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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步島之戰，發生於民國 38 年 11 月 3 日，為我國繼金門古寧頭大捷後，

再次重創共軍士氣，而此戰之勝利，不僅提升國軍與民心士氣，更確保舟

山群島安全，進以穩固臺灣基地安定，也創寫國共內戰戰史新頁。

二、 登步島大捷之結局，國軍最終雖獲得勝利，但在追尋勝利歷程中，仍有些

許缺失；反之，共軍也是如此。因此，本文藉由雙方作戰過程之評析，進

而歸納出國共雙方之優、劣處。

三、 「登步島大捷」島嶼作戰的經驗，讓國軍在臺澎防衛作戰上有所體認，促

使尋求符合現行用兵與建軍之作戰思維，進以奠定未來在反登陸作戰基

礎。

四、 最後，從戰史中國軍能夠深切體認「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道理，唯有

具體務實行動，不斷強化戰場經營，戮力戰備演訓，才能取得戰略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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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與決心的統合

－ 登步島作戰之啟示

前　　言

「登步島」是舟山群島之一部，而

登步島戰役與金門古寧頭大捷，兩場作戰

僅隔短短一週，亦為國共雙方在金門失利

之後的第二次登島作戰。民國38年11月3

日，共軍第22軍第61師，運用惡劣天候，

開始對登步島駐軍(第221師)強行登陸，

並且展開激戰。而此次國軍在裝備不足、

眾寡懸殊之下，浴血苦戰達三晝夜之久，

最終國軍贏得勝利，也再度創下繼古寧頭

戰役之後，反登陸成功創舉。當時先總統 

蔣公鑑於輝煌戰果，在戰役告捷後，特命

參與登步島戰役之增援部隊—第67師為

「登步部隊」以為榮耀。

雖然本次作戰規模不大，但登步島

大捷的勝利，確實穩定舟山局面，進以提

振國軍、民心士氣及國際觀感影響頗大。

就軍事而言，使國軍10萬精銳軍隊得以順

利撤退來臺，保存戰力鞏固臺澎基地，除

此更讓共軍不敢進犯臺、澎、金、馬之妄

想，使臺灣生存空間有所保障；就國際觀

感而言，經由此戰揚名海外，各國對我國

軍事實力刮目相看，亦提升國際地位。

勢。

關鍵詞：登步島、舟山群島、舟山防衛司令部、島嶼作戰

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海島攻防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48年)，頁1～5。

依前述得知，國軍能在登步島大捷

中擊敗共軍，主在於戰力與決心的統合，

其「戰力」則為三軍聯合戰力整合以及部

署、指揮至當，而「決心」則是抗敵意志

與捍衛國家的忠誠和勇氣，值得我全體軍

民永誌心中。除此之外，也透過戰史實施

反思，面對當前中共在臺海及區域的挑釁

意味甚於以往，應如何去檢視與強化國軍

自我防衛能力，提升整體國防實力，不讓

敵人輕越雷池一步。

背　　景

國軍在淞滬保衛戰失利，駐滬之一

部轉進舟山，進行舟山群島之駐防與部

署。之後，相繼成立「舟山指揮所」及

「舟山防衛司令部」(以下簡稱舟防部)，

統一指揮作戰。此時共軍接連攻陷舟山外

圍島嶼，積極圖謀進占舟山群島，另認為

一旦奪下登步島，將可截斷國軍之補給

線，亦可阻斷國軍撤退。

一、共軍狀況

民國38年春，徐蚌會戰之後，共軍

籌劃藉和談之掩護，進以大舉向南進犯。

因此，相繼陷我東南各省。此時華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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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則聚守於舟山群島，與共軍陳毅所部對

峙。共軍第3野戰軍第7兵團於4月南竄，

進犯浙江地區沿海各島。1 同年7月，毛澤

東則指示第3野戰軍：「為保障沿海之安

全，粉碎敵機、敵艦對我大陸之進擾，便

利今後設法攻占臺灣，首求攻占定海，肅

清定海群島之敵。」上述說明攻奪舟山之

決心。2

二、國軍狀況

民國37年底，徐蚌會戰失利後，國

軍整體情勢開始惡化，次年(38年)春共軍

趁勢渡江，南京進而失守。國民政府則南

遷廣州，再次集結兵力保衛上海，圖能與

共軍展開決戰。不料國軍部隊先後變節投

共，作戰再度失利，逼迫政府不得再由

廣州播遷至臺灣。因此，5月紛紛渡海轉

進舟山群島，作為控制長江口和封鎖杭

州灣，以及反攻大陸的軍事基地。3 同年9

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相繼成立「舟

山指揮所」及「舟山防衛司令部」，統一

舟山地區作戰。

三、戰前情勢

直至10月5日起，共軍第21軍之61師

已趁勢逐次攻占舟山群島之外圍島嶼(金

塘島、六橫島、蝦峙島)，在9日桃花島遭

受攻陷，至同月底穿山半島周圍已集結21

軍全部(桃花島北部海岸為第183團，南部

為第182團；蝦峙島為第181團；六橫島為

第21師師部)、第35軍之一部兵力已圍困

舟山，企圖進犯登步島(戰前雙方態勢如

圖1)。4 

作戰環境介紹

「登步島」位處於舟山群島東南

方，就當時戰術位置而言，是舟山本島在

南面的重要屏障。島上有大山、流水岩、

野豬塘山、張網灣山等；而砲台山聳立中

央，與四周高地互成犄角，形成軍事上之

要點，且海岸線曲折，形成眾多的岙口港

灣。

一、舟山島與登步島之地理關係

舟山群島位於東海之濱，扼制長江

口及京、滬、杭等大城交通，不僅可作為

國軍反攻之跳板，更作為臺灣防衛之屏

障，極具戰略價值。民國38年舟山群島上

設有機場及港口，為地區陸、海、空軍主

要作戰基地，西南向為金塘島及大榭島，

而島南的登步島與向西延伸之桃花、六橫

2 劉炳峰，〈毛澤東在登步島之戰失利前後〉《黨史縱橫》(瀋陽)，第11期，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

2017年，頁22。
3 〈陸軍第五軍第八十七師三十八年四月迄抵金門經過報告書〉(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4 〈陸軍第67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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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諸島，是為共軍進犯之最佳海上接近路

