月 22 日 ， 国务院、 国 防部、 中情局、 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就台海局势作出决定 ： 美国将采取军事演习 、 外交、 后勤支援等一系列措施来改
善国 民党所处的局势 。 杜勒斯在会上表示 ， 相对于向 中共表明我们准备抵抗对沿
海岛屿的进攻这一立场本身而言 ， “继续表现出欢迎进行战斗 的姿态” 将更能起
到威慑作用 ， 行动 比声明更有效 ②。

在台海局势 日 益升温 ， 危机迫近的态势下 ， 美国决策层在对中共基本战略意
图 的估计上是正确 的 。 但在沿海岛屿问题上 ， 杜勒斯主张对华采取更坚决的立场，
一旦沿海岛屿遭到进攻 ， 他倾向于美国进行协防。 而艾森豪威尔则倾向 于在不危
及台澎的情况下， 美国没有协防必要。 为遏制 中共可能的进攻行动 ， 杜勒斯显然
认为单纯的 口 头声明达不到预期的威慑效果。 他更认可美国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实
际行动。

杜勒斯的这一立场源于其坚定的反共信念 ， 但在这方面， 艾森豪威尔 同杜勒
斯是一致的 ③。 他们的区别在于性格和背景不同 以及他们看问题的不同 出 发点 。 杜
勒斯是一个思想深邃、 博闻广记、 深谙国 际事务的世界主义者 ， 他曾 致力 于赢得
世界和平、 遏止战争 的哲学思考和体制建构。 在 1950 年他 出 版的著作 《战争或
和平》 中 曾 提出 ， 抱着用武力惩罚侵略者的决心和毅力 ， 将一般社会制止暴力 的
原则引 至国际社会 ， 才有可能带来基于正义和法律基础上的真正的和平 ③。 考虑到
二战后到 1950 年之间杜勒斯的外交活动实践和 当时的世界局势 ， 杜勒斯书中 “侵
略者” 的指向对象应该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 。 杜勒斯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是悲观的 ， 因此， 在上述哲学思维和理论框架下 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实践方雨 ， 他
会更易感受到 ， 甚至无形 中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 半生戎马的艾森豪威尔 ， 凭其
长期 以来形成的军人直观果断的思维习惯， 首先看到的是沿海岛屿军事上的无价
值 ， 因此， 在军事威胁未迫近的情况下 ， 艾森豪威尔当然倾向于促使台湾当局放
弃沿海岛屿， 消除麻烦的根源 ， 而非在对美战略利益不重要的地方， 牵扯精力和
力量。 从他在 自 己 的 回忆录中对 1958 年台海危机的描写冠以 “又是那些麻烦的

① PRUS, 1 958- 1 960, vol . 19, pp.42-43, 50-55. 
② FRUS, 1958-1960, vol . 19, pp.67耐．
③ － 艾森豪威尔的 回忆录－ 杜勒斯的撰述及其他中外著作皆承认这一点 。
④ 约翰 ， 福斯特 · 杜勒斯著，北京编译社译， 《战争或和平》 （ 中文版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59 年。 第 5

页。 本人以为 ， 此书书名译为 “战争还是和平” 更贴近杜勒斯所论问题的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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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 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这种心迹 飞

二 、 危机的高潮一一决不绥靖 ， 但可以谈判

自 8 月 23 日 始 ， 中共军队对金 门连续进行猛烈炮击。 鉴于事前对中共意图
的评估 ， 美国决策层并未对台海事态表现出过分忧虑 ②， 只是密切关注局势 ， 有条
不紊地召开高层会议讨论对策。

美 国决策层先后举行了包括 8 月 25 日 ， 艾森豪威尔召集 ， 由 国务院、 国 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情报局等相关机构人员参加 的 白宫会议； 8 月 27 日 ， 国 家
安全委员会第 378 次会议 g 8 月 28 日 ， 国务院、 国 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
情报局联席会议等。 在艾森豪威尔主导下 （ 8 月 23 日 ， 中 国共产党炮击金门 的
消息传来 ， 杜勒斯正在机场 ， 准备外出度假。 后仍按计划 出行。 ） ， 美国对台海局
势的态度’总体比较谨慎。 借助于 8 月 26 s 国家情报特别评估 ③ 对中共意图估计的
结果 ， 美国政府达成共识 ： 在国民党有能力应付危机的情况下 ， 美国尽力避免介
入， 但必要时可以为国 民党舰只护航 飞

8 月 28 日 ， 中共福建前线 向金门 国 民党军播放 《告蒋军官兵书》， 宣称解放
金 门 迫在眉 睫。 为 因应这一事件 ， 29 日 ， 艾森豪威织在 白 宫再次召集 国务 院 、
国 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 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首脑的高层会议 ， 制定出 了应急计划 。
美国决策者初步判定台海局势可能呈递进式上升态势 ， 据此 ， 美国将相应采取逐
步递进的对策。 即 目 前的炮轰为第一阶段 ， 由 于没有证据证明 中共对沿海岛屿发
动 旨在夺取它们的进攻 ， 美国将提供物资与后勤援助 g 假如 中共发动进攻 ， 其明
显的意图是夺取一个或多个主要沿海岛 屿 ， 美军将直接协防沿海岛屿 ， 包括攻击
敌方炮兵阵地和处于攻击之下的沿海岛屿附近的敌方机场 ， 这一阶段仍避免使用
核武器 P 假如 中共将战斗扩展到靠近台 湾和、澎湖 的国际水域 ， 美军将根据情况扩
大行动。 总统在必要时可能要对使用核武器作出 指示 。

① 德怀特·D·且－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一一白宫岁 月 （下） ：缔造和平》，生活 ·读书·新知二联书店，
1977 年 ， 目 录页第 4 页或第 327 页。

② 从中共炮击金门事件发生后 ， 杜勒斯仍然未l改外出度假的计划一事可见一斑。
③ 8 月 26 日 ， 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指出 ， 鉴于对美国义务的估计和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 ， rj:1共在近 6

个月 之内不会试图夺取台湾和澎湖 ， 也不会在近期内进攻沿海岛 屿 ， 其行动的 目 的在于试探美国和国民党
对沿海岛屿的意图 ， 但它会持续施加对金马的军事压力 。 FRUS, 1958－扭曲， vol. 1 9, pp.81”82.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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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目 前台海局势的第一阶段， 会议作出决定 ： 在 “ 国际水域” ① 对国 民党补给
舰只进行护航 z 在蒋需要调拨空军力量防卫沿海岛屿时 ， 美军与 国 民党协商后可
以协助台湾 当局负责台澎防空 。 ②

会后 ，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会议决定 向 美 国 太平洋舰队就在 台湾海峡地 区
的行动发出 了相应指令。 同时， 美国 国务皖指示美国驻台 “大使怖 庄莱德 （E. F. 
Drumright） 通报蒋介石 ： 艾森豪威尔总统已授权采取具体行动 ， 防止和睦遏 中
共夺取沿海岛屿。 ③

9 月 1 日 ， 杜勒斯度假归来。 2 日 、 3 日 他召集 国务院与军方联合会议， 就
台海事态进行探讨。 主要时论了 中共军队可能 的动向和美 国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
协防沿海岛屿的问题。 3 日 ，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勒斯递交了 《美国政策声 明 》
草稿 ， 其中声称 ， 美 国 “不能允许由 于共产党的侵略而丢失浩海岛屿” ， 假如沿
海岛屿由 于遭受大规模的进攻而受到严重威胁 ， 美国将同意国 民党对大陆某些基
地进行攻击， 加强国 民党的力量以确保沿海岛屿的安全， 如有必要 ， 则在进攻中
使用原子武器。 该文件的附件 《台湾海峡局势》 中列举了美国必须协防的主要沿
海岛 屿包括大小金门和马祖列岛 中的五个岛屿 。 杜勒斯肯定了军方的意见 。 并专
门就其对形势的判断和美 国 以后的政策选择写了一份备忘录 ， 准备在 9 月 4 日 提
交给总统。

9 月 4 日 ， 杜勒斯前往罗德岛 ③ ， 面’见艾森豪威尔。 根据备忘录， 杜勒斯提请
总统考虑苏联对中共行为的支持和中共炮击的深远 目 的。 他认为 中共的行动事先
得到苏联的许可和支持 ③ ， 是蓄谋己久的。 其 目 的在于摧毁 国民党在台湾及沿海岛
屿 的地位 ， 而这将对菲律宾 、 司 本 ， 乃至 “整个亚洲 自 由世界” 带来不利影响 。
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威望。

基于上述推断 ， 杜勒斯对沿海岛屿可能的形势变化作出 预估如下 ： 假如 中共
认为美国不会干预其针对沿海岛 屿的军事行动 ， 他们就会在岛上守军 “丧失抵抗
斗志” 的任何时候发起攻击 ， 夺取金 门 z 假如 中共觉得只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时美
国才会干预 ， 它们就一直会维持其现在对金门 的军事压力和封锁 ， 直至岛上防御

① 即不超过 3 海里。
② FRUS, 1958- 1960, vol. 19, pp.96”99. 
③ PRUS, 1 958- 1960, vol. 19, pp. 100-101 .  
④ 当时， 艾森豪威尔正在罗德岛度假。
⑤ 事实上中 国炮击金门 的行为 ， 苏联事先并不知情 ，更谈不J二支持。 参见沈志华 ： （（1958 年炮击金门前

中同是杏告知苏联？ 队 《中共党史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第 3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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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守军士气丧失和供给不济而崩苦苦 z 只有在中共认为美国将积极干预对沿海岛 屿
的任何攻击企图 ， 还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 ， 它们才会僵旗息鼓。

杜勒斯还强调了 中共一且认为美国不会积极干预 ， 向金门发动进攻时 ， 美国
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 在金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 ， 美国有必要卷入， 但仅靠常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 只有依靠核武器 ， 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预期成果 ①。

对杜勒斯的说法 ， 艾森豪威尔没有明确表态 ， 只是表示 ， 在美国介入后 ， “ 中
共将使用远离海岸的基地 ， 在夜间轰炸台湾 ， 这样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困难”。

这一阶段 ， 应该说， 杜勒斯在缺市华盛顿高层会议期间 ， 对艾森豪威尔主导
下就台海局势采取的实际应对措施是没有异议的 。 它们的差异在于 “美国下一步
该如何应对” 这一战略问题上。

在台海问题决策 的两难困境中 ， 对 “美国下一步将怎么办 ” 这一战略问题，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各执一端。 艾森豪威尔认为为避免美国在无战略价值地区卷
入一场大规模战争 ， 甚至核战争的危蹬 ， 他宁可选择美 国 的政治声誉受损 。 而杜
勒斯则认为 ， 为防止给 “亚洲 自 由 世界” 带来不利影响和损害美国声誉 ， 他宁可
选择与共产主义 以战争 ， 甚至有限核战争的形式对抗。 当然 ， 处于决策困境中的
两位美国高层领导人 ， 向前走 出 的每一步都是异常谨慎的。 在台海局势未进一步
明 朗之前， 他们一致采取的是模糊策略 ， 不 明确美国对台湾当局义务的具体界限。
与此同时 ， 进一步对中共实施威慑。

同艾森豪威尔会面当 日 ， 经艾森豪威尔审阅并授权 ， 杜勒斯发表了美国对台
海政策立场的声明 ， 即 《新港声明》。 声明 回顾了 台海事态的发展 ， 再次提出 “确
保和保护不丧失金门 和马祖同保护台湾利益 日 益相关” ， 如果情势的发展要求美
国必须依据 《决议案》 采取行动 ， “总统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 与此同 时 ， 声 明
还提出 ， “总统和我真诚希望中共放弃使用武力来满足领土野心” ， “ 以 和平方法
奉行政策的行动方针是唯一文明 的和可以接受的程序。 就美国而言 ， 它打算奉行
这项方针 ， 除非和l直到 中共的行动使我们除了起来保卫一切爱好和平的政府所信
奉的原则外别无其他办法” ②。

在发表 《新港声明》 的同时 ， 美国 国务院指示其驻波兰大使主动通过中 国驻

① FRUS, 1958-1960, vol. 19, pp. 13 1-134.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8, pp.687-689， 参见 FRUS,

1958时1960, vol.1 9, pp. 134-136. 转引 自 戴超武 z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 的中 美关系》， 社会科
学文献/J＼ 版社， 2003 年 ， 第 383 页 g 另 见 陶文钊 主编， 《中美关系史 （ 1 949-1 972）》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9 年 ， 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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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大使馆进行联络 ， 希望与王炳南见面 ①。 针对杜勒斯的声明 ， 周恩来 9 月 6 日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发表应对声明 。 在表明 中 国行为正当性的同时表示 ， “既
然美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 中 国愿意再进行一次
维和努力 ， 同意恢复两 国大使级会谈。” 台海危机进入谈判解决阶段， 解放军基
本停止了对金门 的大规模炮击 ， 改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零炮射击。

应该说 《新港声 明》 更大程度上是美国决策层对中共进行威慑同时应对国际
和 国 内舆论的手段。 当然 ， 它既是杜勒斯立场的体现， 亦在艾森豪威尔所能容忍
的限度范围内。 声明在体现出美国坚决立场的同 时 ， 敞开了 和平谈判 的大门 。 联
系杜勒斯曾经的掏建世界和平问题的哲学思考中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 即利用除全
面核战争 以外的一切手段对抗共产主义 ， 叮以断定， 此立场确是杜勒斯的真实意
思表示 。 用杜勒斯 自 己 的话说就是绝不绥靖 ， 但可 以谈判 ②。

这一阶段 ， 我们似乎看到 了两个杜勒斯， 一个是强硬的、 坚决地反共斗士形象 ，
另一个是务实、 灵活 ， 处事谨慎的政治家形象。 一方面他崇尚 自 由 、 民主， 从内
心深处的道德层面上否定共产主义的正义性 ， 主张对其坚决予以 回击$ 另一方面 ，
他又推演出 “大规模报复” 、 “威慑” 和 “战争边缘术” 等具体手段， 并谨慎、 灵
活地运用在具体的外交行为中 。

三 、 危机的缓和一一寻求谈判解决 台海问题

美国宣布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后 ， 有关决策者频繁开会 ， 讨论谈判方针
及沿海岛屿的地位问题。 在上述问题上 ， 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存在差异 。
杜勒斯强调不能放弃沿海岛屿 ，他提出可使沿海岛屿实现某种形式的 “非军事化” ，
但管辖权仍留在国民党手 中 。 杜勒斯对中美两国大使间 的谈判不抱任何幻想 J‘美
国走中美谈判 的过场 ， 只是出于美国 国 内公共舆论及盟国 的压力 以及为给国际社
会留下美国希望早 日 实现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设性形象的需要” 。 ③ 艾森
豪威尔则倾向 于通过谈判的方式明确去除美 国对沿海岛屿的义务 ③。

中美大使级会谈 9 月 15 日 在华沙举行第一次会议。 中方在首次谈判 时即亮
① Footnote, FRUS, 19当8-1960, vol. 19, pp. 1 55. 
② 参见约翰 ·福斯特 · 杜勒斯著， 北京编译社译 z 《战争或和平》 （ 中文版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 959 年 ，

第 31～33 页。
③ FRUS, 1958-1960, vol. 19, pp.1 55-159. 
④ FRUS, 1958”1 960, vol . 19, pp. 1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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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 自 己 的底牌 ①， 通过中央情报局的评估 ， 加之与中共的实际接触 ， 美国决策层
逐渐认识到 “中共对 自 身军事行动 的 自 觉克制” 及其 “对核战争危险性认识的深
入” ②， 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开始积极谋求台海局势的长远解决方案和沿海岛屿的
停火问题。 9 月 27 日 ， 杜勒斯访英期间 ， 与英国首相就台海局势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考虑由第三方因素介入签署停火协议或达成实际停火状态。 此议得到 了英国的积
极支持。

对于国 民党当局的反对声浪 ， 杜勒斯指示美国 国务院官员对 国民党恩威并施 ，
一面对国 民党进行安抚 ， 向 国 民党保证华抄会谈和对沿海岛屿的任何解决方案不
会损害 国 民党的利益 ； 同时， 也向 台湾当局施加一定的压力 ， 促使国 民党约束 自
身在沿海岛 屿 的行为。 一切铺垫工作就绪后 ， 在 9 月 30 日 的记者招待会上 ， 杜
勒斯主动 向 中共透露美 国 以金马换台澎的意愿。 以期双方在 台海问题上达成民期
解决。 杜勒斯公开表示 ， 美国认为国 民党人返 回大陆是一个具有 “高度猜想性的
命题” 。 他还表示 ， 在敌人炮火攻击下采取相应措施使蒋撤出沿海岛 屿无论如何
都是不明智 的 。 但如果在 台海实现停火的条件下 ， 蒋寄：便没必要在金 、 马驻留大
批部 队。 在这种情况下 ， 仍然驻守金、 马是不明智的、 不审慎的 ③。

基于上述形势， 中共中 央认为 ， 美国试图以 台海地区停火为条件制造两个中
国 ， 毛泽东权衡利弊， 转而作出 了暂不解决金门问题的新决策 。 决定与蒋介石 “合
作’＼ 共 同抵制美 国 。 既然毛泽东要对蒋介石表达善意 ， 中共军队也就没有 了炮
击的必要 ， 第二次台海危机至此迅速化解。

中 国宣布停止金门炮击当 日 ， 国务院、 中央情报局 、 军方联席会议作出 了在
共产党停止炮击的前提下暂停护航的决定 ④。 艾森豪威尔认为当前正是进一步解
决沿海岛屿问题的 良好时机。 他建议 ： 向蒋介石提供两栖登陆设施以增强其军队
的攻防能力 嗅 以此换取蒋介石在停火状态下从沿海岛屿撤出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

① 根据杨奎恰教授的研究 ，毛泽东对中 国外交人员首开会谈便亮出底牌感到异常愤怒，这使中方的谈判
代表在以后的会谈巾采取 了异常强硬的立场。 避免同美国商谈任何具体问题， 转而义正词严地要求美国从
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 参见杨奎松 ：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一～’so 年代巾国对外政策变动原因及
趋向》 ， 《史学月 刊》 2003 年第 12 期 ， 第 5 1 页 。

② FRUS, 1958- 1960, vol. 19, pp.269”270. 3:} ， 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 ，毛泽东确从国外新闻界获知了美国
的态度， 认为靠手榴弹与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 ， 战放弃对金门 、 马祖的登陆计划 ， 转而希望通
过正飞力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 参见杨奎松 ：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一－50 年代中 国对外政策变动原因反
趋向》， 《史学月 T-!J》 2003 年第 12 期， 第 51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辑（下） ，第2824-2826 页 ， 转引 自 陶文钊 主编 ，《中美关系史 （ 1949--1972 沛，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9 年 ， 第 269 页。

④ FRUS, 1958-1960, vol. 19， 凹，329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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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艾森豪威尔认为 ， 这 →建议最好，由 台湾当局人士提出 ， 比如叶公超“大使均。
对于总统的指示 ， 10 月 10 日 上午 ， 杜勒斯携 国 务院相关人员 与叶公超进行

接触。 传达了美国拟与蒋介石就沿海岛屿问题进行商谈的愿望。 1 0 月 10 日 下午 ，
国 防部、 国务院、 中情局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举行联席会议继续讨论蒋
军从沿海 岛屿撤离问题。 会议讨论了各种可能的路线及其利弊， 最终就沿海岛屿
在停火状态F撤出 213 的部队达成一致。 认为其在军事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从
政治方面讲， 亦有利于美国在世界舆论 中 占据有利地位。 会议提出 ， 达成这一问
题 目 标的关键在于说服蒋 ‘总统 ’ 改变态度和既往政策路线。

10 月 13 日 ， 因务院得到 台湾当局的积极 回 应 J‘蒋介石总统非常欢迎杜勒
斯访台并希塑就与台湾相关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进行商谈。 ，，

1 0 月 21 日 ， 杜勒斯抵达 台北进行访问。 从 10 月 21 B 至 23 日 ， 杜勒斯与
蒋介石、 “副总统” 陈诚、 “总统府” 秘书长张群 、 饶伯森与台湾 “外交部长” 黄
少谷 、 驻美 “大使” 叶公超举行了多次会谈 。 经过回 响再的讨价还价 ， 尽管非常不
情愿 ， 但台湾当局毕竟不能没有美国 的支持 ， 在美国 同意提高沿海岛屿驻军装备
能力 的前提下 ， 蒋介石最终同意在停火的状态F削减在金门 、 马握的驻军。 双方
会谈最后还答署 了联合公报 ， 公报主要包括两点 z 第一 ， 在当前情况下 ， 金 门 、

马祖与台湾、 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的关连 自 第二， 台湾当局是最能代表向往 自 由
的 中 国人民 的唯一合法政府 ， 其相信 ， 解放大陆的 中 国人民是其神圣使命。 这一

使命深深植根于中 国人民脑中和心 中 ， 台湾 当局将主要用 中 山先生 “三民主义”
精神而非武力来实现这一神圣使命 ② 。 杜勒斯台湾之行在承认蒋介石不放弃沿海
岛屿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美国的政策 目 标 ： 蒋军从沿海岛屿撤离 、 蒋介石承诺不
以武力反攻大陆。 鉴于美蒋之间 已经就沿海岛屿问题达成妥协 ， 美国政府便无须
忧虑台海局势的发展。 两次台海危机中 的症结问题终于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化解 。

在谈判谋求沿海岛 屿停火乃至台海局势的长远解决问题上 ， 杜勒斯又一次回
溯到他谋求世界和平的理论框架 ， 即通过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力量和国 际社会的原
则来谋求具体问题的解决。 杜勒斯曾被冠之以 “条约迷” 的绰号即基于此。

艾森豪威尔在沿海岛屿上的立场简单明 了 ， 既然 中共军队对沿海岛屿的威胁
已经解除 ， 那么对美国而言 ， 当务之急便是压蒋撤退驻军 ， 使美国摆脱沿海岛屿
这个沉重而无价值的包肤。 虽然杜勒斯醉心于沿海岛屿通过第三方实现 “非军事

① PRUS, 1958-1960, vol. 19, pp.346. 
② FRUS, 19姐”1960, vol.19, pp.439-440, 4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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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方案 ， 但总统的指示下达后， 他仍然不敢怠慢 ， 对此马上进行研究并执行。
在此 ， 他对总统的顺从与忠诚得到 了 完美体现。 杜勒斯生前认可的传记作者约
翰 · 鲁宾逊 · 比尔认为 ， 杜勒斯有点耶稣会 ① 会员似的个性 ， 他尤其对总统的一言
一行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 艾森豪威尔在 自 己的 回忆录中对此也有专门 的论述。

结论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继续和发展 ， 美国基本浩用 了在第一次
危机中 的政策路线 。 与第一次危机所不 同 的是 ， 第二次危机中 ， 美国抓住时机，
与台湾当局进一步调整关系 ， 在原有的美台 《共同防榈条约》 的基础上达成了美
台 《联合公报》， 从而使美台关系在上述两个文件基础上长期确定下来 。

第二次台海危机期 间 ， 虽然杜勒斯对台海局势的可能发展做出 了 比较严重的
预估 ， 并倾向 于采取 比艾森豪威尔更为激进 的立场。 但中共对金 门仅止于炮轰 ，
台海局势始终未发展到美国政府认为应 当直接军事干预的程度 ， 杜勒斯与艾森豪
威尔的潜在分歧均未及实施。 换句话说， 台海危机没有为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分
歧的公开化和深入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和空 问 ： 在台海局势的高潮时期， 杜勒斯
能够 比艾森豪威尔走得更远的 ， 或者’更确切地说 ， 是艾森豪威尔允许杜勒斯走得
更远的 ， 只能是对中共体现出美国更坚决的立场 ， 即更充分地对中 共进行威慑。
只要杜勒斯事先与 自 己 沟通 ， 艾森豪威尔乐观事态发展。

在整个台海危机期 间 ， 杜勒斯在具体行动上几乎无任何越轨行为 。 虽然在对
危机的认知方阳看得似乎更加深远 ， 与总统存在分歧 ， 但关于危机处理的任何步
骤 ， 杜勒斯均先与总统协商 ， 得到总统认可后方才行事。 在谋求沿海岛屿撤军问
题上 ， 虽然杜勒斯设想的解决方案与总统的方案有较大差异 ， 但当总统提出 “建
议” 后 ， 杜勒斯仍然非常积极地进行研究并执行。 杜勒斯在台海危机中充当的美
国政策设计者 、 执行人和发言人角色 ， 均是总统充分信任并授权下的行为 。 杜勒
斯深谋远虑的思维习惯也决定了他承担得会多一些。 但杜勒斯更像艾森豪威尔勤
勉的顾问和助手 ， 而不是一个独断专行、 自行其是的人。

① 天主教的一派 ， 以顺从 、 刻苦、 坚贞为信条－一译者， 见约翰 · 鲁宾逊 · 比尔著 ， t海市 “五 · 七”
干校六连翻译组编译z 《约翰 · 福斯特 · 杜勒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第 68 页注释。

② 约翰·鲁宾逊， 比尔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编译 z《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 第 67-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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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 己 的回 忆录中 ， 艾森豪威尔还专 门对杜勒斯妄 自 尊大、 独断专行的公众
形象进行辟谣另工作 出 详细论证。 艾森豪威尔这样评价杜勒斯 ： “杜勒斯 比一般人
更坚决主张 ，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 的重大决定完全由 总统来承担最后的和个人的责
任 ， 在我们共事的整个期 间 ， 他一直小心谨慎地保持这样一种态度。 他从不擅 自
发表一篇重要的演说或声明 ， 除非经我审阅 、 修改和批准。

反过来， 我们应该注意到 ， 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任何政策行动 ， 皆 出
于白宫。 对台海发展态势作出反应的权力一直掌握在艾森豪威尔手中 。 曾 经作为
一个深孚众望的高级军事将领 ， 很难想象， 艾森豪威尔会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总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保持
了前所未有 的亲密合作关系 。 杜勒斯的专业素质与勤勉、 忠诚的品质 ， 得到了艾
森豪威尔的尊重和信任 ， 由此 ， 杜勒斯获得了很多“特权” 。 ｛S.!E如艾森豪威尔所言 ，
“杜勒斯一直遵守他们之间商定的权力界限” ① 艾森豪威尔在 自 己 的 回忆录巾 ， 曾
写道 ， “特别使我感到称心的是 ， 我们在谋求解决任何复杂问题时总是形同伙伴 ，
熟不拘礼的 。 但是， 虽然我们关起门来象伙伴一样工作 ， 他在我们的所有谈话中 ，
却始终认为他是一个顾问 ， 承认必须 由我来做最后的决定 。 ” ②

纵观台海危机的处理细节 ，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的关系并不例外。 杜勒斯在
其中起到 了极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 但不外乎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者 、 执行人和
发言人。 虽然他倾向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 但却从未擅 自 行事 。 艾森豪威
尔始终牢牢掌握着对台海局势的最终决定权。

然而 ， 美国将对台海的决策 同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
与威望联系起来的思维逻辑 ， 使美国在危机处理中缺少 回旋余地。 即使是艾森豪
威尔采取模糊战术 ， 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 国在危机中所处的尴尬局面， 当新的
企机发生时 ， 美国将极有可能重陷进退两难的境地。

①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2《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白宫岁月 （下） ：缔造和平）） ，生活 · 读书·新知＝气联书店 ，
1 977 年， 第 408“409 页。

〔D 同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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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控制 ： 1960 年代初期 美 台 关系 中

的金 门马祖问题

牛 大 勇

中美关系 中 的一个重大麻烦是台湾问题。 美台关系至今仍是牵制和干扰中美
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冷战 巾 的 1960 年代初期 ， 肯尼迪政府酝酿着对
华政策的调整 ， 但在对台关系和金门、 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 ， 面临障碍。

肯尼迪时期 的美台关系 ， 表面上平平淡淡 ， 没有什么大的起伏 ， 实际上暗涛
汹涌 ， 波澜起伏 。 这时期的美 国对台关系 ， 在许多问题上发生纠葛和危机， 除 了
联合 国 中 国代表权问题、 美国 同蒙古关系正常化问题、 廖文毅赴美签证问题、 从
缅泰老边境地区撤走国 民党残军等等问题之外 ， 还有反攻大陆和沿海岛屿弃守等
问题。 历史帷幕之后发生的这一系列危机 ， 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中长期存在的一
些根本性的矛盾。 在影响肯尼迪政府对台政策 的诸多 因素 中 ， 地缘政治利益 飞 意
识形态、 道义原则 、 威权的扩张、 目 标 的确定、 力量的限度等等 ， 都被美 国决策
层反复考虑和权衡。 本文将探讨肯尼迪政府对金门 、 马祖等沿海岛屿 ， 所傲的种
种考量 ， 及其涉及的危机控制问题。

一 、 迟到的支票

朝鲜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 一方面是遏制大陆方面用武力实现国家
统一 ， 宣示必要时将用美国军事力量支持台湾的防御 。 另 一方面 ， 虽然有 “两个
中 国” 的酝酿 ， 却从未正式否认过台湾是中 国领土的一部分。 ①

① 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Washington, 14 March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趾Uni剧 协憾， 1961”1963,
Vol. 22, p.29; Telegrmn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8, 196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 5 1 ,  footno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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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执政时 ， 修改了杜鲁门政府 “ 中立” 台湾海峡的政策 ， 自 称其对
台政策有三个要点 ： （ 1 ） 保障台湾与澎湖 的安全 ； (2 ） 支持蒋介石 ， 以维系海外
华人的反共士气 ； (3 ） 保持台湾军队有在大陆作战的能力 ， 但要置于美国 的完全
控制之下 。 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要求 ， 则采取回避政策。 ①

美国实际 仨担心被卷入一场既非 自 己选择 ， 也非 自 己挑起的 台海战争中去 ，
故想尽力 防止事态发展到两岸开战的地步 ， 并设法结束 中 国 的 内 战状态。 金 门 、
马祖等沿海南屿恰恰是很容易引发危机并把美国卷入战端的敏感地域。 ②

尽管美 国军方有不同意见， 但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认为金 门 、 马祖有多么
重要的 战略价值。 他几次想让蒋介石放弃这些沿海岛 屿 ， 均遭到抵制。 其间于
1955 年 4 月 ， 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远东助理国务卿联抉赴台 劝说， 也未成功 。
这桩心事就一直留 了下来。 ③

1959 年 6 月 ，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届任期的后期 ， 终于造访 了 台 湾一次 ， 用
意是在历届美国 总统从未到过的这个地方 ， 向世人显刀之美台关系是重要而友好的。

蒋介石所需要的却不仅仅是美 国 的姿态 ， 而是实质性的支援。 他除了提出美
国应全面加强同 台湾的政治 、 经济、 军事合作之外 ， 还具体要求美国提供若干军
事项 目 的援助 ， 其中之一· ， 是能大量空投伞兵的 C- 130 运输机等。

百战沙场的艾森豪威尔完全明 白这种飞机的作战用途 ， 没敢立 即答应 。 这桩
用意甚明 的要求在他心 中掂量了 ·年有半 ， 直到退 出 白宫前夕 ， 经过再三考虑 ，
终于在 196 1 年 1 月 12 日 通知蒋介石 ： “ 我 已授权此时即 向贵政府提交 C-1 30B 型
运输机一架” 。 除了费心解释只能提供区区一架蒋方渴望已久 的这种飞机 ， 是 出
于何等 的 12§难之外 ， 还许诺了一个十分光明 的前景 ： “ 如果看到你们运用这架飞
机的经验缸然表明另 ‘架同样型号的飞机会被有效地使用 ， 我相信， 美国政府将
认真考虑你们 的进一步要求” 。 ＠

这份迟到的新年贺礼 ， 即使能引 起蒋介石的兴奋 ， 也是转瞬即逝的 。 1 月 20
日 新总统肯尼迪人主 白宫后 ， 即 由 国务院下令推迟该项供货 ， 原因是” 对于 C胃口。

① Memora11dum for the Record, Gettsburg, 2 1 June 1962, FRUS, 1961- 1963, Vol. 22, p. 257.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阳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阳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I O  Mayl96 1 ,  FRUS, 1961 - 1963, Vol .  22, p.  56;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15, June 1 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72”73.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哩 Washington, 14 March 1961, ibid, p.29; Also see FRUS, 1955-1957驾 Vol. 2, 

pp. 445-543 ft.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S也.te to the Emb部sy in也e Republic ofChina, 12 Jan. 1961, FRUS, 1%1”1963, 

Vol.22,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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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用途有所保留 ” 。 国务院用一架空投能量较小的 C-54 运输机作为替代 ， 于

8 月 28 日 交货给蒋 ， 敷衍了事。 ① 由 此来看 ， 肯尼迪固然不想助蒋反攻 ， 引起海
峡两岸 的战争 ， 艾森豪威尔是否真有诚意 ， 也值得怀疑 ， 他毕竟是拖到可以只开
支票不须兑现的时候 ， 才签发了一张给蒋介石的支票。

： 、 不祥之兆

肯尼迪 以前很少谈论有关台湾的问题， f旦在 1960 年总统竞选期间 ， 多次扬
言当选后将放弃金门 、 马祖等沿海岛屿 。 ② 在他和尼克松的 电视辩论中 ， 金门和
马祖成为一个交锋的题 目 。 肯尼迪批评共和党政府 冒着把美国卷入战争 的危险，
去协助台湾防卫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岛 ， 政策失 当 。 尼克松则辩称这两个岛屿对于
保卫台湾至关重要 ， 以此鼓动选 民们去怀疑这位竞选对于的战略判断力 。 ③

肯范迪的上述言论立即在台湾 “朝野” 引 起了危机感。 台湾 “外交部门” 在
愤慨之下 ， 对记者提问做出 书面答复 ： “在任何情况下 ， 我们都不会放弃一寸领
土来讨好他人 ， 包括参议员肯尼迪在 内 ” 。 这话当然在肯尼迪竞选阵营 中 引 起了
反应。 ③

确实， 台湾当局在记忆中 ， 对四十年代后期 间美 国 民主党政府的关系充满着
无限的伤感与痛楚 ： 杜鲁 门 的 “姑息政策” 是大陆 “ 陷落” 的主要原因 ； 如果不
是及时地爆发了一场朝鲜战争 ， 连台湾这块地方也要被美国抛弃 了 。 艾森豪威尔
的共和党政府虽然同台湾当局也有矛盾 ， 但比较起来 ， 还是更坚定地支持了台湾
的防御和发展 。 现在民主党又要卷土重来 了 。 肯尼迪当选后 ， 新政府委派到亚太
地区的一些外交宫 ， 公开谈论实行 “两个中 国 ” 政策的可能性 ， 新任驻联合国代
表史蒂文森 （Stevenson, Adlai E. ） 甚至扬言 ： 如果继续辩论是否让中国大陆获得
联合国席位而逐走台湾当局的话 ， 美 国可能袖手旁观。 ⑤ 向 以 亲台著称而又影响
较大的 《时代》 周刊 ， 在 1 961 年 的 中 国专号 l工宣称 ： 不承认中罔 的政策是 “六十

①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l -2.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8 March 1960, p.49 1 .  
③ News Week, 24 Oct. 1960， 卵，1 5- 16.
④ 沈剑虹 ： 《使美八年纪要一一沈剑虹回忆录»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 ， 第 36 页 。
⑤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喝 Opposition to 也e Use of force 扭 曲e Taiwan S位也毡， 1954”1962，＇’The

Journal of American Risto巧， Vol.72, No.3, (December 1985), pp.637-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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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愚蠢政策” ， 催促政府重新估价美台关系。 ①
凡此种种 ， 都使台湾当局对这位以开拓 “新边疆” 自 诩 的美国新总统 ， 反应

谨慎而冷淡 ， 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更。 ②
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叶公超 1 961 年 2 月 3 日 奉命拜访腊斯克 ， 询问美国酝酿

对华新政策的传言·是否属实？ 腊斯克向 叶保证 ： 新政府全心全意承担美台共同防
御条约规定 的义务 ， 继续努力促进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 。 至于台湾所担心的美
国承认新 中 国 的问题， 腊斯克安慰道 ： “看不到 以任何形式发生这种问题并使这
种发展成为可能的前景”。 他解释 ， 北京方面没有迹象显示有兴趣提出这个问题 ，
美国又不打算采取主动。 是中 国政府要求美 国放弃台湾当局 ， 美 国 当然不会这样
做。 ③

美国 的这番保证 ， 不足以使台湾当局放弃危机感。 因 为美国没有表示支持台
湾对大陆的进一步要求或行动 ， 也没有保证永不承认新中 国 。 腊斯克强调的不是
美国没有这样做的 “ 意 向 ” 或 “考虑” ， 而是北京尚无兴趣提出 这个问题， 所以
美国 目 前还找不到 “形式” ， 看不到 “前景 ” 。 后来， 腊斯克再次向 叶公超强调 ，
由 于北京和美国政策t 的原因 ， 北京没有被承认的前景。 可是， 如果政策变了 ，

前景又会怎么样呢？ 腊斯克避而未谈。 ω

三 、 金门 、 马祖等括海岛屿弃守 之议

金门 、 马祖等台湾当局控制下的沿海岛屿 ， 长期 以来就是美台关系 中十分敏
感的问题。 蒋介石与美 国的一个主要矛盾 ， 是前者想要重新统治大陆 ， 后者认为
这个 目 标很不现实 。 前者认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随着美国与 中 国大陆开战而
降临 ， 为此特别强调金门等岛屿对于维持士气和军事攻防的重要性 ， 不惜在这电
引 发危机 ， 把美 国卷进去 。 后者则希望尽量不再卷入中 国 内 战 ， 消除剌激中国大
陆并引 发危机的导火线 ， 为此不惜让台 湾当局放弃最容易惹是生非的沿海 岛 屿 ，

① Timothy P. Maga, John F. Kennedy and New Frontier Diplomacy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 994) , 
pp. 1 16- 1 17.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由G D叩缸tment of State, 20 March 1961 ,  De阴血nent
of State, FRUS, 1 961- 1963, Vol. 22, p.37;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 s Special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但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7 July 1961 ,  FRUS, 196 1 - 1963， 飞fol. 22, p.  89.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3 Feb. 1 96 1 ,  FRUS, 1 961-1963, Vol. 22, pp.4-5.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17 March 196 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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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共双方被远隔于台海的格局固定化。 美台对彼此间战略上的这种矛盾了然在
胸 ， 只是嘴上不说， 暗中较劲 。 ①

沿海岛屿一旦遭遇大陆方面的进攻 ， 究竟是坚守还是放弃？ 美国可否认定这

就是进攻台湾的开始 ， 从而援引 美台有关的 “条约义务” 实施军事介入？ 美国 的
政策是按照美台 防御条约的规定承担协防 台 、 澎之义务 ， 至于金、 马等沿海岛屿
若遭到进政 ， 如果总统判断这是攻打台湾战役的一部分 ， 当可动用美国军队协防

金马。 换言之 ， 如果总统判断这种进攻只 限于金马 ， 不构成攻台 的一部分， 就可
以不出动美国军队。 ② 然而 ， 美国 国会在此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 避免露出底牌 ，
有 意不预作决定 ， 授权总统 “ 11自机决断 ” 。 这就是所谓 “刻意模糊 ” （calculated
ambigui俐 的危机控制策略。 其用意是使台海两岸都摸不清美国 的底牌 ， 而不致
轻举妄动。 ③

艾森豪威尔向 新政府传授此种危机控制要诀时强调 ： 虽然 国会授予了总统在
台海危机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临机决断权， 但并不意味着美方承担 了必须投入
战争的义务。 是否将大陆方面进攻沿海岛屿认作攻打台湾的前奏 ， 判断的尺度之
一是大陆方面 自 己 的宣传。 如 1958 年中共炮击金门时 ， 大力宣称其 目标是要 “解
放台湾” ， 这就使他可 以有根据地把大陆方面对金马的进攻当做攻台 的第一步 ，
从而动用美国武装 。 所以 ， 总统根据国会之授权对金马被攻之意义下判断， 并采

取相应措施， 是有一定伸缩余地的 。 ＠
肯尼迪政府上 台伊始 ， 就向 台湾当局说明 ： 新政府会全心全意承担 “；美台共

同 防御条约” 中规定的义务 ， 继续支持台湾。 还将注意努力促进台湾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这番话一方面重申 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暗示 ： 不会支持台

① Position Paper: GRC Premi缸’ s visit to W灿1吨ton, 27 July! 96 1 ,  Pap巳r of President Kennedy,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Meetings and Memoranda, Box 3 1 3, John F. Kennedy Library. 

② Position Paper: GRC Premier ’ S  visit to Washington, 27 July 1 961 , PPK, NSF Meetings and Memoranda, 
Box 3 1 3, JFKL. Statements by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regarding Qnemoy and Matsu, Jan. 
1953-Jan. 196 1 ,  PPK,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 45, JFKL.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注rence Statement, 
9 Sept. 1 958, 30 Sept. 1958, Depa11mc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 958, (GPO, 
Washington), pp. 1 153- 1 1 54, 1 166-1 167. Secretary IIert眩， News Conference Ststeme时， 9 July 1959,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Washingto吟， 27 July 1 959. p .114. FRUS, 1961- 1963, Vol. 22, pp.57, 256-257. 

③ S能.temen也 by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regarding Quemoy and Mat盹 Jan. 1953-Jan. 19刷 ，
PPK, WHCF, Box 45, JFKL. Memorandum From th己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缸ch (Hilsrna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町iman), 2 1 June 1 962, PRUS, 1961-1963, Vol. 22, 
pp.26。”263.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1 0  May 1961 ,  FRUS, 1 961- 1963， 马＇ol. 22, p.57; .Memorand.山口 for the Record, 21 June 1 962, 
FRUS, 1961 -1963, Vol. 22, pp.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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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弯越出 防御条约 的规定 ， 进犯大陆 ， 也不会支持台湾政治军事上的过分要求 ， 美
国支持台湾把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 ， 视此为冷战制胜的法宝。 ①

鉴于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火星随时可能演变为把美 国卷入的大战 ， 肯尼迪的幕
撩班子中不乏乘履新之际变革政策 、 控制危机的呼声 。

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设计委员 会主席马吉 （McGhee, G. C. ) 1961 年 3 月 10 日
提 t.±卜－项 《对 “中华民 国政府” 的新基本方针儿 建议为美台关系寻求新的基础 ，
在 国 际上推行 “两个 中 国 ＼ 要求盟邦分担防卫台湾的义务 ， 保 留 台 湾在联合国
的席位， 让大陆承担拒绝加入联合国 的责任。 同时诱迫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政
策 ， 撤出金 门、 马祖等沿海岛屿。 这位 “智囊” 不乏想象力 地描绘道 ： “我们把
放弃围绕沿海岛屿的危险冲突看做化内战为和平的手段 ， 让敌对双方相隔 100 英
里的蓝色海洋 ， 自 由 世界关于台湾有权拥有 自 己 的前途的感觉就会增长 ”。 他建
议以增大美援为诱饵， 在台湾当局依赖美国生存的敏感问题上施加压力 ， 以达撤
离金马等海岛之 目 的 。 ②

尽管当时尚不具备足以让美国抛弃台湾， 同 中 国关系正常化的客观条件， 但
两岸 国 际地位消长的大趋势， 却足以让台湾 当局忧心忡忡 。 它对美国政策上的任
何微妙变化都高度敏感 。 美国新闻界的有关报道 ， 使台湾政界普遍认为美国新政
府将滑 向 “两个中 国 ” 的立场 ， 一股怨恨美国 的情绪在蔓延。

对此 ， 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科莫 （芷omer Robert W. ） 建议 ， 索性对 台湾
当局采取 “ 坦率的行动” ： 一方面， “必须让蒋相信 ， 我们支持 ‘ 自 由 中 国 ’ 的
决心没有丝毫变化’＼ 另一方面 ， “从我们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 有必要重新考
虑我们政策中 已经临近失灵地步的那些问题， 即联合国成员 资格和沿海岛屿问题。
我们必须共同 面对现实 ， 即多数 自 由 世界国 家在这些问题上将不再支持我们 ” 。
他认为陷在这些沿海小岛上 ， 等于 “给中共发出长期有效的邀请， 让其对我们施
加如此严重的压力 ， 以致我们被迫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 ③

代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斯蒂夫 （Steeves A. E. ） 也主张 ， 美国 的长远 目 标
是摆脱沿海岛屿的负担， 应找机会动员 台湾当局弃守这些岛屿。 但他承认 ， 无论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3 Feb. 1961,  PRUS, 196 1 - 1963, Vol. 22， 即，4-5.

② 困甜 Memorandwn from 1he Counselaor of the Dep缸tment ofS饱Je (McGh叫 to Secrc.阳y of State Rusk, l O 
March 1961, FRUS, 196 1 - 1963， 飞勺！. 22, pp.27-28. 

③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n1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t'to the Presider眩’ 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I March 196 1 ,  FRUS, 196 1 - 1963, Vol. 22, pp. 19-20;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in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 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任坦irs (Bund纱， 2 May 196 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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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什么方案 ， 都需要 台湾的合作， 这也就会减少美国劝蒋撤离沿海岛屿的力量。
美国 目 前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筹码引诱或强迫蒋撤出沿海岛屿。 ①

副 国 务卿鲍尔斯 （Chester A. Bowles ） 认为 中 国 的 内 战状态并未正式结束 ，

随时还有把美国卷入的危险 。 他要求智囊们讨论怎样结束中 国 的 内 战状态 。 ②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 会副主席摩根 （G. A. Morgan） 指出 ， 采取类似乎 “两

个中国” 的政策虽然有许多优点 ， 但是必须要有办法对付台湾 当局的抗拒 ， 实现
沿海岛屿之撤离 ， 获得国会和公众的支持 。 他建议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进－ －步研
究 。 同时要最大限度地约束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活动。 ③

但远东司认为 ， 台湾当局不会接受结束内战的政策 ， 说服台湾的努力不仅徒
劳 ， 而且会有不幸的后果。 新中 国也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 反正新中 国对
美国 的仇视已是 “命定之数” ， 还是利用其当前的经济危机来施加压力 为好。 ③

政治事务助理副 国务卿詹森 （U. A. Johnson） 也认为 ， 必须继续寻找结束中
国 内 战的办法 ， 因为两岸对峙的局面 “很口J能把我们卷入既非我们选择也非我们
制造的敌对冲突中去” 。 但是， 中共出 于革命的迫切性和 内部形势 ， 不可能宣布
对台放弃武力 ， 对国 民党军队撤离沿海岛屿也无兴趣 。 蒋介石集团 的法统地位也
不允许其放弃对 “光复大陆” 的诉求。 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
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事态发展到把 自 己卷入的敌对状态 。 在这一点上 ， 他提醒大家 ：

国会关于沿海岛屿的决议授予总统临机决断之权 ， 并非美方必须承担投入战斗的
义务 。 ⑤

四 、 迫蒋弃岛有无可能？

美 国政府内部不仅对防守沿海岛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不同看法 。 而且对于
究竟有没有可能说服或压服蒋介石撤出沿海岛屿？ 强迫蒋服从美国战略利益弃岛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伯irs (Steeves)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1 5  April 196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p.48-49. 

② Memorandum From tll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10 May 196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56, ft. I .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在ai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10 May 196 1 ,  FRUS, 1961崎1963, Vol .  22, p.56, ft.I. 

(4) FRUS, 1961-1963, Vol.  22, p.56， 负.2.
⑤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伯rrs (John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10 May 196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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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给台湾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也没有多大担握 ， 不得不反复考虑和讨论。
马吉 1961 年 6 月 1 5 日 再次向腊斯克建议： 应采取某种政策 ， 最大限度地止

息 国共内战、 最少限度地卷入国共冲突 ， 实现民 国政府撤离沿、海岛屿。 为达到这
些 目 标 ， 应制订方案 ， 采取行动 ， 克服困难 ， 开通途径。 腊斯克和远东事务助卿
麦克E面吉 （Mcconaughy; W. P. ） ， 国务卿特别助理斯旺克 （ Swank, E. C. ） ， 代理
政治事务次卿詹森等对这些政策 目 标没有异议 ， 但都认为当前正为联合国 中 国代
表权问题同 台湾当局闹得不可开交， 暂不就沿海岛屿问题采取行动为宜。 ①

“美驻 台大使” 庄莱德不赞成迫使台湾按照 “两个 中 国 ” 的方案处理联合 国
代表权和沿海岛屿等问题。 他担心蒋介石在恼怒之下 ， 会退出联合国 ， 从而动摇
台湾的稳定 ， 给大陆一 庵个不战而胜夺取台湾的机会。 这对美国是个太大的代价。 ②

问这位总为台湾当局担J忧的大使不 同 ， 美国情报机构 6 月 间估计， 如果美 国
改变现行政策， 主张 “两个中国” 或正式承认新中 国 ， 施加极大压力迫使台湾当
局撤出沿海岛屿 ， 台湾当局将深受震动 ， 但多数人还是会JI匮天 由命地在台湾创造
最好的未来。 只要美国继续加 以援助和保护 ， 台湾可能仍是 “ 自 由 世界” 的一部
分。 除此之外 ， 美同情报部门还判断：

上 台 湾 当 局 的 主 要 目 标仍是再度控 制 大 陆 ， 目 前不 能 排 除他们 不 同 美 国 协 商

即 实行飞机轰炸和骚扰 的 可 能 性 。

2. 台湾 的领导人认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伴随 着美国与大陆发生的战争

而到来。 但他们 还不至于试图挑 动这种 战争。

3. 在政治 意 识 方 面 ， 台湾 人一般是反对国民党 当 局 在台湾的统治的 ， 但缺乏

领导和组织，不足以构成对现政权的威胁。 国民党 当局的保 安力 量绰绰有余 地 能

够对付任何 内 乱 ， 但 大 陆人 与 台 湾 人 的 关 系 几 乎 一 定会越来 越 紧 张 。

4. 未来数年， 北京国际地位的提高 ， 将给台湾造成 挫 折 。 但 只 要美国确保经

济 支 持和 军 事保护 ， 台 湾 当 局便能度过危机， 做 出 适 当 调 整 。 ③

这种可 以压蒋弃守沿海岛屿的乐观估计 ， 却没能落实为政策性的行动 。 既然
台湾只有在美 国 的支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 ，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能迫使它放弃沿海
岛屿呢？ 肯尼迪 的助于们多次探讨这个问题， 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一些方案。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of the D叩artment of State (McGhee） 始 Secre阳y of State R1峙， 15 June 
1961 ,  FRUS, 1 961-1963, Vol. 22, p. 73.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缸tment of State, 20 March 1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37-38.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43-6 1), 20 June 1961 ,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74-76. 

20 1 



202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对华政策的谋臣们提议， 对台湾施以援助和影响 ， 目标是要促使台湾当局通
过改革 ， 取得本土人民的支持。 所以 ， 应对美援附加条件， 使其成为促进变革的
杠杆。 另一方面， 也应在双边关系所许可 的范 围 内 ， 劝台湾当局熄灭同大陆的 内
战 ， 撤离沿海岛屿。 ①

美国 国务院主要首脑人物都认为 ， 如果中 国大陆不惜代价， 就能够夺取沿海
岛屿， 也可 以为其他 目 的在那里再次制造危机， 因此台湾当局应该撤离这些岛屿。
面对台湾当局不肯撤离的现实 ， 国务院 中 国科制订了应变方案 。 提议决策者们考
虑 ， 可以趁新总统上 台 、 欧洲形势吃紧的机会变更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 ， 或在
下次这些岛屿发生危机时把问题提交联合 国 。 腊斯克等人 7 月 1 3 日 讨论了这个
计划 ， 然而意见分歧 ， 没有结论。 ②

为了进一步厘定美犀控制沿海岛屿危机的政策 ， 根据邦迪和腊斯克的要求 ，
国 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拟制 了一个文件 ： 《沿海岛 屿 ： 可选择的方案与可能 的后
果》。 其中 明确界定美 国 的 国家利益要求说服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 ， 将驻军撤回
台湾。 但无奈的是可供达成这一 目 的的手段很有限。 智囊们绞尽脑汁 ， 提出 四种
可供美国选择的行动方案 ：

方案 1 ： 默 许 台 湾 当 局 继续 占 据这些 岛 屿 ， 但不扩大美方现有 的 承诺。
方 案 2 ： 默许 台 湾 当 局 继 续 占 据这 些 岛 屿 ， 将美方 的 防 卫 承诺 明 确 从 台 澎扩

大 到 这 些 岛 屿 。

方 案 3 ： 运用 美 方 拥 有 的 一切 适 当 手 段早 日 实现撤 离 沿海 岛 屿 。

方 案 4 ： 在 较 长 时 期 内 追求 实 现 台 湾 当 局 撤 离 沿 海 岛 峙 的 目 标 ， 运 用 现有或

将有之手段耐心 活 动 ， 保持充分的低 姿 态 以 避 免破坏 性 的 危机。

这个被誉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件受到 国务院各主管的赞扬 。 虽然迟迟未就此
明确采取什么决策 ， 有意思的是， 文件的制订者们显然倾向 于选择方案 3 ， 政策
委员会主席马吉却建议选择方案 4。 但后来长期 的实践证明 ， 美 国 只能采取方案
1 ， 即继续默许台湾 当局驻守沿海岛屿 ， 而美 国也不把对防御台澎的原诺扩大到
这里 。 ③

① 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26 0巳t. 1961, PRUS, 1961-1963, Vol. 22, p . 166. 
② .Memorandum from R. W. Bame往to Mr. Rice, undated, Papers of James C. 币。mson, Jr., Far E矶 1961-1966,

Box 18, JFKL; Memorandum 仕·om Roger Hilsman to Rusk, June, 1 962, Roger Hilsman Paper亩， Countries, China, 
Box l ,  JFKL; Highlights of Discussion at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s Planning Meeting, 13  July 1961, FRUS, 
1961 - 1963, Vol.泣， pp. 93-94. 

③ 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丘om George McGhe口， 25 August 1 961 ,  Enclosure: The O岛hore 
Island-Alternative Cours巳s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PPK, NSF, Countries, China General, Box 22, JF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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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台之间讨价还价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只南美国在沿海岛屿 问题上纠缠， 他希望美国在亚洲的冷

战巾起更积极的作用 ， 并从世界冷战大局出发， 高度重视台湾的地位。
7 月 底陈诚奉命访美 ， 除了要求美国 坚定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 的地位 ， 停

止同蒙古发展关系 、 不许廖文毅入境之外 ， 另一个主要使命是想推动美国牵头成
立一个包括台湾在内 的亚洲反共联盟 。

在 8 月 1 日 同肯尼迪的会谈中 ， 陈诫抛出一个大计划 ， 声言’对 自 由世界来说，
重要的是应形成对付共产阵营的更大团结和更强的组织 。 需要在亚洲 自 由 国家之
间建立永久性的参谋杭构 。 他的政府已就此拟订了方案 ， 译成英文后即呈送腊斯
克国务卿。 他接着鼓吹了一番这个计划多么符合美国和 自 由 世界的利益 ， 如能尽
快采纳 ， 将解除美 国 的一些忧虑 。 ①

美国立去fl讲明 了 自 己需要解除的忧虑是什么。 针对台湾正在准备中 的 “反攻
大陆’＼ 腊斯克提醒道 ： 1954 年 “美 台 共同 防御条约 ” 及其换文中清楚地载 明，
只有经过双方协商一致 ， 才能使用武力 。 肯尼迪进一步强调 ： 双方就任何可能引
起军事反应的行动密切协商 ， 也是最重要的事。 为了使台湾方面不致有丝毫误解 ，
他索性直言相告 ：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不要卷入基于希望而非事实而对 中 国 大
陆采取的行动 中 ” 。 陈诚对此没有躲闪 的余地 ， 只好保证台湾当局一诺千金 ， 言
必有信 ， 从未违反 ， 也不打算违反条约 。 ②

陈诚又提议合作加强对大陆的情报战和心理战。 肯尼迪强调美台双方必须确
认是否最充分地掌握了有关大陆的情报。 言下之意 ， 在没有掌握充分情报之际 ，
不得轻举妄动 。 陈诚谈到 自 己 曾任三青 团首领 ， 所以有三万忠实信徒潜伏在大陆 。
但在美方的追问之下 ， 他只好承认已经同潜伏大陆的 “地下人员 ” 失去元线电联
络 ， 只有通过港澳的信件联系 ， 台湾当局不能完全依赖大陆上那些缺乏全面组织
的特务。 但他声称 ， 对大陆同胞获得 “最终解放” 的信念从未动摇 。 ③

美国 当然不能仅仅依据陈诚的 “信念” 行事。 对于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 ， 美
国坚持以 “协商一致” 的条约义务来约束 台湾当局 。 对于台方后来送交的代号为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1 Au伊.st 1961, FRUS, 1961 ”1963, Vol. 22, pp. 1 08-109. 
②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109-1 10. 
③ FRUS, 196 1”1963， 而1. 22, p .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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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 的 《西太平洋反共各国集体安全组织纲要》， 美国也予以否定 。 ①
彦文毅答证问题搁置起来后 ， 富布赖特参议员 以美国对持不同政见者权利的

传统态度为理由 ， 不断向 国务院施加压力 ， 要求准许廖文毅入境。 《纽约时报》和《观
察》 杂志等最有影响 的报刊都发表文章评论此事。 国务院当然知道廖文毅 申请人
境的主要 吕 的是要在居美台湾人中获得支持 ， 推进台湾独立运动。 但在上述压力
下 ， 1962 年 3 月 23 口 再次决定准许廖入境， 条件是不得在美国建立其政府或总部 ，
限期在下届联合国大会前离境。 国务院认为 ， 虽然此事会给美台关系带来糟糕的
影响 ， 但在 目 前这个政边关系相对安定的时候 ， 有限制地放廖入美 ， 可以把他的
活动控制在对美台关系影响最小的程度上。 ②

这一决定再度遭到肯尼迪的否决。 他不赞成 目 前准许廖入境 ， 认为他在美 国
的活动一定会损害美 国 的国 家利益。 ③

美国非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 而且还想继续努力让他撤出惹是生非的沿
海岛屿。 随着中 国大陆核武器实验 日 期的临近 ， 这也成为美台关系 中更敏感、 更
有争议、 也更令美国举棋不定的问题。

1962 年 5 月 ， 美 国 把对 中 国 核试验 日 期 的预估修订为 1963 或 1964 年。 随
着这一时刻 的临近， 国务院主管官员们几乎一致认为 ， 如果台湾或美国需要同金
马等沿海岛屿脱钩 ， 那么就应在中 国核试验之前撤离这些岛屿 。 可问题在于 ， 无
论是引诱还是压迫台湾 当局撤离沿海岛屿 ， 美国都难以做到 。 因 为 ， 台湾当局的
守岛政策是其反攻政策的一部分 ， 引诱的代价是美国必须坚定承诺支持台湾反攻
大陆 ， 还要有充分的支持表现 ， 才能使台湾当局相信撤出守岛重兵是为了使军队
获得机动 ， 可以用于反攻大陆。 但美国政府显然不准备给予这种承诺。 压迫的办
法是明确否定台湾 当局反攻大陆的要求 ， 停止军事援助 ， 废除共同 防御条约等等。
施加这种极端的压力是相 当 冒 险 的 ， 台湾 当局绝望之极也可能间大陆拼死一搏 ，
或者在压力下倒 台 ， 使台湾陷入政治混乱 ， 甚至可能最终导致共产党 占领台湾。
这也是美国不肯付出 的代价。 此时美台关系因蒋介石坚持要发动反攻而处于紧张
而微妙的状态 ， 美国只能耐心而有分寸地进行周旋 ， 不能再节外牛．枝地提出 一个
撤离沿海岛屿的问题来 。 除非是下决心 ， 不惜美白关系发生根本变化 ， 同蒋介石

① FRUS, 1961 斗963, Vol. 22, pp. l 09- 1 1 0. 
② Memor.mdum From Acti吨 Sec附atγ of St.ate Ball to President Kennedy, 23 March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 . 197. 
③ FRUS, 1961- 1963, Vol.  22, p. 198， 且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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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攻计划摊牌。 ①
美国军方的主要倾向 ， 是不赞成弃守沿海岛屿 ， 力主助蒋坚守 ， 而且论证这

是守得住的。 他们要求美 留政府在最终做出谋求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的决策之
前 ， 应充分考虑他们关于这些岛 屿的军事重要性和可防性的论断。 他们认为 ： 沿
海岛屿与台澎防御密切相关， 构成从阿留 申 群岛到澳大利亚防御岛链上的重要一
环。 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厦门与福州这两个重要 口 岸 ， 使中 国大陆
方面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 它们还为台楼提供了早期预警、 监视侦察、
心理作战的基地。 如果中美发生战争 ， 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
的宝贵资产。 从这种地方撤退 ， 军事上是荒读的。 假如 台湾当局得到美国 的充分
支持， 金马等主要岛屿是守得住 的 。 若无美国支持 ， 台湾当局则不能在任何较长
时期 内顶住大陆方面的决定性进攻。 他们的结论是， 沿海岛屿对美 国具有重要的
战略、 军事 、 政治 、 心理价值。 保住这些岛屿 ， 连同保持国 民党当局布台澎的地位 ，
将继续构成大陆方面占领国 民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 在这里失败， 将大大损害
美 国 的威信 ， 降低盟 国对美国有决心在各地坚定地防御共产主义进犯的信任度 。 ②

国务院的中 国 问题专家却不这样看。 他们认为这些小岛没有那么大的战略价
值， 大陆方面如果不惜代价， 总是可 以夺 占这几个岛 的。 况且一且中 国有 了横渡
海峡 ， 攻打台湾的能力 ， 也就不必再同这几个远离 台湾的小岛纠缠， 可以将那里
的十万台湾军队置之不顾， 直接按海攻台 。 由此看来 ， 在这些贴近大陆 ， 远离台
湾的小岛 t派驻这么多军队 ， 简直是 ，a种浪费。 他们主张尽量劝诱 ， 并在必要时
辅以压力 ， 让蒋介石撤出这些小 岛 。 这些意见反映在 1962 年 3 月 的 《“中华民 国” ：
“ 国务院” 关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 文件稿 中 。 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离沿
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 ， 己担任副 国务卿的马吉认为 目 前还不是讨论美国对沿海岛
屿长远政策的时机 ， 收回 了这个文件稿。 ③

1962 年 6 月 22 日 ， 美 国 国务 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在其著名 的以“胡萝 卡加大棒”
来对付 中 国大陆的政策建议中 ， 再次主张用美国 的影响和援助 ， 来促进台湾的政
治民主和经济发展 ， 淡化国共内战 。 并将美国 的威望同沿海岛屿防御脱钩 ， 说服

① Mαnorandurn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但arriman) to 吐ie Under Sc阴阳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McGhee), Washington, 29 May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237”238. 

®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itze) to the Under Secret呵
。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McGhee), 2 1  June 1962,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p. 264-266凰

③ FRUS, 1961 - 1963, Vol. 22, p孔264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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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从那里撤军或只作为有少量驻军的前哨阵地。 ①
肯尼迪本人对沿海岛屿的看法 ， 已 经在大选中流露过。 直至他横遭不测 中断

任期 ， 也没来得及批准过任何指导方针性的文件。

综观肯尼迪政府前一年半同 台湾打交道的记录 ， 除了在缅泰老三角 区撤军一
事上略有成果之外 ， 其他问题上都放弃 了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 向 台湾当局让
步。 在沿海岛屿、 “两个中 同 ” 、 “台独 ” 运动等问题上 ， 台海两岸 的态度是心照不宣、
基本一致的。 但从美国政策 的角度来分析 ， 面对蒋介石的反对为什么总是退让？
这个问题可议从上述美国政府内部讨论的各种意见中得到答案 。 实际上 ， 影响肯
尼迪政府对台政策的最主要因素 ， 还是 出于冷战全球战略需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
形态。 中 国站在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 台湾就成为美国从地缘政治角
度遏制 中 国 的重要一环 ， 成为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展示西方现代化和民主生
活的橱窗。 ② 落实这个大的战略 目 标是肯尼迪政府最看重的 “国家利益” ， 其他相
对来说都次要 ， 都可 以让。 蒋介石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 知道美国离不了他的台
湾 ， 所以才不时地挥动 “反共” 这根杠杆要美国这样做那样做， 或不得这样做那
样做。 美国对此尽管不满 ， 也是徒唤奈何。 为 了冷战大局 ， 到头来只有迁就这个
小盟友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 ， 美 同政府当时根本不可能变更对华政策 ， 即使做一些小的调
整 ， 也要顾忌台湾的反对 ， 困难重重。

但是 ， 美盟政府在台湾当局意欲反攻大陆一事上 ， 始终保持着警觉 ， 利用各
种机会约束 ， 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 这一时期美国决策人意念中的对台
政策的另一 目 标就是不教台军被海峡。

① Editorial Note, FRUS, 1961-1963, Vol. 22, p.271 .  
② Letter From President Kennedy to President Chiang, 1 7  April l 96 1 ,  PPK, N町， Countries, China, Box 22, 

JFKL. ［ 美 ］ 克莱恩 ： 《我所知道的蒋经国》 （ 台北 ；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 1 990 年） ， 第 105- 1 1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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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关系解冻谈判 中 的 台湾议题

郑 华

1969 年至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是多元化沟通渠道与 中美高官会谈穿
插运作的过程。 自 1969 年 1 月 尼克松上任伊始对重启 中美大使级会谈寄予厚望 ，
到 1972 年 2 月 28 日 中美共同签署 《上海公报》 ， 无不体现了这 →时期 曾 长期敌
对国家解冻外交关系 的特点 。 在经历华沙渠道探虚实、 巴基斯坦渠道传信息 、 巴

黎渠道做安排、 纽约渠道通情报等多渠道综合运作的 间 时 ， 美方特意安排了基辛
格秘密访华 、 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华 、 黑格访华等一系列访华行动为 中美首脑峰
会做准备 ， 是由一系列谈判连接而成的一改历史 。 从 135、 1 36 次中 美华沙大使
级会谈、 到北京 的 “高峰之春”， 双方元时无刻不在谈。 谈判成为长期敌对国 家
解冻外交关系初始阶段接触和交往的主要方式。

在诸轮谈判之中 ， “ 台湾议题” 无疑成为中 美谈判 的核心议题之 →。 美方如
何做到 既交新朋 友 ， 又勿忘老脂友？ 中方如何做到 既捍卫国家主权， 又提升国
家安全？ 这是双方均面临的严峻挑战 。 1998 年至 2004 年美国 国家档案馆陆续解
密尼克松总统档案 ， 这使得从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尼克松时期的对华政策成为可
能。 ①

笔者曾 在专著 《首脑外交 ： 中美领导人谈判 的话语分析 1969-1972》 一书 中
对中美关系解冻过程谈判中 的 台湾议题做过一定研究。 ＠ 但童读此书 ， 仍有分析
尚欠深入， 对其内在肌理剖析不够透彻之感。 为此 ， 本文将罔绕着以下议题做一

① 基于这批解密档案出版的著作有：Evelyn Goh, Constructing 也e US R且pprochement wi也 口tl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feng Xia,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argaret 
Macmillan要 Nixon and Mao： ηie Week that Changed World, NY: Random House, 2007 ， 但J慧 2 《尼克松与中国 E

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郑州I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郑华 ： （（首R脑外交 3 巾美领导人谈判 的话语分析
196←－197坊，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QQ8 I 张曙光d接触外交 ： 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② 郑华 ： 《首脑外交 ： 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 l归于－1 972》 ， 上海 ： t海人民出版社 ， 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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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论述。
议题之一 ： 美方最初设定的谈判 中 对 台 湾议题有意 “规避” 的 “模糊” 态度

与 中 方要求美 方 明 确 阐释在 台 湾议题上的 立场之间 矛盾是如何解决 的？

议题之二 ： 在事 关 中 国 国 际地位提升的联合 国 代表权 问 题上 ， 尼克松政府是

如何做到 既不损 害 台 湾 的 利 益 ， 又 让 中 共 高 层感受到 美方具诚地希望改善 同 大 陆

关 系 的 意 愿 ？

议题之三 ： 为 确 保尼克松访华的成功 ， 在尼克松与 周 恩 来的会谈 中 ， 尼克松

对 台 湾议题又做 了 哪 些 “进步性” 阐 梓？

议题之 四 ： 在 中 美起草 《 上 海公报 》 的过程 中 ， 双方是如何 围 绕 着 台 湾议题

角 力 ， 争论的过程映射 了 双方在 台 湾议题上的哪些根本分歧？ 这些分歧最终又是

如何解决 的 ？

一 、 沟通渠道 的开启

1 970 年 1 月 20 B 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 中美第 135 次大使级会谈拉开了 中
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 的序幕。 美驻波兰大使沃尔特 · 斯托塞尔 （Walter Stoessel) 
在谈及美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时说 “美 国将继续 同 台湾政府保持 良好关系 ， 信守
协防台湾和澎湖列 岛 的义务 。 然而， 美 同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不持任何偏见。
我们唯 ·关心 的是不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这个精神 的指导下 ， 我们不支持 ，
事实上将反对一切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性军事行动。 美国在台湾的有限军事存在不
是对贵国政府的威胁 ， 我们希望 ， 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发展 ， 我们可以考虑减少
在台 的军事设施。 ” 而 中方谈判代表霄阳则认为 ： 台湾问题是影响双边关系症结
之所在。 它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是政治问题， 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直接的关系 。
他重申 了 中 国政府在台 湾议题上的立场 ： 台湾是中 同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z 台
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个省 。 然后 ， 雷阳追溯了 台湾 自 二战以来的历史 ， 并指
出 ： 自 朝鲜战争爆发 以来 ， 美国对台湾议题的干涉造成了台湾 目 前的现状。 华沙
大使级会谈 15 年来进展缓慢， 是 自为美国一直在两国 间 的根本问题一一台湾议
题上采取回避态度 。 ①

对于中方谈判代表雷阳 的言论 ， 基辛格则认为 ： 雷阳的发言已不像以前的会
① 24 Jan. 1 970, Warsaw Embassy Airgram A刃 to SecState，， “Stoessel-Lei Talks: Report of 1 35th Meeting, 

Jan. 20,1970，＇’ ， Source: RG 59, Subject-Nmneric Files 1970-1973, Pol Chi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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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那样言辞激烈 。 他认为 ， 雷阳虽重 申 了 中 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 ， 但没有明确

要求美 国采取具体行动 。 因 而 ， 华盛顿推测 “尽管中方坚持率先解决台湾议题，

但如果构建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 ， 他们可能会更灵活 。 ” ω
在 1970 年 2 月 10 日举行的第 136 次大使级会谈。 雷阳指出 ， 美在台湾议题

上的立场存在矛盾性 ： 美 国想改善 同 中 国 的关系 ， 却又继续保持同被中 国人民推
翻的 “蒋介石集团 ” 的关系 z 美国乐意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前提下 同 中 国
谈判 ， 却说要继续履行对台义务 z 美国认为中 国有权利将 “ 台湾议题” 作为 内政
问题解决， 却又制造 “两个中 国” 或 “一中一台” J才此 ， 中 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而斯托塞尔认为双方应同时向前努力 ， 不仅仅是在 台湾议题上 ， 还应在两国广泛
的双边议题中取得进展。 至于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 ， 美方仍基本坚持 135 次
华沙会谈的原则 ， 表明 “ 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 美国政府有意减少在台 的
军事设施。 ” ② 尽管 中方的话语中仍有指责美方言行不一的成份， 但基辛格认为 中
方这次会谈时已 不像 135 次华沙会谈时那样善辩 ， 并且避免提到 “美在台军事存
在” 这类不利于会谈气氛的话题。 ③ 斯托塞尔和基辛格推测 ： 中 国有可能准备考
虑在台搏议题上采取更为折衷的解决办法 ， 或在其他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 ③
鉴于此， 基辛格主张华盛顿应对北京同 意接待总统特使的答复给予积极 回应。

中美第 1 37 次华沙大使级会谈因蒋经国访美和美国武装入侵柬埔寨而未能如
期举行 ， 华沙渠道也由此不了 了之， 趋于终结。 另一方面 ， 巴基斯坦渠道的顺利
运作使得基辛格在 197 1 年 4 月 拿到 了北京秘密之行的入场券。

自 1 97 1 年春开始 ， 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可 Committee, NSC, 
以下简称国安会） 开始准备基辛格 中 国之行的任务书 。 任务书要尽可能准确地估
计出 中 国 的收益 ， 中 国 的要求。 同 时 ， 还有确定美国 的要求 ， 以及可能出现的结
果 。 华盛顿预测 中 国将从美国领导人的北京之行中获得巨大的政治收益一一有助
于提升 中 国 的 国 际地位 ， 使中 国成为 “五极” 中 的一极 z 苏联将在同 中 国 的对抗

① 2 1 Jan. 1970, Kissinger to Nixon， “The Warsaw Talks” ， Source: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  I .  

② 21 Feb. 1970, US Embassy Warsaw Airgram A-84 to SccState， “Stoessel-Lei Talks: Repo此 of 1 36出
Meeting，” Source: RG 59, SN 70-73, Pol Chicom-US. 

③ 20 Feb. 1 970, Kissinger to Nixon， “Chinese at Warsaw Suggest US Send High-Level Representative to 
Peking，” Source: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2/1 70-6/30/70. 

④ 20 Feb. 1970, Warsaw Talk 376, Source: NSCF, box 334; 20 Feb. 1970, Kissinger to Nixon， “Chinese at 
Warsaw Suggest US Send High-Level Representative to Peking，” Source: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211 70-6/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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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 但美 国 的亚洲盟友会因此而引发骚动和不安 ， 有可能造
成台湾的国际地位下降 ， 甚至中 国今年有条件 （驱逐台湾 ） 加入联合国 的可能性
加大。 而美 国总体的 目 标是要从中 国那里有所收获一一一希望北京运用其在河内 的
影响 ， 促成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 z 美国发展 同 中 国关系 的同时 ， 可 以继续保持同
台湾的 “外交” 关系和互助防卫条约 2 中美关系 的发展能使双方就惨及共同利益
的问题进行探讨， 如 ： 武器控制 、 发展贸易和旅游、 缓解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 ，
等等 P 中 国如何看待苏联在世界事务中 的作用 ， 以及苏联的军事实力等问题。 ①

后克松要求基辛格对台湾议题采取一种 “模糊、 闪烁” 的态度 ， 要尽量避免
过多谈论美国 的立场。 在谈论从台湾撤军时 ， 要指 出 美驻扎在台湾的 6 000 名军
人直接参与了越南战争 ， 要将结束越南战争同台湾撤军联系起来。 ②

就在基辛格为即将到来的北京之行做准备的时候 ， 5 月 26 至 29 日 ， 中共中
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美关系 问题。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 周恩来起草了 《中央政
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报告简 明扼要地 回顾了 中美在台湾议题上 的争端、
中美 15 年大使级会谈的经过以及中美秘密接触和相互传递 口信的情况。 针对即
将开始的与美 国特使 的预备性会谈， 报告确定了在台湾议题、 印度支那问题、 以
及双边关系， f：对美谈判 的八项原则 ， 即 ： 《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报
告 的前同条都是针对 “ 台 湾议题” 提出 的 ： “ （ 1 ） 中方首先要求美 国应限期从中
国 的 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 区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 ； (2 ） 台湾是 中 国
的领土 ， 解放台湾是 中 国 的 内政 ， 外人不容干颈 ， 要严防 日 本在台湾的活动 ； ( 3 )  
中 国政府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 川的 坚决反对进行 “两个 中 国 ” 或 “一 中 一 台 ”
的活动 ， 美 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 中 国 的 唯一合法政府”。 ＠ 而报告
的第五、 六、 七条又是用 “ 台 湾议题” 紧密关联的 ： “ （ 5 ） 前三条 尚未实现， 中
美不便建交 ， 吁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 ( 6 ） 不主动提出联合 国 问题， 如美方
提到联合国 问题， 中 国决不接受 “两个 中 国 ” 或 “一 中一台” 的安排 ； ( 7 ） 不主
动提中美贸易问题， 如美方提及此事 ， 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 ， 可进行
商谈。 ” ＠ 报告的最后一条是要求美国武装力量从印度支那三国 ， 朝鲜、 日 本和东

① B巳iefing Book for HAK Seer叫sit to Chir风 Source: NSC Fil臼， Box 850, Folder 
② July 1,  197 1 , Memo fc》r the President' s Files，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酌，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 Oval Office," Source: box 1 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 
③ 陈东林、杜蒲编 ：《rtt华人民共和国实录）） ，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73页 ，转引 自陶文钊 ，

《rp美关系史 1949 - 1972》 ， 上海 ： k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536 页。
④ l'vfemcon, Kissinger and Zho日， 9 Julyl971 , 4:35- 1 1 :20 PM, \Vi也 cover memo by Lord, 29 July 1971 1 Sour巳e: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o 



中美关系解璋棚中的台湾议题 ｜
南亚各国撤走 ， 以保证远东和平。

在 中方看来 ， 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的核心问题。 这八条原则除重申 了 中
国 方面的一贯立场之外 ， 有三点引 人注 目 的变化 ： 一是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
同 时 ， 不再坚持把美国 同 台湾断交当做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 二是在继
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 内政的陆时 ， 亦强调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议题， 认真加强对
台工作。 三是初步提出 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 ①

二 、 基辛格秘密访华

在周恩来与基辛格 1971 年 7 月 9 日 的首次会晤中 ， 谈及 台湾议题时 ， 周恩
来首先谈到 的是台湾的地位和归属 问题， 即 ： “只有一个中 国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是代表 中 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个省” 。

而基辛格认为 台湾议题和印度支那议题在－ �定程度..t有关联 ， 他认为台湾议
题可 以分成两部分： ( 1 ） 台湾和 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 问题川2） 台湾和 中华人民
共和 国之间 的政治发展问题， 并着重谈了前者 ， 即 ： 美为f改善 同 中 国 的关系 ，
缓解台湾地 区 的紧张形势 ， 所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措施一一终止 了在 台湾海峡的
巡逻z 从台湾撤出 了 A个中 队的空 中加油 1Lz 将军事顾问 团 的规模减小 了 20o/o ; 
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事结束后 ， 撤走与台 湾防卫元关的 213 军� ； 基辛格准备向周
恩来提供驻 台美军的详细数字。 ② 显然 吸 美将结束越南战争作为从台湾撤军的前
提条件。 至于台湾的政治未来 ， 基辛格表示美国不支持 “两个中 国” 或 “一中一
台 ” 的解决方案 ， 并且 “将不支持 ‘ 台独 ’ 活动” 。

事实上 ， 美方的这番表述是对中方根本立场的错位回应 。 在 中方看来 ， 在台
湾的归属和美从台湾撤军这两个问题上 ， 前者是第一位的 ， 后者是基于对前者的
承认而采取的行动。 正如商恩来所言 ： “ 台湾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美国撤军的问题，
还有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 问题一→台湾必须被视为 中 国 的， ．部分 ， 是 巾 国 的 →个
省 。 ” ③ 而美方强调撤军 ， 并视换届 台湾地 区紧张形势为撤军的前提。

基辛格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会谈于 1971 年 7 月 10 日 下午 12: 1 0 到 6:00 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 周恩来虽未直接谈及台湾议题， 却借用 “改善关系” 与双边关系 “正

① 宫力 ：《跨越鸿沟 1 969 - 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郑州I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04页。
② Ibid. 
③ Ibid. 

2 1 1 



l 金门 ： 内战与玲战

2 1 2 

常化” 问题引 出 台湾问题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在中方看来 ： 尼克松访华、 双方首

脑会晤将标志着两同关系的改善和友谊的发展 ， 其结果就是建立外交关系 ， 实现

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换句话说 ， “改善关系 ， 发展友谊” 就是要 “建立外交关系
“实现正常化” 。 要建交， 美国就得承认只有一个中 国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部分， 并
同 台湾断交。

但基辛格并不认同周恩来的观点 ， 认为 “友好” 和 “正常化” 有着严格的 “度”
的 区分。 基辛格说 ： “我们两个国家在彼此相互隔绝了这么 长一段时间 之后 ， 面
对的首要问题是先恢复正常状态 （normalcy） ① ， 然后是友好。 在这一过程中 ， 我
们之间 的相互忍耐和理解是必须的 。 我们不应该超越形势允许的范围而强行采取
行动 ， 欲速则不达。 ” ② 事实上 ， 美方强调 “先援后和” ， 即 ：先实现两国首脑会晤 ，
改善关系 ， 发展友谊， 再考虑 “正常化” 的 问题。 在基辛格中 国 之行的任务书中 ，
根本没有 “与中 国建交 ，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字眼。 换句话说， 美考虑的是
如何成功实现首脑会晤 ， 根本没有考虑要和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 实现 “正常化” 。
以至于周恩来再次责问基辛格 “你的意思是你们只准备撤走在台湾的驻军 ， 而不
准备朝着两国 间友好关系 的方向发展 ， 难道这就是外交关系吗？ 这对我来说是一
对矛盾， 因 为改善两国关系 的正常结果就是外交关系 ’＼ 基辛格又一次使用 了模
糊的外交语言 。 他说 “总理是在批评我的观点不够全面 ， 而不是批评我观点的 内
容 ， 我们想要两国关系正常化 ， 我们需要友谊” ， “后克松总统拜访毛主席会清晰
地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不可避免的 。” 基辛格没有正面 回答周 的责 问 ， 而是强
调了美方需要正常化， 并描绘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景 。 在周思来的声声责 问下 ，
基辛格最终表态说， “对我们来说 ， 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而
这在今年或明年是无法实现的 ， 但在总统第二任期 的头两年里是可以完成的” 。 ③

中美双方虽未能在 “正常化” 问题上达成共识 ， 但这并未影响基辛格北京秘
密之行的成功 ， 双方共同起草并发表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 基辛格在 “带着
希望而来 ， 带着友情离去” 的友好气氛中结束了他的首次 中 国行。

’＂＇ ＇ ＂＇‘J 

① Normalcy 的意思是 “正常状态 ， 可以 和 Normality 互换使用飞Normalization 的意思是 “使达到正常
的行为或过程” ， 一般翻译为 “正常化”。 通常的理僻是通过正常化过程， 才能达到正常状态。 因 而 ， 基
辛格的说法既不合乎一般语言逻辑 ， 也不符合 国 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轨迹 ， 是在玩文字游戏。 详见
Webster’s Th让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erriam - Webst巳r Inc. Publishers, 2002, 
1 540. 

