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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R前　　言

陸軍北高守備大隊，初為暫編第1軍，繼改為獨立第71師，後續整編為第93師、第

193師、北高指揮部，陸軍步兵第193旅，民國95年精進案第二階段後，改編為陸軍北高

地區指揮部，民國103年4月因應精進案，改編為「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北高守備大隊」

，隸屬馬祖防衛指揮部，負責北高地區防務。

北高守備大隊統稱「擎天部隊」，在師級時期，曾有班超、軍魂、雄獅、擎天等各

部隊駐防，精實案後則以擎天部隊代表北高守備旅。隊名「擎天」，乃期許部隊如「一

柱擎天」般，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捍衛北高地區。

遞嬗演進與轉型過程

組織遞嬗區分4個時期如下：

一、初創時期

民國38年6月，福建省海上保安第一縱隊之一部擔任北竿及高登之守衛，9月步兵第

207師621團一部進駐北竿，隔年3月由第339師1015團之一部接替防務。直至民國40年7

月15日，反共救國軍突擊中隊李承山(如圖1、2)率石卓鳳等6員兵力摸黑登陸亮島，並豎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將該島納入馬祖防線版圖。1

民國41年11月，18師進駐亮島後因補給不易，因而選擇撤防，隨後由11師、68師、

19師陸續接防北高守備隊。民國42年，陸軍第13師39團，團長汪起敬上校(如圖3)親自帶

作者／吳文川一等士官長

傳 承擎天部隊
 一夫當關精神，見證歷史榮光

一柱擎天—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擎天部隊

1 林金炎，《馬祖駐軍－北高守備部隊》(馬祖資訊網，民國103年3月26日)，https://www.matsu.idv.tw/print.

php?f=183&-122194&p=1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七卷第579期/2021年10月　107

擎 天 部 隊

領幹部反覘島嶼攻防利弊，固守前線陣地部署兵力守備，強化工事作為。2

民國44年4月4日，北高守備隊以步兵第84師第251團駐守北竿塘、高登、大坵等島

；另171團42迫砲連進駐北竿，9月1日，第57師169團第3營進駐北竿，配屬該區守備隊

，接替第205團之防務。84師時期，步兵團李光達、徐培清分別以上校、中校團長兼北

高守備隊長。

民國45年10月1日，由陸軍第17師暫時編成第一42迫砲連來馬增防，配屬北高守備

隊。17師時期，羅春魁(如圖4)、黃懋滔先後以51團上校團長兼守備隊長。3

民國47年823砲戰後2日，經總統蔣中正指示：高登營中駐北竿的一個連(即51團第2

營第6連)調回高登歸建，南竿152團42砲連增援高登。

民國50年6月，27師時期，黃懋滔、李英才、章乃安、徐光和陳君祺先後任守備隊

長。68師時期，單炳麟任上校守備隊長，第19師駐防期間，葉昌育、馬禎祥先後任北高

守備隊上校指揮官。高登由第10師第29團第1營(欠第3連駐亮島)接替守備。

二、馬祖防衛司令部時期

馬祖防衛司令部成立後，由吳泰安擔任北高守備隊上校指揮官，爾後部隊接替防務

如表1所示。 

三、精實案組職調整

民國88年4月1日，實施精實案，裁撤師級部隊，組建聯兵旅，調整為「陸軍步兵第

193旅」，續任北竿、高登、亮島之防務。

2 同註1。

3 同註1。

圖1　時任突擊兵訓練中心主任李承山(右3)

圖2　 民國74年陸軍總司令劉安淇上將視導

突擊兵訓練中心並慰問中心主任李承

山(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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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高守備隊指揮部時期組織遞嬗4

民國54年 馬祖防衛司令部成立，吳泰安擔任北高守備隊上校指揮官，同年3月17日，步兵第
68師203團派加強步兵連實施「北極演習」進駐亮島。

民國56年4月14日
陸軍第10師（師長苟雲森）調駐防區接替北高守備區守備。高登由第10師第29團
第1營接替守備，其第3連駐亮島，5月6日苟師長調第二中心指揮官，由王興詩接
任。

民國57年11月29日
第10師奉調返臺，防務由第51師接替，民國57～65年間第10師奉調返臺，防務由
第51師接替，隔年執行「躍馬演習」由北竿午沙港出發返臺，陸續由第46師駐守
、第9師、第84師、第269師駐防。