徑。

其中登步島位置與舟山島東南方之

商業中心沈家門隔海相望，扼守舟山對外

交通主要航道，大小船隻出入，均須經過

登步島及沈家門之間，隱然為舟山門戶，

自為共軍攻舟山所必爭之地，因此有所謂

「登步之得失，即舟山之得失也」說法。

二、登步島地誌

(一)地理位置

登步島位處於舟山群島東南方，

在朱家尖與桃花島之間，5 面積僅約14平

5　於下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參考國防部史政處，《登步島戰役》(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46年2月)，插圖2。

圖1　登步島戰前雙方態勢圖

登步島戰前雙方態勢圖
(民國3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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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6 北距舟山島沈家門3.8海里(6.8

公里)，南與桃花島0.54海里(1.4公里)，東

與普陀山(朱家尖)隔海相望，是舟山本島

在南面的重要屏障。7 且鄰近小島環列且

船運近在咫尺，另桃花島上之共軍砲兵火

力可有效制壓登步島(如圖2)。

(二)山脈狀況

登步島島上南面為流水岩、野豬

塘山；西北端為大山以及北面由西北向東

南延伸的砲台山等，上述高山均是島上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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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陸軍第87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7 〈陸軍第67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圖2　登步島地理位置關係圖

登步島地誌－地理位置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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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立的制高點，山高勢險，為島之鎖鑰

，是軍事上的必爭之地。8 而砲台山與四

周高地互為呼應。9

(三)交通設施

1.陸路：登步島上無公路，島內交通

道路均為碎石小徑，除由沙頭―李家岙―

亞山―大岙等處鄉村道路外，其餘多屬山

路小徑，軍隊運動極為困難。10

2.水路：交通以帆船為主，大型船艦

均須靠漁船轉駁，主要停泊地有雞冠礁、

聖子港、賀家岙、余家岙、后門、天后宮

等處，主要依靠小漁船駁運。11

(四)海岸狀況

登步島四周海岸，除野豬塘山以

南一段，及天后宮以東至前沙頭沿岸為岩

岸外，無法登陸。其餘沿岸皆為沙灘，都

適於登陸；12 且東、西及南三面在最低潮

時，可徒涉而過(如圖3)。

上述綜合研析，登步島在軍事價

值上可控制長江口的咽喉，扼控舟山本島

航運要衝及其南側屏障，且守住登步則可

掌握舟山內海的自由權與對外的交通聯絡

權；尤其是庇護沈家門的碼頭與軍用機場

的自由進出和安全起落，不受外在干擾。

若一旦失守，將無法確保舟山本島及臺海

安全，其軍事地位極為重要。13

雙方作戰構想與指導

一、共軍部分

(一)共軍作戰指導―「先攻外圍，後

攻主島」

民國38年5月30日，第3野戰軍(

首長粟裕)命第7兵團(司令員王建安)儘速

完成解放舟山群島之整備。7月24日，該

兵團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先攻占外圍島

嶼，後攻占舟山主島」之作戰方案，14 決

心派遣第22軍(軍長孫繼先)另指揮第21軍

之第61師(師長胡煒)共計4個師，陸續進

抵舟山對面之鎮海至穿山半島與象山港兩

側沿海地區，進行渡海整備。15

8 〈蕭宏毅將軍口述〉《口述戰史彙，第二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9年)，頁7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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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登步島殲滅戰〉《三軍聯合月刊》(臺北)，第21卷第8期，三軍聯合月刊社，民國72年10月，頁58。
11 〈陸軍第87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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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蕭宏毅將軍口述〉《口述戰史彙，第二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9年)，頁79。
14 南京軍區第3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

，頁400。
15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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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鑑於缺乏海、空軍支援以及航

渡船隻不足因素，則由4個軍13師之兵力

，採取舟山群島逐島攻勢；16 自8月11日

起，相繼攻克大榭島；10月初又接續向六

橫島、蝦峙島、桃花島發起攻擊，進而奪

取前進基地與起渡點，逐步完成對舟山本

島戰役包圍之勢(如圖4)。17

後續第22軍乃依作戰方案，命第

15 劉向上，〈建國初期我軍搶攻登步島〉《黨史博采》(河北)，第6期，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2008年6月
，頁23。

16 陳廣相，〈英雄浴血登步島—解放軍某部登步島登陸作戰失利始末〉(北京)《歷史足音》，第1期，北京

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1997年，頁16。
17 王翼薊，〈登步島大捷灘頭決戰親歷記〉《中外雜誌》(臺北)，第28卷第3期，中外雜誌編委會，1980年

9月，頁45、46。

資料來源：依國防部史政處，《登步島戰役》( 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 46 年 2 月 )，插圖 1 繪製。

圖3　登步島地理形勢

登步島地誌－地理形勢

登步島東西走向，長6.5公里，西部最寬處35公里，東部最窄處0.7公里，就像仰臥的海蝨貝骨。島中央之砲

台山為地形要點，西南方有大山、流水岩、野豬塘山，山高勢險，為島之鎖鑰。對外水路交通以帆船為主

大型船艦均須靠漁船轉駁，主要停泊地有雞冠礁、聖子港、賀家岙、余家岙、后門、天后宮等處。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八卷第582期/2022年4月　33

戰史 究研

戰力與決心的統合

－ 登步島作戰之啟示

61師續向登步島進攻，開創有利態勢，並

指示攻擊時間不應遲於11月初；同時10月

25～27日期間，第3野戰軍第28軍發起金

門古寧頭戰役，此次作戰全軍覆沒。次日

(28日)第3野戰軍首長粟裕特別電示第7兵

團：「奪取登步島必須集中足夠兵力，要

有保障第一梯隊同時起渡、第二梯隊連續

航渡的足夠船隻，要確實掌握敵情、水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4　共軍部署及行動判斷圖

共軍部署及行動判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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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氣候的變化，要嚴格檢查參戰部