② Memcon, Kiss也ger a时 Zhou, 10 July 1971,  A食etnoon ( 12: 10 p.m. - 6:00 p.m. ) ,  wi也 cover memo by Lo时，
6 August 19刀 ， Source: box I 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 1 .  

③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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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 国 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 双方就谈到了 中 国 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这一
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台湾的联合国席位问题。 周恩来 曾 问基辛格是否对中 国
提 出 解决台湾议题的五个条件一一 （ 1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代表中 国 的唯一合法
政府 川2） 台湾属于巾 国 川3 ） 美 国不支持 “两个 中 国 ” 或 “一－中一台，， ； （4 ） 美
国 不支持 “ 台 独，， ； ( 5 ） 美将不再重 申 “ 台 ：弯地位未定论：
说 ， 美方已承认了第 3 , 4、 5 条 ， 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 “台湾属 于 中 国 ” 这
个事实 ， 即第 2 条。 至于第 1 条， 要 留 到选举后， 得到 “正式的承认 ” （ 岛rmal 
acceptance） ， 即 ： “要把 目 前拥有联合 国席位的其它国家 （ 暗指台湾 ） 驱逐出 去 ，
需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同意。 这样 ， 你们将会得到分配给中 国 的安理会席位， 而
当你们得到驱逐 台湾的三分之二票数时 ， 你们将会是联合国 的唯一 中 国代表 。 ” ①

对此 ， 周恩来表现出 x欲则 刚 、 非常 自 信 的姿态。 他说： “我们并不认为恢
复我们的联合国席位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已经经历了
21 年 ， 而且我们挺过来了 。 就算战争会再次爆发 ， 我们也有能力挺过去。 ② 同时 ，
周反对要通过 213 的多数票才能驱逐 台湾的做法。 基辛格表示 ， 美国会投票赞成
接纳 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入联合国 ， 但是会反对驱逐台湾。 而中方对美方提出 的 “双
重代表权” 方案不予接受 。

当美国 国务9Hi明 杰斯得知基辛格要在要在 1 0 月 20 日 到 25 日 之间 出访北京
之后 ， 他表示坚决反对。 因为基辛格访华时间与联合国大会年度讨论恢复中 国联
合国席位的 日 期正好巧合 ， 他认为基辛格在这个时间出访北京 ， 将对美 国在联合
国 中 国代表权 的战略起干扰作用 。 26 届联合国大会的召开时间 比 1970 年提前了
三千星期 ， 这也是尼克松政府未曾预料到 的 。 否则 ， 基辛格不会在 7 月 底通过 巴
黎渠道向 中方提议 10 月 下旬访华。 罗杰斯建议基辛格推迟访华 ， 在联和 罔大会

〈白 基辛格同时表示 ， 尼克松政府并未公开宣布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t的立场 ， 希望先和中 国方
面协商达成共识。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10 July 1971 ,  A如moon （ 口： l0 p.m. - 6:00 p.m. ) , 6 August 
197 1 ,  Source: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  

②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l 0 July 1971, A缸moon ( 12 : 10 p.m. - 6:00 p皿）, with cover memo by Lo时，
6 August 1971 , Source: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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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决之后 ， 也就是 1 1 月 再访华 。 ① 基辛格和黑格反复讨论之后 ， 认为这样
做并不妥 ， 主要是 由 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z 一方面， 美方若在尼克松与苏联外长葛
罗米柯会晤 、 并达成美苏峰会的协议之后再提出 推迟访华 ， 容易引起中方的猜疑。
基辛格认为 ， 自 从 7 月 基周会谈之后 ， 中方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一直采取谨慎的
态度 ： 信守诺言 ， 未邀请民 主党人访华 z 在周 恩来接见詹姆斯 · 赖斯顿 （James
Reston） 之后 ， 未接纳一名记者人境。 中方把机会都留给了尼克松政府。 美方若
提出在 1 1 月 1 日 宣布将访华时间推迟到 1 1 月 10 日 ， 中方未必 同 意， 丑有可能
推迟到 1 1 月 1 7 日 ， 这将不利 于为总统访华做准备 。 ② 此外 ， 美苏初步商议在
1972 年 5 月 举行峰会， 基辛格若推迟访华 ， 将会让尼克松有一份紧张的时刻表。
另一方面 ， 如果基辛格在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后再访华 ， 尼克松政府的处境会
更加尴尬。 在基辛格看来 ， 台湾侥幸保留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不大。 基辛格对尼
克松说 “如果我们纠集一切力量、 全力 以赴， 台湾有可能保住席位。 但您知道这
需要各方付出极大的热情 ， 但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 他甚至说， “既然我们已经
有了输的准备 ， 那最好就输在原有的立场上 。 ” ③ 美驻联合国大使布什虽带领美国
代表团在联合国极力游说 ， 要求保留台湾的席位 ， 但他也认为基辛格在这个时间
访华会对台湾不利 。 尼克松也深知 ， 美同有许多人不希望看到台湾失去联合国席
位 ， 但他只能鼓励布什 “努力去拼” ， ＠ 所讼 ， 基辛格的访华时刻表并未因此雨更改。

有趣的是， 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 已经准备接受台 湾联合国席位不保的结果 ，
但仍对保住其席位抱有一丝幻想。 当基辛格 10 月 17 旺 前往中国途中 ， 途径夏威
夷休息时‘ ， 仍和尼克松通 电话， 悉数美 国在联合国为 台湾游说的 “成果” ， 估计
胜算 的把握。 ⑤ 真可谓是 “做了最坏的打算 ， ｛El. －··直在，做最好的努力 。 ”

① Conversation Anlong President Nixon,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30 September 1971 ,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White House Tapes, Conversation 581-6 ,  
Transclipt prepared by Sharon Chamberlain, Ph.D. student, Histor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②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National Seculity Adviser Kissinger, 30 September 197 1 .  
③ Ibid. 
④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Kissinger, followed by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Kissinger, and U.N. Ambassador George Bush, 30 September 1971 .  
⑤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and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Secretarγ of State William Rogers, respectively, 17 October 19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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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尼克松谈 “台湾议题”

待到尼克松访华时 ， 尼克松的总统身份注定会提升所有会谈议题的权威性 。
尼克松深知 “台湾议题” 是所有议题的重中之重 ， 也是影响 中美关系的症结 ， 是
美方想逃避 ， 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所以 ，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首次秘密会
谈中 ， 范克松亘在先在台湾议题上表态 ， 阎 明 了美方的五原则 ： “ ） 只有一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一部分， 将避免提 ‘ 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 ； ( 2 ） 不曾也不会支持
任何台湾独立活动 ； ( 3 ） 会在能力 范 围 内劝阻 （discourag巳） 日 本势力进驻台湾 ，
并劝阻 日 本不要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 (4 ） 将支持任何可能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办
法 ， 将不支持台湾政府借军事方法 ， 反攻大陆的任何企图 ； ( 5 ） 寻求与 中华人民
共和 国关系正常化。 ①

需要指 出 的是 ， 尼克松的此番表述是在与周恩来秘谈时做出 的 ， 既不可以载
入 《上海公报》， 也不能作为公开的官方意见发表 ， 仅仅是尼克松在 台湾议题上
的表态 ， 是对中 国做出 的私下 “保证” 。 尼克松也深知这些表述的真正效力 ， 所以 ，
他用一种看似坦诚的表达方式解释为何美方在台湾议题上只能做如此的表示 。 尼
克松说 ： “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将做什么 ， 而是我们将对此说什么 。 如我昨天所说，
我 以往的记录表明 ， 一旦确定了政策的发展方向 ， 我做的总是 比说的多” ， ② 其言
外之意就是希望中方不要迫使他在台湾议题上做出公开的表态 ， 也不要将以上的
表述公开。

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侧重点依然存在分歧。 中方强调解决台湾议题 ， 实现祖
国统一 ： 而美方强调的是从台湾撤军。 为显示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诚意 ， 尼克松
着重谈了将如何分步骤从台湾撤军的问题， 并再次保证： 不会阻挠台湾议题的和
平解决p 美国未撤军前 ， 会阻止 日 本军队开进台湾 ； 不支持活跃于美国和其他西
方罔家的 “台独” 运动 。

每当 中方提出要求解决台湾议题时 ， 尼克松就会强调华盛顿若在台湾议题上
有较大举动和言论 ， 将引起美 国 国 内左派和右派的关注 ， 并有可能遭到极右；匠、
左派亲苏势力 、 亲印势力 以及亲 日 势力 的反对。 这将不利于他连任 ， 不利于 中美
关系改善的大方向 。 尼克松承诺 “如果我赢得这次大选， 那么 ， 我就有 5 年的时

① National Archives, NPMP, White 江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邸， box 87,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②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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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 ① 鉴于此 ， 尼克松希望中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话语
表述应该遵循的原则是： “既能满足总理要求 ， 也能避免为那些反对派提供一个
结成联盟 、 反对我们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任何动议， 并指责美国总统造访北京是
出卖台湾的机会” 。 ② 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 “模糊” 原则 ， 势必导致 《上海公报》
中有关台湾议题的表述将是一个艰难的起草过程。

尽管尼克松善于运用话语建构美 国 的 “诚意” ， 如 ： “我们做的会 比说的多” ，
“我只能私下对你说， 我未曾对别人说过” 等等， 但其在台湾议题上仅能做到 “撤
军”、 “阻止 日 本势力进入台湾” 、 “不支持 ‘ 台独 ’ ” 。 所以 ， 台湾议题只好被暂时
搁置。 尽管周恩来强调 “ 台湾是我们 内部的事情 ， 是我们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 台湾议题的解决得等一段时间” 。 ③ 这更多地体现了 中方的
一种无奈。

五、 起草 〈 上海公报 〉 的谈判

从 197 1 年 10 月 基辛格的 “波罗二号” 行动 ， 到 1972 年 1 月 黑格访华 ， 再
到 2 月 起克松访华 ， 《上海公报》 一直是双方孜孜 以求， 苦苦追寻的一份标志性
文件。 旷 日 持久的策划 ， 针锋相对、 锚珠必争的谈判无不显示了双方对公报的高
度重视。

早在 1 971 年 1 0 月 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华时 ， 周恩来就要求美方必须在公报
中就台湾议题做出 明确表态 ： “ （ 1 ） 美方可以说 “ 承认海峡两岸 的 中 国人坚持只
有一个 中 国 ” ； (2 ）美国支持中 国人民 自 己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内部事务（internal
question ) ; ( 3 ） 美不开展或不支持任何 旨在将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 或制造两个
中 国 的行为 川的 美将从台 湾撤军 ； ( 5 ） 针对 “ 台 湾地位未定论” ， 美必须选择
合适的话语表述。 ” ④ 中方在台湾议题 ｝工的在场体现了解决 “台湾议题” 所应具有
的层次性 ， 即 ： 台湾的地位和归属是第一位的 。 美方必须承认 “ 只有一个 中 国 ” ，
强调 “ 台 湾议题是中 国 的 内政” ， 尽管可 以允许美 国 以 “美国承认海峡两岸 的 中

CD Ibid. 
② Ibid. 
③ Ibid. 
④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Communique," 25 October 197 1 , 1 0: 12 胃 口 ：00 a.m., Source: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 box 1034, Polo II -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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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坚持只有一个中 国 ” 这种方式表述。 其次 ， 台湾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是台湾
回归大陆。 再次 ， 美要从台湾撤军。

基辛格则表示若承认台 湾议题是 中 国 的 “ 内政” ， 将会陷入同台 湾政府的元
休止争论之中 。 中 国应该相信美方说过的话 ， 公报仅仅是 “标志” 。 基辛格虽 同
意重新研究在台湾议题上的措辞 ， 表明美方立场 ， 但仍希望在台湾议题上尽可能
采用一种 “ 闪烁町 的态度 ， 用 “模糊 ” 、 “模棱两可” 的话语掩盖立场上 的分歧。
在从台湾撤军这个问题L 美 国会信守承诺， 即 ：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适当时间
内 ， 美将会撤走驻扎在台湾的那部分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军队， 这部分军队的数量
约为美在台驻军的三分之二。 在这部分撤军完成后 ， 美将继续撤军 在 美将不会做
任何事情去鼓励台湾的独立运动 。 但是如果这些观点若以书面形式表述出来， 将
会弄巧成拙 。 ① 双方在 “ 台湾的地位和归属” 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将是造成中美多
间合起草 《上海公报》 的主要原因之一。

1972 年 2 月 尼克松访华时， 中美双方分别派出乔冠华与基辛格负责起草 《上
海公报趴 在 1972 年 2 月 22 日 首轮谈判 中 ， 乔冠华表示中方将坚持在台湾议题
七已提出 的表述 。 基辛格没有直接答复乔冠华 ， 却又大倒 “苦水” ， 强调尼克松

政府在美国 国内遭遇的阻力一－台湾院外游说集团 ， 亲苏、 亲 日 、 亲印反华势力 ，
国务院的不同意见 ， 美国大选的压力等等。 但中方已考虑到尼克松政府在 国 内遇
到的阻力 ， 并未有：公报中提及《美蒋共同防务条约》和确定美国撤军的最后时刻表。

即使在美方津津乐道的从台湾撤军问题上 ， 中方对黑格访华时提出 的草案仍
持有异议。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 （ 1 ） 美只提减少部 队， 并未提出最终 民 标
是从台湾全部撤军。 既然中美都说对对方无领土企图 ， 那么美应从台湾全部撤军 ；
(2） 美从台湾逐步撤军的依据应该是 ： 海峡两岸 的 中 国人认识到 只有一个中 国 ，
而不应是随着紧张局势的减退。 这使得台湾听起来像是美 国 的一个基地。 ” ② 这些
分歧不是措辞和表述方法的不 同 ， 而是有着实质性区别。 中方质疑美从台湾撤军
的逻辑基础 。

在乔冠华和基辛格起草 《上海公报》 的首轮交锋中 ， 中方立场鲜明 、 态度坚
决。 不言而喻 ， 台湾议题的谈判将是非常非常棘手。 所以 ， 在 2 月 23 日 的谈判 中 ，

① Mcmcon, Kissinger and Zhoi』， “Communique，” 25 October 1971 , 9:50 - 1 1 :  40 p.m., 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② 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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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只字未提台湾议题 ， 却转而向 中方提供苏联在 中苏边界军事部署的情报。 ①
当时出席会谈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即表示 “这些情报不仅非常有用 ， 而且是美
国衷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标志 。 ” ② 美方利用提供情报的方式 ， 试图起到 “大
棒” 与 “胡萝 V 并用 的效果。 在向 中方提供情报之后 ， 基辛格出 于为避免造成 “美
苏句结 ， 对抗中 国 ” 的印象 ， 又主动 向 中方通报美苏谈判的进展情况 ， 强调苏联
非常希望能与美国在医疗卫生、 民用航空 、 环境合作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
协议 。 事实上 ， 基辛格一直在打 “苏联牌” ， 充分使用 了苏联这个谈判筹码， 用
诱压的于段 ， 迂回地告诉中方其面临的困境。 基辛格的此番举动无疑是在敦促中
方尽快就 《公报》 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在 “ 台 湾 的地位和归属” 这个问题上 ， 中 方早在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 访华
时就明确提出 ， 美方的表述应为 ： “美承认台湾海峡两岸 的 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
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的一个省。 ”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Taiwan is one 
province of China. ） ③ 而美方在 2 月 24 日 上午提出 的表述是 “台湾历史上是中 国
的领土 ” （Taiwan historically has been Chinese territ。可） ， 未采用 1 97 1 年 10 月 份
基辛格访华时的说法。 美方的这种表述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 中方并未因基辛格提
供f苏联的军事情报 ， 苏联的威胁紧迫 ， 而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乔冠华会对基辛
格说：：“ 台湾是我们的领土。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 ③ 并且会非常细
致地审视公报的每一处措辞 ， 甚至标点符号的区别都不放过。

面对基辛格头天打出 的 “苏联牌” ， 乔冠华也借 《公报》 中有关经贸往来和
交流的表述向美方施压。 他明确表示 “ 台湾议题谈不妥 ， 将难以考虑双边经贸往
来和交流等事宜。 ” 在美方看来 ， 公报中 提及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将是尼克松
访华的重要成果 ， 是为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拉选票的重要一招 。 中方的这种强硬
态度无疑令美方感到一室主恐慌。 基辛格试探性地问 F “若双方不能达成…致意见 ，
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 芥冠华答 ： “这很难回答 ， 可能就没有公报了 。 ” 基辛格答 ： “有

① 美国第一次提出要向rf1国提供苏联的军力部属情报是在1971 年 1 1月 印巴冲突期间 ，通过联合国渠道
向黄华大使提出的。

② Feb. 22, 1 972,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 Kuan-hua,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  
③ Memcon, Kissinger and Zhou， “General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Communique，” 24 October 1 971 , 10:28 -

1 :55 p.m. , Source: NPMP, NSC Files, box 1 034, Polo II - HAK China Trip October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 
④ Feb. 24, 1972, 9:59 an1-12:34 pm, Mcmorandur到 of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 Source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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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能 ， 我们下一步考虑的是不该为我们努力避免的事做计划 。 ” ① 显然 ， 美 国
总统率领庞大的访问团万里迢迢访华， 最终无果而归的场面是令美方万万不能接
受的。

在当天下午的谈判 中 ， 美方将在台湾议题上的论述修改为 z
“美国 承认 台湾海峡两岸 的所有 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 ， 鱼道羞生国豆豆

二型企。 美国对这个立场不持异议。 并重 申金莲塑主陆的最终关系不是由美国决
定的α 并相信直主釜主主i予解决台湾议题将有助于缓鲤主塞罗芷虽势。 这将使得
美旦分阶段减少， 并最终从台湾撤走生直至�垣室主塾量。 ” ②

美方认为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部分” ， 而 中 国认为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个省 ” 。 所
以 ， 中方将在公报中写 “→个省” ， 而美方可在公报 中写 “）部分” 。 “ 台 湾和大
陆的最终关系” 有两种可能 ： 一是台湾同大陆分裂 ， 二是台湾 回到祖国母亲的怀
抱。 中方建议将这句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删掉。 在美从台湾撤军问题上 ， 美将 “撤
军” 同 “和平解决台湾议题” 联系起来 ， 中方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中方强调
一定要在公报中提及 “最后撤军” （final withdrawal） ， 不希望以一种 “含混 、 模糊”
的方式表述。

显然 ， 在美方承认 “只有一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的→部分” 之后 ， 中方也愿
意做出适当的让步 ： 不再强调 “美从台j弯撤军” 的内在逻辑应是 “台湾是 中 国 的
一 甲部分” 。

25 日 下午 2:35 ， 乔冠华提出 了 中方草拟的修改稿 z
“ 美 国 承认台湾海峡两岸 的所有 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

→部分。 美 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 美 国 重 申 希望 中 国人 自 己 能翔和平方式解决
台湾议题。 考虑到这一前景 （Wi出 this prosp。d in mind ） ， 美国预期 （antici阴阳 ）
将分阶段减少 ， 并最终从台湾撤走全部军队和军事部署。” ③

但基辛格认为最后一句话的表述仍会遭到美国媒体的质疑 “你们准备撤军是
因为你们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还是除非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 你们才
会撤军？ ” 如果基辛格 回答是后者， 中方肯定不会高兴。 事实上 ， 美方想使 “撤
军问题” 在媒体和 罔会中 留下 “美国单方面行动” 的印象， 而非同 中方商议达成

① Ibid. 
② Feb. 24, 1972, 3:30-3:45 pm, Memorandum of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 Source: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 下划线为笔者加 。
③ Feb, 25, l 972, 2:35-2:45 pm, Me1n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臼iao-Kuan b山， Source;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l 下划线为笔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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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 以免被指责 “ 出卖了台湾” 。 但乔冠华表示 中方仍无法将 “最终撤军” （final
wi出drawal ） 同 “缓和地区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并且 ， 中方在使用 “前景” （prospect )
和 “预期” （antici阴阳） 时 ， 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 的让步。

当 晚 10:30 ， 中方在请示周恩来之后 ， 又做了一些让步 ， 准备接受美方最初
在最后一句话的表述 ： “ 美 国 承认台湾海峡两岸 的所有 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 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一部分。 美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 美国重 申 希望 中 国人 自 己能
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议题。 在此期间 ， 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减退 ， 美将分阶段减
少驻台军队和l军事部署 。 ”① 显而易见 ， 中方在最后的表述中是做了 明显的让步 ， 即 ：
将 “撤军问题” 同 “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 联系 了起来 ， 并且未提 “最终撤军” 。
需要指 出 的是 ， 罗 杰斯始终被排除在 《上海公报》 的谈判之外。 他是在 2 月 26
日 从北京飞往杭州 的专机上才读到 了公报的拟定稿 。 罗杰斯和格林等人从拟定稿
中挑出 10 多处毛病， 并附上一份修改意见 ， 上交给尼克松。 无奈， 基辛格不得
不重新回到谈判桌 ， 同乔冠华讨论。

美方提 出 的异议体现 在 台 湾议题上主要有三处： “ （ 1 ） 建议不要用 ‘ 所有
中 国人 ’ （all Chinese ） ， 丽要用 ‘ 中 同人 ’ （the Chinese ) ; (2） 建议将 ‘ 对该立
场不持异议 ’ （does not challenge 出at position） 改 为 ‘ 对此不持异议 ’ （does not 
challenge this )  ; ( 3 ） 建议将 ‘ 由 中 国人 自 己 ’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 改为 ‘ 由
海峡两岸 ’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 。 ” ＠

中方表示对此是不能接受 的 。 “所有 中 国人” 是在有意地强调 “大陆 的 中 国
人” 和 “台湾的 中 国人” ， “所有” 强调 了大陆与 台湾的同根、 同源 ， 而 “ 中 同人”
则不能强调这一概念 。 “对该立场不持异议” 是采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再次强调 “ 只
有一个 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一部分” 这个原则 ， 而 “对此不持异议” 中用代诗
“此” （this ） 一带而过 ，不能充分的强化这一立场。 “ 由 中 国人 自 己 ” 暗含的意思是 ：
台湾议题是 中 国 的 内政 ， 应 由 中 国人 自 己解决 自 己 的问题。 美在 台驻有军队和军
事设施 ， 如果用 “ 由海峡两岸 ” ， 势必会涉及美在台 的军队和军事设施。 美国卷
入台湾议题将是中 国政府币希望看到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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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表述 ， 有效地加强了 “台湾是中 国 的内政” ， “两岸 同根、
同源” 的表述力度。 丽美方提出 的修改意见无疑是在淡化这种观念。 为此 ， 乔冠

① Feb. 25-26, 1972, 10:30 pm」：40 町， Memorandum of Kissin骂er and Chiao-Kuan hu且， Source: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 下划线为笔者加。

②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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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 “如果你坚持你们的立场 ， 结果将会是没有公报。 问题之所 以 如此 ， 是 因
为毛主席对埃德加 · 斯诺明确地说过 ， 我们的政策是， 不管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谈
成功与否 ， 我们都不会在意。 我们将仍然认为这次访问是有成果 的 。 ” ① 看到中方
态度强硬， 没有任何 回旋的余地， 基辛格只好放弃。 好在中方同意讨论其他几处
的措辞 ， 基辛格可以多多少少赢得一点面子。

最后 ， 中方提出将 “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出其所有部队和军事设施” 改为被动
语态 ， 即 ： “所有美国部队和军事设施必须撤出 台湾” 。 基辛格表示接受 。 被动语
态在修辞中往往会起到强调主语的作用 ， 中方的这种表述是在有意强调 “美国从
台湾撤军” 的事实。

双方一旦在 “台湾议题” 上 的表述初步达成一致 ， 在国际形势、 经贸往来和
交流等方面的讨论进展就相对容易 了 。 正如乔冠华所说的 “在花京所进行的 5 天
磋商中 ， 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台湾议题上 ， 我们在任何其它问题上都没用多少
时间 ， 因为台湾议题确实是我们之间的关键问题。 ” ②

结 语

1 969 至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是在冷战宏观背景之下 ， 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
最大发展中 国家一－中 国 ， 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掌门人一一－美国之间的一场 旨在
改善敌对关系 的首脑级谈判 。 双方国际地位悬殊 、 实力对比不平衡、 意识形态相左、
国家间相互交往几近于零。 如何弥补双方的宏观差异 ， 采用彼此能够接受， 并能
取得 良好谈判效果的方式成为双方面临的严峻挑战。 台湾议题作为中美关系解冻
谈判 中 的按心议题之一 ， 元疑增加 了谈判推进的难度。

“ 台 湾议题” 之所以成为公报谈判 中最棘手的问题， 是 因 为中方要美国就台
湾的地位、 归属和从台湾撤军等问题做出 明确 的表述， 而美国则希望用 “模棱两可”
的话语搪塞过去 。 这种态度上的根本分歧是造成十几次修改革稿的主要原 因 。 但
双方最后之所以能达成一致 ， 是因为双方都做了让步。 在 中 国 的一再坚持下 ， 美
方不得不接受 中 国有关台湾地位和归属 的表述， HP ： “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 的
所有 中 国 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一部分。 美国对此立场不持异议” 。

① Ibid. 
② Feb. 26-27, 1972, 10:20 pm-1 :40 町， Memorandum of Kissinger and Chiao-Kuan hua, Source: Source: HAK 

Files, Box 92, Folde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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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美国承认了 “只有一个中 眉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部分” ， 中方才在美从台湾撤
军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一一没有设定美从台湾撤军的最后时刻表 ， 也没有在公报
中提及 《美台共同防务条约》。 此间 ， 中方有效地向美方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台
湾议题谈不拢， 将无法谈双边贸易往来和交流问题p 台湾议题久拖不决， 将无法
发表公报。 此外 ， 时间的压力 ， 双方谈判代表的耐力 和体力 的极度透支， 也都在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报的最后发表。

正如张曙光教授所言 ， 《上海公报》 的发表只是使中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形
成了一个 “暂时便和” 的双赢。 这样的结果不仅使得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未能在
尼克松任期 内实现 ， 也为台湾议题迄今仍然是中美战略与政治关系 中 的核心问题
留下了病根。 ①

① 张曙光 ： （｛接触外交： 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哥 ， 北京 t 世界知识出 版社 ， 2009 ， 第 1 1 2-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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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莫斯鸭谈判前夕 的 中 苏交涉

黄 家廉

1945 年德 日 败机 已 现 ， 同盟国将 目 光转移至战后重建的规划 。 苏联远东政
策下的东北与 中 国收复政策的东北 ， 自 英美苏雅尔塔会议后 ， 开始接触。 苏联希
望透过与中 罔交涉 ， 不仅达成雅尔塔协议， 更落实此协议衍生出 的体系概念 ， 即
国家安全。 将东北视为苏联远东安全重要的一环 ， 使其不能再成为反苏或危害安
全的地区。 另一方面， 中 国希望战后 中 央政府能实质治理东北 ， 使其能真正成为
中 国 的东北 ， 而不是东北人的东北 ， 或是他同 的东北 ， 所以当得知苏联欲在东北
获取某些权益 以作为对 日 作战的条件时 ， 强烈反对苏联的东北主张 ， 担心会造成
中 国领土和主权的伤害。 至莫斯科谈判前夕 ， 中苏交涉表现出苏联雅尔塔体系概
念与中 国历史经验对抗的情形 。 其中 ， 尤以历史经验对中 国与苏交涉影响的重要
性， 特别是过去研究较少受注意的地方， 本文将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 前言

冷战时代的酝酿 ， 始于二次大战的结束。 身为远东地区的两大存在国一一中
国 （τ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与苏联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 在这交替之际是如何构筑战后远东蓝图 ？ 双方蓝图最大的集合点之一，
就是东北 （Manchuria） 。 苏联需要东北的不冻港与铁路， 以保障国家安全与远东
和平。 中 国需要东北 ， 不仅是收复失去的领土和主权 ， 还要发展为中 国重工业的
重镇， 所以研究 1 945 年中苏构筑战后远东蓝图 的交捞 ， 更显时代转变的意义。

此外 ， 历史发展的特性系具有延续性 ， 战后 中苏在东北发生复杂的交涉过程 ，
与同年 8 月 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τ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有密切 的关系 ， 条约里规定着两国对东北 、 外蒙古享有 的权利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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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苏联支持中 国唯一政府的责任 ： 而条约的签订是中苏经过一个半月 在莫斯科
谈判的结果。 如此对中 国重要的谈判， 谈判前准备工作的充足与杏， 对谈判的结
果有很强烈的影响 。 中 国政府是如何作事前的准备？ 中 国对苏联政策的认知是什
么？ 中 国准备的谈判重心与底线为何？ 借由 这些问题探究莫斯科谈判前夕 中苏交
涉的情形 ， 为何 中 国无法接受 “雅尔塔密约” ， 即 《苏联对 日 作战协议》 （Agreement
Regarding Ent可 ofthe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 背后阻碍 中 国 “欣
然接受” 的原因是什么？ 雨 《苏联对 日 作战协议》 反映了苏联什么样的意图？ 它
又表现了苏联 “雅尔塔体系” 的什么概念？ 。 若没厘清此阶段中苏交攒的核心问
题 ， 将不易 了解后续中苏关系与东北情势发展的陈络。

笔者透过阅读 “国史馆” 档案、 相关史料编寨和研究成果， 发现 “中 国历史
经验” 对中 国决策阶层的影响非常深刻。 它影响了 中 国对苏联政策的认知与判 断 ，
以及准备莫斯科谈判的重心和底限。 但是 ， 过去的研究 ② 并没有注意到“历史经验”
对此阶段 中 国政府决策制订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 中 国面对 《苏联对 日 作战协议》，
经常举例过往的历史经验以拒绝苏联的要求。 政府高层与外交官们深怕接受苏联
条件后重蹈历史覆辙， 伤害中 国主权、 领土完整和仔政独立 ， 陷 自 己于外交不平
等的地位。 所以本文主要系探讨 1945 年莫斯科谈判前夕 中苏交涉的情形 ， 苏联
雅尔塔体系概念与 中 国历史经验对抗的形成 ， 以及 “历史经验” 影 响 中 国对苏认
知和决策制订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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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美英三国在战争后期 ， 透过几次首脑会谈和会议，就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 ，
构筑了 战后国际格局的制度和方法 ， 并在雅尔塔会议上做最后的解决。 借由 《雅尔塔会议公报》 手11 （｛）｛才 日
作战协议》 一－ 《雅尔塔密约》， 建构整个制度和方挂在习惯上被称为 “雅尔塔体系 气 ’ 引 自 张盛发， 《斯
大林与冷战 （ 1 945一1953 ）》 ， （ 台北 z 淑馨出版社 ， 2000 年） ' 82。

＠ 以学者为例 ， 如郭荣赵 ， 《美国雅尔塔密约与中国》， 台北z水牛出版社 ， 1988 年。 陈立文， 《宋子文
与战时外交》， “ 国史馆” ， 199 1 年。 高纯淑， 《战后 中 国政府接收东北之经纬》，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
博士论文 ，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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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中 苏战后东北蓝图

｛ 一 ） 雅尔塔协议与苏联东北蓝图

关于苏联制 定 战后 的远东政策， 最早可追溯 至美英发表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后 ， 1 941 年 苏 联 副 外 交 人 民 委 员 洛 佐 夫 斯 基 （Solomon
Lozovsky I ConoMoH Jlo30BC阳的 向斯大林 （Joseph Stalin I Mocu中 BuccapuoHoBHq
CT邵阳 ） 和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 I B.sl'IecnaB MHxaiinoBHq 
MorroToB ） 提交一份关于筹建欧洲 国家战后安排计划委员会的报告。 洛佐夫斯基
强 调 ， 罗 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和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 已经宣布关于未来欧洲和世界安排的计划 ， 苏联也应当着手准备未来
的和平问题。 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z 第一 ， 财政经济委员 会 ， 估算苏
联遭受的损失并确定如何向 战败国索要经济赔偿。 第二 ， 政治委员会 ， 负责研究
苏联边界问题， 德罔及其盟国 的边界问题和这些国家的安排问题等。 如果 日 本与
苏联交战 ， 那么两个委员会必须研究苏联和 日 本的战后关系问题 ， 特别是研究远
东边界问题和苏联港 口 与太平洋所有港 口 之间 的航行 自 由 的问题。 ① 斯大林非常
重视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 所以在 1942 年 1 月 28 日 联共 （ 布 ） 中 央政治局决定成
立 “战后安排计划委员会” ， 由 莫洛托夫担任主席 。 特别着重搜集 、 研究苏联边
界问题和其他 国家 战后重建计划 。 1942 年 8 月 ， 斯大林首次主动 向 美 国驻苏大
使哈里曼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 提出 准备对 日 作战。 同年 12 月 ， 斯大林再
次向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 （Patrick Jay Hurley ） 表明准备对 日 作战。 1 943 年 8
月 苏联开始扭转欧战战场的情势后 ， 10 月 斯大林第三次 向 美 国 国务卿赫尔利提
出准备对 自 作战。 这三次表 白 ， 苏联未提出任何条件与要求 。 ②

直到德黑兰会议 ③ （Tehran Conference） ，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 斯大林明确
表示 ， 打败德国后立 那加入盟军对 日 本作 战 ， 且在适当 的时刻 ， 自 将公布此心

① 俄罗 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3 ， 吕 录 日， 案卷 237 ， 页 1-3 0 引 向 张盛发， 《斯大林与 冷 战
( 1945一1953 ） 》 ， 530

② 邹说， 《美 国在中国的失败 ， 1941-1950》 ， （上海 2 人民出版社 ， 1997 年 ） ， 214。
③ 德黑兰会议期间为 1943 年 1 1 月 28 日 至 12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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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① 此时 ， 罗斯福总统乐见苏联分担远东对 日 作战的责任 ， 主动提出在远东提
供苏联不冻港的想法 ， 将中 国大连列为其中一种可能 ， 并得到斯大林的默认。 在
中美英开罗宣言 （Cairo Declaration） 与苏美英德黑兰声明之后 ， 1944 年 1 月 1 1 日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和停战问题委员会成员迈斯基 （ Ivan Maisky I IiBaH MHxali
JIOBHq MalicKHH ） 向莫洛托夫递交 了题为 “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 ” 的报告。
报告围绕着保障苏联安全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问题， 对战后欧洲和世界的调整与
安排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迈斯基认为， 在建构未来和平与战后秩序时， 苏联根本
的 目 标应 当是创造一种局面一一使苏联安全与维护和平能在长时期 内 ， 至少在欧
洲和亚洲得到保障。 估计苏联需花 10 年时间治愈战争带来的伤害 ， 自 战争结束
后追求安全与和平的时间 ， 应 当至少 30 年 ， 最多 50 年。 对于远东问题 ， 迈斯基
提出 ， 第一 ， 力争在不卷入对 日 作战的情况下得到南库页岛 （Sou也 Sakhalin ） 和
千岛群岛 （Kuril Islands ） 。 第二， 扩大与巩固 中 国 的友好关系 ， 但是促使中 国发
展和成为真正强 国 的行动力度 ， 应当取决战后在中 国掌权的势力属于何种性质。 ②
苏联此时对远东只关注到北太平洋岛屿的归属 ， 但斯大林还未表现整体的远东战
略。

1944 年 日 本在 中 国 战场得到 了大规模的突破 ③， 美 国积极游说苏联即早对 日
作战。 同年 10月 14 日 斯大林向 哈里曼保证， 打败德国后三个月 即对 日 本发动进攻 ，
但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 美国必须帮助苏联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巨大的物资库
存。 第二， 关于苏联参战的 “某些政治方面的问题” 必须澄清 ， 必须让苏联人民
知道为何战斗。 ④ 向 日 ， 中 国驻英大使顾维钧 自 华盛顿致电蒋中正， 报告与美国
参谋总长李海上将 （William Daniel Leahy） 商讨苏联在远东取得不冻港问题的情
形 ， 李海推测苏联出兵 日 本的条件之一是获得旅顺 ， 而且预估美英会同意。 ⑤12
月 14 日 哈里曼询问斯大林对 日 参战的政治条件有哪些 。 斯大林明确表示 ， 第一 ，
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必须归还苏联。 因 为所有到太平洋的 出 口 都已被敌人封锁或

① 波伦 ， 《斯大林复辉覆沙皇时代在华特权〉） ， 引 自 朱汇森主编 ， 《“中华民国” 史事纪要 （ 1945 年 1 月
至四月 》， （ 台北 z 中 央文物供应社 ， 1986 年） ' 5 140 

＠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3 ， 吕 录 63 ， 案卷 237 ， 页 52-930 弓 ｜ 自 张盛发 ， 《斯大林与冷 战
( 1 945-1953 ） 》 ， 65-680

③ 日 本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路上交通线 ，从 1问4年4月 到 l细4年 12月 ，分别在河南（豫中会战 ） 、
湖南 （长衡会战） 和广西 （桂柳会战） 进行大规模作战 ， 使中国损失惨重。

④ 哈里曼， 〈（哈里曼回忆录 ： 丘吉尔、 斯大林周旋记》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07 年 ） ， 4060 
⑤ 秦孝仪， 《“1t1华民 国 ” 重要史料出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P 第三编 z 战时外交 ， （ 台北 ： 中 国 国 民党中

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 1981 年 ） ，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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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 第二 ， 在辽东半岛南部划 了一条线 ， 其中包括旅顺及大连 ， 希望能再租借
这两个海港及其周围地区。 第三 ， 租借中东铁路， 从大连到哈尔滨 ， 向西北延伸
到满州里 ， 向东至海参威 （Vladivostok I BJia,nHBOCTOK ） 的路线 ， 但无意干涉中 国
主权。 若铁路交由苏联经营 ， 苏联可能会在沿线驻兵保护 。 第 四 ， 承认外蒙古现状，
即保持蒙古共和 国为一独立主体。 ① 至此 ， 苏联战后的远东构想大抵确立 ， 并且
在 1945 年 2 月 苏美英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 户 中得到了确切保证一一《苏
联对 日 作战协议儿

三三强领袖一一苏联 、 美 国 、 英国一一获致协议 ，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
后的两个月 或三个月 内 ， 在下列条件下 ， 苏联应即参加盟国方面对 日作战 ：

（ 一 ） 外蒙古现状 ③ 将予维持。

（ 二 ） 因 日 本 1904 年之侵攻而被攫夺之俄 国 原 享权益 ， 将于恢复 ， 其 中 包括 ：

1 . 库 页 岛 南部及邻近岛 屿将交还 苏联。

2. 大连商港应列 为 国 际港 ， 苏联在该海港 内 之特别权益 ， 将予 保障 。 苏联并

得恢复租借旅）I匮港为其海军基地。

3. 中 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 满铁路 ， 将由 中 医 及苏联合组之机构 共 同 经 营 。

三 国 同 意 ， 苏联之特别权益应 予保障 ， 中 国 继镇保持在 东 北之完整主权。
（ 二 ） 千 岛群岛将割 交 苏联c

三 国并确认 ， 对上列外蒙古、 海港及铁路之各项协议 ， 须征求蒋中正委员长
之同意。 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 ， 将设法获取蒋委员长之同意。 三国
领袖获致协议 ， 在击惯 日 本之后 ， 苏联之上列要求将毫无疑义地得致达成 。

苏联表示乐意与 中 国 国 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协议 ， f卑得以 武力协助 中 国 白 日
本之压迫下求解肢。 ④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建立起的体制感到满意 ， 并设法予以维持。 ⑤ 依脉络至
雅尔塔协议确立的苏联远东政策 ， 目 的就是为 了确保战后苏联远东的安全。 沿着
苏联国境画 出一道安全的缓冲区域 ， 从千岛群岛 、 库页岛到中 国东北的旅大、 中
东铁路， 然后使外蒙古脱离 中 国 、 依附苏联 。 位居中枢的东北 ， 在整个雅尔塔体

496. 

① 《哈里曼机密报告电文》 ， 《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 （台北2 联合报社， 1955 年） ， 42。
＠ 苏美英雅尔塔会议期间为 1 945 年 2 月 4 日 至 1 1 日 。
＠ 对苏联而言 ， 外蒙古现状是指独立的蒙古共和国， 但原文并没特别说明 。
④ 《苏俄参加对 日 作战协议书》 ， 《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 ， 294.
⑤ 丘耶夫 ， 《莫洛托夫秘谈录一一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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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概念的重要性不可取代 ， 唯受限中 国拥有当地的主权 ， 无论如何 ， 东北的港 口

（旅顺和大连 ） ， 以及铁路 （ 中东铁路） 必须掌控在苏联之下。 对此时的斯大林而

言 ， 掌控东北的港 口 与铁路， 足以保障苏联的安全， 并在战后恢复国力和建设上 ，
提供重要的帮助。

（ 二 ｝ 中 国复杂的东北与战时规划

东北在 中 国 近代史里有着特殊的地位 ， 其特殊的因素， 有一半脱离不了俄罗
斯的影响 ； 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也避免不了东北问题的部分。 对当时中 国人而言 ，
俄罗斯在东北的事迹是一连串延续不断 的历史经验。 1895 年 中 （ 清朝 ） 俄签定
《中俄密约》， 俄国获得开筑中东铁路的权利 。 1 896 年俄罗斯帝国租借旅顺与大连。
1 900 年f苦八国联军出兵占领东北全境。 1905 年俄 E 签定 《朴次茅斯条约》 （Treaty
of Portsmouth） ， 将旅大的租借权、 租界内 的公共财产 ， 以及长春到旅顺铁路和
支路上的一切权利和矿权让予 日 本 ①。 19 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 ， 成立俄罗斯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简称苏俄） ②， 曾先后在 1919 年和 1920 年的对华宣
言 中 ， 放弃沙俄时期在华的一切特权。 1 924 年 5 月 中华民 国 与苏联签定 《 中 苏
解决悬案大纲》 （简称 《中苏协议川 和 《密件议定书》 ③ ， 依旧保有中东铁路管理权。
九一八事件后的 1935 年 3 月 ， 苏联将中 东铁路的股份卖给 日 本 。 194 1 年 4 月 13
日 与 E 本签订 《苏 日 中立条约》 （The Soviet- Japanese Neutrality Pact ） ， 双方互相
承认满洲 国和蒙古共和 国 。

除 了牵涉复杂的对外关系外 ， 东北 内 政也 自 成一格 ， 与关内 政府体制不同 ，
跟 中 央 的关系若即若离。 实际纳入 中华 民 国 医 民政府治理的时间并不长 （ 1928
年 6 月 至 193 1 年 9 月 ） 。 从东北行政架构的演变 ， 可窥知一二。 自 民国建立至抗
战胜利前 ， 东北地区行政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 第一a时期是 1912
年元旦至 19 13 年 1 月 8 日 ， 进行清代东北的官制做调整。 第二时期是 1913 年 1
月 8 臼 地方官制改革至 1919 年 3 月 ， 北京政府采取军 民分治 的地方制 度 。 第三
时期为 1919 年 3 月 至 1928 年 ， 在东北 自 治下 ， 超越省区 的军政机构。 第四时期

① 之后中 （清朝 ） f:l 双方在 1905 年 1 1 月 1 7 只将朴资茅资条约涉及中 国部分， 完成法律手续见诸条约。
② 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原文为 Poccnil:cKM ConeTCKaH φ明ep町HBHaH Cor.maJJH优HqecKM

Pecny6mn倍， PCφCP ， 是后来苏联内最大的加盟共和 国 。
③ 唐启华 ， 《中俄协议与中俄旧的废止问题一一以 《密件议定书》 为中心探讨》，《近代中 国》 ，3 (2006) , 

9” 15 a  
④ 笔者以佟佳江教授之分期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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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29 年至 193 1 年 9 月 ， 为适应东北情势的 国 民政府地方行政组织。 第五时期
为 1 93 1 年 9 月 至 1945 年 8 月 日 本势力主导下的东北行政组织概况 ①。 由此可见 ，
不论是从东北的与外关系 ， 还是 内部政治发展 ， 东北的经历与情形都迥异于关内 。
中 国政府凭借此现实 ， 制定战后东北收复计划 ， 以及与苏联交涉的态度。

然雨 ， 与苏联 目 标明确、 战后计划循序有秩相 比 ， 中 国制定战后收复和建设
计划 的过程 ， 显得繁琐而无 中 心。 个中原因许多 ， 可能受限 中 国复杂 的 内 政和
对 日 抗战的困顿， 无H臣表现明显的战略 ② 蓝图。 此情形反映在制定东北收复计划
方面， 193 1 年九一八事件东北沦陷后 ， 中 国 政府虽然多次重整对东北工作之机
构 ③， 但其性质皆非针对战后收复工作 ， 而是对敌工作。 1940 年 9 月 为 因应抗战
建国 ， 扩大中央设计局组织和任务 ， ＠ 期间虽曾有战后收复东北的相关计
是直至 1944 年 3 月 9 日 ， 时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 ⑤ 向蒋中正建议后 ， 才设
立专门组织以负责战后东北事宜。 熊式辉回忆录写着 ：

总裁 （ 蒋 中 正 ） 在黄 山谈及复 员 事 ， 余言 东 北 四省 与 内 地各省 情形 不 同 ， 复

员 工作 宜有专人 负 责 ， 早为 准备 ， 最好能将预定此后在其地任接收工作之人为 佳。

总裁询何人相 宜 ， 余举沈鸿烈 c 总裁 同 意。 余言对外暂不 宣布 ， 但告 以担任调 查

研究 工作 ， 由 中 央设计局组织 东 北调 查 委员 会使沈主持之 ， 如何 ， 总裁 曰 可 。 ⑦
从中可知预备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的 目 的有三。 第一 ， 因应情势复杂 ， 且不

同于 内地的东北 。 第二 ， 培养接收战后东北工作的人选。 4 月 5 日 奉命兼任东北
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沈鸿烈 ， 实际上赋予此意义。 之后 ， 因受东北人事复杂所
累 ， 同年 7 月 7 日 东�t调查委员会才正式成立 。 7 月 3 1 日 国 防最高委员会常务
会议通过 ， 中央设计局提出 的 “复员计划纲要 ” 。 ③9 月 20 日 东北调沓委员会也
拟定了东北复员计划 。 ③ 中 国政府为准备收复东北后所需要之党政干部 ， 于中央

① 此时期主要以满洲 国 （ 1932.3 . 1-1945.8 . 1 8 ） 的行政区域划分与组织为代表。
② 战略系为实现某种 目标（如政治、经济、军事或国家利益等 目标）而制定大规模、全方位的长期行动i-Hi;tl0 

③ 如 ：东北甘地、东四省抗敌后援会、东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等。
④ 《设计考核处组织法令》 ， “ 国史馆” 藏， 《国 民政府挡案》， 档号 001012071030。
⑤ 1944 年 1 月 12 日 ， 张厉生拟 “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备选委员名单”及 “建设东北政治准备

工作要点” 。 收录 《台湾及东北行政概况案一》 ， “鼠史馆” 藏 ， 《国 民政府档案》 ， 档号 001040000020。
⑥ 熊式辉于 1943 年 8 月 20 日 接任 中央·ia:计局秘书长。
⑦ 熊式辉， 《海沧集一一熊式辉回忆录》 ， （纽约 2 明镜出版社 ， 2008 年） ' 486 , 
＠ 《复员计划纲要草案》 ， “ 国史馆” 藏 ， 《国 民政府档案》 ， 挡号 001041 100002， 纲要里将复员汁划地区

区分为三种 ： “后方区”、 “收复IB:” 与 “光复区”。 复员 的项 目 则细分为 16 项 2 内政、 外交、 军事、 财政 、
金融、 I：矿商业、 教育文化、 交通 、 农业、 社会、 稳食、 司法、 侨务 、 水利、 卫生、 和土地。 每一项 目 里
还区分出 “工作要点” 与 “计划项 目 ” 。

⑨ 熊式辉， 《海沧集一一熊式辉回忆录机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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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团 内 设东北党政干部训练班 ， 每期 四个月 ， 训练二百人至三百人， 第一期于
1944 年 1 1 月 1 日 开学。 毕业学员成绩优异者 ， 得派至东北调查委员会工作。 但是 ，
此培育工作成效不彰 ， 至 1945 年 1 月 才招收不到百名学生 ， 距离沈鸿烈规划两
千名左右战后东北政治复员工作者 ， 有很大的距离。 ①

由此可见 ， 虽然国 民党当局悉知东北内外情势复杂 ， 需要特别处理一一投入
较多的人力与时间 ， 但从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的时间和其后工作所留之档案看来，
对战后东北收复行动显得消极被动 ， 反映在无达成计划和具体成效上面。 ② 真正
带起政府高层对东北的积极态度 ， 系始于苏联为准备对 日 作战 ， 与美英讨论解决
远东政治问题时 ， 战后收复东北工作加入了新的参与者一一苏联 。

三 、 中 国对苏交涉准备与历史经验菌素

当 国 民党 当局得知美英两因为了使苏联提早对 日 作战 ， 而可能答应苏联取得
中 国东北的某些权利后 ， 对苏联欲在战后东北的活动 ， 以及美国为首的 国 际对中
苏态度 ， 显得非常的关注。 此后 ， 政府高层与外交官们在研拟因应方针时 ， 遂表
露 中 国历史经验带给他们强烈的影响。

1944 年 10 月 14 日 蒋 中正接到驻英大使顾维钧来 电表示 ， 苏联可能以获得
旅顺不冻港 ， 作为对 日 作战的条件后 ， 1 0 月 23 日 蒋 中正要求顾维钩 ， 详细探知
美参谋总长提及旅顺港 的用意为何。 1 1 月 9 日 顾维钧 回 电表示 ， 因美国希望苏
联早 日 参加对 民 作战 ， 而得到苏联暗示 ， 欲借机取得旅顺作为参战条件之一 。 另外 ，
苏联国 内 近期 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声称 ， 旅顺为苏联的宝贝 ， 如 同其他苏联领土一
般z 并且对丢失旅顺表示遗憾 。 ③ 雅尔塔会议后 ， 中 国透过管道 ， 从各方得知会
议有关远东问题的 内 容 ， 尤其是苏联提出 的条件 ： 外蒙古 、 东北旅大和 中东铁路。
中 国技注在这些问题的心力 ， 依序是租界族JI因问题最多 g 大连港国际化和 中东铁
路问题次之 J外蒙古维持现状”最末 。 影 响这先后排序 ， 系 中 国透过历史经验得知 ，
若使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殊利益 ， 会严重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 尤其可能改
变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

① 《台湾及东北行政状况案二》， “ 国史馆” 藏 ， 《国民政府档案》， 档号 001040000021 .
② “ 国史馆” 收藏有关抗战期间 “东北调查委员会” 和 “收复东北” 等资料乏缺可陈。 与同时 “台湾调

查委员会” 数据相 比， 若非数据散失 ， 应无留下任何纪录与报告。
③ 秦孝仪 ， 《“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 第三编 ： 战时外交 ， 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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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5 年 4 月 13 日 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李海上将商谈关于苏联对太平
洋战争所持条件事时 ， 强调 中 国对租借旅顺和大连的疑虑 ：

…钧谓五十年远 东 北重 大 国 际纷争 ， 均起源 于我旅大之租借予人， 现在若

再蹈过去覆辙 ， 难免影响他 国 对我 国 他处之政策 ， 料战后 必深感 困 难。 … … 以钧

个人看 法 ， 如 苏 联实 常 不 凉 港 ， 或 可在朝 鲜 东 北 寻 一 出 路 ， 该处 日 本筑有三港，

设备颇 为 完善 ， 且铁路交通 亦使… …①

4 月 15 日 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华府与霍布金斯（Ha盯 Lloyd 丑opkins ） 晤谈。
对于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对东北的要求 ， 霍布金斯安抚宋子文谓 ， 斯大林从未对

东三省有何要求 ， 仅欲恢复苏联在旅j顿和中东铁路的权益， 希望中 国能与之商定
办法。 宋子文则转达蒋中正的意思 ， 认为 以后中 国不能再有将领土租借外国 的事
情发生。 ②4 月 29 日 下午 ， 蒋中正在官邸会晤赫尔利 （Patrick Jay Hurley） ， 王世

杰亦出 席其中 。 赫尔利详细报告了在雅尔塔会议上 ， 斯大林提出关于苏联参加对
日 作战的条件。 主要 内容是 ： （ 一 ） 库页岛南部划妇苏联 。 （二） 千岛群岛划归苏
联。 （三）承认朝鲜独立。 （ 四 ）旅J1im租予苏联 ③。 （五）大连港开辟为 自 由 商港。 （ 六 ）
中苏拥有 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各半股权 ， 中 国并应承认苏联在该路的 “特殊利
益” 。 （七） 外蒙古维持现状。 ④5 月 5 日 王世杰向赫尔利表示 ， 中 国政府最不能接
受苏联的要求 ， 是 “租借” 旅顺问题和允许苏联对中东 、 南满铁路享受 “特殊权
益” 两点 。 5 月 6 日 ， 蒋中正与赫尔利会晤二小时 。 表示在不妨害 中国领土完整 、

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的原则下 ， 可接受苏联对东北合理主张。 ⑤
5 月 23 日 蒋中正又向宋子文交代 ， 请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 与斯大林晤

面时 ， 表示美 国必坚持一贯的远东政策 ， 使 中 国 的领土 、 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
害 ， 凡任何在华领土之内 ， 不得再设置任何特权。 ⑤ 中 国虽获美同对东去省主权
和领土的支持 ， 但对苏联的疑虑却未降低 。 在 5 月 26 日 致蒋中正的一封电文里 ，

① 《眼维钩电一蒋中正t}j美李海谈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态度及其所持条件》 ， “国史馆”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档号 002020300048007。

② 《宋子文电蒋中正晤霖布金斯就斯大林对东北要求£［／！ 史迪威勾结共党谈话》，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
统” 文物档案》 ， 档号 002020300048008。

③ 赫尔和j表示， 苏联原来要求割让，但罗斯福表示， 巾 国已经割让的香港尚应归还中国 ，旅顺势必不能
割让， 因此苏联允许用租借的方式。

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王世杰 日 记》 （手稿本）第五册， （ 台北 ， “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1990) '  77-780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 《王世杰 日 记》 （手稿本） 第五册 ， 81-82。
⑤ 《蒋中正电宋子文请向杜鲁门面述希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 ， “ 国史馆” 藏 ， 《蒋巾正 “总统” 文物档

案》 ， 档号 00209040000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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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与顾维钧、 王宠惠研讨对苏联应付方案 。 顾维钧认为 ， 苏联知其参战条件
不合世界潮流， 所以希望适当时机 由 罗 斯福提出 。 但此时苏联未必敢提此要求 ，
中 国最好佯装不知、 尽量拖延 ， 以致苏联不敢提出 。 王宠惠则认为 ， 苏联在欧洲
的野心已经达成， 正转向远东地区 ， 其欲望超过 自 俄战事前， 俄国在东三省之地
位。 三人认同此苏联带来的危机， 却提不出具体的应付方案。 面对苏联的参战条
件 ， 中 国所想 的却是过去俄罗斯在东北的行径和其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伤害 ， 蒋中
正等政府高层皆不愿意再重蹈历史覆辙 ， 所以 1 945 年 6 月 3 日 蒋 中正首次与苏
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 （Appolon Petrov I Arrno.noH. A. Ile叩OB ） 会谈时 ， 希望
苏联了 解 中 国的历史经验， 以协助 中 国 维持独立、 行政与领土的完整 ， 进一步增
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

… · 苏联 自 革命以后 帮 助我 国 争取独 立 、 领土、 主权完整及废除不 平等条约 ，

已 于 民 国 十 二年 （ 1924 ） 先于其它 国 家 ， 正式 宣布取消 帝俄与 中 国 所 姆 结 之不 平

等条约 ， 及放弃其一切特权 ， 我政府及全 国 人民对于 苏联此种友好的 态度， 永远

铭惑 。 本人认为 此乃 中 苏友谊合作之历 史基础 ， 并认为 现在仍 有恢复 民 国 十 二年

时代 中 苏合作之可能。

本人希望 苏联能帮 助 中 国 的 独立、 行政与 领土之完整， 希望恢复 东 三省领土

主权完整与 行政独 立 。 盖我全国 人民成认不 平 等条约 、 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

国 家 的 耻 辱 ， 一致痛 恨。 吾人为 革命党人， 自 应 注意人民之心 理与要求 ， 而期要

求之 实现。 香港问题虽 尚待与 英 国 商议 ， 但九龙必须收回 O 若 苏联能首先帮 助我

国 恢复 东 三省 主权完整、 行政独立 ， 则 中 苏 两 国 人民的 感 情 ， 伴大增加 。

…如 苏联能帮助我 国 恢复 东 三省 领 土 、 主权完 整及行政拙 立 以后 ， 东三省

的铁路和 商 港 ， 当 与 苏联以便利 ， 如 有 军 港需要， 则 军 港 亦 可为 苏联共 同 使 用 ，

决 不致于 苏联有不利 之措施。 ． ． ． ． ． ．①

彼得洛夫响应 ， 苏联政府没有改变一贯友好帮助 中 国 的政策 ， 对于中 国政府
任何加强中苏友谊合作的具体建议， 均表示欢迎 ， 并且准备考虑。 整篇纪录蒋中
正对彼得洛夫提到 “帮助 中 国领土 、 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 一语达六次之多 ， 显
现其对战后东北问题最重要的 目 标 ， 也凸显苏联为能否达成 目标的重要国际因 素 ，
所以蒋中正不断地以 “希望” 、 “帮助” 取代对苏联的 “要求” 。

与彼得洛夫大使的对话并不能使蒋中正放心。 6 月 8 日 蒋中正指示宋子文与

① 《蒋中正与彼得洛夫谈话纪要望苏联能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主权完整》，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
义物档案》 ， 档号 00202030004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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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商谈旅顺方案时， 可采取三步骤。 第一 ， 旅顺交给国 际安全机构 ， 为国际
海空军根据地。 第二， 中 美苏共同使用。 第三， 如 以上二项苏联仍然反对 ， 则最
低限度必须 由 中苏共同使用 。 但以七τ之项无论何者 ， 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 中
国 自 主 ， 各国不能干预。 若苏联提议独 占或租让 ， 则必须反对到底 ， 决不可同意。 ①
整个局势的变化 ， 让中国意识到除了 国应对外关系外 ， 得加紧准备战后收复计姆 ，
6 月 9 日 蒋中正要求中 央设计局准备接收东南、 平津、 东北 的工作 ， 并提出熊式
辉负责东南、 张群负责东北 ， 沈鸿烈任湖北省主席的构想 。 ②6 月 1 1 日 ， 当蒋中
正知道已故罗斯福与现任杜鲁门 总统 ， 皆赞同雅尔塔协议租借旅顺的条件后 ， 前
后发给宋子文两封电报 ， 第一封 （午时） 表示 ， 中 国今后决不能再见租借地名义 ，
只要苏联尊重中 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 可允许军港共同使用 ， 但不能再用租借名
义。 若不坚持此，点 ， 则未柬东北的主权和行政仍不完整。 ③ 第二封 （ 申 时 ） 要求
宋子文向美国强调 ， “租借” 地名称是中 国历史的耻辱 ， 今后不仅不能再有此污
点 ， 更要设法除去。 其他铁路、 军港等问题 ， 只要不损害中 国行政与主权 ， 还是
可以继续协商。 ＠ 此时 中 同知道苏美 己就租借旅顺事达成共识 ， 正寻求解决的方
法 ， 并冀望苏美两 国谅解 中 国 的信念一一愿意与苏美 “友好合作” 以符合国际期
待 ， 但不愿再出现历史上危害主权和领土的污点 。

1945 年 6 月 12 日 蒋中 正再次约 见彼得洛夫大使 ， 讨论有关缔结 中 苏 友谊
互助条约 的问题。 ⑤ 彼得洛夫首先递交在中苏友谊互勤条约谈判前的苏联先决条
件 ＠。 双方开始交谈 ， 蒋中正即先提租借问题 ：

． ． ， ．本人在上次谈话 中说过 ， 租借地一类 的 名 义 ， 我 中 国 人 民认为 是 国 家 的
耻辱 ， 我们 不好再 用 这种名 义。 中 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 ， 如有租借
地一类 的 名 义 ， 则 将 失去条约 的 原 意 。 如上次我说军 港 亦 可与 苏联共 同 使用 ， 那
是与 苏联友好的合作 ， 对两 国 均 有利 益。 … … 我们希望与 苏联友好合作 ， 希望 苏
联人民在 中 国 随时随地受 中 国 人民的欢迎， 我 中 国 全 国 的 物 资 ， 将 来 皆 可为 两 国

① 《蒋中正电宋子文见杜鲁门商谈旅顺问题时应注意之点》 ， “国 史馆” 藏 ， 《蒋中 正 “ 总统” 文物档案》，
档号 002020300048017。

② 熊式辉， 《海沧集一一熊式辉回忆录》， 486。
③ 《蒋中正屯宋子文不必与杜鲁门再商中 国领土不能再有租借地》 ， “ 国史馆” 藏 ， 《蒋：j1正 “总统” 文物

档案》， 档号 002020300048020.
④ 《蒋中正电宋子文苏备忘录案暂以其个人运见对美表示租借地耻辱》 ， “ 国 史馆”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档号 。02020300048021 。
⑤ 《蒋中正与彼得洛夫纪要 巾苏友谊互助谈判先决条件》， “ 国史馆饲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

档号 002020300048021 。
⑥ 此苏联先决条件即为雅尔塔会议签订的 《苏联对 日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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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共 同 利 益而使用 。 如果为 了 一 个小 问 题而 丧失两 国 人民 的 感情 ， 那不是苏联的

意 思 。

彼得洛夫 回应蒋中正对 “租借” 的质疑 ， 渣清 “租借地” 与 “租界” 不同 ， “租
界” 是包含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租借地” 则不包括这些特权。 若苏联租借旅）I荫 ，
自 然会规定租借的期 限 ， 期间的领土与主权完全属于中国 ， 对中 国而言并无损害。
蒋中正为 了证明 中 国 的疑虑是有根据的 ， 遂又左证中 国 的历史经验 ：

请 大使报告政府 ， 在历 史上 ， 1898 年 中 国 旅顺被帝俄租借之后 ， 继之有青

岛之租借于德 ， 威海卫租界于英 ， 广 州 湾之租借于 法 ， 那是 中 国人民所最反对的 ，

认为是民族的耻辱 ， 所以租借旅顺 问 题 ， 不仅是苏联一 国 的 问题 ， 其 它 国 家 亦 可

提例 要求 ， 这样便失去 中 苏 两 国 友好互助条约 的原意 了 。

彼得洛夫一时无法用 “历史” 说服 ， 苏联租借旅顺是有道理的 ， 只好表明其
强而有力 的理由 ， 即雅尔塔体系概念的精神一一保障国家安全 ， 作为苏联要求的
必要性与正当性。 这是 中苏两 国首次面对面交涉， 展现苏联雅尔塔体系概念与中
国历史经验的对抗。 彼得洛夫表示 ：

在讨论此 问 题 时 ， 中 国 应 看 苏 联是一 个 太平 洋 沿 岸 的 国 家 ， 苏联在 太平 洋

需要有不 冻 港… … 丘吉 尔 首相 与 已故 罗 斯福总统，都晓得… …他们在雅 尔塔会议谈

过。 苏联如果租用 旅顺 ， 相信决不会用 以反对 中 国 ， 因 为 问 题是在共 同使用 武力

以反对现在的侵略 国 ， 或将来可能的侵略 国 。

彼得洛犬强调租借旅顺是保障苏联远东的安全。 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不冻港 ，
选择旅顺是为了 以武力反对 “现在的” 侵略国 和 “将来可能的” 侵略国 。 此种预
防战后危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思维 ， 即是苏联雅尔塔体系概念的表现。 蒋中正当
下并没有注意到苏联对战后国 家安全追求的强烈性 ， 他在乎的是 中 国 国家主权和
尊严！ 蒋中正为求仔细还查阅 了资料 ， 继续告诉彼得洛夫 ， 历史说明 中 国 不能重
蹈覆辙。

（ 苏联 ） 当 然 不会反 对 中 国 ， 但不 可 因 此使 中 国 变 成 不 平 等 的 国 家。 我 刚 才

看 了 一段历 史 的 记 载 ， 就是 1 898 年拉J1lm租借于俄后 ， 不 久德 国 即 索租青 岛 ， 英

国 索 租威海卫 ， 法 国 索 租广 州 湾 ， 这段历 史是从俄 国 租界旅顺起 ， 造成 了 中 国 不

平 等 的 地位。 到 了 1924 年 苏联先 于其 它 国 家放弃对华 不 平 等条 约 ， 此后 其 它 国

家 亦 才 逐渐放弃对华不 平等条约 。 这历 史前段是帝俄的历 史 ， 后段是 苏联的历 史 ，

这种 史 实 是很重要的 。

面对蒋中正提出历史经验的举据 ， 彼得洛夫表示 ， 从前中 国所处的环境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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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 ， 从前是帝俄与 中 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 现在是商讨中苏两国 的友谊互助
条约。 但蒋 中正认为， 中 国 当下的处境不仅还未脱离过去 ， 甚至还有机会回到过去 ，
所以无论如伺条约在内容或名义上都不要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 ， 以免在中 国或外
国引起不 良 的印象。 希望彼得洛夫能将此意郑重地报告苏联政府。 彼得洛夫允诺，
双方皆表示期待下次的商谈。 隔天 6 月 13 曰 ：宋子文在华盛顿继续向杜鲁门询问 ，
苏联要求恢复 1904 年以前之各种权益 ， 亦即 “ 国际化”、 “特殊权利” 以及 “租借”
等真正涵义为何。 并解释苏联在中 国等权利阜已期满 ， 没有恢复的问题。 ①

苏联不论是从美方还是中方传回来有关 “苏联对 日 作战条件” 的消患 ， 皆是
中 国对主权、 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与否的疑虑。 为降低此疑虑以增加中苏肇订相
关条约的可能 ， 斯大林遂分别向访苏的美国总统特别顾问霍布金斯 ② 和美国驻华
大使赫尔利 ＠ 表示 ， 苏联支持蒋中正领导的 国 民政府统一中 国 ， 并且希望蒋中正
在战后继续领导 。 苏联期望中 国成为统一安定的 国 家 ， 并愿 中 国控制全满洲 ， 使
其为领土的一部分。 凡苏联部队因对 日 作战而进入中 国地区时， 将尊重该地区之
中 国主权 ， 若中国觉得不放心 ， 蒋 中正可派代表协同苏军进驻满洲 ， f卑使中 国在
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 。 另外， 斯大林承认苏联 当下无力援助中 国 ， 战后
唯有美国有能力援助 ， 同意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 若中 国能全部同意苏联参加
对 日 作战的条件 ， 苏联八月 即可开始进攻。 苏联对 中 国 的喊话能降低多少的疑虑
不得而知 。 但宋子文己 确定 7 月 1 日 以前抵达莫斯科 ， 展开与苏联的谈判 。 ＠

6 月 26 日 代表团行前 ， 蒋 中正再次与被得洛夫恳谈 ， 希望此次莫斯科的 中
苏谈判 ， 双方能不据外交形式 ， 开诚商议中苏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 尤其是政治
问题， 希望能彻底商谈。 中 国为表示诚意 ， 此次代表团成员 多非职业外交宫 。 对
于租借旅顺一事 ， 依旧强调 “租借” 一类的名称不可再用 ， 对中苏两国利益有损 。
另 外 ， 蒋中正首次向彼得洛夫说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 ， 将延续 1924 年 中苏条约
的立场 ， 赋予外蒙古高度 的 自 治 ， 其外交和军事皆可独立 ， 但宗主权应属于中 国 s
又外蒙问题与西藏问题有相互连带关系 ， 为避免此问题造成中苏误会 ， 外蒙古问

① 《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讨论中国主权问题之第四次会话纪录》 ， “国史馆” 藏，《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
案》 ， 挡号 OQ2Q8Q2QQ3Qi047a

② 《宋子文与霍浦金斯谈话纪录中苏愿建立正常关系苏对新疆元野心》 ，“ 国史馆”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物档案》 ， 档号 002020300048025.

③ 《美大使赫尔利呈蒋中正建议中苏协议纲要苏参加对 日 作战条件》 ， “ 国史馆” 藏 ， 《蒋中正 “总统” 文
物档案班， 挡号 002020300048026。

④ 秦孝仪， 《“中华民图” 重要史料出编 对 日 抗战时期》 第三编 ： 战时外交，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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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好不要提起。 ① 至此， 蒋 中正已确立对苏联谈判的最高原则 ： 保证中 同领土
和主权的完整， 以及中 国行政独立。 井且下达交涉要点租交涉精神。 在东北方面，
包括允许共同使用旅顺港 g 开放大连为 自 由港 z 中苏合股经营中东与南满铁路，
允许战时苏联运兵至海参威与旅顺等。 其他外蒙古问题、 新疆问题和 中 国 内政统
一问题， 都希望中苏坦诚协商、 密切合作。 ②

四 、 结语

苏联与国 民党当局莫斯科谈判 的前夕 ， 表现了苏联雅尔塔体系概念与 中 罔历
史经验对抗的氛围。 在此之前 ， 苏联投注许多的心力搜集各国战后重建计划 ， 与
研究苏联边界的陀题， 其 目 标很明确 ， 就是为了保障战后 国家的安全。 苏联将边
界地缘研究与战后重建计划结合 ， 经过多次首脑会谈和会议 ， 集其大成于 《雅尔
塔协议》。 其中 《苏联对 日 作战协议》 的内容， 即勾勒苏联对战后远东安全的规划 。
这是大战略的一环， 沿着苏联国境划 出一道安全的缓冲区域 ， 从千岛群岛 、 库页
岛 到 中 国东北的旅大、 中东铁路， 然后使外蒙古脱离 中 国 、 依附苏联 。 位居 中枢

的东北 ， 在整个雅尔塔体系概念是重要不可取代的。 因为计划非单独针对中 国 ，
苏联预估只要向 中 国保证就算苏联在东北拥有特殊权益 ， 东北的领土和主权不受
影 响 ， 当地行政依旧能够独立 ， 中 国应读能接受苏联的条件， 更何况此举是为了
将出兵协 同 中 国 ， 对付侵略将近八年的 日 本 ， 所以 “请” 美 国协助使中 国合作 。

相较苏联投注大量心力 ， 研究战后重建计划和国家安全问题， 中 国制定战后
收复和建设计划 的过程 ， 显得繁琐而无中心 ， 对收复东北工作的准备亦是消极被
动。 个 中 原 因许多， 可能受限中 国复杂 的 内 政 ， 以 及对 日 抗战的困顿， 1944 年
许多重要防守线还遭 臼 军突破。 然而 ， 中 国并没有因获知苏联愿意出兵的消息而
感到高兴 ， 或是认为如此与苏联交换条件是值得的。 占据中 国思维的是过去俄罗
斯在东北的行径 ， 损害国家主权利领土的经验 ， 所以 自 消息指出苏联有条件对 日
出 兵 ， 中 国不断地对哉后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否抱持疑虑 ， 所 以请求美国务
必在中苏交涉过程中 ， 坚持一贯对华政策 ， 保护 中 国 主权、 领土的完整和行政的

① 《蒋中正与彼得洛夫谈话纪录租借名称’不可再用中国赋予外蒙高度自治》， “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
统” 文物档案》， 档号 002020300048027.

② 秦孝仪编，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3 卷五下册，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78) , 73.4-
738。



1945 年莫斯科谈判前夕前中苏交涉

独立 ， 避免苏联在东北重蹈历史的覆辙。 并且透过美 国转达和直接对话的方式，
希望苏联明 白 中 国疑虑的原因 以避免之。

此时， 中 国历史经验是国 民党当局面对苏联雅尔塔体系概念的重要依据。 历
史经验不仅教导 中 国 以追求 “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 以及行政独立” 为 目 标 ， 更影
响 了 中 国对苏联对 日 作战条件的问题判别。 过去困俄罗斯帝 国租借旅顺和大连 ，
引 起列强瓜分中国等许多危机 ， 所以蒋中正念兹在兹 ， 认为 “租借” 问题是最严
重 ， 最需要避免的 。 而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虽涉及部分领土和管理权的问题 ，
但因 1924 年中苏曾 为此达成 “合作” 协议 ， 有前例可循 ， 所以 只要在主权、 领
土完整的前提下 ， 此问题是可 以协商的。 “外蒙古维持现状” 问题更是在历史经
验影响下 ， 最少被中 国政府讨论。 因为 自 民国以来外蒙古与 中央的关系就较疏离 ，
帝俄与苏联多次为外蒙古独立事 与 中 华 民 国协商， 1922 年苏蒙签订 《苏蒙修好
条约》 后， 中 国政府再也没有实质治理过外蒙古 ， 但 1 924 年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
苏联承认中圄为外蒙古的宗主国。 蒋中正在谈判前没有对此问题多做准备 ， 系这
中 间现实和 中苏条约的问题， 中 国 已 到最后的底 限 ， 即维持宗主国地位 ， 所以再
谈下去只会造成中苏芥蒂 ， 不利友好合作 ， 最好是双方不提此议题。

由此可知 ， 历史经验影 响 中 国准备莫斯和↓谈判 的重心 ， 而谈判成功与否常取
决事前的准备 ， 中 国历史经验成为中 国 准备中苏莫斯科谈判前的重要依据 ， 制订
出来的谈判 目 标和策略都与其息息相关 ， 吕 标就是维持战后 国家的尊严一一主权、
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 ， 所以中 国将重心放在苏联租借旅顺、 大连和中东铁路两 国
共管的问题上 ， 外蒙古问题则准备薄弱 ， 至于战后中苏如何在东北合作与处理接
收问题 ， 更少见于档案 中 。 因此 ， 中苏莫斯科谈判前夕 ， 中 国摆开的态势 ， 即视
历史经验为追求 日 标的动力 ， 也是说服苏联认同 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 ， 苏联为
了完成雅尔塔体系 的远东安全 ， 与中 国达成协议势在必行。 当双方各 自 追求 目 标
的 同 时 ， 苏联雅尔塔体系概念与中 国历史经验的对抗显然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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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意识到 “国家政策” ：

反共抗俄的塑造 （ 1 945- 1 952 ) 

王 文 隆

1 950 年代起 ， 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 “反共抗俄” ， 髓着动员勘乱时期的影响
笼罩全台 ， 成了 当时最重要的 口 号之一。 然而， 这」个大时代下的产物 ， 实际上
却 隐含着两个完全不 同 的背景。 “反共” 所反的是中 国共产党， 简单来说， 这是
“ 内 战” J抗俄” 所抗的是苏联， 简单来说， 这是 “冷战” 。 内 战为 中 国 当时所遭
受的内部纷争 ， 冷战是中 国 当时所面对的国际背景 ， 一 内一外。

“冷战” 这一个词语 ， 所指的是美苏两大集团各 自 纠集其意识形态相近的友
邦 ， 彼此相抗。 在欧洲来说， 约莫 1947 年的柏林危机爆发之后才 比较接近 “冷
战 ” 的 定 义 ， 因 为美苏两强分立 的态势才算是较为 明 朗 z 在亚洲来说， 或许
要 到 1950 年 《 中 苏友好互助 同盟条约》 签订之后 ， 才算是弥漫至亚洲 。 ① 然
而 ， 1949 年年底， 中 国 内 战 的大势 已 定 ， 如果就此推论的话， 中 国 的 “ 内 战”
与 “岭战” 间 或许不必然具有直接关联。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政府所持的便是 “ 内
战” 与 “冷战” 分列 的观点 ， 将 “ 台湾 问题” 视为是内 战延伸 的内政问题， 而非
冷战造成 的 国 际问题。 但在 战后 国 民党当局的对 内 、 外宣传 中 ， 却常试着将 中
国 “ 内 战” 塑造成是世界 “冷战” 的→部分。 当前 的研究成果多集 中 于 1952 年
之后 ， 当 国 民党当局 已 经全然将 “反共抗俄” 高举为 “ 国策” 之后 ， 依此 矗原则
所为之各项动员 、 宣传活动 ， 而略失 了将此一概念逐渐衍变而为最高 “ 国策” 的
过程。

本文将以 1950 年代的联合国控苏案 、 国 民党 内部改造与 《反共抗俄基本论》
一书出 版的三个面向 ， 试着讨论在蒋 中 正统治下 的 国 民党当局 ， 如何将 “ 内 战”
与 “冷战” 连结 ， 以及如何将这一个蒋中正的个人意识 ， 变为 “基本国策” 的历程。

① 如此定义乃是由于沈志华老师。



从个人意识到 “国家政策” ： 反共抗俄 的 塑造 （ 1 945- 1952 ) 

故本文将以收藏于 “ 中研院近史所” 的 《“外交部” 档案》 、 “ 国史馆” 的 《蒋中正 “总
统” 档案》、 中 国 国 民党党史会所藏之 《改造委员会档案》 矿总统” 蒋公大事长
编初稿》、 “ 国 立编译馆” 所藏之教科书与 《反共抗俄基本论》 一书为材料进行
讨论。

一 、 内战与苏俄

抗战一结束 ， 国共两党都知道战争并不会就此终止， 新的战事随即开始， 是
逐鹿 中原的恶斗。 由 于苏联 占领了东北 ， 中共便举兵从海陆两方往东北 冲 ， 希
望在同是共党的苏联红军统治 区下 ， 获取一些立足的基础 。 国 民政府与苏联间在
1945 年 8 月 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追认了雅尔塔会议里英美苏三国 的决定 ，
两方建立了官式外交管道 ， 虽然牺牲了外蒙 ， 但是却在官方的立场下 ， 断了 中共
与苏共沟通的渠道， 使得国 民政府为与苏联交涉的窗 口 ， 这令蒋中正对战后 的世
界秩序颇为乐观。 ω 在国际， 中 国终于遂其愿望成了世界五强 ， 一脱多年积弱的
病夫模样 z 在国 内 ， 苏联也成 了 国 民政府的盟友 ， 毛泽东到重庆来谈 ， 似乎内政
也将迎刃而解 。 然雨， 苏联的作法或许是两面性的 ， 在东北的苏军着实或多或少
地协助了 中共扑往东北的军队， 且移转了部分原属关东军的武器， 甚至提供了训
练。 ②

东北的解放军一直是蒋 中正的心腹大患 ， 苏军不断延迟撤军的时间 ， 到底国

① 毛泽东认为这并非是苏联放弃了 中共， 而是苏联必须遵守其所祭署之《市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故，不
得不然的决定 ， 而中共在推展 内 战时也必须宣称其活动与苏联无关， 而中立美 国 。 详见 ： 《中 央关于对美
蒋斗争策略的指示》 （ 1945 年 1 1 月 28 日 ） ， 收于2 中央档案馆 （ 编 ） ，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1945 ） 》 15 ,
页 455”456。

② 关于中共子苏联参战之后 ， 下令部队进 占城市、 交通要道与前进东北的指示 ， 能查见 ：（｛中共关于苏
联参战后准备进 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 （ 1 945 年 8 月 10 日 ） ， 收于2 中 央档案馆 （编 ） ， 《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 （ 1 945 ） 》 15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90 ） ， 页 2 15-216 ，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 1945 年
8 月 1 1 日 ） ， 收于1 中 央档案馆 （ 编 ） ， 〈（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 （ 1945） 》 1 5 ， 页 219 ， 《中 央关于迅速进人东
北控制广大乡 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 （ 1945 年 8 月 29 日 ） ， 收于 z 中央档案馆 （ 编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945 ）》 1 5 ， 页 25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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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能掌握东北多少 ， 实在没有太大把握。 ① 这些报告所呈现的面貌相当直接，
直指苏联正暗地里扶植中共， 相对的国 民政府虽也获得美国 的军援， 美军也在青
岛驻扎海军 ， 但在东北各地展开的交火 ， 却零零星星有着苏联的影子 ， 即便斯大
林一度要南满共军撤到 乡村去。 但美军在华的持续驻扎， 反而在 1946 年 5 月 苏
联军队撤离东北后 ， 成为苏联攻击美国干预中 国 内政的证据。

美国干预中 国 内政的方式实际上用另一种形态呈现。 美国搬来了 战功彪炳的
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间 的死斗 ， 但调停未果， 自 1946 年 7 月 起， 美国开始 了 长
达十个月 的对华军火禁运 ， 削弱 了 国 民政府的军事力量。 蒋中正虽然没了美国军
援的强力支持 ， 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保障之下 ， 对局面似乎仍表乐观。 他
在三 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谈话中表示 ， 中共强拉苏联以为宣传，
中苏间的关系乃因 中共的阻隔而无法亲密 ， 苏联从未全力支持中共， 而苏联还是
希望与 国 民政府同盟的。 ② 而军事上也打算利用库存的美械 ， 一鼓作气解决内战
问题。 不过 ， 当 国 民政府的部队受制 于弹药补给的不足时 ， 国共间 的战局也慢慢
逆转 。 ③ ｛且位踞高位的蒋中正乐观情绪依旧 ， 《 中苏友好同盟协议》 确实给了他
信心 ， 1947 年 3 月 间 ， 当美英苏兰国外长会议可能谈及 中 国 问题时， 外交部还
特别发表声 明 ， 反对将中 国 的内政问题列入议程， 不多久国 民党军还拿下了延安 ，
蒋中正特别去视察一番 ， 似乎前景一片大好。 1 947 年 5 月 12 日 对军官团说话时 ，
更声言苏联不会单独对中共援助 ， 如果苏联果真援助中共 ， 将遭受各国反对。 ③
没几天 ， 全美械的张灵甫 74 军覆灭于孟 良 圄 ， 震撼了 蒋 中 正 ， 而传闻 中共与苏

① 关于M：联与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报告，能查见：《陕两省政府致外交部报告中共代表与东北苏军谈判内容电P
( 1946 年 3 月 11 日 ） ， 收于： 中国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编） ， 《“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一－对 日
抗战时期战后 中同 （ 一 ） 》 （台北z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 会 ， 1 981 ） ， 页 57 1 0 同书 中还有苏联
协助中 共训练、 交付武器与参与作战的报告， 详见 z 《中共军与苏军勾结之最近情况报告第一期》 （ 1946 年
2 月 10 日 ） ， 页 577-584 I （（中共与苏军勾结之最近情况报告第二期）｝ ( 1946 年 3 月 ） ， 页 585”588 I 所收情
报获知苏军在撤离东北前交付中共战车 4 500 辆、 火炮 900 门 、 重机枪 8 000 挺、 轻机枪 22 000 挺、 军车
3 000 辆、 军马 6 500 匹、 电话 15 700 个 、 无线电 5 200 台 、 步骑枪百万支 ， 撤离东北之后仍交付了步骑
枪、 手枪、 轻重机枪、 迫击炮、 山炮、 野炮、 手榴弹、 地霞、 重炮车 、 汽车、 飞机 、 装甲车、 火车、 轮船、
军服、 米粮、 煤炭及无数弹药 ， 甚至透过仍驻扎于朝鲜北方的苏军交付。 此外 ， 还透过苏联教官 ， 在各地
的军政学校 w ；卫兵或炮兵学校、 空军学校等训练共军。 详见 ， «m；军支持中共叛乱之调查报告》 （ 无时间 ） ，
页 591-616。

② 《青年团成立之 目 的与任务》 （ 1946 年 9 月 1 日 ） ， 收下 ： 矿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21 ， 页 407胃
408. 

