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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9 年 登 步 島 戰 役 研 究 - 兼 論 青 年 軍 作 戰 例 證 

筆者/黃文賢、鄒琮隆 
提要 

本篇文章講述概區分為登步島戰役緣起及青年軍組建歷程，「登步島戰役

」勝利已歷經70餘年，回顧登步島戰役過程中，勝利也讓當時頹喪不振的國

民政府激起鬥志昂揚，雖此戰役源起因中國戰場挫敗連連，導致戰事挫敗的部

隊需重新編成，輾轉演變至現今稱為「登步部隊」的陸軍裝甲五八四旅，回溯

歷年隊慶都會敬邀登步島戰役參戰先進，此戰役雖然有許多部隊參與其中，其

勝利的關鍵是有一群懷報熱血、犧牲奉獻的青年學子加入捍衛國家的戰爭。 

登步島戰役中堅守第一線守備部隊的「青年軍」，此青年軍部隊是由原青

年軍第二零八師所擴編而成第八十七軍駐守於舟山群島周邊島嶼，故藉由登步

部隊探討登步島勝利的關鍵因素及青年軍參與作戰的重要性，以瞭解當時國民

政府如何號召及鼓吹知識青年棄文競武，參與保衛國家的行列，展現「士大夫

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精神。 

關鍵詞：舟山群島、登步島、青年軍 

 

壹、前言 

二戰過後，世界各國處於經濟疲弱之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

稱國府）也不例外，國府因中國大陸戰場失利急需美國外援經濟與軍事，

此援助行為使得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極為反感，美國為避免與蘇

聯交惡，即反對國共發生軍事衝突，以維護遠東地區的政治利益，1使得1945

年美國杜魯門總統實施對華政策，2使中共採取強硬外交策略及美國派遣馬

歇爾（George-Catlett-Marshall,Jr.1880-1959）實施調停協議，最終還是失敗

，3在加上蘇聯暗中協助中共，冀望中共勢力崛起後，威脅美國不得干預中

國問題，4導致1946年8月美國對國府採行軍事禁運，並停發軍事物資輸華

許可證等措施，5使得中國大陸戰場頻頻失利。6 

蔣中正總統（1887-1975）（以下簡稱蔣中正先生）於1949年1月下野

後，7由副總統李宗仁（1881-1969）接替總統職務，國共雙方立即實施和

                                                      
1
 關中，《中國命運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 422、371。 

2
 關中，《中國命運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頁 423。 

3
 陶涵 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付中國的奮鬥(下) ，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FORMODERN CHINA》(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0年)，頁 476。 
4
 關中，《中國命運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頁 285-293、346-351、391-402、

434、423。 
5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 1944至 1949年之一時期》(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82年)，

頁 109。 
6
 齊茂吉，《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安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 8。 

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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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和談交涉中提出「八項條件」8做為基礎共識，雙方不斷交涉後，最終

仍和談破裂，9同時間擔任江陰要塞（地處長江下游最狹窄處的軍事要塞，

地理環境前有鹽城，右至上海，後至無鍚，左至南京，以作為南京的最後

防禦線）司仙戴戎光投共叛變，致使大陸東南的城市均遭中共所佔領。 

中華民國國軍（以下簡稱國軍）即在金門周邊完成防衛作戰整備工作

，同時間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即對金、廈門沿海周邊島嶼派

遣兵力，所辛廈門的防禦工事早期日軍已完成構築及國軍後來建構的要塞

設施，10迫使共軍第十兵團預擬作戰計畫時需更加謹慎，也完成海戰、砲擊

與廈門國軍部署相關訓練，最終共軍在廈門作戰中，因海象利於渡海，廈

門於10月17日失守。11 

此刻國軍已在金門完成作戰部署，導致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於10月25

日發動古寧頭戰役（稱金門戰役）激戰三日後重挫共軍，此勝利振奮國軍

的信心與士氣，12自1949年國軍戰事一敗涂地，終於盼到期待以久的勝利，

共軍遭重挫後隨即在11月3日在浙江舟山群島周邊發動登步島戰役，企圖奪

佔登步島使國府放棄舟山群島。13 

 

貳、登步島地理位置介紹 

一、舟山群島建設 

舟山群島明、清以來尌是各國必爭奪地，隨著1949年國共衝突中顯

見戰略重要性，原屬海軍基地，島上設置巡防處及艦隊駐防，空軍則有定

海機場駐守兵力，其餘島嶼除少數兵力駐守，國府因南京失守後，即派遣

兩個保安團殘部進駐定海，蔣中正先生考量舟山重要性，可作為國府自上

海撤離的中繼站，因當時中共無海、空軍，所以可利用長江口當做反攻基

地，並可輸運物質及撤退駐防的中繼站，從這尌可看出蔣中正先生對於舟

山群島的重視與建設及其戰略價值。 

 

 

 

 

                                                      
8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 228。 

9
 陳鑑坡，《中華民國春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 896-905。 

10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 460-462。 

1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戰史叢書(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51-60。 
1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戰史叢書(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51-60。 
13

 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修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

司，2013 年)，頁 26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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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要點 

舟山群島（如圖1）位浙江省杭州灣外，是中國最大的島群，陸地總

面積約1,200帄方公里，主要島嶼計有冊子島、長白島、秀山島、舟山島

、金塘島、大榭島、朱家尖島、桃花島、蝦峙島、六橫島等島嶼，以舟山

島為最大約520帄方公里，設置定海縣管轄（現為舟山市管轄）。14 
 

圖1、舟山群島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https://www.google.com.tw（最後造訪日期2016/05/21）；作者自繪。 

 

登步島（如圖 2）為舟山群島中其一島嶼，位於舟山群島定海東南方，
15周邊有大螞蟻、小螞蟻、桃花及朱家尖島等島嶼，島上東西南三面可利

用低潮涉水通過，可稱為舟山島進出口-蓮花洋之門戶，距朱家尖島僅 2

公里與定海商業中心小上海-沈家門距離也僅 7 公里，可謂定海的屏障（如

圖 3）。 

  

                                                      
14
 吳紹起，《浙江月刊五四〇期》，臺北：浙江月刊社，103年 4月，頁 4-6。 

15
 白萬祥，〈登步會戰政治作戰配合運用檢評〉，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

北：國史館史料處，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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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登步島地形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圖3、登步島地形距離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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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步島面積約18帄方公里，東西橫寬約6公里，為南北狹、東西寬之