隊的作戰部署和各項準備工作，以防止

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在指揮上的粗枝大葉

。」18 翌日毛澤東轉批「關於攻擊金門失

利的教訓」，要求全軍須以金門古寧頭作

戰為戒，切勿輕敵急躁，依照原計畫殲敵

。11月1日，第3野戰軍向中央軍委報告定

海(舟山戰役)作戰方案，以「力戒輕敵驕

傲，弱敵當強敵打，充分的戰前準備，要

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舉成功。」為確

定方針。

(二)共軍登島兵力部署

第7兵團已對定海完成包圍之勢

，則命第21軍61師對登步島發起進攻。19 

第61師下轄第181團、182團、183團及山

砲1個營，兵力概為9,000餘人。11月2日

，該師已對各梯次完成編組、任務賦予以

及戰前整備等事項，而登島作戰具體部署

如下：「採取首先占領碼頭，斷敵退路，

阻敵增援，爾後逐步殲滅島上殘敵的戰法

(如表1)。」20

(三)共軍戰鬥序列

共軍陸續登島部隊：第21軍第61

師第182、183團(第一、二梯隊)、181團(

增援部隊)，桃花島支援火力為一個軍屬

山砲營及一個師屬砲兵連(如圖5)。

二、國軍部分

(一)戰略布局「海上以攻為守、陸上

寓攻於守」

民國38年8月1日，東南長官公署

18 何立波，〈登步島之戰：世界渡海登陸作戰史上成功撤退的鮮見戰例〉《黨史縱覽》(安徽)，第2期，

2015年，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頁50、51。
19 南京軍區第3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

，頁405。
20 胡煒、李清泉，《東海晨曦—21軍在浙江》(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頁185、186。

表1　共軍登島兵力部署

項次 登陸編組 單位 登島任務

一

登陸部隊

第21 軍第61師182 團
(右線)

第一突擊波登陸後，主力迅速沿砲台山、張網灣山
等之線發起攻擊，爾後持續攻占雞冠礁，斷敵退路
，阻敵增援。

第21 軍第61師183 團第1營
(左線)

迅速奪取流水岩、大山，協同第182 團攻占雞冠
礁，並控制渡口附近要點，阻敵增援並圍殲島內殘
敵。

二 第183 團3 營及2 營 4 個連為預備隊，位於貓山渡口，以備隨時增援投
入戰鬥。

三 增援部隊 第21 軍第61師181 團 於蝦峙島、桃花島和控制其他已占島嶼，防敵乘虛
反登陸。

資料來源：1.《步兵第 61 師戰史：渡海作戰，解放舟山群島》，頁 50。
　　　　　2. 胡煒、李清泉，《東海晨曦—21 軍在浙江》(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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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於舟山主島設立指揮所，由郭

懺擔任指揮所主任統一指揮陸、海、空

軍，21 另由石覺擔任副主任，並兼任舟防

部司令對舟山群島共計15個師之9萬名兵

力實施部署。

當時國軍除在舟山群島上之地面

部隊外，岱山島設置空軍基地與轟炸機基

地，群島周邊亦部署海軍艦艇。22 此際為

確保舟山群島作戰順遂，把海軍主力第1

、2艦隊調至舟山本島和東面的長塗島，

搶占制海權。並確立作戰指導：「海上以

攻為守，陸上寓攻於守」，且策定「陸、

21 東南長官公署成立後，舉行第二次整編，改編為福州綏署、舟山指揮部及防務部、臺灣防衛部、澎湖防

衛部、廈門警備部、第6、第12、第22兵團部，而各部隊則又從21個軍編併成為第16個軍。國史館，《陳

誠副總統文物，石叟叢書傳記―臺政一年》，典藏號：008-010105-00005-013-001x，008-010105-00005-
013-003x。

22 陳廣相，〈英雄浴血登步島—解放軍某部登步島登陸作戰失利始末〉《歷史足音》(北京)，第1期，北京

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1997年，頁16。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海島攻防戰史》(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48 年 )，
頁 7。

圖5　共軍指揮系統表

登步島作戰－共軍指揮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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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軍保衛舟山群島聯合作戰計畫」(

如表2)，訂定了確保舟山、封鎖東海岸港

口、破壞大陸交通及生產、待機反攻的決

心，並且為統一指揮也制定了海、陸、空

協同作戰方針。23

另外，10月各諸島相繼失守，

舟防部急令第87軍以第221師主力增援登

步島、大螞蟻島防務。第221師代師長吳

淵明奉命後，除命第633團逕開赴朱家尖

外，親率第661、662團及師直屬部隊，於

10月30日進抵登步島，並於雞冠礁南麓設

置師指揮所，積極從事防禦整備，加強防

衛。

吳代師長於受命之初，雖臨時配

屬山砲1連，廣布於大螞蟻、登步島、朱

家尖諸島等地，但仍深感全師兵員不足，

且兵、火力無法相互支援，為期達成防守

使命，曾考慮兩個防衛方案：(1)第一案

：於海岸第一線直接配置防禦重點；(2)

第二案：控制島上要點間接配置核心陣地

。經上述兩案分析比較，咸以桃花島與我

相距甚近，共軍易於偷渡；且登步、大螞

蟻、朱家尖三島，幅員狹小，國軍機動預

備隊之迴旋打擊殊感困難。最後取兩案優

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民國78年11月)，頁73、74。

表2　陸、海、空軍保衛舟山群島聯合作戰計畫—作戰方針與指導要領

項次 建議事項 內容概要

一 作戰方針

確保舟、嵊海空軍根據地，封鎖浙江東海岸各港口，破壞交通及生產，策應敵後
游擊，伺機向大陸反攻。同時以舟山群島現有兵團，守備定海(舟山主島)及外圍各
島嶼，重點保持於本島西部及西南外圍各島，發揮陸海空三軍聯合戰力，擊滅渡
犯之敵；並阻斷共軍各島間交通，俟增援部隊全部到達後，再規復金塘，以達成
長期固守、爭取待機之目的。

二 指導要領

一、 舟山防衛部司令官石覺負有本群島防衛之全責，厲行整訓，發動民眾，完成
環島阻絕，內陸要點各堅固據點群工事之構築與加強，以及交通、通信、碼
頭之整修與維護。

二、 海軍以輕型艦艇，經常巡邏舟、嵊群島周圍及附近大陸沿海，摧毀共船及沿
海交通；以主力分置朱家尖亙登步島東南，及外洋螺亙冊子山西北灣溝，並
與當地守軍及防衛司令部切取聯繫。

三、 空軍經常派機巡邏舟、嵊群島及周圍大陸海岸、內陸河流、公路，摧毀敵船
，妨害共軍陸上交通。

四、 由舟防部抽調一部兵力，編成突擊隊，統一使用，擔任海上巡邏，以及在共
軍進攻時，襲擊共軍。

五、 共軍如來犯，各守備部隊應竭力固守，待防衛部強大戰略預備隊，協同海、
空軍，聯合殲滅共軍於海上，並相機反攻登陸。

六、 實行總體戰，動員群島之一切人力、物力，購集作戰資材，軍民一心，積極
達成長期固守舟山。

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 ( 下 )》(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民國 78 年 11 月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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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折衷採取第三案：以主力固守第一線