③ 胡美、 任东来， 《1946-1 947 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 《美国研究》 2007:3。
④ 《剿匪必胜的事实－一宣读军官团第一期开学却JI词后讲解》（ 1 94宁 年 5 月 12 日 〉 ， 收于： 〈（“总统”蒋公

思想言论总集》 22 ， 页 108。 然而 ， 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确默默地支持着中共 ， 此点能参见 2 杨奎松 ， 《中
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 台北 ＝ 东大图书公司 ， 1997 ） ， 页 51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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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签署了 《哈尔滨协议》 ， 使他的乐观态度开始消逝。 北塔山事件与六月 间 苏联

炮兵协助 中共进攻普兰店 、 国 民党军元、法在旅大登岸与接收的报告传来 ， 不禁使

得蒋中正开始怀疑 ， 一群落后于国 民党军许多的 “共匪” ， 怎么在这时开始难以

对付了 。 ① 蒋 中 正月rr想出来的答案是苏联 ， 苏联暗地里帮着’ 中共， 一如东欧的匈
牙利政变 ， 自 此大骂其狰狞面 目 逐渐显露 。 ② 在 6 月 22 日 四平街战役正酣之时 ，
开始将 “匪俄” 三字连称 ， 似乎两者即为一体。 ③ 当天立法院长孙科也发表谈话 ，
谴责苏联支持东北共军以及拒绝 国 民党军开人旅大 ， 违反了 《 中苏友好同 盟条
主i�》。 ③

在苏联逐步于东欧建立共党政权国家时， 有几个国家陷入了 内 战 ， 一是希腊，
一是越南 ， 一是中 国 ， 而这几个国家的 内 战都跟其 国 内 的共党脱离不了关系 。 美
国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 国 的 内 战 ， 但仍留下了美军顾闰 团 、 中美合作所， 民生物
资也接连运来。 ③ 蒋 中正对整体局势的观感到 了 1947 年的下半年开始翻转 ， 一
方面中 国 内 战 的局面开始向 中共有利 的方向倾斜， 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
于 1947 年 10 月 5 日 在贝 尔格勒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力抗美同 ， 蒋中.IE便直指这是
第三国 际的恢复 ， 10 月 1 1 日 接见美国众议院军费审核考察团成员 时 ， 还强调 中
共为彻底之共产主义者 ， 不仅与苏联勾结， 且接受俄共命令 ， 经常获取俄共支持，
要求美方增拨援助。 ⑤ 10 月 20 日 对励志社谈话中表示 ， 中共以苏联为祖国 ， 出
卖 中 国 ， 是为万恶汉奸。 ⑦ 1947 年 12 月 7 日 他对政工人员谈话时 ， 要政工人员
问被俘共军 ： “你们现在为共产党斗争 ， 而共产党则是受苏联的指使， 你们是为
中 国尽忠呢？ 还是为苏联尽忠呢？ 共产党所谓革命 ， 是执行苏联的命令 ， 要把苏
联的制度实行到 中 国 ， 使中 国成为苏联 的奴隶 ， 共产党革命成功 ， 是 中 国 的幸福
呢？ 还是苏联的 胜利 呢？ 我们国 民革命， 是为实行三民主义， 是为 民族的独立、
民权的发扬和 民生的乐利 ， 是全中 国人民一致的要求 。 你们如果也是中 国 的人民 ，

① 《国军将＇®i的耻辱与 自 反》 （ 1947 年 6 丹 l i训 ， 《“总统” 蒋公大事氏编初稿》 卷六 （下 ） ， 页 4590
② 《“总统” 蒋公太事民编初稿》 卷六 （下） ， 页 4720 蒋中正在心底应该是瞧不起中共的 ，在 《反共抗

俄基本论》 一书中 ， 将中共比拟为东汉的黄巾贼、 晋末的王弥、 唐代的黄巢、 北宋的方腊、 南宋的李全、
明末的李闯王与张献忠。 详见： 蒋中正 ， 《反共抗俄基本论》 （台北 E “中央文物供应社” ， 1952） ， 反 7。

③ 《“总统” 将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六 CF ） ， 页 4790
④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六 （下 ） ， 页 480。
⑤ 关于美国在 ：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 ， 能参见 ： 资中筒 ， 《追根溯源 ：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 1945- 1950 ）》 （上海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0） 。
⑥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六 （ F ） ， 页 569。
⑦ 《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 （ 1947 年 10 月 1 2 日 ） ， 收子 ：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22， 页

290 ； 这想法在 《反共抗俄基本论》 中再度提及 ， 详见 2 蒋中正 ， 4反共抗俄基本论》 ， 页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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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反对国 民革命 ， 要抵抗我们革命军呢？ ” ① 与年初的乐观有迥然不同的转
变 ， 使得 1947 年成了→个转折的年代 。 ②

蒋 中正眼见欧洲 的冷战局面逐渐成形 ， 中 国 内 战的逆转也减损 了他的信心 ，
他一方面透过演说表达中共取得政权后将成为苏俄附庸的疑虑 ， 一方面也盼望着
美国能够增加对华援助。 柏林危机爆发之后 ， 他这样的企盼更加深刻 ， 还曾 向美
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 ， 如果美国能援助中 国对抗苏联的渗透， 将不惜公开地
表示苏联违反 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③ 但美国在打的是另一个算盘， 因为南
斯拉夫与苏联分裂的缘故， 美国开始考虑 ， 如果不能将 中 国政府成就为一个亲美
的政权， 在中共夺权之后 ， 只要其采取一如铁托 （Josip Broz Tito） 的路线与苏联
分裂 ， 而不使其成为苏联 的卫星国 ， 那也是颇具价值的选择。 1948 年底开始 的
几场决战 ， 完全决定了中 国大陆的未来 ， 主战的总统蒋中正所能统驭的军队死伤
枕藉 ， 国 民党军士气低落已经不能再战 ， 甚至是战无可战 ， 丽美国杜鲁门 （Ha町
S. Truman ） 总统上台 、 北平的傅作义将 降 ， 内外交逼下 ， 蒋中正只得被迫下野 ，

由 副 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 开始和谈 。

蒋中正下野后 ， 从他对于李宗仁接手政权后的几项动作的评论能推知 ， 在他
想法中将苏联与中共作连结的意图更加 明显 。 1949 年 2 月 间 ， 甫接手政权的李
宗仁要派其私人代表颜惠庆前往北平和谈遭拒 ， 中共仅愿意接受他们到北平 “参
观’＼ 蒋 中正便认为 中共如此响应并非本意 ， 乃是苏联授意使然。 ④ 当颜惠庆等
人以私人代表身份前往北平 ， 洽商两边通商事宜时 ， 洽为 中共军猛攻南京之余 ，
蒋中正则 因下野 ， 自 我检讨， 研究苏共对华策略， 得出苏共乃是以消灭 国 民党军
为唯一 目 的的结论。 ⑤ 除了军事上的接连败退 ， 蒋中正也检讨外交失败原因 ， 怪
罪美 国在北大西洋A公约组织 （NATO） 成立之后 ， 中共宣示追随俄国 ， 且苏联倾
力支持中共消灭 国 民党 当局之时 ， 仍不全力支持国 民党吗局 ， 乃使中共坐大。 ⑥
并咒骂 中共为共产 国际的第五纵队， 且为其中最恶毒者 。 ω 当 6 月 19 日 中共宣

① 《政工人员 负责：尽职之要道》 （ 1 947 年 12 月 7 日 ） ， 收于 ： 旷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古 22 ， 页 340。
② 本文支持余冲及的观点 ，也认为 1947年为 国共之间 的变点 ， 而 1949年只是结果了 。详见 ：金冲及 ， 《转

:f1T年代z 中国的 1947 年》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2 ） 。
③ 《军事训练之方针与安旨》 （ 1 948 年 1 月 13 日 ） ， 收子 ：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22 ， 页 386 ; 

τ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缸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48/7 /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也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1948λ pp.343-344. 

④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 页 252.
⑤ 《事略稿本》 1949 年 3 月 27 日 ， 档案编号 ： 06-1 166.
⑥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页 265 I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页 267.
⑦ 《告全国同胞书》 （1949 年 4 月 27 日 ） ， 矿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贞 290。



从个人意识到 “国家政策” ： 反共抗俄 的 塑造 （ 1 945�1952 ) 1 
布将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 ，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阳art)
便建议美国考虑对中共的态度 ， 蒋中正便在次 日 直指美国于 1945 年抛弃了波兰
流亡英国的政府 ， 使得波共坐大的旧事将在 中 国重演 ， 而美国还不切实际地盼望
中共成为东亚铁托。 ① 美国部分政团将中共视为改革者， 或是将其视为土地改革
者的观点 ， 更令蒋中正恼怒。

蒋中正 以行动力挽颓势 ， 一则寻求友邦相助 ， 倡议在亚洲建立起一如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的远东反共联盟 ， 并积极地在七月 1与八月 飞往碧瑶 （Bag山o） 与镇海
(Jinhae） 召开会议 ， 打算筹建远东的防共体系 ， 但却遭受美国发表 《中美关系 白
皮书》 的打击。 ② 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美国发表谈话 ， 延续蒋中正的思维 ， 认为中
共的坐大是美国 的壁上观， 与 中共甘愿成为苏共工具使然 ， 造成中 国成为苏联附
庸的结果 ， 而苏共也承认将关东军武器转予中共。 顾维钧虽对 《中美关系 白皮书》
不满 ， 不过他认为 白皮书 中有谈及中苏共关系 的绵密 ， 表示美国其实也知道两者
间确实有关联 ， 这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③ 8 月 16 日 外交部声明 中 ， 也谈及 《中美
关系 白皮书》 中与罔 民党当局意见相 同 的有中共为马克斯主义者且为莫斯科工具、
苏联破坏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精神两事 。 ③ 《中美关系 白皮书》 的公开TE好在
镇海会议之前 ， 美国将 中 国 内 战失败的责任全数推给了 中 国 国 民党 ， 袖手旁观 ，
加上战局捷败不止 ， 使菲律宾对远东防御体系 的建立转趋冷淡 ， 远东反共联盟的
倡议遂不 了 了之。

一则 由 内部 自 强奋起 ， 在 1949 年 9 月 20 旺 蒋 中 正在台北宣示改造 国 民党 ，
表示当前已经迈入革命的第三期 ， 对象是 中共 ， 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昆族
与 民权主义的革命， 认为中共要建立人民共和 同 ， 不过就是准备要 当苏维埃附
庸。 ③ 而且在中共建政之后蒋中正便更加确认 ， 中共 自 其创始以来 ， 便承受苏联
之指导 ， 阴谋破坏中 国革命， 并在对 日 抗战中乘机坐大 ， 袭击国 民党军， 并在苏

①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页 310。
② 《访问 菲律宾与季里诺总统发表联合声明）） ( 1949 年 7 月 1 1 日．） ， 收子 ：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7 ， 页 383-384 ； （（致韩国李承晚总统告以与非总统季里诺睡商组织远东国家联盟电》 （ 1949 年 7 月 1 1 日 ） ，
收子：《“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7 ， 页 385 ， 《访问韩国与李承晚总统发表联合声明》 （1949 年 8 月 8 日 ） ，
收于 J“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7 ， 页 386”3870

③ 《“总统”蒋公大事 民编初稿》卷七 （下） ， 页 336-340。 关于顾维销的声明 ， 在其回忆录 中 曾 引 录」些 ，
但未提及美国知道中苏共两者间 的关连。 详见： 顾维钩 ， 《顾维钩回忆录》 7 ， 页 2350

④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 〈 川 ，页 346”347。 不过顾维4挝人为这样的声明太没有击中要点 了 ，
详见 z 顾维钩 ， 《顾维钧回忆录》 7 ， 页 2440

⑤ 4为本党政造告全党同志书》 （1949 年 9 月 20 日 ） ， 收子 ： 矿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2 ， 页 2260
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帝制 、 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 g 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间与帝国主义、 革命的本质是
民族革命 ， 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中 共 “应党”、 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 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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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支持于于战后夺 占东北物资而坐大， 勾结苏联出卖国家利益， 甚至认为中共终
将与苏联合并 ， 成为其附庸国。 ① 在 1949 年的国庆文告中 ， 蒋中正大骂苏联培植
中共成为如满州 国般的愧俑政权 ， 并直指这是苏联驱使中共对中 国 的直接侵略 ，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 ， 中 国人民被关牢于铁幕之中 。 ② 10 月 16 日 蒋 中正在
革命实践研究院中的讲演 ， 也再度指控苏联与 中共间的关系 ， 认为苏联是帝国主
义 ， 而中共是走狗 。 ③

1949 年 10 月 是世界上热闹 的一个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 10/1 ） ， 民主德
国也在这个月 成立政权 （ 10/9 ） ， 希腊共党在阿尔 巴尼亚宣告失败 （ 10/16） ， 印度
总理尼赫鲁在美国 宣示其不加入冷战阵营的任一方 （ 10/17 ） ， 苏联宣布研发核子
弹成功 （10/1 8 ） ， 冷战事件 目 不暇给地接连出 现 ， 表面上看来互有胜负。 以美国
为首的集团强力支持希腊政府攻击希腊共党 ， 迫使希腊共党再撤至阿尔 巴尼亚，
加上铁托不欲给予后援下宣告失败， 但 中共却顺利建立新政权。 在该年台湾光复
节当天的文告 ， 蒋中正才正式将 “反共抗俄” 四个字提出 ， 并宣告实行民生主义
与推动全面动 员 。 ＠ 要将反共与抗俄连结一－起 ， 必得有国际间 的事实成立 ， 方能
增加说服力 ， 和蒋中正心态与时俱变的是在联合 国里推动的控苏案 。

二 、 联合国控苏案

面对着渡江之后排山倒海而来 的人民解放军 ， 同 民党军的抵御是很微弱 的 。
和谈没有作用 ， 人已经 F野的蒋 中 正 ， 身在奉化老家 ， 但并没有卸除中 国 国 民
党总裁的职务 ， 仍为执政党 的领导者 。 即使国 民党当局 已经因 《“ 中 华 民 国 ” 宪
法》 的颁布而取代了训政时期 的 国 民政府 ， 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 ， 但历时近
二十年的训政时期 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更变 ， 中 国 国 民党几如训政时期一般
“ 以党领政” 。 换言之 ， 旷‘ 中华民 国” 宪法》 的颁布仅是形式上进入宪政时期 ， 实
际上 尚未完全脱离训政时期的政治习惯。 许多 电文还是拍到蒋中正处 ， 而蒋中 正

① 《事赂稿本》 1949 年 10 月 3 日 ， 档案编号 z俑，1200 ； 此点在 《反共抗俄基本论》 中再度提及 ， 详见 2
蒋中正， 《反共抗俄基本论》 ， 页 l l ,

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 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1949 年 1 0 月 10 日 ） ， 收子 ：《“总统” 蒋公思想
言论总集》 32， 页 232-239,

③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 f） ， 页 392-393 。
＠ 《台湾省光复 四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 （1949 年， 10 月 25 日 ） ， 收于 ： 矿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P

32， 页 240-243。



从个人意识到 咀家政策” ： 反共抗俄的塑造 （ 1阳－ 19s2 ) I 
仍透过党务系统持续影响着 中 国 的 国政。 国 民党为 f应变局势变化于 1949 年 6
月 1 1 日 设置的最高决策委员会， 仍由蒋中正担任主席 ， 代总统李宗仁为副主席 ，
甫组阔 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则为九名委员之一， 蒋中正仍为中心。

中共建政的企图，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 逼人， 也更形实际。 6 月 15 日 新 的政
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 ， 毛泽东致辞 中宣示要 以建立一个新 国 家为 目 标 ，
起初 的 国名暂拟为 “ 中华人民 民主共和 国 ” 。 几经时论之后 ， 国名定为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 。 但无论其国名为何 ， 要建立一个异于 “ 中 华 民 国 ” 之新国家的企图
着实显 明 。 相对于北方忙着建国 ， 南方的平等中正似乎正力 图挽回颓势 ， 并再度指
摘苏联违反条约 。 蒋中正于 1949 年 6 月 24 日 与吴敬恒长谈后决定设立总裁办公
室于草 山 ， 蒋 中 正于出发前往菲律宾前 ， 面对 山河巨变， 于 1949 年 7 月 4 日 接
受美国 国 际新闻社远东总经理韩德曼及美国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远东特派员驻
华外籍记者联谊会会长范华智访问 ， 在该次谈话中 ， 蒋 中正愤而指摘苏联并不遵
守 1945 年之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不准时交还中 国东北以致于共军窜入 ， 认为
这是除了军事之外 ， 国 民党 当局在中国大陆崩溃的三个原因之一 ， 另一个则是经
济上的崩盘。 ① 除了指摘苏联并未遵守 《 巾苏友好同盟条约》 之外 ， 并认为各方
期待中共成为狄托第二是不切实际的 ， 是中了 中共宣传的圈套。 ②

实际上 ， 自 民党 当局早有在联合 国里提出 “控苏案 ” ， 指摘苏联扶植 中共、
将武器交与中共、 阻碍政府接收的打算 ， 但一直苦无充足证据 ， 加 以美国并不支
拌 ， 此事遂一直搁置未发 ， 直到 1 948 年第三次联合 国大会前才有较为明确的动
作 ， 但仍限于证据不足与 内部意见纷乱而未提 出 。 ③ 但随着 中共 中 央 于 6 月 30
日 批准了限制美国新闻处在中共控制 区域活动的决定 ， 以及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
领事瓦尔德 （Augus I. W缸d） 一行人公开审判。 ＠ 次 日 ， 毛泽东发表的 《论人民
民主专政》 一文中 ， 提出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说法 ， 认为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阵营 ， 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资本主义阵营乃是帝国主义阵
营 ， 而社会主义阵营是扶弱济倾的阵营， 中 间的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 ！ 一面倒 向

① 《事略稿本》 1949 年 7 月 4 日 ， 档案编号 ： 06- 1 1 84。
② 矿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卷七 （下） ， 页 3iO ； 《亚洲女fl沦入铁幕将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战｝） ( 1 949 

年 7 月 4 日 ） ， 收子 ：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8， 页 237”241 。
＠ 国民参政会大概自 1946年起便打算透过联合国 ， 以控诉苏联的方式解决东北问题。详见：萧道巾 ， 《冷

战与 “ 中华 民 国外交” ： “控苏案” 研究 （ 1946 1 952 ） 》 ， 《辅大历史学报》 17 (2006 年 1 l 月 ） ， 页 477-
493。

④ 杨奎松 ， 《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 （1920 1 960）》 ｛ 台北 ： 东大图书公司 ， 1997 ） ， 页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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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① 此时美国似乎也失去了 与 中共多加接触的可能 ， 而中共在北方建政态势
逐渐明 朗 ， 8 月 间 中共向南 已经攻下长沙 ， 兵威直指广州I i 向西逼近兰州 ， 正逐
渐打通西北 ， 在东北的高岗也与苏联达成了商务的 《莫斯科协议》。 几近 “亡国”
的 国 民党当局大概也没什么能再失去的 了 ， 蒋中正、 李宗仁与阎锡 山都同意向联
合 国 控诉 ， 返于 8 月 间决定在 1949 年 的联合国第 四 次大会 中提出 。 ② 而此举虽
未受到美 国 的直接支持 ， 不过却显得友善得多 ， 这是美国发表 《中美关系 白皮书》
之后对华政策稍有变化的讯息。

控苏案大概是 8 月 3 1 日 由 “行政院” 会议决向联合 国 大会提交， 而中共在
9 月 21 日 起开始在北平召开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最后的建政事宜。 ③
9 月 22 日 ， “中华 民 国 ” 驻联合 国代表蒋廷献借全体会议的机会发表声明 ， 呼吁
各会员 国注意中 国局势的发展 ， 批判英法对中共的姑息将重蹈抗战时期 中 国陷落
于 日 本的覆辙 ， 盼各国共同阻挡共产主义洪流在亚洲蔓延 ， 此外尚批驳东欧各国
将中共视为孙文精神接班人的看法。 ④ 为 了此次控苏案进行的顺利 ， 国 民政府将
搜集到 的证据 ， 呈交联合国大会审视。 ③

蒋廷撒在联合国 的控苏声明 中 ， 强调必须全面围堵 ， 而非仅是围堵欧洲放任
亚洲 ， 致使赤流在亚洲漫溢 ， 并称苏联承继了帝俄时期 的侵略性 ， 指摘苏联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还引述了毛泽东 的话以 中共将支持苏联进行第三次世界大
战 ， 仿佛东西冷战已经连成一气 。 ⑤ 并强调这次提案仅是国 民党当局与苏联政府
之间 的恩怨 ， 而非关中 国共产党 ， 更非是美国在背后唆使。 ⑦ 控苏案赶在 中共公
开宣布建政前 ， 递交出 去。

1949 年 1 0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苏联率先于次 日 承认新中 国 ， 并
命返 国述职的驻华大使罗 申 （Nicola V. Roschin） 搭火车前往北京 ， 任驻 中华人

① 陈永发， 《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 （上）》 （ 台，It ： 联经出版公司 ， 1997） ， 页 528-529。
② 萧道中 ， 《冷战与 “中华民国” 外交 ： “控苏案” 研究 （ 1946-1952沙， 页 495。
③ 《签异： ： 速着 卡 司长回秘rh》 （ 1949 年 9 月 1 日 ） ， 收于 ： “外交部” 编 ， 《“外交部” 档案丛书界务类第

二册 ： 中苏关系卷》 （台北＝ “外交部
④ “外交部情报司 ” （编） ， 《 『1＇＇ 国代表团参加第王－届联合国大会报告书》 （无出版项 ） ’ 元页码。
＠ 控苏案的正式文件1以及相关证据、赔偿要求都存放在 ： ［控苏案数据］ ， 《“外交部”档案）） ， “ 国史馆”藏 ，

档案号 ： 172”3， 目 录号 ： 020000020951A0
⑤ 《蒋首席代表于 1 949 年 9 月 22 日 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席上发表之声明》（ 1949年9月 22 日 ） ， 收于 ：

联合国 中 国代表团绵 ， 《 中 国 向联合国控诉苏联》 （纽约 ： 驻联合国中国代表闭 ， 1949） ， 页 1-4。
⑦ 《蒋代表廷敝于 1949 年 9 月 29 日 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席上发表之声明》（ 1949 年 9 月 29 日 ） ， 收子 ：

联合国 中 国代表团编 ， 《中国 向联合国控诉苏联机 页 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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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 国 政府 的首任大使。 ① “代部长” 叶公超奉命于 1 0 丹 3 日 发布断交卢 明 ，
文中特别指控道 “北平政权不过为苏联之一附庸 … … 由 苏联所导演之一愧俑组
织 ”。 ② 接着便是东欧的卫星国家纷纷转而承认。 蒋中正 自 己 的判断认为 ， “控苏案”
实际上促使苏联恼羞成怒 ， 更急于承认中共， 并且将与 中共问答署军事同盟 ， 强
化中共武装力 量 。 ③ 虽然 目 前并没有证据显示蒋中正直接参与控苏案的决策 ， 不
过在再中正的想象里 ， 中共将成为一如东欧各国 的苏联卫星国 ， 这变化将不仅是
影响 中 国 的 内 战 ， 更是影响世界的大事。 他在回答美 国联合社记者提问时， 使举
例说围堵不能只堵西边不堵东边 ， 一如 蒋延献所言的逻辑。 ④ 控苏案虽然历经几
度攻 防， 直到 1952 年第六届联合 国大会时才获得通过， 不过 ， 在此期 间 ， 蒋 中
正为首的国 民党当局正在国 内也相应地逐步塑造一个 “反共抗俄” 的气氛。 ⑤

三、 将意识由 党 内拓展到军政

1 950 年 2 月 ， 蒋 中正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 （Charles M. Cooke ） 上将见面，
特别谈及 “ 已往将任何国家的反共战争当 “ 内 战” 看待 ， 现在是不是恰当的时机 ，
将 “ 内 战” 一名词 自 字典中删去 … … 中共闰题是世界问题… … ” 的观点 ， 或为其
思想脉络的写照。 ⑤ 3 月 1 日 ， 蒋中正复行视事 ， 当天发表 《复行视事文告》 中称 ，
巾共与苏联订立伪约 ， 使中 国沦为苏联附庸 ， 断送人民生命财产 ， 为民族五千年

① 《新华社北京三 日 电报 ：苏联政府 10 月 2 日 声明 （译文 ）》 （ 1949 年 1 0 月 3 日 ） ! （（杨佐背关于罗 申 来
华情况的报告》 （ 1949 年 10 月 1 1 日 ） ， 收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档案馆、 人民 画报社 （ 编 ） ， 《解密
外交文献z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 1949--一1955 ）》 （北京 2 中国 画报出版社 ， 2006） ， 页 16, 38-390 

② 《叶 “部长” 关于中苏断绝邦交之声明》 （ 1949 年 10 月 3 日 ） ， ［ 控苏声明 ］ ， 《“外交部” 档案》 ， 挡案
号「 ： 600/143 ， 且；i 3”4o 

③ 《事略稿本》 1949 年 IO 月 3 日 ， 档案编号z 06-1200。
④ 《中国实业计划实为中 国经济设施之蓝本一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二十七 日 子台北答联合社记者问》

( 1949 年 12 月 27 日 ） ， 收于 ：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3 8 ， 页 249c250。
⑤ 控苏案提出之后 ， 基于中南美洲各国对于“ 中华民国 ”代表在联合国中所提出之控苏案的支持 ， 建请

授勋鼓励。 建议名单巾包括厄瓜多、 秘鲁、 古 巴 、 萨尔瓦多、 智利、 乌拉圭、 意太利诸国元首、 外民及联
合国大会代表， 以及法国 、 希腊 、 卢森堡、 比利时联合国大会代表等 ， 以促使该等人士在联合国中支持该
案。 总统以特种大绞卿云勋章、 大绞卿云勋章 ， 大使及联合国代表以特种大绞景星勋章或景星勋章。 详见 z
r外交部” 呈 “行政院” ：关于控苏案拟谙赠助外国有功人员事检呈名单请鉴核》 （ 1950 年 1 月 1 2 日 ） ， ［ 控
苏案授勋各 国人士 ］ ， 《“外交部” 恼案》， “国史馆” 藏， 档案号： 172-3 ， 目 录号 ： 2186,  020000014427A。
而后 “驻联合国大＃！＂ 蒋廷商量以法国及卢森堡驻联合国代表仅投票而无其他帮助 ， 故建议不予勋章， “外
交部” 也接受了。 详见 ： 《蒋廷做报部电》 （ 1 950 年 1 月 20 日 ） ， ［ 控苏案授勋各国人士 ］ ， 《“外交部” 档案》，
“国史馆” 藏 ， 档案号 ： 172-3 ， 目 录号 ： 2 186 , 020000。14427A。 实际发出勋章二十座。

⑥ 《一九五C年二月 二十四 日 接见国际通讯社记者柯克上将谈话》 收于 2 秦孝仪 （编 ） ， 《先 “总统” 蒋
公思想言论总集》 39， 页 25 1 -252 ； 《“总统” 蒋公大事K编初稿P 九 ， 页 4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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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之浩劫。 当此危亡之际， 无推读责任之可能乃复行视事 ， 盼众人能瘁确奋发 ，
为恢复 “ 中华 民 国 ” 之领土主权 ， 拯救沦陷同胞之生命 自 由 ， 维护世界之和平安
全， 同心一德 ， 奋斗到底。 ① 次 日 又发表 《贯彻反共恢复故土》 的文告， 在其中
不仅谈及 “光复大陆 国 土” ， 并称盼与世界各民主国家共同反共 ， 共同打击苏联
帝 国 主义 ， 组建反侵略民主阵线。 ②

｛ 一 ） 用演说推展至军政

蒋中正的第一步便是在国 民党里推动这样的概念 ， 增扩国 民党改造时的第三
个任务 的概念 ， 他在 3 月 13 日 于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 《复职的使命与 日 的》 时
便要听众打破 自 私 自 利观念、 互助合作 ， 不仅是要将中共视为 目 标 ， 日－将对抗苏
联的概念引 人， 搭配他在 1 949 年 10 月 25 日 时’所称的反共抗俄 ， 结合为革命的 “第
三个任务” 。 ③ 完成这般任务有其前提 ， 必须先巩固台湾、 稳定脚步后才能谈 “反

共抗俄’二 因此， 1950 年 8 月 14 日 蒋中正在 中 山堂中 国 国 民党 “ 中央政造委员会”
成立后第一次联合纪念周 中演说 《本党今后努力 的方向 》 ， 谈及党的政治主张正
在研拟， 但当前反共抗俄的根本工作为建设台湾 ， 这无关国 际局势变化 ，也无关 “光
复大陆” 与否都必须做的 ， 是将 台湾建设为一个楷模 ， 地方 自 治与土地改革都堪
安慰 ， 要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 ③ 在 10 月 1 日 在 《革命实践运动纲要》
一文中也强调反共抗俄战争为持久性的总体战 ， 妥将政治 、 经济 、 社会、 军事 、

文化五方面综合运用 。 ⑤ 此即为 日 后反共抗俄总动员 的主轴 ， 也是巩固台湾的囚
条脉络 ， 为搭配军事的 四项改造运动 ， 标举 国家总动员 之 臣 的在集结并发挥全国

①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九， 页 55”56.
② 《“总统” 育论 2贯彻反共恢复领土》 （ 1950 年 3 月 2 日 ） ， 收于 ： 何鼎新编 ， 邓雪’冰校定 ， 《反共抗俄

中 的蒋 “总统丁 （ 台北 ： 新中！写文化ti＼版社 ， 195时 ， 页 1-2。
③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Jl， 页 66-76。
④ 8 月 3 1 日 主持改造委员会会议， 通过 《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 ， 要从台湾做起， 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

义模范 区 ， 并要求能恢复 “ 咛1华 民国” 之领土与主权。 复谈及民生主义之实施、 三民主义之民主政体与反
攻收复时期主张等。 《“总统” 蒋公大学’长编初稿》 九 ， 页 225”228。

⑤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九 ， 页 2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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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 、 物力 ， 建设台湾基地。 ① 尔后蒋中正不断以演讲的方式加强其内容， 且
开始向非党员 的一般民众与军人演说提倡 ， 使得他 自 己本身看来像极了一个宣传
机关。 ② 而他也要身为 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 国 ， 搜集古今中外合群 尚侠小
说 ， 如 《岳飞传》、 《水浒传》 与 《三国演义》 等 ， 对官兵宣读 ， 灌输其反共抗俄
思想。 ③

在蒋中正的思考里 ， 为了达到稳定台湾 、 巩固脚步的 目 标 ， 得先完成国 民党
内部的改造 ， 革除大陆时期恶习 ， 自 立 自 强 ， 精诚团结。 最具代表性的谈话 ， 莫
过于是 195 1 年 4 月 3 日 ， 蒋中正主持 “总统府国 父纪念” 月 会时 ， 讲演的 《反
共抗俄的工作纲领和努力方向 》 ， 要求大家不分党派一致努力 。 ③ 蒋中正在 5 月
3 日 改造委员会第 125 次会议中指示 ， 将 《反共抗俄的工作纲领和努力方向》 · 

文转发各级党部小组研读 ， 并限期呈报研读意见及讨论结果 ， 可见其重视团结一
事。 ③ 这样的论点持续在蒋中正的各次演说中 ， 向军方、 民众传递 ， 强调各阶层
对团结的重要与加强反共抗俄力量的必要性。 ⑤ 1952 年 1 月 7 日 ， 蒋中正主持困
山军官训练闭 总理纪念周 ， 演讲 《对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提示》 ， 指示 四

① 经济部分要加强互助合作（维将币值稳定 、调整经济机构及任务 、掌握物资加强配售功能 、 提高劳工
政治认识、 改进农会与合作社组织加强农民福利、 厉行所得税等税收 ， 平均社会财富 ） 、 力行增产竞赛 （统
计社会人力物力 、 加强农林矿业增产、 辅导民营事业、 保障三七五减租成果放领公地、 实行公私产业竞赛 ） 、
社会改造运动 （移转社会风气、 厉行战时生活 ， 草除奢华、 加强民众组织 ） 、 文化改造运功 （发动青年救
国运动、 揭露共产思想、 明理尚义精神教育、 倡导文艺改革、 普及科学知识、 加强国 际文化合作 ） 、 政治
改造运动 （实行行政三联制 、 充实地方 自 治 、 力求便利民众 、 团结海内外一切力量） 。 详见 ：《“中央改造委会”
第 288 次会议》 （ 1952 年 1 月 3 1 日 ） ， 《“中央改造委员会” 会议纪录》 ， 党史会藏， 档案号 ： 6.4-2/30.8

② 3 月 19 日 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纪念周 中再度讲述《国 民革命军 “第三任务” 之说明一建国的基本任
务在确立健全的制度》， 4 月 2 日 再度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对第 四期毕业生讲述 《国 民革命 “第三任务” 如
何达成一一说明科学化制度化之重耍》， 要求要贯彻命令 、 提高素质 ， 加强情报搜集 ， 切实研究法规与讲
解法令 ， 推行 ‘ 实践运动 ’ 。 4 月 17 日 在临 “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成立大会致辞 ， 希望妇女做到动
员 、 保防与节俭二点 ， 以达成反共抗俄工作 ， 并参与救济 、 救护工作。 5 月 1 日 劳工节发表 《告劳工同
胞书》， 谈及反共抗俄力量在劳工 ， 救亡复兴 口 号为 “劳T：第一”， 使人人努力生产， 人人参加战斗 ， 将
生产与战斗合一 ， 打造 台湾为安定坚强的堡垒。 5 月 21 8 对困山军官训练团第－期学员演讲 《革命实践
研究院军官训 练团成立之意义 》 ， 谈到耳恩庭 日 籍军官乃是为 了学习他们的精神 与态度 ， 养成高度之指挥
精神与战术修养 ， 以达成反共抗俄之 目 的。 5 月 27 l'J 招待国大时， 也谈及目 前台湾进入战时， 必须集 中
争取反共抗俄之最后胜利。 详见：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九， 页 88“89 、 1 06-107、 129-130、 136、
146-153 、 164 。

③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卡 ， 页 1 60
④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 反 91-92�
＠ 《“总统” 蒋公大事K编初稿》 十 ， 页 122。
⑤ 4 月 16 日 ， 蒋中 正主持特种党部改造委员会宣誓就职， 演访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称是为救民而战、

为救因而战 ， 参加反共抗俄战争是为 了解救人 民痛苦 ， 5 月 1 日 ， 蒋中正发表 《告全图劳工 同胞书》 ， l呼
吁人人参加反共工作竞赛、 处处加强反共抗俄增产活动。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 ， 页 102- 103 ,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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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造运动 ， 要求要讲求切实可行的方法、 周详充分的准备、 久远宏大的规模。 ①
1 月 2 1 日 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六期毕业典礼演讲 《政治改造的人手工作》，
阐释 《对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提示》。 ® 1 月 23 日 在 国 山军官训练团蒋中
正主持 “ 国 军军事会议闭幕演说飞 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业是中兴的事业。 革命干
部要完成中兴事业必须建立精神与道德力量 ， 建设之方法第一为抱定元我、 无私、
无畏精神 z 第二为实践与无伪 。 ③ 3 月 1 日 蒋中正在临庆祝复行视事二周年大会，
发表演说己在反共抗俄总动员下 ， 要推行经济、 社会、 文化、 政治四项改造运动 ，
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和复兴基地 ， 完成革命之第三任务。 ＠ 蒋中正的谈
话， 自 党开始 ， 逐渐扩展至军队、 政府 ， 及于全国一般人 民 。

｛ 二 ｝ 教科书改革

罔 民党当局于 1949 年 12 月 移驻尚在盟军占领状态的台湾。 国共内战的迅息
变化 ， 原本发行全国的教科书 ， 在国共战争尘埃落定后 ， 却仅剩下台撑金马为其
领地 ， 而其教科书也仅于此区域销售与使用。 在 “教育即精神 国 防” 的概念下 ，
1 950 年 5 月 1 1 日 ， 台湾省政府教育厅率先颁布 《台湾省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实施
办法》 ， 要求各级学校 “ （一） 对于公民、 史地、 课程内容， 须特别补充有关我 国
之光荣史迹 川 二 ） 应增加苏联侵略我 国疆土及与 中共订立之各项密约之补充教
材 ＝ （ 兰） 应尽量施行救护教育 I （ 四 ） 应于童军训练或其他教育课程中 ， 特重消
防、 运输、 防空之各项集体演习与训练。 ” ③ 1950 年 6 月 3 日 ， “教育部” 亦颁布
《勘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 ， 配合当局 “反共抗俄” 的基本 “ 国策” ， 加强反共教育 ，
作为在台推动教育的基准 ， 率先更易教科书 内容。 ⑥ 蒋中正在检讨大陆失利的原
因 时 ， 认为政府无法掌握学生为一大原因 ， 因此要加强在台的教育 ， 增强反共力
量 。 ⑦ 而此时在台湾的教科书也随着 “ 国策” 的改变有所更易 ， 不仅是中小学教

①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卡一 ， 页 7-8 。
②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一 ， 页 1 50
③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 句 ， 页 18“19。
④ 《“总统” 蒋公大事民编初稿P 十一， 页 啊。
⑤ 台湾省教育厅代电， 《参政辰真教三字第 17087号＝ 本省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实施办法案内及各级学校

应行注意遵办事项 ，希查照伤遵 ／ 遵照、具报》 （ 1950 年 5 月 1 1 日 ） ， 《台湾省政府公报》 （39 年夏字第 39 期 ｝ ，
页 607-608。

＠ 《勘乱建国教育 ， “教育部” 订颁实施纲要》 （ 1950 年 6 月 4 日 ） ， 《中央 日 报》 ， 版次不明。
⑦ 《时代考验青年 青年创造时代》 （ 1951 年 8 月 26 日 ） ， 收子 ： 秦孝仪 （编） ， 《先 “总统” 蒋公思想

言论总集》 24 ， 页 200 ; （（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 （ 1 95 1 年 9 月 3 日 ） ， 收于z 秦孝仪 （编） ， 《先 “总统”
蒋公总想言论总集》 24 ， 页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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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的整体改变 ， 也影响 了大专教科书的编写与必修课程的订定 ， 大专教科书的
改变尤其明显。

“教育部” 基于在抗战时期 ， 利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 重拾以教育从事精
神动员 的经验， 在 195 1 年夏天恢复该制度 ， 并易 名 为 “大学用书编审委员会” ，
对于大专教科书进行编审 ， 通过者即为 “部定大学用书” 。 ① 搭配部定大学用书
的是必修课程。 “ 中 国现代史” 与 “俄帝侵华史” 同列为大专院系必修课程 ， 一
如三民主义、 宪法等而为政治精神动员产物。 ②

扛起先锋的是在 195 1 年 12 月 左右 ， 王风晴等为配合 “ 国策” 所编译的反共
抗俄丛书。 尔后较重要的是由 中 央 日 报于 1952 年 10 月 所出版的 《我们 的敌国》
一书 ， 所谈的对象便是苏联 ， 分为上下两集 ， 上集谈苏联的一般状况 ， 下集谈俄
国 侵华历史 ， 这是结集当 时著名 的学者 、 外交官与高级军职人员 ， 包括郭廷以 、
王云五、 胡庆育、 时昭痛、 蒋廷献、 孙福坤等人 自 该年 3 月 起在 《中央 日 报》 执
笔 的连载。 本书 由罗家伦与 l、 道明担任编辑工作 ， 这算是第一本介绍苏联的专书 ，
自 政治、 军事、 历史等不同 的切点 ， 书中充斥 “俄寇＼ “劫掠” 、 “伪善” 、 “侵略”
等批判式的字眼6 马星野在该书的 《 出 版志》 中便明言道 ： “让读者知道 ‘ 反共 ’
所反者为何事 ， ‘抗俄 ’ 所抗者为何物 ， 乃是 ‘ 自 由 中 国 ’ 新闻的最迫切使命 ， 同时 ，
也是最不容易做的工作。 这一部书 ， 便是想使读者对于这人类的公敌， 中华民族
的世仇， 有正确与客观的认识。 ” ③

不久 ， 1952 年 12 月 ， 中华文化会为胡秋原出版 《帝俄侵华史纲》。 其论述
的主轴是中俄关系 ， 诠述的重点是中俄之间 国界的变化。 全书 自 蒙古 占领俄罗斯
谈起 ， 以俄罗斯帝国的 向西开拓 ， 进而与清国在东亚的势力相冲突为 中俄关系的
开始 ， 随后便论及俄罗斯帝国在清末利用条约 ， 不断逼使清国派员勘界、 重订界
约 的蚕食鲸吞。 待 民国建立之后 ， 虽俄罗斯帝国也在）战后期成为共党国家 ， 但
其对中 国侵吞的本质不变 ， 仍将其势力伸入新疆、 外蒙及中 国东北。 全书的论述
高潮在第十章的中共成立上 ，本章将中共定调为 “第五纵队” ， 借共产国际纲领 “保
卫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 ， 乃各国共产党的基本天职” →言， 认定苏联的 目 的乃是
将东亚各国全变为其 “ 自 治省” ， 进而化为苏联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并引列宁之言 ，

① 《大学用书编辑旨趣》， 收于 2 吴相湘 ， 《俄帝侵略中 国史》 （台北 ： “国立 编译馆”， 1954） ， 页 1-2。
② 林正珍， 《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 1950一却ω》 ， ｛（汉学研究通讯）｝20:4(20001 年 11 月 ） ，

页 8 I 吕芳上 ， 《近五 卜年赴台湾地区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问顾 （ 1955-2005） 》 ， “ 中 国近代史的再思考”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6 月 29 I抖 ， 页 4o

③ 《111 版志》 ， 《我们的敌国》 （台北： 巾 央 日 报 ，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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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苏联仅是 以 “人 口 论’＼ 解放被压迫人民为其借 口 ， 侵吞东亚。 在其全书结
论更大胆地指控道俄国为 “中华 民族” 的唯一死敌 ， 中俄关系史是一段 “可恨的
历史” ， 不仅并吞中 国领土 ， 而且利用毛泽东为倪倔控制 中 国 ， 连 日 本侵略 中 国
都是因为俄国鲸存东亚而来 ， 仿佛其他列强在东亚都没作什么 ， 只有俄国净干坏
事 ， 甚至谩骂俄国人 比畜生都不如。 ①

1952 年 4 月 所公布的 《 出版法施行细则》 ， 以行政命令限制言论 自 由 ， 而该
年所出版的上述二书 ， 几乎能视为是统治者所允许下的出版品。 中共不仅被定调
为苏联附庸 ， 且为其愧俑侵略中 国 。 在教科书市场的需求之下 ， 郭延以与吴湘相
也分别投入 “俄帝侵华史” 的教科书写作。 分别于 1954 年 10 月 出版 《俄帝侵略
中 国简史》 与 《俄帝侵略中 国史》 两书 ， 前者 由救国 团 出版， 后者 由正中书局出
版，要以这些教科书使学生们能 “知 己知彼” ， 对 “抗俄” 的 目 标有正确的认识。 ②
这大概是记取中 国大陆失败的教训而来， 国共内 战期 间 的学潮确实使国 民党当局
吃尽苦头 。 ③ 若在台 的学生能对中共与苏俄有 “正确” 的认识， 这样的学生运动
或许没有草漫的可能。

四 、 〈 反共抗俄基本论 〉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兴起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 似乎蒋中正高呼 中 国 内 战
为世界冷战的－环 ， 在美国也颇具卖点 ， 在 国 内也］I阪国际大势而为 。 反共抗俄总
动员会 自 1 952 年 3 月 6 日 召 开第一次大会 ， 宣读 由 “ 中 央改造委员会” 于 1952
年 2 月 1 日 第 289 次会议通过 的 《反共抗俄总动 员运动纲领》 及 2 月 1 1 日 于
293 次会议通过 的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推行办法》、 2 月 27 日 第 302 次会议通
过的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规程队 ③ 但上述各项顶多提到 的便是中共倚仗
苏共的支持， 肆虐大陆 自 而苏共所依靠的是帝俄以来人侵中 国 的传统 ， 其 目 的或

① 胡秋原， 《俄带侵华史纲》 （ 台北 z 中华文化出 版事业委员会， 1952 ） 。
② 郭廷以 ， 《俄帝侵略中 国简史》 （ 台�� ： 台湾书店 ， 1954） ，吴湘相 ， 《俄帝侵略中国史》｛ 台北 ： 正中书局，

1954 ） 。 其他还有简明版的吴湘相的 《帝俄侵华史话》 （ 台北 z 青·年出版社， 1954） 。
③ 关于学生运动， 能参见 ＝廖风德， 《学潮与战后中 国政治 （ 1945←1949 ） 》 （ 台北 z东大出版， 1994） 。
④ 《第一次会报》（ 1952 年3 月 6 日 ） ，《一九五二年度、一九五三年度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记录汇编》

（ 台北 ： 巾央委员会秘书处 ， 1954） ， 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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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囊取大陆的资源 以遂行第兰次世界大战 。 ① “ 中央执行委员会” 曾 于 1950
年 4 月 下达密令 ， 称 “反共抗俄战争 ， 不仅是军事战、 政治战 、 经济战 ， 而最主
要的是思想战、 组织战 。 ” 并要求今后必须建全军中党组织 ， 以党领军。 ② 在蒋
中正 《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的演说中也谈到反共抗俄为武力战也是文化战。 ③
这样的特点在往后各次的谈话中都能出现， 简单说便是 ， 国 民党当局的反攻大陆
仅 以收复大陆故土为 目 标 ， 并不将打倒苏共或消灭苏联为 目 的 ， 因此对于其他东
欧的 “卫星 国 ” 也不尽然在乎 ， 朝鲜战争 的爆发仅是加强其论证的坚实证据。 ④
因此，在民闰 由利用宋美龄为号召组织 “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另也成立 “中
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 ， 在行动上他盼望派兵参加朝鲜战争 ， 在作为上借用抗
战时期的作法在 195 1 年 7 月 由 “ 中央改造委员会”决定通过拟定 “反共抗俄公约” ，
不过所谈的顶多都是反共， 标语甚多。 ③

而既然标举了反共抗俄为革命之第三任务 ， 并透过蒋中正不断地演说与教科
书 的推广 ， 逐渐将这一个概念 自 他个人的概念 ， 变为党的 目 标、 “ 国家的国策” ，
但却一直苦无一个明确的内容作为指南针 ， 因此确立反共抗俄之思想与理论基础
便为 当务之急。 195 1 年 2 月 8 日 ， 蒋中正亲 自 主持 “ 中 央改造第 82 次会议” 指
示 ， 必须加紧确立党在第三期的核心理论， 推进文化运动 ， 建立三 民主义辩证法。 ⑥
5 月 24 日 ， 蒋中正主持 “ 中 央政造第 138 次会议” ， 讨论陶希圣草拟的 《 国 民革
命第三期 中心理论纲领》 一文 ， 指示以该理论牵涉太广 ， 仅称为国 民革命的本质
与 目 的 ， 以别于中心理论， 反对以 问答形式及冗长内容。 另在 日 记中记载 ， 同 民
革命应以 民族为基础 、 民生为 目 标、 民权为方法 。 ⑦ 此一工作便交阐扬主义工作

① 《反共抗俄的工作要领和努力 方向》 （台北2 中 央改造委员会文物供应社 ， 1951 年 4 月 ） ， 页 6 I《最近
国际－局势之演变与我们反共抗俄之前途》 （ 台 北 2 阳 明 山庄。 1951 年 2 月 ， 再版 ） ， 页 5 ， 在美援战时中
止的年代里 ， 蒋中正也不断强调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 而台湾却无法获得美同的协助 ， 因而要求美国Ill力相救。
详见 ： （（＂＇总统” 言论 ： 援华大战再起 （答美国记者团询 问 ）》 （ 1950 年 5 月 8 日 ） ， 收于 ： 何鼎新编 ， 邓雪
冰校定 ， 《反共抗俄中的蒋 “总统”》 ， 页 29-3 1 0

② 《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令》 （ 1950 年 4 月 17 日 ） , （（＇‘中央改造委员会”档案》 ，档案号： “－1/96 ,
巾国 国民党党史馆藏 ， 反 l o

③ 《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 1950 年 1 1 月 1 日 ） , 1＆于 ： 何鼎新编 ， 邓笃冰校定 ， 《反共抗俄中 的蒋 “总
统弯， 页 6。”65 .

④ 《韩战与世界局势》 （ 1 950 年 7 月 3 日 ） ， 收于 ： 何鼎新绵 ， 邓雪冰校定 ， 《反共抗俄中 的蒋 “总统”》，
页 420

⑤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164 次会议纪录》（195 1 年7 月 2 日 ） ， 《“中央政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
档案号 ： 6.4-2/ 18.4 ， 中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 ， 页 35-43。
⑦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 ， 反 137 I 巾 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 6.4”2/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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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 理论研究委员会一 同进行。 ① 该文在 1952 年年初修改完毕 ， 2 月 28 日 中
央改造第 303 次会议中 ， 蒋中正指示将 《国 民革命第三期理论纲要》 加以修正发
表 ， 并将题 目 以反共抗俄取代第三期 ， 也不用理论二字 ， 成了 《反共抗俄的中心
思想》。 ②

1952 年的元旦 “告全国军民 同胞书 ” 便高；举推动反共抗俄总动员 ， 并接着
要推动经济、 社会、 文化及政治 四项改造。 ③ 国 民党中央检讨现行关于经济、 社会、
文化、 政治各项 ， 此四项便是前文所述用以搭配军事 的 四项改造运动 z 党的小组
应推动动员工作 ， 加强党宣传。 运动会报由 “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及 1 至 7 组、
设计委员会、 “行政院长” 、 “副院长” 、 “秘书长” 及有关 “部会首长”、 “立法院长” 、
“国防部长” 、 “参谋总长’＼ “政治部主任” 、 省党部主委及书记长、 临时省议会正
副议长及中央指定之人员参加 。 任务为策划推动总动员 运动及改造运动 、 听取报
告、 解决困难、 确定分工与联系 。 下分政治 、 经济、 社会、 文化四组， 由 总裁担
任主席 ， 会中决议应由政府贯彻者依照组织指挥党员办法透过从政同志贯彻 ， 应
制定法案者透过本党民意代表依法定程序构成法律 ， 由 民众团体实施者应利用党
团发动社会积极推行 。 ＠ 这样的组织结构 ， 几乎就是 由党领政的翻版， 虽未明言
将党的决议交政府执行 ， 但却也尽可能利用合法办法 ， 推动政府执行运动会报中
的各项决定 。 蒋中正对反共抗俄总动员 会报相当 重视 ， 在 《反共抗俄基本论》 正
式发表前经常出席主持， 除了在会报中 昕取四组的报告之外 ， 尚 指示各项细节 ，

① 阐扬主义工作小组共开会 19 次 ， 由 曾 书琴担任召集人， 参加者有张其陶、 曾虚 白 、 萧 自 诚、 陶希圣、
唐纵、 罗家伦、 黄季陆、 张铁君、 罗时实 ， 就加强理论斗争的武器 ， 充实三民主义展开讨论， 并谈及与世
界斗争的关系 。 实际上讨论人 口及家庭问题、 革命民主政党解释、 中华民族之在认识以及国父遗教等相关
问题， 该小组结束后并人理论研究委员会。 详见 ： ＂��央改造委员会” 会议纪录 281 ( 1952/1/2 1 )  ' 6.4-2/30.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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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一， 页 44a
③ 蒋中 正 ， 《对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指示》 （ 台北 2 革命实践研究院 ， 1952 ） 。
④ 《中 央改造委员会第 303 次会议记录》（ 1952 年 2 月 28 日 ） ， 《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 党史会藏 ，

档案号 ： 6.4-2/32儿



从个人意识到 “国家政策” ： 反共抗俄的塑造 （ 1侧一l叫
以达成稳定台湾、 反共抗俄的 自标。 ① 然而 ， 观乎总动员会报的 内容， 却 以治理
台湾为主要的报告事项 ， 虽一脉其反共抗俄必先稳固台湾的步骤， 但内容之琐碎 ，
甚至管及乡 镇必须有公墓及公厕等， 加 以其位阶高于政府、 政党 ， 几乎能说是治
台 的核心机构。 6 月 22 日 ， 中 央改造第 357 次会通过县市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
会报规程草案 ， 将此一结构 向下延伸至地方政府。 ②

1 952 年在 国 民党的大事是第七次全国 党代表大会 ， 崔书琴在会前特别写了
《如何加强我们理论斗争的武器》 一文， 点到要以三民主义为与共产主义相斗争
的思想核心与理论斗争工具 ， 且指 出在两个集 团 的斗争 中 ， 不仅要注意与中共之
间 的斗争关系 ， 忽略了两个集团斗争的意义 ， 反共是国家民族的存亡 ， 抗俄是全
世界人类命运是光明抑或黑暗的斗争。 因此， 与 自 由集团的合作不仅要在军事跟
政治上 ， 更必须建立在思想上。 ③ 然而， 在谈的都是如何与中共斗争的 “反共” ，
几乎不谈 “抗俄 ” 。 而实际上 ， 蒋 中正心 中所期待的反共抗俄 ， 大概也就是盼望
所有 国家联合起来帮忙他 “反共” ， 而 “抗俄” 只是为 了使其与 “反共” 间产生
关联。 ④ 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重头戏便是确立共抗俄的理论基础 ， 自 1952
年 7 月 间 ， 改造委员会通告之重要议题开始 ， 要求在即将召 开的第七次全国党代
表大会中讨论政纲的制订、 总章的修改、 反共抗俄时期 中心理论的建立与工作纲
要的决定 。 要实现国 民革命第三期 ， 展开 “ 自 由对奴役、 民主对极权、 爱国对卖
国 ” 的斗争， 并与阶级斗争 、 唯物史观相抗。 所拟订的研讨大纲便包括了 ＝ 认识
帝俄匪共的本质、 把握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重新认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 、 探

① 蒋中正于 1952 年 3 月 6 日 主持反共抗俄总动员第一次会报， 由秘书民张其附报告《反共抗俄总动员
活动纲要以 《反共抗俄总动员 运动推行办法》、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会报规程》 等修订经过及内容s 于 4
月 3 日 主持反共抗俄总动员第二次会报 ， 听取经济、 社会、 政治 、 文化四组报告 ， 并指示必须与军事相配
合。 于 4 月 8 日 批示总动员运动会报社会组所拟 《社会改造运动实施方案草案以 《反共抗俄救国公约签定
办法草案》 及文化组所拟 《文化改造运动实施方案草案》 ， 文化方案细注意教育机关已经办理之事不妥重复。
于 5 月 1 日 主持总动员会报第三次会议 ， 指示称各组每月 都必须有一件中心工作 ， 各方面都必须以 中共为
无扫笨 ， 推动的责任在党 ， 确定工作 目 标外并须负考核责任 ， 实施之则在行政机关 ， 要拟定1二作 目标。 于 6
月 5 日 主持总动员会报第四次会议 ， 只是需要改善台北市市容 ， 并要求社会改造一事必须做到各乡 镇设一
公墓、 每邻里设一公厕 g 党员守则为 国民守则 ， 需大量印帘H共国民阅读 ， 并公民教育中发挥其旨 。 8 月 1 4
日 主持反共抗俄总动员会报第六次会议， 谈及户政、 台糖换埃及棉花、 国运成绩考核与行政三联制等。 详
见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十一 ， 页 51-52 , 91-92 , 95 , 132-133 , 153-154 ,  228-229。

② 中 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6.4-2/37.7
③ 崔书琴 ， 《如何加强我们的理论斗争武器》 （元 日 期 ） ， 收子 z 《第 四级拟三民主义与反共抗俄的中心理

论基础要旨提案即有关文件》 ， 《中央改造委员会档案儿 档案号 z 6.斗，1/327， 中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 ， 页 790
同件档案的 82 页中还特别谈到 ， 为了必免让西方民 主国家误会我 因为极权国家， 必须检讨我们的理论及
解释， 看看有无令他人误会之处。 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定词 ， 中 罔 罔 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

④ 关于此，点 ， 恰有 z林果显 ， 《1950 年代反攻大陆宣传体制 的形成》 ｛ 台北 ： 政治大学历史所悔士论文 ，
2009） 。 该文用 “ 内战冷战化” 与 “冷战内 战化” 的描述 ， 相当符合当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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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民主义现阶段的应用方法及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 ①
1952 年 8 月 21 日 ， “ 中央改造第 388 次会议” 时 ， 修订 《反共抗俄的中心思想》

文稿 ， 国 内 容谈及文中理论太多历史观飞 本体论、 人生观等形而上的 内容， 为避
免引发理论之争 ， 加强叙述国 民党现阶段理论之基本观点 。 ② 8 月 24 日 ， 蒋中正
便带着 《反共抗俄的 中心思想》 与 《反共抗俄战争指导之原理》 的文稿前往角板山 ，
以一周时间 阅毕 ， 自 认为这是继 《敌乎友乎》 与 《中 国之命运》 两作品后 ， 最重
要之著作 。 ③ 反共抗俄的 中心思想文稿于 9 月 4 日 “中央改造第 394 次会议” 中 ，
经蒋中正定名为 《反共抗俄基本论》。 ＠

全书为集体创作 ， 付梓前为求审慎， 要求学者、 专家们读过初稿后给予意见 ，
但 目 前遗憾的是在会议记录中并不能知道到底是谁给了怎么样的意见 ， 但却能获
得一个粗略的印象是： 这本拼凑的书， 并不适合发表。 有意见认为此书涉及根本 ，
不宜匆匆定稿 g 全书拼贴思想、脉络不明 ， 文字冗长缺乏号召 ， 建议不予发表 ， 如
非得发表不可 ， 盼由蒋总裁以报告方式在会中提出 ， 抑或是交改造委员会或是将
来的委员会作为指示文件， 点到即止。 原稿 中还将中共与俄共毅和的企图稍作区
分， 希望得到苏共在苏俄的成功前例无法复制至中 国 的结论 ， 但如苏共与 中共实
为一体， 那中共的失败应该等同于苏共也会失败。 意见中大多要求删掉 “三民主
义的哲学观点” →章 ， 最后蒋总裁仅决定将内 战的部分稍加删改 ， 删除 “对今 日
共匿朱毛与 1917 年时代俄共形势的优劣” 部分。 但对于中共的优缺却坚持保留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 366 次会议纪录以 1952 年 7 月 10 日 ） ， 《 中 央政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档案号 ： 6.4-2/38 .6 ， 中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 。

② 最有争议的确实为此段哲学部分，为第四章民生哲学的再认识。其主旨应该是阐述三民主义之思想基
础与敌我思想之分野 ，有两派意见以为： （ 仆 七全大会之中心应讨论政治哲学、纯哲学问题 （认识论、本体论）
极容易发生争议 ， 不易建立信仰 ， 辩证法与辩证唯物法为两事 ， 不须将其抬高身价予以批判 。 青年学子也
无法理解形而上的问题， 哲学理论也不能要将宇宙观、 本体论、 方法论、 认识论、 历史观、 人生观逐一列
举， （2） 我等必须拿出理论对抗 中共理论 ， 虽本稿极具政治性但不能忽略学术性 ， 应加强诠释民生哲学以
反对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 真理越辩越明 ， 因此不须害怕争辩， 且应区分敌我之间 的实践论。 修改稿意
见还有几点 ： 第二章谈及帝俄侵华传统， 伪装友好。 反共抗俄战争的特质 ， 一方面是时代使命， 为亚洲及
世界和平奋斗。 战争的意义是反侵略的民族战争、 反奴役的民主战争、 为了亚洲安危及人类盛衰。 民生哲
学的再认识有甲 乙两擒 ， 乙稿谈放恢复人性尊严、 发挥生存力量、 确寻人生归宿、 创立知行玉皇则。 结论以
中 国存亡为亚洲安危 ， 救中国 即是救亚洲、 救世界。 认清了三民主义才能知道为何民生主义要倡导全民瓦
助 、 民权主义要保持权利责任均衡 ， 民族主义要争取回家之 自 由平等。 人类历史便是人类 自 觉史 ， 侵略必败、
汉奸必败， 暴君必亡 ， 帝俄及中共集上述之大成， 必在人性 自 觉 中被摧毁。 详见 ： 《小央改造委员会第 388
次会议记录》 ， 《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 档案号 ： 6.4-2/40.8 0 

③ 《“总统” 蒋公大事民编初稿》 十 · ， 页 232, 234。
④ “中央改造委员会” 会议纪录， 6.4-2从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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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观点的部分也留下来了 。 ① 这个争议直到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
天才抬板定案， 由蒋总裁做决议提告 ， 以政治报告的方式呈献。 ＠ 并决定该份报
告一经呈递 ， 不经讨论 ， 也不交付审查 ， 直接做成决议。 ③ 虽元法在档案数据中
看到原始版本的 《反共抗俄基本论》 ， 但就 自 前刊行的来看， 原本的结构完全没
有改变 ， 几乎不受任何意见的影响。

1952 年 10 月 1 0 日 至 10 月 20 日 ， 执政的 中 罔 国 民党于台北举行第七次全
国党代表大会。 该大会通过的 四项重大决议当 中 ， 除了第一项 ， “将 ‘ 中 国 国 民
党总章 ’ ， 改为 “ 中 国 国 民党党章” ， 并确定 中 国 国 民党属性为革命民主党” 外 ，
其于二至 四项 ， 均 以 反共抗俄有关。 至此， 反共抗俄在行动上与思想上都成为
不可撼动 的 “国策”。 ＠ 中 国 国 民党所通过的政纲中第→条便是 “驱逐俄寇、 消
灭共匪 ， 恢复 中华 民 国领土之完整 。 ” 第二条为 “团结反共力量 ， 联合国 内 外反
共团体， 建立反共抗俄联合阵线 。 ” ⑤ 另通过了 《 中 国 国 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
领》 作为基本行动纲领借以巩固 自 己 、 结合民众、 摧毁敌人。 ⑤ 《反共抗俄基本论》
于 10 月 1 6 日 被提案接受 ， 作为反共抗俄必胜必成之道 ， 为思想言论及行动之准
则 。 ⑦ 为 中另外通过军事决议案 ， 定调以 “反共抗俄” 是国际问题， 国际问需要
美国领导 ， 在亚洲则需要 中 日 合作 。 ⑧ 1952 年 10 月 所放 出 的 《反共抗俄基本论》，
恰好掐住 了 “控苏案” 通过的时点 ， 使得 1952 年成为将 “反共抗俄” 钩连完结
的一年 ， 无论是在思想 、 宣传、 行动 、 教育与国 际态度上皆然 。 次年 ， 由 国民党

① “ 国史馆” 网站中称 《反共抗俄基本论》 ， 其起稿人正是时任 “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 的经国先生 g经
周先生完稿之后 ， 即交出陶希圣先生整理。 陶先生评论该书 “是我们反共救国的基本理论 ， 是蒋公和经国
先生反共的重要言论。” 此说或许有误。 详见 “ 国 史馆” 网页： 走过经 国岁月 ： htψ：向耐W.cck.org. tw!life/ 
life_anny_04.html (2009/8/10)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选委员会”第419次会议纪录》（ 1952年 10月 8 日 ） ， 《“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
档案弓. : 6.4-2/43.9. 巾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

〈主〉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420 次会议纪录》（ 1952 年 10 月 9 R )  ，｛｛“中央改泼委员会”会议纪录》，
档案号 ： 6.4-2/43 . 1 0 ， 中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

④ 第三项 2接受总裁（蒋中正）交议之《反共抗俄基本i悦， 以为今后反共抗俄思想言论及行动依据之准则g
第三项 ： 通过 “ 中 国 国 民党政纲” 暨 攸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 ， 第四项 ： 为团结中 国青年参加革命战斗 ，
特拟具本党反共抗俄时期常年运动纲领案。

⑤ 《 中 国 国 民党政纲》（ 1952 年 1 0 月 18 日 ） ， 收于 ： 《第 卡次会议》 ， 《 中 国 国 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
录》 （元出版项） ． 页 1 150

＠ 《 中 国 国 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以 1952 年 10 月 18 日 ） ， 收于 2 《第十次会议》 ，（｛中国国民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 （无出版项 ） ， 页 122-1260

⑦ 《第八次会议》 ， 收于 ：《第十次会议）） ， 《中国国 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 （元出版项 ） ， 页 邸，
90-9 1 。

⑧ 《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 1950 年 10 月 19 日 ） ， 收子 ： 《第十二次会
议》， 《中国国 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 （无出版项） ， 页 150- 1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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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系统托张其附 出版 《反共抗俄的新局势》 一书 ， 将 当前的国际环境加 以 阐释 ，
强化国 民党在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宣言中所称 ， 苏联征服世界的手段为武力与
诈术的说法 。 ①

五 、 结语

虽说蒋中正将苏联与 中 国 内 战拉上连结的时间 ， 可能远 比公开宣示 “反共抗
俄” 的时间为早 。 与苏联商谈复交的 1 930 年代初期 ， 也正是蒋 中正发动剿匪军
事的时候 ， 更也是 日 本试图将其势力 向 中 国东北拓展的时点。 满洲 国在 日 本的扶
植下建立了 ， 苏联的外交政策原则上避免与 日 本交锋 ， 在 1932 年 3 月 苏联承认
将中东路权利让与满洲 国 ， 使 国 民政府倍感失望。 苏联甚而盼望与 日 本签署互不
侵犯条约 ， 但 日 本并不愿意， 反而将两国 的外交谈判僵持于中东路的产权上 ， 苏
联在此情况下才与 国 民政府复交。 蒋 中 正在 1 932 年 中 准备与苏联复交时 ， 本来
希望要求三点 t 一为禁止宣传共产 z 一为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3 一为俄国派员来
华签约与解决悬案。 ② 但随着 日 本于 9 月 间承认满洲 国 ， 东北局势圣变 ， 国 民政

府只得无条件对苏复交。 ③ 国 民政府所得的是复交 ， 但苏联仍持续将其势力深入
新疆 ， 且并未放弃透过共产国 际与 中共接触。 蒋中正原本企盼的复交三项要求 ，
或许能视为是他最深切的期盼， 其中一点便是盼望苏联不在中国 宣传共产。 尔后
随着对 日 战争爆发， 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 苏联成为国 民政府在国际问唯一的奋
斗伙伴 ， 虽苏联于 自 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撤出 了东亚战场 ， 但也不致与苏联交
恶 ， 双方国交依旧维持 ， 直到战争结束。

蒋 中正或许对于苏联一直有防心 ， 但当冷战 尚未展开 ， 苏联所期盼的远东秩
序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之后获得了 部分满足 ， 蒋 中正也换得了苏联将支

持国 民政府的许诺 ， 加 以美国持续担注国 民政府 ， 便使得蒋 中正对未来中 国 的发
展感到乐观。 一方面 中 国成为世界五强 ， 一方面中共的问题或许能以武力解决。
但随着战情的逆转 ， 蒋中正勾起了他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 ， 而持续呈报回来的报
告 ， 也直指苏联正是在幕后推手， 但因仍与苏联维持国交， 且证据或许不够充分，

① 张其．陶 ， 《反共抗俄的新局势》 （台北 ： “ 中央文物供应社’＇ ＇ 1953 ） 。

② 1932 年 8 月 5 日 ， 《事略稿本》 16 （台北 z “ 国史馆” ， 2004） ， 页 26。

③ 但外交部长罗文干谈判所拟的互不侵犯条约 中 ， 却没特别将外蒙列上， 使蒋中正生气不已 。 详见 2

1932 年 9 月 2 日 ， 《事略稿本》 16， 页 280 ， 张祖羹， 《蒋 中正首脑外交之运用与对苏绝交和复交》， 《民

国档案》 2008. 1 ， 页 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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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直接跟苏联扯破， 只能在发言中一直批判 中共， 或是将他对苏联的怀疑表
露一下 ， 并持续 向美国要求增援。 蒋中正对美国 的谈话， 常将欧洲 的冷战态势纳
入考虑 ， 企阁增加美国 的关注。 f旦随着 1948 年几场决战的失利 ， 蒋中正的发言
也更加辛辣， 不仅将中共与苏共勃和来谈， 也企图将中共塑造成东欧共党国家一
般的角色 ， 而为苏联的卫星国家， 可惜美 国 当时并不这般认为 。 从本文或许能看
到 ， 国 民政府将 中 国 内战逐渐从内政问题升高为国际问题的历程。

蒋中正算是双管齐下 ， 一方面在国 际上提出 “控苏案” ， 就其尔后的想法来说，
苏共默默支持着 中共是蒋中正推论的前提 ， 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下 ， 他只获
得了一个 “名 ” 。 另 一方面， 他也在 国 内塑造一个内 战与冷战交融 的气氛 ， 除了
高倡 “反共抗俄” ， 将 中 国 的 内 战与世界的冷战牵连一起外 ， 在党 内推动改造之
余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 ， 将个人的反共抗俄意识逐渐推展至同 民党与政府 。 ① 并
利用反共抗俄总动员会报的临时机构 ， 大致恢复训政时期 以党领政的政治架构 ，
用 以巩固统治基础 ， 将建设台湾作为反共抗俄的步骤之一 ， 且为根本前提， 在教
科书改革 中也跟人相关 内 容 ， 企图影响年轻的知识分子。 当 1952 年提出 《反共
抗俄基本论》 时 ， 或许才恰好是反共抗俄的整体概念完整之时 ， 不仅在国际上获
得了控苏案通过的姓利 ， 在国 内也完成了教科书改革与国 民党透过第七次全国党
代表大会确立的步骤， 以三年的时光完成了往后影响 台湾半世纪的 “反共抗俄”
核心。 但就其所视为敌对的范围来看 ， 似乎仅锁定于 “ 中共” ， 而并未含括源头
的 “苏共” ， 将冷战与 内 战拉上关连的最主要 目 的 ， 不过就是解决其内 战 的危局
而已 ， 最好还有居 际声援以壮声势。

① 在 1950 年 10 月 1 日 ， 中共建政一周年时 ，蒋 中正于 《中 国一周》 中发表 《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
提到反共战争不仅为台湾对大陆的战争 ， 且为中华民族抵抗帝俄侵略主义的战争， 并直指中共为汉奸。 10
月 10 日 蒋中正主t夺中枢 “ 国庆” 纪念， 阳告同胞以毛泽东向苏联靠拢， 由苏联掌握中 国大陆之机场、 港 口 、
铁路、 矿山等资源 ， 搜括民粮造成饥荒 ， 故政府必须为反共抗俄奋斗 。 详见 ：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2
九 ， 页 260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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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党 当局废止 〈 中 苏友好同盟条约 〉

的历程与其影响

萧i革 中

一 、 日障 言

1 945 年 8 月 ， 中 、苏两国在《雅尔塔协议》的框架下，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部条约的要 旨原是美、 英、 苏三国私下政治交易的结果 ， 但在当时的特殊时空
环境下 ， 中 国接受了条约。 ① 根据这份文件 ， 中 国得到 了苏联对 日 本作战、 向 中
国 中央政府提供道义与物质援助、 尊重中 国对东北与新疆主权、 苏军最迟于 日 本
投降后三个月 内 自 东北撤退完毕的承诺。 但是与此同时， 苏联借由 此约恢复并扩
张了俄国 自 日 俄战争 （Russo-Japanese War, 1 904- 1 905 ） 后失去的特权 ， 垄断中 国
东北 ， 并进→步强迫中 国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 ， 使上述地区成为苏联国 家安全的
缓冲带。 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因为对中 国权益造成极大影响 ， 自签定后就引 起
许多争议 ， 这些争议在 日 后又 因 为 国共内战与 国 际冷战等因素而升高。 1949 年
国 民党政权在 中 国大陆覆灭 ， 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随即于 1950 年与苏联签定
新约 ， 并声 明将 1945 年的 旧约作废。 但在台湾 的 国 民党 当局虽高举反共抗俄的
大霞 ， 却迟至 1 953 年才正式宣布将这个标榜 “友好” 的条约废止 ， 成为一个非
常独特的现象。 本文主要运用 台湾 “ 国史馆” 典藏的 《蒋中正 “总统” 文物》 与

① 有关中 国当时接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因十分复杂。 在国 际方面， 条约各项原则既早经《雅尔
塔协议》 决定 ， 中国如果拒绝条约必须承受相 当大的国 际压力 。 同 时 ， 苏军进入东北对中 国具有许多不确
定因素 ， 中国希望借中苏盟约约束苏军在东北的行动。 另一方面， 国 内政治复杂多端 ， 从国共关系的调解
到加额、 蒙古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 接受条约且可稳固蒋 中正与 国 民党当局在国 内 与远东的地位 ，
这些多重因素促使国 民政府接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相关讨论参见梁敬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
与其影响》， 梁敬停著 《中美关系论文集》 （ 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1982 ） ， 页 3 1”55 0

② 沈志华 ， 〈（苏联出兵中 国东北 ： 目标和结果》， 《历史研究》 ， 1994 年第 5 期 ， 页 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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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外交部” 档案等文献， 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缘 由 ， 并分析这种作法对后来
的影响 。

二 、 签约后的舆论变化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于 1 945 年 8 月 14 日 在莫斯科签字 ， 24 日 国 防最高会
议通过条约 ， 并随即交立法院临时会决议， 完成立法程序 ， 25 臼 国 民政府批准
并准公布全文 ， 国 内各报于 27 s 以后纷纷刊载条约内容。 。 在条约正式通过以后 ，
立法院院长孙科接受 中 央社记者的访问 时称这是 “远交近亲” 政策的初步成功 ，
因为 “此约最大意义为远东和平得以保障 ， 防止 日 本子三十年内绝无再起发动侵
略之可能” ， 同 时对促进 国 内 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② 对于外蒙问题， 孙科认为承
认外蒙独立无论就事实或三民主义中 民族主义的精神都有此必要 ， 外蒙独立、 中
蒙建立外交关系后 ， “此一缓冲地带， 中苏交收其益” 。 至于旅大与 中东路的规定 ，
孙科解释这是中、 苏共同 防守 日 本的必要作法。 按照孙科的这些说法 ， 保障和平 、
奠定建国基础是官方对于接受条约的基本解释 ， 如果考察当时主要报纸 的评论，
这种看法在当 时广泛地被接受。

从条约签订时的国 内舆论反应来观察 ， 立场鲜 明 的 国共两党机关报 《中央 日
报》 与 《新华 日 报》 对条约表示了热烈 的欢迎。 《新华 日 报》 的社论甚至更一步
地表示 ： “ 中 国人民求着这样一个条约 的缔结 ， 心情实在是太急迫 ， 期待的时 日
实在是太长久了 ” ， 因为 “这个符合 中苏两 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条约解决了 中
苏两 国 间 的许多悬案 ， 巩固了 中苏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 奠定了远东的和平基石 ，
粉碎了 自 寇汉奸及一切法西斯余孽的反苏反共阴谋” 。 ③ 相对的， 立场较为 中立者
如 《大公报》 则较为谨慎地表达 了对条约的欢迎。 《大；公报》 指出外蒙独立虽然
令国人在情感上有所失落 ， 但在此 ‘ 自 由平等的新时代 ， 必须尊重蒙古民族的意
愿。 在评论到东北问题时 ， 评论对中 国无法完全收复清末失去的主权感到遗憾 ，
不过也认为 “这道痕迹 ， 就是我们与苏联建立盟好关系 的一种代价 ， 也是我们奠
立东亚大势 以从事努力建国 的一种代价。 从积极 的方面看它 的意义可能是大极

① 国民党内部有少部分意见反对和约， 但多数意见认为此约对保障东三省与国 内团结有重要意义，见林
桶法 ， 《战后中国的变局 ： 以国民党为 中心 的探讨》 （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3 ） ， 页 650

② 《“远交近亲” 政策获初步成功 ， 孙科院长畅谈中苏盟约》， 《 申 报丑， 1945.08.28 ， 第 l 版。
③ 见社论文：最 《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新华 日 报》 ， 1945.08.27，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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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 ① 除了报纸舆论以外 ， 中苏文化协会于 9 月 1 司 举办盛大酒会 ， 庆祝中苏盟
约签订 ， 与会者除了 国 民政府高层宫员 与社会各界名流外 ， 苏联驻华大使与 当时
在重庆参加会谈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特地出席了酒会。 ② 从以上的发展来看 ， 中
苏结盟获得大多数民意的支持 ， 在抗战胜利的欢娱气氛 中 ， 中 国各界对苏联实际
上是抱有相当期待的 。

但中国社会对条约 的支持很快就随着东北局势的变化而出 现改变。 在这个舆
论转变的过程中 ， 中 国对在接收东北的过程 中屡遭挫折是其中关键因素 ， 围绕着
中 、 苏间反反复复的接收谈判 ， 舆论对苏联由寄望转向失望 ， 接收过程中突发的
特别事件更激化了国 内反苏 的情绪 ， 适逢美国公开 《雅尔塔协议》 的内容， 国人
对条约的看法遂急转直下 。