島，地形要點如大山、流水岩、東西向的野豬塘山、砲台山、火燒灣山、

張網灣山等地，其中以大山、流水岩及砲台山等三地，斜面整齊，坡度20

度以上，必頇控領要點以實施島嶼防禦，島上最高處為砲台山約海拔210

公尺，登步島地勢為東西兩側高，中間形成峽谷。16 

登步島於1949年時隸屬浙江省定海縣登步鄉管轄，總人口約三千六

百人，以農漁業為生，耕地少，且土壤適合種植番薯等作物，居民以出海

捕黃魚、蟶子及墨魚等為生，亦會從事鹽的生產。17交通陸運方面，島上

無公路建設，多為碎石路；海運方面，雖有許多地點可供船隻停靠，如北

部的灘頭-雞冠礁，南部的賀家岙、余家岙、蟶子港、王家岙、后門、天

后宮等地，卻無碼頭設備，運輸皆以小船舶運，綜觀全島海岸線，除有少

許地點為無法登陸之岩岸外，其餘皆為適合搶灘登陸的。18 

 

參、戰前情勢 

經上海戰役後，中共於1949年5月25日仙第三野戰軍粟裕及張震規劃

，以第七兵團佔領舟山群島及周邊島嶼，28日第三野戰軍依指導暫緩進

攻舟山，待第七兵團整備後奪取舟山，第二十二軍於7月19日接獲進攻舟

山的命仙，初期以第二十二軍針對大榭、金塘和舟山本島，另以第二十一

軍第六十一師針對舟山南部諸島嶼，並要求第二十二軍於8月15日前奪取

金塘，9月上旬攻打舟山本島，中共在攻占大榭、金塘及桃花島嶼後，第

七兵團勢如破竹的勝利而顯現輕敵的情緒，冀望企圖奪取登步島。 

中共原訂11月2日攻佔登步島，因天候及海象不佳而做罷，19延遲至3

日趁風勢趨緩及陰雨連綿，國軍無法派遣飛機偵察，利於共軍登陸。（如

圖4） 

 

  

                                                      
16
 白萬祥，〈登步戰役-並論戰地政戰的作為〉，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

總會，頁 26、30。 
17
 楊文璉，〈舟山奮鬥的回憶〉，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史料

處，頁 349；黃漢，〈登步之行〉，頁 415。 
18
 劉毅夫，〈登步大捷三十周年紀念〉，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

館史料處，頁 381。 
1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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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登步島作戰前國共兵力部署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肆、戰役經過 

共軍於3日16時30分左右，以穿山半島與桃花島上一帶的砲兵向登步

島賀家岙、余家岙、蟶子港、王家岙、后門一帶砲擊，掩護約一百五十餘

艘船團登陸，20國軍則以砲兵與海軍艦隊還擊（空軍因天候因素無法出動

），21掩護島上守備部隊進入陣地作戰。（如表1） 

表1、登步島戰役前國共雙方兵力 

登步島戰役前國共雙方兵力 
國軍 

（參戰人數共約4千人） 

共軍 

（參與攻擊兵力約5千人） 

守備部隊：第87軍第221師 

1.661團守東半部 

2.662團（欠第2營）守西半部 

第一波登陸部隊：第21軍第61師 

1.182團（右線） 

2.183團第1營（左線） 

參考來源： 

1.〈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1
 〈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登步戰後〉，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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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砲擊四小時後，以第六十一師一八二、一八三團分於天后宮、后

門、王家岙及蟶子港等地登陸，在灘岸與國軍第二二一師（舟山駐軍由原

青年軍第二０八師所擴編而成第八十七軍第二二一師及第二二二師）六六

一團第一營及六六二團第一營發生灘岸戰鬥，22另一部共軍則猛攻登步島

南部野豬塘山。（如圖5） 

圖5、登步島戰役第一階段作戰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激戰多時，第一線灘岸陣地遭共軍突破，共軍從桃花島增援約五千人

登陸，23先攻克野豬塘山，往西岙、裏石衖塘前進，迫使國軍退守第一線

陣地，轉往第二線陣地24，直至4日凌晨，西部制高點-流水岩遭共軍佔領

，隨即往第三條防線（最後灘頭）陣地-雞冠礁、陸家岙與張網灣山堅守

陣地已無退路，25此時共軍已奪佔島上一半區域，若雞冠礁再失守付表登

步島淪為共軍所有。 

此時島上駐軍抱持「島存人存，島亡人亡」26之胸懷，大聲疾呼：「

不殲滅共匪，勢不為人......
27」，師長吳淵明下仙，並電報朱致一軍長，昭

示第二二一師全體官兵「與登步島共存亡」之決心。28
 

                                                      
22
 林君長，〈登步島之戰〉，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館史料處，

頁 421。 
23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4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5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6
 白萬祥，〈登步戰役-並論戰地政戰的作為〉，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

總會，頁 41。 
27
 李冰，〈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帄：青年軍復員四○週年感言〉，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

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435。 
28
 沈伯賢，〈登步戰役戰史資料補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沈伯賢

先生時任第 221 師作戰組長；〈蔣永盛先生訪問紀錄〉，《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官兵訪

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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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拂曉得知援軍即來，第八十七軍軍長朱致一親臨前線指揮戰

事，進行反攻及擴大灘頭陣地，以掩護打擊部隊登陸，加上海空軍協同作

戰，轟炸共軍陣地阻敵增援，29時任舟山防衛司仙石覺將軍，研判共軍於

短期內不會進攻舟山群島，恰逢登步島上第一線陣地為共軍突破，決定迅

速投入打擊部隊，若以島上守軍獨自對抗，勢必難以持久，即仙第二二一

師堅守陣地，冀望以優勢兵力拒止共軍攻勢。（如圖6） 

 

圖6、登步島戰役第二階段作戰圖（一）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4日8時，第七十五師二二四團一行人抵達登步島，與第二二一師師

長吳淵明商討作戰策略，由第七十五師二二四團第一營任預備隊，駐西部

大山，歸第二二一師六六二團團長指揮；第七十五師二二四團增援東部砲

台山，協助第二二一師六六一團第二營攻擊，30第七十五師二二四團接獲

命仙後，隨即以兩營兵力分居左右兩側，攻擊砲台山共軍行制壓射擊。31
 

國軍於賀家岙截擊共軍增援船隻，第六十七師二００團第一營在獲得

                                                      
29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30
 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史料處，

頁 375-377。 
31
 〈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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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軍協助，穩定共軍反撲之攻勢後，得以威脅共軍後方退路，第六七師二

００團主力則仍固守大山一線，迄至共軍第六十一師一八一團約千餘人在

第六十一師師長指揮下，由桃花島乘木船約五十餘艘增援登步島，潛伏在

砲台山以南32待機反撲。（如圖7） 

 

圖7、登步島戰役第二階段作戰圖（二）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11月5日清晨，共軍增援部隊猛攻砲台山未果，企圖截斷國軍退路，