，另一部採取間接配置，構築據點陣地(

如表3)。24

(二)國軍守備部隊部署

登步島國軍守備編組為第661團

任登步島東部守備部隊，第662團(欠第2

營)任登步島西部守備部隊，第663團守備

朱家尖；第662團第2營守備大螞蟻島(如

表4)。

(三)國軍戰鬥序列

1.地面部隊：登步島國軍守備部隊為

第87軍(軍長朱致一)第221師(師長吳淵明)

第661、662團，增援部隊為第67軍第75師

第224團及第67軍第67師第199、200、201

團，地面投入兵力合計6個團及1個砲兵

連。

2.海軍部隊：大和艦、永泰艦與海

澄、海鷹、義寧、繼光等4艘砲艇，分

布於登步東西兩面，擔任巡邏，協力防

守。

3.空軍部隊：不斷出動，偵炸共軍

部隊，迄11月3日作戰開始(指揮系統表如

2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6年7月)，頁

64～66。

表3　登步島國軍第221師作戰方案方針

項次 方針與要領 作戰內容 最後決心

一 第一案
師採直接配備，置重點於海岸第一線，務期擊滅共軍於水際，不
容共軍有靠岸機會。

未採納

二 第二案
師採間接配備，控制要點，構築強固之核心陣地，相機擊滅登陸
入侵之共軍。

三 第三案
以主力固守第一線海岸，以一部行間接配備，構築據點陣地，先
求殲敵於水際，次依據點之支撐，以機動預備隊予以擊滅之。

採納

參考資料：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6 年 7
月 )，頁 64 ～ 66。

表4　國軍登步島守備(增援)兵力部署

項次 守備編組 單位 守備任務

一

守備部隊
第87軍221師第661團 負責登步島東半部守備，團部設置砲台山。

第87軍221師第662團(欠第2營) 負責登步島西半部守備，團部設置流水岩。

第661團與第662團的戰鬥地境線為陸家岙、方家岙、西岙以東亙后門之線，線上屬第661
團。

二
增    援
打擊部隊

第67軍第75師224團(38年11月3日0400時抵達)
第67軍第67師200團(38年11月4日1400時抵達)
第67軍第67師201團
第67軍第67師199團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海島攻防戰史》(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48 年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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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作戰經過

登步島戰役整場作戰歷時約3日，共

計66個小時，作戰全程大致區分：「共軍

航渡進犯、國軍守軍戰鬥、國軍反擊戰

鬥、共軍撤離與國軍肅清戰場、海、空軍

協同作戰」等5個階段，其作戰經過敘述

如下：

一、共軍航渡進犯

民國38年11月3日16時30分，共軍應

用桃花島之韮菜山、大灶山、貓兒山等

地之火砲，25 向登步島南岸(賀家岙、余

家岙、王家岙、后門)與大螞蟻島發動砲

擊。共軍第一梯隊船團(兩個團分於第182

團2、3營與第183團第1營)在第61師師長

胡煒指揮下，先行於桃花島北岸各港口登

船(鵓鴣門、茅草岙、千步沙)，26 在優勢

25 〈登步戰役〉(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 
/0038/543.6/1210A。

26 傅曦，〈血戰登步島〉《海洋世界》(北京)，第4期，海洋出版社，1994年，頁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國防部史政處，《登步島戰役》( 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 46 年 2 月 )，頁 8。

圖6　國軍指揮系統表

登步群島作戰－國軍指揮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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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火掩護下渡海進犯。27

20時20分，趁夜暗時機航渡，分向

登步島南岸(天后宮、后門、余家岙、王

家岙、蟶子港及沈家塘等6處)多處登陸，

此時登步島守軍(第661團與第662團)即刻

進入防禦陣地守備。28 雙方激戰，至23時

共軍部隊已增至5,000餘人，29 當時因國軍

海岸守備未將主力設防於本島南面，因此

無法強力抗阻共軍優勢兵力，以致於渡海

船團順利登陸。

23時許，共軍由后門登陸後，與天

后宮、王家岙之國軍展開激戰(第661團第

1營及662團第1營)，30 當時多位主官身先

士卒(3位連長)，不幸壯烈成仁。 31 此時

共軍又陸續投入部隊，導致第一線海

岸防禦陣線遭受突破，後續更利用夜

色昏暗時機，續向島內縱深地帶突入戰

鬥。32

二、國軍守軍戰鬥

4日午夜零時30分，國軍第221師態

勢已顯不利，吳淵明師長則下令轉移至

砲台山、大山、流水岩等諸要點，阻止

共軍突擊。吳淵明師長一面設法抽掉兵

力，另一面先行占領雞冠礁附近核心陣

地(該處為登步島上唯一可用於卸載之碼

頭)俾能掌握戰局。33 同時將雞冠礁碼頭

交通船擊沉，藉以彰顯「破釜沉舟」與

登步島共存亡之決心，再命一部撤至

張網灣山，並親自指揮警衛連、山砲連

在張網灣山亙雞冠礁碼頭之線占領陣

地。

1時許，共軍已向流水岩陣地展開攻

勢，雙方兩軍反覆爭奪陣地，爭奪戰就

此開啟。經過1小時激戰後，國軍傷亡殆

盡，陣地依序淪陷。拂曉之時，激戰近9

小時之久，共軍已掌控流水岩一帶，此時

全島約3/4處均已失陷，國軍進而退守至

登步島北側之「雞冠礁」一隅，由此看來

27 〈陸軍第87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28 畢建忠，〈登步島戰鬥受挫的原因與啟示〉《軍事歷史》(北京)，第1期，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2000年，頁7。
29 〈登步戰役戰史資料補述—上校陸軍沈伯賢奉命追記〉(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30 〈陸軍第87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31 林君長，〈登步島之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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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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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登步戰役戰史資料補述—上校陸軍沈伯賢奉命追記〉(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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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危殆，僅能以待後續增援部隊抵達，