民國67年8月 第193師接替。

民國69年5月1日 由原78師改番號為193師調防北竿，代號為「擎天部隊」，自此長駐北竿、高登地
區擔任防務，時高登駐軍有500多人。

民國69年8月 第269師再度駐防。

民國72年10月 實施陸精4號案，貫徹精兵政策，北高師於11月12日以原番號改組成「北高地區指
揮部」，直屬陸總部，編配馬祖防衛司令部，負責北高地區防務。

四、精進案組職調整

民國93年7月1日，精進案調整為陸軍193旅，繼續擔任馬祖北竿及高登、亮島地方

守備任務，部隊隊名為「擎天部隊」，後因應國軍組職遞嬗，於民國95年4月1日更銜為

「陸軍北高地區指揮部」，隸屬馬祖防衛指揮部。

五、精粹案組職調整

民國103年4月1日，更銜為北高守備大隊，至此完成組織調整迄今。

4 同註1。

圖3　13師39團汪起敬上校(左1)
圖4　 時任51團上校團

長羅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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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簡史

回顧從暫編第1軍時期至北高守備大隊間，共經歷9個階段，各階段均有屬於該時期

的重要簡史(如表2)。
表2　部隊各時期簡史5

暫編第1軍時期
民國38年5月 江蘇崇明島 與江蘇保安團編成陸軍暫編第1軍。

民國38年6月 舟山 奉命轉進舟山，實施整編。

71師時期
民國38年8月 舟山 按東南區軍師編制改編為獨立第71師。

民國39年5月 屏東恆春 舟山撒守後轉進來臺，改編為軍屬師，隸54軍。

93師時期

民國41年8月 屏東潮洲
陸軍實施新編制，師改編為第93師，民國48年移駐臺
南新化基訓，並實施前瞻師整編結束後移駐仁武。

民國53年3月 嘉義中庄
師調嘉義中庄前瞻複訓後，於民國55年實施前瞻師整
編。

民國58年12月 苗栗大坪頂
實施嘉禾案整編後，於民國59年3月師輪調馬祖，擔
任北高守備。

193師時期

民國65年1月 金門
師奉命改番號為第87師，5月實施建陽演習，內調楊
梅，改番號為第193師。

民國67年8月 馬祖 實施蓬萊演習，外調馬祖任北高地區守備任務。

民國71年8月 馬祖
實施遼寧演習，奉調馬祖，擔任北高防務，民國72年
、80年陸續實施陸精4號及7號案，師改為隸馬祖防衛
司令部

北高守備區指揮部時期 民國82年1月 馬祖 成立北高守備區指揮部，直屬陸總部，編配馬防部。

193旅時期 民國88年3月 馬祖 實施精實案，改番號為陸軍步兵第193旅。

北高地區指揮部時期 民國95年4月 馬祖 實施精進案，改番號陸軍北高地區指揮部。

北高守備大隊時期 民國103年4月 馬祖
實施精粹案，改番號為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北高守備
大隊。

光榮戰史及典範事蹟

一、「反共救國軍」海上特種突擊中隊長李承山

民國40年國軍駐防東引，由於浪島位於東引及北竿之間，是海上運輸中繼點，亦為

來往水道重要樞紐，為避免遭共軍占領，截斷馬祖與東引間聯繫，當時反共救國軍總指

揮胡璉將軍指派海上特種突擊中隊長李承山上尉，率領6名隊員夜暗搭艇登上昔稱浪島

的「亮島」豎立國旗宣示主權，串起東引及馬祖海上防線。6 民國55年，總統蔣經國登

5 北高隊史館文獻。

6 徐振威，《中華民國國防部-全球資訊網，新聞稿》(民國103年3月26日)，https://www.mnd.gov.tw/Publish.

aspx?p=71377&title=國防消息&SelectStyle=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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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視察，並更名為「亮島」，期許「亮照大陸，島立天中」。