光复东北 、 收复失土是历经多年艰苦抗战后人民 的普遍愿望。 抗战胜利 以后 ，
国 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接收准备工作 ； 1945 年 8 月 3 1 日 ， 国 防最高会议与 国 民党
中 常会通过 《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 计划于长春设立军事委员 会委员 长
东北行营 ， 作为接收东北 的前进基地。 紧接着各项 目 专门接收委员名单相继公布 ，
一时之间 ， 社会舆论对于展开接收的气氛十分热烈 ， 但这样乐观的想法很快就受
到挫折。 苏联进军东北本是为其 自 身收复特权、 巩固 国家安全做打算 E 为达成这
些 日标 ， 苏联必然要在中 国东北达到某种程度的垄断 ， 将这一部分中 国领土 “特
殊化” 。 苏联在进 占东北 以 后 ， 首先即谋求取得当地的经济利益z 它一方面将原
先由 日 本、 伪满所经营的产业列为苏联战利 品 ， 径 自 将东北工业设施拆解运往苏
联 ， 另一方面则强迫 同 民政府接受严苛的 “经济合作” 计划 。 在东北的 问题上 ，
苏军以接近对待战败国 的方式对待其盟友 ， 除了 中苏两国 国力悬殊以外 ， 其主要
依恃者 ， 就是进入东北的百万苏联军队， 苏军撤出 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远超过国 民
党当局原先的设想。

进入东北的苏军不但是苏联夺取区域性政、 经利益的屏障， 同时也保证了苏
联在亚洲取得一个重要战略位置 ， 东北丰富的资掘与天然 良港为苏联孤立的远东
地区提供重要 的腹地。 特别是美 、 苏在战后逐渐形成对峙局面 ， 拥有东北的港 口
与铁路对苏联在东北亚与美国对抗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样的战略考虑之下 ， 苏联
不愿美 国插手东北事务 ， 抵制 国 民党 当局使用美军运输工具运兵东北的计划 ， 国

① 《社评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大公报》， 1 945.08.27， 第 2 版。
② 《中苏文协昨 日 盛会 ， 庆祝中同盟条约》， 《新华 日 报》 ， 1945.09.02 ， 第 2 版。 《中苏文协盛大酒会 ， 庆

祝中苏盟好条约》， 重庆 《大公报》， 1945.09.02 ， 第 2 版。



国民党当局废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历程与其影响

民党军原订由海运登陆东北的计划皆告失败。 由于苏联撤军与中 国接收应该是一
体两面的事情 ， 在国 民党军无法快速开人东北的情况下 ， 苏联因此名正言顺地两
次延后撤军 z 苏联且利用撤军作为筹码 ， 一方面要求 中 国接受其严苛经济计划 ，
另一方面则支持与掩护中共在东北发展 ， 以作为制衡国 民政府与对抗美国 的工具。

尊重中 国 主权、 不干涉中 国 内 政与 限期 自 东北撤军原是苏联在 《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 中对中 国 的承诺， 但从中 国 的立场来看 ， 苏联显然没有履行其条约义务。
在 中苏盟约签订后仅 3 个月 余时间 ， 进驻长春 ， 担任接收工作 中心的东北行营甚
至连 自 身安全都无法保障， 准备后撤至山海关。 ① 苏联在东北 的种种作为 ， 在中
国 内部引起 了普遍 的不安与焦虑。 以独立、 中道立场著称的重庆 《世界 日 报》 以
沉重 的笔调评论了 当时东北 的情况 ， 用 193 1 年九一八事件后 的 日 本 比拟苏联。
文章提到 中 国为 了 中苏传统友谊与远东的永久和平 ， 不惜牺牲部分领土主权与苏
联结盟 ， 希望借此换得至少三十年的长期和平。 但是条约甫成 ， 形势却发生突变 ，
苏联尽管在条约 中做出种种承诺 p

然 而我政府于接收 东 北 时竟遭遇到 出 乎意外的 重 大 困难 ： 初 则 旅顺 大连不许

登陆 ， 继则 营 口 登 陆 又 为 中 共乱军 所 阻。 …… 不 意 东 北情 势 经 两 月 余之 变化 ， 今

竞急剧 变化到 如此 田地。 … … 这个 问 题如不 能合理解决 ， 不仅为 中 国 种下 百 年 大

祸 ， 而 且 又把远 东 的 国 际局 面拖回到 九一八。

社评最终呼吁苏联回归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精神 ， 尊重中 国在东北的行
政主权 ， 以谋远东和平 。 ② 对时局更为沉痛的看法则表现在那些 自 九 4八事变后
便避难华南的东北人民身上 ， 他们离乡 多年 ， 原盼抗战胜利后能很快的重返故里 ，
但时局的发展却是令人失望 ， 他们集会呼吁政府在 中苏盟约未获忠实履行前 ， 不
能再对苏联做出其他承诺。 ③ 这股对苏联失望与怀疑的情绪复因一件意外事件引
发风潮 。 1946 年 1 月 ， 国 民政府派往接收抚顺煤矿的专员张莘夫与其随员一行 7
人 ， 在抚顺附近遭到 中共地方军队杀害。 张莘夫与其随员 多为学有专长的矿业技
术人员 ， 本身并没有明盟党派色彩， 他们代表国家执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任务 ，
却同此殉难。 由 于舆论普遍认为事件显然是在苏联默许的情况下发生 ， 这加深了

① 林桶法， 《战后中国的变局 2 以 国 民党为中心的探讨》， 页 69-700
② 《社评 ： 远东和平的关键》 ， 重庆 《世界 日 报》 ， 1945. 1 1 .23 ， 引 自 台湾政治大学 ， 《民 38 年前重要剪报

数据库》。
③ 《依据开罗会议宣言，东北应全部归还中 国 ，谈判不能超出中苏条约程圈 ，请苏联勿便利共军割剧东北 ，

东北旅渝同 乡 大会一致决议》，重庆《益世报》 ， 1945 . 11 .26 ， 引 自 台湾政治大学，《民 38 年前重要剪报数据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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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各界对苏联的反感 ， 原已 累积怨气 因 丽爆发。 ① 2 月 1 日 ， 原为苏军撤离 的

最后期限， 但苏军显然没有撤退的迹象。 2 月 1 1 日 ， 美、 英政府公布 《雅尔塔协议》
的内容， 在中 国引起相当 的震撼， 在这→连串 的剌激下 ， 中 国各界对苏联累积已
久的怨气因而爆发开来成一股反苏的社会运动。 ②

1946 年 2 月 ， 重庆地 区 的学生为抗议苏联侵害 中 国 主权的作为走上街头 ，
这股潮流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 ， 学生 以 呼 口 号与发布文告的方式表达心声。 抗
议学生对苏联的指责 ， 主要集中在苏军阻挠 中 国收复东北 ， 对于撤军之事一拖再
拖 ， 且有鼓动 内蒙、 新疆分离 ， 长久盘据东北的迹象。 ③ 不过学生抗议的情绪虽
然激动 ， 对苏联 的批评却颇为保留 ， 大部分的诉求集中在要求苏联遵守 《中苏友
好 同盟条约》 ， 尊重 中 国主权 ， 立即 自 中 国撤军 ， 反对政府再对苏联各项要求做
出 退让等各点 。 ④ 主政的国 民党当局对于学生发动反苏示威颇感紧张 ， 国 民党于
示威活动前发至各地的指示方针中 ， 要求各地政府首长对于示威活动 ：

…在此种 （ 反苏 ） 情绪下 ， 制 止思 不 可能 ， 但本党只 宜善为 引 导 ， 避免正
面攻击 苏联。 应 向各方说明 政府苦哀， 中 苏友好条约 为安定远 东 ， 使我得有建国

机会之基本措施 ， 我才决定忠 实展行其 义务， 苏 方 亦 当 同样展行， 我 只 可就 两 国

共 同 利 益上加 以 劝告 ， 不 可抨击 ， 所有行动标的 ， 应 以 条 约 为 依据。 ③

由 这些指示看到 ， 国 民党一方面担心反苏的活动会造成外交困难， 并可能引
发对国 民党与政府的不满情绪 ， 因为国 民党必须为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签署

① 有关张莘夫遇难事件的相关文件与档案，参见 《张莘犬被害案》 ，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民国” 重要史
料初编一一对 口 抗战时期》 第七编 ： 战后中国 （一） （ 台北：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 1981 年 ） ，
页 3 13-3700 事发时 ， 苏联与 中共媒体皆指控此一事件二是阴 谋分子为挑拨反苏情绪而有计划 发动的事件，
这一说法通常将苏军在东北遇袭的个别案件与张莘夫遇窑的案件相连结， 指称阴谋分子借此伤害叶l苏友谊，
见苏联在 ！工海的机关报 《时代 日 报》 与中共 《新华 日 报》 的报导 ， 《塔斯社首次揭发 ， 张莘夫案反苏阴谋，
指责中国政府公然鼓励反动宣传》， 《时代 日报》 ， 1 946.02.27 ， 台湾政治大学， 《 1949 年前重要剪报数据库》
与 《社论： 悼张莘夫先生》 ， 重庆 《新华日报》 ， 1946.02.27 ， 第 2 版。 中共方面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勾结日
本人制造惨案 ， 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 见中央统战部、 中央档案馆编 ，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战线
文件选编》 （北京 ： 档案出版社， 1 988 年） ， 页 840

② 沈志华认为美、英、苏选择于此时公布 《雅尔塔协议》 各有所图 ，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致着眼于对
南萨哈林 （Yuzhno-Sakhalinsk） 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 而美、 英这么做则主要是针刘东北问题。 见沈
志华，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 1945-1946）》 ， 《社会科学战线》， 2008年第 10 期 ， 页 1270

③ 《告全1哇界人｜ ：书→一民国二十五年二月 二十二 日 》， 秦孝仪主编 ，《“ 中华民国”京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 第七编 ： 战后中国 ， 第 l 册 ， 页 649-650 。

（虽〉 学生游行所做诉求， 参见《重庆市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有关文件》 ， 秦孝仪主编 ， 《中华民国重要史
料初编一一对日抗战时期》 第七编： 战后中国 （－） ， 页 645-6630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陪都学生为东北问题酝酿活动事致各省市当局指示处理方针电－一民
国 三十五年二月 二十 口 、 重庆》 ，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 民 国 ” 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 第七编 ：
战后中国 （一） ， 页 63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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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政治责任 ， 但在另一方面 ， 也对学生的活动隐含了支持之意。 在示威活动发
生后 ， 国 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尽力控制局势 2

（ 一 ）使此项运动对 东北的接收有所梓益 而 不 致 因 此增加政府任何 困 难。 （ 二 ）

标语 口 号应 照前 电 ， 以巩 固 国 家统一 ， 保障领土主权之完整 ， 要求苏联履行 中 苏

友好条约 ， 并 警告 中共不要忘记祖国 ， 破坏 中 苏邦谊 ， 过分剌 激 国 际感情 ， 及足

以 引 起外交上 不 必要之误解 ， 所有文字 国 表均 应避免 。 ①

在社会舆论反苏的气氛下 ， 国 民党 内 的强硬派于 3 月 上旬召开的国 民党六届
二 中 全会强烈抨击外交部门对苏懦弱 ， 主张将苏联违约的相关情事提交联合国 ，
或径 自 废除条约 ， 但实际上中苏问题关系重大 ， 虽然会议中各方慷慨陈辞 ， 会议
最后通过 《对苏联提出抗议， 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 提案 ， 其重点仍不
出上述两份电文。 ②

从这一波抗议活动的发展来看 ， 中 国官方与 民间虽然对苏联侵害中 国主权的
举措感到不满 ， 但对于如何向苏联争取权益却感到为难 ， 最多只能被动地要求苏
联遵守中苏盟约 。 在这波抗议活动声中 ， 最强烈的要求出 自 于避难华南的东北同
乡 团体， 它们要求政府在苏联拒绝履行条约 时 ， 应该下定决心 ， 做好废弃条约的
准备。 ③ 但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可能引发反弹 ， 由 于苏军实际 占领东北 ， 并且
对新疆、 内蒙与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都具有关键影响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复得美、
英等大国支持。 与苏联分裂可能在 内政与外交t都造成严重后果 ， 中 国 的各项反
应颇有投 鼠忌器之叹 ， 政策的转圈空间极为有限。 即使如此 ， 中 国 国 内与国际上
的反苏舆论已经激怒苏联 ， 苏军于 1 946 年 4 月 突然展开撤军 ， 所撤出 的 区域则
交由 中 国共产党东北 民主联军接收 ， 国共内 战的情势转向激烈 ， 对于 《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 的考虑也就进入另一阶段。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各地爱国学生游行事致各省市党团部指示应注意事项电一一一九四六
年二月 二十二 日 、重庆》 ，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2第七编 ： 战后 中 国 （一） ，
页 643-6440

② 《国 民政府报告二中全会外交报告审查委员 对苏问题’之意见》， 收于 “外交部 ” 编 ，《“外交部” 档案丛
书一一界务类 ， 第二j贤 ： 中苏关系卷》 （台；l� ： “外交部” ， 2001 年 ） ， 页 26 1-2620 封参见E王朝光， 《关于战
后对苏外交及东北 问题的激烈争执一一中 国 国 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 《民国档案》， 2006 年第 3 期 ，
页 1 18-1250

③ ｛｛东北旅渝全体同乡 大会致毛泽东朱德电）） ，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
期》 第七编 2 战后中 国 （ 一 ） ， 页 61 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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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内战与政权变革时期的考虑

自 苏联撤军以后 ， 中苏外交关系处于一种诡异的情况。 在形式上双方仍维持
正式邦交 ， “ 中苏友好” 的招牌仍在 ， 但双方实质关系则是处于敌对的状况。 在
苏联方面 ， 苏联考虑其 自身利益 ， 不便破坏 《雅尔塔协议》 设计的战后体系 ， 以
免引 发争端、 伤害 自 身利益 ， 同时在不确定中 国政局前景的情况下 ， 暂时仍与国
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 在 国 民政府方面 ， 国 民党当局虽然持续批评苏联违背盟
约支持中共进行内战 ， 但中苏关系利害重大 ， 不到最后关头不便采取过于激进的
行动。 国 民党当局的主要想法仍是透过外交途径 ， 向 国际社会控诉苏联违约 ， 希
望能争取国际舆论对苏施压 ， 以改善中 国 的处境。

在 中 国 ， 公众舆论早有将 中 、 苏纠 纷提交联合国处理的呼声。 1946 年 2 月
的反苏学生运动提出过类似 的 口 号 ，① 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国 民参政会则于同年 6 月
通过 《建议采取强硬外交， 维护东北领土主权案》 ， 要求外交部采取各种办法维
护东北主权， 其中第六项诉求是 “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持正义 ， 制裁侵略行
动” 。 ②1947 年 2 月 华北、 东北省市 民众代表联名致函外交部要求对苏交涉如不
得圆满解决时 ， “应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并公告国人” 。 ③ 对中 国来说， 这一类的
诉求早有先例 ， 193 1 年中 国 曾 以 日 本侵略中 国东北为 由 ， 向 国 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 提案要求制止 日 本侵略。 因 此在 1947 年、 1948 年第二届与第三届联
合国大会召开前夕 ， 中 国都曾就提案控苏违约的可能进行讨论 ， 并且向 国 内外征
询意见 。 不过当时考虑到 国际与 国 内 的种种复杂状况， 国 民党当局并不希望立刻
与苏联决裂。 ＠

但是中 国 内 部局势在 1948 年急剧变化， 内 战的 战火 由 东北延烧至华 中 ， 在
战场上共军采取主动 ， 华北 国 民党军主力部队覆灭 ， 战况急转直下 ， 在联合 国提
案指控苏联违约 的呼声又起。 国 民党高层倾向将中共视为俄共在 中 国 的 马前卒 ，

① 重庆学生游行口号。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 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
战时期》 第七编 ： 战后中 国 （-) , pp. 644-648。

② 《张守约参政员等二：十三人提请政府采取强硬外交维护东北领土主权完槌案一一民国三十五年三月

三十一 日 第四届 国 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 ，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 《“中华民国” 重
要史料初编一一对 日 抗战时期 ， 第七编 ： 战后中 国 （一）》 ， 页 669”671 。

③ 华北、 加眠众代表 ， 《为保障同家主权， 提出建议 t ·＝，的， “外交部” 编 ， 《“外交部”档案丛书→悍

务类 ， 第二册 ： 中苏关系卷》 ， 页 246”247.
④ 萧道中 ， 《冷战与 “中华民 国外交” 2 “按苏案” 研究 ， 1946一1 952》 ， 《辅仁历史学报》 ， 第 17 期 ，

2006. 1 1 ， 页 47 1-5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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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国 际赤化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 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正是为了遂行其赤化中 国
的 目 的 。 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 ， 立法委员潘朝英等联署发起提案， 要求
政府公布苏联违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之种种事实 ， 向苏联提出交涉， 并称若
无效果 ， 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① 同时， 蒋中正也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 876-1 962 ） 传达了类似的看法。 在 7 月 的一次会谈中 ， 司徒雷
登询 问 中 国政府是否正向人民宣传有关苏联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俄军在
东北恶行的消息。 蒋中正证实了司徒雷登的疑问 ， 但也表示中 国将先听取美国 的
建议再行动 ， 如果美国能够支持中 国对抗苏联渗透， 他将准备公开对抗苏联的违
约与不友善行动。 ② 这鼓谈话把国共内 战与苏联在亚洲的扩张相联结， 《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 的存废与 内 战的局势密切柜关。 国 民党当局最终于 1949 年联合 国第
四届大会提案指控苏联违反条约 ， 而此时国 民党在 中 同 的控制 区仅余西南一隅。

1949 年 10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宣布成立 ， 紧接着苏联与其卫星 国先后
承认新政府 。 气 E ， “代理外长” 叶公超召广州i苏联大使馆代办发表声明与苏断交，
在声明 中直指 ：

此 系 该 国 历 来违反一 九四五年 《 中 苏友好 同 盟条约 》 种种行动之极峰 ， 亦 为

其侵犯 中 国 政治放 立及领土完整之另 一证明 ， 我 国 现向联合 国 大会控诉 苏联违约

案 ， 所提各项证据 ， 未有较此更为 有 力 者 。 ③

苏联既 已承认共产中 国 ， 国 民党当局原先担心废约可能破坏中 、 苏关系的顾
虑便完全消失 。 当时已宣布下野的蒋中正于 10 丹 5 日 电询叶公超 ：

苏联承认 中 共为 政权不 啻即公开撕坡中 苏条约 ， 我政府 自 亦 应预定适 当 步骤

与 时 间 ， 宣布此约 已被苏联撕毁 ， 我政府 亦 不 再受其约 束 ， 换言之即 宣布该约之

废止。 惟我政府正向联合 国 大会控诉 ， 而其基本理 由 又 为 苏联不履行 中 苏条约 。

我政府废约之宣布应 否在联大讨论之后 为 之， 似值考虑 。 ③

蒋的说法说明 了废约可能使控苏提案失去基础的矛盾现象。 在蒋中正的指示

① 《“立法委员”潘朝英等提议请政府公布苏联违背巾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事实， 以正国际视昕而明辨是非
案卫， 收于 “外交部” 编， 《“外交部” 档案丛书一一界务类 ， 第二Jllt： 中苏关系卷》 ， 页 256-2580

②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怡 耻 如仅由ry ofSta钮， 1948.07.0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始d States
（ 以下简称 FRUS) 1948, volume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阳 Government Printing O伍ce,
1 973, pp. 342-3。

③ 《叶 “外长” 发表声明 ， 我与苏联绝交》 ， 《中央 日 报》， 1949.10.04 ， 第 1 版， 《叶部长关于中苏断绝邦
交之声明》， “外交部” 编 ， C外交部” 倒案丛书 界务类 ， 第二册 ： 中苏关系卷》 ， 页 375。

＠ 《蒋“总统”致郑彦菜、洪兰友密转叶公超十月 五 日 电》1949. 1 0.肘 ，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
典旗号 。0202040004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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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外交部” 立刻征询主要驻外官员 的意见 ， 其主要看法有 以下两种。 “驻联合
国代表” 蒋廷献认为 ， 中 、 苏关系既已 断绝 ， 我方应立即宣布中苏盟约作废， 并
利用此机会说明 中 国 当 时接受条约的苦衷 ， 与该约为一不平等条约的事实。 “外
交部长” 叶公超的看法则不同 ， 他认为政府不须多作声明 ， 其所持理由有三点 。 一、
“外交部” 认为 中 、 苏断交已经使条约失效 ，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 否则不需要将
破坏条约 的全部责任y�诸苏联 ， 因此无须多做说明 。 二、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未来否决国 民政府与美、英所签条约 ， 却单独承认 1945 年的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将使各界更清楚地得到 中共为苏联附庸之印象。 三、 《 中 苏友好 同盟条约》 当年
在立法院表决时 ， 几乎是获得一致的 同意 ， 国 民党 当局且因完成此约向美国表示
谢意 ， 现在改变立场称其为不平等条约并不合适。 ① 由 于 “外交部” 的考虑显然
较为全面 ， 蒋中正接受了 叶公超的见解 ， 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 以后 ， 国 民
党当局并未就废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问题发表看法 ， 对 《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 的存废不置可杏 ， 这样的立场一直延续到 1950 年代。 ②

1950 年 2 月 14 日 ， 中华人 民共和 理与苏联签订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与一系列换文 ， 同 时正式宣布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作废 ， 这样的发展并没有改
变国 民党当局对条约所持的立场。 叶公超稍后针对中 、 苏共新约的问题发表谈话 ，
他称此举为苏联承认中共后再一次违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行为 ， 尽管有所
谓新约 ：

中 苏条约 下 ， 苏联所担承之一切义务 ， 并不 因 其 片 面 宣告废止而 消 除 。 在法

律上 ， 苏联片 面 宣告废约之行为 无效 ， 其 与 中共订立伪 约之行为 亦无效。 翩 ． ． ． ． ”对

中 国 政府及人民均 不发生任何效力 。 … … 中 （ 华 民 ） 国 政府 亦 自 保 留 其 因 苏联违

约所遭致所有损 失之一切权利 。 ③

在国 民党当局坚持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仍然存在的同时， 在联合国奋力推
动控苏案的进行。 ＠

在 1 949 年成第 四届联大登场的控苏案是一份很长的文件 ， 其中包括了苏联
侵华历史 、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经过等事件， 文件主体是苏联违反条约的

① 《黄少谷呈蒋 “总统” 卡月 卡七 日 签呈》， 1949. 10.17 “ 国史馆” 藏 ， 《蒋中IE u总统” 文物》， 典藏号
。02020400048094,

② 《黄少谷致叶公超咆》 ， 1949.10 .2 1 “ 国史馆” 藏，《蒋中正 “总统” 文物》 ，典藏号 002090400009477,
③ 《“外交部长” 叫公超发表二月 十六 日 声明》， 1950.02.16 “国史馆” 藏，4蒋中正 “总统” 文物》，典藏

号 002020400048097。
④ 控苏案的正式名称为《苏联违反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四 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蹦办中国政治

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 ， 在 “外交” 档案中一般简称 《控苏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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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证，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一、 阻碍中 国政府恢复东北主权。 二、援助中共。 三、
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 四 、 张莘夫案。 五、 不尊重外蒙主权。 六 、 吞并唐奴乌梁海6
七 、 对新疆的侵略。 八、 共产主义在 中 国与亚洲 的扩张、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对东北的经济侵略等等。 蒋廷献在这份文件中呼吁联合国能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
当局 。 国 民党 当局希望大会能够达成下列决议 ： 一、 裁定苏联阻碍中罔政府对东
北主权之恢复 ， 并以军事及经济援助供给中共。 二、 认定 中 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
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 的 目标。 三、 向所有会员 国建议不得对中共援助。 四 、 各会
员 国对于中共所建立的任何政府 ， 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① 在当时的 国际环境 中 ，
国 民党当局所提的这几项主张并不受欢迎 ， 战后国际政治以欧洲事务为主体 ， 同
时各国多 己 对 国 民党感到失望 ， 或是已在考虑承认新 中 国政府的问题， 很少国家
愿意支持国 民党当局提案 。 但是在形式上 ， “ 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仍是大国代表、
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 因此控苏案提出后并未被否定 ， 但也没有立 即得到
结论， 而是多次辗转于各届 大会与专 门委员会之间 ， 直到 1952 年 2 月 第六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第 505 号决议 ， 指苏联 “未履行” 盟约 ， 方使本案告一段落。 ② 控
苏案 的决议为国 民党当局废约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 ， 但对于是否宣布废约与其时
机的问题则仍有着不同 的考虑。

四 、 联合国控苏案决议与废约

控苏案通过以后 ， 国 民党 当局并未立刻就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存续做出
声 明 ， 直到 1 953 年 1 月 国 民党内部才首先就废约 问题提出意见 。 国 民党 中 央改
造委员会向 “外交部” 建议废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其理由 是此约为不平等
条约 ， 而现时苏联既已撕毁条约 ， 国 民党当局应公开宣布予以废除 ， 使以后返大
陆时对苏俄外交可得 自 由立场。 ③ “外交部押 在收到这项问题后交付 “亚西司 ” 与
“条约司” 两个单位进行研议 ， 两者都得到 “不宜废止” 的结论 ， 其 中 以条约司

① 《蒋代表延献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二十五 日 在第一委员会席上发表之声明》，驻联合国 中 国代表团编，
《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 （ 纽约 2 驻联合囡中国代表团编印 ， 1949 年） ， 页 8-51 0

② 萧道 中 ， 《冷战与 “中华民国外交” ： “控苏案” 研究 ， 1946-1952》 ， 页 502-512。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函部关于废弃中苏友好条约案》f外交部”编，《“外交部”档案丛书一一界

务类 ， 第二册 z 中苏关系卷》， 页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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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较为完整 。 ① 条约司认为控苏案通过使我方废约具备充分理由 ， 但认为此
事不能单从对苏关系着想 ， 而必须充分考虑与美国 的关系。 由 于中苏盟约的内容
是由 《雅尔塔协议》 所决定 ， 中 国 当时 曾 向美方做过承诺 ， 现在如径 自 废弃条约
将使美方处境困难 ， 因为美国 目 前仍受 《雅尔塔协议》 约束 ， 根据该项协议美国
有敦促中 国接受协议内容的义务。 条约司 因此认为 ， 废约之举的关键在于如何与
美国对苏政策与 国际环境相配合。 ② 对美 国 的顾虑成为国 民党当局废约的最后顾
忌 ， 而恰在此时 ， 美 国 内政的变化为解决问题带来曙光。

1952 年 1 1 月 美国总统大选 ， 代表共和党 （ Republican） 的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1 890-1969） 击败民主党对手登上总统宝座。 在他向 国会提出 的
首次国情咨文中 ， 提到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政策 ， 并表示将废弃美国前所签订的密
约等内 容。 ③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让国 民党当局 曲外交部” 看到了废约的机会。 叶
公超立刻指示 “外交部” 各单位会商废止中苏条约的办法 ， 经会商后 ， “外交部”
完成一份有关废约的说帖。 ＠ 根据这份说帖的分析 ， 各单位认为当时确是废约的
时机 ， 但仍应考虑几点审慎进行。 立即废约可能与美国重派大使驻台与美国撤销
国 民党军对大陆采取梅、 空行动限制的时间点过于接近 ， 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太大
剌激 ， 同时使岛 内军民过于兴奋 ， 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 说帖建议相关决定可于

事前以非正式的方式向美方探询 ， 并于决定后尽快通知美方。 叶公超认为除了对
美 国 的顾虑外 ， 其他各点并不足虑 ， 他还指示说帖中有关征询蒋廷献与顾维钧意
见的步骤并不需要 ， 但可先手通知 。 “ 外交部” 的决策既已 完成 ， 相关内容便立
刻报请 “行政院” 决定。

在上呈行政院的公文中 ， “外交部” 首先说明 目前的国际环境是废约的 时机 ，
废约的原因为：

依各 国 叶认之 国 际公法 ， 缔约一 方违反条约规定 ， 足 以 构 成他方废弃条约之

理 由 。 苏联既一再违反 《 中 苏友好 同 盟条约 》 之事 实 ， 我原早应据以 宣布废弃该

约 。 惟 因 在控 苏案进行期 间 ， 我赖该均 为 指控 苏联之法条依据 ； 迫我控 苏案获得

① “亚西司”反对废约的理由有点不知所云 ，其看法为苏联违约罪行将待未来一次大战结束后予以清算 ，
因此没有宣布废约的必要 ， 《“亚商司 ” 会签 “条约司”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暂不宜废止》 ， “外交部” 编 ， 《“外
交部” 档案丛书一－界务类 ， 第二册： 中苏关系卷》 ， 页 376。

② 《“条约司” 签是因雅尔塔协订约束 ， 目前尚不宜宣布废止中苏友好同且是条约》， “外交部” 编 ，《“外交
部” 挡案丛书一一界务类 ， 第二册： 中苏关系卷》 ， 页 376-377。

③ “Text of Eisenhower'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on New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President' 
Address Tells Congress of ‘New and Positive' Approach” ， The New York Times, 1953.02.03, p. 14。

④ 《条约、情报、亚西 、 亚东四司会商废止中苏条约说帖》， “外交部”编 ， 《“外交部”档案丛书 界务类 ，
第二册： 中苏关系卷》 ， 页 37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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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步 胜 利 之后 ， 复 闰 权衡 当 时 国 际 环 境 ， 我 如 即 行废约 未 必 能 收 最 大之效呆，

……坟我迄尚 未废弃该 约 。 ①

"6'�交部” 认为此时废约可枚政治宣传上的最大效果。 一、 表示追随美 国放
弃密约的行动。 二、 控苏案通过已一年 ， 可以利用废约再次提醒各国对苏联在亚
洲侵略的认识。 三、提升并鼓舞岛 内 军民反共的士气。 而在上报“行政院” 的 同 时 ，
“外交部” 对废约工作进行了积极 的准备工作 ， 中 、 英文声明稿 、 正式说帖与新
闻稿的准备都同时在进行， “外交部” 甚至预定了于 2 月 14 日 下午 3 点正式发表
声明 的时间 ， 从前述文件的处置过程来看 ， 叶公超在这件问题的处理上扮演了重
要推手 ， 甚至有些操之过急。 蒋中正于 2 月 12 日 与叶公超会谈 ， 要求 “外交部”
务必在探询美方确定意见后再行推动废约事。 ② “行政院” 的意见也认为 “外交部”
所拟具的废约程序有些急躁 ， 于 《宪法》 有不合之处。 ③ 在经过讨论后 ， “行政院”
同意 “外交部” 的建议， 但要求修正废约的行政程序 。 废约案将在 “行政院” 通
过以后先由 “总统” 核可， 再函请立法院审议 ， 待 “立法院” 通过以后再咨请 “总
统” 明令废约 ， “总统” 明令公布之 日 ， 再由 “外交部” 发表正式废约声明 。 ③ 废
约的程序既定 ， 紧接的问题就是征询美方对此的态度 。

1953 年 2 月 12 日 ， 叶 公 超 正 式 向 美 国 驻 华 公 使 兰 辛 （Karl L. Ra放in,
19 16一1973 ） 传达国 民党 当局准备废约 的立场， 并探询美方意见。 ⑤2 月 22 日 ，
兰辛面告叶公超美国 国务院对废约事并无意见 ， 也不反对 ， 蒋中正因而下令 “外
交部” 按 “行政院” 规划推动废约 。 ⑤ 废约案于 2 月 23 日 通过 “立法院” 审议 ，

2 月 25 日 由 “总统” 明令废除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 这部早 已名存实亡的条约
正式宣告结束。

① 《拟具废弃中苏间条约之意见及声明梢，呈请鉴核迅』揭示遵由》， “外交部”编 ，《“外交部”档案丛书一一界
务类 ， 第二册 ： 中苏关系卷》， 页 380-381 .

② ’ 《呈核废弃中苏友好条约新闻稿 ， 1953 .02. 1 1 比 “外交部” 编 ， 《“外交部” 档案丛书一－界务类 ， 第二
册 ： 中苏关系卷》， 页 390阳391 .

③ 由于当时“立法院”尚在休会剧碍 ， “外交部”原先预定的做法是先由行政机关宣布废约，再由 “立法院”
进行 “追认” ， 但 “行政院” 认为这种方‘式于宪法所规定的原则不符 ， 因此要求做出调整。

④ 《秘密讨论》， “外交部” 编 ， V外交部” 档案丛书一一界务类 ， 第二册 ： 中苏关系卷》 ， 页 394.
⑤ 《检奉叶公超 “部长” 与美蓝钦公使谈话纪录中文译本由 ， 1953.02. 13》， “外交部” 编 ， 《“外交部” 档

案丛书一一界务类 ， 第二册 2 中苏关系卷》， 页 397-398.
＠ 《“条约司司长”薛毓翩纪录蓝钦复美国务院对我疲中苏条约元意见及蒋“总统”指示及辛苦进行废约 ，

1 953.02.23》 ， “外交部” 编 ， 《“外交部” 档案丛书－一界务类 ， 第二册 ： 中苏关系卷》 ， 页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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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内战与玲战

五、 结语 ： 废约与外蒙主权问题

由 于国 民党当局在 1949 年所管辖的土地仅偏隅台湾与周遭的 岛 屿 ， 其废除
中苏盟约的举动对于国际政治并无实质影响 ， 疲约的主要意义是在宣传方面。 宣
布废约对台湾军民士气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 大部分民意就如 “立法院” 中 “立
委” 诸公所表达的一样 ， 认为中 苏盟约早该废止 ， 如今控苏案通过， 《 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 废止 ， 苏联的罪行得到明证 ， 舆论认为这是国 民党 当局 “外交” 主动
出击的胜利成果。 废约的举动也部分影响 了 国 民党当局对外蒙政治地位的看法。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其附件直接促成中 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 ① 中
国且一度于 1946 年技票赞成外蒙加入联合国 ， 但 自 1 947 年 6 月 发生外蒙军侵入
新疆的北塔山事件后 ， 国 民党当局对外蒙的态度转恶 。 此后随着中 国 内战情势的
发展与 中 、 苏关系的变化 ， 国 民党当局对外蒙独立的立场即逐渐转为否定 ， 不过
外蒙的政治地位在国 民党当局的对外政策中始终是模糊 的 ， 国 民党当局既不承认
外蒙为独立主权国家 ， 但也没有宣布 中 器对外蒙拥有主权 ， 由 于外蒙问题的国 际
背景 ， 国 民党 当局对外蒙主权始终有一种说不清、 也无法说的苦处。 按照国 民党
当局的立场 ， 外蒙独立 的依据是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只要这份条约还在 ， 外
蒙独立 的法理就在。 这一点并不 因 为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1950 年签订 《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 或苏联方面废除 《巾苏友好同盟条约》 而有所改变 ， 因为这关系 的
是 “ 中华 民 国 ” 存续的 “法统” 问题。 1953 年 2 月 ， 国民党 当局正式废止 《 中
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附件 ， 这在理论上使得外蒙独立的基础既失 ， 外蒙地位的
问题出现一些变化 ， 但国 民党当局在处理此项问题时仍十分谨慎。

在 “外交部” 研议废约 的过程与废约案在 “立法院” 讨论时 ， “外交部” 对
外蒙的问题都以模糊的方式处理 ， 在 “外交部” 草拟的问题及拟答稿 中 ， 对于外
界可能问到废约与外蒙主权问题间的关系时， “外交部押 的标准答复为 ：

政府现所废止者为 《 中 苏友好 同 盟条约 》 及其 附件 ， 故该条约及 附件所规定

者均 J毫无效。 ②

这样的答复显示 “外交” 当局仍刻意模糊外蒙主权问题。 “外长” 叶公超在 “立
法院” 接受废约案的质询时 ， 由 于面对多位立委对此提出质疑， 因此做了较为清

① 本文依外交文件中的习惯 ， 将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为外蒙。
② 《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问题及拟答稿》， “外交部”编 ，《“外交部”档案丛书←一界务类，第二册z

中苏关系卷》， 页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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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解释。 叶公超称 ：
外 蒙 问 题 ， 其 中 许 多 事 实提 出 来也与 我不利 ， 这些 问题如何解决 ， 完全要看

将 来 国 家 的 力 量如何 ， 今天谈废约 ， 我们 不 愿把这些 问 题一个一个提 出 来 ， 冲 淡

本案 （ 废约 ） 的 作 用 。 ①

因此在 叶公超发表的废约正式声明 中并没有提及外蒙主权 问题， “行政与立
法部门 ” 也没有考虑召开 居 民大会做扩张领土之变更决议。 不过 “外交部” 废约
的决策十分清楚 ， 政府部门对外蒙的处理方式显然开始出现变化。 不仅 “ 内政部”
审定的 “ 中华民 国全图 ” 一改为秋海棠 ， 在 1954 年版的 中学地理课本也将蒙古
改列 “本国地理” 教学 ， 并特别解释 “ 中华 民 国 ” 收回 “蒙古地方” 之正 当 。 ＠
甚至在国家举行的公务员高、 普考试为平均省籍所特定的保障名额中 ， 也再次将
蒙古籍纳入保障。 ③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 ， 国 民党 当局于 1955 年在联合 国 以 否决票反对外蒙人
会 ， “行政院长 ” 俞鸿钧在 “立法院” 报告相关事件时表示 ：

自 苏俄助 匪叛乱侵据 大陆 ， 我 国 宣 布废止 中 苏条约 以后 ， 我们 当 时 同 意 外 蒙

独 立 的 条件 ， 业 已 不 复存在 。 我 国人 民 ， 以历 史及情感 关 系 ， 都 已认为 外蒙 巳快

友为我 国 领土。 至 于 外 蒙的 政治地位 尚有待我们将来收复大陆后 另 做处理。 ④

俞鸿钩 的发言等于宣告外蒙主权回归 中 国 ， 其主要依据仍是 《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 的废除 ， 废约对于 “ 中华民 国 ” 认定外蒙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

① 《第一届 “立法院”第十一会期第二次会议速记录 ， 1953.04. 15》 ，扩立法院”公报》 ， 第 门 会期第 1 期 ，
页 49。

② 参见王文隆， 《台湾中学地理教科书的极国想象 （ 1949一1999）》 ， 《“ 国史馆” 学术集刊》 ， 第 17 期 ，
2008.09 ， 页 220-221 0

③ 蒙古之高、普考定额 10 名 ， 占总数561名的 1 冗%，反观当时台湾省所分配到的仅有 9 个名额，详见《五、
本院法制 、 边政、 内政三委员会报告审查本院委员许占魁等提议 ， 为 “考试院” 对考试法第 20 条 “全国性”
公务人员 高、 曾考试分省录取走额 比例标准 ， 漏列蒙古名额拟请大会决议转请该院予以改正案2， 《“立法
院” 公报》 ， 12 : 8 ( 1 954 年 1 月 ） ， 页 8-10 ， 本条资料转引 自 王文隆， 《台湾 中学地理教科书 的祖国想象
( 1 94乎一1999）》 ， 《“国史馆” 学术集刊》 ， 页 22 1 。

④ 《“行政院” 俞院长鸿钧 、 “外交部” 叶 “部长” 公超报告联合国讨论新会员 国入会问题， 我政府反对
外蒙古人会所采之措施及其经过全文 ， 1955. 12. 1 4）） ， 《“立法院” 公报》 ， 第 16 会期第 9 期， 页 246-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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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内战与持战

1950 年代国民党 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

陈 冠任

一 、 前言

1949 年 国 民党当 局 因 国 共 内 战失利 ， 进而退守 台湾 ， 使得海峡两岸长期处
于分裂分治的状态。 此后 的 60 年期间 ， 虽在 50 年代有过几次零星的军事冲突 以
及 60 年代 罔 民党当局差点 “反攻大陆” 之外 ， ＠ 在冷战结构的籍制下 ， “ 自 由 阵营”
与 “共产阵营” 皆尽量避免再度引 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略性武器的迅速发
展 ， 更使得冷战结构长期维持 “核和平” 的状态 ， 两大阵营尽可能地避免发生毁
灭性的冲突。 如此使得国 民党当局不能 “反政大陆飞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不能“解
放台湾” 。

国 民党 当局撤退至 台湾后 ， 在 国 际上所面临的即是 “ 中 国代表权问题” 。 国
民党当局为了求取生存空阔 ， 对外不断宣称其为 “正统的中国’＼ 在台湾岛上的
政权为代表 “全中 国 ” 的政权， 甚至愿意在联合国 中付出庞大的会费 ， 借此证明
其为唯一旦正统的 “ 中 国代表” 。 对 内则塑造全民 “反攻大陆” 的战时体制 ， 让
台湾人 民生活在战时的气氛 中 ， 认为战争随时都会爆发。 ② 在 岛 内外建立一个
“想象的中 国政府”。 当然这种 “想象的 中 国 ” 仅存于国 民党所领导的台湾 当局 。
1949 年后英 国 、 印度等国 家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 直到 1 97 1 年 同 民党 当局
退出联合国为止 ， 中 国代表权之争一直持续着。 然而 ， 国 民党当局除了使台湾民
众相信 自 己是 “堂堂正正的 中 国人” 之外 ， 在外如何使外 国人亦相信 “ 国 民党当

① 戴天昭 （著） 、李明峻 （译） ， 《台湾国际政治史》 （ 台北 z 前卫出版社 ， 2002 ） ， 页 465”47 1 。 王景弘 ， 《采
访历史 z 从华府档案看台湾》 （ 台北 z 远流出 版社 ， 200时 ， 反 193-222。

② 有关 1950 年代国 民党当局对于国内 的宣传工作，参见 ：林果显 ，《1950年代反攻大陆宣传体制的形成》
（ 台 北 t 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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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即是 中 国 ” ， 借此在对其不利之国际环境中缝中求生， 即为本文所关注的课题。
1949 年 8 月 5 日 ， 杜鲁门总统 （Haηy S. Truman, 1884 - 1972 ） 发表了对华

政策 白皮书 ， 指责国 民党当局丧失大陆的责任 z 此外 ， 国共内 战的失利更使得美
国 民 间舆论对 国 民党 当局产生反感。 然而 ， 战后美台关系密切 ， 尤其是 1950 年
代 国 民党当局力求生存之际， 更是着力 于对美之外交工作。 除了争取军事与经济
上的援助之外 ， 国 民党当局更积极地在美国制造舆论， 企图扭转美国人民对于国
民党当局失去大陆的恶劣观感。

冷战本为意识形态下的一种 国 际状态 ， 意识形态则是须要透过塑造以及宣传
进行传播。 在宣传理论中 ， 战问期所提出 的 “魔弹理论 （ Magic Bullet Theory） ” ， 
意即宣传媒介如 同魔弹般射入视昕人的大脑， 并迅速被视听人所接受。 ＠ 国 民党
当局于 1950 年代的对美宣传中 ， 如何去设计与执行对美宣传 ， 方能正中 “靶心”
以达到最大效果？ 端看如何宣传以及向什么人宣传 。 上述问题为本文所欲探讨的
层面。

过去研究国 民党当局对美宣传之相关研究 ， 由 于 圄于档案资料的限制 ， 仅能
从理论着手 ， 缺乏对于国 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的决策 以及执行层面的探讨。 ＠ 所幸 ，
至今度藏于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及 “ 国史馆” 的档案业 已开放 ，

得以运用这批材料进行研究 。

但由于 1950 年代执行国际宣传机构之一的 “行政院新闻局” 之 《新闻局档案》
至今尚未全面开钱放 z 是此 ，本文仅运用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及 “ 国
史馆” 皮藏之《外交档案》 ， 讨论国 民党当局在 1950 年代对美宣传的策略以及手法 。

① 关于魔弹理论， 请参阅 ：Wilbur Schramm and Donald F. Roberts (ed. ） ηi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 971 ） 、 Garth S. Jowett, Victoria 0’Donnel （著） 、 陈彦希、
林荔玫、 张庭誉 （译） ， 《宣传与说服》 （ 台北 ： 韦伯文化国际， 2003 ） ， 页 164- 1650

② 先行研究有 ：范E祥 ， 《“中华民国” 现阶段国际寓传策略之研究》 （ 台北 2 中 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硕士论文 ， 1991 ） 。 黄瑞南 想 《美睦建交前台湾当局对美国 际宣传之研究》 （ 台 北 ： 巾 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
究所硕士论文， 1983 ） 。 古家谕， 《台湾当局国 际宣传组织及其功能之研究》 （ 台北 ： 政治大学外交学研究
所硕士论文 ， 1999） 。 黄炎霖， 《塑造 “中华民国” 同际新形象之研究 国际宣传途径之探讨》 （ 台北 2 中国
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0 ） 。 周明义 ， 《 台湾当局主要对外刊物之内容分析 ： 分析 〈 自 由 中 同评论〉
兼论台湾当局当前国际宣传改进之途径》 （ 台 北 ： 政治大学新 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1970 ） 。 蒋安园 ， 《我国
对美宣传策略与效果之研究 1949 至 1992 年个案研究》 （ 台北 ＝ 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1993 ） 。
刘寿琦 ， 《美国与 中共建交前后台湾当局对外宣传问物 内容之研究以 〈 自 由 1.j:1 国周 刊〉 为例》 （ 台北 ： 政治
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1980 )

275 



276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二 、 1950 年代前期 的国际宣传

在探讨 50 年代 国 民党当局在 国 际宣传之策略与方法前， 实有必要对对 日 战 ‘
争时期的国际宣传作一概略的介绍 。 对 日 战争时期 ， 国 民党当局的宣传重点主要
放在对盟 国宣传中 国战 区 的战情 ， 借此获得盟 国之同情 ， 并获取实质上的援助。
执行 国际宣传的机构主要为国际宣传处。 国 际宣传处成立之初原隶属于军事委员
会的第五部 ， 稍后改属 “ 中 央宣传部” ， 但在经费方面仍由 军事委员会支付。 因
此国际宣传处的办事员之给薪皆比照军人待遇 ， 如处长即 同 中将待遇 ， 科长则 比
照少将待遇。 ①

国 际宣传处在编制上相当的 “ 阳春” ， 全体工作人员不超过一百五十人 ， 在
经费上也较为拮据。 组织上主要分为六科四室 ， 分别为英文编撰科、 外事科、 对
敌科、 摄影科、 广播科、 总务科 z 秘书室、 新闻检查室 、 资料室、 日 本研究室 ，
并在海外聘用洋人设立办事处。 ② 办事处主要的工作为对外发布新闻稿 ， 让外人
了解中 国战区的情况， 并寻求国际能见度， 以期得到外人对于 中 国对 日 战争的同
情。 ③

二战结束后 ， 国 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国 内共产党问题。 蒋 中 正 即 于 1945 年
5 月 21 日 的 国 民党六全会纪念周演讲 “党员 确立革命哲学之重要” 时 ， 便针对
国际宣传进行检讨：

近来 因 为 我们 改进宣传 ， 同 时 国 内 政治 军 事的设施、 亦 渐有进步 ， 国 际观感

已 经渐趋好转。 可是 因 为 旅在 国 外的 宣传人才 、 实在不 多 ， 动 员 海外侨胞 宣传的

技术不 够精到 ， 宣传经 费 亦 不很充足 ， 总感 觉 到 我们 的 责任 ， 还没有能够 完全做到 。

老 实说 ， 我们 同 志在 国 际上的 宣传战 ， 远不足将士在 国 内 军 事 战 。 今后 怎样切 实

改 进 国 际 宣传… …如何纠 正共产 党在 国 际上作欺瞒 的夸耀的 恶毒宣传 ， 都 需要详

细 的 考虑 ， 作进一 步 的 开展。 至 于 少数同 志为 国 际上不虞之卷而快然 自 足 ， 受 国

① 《“中 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 及昆明桂林办事处三十三年度编制表》 ， “国史馆” 藏，《商民政府档案》，
1 944 

年 1 月 12 日 ， 馆藏号： 001000001904A， 《中国国民党党务机费》 ， 无页码。
② 宜传处在海外设立据点 的部分 ， 则 由夏晋麟在伦敦设置办事处， 美 国方面， 则 由 Earl Leaf, h町

Evans, Malcolm Rosholt 分别在纽约、 芝加哥以及旧金山 三地设立办事处以泛太平洋新闻社 （Trans·Pacific 
News Service） 的名 义对外发稿。 沈剑虹， 《半生忧患 g 沈剑虹 回忆录》 （ 台 北 z 联经出版社， 1989 ） ， 页
760 

③ 国际宣传处至今仍未有较完整的专门性研究 ， 笔者将另撰专文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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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 求全之毁而吨，钱若丧 ， 一种不 能 自 主 自 持的 精神表现 ， 由 为 从事宣传工作的

大忌”。 ① （ 底线为 作者所加 ）

蒋中正在此演讲中点 出 了 国 民党当局在国 际宣传上缺乏人才与经费的弊病，
且在宣传技术上亦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 ， 由 于此际中 国共产党在国际上观感甚佳 ，
为 防 中 国共产党 日 后坐大， 蒋中正亦认为需要在国 际上宣传共党的 “恶毒” ， 以
利 国 民党当局 日 后在国共冲突上争取外 国 的支持。

但国共内战期间 ， 国 员党 当局致力 于 国 内 战事 ， 对于国际宣传反而较为忽略 ，
随着 同共战事的失利 ， 国 民党 当局最终于 1949 年撤退赴 台 。 国 民党当局不但企
图 以 台湾作为 “反攻大陆的基地 ” ， 亦重新检讨了过去所忽视的 国际宣传 p 不但
对 内 向人民塑造反攻大陆的舆论 ， 让人 民、网�战争随时会爆发的气氛之外 z 对外
亦加强国 际宣传 ， 以挽救国民政府 日 益丧失的国际声望 。

在实际的宣传活动上 ， 1950 年代前期 的宣传 目 的在于 “揭穿 国 际共产帝国
主义及匪共的阴谋， 阐明我反共抗俄 ， 恢复大陆的国策， 宣扬我军事、 政治 、 文
化及经济的建树 ， 以争取盟国并加强 自 由 国家的团结” 。 ② 在实际执行上则透过雇
用宣传员在美宣传以及透过 “驻外使馆” 以官方的方式宣扬反攻大陆之理念。

在聘用宣传员 的部分， 国 民党当局于 1949 年 7 月 15 日 开始 ， 以 每月 津贴
3 500 美元， 每期 3 1 500 美元为代价 ， 聘用美籍宣传员 Norman Paige 在美进行宣
传工作。 ③ 从 目 前仅见的 Norman 工作报告中可以得知 ， 其主要的工作为在美 国
各地进行演讲与接触各报章之编辑人、 发行人以及同情国 民党当局的各界领袖 。 ④
如其于 1953 年 4 月 至 6 月 期 间 ， 即遍及美国 32 州 ， 访问了 1 08 家摄章发行人及
主笔 ， 并鼓吹这些主笔撰写有关反对中共入联合国问题之相关文章。 ⑤ 除此之外 ，
国 民党 当局 为了 因应国际情势 ， 如在对 E 和约签订前 ， 即指示 Norman 在美宣传

① 吴绍遂、 吴春熙 、 冯仁瞠 ， 《总裁对宣传工作训示辑·�》 （ 台北 3 改造出版社， 1954） ， 页 22-23 。
＠ 《 四 十 二年 间 际 宣传工作检讨》， “ 国史 馆 ” 藏， 《“外交部” 档 案 》 ， 米标示 日 期 ， 馆 藏 号 ：

020000014874A ， 《国际宣工作》， 页 1 。
③ 《便条》，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1 年 1 2 月 24 日 ， 馆藏号 ：020000014869A， 《外籍宣

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 ， 元1页码。
④ 1951 年在 Circumnavigators Club 的 Far East Ni酬 里丽演讲了 Crystallized views on his recent trip 

白rough “Formosa” 以及 Adventurers Club 演讲关于 just back from interviewing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Chiang will give a “Report on Form。””为题为国 民党当局进行宣传。 《“驻美大使”顾维钧来函》， “ 国史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1 年 4 月 1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69A， 《外籍寅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
报告》 ， 无页码。 《驻美美籍宣传员本年度第一期报告》，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2 年 1 月 29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69A， 《外籍宣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2， 无页码。

⑤ 《关于美籍宣传专员续订合同事》， “ 国史馆” 娥， 《“外交部” 档案》， 1953. 年 9 月 23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69A， 《外籍宣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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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党当局应该参加对 自 和约。 ① 但这种宣传工作仍然属于零星且缺乏系统， 以
至于成效有限 ， 直到 1953 年底 国 民党当局才因 缺乏经费的关系 与其结束了合作
关系 。 ②

除了聘用宣传员之外 ， 国 民党当局在美之 “驻外使馆” 亦负责对美宣传之相
关工作。 宣传方式主要 由透过这些使馆向外发放数据以及供应书刊、 照片以及电
影 ， ③ 或运用公开演讲与展览 的方式 ， 将印刷品或小册子寄交关心 中 国 的人士 ， 并
以 口 头与书面 的方式答复各种 问题。 ＠ 此外 ， “外交部” 特请台湾省政府新闻处
收集各种有关台湾情况的资料 ， 作为对外宣传的材料。 ③ 这些材料主要内容多为
三七五减租、 公地放领、 交通建设、 工农建设、 社会福利 以及贸易等层面 ， 由省
新闻处编印宣传小册， 再透过 “外交部” 转发各使馆进行发送宣传的工作。 ⑤ 这
些数据大多为介绍国 民党当局在台政绩， 其 目 的 即在与共产中 国进行比较 ， 借此
突显 “ 自 由 中 国 的进步” 与 “共产 中 国 的暴政
抗俄” 的宣传主题。 为此 ， 新闻处即刊行了 《铁幕后 的 中 国 》 等英文书籍 ， 向外
介绍共产 中 国 的 内部情况 ， ⑦ 并连带介绍 台湾各种建设情形以及大陆内部反共反

① 《“驻美大使 ” ！政维钧来 函 》 ， “ 国 史馆” 藏 ， 《“外交部 ” 档 案》 ， 195 1 年 7 月 23 日 ， 馆藏号：
020000014869A， 《外籍宣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 无页码。

② 1953 年底 ， “外交部” 认为聘用该名 宣传员所费不贤 ， 在加上就成效结果而言， 殊不易做具体评估。
相较起来， 邀请记者赴台访问似乎较具，具体成果， 若将骋用宣传员的费用拨作邀约记者之用则可扩宣传范
围 ， 灵活运用。 该项提议 由 国 民党 中 央委员会第 四组同意后 ， 与年底结束与该宣传员 的合作关系 。 参见 ：
《关于诺门 · 贝奇续约问题请惠示意见由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3 年 12 月 1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69A， 《外籍宣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 ， 无仄码。 《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
回 函》，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3 年 1 2 月 1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69A ， 《外籍宣传员诺
曼 （Norman Paige ） ζ作报告》， 元页码。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聘用外籍宣传员 的例子在 1950 年代前期并
不少见 ， 如国 民党当局便曾在 1950 至 1960 年期间 ， 聘用 W. G. Goddard 在英语世界进行宣传的工作。 详
细内容请参见 ： Jeremy E. Taylor， “Taipei ’ s Britisher ’ ： W. G. Goddard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the Cold" War Commonwealth，”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9 :  2 (December, 2007) : pp. 126”146. 

③ “外交部” 为了实际掌握 “外馆” 的宜传情况 ， 于 1950 年 5 月 1 7 日 规定 “外馆” 暂停经常报告 ，集
中人力 加强宣传。 并规定各 “外馆” 于每月 撰写宣 传报告 ， 运用政府所提供之各种相关数据刊物进行
宣传。 《“外馆” 加强宣传 工作具报 由 》， “ 国 史馆” 藏 ， 《“外交部 ” 档案》， 1951 年 7 月 6 日 ， 馆藏号2
020000014917A， 《通令 “外馆” 加强宣传案》 ， 无页码。

④ 《“驻金 ll! 总领事馆” 报部快邮代电》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 1 年 8 月 6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17A ， 《通令 “外馆” 加强宣传案》， 页 l o

⑤ 《关于撰寄台省政绩条列式综合性简要资料密寄过司 以应我驻联合国代表团h情报及宣传需要由》， “国
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0 年 2 月 10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1 SA， 《对外宣传台湾实况》， 无页码。

＠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呈 “外交部新闻司”》 ， “国史馆” 藏 ， 旷外交部” 档案》， 1950 年 3 月 2 日 ， 馆藏号 3
02000001491当A， 《对外宣传台湾实况》 ， 无页码。 《电送劳工保险小册请盗收转发 由 》 ， “ 国史馆” 藏 ， 《“外
交部” 档案》 ， 1950 年 6 月 14 日 ， 馆藏 号 ： 02000001 49 15A， 《对外宣传台湾实况》， 元页码。

⑦ 《检赠宣传书刊出 》 ， “ 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 ， 1 950 年 3 月 27 日 ， 馆藏号：020000014915A, （（对
外宣传台湾实况》 ， 主尼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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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的相关情形 。 ① 除了发放宣传书籍以外 ， 国 民党当局亦运用广播进行宣传工作。
主要内 容则 以爱国歌曲唱片 、 “反共抗俄” 歌曲 照片以及平剧国乐为主。 ③ 总而言
之， 此时期 同 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的模式偏重于直接性的政治宣传， 运启发送宣传
刊物的方式， 使外人注意到 国 民党当局的地位问题及反攻准备等议题。 ③ 虽说国
民党 当局于 1949 年之后开始加强 罔 际宣传工作 ， 以寻求 国 际上生存的空 间 。 但
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 这些宣传是否能够确实收效 ， 实为一大问题。

经费不足的问题于 50 年代前期普遍存在 ， “驻美大使” 顾维钧便曾表示 ， 若
干小国 在宣传费用上多在 10 万至 20 万 之间 ， 但 国 民党 当局在此方面却为数有
限。 ＠ 我们可以从 1955 年 1 月 至 6 月 “外交部” 国际宣传工作要点中 ， 观察此时·
期对外宣传经费的状况 ：

“ 外 交部 ” 预 算列 于 国 际 宣 传 者 ， 全年度为 1 8 960 美元 ， 月 计 1 580 美 元 ，

其 中 除 580 美元为 驻英 、 驻新加坡及驻香港联络 员 津贴 专款外， 仅余 宣 传情报费

月 1 000 美元 ， 而就 中 大部 分复用 于 西 文 书 刊 之购 直 ， 实 际得 用 于 国 际 宣 传者不

逾 500 美元 ， 此项 经 费预算历 年 均 无 变更 ， 故在 国 际 宣传工作遇有较大数字之需

款 时 ， 均 须 项 目 呈拨专款办理 ， 惟以政府开支紧缩在受有限制 ， 尤 以 涉及外汇部

分时为 然 G ③ （ 底线 为 作者所加 ）

从上述资料可知 ， “外馆？’ 的宣传经费每月 不超过 500 美元 ， 在经费如此短
缺的情况下 ， 自 然影响到了宣传的实质效益。 “驻菲律宾大使馆” 便曾向 “外交部”
表示 ， “外交部” 所刊印 的宣传刊物往往仅一二份 ， 而 “驻外使馆” 的人力 与财
力均有限， 并无法 自 行加制这些宣传刊物 ， 使得在宣传上产生困难。 ⑥ 其他外馆
的宣传活动诸如公开演讲、 招待茶酒会、 分发资料、 私人谈话等， 亦常因经费的

① 《“驻纽约总领事馆 ” 报 部 电 》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0 年 5 月 3 日 ， 馆藏号 2
02000001 49 1 5A， 《对外宣传台湾实况》 ， 无页码。

② 《 一 九 五 二三 年 国 际宣传工作检讨》， “ 国 史 馆 ” 藏， 《“外交部 ” 档 案 》 ， 未 标 日 期 ， 馆 藏 号 ：
0200000 14874A ， 《国际宣工作》 ， 1泛 3。

③ 《 一 九 五 三 年 国 际宣传工作检讨》 ， “ 国 史 馆 ” 藏 ， 扩 外 交 部 ” 档 案 》 ， 未标 日 期 ， 馆 藏 号 ：
0200000 14874A ， 《国际宣；1二作》 ， 页 5。

＠ 《“驻美大使” 顾维钧报部 电》， “ 国史馆” 藏 ， 但“外交部” 档案》， 1952 年 7 月 24 日 ， 馆藏号 2
0200000 l 4869A， 的卡籍宣传员诺曼 （Norman Paige） 工作报告》 ， 无页码。

⑤ 《送 “外交部” 一九五五年一至六月 国际宣传工作要点》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5 年 1
月 1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874A ， 《国际宣工作》， 页 l o

＠ 《呈报宣传工作情形由出， “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 1951 年7月 2 1 日 ，馆藏号：020000014917A， 《通
令外馆加强宣传案》 ，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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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 限制 了宣传活动的范围与成效。 ①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底下， 导致了对外宣
传活动多为限制 。 虽然 “外交部” 每年度均拟具对外宣传纲要 ， 但其中能否确实
执行 ， 颇具疑问。

再由宣传手法观之 ， 国 民党当局的策略在于透过国际宜传， 宣扬 国 民党当局
“反攻大陆”的理念。 因此主要透过各驻外使馆 以发送刊物的形式进行宣传的工作 ，
官方性质的宣传 “政治性” 过于浓厚 ， 能再为外人所接受 ， 亦为一大问题。 再加
上 国 民党当局在此际对外宣传上的缺失为缺乏一个有系统的组织 ， 国 内与海外宣
传系统紊乱 ， 未能确实收效。 ② 这些问题直到“广案” 的提出后， 方重新检讨与解决。

工 迂回前进 ： “广案” 的展开＿＿＿＿＿＿... 、

｛ 一 ） 广案的提出 与拟定

1 954 年 ， 中共与美国于 日 内瓦展开谈判 ， ③ 中国大陆与美国双方的接触使得
国 民党当局倍感压力 。 另一方面 ， 国 民党 当局在外蒙古人会的 问题上 ， 不得不行
使杏决权， ＠ 使得国 民党当局于此际感到在国际上 已孤立无援 ， 而且中 国代表权问
题势必年年于联合国大会中遭致讨论 ， 甚至有被中共取代的可能性 。 ③ 面临到国
际上的 困境 ， 迫使了 国 民党当局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对美宣传的策略 。

“外交部” 首先于 1954 年 10 月 向驻外官员广征意见 ， 其中 “驻联合国大使”
蒋廷踹便建议应放弃强调向外宣传 “反攻大陆” 的论述 ， 因为这种宣传内容在美
并不受到欢迎 。 此际国 民党当局应当有系统地邀请美国新闻界人士赴台访问 ， 强

① （（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报部快邮代电B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1 年 8 月 3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17 A ， 《通令外馆加强宣传案》， 页 1-3 。

② 百会议记录》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档案》 ， 1955 年 3 月 24 日 ， 馆藏号 ：707.5.0060 .
《广案》 ， 无页码。

③ 有关小共与美国 于 日 内瓦谈判的相关内容， 参见 ： 张淑雅 ， 〈（文攻武l早下的退缩 ： 美国决定与 中共举
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 ， 1954-1955》，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25 （台北， 1996.06 ） ， 页
379”4240 

④ 此处系指 1955 年的“整批人会案” 。 国民党当局拒绝的原因 主要为考虑到中共未来也有可能透过整批
人会的方式入联外 g 蒙古是否能入联 ， 亦关系到台湾岛上的民心士气 ， 故国民党当局无论如何坚持对外蒙
古入会案投否决票。 详情请参阅 ：萧道巾 ， （（冷战时期联合国政治一一1955 年 “整批交易 ” 入会案研究》 《政
治大学历史学报》， 29 （ 台北 ， 2008.05 ） ， 页 169-196.

⑤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 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立0060 ， 《广案》 ， 卫ii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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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国 民党当局的民主作风。 “行政院新 闻局驻纽约办事处处长” 倪原卿甚至提出
了 “国 民外交” 的构想 ， 鼓励新闻记者与教育文化界人士出 国访问 ， 加强在美 的
文化宣传工作。 ①

“外交部” 以这些驻外人员 的建议作为基础 ， 于 1955 年 2 月 拟定了 “外交部
对于加强对美宣传之初步意见” 。 在该初拟计划 中 ， 先行整合了过去繁冗的在美
宣传机构 ， 初拟 日 后所有的对美宣传将以 “大使馆” 作为指挥中心 ， 并受 “大使”
的指导与监督 。 此外 ， 邀请著名 的美国记者 、 专栏作家以及电视评论家赴台访问 ，
期待这些人回 国后能够为国 民党当局宣传 。 总而言之 ， 在 “外交部” 初拟的计划
中 ， 主要 的重点放在美 国 国会议员 、 新闻记者以及作家为主 。 ② 该草案于 2 月 26
日 的宣传指导小组第 14 次会议中修正通过。③ 由 于此对美宣传计划属于机密性质 ，
因此 “外交部” 此后便将此计划案密称为 “广案” 。

在确立主要 的宣传方针之后 ， 宣传指导小组于 3 月 24 日 针对对外宣传的 内
容进行讨论。 会议中提到由 于过去数年来国 民党当局在国外高呼反攻大陆的 口 号 ，
但 由 于 国 际情势的转变 ， 这种 口 号使得国际漠然 ， 目前的宣传重点应 当设法让美
国 民众消除 国 民党当局在大陆失败的印象 ， 强调台湾的进步。 在宣传方式上 ， 由
于透过国 民党当局的政府机关拍发新闻 ， 效果不彰 ， 此际应当设法让驻台的外国
通讯社拍发有关国 民党 当局有利之新闻 。 此外 ， 由于过去国 际宣传得主要问题为
组织的紊乱以及经费不足 ， 这些弊病皆必须在广案中予以解决。 ③

有别于过去强调 “反攻大陆” 的宣传以及偏重与美国政界的往来 ， 从广案的
设定方针来看 ， 国 民党当局 巳决定从美国 的新闻以及文化界人士着手 ， 采取迂 回
的方式 ， 企图透过美国人之 口 ， 达到对美宣传的功效。 宣传的 内容上 ， 也主要让
美国人民认识台湾 ， 尽量避免政治性质 的宣传 ， 让美国人民 比较国 民党当局在台

① 《签呈》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 1955 年 3 月 1 6 日 ，馆藏号 ：707 .5 .0059，《广
案》， 无页码。

② 《“外交部” 对于加强对美宣传之初步意见》，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1955
年 2 月 26 日 ， 馆藏号： 707.5.0060 ， 《广案》 ， 无页码。

③ ｛（中 央宣传指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记录机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1 955 年 2
月 26 日 ， 馆藏号： 707.5,0060 ， 《广案》 ， 页 4。

④ 《会议记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矿外交”档案》， 1955 年 3 月 24 日 ，馆藏号：707.5.0060 ，《广
案》 ，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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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进步” 与 “民主” ， 借此比较共产 中 国 的 “暴政” 。 ＠

｛ 二 ｝ 广案的 内窑

国 民党当局制定广案的主要 目 的 ， 即考虑到官员 间 的关系 固然重要 ， 但亦具
有时效性。 美国政府的政策多为 由 国会所主导 ， 而国会亦受社会舆论的影响 g 因
此 ， 若能够通过美国社会舆论进而影响美国国会的政策 ， 如此便更能深入且有效
地影响美国对台政策 ， 未来即使美国当政者对台态度有所不利 ， 亦难有所改变。 ②
在实际作法上则透过美国之社会领袖 ， 包括社会名流、 新闻记者、 学术界人士等
对 国 民党当局有正确之认识， 由 此种认识发生同情 ， 由 同情进而支持 国 民党当局 。

广案的宣传方针与原则经 由宣传指导小组讨论确立了之后 ， “外交部” 又掠
定了 “广案” 的详细内容。 就性质而言 ， 此计划案分为 “在美宣传计划” 、 “在台
配合对美宣传” 以及 “邀请美国人士赴台” 三个子案 ， 分别为 “广子” 、 “广丑”
以及 “广寅” ， 以下将分别叙述之。

1 . 广子案
在美进行宣传工作密称为 “广子” 。 在 “广子” 中 ， 将过去繁冗不一 的对外

宣传机构与职权进行清楚地划分。 对美宣传机构主要 由 “外交部” 主持， 并督导
“新闻局” 及 “ 中央通讯社” 。 ③ 为了求宣传计划能够统一以达成效 ， 在美所有的
宣传机构之业务 、 人事 、 经费等项 目 ， 皆由 “驻美大使” 负责督导与支配。 ④ 因此 ，
蒋 中正特别指定具有新闻宣传背景的董显光接替顾维钩任 “驻美大使” ， 借其专

① 根据张淑雅的研究指出 ， 时任美国 “驻华大使” 的兰辛 （Karl Ra此时 早在 1953 年 1 1 月 6 日 便曾建
议华府鼓励蒋中正将台湾建设成民 主的橱窗 ， 让大陆人民相信在国 民党当局统治下的生活较理想 ， 借此造
成华人对中共的离心力 。 后来在美国鼓励下 ， 国 民党当局开始在宣传上强调 台湾是 “ 自 由 中 国” 民主橱窗 ，
而兰辛的建育多少帮助 1950 年心战 口 号的产生。参见 2 张淑雅 ，｛（蓝钦大使与 1950 年代的美国对台政策》，《欧
美研究》 ，28:1 （ 台北 ， 1998.03 ） ， 页 207。 显见国民党当局的国际宣传策略或多或少有受到美国的鼓励与协助。

②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1-20

③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 “ 1j.1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 无页码。

④ 《签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 页 17”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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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执行广案的内容。 ①

在行政组织上亦有所更动 ， 处理了 “行政院新闻局” 与 “外交部” 在国际宣
传业务上职权分配的问题。 “外交部” 原拟改组 “行政院新闻局’＼ 将该局国 际宣
传部分划 归 “外交部” ， 成立 “外交部新闻局” ， 或 “ 外交部 国际宣传处” 。 ② 但
经 由 “总统” 批示之后 ， “行政院新闻局 ” 仍暂存在 ， 在国 际宣传部分的业务与
组织统一划归 “外交部” 办理。 ③ 另一方面 ， 增加 “外交部” 员 额 ， 将 “新闻局”
驻外工作人员纳入 “外交使领” 体系之内 。 ④ “新闻局驻美办事处” 则负责在美之
新 闻传播工作 ， 对外以 “ 中国新闻社” 的名义 ， 在各地设立分处 ， 处理美国各地
的新 闻传播工作 。 在新闻局未设分处之地则 由 “外交部” 设置 “新闻专员 ” ， 专
司对外宣传工作 F ③ 并与各单位维持密切的联系 ， 以确实掌控在美有关国 民党当局
的相关新闻 。 ⑤ 新闻资料收集的部分 ， 则是 由 中 国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负责
收集大陆情报 ， 再送 “新闻局” 与 “外交部” 分别转发驻美单位及美国人士使用 。 ⑦
中 央杜则是在台重建其 20 千瓦之对美摩斯新 闻 电 台 ， 负责传递政府主要措施之
新闻及提供在美宣传材料， 并每 日 定期 向金 山抬发新闻以及参考消息 ， 在美则委

① 董显光回忆就任 “驻美大使” 前的情形 z “… …因为最近决定一个重要宣传计划 ，蒋 “总统” 决定我
是执行这个计划最适当 的人。 现任 “驻美大使” 顾维钧虽然他的长期 “外交” 经历有辉煌功绩叮稽 ， ｛亘在
宣传方面仍应予我以优先考虑” ， 参见 2 董显光 （著） 、 曾虚白 （译） ， 《董显光 自 传 ： 一个中国农犬的 自 述》
（ 台北2 台湾新生报社 ， 1981 ） ， 页 197。 顾维钧则于 1956 年 1 月 6 日 接到蒋中正命其至台北议事的电报，
其并于 1 月 22 日 抵达。 顾维钧囚忆当时的情况云 ： “我抵达台北之 日 ， 当 ‘外交部长 ’ 驱车送我去他的住
所时 （ 即我去官邸渴见蒋委员长的一个半小时前） ， 我问他要我赴台湾的真正 目 的是什么 ， 这时他才告诉我。
他说他认为蒋委员长意中对华盛顿的职位 已另有人选。 但他是以提间的方式表达的， 说是在跟我讨论， 肴
我对此有何意见。 他还说 ， 我的继任者可能是董显光飞 由 于颐维钩在国 民党当局的地位颇为崇高 ， 蒋中
正为避免与其直接谈及 “驻美大使” 一事 ， 因此透过陈诚 “副总统” 与其洽谈之。 顾维钧本人亦知其中原
委 ， 故主动以年纪为自 向 “总统” 提出辞呈， 蒋希望其担任巡回大使， 顾拒之 ，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 ， 最后
顾维钧接受了 “总统府资政” 一职， 也结束了其 “驻美” 生涯。 参见 z 颐维钧 （ 著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 （译） ' ((JJ颜维钧 回忆录第 ｜－二分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3 ） ， 页 699 , 713”719 。

②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1955 年 3 月 16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
案》， 页 13”14。

③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955 年 口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广案》 ， 页 4。

④ 《签呈》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般 ，《“外交”档案》， 1955年3 月 16 日 ，馆藏号 ： 707.5.0060 ，《广案》，
页 1 3-140 此提议最后由蒋中正于 1 1 月 30 日 批准。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
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4。

⑤ 《签呈》 ， “小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俨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 1 月 2 1 臼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 页 17。

⑥ 《签呈》 ， “ 哼1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俨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凹，20

⑦ 《中央宣传指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记录》，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C外交” 档案》 ， 1955 年 2
月 26 日 ， 馆藏号 ： 707立0059 ， 《广案》，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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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美 国新闻无线 电公司在金 山 收录后 ， 再转 “新闻局驻纽约总办事处”。 国 民党
当局在美并不与各新闻社竞争发稿 ， ① 并维持与各通讯社的现有关系 ， ② 透过美国
通讯社进行发稿的工作， 以降低台湾方面直接宣传的成分。

除了对外提供新闻数据以外 ， 在 “广子” 案中亦在 “新闻局驻美办事处” 底
下设置专门演讲机构 。 由 “新闻局 ” 负责搜集演讲员演讲时所需之材料 ， 并备有
图表与幻灯片及影片 ， 以备讲员 出席演讲时之用。 ③ 此机构对外使用 “中 国新闻社”
的名义， 对内组织经费人事均独立 ， 直接向 “驻美大使” 负责。 该机构主要是在
美国各学校或团体中进行演讲工作， 演讲主题除了共产党存亚洲之发展史、 台湾
之建设与改革、 国共在抗 日 期间之关系以及 “ 中共在大陆的暴政” 等政治性议题
之外 ， ＠ 亦透过这些演讲宣扬中 国学术文化。 ⑤ 总之 ， 在美宣传的工作主要是以演
讲与发送新闻资料为主， 并介绍台湾的建设与共产党在亚洲的历史 。

2. 广丑案
广案的一大重点是邀请美国人士赴台访问 ， 借由美人之 口 为国 民党当局宣传。

为配合邀请美国人士赴台观光之工作 ， 将 “ 自 由 中 国 ” 塑造成一个有秩序、 有组
织 、 注重卫生以及尊重法纪的 “ 国家” 。 “外交部” 拟定了加强建设与塑造国际形
象之计划 ， 该计划密称为 “广丑” 。

在内容上 ， 代表当局门 面的机场内之设备与布置应予刷新 ， 尤其是机场内 的
厕所卫生及饮水之供应尤应特别注意。 ⑥ 除此之外 ， 应迅速整修台湾各重要城市
之市容 ， 并在风景区或工业区设置小型招待所， 并配合美国人士之休闲活动 ， 开
放各地之海水浴场。 ⑦

为 了避免让美国人士对 国 民党当局有独裁之感 ， 因此 ， 在各机场之检查手续
①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 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广案》 ， 页 16-170 
② 《签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180
③ 4签呈》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 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707.5.0060 '

《广案》， 页 21-22。
④ 《练是》，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1 月 21 日 ， 馆藏号 ：707.5.0060,

《广案》， 页 21-220
⑤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r外交” 档案班，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21 。
⑥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C外交” 档案》 ， 1 955 年 11 月 21 日 ， 馆藏号’ ：707五0060 ,

《广案》， 页 23国240
⑦ “外交部”所指定建筑的招待所如下 z 台 中市内招待所 、 四重溪招待所、 台东招待所以及苏澳招待所。

《签呈》，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V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
案》， 页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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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简捷， 宪警及武装人员应尽量减少 ， 其有必要任务者则 以改着便装为原则 。
借此塑造国 民党 当局为一个 “ 自 由 民主国家” 的形象。 在参观的内容方面 ， 为 了
表现当局是 “正统中 国” ， 美国人士赴台访问的内容也经过 “外交部” 事先设计 ，
如加强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整修了啕程， 并将台北 “故宫博物院” 文物择地公开展览 ，
或运送至美国展出 g 并鼓励与推广平剧 ， 在台进行巡回表演。 除此之外 ， 台北及
台商两地之孔庙应略予整修， 以供外人参观 ， 借使其费 了 国民党当局维护中华 E
有文化之精神 。 ①

3 . 广寅案
除了拟定配合邀请美国人士谛台 的 “广丑” 计划之后 ， 如何邀请以及由谁来

邀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 ， “外交部” 特拟邀约美国人士赴台访问的计划案 ，
此计划密称为 “广寅” 。

在 “ 广寅” 案 中 ， 邀请赴台访问之对象不限于对 台态度 良好者。 “外交部 ”
拟定每批赴台访问者 ， 对台友善者可 占一三人， 对台采取批评态度者也可以酌量
邀请， 主要的对象为对台素无印象者为佳。 ② 在邀请方法上 ， “外交部” 考虑到若
公开以当局名义邀约其赴台观光 ， 其用意或许过于显露 。 因此， 在邀请时尽可能
地避免运用当局的名义邀请 ， 而是由有关机构以业务土的关系为 由 向外提出邀请。
例如 由 “ 中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邀约农业专家 ， 工业委员会邀约工业界人士 ，
学术界则 由 台湾大学负责邀约 ， 尽可能地减少官方色彩。 “外交部” 也同时鼓励
由 民间 团体进行邀约 ， 运用交流或考察的名义进行邀请。 ③

邀请美 国人赴台访问 ， 重点放在让来访者 了解 “ 自 由 中 国 ” 的进步。 因此，
当美同人来访问时 ， 推广重点应放在将台湾土地与农业之改革 、 工业之进步、 军
队之纪律及训练 、 地方 自 治之推行以及 国 民党当局对中 国 固有文化之维护与保持
等。 ④ 如此方能在使赴台访问之人士有着 “ 自 由 中 国 ” 进步与繁荣的印象。

上述计划 于 1 955 年 1 1 月 21 日 经 由 “行政院长” 核虽后 ， 蒋 中 正 “ 总统”

① 《签呈》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比 1955 年 1 1 月 2 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广案》， 页 25”270

② 《签呈》，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广案》 ， 页 25.

③ 《签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 .0060 ' 
《广案队 页 24-25.

④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 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 .5.0060 ' 
《广案》， 页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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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 日 代 电 ： “此意见大体可 同意”。 ＠ 经过修正后 ， 蒋中正最后于 1956 年 1 月
14 s 批准 ： “原则可照准， 应 自 本年专月 开始” 。 ② 经费的部分， 有鉴于过去在外
宣传经费，上的不足 ， 广案的一大特色就是具有 固定的经费以供在外宣传运用 。 由
于广案计划庞大， 1956 年整年度 的所需经费 即 为美金三十二万二千九百余元。
经由蒋中正裁示后 ， 广案经费美金的部分暂由 毛邦初案 ③ 所收 回 的款项中垫拨。 ③
由 在纽约的 “ 中 国银行” 内另立专户存储备付。 ⑤

（ 三 ｝ 实施情况

广案原按照蒋中正的裁示应于 1956 年 3 月 开始实施 ， 但因请拨经费辗转费
时 ， “驻美大使馆” 的广案工作直到 1 956 年 6 月 才开始展开。 各地领事馆则延至
1957 年元月 开始工作。 ⑥ 目前从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的报告中 ， 可 以一窥广
案执行初期的工作内容。

由 于广案的考虑 ， 国 民党当局特派具有新闻 以及宣传背景的董显光前往美国
任“驻美大使” ， 以配合广案的宣传工作 。 董显光于 1956 年 6 月 至 1957 年 6 月 期 间 ，
前往美 国各地对公司 团体集会发表演说 52 次 z 并密约美方具有影响力 的人士酌

给津贴 ， 促其为 国 民党当局做宣传活动 ， 并收集有关情报。 ⑦ 在 “大使馆” 内部 ，

①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扩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 无页’码。

② 《“行政院” 代电》，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957 年 7 月 13 日 ， 馆藏号 ：
403.0010 ， 《情报与宣传s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 新加坡美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中 国 〉 等刊物s 我国既
定政策》。

③ 1948年底 ， 国 民党子徐蚌会战中失利 ， 蒋中正于下野前命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毛邦
初将采购武器之一千万美元转入其私人户 头 ， 以免遭到美国冻结或落入中共的手中 。 尔后 ， 毛邦初将这笔
款项挪作私人用途， 国 民党 当局便与毛在美国进行官司诉讼 ， 最后美国法院子 1954 年 6 月 判定国民党当
局有权向毛邦初索还六百三十六万余美元。 参见 2 周宏涛 〈 口述 ） 、 汪士淳 （撰写） ， 《蒋公与我 ： 见证 “中
华民国” 关键变局》 （ 台 北 ： 天下远见 ， 200抖 ， 页 3日，335。

④ 《关于执行广案之简单说明》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4.