發起反擊(如圖7)。34

三、國軍反擊戰鬥

(一)砲台山之攻克

戰事之初(11月3日23時)，舟防部

司令官石覺獲悉登步戰況後，即電令第67

軍軍長劉廉一派遣第75師第224團前往增

援，35 次日(4日)3時，石覺司令官再次通

電復令，採納劉廉一軍長建議，另增派第

67軍第67師(缺第199團)加入增援序列，

此決心以第67軍第67師(師長何世統)及第

75師第224團(團長蕭宏毅)計3個團之兵力

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海島攻防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48年)，頁12。
35 〈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資料來源： 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 ( 下 )》( 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民國 78 年 11 月 )，插圖 22 繪製。

圖7　共軍來攻戰鬥經過要圖

登步島作戰共軍來攻戰鬥經過要圖
(民國38年11月3日～4日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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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登步島實施反擊。36 而在作戰初期

，第224團統由第67師何世統師長指揮，

抵達島後歸第87軍朱致一軍長指揮。其說

明如下：

1.第一次電令(0315)：第224團迅速

集結出發，於沈家門登船。

2.第二次復令(0430)：第67師由師長

何世統率第200團及師直屬部隊於舟山島

溪口岙出發。該團於0930時在雞冠礁以東

附近登陸，此次視為登步島作戰中，國軍

首次實施增援部隊。

4日6時，增援部隊一部 (第75師第

224團)於島上北岸雞冠礁陸續登陸。第

224團第1營歸221師662團指揮，為登步

島守軍之右翼隊，負責攻擊流水岩，第

224團(欠第1營)則協力第221師第661團負

責攻克砲台山。至8時30分，第244團已

全數上岸，開始與第661團以集中重火器

向張網灣山高地，實施制壓射擊，並以

一部採取迂迴，至共軍右側背發動攻勢，

並藉砲兵及海、空軍之掩護向砲台山左

右發動猛烈攻擊，遂於11時30分攻克砲台

山。

(二)第67師增援部隊作戰

奉命增援部隊第67師(欠第199團)

因運輸遲緩，37 遲至4日9時，第一梯開始

發航，至14時許始得登岸。15時30分，第

67師師長何世統親赴第87軍指揮所受領任

務。16時，第200團登陸尚未集結完畢即

向南挺進。18時30分，其主力自大山向流

水岩發起攻擊，並以一部(第1營)向大塗

面迂迴包圍將共軍予以殲滅。38 此時敵我

雙方均在昏暗中反覆衝殺，戰況極為慘烈

(如圖8)。

(三)砲台山附近戰鬥

4日21時許，第61師師長胡煒親

率師指揮所、第183團一部(第3營、第2

營1個連)、第182團一部(第1營)及直屬部

隊，39 由桃花島陸續增援千餘人兵力。共

軍登島第二梯隊登島後即在王家岙設立前

進指揮所，40 則儘速與第一梯隊會合。胡

煒根據戰勢，即刻下達決心：「以第183

團全力攻占大山，若進展順利續向雞冠

礁發起攻勢，並以第182團第2營向砲台

山進行猛攻，後續自砲台山兩側鑽隙包圍

國軍部隊，進而切斷後方海上連絡線；

36 「東南戡亂作戰經過概要(二)」，檔案管理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1949年8～10月，檔號：

0038/543.64/5090。
37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武裝叛國(一七七)》，典藏號：002-090300-00200-050。
38 陸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39 蔡朋岑，〈登步之戰 in 1949〉《艦載武器》(鄭州)，第4期，鄭州機電工程研究所，2006年，頁85。
40 宋峰，〈登步島戰鬥的最後階段〉《東海晨曦—21軍在浙江》(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頁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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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第182團第1營則向張網灣山發起攻勢

」，41 上述接獲命令後，立即發起攻勢。

此外，當夜第181團已由桃花島向登步增

援，並潛伏集結於砲台山以南地區。42

此時，國軍在敵連續攻勢下，陷

於腹背受敵狀態，戰鬥斯時營、連、排長

約十餘員於激戰途中負傷、身亡，幸賴忠

勇官兵上下一心，雖傷亡慘重，仍同仇敵

愾反覆衝殺戰場。43 24時，國軍已攻克流

水岩東北高地。

直至5日3時許，共軍第181團即

傾全力，集中自動火器在砲火掩護下，向

41 〈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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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陸軍前六十七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資料來源： 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 ( 下 )》( 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民國 78 年 11 月 )，插圖 23 繪製。

圖8　國軍反擊作戰經過概要圖

登步島國軍反擊作戰經過概要圖
(民國38年11月4日拂曉～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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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台山與張網灣山陣地作波浪方式攻擊，

後續進抵張網灣山西部至陸家岙一線，後

因國軍第224團第1營前來增援，才能對共

軍採取夾擊，實施反攻。44 迄7時許，已

肅清砲台山及其周邊之共軍。

(四)攻克流水岩與野豬塘山戰鬥

1.國軍：第87軍軍長朱致一奉命後，

5日9時下達「第十二號作戰命令」，45 統

一調整部署，準備發動攻擊。於11時，匯

集守軍及增援部隊兵力(除224團以及661

團各一部守備砲台山與張網灣山外)，由

第201團任作戰部隊主攻，沿大山向流水

岩攻擊，席捲野豬塘山。主力在大山東側

展開，重火器集中於李家岙行制壓射擊，

第2、3營向流水岩、蟶子港、大塗面等地

夾擊猛攻。

12時許，第67軍軍長劉廉一也從定

海趕至登步督戰。此時，全面占領流水岩

，第1營乘勢向野豬塘山實施超越攻擊，

國共兩軍激戰至烈，至16時許，國軍攻克

野豬塘山之一部。46

2.共軍：5日11時許，共軍部隊面臨

國軍海、空軍連續轟炸下，戰況局勢逐漸

不利，處境相當危急，進以退至野豬塘山

、大塗面、沈家塘等地防禦，第183團則

續與國軍展開激戰。至16時，接連後撤至

野豬塘山、大塗面、天后宮一線，後續

又向臨海高山陣地退守，此時傷亡已達

1,500餘人(如圖9)。

18時許，空軍偵察通報，「共軍於

桃花島北岸韭菜山處正集結兵力，疑似有

增援反攻跡象」。19時30分，復向國軍發

起攻擊，然攻擊頓挫、傷亡慘重且增援不

及，遂以第一線部隊阻其前進，並分派分

遣小組迂迴側擊及鑽隙南進，使其無法遁

逃。

四、共軍撤離與國軍肅清戰場

舟防部為迅速結束戰局，遂令國軍

第67師第199團(團長汪敬熙)增援登步

島。6日1時30分，該團於登步島雞冠礁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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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第十二命令如下：「一、登陸之共軍，仍踞守流水岩、方家，頑抗不退，似有待援再行北攻之企圖。二