二、「國軍克難英雄」高登之光汪喜田

「水鬼」一詞，活躍在兩岸對峙期間的金馬前線，常有兩棲部隊趁夜黑風高潛伏登

島偵察、破壞甚至摸哨，是海岸一線據點的夢魘。民國43年11月20日高登上兵汪喜田在

執勤時，發現4名共軍水鬼上岸

，雙方展開槍戰，汪喜田戰士

雖身中三槍，但仍奮不顧身抱

著一名水鬼不放，後續據點弟兄

趕來協助，其餘3名水鬼趁亂上

船逃命，此次事件也是金馬部

隊首次生擒水鬼，捕獲水鬼的汪

喜田戰士，榮膺第5屆國軍克難

英雄。8

民國47年11月，指揮官登島

視察防務，並將汪喜田活捉水鬼

的高地命名為「汪喜田高地」。

7 侯信田，《馬祖日報－柳營笙歌》(民國100年7月18日)，https://www.matsu-news.gov.tw/news_info.

php?CMD=open&UID=129092。

8 林金炎，《馬祖兵事》(連江縣：連江縣政府，民國99年4月)，頁198～200。

圖5　 民國100年慶祝亮島登島60周年慶，李承山隊長(
右5)受馬防部指揮官任季男中將(右2)邀請再登亮

島。7

 隊徽意涵　　　　

「擎天部隊」自民國93年成立「陸軍193旅」時，即以盾

牌、步槍、指揮刀、嘉禾、梅花及藍、白、紅三色等元素所組

成圖式為隊徽，爾後沿用迄今，其意涵如下所示：

(一) 盾形：具有堅強鞏固、精實戰力之意。陸軍軍徽：係象徵

該旅傳承陸軍忠誠精實軍風。

(二) 藍、白、紅三色：除代表效忠中華民國之外，另意寓具有

犧牲、團結與負責之精神。

(三) 步槍：代表陸軍主要武器，指揮刀代表指揮官之權責，兩者合而為陸軍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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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高登駐軍為紀念汪員英勇事蹟，於事件發生

地點豎立雕像(如圖6)，並在石壁刻上「汪喜田在此，群

鬼迴避！」民國96年7月，高登退役老兵登島勞軍，即

發起募捐活動並安排雕像重塑事宜，當汪喜田戰士的雕

像重新矗立於高登島上的那一刻，「高登鐵漢」的愛國

情操，也將永遠長存每一位高登人心中永矢不忘。

三、 「軍事緊張的北竿情勢」823砲戰前後的馬祖

民國47年發生的823砲戰，是國共隔海對峙期間，

規模最大的衝突。砲戰前，中共調兵遣將，佯攻馬祖，

國軍積極部署防務。砲戰爆發後，雖已知中共主要目標

不在馬祖，馬祖地區偶有小規模零星衝突，但國軍仍不

敢掉以輕心，極力加強工事防務。

823砲戰前，中共不斷擴張馬祖對岸的兵力集結及部署，集結步兵5個師、重砲兵1

個師等，馬祖地區主要島嶼，除東犬部分地區外，全都在重砲有效射程內，國軍在7月

17日進入戰時戒備狀態。馬祖、金門、臺灣先後進行軍事演習，戰火頗有一觸即發態

勢。

8月18日，總統蔣中正在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陪同下，冒險啟程巡視馬祖，19

日抵達高登、北竿、南竿、白犬等島，步行視察砲兵陣地與各項工事，並召集官兵代表

訓話，指示「要與陣地共存亡」。

823砲戰前馬祖列島風聲鶴唳，雖然有驚無險。但戰後中共的威脅變本加厲，馬祖

對面匪砲從149門增至194門，至民國48年底止，總計向馬祖列島射擊超過1,788發，均屬

騷擾性零星射擊。然而接續實施「單打雙不打」，儘管未曾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但每

當零星的砲聲響起，列島仍陷入一片驚慌、恐懼。少數不幸被砲擊中的鄉親，輕者終生

殘廢、重者失去寶貴生命，房舍財產損失更難以估計。此一夢魘，直到民國68年元旦，

中共與美國建交，兩岸全面停火才告終止。9

四、 「空中交通」馬祖第一座機場

北竿機場初期稱為「大道機場」，興建於民國50年間(戰地政務時期)，民國54～67

年間初期做為軍用小型起降場，為馬祖首座機場，提供兩架只能搭載3人的軍方偵察機

圖6　汪喜田戰士雕像

9 邱新福，《北竿鄉志》(連江縣北竿鄉公所，民國94年12月)，頁26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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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降，以做為前線軍事偵察使