⑤ 《“行政院” 令》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部” 档案》 ， 1956 年 3 月 22 日 ， 馆藏号 ：
427.001 8 , （（国军装备等 g 广案 g 军协特别增援》 ， 无页码。

⑥ 此处所指之各地 “领事馆” 为金山 （San Francisco） 、罗安琪 （Los Angeles） 、芝加哥 （Chicago） 、 西
雅图 （Seattle） 以及霍斯敦 （Houston. ） 。 参见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藏号： 403.0010 ， 《情报与宣传 ，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 新加坡美
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中 国〉 等刊物 ， 我国既定政策》 ， 元页码。

⑦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 档案》 ，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
藏号 ： 403.00 10 ， 《情报与宣传 ，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 ， 新加坡美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巾 国 〉 等刊物， 我
国既定政策》 ，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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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按照计划 中所拟 ， 设立专门演讲机构 ， 由 曾在 “ 中央宣传部” 任职的骆传华负
责主持。 骆传华于 1 956 年 12 月 6 日 自 1957 年 6 月 19 日 期 间 ， 演讲’达 32 次。 此外 ，
同期 内 尚有其他台美人士 8 名 ， 应邀演讲 1 9 次。 演讲主要的对象多为美国 各级
学校及扶轮社的 民 间 团体。

在与美国新闻界联络的方面 ， 以非官员身份出面者 ， 较易获得效益 ， 且亦可
借机说明 国 民党当局对国际之观点及探查外人对于国 民党当局之普遍态度 。 因此 ，
董显光特别 向新闻局借调 中央社社民曾虚白前往美匾 ， 以 中央通讯社记者的身份
协助 “驻美大使馆” 在各地活动 ， 借此联络美国新闻界 ， ① 此提议经由 “新闻局”
同意后开始实施。 ② 曾虚 白 留美四月 期间 ， 先后与美方报界多所接触 ， 并在 “美
国之声” 发表谈话， 并到美国各地演讲。 ③

广案的重点原为联络美国文化与新闻界人士。 广案实施以来， 驻美各 “领事”
开始加强办理宣传 ， 接触台美新闻文教界人士 ， 增进辖 i丘 内 留学生的联系了．作 g
并加强在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 如与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华
盛顿大学 （Uni飞rersity of Washington） 与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合作 ，
1957 年 5 月 举办台美文化关系 圆桌会议， 董显光 “大使” 亦出席并演讲。

“广案” 为正美国一般社会 的视 听 ， 企图与美国具有影响力 的 民 间组织如美
国外交政策协会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进行联系 。 在方法上， 以运用台北
的民间团体与该协会争取联系 ， 径寄英文宣传资料。 ③ 此外 ， 国 民党当局有鉴于
过去对于留学生联系工作的薄弱 ， 在广案中 国 民党当局也特别针对留学生进行工
作。 除 了成立 “ 中美学会 （ China House Association）冉 并发行 《留美学生通讯》 ，
以维系与掌握海外 留学生的动向之外 s 在与 留学生的接触上 ， 亦尽量避免出 党部
直接派人前往解决 ， 而是由 同行之人士进行劝说工作。 ⑤

邀请外人赴 台本亦为广案的项 目 之一 ， 在执行初期 ， 便邀请了记者布朗夫
① 《“驻美大使”董显光报部电》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部”档案》 ， 1956 年 1 1 月 19 日 ，

馆藏号 ： 707.5.0001 ， 《人事 （广案 ）》 ， 无页码。
② 《“行政院新翔局”函“外交部”P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旗 ， 扩外交部”档案》 ， 1 956 年 1 1 月 23 日 ，

馆藏号 ： 707.5.0001 ， 《人事 （广案）》 ， 无页码。
③ 《“外交部” 蛊 “行政院”》，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

藏号 ： 403.00 10 ， 《情报与宣传 z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g 新加坡美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中 国〉 等刊物 s 我
国 既定政策》 ， 元页码。

④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
藏号 ： 403.001 0 ， 《情报与宣传g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s 新加坡美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中 国〉 等刊物 s 我
国 既定政策》 ， 元页码。

⑤ 《签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扩外交” 档案》 ， 1955 年 1 1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60 ,
《广案》， 页 7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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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 （Constantine Brown） 、 作家艾德莉 （Freda Utley） 及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陈宪章
( He町 Chen） 赴台参访。 但执行初期因受到 中 国游说团组织 （China Lobby ） 的
影响 ， 使得多数美人对于 国 民党当局 的邀请皆有所顾虑ο ① 除 了 美国地方之外，
国 民党 当局亦加强中南美洲 的部分。 计 自 1957 年 2 月 至 5 月 期 间 ， 即邀约 了墨
西哥、 尼加拉瓜、 秘鲁 、 多米尼加 、 哥斯达黎加 、 危地马拉及巴拿马等八国九人
赴 台 。 ② 从广案实施初期 的报告观之， 广案执行初期 尚颇具成效。

四 、 在美聘请公关公 司 为 台 宣传

虽说广案主要的重点在避免 “官方宣传” ， 但对外执行机构主要仍 以 “驻美
各使领馆胃 为主， 难脱 “宫方色彩飞 此外 ， 广案仅针对文化界或新闻界等特定
人士 ， 难将整个 “ 自 由 中 国 ” 推销到美 国 的 民间社会。 另 一方霞， 此际美国各大
报均显著地刊载有关中共的新闻 ， 尤其是宣传其建设的进步 z 相对的 ， 对于有关
国 民党 当局 的报导反而较少 。 因此， “外交部长” 叶公超便向 “外交部” 提议 国
民党当局应当仿效英、 法、 土耳其、 泰 国 以及菲律宾的例子， 在美国鹿用一正当
并向美司法部正式登记之公关公司 ， 从事一部分宣传活动 。 ③1957 年 4 月 ， 经由
纽约州长杜威 （Thomas Edmund Dewey, 1 902-1971 ） 的介绍 ， 美 国公关公司莱
特公司 （Hamilton Wright Organization ） 与 国 民党当高 “驻联合国大使” 蒋廷髓
开始接洽关于为 国 民党当局在美宣传之相关事宜。 国 民党当局展开了聘雇公关公
司在美宣传的计划 。

（ 一 ｝ 接触过程

经 由 纽约州长杜威的介绍之后 ， 蒋廷前面与莱特公司于 1957 年 5 月 2 日 针对
计划 内容进行讨论。 莱特公司认为 目 前美 国社会对于台湾的实际情况极为陌生。

①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声 ，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
藏号 ： 403.0010 ， 《情报与宣传， 应用公共关系公司事 ， 新加坡美新处 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中 国 〉 等刊物 g 我
罔既定政策》 ， 无页码。

＠ 《“外交部” 呈 “行政院”》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队 1957 年 7 月 23 日 ， 馆
藏 号 ： 403.0010 , （｛情报与宣传，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g 新加坡美新处向华侨寄赠 〈 自 由 巾国 〉 等刊物 ， 我
国 既定政策》 ， 无页码。

③ 《陈雄飞报部电》， “国史馆” 藏，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2 月 5 日 ， 馆藏号 ：020000014923A ， 《展
开对美宣传案》 ， 页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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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 莱特公司拟以介绍台湾的方式 ， 以专文、 新闻影片、 电视以及电影短片的
方式 ， 在各报馆、 杂志、 新 闻影片公 司 、 电视公司 以及好莱坞 （Hollywood） 影
片商发送。 在方法上 ， 即透过美 国人的立场向美国人民报导 国 民党当局在台湾的
实况 ， 向美国选民传达国 民党当局在艰 困环境中所获得的成就 ， 借此让选民选出
支持国 民党当局的政治人物。 ①

有鉴于过去对于美国官员或特定人士的宣传活动 ， 国 民党当局聘请莱特公司
从事宣传的考虑在于将重点放在美 国一般人民， 尽量避免直接的政治宣传 ， 以增
加美国一般社会对 国 民党 当局的基本认识。 ② 经过讨论后 ， 国 民党当局为加强对
美宣传起见 ， 已初步决定聘用纽约之莱丰轻去司 。 ③ 此项决议于 7 月 27 日 经由 中央
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小组第三次会议的最终决议后 ， ③ 正式确立 了与莱特公
司 的合作计划。

在确立 了 与莱特公司 的合作计划之后 ， “ 中 央宣传指导委员会” 第二小组特
别成立 “莱特公司项 目 小组” 负责处理莱特公司为台宣传事宜。 此小组之召集人
为 “行政院新闯局长” 沈错 ， 其他成员包括了 “ 中 国广播公司 ” 总经理魏景蒙 、
“外交部美洲司 司长” 许绍 昌 、 “总统府秘书” 沈剑虹以及 “ 中 央通讯社副总编辑”
曾 虚 白 。 该小组的主要职责为与莱特公司代表人员讨论在美宣传计划 ， 但倘若遇
到需要由高层决定之事项则转呈 “行政院副院长” 黄少谷与 “外交部长” 叶公超
会商处理。 在美国 的部分， 则 由 “新翔局驻纽约办事处” 与该局在纽约所设置的
“ 中华新闻社” （The Chinese News Service） 负责合约执行的部分， 重大事项则交
由 蒋廷串串 “大使” 与董显光 “大使” 指示办理。 ⑤

莱特公司项 目 小组于 7 月 3 1 日 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莱特公司宣传材料与 内

① 《美国莱特公司一九五七年五月 二 日 致驻联合国蒋代表廷献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
交” 档案》 ， 1 957 年 5 月 2 日 ， 馆藏号 ： 403.00 10 ，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JJ:》 ， 无页码。

② 《外 （46） 美→字 。 八一 0 七号呈文抄本》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 ， 《“外交” 档案》 ， 1957
年 6 月 21 日 ， 馆藏号 ： 403.00 10 ，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事》 ， 无页码。

③ 《“外交部长” 叶公越函 “新闻局长”沈倚》 ， “ 国史馆”藏 ， 《“外交部”档案》， 1 957 年 7 月 18 日 ，馆藏号’ 2
020000014923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无页码。

④ 《巾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小组第三次会议议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外交”档案》，
1957 年 7 Yi 21 日 我 馆藏号 ： 403 .0010 ， 《广案》 ， 无页码。

＠ 《“外交部” f 新闻局” 是 “行政院”》 ， “国史馆” 藏， 《“外交部” 档案》， 1957 年 8 月 29 日 ， 馆藏号：
020000014924A ， 《展开对美宣传案》 ， 元页码。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扩外交部”
档案》， 1962 年 8 月 J R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289 



290 

金门 ： 内战与持战

容上的方针。 除了确实控制莱特公司所运用之宣传材料之外 ， ① 该小组亦拟定了莱
特公司在美宣传之三项原则 ：

1 . 澄清 美 国 人对我 国 的各种成见与 误解。

2. 说明 我 国 的 最终政治 目 标为 光复大陆 ， 建设台 湾 即 为今后建设大陆的 蓝本。

军 事建设固 以此为 目 标 ， 即农工经济建设 亦在配合此一 目 标 而努力

3. 强 调 台 湾本为 中 国 领 土 的 一部 分 ， 台 湾人 即 为 中 国 人。 ②

在宣传内容的重点主要分军事 、 农村与工业三方面。 在军事上表现国 民党当
局军队力量强大 ， 士兵年青以及士兵水平提高 ， 各除役军官亦积极从事经济建设。
国 民党当局在善用美援武器之下 ， 以金马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在农村方面则表现
土地改革后 ， 农村生活富庶康乐 ， 强调农村建设的进步， 如水利、 卫生、 教育等，
表现台湾农业资源的富庶 ， 并附带强调 中共土改实为一骗局。 工业上则展现出 台
湾突飞猛进 ， 并强调美国工业界与台湾工业合作的情形 。 ③ 此外 ， 国 民党当局特
别要求莱特公司工作的范隅并非仅限于美 国 ， 而是将宣传范围扩至全世界 ， 并加
强 日 本与东南亚的宣传工作 。 ④

这些原则 国 员党当局 于 8 月 2 日 至 1 1 日 莱特赴台 观光期 前进行讨论 ， 并强
调此次宣传计划并非宣传游览事业 ： 而是要澄清美 国人对国 民党当局的各种成见
与误解， 希冀透过莱特公司 的宣传 ， 让美欧 民众接受 国 民党当局所欲传达的理
念。 ⑤ 经过讨论之后 ， 这些原则被莱特所接受 ， 其于 1 1 日 返美开始准备工作。 ⑥

① 该小组考虑到因 台美观点不同 ，所以在材料的运用上可能有不符合国 民党当局需要者 ， 为保障国 民党
当局利益并 加 以控制起见， 应于合约 中订明该公司 就执行本计划之一般$：项 “商承中华民 国政府新 闻局
同意” （In Consultation and in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等样 ， 以确保国 民党当局对于该公司宣传材料上的掌握与控制 。 参见 ： 《中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小
组莱特公司项 目 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 “ 国 史馆” 藏，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7 月 3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 《展开对美宣传案》 ， 页 2。

② （（中 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 会第二小组莱特公司项自 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7 月 3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页 2。

③ 《中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小组莱特公司项 目 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7 月 3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 l 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页 2-3 0

④ 《 ι·1＂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小组莱特公司项 目小组第一次会议纪录》 ，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7 年 7 月 3 1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JI.I 1 -2 。 这些原则方案蒋中正
于 8 月 2 El 批准。 参见： 《“行政院” 令 “外交部”》，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挡案》， 1957 年 B 月 5 日 ，
馆藏号 ： 0200000l 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元页码。

⑤ 《我政府聘请纽约莱特公司协助对美宣传全案节赂》 ， “ 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 1957 年 9 月 26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2 ， 页 3-40

＠ 《“新闻局” 签呈》 ， “国史馆” 藏，《“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8 月 17 日 ，馆藏号 ：020000014924A， 《展
开对美宣传案》 ， 元页码。 《“外交部” f 新闻局” 呈 “行政院”》，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7
年 8 月 29 日 ， 馆藏号 ： 0200000 14924A ， 《展开对美宣传案》， 元页码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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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 民党 当局与莱特公司之间 已 有共识， 但莱特为国 民党当局在美建立公
共关系并为台宣传实为一庞大的计划 ， 在经费上 自 然所费不货。 莱特公司原本提
供 30 万美元与 20 万美元的宣传方针， 但为求扩大宣传效果 ， 蒋中正最终决定按
照 30 万美元的计划 内容实施。 经费来源如 同 “广案” 般从毛邦初案 的款项下先
行垫付， 日 后再进行归还 。 ① 国 民党当局与莱特公司的第一次合约 自 1957 年 10
月 1 日 起至 1 958 年 9 月 30 日 止 ， 为期一年。 根据该项合约 ， 莱特公司主要工作
为发行电视片 、 影片以及新闻报纸与照片 ， 并安排美国记者访台 。 ② 国 民党当局
透过公关公司为台宣传的计划正式展开。

（ 二 ） 宣传手法

在讨论莱特公司为 国 民党当局宣传的 内容与成效之前， 必绩针对莱特公司 的
宣传手法与策略进行讨论 ， 方能理解莱特公司在不同时期 的宣传内容所代表的意
义。 诚如前述 ， 美国一般社会对于 “ 自 由 中 国 ” 的 内部情形感到陌生。 是此 ， 莱
特公司在宣传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p 在前期的工作 目标主要是让美国社会了解
“ 自 由 中 国 ” ， 待一般人民对于 “ 自 由 中 国” 有一概略性的认识之后 ， 再将宣传工
作重点集 中于报导 “ 自 由 中 国” 之备战情形及讨论国民党当局与世界局势之间 的
关联性 。 另一方面 ， 由 于公共关系 的建立与舆论以及公共传播方式关系密切 ， 因
此在美 国社会建立公共关系也是宣传初期的→大重点 ， 如此方能使美国杜会逐渐
加深对 “ 自 由 中 国 ” 之认识。 ③ 为达此 目 的 ， 莱特公司在宣传初期强调观光事业
的报导 ， 让美国人民 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与风俗习惯 。 宣传风格则运用多样性变
化 ， 有时以轻松井含人情味的做法 ， 有时则用认真之态度报导 ， 让美国人民了对
“ 自 由 中 国 ” 产生了解与同情。 ＠

此外 ， 莱特公司亦加强与报界以及电视界的接触。 依据莱特公司的经验 ， 凡

① 《“ 行 政 院 ” 令 “ 外 交部 、 ， “ 国 史 馆 ” 藏 ， 矿 外 交部 ” 档 案 》 ， 1957 年 7 月 5 日 ， 馆 藏 号 ：
02000001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无页码。

＠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62 年 8 月 1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庭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③ 《第三次工作报告》 ， “小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皑案馆藏，《“外交部抓档案》， 1958年4月 10 日 ，馆藏号 2
707.5 .00326 ， 《约雇菜中夺去斗司宣传案》 ， 元页码。

④ 《第三次工作报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 1958年4月 10 日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元页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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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报导性质之资料 ， 极易被接受 ： 反之， 属宣传性质者， 则难被采用。 ① 因此莱
特公司将宣传内 容以新闻报导的形式传达 出 去 ， 先引起美国人对于 “ 自 由 中 国 ”
的注意 ， 再趁机以巧妙的方式加入若干政治性宣传 ： 如此方能够使国 民党当局所
欲宣传之内容深入且广泛地散布于美国一般社会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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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第一次合约
( 1 ） 新闻片

｛ 三 ｝ 实际内容

针对不 同 的群体运用不同 的宣传媒介 ， 方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 在莱特公司所
拟的计划 中 ， 主要是以 “报导” 的方式向美国 民众介绍 “ 自 由 中 国 ” 的内部情形 。
因此 ， 新闻片 的拍摄成为莱特公司为台宣传的重点之一。 莱特公司在新闻片 的制
作过程中 ， 获得国 民党当局全力 的协助 ， ＠ 赴台拍摄一些其他新闻媒体无法拍摄到
的镜头 ， 如此便能以独家的方式在美国进行报导 ， 更能加深美国人民对于 “ 自 由
中 国 ” 的了解。 ③ 这些新闻 片主要在电视网 、 电视台 以及电影院中放映 g 而短片
则针对供电视使用及特殊团体放映 ， 如商人、 教师、 学生 、 俱乐部等。 ＠ 希冀透
过这种报导的方式 ， 传达国 民党当局所欲传达的内容。

莱特公司所发行的新闻片 ， 起初为建立国 民党 当局在美国 的公共关系 ， 所以
偏重于报导 “ 自 由 中 国 ” 内 部的进步情形 ， 如有介绍 “ 自 由 中 国 ” 内部建设之新
闻片 ， 如 “台湾堡垒” 、 “ ‘ 自 由 中 国 ’ 退伍军人在台湾筑了一百九十哩长的公路” 、
“用双手从坚石 中开出来的横贯公路” 、 “ ‘ 自 由 中 国 ’ 创米丰收纪录＼ “过剩的廿

① 《第三次工作报告》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铛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1958 年4月 10 日 ， 馆藏号：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② 莱特公司与国民党当局悠约之后 ， 莱特公司 马上展开为台主传的工作。首先派机组人员赴台取材，拍
摄新闻影片或电影。 国 民党当局方面可说是全力配合 ， 动员全台 可用资源协助其取材。 如在 1957 年 9 月
25 日 即针对莱特公司赴台拍摄 “三军进步情形” 影片 ， 进行联合讨论， 如 由 “陆海绢各总部” 子 27 日 前
将有关资料送 “外交部” 汇5甘 ， 而稻 因 ll 1脉海岸线等地区的拍摄活动 由 “防卫总部” 提供资料 ， 空中摄影
所需的飞机由空军总部负资派遣。 《美国莱特公司赴台拍摄电影协调会议记录》，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9 月 25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 《展开对美宣传案》， 无页码。 虽然为莱特公司赴台
拍摄影片动员 各相关单位 ， 但 “外交部” 依然视此事为最高机密。 如 “外交部” 的 “国防部台湾省保安司
令部” 商讨莱特公司赴台拍摄相关影片时， 便曾特别指出 “对外行文时请绚叙及莱特公司及与我政府之关
系”。 参见： （（＂外交部” 函 “ 国 防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 ， “国史馆” 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7 年 9 月
17 日 ， 馆藏号 ： 020000014924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无页码。

③ 《莱特项 目 小组第四次会议纪录》 ， “同史馆” 藏 ， 《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1 1 月 1 5 日 ， 馆藏号：
020000014925A， 《展开对美宣传案》 ， 页 Zo

④ 《第 4次工作报告》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旷「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12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页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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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可供出 口 ” 以及 “歌仔戏盛行台湾各地” 等新闻片 ， 内容包含了农业、 工业
建设以及文化发展等主题。 ① 莱特公司试图透过这些新闻片 的 内 容 ， 传达出 “ 自
由 中 国 ” 内部的繁荣与进步。

除 了介绍 “ 自 由 中 国” 进步的宣传 内容外 ， 莱特公司 亦参杂着政治性议题，
将 国 民党当局 “反攻大陆” 的论述 “偷渡” 至美 国社会。 ② 这些新闻片 皆透过美
国 国 内 的大型 电视公司 如 国家广播公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 哥伦
比 亚广 播 公 司 （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 福斯新 闻 片 公 司 （Fox United 
Press TV） 、 合众社合办电视部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 以及米高梅电视公司
(MGM Telenews-TV） 在美 国各地发行。 ③

由 于国 民党当局与莱特公司签约前即要求宣传地区不仅限于美国 ， 因此莱特
公司便将这些新闻片发送至世界各地 。 米高梅新闻片公司 即运用 “今 日 新闻” 此
一单元的模式 ， 将这些新闻 片发行至全球各地。 ＠ 此外 ， 赫斯特 · 米特劳顿新闻
片公司 （Hearst Metrotone News ） 亦负责美国 以外地区的发行或发交个别之国外
新闻片公司 。 ⑤ 如 1957 年 12 月 5 日 所发行之 “蒋 ‘ 总统 ’ 暨夫人视察不可能之
公路” 此一新闻片 ， 便在比利时、 法 国 、 德 国 以及西班牙等地放送。 而 “ ‘ 自 由
中 国 ’ 的奇迹 （Miracle in Free China）” 此一新闻片甚至被转译成多种语言 ， 在非洲 、
中南美洲 以及东南亚各地拨放 。 ⑤

① 《莱特公司新闻片发行总报告》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10 月 24 日 ， 馆藏号 ： 707.5.00330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贞码 。

＠ 报导内容包括 ： “对一千万人说我们要问大陆去”、 “中华民国国军备战”、 “六十三万武装部队经常在
戒备i卡 ， 并等待着中共内部发生暴动 ， 以乘机 ‘ 收复大陆 ’ ” 等新闻片。 参见 ：《莱特公司新闻片发行总报告》，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IO 月 24 日 ， 馆藏号 ： 707.5.00330 ， 《约
雇莱特公司 宣传案》 ， 元页码 。

＠ 《第一次工作报告丑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扩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12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 .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页 4。

④ 《莱特公司新闻片发行报告第三号报告》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俨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1 月 16 日 ， 馆藏号 ： 707 .5.00330 ， 《约雇莱特公司 宣传案》变 页 1-3 0 片段讨’有’ z 英国 、 法 国 、 联邦德 国 、
奥地利 、 意大利 、 两班牙、 比利时、 民主德国、 匈牙利、 波兰 、 捷克、 罗马尼亚 、 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
越南 、 以色列 、 希腊、 突尼西亚、 印度、 阿根廷、 墨西哥、 乌拉圭、 波利维亚、 芬兰。 完整计有 z 埃及、
苏丹、 伊拉克． 泰国 ‘ 中国台湾、 丹肯尼 、 阿比西尼亚、 锡笔、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⑤ 《第一次工作报告》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儿“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12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 .5.00326， 《乡j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页 4o

⑤ 《中 国 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代l毡》，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8 年 9 月 26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7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元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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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图文宣传
由 于文字的宣传效力不及图片 ， 因 此莱特公司着重于图文报导的方式呈现。

在准备工作方面 ， 主要先建立与平面媒体之间 的 良善关系 ， 因此莱特公司积极与
各主要通讯社之编辑人进行联系 ， ① 并制作附有说明之黑 白与影色照片 ， 供这些平
面媒体使用。 ② 为此 ， 莱特公司特别赴台拍摄 “ 自 由 中 国 ” 的 日 常生活风貌 ， 诸
如 阅兵、 军队设备展览 、 台湾歌仔戏、 台大师学生、 以及台北街头等照片 ， 并将
相关照片与文字刊于美 国各报。 ③ 如 《纽约时报》 （ The New York Times ） 便于 1958
年 1 月 23 日 以 Nationalist Chinese Bring in a Record Harvest of Vital Rice Crop 为
题 ， 以 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 台湾农获的情形 ， 借此展现 “ 自 由 中 国 ” 农业之进步。 ＠
此外 ， 如同新闻片的宣传手法般， 莱特公司亦于这些报导性的文字中 “偷渡” 了
国 民党当局的 “反攻大陆” 政策以及 国 民党当局善用美援等相关主题。 ⑤ 值得注
意的是 ， 这些图文报导不仅限于美国本土 ， 在欧洲地区亦可看到莱特公司宣传成
果 。 ⑤

除了介绍 “ 自 由 中 国” 内部的进步与善用美援外 ， 国 民党当局亦利用莱特公
司针对时事在美进行宣传。 如 1958 年 8 月 23 日 ， 中共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 ， 爆
发第二次台海危机， 国 民党 当局亦运用莱特公司在美为金门 战事进行宣传工作 。

① 莱特公司所接触的通讯社与报社据报告中所显示有 ： 国 际社 （ INS） 、 美联社 （AP） 、 合众社 （UP ） 、
及各主要新闻供应机构之编辑人直日报业通讯社 （NEAL I中央新闻供应社 （Central Press ） 、 金氏图 文供应
社 （King Features） 、 北美报业联盟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 ） 等 ， 并走防纽约 、 波 七顿与华
盛顿各报编辑人。 参 见 z 《第三次工作报告》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挡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8 年 4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 .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② 《第－次工作报告》， ＂ 9'1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7 年 12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页 1 0 

③ 《莱特公司赴台后工作经过报告 （十月 → 日 至十月 ti-五 日 沟 ， “国史馆” 薇 ， 扩外交部” 档案》 ， 1 957
年. 12 月 30 日 ， :tr；藏号’ ： 020000014924A ， 《展开对美宜f专案》， 无真码。

④ “Nationalist Chinese Bring in a R悦。rd Harvest of Vital Rice Crop，” η1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23 
January 1958 ) 

⑤ 如 “台湾在戒备中 ” 、 “蒋 ‘ 总统 ’ 的六十二万陆军是否能击败乌兰百万共军” 以及以金门作为报导的“ 中
国的岛屿是否为美国 的保护士” 。 此外为了满足国 民党当局所宣称的台湾即是中国 的理念， 莱特公司特撰“台
湾是中 国 的缩影” ， 以 图文并茂的方式载于美国各报。 参见 ： 《第四次工作报告仇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
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 档案》， 1 958 年 6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元
页码。 在宣传荐用美援的部分， 主n在 19王7 年 9 月 2 日 的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以 I-Iydroelectric
Development Takes Shape in Taiwan 为题大篇幅地报导 日 月 湾雾社水力发电厂的相关报导 ， 介绍 台湾的建设
以及善用美援。 参见 ： “Hydroeleetrie Development Takes Shape in Tahvan，＇’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2 September 1957) 

⑤ 如瑞士的德语杂志 Sehweizer Illustrierte Zeitung （瑞士画报） 便以 Prasidcn:t Tsehiang Kai-Shek und 
seine Gattin （蒋介石 “ 总统” 与其夫人） 为题作阁文报导。 参见z ” Priisident Tschiang Kai-Shek und seine 
Gattin，＇’ Schweizer lllustrierte Zeitung ( Schweiz , 6 Januar 1958 ) , 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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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公司特地前往金门拍制 “金马堡垒” 一片在美国播出 ， ① 并撰有 “在金马前线”
之图文报导。 ② 此外， 莱特公司于这段期间 内 与各重要报社编辑人联系 ， 强调 “ 自
由 中 国 ” 的重要性 ， 强化中 国沿海的争端已非仅限于该地 ， 外岛 问题与美国本身
的存亡相关联 ， 试图在美国塑造出 国共问题并非 国 内 问题， 而是与整个冷战体系
相结合。 ③ 透过莱特公司在美的宣传工作 ， 企图使美国人民对于国 民党当局存亡
问题有休戚与共之感 ， 并予以 同情 。

( 3 ） 宣传效益
国 民党当局与莱特公司在第一次合约 中 ， 以文字飞 新闻片与短片的方式 ， 报

导 “ 自 由 中 国 ” 的文化与风土人情 ， 以让美 国人民了解 “ 自 由 中 国 ” 。 国 民党当
局这种改变宣传方式的策略 ， 确实达到 了 预期 的成效。 从当时报导 “台湾堡垒”
此片在美放映的成效来看 ， 似乎反映了 国 民党当局对外宣传策略的改变达到了一
定的成效 ：

这张 片 子 以 台 北 西 门 叮街景始 ， 以双十 节 阅 兵典礼终 ， 其 中 穿插着各种动人

镜头 ， 诸如 台 湾 民 间 的歌仔戏 ， 乡 下 的 稻 田 和水牛 ， 陆 空 军 的 战 斗演 习 ， 肥料工

厂 的机器设备以及建设横贯 东 西公路的艰苦情形等。 影片 虽 由福斯公 司 发行 ， 但

剧情说明 则 是 由 一位 中 国人 以主观立场 解释， 文饲 简 练 ， 语气诚恳 ， 给人的好印

象是 “介绍” 而 非 “ 宣 传” 。 以 “ 宣 传 ” 而 论 ， 这张片 子确较过去进步 的 多 。 犹

记去年此 间 一 大学举行 “ 中 国 夜” ， 该校 中 国 学 生 费尽大力 借到 张介绍 台 湾 的影 片 ，

内 容冗长 而枯燥。 结果放映末了 ， 场 内 美 国 观众几乎全部 离 去 。 ＠

可见国 民党当局聘用公关公司采取报导的方式在美进行宣传 ， 确实般轻了美
国 民众对于政治宣传的反感 ， 透过这种让美图 民众了解并进而同情 “ 自 由 中 国
在 国 民党 当局与莱特公司 的第一次合约期 间 ， 确实地达到 了 国 民党当局的预期 。

在其他实际收效的部分， 莱特公司在第一次合约中便保证 ： “在执行本合约时 ，
其在各杂志、 报纸、 广播电台 、 电视电台及戏院中 ， 所取得之版面地位或播映时

① 《“新闻局” 两“外交部”》 ， “ tiJ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 1 958 年 8 月 27 日 ，
馆藏号 ： 707.5 .00327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外交部” 函 “新闻局”》 ，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挡案》 ， 1958 年 8 月 30 日 ， 馆藏号 ：707.5.00327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无页码。 《呈报放映 “‘ 自 由 中 国 ’ 之奇迹” 等影片之经过事》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梢案馆藏 ， 《“外
交部” 档案》， 1959 年 5 月 7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7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JJi码。

② 《第六次工作报告》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10 月 1 0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无页码。

③ 《第六次工作报告》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10 月 10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无页码。

④ “堡垒台湾在纽约” 《民族晚报》 195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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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包括本约有限期 间 内 已刊载使用或未及刊载使用而已获书面承诺采用者在 内 ，
其价值不得少于 250 万元” 。 ① 在第一次合约生效 日 起至 1 958 年 6 月 期间止， 莱
特公司之宣传价值已 达 2 997 8 10 美元 ， 远远超过合约上所保证之 250 万美元之
宣传价值。 ② 除了在美国进行宣传工作外， 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与杂志都有莱特公
司 的宣传成果 ， ③ 显见莱特公司与 国 民党当局的第一次合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 第二次合约
( 1 ） 宣传方针的转变

第一次合约莱特公司 为 同 民党当局工作内 容堪称完美 ， 但在面临第二次合约

时 ， 国 民党 当局方面对于在美宣传方针 出 现了转变。 蒋中正于 1958 年 7 月 23 日

的宣传会谈中指示云 ：
我此时在 美 宣传 之方 法 不 一 定要完全报导 台 湾 进步之情形 ， 而 要研究如何使

美 国 朝 野认识 《 苏俄在 中 国 》 一 书 中 所建议反抗共产 主义策略之重要性 ， 出 面 帮

忙亚洲 反共。 希照余在 昨 日 宣传会谈 中 所指 示 方 针 ， 先确 定我在 美 宣传之政策 ，

拟具重点 实施计 划 及具体步骤交该合 司 执行可也。 ③

蒋中正所批示的重视政治宣传方针 ， 使已与 “外交部” 原拟之降低政治宣传
目 地的方针相违。 但从现有的档案观之 ， 无法判断为何蒋会做出 与原先聘请莱特

公司计划之原则相违的指示， 仅能推测因 与此际台海的情势再度 紧张有关。
在蒋中正的指示下 ， 莱特案小组亦只能按照蒋之批示修正 日 后莱特公司宣传

的方针 。 原则上 ， 莱特公司的工作仍继续进行 ， 不过改为 由 同 民党当局拟订宣传
重点交其执行。 第二次合约的宣传重点如下 ：

① 《合约书》 ， “巾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扩外交部” 档案》 ， 1957 年 9 月 25 日 ， 馆藏号 ：
707.5,003 1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② 在这段期间之内 ，莱特公司所发行之新问影片便已有 6部。合同上原保证能使各新闻片公司采用莱特

公司所制作之新闻片 25 次 ， 但在第一次合约结束前 ， 各媒体实际七采用莱特公司之新闻影片者已达 1 58 次。
此期间就莱特公司所呈送之五次报告价值如下 ： 第一次报告计算价值为 41 1 651 美元、 第二次报告计算价
值为 621 007 美元、 第二次报告价值为 403 883 美元、 第四次报告价值为 628 428 美元、 第五次报告价值
为 332 841 美元。 《莱特案节略祝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为 ， 1958 年 8 月
12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3 ， 元页码。

③ 报纸 的部分有 ： 波多黎各 《圣约翰世界报以 英国 《伦敦每 日 电讯报》 及 《伦敦晨邮报以 委内瑞拉 《加
拉加斯每 日 新闻队 加拿大 《多伦多每 日 明星报以 古巴哈瓦那 《海洋 日 报以 梵蒂冈 《观察报》、 瑞典斯德
哥尔摩 《斯芬斯克 日 报》。 杂志的部分有 ： 英国 ： 伦敦寰球杂志、 阁 i国i伦敦新闻。 意大利 2 欧洲杂志 、 汽
车杂志 、 观光杂志、 农艺杂志。 法国 ： 远东信使杂志。 马来亚 2 马来亚月 刊。 瑞士 z 瑞士踊报。 香港 ： 亚
洲画报。 《莱特公司在美 国 以外之世界各地宣传工作孔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8 月 28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7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尤页码。

④ 《（ 四十七） 台统 （一） 信》 ，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 1958 年 7 月
29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元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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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与美 国 民 间 同情我政府之机构团体， 如百万人委员会、 中 国政策协会等
秘密合作 ， 协助此等美国纯民间机构为我做政治性之宣传， 以避免由该公司直接
出 面 ， 而致违犯 1938 年美国政府所成立之 “外国代表人注册法案” 飞

艺 与住在香港之美国 研究匪情机构及宗教团体取得联系 ， 搜集有关大陆消
息及共匪压迫大陆人民之资料， 尽量作间接性之报导 ， 以加深美国 民间对共匪真
面貌之认识。

丙 莱特公司过去一年来为我作之一般性宣传， 仍可继续， 但其在美国 国 内
做有关台湾进步情形宣传， 不得超过全部工作 比重一倍以上 ， 并应强调建设台湾 ，
即为反攻大陆之准备。

丁 各项 电影短片、 新 闻 片 、 照片、 及文字宣传数据 ， 应加强在欧洲 、 中南
美及洲等地发行 ， 以补我在各该地区宣传之不足。 ②

这些宣传重点蒋中正于 8 月 30 日 批准后 ，③ 由 流销于 9 月 17 日 致函与莱特公
司 ， 将莱特小组的宣传重点告知莱特公司负责人 ， 并强调 中共不可能转变成铁托
主义者 ， 并将为害美 国 的安全。 ③ 至此以后 ， 聘用莱特公司从初拟的向一般大众
宣传 “ 自 由 中 国 ” 的进步转变为强调政治性工作。 同时， 蒋延捕 “大使” 也在美
国督促其加重政治性工作。 ③

① 外国代理人法案确立于 1938 年， 主要为美国政府为确实掌握在美之外国代理人之行为为保国家
安 全之相关法案。 详 细 内 容 如 ：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 was enacted in 1 938. F应A
is a disclosure statute that requires persons acting as agents of foreign principals in a political or quasi-political 
capacity to m码也 periodic public disclosurc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 principal, as well as activities,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 in support of those activities. Disclosure of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facilitates. 
evalua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f the statements and activities of such persons in light 
of their 如nction as foreign agents. The FARA Registration Unit of the Counterespionage Section ( CE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NS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Act. 椒取至 http://
WWW.US创.gov/eriminal/faraJ 取得时间 ： 2009 年 8 月 30 日 。

② 《签呈》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外交部” 档案》， 1958 年 8 月 28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元页码。

③ 《 （ 四十七 ） 台统（－ · ）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档案》 ， 1958 年 9 月 1 日 ，
馆藏号： 707.5.00328， 《约雇莱丰夺去专司宣传案》， 无页码。

④ )J.在文如下 ：Our main objectiv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last ye町， will be the continued publicizing of the 
principal themes contained in the boo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 namely: that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Communists is impossibl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not 田m Tito酬，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a destructive 
war is through aiding the 企ee Asian countries to wage their own anti-Communist wars an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f allowed to continue its existence, will become a dfrect threat it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ifteen years from 且ow. 《沈销函莱特公司》，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扩外交部” 档案》，
1958 年 9 月 17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无页码。

⑤ 《蒋廷翩 · 叶公超报部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4“外交部”档案》， 1958年12 月 16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元页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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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工作内容
国 民党 当局与莱特公司 的第二次合约 自 1958 年 10 月 1 日 至 1960 年 3 月 31

日 止 ， 工作量仍照第一次合约之规定 ， 但酬金减为每年美金 20 万元。 ① 绕过国 民
党当局政策的转变之后 ， 莱特公司第二期 的宣传内容便依照 国 民党当局的方针进
行宣传。 在 电影与新闻片方面 ， 除了介绍 “ 自 由 中 国 ” 的进步之外 ， 第二次合约
期间全力加强美 国 民众对于共产党的厌恶 ， 介绍共产党在中 国 的暴行以及其将危
害全世界 z 并将 自 由 的 国 民党当局做为相对 比。 ② 此外 ， 此阶段亦继续加强国 民
党 当局与美国 的关系 ， 强调台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美援与台湾经济建设之间的关
联性。 因此莱特公司特撰 “台湾 ： 中 美合作之岛＼ “ ‘ 自 由 中 国 ’ 如何运用十亿
美元” 以及 “美援 ， 合作与扩建” 等相关报导 ， ③ 借此强化美国 民间对于台美关系
休戚与共之感。

综览国 民党 当局与莱特公司 的两次合约期 间 ， 莱特公司 总共摄制新闻纪录片
14 部 ， 黑 白 照 片 6 000 帧 ， 彩色照片 500 帧 ， 单张招贴 1 6 种 ， 书报 80 种 ， 并
做全球性之发行。 至于文字宣传部分， 该公司第一年度共撰写有关台湾之特写计
25 篇 ， 每篇分送200 家报纸刊登， 第二年度共撰写 1 05 篇， 经刊载之报纸计 553 家。④
从这些成果来看 ， 莱特公司确实为国 民党当局在美国 的社会奠定了公共关系 ， 但
也 由 于经费以及国 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改变 ， 使得莱特公司第二次合约的成
果略逊于第一次合约。

（ 四 ｝ 解约

第二次合约结束后 ， 莱特公司拟定 了第三次合约计划 ， 拟加强 中南美洲 与
中东地区的宣传工作 ， 为期两年 ， 并要求酬金为每年 30 万美元。 ⑤ 但蒋中正于

① （｛为拟与美国莱特公司续定合同呈乞核夺Fl1》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1 959 年 12 月 2 1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呈现J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元页码。

② 此时期的文字宣传诸如 “毛泽东炮 口下的 ‘ 自 由 中 国 ’ ” 、 “欢迎比较” 、 “共匪在察国兴风作浪” J‘东
亚各国憎厌共匪在西藏之暴行＼ “共应在东亚挑拨性的宣传” 、 “东方的共产党准备在 日 本采取行动”、 “中
共的奴工制度” 等均是在此恩维下所撰写 的报导性宣传文字。 《“我政府” 与美国莱特公 司第二次合约期
间工作剪报》， “ 11�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 档案》， 1959 年 1 1 月 16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页 3-4。

③ 《“我政府” 与美国莱特公司第二次合约期间工作剪报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
交部” 皑案》， 1959 年 1 1 月 16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6， 《约鹿莱特公司宣传案》， 页 3-4。

＠ 《为拟与美国莱特公司续定合同呈乞核夺由 》，“中央研侈E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1959 年 12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 .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⑤ 《为拟与美国莱特公司续定合同呈乞核夺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1959 年 12 月 21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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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9 年 12月 26 日 批示以一年 15 万美元签订两年合同 ， ① 虽然莱特公司极不满意 ，
但双方依然签订了第三次合约。 国 民党 当局与莱特公司 的第三次合约为期两年 ，
自 1960 年 4 月 1 日 至 1962 年 3 月 3 1 日 止 ， 工作重点放在对中 南美洲 的宣传工
作。 但 由 于宣传经费大幅度删减 ， 使得莱特公司在第三次合约中并未如前两次合
约来的积极。 ② 在第三次合约将到期之际 ， 蒋廷脯便于 1962 年 1 月 23 日 报部表
示 ， 莱特近来工作平常 ， 对国 民党当局需要不详加考虑 z 且其公司 内部亦发生纠纷。
因此国民党 当局似可停办一年己详加研究。 ③ 经过讨论后 ， ＠ 由 蒋廷精于 30 日 透
过律师致函给莱特公司正式通知不续约 。 ⑤ 双方的合约关系到此为止。 ⑥

① 《“总统府豁书长” 张群函 “行政院长” 陈诚》，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 档
案》， 1959 年 12 月 3 1 日 ， 馆藏号 ： 707五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② 在 《“外交” 档案》 中 ，关于莱特公司第三次合约的成果报告显得较为零星 ， 亦未有具体的成果可言。
＠ 《蒋廷椭报部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矿外交部”档案》， 1962年 1 月 23 日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④ 关于讨论的 内 容 ， 从 目 前现有的档案来看 ， 最后 的决议在于 1962 年 1 月 26 日 由 “总统府秘书长”张

群所主持之会议中所决定不与莱特公司续约。 但档案 中并未说明该会议为何种会议， 亦未能找寻相关的会
议纪录， 仅能从职责上推断， 该会议应为中央宣传工作指导委员会。 但 “国府” 与莱特公司结束合作关系

的真正原 因 ， 目 前不得而知 。 参见 ： 《签呈》，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 铲外交部” 档案》，
1962 年 8 月 1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⑤ 《蒋廷椭报部电》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档案》， 1962 年 1 月 30 日 ， 馆藏号 ：
707.5 .00328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2， 无页码。

⑥ 双方虽然不再续约 ，但在 1963 年却引起了一阵风波。 1963 年由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Fulbright 针对
外国代理人在美进行宣传事情举办公听会。 Fulbright 向莱特询问道 ： “ 在 1962 年 7 月 30 日 的新闻周刊中，
有一篇文章指 出 ， 你与 ‘ 自 由 中 国 ’ 的合约之所 以取消是因为台湾 当局想要你在美制造支持其反攻大陆
的舆论。 而 国务院官员 告诉你反攻大陆计划并不符合美 国的 国家利益。 这就是你结束与台湾当局合约的
理由吗？ ” ( In a Newsweek article dated July 30, 1962, there is m 盯ticle that stated that your contract with Free 
China vvas canceled because the Chinese wanted you to ob但也 editorial support for a mainland invasion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advised you such an invasion wa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is, in faCt, 
the reason why the contract was terminated？） 莱特对此 回答称： “参议员先生 ， 我愿如此说。 ” （Senior. Yes. 
I would say so. ） ， 参见 ： .Activities of Non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Principals in the United Stated 
part 7 March 25,1963,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3.p.705。 7 月 10 日 ， 莱特公司面对第
工次公听会时 ， 再度强调 ： “我们放弃了与有利可图 的政府的合约 ， 这包含了 ‘ 中 华民国 ’ 与南非 ， 是因
为他们·的公共关系要求有违美国政府的政策。 ” （We have given up lucrative government accounts including 
Nationalist China and South A企ica because their public relations requirement were contrary to the stated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 参 见 ： Activities of Non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Principals in the 
United S饱问d vol.5 July 10, 1963,p.391 . 同民党当局方面对此表达严.TI:的抗议， 认为不与莱特公司续约纯为
国 民党 当局主动 ， 且早在美参院调查外国人代理人案之前 ， 莱特公司所言并非事实， 于 7 月 30 日 出 “新
闻局驻纽约办事处主任” 陆以正去弱 Fulbright 以示说明 ， 更 于 8 月 5 日 发函参院外交委员 会其他参议员
以 正视听。 参见 ： 《“行政院新闻局” 函 “外交部”》 ， “ 中 央研究院 ”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
档案》， 1963 年 9 月 6 日 ， 馆藏号 ： 707.5.00329 ， 《约雇莱特公司宣传案》 ， 无页码。 但此事最后以 不 了 了
之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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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语

1 949 年国共 内 战失利后 ， 国 民党当局开始正视过去所忽略的 国 际宣传问题。
1950 年代中期以前， 罔 民党当局的 宣传策略主要为宣扬 国 民党当局在台之政绩，
借此 比较共产 中 国 的 “暴政”。 宣传方式主要透过驻外使馆发放宣传刊物， 并宣
扬 国 民党当局 “反攻大陆” 的政策。 除此之外 ， 国 民党当局亦聘请美籍宣传员在
美 国各地进行演讲宣传。 但此时期 国 民党当局的国际宣传策略却充满着诸多问题，
首当其冲的问题即为财政困顿的国 民党当局 ， 元法支付庞大的宣传费用 ， 使得对
外宣传经费明显不足 ， 进而造成对外宣传的工作多所限制 。 另一方面 ， 此际国 民
党当局对外宣传机构繁杂 ， 各机构间职权未能明确划分， 使得对外宣传工作缺乏
统一旦有计划 的配置。

在宣传的成效方面 ， 此际国 民党当局的宣传方式均透过 “驻外使馆” 直接进
行 “政治宣传” ， 这肆宣传是否能确实收效 ， 实为一大问题。

1950 年代 中期 ， 国 民党当局面临到严峻的 国 际情势 ， 不得不重新检讨对美
宣传的相关计划 ， 广案的提 出便是此时期对美宣传的一大突破。 在广案中 ， 解决
了过去宣传组织繁多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 由 于在广案的宣传计划 中 ， 统筹与督
导的工作是以 “驻美大使” 为主， 因此蒋中正特别派具有新闻以及国际宣传经验
的董显光担任 “驻美大使” ， 以利广案的推行 。 董显光于就任期间 ， 赴美各处演讲，
并奠定了 “大使馆” 内新闻 以及宣传的机制 ， 在美国建立了 良好的公共关系 网络 ，
其于 1 958 年 7 月 圆年纪的因素退休后 ， 继任者叶公超亦继续其工作 。 ① 为 国 民党
当局 日 后的对外宣传活动奠定了基础 。

广案主要采取迂 回前进 的方式 z 国 民党当局考虑到与美国官员 间 的私谊固然
重要 ， 但易 随着官员 的离职使得美国对台政策有所改变 。 由 于美 国 国 家政策操
之于国会E 而国会的政策义受到 民 间舆论的影响 。 因此， 只要掌握了美国社会之
民间舆论， 纵使政权有所更迭 ， 亦不会对美国对台政策有剧烈地改变。 国 民党当
局遂针对美同社会此一政治生态 ， 将宣传 吕标集中于民间团体领袖 ， 安排一系列
的话台仔程。 与此同时 ， 国 民党当局亦在台湾进行有系统的基础建设工作 ， 让赴
台参访者感受到 “ 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主、 进步的 国家。 广案的提出可说是 国 民

① 董显光 （着） 、 曾 虚 白 （译） ， 《董显光 自 传 ： 一个中 国农夫的 自 述》 ， 页 212-21 7 0 



1950 年代国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

党当局在 1 950 年代对外宣传的一大革新 ， 将台湾当局从里到外重新地包装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 ， 广案并不仅限于 1950 年代 ， 此宣传计划一直持续至 1970 年代。

国 民党当局亦于 1 965 年针对广案的性质加 以修订 ， 重新订定 “加强国 际宣传重

点工作计划方案 ” 。 该计划密称为 “强案” ， 将 同 民党当局的国际宣传策略与机制

加 以重整。 ①
广案的实施， 可说是国 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的重大突破。 但由于广案的执行机

构为各 “驻外使馆” ， 在宣传上仍难脱 “ 官方色彩飞 因此国 民党当局于 1955 年
拟定了更全面的宣传计划 ， 聘请公关公司在美直接向全美大众进行宣传。 在宣传
内容上 ， 国 民党当局放弃了直接宣传 “反攻大陆” 的模式 ， 在莱特公司 的设计下 ，
大量运用新闻片以及图文报导的方式 ， 将 国 民党当局所欲宣传的 内容以新闻报导
的方式呈现给美国 民众z 如此 自 然旦不着痕迹的手法 ， 易使宣传内容广泛且深入
到美国一般社会 ， 让美国 民众相信 “ 巾华民同” 为一 自 由进步民主的 国家 ， 且为
美国在冷战中最忠诚的反共盟友 ， 其存亡与美 国休戚与共。 值得注意的是 ， 莱特
公司 的宣传不限于美国本土 ， 透过世界性的媒体公司 ， 将这些宣传散播于欧洲 以
及东南亚等地。

比较 1950 年代前后 国 民党当局的宣传活动 ， 不难发现其实 罔 民党当局在宣
传内容上并未有所变动 ， 其内容大多为宣扬 国 民党当局在 台政绩 ， 并借此比较中
共在大陆的 “暴政飞 但为何在不到十年的期 间 ， 所获得的宣传效益会有如此大
的差异？ 除 了 国 民党当局因毛邦初案所获得之额外款项得以编列宣传特别预算之
外 ， 国 民党当局在宣传方法上的革新亦为阳‘大主 因 。 1 950 年代前期主要运用 “驻
外使馆” 等官方的方式 ， 将 “反攻大陆国策” 直接向美国 民众宣传。 如此政治立
场鲜明 的政治宣传， 自 然难融入美国 的一般社会， 且易造成一般民众的反感。 有
鉴于过去对美宣传的缺失 ， 国 民党当局于 1950 年代后期在宣传策略与方法上 ，
不但更换了武器亦重新瞄准了靶心 ； 更换武器即指 国 民党当局抛弃了过去传统的 专

① 1959 年 ， 美国 国会委托康隆公司 （Conlon Associates, Ltd. ） 撰写有关亚洲政策的研究报告 ， 其中 由
Robert A. Scalapino 负 责撰写有关东北亚的部分。 该报告指 出 ， 国 民党当局的 “反攻大陆” 政策已无望，
而且 1949 年以后的外省移民亦难受到 台湾居民的认 同 ， 因此赞成台湾独立。 是此 ， 该报告引起了 国 民党
当局的高度关注。 除此之外 ， 1964年的彭明敏案使得要求台湾独立的意见开始发声 ， 在美国亦有费正清（John
King F时bank） 等学界人士支持台湾独立 ， 使得此时期要求台湾独立的声浪大起。 因此 ， 国 民党当局为了
避免这种声浪大起 ， 遂拟订 “强案” ， 借此抑止 “ 台独” 声浪的发展。 但 由 于 “强案” 内容复杂 ， 笔者将
另撰专文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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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宣传 ， 采取聘用公关公司的方式 ， 先引起美国人民对于 “ 自 由 中 国 ” 的兴趣 ，
待美国人民了解 “ 自 由 中 国 ” 之后 ， 再借机偷渡政治性议题， 采取迂 回 的方式达
到对美宣传的 目 地 z 而重新瞄准靶心 即为重新瞄准宣传 目 标 ， 起初为美国 民间领
袖 ， 后来甚至扩大到整个民间社会。 在更换武器以及标靶明确的情况之下 ， 自 然
容易正 中标的 ， 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 并为 国 民党当局在国 际地位低落之际 ，
换取些许的生存空间 。



论 1979 年至 1980 年美台 “准联盟” 关系的形成

论 1979 年至 1980 年美台 “；住联盟” 关系的形成 ＊

孙德、 刚

1979 年 1 月 1 日 起， 美国 同 台湾当局断绝 “外交关系” ， 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一年后随之失效 ， 美台联盟关系宣告解体 。 但是 ， 美国随后经过一系列 的安全安排，
特别是以 国 内立法的形式将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内容保存了下来 ， 双方达成了某
种程度的默契 ， 构筑了一种新型的安全合作关系 。 作为 “被抛弃” 的一方 ， 台湾
对于这种安排不仅没有表示反对 ， 反而 “谨慎地” 表示欢迎 ， 这在冷战史上是 比
较少见的 z 美吕官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代表 中 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部分， 同时又援引 《与台湾关系法》 ① 向 台湾 出售武器 ， 并 “严重关切” 台
湾安全 ， 这种做法在美国与邦交国关系 中是绝无仅有的 。 从 《 中美建交公报》 的
签署到 《与 台湾关系法》 的出炉、 再到 《八一七公报》 的发表 ， 美台关系经历了
数次调整。 目 前学界对卡特时期 （ 1977-1980 ） 美台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 一是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将美台关系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变量 ， ② $二是
从历史的角度梳理，美台关系发展的脉络 ， ③ 其中台湾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 随着美国 国会和 国务院陆续解密 《与台湾关系法》 和 《八一七公报》 制
定过程的文献 ， 国 内外学者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美台安全合作关系的内
容作进一步深入考察已成为可能 ③。

＊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 （07CGJ003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国内学者也将 “Taiwan Relations Act” 译为 “台湾关系法” ，为保持行文统一，本文一律使用 《与台

湾关系法队
② 如Rohe此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95 ) ;  Ilpyong k血，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7） ； 苏格 ， 《美同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

③ 虫OBarne悦， A. Doak, U.S. Anns Sales: the China-Taiwan Tangl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1 982 ) ; King币ill Chang, ed., ROC U.S. Relation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Practice 皿d Prosp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988） ； 肖元皑，《百年之结一一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 （北
京 2 人民出版社， 2001 ） 等。

④ 参见孙德刚， 《美台准：联盟关系的源起： 1979 - 1980》 ， 《社会科学》， 第 l 期 ， （上海， 2006) , 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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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979 年后的美台关系 ： “准联盟” 视角 的解读

本文提出 “准联盟” （Quasi-Alliance） 理论假设 ， 认为 1 979 年 1 月 1 日 以来 ，
美台关系属于 “准联盟” 关系 ， 即 “两个或两个以 t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
方针而非军事盟约之上形成的持久性或临时性安全管理模式” 。 “准联盟” 中 的 “准”
有 “半” （Half） 、 “次” （ Sub ） 和 “非正式 ” （Informal） 等含义。 “准联盟 ” 现象
其实早就为人们所熟悉 ， 这一术语在学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但真正探讨 “准联
盟” 理论的并不多见。 国 际安全学界的研究者和大众媒体的撰稿人常常根据经验
来判断某些关系较为亲密的 国家间关系， 并冠以不同的名 称 ， 如特殊关系 （ Special
Relations ） ①、 没有签订盟约的联盟 （ Unwritten Alliance） 、 事实上的盟友 （de facto 
alliance） ， 心 照 不 宣 的 盟友 （Tacit Alliance） 、 非 正式联 盟 （Informal Alliance） 、
临 时联盟 （ ad hoc Alliance） 、 流动 的联盟 （Fluid Alliance） 等。 “准联盟，， 关系是
一种介于联盟与 中立之间的 “灰色地带
如果说联盟是既 “联” （参与安全合作 ） 又 “盟” （签订安全合作协定 ） ， 那么 “准
联盟” 就是 “联” 而不 “联” 。 厌分联盟与 “准联盟” 这两个概念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 这主要是因为联盟与 “准联盟” 的差别不只是程度上的 ， 而丑是类另rJ上的 。

联盟和准联盟都是安全合作关系 ， 均不同于一切政治合作 （ 如欧盟 、 东盟 、
阿盟和非盟 ） 、 经济合作 （ 如亚太经合组织 ） 等关系 。 同 时 ， 准联盟具有不同于
正式联盟的鲜明特征 ， 二者在表征和运作模式方面的 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 ， 准联盟 的成员不仅包括主权国 家 ， 而且还包括其他政治实体 ， 如 19
世纪初 ， 美国不断向西扩张， 这对英帝国在西半球的利益构成了 巨大的挑战。 为
此 ， 1 807 年到 1815 年英国 同美 国 的土著部落曾形成了针对美同政府的短暂 “准
联盟 ” 。 ② 当时 ， 美 国 的土著部落只是一个独立 的政治实体 ， 而不是国 家 g 海湾
战争以后 ， 美 国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势力形成了 “准联盟” 关系 ； 2006 年黎以 冲
突和 2009 年初加沙战争爆发后 ， 伊朗分别与真主党与哈马斯建立了准联盟关系 ，
而哈马斯和真主党均是政治实体， 不是主权国家。 ③

① 关于“特殊关系”的理论探讨可参见Alex Danchev， “臼 Specialness," International Affuii邸， Vol. 72, No. 4, 
1996‘ 

② ［ 美 ］ 约翰 · 米尔斯海默 ， 《大国政治的悲剧》 ， 王义梅、 唐小松译 （ 七海 z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 ) '
页 35击。

③ Matthew Levitt, New Aren且S for Iranian-Sponsored Terrorism: The Arab-Israeli Heartland (Washington D.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2 ) , p.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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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准联盟不以正式盟约一一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 以共同防御条约为主
要形式的军事盟约一般规定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内容、 范围、 手段及 目 标， 是联
盟生存的基础 ； 准联盟形成的标志是双方或多方决策者心里达成了一种默契， 其
外在形式包括签署外交公报、 联合声明 、 备忘录、 友好合作条约、 联合记者招待
会宣言、 国 内立法 ， 或宣布履行的联合 国某项决议等。 准联盟的构建源于双方或
多方领导 人 内 心相互期望 （Mutual Expectation ） 和心照不 宣 （Tacit Agreement) 
关系的形成。 领导人在宣传层面常常为维护 国家利益而选择模糊政策 ， 因为在他
们看来， 只有保持模糊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拓展国家利益并有效降低成本， 这一
模糊政策表现在安全合作政策上就是寻求准联盟而不是联盟。 正如利斯卡在 《结
盟的国家》 中所指 出 的 ： 当盟友之间不通过协商方式进行交流时 ， 它们可能会依
赖于彼此达成的默契 。 ① 这种情况在准联盟中更为普遍 ， 如约翰逊时期美以在安
全上达成的默契 。 美国对以色列心照不宣的安全保证抑制 了 阿拉伯 国家对以色列
的进攻 p 以色列对美国 的安全支持也有益于遏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

第三， 准联盟比联盟 内部相互抛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 在联盟框架下 ， 盟友
之间相互抛弃的可能性较小 ， 一是 因为从法律层面来看 ， 它们有义务承担对盟国
的安全 ， 否则 国家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就会受到质疑 ： 二是因为抛弃盟友会给潜在
对手以可乘之机 ， 从而导致盟友纷纷倒向威胁源国家 ， 引起 “多米诺骨牌” 效应 （20
世纪 60 年代 ， 美 国在越南战场上苦苦挣扎 ， 主要就是担心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
边缘地带） ； 三是因为联盟一旦形成， 与之相对抗的联盟或集团常常也会随之出现 ，
联盟的板块化使成员体行动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 如冷战期间欧洲 的北约与华约成
员 国很难成为对方阵营的成员 ， 相互对立的联盟阵营的存在使联盟成员之间形成
了对外排斥的安全共同体和潜在的战争共同体， 并导致联盟机制、 联盟亲和力乃
至联盟文化的出现。 但是对于准联盟成员来说 ， 背信弃义很少会受到指责 ， 因 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 成员之间并没有履行盟约的法律义务。 准联盟使领导人在政
治与外交层面保留更多的 自 主权与机动性。

第 四 ， 准联盟成员之间往往存在重大矛盾 ， 安全威胁或利益多是交叉的或互
补 的 。 按照主流联盟理论 ， 一国通常不可能与两个敌对国家同 时建立联盟关系 （｛.卑
斯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曾 同时与俄奥这两个敌对大国结盟 ， 并 向俄方公开 了
德国对奥国 的条约义务 ， 这可能是个特例 ） ， 因为它不可能承诺同时帮助两个敌

① George F. Lisk且， Nations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 967) ,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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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相互争斗 ， 但是在准联盟的框架内却可 以 。 如尼克松时期 ， 中 国 同时与美
国 和越南这两个相互敌对国家保持准联盟关系 。 中 国与越南准联盟针对美国 ， 中
国又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准联盟 $ 约翰逊时期 ， 阿拉伯 国家与 以色列针锋相对，
甚至兵戎相 见 ， 但这并不妨碍美以建立准联盟关系 ， 同时美国 又与抄特、 约旦
等 国保持准联盟关系 。 准联盟成员 内部矛盾常常是因为双方共同敌人不间 ， 如约
翰逊时期美以准联盟关系 中 ， 美国 的首要敌人是苏联， 而以色列 的首要敌人是 “激
进” 的阿拉伯 国家。 由于两国在战略利益层面的共同需要 ， 且由 于美国犹太人院
外集团的积极推动 ， 美以长期保持着 “特殊关系” 。 尽管两国曾考虑结为正式联盟、
开展联盟外交， 但权衡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行动 自主性的利弊后， 两国建立了依附
关系 ， 开展了准联盟外交， 这是国际形势发展使然。 美国不愿意丧失在阿拉伯一伊
斯兰世界的石油利益 z 以色列不愿意被贴上 “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 的标签 ， 双
方的战略分歧决定了两国只能开展准联盟外交。 ① 归纳起来 ， 准盟友之间 的分歧
主要是因 为成员之间存在意识形态、 战略文化、 价值观念、 威胁认知等差别 。

第五， 准联盟成员之间 的 自 主权让渡现象不如联盟 明显。 联盟是个安全体系 ，
内部有许多相互协调与合作的规定性原则 。 特别是对于制度联盟来说 ， 一个联盟
就是一个有生命力 的战争共肉体， 常形成军事司令部、 情报机构 、 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和后勤保障机构等 ， 成员 之间在安全上相互依赖、 各负其职 。 加入联盟意味
着 自 主权让渡 ， 成员体须拿出→部分 自 主权给联盟。 联盟之间 的 自 主权让搜常常
表现为不同形式， 如大国在弱小盟友的土地φt建立军事基地、 部署 防御性或进攻
性武器或发射器、 操纵小国 的 内政、 完善大国在小国 k的军事指挥 （Command） 、
控制 （Control） 、 通讯 （Communication ） 和情报 （Intelligence） 系统 （ C3I） 等 。
在 防御性联盟中 ， 自 主权让渡带来的 回报是联盟成员 分享结盟带来 的和平红利 ；
在进攻性联盟中 ， 自 主权让渡带来的 回报是成员 之间瓜分的战利 品 。 与别 国建立
联盟关系就意味着本国 的政治选择和独立行动 自 由受到限制 ， 因为按照盟约规定 ，
成员体有义务忠实履行承诺和职责。 ② 相 比之下 ， 准联盟成员之间 自 主权让渡现
象不明显 ， 分享联盟机制带来的 “和平红利” 和战利品 的情况要少得多 。 它们的
行为不受正式盟约的限制 ， 因而在 自 主权让泼 t很有限。

第六 ， 准联盟具有相对动态性 ， 联盟具有相对静态性。 联盟一且形成 ， 成员
① Da.vid Rodman, Arms Transfers to Israel： ηm Strategic Logic behind American Military Assistance (Brighton 

and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7) , pp. 饵，96.
② Rob甜Osg时，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c and Iρ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 ,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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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的关系就比较明 朗 ， 内部分工和彼此应承担的义务一般在盟约 中有较为明确
的表述， 盟友之间 的关系随之趋于稳定。 但是准联盟的载体是非正式安全合作协
定 ， 准联盟对于彼此应承担多少义务并无明确界定 ， 对于彼此形成的默契能否持
久也常常持怀疑态度。 如后克松时期的中美准联盟就比较模糊 ， 双方可以按照 自
己 的理解去看待安全合作。 因此准联盟成员必须审时度势， 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
灵活杭动地作出调整 ， 体现出动态性。 联盟和准联盟都是安全合作的形态 ， 它们
存在类别上的差异 （见下表） 。

联盟与准联盟的区别与联系①
类型

联盟 准联盟
特征 ＼＼

基本逻辑 以签订共同 防御条约求安全 以肇订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求安全
二 －

古代 古代

实例说明 美 日 联盟 美国与沙特准联盟

合作指向 对外 对外 一
一二一’二，

合作载体 共同防御条约 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

依赖程度 紧密 较枪散

合作 目 的 维护军事安全 维护综合安全
“二

成员关系 不平等关系 平等或不平等关系
自 主权让渡 I 核心 自 主权让渡 非核心 自 主权让技

法律约束力 有 没有

� 成员闰关系 工 稳定性 动态性 」
美台 “准联盟” 关系 的掏建可以上溯到卡特执政后期和里根执政初期 。 在这

四年左右的时间里 ， 美台 寻寻觅觅 ， 若即若离 ， 经过若干次调整后最终形成了一
种心照不宣的 “准联盟” 关系 。 美台 “准联盟” 关系的构建不是孤立的事件 ， 它
既受到美苏争霸态势的大环境影响 ， 也打上了美国 国 内集 团政治和派系斗争的烙
印 ， 但美台 “准联盟” 关系 的构建首先是中美建交的 “衍生物”。

① 孙德刚 ， 《多元平衡与 “准联盟” 理论研究））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2007 年 ） ， 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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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断交” 谈判与 美 台 “准联盟” 关系 的萌芽

从解密文件来看， 卡特政府承认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代表中 国 的唯一合法，政
府” 的决定旱在 1977 年就已开始酝酿。 当年 5 月 ， 卡特曾公开表示 ： “寻求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重要的。 … … 中 国是维护全球和平的力量 ， 我们需
要 同 中 国密切合作关系 ， 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 ① 但众所周知 ， 中美建交
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 5 月 底 ， 美 国 国务院、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 国 防部共同为
卡特总统起草了一份 努 24 号政策评估备忘录” （Policy Review Memorandum -

24 ） 。 该备忘录建议总统终止美台 “外交关系” 和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同 中 国
大陆建立外交关系 ， 同时保留美国 同 台湾 的经济 、 社会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 这可
能是 目 前解密最早的一份关于华盛顿同北京建交的方案。 ② 此方案在当时的情况
下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 此前 ， 中方曾提出建交三原则 ： 断交、 废约、 撤军 ， 但
卡特政府表示不能接受 ， 同时提出 中美建交三前提 ： 一、 北京必须保证不使用武
力解决台湾问题 p 二、 北京同意美台之间保持联络处关系 z 三、 北京允许美 国公
开承诺保证台湾的安全。 ③ 卡特政府提出 的建交三前提同大陆提出 的建交三原则
本质上是相悖的 ， 因此遭到北京的断然拒绝 。 由 于 自 1977 年始苏联在非洲之角
不断扩张 ， 美苏第二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谈判毫无进展 ， 卡特政府推出 的
对苏缓和政策收效甚微 ， 因此卡特急需同 中 国大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来遏制苏
联的扩张 ， 迫使苏联重新回到 谈判桌前 。 于是 1977 年 《 巴拿马运河条约 》 在 国
会通过 后 ， 卡特便开始着于谋求同 中 国大陆建交。 1978 年 12 月 1 5 日 ， 美 国 总
统卡特在 白 宫正式放弃 了美方提出 的 “ 建交二前提 ” ， 并宣布： “ 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起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将互派大使 ， 建立外交关系 ， 同 时美 国
与 台湾断绝 ‘ 外交关系 ’ ， 美 台 《共同 防御条约》 将于中美建交 1 年后终止 ， 美
国将在 4 个月 内撤出在台湾 的剩余军事人员 。 未来 ， 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
有官方政府代表、 没有外交关系 的情况下 ， 维持商业、 文化及其它关系 。 ” 至此 ，

① Dep缸tment of State， “U.S. Policy Towar吐 China, July 1 5, 1971-January 凹， 1979," Selected Documents, No. 
9, Of自己e of Public Conununication, Bureau of Public Aff坦irs, 1979, p. 32. 

② Tan Qingshan， η1e M也ing of U.S. China Policy: From Normalization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 , 26-27. 

③ Robert Downe口， The Taiwan Pawn m 也.e China Game: Congress to the Rescue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9） ， 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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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基本接受了大陆提出 的建交三原则 （仅仅是将 “废约” 变成 “终止条约” ） 。 ①
卡特称中 国大陆的存在是事实 ， 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如果说中 国大陆是卡特政府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倚重力量， 那么台湾则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卡特政府制定对外政策 的 “累赘” 。 但是， 卡特并不认为华盛顿
与北京建交会对台湾的生存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 卡特曾强调 ， 中 国大陆在可预
见 的将来不可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 ， 其依据是 ： 一 、 中 国大陆尚不具备两栖作战 、
解放台湾的能力 ； 二、 台湾军事力量强大， 大陆攻台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3 三、
大陆兵力 明J显不足 ， 因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越南牵制 了 中 国 44 个师的兵力 p 四、
大陆向 台湾发动进攻将损害它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 延缓中国现代化建
设进程 。 ② 基于以上几点 ， 卡特政府认为中美建交后台湾的安全角势并不会恶化 ，
美国可以在中美苏大三角 和大陆、 台湾、 美国小三角 中成为主导形势发展的 “制
衡手” 。 卡特政府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安全角势的判断推动了它同北京建交的决心 。

但是在大陆与台湾处于事实 七的准对抗状态下 ， 白宫’！宣布 同北京建交对美台
联盟关系来说元疑是致命一击。 当天 ， 台湾一些重要城市爆发了一系列抗议卡特
政府 的示威游行。 为 消 除 台 湾方面的不满 ， 卡特于 12 月 16 日 致电蒋经 国 ： “美
国在为维持台湾居 民的和平 、 繁荣和福祉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准备 （与台湾 ）
进行充分的合作 。 ” ③ 但是台湾当局并没有 “原谅” 卡特政府的这一 “背信弃义”
的行为。 蒋经罔 随后发表措辞强硬的 “抗议声．明
重 申 对田 ‘ 中华民 国 ’ 维持外交关系 ， 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 ， 而今竟背信毁约 ，
以后 自 将难以取信于任何 自 由 国家 。 ” ③ 美国政府决定与 台湾当局分道扬辘 ， 自 然
引起台湾当局 的强烈不满 。 12 月 1 8 日 ， 台湾驻美 “大使” 沈剑虹紧急会见了美
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德 · 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 ， 对美方的这一做法表
示 “强烈愤慨” ， 并要求美 国政府改正这一错误决定。 不过台南当局意识到 ， 卡
特总统在电文中关于 “建立新安排” 的表述虽然是暗示 ： 美国希望通过某种形式

①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Address to the 
Nation，” December 1 5, 197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也c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1978 (\Vashington 
D. C. :  GPO, 1979 ) , 2265. 

② Senate Taiwan I-le缸它ig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GPO, 1979 ) ,  
35-37. 

③ 《卡特总统致电蒋经国 ， 1978 年 12 月 16 日 》 ，参见梅孜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1948.1 1-1996.份 ， （北
京 ： 时事出版社 ， 1996 ） ， 页 140.

③ 台湾 《中央 日 报》 ， 1 978 年 1 2 月 1 7 日 。 转引 自 肖 元皑， 《百年之结一一美国 与中罔台湾地区关系 的
历史透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 1 ） ， 页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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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来的美台关系 固定下来 ， 这使处于孤立与被动局面的台湾当局看到 了一线希
望。 随后卡特总统决定派副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Warren Christopher） 前往台北 ，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 探讨中美建交后美台双方如何建立经济、 文化和其他关系 。

美台就未来双边关系的谈判于 12 月 27 日 开始 。 之前 ， 卡特总统还积极为克
里斯托弗的访问营造气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卡特宣布 ： 在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终止后美 国将继续向 台湾 出售 防御性武器 ， 并表示 ： 保持西太平洋的和平显然是
美国 的愿望和义务 ， 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 ， 美国政府对此非常
关切 。 ①28 日 ， 中 国 国 民党中 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正式与克里斯托弗举行会谈。
蒋彦士要求美 国通过 国 内立法的形式将对台具体政策 固定下来 ， 包括确保 “ 中华
民 国 ” 的安全、 继续向 台湾提供武器、 继续履行美台之间 50 多项条约和其他协
定等， 并认为这应成为双方会谈的基础 。 但是美方却认为 由 于美国 同北京建立了
外交关系 ， 台湾将不再被视为 “主权国家” 了 ， 美台关系只具有非官方关系性质 。
双方分歧的焦点于是集 中 到 台湾 的法律地位问题上。 蒋彦士坚持认为 ， 自 19 1 1
年成立 以来 ， “ 中华民国” 就是→个 “主权独立的 国家” ， 并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安全作 出 了 巨大的贡献。 因此， 美方应该承认台湾 “ 中华民国” 政府存在
这一事实。 克里斯托弗断然拒绝了 台北方面的要求。 他表示 ， 美国已 经根据 《 中
美建交公报》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美国再以任何形
式承认台北当局就有悖于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 ② 不过 ， 克里斯托弗承
诺将仔细研究台湾在美资产的归属 问题， 并同意双方派代表在美 国继续就未来双
边关系 的框架和运作模式进行探讨。 由 于受美国宣布同台湾断绝 “外交关系” 的
影响 ， 加上台湾部分示威者在会谈期 间采取的过激行为 ， 美台双方会谈的气氛是
严肃而紧张的 ， 台湾对于美方的 “草率” 决定仍耿耿于怀 。 但是 由 于克里斯托弗
宣布除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外 ， 美国将信守所有胁议 ， 并承诺将以国 内立法的
形式建立美台关系的新机制 ， 台湾方面也获得 了一点安慰 。 克里斯托弗 的这→承
诺为美台延续安全合作关系埋下 了伏笔。

12 月 29 l::i ， 蒋经国 会见克里斯托弗一行 ， 并提出未来美台关系发展的五项
原则 。 1 . 美台关系保持持续性 （Continuity) ; 2. 美方承认 “ 中华民国” 的法律地
位和国 际人格 ； 3 . 美方保证台湾 的安全 g 4 . 在法律上规定美 国今后继续 向 台湾出

① 《 卡特总统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谈话 ， 1978 年 12 月 19 归 》 ， 梅孜， 《美合关系意要资料选编 3
1948.11-1996.份 ， 页 140--142.