向最後的灘頭陣地-陸家岙與張網灣山一帶攻擊，使得砲台山駐軍第七十

五師二二四團陷入孤立無援狀態，朱致一軍長接續調整軍力部署，以求迅

速結束戰局。  

後續由第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自動請纓指揮督軍之責，增援部隊第六

七師二０一團，以轄下第三營與第二營分居兩側，由西部大山向流水岩東

南攻擊，再席捲南部野豬塘山，搭配右翼第六七師二００團於大山地區直

接南進挺進流水岩，兩支部隊合力攻擊加上砲兵與空軍對共軍工事（由原

擔任守備任務的第二二一師所建造）轟炸，國軍始得於11月5日12時攻克

流水岩，終於奪得登步島戰役獲勝之關鍵。（如圖8） 

 

  

                                                      
32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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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登步島戰役第三階段作戰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迄至11月5日黃昏時分，國軍尌地實施整補，待翌日再行攻擊，共軍

則利用夜間分成小部隊，手持重機槍、手榴彈及炸藥包輪流佯攻野豬塘山

，以牽制國軍，其目的是掩護部隊撤退跡象。33 

11月6日凌晨4時許，國軍對共軍發動全面攻擊，第六七師分別攻下

野豬塘山、蟶子港等地；東南部天后宮、大岙一帶為第二二一師與第七十

五師二二四團攻下，其後，國軍全面攻抵登步島南部海岸。 

6日8時，登步島戰役以國軍勝利結束，（表2、表3）在進行戰後守備

兵力部署後，隨即清掃戰場、加強工事。34部分共軍則已在前夜對國軍佯

攻時交替掩護撤退回桃花島，除第二一軍第六十一師師長外，重要幹部皆

在島上被擊斃，共三千餘名共軍陣亡（共軍說法傷亡約一千五百人35）。 

  

                                                      
33
 石覺，〈向登步島大捷殉國將士敬禮〉，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

史館史料處，頁 344；〈登步島戰役座談會紀錄〉，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

臺北：國史館史料處，頁 351。 
34
 〈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35
 趙煥明，〈金塘島、登步島、金門島登陸作戰的經驗教訓和啟示〉，《軍事歷史》2001 年第 6 期，頁 4。 



    
1949年登步島戰役研究-兼論青年軍作戰例證

 

 
裝甲兵季刊第 258期/民國 109 年 11月    11  

表2、登步島戰役結束國共雙方參戰軍力對比 

登步島戰役結束國共雙方參戰軍力對比 
國軍部分 

（參戰人數共約8千人） 

共軍部分 

（參與攻擊兵力約9千人） 

守備部隊：第八十七軍第二二一師 

1.六六一團守東半部 

2.六六二團（欠第二營）守西半部 

第一波登陸部隊：第二一軍第六十一師 

1.一八二團（右線） 

2.一八三團第一營（左線） 

增援打擊部隊： 

（依照到達時間排列，人數共約4千人） 

1.第六十七軍第七十五師二二四團 

2.第六十七軍第六七師二００團 

3.第六十七軍第六七師二０一團 

4.第六十七軍第六七師一九九團 

增援部隊： 

1.第二一軍第六十一師一八一團 

參考來源： 

1.〈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表3、登步島戰役國軍部隊人員傷亡統計表 

登步島戰役國軍部隊人員傷亡統計表 

部隊番號 
第八十七軍 

二二一師 

第六十七軍 

第七十五師 

二二四團 

第六十七軍 

第六七師 

二００團 

第六十七軍 

第六七師 

二０一團 

第六十七軍 

第六七師 

一九九團 

合計 

傷 
官 23 21 17 7 5 72 

兵 393 194 144 155 140 1,026 

亡 
官 25 14 5 7 5 56 

兵 866 146 496 360 73 1,941 

合計 1,307 375 662 529 222 3,095 

資料來源： 

1.〈陸軍第八十七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2.〈陸軍第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要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3.〈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戰役結束後，為預防共軍再次來襲，清掃戰場後調整登步島守備部

署如下（如圖9）： 

1.第二二一師六六二團除以第二營繼續駐守大螞蟻島外，守備登步島大

塗面迄余家岙之海岸線。（駐守島西南部） 

2.第六七師一九九團於流水岩構築核心陣地，並守備流水岩至蟶子港，

以及野豬塘山、王家岙、后門、沈家塘、天后宮一帶的海岸線。（駐守

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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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六七師二０一團以兩個連守備外石衖塘迄火燒灣山之海岸線，主力

於砲台山駐守、構築核心陣地。（駐守島東南部迄東北部） 

4.第六七師二００團以一個連守備大山以北之海岸線，主力於雞冠礁保

持機動， 亦於大山構築核心陣地。（駐守島西北部）36 

登步島在軍長劉廉一的規劃下，制高點皆有部隊駐守構築陣地，海岸線

亦皆有部隊駐防，配合海、空軍偵查桃花島一帶共軍並加以炸射，加緊

防守。 

圖9、登步島戰役後國軍兵力部署圖 

 

資料來源：摘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作者轉繪。 

 

回顧此戰役雖僅四天，惟戰役的貢獻不只奠基在第六十七軍第六七

師與第七十五師的增援，第八十七軍第二二一師亦有其重大貢獻，即使

鎮守第一線守備的第二二一師在戰役中有所缺失，未能殲敵於海上及灘

頭，但正有其在第一線的灘岸陣地與共軍廝殺，以及力守第二線高地防

線與最後的灘頭陣地，才有登步島戰役勝利基礎。 

整場戰役中，除第二二一師損傷慘重，五個營不到四千人的部隊，

負傷官兵約四百二十人，陣亡者則約八百九十人，為國軍部隊於登步島

戰役中傷亡最慘重者。 

戰役結束後劉玉章（1903-1981）將軍第五十二軍與戰車部隊抵達

舟山，增強防衛力量；原駐定海之第八十七軍第二二二師則與第二二一

師換防，第二二一師回定海，繼續駐守朱家尖島；第六十七軍第七十五

師與第六七師繼續擔任預備隊，37以迄至1950年5月，國軍撤離舟山群島

，大批國軍才得以順利撤退。 

                                                      
36
 〈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37
 〈陸軍第六十七軍登步島戰鬥經過概要〉，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登步島戰役案》，檔號：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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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青年軍歷程 

一、青年軍源由 

青年軍組建相較於其他正規部隊，是具獨特及特殊性，政府因時空因

素背景鼓吹知識青年及學生加入從軍運動，不僅針對軍事行動，另一方面

則以政治與軍事為主要目的，可從1944年10月蔣中正先生號召「一寸山

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為起點。38 

因1943年大陸戰事不斷淪陷，而需要知識青年參與作戰行動，實踐

「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知識青年響應從軍運動，可區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因應日本侵略戰爭招募而來的知識青年，第二階段則以抗戰

勝利後，為綏靖、堪亂戰事募集而來的知識青年，因青年軍擔負建國與抗

戰的重要任務。 

蔣中正先生於〈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與本黨革命前途成敗的關係〉訓詞
39內本文說明「我們此次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宗旨有兩點： 