用。民國78年8月23日「823金

馬愛鄉大遊行」，要求開放觀光

，開闢臺馬航線，民國79年3月

第一次勘察，航空專家20餘人抵

達北竿，考察大道機場設施及

跑道，第二次民國80年4月17日

，交通部民航局空運組長林寶章

率員再度勘察機場評估完畢，

11月15日獲國防部同意大道機

場撥借民航局整建使用，於民國

81年10月開始動工，民國83年完工，並於1月17日正式啟用，地區民眾數百人參加盛典

，場面熱鬧。10

圖8　北竿機場前身(北竿軍用機場)

五、「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展現同島一命精神

馬祖列島散布在福建閩江口外，由北至南分別是東引、亮島、北竿、高登、南竿、

西莒與東莒等諸島，其中高登守備隊駐守的高登島更距離中國黃岐半島僅約9公里，地

區內多為花崗岩且地形陡峭複雜，少有可供敵軍搶灘登入的紅色沙灘，易守難攻。但在

臺灣本島援軍抵達前，馬祖都必須有「長期固守」、「獨立作戰」的規劃及準備。面臨

解放軍東部戰區下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及上海市等，陸、海、空各軍威脅

圖7　先總統蔣中正民國47年8月19日抵達北竿視察部隊

10 同註9，頁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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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柏州，《馬祖在臺海防衛作戰的軍事意涵》(民國108年12月24日)，https://indsr.org.tw/Download/國防情

勢月報-150.pdf。

12 Facebook「馬祖有個周小馬 追淚人」個人部落格。

圖9　民國108年8月2日實施萬平操演12

，特別是中共在民國102年11月23日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解放軍空軍及海軍

活動頻繁，更增添我防衛的複雜度及困難度，馬祖扼臺灣海峽及東海交界處，北竿地區

串起東引、南竿、莒光等島鏈的中心，更顯示北竿之於馬祖防衛對臺海穩定具戰略意義

，若失守勢必影響我民心。11

北高守備大隊於民國109年9月25日配合防衛部實施「外(離)島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

」，結合防衛作戰構想及敵作戰進程，規劃實彈射擊課目，區分「聯合情、監、偵」、

「對空防護作戰」、「制壓作戰」、「舟波射擊」、「灘岸火殲」等5個階段，使用8吋

榴砲等8類火砲及各式機槍實施演練與實彈射擊。每年藉由萬平操演與聯合反登陸作戰

操演，展現我駐軍勤訓精練的成果，落實「仗怎麼打，部隊就怎麼練、仗在那裡打，部

隊就在那裡訓」的要求，堅守「同島一命、死裡求生」信念，守護臺海安全。

心得啟示與感想

北竿，座落於福建沿海閩江口外，與南竿(馬祖島)分別稱作上下竿塘或南北竿塘，

合稱竿塘，過去也有官塘，吳潼等名稱，民國16年間，描寫地理位置「南竿塘山，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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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民國109年9月25日實施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13

竿塘，北竿塘山，即下竿塘，二山在定海外東南海中，遙遙並峙」。

北竿地區之所以有今日安穩，也是各個時代前輩的努力與奉獻犧牲，座落於大沃山

12據點的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呈現的「戰爭與和平」主題嚴肅與真實，以及島上

斑駁的牆垣，所銘刻著的精神標語中，總統蔣中正親題「枕戈待旦」四個字，更述說當

年官兵守疆衛土，隨時備戰的辛勞。這些歷史的痕跡，都以另一種形式提醒著我們，現

今的和平是無數先前先烈血汗所換取的，絕不可輕易忘記。

從193師到193旅，再到北高地區指揮部，北竿地區駐軍配合國軍精粹案推動，再度

調整部隊編制，將指揮部調編為守備大隊，北高師及指揮部的名稱走入歷史，戰地生活

的情景也隨時間逐漸消失。但處處可見的軍事遺址，均是由過去的軍民共同建立起來的

歷史，亦可見證當年同島一命的奮戰精神，國軍部隊將繼續秉持「一柱擎天，捨我其誰

」的精神，戮力戰訓本務，堅守崗位捍衛北疆。

13 同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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