、軍決以現有之部隊，於今(5)日上午11時向共軍發起全面反擊，務於下午15時前，完全殲滅登陸之共

軍。三、第67師(欠1個團)，為軍之右第一線，應即展開於大山亙李家以南之線，向流水岩、蟶子港攻

擊前進，攻占蟶子港後，並準備沿野豬塘山，向東席捲，協同第221師包圍共軍於沈家塘、天后宮海灘

而殲滅之。四、第221師(欠)，附第224團，為軍之左第一線，應即展開於砲台山之線，向大山、大岙攻

擊前進，進出沈家塘、天后宮之線，協同第67師，壓迫共軍於海灘而殲滅之。」參考〈陸軍前六十七

軍登步島戰役戰鬥詳報〉(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4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戡亂戰史―東南沿海地區作戰(第14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2年6月
)，頁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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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岸，47 任最後反攻助攻部隊，負責沿

大山、流水岩以及野豬塘山東側，壓迫共

軍於后門、天后宮沿海地區而殲滅之。至

此為止，登步島上國軍已獲取優勢，戰場

情勢已開始逆轉。

3時許，第201團攻占野豬塘山南端

及蟶子港等地，第221團及第661團亦攻抵

大岙及天后宮附近。4時30分，分抵登步

島南海岸，並於大塗面、后門、沈家塘地

區包圍殘敵。

這時第6 1師師長胡煒同師副參謀

長王超於共軍第6 1師師指揮所細察地

形後，分析戰前情勢，有感雙方懸殊甚

大，認為無法在短時間內組織增援部隊。

因此為保存戰力，遂決心撤離戰場，故

將以一部向流水岩發起佯攻，實則趁機

47 〈陸軍第87軍登步島戰役作戰概況報告書〉(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資料來源： 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 ( 下 )》( 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民國 78 年 11 月 )，插圖 24 繪製。

圖9　夜間爭奪戰經過概要圖

登步島夜間爭奪戰經過概要圖
(民國38年11月4日～5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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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殘兵千餘名傷員和俘虜撤回桃花島。48 

8時，國軍清掃戰場，戰事至此順利結束

(如圖10)。

五、海、空軍協同作戰

(一)海軍作戰

民國38年11月3日入夜後，共軍

由桃花島向登步島發起猛烈砲擊，海軍太

和艦(DE-23)與永泰艦(PCE-41)分於登步

島之東西兩翼，予以還擊，旋即共軍渡海

進犯。49 另海軍砲艇海澄、海鷹、義寧、

繼光等4艘砲艇，徹夜往返桃花、登步、

大螞蟻等海面區域巡邏，扼控海上交通，

嚇阻共軍後續部隊增援與補給，並協力守

軍對桃花、登步兩島灘頭砲擊。50

直至6日晨，海軍獲悉共軍已無

戰鬥能力，太和、永泰兩艦改向桃花島之

韭菜山、老鼠山、大灶山等地砲擊。作戰

全程，海軍運輸順遂，使國軍兵力與物資

48 蔡朋岑，〈登步之戰in1949〉《艦載武器》(鄭州)，第4期，鄭州機電工程研究所，2006年，頁86。
4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海島攻防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48年)，頁15。
50 〈登步戰役〉 (不詳 )《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資料來源： 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七冊戡亂後期 ( 下 )》( 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民國 78 年 11 月 )，插圖 25 繪製。

圖10　全面反擊作戰經過概要圖

登步島全面反擊作戰經過概要圖
(民國38年11月5日～6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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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不斷，以致於後續作戰發展有利(如

圖11)。

(二)空軍作戰

戰役前期，因雨、濃霧，視線不

佳，空軍未能即刻出勤。直至4日晨，天

氣轉佳，空軍才對登步島登陸之敵輪番轟

炸，51 並對後續共軍增援船隻及桃花島北

岸砲兵陣地執行空襲任務，52 6時10分，

空軍出動軍機59架次，輪番低空突襲共軍

地面部隊，掩護友軍反攻。5日4時許，在

51 〈登步島戰役戰鬥經過報告書〉(不詳)《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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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國防部史政處，《登步島戰役》(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46年2月)，插

圖9。

圖11　海軍協同作戰經過要圖

海軍協同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8年11月3～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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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台山、張網灣山等處以爆炸彈、汽油彈