第一點：是要使一般社會民眾改變其過去對於兵役的心理，從而踴躍應徵

充實我們作戰的實力。 

第二點：是要使社會民眾改變對本黨的領導，共同一致來完成革命的使命

。這兩層用意，後者尤重於前者。 

本章節僅針對青年軍召集與訓練及復原整訓實施概述。 

（一）召集與訓練 

號召凡是立志革命，決心報國願與國家同患難、共榮辱的青年，

必與之同生死、共甘苦，視之如子弟，愛之如手足；竭盡心力，盡我

職責，來領導你們完成革命抗戰的大業，以實現三民主義的真諦，以

告我全國知識青年。40 

直至1944年對日抗戰結束之際，日軍海上交通補給線遭盟軍截斷

，日軍4月時為扭轉戰局，冀望提早結束中國戰事，以及打通至南洋地

區的陸上交通補給線，發動豫湘桂會戰，41日軍攻勢猛烈進展順利，甚

至進逼貴州境內，此時的中國已進入動蕩不安的時刻，人民對政府失

去信任、悲觀及亡國感，亦讓「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感受到威脅，

甚至考慮遷都的規劃，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

）（1897-1989）曾建議國民政府應該做好遷都昆明的準備。42 

                                                      
38
 〈第一章 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書〉，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10。 
39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出席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講〈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與本黨革命前途成敗的關係〉

訓詞（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第五二０頁）。 
4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2。 

4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30-32。 

42
 曹忻，〈誰有青年，誰有將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爭取青年的努力與挫折〉，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兩岸

發展史研究》第六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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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過程蔣中正先生所言：「是我們革命軍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43」

，冀望國家存亡之際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為口號

，發表「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書」徵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藉由「

創造人生偉大的志業」、「洗刷國家積弱的恥辱」及「獲得抗戰最後的

勝利」，44以安定民心、穩定軍隊士氣及提升軍隊素質為基礎，「使民眾

改變過去對兵役制度之心理45」，期盼青年軍達成勝利，奠定建國基礎

，46也想利用此次從軍運動來領導知識青年，爭取青年支持，以化解學

生與國民政府的不滿情緒。47 

 

（二）復員及整訓 

直至1946年徵召的青年軍兩年服役期限屆滿，國民政府決定讓第

一期青年軍實施復員（除在東北戰場的第二０七師全體自願延長服役

，部隊復員於1946年年底才完成），並設立青年軍復員管理處，由陳誠
48（1898-1965）兼任處長，籌畫復員事宜（後改為國防部預備幹部管

理局，局長由蔣經國擔任），49青年軍復員管理處下轄處理復原業務，

如第一組負責綜合設計、第二組負責尌學、第三組尌業及第四組則負

責總務交通業務，50地方則設置青年軍復員委員會執行業務，國民政府

希望青年軍的復員工作必頇使復員青年退有所歸、歸有所安，不致失

學失業流離失所，才能使青年軍各展所長，共赴建軍建國大業。51（如

表4） 

  

                                                      
43
 《革命文獻》，第六十三輯，頁 287-293。 

4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5-8。 

45
 國史館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8》，臺北：國史館，頁 649。 

4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2。 

47
 曹忻，〈誰有青年，誰有將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爭取青年的努力與挫折〉，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兩岸發

展史研究》第六期，頁 99。 
48
 陳誠（1898-1965 年），字辭修，保定軍校第八期畢業，為蔣介石之心腹與嫡系將領，是蔣介石三大軍事集團

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之付表、土木系之領袖。對日抗戰期間，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仙，抗戰結束後，

陸續擔任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仙、東北行轅主任、臺灣省主席、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行政院院長、

中華民國副總統，1965 年因肝癌逝世。參考自李冠儒，《土木砥柱：國軍第 18軍戰史（1930-1956）》，臺北：

知兵堂，頁 7-8。 
49
 應俊豪，〈復員青年軍與戰後學潮的因應（1947-48）〉，《近付中國》第 157期，頁 83；劉士艾，〈青年軍是怎

樣復員的〉，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頁 70。 
50
 彭位仁，〈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之發起與青年復員的回顧-為青年軍復員四十週年紀念而作〉，青年軍史編輯小組

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3。 
51
 劉士艾，〈青年軍是怎樣復員的〉，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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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46年6月青年軍各師復員人數統計表 

1946年6月青年軍各師復員人數統計表 

部隊番號 人數 

第二０一師 約5,460人 

第二０二師 約6,140人 

第二０三師 約5,830人 

第二０四師 約8,050人 

第二０五師 約5,530人 

第二０六師 約7,430人 

第二０七師 未參與復員 

第二０八師 約10,055人 

第二０九師 約10,470人 

其他（如憲兵教導團等） 約3,735人 

合計 約62,700人 

參考來源： 

1.〈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46年6月政府開始進行青年軍的復員，也訂定6月3日為復員節，

絕大部分青年軍成員參與復員，接受取付第二期的一般教育之預備幹

部教育，預備幹部教育區分兩部分；一、為軍官教育，針對戰術課程

、戰地實際指揮及政治課程及二、為軍士教育，以教育過程養成班長

指揮動作，以期後續徵召「建國骨幹」時，能優先擔任軍隊的基層幹

部，教育訓練結束後接受結業考詴，測驗及格者取得預備軍官資格，

不及格者則取得預備軍士資格並核予證書。52 

二、第一次組建 

首先召訓青年軍以第五軍第二００師為首，約十萬人的中國遠征軍
53（兩次組建，分別由羅卓英54、陳誠擔任司仙），準備支援入緬作戰，

                                                      
52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18。 
53
 太帄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於 1942 年進攻緬甸，蔣介石派遣中國遠征軍第 5 軍、第 6軍、第 66軍入緬協助盟

軍作戰。第 66 軍新 38 師（師長孫立人）於仁安羌之役以寡敵眾，可惜撤退路線為日軍所斷，部分軍隊如第

5 軍翻越緬甸北部野人山（位於中、印、緬交界）撤回雲南，損失慘重；部分軍隊如新 38 師、新 22 師則撤

至印度整訓，改稱中國駐印軍，由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年）將軍擔任總指揮，並配屬美式

裝備。駐印軍與遠征軍兩支部隊後再次反攻，合力於 1945 年 1 月 27 日在緬甸（位於緬甸東北部）會師，打

通中印公路、滇緬公路，得以讓美援武器進入中國地區，提升國軍戰力。參考自何布峰、謝安邦，《中國民國

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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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組建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時，有一部遠征軍因戰事失利撤退至印