② David Taiwei Lee, The Making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wenty Years in Re仕ospec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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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武器 I 5. 台北与华盛顿之间必须互设政府间代表机构。 这五项原则 的核心内容
就是现实性、 持续性、 安全、 法理及政府关系 。 ① 不难看出 ， 蒋经国提出 的这五
项原则完全是台湾当局的 “一厢情愿” ， 它与美方提出 的 “建立美台非官方关系”
的 目 标相差甚远 ， 最后克里斯托弗 的台北之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从 1 978 年 12 月 底到 1979 年 2 月 ， 美台双方就未来关系发展的谈判进入第
二阶段 ， 会谈的地点转移到了华盛顿。 此轮会谈的重点是美台双方互设代表处的
问题。 台湾方面的代表是 “外交部” 政务次长杨西昆 （H. K. Yang） ， 美方代表则
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罗杰 · 沙利 文 （Roger Sullivan） 。 在
美 国 国务 院 ， “ 台湾＿T作小组” （Taiwan Task Force ） 宣告成立， 旨在为未来美台
关系 的发展制 定详细 的计划 ， 查尔斯 · 弗里德曼 （Charles Freedman） 、 哈维 · 费
尔德曼 （Harvey Feldman） 和大卫 · 布朗 （David Brown） 等 “中 国通” 也参与 了
计划 的制定。 华盛顿会谈之初 ， 台湾代表仍然坚持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应建立在
官方关系基础之上 ， 坚决反对美国采用 “ 同 中 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 同台湾
建立非官方关系 ” 的 “ 日 本模式 ” 。 由 于双方立场相差甚远 ， 到 1979 年 1 月 上
旬 ， 双方经历了数轮会谈后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 ： 中美建交后 ， 美国将继续 向 台
湾出售武器。 由 于中美此时已互派大使， 美国政府不想在建交之初就给 中美关系
改置障碍 ， 结果让苏联有机可乘 ， 在地 中海一一红海一一印度洋 “动荡弧” 地 厌
展开’攻势 ， 于是在美台华盛顿会议上不断向台湾代表施加压力 。 由 于美台关系存
在严重的非对称性 ， 台湾实际处于依附地位 ， 缺少影响美 国 的筹码 ， 所以在经过
一个多月 的僵持后 ， 台湾代表元奈作出 让步 ， 同意通过 “美国在台协会” ② （AIT)
和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CCNAA） 两个非宫方机构来处理美台之间 的事务。
尽管美国在台协会声称主要从事慈善、 教育 、 科学、 文化和其他活动 ， 是 “美台
关系走向非正式关系 的下一个步骤’＼ 但又宣布它将履行原来 由 政府履行的职责 ，
实际上将 台湾看做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因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1979 年 1 月 1 6 日 ， 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宣布 ：美国在台协会的预算同前大使馆类似 ，
每年约 200 万美元。 它的任务是实施美台之间 除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之外的所

① 沈剑虹 ， 《使美八年纪要》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 ， 页 199-201 I苏格 ， 《美国对华政策与
台湾问题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 页 452 I ［ 美 ］ 陶涵著， 林添货译， 《蒋经国传》 （北京： 新华
出版社， 2002） ， 页 3690

② 1 979 年 1 月 10 日 ，美国曾通知台湾当局 ，美国将在台湾建立 “美洲；在台湾协会” 的非官方机构，后
来经台湾谈判代表的交涉， 原来的中文译名改为 “美国在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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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议。 ① 这样 ， 美国在台协会便具有 了 “大使馆” 的某些功能。
在美方的多次施压下 ， 台湾当局原则上 同意美国将美台关系 限定为非官方关

系 ， 但是就美台互派的常驻机构 ， 台湾代表仍坚持要求将其定性为政府机构。 为
了让美方接受 自 己 的看法 ， 台湾代表提出一项折中方案 ： 当美国公开宣布 “美国
在台协会” 是个非官方机构时， 台湾方面’不表示反对 ； 同时当台湾在公开场合寅
布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个官方机构时， 美国官方不应提出异议。 美国对此表示
不能接受 ， 并反对任何体现 “美台官方关系” 的措辞 。 后来台湾代表再次作出 “让
步’＼ 提出既然这些非政府机构都是 由 政府部 门 资助 的 ， 美方难以否认这两个组
织 以及美台关系具有 “官方关系 的某些特征” 。 双方最后向意： 今后如果美方在
公开场合称美合关系是非官方关系 ， 美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非政
府机构 ， 台湾方面不提出异议 P 如果台湾方面在公开场合称美台关系和t述两个
机构分别具有政府关系和政府机构的某些特征 ， 美 国方面不提出异议。 ② 从这种
表述来看 ， “断交” 后的美台关系显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2 月 1 5 日 ， 台北正式宣布成立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 它与 “美国在台协
会” 相对应。 尽管台湾当局对美国断绝 “外交关系” 的做法仍然耿耿于怀 ， 但对
于美台 双方通过谈判后互设机构、 延续双边关系 、 继续执行除 《共闰防御条约》
之外 的所有协议等一系列安排表示接受。 ③ 这样 ， 美台双方在互设机构方面便达
成了妥协 ： 美国政府称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是非官方机构 ， 而台湾当局却宣布它
具有官方性质 ； 美台通过互派办事处将以前的 “官方关系” 变成了 “准官方关系” 。
在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 台湾 当局挽回 了部分损失 ； 美台关系经历 “阵痛” 后
开始进入调整时期。 互设代表处是美台 “断交” 后美国政府对美台政治关系所作
的第一步安排 ， 它使美台安全合作关系 由公开逐步走向秘密 ， 由联盟关系转变为
“准联盟” 关系。

三 、 台湾昕证会与美台 “准联盟” 关系 的眼酿

卡特于 1978 年 12 月 中旬宣布 同 台湾断绝 “外交关系” ， 并宣布将 于一年后
① （ 美 国 政府宣 布建立美 国 在 台协会， 1 979 年 1 月 16 日 ） ， 梅 孜 ， 《 美 台 关 系 重要资料选编：

1 948. 1 1 - 1996.础 ， 页 1 53-154。
② “Taiwan Reluctantly Agrees to Non-government US Tie," Washington Post, Februatγ 13, 1 979. 另可参见

［ 美 ］ 陶涵 ， 《蒋经国传》 ， 第 373 页。
③ “Taipei to Setup Nc\V 臼ganization to Con也ue Its Ties wi伯 世1e U 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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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这在美 国 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 许多议员对于政府
的这一做法深表不满。 就像杜鲁门 时期美国 国会就 “谁失去了 中 国大陆” 进行元
休止的辩论一样 ， 卡特宣布中美建交后国会再一次掀起了 “谁抛弃了 台湾” 的辩
论高潮。 ① 接着 ， 台湾在美国的强大院外集团也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
向美国 国会施加影响。 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 ， 对卡特政府的决
定予以 了尖锐的抨击z 台湾驻美 “大使” 忧剑虹离职前， 美国共和党智囊团一一『传
统基金会还专门 为其举行 “惜别晚宴” ， 当时有多名议员 到场。 ②

大多数议员并不反对华盛顿同北京建交 ， 但却反对以 “牺牲” 台湾的利益为
代价。 他们认为 ， 中 国大陆的存在是事实 ， 但台湾的存在也同样是事实 ， 美国断
绝 同 台湾 的 “外交关系 ” 本身就违反 了事实， 因为卡特政府的这一做法等于否认
了 “ 中华民国 ” 拥有 “主权” ， 而否认它拥有主权就是否认它拥有 “ 自 卫权” ， 这
与美国所倡导的理想与道德原则背道而驰 ， 是一种背叛盟友的“背信弃义行为” 。 ③
最令国会不满 的是卡特政府宣布一年后终止美台 《共 同 防御条约》 ， 因为大部分
议员认为终止与 国外签订条约的权力应该在 国会 ， 不在行政部 门 。 他们还认为 ，
美 台 《共肉 防御条约》 对于美国来说极为重要 ， 因为这种安全安排同美韩、 美 日 、
以及整个美国 ；；w_洲联盟体系息息相关。 另外 ， 自 越南战争以来， 美国行政部门决
策的正确性受到 国会和民众的贡疑 ， 尤其是 “水门事件” 后 ， 在美国 国 内政治斗
争 中 ， 行政部门 的权威进一步下降 ， 而 国会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却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美国对台政策方面发挥了相当大作用 p 台湾院外集 团在国会
的活动使立法部门在同行政部门权力斗争中进一步处于强势地位。

为防止国会公开与行政部门 “叫板” ， 或制定有悖于 《中美建交公报》 的法律 ，
国务院于 1979 年 1 月 26 日 将拟定的综合法案 （Omnibus Bill ) ® 递交给了参议院
外事委主席弗兰克 · 丘奇 （Frank Church） 和众议院外事委主席克莱fj特 · 柴勃洛
基 （Clement Zablocki） 。 该法案 旨在美 台之间建立经济 、 文化和其他关系 ， 并通
过美国在台协会加 以执行 ， 还授权政府资助该机构 。 综合法案规定 ： 美国法律中
涉及 民族、 国家或类似实体时 ， t述各词含义应包括台湾人民 。 这一点实际已违
反了 《中美建交公报》 的精神 ， 但即使如此 ， 该议案刚送到国会便遭到议员 的强

① Seo忧Kennedy, ed., China Cross Talk: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China Policy since Normali.7..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直eld Publishers, 2003 ) , 1 1吕．

② 苏格 ， 《荣罔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页 4580
③ David N. Rowe, Ally Betray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exandria (Va.: Western Goals, 1982) , 1 5 .  
④ 又名 《台湾授权法案》 （Taiwan Enabling 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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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对。 绝大部分议员认为 ， 它没有充分考虑到 中美建交之后 台湾的安全问题，
甚至否认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效统治” 的客观事实。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次委员
会主席 、 参议员 约翰 · 格伦 （John Glenn） 说： “ 国会必须在美国东亚政策制定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 国会议员决心向外界表明 ， 在对外关系方面， 国会与行政部门
是平等的 。 ” ① 由 于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立场相差甚远 ， 所以 国
会两院准备对综合法案加 以修改 ， 并将有开台湾听证会。

1 979 年 2 月 5 日 ， 参议院外事委就美 国 与 台湾关系 问题召 开 了 听证会 ， 其
自 的是 围绕未来美台关系 的立法问题交流看法。 出席昕证会的有国会议员 、 学界
专家、 利益集团代表和其他工商界人士 。 在开幕词 中 ， 丘奇主席对卡特政府的对
台政策提出 了严厉的批评 ， 认为国务院提出 的综合法案措辞模糊 ， 内容不清 ， 主
题不明 ， 对未来台湾的安全问题漠不关心。 ②

第一个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是美国副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他谈了行政部门制定
综合法案的原因 ， 以及该法案的主要 目 标 ： 第一项是美国 同 中 国大陆建交后 ， 美
国 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做法同样适用于美台之间 ， 台湾人民有资格同外国政府
签订协议 z 第二项是美国 同台湾相互设立非官方机构 ， 以促进美台各领域的交流 z
第＝项是美国政府向美国在台协会提供资金、 配备人员和规定行政关系 ， 国会还
可以对美同在台协会的运作进行监督 。 尽管克里斯托弗强调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
较强 ， 大陆 目前还没有能力进攻 100 海里以外 、 力量强大、 准备充分的台湾 ， 但
为了减少国会议员 的批评与指责 ， 他保证政府将继续向 台 出售防御性武器。 同 时 ，
美国在台协会将在商业 、 文化和其他领域基本执行以往美国驻台北 “大使馆” 的
任务 。 ③

在台湾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一些专家和学者。 中 同 问题专家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 所作的证词相对温和 ， 与克里斯托弗的较为接近。 他认为 ， 在近期 内 ，
大陆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 ， 中 国把 四个现代化作为国 家工作
的重点 ， 这就离不开西方的科技 ， 中 国 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 日 益密
切必然使大陆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 。 第二 ， 中 国大陆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
首要 目 标 ， 就会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 第三 ， 中 国 同北方苏联和南方越南关系的

① Senate Taiwan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p. 261 . 
② Senate Taiwan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Co1n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pp.‘ 1-2. 昕证会的有关内容可登

入网址 http://www.dc.roc-taiwan.org/tpµpdate／， 也可参见孙哲，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页 168-174。

@ Senate Taiwan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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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消耗了它大部分精力 ， 中 国在东南沿海地区部署的军队会减少。 第 四 ， 在美
国 的帮助下 ， 尤其是通过 向 台 湾出售武器， 台湾的军事现代化水平 日 益提高 ， 军
队战斗力 和防御能力 明显增强。 ① 因此他认为 ， 近期内 台湾并不面临严重 的安全
威胁问题。

同参议院相 比 ， 众议院外事委举行的 台 湾听证会规模较小 ， 到场的人数也较
少。 为 了避免受到众议员 的批评和指责 ， 成为众矢之的 ， 副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一开始就显示出 强硬态度 ， 并声称 ：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水域不是 国 内水域 ， 而是
国际水域。 在国际水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符合 《 国际航运条约》 的规定 ， 但
众议员 的 “亲台 ” 立场更加鲜明 。 索拉兹 （ Solarz） 认为在界定大陆对台湾的侵
略时应当包括经济上的抵制、 封锁等 ， 主张将 “反抵制条款” 写入法案中 。 这一
提议遭到多数议员 的反对 ， 他们认为 ， 如果美罔对台湾的义务写得太具体将使台
湾当局报有某种幻想 ， 甚至使美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之 中 ， 这将不利于条约的实
施。 ② 显然 ， 美国并不想在安全承诺这一关键问题上束缚 自 己 的手脚。

美国在 台机构的名 称问题也是众议员关心 的 问题。 拉萨特 · 沃尔夫 （Lester
Wolff） 主张使用更加正式的 “联络处” （ Liaison Office） 这个称呼 ， 或使用 “委
员 会” （Mission 或 Commission） 一词来代替 “美国在台协会” ， 因 为后者不能体
现美台关系实质。 ③ 为 了 同众议院在表述上达成妥协 ， 克里斯托弗最后作出让步 ，
认为这些名称其实并不重要 ， 国会议员可以协商。 参众两院组织的台湾昕证会尽
管最后没有达成共识， 但却 围绕未来美台关系的发展问题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的讨
论。 台湾昕证会为两院｛彦订综合法案定下了 “基揭
的构建作了必、耍的准备。

四 、 〈 与台湾关系法 〉 和美台 “准联盟” 关系 的确立

台湾听证会结束后 ， 参众两院外事委分别将议案提交两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
审议。 资深的参议员斯坦尼斯 （John C. Stennis ） 自 杜鲁门 时期便走上政坛 ， 因此 ，
他的发言 比较有影响力 。 斯坦尼斯认为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卡特时期 ， 美 国

① Senate Taiwan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位ee on Foreign Relations, 453-454. 
②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sues and Concerns,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96th Congress, 1 st Session, 1979) , 58. 
③ Implementation of世1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sues and Concerns, Hearings before 也巳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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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向 台湾提供了价值 55 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 使它成为一个繁荣而现代的
经济体。 今后美国应继续 向 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 美国对此负有道义上的责
任。 ① 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议员 的赞成。

参议院讨论中最引人注 目 的要数查尔斯 · 帕西 （ Charles Percy ） 。 他在外事委
举行的台湾昕证会上曾提出过一项修正案 ， 要求将 “台湾的安全是美国利益之所
在” 写人原法案中 ， 以代替 “严重关切” （Grave Concern） 。 如果这一条被写入最
后法案中 ， 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将是毫无悬念的 ， 届 时 《与台湾关系法》 将无异于
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考虑到总统可能行使否决权， 外事委最后否决了这项议
案。 行政部门十分担心帕西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提交这份议案。 会前， 副 国
务卿克里斯托夫再三劝说帕西放弃这项议案。 辩论的前一天 ， 卡特总统专 门会见
了参议院外事委主席丘奇 ， 对帕西提出 的议案表示关注 。 中 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也
紧急会见丘奇 ， 询问该议案 的情况。 3 月 6 日 ， 帕西不顾行政部 门 的劝说， 与其
它 14 名参议员 又联名提交了该修正案。 帕西在会上说 ， “严重关切” 并不能表达
美国对中 国大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 因为在过去 ， 美 国 曾 多次使
用 “严重关切” 一词 ， 但均未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如 1956 年苏联干涉匈牙利 内
政时 ， 美 国政府使用了 “严重关切” 一词 ： 1 975 年苏联将武器运往安哥拉、 并纵
容古巴干涉安哥拉内政时 ， 美国也表示 “严重关切” ； 1976 年朝鲜在非军事区 向
两名美军官员开火时 ， 美国表示将 “严重关注” 事态的发展 P 1979 年 2 月 9 日 美
国 国务院发言人就中 国 向越南发动 自 卫反击战问题也使用 了 “关切” 一词 。 美国

政府虽然屡次使用 了 “严重关切” 之类的外交辞令 ， 但事后均没有采取任何有效
行动 ， 所以在美台关系法案中 ， 使用 “严重关切 ” 一词并不能对中 国大陆动武起

到威慑作用 。 ② ｛Et参议院多数民主党人士表示反对 ， 认为一且将这一条款写入法
案中将使美方丧失 自 由行动的能力 ， 从而会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 也将会挑衅大陆 ，
严重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 届 时卡特总统将不得不衍使否决权 ， 受损害的反而是
台湾。 最后在参议院表决中 ， 该修正案 以 42 票赞成 ， 50 票反对而遭到否决。 ③

l帕 西修正案 遭 到 失 败并不代 表 参 议 院 没有 反 对 的 声 音 了 。 参议员 斯 通
(Richard Stone） 主张在表述美 台关系时使用更加清晰的词语。 他认为在法案中
应明确规定 ， 美 同 同 “ 中华民国” 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去 ， 美 国将为 “台湾中华

① Lester L. Wolff and David L. Simon, ed鼠，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 Analytic 
Compilation on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Jamaic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82 ) , 19. 

②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7, 1979, S21 17. 
③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8, 1979, S2139. 另可参见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 页470-4720



论 1979 年至 19盼 年美台 “准联盟” 关系的形成 i
民 国 ” 的安全负责 。 为此， “对 ‘ 中华民 国 ’ 的进攻将被视为对美国 国家安全的
威胁 ， 而不仅但是个严重关切 的问题。 ” ① 斯远的观点与帕西提出 的修正案如出一
辙， 它不仅将台湾视作 “ 国家” ， 而且主张将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 的 内 容完全
保留下来 ， 这不仅是中 国大陆和卡特总统所无法接受的 ， 也是国会绝大多数议员
所无法接受的。

3 月 8 日 ， 众议院也召开全体会议， 商讨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问题。 众议院
分成明显的两派 ： 乐观派和悲观派 ， 罗伯特 · 拉戈马西诺 （Robert Lagomarsino ) 
提出 ， 美国政府对北京的承认似乎为北京最近采取的 “不负责任行为” （ 即对越
自 卫反击战 ） 开 了绿灯。 美国政府必须消除他们 的错觉 ， 即美国承认北京并不意
味着默认北京对越南或其他邻国采取侵略行为。 因此他提出另一项修正案 ， 要求
总统在北京威胁台湾安全的情况下撤销对北京的承认。 这等于南北京发出一个信
号 ： 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基于中 国 “循规蹈矩” 之上的。 ② 布鲁姆菲尔德
(Broomfield） 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卡特总统可能会最终否决这一议案 ， 更何况撤
销对外国政府的承认是总统的权力而不是国会的权力 。 另外 ， 如果在美台关系法
案 中公然加上这一条势必引 起中 国大陆的不满 ， 北京对于发展健康稳定的 中美关
系就会失去信心。 结果众议院在表决此项修正案时， 有 1 69 票赞成 ， 197 票反对 ，
66 票弃权 ， 拉戈马西诺提出 的修正案遭到否决。

柴勃洛基和奎尔认为 ， 现在摆在 国会面前的有两条路， 要么制定一项法案 ，
在非官方关系 的基础上延续美台关系 ， 要么不通过任何法案而放任总统终生美台
关系 ， 而现在只能选择前者 。 至 于美台关系 ， 柴勃洛基认为 ， 过去七年美国 同
中 国大陆建立 了联结处 （Liaison Office） 关系 ， 同 台湾保持着正式 “外交关系” ；
今后美国将与中 国大陆保持正式外交关系， 同时与台湾建立 “联络处关系” 。 ③ 由
于大陆明确反对 “倒联络处” 模式 ， 柴勃洛基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参议员 的
赞 同 。

美台“断交”前 ， 台湾在美国共设有 1 1 处“总领事馆”和 3 处“领事馆” 。 “断交”
后台湾关闭 了在波士顿、 堪萨斯城和加里西哥三个 “总领事馆” 和在波特兰、 关
岛和萨摩尔的三处 “领事馆” 。 ＠ 汉森 （ Hansen ） 认为 ， 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
伴 ， 双边贸易额超过了苏联和 中 国大陆同美国贸易额的总和 。 美国 的银行家、 企

① Wolff.and Simon, eds.氢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20-21 . 
② Wolff and Simon, eds.,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1 1 82. 
③ Wolff and Simon, eds.,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 1 7-18 . 
④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页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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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和农场主在台湾拥有 80 亿美元的市场 ， 因此美国政府必须保护他们 的利益。 ①
这一议，案得到 了大多数众议员 的赞同 。

米基 · 爱德华兹 （Mickey Edwards ） 也提出 一项修正案 ， 认为台湾事实上管
辖的范围不仅是台湾和澎湖 ， 而且包括金 门和马祖两大岛 。 根据 1954 年美台 《共
同 防御条约 》 ， 美 国 的协防范围只包括 台 湾 岛 和澎湖列 岛 ， 不涉及金 门 和 马祖，
因为美国政府认为金、 马两岛靠近大陆， 一旦海峡两岸发生冲突 ， 美国将立 即被
牵扯进去。 爱德华兹认为 ， 这个问题十分简单， 那就是台湾的地域包括台湾岛、
澎湖 、 金门 和马祖。 如果美 国关注的范围不包括金 门和马祖， 北京就会进攻这两
个岛屿 。 因此， 他要求在原法案 中加上 “美国将严重关注金门和马祖受到 的安全
威胁。 ” 柴勃洛基则反对该议案 ， 原 因是金门距离大陆 7 英里 ， 马祖距离大陆 12
英里 ， 长期以来成为大陆炮击的对象。 加上这一条就等于扩大了美国协防的范 围 ，
甚至超过了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的防务范围 。 另 外 ， 北京和 台北都认为 ， 上述
两岛属于大陆的福建省 。 既然如此 ， 美国就没有承担两岛安全的义务 。 最后爱德
华兹提交的修正案以 146 票赞成 ， 256 票反对 ， 30 票弃权遭到否决 。 ②

按照规定 ， 参众两院送给总统批准的法案必须是内容和形式均相 同 的议案 。
台湾昕证会过后 ， 参众两院经修改后的法案 已不同 ， 必须统一内容后才能送卡特
总统批准。 3 月 19 日 ， 参议院代表丘奇 、 斯通 、 贾维茨、 帕西、 赫尔姆斯、 格
伦等和众议院代表柴勃洛基、 沃尔夫、 芬德利和布鲁姆菲尔德等成立两院协商委
员会， 就两院在该法案表述方面的不同之处展开协商。

首先 ， 众议院将该法案称为 “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并促
进美 国人民和台湾人民持续 、 广泛、 密切友好关系 的法案” ， 而参议院则将其称
为 “授权在非官方基础上和台湾人民维持商务 、 文化和其它关系 ， 以扩展美同 的
外交政策及其它 目 标的法案 ” 。 后来， 协商委员会一致赞同下面的表述 ： “本法是
为了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 、 安全和稳定 ， 并通过授权继续美国人民间台湾人
民 的商务、 文化和其它关系 ， 以促进美 国 的外交政策 ， 以及为了其它 目 的 。 ” ③ 其
中参议院提出 的 “非官方” 一词被删去 。

其次， 双方的分歧还集 中在法案的名称上 。 众议院主张使用 “美国 台湾关系
法”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ct） ， 而参议院则主张使用行政部门提出 的 “台

① Congressional 汉.ecord, March 8, 1979, Hl 168. 
(?)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13, 1979, Hl266. 
③ （ 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联合解释声明 ， 1979 ） ，即灾 ， 《美合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1948. 1 1” 1996.础 ， 页 177斗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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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授权法案” （Taiwan Enabling Act） 。 柴勃洛基认为 ， “授权” 一词显得不够正式 ，
不能凸显法案的实质内容。 而且它忽略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的
事实。 但是参议院认为 ， 众议院使用 “美国台湾关系
持着宫方关系 ， 中国大陆会指责美国干涉其内政， 中美关系势必倒退。 考虑到总
统可能行使否决权 ， 双方同意采取折中办法 ， 将众议院提交法案标题中的 “美 国 ”
一词去掉 ， 干脆就叫 “与台湾关系法” （Taiwan Relations Act） ，这一名称 比较模糊 ，
它既体现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关切 ， 又避免了过分剌激中国大陆。 柴勃洛基还指
出 ， 就像 《战争授权法案》 一样 ， 《与台湾关系法》 并没有赋予总统面对任何形
式的威胁所享有的宣战权 ， 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将共同决定美同是否使用武力 。 ①
这样 ， 美 台 “准联盟” 关系的重要基础－一 《与台湾关系法》 的名称便 “应运而
生” 。 ②

参议院代表认为既然他们在 《与台湾关系法》 的名称上向众议院作 了让步 ，
那么在内容上则应当 以参议院的为准了 ， 但众议院仍不愿作出让步。 首先 ， 众议
院代表反对参议院使用 “台湾人民” （People on Taiwan） 来指代台湾政府 。 柴勃
洛基认为 ： “所谓 ‘ 台 湾人 民 ’ 是个模糊的概念 ， 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美国 政
府所要打交道的不是台湾人 民 ， 而是台湾当局。 ” ③ 因此众议院代表主张使用 “ 台
湾” 来代替台湾人民 。 但是丘奇担心 ， 使用 “ 台湾” 这个敏感词语会对外发出错
误信号 ， 即假乎美国政府支持 “ 台独” 运动 ， 也似乎表明美国政府将台湾．视为一
个 “ 国家
最后两院达成以下妥协 ： 参试院同意给 “台湾” 下定义 ， 而不给 “ 台湾人民” 下
定义 ， 并根据实际情况将 “ 台湾” 界定为 “ 台湾 岛 和澎湖列 岛 ， 这些 岛上的居
民 ， 依照在这些岛上实施的法律建立或组织的公司 、 其它实体和楼会， 以及美国
在 1979 年 1 月 1 目 前承认为中华 民 国 的 台湾治理当局和任何继承的治理当局 （包
括行政分区、 机构和所属 的执行机构 ） ” $ 众议院则 同意该法案具体条文部分使
用 “ 台湾人员” 一词 。 ＠

在维护台湾安全这一关键措辞上 ， 尤其是在美国售 台武器的表述上 ， 双方最
① LesterL. Wolff and David L. Simon, eds.,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86; 95-96. 
② 《与台湾关系法》 英文全文可参见 Lester L. Wolff and David L. Simon, eds.,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288-295. 
③ “Taiwan Conference Issue Papers，” House Foreign A曲rrsCommit阳File吕， 96th Session, I st Se在sion, 1979, 

(Washington D. C. :  GPO, 1979) , 8. 
＠ “Taiwan Conference Issue Papers," House Foreign A晶rrs Corruni忧eeFU创， 96世i Session, 1st Se齿sion, 197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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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成了一致 z 总统和 国会将根据台湾 的需要和美国相关的法律共同决定售台武
器的数量和性能。 ① 在解决了 以上重要的分歧之后 ， 参众两院开始探讨一些次要
的问题， 台湾在美办事处的数 目 也是双方磋商的问题之一。 国务院原打算将台湾
在美国办事处的数 目 控制在 8～9 处， 参众两院均认为办事处的数 目 太少 ， 不利于
今后美台经贸和其他关系 的发展。 但 由 于 国会担心 《与台湾关系法》 措辞太有利
于 台湾而遭到总统的否决， 后来双方决定 ， 两院 “请求 （Request） 总统将 台 湾
在美国办事处的数 目 保持在 ‘ 断交 ’ 之前台湾在美国 ‘ 领事馆 ’ 的数 目 。 ” ＠ 最后
参众两院还就美台其他协定的延续性问题、 台湾在多边 国 际会议中 的地位问题、
台湾人权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3 月 28 日 ， 几经修改的 《与台湾关系法》 提交众议院表决。 尽管还有议员
对法案具体内容不满 ， f且经过短短几十分钟 的辩论后， 众议院以 339 票赞成 ， 50
票反对 ， 38 票弃权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第二天 ， 参议院外事委主席丘奇主
持会议。 丘奇说 ： “《与 台湾关系法》 规定 ， 对台湾的经济抵制 、 禁运和其它非和
平方式都是对台湾威胁的形式 ， 都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 安全和经济
利益 ， 也都是美国政府所严重关切的 。 然丽 ， 不管美台关系如何亲密 ， 它们进行
联系 的只是两个非官方实体一－美居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 该法案将
确保美 国 同 中 国 大陆保持外交关系 的 同时 ， 美 台将继续保持密切的双边合作关
系 。 ” ③ 最后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 ： 85 票赞成 ， 4 票反对 ， 1 1 票弃权 ， 《与台湾关系法》
在参议院同样获得通过。 4 月 10 日 ， 卡特总统签署了 《与台湾关系法》， 使它正
式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 即 《96-8 号公共法》。 ④ 《与台湾关系法》 成为联系美国与
台湾的纽带 ， 美台安全合作的基石 ， 它为美台 “准联盟” 关系构建 了法律框架。
它的出炉标志着美 台 “准联盟” 的初步形成。

五 、 中 国大陆对美台 “准联盟” 关系 的反应

中 国大陆起初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模式似乎并不十分清楚， 而且似乎并没有意

① Taiwan Relations Act Conference Repor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March 24, 1979 (Washington D. C, : 
GPO, 1979) , 14. 

② Taiwan Relations Act Conference Repor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M缸ch 24, 1979, 17. 
③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29, 1979, S3640. 
④ Robert G. Sutter.， ηie China Quandary: Domestic Detenninants of U.S. Chinese Policy, 1972-1982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 983 ) , 89-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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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 《与台湾关系法》 对未来 中美关系 的影响 ， 加上该法案制定过程适逢中 国政
府处理棘手的中越边界冲突问题， 所以 大陆方面的反应 比较低调。 1 979 年 3 月
3 日 ， 中 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在约见美 国 国务卿万斯 （ Cyrus Vance） 时虽然对美国
国会的举动 比较关注 ， 但又暗示 ： “美国政府与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 国 的 内 政 ，
中 国不予干涉。 ” 但到 了 3 月 中旬 ， 中 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 ： 《与台湾关系法》 在
某种程度上是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 的延续 ， 美方以 国 内立法的形式将原来的主
要内容， 特别是将对台的安全关注和出售武器等内容保留了下来 ， 它对中 国 内政
构成 了粗暴干涉。 ①1980 年 1 月 ， 卡特宣布 向 台 湾 出售价值 2.8 亿美元的 武器 ，
包括新型 “鹰式” （ I-Hawk） 地对空导弹、 “陶式” （TOW） 反坦克导弹、 新型电
子识别系统等。 ② 中 国从中美大局出发， 也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 结果卡特为 了
获得国会的支持 ， 一再向 国会妥协 ， 并准备向 台湾出售性能更加i优 良的武器。 中
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性， 并开始与美方展开了有理、 有利 、
有节的斗争， 中美在美嚣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摩擦和分歧也 日 益增多。 ③

1980 年 6 月 21 日 ， 《人民 日 报》 以 《不要做有损于 中美关系 的事》 为题发
表社论指 出 ： “ 中 国人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台湾 的武器销售 。 他们正密切
注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它问题上将走多远。 ” 同年 8 月 19 日 和 10 月 9 日 ，
《人民 日 报》 又分别 以 《不要错打算盘》 和 《不明智 的行动》 为题发表评论员文
章 ， 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提出 了强烈 的批评。 ③1981 年初 ， 荷兰向 台湾出售了 2 艘
潜艇 ， 中 国政府宣布将 中荷关系降为 “代办级” 。 此后 ， 中 国政府发表声明说 ： “在
售台武器问题上 ， 中 国 的忍耐是有 限度 的 。 ” 这其实是 “杀鸡傲候” ， 暗示美国 ：
如果它采取过激的行为也将面临同样的下场。 ③198 1 年 7 月 ， 中 国政府告诉美 国
驻华大使恒安石 （Arthur W. Hummel ， 其父亲是恒慕义 ， 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 ） ：
如果美罔继续向 台湾出售武器 ， 中 国将认真考虑国 际战略形势。 ⑤ 中 国政府所谓
的 “考虑国际战略形势” 显然是指 中 国将在美 、 中 、 苏 “战略大气角 ” 中调整 自

① 苏格 ，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页 478-4790
② 〈 美同会总审计局同际处处长肯尼思·法西克在参议院外委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 1 980 年

5 月 14 日 〉 ， 梅孜 ，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 1948. 1 1 - 1996.忡， 页 189。
③ Hungdah ChiJ.1, Hsing-Wei Lee and Chih币1 T. Wu, eds.,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An 

Examin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1 ) , 24. 
＠ 宫力 ， 《峰谷间的震荡 ： 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北京 2 中 国青年出 版社 ， 1996） ， 反 61 、 64、 69。
@ Ramon Hawley Myers， 时， A Uniqu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 6 7. 
⑤ Alexander Jr. Haig,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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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战略。 为了显示 自 己 的不满 ， 当年 8 月 ， 中 国宣布无限期延长 中 国人民解放
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访美的 日 期 。

六 、 结论

1 979 至 1980 年 ， 美 台联盟关系逐渐演变成 “准联盟” 关系 ， 它是一国与它
所承认的另 一个 国 家 内 部一个部分之间 的安全特殊关系 。 美国一方西承诺奉行
“一个中国” 政策 ， 同 中 国大陆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 断绝与台湾的 “外交关系 ” ，
并终止了 “美台军事联盟关系” ， 另一方面又通过国 内立法一一 《与台湾关系法》
的形式将美台双边安全关系 的主要内容保留 了下来， 并通过互设代表处－一美 国
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方式将双方的政治关系延续了下来 。 美国 同 中
国 台湾在 “准联盟” 关系构建过程中没有 “外交关系” ， 没有双方最高领导人互访，
没有公开的军事合作和情报合作， 但美台存在安全合作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
种 “准联盟” 关系其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模糊性。

就美国政府而言， 主导这种 “准联盟关系” 的是一组多元平衡。 美国在台战
略需要和经济利益、 美 台双方共 同信奉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选择构建美 台 “准联
盟” 关系的推动力 ， 同时， 美台之间 的战略分歧、 美国对受到台湾牵连的担心以
及美 国对挑衅大陆的担心成为制约美国密切双边关系 的阻力 。 上述六个变量使卡
特政府不得不将美台关系限定在 “准联盟” 的活围 内 。 通过 “准联盟” 安全架构 ，
美国将美 台关系的发展限定在这样的范围 z 双边关系既不会上升为联盟关系 ， 也
不会降为完全的非官方关系 ， 而是保持在一种半结盟 的状态「一－ “准联盟” 。 以
1 982 年 中美签订 《八 · 一七公报》 为标志 ， 大陆、 台湾和美国两国三方形成了一
种暂时的妥协。 但是这种 “脆弱的平衡” 使台湾海峡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关系发展
充满了变数 。

显然 ， 这一时期 （实际上一直延续到 现在 ） 美台 “准联盟” 关系实际上是美
国意志的反映 ， 而不是台湾当局意志的反映。 美台实力分布的非对称性、 美台安
全 目 标实现难易程度的非对称性 、 以及美台对双边 “准联盟” 关系所抱期望的非
对称性是其根本原因 。 换句话说， 美国主导着美台 “准联盟” 关系 ， 而台湾缺少
影响美国外交的足够实力 。 正如 1 979 年 2 月 15 日 ， 美台宣布互设代表处一－美
国在台协会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后 ， 蒋经 国 发表感言称 Z “两个多月 来 ， 我们



论 1979 年至 1980 年美台 “准联盟” 关系的形成

在万分沉痛的心情下， 操危虑患 ， 与美方折中交涉， 为的是要尽一切可能来维护
国家和人民的权益 ， 以期减少由 这一不幸悲剧所造成的损害。 … …我们只有打掉
牙齿和血吞。 由 于现实的需要 ， 不得不坚忍勇毅， 来处理当前变局 。 ” ①

卡特签署这项法案不仅是为了平息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 国会内部亲 台势力
和保守派势力 的 “怨气” ， 而且是对立法部门 的妥协的结果。 在美国 “两党政治 、
三权分立” 的集团政治斗争影响下， 《与 台湾关系法》 从酝酿到起草 、 从修改到
最终出炉无不反应了 美 国 国 内各种力量相互制 约 、 讨价还价 的实质。 正如里根
所言 ： “如果将桔子和苹果一同放进美国政治的大熔炉里 ， 结果取出来的可能是
梨。” ② 美台 “准联盟” 关系是美国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 中 国 大陆和台湾等各种
力量博弈的结果 。 如果说中国大陆同美国建交终结了美台军事联盟关系 ， 那么 《与
台湾关系法》 的出炉则标志着双方又步入了 “准联盟” 阶段 ， 只不过这种安全合
作关系是以一种隐蔽的、 有限的和扭曲 的方式再度 出现。

① 尚 无饱， 《百年之结－二美国与中 国舍湾地区关系 的历史透视》， 页 1 87.
② Francis Clines， “President Invites Deal in Congress for Jobs，” 白i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8,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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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台 “娟和谈判” 与 “适用范围问题” ＊

_A＿ 生
』丰 �

1 952 年 4 月 28 日 日 本和退守台湾 的 国 民党当局签订和约 ， 它是美国 主导的
旧金山对 日 和谈的延长。 美 国通过推动 《旧金山和约 》 和 日 台 “嬉和谈判” ， 将
日 本和台湾分别置于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阵营中 ， 与以 中 、 苏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展
开对抗。 ① 吕 台谈判的完成 ， 一方面使 日 本作为美国盟友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
巩固和加强 z 另一方面使国 民党当局通过与 日 本缔结条约 ， 维持了统治的地位。
日 台和谈的完成不仅建立 了东西方阵营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框架 ， 进一步确立了亚
洲持久冷战的局势 ， 而且成为制约此后二－1－年间 中 、 美、 日 ‘ 台之间关系 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

在 日 台谈判 的所有 问题中 ， 适用范围 问题是其根本所在 ， 关系到国 民党统治
的合法性和 日 台签订条约的效力范围。 对 日 本来说 ， 不愿完全断绝与新中 国建立
关系的后路 ， 他们始终认定以 “吉 田 书简 ” 的原文来敲定条约的适用范围 ， 即条
约仅限于国 民党控制的台湾。 而台湾方面则坚持美台协商的结果是条约应适用于
全中 国 ， 即主权及于大陆 。 关于这一焦点 的争论 ， 一直到 1952 年 4 月 27 日 签约

＊ 本文所讨论的是 1952 年 4 月 28 日 吕 台签订的和约 ， �II台湾所指之 “中 日和约飞 日本政府所指之
“ 日华平和条约” ， 大陆学者所指之 “ 民台条约” 。 在本文中出现时简称为 “条约”。 对于出现在日本和台湾
方面历史文献中的名称和提法 ， 本文将遵照原文进行援引 。

① 新中 国成立时， 东西方冷战已经展开。 由于中�j；同盟条约的签订， 中国政府以苏联盟国的身份加
入冷战 ，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 将美苏对抗的阵地推到远东地区。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
国的参战， 冷战二元对立的结构在亚洲出现， 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关系也获得了巩固。 远东地区出现
的新形势使日本的战略地位获得提升，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凸现出来， 美国的亚洲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随着对 日 和约谈判的发动 ， 西方阵营一边的关系开始了调整的过程。 1951 年 6 月 ， 美英达成的 “伦敦方案”
规定不邀请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的任何一方参加多边和约 ， 由恢复独立后的日本自行选择缔约的对象，
从而表明中 国被排除在 《旧金山和约》 之外。 旧金山和会召开后 ，在美国的居间介入节 ， 日本政府发表了 《古
囚书简》 ， 选择有效统治范围仅局限于台、 1彭、 金、 马地区， 但却j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所承认的台
湾作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官方交涉对象。 日本和台湾于 1952 年 2 月开始双边条约的谈判， 围绕条给性质、
适用范围、 赔偿、 最惠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历时 69 天的商讨， 并于 《旧金山和约》 生效前 （4 月 28 日 ） 签署。
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格局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远东地区的关系调整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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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最后一刻双方才达成妥协。
以往学者的研究基于对 《美国外交文件》、 日 本外务省公开史料和 台湾地区

已刊史料集的利用 ， 强调了美、 日 是 “适用范围” 定型的主角 ， 对台湾的作用只
略有提及。 ① 本文将结合台湾地区所藏的未刊档案 ， 利用多方资料来深入探讨台
湾在 “适用范围 问题” 上所扮演的角 色 ， 更全面地呈现条约背后的多方互动。

、 莞 、 台协商适用范围问题

目 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 “适用范围问题” 是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 
1950 年 4 月 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为对 日 和谈国务院顾问 ） 在 195 1 年 7 月 3 日
与顾维钩会谈时向 国 民党当局提出 的 。 ② 杜勒斯指 出 ， 既不能强迫 日 本承认与 同
民党 当局所签的条约对大陆有效 ， 又要避免承认国 民党 当局的权力不及大陆 ， 而

① 关于 “适用范围” 问题的探讨，大部分学者以 《吉因书简》 为研究主体，认为 “适用程围” 是先由美
国起草，经由 日本首相吉凶茂认可后再向美国提出的，是美 日会谈的结果，是 日本追随美国外交的产物。 （参
见于群 《美国对日政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87-188 页 8 林金茎 《梅 t棋》， 庭经
出版 1984 年， 第 235 页， 如谷千博 《吉田番筒左美英中η椭圆》 ， 载 《中央公抽》 1982 年第 1 1 月 号， 第
97 卷 ， 第 81-87 页） 日本学者和旅日学者在利用日本外务省史料和台湾方面已刊史料集的基础上， 进行了
更为细致的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 吉囚茂在接到杜勒斯草案的同时， 也将 日本政府拟定的协议案交给了杜
勒斯， 其中谈到了日本对双边条约实施范围的看法， 因此两者一同构成了 《吉回书简》 的雏形。 （参见张
耀武 《41 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第 83 页 ，袁克勤 《外压利用外交ξ L τ η吉田苦苦简》 ，
载 《一糯揄莲》 1992 年第 1 月号’第 107 卷， 第 100-108 页。 ） 另一种观点指出 ， 《吉田书简》 的基本原则
是，台湾向美国提出 ， 美台通过谈判形成的。 （参见殷菇罩 《吉回香筒之台湾》， 载 《国隙政治》 ， 第 1 10 号3
1995 年 10 月 。 ） 其中最早注意到台湾与 《育田书简》 关系 ， 并且列出 9 月 26 日 案 （ 甲 、 乙 ） 的内容， 指
出乙案的文字与条约交换公文基本相同的是日本学者石井明 （参见石井明 《中国 ξ刘日蒂和 中萦民国政
府 也立j综合 中心l斗， 载渡边昭夫、 宫里政玄编 “步 扩 7 步 ；，－ � 又 立吉普利1” 束京大学出版会 1986 年， 第
305页） 。 对于适用范围的意义，陈肇斌指出 ， “古田书简” 中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反映了 日本的对华政策是 “两
个中国” 的政策， 是鸿Ill→郎、 岸信介、 池囚勇人内阁对华政策的 “原型” （隙肇斌 《鞍後日本η中国政策：
1950 年代束7 ；； ...，.国陆政治η文版》， 东京大学IH版会 2000年） ， 袁克勤认为 “古田书简” 所规定的条约
的适用范围只涉及台湾地区的问题实质上可以看做是要把台湾分离出去 （袁克勤 “...，. � p 方 之 日萃睛和 ：
米 日 台阕保η榕圆 ” 柏宵房 2001 年 ） ！廉德瑰则反对简单地使用 “两个中国论” 的方法论， 她认为 “适
用程阁” 条款意味着 ‘分断原则 ’ （台湾和大陆的分断） ， 而条约是以此为基础的 ， 它的缔结就标志着日美
台体制的形成。 （康德瑰 《美国与中 日关系的演变 （ 1949-1972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l 月 ） 目前
为止的大部分研究均将美国和日本作为探讨的焦点， 将研究的重心放在 《吉囚书简》 上。 他们或者将 “适
用范围” 描写成美国－－子策划的结果， 或者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体现。 虽然也有学者论及台湾的参与 ， 但
在缺乏对台湾地区所藏未刊史料之利用的情况下， 未能对台湾所扮演的角色作深入地探讨， 因而尚没有对
“适用范罔” 问题之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的论作。

② 适用范围问题虽然是出杜勒斯提出的 ，但实际上顾维钩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6月 15 日 和杜
勒斯的谈话时就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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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所谓国 际地位。 ① 对此， 顾维钧 的基本观点是 ， 有关国 民党当局在大陆执
行条约 的权力问题不应提出 。 尽管 国 民党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 ， 但是世界局势仍
处于不停的变化中 。 ②

在 7 月 6 日 与杜勒斯的会面中 ， 顾维钧坚持 ： 第一 ， 国 民党当局拥有与 日 本
谈判并签署和约的权力 。 第二 ， 不必马上进入关于适用范围 的处理， 因 为只有在
条约获得批准并生效的情况下 ， 关于实施效力 的问题才会出现。 ③ 而条约生效后
对大陆的有效程度是一个事实问题 ， 而这个事实发生在未来 ， 具有不确定性。 届
时国际事态的发展或许有助于提供答案 。 第三 ， 解决效力 问题的宣言应该由 日 本
方面来发表声明 ， 如届 时双方还无法顺利达成协议 ， 可请美国居中斡旋。 ④ 顾维
钧还以美国 的 口 吻拟了一份解决适用范 围 问题的英文稿 ， 并在 7 月 7 日 通过电报
发给蒋介石。

根据他的 回忆 ， 文稿的意思大致如下 ：
( 7 .F.1 7 日 禀 ）

“鉴于中华 民 国 与 日 本国 间关系之重要性与若干对两国有特殊利害关系 的问
题 ， 并鉴于两同之间及其它盟国与 日 本之间同 时结束战争状态的愿望， 美国政府
（ 或与 日 本签署多边和约的盟 国 ） 考虑到 1942 年 1 月 1 日 华盛顿宣言关于签署国
同 时对 日 娟和之规定 ， 欢迎中 E 两国缔结双边和约。 不言而喻， 缔结该双边和平
条约之行动 ， 不因条约生效时国 民政府在中华民 国领土上只有小管辖范围而影响
其适用范围 。 ” ⑤

顾维钧所起草的该份声明是 目 前所见材料 中 “适用范围问题” 的第一个解决
方案 ， 旨在 回避论及国 民党统治地域的表现。 但是顾维钩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获得
国 民党 当局 的认 同 。 7 月 10 日 的 “行政院” 对 日 和约小组会议上 ， 国 民党当局
决定对顾维钩所拟的适用范围英文稿不予采用 ， ⑥ 并令他不要在与杜勒斯的会谈
中提出 。

① ）硕维钩与杜勒斯第十三次谈话 ， 《顾 “大使” 与杜勒斯谈话纪录案 （ 1950 年 10 月 1 日一1952 年 1 月
3 1 日 沛 ， 台湾 “ 中研院” 近史所藏 “外交部” 档案， 档号 。12(6.0 158。

② 《颐维钩 回忆录》 （第九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 第 1 69 页 。
③ 《顺、维钧回忆录》 ， 同上 ， 第 156 页。
④ 颐维钩与杜勒斯第十五次会谈 ，《顾 “大使” 与杜勒斯谈话纪录案 （ 1950 年 10 月 1 日 一1952 年 1 月

31 日 ）》 ， “外交部” 档 案 ， 档号 。12/6.0l坷。
⑤ 《顾维钧 网忆录》 ， 第九册 ， 第 170 页。
⑤ 《对 日 和约 小组会议简要记 录 ）） ， 195 1 年 7 月 10 日 ， 《对 日 和约》 第十五册 ， “外交部” 档 案 ，

012/6.0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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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解释说政府不能不提国 民党收复大陆的可能性及意图 。
当时 “外交部” 的思路圄于 由 国 民党当局来发表这样的声明 ， 有关主权的问题岂
可 由别人来界定 z 而顾维钧 的考虑则是希望借美国或盟国之手在多方条约签署时
来承担发表声明 的职责。 两种理念的冲突导致顾维钩的方案最终被否决。 由 于蒋
介石没有采纳顾维钧的 7 月 7 日 案 ， 没有能及时就美国提出 的适用范围 问题作出
回应， 错过了赢得主动权的最佳时机。

195 1 年 7 月 1 1 日 ， 美 国公布了对 日 多边和约草案的全文 ， 中国被明确排除
在签约 国名单之外。 虽然 国 民党当局并没有放弃争取参加多边和会的努力 ， 但是
也认识到希望微弱 ， 不得不为 日 台缔订条约做准备。 7 月 14 日 ， “外交部” 就 “适
用范围” 进行研究， 商讨后拟呈了一项解决方案 ， 即作如下简单声明 ：

( 7 月 1 4 日 案 ｝

“关于中华 民 国部分， 本约应适用 于现在在其控制下 以及将来其收复之全部
领土。 ” ①

但这一方案也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 此后 的半个月 里再也没有相关动静。
7 月 30 日 ， 美国 国务院发往台湾一份电文 ， 并通过兰辛 ② 转交给国 民党当局 ，

表 明 了 美 国对条约适用泡 围 的态度 ： “关于 日 本与 中 国政府谈判双边和约事 ， 如
日 本获悉美国对于此事之意愿 ， 其态度 因此所受影响究竟至何程度 ， 目 前尚难确
定 。 无论如何， 美国政府在与 日 方讨论此事之前 ， 必须 自 中 国政府预先获得保证：
即 （7 月 30 日 案 ）

该条约仅拘束现在中 国政府实际控制之领土， 抑得及与 中 国政府此后所控制
之领土。 ③

美国不仅重 申 了解决适用范围问题的不可回避性 ， 而且将 自 己关于适用范闸
的意见一并列 出 。 从内容上来看 ， 虽然措辞有所差异 ， 但与国 民党 “外交部” 7
月 14 日 拟定的声明 内容大体一致 ， 关于将来的控制领土 ， 双方使用 的都是 ‘反’ 字。

8 月 8 日 ， 哇辛约叶公超 ＠ 晤谈适用范障问题， 并透露美 国 巳经就双方条约
事宜与 自 本接洽 ， 日 本也表示同意。 两周后 ， 兰辛告诉叶公超 ， 美国政府将尽最

① 《叶公超呈蒋巾 lE 8 月 25 日 呈院副本之附件》 ， 台湾 “国史馆” 藏 “蒋中正总统档案 革命文献 一 对
日 议和案飞 编号z a02-01488 

② Karl L.Rankin， 美国驻台 “大使” ， 台湾方面译为 ： 蓝钦。
③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 （对 自抗战时期 · 第七编 《战后 中 国》 第 4 册） ， 中国国民

党党史委员会 ， 1981 年 ， 第 735-736 页。 （后文简称 《战后中国》）
④ 在有关对 日 和约问题的商谈中 ， 杜勒斯和服维钧前后一共进行了 19次会谈，但从台湾被排除在多边

和谈之外后 ， 杜顾之间的会谈已经不再是舞台的中心。 叶公超和兰辛之间的会谈才是交涉的重心。

327 



328 

l 金门 ： 内战与玲战

大努力促使 日 本在 《旧金山和约》 签字后不久与 国 民党当局签订和约 ， 但必须以
罔 民党当局不再寻求对多方和约作重大修改和速与美国就适用范围商定一项条款
为前提。 ① 同 民党 “外交部” 认为对 日 和约问题已 临决策阶段， 向蒋介石提出希
望以 7 月 14 日 递交的适用范围方案来答复美方所提的和约适用范围问题， 同时“行
政院辰” 陈诚也召开对 日 和约研究小组 ， 拟订具体对案。 ②

8 月 30 日 ， 兰辛再次催问是否 已 经找到解决的方案 ， 表示 日 本一定会提出
这一问题， 如果不能先获得谅解将对谈判造成障碍。 叶公超－于是告诉兰辛 ， 国 民
党不能在条约本身 内接受适用范围有关的任何条款。 ③ 从杜勒斯提出适用范围问
题的 7 月 3 日 至此 ， 已经过了将近两个月 的时间 。

9 丹 3 日 ， 就在 旧金山和会召开前一天 ， “行政院 ” 院长陈诚 向 蒋介石提出
了经 “行政院” 对 臼 和约小组商定后提出 的两套适用范围的方案 ： ＠

( 9 月 3 日 嚣 ）

一： 关于中华民 国之一方 ， 本约应适用于中华民国之全部领土， 现在在其控
制下或将来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二 ： 中华 民国与 日 本之和平条约签字之时 ，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声明如下 z
“本约之意 ， 在适用于中华民国之全部领土。 对于该领土中 因 国 际共产主义

者之侵略 ， 而有暂被共产党 占领者 ， 中华民国政府兹愿表明 ： 一侯该部分归其有
效控制 ， 当 即采取必要措施 ， 傅本约之各项规定对之实施。 ”

日 本之全权代表亦声明如下 ：
“ 中 国全权代表所为关于本约之适用之声明 ， 日 本政府业－予注意 ， 兹愿声 明 ：

日 本政府鉴于其依照本约对于中华民国所负之义务 ， 决不采任何行动妨及中华民

① 《叶公超呈蒋中正 8 月 25 日 呈 院副本之ilftf牛》， 1951 年 8 月 25 日 ， “ 国史馆” ， 编号： a02-01488 
② 同上 。
③ 《战后中 国》 ， 第 747-748 页。
④ 《陈诚呈蒋中正 9 月 3 日 签呈之附件，》 ， 1951 年 9 月 3 日 。 “国史馆” ， 编号 ： a02-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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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土之完整或国家之统一 。 ” ①
此处十分值得注意的是 ， 在方案一的措辞中 ， 使用的是 ‘ 或 ’ 而非 ‘ 及 ’ 字。

对照该方案下附的英文文本也为 ‘町’ 而非 ‘and ’ ， 与 “外交部” 7 月 14 日 的方
案不同 。

尽管旧金山 和会的召开使中 国参加多边和谈的希望破灭 ， 但蒋分石尚未下决
心为 日 台双边条约 的 “适用范围” 定案。 根据顾维钩 的 回忆， 1951 年 9 月 8 曰 “外
交部” 曾来 电告诉他 ， “仍旧 希望不提出 条约适用范围 问题 ， 不过此问题我国 政
府正在讨论中 ” 。 ②

9 月 17 日 ， 兰辛告诉叶公超他收到 国务院的电报， 表示如果国 民党当局要
在多边条约生效前与 日 本缔结双边条约 ， 则必须考虑有关实施范围的方案 。 如果
在多边条约生效以后再行商定双边和约将可避免讨论有关实施范围 问题。 而’美国
倾向于后者 。 ③ 叶公超在 9 月 1 9 日 发给顾维钧的电报中要求问清 日 本究竟向美国
做了哪些承诺。 但是还没有等顾维钩从美国 国务院得到确切的 回复 ， 蒋介石就在
9 月 22 日 举行会议， 决定立 即着手进行双边条约的谈判 ， 并综合 7 月 14 日 “外
交部” 和 9 月 3 日 “行政院” 对 曰 ：和约研究小组关于适用范围的所拟的方案作出
修正 ， 由 叶公超于 9 月 26 日 将书面稿正式交给芝辛 。

国 民党当局向美国提交的两个方案内 容如下 ：

① 英文原文为 ：
方案 －－ : The present Treaty shall in respect of也e Republic of China, be applicable in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w, or may herea企er be, under its control. 

方案二 ： At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the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ke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η1e prcsent treaty is intended to apply to all 也e territor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regards the parts 

of such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w under communist occup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agg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shes to state that it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n1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b.e treaty in such pa巾， as soon as they 町e brought under its 

effective control.” 

The Plenipotentiary of Japan also make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note of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inese Plenipotentiary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esent 往eaty and wishes to declare that, in view of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present treaty 

towar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will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which ma be prejudicial to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the uni丑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贩’维钧回忆录》 ， 第 242 页。 叶公超在 195 1 年 8 月 25 日 给蒋介石的文件中 曾希望台湾以 7 月 14 日
案为明确答复美国的方案， 并同时将该案上报给 了陈诚召开的 “对 日 和约研究小组”。 所以 ， 蒋介石应当
对陈诚的提案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③ 《战后 中 国》， 第 747-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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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 案 ｝
方案 A :
双边和约签字时 ， “ 中华民 国全权代表” 将发表下列 （原文为 “左列 ” ） 声明 ：

本 约 旨 在适用 于 中 华 民 国 之全部领土。 对 于该领土 中 因 国 际 共产 主义侵略之 ，

而 暂 被共产 党 军 事 占 领 之 区 域 ， 中 华 民 国 政府 兹 愿承担： 一侠该 区 域 归其有效控

制 之后 ， 当 即 将本约对之实施 。

方案 B :
在 “ 中华民国政府” 和 日 本政府交换双边和平条约之批准文件时 ， 将下列 （原

文为 ‘左列 ’ ） 声明载入双方同意之纪录 ：
关 于 中 华 民 国 之 一 方 ， 本约 应 适用 于现在在 中 华 民 国 政府控制 下及将来在 其

控制 下之全部 领土。 φ

由 此可见 ， 方案 A 就是 “行政院” 对 日 和约小组拟定的 9 月 3 日 案的方案→ ，
而方案 B 是以 叶公超为首的 “外交部” 的 7 月 14 日 案 ， 只是增加 了不能将该声
明列入条约正文的规定。 国 民党当局最终定夺的两项方案分别采纳 了 “外交部”
和 “行政院 ” 的两种意见 。 从美国 7 月 3 日 提出适用范围问题到 9 月 26 日 国 民
党当局定下解决的方案 ， 历时两个多月 。 其间美国多番催促 ， 蒋介石却迟迟未能
拍板，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 第一 ， 蒋介石考虑到 自 己 的面子和威望问题， 不愿 自
己 “戈IJ地为限” 、 签订限定条约 p 第二 ， 对参加多方和谈仍心存希望 ， 搁置双方
条约的准备。 一直到和会召开 ， 台湾当局不能签字成为定局后蒋介石才转而思考
这一问题。

10 月 20 日 ， 美 国对台湾方面的 9 月 26 日 案作出答复 ， 认为方案 B 更为可取 ，
随后同 民党 “外交部” 又增加一项修正方案 ：

( 1 0 月 24 日 案 ）

“双方兹了解 ： 本约应适用于现在缔约 国双方任何一方实际控制下及将来在
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 ②

该案以备忘录的形式在 10 月 24 B 交给兰辛。 顾维钧从腊斯克那里了解到 国
民党提出 的最后方案不难接受 ， 可是宣至 1 1 月 29 日 顾维钧与杜勒斯会谈时 ， 仍
未得到美同方面表示同意的明确答复。

① 《战后中国》，第 753-754 页。 文本措辞与 《顾维钧回忆录》附录十二《1951 年 9 月 26 日之兰辛公使
关于双边和平条约适用范围之节略》 稍有不同。

② 《战后中国》， 第 7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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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吉 回 书筒 〉 与 “适用范围” 问题

1951 年 12 月 ， 杜勒斯访问东京 ， 与 日 本首相吉 田 茂 （Shigeru Yoshida） 商
谈 日 本和 国 民党当局签订条约事宜。 杜勒斯向吉田茂出示了 自 己事先拟定的一份
草案， 获得 日本认可便成为后来的 《吉 园 书简》。 ①

《吉 回 书简》 的核心问题是表明 日 本选择台湾为缔结和约的对象， 并对该条
约的效力范围进行规定 ， 而适用范围问题是 《吉 田 书简》 的基本原则 ， 其本质即
司 本和 国 民党当局签订的条约是否适用于大陆。 具体可 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的含义 ：
一、 国 民党当局是否对大陆拥有主权 ； 二 、 美、 日 ：是否承认国 民党当局代表全中 国 。

国 民党当局认为美、 台 同意的方案应该是 10 月 24 日 案 ， 即 ‘适用于缔约任
何一方 目 前及今后可能在其实际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 ② ， 而 《吉 田 书简》 谈到的却
是 ‘ 现在在中华民国国 民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之全部领土。 ’ ③ 叶公超在与
兰辛的会田中指出 ， 《吉 田 书简》 与 国 民党当局所同 意的方案存在网点不同 ： 第一 ，
国 民党当局的方案表示适用范围是一个适用于 日 本和台湾 的双方规定 z 第二 ， 圄
民党当局的方案使用的是 ‘ 及 ’ 而非 ‘ 或 ’ ， 与 《吉 田 书简》 的本质区别在于 “and”
到 “or” 的变化。 ④

面对 国 民党当局提出 的上述疑问 世 《吉 田 书简》 公布后 的第三天 （ 1952 年 1
月 1 9 日 ） ， 美国作出 了正式的答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认为 ， 为了避免
对 日 本将来扩张领土产生误解 ， 当 以 使用一项单边条款为佳。 ③ 美国 的意思是，
适用范围的条款只需适用于国 民党当局所在的台湾。 尽管在杜勒斯和吉 田茂会谈
时出示 的杜勒斯书信原文表明美国采纳 了 同 民党 10 月 24 日 增补的对适用范 围的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邸， 195 1 , Asia and the Paci直c, Vol. 6, part l 现 pp. 1437-38， 此后简称
FRUS。

《育 四：1）简》 的主要内容为 ： “我国政府现准备 ， 如 中 国 国 民政府也有此愿望 ， 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
依照多边和平条约所表示之原则 ， 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罔政府间正常关系 的条约。 该项双边条约之条
款， 关于中 国 国 民政府一方， 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基于此
等考虑 ， 本人可向 阁下保证， 日 本政府无意与 中 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和约” 。 （《战后中国》， 第 771 页 。 ）

② 《战后中 国》 ， 第 754 页。
③ 同上。
④ 叶公超与兰辛公使谈话记录（ 1 952. 1 . 16 ） ，《叶“部长”与蓝钦公使谈话记录案以 1951.6.6一 1 952.3.5 ) .

“外交部” 档案， 挡号 012/6.029。
⑤ 《战后中国队 第 7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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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案 ， ① 但美 国并没有给予正式的答复。 其主要 目 的就是希望征求 日 本在适用范
围 问题上的意见。 美方 1 月 19 日 给台湾方面的正式答复表明他们采纳了 B 本 的
主张 ， 解答了 国 民党的第一个疑问。

根据 日 本外务省公布 的材料 ， 在杜勒斯访问东京时 ， 日 本事务 当局曾经准
备了 《关于 日 本国政府与 “ 中华 民 国 国 民政府” 间建立正常关系 的协定》 一案 ，
在前言 中指 出 与 国 民党当局签订条约只在其 “权能所及范围 内 ” 。 ②1952 年 1 月
3 1 日 日 台双方进入直接交静之前 ， 吉 田茂曾指示在台湾的 日 本事务所所长木村
四 郎七 ： 条约将适用于所有 国 民 政府现在控制下 的 区域。 （such bil蜘ral treaty 
shall－一若干原文被涂去一－be applicable to all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w一一若干
原文被涂去一－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③ 2 月 16 日 ， 吉 田茂
又指示 日 方和谈全权代表河田烈 “条约 内容中 的适用范围问题应该参考国 民党当
局现在的统治范围 ， 以 国 民党的实际控制范围为限。 ” ④ 由此可见 ， 日 本坚持的和
约是一个对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的有眠的条约。

但是对于国 民党当局提出 的第二个问题美国却没有作答。 杜勒斯给吉 田茂看
的 书信原文究竟使用的是 ‘and’ 还是 ‘ or ’ ， 也成为了 随后 日 台交涉中争论的焦
点问题。 根据美 国外交文件和 日 本外务省史料所呈现的杜勒斯书信的版本来看 ，
其中所用的的确 是 ‘ or ’ ， ⑤ 是否有过从 ‘ and’ 到 ‘or ’ 的改动在两国 的档案中也

① 对于杜勒斯准备的书信 ，吉田茂建议将第三段的末尾“此项双边条约适用于 日本和中 国国民政府现
在或今后实际支配的领土。 我们会尽快与 中 国 国 民政府探讨这一问题 ” 修改为 “此项双边条约适用于中
国 国 民政府现在或将来实际支配的领土。 我们会尽快与中 国 国 民政府探讨这一问题。” （英文原文从 The
terms of such bilateral treaty to be applicable as regards territories now or hereafter under the actual ∞恒.trol of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Nati。但al Govemmeni:s. We will promptly explore 也is SU均ect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变为 The terms of such bilater刽 阳町， so far as it concerns 耻 Chinese National Govcrnment, are to be 
applicable as regards the territories now or hereafter under the actual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We will promptly 
explore this subject with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日 本外交文书 《平和条的<l)缩结 亿 阴 f J.> 拥番》 （回｝ ，
日 本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 ， 2002 年 ， 第 7 1 页 。 ） 吉田茂的改动主要表现在适用范围条款的主语上 ， 从原来
将台湾和 日 本并列 的方式改变为仅是对台湾的规定。 将适用市圆规定为一项单边的条款， 仅适用于台湾。

② 《平和条的 η精结亿 阂f 总 调番VJ][》 ， 第 50 页。 前言的全文为 ：
两 国政府根据 旧 金 山 条约 规 定 的原 则 ， 希望 实 现远东 的 和平和安定。 但是 ， 依 照 中 国 现在 的 局 势 ， 必

须 认 识 到 根据前述条约 的 第 26 条 （ 注 1 ） 要对 日 本和 中 国 的 关 系 进 行全 面 调 整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决 定 ： 中 华 民 国 国 民 政府作 为 事实 上 的 政 府 （ 注 2 ）， 在 其权 能 所及 范 围 内 ， 两 国 政府 间 的 关 系

依照 前述和平条约 的 原 则 实现正 常 化 ， 并解决 悬 案 。

声 明 缔结协定。

注 1 ： 关 于 不参加 旧 金 山 和 约 国 的 两 医 问 条约缔结

注 2 ： 国 民政府作 为 事 实上 的 政府行使其机能 的 地域

③ 日 ；z拉夕卡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 “ 日 华平和条约关系一纠：” 第一卷， 分类号 ： B ， 桐0033 ， 第 74翩75 页。
④ 
⑤ FRUS’ 195 1 ，飞roJ.6玫 pa眈 l , p 1362， 《平和条的 C')幸帝结 lζ 阂 ？ 忘 首哥番回》 ， 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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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 “娟和谈判” 与 恬用施围问题” ｜
未体现出痕迹。 而 国 民党 “外交部” 的档案所记录的台湾方面向美国递交的方案
却用 的是 ‘ and’ 。 虽然 195 1 年 7 月 30 日 美国 国务院的电文中提到 日 台之间的条
约 “仅拘束现在 中 国政府实际控制之领土， 抑得及与 中 国政府此后所控制之领
土” ① z 但是 1952 年 2 月 8 日 美国 国务卿艾奇逊 （Dean Acheson） 在给兰辛的 电报
中指出 “应该避免将条约的权利给于中共 ， 所以该条约是 日 本与 ‘ 中华 民 国 国 民
政府 ’ 之间的条约 ， 它不是有关领土的安排 ， 它只限于现在或将来事实上在国 民
政府控制下的领土。 ” ② 因此， 通过对三方史料的综合对照 ， 有理由 相信是美国最
终认同 了 日 本的方案。

三 、 日 、 台交涉最后方案

在 日 台进入条约的直接交涉之前， 担任条约顾问 的邵毓麟向蒋介石递交了一
份建议， 分析指 出 ： 《吉 臼 书简》 的发表实际等于 日 本声明条约实施范围 的 限定
与美台的谅解相抵触。 邵毓麟认为 什 ） 避免将适用范围见诸文字是最佳选择。 （2)
万不得已时才 由 国 民党片面声明或仅记载在记录 中 ， 但要求 日 本方面声明这样的
规定与 “有限度的外交承认” 和 “主权完整性” 元关。 （ 3 ） 为了取消限制条约实
施范围 ， 可 以 以赔偿的减少或保留作为交换。 薛所提出 的JJ上三个层次成为了 国
民党当局解决与 日 本谈判适用范围 问题的基本思路。 ③

在 日 台双方直接交涉的第一次会议 （ 1952 年 2 月 20 日 ） 中 ， 尽管台湾方面
所提的草案故意 回避了适用范 围 ， 可是到 了 2 月 23 日 ， 日 方就将这个在 国 民党
当局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摆到 了谈判桌上 。 三天后 ， 国 员党当局以 “实施范围之
规定不能订人和约正文之内” 作为开始谈判条约的条件之一 。 ③ 在 2 月 1 2 日 时 ，
台湾已经向美国表达了这样的意图 ， 此后兰辛发电报给希博尔德 ， 让他转告 日 方
“适用范围 问题不应写人条约文本中 。 ” 但是当 日 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看了兰辛的
电摄之后 ， 表示难以照办。 ⑤3 月 1 日 ， 日 方强调将以 《吉 田 书简》 中 的规定进行
商谈。

① 《战后中 国队 第 735-736 页。
② FRUS, 1 952-1954, Vol.14, part 2,  pp.145-46. 
③ 《邵毓麟呈蒋中正关于中 日 缔约交涉之若干基本问题反对案》， 1952 年 2 月 1 日 ， “外交部” 档案 ， 档

号 012筋。
④ 《战后中 国》， 第 8 13 页。
⑤ 《战后小国》， 第 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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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日 台双方在适用范围上的对立 ， 只得采取先搁置转而商谈其他问题。 随
着 台湾方面在赔偿问题上的让步， ①3 月 12 日 ， 日 方的第二次约稿根据台湾的要求 ，
将适用范围 以换文方式置于正式条文之外 ， “ 日 本国 同意 ， 日 本国 与 中 华 民 国 间
之条约 ， 适用于中华民国现在及将来支配之地区” ②， 对 国 民党的统治范围进行了
限定。 对于 日 方约稿中 ‘ B 本 国 同意 ’ 及 ‘ 地 区 ＼ 国 民党方面要求改为 ‘经双
方全权代表协商 ’ 及 ‘ 领土 ’ ， 并提出 了 自 己 的方案 ：

“本 日 签署之中华民 国 与 日 本国 间 和平条约 ， 应适用于在缔约双方每一方主
权下之全部领土。 但双方了解 ： 鉴于在中华民国主权下领土之一部分 ， 现在被共
产党 占领之事实 ， 本条约之各条款 ， 关于中华名 画之一方 ， 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
民国政府控制下及将来重归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 ③

国 民党当局的这一方案完全恢复到 195 1 年 10 月 24 日 递交给美 国 的备忘录
的 内 容 ， 从雨表明他们不愿意按照 《吉 田书简》 的规定来谈判 。

面对台湾提出 的新方案 ， 日 方也在 3 月 22 臼 依照东京的指示 ， 就适用范围
提出 了两种草案 ： ④

甲 关 于 中 华 民 国 之一 方 ， 本约 应 实施与 现在 中 华 民 国 政府控制 下 或将来在

其控制之在 中 华 民 国 主权下之一切领 土及一切地 区

乙 关 于 中 华 民 国 之一 方 ， 本约应 实施与 现在中 华 民 国 政府控制 或将来在其

控制 下之全部领 土 ， 本照会 （ 拟议换丈方 式 出 之 ， 故称本照会 ） 所 载任何语 句 ，

不得解释为 涉及 中 华 民 国之主权问 题 。

甲方案表明除非国 民党控告tl大陆 ， 否则将失去对大陆的主权， 乙方案则表明
实施范围的规定不得解释为涉及所谓 “ 中华民国” 主权的问题， 也就是说 日 本要
求台湾方面对主权问题避而不谈。 叶公超对乙案中的 ‘ 主权问题 ’ 的 ‘ 问题’ 一
词提出意见 ， 他认为这样的措辞极易令人产生误解 ， 因为 国 民党当局认定他们对
大陆拥有主权 ， 何以称之为问题。 随后 ， 台湾方面再次修正其适用范围 的内容为 ：

① 美国主导对 日 和谈之初 ， 国 民党曾主张s为了促成对 日 和约的早 日缔结，愿意放弃另提赔偿的要求J‘惟
以其它国家同样办理为条件， 如任何其它国家坚持付给赔偿 ， 中国 政府将要求受同样之考虑。” 《叶公超呈
蒋中正 1951 年 1 月 24 日 函之附件一一驻美顾大使致美国务院杜勒斯顾问节略稿译文》 1951 年 1 月 24 日 ，
“国史馆” ， 编号： a02-0l479） 。 然而 ， 在 1952 年 2 月 至 4 月 进行的条约谈判 中 ， 国 民党并没有能够坚持这
一立场。 日 本方幽不仅反对将 “赔偿责任” 的字句列入和约条文， 而且反对 日 本有提供劳役作为战争赔偿
的义务。 国民党以 日 方接受 “适用范围” 的方案作为放弃赔偿的条件， 日 本则进而要求台湾在条约明文中
宣示愿意 自 动放弃战争的索赔权利。 台湾最终全面放弃了索赔。 （《战后中国队 第 861 -870, 891 页 ）

② “ 日 华平和条约关系一件” ， 第二卷 ， 第 50 页
③ 《战后中 国》， 第 895 页 。
④ 《战后中国》， 第 918刷919 页。



日 台 “娟和谈判” 与 “适用范围问题”

“本约各条款， 关于 中华民国 之一方， 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 国政府控制下
及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 由此项了解对中华民 国在其全部领土上所享有之
主权， 自 不发生任何影响。 ” ①

3 月 3 1 日 ， 国 民党 当局 “行政院” 对 日 和约研究小组开会 ， 讨论后表示在
适用范围上坚持美台交涉的方案 ， 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 ② 美国则表示如果 《旧
金山和约》 生效时 日 台 尚未签订和约 ， 将继续协助 以促成条约的缔结。 但同时要
求台湾方面不要将美国会出面干预的消息进行发布 ， 以免对斡旋造成困难。 ③

此后和谈一直被搁置， 一直到 4 月 12 日 才重续。 为了促成条约的签字赶在《旧
金山 和约》 生效之前 ， 国 民党当局只好再作让步 ， 表示 同意采用 日 方的文字， 但
认为 《吉图 书简》 中有一笔误， 即将 ‘ 及 ’ 误写为了 ‘ 或 ’ 字， 并请改正。 ＠ 次
目 的会议中 ， 日 方全权代表河 自烈 回应不能按照国 民党当局的意见进行改动 ， “吉
田致杜勒斯函件乃系吉 田所发， 自 系出 自 吉 田手笔 ， 今欲改正 ‘ 或 ’ 字 ， 势必向
其本人请示 ， 且须认定此字系出于错误 。 ” 。 河 田 以 “倘其承允改正 自 无问题， 但
人为感情动物 ， 常不愿直认己错 ， 倘吉田不承认此系 出与错误， 则 双方将演成感
情问题” 为借 口 ， 表示不宜向东京请示 。 ⑤

4 月 1 8 日 ， 吉 田茂指示河田烈， 适用？在围的换文应该用 《吉 田书简》 的原文 ，
但是在附录 中可以把 “or” 解释成 “and” ， 并让他注意台湾方面的解释。 ⑥ 第二
天的非正式会议上 ， 日 方转达 了 吉 固 的训令。 日 本再次推翻了几近达成的协议 ，
国 民党当局不得不就上述问题与 日 本重新再行商谈 ， 和约谈判的前景似乎一片灰
暗。

与此同 时 ， 美国也对谈判形势的变化感到焦急。 为了避免因此而导致不必要
的对 日 美关系的不 良影响 ， 吉 田茂与 自 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 、 条约局长西村熊雄
在 4 月 22 日 开会协商。 吉 田决定配合国 民党当局 的立场 ， 但是在场的西村却认
为过分迎合 国 民党的要求是不对的。 ⑦ 在美 国 的压力下 ， 日 本政府感受到要让国
民党再作让步是有难度的 ， 于是向河田烈发出训令 ： （ 1 ） 关于国 民党方面担心因

① 《战后 1+1国》， 第 935 页。
② 《“行政院” 对 日 和约研究小组会议简要记录》 1952 年 3 月 3 1 日 ， 《对 日 和约》第四十六册， “外交部”

档案， 。12/6.0780
③ 《顾 “大使” 1952 年 4 月 l 日 第 699 号来电）｝ ， ｛（对 日 和约》 第四十六册， “夕卡交部” 档案 ，012/6.0780
④ 《战后中国队 第 980 页。
⑤ 《战后 中国》 ， 第 999 页。
⑥ “ 日 华平和条约关系一件” ， 第二卷， 第 56 页。
⑦ FRUS, 1 952-1954 ,Vol. 14, part 2， 凹，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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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r ’ 的用词会造成一旦他们恢复了对本土的控制 ， 条约就会丧失对台湾的效用 ，
真是不必要的。 因为 日 本政府没有这种想法。 （2） 关于适用范围 ， 根据现实是否
在 国 民党当局控制下 ， 可以给予灵活的解释。 但是鉴于吉 田 书简的发表在国 内外
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 原文中 的 ‘ or ’ 不能修改成别 的用语， 适用范围 的换文 中也
不应有变化。 （ 3 ） 建议由 对方提出 ： 关于实施范围照会中 的 ‘或 ’ 可以理解为 ‘ 及’ ，
然后 由 日 本提出 ： 贵方关于该词的理解并无根据 。 该条约适用于国 民党 当局控制
的全部领土。 ①

虽然 日 本已经决定在适用范围问题上对国 民党不再强硬 ， 但并不准备马上向
对方显示这一意 图 。 4 月 23 日 举行的会谈 中 ， 日 本继续表示要在条约适用范 围
的换文中保留吉 田 书简的原文 ， 但是在同意记录中可以做一项声明一一 ‘ 或 ’ 可
以解释为 ‘ 及 ＼ 对于 日 本的坚持 ， 同 民党当局不予接受 ， 他们认为 ， 仅凭 “or”
一词就意味着大陆和台 湾是分离 的 。 叶公超还解释说 ， “or” 就表示条约的适用
范围是在现在支配下的 台湾或者将来恢复统治的大陆之间选择其一 。 ② 不管 国 民
党 当局提出 怎样的反对理由 ， 日 本代表团都不予理睬。

日 本的最终 自 的是将条约的对象国 民党当局视为仅限于台湾的政府 。 吉 田茂
曾经告诉 日 本驻华盛顿事务所的武内所长， 考虑到与英 国 的关系 ， 日 本在谈判中
必须固守吉 田 书简的规定 ， 以现在国 民党当局控制下的领土为基础作为谈判 的 内
容 ， 如果改变用话， 同时还会在国会受到质询 ， 使政府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境地 。
同 时吉 田茂也表示 ， 虽然不同意用 ‘ 及 ＼ 但可以 同意在谈判记录中表明条约适
用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下的一切领土。 ③

4 月 24 日 ， 叶公超对 日 本的最后提案进行补充 ， 同意记录变为 “本约应适
用于在任向或一切时间 内在中华 民 国政府控制下之所有领土。 ” ③ 河 田烈把叶公超
提案中 的 “任何时间” 删去 ， 最终形成了双方的换文谈判记录。 在适用范围问题
上 ， 日 本如愿以偿， 按照 《吉 田 书简》 的 内容进行了规定 ， 使国民党 当局承认其
支配范围的有限性 ， 国 民党当局也实现了不将此规定纳入条约正文的最低 目标。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 适用范围方案的最终形成一共经历了 以F几个阶段 ：
美 国提出 以解决双边条约效力范 围为 司 合单独订约的前提 → 美台交攒 “适用范

① “ 日 华平和条约关系一件” ， 第二卷 ， 第 138-141 页。
② 《战后中国》， 第 998 页。
③ “ 日 华平和条约关系一件” ， 第二卷 ， 第 165-167 页。
④ 《战后中 国》， 第 1046 页。



自 台 “睛和谈现j” 与 “活用施围 问题”

围 ” 的解决方案 （ 但是美国并没有表达最终态度 ， 而是仍等待美 日 协商的结果 ）
→ 美 E 协商 （对美 台达成的方案有所更改， 但美 国并没有对 日 本提出 的所有更
改内容明确表示同意 ） → 《吉 田 书简》 的发表 ， 美国 默许了吉田茂对 “and” 变为 “or”
的改动 （或者说美国原本就存在类似的考虑 ） → 日 台直接谈判。

以往研究的梳理是以美国提出 7 月 30 日 案 、 蒋介石批准 9 月 26 日 案 （ 甲 、
乙两案 ） 和 《吉 囚书简》 的 出 台 为主体 ， 既没有关注顾维钧提出 的 7 月 7 日 案 的
存在 ， 也没有人提到分别代表国 民党当局 “外交部” 和 “行政院” 之意见的 7 丹
14 日 案和 9 月 3 日 案。 在缺少利 用 台 湾地 区所藏 “外交部” 档 案的情况下 ， 大
部分学者还将 7 月 30 日 案作为 《吉 回 书简》 的原型 ， 从而造成了完全将 “适用
范围 问题” 的交涉重心放在美国和 日 本身上 ， 忽略了 国 民党当局的作用 。

条约有关 “适用范围” 的规定表明 ： 第一 ， 美 国 因而将国 民党的统治局限于
台 湾 ， 制造出反共的缓冲地带 ， 使美台 之间的关系依附在美国对华战略之下 。 台
湾成为美国与中 国政府对抗的一个棋子 ， 并服务于美国 的远东战略。 第二 ， 日 本
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 国 ， 在与 国 民党当局的和谈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 适
用范围条款最终以 《吉 田 书简》 的精神为蓝本 ， 使国 民党当局 “划地 自 限” ， 为
日 本处理与 中 国大陆的现实关系预留 了空间。 日 本 日 后在外交实践中 推行 “等距
离外交” 、 并不断通过民间寻求与 中 国大陆发展关系等就是 明证。 第三， 国 民党
当局虽然在美国 的帮助下得到 了 日 本选择国 民党当局为娟和对象的结果 ， 但是因
于所处客观环境和 国 际形势所引起的 自 身地位变化 ， 在适用范围问题的解决上 ，
其 “外交” 政策显得较元 回旋余地。 为 了达到签订条约 的 目 的 ， 国 民党 当局在与
条约适用范围相关的赔偿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条约签订后 ， 台湾地位的弱
化和其在远东 国际关系 巾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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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外交部” 档案 〉 看钩鱼 岛 “问题” 之 由 来

( 1968-1970 ) 

任天 豪

一 、 绪言

战后国 民党 当局的 “外交” 情势 日 渐不利 ， 也影响其对 自 身权利 的争取态度
及动作 ， 即连与 “领土、 主权” 有关之事亦不例外 。 一九六0年代后期 ， 由 于美
国欲逐步令其在东亚的首要盟友 日 本 ， 返回 “正常化” 的国家状态 ， 故其军事 占

领下的琉球群岛 ， 及原本无人重视的钓鱼岛列屿 ， 均确定将在 1 972 年“归还” 日 本 ，
造成此间 的领土争议。 ① 对此时的 国 民党当局而言， 如何面对、 处理这些问题．
才能在领土权益与冷战同盟 ， 乃至 自 身的 国际处境等考虑问取得平衡 ， 遂成重要
工作 。 琉球与钓鱼台列屿也在如此情况下 ， 成为此一 区域的 “领土问题” 。

另一方面 ， 琉球早有人居 ， 且在一八七0年代 以前向 为独立国家， 故其问题

尚含政治 、 历史、 文化、 住民意识等内涵， 牵涉范 围较r·－ ； 钓鱼台则系无人岛 屿 ，
地位仅能 由相关势力如何主张来决定。 正因如此 ， 过去在人文社会科学对钓鱼台

＊ 本文曾于 2009 年 1 0 月 to 日 在华东师范大学同际冷战史研究中 心假金门技术学院主办之 “金门 、
内战与冷战” 两岸学术研讨会中发表 ， 会中承评论人复旦大学金莹博士、 政大国关中心袁易教授、 政大历
史系彭明辉教授评论及提问指数 ， 深为感谢， 在此谨致谢忱。

① 琉球与的鱼岛问题， 有学者认为其系 之个各 自 的问题， 如李明峻， 《从国际法角度看琉球群岛 主
权归属 》 ， 《台湾 国 际研究季刊》， 1 :2 （ 台北 ， 2005肘 ， 页 5 1-8 1 ， 但整体而言仍以视为延续 问题者居多。
且笔者认为若由 东\IE国际权力流动的情况来看， 钓鱼岛 问题实是琉球问题所造成的结果， 参见任天豪， 《从
二战前后 “ 中华民国” 对琉球的态度看东亚国 际体系变迁的意义》， “ 中 国近代史学会跨越 1949 年的 ‘ 中
华民国史 ’ 学术研讨会” 发表论文， 2008 年 12 月 21 日 ， 台北 ： 政治大学。



从 〈 “外交部” 档案 〉 肴的鱼 岛 “问凰” 之出来 （ 1968斗970 )

的相关研究上 ， 多集中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层面 。 ① 然而本文并不讨论此归属 问
题 ， 而欲利用典藏于台北南港 “ 中研院” 近史所档案馆之 《“外交部” 档案》， 配
合当时台湾的报章杂志记载 ， 探讨钓鱼岛原本是否当真是个 “问题” ？ 其后又何
以成为 “ 问题” ？ 当时所引 发的爱 国运动 “保钓运动 ” ， 对 国 民党 当局或钓鱼岛
问题本身 ， 又有何种影响？ 国 民党 当局对钓鱼岛 问题、 保钓运动的态度及其因应
方式 ， 又为其 自 身、 甚至整个东亚带来何许影响？ 本文跳脱历来对 “钓鱼岛问题”
的研究视角 ， 试图摆脱 “钓鱼岛主权归属 ” 的争议， 期望为长期处于 “主权民属”
集臼 中 的钓鱼岛研究 ， 增添新的视角 。

一
早期 的 “钓鱼岛问题”－－ 、

钓鱼岛 问题其实并非起于美国将之划入琉球附属 岛屿并欲归还 日 本以后 ， 早
在 1939 年 台湾与琉球仍在 日 本治下时 ， 台 、 琉之间便曾发生过 “新渔场纷争事件” ，
而该争议渔场约位于宜兰东方至东北方之海域上。 ② 据 “行政院秘书处” 之报告 ，