進行轟炸，續以協助地面部隊作戰。

1200時許，空援發揮成效，賡續

對潰竄之共軍殘軍復予炸射，戰鬥期間，

可謂是陸、空協同極為良好。至6日晨，

空軍復飛登步島偵察。是役總計，空軍各

型飛機共計出動114架次(F-51機×50架次

，B-25機×19架次，FB-26機×20架次，

AT-6機×13架次，PT-19機×6架次，C-47

機×5架次)，毀傷共軍渡海木船105艘、

砲兵陣地4處、各型工事及陣地41處，戰

果相當豐碩(如圖12)。

綜合是役，共軍陣亡3,660人，俘

279人，擄獲敵武器步槍353枝，輕機槍27

挺，重機槍5挺，國軍傷亡亦達2,825人，

最終國軍在登步島保衛戰勝利結束。53

評　　析

國軍在「登步島大捷」最終雖獲取

勝利，但在作戰進程中，仍有不少缺失以

及優點；反之，共軍雖為敗者，也有諸多

所長，可供國軍學習之處。筆者就「登陸

與反登陸」立場，進以從雙方在戰場上之

戰訓演練整備、戰術戰法應用、指揮管制

等方面，實施作戰評析

一、共軍評析

(一)戰訓演練，積極情蒐

共軍第21軍第61師原為華東野戰

軍第2縱隊第4師改編，54 渡越長江後流竄

至寧波、奉化等地，並開始研習文化以及

廣徵糧食、漁船。後續攻占桃花島後(10

月18日竄抵桃花島)，也因深知船隻不足

，即以利用汽車、摩托車之發動機，改裝

成機帆船，並由海上陸續運來大批橡皮艇

於乍浦、海鹽間。另在象山港咸祥一帶，

苦練搖櫓、掌舵、駛帆等，55 逐次演練渡

海技術，且反覆進行操舟及浮游登陸訓練

(登船起渡、編隊航行、登陸突破與縱深

戰鬥等課題)，上述作戰整備，僅以半個

月時間即完成渡攻準備。若依陸軍軍隊指

揮—指揮綱領詳解(下冊)，對於島嶼攻擊

方式區分「奇襲攻擊、強襲攻擊以及兩者

併用」，此次登島任務所採策略，乃是以

「強襲攻擊」56 方式奪島。

53 王翼薊，〈登步島大捷灘頭決戰親歷記〉《中外雜誌》(臺北)，第28卷第3期，中外雜誌社，民國69年，

頁45、46。
54 〈登步島殲滅戰〉《三軍聯合月刊》(臺北)，第21卷第8期，三軍聯合月刊社，民國72年10月，頁58。
55 吳新華，〈回顧登步之戰〉《白年潮》(北京)，第3期，中國中共黨史學會，2004年，頁11。
56 強襲攻擊：為集中絕對優勢之陸海空軍力量及有效之後勤支援下，強行登陸以摧毀之抵抗，殲滅其守軍

而達奪取島嶼之目的，強襲攻擊為爭取時間及具有優勢戰力足以順利達成攻擊目的時實施之。參考三軍

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陸軍軍隊指揮—指揮綱領詳解(下冊)〉(三軍大學印製廠，民國63年10月2日)
，頁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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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共軍又派遣大量諜報

人員，偵知我軍在登步島之兵力部署、水

文、灘頭、潮汐等情資。又於民國38年10

月18日攻陷桃花島後，便積極製作與堆置

登步島簡易沙盤，集合班長以上幹部先期

完成登島預推，作足渡海整備(其中幹部

主以練組織指揮、戰士則是練技術動作)

。之外，共軍也對自己部屬強化各部隊組

織監視，控制士官兵思想言行，積極其精

神戰力。

(二)精於夜戰，趁勢擴張

「夜戰」是可利用夜暗之隱蔽，

及其造成恐懼心理以及獲致奇襲效果，晝

間不易實施之戰鬥或行動，常可於夜暗獲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繪製，參考國防部史政處，《登步島戰役》(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46年2月)，插

圖10。

圖12　空軍協同作戰經過要圖

空軍協同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8年11月4～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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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殊成功之機會。57 從此次登步島作戰

歷程中，共軍在作戰全程中並無空軍支

援，此戰已失去空優。根本無法於航渡

階段確保主動與行動自由，但為能確保

攻勢順展，不得不講求夜戰技能，期能

減少兵員損害，下列分述共軍幾點夜戰要

項。

1.夜間聯絡法：從國家檔案〈陸軍第

六十七師登步島戰役戰鬥要報〉附表四—

匪俘口供匯報中，說明夜間聯絡法中規範

要項：(1)每人戴以紅白兩色袖章(白晝用

紅色；黑夜用白色)；(2)攻擊開始用紅色

信號彈1發(向後方射擊)；(3)攻擊到達某

地用綠色信號彈2發等。58

2.夜間偵察：先期數度至登步島岸前

200～300公尺處偵察，包括「觀察潮汐、

海流、警戒配置、障礙」等設施，使初期

戰鬥時國軍陷入不利狀態。

除上述律定與偵蒐外，在實戰中

可從11月3日夜，共軍第一梯隊運用夜暗

分向天后宮、后門，蟶子港等地強行登陸

，突破第661、662團陣地，一舉攻取大山

、砲台山之核心陣地，此時造成守軍陷入

危急情勢。另於5日9時國軍第87軍朱致一

軍長率所屬部隊(第67師與221師)執行大

山及砲台山反擊任務時。至午夜1時，共

軍第181團約千餘人利用夜間滲透鑽隙向

砲台山兩側攻擊，動作熟練、聯絡信號確

實。自2時，砲台山之國軍第224團陷入腹

背夾擊，使團指揮所幾度遭敵突入，直至

5日拂曉，第224團派遣一部(第1營)前來

增援，才得以排除圍殲窘境。由此可見，

共軍之夜戰能力是有達到規劃及訓練效

果。

(三)過於輕敵，倉促上陣

民國38年10月25～27日，第3野

戰軍第28軍發起金門古寧頭作戰慘遭國軍

痛擊後，曾經深切檢討該次作戰，且毛澤

東轉批「關於攻擊金門失利的教訓」，要

求奪島之官兵須以金門古寧頭作戰為戒，

切勿輕敵急躁，並列出檢討要項，「判斷

錯誤與指導上急躁輕敵、勝利沖昏頭腦、

盲目樂觀」等多條缺失。然而，第21軍未

記取教訓，最後終造成作戰失利。

故在11月1日制定定海作戰方針

中，特別提及須「力戒輕敵驕傲，弱敵當

強敵打，充分的戰前準備，要求集中兵力

、火力求得一舉成功」。但是第7兵團仍

有輕敵觀念，以為每攻必克，雖在戰術與

戰鬥間對各項措施均能積極整備，不過在

戰略上仍草率行事，未能落實命令貫徹，

急於乘勝發起進攻，任憑第21軍61師孤軍

57 三軍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陸軍軍隊指揮—指揮綱領詳解(下冊)〉(三軍大學印製廠，民國63年10月2
日)，頁311。

58 〈陸軍第六十七師登步島戰役戰鬥要報〉(民國38年11月)《登步島戰役案》，國家檔案，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8/543.6/12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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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以致鑄成大錯，終在國軍的頑強抵