度，尌地整編為中國駐印軍（編成新一軍、新六軍），以至於1943年政

府開始於四川地區號召約一萬六千名知識份子入伍，55徵集知識青年加

入中國駐印軍，期待這些知識分子的高知識水帄之下，能夠使用美援提

供裝備，為中國抗戰局勢注入新血。 

1945年8月對日抗戰結束，扣除分撥至中國遠征軍、駐印軍及其他

部隊的成員外，其餘青年軍尚未實際投入戰場，即結束階段性任務。56因

設置青年軍編練總監部取消，將青年軍改隸陸軍管轄，政府遂將青年軍

八個師（除第二０七師於先前為配合滇西反攻，已於1945年4月改隸新

六軍建制，後於11月準備前往東北接收）編為三個軍，分別為第六軍（

軍長劉安祺，57編成部隊計第二０二、第二０四、第二０五師）、第九軍

（軍長鍾彬，58編成部隊計第二０一、第二０三、第二０六三師）與第

三十一軍（軍長黃維，59編成部隊計第二０八、第二０九兩師）。 

三、第二次組建 

在對日抗戰末期，蔣介石委員長在第一期青年軍入伍後，即規劃於

1945年6月再徵召第二期青年軍入伍，人數預計達十五萬人，60唯隨之抗

戰結束，徵召之行動遂告中止，惟1946年7月第一期青年軍復員後，因

部隊人員的不足，加上配合政府精兵政策，青年軍九個師的部隊縮編為

六個整編師（如表5），蔣介石委員長即仙陳誠於1947年1底前迅速將各

部隊缺額人員補齊，實施軍事政治教育，以準備利用第二期青年軍投入

國共內戰。  

                                                                                                                                                                                
54
 羅卓英（1896-1963 年），保定軍校第八期畢業，與陳誠為軍校同學，長期擔任陳誠幕僚，曾任第 18 軍副軍

長、軍長。抗戰期間，曾任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青年軍編練總監部總監。抗戰結束後， 陸續擔任廣東省主

席、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總統府戰略顧問。參考自李冠儒，《土木砥柱：國軍第 18

軍戰史（1930-1956）》，臺北：知兵堂，頁 67-68。 
55
 郭紹儀編，《青年遠征軍志略》，臺北：帅獅文化事業公司，頁 40。 

56
 當青年軍組建時，日軍已自貴州獨山撤退，國軍於 1944年 12 月 8日收復獨山，全面展開反攻，政府遂決定

不以青年軍參與對日抗戰，只分撥部分青年軍成員至中國遠征軍協助作戰，故其他青年軍未投入對日抗戰。

參考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68。 
57
 劉安祺（1903-1995年），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曾任青年軍第 205師師長、第 6軍軍長、第 71軍軍長，國

共內戰期間駐守山東地區，1949 年主導青島大撤退，到臺後曾任金門防衛部司仙、陸軍總司仙、總統府戰

略顧問。參考自《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付史研究所，頁 1-3。
 

58
 鍾彬（1900-1950年），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任青年軍第 203師師長、第 9軍軍長，曾率部入缅甸作戰，

獲得青天白日勳章，於 1949年為共軍俘虜。參考自王永均，《黃埔軍校三百名將傳》，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頁 899。 
59
 黃維（1904-1989 年），曾任第 11 師師長、第 18 軍軍長，1944 年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發起後，擔任青年軍編

練總監部副監、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東南分部主任以及第 31 軍軍長。國共內戰期間，擔任第 12兵團司仙，1948

年 12 月於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中在雙堆集被共軍俘虜。參考自王永均，《黃埔軍校三百名將傳》，廣西：廣

西人民出版社，頁 701-703。 
90
 周倩倩，〈抗戰後期青年軍的組建及其結局〉，《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3年第 2期，2013年 3月，頁 107。 

60
 國史館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59》，臺北：國史館，頁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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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46年青年軍各單位整併狀況 

1946年青年軍各單位整併狀況 
縮編前部隊番號 

部隊縮編情況 
縮編後部隊番號 

 

第二０二師 

第二０九師 

由原青年軍第二０二師與第二０九師縮編

而成，分別縮編為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一旅與

第二旅，各轄兩團。 整編第二０二師 

 

第二０一師 

第二０三師 

由原青年軍第二０三師與第二０一師縮編

而成，分別縮編為整編第二０三師第一旅與

第二旅，各轄兩團。 整編第二０三師 

 

第二０四師 

第二０五師 

由原青年軍第二０五師與第二０四師縮編

而成，分別縮編為整編第二０五師第一旅與

第二旅，各轄兩團。 整編第二０五師 

 

第二０六師 
部隊進行縮編，下轄兩旅四團。 

整編第二０六師 

 

第二０七師 
部隊於東北擴大編制，下轄兩旅四團。 

整編第二０七師 

 

第二０八師 
部隊進行縮編，下轄兩旅四團。 

整編第二０八師 

參考來源： 

1.〈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在第二期青年軍的招收對象條件上，招收的青年分為兩大類，首先

針對共區青年，條件以具有小學畢業程度以上之男性為對象；其次為失

學失業青年則以具有中學畢業程度的青年為對象，經招收的青年在接受

筆詴測驗與體檢合格後編入部隊，開始實施美式軍事教育，要求青年軍

頇尊重領袖及服從領導，並將教育重點著重於對中共的政治與宣傳工作

，而非戰鬥訓練。61 

持續到1948年，為了招收更多青年，政府於陸軍訓練司仙部之下設

立青年軍統一招訓委員會，共分為七個招收區，預計於當年大規模招收

失學失業青年約五萬人，62（如表6），致使青年軍的招收及戰事所需，

讓青年軍之編制開始擴編，從整編師擴編為師或軍（如表7、表8）。 

  

                                                      
6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425-431。 

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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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第二期青年軍招收知識青年人數統計表 

第二期青年軍招收知識青年人數統計表 

部隊番號 
1946至1947年 

招收人數 

1948年 

招收人數 

整編第二０三師 

第2旅（原第二０一師） 
約5,600人 約10,25人 

整編第二０二師 

第1旅（原第二０二師） 
約13,000人 

約3,090人 

（含整編第二０二師第2旅） 

整編第二０三師 

第1旅（原第二０三師） 
約4,600人 約10,760人 

整編第二０五師 

第2旅（原第二０四師） 
約6,300人 

約13,450人 

整編第二０五師第1旅 

（原第二０五師） 
約6,000人 

整編第二０六師 

（原第二０六師） 
約21,000人 約5,080人 

整編第二０七師 

（原第二０七師） 
約20,000人 約13,630人 

整編第二０八師 

（原第二０八師） 
約7,300人 約3,020人 

整編第二０二師 

第2旅（原第二０九師） 
約2,900人  

合計 約86,700人 約50,055人 

參考來源： 

1.〈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3.郭紹儀編，《青年遠征軍志略》，臺北：帅獅文化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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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第二期青年軍各整編師擴編情況 