① 华人所著专书如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戈lj界问题｝｝ ' （台北：iE中书局 ， 1986) I吴天颖 ，
《甲 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兼质 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 ， （:.j�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 ， 林 回 霄 ，
《钓鱼台列屿主权归属之研究》 ， （ 台北 ： 丘商 ， 1999） ， 林回 寓 ， 《再论钓鱼台列屿主权争议》． （ 台北 ： 五
南出版社， 2002) I黄兆强主编 ， 《的负，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 ， （台北 z 东吴大学 ， 2004） ，郑海麟， 《从
历史与 国际法看钓鱼台主权归属机 （ 台北 ： 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3) I 俞宽赐， 《南海诸岛领土争端之经纬
与法理， 兼论东海钓鱼台列屿之主权问题》 ， （台北： 编译馆 ， 2000) I 鞠德源 ， 《 日 本国窃土激流 t 钓鱼列
屿主权辨》， （.j也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1 ) I 鞠德、源 ， 《钓鱼岛正名 ： 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 国际
法渊源、》， （北京 ： 昆仑出版社 ， 2006） 等。 论文如张启 雄 ， 《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一一 日 本领有主
张的罔际法验证如 ，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2 -F （ 台北 ， 1993.6) I 张延廷 ， ｛（的鱼台的主权争执》 ， 《问题
与研究》 34:7 （ 台北 ， 1995.7 ｝ ， 页 12-23 I 陈荔彤， 《琉球群岛 主权归属一一历史角度与国际法队 《东海
大学法学研究》 ， 22 （ 台 中 ， 2005.的 ， 页 1-28 等。 日 人专著如井上清著 《“尖阁” 列 岛 2 钩鱼，诸岛 '1) 史的
解明》， （东京 2 第二书馆 ， 1996) I 村 田 忠禧， 《尖阁列 岛 ． 钓鱼岛 问题� r 予 见 品 和 z 试 各 tt I.己 二十一
世纪 U 生 告 -9 .b tt h tt φ英知》， (J J I 口 ＝ 日 本侨报社 ， 2004) I 浦野起央 ， 《尖阁诸岛 ． 硫球 ， 中 国 ： 日
中 国 际关系 史 ： 分析 ． 资料． 文献》， （东京 ： 三和书籍 ， 2005 ） 与 原 因 禹 雄 ， 《尖阁诸岛 t 册封琉球使银
杏 蔬tr 》 ， （ 冲绳 z 榕树书林， 2006） 等等。 其余类似论著或学位论文 ， 暂不赘弓 ｜ 。 至于非上述议题切人者 ，
大约仅讨论钓鱼岛与 “ 东亚地缘战略” 关系之徐勇 ， 《钓鱼岛 ： 东亚历史与地缘战略关系再探讨》 ， 录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中 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 纪念中 同人民抗 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下卷，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200的 ， 页 1234”1247 I 及研
究钓鱼岛 “论述” 情形的 Gordon Mathews, A collision of discourses: Japanese and Hong Kong Chinese during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crisis (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等。

② “钓鱼岛南方之石垣岛 ， 西表岛及与那国岛之间 ， 距图表岛西南约八十湿 ， 即东经…百二 「三度至
一百二十四度 ， 北纬二十 四度至二十六度间之公海” ， “ 日 据据’时期台湾与琉球之新渔场纷争事件始末 ” ，
未书 日 期 ， 《钓鱼岛列屿史料》 ， 《“外交部” 档案》 ， 6021001 8 ， 页 10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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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湾将该海域视为 “公海” ， 而琉球当局则认为其在琉球行政 区 内 ， 因双方
歧见颇大， 遂将此案呈请中央之农林、 拓务两省调停， 经协调后 ， 台 、 琉始同意
“共同开采该渔场之海洋资源” 。 唯值得注意的是 ， 当时’农林厅虽 “认为该新渔场
难认属于琉球领海 ， 而是在公海上” ， 恐系 因 台 、 琉皆为 日 本领土 ， 中央方才 “ 以
和为贵” ， 协调双方 “共同开发” 。 故虽然 “纷争地点系在与那 国 暨西表岛之间 ，
而非在钓鱼台 附近” ， 仍隐含有 当 时 日 本实未将钓鱼岛 视为领土之意。 否则农林
厅若将该处视为 “在公海上” ， 则距’该处更远的钓鱼岛 ， 自 无成为 日 本领土之理。
不过秘书处虽完成此一报告 ， 日 后 国 民党当局却始终未将此一事实， 做为主张 日
本元权领有钓鱼岛 的依据。 ① 而在此之后， 钓鱼岛 即一直未再成为 “ 问题” ， 直
到战后台湾与琉球二地 ， 受到与 日 本不同的政权所控制 ， 而美国又欲将琉球归还
日 本之时为止 。 此时虽早 已有学者提出 速将 “纪录下五百多年 的 中 琉关系史实”
之琉球国官方文书 《历代宝案》 印行出版的建议 ， ② 但并未获得重视。

自 《“外交部” 档案》 观之， 钓鱼岛原本似乎并不在战后盟总所认定的 “ 日
本领土” 之中 ， ③ 不过战后的国民党当局 ， 若非根本没有意识到钓鱼岛诸岛的存在 ，
便是将其视为琉球群岛之一部分。 例如其对琉球群岛 的处置意见为 “琉球界线问
题可依照盟总指令即北纬卅度 以南起为琉球群岛范 围 ” ， 而盟总指令则如前述之

① 此事可参见“ l才 据时期台湾与琉球之新渔场给争事件始末”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列屿史料》 ，《“外交部”
档案》， 60万0018 ， 页 103321-322. 该报告系引 用当时 《台湾 民 日 新报》 内容， 且 因斯时台 、 琉皆为 臼 屑 ，
日 本中央的举措乃 系 内政而非外交行为 ， 因此报导内虽有 “领海＼ “公海” 等词汇， 但所指应非 国 际法
上的定义， 未必能证明 日 本当 时已将该处视为具 “主权” 意义的台湾 “领海”。 故台湾当局 日 后未将此报
告加以运用 ， 或即与此情形有关。 至于常有人言之凿凿的 “1944 年东京法院判决钓鱼岛属 台北州 ” 一事，
可能即系对此事件的误解。 根据研究 ， 该判决事件迄今仍无具体证据可证明其存在 ， 甚至有国际法学者强
调 “根本没有这个判决” ， 见丘宏达， 《关于钓鱼台 主权争端之史实的一封信》 ， 《 当代中 国研究》 ， 总 剑，
(Princeton, 1997 . 1 )  , h忧p://www.china到.ne·νStubArticle.asp?issue=970l 1 l&total=56 ， 查 询 时 间 ： 2009/10/ l 。
另 附带一提的是 ， 领海问题原应是讨论主权归属的重要前提， 唯本文不拟探讨钓鱼岛 主权谁属 ， 且领海划
界情形如何， 并不影响本文所提及之发展， 故不予讨论。

＠ 《黄大受z 从台湾文献丛刊的出版说到琉球 “历代宝案” 的待印 〈 下 〉 》 ， 《中 央 日 报》 （台北） ， 1961
年 5 月 2 日 ， 第六版。

③ 参见 “ 日 文英文地名对照表” ， 未书 日 期 ， 《 日 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 《“外交部’ 档案》， 072.4/0002 .
页 4-6 ！ “ 日 本疆域问题－一盟总指令之研究” ， 未书 日 期 ， 《 日 本领土处理办法研究》 ， 《“外交部” 档案》，
072.4/0002 ， 页 7-10. 此二挡巾所见 ， 系分为 日 本领土及划 出 日 本领土以外两类， 然两者皆未列 出 尖阁群
岛或类似名称之岛屿 ， 故战后盟总似禾将钓鱼岛列屿视为 日 本曾经拥有之领土。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看钩鱼 岛 啊题” 之由来 （ 19仲1910 > I 
未含钓鱼岛诸岛 P ① 另一份内部研究 中 ， 则将其视为琉球之附属群岛 ， 并认为其
在 日 治时代属于 “ 冲绳，县’＼ ③ 故对国 民党当局来说， 钓鱼岛原本应算 “事不关己 ” 。
然而国 民党当局注意到钓鱼台 问题， 并非基于钓鱼岛主权归属 即将确定此一情形 ，
而是由 于据传该海域下藏有丰富石油气 ， 毕竟若钓鱼岛本无吸引力 ， 也难引起争
夺之心。

1968 年开始 ， 日 本与台湾即相继开始进行探勘。 日 本在该年 5 月 30 日 及来
年 5 月 25 日 ， 两度在钓鱼岛海域进行 “尖阎列 岛周边海底地质调查” ； ③ 台湾则
由 “ 中 国石油公司 ” 预备探勘 ， 并由 “经济部” 于 1968 年 8 月 1 3 日 准予实施。 ＠
结果即 “发现台湾北方海域之大陆礁层有蕴藏大量油气可能 ， 此一礁层东缘适有
尖阁群岛巾之鱼钓岛存在 ， 其主权谁属问题对此大陆礁层之开发面积界划影响甚
大 ， 琉球、 日 本已 开始积极争取探实行动
岛在法理上之权属 主张或研究有利界划 问题之法律问题，， 。 ⑤ 而随后联合国又在
1 969 年 5 月 ， 公布其在去年 10 月 12 日 至 1 1 月 29 臼 间对黄海与东海海域所进
行的大陆礁层探勘报告， 更确定钓鱼岛海域之下蕴藏有接近廿万平方公里的海底

① 虽未提及经度 ，但钓鱼岛确实落在北纬卅度以 内 ， J!ft若 “依照盟总指令” 则并不含钓鱼岛。 见 “对 日
和约审议委员会领土组关于 日 本领土处置问题之建议” ， 未书 臼 期 ， 《 日 本领土问题》， 俨外交部” 档案》，
072.4/0001 ， 页 103。 该档虽无 日 期 ， 侣，被归 于 1948 年 6 月 ， 故应成于当时。 另 张廷铮在 民 国 i947 年后
（ 档案中未书年份 ， 自 内文有 “ 日 本前在太平洋委治各岛 ， 已于一九四七年四月 二 日 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通过交美国托管” 等字样推知 〉 亦有类似建议， 见 “ 日 本领土处理办法草案” ， 12 月 30 日 （ 年不详 〉 ， 《 日
本领土问题》 ， 《“外交部” 档案》， 072.4/0001 ， 页 77。 因时间犹不能完全确定 ， 故 目 前尚 不知此二论点有
无互相影响之处。

② “ （一） 琉球问题…… （ 乙 ） 艳围 · ． ． 、 ， · （丑） 琉球群岛本部 ， 原分北、 中 、 南三部。 中部为冲绳群岛
（包括伊平屋诸岛 ， 及庆 良间诸岛 ） ， 南部为先岛群岛 （包括宫古群岛 、 八重山诸岛 、 尖 阁诸岛 ［ 位于东
经一百二十三度至一百二 十四度及二 卜五度三十分至二十六皮之间 ］ 及赤尾屿 ［ 位于东经一百廿四 度至
一百二 卡五度北纬廿五度卅分至廿六度之间 ］） ， 在 日 本 占领时代， 合称J中绳县。 见 “张廷铮， 《 日 本领土
处理办法研究》” ， 未书 日 期 ， 《 日 本领土问题》 ， 《“外交部” 档案》， 072.4/0001 ， 页 1 1 -12. 此内部研究虽
出 时任 “外交部亚东司 ” 第一科科长的张延铮 （ 生于 1909 年 ） 所撰 ， 看似层级并非太高， 然当时国 民政
府整个与战后对 日 规划反东京大审有关的事务， 儿乎皆由 张氏负责， 故叮将此意见视为国 民党当局当时的
态度。 宋志勇 ， 《东京审判与 中 国 》 ， 《抗 日 战争研究》 2001 年第 3 期 〈总第 41 期 ） ， （ 北京 ， 2001 .剖 ， 页
156。

③ 张启雄 ， 《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一一 日 本领有主张的 国际法验证》 ， 页 111 0
④ “商讨关于 日 本琉球拟在尖阁群岛探勘海底矿藏或将影响本省北方海域大陆滩之油气探勘权益等有

关事宜 ” ， 1968 年 1 1 月 5 日 ， 《钓鱼 台 列 屿 （ 尖阁 群 岛 ） 问 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1 ， 页 500088。

⑤ “行政院令” ， 1969 年 5 月 30 日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扩外交部” 档案》 ， 60万0020 ,
J}:f 200690”6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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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田一事。 ① 可见钓鱼台问题最早本非基于领土主权等政治性之价值， 而系为经
济 目 的。 即 自 1 968 年始 ， 国 民党 当局便已 在暗 中进行搜集研究相关资料的动作 ，
但即使 中油公司 以 “ 为免影响我油气探勘计划” ， 建议将钓鱼台设为台北县辖之
一村里 ， 也未被政府接受。 ② 故此时 “钓鱼岛 主权归属问题” 实未发生， 只有 中 、
日 彼此对海上经济利益的暗中竞争而 已 。

三、 保钩运动发生前的国民党当局钩 岛态度
在保钓运动发生前 ， 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台 的思考原仅止于经济利益， 兼及对

“盟友” 美国在东亚的规划 。 然上述二点 ， 其实并非表面上的经济与 “外交” 考虑 ，
而有一更重要的 目 标 ， 而国 民党 当局对该 目 标的期许， 则造成钓鱼岛 问题的性质
益发复杂。

按理来说， 当时国 民党当局对钓岛问题， 至少应有三策可供选择 ， 分别是直
接将钓鱼台纳为领土 ， 或宣称该海域在 自 身领海范 围 内， 以及宣布基于对大陆
礁层的权利 ， 拥有开发权 。 宣称该海域在领海之内 ， 除受制当时领海范围犹未确
定 的影响外 ， 也因 “领海 即使扩至十二盟， 亦无法解决， 因该群岛距台i弯本岛
约一百一十1里
(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αl She扩〉 二途中 ， 国 民党当局此时选择了后者。

“外交部” 在 1968 年初 ， 即 以 “条约司副 司 长” 国 副 （ 生于 1 937 年 ） 拟就
之 《尖阁群岛 与石油问题之研究》 一文 ， 做为权衡钓鱼台处理方式的参考 ， 其中
自 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 借以归纳因应措施与立场。 其分析角度一 即 “ 自 第二次大
战后 ， 即 由美国划人其管理琉球之范围 内 ， 我政府 日前尚无主张该群岛 主权之有
力证据” ， 显示其对美国规划不得不然的接受 g 二是 “该群岛以东与琉球群岛之间 ，

① ECAFE Committee for c。”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cso町·ces in Asian O盹hore Arcas
(CCO肘 ， Technical Bullectin, Vol. 2, May 1 969. 转引 自 张启 雄 ， 《钓鱼台列峭的主权归属问题一一 日 本领有
主张的国际法验证》 ， 页 1 1 1 .

② “在鱼钓岛等小礁岛 ， 琉球及 日 本均承认为无人居住 ， 但＿y_称有我中国渔民六十余居住其上 ，现既有
我国渔民居住 ， 其主权应宣布属于我 国 ， 并予保护 ， 应设立为一村里 ， 隶属 子台北县” ， 见 “商讨关予 日
本琉球拟在尖阁群岛探勘海底矿藏或将影响本省北方海域大陆滩之油气探勘权益等有关事宜” ， 1968 年 1 1
月 5 日 ， 《钓鱼台列 屿 （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60万002 1 ， 页 500089。
唯其中 “有－我 国渔民居住 ， 其主权应宣布属于我国” 过于一厢情愿 ， “外交部” 将该裆内文中此一文句予
以划线并标上一问号 ， 以示质疑之意。

③ “奉（沈次长电话）谕就我同领海宽度及尖阁群岛主权问题研提意见呈核等因 ” ， 1969 年 5 月 2 日 ， 《钓
鱼台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766.

，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看钝鱼岛 “问j阁” 之由来 （ 1968-1970 ) 

却 隔有一水深约二千公尺之 ‘ 琉球海沟 ’ ” ， 故若依 《大陆礁层公约》 规定， 钓、
琉之间 “并无 ‘ 大陆礁层 ’ 之关系 ” ， 定义钓鱼岛列屿在地理上与琉球、 台湾的
远近关系 ； 三为国 民党当局 当时已具备海底开采石油 的能力 ， “又鉴于该群岛 附
近海底之大陆礁层系与我国 台湾及大陆之海岸连接” ， 故 “为维护 国家权益 ， 我
政府似应尽速采取有效措施 ， 并确定因应立场’＼ 即强调台湾与钓鱼岛有地理上
之关联 ， 国 民党当局仍有运作空间 。 因此 ， 国刚建议积极 、 持续地搜集 “尖阁群
岛与我国有关之证据及资料” ， 以随时囱应可能发展 E ；另并因 《大陆礁层公约》 “为
目 前 国 际问处理大陆礁层问题之唯一成文法 ， 规定沿海国家对邻接其海岸之大陆
礁层资源 ， 具有开发之专属权， 对我有利 ” ， 建议尽快批准该公约 以为法律根据 z
此外 ， 提出 “尽速与外 国油商洽商合作开采上述油矿 ， 造成既成事实” ， 为另 一
可行做法。 ①

据此， 国 刚整理由 国 民党当局 “ 当前宜采之立场” 三点， 分别是： 1 . 视钓鱼
岛为 “ 突 出海面之礁屿” ， 盖如此则可依国 际法原则而 “减少该群 岛 之重要性 ，
易于将来争取其主权之所属 ” 。 ② 2. 视钓鱼岛 主权归属与 “大陆礁层之开发权无
关” ， “ 以免将来该群岛万一由美国并同琉球群岛交与 日 本后 ， 将影响我对其附近
海底大陆礁层所己 享有之权益” 。 3. 声明琉球海沟为 “我国东中 国海大陆礁层东
边之天然界限， 以 防止琉球群岛对我 国大陆礁层之权益产生任何影响” 。 上述建
议 ， 系建立在国 民党当局 “在 吕 前似应开采海底石油为重 ， 惟并非忽视对尖翔群
岛主权之争取， 而其所以应采取上述措施与立场 ， 主要系基于实际经济利益之考
虑 ， 因领土主权之主张 ， 须有充分之有利证据 ， 且往往经过数年或数十年尚不能
解决 ， 故我开采海底石油之行动 ， 似不应等待尖阁群岛主权问题完全解决后再予
进行 。 ” ③ 也就是说， 1 968 年 2 月 之时 ， “外交部” 对钓鱼岛 的立场建立在经济利
益之上 ， 而非为领土与 主权的扩张 ， 即在讨论主权处 ， 也系为垄断开采油气之利 。

① “国刷 ，《尖阁群岛 问题与石油问题之研究》” ， 1968 年 2 月 1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扩外交部” 档案》 ， 602/0020 ， 页 200681-683 0 

② 降低钓鱼岛重要性有利台湾对其之主权主张的原因 ，是“因为 ‘ 大陆礁层 ’ 系指与 ‘大陆’ 邻接之 ‘礁
层 ’ 而言 ， 此外所称 ‘ 大陆 ’ 依大陆礁层公约之规定 ， 虽亦可包括 ι 岛屿 ＼ 惟系指 ‘ 句有大陆’性质之岛
与 ＼ 不能包括突出海面之任何礁屿， 此亦为 国际法之原则J 另外， 国刚亦表示 “对该群岛 附近海底石捕
主张开发权 ， 依照大陆礁层公约之规定 ， 系 以 台湾及我国大陆之海岸为基线 ， 故既需依赖该群岛 。 ” 亦即
降低钓鱼岛重要性 ， 无损于台湾对钓鱼岛海城所主张之石油开发权 ， 故可放心为之。 以，伫俱见 “ 国 刚 ， 《尖
阁群岛 问题与石油问题之研究》” ， 1968 年‘2 月 1 日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矿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6840

③ “国刚 ，《尖阁群岛 问题与石油问题之研究》” ， 1968 年 2 月 1 日 ， 《钓焦台 问题之项 吕 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1oa20 ， 页 200684”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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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即使认知到 当下的钓鱼岛 ， 极可能在不久后被美国 “如还” 日 本 ， 亦不影响 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海域的开发权。 而另有一重要之处 ， 是在此时的论述中 ， 仅言
及 “钓、 琉间无大陆礁层之关系 ” ， 而来强调 “钓鱼岛不属琉球群岛” 。 这情形充
分显示 “外交部” 此时的建议， 乃是着眼于是否能在兼顾美、 日 、 台三方的 “外
交” 和谐下 ， 获得石油利益 ， 故不采任何可能导致冲突或延长战线的手段， 币以
非常务实的态度因应。 ①

同年 1 1 月 7 日 ， “外交部” 在 “亚东司 、 北美司 与条约 司 ” 初步会商后 ， 派
员参加 “经济部” 召 开之因应 日 本拟在钓鱼岛海域探勘的会议。 “外交部代表” 、
“亚东司副司长” 项士接 （ 1 925-1994 ） 于会中提出 四点看法 ， 更可借此确定 “外
交部” 在 1968 年之时对钓鱼岛 的态度 ： 1 . 如何困应的焦点 ， “在于先行确定尖阁
群岛领土主权之谁属 ” ， 故应先 由 内政部地政司确认我属 ， 才能采取行动 。 2. 其
他与会单位所提依循 《大陆礁层公约》 各法 ， 因立法院尚未批准该公约 ， 且即按
该公约所言 ， of·难实行。 ② 3 . 台湾当局 “从未承认琉球为 日 本领土 ， 但 日 本曾 于
明治工十九年以第十三号敷令将尖阁群岛归入冲绳县八重 山郡。 尖阁群岛虽靠台
湾甚近 ， 以往我对该岛似无任何行政措施 ， 除非 ‘ 内政部 ’ 有具体资料证明 ， ‘ 我
国主权 ’ 曾在该地区行使 ， 我 自 不能将此等岛屿与南沙、 西沙诸群岛相提并论。 ”
4. 在该年 4 至 8 月 间 ， 均有台湾渔民 “迭次进入八重山群岛及尖阁群岛海面捕鱼
及拾取鸟卵 ， 经琉球报纸刊 出 ， 琉球当局经由 ‘ 美驻华大使馆 ’ 官员提请我制止 ，
曾经我 ‘ 经济部 ’ 令台湾省渔业局研订有效管制办法。 又 台北南兴工程所在尖阁
群岛所属之南小岛打捞银峰号沉船， 亦曾 于报请 ‘ 交通部 ’ 核准向 ‘ 美驻华大使
馆 ’ 办妥手续 ， 由该馆转知琉球当局请准进行施工在案。 如我派员至尖阁群岛进
行探勘矿藏工作 ， 琉球当局势必再请美方向我照会抗议 ， 当可预见” 。 ③

由上观之 ， 除第工点涉及 《大陆礁层公约》 的效力 问题外 ， 余三者皆是国 民
党当局与 日 、 琉之间的问题， 旦均显示 “外交部” 对欲将钓鱼岛视为 “领土” 的

① “外交部”内部讨论此事时 ， 即透露出对美方规划不 以为然、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态度。 如 闰刚表示钓
鱼岛经纬度 “系位于美方所规定琉球群岛之范围 内 ” ， 却遭政次杨西昆 （ 1910------2000） 、 常次蔡维屏分别质
疑 “美方之规定 ， 根据何在” 、 “美军方所不能引 以 为据” ， 但最终仍接受此等安排。 见 “奉 （ 沈次长电话）
谕就我 国领海宽度及尖阁群岛 主权问题研提意见呈核等因 ” ， 1969 年 5 月 2 日 ， 《钓鱼 台 问题之项 目报告
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0， 页 2007680

② 1日照石油公司代表所称 ： 因尖阁群岛附近海洋水深仅二百公尺而视为大陆滩 ， 列入我国版图 ， 引 用
该公约各款之规定 ， 似属牵强。 ” “报告 z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八 日 于亚东太平洋司” ， 1 968 年 1 1 月 8 日 ， 《钓
鱼台列屿 （尖陶群岛）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 1 ， ；贞 5001 05。

③ 以上俱见“报告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八 日 于亚东太平洋司 ” ， 1968年 1 1 月 8 日 ， 《钓鱼台列屿（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外交部” 档案》， 602/0021 ， 页 500104”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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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感到悲观。 毕竟钓鱼岛列屿虽近台湾 ， 但中 国政府历来即未对其实施统治 ，
也无将其划人治下的证据 ， 与 日 本相 比显然较为不利 。 虽然包括 “ 中油 ” 公司 、 “经
济部” 等单位 ， 对声称钓鱼岛领土主权一事较为主动乐观， f旦 “外交部” 自 “外
交” 角度观之 ， 却认为钓鱼岛似为传统上的琉球所属 $ 何况当时由美军 占领的琉
球 ， 旱即提请国 民党当局制止其渔民进入相关海域， 而 国 民党 当局竟也接受 ， 不
但订定管制办法 ， 也曾 出现向琉球 “请准” 打捞沉船之举 ， 在在显示国 民党当局
确有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的具体行为。 故 “外交部” 审慎为上， 认为先请 “ 内政
部” 确定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主权是否有明确规划之后 ， 再行讨论为宜。 此建议
获与会各单位同意 ， ① 也代表此时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 问题的整体态度。

当局基于法理上有亏、 事实上该区域又受美国控制等原因 ， 对纳钓鱼岛为领
土一事偏 向悲观。 然而即使如此 ， 毕竟无意放弃钓鱼岛周遭海域的经济利益 ， 故
在 民年的跨 “那会” 会议中 ， 仍有将钓鱼岛列屿 “正名 ” 的决议。 盖此前即连政
府 内部 ， 对该列屿之称呼犹为 “尖阁群岛 ’， ' ｛§. “经济部” 有鉴于此名称 “乃 日
本人之惯称 ， 英文海图多亦从此 ， 为避免今后 日 本以此对大陆礁层多一借 口 机会 ，
似有查证我 国史籍记载与 以正名之必要” ， 乃召集 “外交、 内政等各部” 商议 “正名”
之事 ， 订出将 “现行舆图及今后在公私文书上对 ‘尖阁群岛 ’ 及其各属礁屿之名
称” （见表一 ） 。 ② 值得注意的是 ， 宫方所以正名 ， 仍是为避免 E 本以该旧称对 “大
陆礁层” 一一而非 “钓鱼岛主权” －一多一借 口 机会 ， 显见在其思维中 ， 确实不
欲对钓鱼岛 主权进行太多阐释 ， 只要国 民党 当局得在其中获取开发该大陆礁层的
经济利益即可。

表一 钓鱼岛 “正名 ” 前后之名称
－ 

现 称 正 名
－ －一一

( 1 ） 尖 I湖群岛 Senkaku
钓 鱼 台 列 屿
Tiao-Yu Tat 

Islands 
Islets 

卡”

(2 ） 鱼钓岛或钓鱼台 钓鱼台

( 3 ） 黄尾屿或黄尾礁 黄尾屿

I (4） 赤尾屿或赤尾礁 赤尾屿

自到
说 明

此群露 出 海面之礁屿 ， 按一般习惯观其大小与

及人文状况 ， 通常均不称为 “ 岛 ” （island） ， 应为 “屿”

应按 《琉球图志略》 更正为古名

同上

同上

① “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八 日 子亚东太平洋 司 ” ， 1968 年 1 1 月 8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岛 ） 问
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1 ， 页 500107。

② “尖阁群岛正名案办理情形报告” ，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r外交部” 档案》 ，
60210020 ， 页 200706。 按该档案是未标明 日 期 ， 但由 内 文 “经济部复于本年二月 四 日 以经台五九矿密字第
。 一三二号函” 等字样， 可知其系为 1970 年所进行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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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北小岛 北小礁
(6） 南小岛 ｜南小礁
(7） 冲北岩 呻北岩
(8） 冲南岩 H 中南岩

5 )  - (6） 之现称， 系舷海军再造澜直属 （49 年 5
月 10 日 ） 刊行之 1493 号图上之名 字 ， 查北小岛与

食 此 编 号 在档 案 中 原 为 （ 6 ) - ( 8 ）， 又被 改 为 （ 5 ） “ （ 7 ）， 惟均 与 说 明 内 文不合 ， 故 改为
( 5 ） ” （  6 ） 以符合本表。

资 料 来源 ： “ 失 阁 群 岛 正名 案 办理 情 形 报 告” ， 未 书 日 期 ， 《 钓 鱼 台 问 题之项 目 报 告及研 究

案 》， 《 “外 交 部 ” 档 案 》， 602/0020 ， 页 200706-707。

既己决定正名 以利 “外交” ， 却又在主权态度上 自 我设限， 甚至迟迟未使该
正名案批准通过， ① 表面上似颇不合理 z甚至连 “总统” 蒋中正 （ 1887一1975 ） 当
时亦曾裁示 “至钓鱼岛有关问题， 日 后再行研究可也” ， 更似显示 国 民党 当局对
钓鱼岛 的轻忽。 但由 国 民党中常会当时的决议可看出 ， 当局所以不对钓鱼岛主权
积极动作 ， 是因 “矿产资源之探勘及开发 ， 至为重要 ， 应密切配合经济发展 ， 积
极办理， 以厚植反攻潜力 ” 。 ② 故知此种看似古怪消极的缘由 ， 在于政府认为缺乏
确切把握 ， 即或对钓鱼岛采取强硬立场 ， 也未必能有所得 ； 不如在有机会的部分
尽量运作 ， 争取最大利益， 为 “反攻大陆” 进行准备， 较有意义。 由此可见 ， 若
非钓鱼岛之下藏有石油等重要资源 ， 该列屿对 国 民党当局实无吸引 力 g 而 国 民党
当局所以在乎石油资源 ， 也非单纯唯利是图 ， 而是有着更重要的战略 目 标一一反
攻 。 于是 ， 同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 的态度所以低调的原因终于显现， 盖其原本设想
并不在 “外交” 层面 ， 而是在与 中共竞争的 “ 内 战” 层面 ， ＠ 故无论美、 琉是否
控制抑或将来是否归还 日 本 ， 国 民党当局唯看重该处的石油利益能否在其与 中
共的竞争工作上所用 。 只要此一 目 标可 以达成 ， “钓鱼岛是否我属” 实不在其思

① “惟此项正名 案经呈报行政院后 ， 现尚未正式奉准” ， 见“尖阁群岛案说帖稿 ” ， 1970 年 8 月 28 日 ，《钓
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扩外交部”档案｝） , 60210020 ， 页 200865. 此句在说帖定稿中遭到删除 ，见“尖
阁群岛案说帖 ” ， 1 970 年 8 月 28 日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俨外交部” 格案》， 60210020,
页 200816。

② “奉中常会对有关大陆礁层公约案指示事项报告”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外
交部” 档案》 ， 60210020 ， 页 200710 ,

③ 以 当时的国际情势来说 ， 国 民党当局能被视为代表“ 中 国”合法政府的情况 日 渐减少 ， 即连向来与国
民党当局关系亲近的越南阮文绍 （ 1923 200 1 ） ， 亦差点在访华时闹 出纷争z “阮的随从带来的宣传刊物，
引 述的历史 ， 是过去受到中 国 的侵略欺凌。 越人以为 ， 过去的 中 国指的是现在大陆的中共， 丽认为我在台
的政府， 对越南宽大” ， 见项士接 口 述 ， 自 石笔记， 《外交小卒琐忆））, （ 台北 z 实联文化， 1997 ） ， 页 47 .
可见当时的国际气氛 ， 逐渐以 中共为中 国代表 ， 对 国 民党当局与中共争夺 “正统” 的事业， 大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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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心 。 当然 ， “反攻大陆” 一事虽 自 一九六0年代后逐渐失去继续的动力 ， ① 此
时当局却仍将钓鱼岛付诸此等战略意义 ， 原因一则 自 是在于此事终究并未全遭放
弃 ， ② 二则 以钓岛之矿藏强化台湾的工业或经济 ， 亦具有 “恃吾有以待也” 的 “ 国
防意义” ， 是故仍可算是与中共竞争的一环。 此由 国 家安全局在来年 8 月 21 日 所
提之报告内 容 ， 即能证明此一心态。 ③

故此， 即使经济部于 1 1 月 底致 函 内 政部 ， 请其 “搜集鱼钓 岛 可 以主张主权
之数据” ， 并 “速对钓鱼台至台湾本岛间之诸元人小岛做主权之必要措施” ， 表现
出 看似为主权所需而致的态度 ， 然实亦 自 “ 以保护我 国将来开发本省北方海域大
陆滩矿藏之权益” 的 目 的出发。 ③ “经济部联合矿业研究所副所长” 孟昭彝也受

① 蒋中正曾于 1958 年 ， 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 Dulles,1 888-1959 ） 发表联合公报 ，表示 “恢复大
陆人民之 自 由 ” 乃 “中华民国” 之 “神圣使命”， 但此使命基础为 “三民主义 ， 而非凭借武力 ” ， 似乎显示
至少在表面上 ， 不再高调地准备武装反攻之事业。 见 《“中华民国” 真正代表亿万中国人之意愿 恢复大陆
人民 自 由 为我神圣使命》 ， 《中央 日 报》 （ 台北 ） ' 1958 年 10 月 24 日 ， 第一版。

② 1961 年 4 月 ， 国 民党当局特别成立 “ 国光作业室”，规划武装反攻事业。 虽然该计划在 1 965 年遭遇
重大挫折以致式微 ， 但仍持续到 1972 年方才撤销 ， 相关内 容请参见彭大年编 ， 《尘封的作战计划 ： 国光计
划ι一口 述历史》 ， （ 台北 3 “国防部史政编译室” ， 2005 ） 。 另外， 蒋中正亦曾在 1 969 年 8 月 初与美国务卿
罗吉斯 （William P. Rogers,191 3-200 1 ） 晤谈时， 重申 “亚洲问题的症结在于中 国大陆有一共产政权 ， 解决
此问题是我们 （按即 “中华民国”） 的责任” 此一看法 ，形同将东亚的反共事业与中 国 内部的内 战事业结合 ，
见钱复 ， 《钱复回忆录》 卷一， （ 台北 z 天下文化 ， 2005 ） ， 页 1 15。 另 “行政院” 亦于 1965 年成立 “对匪
经济作战策划小组” ，通称 “力行小组” ， 1988 年方才’废止 ，见薛化元撰《“行政院” 对自E经济作战策划小组》条，
录子许雪’姬等， 《台湾历史辞典》 第→册， （ 台北 ：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 2004） ， 页 325。 更重要的是，
即使前述 《中美联合公报》 的发表看似在表面上不以武力为依据 ， 但国 民党机关报 《中央 日 报》 仍在社论
中谓 “研求中美会商联合公报内在的意义……当能深进一层加以理解 ： 【 一 〉 在莫斯科帝国主义指使之下 ，
共陵元意与美国谈判停火。 我们只有→个方法使其放弃侵略 ， 停止射击， 这就是以武力对武力 ， 以打击还
打击” ， 见 时士论z 中美会商的重大成就》， 《吁：央 日 报》 （ 台北 ） ' 1958 年 IO 月 24 日 ， 第二版。 故可知当
时对中共的武装或经济作战 ， 持续’处在准备之中 ， 无论其有无 “反攻” 的具体事实 ， 抱持反攻的意识实可
确定 。

③ “研究意见＇ （一） 石油资源为国家重要谈源之一 ， 与 国 防工业及其它现代工业之发展均有密切关系 ，
在军事 t尤占重要地位……我似应及时宣布我沿海二百公尺水深之海域， 我具有探勘之专属权 ， 不容他人
染指 $ 此举虽可能引 起 日 本或琉球方面对尖阁群岛 归属之争议， 但在今后对 日 （ 琉 ） 交涉上当可居于有
利地位 ， 盖因尖阁群岛乏人居住 ， 亦未经开发， 日 人且欲邀我国 及共匪订约开采 ， 足证 日 本对该岛之归
属 问题亦尚 无定见。 （二） 日 本虽已 派探测船在台湾北方海域进行测勘 ， 因 系在公海上作业， 我方无法干
预 ， 但我方不宜参与 日 方之.��勘工作 ， 以 防 日 本先声夺人并造成既成事实。 而另一方面我似应尽速洽请美
国合作探锄， 以避免与 日 本发生关系 ， 并籍以 防止 日 本与眶方有所勾搭 ， 期使权益问题区于明朗化。 （三）
我国主管机关应速研议太陆礁层海底资源之主权所属及开采计划 ， 并先完成立法程序 ， 然后向 国际公告 ，
藉以保权合法权益。 ” 见 “ 台湾北方海域大陆礁层蕴藏资源及 日 本企图染指该区权拴情形之研究 ” ， 1969
年 g 月 21 日 ， 《钓鱼 台 列 屿 （ 尖 阁 群 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P ， 《“外交部” 档 案 》， 602/002 1 ， 页
500143- 144。

④ “据 ‘ 中 国石油公司 ’ 呈为 日 本、琉球拟在尖阎 岛探勘海底矿藏或将影响本省北方海域大陆滩之油气
探勘利益请研究拟对策采取有效措施一案函请查照协助办理由” ， 1968 年 1 1 月 27 日 ， 《钓鱼台列 屿 （ 尖
阁群岛）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1 ， 页 500 120-1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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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拟定 《台湾盆地海上探勘要点》 ， 第 6 点特别强调 日 本方面的相关行动 ， 更显
示 “经济部” 对 自 本在石油探勘上的动作最为在意。 ① 至于若要主张主权， 内政
部表示根据 1957 年的探勘资料， 其实应属琉球而非台湾 ， ② “ 国 防部物力司 ” 也
表示 “军方无法采取行动 ” ， 无法保护油气探勘权益。 ③ 故对 国 民党 当局丽言 ，
宣称主权实在不切实际， “为避免引起国际问之误会似应慎重考虑” 。 ＠

由 于 目 标明确 ， 故上述 “外交、 经济等部会” 的各项看法 ， 多获 “行政院”
接受 。 1969 年 5 月 底 ， “政务委员 ” 叶公超 （ 1904-198 1 ） 乃在召集相关单位研
议后 ， 提 出 三项方案 ， 包括由 “外交、 经济、 内政与 国 防等各部” ， 会同查明 日
治时期所划定的 台 湾全图有无包括钓鱼岛列屿、 尽速批准 《大陆礁层公约》， 及
最值得注意之 “ 目 前似仍应重 申 我方反对美国承认 日 本剩余主权立场 ， 并设法联
合菲、 韩向 美方提出 同一立场 ， 使冲绳仍维持现状， 傅本案得循有利途径徐图进行”
方案。 ⑤ 此三方案均不强调 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的主权 ， 特别是第三项所谓否定
日 本对琉球 “剩余主权” （residual sovereign可） 一途 ， 虽看似违反美 国在东亚的
布局 ， 实则只是期望将主权问题搁置 ， 而维持模糊现状之意 ， 仍旧显示居 民党当
局不欲扩大钓鱼岛事端的态度 ， 且亦符合前述国 刚所作 “当前宜采之立场” 的原
则 。 唯这些方案最后的实行结果不免令人失望 ， 除身为 “总统” 之子的 “ 国防部
长” 蒋经国 （ 19 1 0-1988 ） ， 都呈报 “行政院” “尖阁群岛鱼钓岛并未包括在 日 据

① u 日 本方面新野宏教授已于此次参加东海探测工作后即向其佐藤首相报告 ， 拟于明年先拨二千万 日 币
探测该盆地以后陆续增加后年为四 F万 日 币 。 新野宏教授意因该盆地离我台湾最近 ， 似应由我早，表示愿参
加此项工作则在权利上成着先鞭为宜” 。 “行政院秘书处函” ， 1968 年 12 月 17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 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 1 ， 页 5001240

② “准函为关于 日本琉球拟在尖阁岛探勘海底矿藏影响台湾北方海域大陆滩之油气探勘利益拟采有效措
施嘱搜集鱼钓岛之资料事复请查照 由 ” ， 1968 年 12 月 24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
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 1 ， 页 500 1300

③ “ 国 防部物力司蝇飞 1969 年 2 月 4 日 ，《钓鱼台列屿（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俨外交部”
挡案）｝ ' 602/0021 ， 页 50013 1 。

④ “查位东经一二三度卅分北纬二十丘度四十五分之鱼钓岛 ，根据本部于民国 四十六年元月 会同海军总
司 令部派舰实地勘查结果， 成为琉球群岛 所属先岛群岛之一岛 ， 不属于我国版图” ， 见 “准函为关于 日本
琉球拟在尖阁岛探勘海底矿藏影响台湾北方海域大陆滩之油气探勘利益 ， 拟采有效措施嘱搜集鱼钓岛之资
料事复清查照 由 ” ， 1968 年 12 月 24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 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外交部”
档案》， 60万002 1 ， 页 500129。 另外， 此时的档案纪载亦多处出 现类似论点 ， 如 “ ‘ 中 国石油公司 ’ 力持应
根据大陆滩理论主张尖阁群岛为我领土， 并主张强硬外交。 经项副司长就国际法及实际处理外交方面 ， 加
以 提醒辩驳。 经济部张次长嗣见大部份与会人员均接受本部意见. . . . . . ” 见 “林基iE便笼” ， 1968 年 1 1 月 8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岛）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 1 ， 页 5001 1 7。

⑤ “行政院令” ， 1 969 年 5 月 30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691-692。 这些方案均经提出该年 5 月 22 日 之 “行政院” 第 1 121 次会议决议通过办理。



从 〈 ‘锹部” 档案〉 看钩鱼岛 响题” 之由来 （ 1伽川 ＞ I

时代台湾区域全图 以 内 ” ， ① “立法院” 也迟至来年 8 月 21 日 方才批准 《大陆礁层
公约》， ② 与菲 、 韩联合的主张更未见行动之资料。

整体而言· ， 此时国民党当局对钓鱼岛列屿的策略是合理且务实的 ， 然丽其因
应态度与行动效率， 却 与策略有着不小误差。 盖其期待钓岛资源能为 己所用 ， 却
又 明知其恐不为 自 属 ， 只好聊胜于无地进行简单行动 ， 而无积极 的争取动作。 ③
这种行为 ， 致使钓鱼岛列 屿产生三种性质 ， 即在 “外交” 上造成其与美、 日 对东
亚 区域的设定 冲突 ， 经济上成为与 自 本的利益矛盾 ， H 内政” 上亦与其和中共的
斗争发生连结 ， 导致钓鱼岛 问题的复杂性 自 此而生。

四 、 钧鱼岛成为 “ 问题”

虽然国 民党 当局并不特别在意钓鱼岛 的 主权归属 问题， 但至 1 969 年时， 在
美总统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19 1 3-1994） 与 日 相佐藤荣作 （ 1901-1975 ） 所
签订的公报 （T加 Nixon-Sato Communique ） 中 ， 确定美国 即将归还琉球予 日 本 ， ③
钓鱼岛 的主权谁属问题方才产生。 因为，并入 “琉球” 的范围为何 ，乃成为一新问题，

而为解决此问题 ， 便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 尤其攸关国际权力展现的问题一一由谁决
定 、 如何决定此一范围等 。 钓鱼岛便是在此背景下 ， 被美国视作琉球群岛的附属
岛 屿 ， 使其成为琉球问题的延伸 ， 进而成为明确而非可以模糊处理的问题； 并且
也从原本的经济性质 ， 转变成明显的政治性质 。 因此， 学者黄大受再度呼吁国民
党 当局尽速刊印 《历代宝案》， 借其主张中 国对琉球与钓鱼岛 的传统权利。 黄的
想法是 “也许在 《历代宝案》 中 ， 可 以从历史上从地理上 ， 确切找出我国对钓鱼

① “查据 日 本陆地测量部照和五年测量十一年发行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其尖阁群岛之鱼钓岛 ，隶属冲
绳县琉球国八囊山郡 ， 又 日 本陆地测量部 ， 略和九年发行之二十万分之→地形图 ， 其尖阁群岛隶属冲绳县” ，
见 “ 国防部呈行政院副本” ， 1969 年 5 月 30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 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外
交部” 档案》， 602/002 1 ， 页 500135。

② “立法院公报新闻稿” ， 1970 年 8 月 22 日 ， 《钓鱼台》， 《“外交部” 档案》 ， 412.7/0012 ， 页 32。 而至该
年 10 月 9 日 ， “ 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 方才将此批准书 ， 向联合图存放 ， 见 “关于大陆礁层与钓鱼台
列 屿 （尖阁群岛 ） 案之重要事件表 （二） ” ， 1970 年 10 月 31 日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外
交部” 档案异 ， 602/0019 ， 页 2006100

③ ” NERVE GAS SIBFT IN PACIFIC MAPPED; Transfer From Okinawa to U.S .-Held Atoll Opposed 
NERVE GAS SHIFT IN PACIFIC MAPPED” ，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 13 Aug. 1970, p. l .  

④ Stephen S.  Large, Showa Jap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究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1998) , p. 19 . 该公报内 容可参见” The Nixon-Sato Communique” ，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 22 Nov. 1969,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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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主权的明证” ， 即 是基于领土主权的角度出发。 ① 而一般所谓 “钓鱼岛 问题” ，
也多半围绕在领土一类的政治议题之上 。 至于 “外交部” 方面， 虽有 “条约 司 ” “ 自
五十八年间 已予密切注意 ， 并向各方搜集资料” ， ② 但似乎并未切实执行 ， 不免致
使 日 后所发生的效应扩大。

自 当时国民党 当局 的内部状况而言， 由 于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方面的虚弱 ，
原应代表社会 良心的知识分子 ， 特别是较为年轻热血的大专学生 ， 却处于 “在经
济上没有前途 ， 在政治上没有出路， 在思想上没有方向 ， 而只能喋若寒蝉的 ‘ 来
来来来台大 ， 去去去去美国 ’ ， 各奔前程。 置 国家社会于不顾， 为了高分数争取
国外奖学金而不择手段” 的状态。 但适巧在一九六0年代兴起 “ 自 觉运动’ ＼ 激
起学生对 “国事 、 国势” 的关心 ， 故即使该运动结束后 ， 关心 “国事 ” 的气氛仍
已建立 ， 青年学子对钓鱼岛主权的关切 ， 即在前述之 《后克松一佐藤公报》 公布
后开始酝酿。 ③

1969 年 7 月 17 日 ， “ 中华 民 国行政院” 在昕取 “经济部” 对大陆礁黑石油
探勘问题的报告后 ， 发布新闻稿 ， 指 出 “ 中华民国”依据《大陆礁层公约》之原则 ， “声
明 ‘ 中华 民国政府 ’ 对于邻接 ‘ 中华民 国 ’ 海岸在领海以外之海床及底土所有之
天然资掘 ， 均得行使主权上之权利” 。 ③ 值得特别提及者 ， 是 “外交部” 所编之 《关
于大陆礁黑与钓鱼台列屿案之重要事件表》 ， 也系 自 此声明开始。 ⑤ 可见台湾当
局对钓鱼岛 的认识与具体行动 ， 至此方才开始 ， 且其 自 身也将钓鱼岛 “ 问题” 的
发生及其处置等时捐j点 ， 定于此一时间 。 故知对当局而言 ， 美国对琉球的处置才
令其注意到钓鱼岛 “ 问题” ， 而不是钓鱼岛本身所具有的海上领土范围如何之意义。

至于对民众来说， 上述的 “外交辞令” 不但无法使之满意 ， 甚至根本难以理
解 。 毕竟政府声明 中所吉及 “行使主权上之权利” 的对象 ， 并未言明为 “尖阁群岛 ”
或 “钓鱼岛列屿” ， 而系对 民众而言语焉不详的 “邻接 ‘ 中华 民 国 ’ 海岸在领海

① “请火速印行 （（历代宝案》” ， 1 9哼1 年 8 月 7 日 ， 《钓鱼台列屿史料》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 1 8 ， 页
103537。

② “条约司重要业务报告” ， 1969 年 4 月 13 日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7390

③ 王晓波，《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 自 私的－ft－一从 自 觉运动到保钓运动的历史 回朋》 ，新竹清华
大学 “ ‘ 一九七0年代保钓运动文献之编印与解读’ 国 际论坛” 发表讲辞 （新竹， 2009,5.3 ） 。

＠ “我肘沿海大陆礁层之天然资源探勘及开发得行使主权上权利声明气 1969 年 7 月 17 日 ， 《钓鱼台 问
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020 ， 页 2006930 隔 日 报刊随即刊载 ， 如 《我对领海以
外天然资源得行使主权上权利》， 《中央 日 报》 （台北） ' 1969 年 7 月 1 8 日 ， 第一版。

⑤ “ 日 期 ： 一九七O年七月 十七 日 g大事记要 ： “行政院” 第一一二儿次会议决议并发表 ‘ 我对沿海大陆
礁层资源之探勘及开发 ， 得行使主权t之权力 ’ 之声 明 ” ， 见 “关于大陆礁层与钓鱼台列屿案之重要事件表” ，
1971 年 3 月 （ 元 日 期 〉 ， 《大陆礁层与钓鱼台列屿案 〈 重要事件表 〉 》， 《“外交部” 档案》， 412.7/0004 ， 页 4。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看钩鱼岛 啊题” 之 由 来 （ 1968-19刊 〉 ｜
以外之海床及底土 ” 。 ① 于是不久之后 ， 宜兰籍渔船即在钓鱼岛海域捕鱼， 遭 日
本以侵入领土为 由驱逐 z 来年 9 月 3 日 ， 更因受创办人余纪忠 （ 19 1←－2002 ） 支
持之四名 《中国时报》 记者， “雇船登上钓鱼岛插上国旗并作第一手报导” ， 雨’在
“隔 日 即引爆全美留学生的大规模保钓抗议运动” 。 ＠ 此时由 于媒体 日 多关注 ， 报
导ol'多 ， 为社会上形成保钓舆论奠定 了 更深厚的基础 。 于是到 了 1 1 月 ， 二名 台
大研究生一－哲学所王晓波 （ 生于 1943 年七 政治所王）I顶一－联名在 《中华杂志》
上发表 《保卫钓鱼台》 一文， 遂掀起台湾保钓运动的序幕。 另也由此可知 ， 钓鱼
岛 问题实系 民间力量、 甚至可说是媒体所先造就 ， 丽非官方有意推动的一一甚至
可以说， 国 民党当局并不愿意见到钓鱼岛成为一件可能引发东亚冲突的事件， 却
在舆论及民意的压力 下 ， 转变了原本的态度。

五、 民间就钩鱼岛问题所施之压 力

国 民党 当局所以不愿因钓鱼岛引发事端 ， 主要考虑当然是因未能在法理上取
得优势 ， 又知该区域在事实上系受美国所控制 ， 自 认即使强争恐也只有得罪美、
司 而 已 。 平心而论 ， 此态度虽似退让 ， 却符合国 民党当局当时 “ 国 际地位” 所能
对应之表现。 但因 民 间对 日 本仍有一定程度的负 面观感， ③ 故而此时被激起的民
气 ， 更使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 。 虽然今 日 之观点认为 ， 所谓保钓运动主要仍以 留
美学生所带动 ， 国 内方才随后跟进。 ③ 不过从 《“外交部 ” 档案》 中观之， 保钓
问题形成具体 “运动” 虽或与留学生有关， 但岛内对钓鱼岛的关切 ， 却与留学生
在海外行动之时一致。

在 1970 年 7 月 初 ， 所谓 “保钓运动” 犹未发生前， 即有一 “ 中兴大学曾君”

① 如 日 后不无民众误以 为 “我 ‘ 外交部’ 曾 发表声明 ， 钓鱼岛列屿主权是属于中 国 ” ， 见 “函为钓鱼
台 主权事请查照由 （ 附件） ” ， 1970 年 1 1 月 16 间 ， 《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民间来函》， 《“外交部” 档案》，
602/0017 ， 页 103590。 但 “外交部” 截至斯时， 其实并未发表强调 “主权” 之声明 。

② 《当年本报记者登钓鱼台 … · · 清大开讲》 ， 《中国时报》 （ 台北 ） ' 2009 年 4 月 29 日 ， A6 政治新闻版。
＠ 如 1970 年7 月 7 曰 “副总统”严家淦 （ 1905 1993 〕 拜访 日 本夭皇 ， 因 日 皇询其有关台湾的经济发展，

而 “摘要向 日 皇作了一个报告” ，且 “ 日 皇很愉快地听着严 ‘ 副总统’ 的报告” ）事 ， HJI有媒体感到不以为然，

认为 “ 日 皇在 ‘七七 ’ 这天 ， 接见 ‘ 中华民国 副总统’ 并昕取其 ‘报告 ’ ， 固然很 ‘ 愉快 ＼ 但我们却对
这件事深表遗憾 ， 甚至于是悲伤’＼ 见 《社论 ： 日 本天垒的愉快 ， 中 国 国 民 的悲伤》 ， 《 自 立晚报》 （ 台北 ） ，
1970 年 7 月 23 日 ， 第一版。

④ “清大图书馆指出 ， 保卫的鱼台运动， 最早起于美 国留学生与华人社群， 而后欧洲与台潜学生亦群起
效之” ， 见 《当年本报记者登钓鱼台 … . . .清大开讲》， 《 叶习 同 时报》 （台北 ） ' 2009 年 4 月 29 日 ， A6 政治新
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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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阅 报后 ， 致信当时的 “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严家淦 （ 1905-1993 ） ， 请求政府

在钓岛 问题上不可让步 、 亦不须谈判 ， 严氏则指示发交 “外交、 经济两部” 处理。

该信在 “外交部条约司 ” 人员 阅看之后 ， 以 “本件无新数据拟并案存查” 之由处置 g
“经济部” 则 以 “ 巳 会商正名 并将持续研究有关资料” 答复 ， 整体而言两部均不

太重视该信件。 ① 但该信件虽确无具体有用之意见 ， 却值得注意其系一民众在读
援后所引发之感想与建议 ， 丽随信检附之报纸 《大华晚报》、 《 自 立晚报》 社论，
均主张强硬面对 ， ② 可见该曾君难免是在报刊影响下所建立的主张。 这样的主张
或许不能符合政府的实际需要 ， 却反映出 当时的舆论走 向 ， 已 与政府的考虑出 现

差距。
在 《中 国时报》 记者登钓被逐事件后， 投书政府的信件更是大量涌入。 就寄

件者性质来看 ， 可分成六种类型 （见表二） ：
表二 1 970年9月 至来年4月 间之 “民间来画” 种类食

种 类 案 例

( 1 ） 岛 内 民 间个人
南践中学杜贵恒 、 台北宗荣禄 、 台北胡修、 台北曾翼民 （ 2次） 、 台东林谢镇 、
台糖陈应德、 台北张z;;蔚

(2） 岛 内 民 间 团体
《松阳族讯》 月 刊社、 台湾省渔会、 台北市商会 、 “全国工业总会” 、 华
侨敦国联合总会、 苏澳区撞会 （2 次） ‘ 建巾班联合暨侨生生活促进会

宜丛县议会、 彰化县议会 、 嘉义县议会、 台湾省议会、 苗栗县议会、 7S
林县议会、 台南县议会、 新竹县议会、 屏东盐埔乡 民代表会场 屏东柏费
乡 民代表会 、 台 中县议会、 屏东县议会、 桃园龟山 乡 民代表会、 桃园龙

( 3 ） 岛 内 民意机关 潭乡 民代表会、 屏东市 民代表会 、 新竹笃林乡 民代表会、 新竹尖石乡 民
代表会、 桃园杨梅镇民代表会、 桃园芦竹镇民代表会、 桃园镇 民代表会、
屏东玛家乡 民代表会、 桃园八德乡 民代表会、 屏东县万丹乡 社中村村民
大会

(4 ） 岛外民间个人
香港梁相、 九龙陆庆永、 越南林振强 、 香港庄礼明 、 1 9 位柏克莱加大教授、
美国唐钦

( 5 ） 岛外民间团体
港九 自 由 文员会青锋社 、 前广州新闻通讯业侨港联谊会、 香港渔业工商
总会、 调景岭暨港丸新一 区全体难民

(6） 岛外侨教 团体
越南 留华大专 同学联谊会、 “ 中 央” 各军事学校侨港校友会 、 国 民党东

京直属支部留 学生小组合

食 此处 所 整理 者 非 所 有 相 关 投 书 ， 《 “ 外 交 部 ” 档 案 》 中 实 另 有 十 数 册 以 上 之 《 钓 鱼 台 列

屿 国 内 外各界反应 》、 《 钓鱼 台 事件 》 等 资 料 ， 唯 现 因 数 字 化 而 未 开 放 ， 故未能得见。

① “ ‘行政院’ 交办《中兴大学曾君上“院长”函为尖阁群岛之权事请勿让步一案》” ， 1970年 8 月 25 日 ， “ ‘经
济部 ’ 函 ‘行政院’ 秘书处 《关于中兴大学曾君主 “院长” 雨为尖阁群岛主权事本部当配合办理函覆查照》” ，
1970 年 9 月 10 日 ， 《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民间来函声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17 ， 页 103542-547.

② “大华晚报《对于尖阁群岛争执的意见》” 、 “ 自 立晚报《我们不要懦弱外交一一从尖阁群岛事件说起》” ，
《钓鱼台列 屿主权问题民间来函》， 《“外交部” 档案》 ， 60万0017 ， 页 546.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看钝鱼 岛 “问题” 之 由 来 ＜ t96s-1910 > I  

资料来源 ： 整理 自 《 钓 鱼 台 列 屿 主权 问 题 民 间 来 函 》， 《 “ 外 交 部 ” 档 案 》， 602/0017。

从上表可知对钓鱼岛事件最为关切 、 且致书当局直接要求者 ， 以各地 民意机
关为最多 ， 理论上可代表多数民众的意见。 不过这些意见 ， 一厢情愿、 论述失 当 、
以说传说、 一意孤行等情形 ， 所在多有 ， ① 多半无补于当局 的决策制订。 “外交部
条约 司 ” 认为各界对政府机关致函甚多 ， 内容却大间小异 ， 甚至有 “对政府及政
府首长妄加攻击” 之事 ， 因此并未逐一回复 ， ② 甚至还拟就 “万用 ” 答复稿 ， 因
应 日 后一切类似来信。 ③ 表面上看来 ， 这些意见并未对当局造成何种具体压迫 ，
但该 “条约 司 ” 呈文的内 容 ， 却显现出 当局对钓鱼岛衍生问题的真正挂怀所在。

现诸 “条约司” 列入待回信件清单中 之原件内容， 其实几乎不见所谓 “对政
府及政府首长妄加攻击” 之言论 ， 顶多建请政府坚定立场而已 。 然 “条约司” 却
认为 内 中不无攻击当局或首长之说 ， 着实匪夷所思 z 另在档案原件中 ， 更可见到
常次沈剑虹 （ 1908-2007 ） 在 “条约司” 前述文字之字面上方， 加 以 “此值得注意”
等字样， 并批示 “似应注意来函背景并研拟处理办法’＼ ③ 沈剑虹曾任新闻局长，
对于如何处置才能符合 “政治正确” 的标准 ， 自 更较一般人员敏锐。 故其所谓 “值
得注意” 之处 ， 实也代表 “值得政府 吗局注意其有无颠覆之意” 的意涵 。 由此可
见 ， 国 民党当局对保钓所致之风潮 ， 并不 当真视为 “外交” 决策上的压力 ， 反而
密切注意其有元形成类似 “反政府” 的发展情势 ， 从而觉及国 民党当局对反攻事
业的经营 ， 或至少影响其在台湾一一 “ 中华民国” 最后根据地一一的根基。 当局
对该民间来函及其所代表的民意 ， 抱持怀疑态度 ， 而未挟此民意以积极展开 “外
交” 动作。 因此表面看来 ， 国 民党当局看似在 民间压力下犹能以 “持重” 的态度 ，
因应钓鱼 岛 问题， 是务实稳健之举 ； 究其实质 ， 则系因其对钓鱼岛 问题的关注 ，

① 如 《松阳族讯》 月 刊社建议将钓鱼岛 “改设通 商 口 岸 ， 并辟为观光地区 ， 以广收益” ， 忽略该地并无
居民无从通商之事实 s 又如彰化县议会之提案 ， 宽秸： “王室钓鱼台岛系我国北部主延伸岛屿” ， 与 《“ 中华民
国宪法”》 第四条 “中华民国领土 ， 依其固有之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 议 ， 不得变更之” 的条文精神不合s
或女11越南 留华大专同学联谊会以 “更何况 日 本最高法院曾 经.TE式判决 2 钓鱼台列 屿不在琉球的管辖范围内”
此一无从证明之例为左iiE； 以及华侨救国联合总会主张 “先遣军队前往驻防兼垦殖” 等等， 均对现实无益，
仅徒令投书者发泄情绪而已。 以上俱见 《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民 间来函》 ， 《“外交部” 档案》， 602/001 7 '
页 103549、 560、 567 、 752。

② “关于 ‘ 钓鱼台列屿主权 ’ 问题各界来函米便一一作覆事 ， 呈请鉴核示遵由” ， 1971 年 1 月 29 日 ， 《钓
鱼台列 屿主权问题民间来函》， 《“外交部” 街案》 ， 602/0017 ， 页 103803-804。

③ “为 ‘ 钓鱼台列屿主权 ’ 问题， 拟夜各界来函文稿 ， 呈请鉴核由 ” ， 197 1 年 3 月 2 日 ， 《钓鱼台列屿主
权问题民间米函 》， 《“外交部” 档案》， 602/0017 ， 页 103806”807。

④ “关于 ‘钓鱼台列屿主权 ’ 问题各界来 函米便一…－作覆事 ， 呈请鉴核示遵由” ， 1971 年 1 月 29 日 ， 《钓
鱼台列屿主权问题民间米函》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17 ， 页 10380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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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即是在与 中共竞争的思考层级上 ， 有 以致之。 故此 ， 前述所谓 “万用” 答复
稿 ， 内容也无甚宏论， 只是诸如鼓励或宣称当局必定全力 以赴等的典型官样文章
而 已 。 ①

六 、 回 民党 当 局钩 岛态度的分水岭

保钓运动的出发点是爱国运动 ， 对政府而言基本上是有利 的 。 但正因 国 民党
当局所忧虑者在其对政权的影响上 ， 故其表现使未必能与 民众的期待一致。 如据
王晓波回忆 ， 《保卫钓鱼台》 一文本以 《钓鱼台不容断送》 为名 ， 投稿 《大学》 杂志 ，
不料竟遭退稿 ： 幸得 《中华杂志》 发行人胡秋原 （ 191卜2004 ） 答允刊载 ， 唯须
更名 ， 因为 “原来的题意是指责政府 ‘ 断送 ’ 钓鱼岛 ， 可能有人恼羞成怒， 故题
目 可以改成 《保卫钓鱼台 》 ， 鼓励政府 ‘ 保卫 ’ 总是应 当 的 ” 。 ② 可见若非曾任立
委、 深明当局心理的胡秋原提示 ， 即使是宣扬爱国意识的文章 ， 若有不利当局之
虞， 仍不免遭禁阻。 仅是岛 内一普通学生的王晓波既是如此 ， 身为沈铺 （ 19 1 7-
2005 ） 一一具有 “ 中华民国政务官” 及 “大使” 身份一一公子的沈平 ， 其在纽约
所发动的保钓运动 ， 亦被政府劝止。 ③ 当局的忧虑心理 ， 可见一斑。

然而政府也非完全忽视民间引 发的效应 ， 除不断搜集民间报导作为意见参考
外 ， ④ 对钓鱼岛 的态度 ， 也在此时出现明显变化。 1 970 年 8 月 28 日 ， 条约司拟
具之 《尖阁群岛案说帖》 （ 以下简称 《说帖》） ， 其结论犹认为钓鱼岛 问题 “应与
琉球群岛问题分开处理 ， 不同意美国于一九七二年将该群岛随同琉球群岛移交 日
本” ， 而不表示应将钓鱼岛交予 国 民党当局 z ＠ 不过在三个月 后的另一份报告 《关
于钓鱼岛列屿 （ 即 日 称“尖阁群岛” ）主权问题之研析》 （ 12 月 1 B ， 以下简称《研析》）
中 ， 态度却改为 “钓鱼台列屿并非琉球群岛之一部分， 应属于我 国 ， 为 台湾岛之

① 内容请参见 “关于建议政府坚定立场维护钓鱼台列屿之主权事” ， 197 1 年 3 月 8 日 ，《钓鱼台列屿主
权问题民间来函队 《“外交部” 档案》 ， 602/001 7 ， 页 103832-833,

② 五晓波 ， 《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 自 私的一代一→从 自 觉运动到保钓运动的历史回顾》。
③ “此事系普林斯顿大学学生沈平 （沈大使销之子） 所发动 ， 曾在纽约集会一次 ， 经我方人员运用纽约

大学某君劝说彼等仅向政府陈述意见 ， 勿作其它活动 。 ” 见 “部长签函” ， 1970 年 12 月 29 日 ， 《钓鱼台列
屿国 内外各界反应｝｝， （（＂外交部” 档案》， 019. 12/000王 ， 页 5 ,

④ “钓鱼屿列屿考据 （ 中 ） ” ，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列屿史料》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 1 8 ， 页 103365,
⑤ “尖阁群岛案说帖” ， 1970 年 8 月 28.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扩外交部” 档案）） ，

602/0020 ， 页 200826， 甚至该说帖的初稿 ， 其结论！原有 “视今后情势之发展及法律依据之搜集 ， 进而主张
该群岛应属我国” 之文句 ， 也全遭删除， 足见国民党当局不愿作如此强烈表示的态度。 见 “尖阁群岛案说
帖飞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847,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看钩鱼岛 “问题” 之由来 （ 1968-1970 ) 

附属 岛屿” ， 故应 “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 交涉 … …务使美 国政府能于一九七二年
将该列屿交与我国而不交与 日 本” 。 ① 原本不欲为钓鱼岛造成外交纷争的 国 民党
当局 ， 此际却决定对该列屿提出 主权主张 ， 此一变化若非是因突然出现了决定性
主权证据所造成 ， 便是 由 于发生重大事件而导致决策改变。 然观诸当时情况 ， 不
但未见 “外交部” 掌握具体新事证 ， 也未发生任何对国 民党当局而言特别重大的
事件。 故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 ， 与 9 月 初记者登岛插旗事件后所引起的风潮 ， 应
有相 当大的关联。 特别当 时 “台湾的舆论界对于钓鱼岛事件已经沸腾到极点 ， 然
而国 民党争取钓鱼岛主权的态度过于迟缓以及暧睐 ， 对具 ‘ 理想主义 ’ 的青年，早
已 是无法忍受 的事情’1 ② 而留美学生又在 “ 巾共在海外加强了统战攻势 ， 香港
赴美的亲共学生开始谈论 ‘ 文革 ’ 的必需性 ， 并 向 台湾留学生宣扬同 民党的黑暗
面， 中共高 日 本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各支持之 ‘ 台独 ’ 组织加强 了活动” 等情势下 ， ③
对政府似乎渐行离心 ， 致使政府不能不更加警惕。 故而民间力量终究影响 了 政府
决策 ， 且以 1 970 年 9 月 ， 为此影响具体与否的分水岭 。

9 月 以前 ， “外交部条约 司 ” 对其余机关所提之各项报告与数据 ， 虽尽皆妥
善处理 ， 仍称 “对于尖阁群岛之主权问题 ， 素极重视 ， 并曾就官方文件 、 条约及
地图等有关资料详加研究 ， 惟迄未觅得对我有利之确切证据 ， 可凭lV, 主张权利 ，

故未与有关外 国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⑤ 甚至就在 7 月 之初 ， “经济部矿业司 ”
亦 曾 召 集该部 “农业司 ” 、 “ 国 防部物力 司 ＼ “外交部条约 司” 与 “北美司 ＼ 台
湾省渔业局 以及 “中油” 公司 ， 共同会议有关是否应请美方准允台湾渔民至钓岛
避风等相关问题。 时任 “外交部条约司 ” 第二科科长的林基正 （ 生于 1936 年） ，
犹在会 中声称任何非正式的行动 “应以我对该群岛作政策性之决定为前提， 倘我
在政策上决定争取尖阁群岛之主权 ， 则进行交涉乃当然之举 ， 否则任何非正式之
举动 ， 在－ ，九七二年琉球移交于 日 本时 ， 均无作用 ； 而我对尖阁群岛之政策 ， 应
由高阶层决定” 。 ⑤ 此一说法证明 国 民党当局虽在 1 968 年年初便已注意到该列屿

① “关于钓鱼台列屿 （flll R 称 “尖阁群岛 ” ） 主权问题之研析” ， 1970 年 12 月 1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0 ， 页 200837。

＠ 郭纪舟， 《七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 （ 台北 z 海峡学术ltl 版社， 1999 ） ， 页 17。
③ x-u源俊 ， 《我所知道的留美学生保钓运动》， 录于黄兆强主编， 《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 ，

页 492。
④ “外交部函经济部” ， 1 970 年 7 月 22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1 ， 页 当00209。
⑤ “会议报？号” ， 1 970年 7 月 13 日 ， 《钓鱼台列屿（尖阁群岛 ） 问题各机关所提数据卷》 ， 矿外交部”皑案》，

602/0021 ， 页 5001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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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却迟至两年后的七月 时分， 犹未决定其对钓鱼岛地位的正式态度。 个中
原因 ， 虽然不乏圄于美国在东亚的权力展现等外在压力 因素 ， 但仍难以令人理解。
毕竟即使受迫于权力 现实 ， 内部仍可抱持特定态度行事 （ 或不行事 ） ， 而非全无
态度之表示。 究其原因 ， 可能即系因其原本只看重钓鱼岛的资源 ， 而该资源虽有
利其内部发展 ， 但既然牵涉问题复杂 ， 则暂时搁置 ， 至少没有损失 z 但当 民间风
潮兴起后 ， 却可能让此问题成为不利政府的把柄 ， 只好匆匆决定立场 ， 以免令此
问题更形延烧。

因此在 9 月 以后 ， “外交部” 即使在 内部所做之评佑 ， 不再表示钓鱼岛列屿
的主权难以界定 ， 而是认定钓鱼岛为 “ 中华员国” 的主权范围。 甚至明知对之主
张主权确有逻辑瑕疵 ， ＠ 仍然 “一意孤行” 。 如其中一份报告以 《对我钓鱼台列屿
之研究》 为名 ， 不但己在名称上标明 “我钓鱼台 ” ， 其内文关于 “钓鱼台列屿领
土主权之考据” 部分， 亦开宗明义表示 “钓鱼台列屿系 台湾省附属小岛 ” ， 完全
排除过去所曾 自 称之“难对其表示主权” 的说法。 另外 ， 不仅开始搜集大量包括“ 国
际条约”、 “历史文献” 等作为证据 ， 更在结论里强调 “钓鱼台为我国领土 ， 依国
际法主权不容侵犯” 之意 。 ② 在此一被归入 “极机密” 等级的报告中 ， 明显已不
再抱持过去只想保留开发权利 的态度 ， 而改成非常明确的领土范围。 ③

七 、 从两篇报告探索国 民党 当局钩 岛态度的转变

若对文本进行分析 ， 光是国 刚所起草 的 《说帖》， 内 中就有不少玄机， 特别
是其初稿与定稿 内容之间 的差距。 《说I陆》 的起稿版本 ， 是在国 刚完成后 ， 再会

Q） 其 自 知有疑可由 “条约司” 与顾问胡庆育 （ 1904一197 1 ） 之间的答问得知。 “条约司 ” 在 9 月 12 日 向
胡庆育提出 关于钓岛案的节要报告时， 自ll:i堕胡 氏指出 许多问题。 如称由于 “ 目 前我方积极主张对尖阁群岛
之主权 ， 因法律根据尚非充分确切 ， 但对于 日 方主张其对该群岛具有主权 ， 则我有相 当理由予以驳复， 因
此现时我应主张该群岛非 日 本所有 ， 如此则举证之责在 日方， 同时该群岛既非 日 方所有 ， 即蕴含属我之意” ，
胡庆育认为 “谓有此涵义殊属勉强勺 或如认为美方在 “对尖阁群岛 之军事需要消除时 ， 应将之交还我方”
的看法， 也被胡庆育点 出此说法 “结论无根据飞 俱见 “关于钓鱼台列屿 （ 即尖阁群岛 ） 案节要 ” ， 1971
年 9 月 12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g.[ 201002-003。

② “对我的鱼台列屿之创穷” ， 米书 日 期 ， 《钓鱼台列屿史料》， 《“外交部” 档案》， 602/0018 ， 页 103505-
5 1 1 。该报告虽未书 日 期 ， 然 自 其所征引各报导之时间可推知 ， 该报告写作子 1970 年 ， 且在 9 月 15 日 以后完成。

③ 有趣的是 ， 此时 “行政院长” 严家淦反而回过头来指责 “经济部处理本案 ，似有矛盾之处 ， 前拟批准
大陆礁层公约所附保留条款， 既规定不计及突出海面之礁屿 ， 自 系认为尖阁群岛并非我国所有 ， 现又主张
争取该群岛主权，前后立场不符”。 “条约司国刚报告” ， 1 970 年 9 月 7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旷外交部” 档案》 ， 60210020 ， 页 200941-942。 然则假循 《大陆礁层公约》 的决策早于二年前决定 ， 其后
也始终按照该决策运动 ， 此时却反谓此法 “似有矛盾之处” ， 不免有推拖之嫌。



从 〈 咐部” 档 案 〉 看钩鱼岛 啊题” 之由来 （ 196川7

同北美司 司长钱复 （ 1935- ） 于 8 月 25 日 的修改意见所拟定的 ， 而钱复虽同意国
刚 “我政府 目前交涉之对象，应为美国政府而非 日 本政府” 的设定 ， 但也正因如此 ，
主持“北美司”业务 的钱复则将该说帖的 内 容 ， 修改的更加适合国 民党当局的处境。
例如其为初始版本点 出 “中华 民 国政府某于 ‘ 区域安全考虑 ’ ， 而未对驻琉美军
斯时实际管辖钓鱼岛列屿的现实表示异议 ， 但并不等同于默认该列屿即为琉球群
岛之→部份” 此一情形 ， 造切地表达出 “ 中华民国” 因身为美国东亚区域规划 的
重要支持者雨 自 愿暂时忽略权益 的态度 ； ① 或将国 刚之版本在 “本部建议今后对
尖阁群岛之主权问题宜采之对策” 一节中所原列 的五点要项删去其第 四 、 五项 ：

( 4 ） 美 国驻华 大使馆 顷奉 美 国 政府之训 令 ， 曾 就 尖 阁 群 岛 问 题向 本部表明 美

国 立场 ， 认 为 该群岛之主权 问 题 ， 可 由 主 张之争议 国 协商 解决。 足见 美 国 政府 亦

认为 夫 阁 群 岛之地位 ， 应 与 琉球群 岛 不 同 。

( 5 ） 我 国 当 前之舆论对夫 阁 群岛之主权 问 题 ， 极为 重视 ， 如处置不 当 ， 可能

引 起对整个琉球 问 题之强烈反应 。 ②

对闰 民党 当局来说， 此二项内容不惟实情 ， 也表达其确可采取强硬态度的立
场。 但当时国际局势对国 民党 当局相当不利 ， 美国亦更渐向 中共靠近 ， ③ 国 民党
当局又在事实上接受了美国实际控制钓鱼岛 的做法 ， ＠ 再删去此二点 ， 形同放弃
强硬立场的可能性。 且夫此一低调态度 ， 几乎全面地展现开来 ， 即连搜集或绘制
相关地图 ， 亦受到极大限制 。 如直到 1 97 1 年 4 月 ， 台湾仍无具有参考价值的钓
鱼岛地图 ， 勉强相关者仅 “三数种 ” ， 且其中 “唯一可作官方地图者’＼ 却竟 “篇
幅甚小 ， 且甚简单” 。 ③ 而过去 “ 中泊” 公司虽曾 函请 “联勤总部测量署’＼ 协助
绘制钓鱼岛列屿地图 ， 但 “鉴于美、 日 船艇常在钓鱼岛附近巡逻监视 ， 该署又未
获得国防部之支持护卫， 故未敢贸然出海勘绘 ， 以免与对方发生冲突 ， 发生无谓

① “尖阁群岛 案说帖” ， 未书 日 期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 创2/0020 ,
页 200845 。 本段号 ！ 号 内 文字并非原文 ， 而是国 刚所撰 内容之整理， 按钱复实仅添加 “ 区域” 二字 ， 然深
得画龙点睛之妙。

② 以上俱见 “尖阎群是自案说中占” ， 未书 fl 期 ， 《钓鱼台 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
60万0020 ， 页 200842-847 0 

③ 相关情形可参见钱复的 回忆， 简明易懂。 钱复 ， 《钱复回忆录；）｝ 卷一 ， 页 107-1930
④ “又台北兴南工程所于五 卜七年六月 间在尖阁群岛所庸之南小岛打扮银峰号沈船 ， 曾引起美琉当局关

切 ， 美国驻华大使馆子同年八月 派员携带照片及资料前来本部向 主管司表示 ， 认为我国人民非法进入琉球
境域 ， 要求立即撤离 ， 并称该岛 曾被用作美军训练场地 ， 将随时恢复使用 ， 本部准此曾与国 内有关机关联系 ，

通令我国人民不得擅入琉球境城” 。 “奉谕就我国领海宽度及尖阁群岛主权问题研提意兑呈核等因 ” ， 1969
年 4 月 16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外交部” 档案》 ， 60210020 ， 页 200754-755。

⑤ 为张其附 （ 1901-1 985 ） 主编 、 “国防研究院” 出版之 《世界地图集》 ， 见 “情报司签呈 《有关绘制钓
鱼台地图事》” ， 1971 年 4 月 6 日 ， 《搜集 、 绘制钓鱼台地阁项 臼 》 ， 《“外交部” 档案》 ， 729.8/008 ， 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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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纠纷” ， 故绘制地图 “近期 内恐难实现罚 。 ① 亦即此时 “ 中华民国” 即欲绘制地
图亦不可能 ， 逞论争取其他权利 了 。

另一方面 ， 若将 9 月 以前的 《说帖》 与 12 月 以后 的 《研析》 两篇报告合并分析 ，
更能查觉内 中足堪玩味之处。 就极念来看 ， 二文相 同处几乎仅有 “应以美国而非
自 本为交涉对象” 一点 ， 但内容性质上却有极大差异 。 首先 ， 除前述对钓鱼岛是
否主张主权之外 ， 《说帖》 将相关资料分为 “本部现有” 、 “各有关机关提出 ” 与 “报
章flJ载” 三类 ， 仅分别罗列而未完整统合各数据 ， 虽主要集 中于 “尖阁列岛不属
琉球” 的各种证据 ， 但内容紊乱 ， 且不乏 自 相矛盾之处 （如提及本国渔民曾 因美
方要求而撤出钓 岛等事 ） ，甚至竟将 自 认难以证实 的资料一并列入 ： ② 《研析》 以 “对

我有利之论点 ” 与 “对我不利之事实” 区分， 不但已整理出有利于己 的清晰论述 ，

亦并透露出对 日 本将“事实 占有”该列屿的体认 ， 较《说帖》更为务实。 其次， 《说帖》
中以条约法理 、 地理、 历史及资源四方面论述钓岛情形 ， 试图全方面地反映钓鱼
岛不属琉球之意 F 《研析》则以主权贯穿脉络 ， 不但完全不提渔业、 资源开发等问题，
还在历史渊源上新加多本古书之记载， 进行更丰富 、 完整的补充 ， 以加强在主权
声明上的历史证据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说＊占》六度提及 1951 年“金山和约” （ Trea秒

。•fPeace with Japan, known as th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勺 ， 井有一次以 1 952 年

“ 中 日 和约” （Sino-Japanese Peace 加吻， or known as the "Treaty o/1坤ei” ） 第二

条举证 ， 但在 《研析》 中却竟完全不见该二和约之名称与有关意涵 ：尤有甚者 ， 《研
析》 中 的历史与法理论述 ， 竟只述及 1895 年的 《马关条约》 ， 便迅 即跳至当代 “美
国政府似 已决定于一九七二年将钓鱼岛列屿并同琉球群岛交还 日 本” 一事 ， 未免

横跨过大 ， 原被 《说中占》 所举之各历史 、 法理 “有力证据” 一一至少 国 民党当局
如此认为一一如 〈（大陆礁层公约1 《金山 和约》、 《中 日 和约》 及随之造成的情况 ，
率皆隐而不谈。 不免让人怀疑 ， 若 《说帖》 可就法理层面振振有词 ， 为何 《研析》
却 自 愿削弱早 已掌握的证据 ， 反而似在淡化法理论述 ， 却补 以看似丰富实显累赘
的 “历史证据” ？ 推测原因 ， 可能与 当时国际环境 日 渐不利 ， 淡化法理论述 、 加
强历史证据 ， 可能系 为规避台湾地位问题所致。 ③

① “情报司签呈” ， 1971 年4月 13 日 ， 《搜集、绘制钓鱼台地图项目》 ，《“外交部”档案》，729.8/008 ，无页码。
② “复查该项 毡尖阁列岛专辑’ 对该列岛之主权说明 ，似系根据琉球当地有关方商之口头资料，其正确

’陀如何， 缺乏文件可资左证” 。 “外交部函经济部” ， 1970 年 7 月 22 日 ， 《钓鱼台列屿 （尖阁群岛 ） 问题各
机关所提数据卷》， 《“外交部” 档案》 ， 602/0021 ， 页 500209-2 10。

③ 以上比较内容，俱见于 “尖阁群岛案说｜陷” ， 1 970 年 8 月 28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目报告及研究案》，
《“外交部” 档案》， 602/0020 ， 页 20081 3-827 l “关于钓鱼台列屿 (J:l!J日称 “尖阁群岛” ） 主权问题之.1ilf析” ，
1970 年 12 月 1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目报告及研究案》， 《“外交部” 脑案》， 602/0020 ， 页 200828-837 o. 