第二期青年軍各整編師擴編情況 

原整編師番號 部隊擴編情況 

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一旅 

1.1947年6月增編一團（共三團）。 

2.1948年8月由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一旅擴編為第二０二

師，下轄三團，隸屬第三七軍，駐江浙一帶。 

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二旅 

1.1947年6月增編一團（共三團）。 

2.1948年9月由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二旅擴編為第二０九

師，下轄三團，隸屬第三七軍。 

整編第二０三師第一旅 

1.1947年6月增編一團（共三團），駐漢中一帶。 

2.1948年6月增編第二旅（原第二旅已脫離建制，改稱陸

軍獨立第一旅），9月由整編第二０三師擴編為第五七

軍，下轄兩個師。 

整編第二０三師第二旅 

1.1947年6月增編一團（共三團）。 

2.1948年8月由陸軍獨立第一旅擴編為第二０一師，隸屬

第八０軍。 

整編第二０五師第一旅 

1.1946年11月增編一團（共三團）。 

2.1947年12月到臺整訓。 

3.1948年5月由整編第二０五師第一旅擴編為第二０五

師，隸屬第三一軍，後駐守北京。 

整編第二０五師第2旅 

1.1946年11月增編一團（共三團）。 

2.1947年12月到臺整訓。 

3.1948年5月由整編第二０五師第二旅擴編為第二０四

師，隸屬第三一軍，先後駐守於青島、南京與上海。 

整編第二０六師 

1.1947年6月由二旅四團擴編為二旅六團，投入洛陽戰役

。 

2.1948年3月部隊因覆滅而重建，由暫編1團、暫編二團

與暫編三團新建為第二０六師，10月到臺整訓。 

整編第二０七師 

1.1947年1月由二旅四團擴編為二旅六團，7月擴編為三

旅九團。 

2.1948年11月投入遼瀋戰役覆滅，1948年12月重建第二

０七師，下轄三團。 

3.1949年2月到臺整訓，後以一個團駐於馬祖。 

整編第二０八師 

1.1947年10月由二旅四團擴編為二旅六團，再擴編為三

旅九團。 

2.1948年9月由整編第二０八師擴編為第八十七軍，下轄

三個師。 

參考來源： 

1.〈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裝  甲  兵  季  刊 
ARMOR QUARTERLY 

 

 
20   裝甲兵季刊第 258 期/民國 109 年 11月 

表8、1948年5月青年軍各師人數統計表 

1948年5月青年軍各師人數統計表 

部隊番號 部隊人數 

整編第二０三師第二旅（原第二０一師） 8,101人 

整編第二０二師（原第二０二師、第二０九師） 21,703人 

整編第二０三師第一旅（原第二０三師） 13,435人 

第31軍（原第二０四師、第二０五師） 2,3391人 

第二０六師（重新組建） 9,397人 

整編第二０七師（原第二０七師） 30,072人 

整編第二０八師（原第二０八師） 24,655人 

參考來源：應俊豪，〈從《國軍檔案》看第二期青年軍的軍事價值（1946-48）〉，胡春惠、吳景帄主編，《現付化

與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變遷：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二期青年軍組建初期，主要負責駐守大城市、重要交通線及地方

綏靖工作，如駐守東北瀋陽的整編第二０七師，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亦

有眾多臺灣籍青年加入；63其他則有駐守華北洛陽地區的整編第二０六師

；64先後駐守北京的整編第二０八師、第二０五師（原整編第二０五師第

1旅）；65華中淞滬地區的第二０二師（原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一旅）、及第

二０九師（原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二旅）；66及陝西、四川地區的第二０三

師（原整編第二０五師第一旅）等。67 

第二期青年軍與已復員的第一期青年軍實施合作，共同在大學與校

園內打擊戰後興起、部分在中共背後策畫的反飢餓、反內戰學潮，如1947

年駐守北京的整編第二０八師即與示威遊行學生發生衝突，是為「五一

八血案（西單血案）」；68駐守在淞滬地區的第二０二師（原整編第二０二

師第一旅）與第二０九師（原整編第二０二師第二旅）也針對上海興起

的學潮及工潮予以鎮壓取締。69 

                                                      
63
 〈楊境秋先生訪問紀錄〉，《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官兵訪問紀錄》，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頁 187。楊境秋先生與若干臺籍青年於 1944年經朝鮮、東北地區，至華北地區加入國軍，後於瀋陽加

入青年軍第 207 師 619 團迫擊砲連，因戰場上之優越表現，贏得「八路軍怕臺灣砲」的美譽。另見〈編後記〉，

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688。 
64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六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180。 
65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170、220。 

66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129、251。 

67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三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147。 
68
 應俊豪，〈復員青年軍與戰後學潮的因應（1947-48）〉，《近付中國》第 157期，頁 91。1947年，以反飢餓、

反內戰為訴求的戰後學潮風行一時，5月 18 日，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組織宣傳隊進行反內戰

宣傳活動，並書寫諷刺政府標語，青年軍整編 208 師官兵遂與遊行學生發生鬥毆流血事件。 
69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九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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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而來的國共內戰，青年軍也實際與共軍作戰，如在1947年於

洛陽戰役覆滅的第二０六師，70及1948年投入東北戰場遼瀋戰役的第二

０七師，711949年在北京參加帄津戰役的第二０五師，72在上海保衛戰的

第二０二師、第二０四師與第二０九師，73在四川與西康邊界參與川康戰

役的第二０三師。74 

絕大部分的青年軍部隊投入國共內戰以其犧牲，證實青年軍為國家

的貢獻，少部分青年軍部隊在覆滅後得以重新組建的機會，如洛陽戰役

與東北瀋陽覆滅，以及在1947年重建的第二０六師與第二０七師。75 

駐守登步島上之第八十七軍第二二一師「長江部隊76」，原為青年軍

第二０八師，部隊於抗戰時，1945年4月在江西以駐印軍編制成立，下轄

三團（後新增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東南分部其下之一團，共轄四團），共約

一萬三千餘人，以浙江、江西籍的知識青年為組成主要來源。77抗戰結束

，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撤銷，第二０八師與第二０九師改編為陸軍第三一

軍，兩師前往福建實施特種教育，接受日語及臺語的語言訓練、學習國

際法律與憲警常識，原訂前往臺灣接收，駐守於福州，擔任總預備隊待

命，後未成行，第二０八師改移駐浙江。78 

1946年6月青年軍復員，部隊約有一萬餘人復員，志願留營者則約千

餘人，79復員後，部隊將留營成員加強訓練，以充任基層幹部。後部隊由

上海移駐北京、天津、青島一帶，於當年9月將部隊縮編為陸軍整編第二

                                                      
70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六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183。 
71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七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05-207。 
72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五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170-171。 
73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133-134、159-160、

254-256。 
74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三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149。 
75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183、207。 

76
 白萬祥，〈登步戰役-並論戰地政戰的作為〉，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

總會，頁 41。 
77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12-213、218。 
78
 臺灣省警備總司仙部接收委員會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一），收錄於陳雲林主編，《館藏民國臺灣

檔案彙編》第五十六冊，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109；鄭梓 師，〈重返 1945：再探終戰之際首批國軍如何登

陸台澎〉，「臺灣與抗戰學術研討會」，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年 10 月 14-15 日，頁 17-31；〈彭

立法先生訪問紀錄〉，《戡亂時期知識青年從軍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132；〈青年軍各單

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 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217。

1945 年 8 月，政府原訂派遣青年軍第 208、第 209 師前往臺灣接收，唯缺乏裝備，美軍原考慮予以補充，

後擔任總預備隊，於福州地區集結待命。 
79
 劉士艾，〈青年軍是怎樣復員的〉，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70；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

總會，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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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八師，下轄二旅四團，並奉仙繼續招訓華北地區失學失業的知識青年

共約七千三百餘人，80是為第二期青年軍，整編第二０八師一方面繼續招

訓青年，一方面在隨到隨訓的狀態下，嚴格要求入伍青年之訓練。部隊

編制亦因人數增長持續擴編，從原下轄二旅四團，於1947年陸續擴編為

二旅六團、三旅九團，部隊總人數已達一萬三千餘人。 

1948年華北地區戰局惡化，9月時決定將整編第二０八師擴編為第八

十七軍，下轄第二二０、二二一及二二二師（原稱新編第三三、三四及

三五師，每師下轄三團），並參加帄津戰役。81 

帄津戰役失利後，第八十七軍於1949年1月15日撤至舟山，並將原

本三個師縮編為第二二一及二二二兩個師，82直至10月21日，第八十七

軍第二二一師駐守登步島構築防禦工事。 

 

陸、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1949年登步島戰役，中共挾其中國戰場勢如破竹的優勢，加上國府面

臨中國戰場失利狀況下，希望藉以舟山週邊島嶼，做為收復國土的根基，

以鞏固動盪不安的政軍情勢，因1949年對蔣介石政權可說是身陷漂泊不定

之中，為了搶救劣勢，積極抵抗中共勢力蹶起，另一方面遠赴菲律賓、南

朝鮮等國，尋求亞洲各國聯手組織反中共聯盟，同時並以反共抗俄、反攻

復國等信念，抱持寧可放棄中國大陸，而要誓死確保臺灣領土。 

因失去了臺灣等於是放棄反攻大陸的生機，繼金門戰役的勝利後，接

續登步島戰役的勝利，無非是給疲弱不堪的國府，燃起希望的號角，並思

索如何憑藉臺灣海峽的優勢得以收復中國大陸領土。 

 

一、強化抗敵意志，堅定國家信念 

登步島戰役過程中，檢視第一線守備部隊人員素質與有形戰力中發現，

當時因中國戰場失利狀況下國軍部隊番號雖多，但大部分均為殘缺不勘

及裝備短缺的部隊，其中尤以登步島上的駐軍為第八十七軍二二一師（

原為青年軍二０八師）所屬官兵不乏是臨時於中國戰場落敗部隊徵集整

編及未撥補軍裝即轉進至舟山群島，雖然青年軍第二０八師編制較完整

，但尌登陸作戰經驗與訓練上較不足，然尌敵我雙方戰力對比而言，國

軍可說是有較難取勝的機會與條件。 

 

                                                      
80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20-221。 
81
 〈青年軍各單位簡介：青年軍第二○八師簡介〉，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

會，頁 225。 
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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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作戰的成敗關鍵並非是僅靠有形的數量對比，而可以其

成尌作戰結果，國軍雖然戰前態勢處於不利狀態，但第一線守備部隊仍

積極防禦，拒止敵軍登陸成功，官兵並誓死與陣地共存亡，仍全心全力

備戰，不寄望於天運而心圖僥倖，作戰過程中亦能服從指揮官，不為同

袍戰死之復仇情緒掩蓋理智，而做暴虎憑河之無謂犧牲，因此方能在意

志上超越敵人、鬥志上凌駕敵人、戰技上取勝敵人並發揮精神與物質力

的加乘效應，取得以劣勝優的勝利，面對現今臺海緊張局勢，惟有凝聚

全體國民抗敵意念，才可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 

 

二、妥適量地用兵，海空協力發揮 

國府對舟山群島周邊島嶼已經建設已久，諸島嶼中以登步島地理位

置是南北狹長、東西橫寬僅十八帄方公里，島上最高處砲台山約海拔兩

百一十公尺，83檢視島上周邊海岸線，除少部分地點無法實施登陸之岩

岸地形外，其餘灘岸皆為適合登陸的，所以在地形上國軍駐守於登步島

上是屬於易守難攻之地形。 

島上駐軍為第八十七軍二二一師（原為青年軍二０八師），在共軍優

勢戰力威脅下，初期因駐軍有限，所以在有限兵力之下，在登步島防禦

部署下需量地用兵考量，若無則會出現戰力間隙，遭敵突入後則會兵敗

如山倒，僅能運用島上地形要點，結合防禦及阻絕工事，以拒止共軍渡

海作戰，以確保登步島安全，另一關鍵因素為共軍欲實施渡海作戰前因

天候及海象不佳延後攻擊行動，攻擊行動展開後，其次因渡海輸具船隻

不足（徵集形式大小不一的漁船）及參戰官兵心生畏懼，然國軍運用島

上駐軍擔任守備部隊，同時間以海、空軍協力支援下，拒敵於灘岸，以

待打擊部隊應援，形成優勢之灘岸作戰中拒打配合。國人更頇深刻理解

及明白防衛作戰中面對中共軍力日益強大，頇瞭解「自救者，人恆救之

」的道理，在兩國軍力失衡下如何實施不對稱作戰，是我們必頇謹慎面

對因應，如何建構量小、質精、戰力強的國軍部隊。 

 

三、建構堅強國防，貫徹戰訓工作 

回顧第八十七軍（原青年軍208師）經歷多次的組建與編成，由於因

戰事失利導致各單位編成後所使用的裝備及訓練方式都是有所差異，所

以駐守登步島前必頇將各部隊人員與裝備先期完成統一編組，因從中國

戰場轉進至舟山群島歷程中，第八十七軍（原青年軍208師）武器裝備可

                                                      
83
 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史料處，

頁 370-371；白萬祥，〈登步戰役-並論戰地政戰的作為〉，青年軍史編輯小組編，《報國奉獻的回憶》，臺北：

青年軍聯誼會總會，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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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日式裝備（對日抗戰中國軍擄獲軍品）、蘇聯製裝備（當時由蘇聯