从 〈 “外交部” 档 案 〉 着钩鱼 岛 “问题” 之由来 （ 1968-1970 ) 

台湾地位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 可说是国 民党当局所最留意者 ， 因该二者涉

及与 中共的竞争 ， 致使高层必须重视。 所 以 由 《说帖》 到 《研析》 会有如此微
妙的重要变化 ， 亦与上述因 素有关。 如 9 月 10 臼 在 “行政院院长” 严家淦就钓

岛 问题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 ， 严氏即特别询问 “本案我如采强硬态度 ， 是否会
影晌 日 本对我代表权问题之立场
( 1 899一1 978 ） 表示 “本案如我不采取强硬态度， 即元立场将难获成功。 而 日 本
在联合国 支持我代表权 ， 系基于其它理 由 ， 似不致因本案有所改变” ， 并得 “经部”
孙运璇 （ 19 1 3-2006 ） 与 “行政院秘书长” 蒋彦士 （ 19 15-1998 ） 同意魏之论点 ，
方才决定该立场 。 ① 可见高层的思考一直不在钓鱼岛 的主权本身 ， 若非钓岛代表
的经济利益 ， 便是其所可能衍生 的 “对匪斗争” 思维。

八 、 结论

钓鱼岛 “问题” 原本不是个问题 ， 因 为对国 民党当局丽言 ， 本就未将其视为
“领土” ， 即便得知其蕴藏重要资源 ， 也以获取经济资源为首要 目标， 却仍未积极
调整对钓鱼岛 的态度与因应手段 。 待得 民气大起 ， 当局担心 民意转 向 中共， 方才
提出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 然而国 民党当局既然本就没有掌握钓鱼岛 的准备 ， 仓
促的主权宣告也只有令钓鱼岛相关事务无从解决而 已 。 于是 ， 钓鱼岛遂成为东亚
地区的 “外交问题” ， 不但造成冷战局势 中 的盟友跑醋， 该问题也延续至今 日 犹
未解决。

钓鱼岛对当 时的 国 民党当局来说 ， 可谓一把两面刃 ， 正面或许有争取经济利
益、 加强与 中共竞争实力 的可能收获 ， 背面却有造成人 民离心离德的风险 ， 处置
失 当甚至犹可能动摇其立足地位。 故对国 民党当局而言 ， 在不确定能够使用利刃
之前 ， 不如使该利刃暂封于刀辅之中 。 由此观点来看 ， 其起初所以采取低调 、 不
称主权的策略， 并非不能理解 。 不对钓 岛主张主权 ， 虽然无法使用利刃 的正面 ，
但至少避免了背面的伤害 。 然而 ， 局势却造成意料之外 的发展 。 为免民心转而支
持中共 ， 国 民党当局只好在仓促之下 ， 决定对钓鱼岛列屿主张主权 。 但在相关准
备及整体实力率皆不足的情况下 ， 造成钓鱼岛成为与 日 间 的悬案 ， 也成为东亚冷
战同盟的 内部矛盾 。

① “报告 ： 五十九年九月 七二 日 于条约司 ” ， 1970 年 9 月 12 日 ， 《钓鱼台问题之项 目报告及研究案》 ， 《“外
交部” 档案》， 602/001 9 ， 页 2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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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党 当局起初忽视对钓鱼岛的主权宣告 ， 虽有部分不得不然的苦衷 ， 如遵
循美国 的东亚规划 ， 或体认到 自 身处境的尴尬等 ， ① 但未能及时妥当处置仍是事
实 。 举例而言 ， 早在琉球归属 出现争议之时 ， 国 民党 当局理应尽速搜集相关议题
之资料 以妥为 因 应 ， 却任凭时间流逝而无动作g 发现钓 岛海域的经济资源之时 ，
也在谈化主权性质的 目 标设定下 ， 采取消极的姿态 。 这些行为不但无补于争取国
民党当局之权益 ， 甚至往往仅能算是 “事后补救” 而已。 然而这些补救子段 ， 却
在相 当程度上 ， 令民众产生 当局曾经对钓鱼岛做出 主权主张的误解。 如在当时参
与处理钓岛 问题的钱复 ， 其回忆云 国 民党当局 “ 曾数次洽请美方将钓鱼台列屿归
还我国 ， 或仍维持为美军使用靶场 ” ， ＠ 然查看档案后 ， 可知此事顶多只能算是聊
备一格的补救措施 ， 而非事发之前的积极应对 ， 甚至 臼 后还有 “尽可能将青年学
生之注意力与时间集 中 于庆祝 ‘ 总统 ’ 连任一事” 的工作 目 标 ， 当局 的心态尤为
明显。 ③ 但即连致力保钓 的青年学子 ， 亦在政府 的安抚与宣传之下 ， 逐渐有感于
当局的处置 ， 并凝聚 出保钓、 爱国 的意识， 对国 民党当局而言仍可算是有所收获 。

但 自 “外交” 层面来看， 由 于国 民党 当局对钓鱼岛 的态度 ， 奠基在与 中共竞
争的层次上 ， 故钓鱼岛 问题对 “外交” 的影响其实有 限。 尤其当局其实特别在意
青年学于－一元论是国 内抑或海外者一一一对此事的动向 ， 故其取向乃是对内而非
对外的 。 特别是随着中共 日 益强大， 且渐得 国际支持， 对国 民党当局而言 ， 不啻
一种 “领导危机” 。 如王晓波即 回忆其大学生涯 “ 当时实在是很苦闷 ， 能有好朋

友交换意见 ， 推心置腹地谈 ， 心情就旬’坦许多 。 谈的内容 ， 包括蒋介石 的大陆失
败、 白 色恐怖 。 还有被封锁的大陆讯息 ， 从报纸的字里行间看来的 ， 或以说传说
昕来 的 ， 朝鲜战争、 中 印 战争、 越战 ， 又是原子 弹 ， 又是 ‘ 文化大革命 ’ ， 中共
在我们心 目 中 ， 既恐怖 ， 又神秘 ， 又了不起。 但大家’还是有一个共识就是知识救
国 、 教育救国 ， 而理想是 自 由 民主 ， 并且认识到 ， 自 己 的 国家只有 自 己 救。 ” ＠ 想
要 “救国” 多少是青年人的意气 费 但此 “ 国 ” 是由 国 民党当局代表 ， 还是在学子

① 如 国内t在研拟领海及钓鱼岛对策相关问题时 ， 即坦承“我政府 自 三十八年迁台 以来 ， 由 于地位特殊 ，
无论对外交涉或签订条约协议 ， 均尽量避免涉及领土问题… … 提及领土问题 ， 即除台澎沿海外 、 自应包
括大陆沿海在内 ， f以难免引起国际问对我政府现有领土之争论” ， 见 “奉谕就我国领海宽度及尖阁群岛主
权问题研提意见呈核等因 ” ， 1969 年 4 月 16 日 ， 《钓 鱼台问题之项 目 报告及研究案》 ， 《“外交部” 档案》，
60210020 ， 页 20075 1 -752,

② 钱复 ， 《钱复问忆录》 卷一， 页 1400
③ “报告 ：六十～年五月 十 矗 日 于北美司 ” ， 1972 年 5 月 11 日 ， 《钓鱼台列屿国 内外各界反应》 ，《“外交部”

档案》 ， 。19 . 12/001 5 ， 页 36。
④ 王晓波 ， 《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 自 私的一代－一从 自 觉运动到保的运动的历史回顾》。



从 〈“外交部” 档案 》 君钝鱼岛 “问题” 之曲来 （ 1968-1970 ) 

心 中 “既恐怖 ， 又神秘 ， 又了不起” 的 中共 ， 对当局 即是重要问题。 故此国 民党
当局终于在 1 970 年年1底 ， 将其过去的模糊处置 ， 转变为 “坚持主权” 的强硬态度 。
然此一转变虽开始与 民间期望趋向一致 ， 却让国 民党当局对钓鱼岛不再能够拥有
较为弹性的交渺空 间 ， 而必须 “寸土必争” ， 否则将使其在与 中共竞争 的路程上
更形不利 ， 无形 中遂也导致 国 民党当局可能的举措受到 限制 。 最后 ， 钓鱼岛 问题
终成 “外交” 上的 “悬案” ， 虽然对 罔 民党当局而言 ， 原本其实 只是一个 “ 内政”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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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内战与玲战

金门 鼠疫的 防治 （ 1950-1956 ) 

许峰源

一 、 前言

21 世纪初期 ， 人类尽管在医学 昌 明和科技进步之时代下 ， 仍未完全摆脱传
染病的威胁与迫害。 2003 年 ，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 SARS ） 来势汹汹 ， 在各
国 出 现灾情， 引 起各地人心』惶惶惊恐不安 。 各 国穷于应付 SARS 危机， 束手无策
下只好实行隔离检疫机制， 一方面进行严密港 口 与机场检疫工作 ， 隔绝病据人侵
国境z 另一方面 ， 隔离境内 已染疫者并加 以控制 ， 防止大规模传染。 这场 SARS
最终夺走数千人的宝贵生命， 再为影响人类’重大的传染病新增一桩， 然此风暴尚
未远离 ， 今 日 你我马上又被迫迎接新一波传染病一一新塑流感 （HlNl ） 的挑战。
HlNl 病毒肆虐全球 ，各国感染人数不断增加 ， 随着病毒’快速演化成多种变种病毒，
其已成为当下全球人类共同的隐忧。

传染病威胁大 自 然界生物之生存， 更危害人类生命安危。 根据历史记载 ， 中
古欧洲 曾 由 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 传染人体 ， 爆发黑死病 ， 造成当 时欧洲 三
分之一人 口 （ 约有 7 500 万人） 致死， 最为惊悚。 自 此之后 ， 欧洲 国家投注大量
资金， 研究有效药物， 冀以摆脱黑死病肆虐的 阴疆。 至 1 8 世纪 ， 随着这些 国 家
医疗水平的提升 ， 以及对公共卫生环境 的注重后 ， 逐渐脱离黑死病的威胁。 接
续 ， 1 9 世纪 中 叶起， 人类又被迫面对新一波同为 鼠疫杆菌感染的传染病一一鼠
疫 （Plague） 的侵袭。 ① 鼠疫的爆发正值工业革命引领交通运输革命之际 ， 其病
源直接随着各种新式交通工具和便捷的 交通网络迅速流窜开来 ， 在此种不受传统
国 际疆界的局限之下 ， 中 国甚难幸免。 从清朝 中叶起 ， 列强势力进入东南 ， 开始

① 鼠疫是由 鼠疫抨蔚感染而造成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鼠疫杆茵通常会借由 啃齿动物身上的跳蚤 ，传染给
各种动物和人类。



金门鼠瘦的防措 （ 1950-1956 ) 

在沿海 口 岸通商 ， 这个时候 鼠疫也悄悄在华流窜， 后来疫情传播速度极快， 加上
各地卫生环境差 ， 疫情吞噬整个华南地区 ， 造成中 国东南一带严重的威胁。 至清
朝末叶 ， 东北铁路交通 网渐趋完善后 ， 东北地方与各地域之间交通 四通八达、 往
来频繁 ， 不仅和俄国 、 日 本往来便捷 ， 与关内联系更是紧凑。 1910 年， 中 国 国
境爆发 鼠疫 ， 疫情立即随着铁路网流入东北 ， 又迅速感染京津地区 ， 造成东北与
华北 6 万人死亡。 清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感鼠疫来势汹汹 ， 起而大举扑灭老 鼠 ， 进
行防疫工作 ， 主动召 开万国 鼠疫会议 ， 群策众国之力 ， 共谋抑 鼠的办法。 最后 ，
中 国借助西方的 医疗方法与公共卫生技术后 ， 才逐渐控制疫情， 缓和 鼠疫酿成的
灾患 。 ①

民国初年 ， 东北 、 西北 、 闽粤等地 鼠疫频传， 酿成不小灾情， 不仅严重威胁
到 民众身家财产安全 ， 更直接考验着中 央与地方政府的 防疫能力 。 北京政府被迫
正视鼠疫问题， 加强检疫工作、 维系公共卫生 ， 和强化防疫的体制之后 ， 才逐年
降低鼠疫的爆发与 民众的死亡率。 根据统计 ， 在 1928 年 中 国境内感染 鼠疫的人数 ，
已控制在千人以下 ， 而 因感染鼠疫而招致死亡的人 口 也逐年趋缓。 ®1928 年 ， 南
京 国 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中 国之后 ， 不得不正视预防传染疾病的问题， 其为了
杜绝传染病的肆虐 ， 立 即着手努力 改善各省 的环境卫生 。 1934 年， 南京 国 民政
府颁布 《传染病防治法》 ， 将 鼠疫列为第一类传染病， 并令各省严密监控和进行
各项 防疫工作 ， 以早 日 杜绝 鼠疫。 然而 ， 1930 年代 中 国境 内 不乏大小军阅争相
斗争 ， 政府又被迫应付 日 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 二八” 事变等军事行动
的袭击 ， 实难 以全面推展 鼠疫 的防治工作 。 至 1 937 年，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 南
京 国 民政府除了 向 国 际联盟抗议 日 本侵华的军事行动外 ， 也极力争取国 际联盟调
派各种防疫专家前来协助控制传染病。 后来 ， 国 际联盟提供防疫物资援华 ， 并派
鼠疫防治专家前来调查 ， 予以协助。 ③1941 年 ， E本发动珍珠港事变 ， 冀图加速
占领中 国 和称霸东亚 ， 不惜违反 国 际规定 ， 在中 国境内采取细菌战、 生化战 ， 多

① 陈邦！贤 ， 《中国医学史》 （上海z商务印书馆 ， 1937） ， 页 21 8-221 0 吴俊莹 ， 《从东三省的 鼠疫问题
看消米 的 内 政与外交 （ 19 1非一191 1 沙 ， 《“ 国史馆” 馆刊》， 期 20 ， 页 39”70。 Wang Chi”min、 Wu Lien-t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es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ident Period (Chins: Tientsin Press, 1932 ) ,  p.43 1 .  

② 曹树基、李玉淌 ，《鼠疫z战争与和平一一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卜19时）（济南： 111东画报出版社，
2006） ， 页 2530

＠ 张力 ， 《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 1919-一1946》 （台北 ： “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99） ， 页 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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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散布 鼠疫杆菌 ， 酿成 鼠疫灾情 ， 传染军队民众， 大大降低 中 国 的作战能力 。 ①
国 民政府对此仅能消极增加预算培训 防疫人员 ， 或调派 医护人员 ， 前往疫 区救
援。 ②

1945 年 ， 日 本迫于美 国原子弹 的威胁 ， 宣布无条件投降 ， 结束战事 。 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国 民政府重新正视各地环境恶劣 以致 鼠疫四起的警讯 ， 极力
推展防疫工作 以拯救民众生命安全。 1946 年 9 月 ， 颁布 《东南 鼠疫防治处组织
条列 》 ， 成立东南 鼠疫防治处， 设置隔离 医院、 检疫站 ， 进一步教导 民众正确认
识 鼠疫 ， 推展各项防疫工作 。 ③ 唯当时国 民党和共产党决裂， 中 国 内 战再起 ， 各
地军事 冲突不断 ， 环境卫生条件恶劣 ， 使得 鼠疫趁势而起。 1947 年 ， 同 、 共两
方的根据地纷传疫惰 ， 单以东北地方为例 ， 死亡人数高达 230 000 人， 震惊各方，
引起国际对东北 鼠疫的关注 。 ＠ 后来 ， 共产党借助苏联的防疫队， 投下大量的防
疫物资 ， 得 以扑灭疫情。 ⑤ 反观 ， 国 民党当局盘据的浙江、 福建、 江西 、 广东 、
云南诸省无力 防止 鼠疫扩散， 灾情严重 ， ＠ 尽管后来向 美国购买高杀伤力 的毒 鼠药
剂 ， ⑦ 然灭 鼠实缓不济急 ， 成效有 限 ， 令民众甚为失望， 质疑 国 民党 当局的防疫能
力 。

1948 年底 ， 国 民党败于徐蚌会战 ， 精锐尽失 ， 士气低落。 1949 年 4 月 ， 共
产党所 向披靡 ， 气焰强盛 ， 集结军队南下 ， 一举击溃国 民党践存势力 。 国 民党军
队愤不成军 ， 如国 际预测般抵挡不住改朝换代的命运 。 ③10 月 初 ， 共产党在北京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 ， 趁势发动古宁头战役 ， 冀在收取金 门 之后 ， 进→步消 灭
国 民党在台、湾、 在罗湖的势力 。 然而， 金 门驻军在此关键战役中成功防堵共军 ， 稳
固 国 民党在台湾与挂在湖 的统治权。 1950 年 ， 朝鲜 战争爆发 ， 东亚冷战格局成形 ，

① 相关研究 ， 可参见解学诗、 松村商夫等 ， 《战争与恶疫 z 七三一部队罪行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0） 、 陈先初 ， 《人道的颠覆g 日 军侵湘暴行研究》 （北京 z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4） 、 金城民， 《 日
本军细菌战》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8） 。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卫生署追加 30暨31 两年度卫生支出概算（防治鼠疫经费等）》，《国民政府公报》 ，
渝字第 457 卷 ， （1942 年 4 月 15 刑 ， 页 9-10、 《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 3 1 年度卫生署追加卫生支出概算 （ 防
治 鼠疫人员训练费）》， 《国 民政府公报》 ， 渝字第 500 卷 ， （ 1942 年 9 月 12 日 ） ， 页 10-11 .

③ 《1947 年 6 月 10 日 ，东南 鼠疫防治处隔离医院组织规章队《1947 年 6 月 1 0 日 ， 东南 鼠疫防治处检疫
站组织规章》 ， 《东南 鼠疫防治处各项规章》 ， 028-0000000003- 1 1 1A，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东南鼠疫防治
处编， 《防鼠疫 （鼓词）》， 南京 《中央 日 报》， 1947 年 6 月 1 5 日 ， 版 9.

④ 《1948 年 4 月 24 日 ， 卫生部收热向省卫生处 ： 为呈覆赤峰筐区 鼠疫疫情情形请鉴核由 》 ， 《东南 鼠疫
防治处各项规章》， 028-0000000003- 1 32A，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⑤ 曹树基、 李玉，尚 ， （（ 鼠疫 z 战争与和平－一一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 （ 123命一1960 ） 》 ， 页 254。
⑤ 《春季慎防传染病 ， 鼠疫随时可来袭》 ， 上海 《新闻报》 ， 1948 年 3 月 15 日 ， 版 3 。
⑦ 《大批美援要运到 ， 鼠类末 日 来l恼》， 南京 《和平 日 报》 ， 1948 年 2 月 17 日 ， 版 2 .
⑧ 柯远分， 《暴风雨》 （ 台北 2 自 行出版， 1984） ， 页 90。



金门鼠疫的陆拍 （ 1950一附 〉 ｜

台湾在国际之逆势转变。 然两岸 隔海对d扉之紧张情势成形 ， 战事一触即发 ， 金 门
常陷炮火袭击 ， 屋毁人亡 ， 卫生条件甚差 ， 浮现传染病爆发之危机。

鼠疫是金门地区最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 ， 早在清朝光绪十九 （ 1 894 ） 年 ， 广
州 、 香港爆发严重 鼠疫灾情 ， 迅速蔓延福建省各城市 ， 其中厦门 、 福州立刻沦为
疫区 ， 民众死状凄惨。 ① 金门 与厦 门仅有一水之隔 ， 两地 民众往来频繁 ， 使得金
门难以幸免鼠疫的袭击。 据 《金门县志》 记载光绪二十 （ 1895 ） 年金 门后浦头、
后1k头 、 沙水等乡 出 现 鼠疫死亡病例 ， 传染速度极快 ， 刹那间 即有百余人伤亡。 ②
来年 ， 疫情扩散其他乡 镇 ， 疫区范围不断扩大 ， 灾情严重 ， 甚至传出几十 口 人家
全遭 鼠疫吞噬， 横尸遍野 ， 极为凄惨。 这场 鼠疫造成金 门 8 000 多人死亡 ， 占全
部人 口 五分之一强 。 民国时期 ， 金门仍未远离鼠疫阴搓 ， 每隔 1 至 2 年爆发疫情，
人 口 大量损耗。 1937 年 ， 日 本考虑金 门 战略地位重要而 出 兵 占领， 凭恃其杜绝
台湾 鼠疫之经验在金门施行 鼠疫防治工作 ， 甚有成效 。 1 945 年 ， 日 本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 ， 撤出金 门 。 来年 ， 鼠疫再现大金 门琼浦、 金盘、 琼林等村 ， 共
有 200 多人丧生 。 1947 年 ， 大金 门城厢村与小金门 黄巷 、 西宅村等地 ， 再传疫情 ，
死亡人数 60 余人， 引发社会恐慌 。 1948 年 ， 大金门城厢村与小金 门东坑村难抑
鼠疫 ， 夺走 60 位民众生命。 1 949 年 ， 大金 门有 民众感染 鼠疫身亡之例 ， 死亡人
数 70 多人 ， 再度引起惊慌。 ③

金门容易爆发 鼠疫实与 当地气候、 生活环境 、 民智 、 医疗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 ， 在气候方面 ， 金门每年春季阴雨绵绵 ， 乍阴乍晴； 4 月 、 5 月 间 ， 算季来！｜面 ，
时常下雨 。 蚤类 、 鼠疫杆菌最适宜在这种温度、 湿度 的繁殖 ， 一旦人体抵抗力较
弱便道感染 ， 引 发灾情 。 其次 ， 在环境方面 ， 金门地狭 民贫 ， 房舍虽用花岗岩、
石灰、 木材建筑 ， 但地属沙地土质松浮 ， 地基不稳 ， 加 上建筑不 良 ， 房屋破旧 ，
犀内光线不 良 ， 环境污秽 ， 易孽生蚤类。 除此之外 ， 金门土地贫槽 ， 只能种植耐
旱地瓜 、 花生 ， 这些却成为 鼠类丰富食粮。 根据统计 ， 金门老 鼠数量是居民的 4 倍 ，
当时金门 民众 4 万人 ， 老 鼠便有 1 6万只之多 。 老 鼠数量庞大， 一旦感染后交互传染 ，
疫情则难以控制 。 再其次 ， 在智识方面， 金门地处偏僻 ， 民智闭塞 ， 缺乏现代公

① 曹树基 ， 《1894 年鼠疫大流行中 的广州 、 香港和上海一一以 《 申 报B 为中心》 ， 收于玉利华主编 ，
《 中 国 历 史上 的环境与社会》 ｛ 北 京 ： 三 联 书 店 ， 2007） ， 页 322-323 、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Century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筒， 1991 ) , pp.1 3 1”149. 

② 《金门主｛志》 ， 页 3250 见台湾文献丛刊续编数据库 ： http:/1140. 1 19 . 1 1王 .36/TWS严iBianWeb/Contcnt.asp?
BookclsID"' 1&BookID=122&Chptldo=65&page=30 

③ 《金门 鼠疫猖獗》 ， 《上海太公报》， 1947 年 6 月 18 日 ， 版次不详， 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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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和防疫的观念， 居民染疫则请巫医医治 ， 未能立刻获得有效救治而招致死
亡 。 最后 ， 在医疗条件方面 ， 金门地区缺少防治 鼠疫的专业人才 ， 亦缺乏疫苗与
药物的救助。 这些 ， 都成为防治金门 鼠疫必须克服的棘手问题。 。

1 946 年至 1 949 年 ， 金 门 遭 鼠疫迫害 ， 民众闻 鼠色变 ， 无 比恐惧。 1949 年 ，
国 民党 当局撤退台湾后 ， 在金门实施军事管制与戒严， 以屏障台 湾 、 澎湖安全。
那么 ， 国 民党 当局对金 门 鼠疫究竟如何前治？ 这些工作何以进行？ 1 950 年 6 月 ，
朝鲜战争爆发 ， 随着美国介入东亚政局 ， 开启 台湾接受 1 5 年美援的时代。 美援
提供台湾经济与军事援助 ， 对战后 台湾公共卫生的改进 ， 发挥关键作用 。 ②从台
湾医疗史发展的视角来看 ， 美援的摇注也使台湾医学发展从 日 式典范转 向美式典
范。 ③ 是以 ， 台湾在美援的大环境之下 ， 是否透过美援协助金 门 防治 鼠疫？ 本文
采用 “ 国史馆” 典藏的 《内政部卫生署档案》， 辅以 《 中 央 臼 报以 《 申 报》、 《正
气中华》 日 报等报刊 ， 试图厘清 1 950 年至 1 956 年金门 鼠疫的防治历程及其成效。

二 、 检疫防范鼠疫入 台

1949 年， 国 民党驻金 门军队在古宁头战役成功抵制共军的袭击 ， 扭转劣势。
然金 门 民房和建筑物不堪共军轰炸 ， 毁坏倒塌 ， 遍地疮瘦 ， 许多 民众转而迁徙它
处避难 ， 使得这些住所荒废 ， 成为金 门 鼠蚤繁殖的温床。 战争无情 ， 民众压力倍
增、 抵抗力 降低 ， 又处于极差的环境卫生下 ， 更容易遭受 鼠疫感染。

1950 年春 ， 金 门气候如常， 细雨纷飞 ， 浓雾密布 ， 浮现危机。 3 丹 10 日 至 14 B ,  
小金 门黄唐、 林边村有 19 位民众染疫， 1 7 人立 即死亡 川、金门 驻军罹患 鼠疫 8 例 ，
死亡 2 人。 小金 门 鼠疫爆发后， 迅速散播至大金 门 。 24 日 ， 大金 门有军、 民染
疫者 10 多人 ， 9 人立即死亡 z 另外有 2 例疑似 鼠疫病例 ， 1 人死亡。 鼠疫从小金

① 温影字 ， 《金门 鼠疫防治工作》 ， 台北 《中央 日 报》 ， 1956 年 4 月 16 日 ， 版 So 孙锦 昌 ， 《金门 鼠疫根
绝》， 台北 《中央 日 报》 ， 1955 年 7 月 9 日 ， 版 3 o 装fL荣， 《金门 鼠疫防治浅见》， 金门 《正气中华》 日 报，
1952 年 1 月 3 1 日 ， 版 2o

② 杨翠华 ， 《美援对台湾的卫生计划与医疗体制之形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第 62 期 ，
（ 台北 ： 2008 . 12 ） ， 页 91-1390

③ 有关美援与战后台湾医疗的发展， 可参见郭文华， 《美援下的卫生政策 ： 1960 年代台湾家庭计划的探
讨》 ，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32 ( 1 998. 1 2 ） ， 页 39”82。 张淑卿 ， 〈（防捞体系与监控技术 z 台湾结核病史研究》 ，
（ 新竹 J清华大学” 博士：历史所每士论文 ， 200的 。 黄文弘 ， 《政经架构、 典范碰撞与知识位移 ： 台湾医学
与典范转折的系谱溯源》， （ 台北 ： 阳 明 大学卫生福利所硕士论文 ， 2001 ） 。 如l鸿德、 《邱仕荣与 台大医院
( 1964一1 972 ） ： 兼论后美援时代的医疗与台湾社会》 ， 《台湾文献》 ， 卷 59 期 4, (2008 . 12） ， 页 4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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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到大金 门 ， 夺走多起军民生命。 “金门 防卫司令部” 就地启 用军用疫苗 ， 投入
军队注射 ， 维系驻军生命安全 ， 防堵共军突击。 然而， 金门缺乏医疗物资 ， 亟待
外界支持。 东南补给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 1906-1998 ） 请台湾 “ 内 政部卫生 司 ”
提供疫苗 ， 增强军�抗体 ， 同时鉴于金门缺乏大型 医疗院所照顾染疫者 ， 又鲜有
鼠疫专业医疗人员 ， 请 “卫生司” 派遣巡回 医疗小组和专业灭鼠人员前往支持。 ①
{ilJ世礼再向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陈诚 （ 1 898一1965 ） 呈报疫情 ， 代请争取
更多支持。 陈诚担忧倘若鼠疫耗损金门驻军战斗力 ， 无法抵挡 中共武力攻击 ， 一
旦前线失守 ， 台湾灌湖炭发可危 ， 立 即请 “卫生司” 尽力提供各项协助 ， ② 确保当
地军队民众身体健康， 远离 鼠疫威胁的阴疆。

自 1895 年 ， 日 本治理台湾后 ， 重视各项传染病的防治。 1896 年起， 日 本设
法杜绝鼠疫 ， 改善环境卫生 ， 随予医疗救助与教育宣传 ， 尤其透过保甲 规约强制
捕捉老 鼠 ， 降低老 鼠数量 ， 历经 20 余年的努力 ， 成效卓越。 ③ 自 1918 年起 ， 台
湾未出 现鼠疫。 1945 年 ， 亚洲 国 际政治局势转变 ， 然 国 民党 当局未能立即重视
台湾公共卫生 ， 加上大陆各地和台湾流动人 口频繁 ， 很多在 日 治时期 己绝迹的传
染病又重新流传。 1946 年 6 月 ， 大陆东南 珉疫入侵台湾 ， 台北县 6 人 、 新竹县 1
人、 台南县 1 人 、 台北市 6 人遭受感染。 14 人当 中 ， 各县市各有 1 人情况严重 ，
最后 4 人不幸罹难。 来年 5 月 ， 台湾省卫生处成立 ， 着手防范传染病 。 7 月 ， 台
湾再现 1 位 鼠疫病例 ， 卫生处立即开启 海港检疫工作。 ®1947 年至 1949 年 ， 台
湾密切注意大陆 鼠疫疫情 ， 尚未传出 新的病例 。

表一 ： 台湾黑暗患者散、 死亡数及死亡率 （ 1 896…1 91 7 )  

年分 患者 死者 死亡率

1 896 258 1 57 60.85 

1 897 730 566 77.53 

1898 1 233 882 7 1 .53 

① 《 1950 年 3 月 21 日 ， “内政部卫生司” 收东南补给区司令部代也 ： 为金门发生 鼠疫请派员前往指导防
治 由 》 ， 《金门 鼠疫防治》 ， 028-0000000001 -966A，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② 《1950年 3 月 24 日 ， “内政部卫生司”收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电：为电请派员前往金门防治鼠疫由》，《金
门 鼠疫防治》 ， 028”。000000001”966A，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③ 范燕秋 ，《鼠疫与台湾之公共卫生 （ 1 896一1917）》 ， 《 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和胁，第 1 卷第 3 期 ， （ 台
北 ： 1995.3 ） ， 页 59”84.

④ 陈淑芬 ， 《战后之疫 2 台湾的公共卫生问题与建制 （ 1 945-1954 ） 》 （ 台北 ： 稻乡 出版社 ， 2000） ， 页
43-44、 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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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99 2 637 1 995 75.65 
·-·-·· 

1 900 1 079 809 74.98 

1901 4 496 3 670 8 1 .63 

1 902 2 038 1 853 80.29 

1 903 885 708 80.00 

1 904 4 494 3 370 74.99 

1 905 2 388 2 090 87.52 
一

1 906 3 272 2 609 79.74 

1907 2 592 2 241 86.46 

1 908 1 270 1 059 83 .39 

1 909 1 026 848 82.65 

1 9 1 0  1 9  1 8  94国74

1 9 1 1  380 334 87.89 

1912 223 1 85 82.96 

1 9 1 3  1 36  1 25 9 1 .91  

19 14  567 488 86.07 

19 15  74 66 89. 1 9  

1916 5 4 80.00 

1 9 1 7  7 7 1 00.00 

资料来源 ： 台 湾 省 行政长 官 公 署 统 计 室 编 ， 《 台 湾 省 五 十 一 年 度 统 计 提 要 》 （ 台 北 ： 台 湾

省行政长 官 公署 ， 1946 ）， 页 1 271 c 

1950 年 3 月 24 日 ， “ 内 政部卫生司 ” 鉴 于金 门 与 台 湾仅一海之隔 ， 两地交
通往来频繁 ， 为防范 鼠疫流窜台湾 ， 请负责管理海港检疫工作 的卫生处重启 检疫
机制 ， 并提供金 门必要协助 ， 围堵疫情扩大。 “卫生 司 ” 棋乏富有 鼠疫专业知识
之人才 ， 遂联系台湾省卫生处基险海港检疫所 、 “ 中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 会” （ 以
下简称农复会 ） 乡 村卫生组 ， 征调专员 ， 前往金 门协助防疫。 只是 ， 这两个单位
同样缺乏治 鼠专家 ， 无法提供帮助 。 后来 ， “卫生，司” 在基隆海港检疫所介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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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吉担任过东南 鼠疫防治处处长 ， ① 曾 经前往欧洲 、 美国钻研鼠疫， 拥有丰富防
疫经验 ， 遂请 “ 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 刘瑞恒代为前往香港劝邀赴台湾和金门协助。
唯左吉 以宿疾复发 ， 婉拒协助 。 ② 最后 J‘卫生司 ”考察当时基隆灭 鼠行动颇有成效 ，
联系卫生处派基隆海港检疫既派遣技士翠允生 、 熏蒸课长陈庆林两人 ， 携带灭 鼠
药械赶往金 门 ， 协助扑灭 鼠疫。 同时 ， “卫生司 ”请卫生处督伤全省检疫所提高警觉 ，
防堵鼠疫登陆台湾地区 ， 酿成严重的灾患 。 ③

4 月 初 ， 2 位专员 在金门投药灭 鼠虽有些成效 ， 却无法完全杜绝 鼠疫， 又有
多起 民众感染 鼠疫而死亡案例 。 12 日 ， 台湾省政府认为金门 鼠疫 尚未遏制 ， 而 5
月 至 6 月 之间为台湾梅雨季 ， 气候潮湿 ， 容易造成鼠疫流行 ， 须进行严密检疫工
作才能防堵疫情侵袭台湾 ， 遂宣布金 门 为 鼠疫有疫港 ， 规定基隆 、 高雄 、 马公 、

台南 、 台北等海港 、 空港 ， 必须针对金 门往返船只 、 飞机进行检疫 ， 在确定安全
无虞后 ， 才准放行 。 在人员 的 防治层面上 ， 凡是从金 门前往 台 湾 的 民众、 船员 、
航空人员 等 ， 必须事前先接种疫苗后 ， 出示接种证明才可购票、 登船。 倘若未完
成接种者 ， 得依规定补打疫苗 z 未持有证费者 ， 必须配合 留置查验 ， 宜至无问题
后才可放行入台 。 金门地区前往台湾的军队和 民众 ， 得先造名册 ， 分别送往台湾
省卫生处 、 金 门卫生院存查 ， 以策安全 。 往来的货物方面 ， 凡是金门地区输运到
台湾 的船只 、 飞机和货物 ， 一律得先施行彻底除 鼠与消毒作业。 军运部分同样进
行检疫 ， 该工作员lj由各港 口 检疫所会问各军队确实办理。 ③

4 月 中旬 ， 两位专员在毒鼠药用罄后’返 回 台 湾 ， 但是福建省政府 、 金 门 防卫
司令部 、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 以F简称联勤总部 ） 都认为金门未脱离 鼠疫侵袭的
险境 ，再向 “卫生司” 争取调派 鼠疫防抬专家携带药物和机具前往支持。 “卫生司”
立 即转请各卫生 、 军事 、 医疗单位提供有力 的援助 ， 且向 “行政院” 争取更多经

① 《1 950 年 3 月 25 日 ， “ 内政部卫生司”收台湾省卫生处基隆海港检疫所代电 ： 为本所无鼠疫人才－特为
介绍我国鼠疫专家左吉敬电察核 由 队 《 1950 年 3 月 27 日 ， “ 内 政部卫生司” 收中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秘书处代电 ： 为准电嘱本会乡 村E性组前往金门协助 鼠疫防治工作一案电复夜照办理由 》 ， 《金门 鼠疫防治仇
。28『0000000001-966A，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② 《1950 年 5 月 25 日 J‘ 内政部” 收台湾省政府代电 ：本府治聘防治 鼠疫专家经过电清查照由》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罔史馆” 藏， 028-00000I-967A,

③ 《1950年 3 月 29 日 ， “ 内政部卫生司”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代电 2 电复本处协助金门防治鼠疫经过由》，
《金门 鼠疫防治》， 028-000000000l-966A ， “ 内 政部卫生司档案” 。

③ 《 1950 年 4 月 1 7 日 ， “ 内政部”收台湾省政府电 ： 宣布金门为 鼠疫有疫港依章实施检疫 由 》 、 （｛ ］ 950 年
5 月 2 日 ， “ 内政部卫生司” 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代电 ：本省规定金台 间检疫实施办法报请察核备查由 》 ， 《宣
布金门为 鼠疫有段港》 ， “ 内 政部－E生司档案” ， “罔史馆” 藏 ， 028-000002-371A。 《金门 发生署疫 ， 省卫生
处派员 防治 ， 检察由金来台客货》 ， 台北 《中央 日 报》 ， 1950 年 4 月 8 日 ，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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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把注防疫事务。 ① 在卫生司 的争取下， 军医署立即供应大批的疫苗 、 药品 ， 空
运前线 ， 又派遣医疗专员协同联勤司令部人员 ， 前往金 门提供协助 。 ②

金门争取台湾提供援助外 ， 也试图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 杜绝蚤类草生 ， 将原
驻大金 门料罗村、 小金 门黄唐村、 林边村的军民全部迁 出 ， 进行全面消毒 。 这些
疫区军队先后完成 2 次疫苗注射后 ， 也开放许多员众接种疫苗。 然疫苗数量有限，
诸多未能实时接种的 民众 ， 则待台湾更多疫苗运抵金门后 ， 再予施打。 5 月 ， 随
着金门天气转变为炎热型态 、 疫区经过大举的消毒、 军民普遍接种过疫苗后 ， 鼠
疫疫情渐渐受到控制 。 ③ 至 5 月 底 ， 未再发现新的病例 。 6 月 初 ， 福建省政府认为
金 门 鼠疫己 受控制 ， 未有新病例发生， 建议撤销检疫站 ， 全面停止检疫工作 。 唯
卫生司 、 军医署以金门 鼠疫暂时遏制 ， 仍待观察， 坚持检疫作业。 ③7 月 底 ， 联勤
总部 以未发现鼠疫新病例 ， 又 已过潜伏期 ， 建议撤销检疫站 。 卫生司为防患未然 ，
继续观察， ⑤ 直至 11 月 4 日 才依照 国 际检疫公约规定 ， 在金门通报为 鼠疫有疫港
后持续严格检疫 6 个月 后 ， 未有新增案例 ， 恢复 台湾与金门正常交通 ， 并将严格
检疫降为一般检疫层级。 ⑥

1950 年 12 月 ， 卫生司鉴于金 门地区常在春季爆发 鼠疫 ， 立即准备疫苗 1 20 000 
人份运往金 门 ， 以 防患未然 。 1951 年 1 月 17 日 ， 这些疫苗供大部分驻军完成施
打之后 ， 再开放有需求的 民众接种 ， 并于 2 月 5 日 前完成工作 。 金门驻军和 民众
先后接种疫苗后 ， 产生抗体 ， 降低 鼠疫侵袭的威胁。 然疫苗数量有限 ， 未能提供
大小金 门所有 民众施打 ， 成为一大隐忧 。 3 月 间 ， 小金门上林、 上j车 、 青岐、 西
路等村民众发现住屋附近有大量死亡的 鼠只 ， 且家中衣物、 器皿也遭到老 鼠啃咬。
这些老鼠行径大胆 ， 白昼横行 ， 夜间流窜 ， 无惧人类 。 更严重的是 ， 庵顶出现跳

① 《 1950 年 4 月 24 日 ， “ 内政部卫生司”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代电 ： 电请再派专门 防治鼠疫人员前往金
门协助防疫 由 以 《1950 年 4 月 25 日 ， “内政部” 呈 “行政院” ＇ �·佳福建省及金门 防 卫司令部电 以金门 鼠
疫流行 ， 转请迅予拨发防疫费用P，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1-
967Ao 

② 《 1950年4月 28 日 ， “ 内政部”密电金门防卫部 z密）） ， 《金门 鼠疫防治B ，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罔史馆”
藏 ， 028-00000l -967 A。

③ 《1950 年 5 月 3 日 ． “ 内政部” 11交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民署代 电 ： 为通知疫情暨请选派防疫人员 以便
组队工作 出 》 毁 《金门 鼠疫防治E， “内 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1-967Ao

④ 《1950 年 6 月 5 日 ， “内政部卫生司 ”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代电 z 为通报金门 鼠疫疫势已遏止 ，
但检疫工作仍须继续 ， 请查照 自 》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 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同史馆” 藏 ， 028-000001-
967A。

⑤ 《 1950年8月 4 日 ， 内政部卫生 司收台湾省政府于I�生处电 z 电送防治金门 鼠疫经过总报告书请鉴核由》，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I-967Ao

⑥ 《1950 年 IO 月 31 日 ， 内政部卫生司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代电 2 电为金门来省船机 自本年十一月 四 日起
恢复正常检疫请核备由》 ， （（宣布金门为 鼠疫有疫港》， “内政部卫生词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咽。002-3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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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攀附鼠类 的情形 ， 引 起民众恐慌和不安 。 从这些迹象 ， 预示着 鼠疫有可能随时

爆发。 从 4 月 1 日 起 ， 金 门 陆续传出 军 民感染鼠疫 ， 甚至有 民众不治身亡的消息。

鼠疫传播甚为迅速 ， 疫情一时难以控制 。 至 5 月 4 8 止 ， 4、金门后头、 西路、 后 中 、

庵顶 、 后宅 、 西宅 、 上库、 双 口 、 东林、 西方 、 罗唐、 湖下、 青岐 、 南塘、 下 田 、

东坑、 古井头 ， 及大金 门 旧金城、 东沙等 19 村庄 ， 有军人 14 名 、 民众 33 名 遭

到感染。 47 人 中 ， 伤病不治者 ， 计 35 人， 军人 1 3 人 ， 民众 22 人。 ① 鼠疫造成

金门军队和 民众严重的伤亡与心理恐惧 ， 疫情爆发期间 ， 更直接考验着台湾当局
的应变能力 。

“卫生司 ” 于 4 月 初为 防堵疫情扩散台湾本岛 ， 立 即邀集卫生处及诸多机关
会商 ， 决议开启港 口检疫工作 ， 并请各单位协助金 门展开 鼠疫防治作业。 ② 1 1 日 ，

卫生处伤令全省港 口 检疫所 ， 对往来台 湾 、 金 门 的船只 、 飞机进行严格地检疫 ，
并蒸熏扑灭 鼠只 ， 防范 鼠类转入台湾 ， 散播传染病 。 ③17 日 、 30 日 ， 卫生处分别
筹得 2 批疫苗 1 50 ooocc 、 140 ooocc ， 交 由联勤总部专员 携往金 门地区分配施用 。
5 月 4 日 、 26 日 ， 海军总部又个别提供疫苗 3 900 人份 、 10 200 人份 ， 运往金 门 ，
供应军队施打。 6 月 30 日 ， 军医署也配合提供 30 ooocc 疫苗 ， 送往金门提供运用 。
总计， 台湾各单位共提供前线疫苗 320 000 万 cc ， 以及 14 1 00 人份 ， 施予金门
军民注射。 ③ 其间 ， 卫生处筹赠 DDT 粉 600 磅 ， 海军总部供应 DDT 粉 300 磅 ， “卫
生司” 拨纯 DDτ1 00 磅等 ， 都交由军医署人员 带往金 门 ， 负责协助在疫区进行喷
洒作业 ， 以消灭跳蚤 ， 隔绝病媒。 ⑤

当 时 ， “卫生司” 鉴于金 门缺乏防治 鼠疫专员 ， 转请卫生处调拨相关人员前
往摇导。 5 月 1 1 日 ， 卫生处派淡水港检疫所所长马敬援 、 基隆港检疫人民邱连水 、
花莲港检疫所技佐黄庆海 、 马公港检疫所技佐庄镜贤等 4 人 ， 携带药械赴金 门 ，

① 《1952 年 7 月 21 日 ， “内政部卫生司 ” 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安平港检疫所呈 ： 呈送金门 鼠疫概况
并 四 十年度 防疫经过及其将来报告 书 ·份》，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 司 档案 ” ， “ 国 史馆” 藏，
028属000002-976Aa 《烈屿前线发现鼠疫 ， 官方正防治中》， 台北（（中央 日 报》 ， 1951 年 4 月 14 日 ，版 6。 邢友 良 ，
《1951 年金门 鼠疫流行防治经过》 ， 金门 《.IE气巾华》 日 报 ， 1952 年 1 月 3 1 日 ， 版 2 。

② 《1951 年4月 19 日 ， “ 内政部”代电台湾省卫生处 z金门后头村发现肺鼠疫即经定检疫并协助防治案）｝ ,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础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1 ”968Aa

③ 《1951 年 5 月 28 日 ， “ 内政部卫生司” 收 “国防部” 代电 ：呈复金门 鼠疫停航两周一案现可暂缓实施
报请鉴核由 》 ，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I -969A。

〔主〉 《四十年度金门 鼠疫本处协助防治工作概况》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1-
969A。

⑤ 《195 1 年4月 19 日 ， “内政部”代也药品供应处 ： 着拨纯DDT一百磅交军医署）｝ 、« 195 1 年4片 19 日 ， “ 内
政部” 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代 电 ： 为金门发生鼠疫本处措施防治经过情形电请察何被查 由 》 ， 《金门 鼠疫防
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l -96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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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检疫、 灭鼠工作 。 这 4 位工作人员一方面协助防疫作 ， 也借机考察疫情 ， 掌
握各项讯息 ， ①6 月 8 日 ， 4 人从金门返回 台湾后 ， 立即呈报金门常在春季之交爆
发 鼠疫 ， 形成疫病 ， 造成当地莫大威胁。 同时指 出 ， 该年罹患 鼠疫而死亡者 ， 大
多为未能接受疫苗注射者 ， 足见疫苗实为遏制 鼠疫传染人体之有利武器 ， 建议各
卫生单位在往后每年春季来临前 ， 筹制足够的疫苗 ， 供应金门军民施打 。 除此之
外 ， 4 人有感金门 缺乏健全的防疫指挥处所 ， 倘若在鼠疫爆发之后 ， 才丁从台湾临
时调派人手前往支持， 实缓不济急 ， 提议在金门设立一个专司 防治 的机构 ， 加强
金门 鼠疫的预防与平时的灭鼠工作 ， 以 降低 鼠疫威胁。 ②

兰 、 金门 鼠疫防治处的运作

1952 年 2 月 1 1 日 ， “卫生司 ” 、 “ 卫生处” 、 “ 军 医署” 等诸多卫生、 医疗、
军事机构人员 ， 群聚军医署会议室 ， 会商防范金门 鼠疫的办法 ， 决定先派遣联勤
医防队前往历年最早传山疫情的小金门 ， 进行 DDT 粉喷洒作业 ， 扑灭蚤类病媒，
再由 卫生处提供 30 000 万人份疫苗供军 民注射。 这批疫苗未到前， 先释出 金 门
尚存的疫苗 10 000 人份 ， 投入小金门军民注射。 另一方面， 为防市鼠疫爆发后 ，
经 由 人与人的直接接触 ， 爆发大规模感染， 由 军医署设法在大金 门 、 小金 门设置
隔离病房、 病床 ， 防患未然。 同 时 ， 请 “ 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 刘瑞恒负责规划 ，
筹设金门 鼠疫防治委员会 ， 以便届 时统一指挥各项事务 。 ＠

喷洒 DDT 粉末 、 鼠疫疫苗接种等工作 ， 陆陆续续在金 门展开。 2 月 至 4 月 ，
卫生司也在金 门发起灭 鼠和打扫环境 的运 动 ， 规定军人每人必须补捉老 鼠至少 l
只 以 上 ， 因 而扑杀 了近万只老 鼠 ， 降低 鼠疫杆菌感染老 鼠的机率。 4 月 初 ， 卫生
司 为维系金门 良好卫生，环境， 号召军队与 民众清洁大扫除， 降低 鼠类与蚤类的孽
生。 4 月 中 旬 ， 卫生 司提供 6 吨 10°/o DDT 粉末 ， 由 军医署人员在大、 小金 门地
区执行喷洒作业 ， 降低跳蚤指数， 杜绝跳蚤病媒传递。 这些 防治工作多管齐下 ，
发挥了 效用 ， 直至 22 日 止 ， 未见 鼠疫大流行 ， 仅有一名 疑似感染的死亡病例 。

① 《195 1 年 5 月 15 Ff ， “ 内政部卫生司”收台湾省卫生处代电 ： 电报本处派遣马敬援等四员 于五月 十一
日 前往金门协助当地政府防治鼠疫由》 ， “内政部卫生词档案” ， 国史馆藏 ， 028”。00001 ”969A。

② 《 1 95 1 年 8 月 2 日 ， “ 内 政部” 收台湾省政府卫生处代电 ： 电运本年金门 鼠疫防治总报告－分请察核
备查由 》 ， 《金 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7A。

③ 《金门 鼠疫防治座谈会第一次会议纪录〉｝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般， 028-00000l -969A。 《五
机关协同努力 ， 预防金门 鼠疫》 ， 台北 《 中 央 日 报》 ， 1952 年 3 月 5 日 ， 版 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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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 ， 如j瑞恒为筹组金 门 鼠疫防治处， 先前往大小金 门进行视察 ， 汲取当地
民众的意见后 ， 立即返 回 台湾着手规划。 在人员训练方面 ， 先从 “军医署＼ “金
门 防卫司令部” 择选官佐 1 5 人， 士兵 20 人 ， 从 2 月 26 日 至 3 月 21 日 ， 接受国
防医学院 3 个月 课程训练 ， 掌握 鼠疫病征、 啃齿动物形态、 鼠类鉴定、 鼠类习性、
鼠类解剖及诊断飞 毒 鼠药种类与应用 、 蚤类形态与传染方法、 防蚤剂种类等 。 ①
结训后 ， 这些人员 分派前往金门协助防疫工作。 5 月 1 1 日 ， 金 门 鼠疫防治处正
式在金 门北街义勇南巷防卫部前面的 中 山 堂成立， ② 成员除了军医署、 金门 防卫司
令部择选的官佐 1 5 人 ， 士兵 20 人外 ， 尚有国 防医学院及 中 央卫生实验院各派 1
员 组成 （ 如表一 ） 。 ③ 这些人员 到位后 ， 立即监控大小金 门 鼠类、 蚤类活动情况 ，
直至 5 月 底金 门气候转为炎热型态后 ， 才摆脱 鼠疫威胁。

表一 ： 1952年金门鼠瘟防症处成员
机关名称 金门 防卫司令部 军医署 国防医学院 中央卫生实验院

允派人员 官佐 7 8 

士兵 20 。 。 。

l 报到人员 官佐 6 5 。
士兵 ｜ 17 。 。 。

未到人员 官佐 1 3 。
士兵 3 。 。 。

--··· 

资料来源 ： 《 金 门 鼠 疫 防 治 处 工作 报 告 书 》， 《 金 门 鼠 疫 防 治 》， 028”。000000001-974A， “ 内

政部 卫 生 司 档 案”

后来 ， “行政院院长” 陈诚接受金门 防卫司令部司令荫瑾 （ 1 907-1977） 的建议 ，
颁予 “ 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 刘瑞恒 、 “ 内 政部卫生 司 ” 长王祖祥 、 台 湾省卫生处
长颜春辉、 农复会农村卫生组组长许世巨 四人褒扬状 ， 同时奖励联勤医务大队协
助 防疫有功人员 等 7 人 。 ③ 这些奖励 ， 除了肯定防治金门 鼠疫人员 的辛劳 ， 也大

① 《金门 鼠疫防治处工作报告书》， 刽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1-969A。
② 《1952 年 5 月 20 日 ， “内政部卫生司” 等收福建省政府电》，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 i -973A。
③ 《金门 鼠疫防治处工作报告书》 ， 《金门 鼠疫防治》 ， 028-0000000001 -974A，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④ 9 人为 ， 孙同书、 张益三、 魏齐德、 高文祥、 万一鹤、 邵介峰、 成守贵、 蒋禹敷、 刘秀明 。 《1952 年

6 月 1 3 日 ， “内政部” 收 “行政院” 交议案件通知单 ： “金 门防卫司令部” ft电请奖励金门区鼠疫防治布’劝
人员刘瑞恒等四员 由》、 《 1952 年 8 月 30 日 ， “内政部” 收 “行政院” 令 ： 检发刘瑞但等员褒状请转发由》、
《1952 年 1 1 月 14 日 ， “内政部” 电军医署 ： 函附孙同书等七员奖状请转it.由》，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
史馆” 藏 ， 028-000001 -973A。 《 1952 年 8 月 5 日 ， 金门 鼠疫防治座谈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金门 鼠疫防治》，
028-0000000001-97 4人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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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 内 战与悔战

大提振 鼠疫防治的信心 。
1 953 年 1 月 中旬 ， 小金门 出 现死亡老 鼠 20 多只 ， 再度引 起当地恐慌。 小金

门 当地 民众根据以往的经验 ， 认为 鼠疫爆发之前， 鼠疫杆菌会先在老 鼠间梧互感
染 ， 引起老 鼠大量死亡 ， 再由 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染人体， 造成人体感染和大规模
死亡 。 因此， 多认为大规模的 鼠疫即将爆发 ， 惶恐不安。 1 月 底 ， 金 门 防卫司令
部在春季来临前， 开始进行防疫工作 ， 立刻请 “内政部”、 “联勤总部” 尽速提供
DDT 粉末 ， 在 鼠疫最有可能流行的 3 月 至 4 月 来i脑前 ， 分发大小金门军队喷洒 ，
扑灭蚤类， 杜绝媒介。 同 时 ， “金 门 防卫司令部” 请台湾位筹组医疗防疫大队，
携带足够的器械和药品 ， 前往协助防疫工作。 ①

2 月 2 日 ， “卫生 司 ” 邀请台湾各卫生、 军事与医疗单位商讨防治 鼠疫事宜，
决议参报往例 ， 请各单位分工协助办理。 首先 ， 农复会提供 DDT 粉 2 吨， 交由
军医署空运金门 ， 在 2 个月 内喷洒小金门 易爆发鼠疫的地区。 另外 ， 大金门 和其
他小岛需要 10°/o DDT 粉 8 吨， 15°/o DDT 乳剂 5 000 加仑， 透过农复会协助购买
之后 ， 交由军医署派员托运和前往协助喷洒作业。 在 鼠疫苗方面 ， 该年度军民所
需疫苗计 160 ooocc ， 前已 由卫生司分别在 1 952 年 12 月 24 日 、 1953 年 1 月 24
日 提供， 运往金门 ， 可立刻给予军民接种 ， 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 ②

2 月 3 匠 ， 军医署派联勘医防大队中校队长张益三， 少尉检验员成守贵 ， 前
往金门 视察驻军环境卫生 、 协助环境改善工作 ， 和确认疫苗在 20 日 以前完成注
射。 ③ 张益三等人抵达金门之后 ， 协助大小金 门军民疫苗注射 ， 强化环境卫生整
洁 ； 25 日 起 ， 又 陆续在小金 门 进行 DDT 喷洒作业 ， 至 27 日 共完成 26 个村庄 ，
和 576 间屋舍的消毒工作 ， 大大降低小金门地区的跳蚤指数 ， 杜绝鼠疫传染媒介。
除此之外 ， 张益兰等也调查先前小金门 老 鼠死因 ， 发现 1952 年底上林村在 4 户
人家发现死 鼠 3 1 只后， 则未再发现死亡的老 鼠， 尤其捕获的老鼠身上蚤类指数
不高 ， 据此分析可能是当地区公所发给各村的毒鼠药发挥效用 ， ＠ 而非感染鼠疫杆

① 《1953 年 1 月 27 日 ，联勤总部收国防部代电 2 为伤洽办金门防治鼠疫案具报由以《 1953 年 1 月 28 日 ，
内政部卫生司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代电 ： 据报小金门于本年一月 初旬已发现死鼠廿余只兹为防患未
然计防治工作请提前展开电请查照惠覆 由 》飞 《1953 年 1 月 29 日 ， 内政部收国防部代电 z 为 42 年度春季
将届对金门区鼠疫防制请协助办理见复由》，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1 ”975A。

② 《1953 年 2 月 5 日 ， 防治金门 鼠疫会议纪录》 ，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国史馆” 藏，028-000001-975A.
＠ 《1953 年 2 月 5 日 ， 内政部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代电 z 电复内卫字二七二一五号代电将金门鼠

疫最近防治情形复清查照由》，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OOOOOI-975A.
④ 《 1953 年 2 月 21 日 ， 内政部卫生司 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代电 ： 为转报医防大队张；益气队长丑

元电清查照由 》 ， “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国史馆” 藏 ， 02s�ooooo1 �975A。



金门鼠疫的防治 （ 1950-1956 ) 

菌致死。
3 月 24 日 ， u卫生 司 ” 有感春季乃是金门 鼠疫的流行期 ， 再派中央卫生实验

院技师陈宗登搭机前往金 门调菇。 ①25 日 ， 军医署再伤联勤医防大队长孙同书等
人携带农复会以 41 600 元向 “经济部”高雄农业化工厂购买的 lOo/o DDT 粉剂 8 吨 ，
搭乘空军专机往金 门 ， 协助展开防疫工作。 ②27 日 ， “金 门 防卫司令部” 以金门
鼠疫防治处缺乏专人指挥， 遂以孙同书兼任处长 ， 联勤总部医务所主任孔荣和金
门卫生院长担任副处长。 4 月 1 日 ， 金 门 鼠疫防治处开始监管 鼠类活动情形 ， 并
检验寄生鼠类身上的跳蚤指数 ； 18 日 ， 进行第一次 DDT 喷洒作业 ， 19 日 完成工作，
将蚤类指数降至 0. 14。 5 月 中旬 ， 金门浓雾密布 ， 相对湿度提高 ， 蚤类指数攀升。
1 8 日 ， 金门 鼠疫防治处进仔第二次 DDT 喷洒作业 ， 抑制蚤类繁殖。 除此之外，
金门 鼠疫防治处进行宣传， 透过金门 《正气中华》 日 报刊登 DDT 撒布注意事项。
另 外 ， 每到一个村落进行防治工作前， 必先召 集地方首长们讲解 DDT 的性质、
控制 鼠疫的功效 ， 与如何延长其时效性 ， 并请这些地方首长代为向 民众倡导。 每
赴各地学校， 则 向学生讲述 鼠疫爆发的因素 ， 及杜绝 鼠疫有效办法 ， 由学生 向 家
人和邻居转述。 这些宣传和倡导工作展开后 ， 大大提升了金门 民众对鼠疫的认识
和警觉性。 ③ 金门 戴疫防治处系临时机构 ， 从 4 月 1 日 负责监控鼠疫 ， 至 7 月 底
结束工作 ， 为期 4 个月 。

四 、 扑灭 鼠类王作的展开

1 953 年 6 月 2 日 ， 大金门琼林村 75 师野战医院在 医宫寝室有死 鼠 l 只 ， 解
剖后判定非 鼠疫感染。 6 月 6 日 至 20 日 ， 金宁乡 发现死 鼠 5 只 ， 经化验后 ， 亦
非遭到 鼠疫杆菌感染 。 然金门 虱疫防治处对此仍不敢轻易忽视 ， 立即派员前往这
些出现老 鼠死亡的地方彻底喷洒 DDT 消 毒 ， 杜绝鼠疫或其他传染疾病的爆发。 ④

① 《 1953 年 4 月 24 日 ， “ 内政部” 也 “ 国防部飞本部已派中央卫生实验院技师陈宗袭前往金门协助鼠
疫预防工作》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2-976A。

② 《 1953 年 3 月 2 1 日 ， 经济部高雄农业化工厂收小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代 电 g准联勤总部军医署电
请本会速拨 lOo/o DDT 粉剂八吨以便运金防治 鼠疫案 电请贵厂查照迅赐办理由 》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
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6A.

③ 《 1953 年 7 月 13 日 ， 农复会卫生组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函 z 为随函中含送鼠疫防治五月 份工作
报告书四份请查照 自 》 ，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77A, 

④ 《1 953 年 8 月 21 日 ，农复会收联合勤务总司今部军医署隐 ： 随函检送六月 份金门 鼠疫防治报告书四
份请查照由 》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 ” 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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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f］ ： 内战与冷战

后来 ， 大小金门未现鼠疫 ， 金 门 鼠疫防治处为临时成立之机构 ， 遂暂停工作。

1 1 月 24 日 ， “；卫生 司 ” 严 防来年 鼠疫爆发 ， 主动邀请农复会、 军医署、 国

防医学院、 台湾血清疫苗制造所、 卫生处、 福建省驻台办事处等代表共同商讨防
治事宜， 鉴于金门 鼠疫防治处成功抑制 鼠疫爆发 ， 立即恢复该组织 ， 请军医署孙
同书继续担任处长 ， 副大队长及其他工作λ员 由金 门负责调派 ， 其他内部人员 由
台湾派有关鼠疫防治专员 5 至 7 人， 前往协助技术训练与工作指导。 我�1则调派
1 5 人 ， 投入鼠、 蚤指数调查、 疫情报告 ， 和灭鼠工作。 ① 除此之外 ， 各个单位也
照往例 ， 提供各项协助。 如农复会准备提供 1 0°/o DDT 粉 1 0 吨、 毒 鼠药饵、 捕
旨主笼、 防蚤衣袜等 F 卫生处供应 10 000 人份的疫苗等。 这些防治 鼠疫物资， 依
规定至迟在 1954 年 2 月 底前完成准备工作 ， 以抑制 3 月 到 4 月 金门 鼠疫的爆发。 ②

这些防疫物资中 ， 毒 鼠药饵、 捕 鼠笼乃金门县政府主动扑灭老 鼠而向农复会
争取。 金门县政府获得这批毒鼠药饵后 ， 即按各乡镇呈报的房屋数量 ， 依照 比例
发给药饵 ， 透过受过训练的指导员倡导 ， 以及借着 《正气 中华》 日 报的宣传， 让
军民 了解毒 鼠药饵的正确使用方法。 从 12 月 5 日 起， 金 门全岛各个乡 镇村户 动
员灭 鼠 ， 将药饵投于曾经发现 鼠迹或有 鼠粪的场所 ， 沿着墙壁 、 屋角放置 ， 或是
放于鼠穴附近及 鼠只必经通道。 3 1 日 ， 各乡 镇工作结束后 ， 向金 门县政府呈报
进行状况 。 ③ 金门县政府汇整各乡 镇呈报的数字 ， 显示该次灭 鼠运动 ， 共毒死老
鼠 6 486 只 。 ④

衰二 ： 1 953年金门扑杀鼠只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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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3 年 11 月 24 日 ， 四十三年度金门 鼠疫管制汁划大纲草案》，《金门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8Ao

② 《1953 年 1 1 月 24 日 ，协助金门预防鼠疫会议纪录以 （（1953 年 12 月 31 日 ， “ 内政部” 收中 国农村复
兴联合委员 会代电 z 电复本会办理四 十三年度补助金门预防鼠疫 DDT 粉末案请查照 由 以 《1953 年 1 2 月
3 1 日 ，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收中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代电 z 也请惠予设法1-t运本会补助金门 鼠疫
防治计划所需 DDT 粉由》，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 ” 档案，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8A。 《农
复会订长远计划 ， 协助金门卫牛－建设》 ， 台北 《中央 日 报》 ， 1953 年 9 月 30 日 ， 版 4o

③ 《1953 年 12 月 IO 日 ，各乡镇村里公所收金门县政府令 2令希派员 向卫生院具领毒鼠药饵使用由｝） ， ｛（金
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飞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79Ao

④ 《1 954年2 月 19 日 ，金门县政府呈福建省政府＝兹检呈本县四十二年度毒饵成果报告表请核备由》，《金
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5跤 ， 028响。00002”979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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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鼠瘤的防治 （ 1950…1956 ) 

金湖乡 6 275 1953/12/1 5 3 1 .50 744 

金沙乡 10 306 1953/12/15 5 1 .50 2 089 

t雪
5 866 1953/ 12/16 29.00 860 

40 070 200.00 6 486 

资 料 来 源 ： 《 金 门 鼠 疫概 况 报 告 》， 《 金 门 鼠 疫 防 治 》， “ 内 政 部 卫 生 司 档 案 ” ， 因 史 馆 藏 ，

028-000002-979A。

大小金门老民主甚多， 倘若灭 鼠运动未能扑杀全部老鼠， 则 鼠疫威胁未能解除 ，
仍待其他工作防疫的进行， 才能防止鼠疫复萌。 1954 年 2 月 19 日 ， 军医署空运
用疫苗 90 000 人份前往金门 ， 以供应主地军民施打。 3 月 2 日 ， 军医署技术组上
校副组长孙同书借同医防大队工作人员 6 人 ， 携带疫苗 30 000 人份， 捕鼠器 100
个 ， 及各种防治 鼠疫器材 28 种 ， 搭乘空军专机飞抵金门 ， 前往金 门 鼠疫防治处
展开防治工作。 ①4 月 ， 农复会向 高雄市经济部台湾农化工厂中农化工购买 IOOo/o
DDT 粉 10 顿 、 毒 鼠药剂 400 磅 ， 交军医署运往金门 ， 供金门 鼠疫防治处分配使用 。 ②

4 月 2 臼 至 6 日 ， 金 门 鼠疫防治处在小金 门完成 27 个村庄 ， 964 间房舍的
DDT 喷洒作业 ， 降低了跳蚤的草生 。 ③ 从其捕获的 105 只老鼠当中 ， 只有 1 只身
上寄生 2 个跳蚤 ， 经解剖检查后 ， 尚未感染 鼠疫。 在 4 月 底前 ， 该处又完成大金
门军事确堡和 民众屋舍周遭 DDT 喷洒作业 ， 工作顺利 。 ③ 由 于金门地区 DDT 喷
洒作业、 疫苗接种工作 已上轨道 ， 国此 1 954 年春季过后 ， 仍未见疫情通报 ， 足
见其防疫工作 日 臻娴熟。

1 954 年 9 月 3 日 ， 巾共因朝鲜战争结束， 转而将布署东北 的军队调往福建 ，
袭击大小金 门 ， 是为九三炮战。 这场战役， 中共集结百门重炮 ， 瞬间 向金门发射
千枚炮弹， 金门遭此无情战火下 ， 众多房舍和建筑物纷纷倒塌 ， 民众流离失所。
在此恶劣的环境之下 ， 鼠疫和各种传染病最可能复发 ， 引起 “卫生司” 等单位高
度关切 。 1955 年 1 丹 14 日 ， “卫生司” 邀请各卫生单位代表与 鼠疫专家召开会议，

① 《1954 年 3 月 9 日 ， “ 国 防部” 收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呈 z 为本部派赴金门 防治鼠疫工作人员 已于
本月 二 日飞金恭请鉴核由》，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 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79A0

＠ 《1954 年 4 月 24 日 ， “空军总司令部军医处” 收 “ 中 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代 电 ： 为拟将本会。毒鼠
药四百磅托载贵部便f!L运教金门 鼠疫防治处请惠允提前办理由》，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79A。

③ 《金门 防鼠疫， 疫苗注射全部完成， 喷射工作正在进行》， 台北 《中央 日 报》， 1954 年 4 月 8 日 ， 版 4o
④ 《1954年4月 27 日 ， “ 国防部”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呈z转报金门 鼠疫防治情形恭请鉴核由 ）） 、（（ 1954

年 5 月 4 日 ， “ 同防部” 收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呈 ： 为转呈金门 鼠疫防治情形恭请鉴核由〉） ，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 ” 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2-9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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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讨论防范金门 鼠疫复发的办法， 决议按照往例 ， 先恢复金门 鼠疫防治处指挥
各项工作 ， 同时请农复会提供毒 眠药饵和 DDT 粉， 再由 军医署、 国 防 医学院派
员前往金门协助扑灭 鼠只和抑制跳蚤草生之作业。 ①2 月 26 日 ， 军医署派医防大
队长张益三率领一行 5 人 ， 携带器材和药物 ， 飞往金门 ， 坐镇指挥金门 鼠疫防治
处的防疫工作 。 ② 至 6 月 29 日 ， 金门地区未爆发鼠疫疫情 ， 张益三等人如期完成
防疫工作后 ， 返 回 台湾 。 ③9 月 ， 张益三再携带 7 踌佛醋酸铀 （1080） ， 前往金门
进行毒 鼠作业 ， 5 天内总共扑杀老 鼠 3 381 只 ， 成效甚佳。

1 1 月 ， 张益三返 回 台湾之后 ， 向 卫生单位呈报几年来金 门 鼠疫的防治 ， 经
过军医署和各单位的努力 ， 已逐渐控制 。 然而， 每年必须耗费 698 000 元， 技注
于防疫人力 、 物力上， 仍未能根绝 鼠疫 ， 其主要原因乃是金门 鼠类未尽除 ， 繁和
迅速 ， 不仅传染人类疾病 ， 更消耗金门 每年粮食价值高达 320 000 元。 这些老 鼠
彻底根绝后 ， 金门不仅可免于 鼠疫威胁， 更可节省下数量庞大的粮食。 灭 鼠的方
式多种 ， 若是透过药性最强的佛醋酸铀作为毒 鼠药饵 ， 则最为简便。 ＠ 对此， 各
卫生、 医疗与军事单位 ， 先后在 1 1 月 14 日 于军医署、 1 1 月 29 日 “内政部” ， 12
月 3 日 红十字会， 举行 3 次会议 ， 针对是否在金门 投毒 鼠药饵及施洒时间 ， 进行
讨论。 但是， 会议上正反双方意见不一 ， 难有共识 ， 决议延至来年 2 月 、 3 月 间
再予 以讨论 ， 并视情况决定是否与军医署 DDT 喷射的作业同时进行 。 ⑤ 待会议
再次召开后 ， “卫生司 ” 等单位均认为佛醋酸铀之毒性过剧 ， 鉴于当 时喷洒的技
术 尚 未成熟 ， 难以克服全部问题， 加上轻易使用佛醋酸铀反而会破坏金门 当地的
生态环境 ， 决议暂缓实施。 ⑤

尽管以佛醋酸铀为诱饵的灭 鼠运动未能开展 ， 但 自 1956 年 1 月 起 ， 金门地
区军民开始接受疫苗的注射 ， 并于 2 月 5 日 前完成是项工作 ， 提升人体对于鼠疫

① 《1955 年 1 月 29 日 ， “ 内政部”代电“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军医署” ： 关于防治金门 鼠疫案复请·查照E ， 《金
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词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78A.

② 《1955 年 3 月 lO 日 ， “ 国 防部” 收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呈 s 为呈报金门 鼠疫防治队出发 日 期出 》 ， 《金
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2-979A.

③ 《1955 年 7 月 1 3 日 ， “ 国防部” 收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是 1 为呈报念门 鼠疫防治队已返台》 ， 《金门

鼠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79A.
④ 《1955 年 1 1 月 14 日 ， 陆军供应司令部军医署研讨金门区瓷 鼠会议纪录）） ， 《金门 鼠疫防治》 ， “ 内政部

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A。
⑤ 《1955 年 12 月 Hi 日 ，会商金门地区普遍毒 鼠及鼠疫防治工作会议纪录》 ， 《金门 鼠疫防治》 ， “ 内政部

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80A。
＠ 《 1956 年 6 月 5 日 ， “外交部” 收 “ 国 防部” 函 2 为请贵报函美国大使馆转谙美国远东海军总部逃派

毒鼠专家米台协同策划毒鼠工作由 》， 《金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
9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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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抗能力 。 3 月 初 ， 金门进入鼠疫的流行期 ， 各卫生单位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

DDT 的喷洒作业。 7 日 ， 军医署调派医防大队张益三等技术人员 8 人， 前往金门

执行 DDT 喷洒作业 ， 和指导防疫工作。 ① 另外 ， 金门军政当局也调派宫佐 9 员 ，
士 31 人 ， 兵 68 员 ， 共 108 人 ， 编为 6 队 20 个结 ， 分别在大金 门 的东半部、 西半部 ，
及小金 门 和外岛 ， 实施鼠疫监控的工作 。 ② 这些防治工作得宜， 金门未再爆发戴疫0
7 月 12 司 ， 张益三等人返回 台湾后 ， 提出 《1956 年防治金门 鼠议报告书》 ， 以金
门 鼠疫防治处实际上只是临时设置 ， 每年妇得需要台湾人力 的支持临时性的工作 ，
应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 ， 罗致专门人才， 走向科学道路， 可经常研究与试验 ，
并与世界各国专家保持密切的联系 ， 以作为反攻大陆后在大陆鼠疫防治工作的基
础 。 ③ 只是 ， 卫生司认为在金门成立一个专 门 防治机构 ， 必须支 出庞大的经费 ，
鉴于当时国库乏金 ， 国家整体财政困窘 ， 不易成功 ， 转而建议 “行政院” 在金门
设立小型的研究性机构一一鼠疫防治工作小组 ， 内部工作人员 3 人， 由小组长 1
人 ｛ 由 医师兼任 ） ， 医师 1 人， 技术员 1 人， 工役 1 人组成， 负责调查金门 鼠疫，
进行相关研究 ， 并规划将来反攻大陆后 ， 策划大陆东南各省 鼠疫防治事宜。 ③ 当时 ，
“行政院” 考虑整体财政困顿， 经费筹措不易 ， 暂缓在金门设置鼠疫防治工作小组。

1957 年至 1958 年 ， 台湾仍提供金 门 大量 的 DDT 及 鼠疫疫苗 ， 预 防金 门 鼠
疫复发。 1958 年 8 月 23 日 ， 中共发动八二三炮战 ， 在金门投掷了 48 万颗的炮弹 ，
再次毁坏 当地民众屋舍 ， 破坏 当地生活环境。 1959 年 1 月 ， 金门 鼠疫防治处鉴
于环境恶劣 ， 为防范春季鼠疫的复发 ， 及早进行各项防疫工作 ， ⑤ 在此周延的计划
F ， 未酿灾情。

① 《1956 年 3 月 21 日 ， “ 内政部” 收 “陆军总司令部” 呈 ： 为呈报金门 鼠疫防治工作人员 张益三等八
员 巳 于二月 七 日 搭机飞金展开工作恭请核务由》， 《金 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81 A。

② 《1956年 1 月 12 日 ， 四十五年金门 鼠疫防治工作计划草案｝） ， 《金门 鼠疫防治》 ，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028-000002-980A。

③ 《1956 年 10 月 9 日 ， 为函送四十五年度金门 鼠疫防治报告书建议事项一份请参考办理由》，《金门 鼠
疫防治》，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82A。

④ 《1955 年 10月 1 3 日 ， “内政部”收“国防部”函 z 为函送在金设立鼠疫防治永久机构建议请参考察照 由以
《1955 年 12 月 28 日 ， “行政院” 收 “ 内政部” 、 “国防部” 呈 ：呈请准予在金门设置鼠疫防治工作小组》， 《金
门 鼠疫防治》， “ 内政部卫生司档案” ， “国史馆” 藏 ， 028-000002-980A。

⑤ 《金门预防鼠疫， 将展开灭鼠》， 台北 《中央 日 报》， 1959 年 1 月 22 日 ， 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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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论

自 清末以降， 金门饱受鼠疫威胁和迫害。 鼠疫传播速度快 ， 在大规模传染后 ，
便造成人 口大量死亡， 引 起社会恐慌。 至 1930 年代 ， 鼠疫仍是金 门 当地 一大梦
盾， 民众常闻 鼠色变。 1937 年 ， 在 日 本控制金 门后 ， 将管理台湾公共卫生和防
治 虱疫经验用于金 门 ， 逐年控制疫情。 然而 ， 1945 年亚洲 国 际政治局势的转变，
国 民党接收台湾、 金门后 ， 却不重视这些地方的公共卫生， 使得台湾和金门再传
鼠疫 ， 产生严重威胁。 1946 年至 1947 年 ， 根绝 30 余年的 鼠疫再由境外传人台湾 ，
执政当局立 即启动海港检疫机制 ， 进而控制疫情。 1948 年、 1949 年， 台湾地区
未见 鼠疫传染情形 。 然而 ， 1946 年至 1 949 年，金 门每年爆发 鼠疫 ， 疫情严重 ， 夺
走数百人宝贵生命。

1949 年 ， 国 民党撤退 台 湾 ， 凸显金门前线战略地位的重要。 然而 ， 台湾除
了巩固金门抵挡 中共军事攻击外 ， 也面临如何防治金门 鼠疫之难题。 这些难题可
分两大项处理， 一是台湾地区如何避免金门 鼠疫的感染 ， 一是如何协助金门扑灭
鼠疫 ， 远离威胁。

1 950 年 ， 金门爆发 鼠疫后 ， 台 湾和金门仅有一海之隔 ， 交通频繁 ， 旅客往
来络绎不绝 ， 鼠疫首当其冲威胁台湾。 台 湾省卫生处立即重启海港检疫工作 ， 防
堵金 门 鼠疫散播 台湾 ， 造成严重 的传染病。 1951 年 ， 金 门 又传出疫情 ， 台湾立
进入警备状态 ， 扩大海港 、 机场检疫的范围和层级， 杜绝 鼠疫流入台湾。 由此可见 ，
台 湾在 1950 年代初期得以成功防范金门 鼠疫之入侵， 实归功严密的检疫作业 。

台湾成功杜绝 鼠疫肆虐外 ， 其面临更大的考验 ， 即如何协助金 门 消 灭 鼠疫。
鼠疫是 ·种急性的传染病 ， 防范的办法有人体接种疫苗产生抗体 ， 或阻止 鼠类、
蚤类草生 ， 或从改善环境卫生等方面着手 。 1 950 年至 195 1 年 ， 金门爆发鼠疫后 ，
台湾各卫生、 军事单位立 即 向各方争取鼠疫疫苗 ， 提供金门军队和民众施打。 在
往后 的几年里 ， 尽管金门未有疫情 ， 但台湾诸单位仍提供金门军民大量疫苗注射。
金门地区军 民施打过多次疫苗后 ， 产生抗体 ， 增强抵抗力 ， 不易遭到 鼠疫杆菌的
侵袭。 另一方面 ， 1950 年至 195 1 年金门 鼠疫爆发后， 台 湾卫生单位共同合作 ，
提供 DDT 粉 ， 运往金门疫区 ， 进行喷洒作业 ， 杜绝传染媒介。 从 1952 年起 ， 台
湾每年向农复会成功争取到 DDτ 粉 ， 提供金门各地区进行消毒作业 ， 大大降低
各地蚤类指数 ， 使 鼠疫缺乏传染媒介 ， 无法威胁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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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0 年 6 丹 ，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 美国重新布局援助 台湾 ， 除了 提供大
量资金担注台湾在发展军事和经济层面 ， 也极力协助台湾和金门在传染病防治的
层面上。 在 1950 年代， 农复会提供为数众多 的 DDT， 协助金门军民改善恶劣生
活环境 ， 免于鼠疫威胁 ， 且多次提供灭 鼠药剂 ， 扑杀大小金门老鼠 ， 降低 鼠患对
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耗损。 除此之外 ， 农复会也提供大笔资金让金门与台湾专家进
行 鼠疫 、 跳蚤等方面之研究。 农复会实际上是个在美援扶助下成立的机构 ， 其援
助金 门防制 鼠疫之作业 ， 不仅关乎整个东亚冷战局势的变迁 ， 也影响金门地区防
治 鼠疫的策略的转型 ， 从 日 治规范转为美式之典范。

自 1952 年起 ， 金门虽多次遭到共军炮击 ， 民众生活环境恶劣 ， 未再爆发大
规模的 鼠疫 ， 除上述台 湾各丑生单位与农复会把注资金 ， 投注疫苗、 DDT 粉、
灭鼠药剂和防疫人员培育外 ， 联勤医防大队、 军医署等军事单位也常派员前往金
门协助 ， 尤其金门 鼠疫防治处就近成立并负责各项指挥工作， 整合最大功效而远
离灾患 。

表三 ： 金 门 鼠撞倒年发生情形

年别 死亡人数 发生区域 受祸最烈之村庄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 约 8 000 多人 大金 门 岛全岛
艺9美 、 南山 、 山北、 前盘山 、

珠山

民国元年至一十 四年间 约 1 00 人
大金门 岛全岛蔓 普遍零星发生延

1946 年 200 人 金湖 、 金宁 琼林村

1 947 年 60 人 大 、 小金 门
｜ 小金门一东坑大金门一小

西门

1 948 年 约 60 人 大 、 小金门

1 949 年 70 人 大、 小金 门均 普遍零星发生

1950 年 36 人 大、 小金门 黄庵、 罗唐、 湖下、 下庄

195 1 年
， 

21 人 小余门 岛
后头 、 罗唐、 东林、 青岐 、

湖下、 黄庵 、 后井

1952 年 大金门 珠山

资料来源 ： 《 金 门 鼠 疫 历 年发 生 情形 》， 《 金 门 鼠 疫 防 治 》， “ 内 政部 卫 生 司 档 案 ” ， “ 国 史馆”

藏 ， 028-000002『9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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