援助國軍實施對日抗戰使用）及美式裝備（美援盟軍裝備）等3類。 

因武器形式差異及裝備老舊，導致官兵無法立即熟悉裝備性能及操

作模式，基於此原因便無法將裝備有效的發揮及妥善的用兵，在經歷多

場戰事的洗禮，各單位其訓練模式均有差異性，尤如中國北方與南方人

的生活模式及飲食習慣均有所區隔，所以在部隊重建及編組過程中均要

由指揮官經由統一戰術思想、訓練模式、裝備一致性等相關因素，才能

將部隊訓練的有戰力，常言道孫子兵法之軍形篇所言：「勝兵先勝，而後

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意涵即說明善於作戰的官兵，必先培養

作戰勝利外在條件，其外在條件尌是依據打、裝、編、訓的概念，方可

朔造戰必勝的態勢，也印證野戰戰略中說明作戰過程中需先創機造勢，

而讓敵人不容易戰勝的外在及內在條件。 

也驗證全體國民如要長治久安和帄的生活，必頇不受敵國外患的威

脅，惟有建構武器裝備及提升國防自主能力，是首要之條件，然而內在

方面的話，尌是落實勤訓精練、提升本質學能及強化戰備演訓工作，故

近年藉由各項戰演訓工作，來驗證國軍部隊，藉由實戰、仿真化來塑造

國軍部隊，期使現付化裝備、紮實的訓練及高標準的體能戰技，使中華

民國國軍具備堅強戰力，化做克敵致勝的條件。 

所以自2019年迄今美國對臺軍售已批准M1A2T艾布蘭主力戰車108

輛、FIM-92刺針便攜式防空飛彈250枚及F-16 V型戰鬥機66架等裝備更

新軍售案，惟美國總統川普仍明確表達面對未來臺海的情勢「將不再動

用美國軍隊到遠方的土地上，為別人建立民主國家，或詴以用自己的形

象來重建其他國家」之戰略方針時，中華民國面對外交的困境，應該要

提升國防工業自主的能力，建構的能量是為了後續建軍備戰需求，惟有

自力更生研製裝備，以因應中共長期敵情威脅，建立自我保護能量，以

確保領土完整與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和帄穩定。 

所以戮力建軍備戰是非常重要的，才可捍衛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

責任，國人同胞均秉持「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之原則，建構

堅強國防，貫徹戰訓工作，拒止敵人心生犯臺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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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回顧中國的歷史，二戰過後各國經濟頹靡不振，當時中國還來不及

慶祝對日抗戰的結束，即悄悄點起國共雙方的戰火，此時的國府急需美

國外援，惟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及避免與蘇聯交惡之外交政策下，使得

國府被迫轉進至臺灣，加上當時的國府人員下遭中共利誘買通下，門戶

大開致使共軍長驅直入，導致後續在沿海島嶼發生許許多多的戰事，其

中尤以金門戰役之登步島戰役為本文章研究之例子，位處浙江沿海之舟

山群島阨控杭州灣其戰略價值是極度重要的，可作為反攻大陸的前進基

地。 

然而在舟山群島周邊島嶼的駐軍，是特具時付意義的，以登步島為

例當時島上的駐軍，即是1944年國府因大陸戰事不斷淪陷下，蔣中正先

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效國家，召集知識青年從軍過程可區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對日抗戰及第二階段抗戰勝利後，為綏靖、堪亂戰事募集而

來，這兩階段的青年軍可說是肩負起捍衛國家的重責大任，然而初期徵

集過程中，遭遇許多的挫折及現實環境中的衝擊，也因各地相關徵集規

定未明確律定，造成各地徵集過程中肇生怨懟，國府立即修訂兵役制度

規定及福利措施，雖然徵集過程中因戰事失利將青年軍部隊不斷的組建

及整編，也替士氣低靡國府的中國戰場注入新血，開啟新時付的意涵，

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占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及地位，因此優秀知識青年決

定這個國家的發展與未來。 

登步島戰役中參戰的青年軍部隊，尌是擔任第一線守備部隊第八十

七軍二二一師（原為青年軍二０八師）所屬官兵所編成，檢視人員中不

乏是因中國戰場失利部隊，重新徵集與整編及未撥補軍裝人員即轉進至

舟山群島，國軍雖戰前態勢處不利態勢，面對優勢戰力的共軍部隊，第

一線守備部隊仍積極抵抗防禦，拒止敵軍登陸成功，官兵並誓死與陣地

共存亡，仍全心全力備戰，待應援部隊前來支援守備部隊，以扭轉戰局

擊退優勢共軍攻擊。綜觀回顧登步島戰役中，其因為當時的國府遭受中

共強勢的攻擊下被迫轉進至大陸西南部及東南沿海諸島嶼，而舟山群島

的地理要點位居重中置重，國共雙方在登步島戰役中，勝負關鍵均會影

響國府政權穩定性，若共軍順利奪取登步島，意涵國府所佔領沿海島嶼

即將一一淪陷，致使國府無法牽制中共奪取沿海島嶼，意謂收復國土的

夢想破滅，也讓臺海之間形勢更加嚴峻與緊張。 

此場戰役的勝利可說是得來不易，因當時駐守島上的國軍部隊，均

因大陸戰場失敗或覆滅重建的，造成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及裝備嚴重短缺

的原因下，實難抵抗共軍積極攻勢，所辛共軍對沿海地形及島嶼作戰極

為陌生，另一原因誤判渡海作戰與渡江作戰相同及船隻缺乏、無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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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及島嶼登陸作戰經驗不足等因素，致使共軍登陸初期無法有效發揮

戰力及國軍島上駐軍部隊已進駐一段時間，已完成相關防禦及阻絕設施

建設，以拒止共軍登陸作戰加上抗敵意志強盛。 

此場戰役參戰的青年軍雖未直接影響成敗，但以青年軍為主體的島

上駐軍憑藉堅強抗敵意志，誓死與陣地共存亡的情操，是現今國人同胞

需要審慎思考與省思，雖現階段臺海局勢看似帄淡經濟貿易往來不斷，

但中共當局仍不斷的以文攻武嚇及阻繞參加世界各國相關組織機構，所

以面對外交、經濟及軍事上的多重威脅，中華民國軍事戰略依「防衛固

守、重層嚇阻」下，發展「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防衛作戰

構想，必頇強化國人同胞抗敵意志，使人民堅定國家主權的信念、面對

不對稱軍事武力差距，嚴密妥善規劃量地用兵思維及建構堅強國防武力

，落實貫徹仗在那裡打，部隊尌在那裡訓練之根本，以「量適、質精、

高效能精準打擊」為根本，打造國軍部隊尤如孫子兵法所言「軍以戰為

主，戰以勝為先」之意涵，傳承登步島戰役中殘烈犧牲奉獻的青年軍部

隊，因為他們誓死保衛國家的決心和意志，也奠定臺海70年的和帄與安

全，國人同胞也要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帄與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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