禦下慘遭失敗。

(四)船隻不敷，引致敗因

海島登陸作戰之成敗與登陸整備

息息相關，斯時共軍第3野戰軍第7兵團決

以由第61師擔任攻取登步島之任務，但因

參戰官兵均為首次渡海作戰，缺少實戰經

驗，而且渡海作戰必須獲取大批「船舶」

與「水手」，而上述兩者正是渡海輸具與

人員的重要考量。

惟此戰中最為欠缺則是「船舶」

，因華東軍區海軍剛建立不久，船隻原本

就略顯不足，加以不少船隻已在執行桃花

島戰鬥中，就遭受國軍戰機日夜轟炸掃射

，已有一部船隻受損(約40餘艘)；外加進

犯金塘島又調走約30艘船舶。雖然以上缺

船處境，第61師均如實上報，但以當時環

境也僅能加強備戰。59 最後竭盡所能多方

征集調度，後續共徵集大小帆船約500餘

艘，但仍不敷應用，導致船團須劃分第一

、二梯次，以致兵力無法集中，且造成後

續增援困難。

此外，11月3日於桃花島北岸搭

載共軍第182、183團之登陸部隊進犯登步

時。國軍空軍第1、4大隊，在空軍副總司

令王叔銘將軍指揮下，臨空支援地面作戰

，將大部敵船擊沉海上，致使後續部隊船

隻欠缺；而海軍則由海澄、海鷹、義寧、

繼光等砲艇，往返登、桃間海峽、朱家

尖、大螞蟻水道，以艦砲火力進行阻嚇

，使共軍糧食、彈藥無法直線運輸通行，

使原本海上距離1.4公里之運輸航程，被

迫選擇繞行方式航渡，使補給甚為困難

。綜述此次海空增援，使共軍無法投入戰

力，最終在國軍增援反擊下，造成作戰失

敗。

二、國軍評析

(一)部署確當，指導明確

反登陸作戰之本質為守勢作戰，

若從此戰役評析，國軍確實在部署上有積

極作為，根據民國38年10月30日舟防部派

遣第87軍第221師主力至登步島加強防禦

，除於陣地內積極實施戰場經營外，也在

陣地前沿與縱深加修工事，增設水際照明

彈、爆破筒、竹牆、鹿砦、鐵絲網、地雷

等障礙物，且大量屯儲補給品。

不僅如此，舟防部司令石覺堅持

以「海上以攻為守，陸上寓攻於守」之作

戰指導。在戰前兩次巡視登步島，且將島

內之守軍主力固守於第一線海岸，且一部

採取間接配備，構築據點陣地，先求殲敵

於水際，次依據點之支撐，以機動預備隊

予以擊滅，是為彈性之部署。同時適時的

增援新銳，始終保持足夠之預備隊，且考

59 毛德傳，〈國共登步之戰漫記〉《資料通訊》(浙江)，第5期，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2005年
，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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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空」、「時」因素，使國軍

在此戰中均能保持足夠兵力遂行反登陸作

戰，做到「動」的防禦，提高防者的攻擊

精神。

另外，國軍在戰鬥間指導明確，

遵守以下原則，一、「戰術」主要是以由

執行第一線指揮官負責；二、「戰略」則

由最高統帥來加以運用。從登步之役中可

見，石覺司令官於11月3日決心堅定，使

增援兵力能迅速確實，得以挽回登步島

危局。加以第一線指揮官發揮戰略與戰

術相互支持，充分應用「集中與節約」

之原則，獲得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之決定

性戰果。

(二)巧用地形，拊背扼喉

回顧登步島戰役中，顯見國軍審

慎研判敵情(敵可能行動)、分析地形與考

量天候狀況，在作戰期間不斷對共軍施予

反擊用兵之技，其「反擊之技」主要莫過

於「善用地形、拊背扼喉、衝堅毀銳、抄

敵之軍」等。從文中可見國軍巧用地形、

障礙，並以適切編組，逐次消耗與削弱敵

之戰力，更應用共軍對於登步地形生疏條

件，加以後勤支援有限下，進以掌握時機

，創機造勢。

再者，實證中可從11月5日1400

時，共軍感於國軍規復「外石裡塘、大

岙、流水岩」等地後，其後路即將受國

軍直射武器威脅，進而全力反擊，雙方展

開激戰。當時國軍在大山、流水岩、野

豬山地區，應用地區內之高地，以第67

師之第200團占領大山，另一部則進出大

塗面，策應201團作戰。此時第201團即以

大山、流水岩、野豬山之縱向走廊，由

右翼突破共軍流水岩陣地後，立即向蟶

子港、后門方面，實施兩翼席捲，當下

就如同利刃直刺心臟，迅速圍殲共軍結束

戰鬥。

(三)海空聯合，創造優勢

此戰役，海、空軍已盡極大之力

，創造海、空優勢，且與地面部隊詳細

制定聯絡信號規定及射擊安全計畫，顯

見充分發揮協同作戰精神。致使國軍能

適切在島嶼作戰期間，執行跨島輸送任

務，在運輸艦航運途中，絲毫不需畏懼

敵情顧慮，不斷對登步島展開兵力與物

資投射，古語所云「補給線就是作戰部

隊的生命線」，只有源源不絕地增援與

補給，才能確保部隊戰力，維持作戰效

能。

另外，作戰期間地面部隊不斷受

海、空軍密支支援，且連日的空優下，空

中持續保持2～4架戰機穿梭巡查，3日內

共計出動114架次，成功掩護地面部隊反

攻，戰果豐碩，並監視共軍增援部隊動向

；60 另一方面，國軍船艦則封鎖兩島間交

60 傅曦，〈連載之二—血戰登步島〉《海洋世界》(北京)，第5期，海洋出版社，1994年5月，頁29。



52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八卷第582期/2022年4月

雙 月 刊雙 月 刊

通(桃花島至登步島中間海峽)，阻止共軍

後續部隊增援，切斷第61師退路企圖及壓

制桃花島之砲兵陣地等，迫使共軍處於孤

軍作戰劣勢。因此，海、空軍在此戰役可

謂貢獻良多。

(四)同島一心，士氣高昂

登步島參戰部隊計有國軍87軍第

221師、67軍第67、75師等部隊，此兩軍

在作戰全程中同島一心，協力彼此。再

加各高級指揮官，都能以身作則，親臨

前線指揮，振奮士氣。以下事件可說明

之：

1.11月3日21時，第661、662團第1營

、連長均已壯烈成仁。

2.11月4日拂曉，第221師吳淵明師長

親臨前線率軍轉移攻勢，穩定大山及地區

內砲兵之危機。

3.11月4日，第67師200團顏珍珠團

長親臨前線指揮，不幸遭共軍擊傷，但

負傷不退，激起官兵高昂士氣，進以攻

克流水岩東北高地，直搗敵第183團團

部。

4.11月5日1時，第221師第661團，團

、營、連長全體將士用命固守，負傷陣亡

均不退離陣地，與張網灣陣地共存亡，令

敵由桃花島增援之第181團無功而退，故

能開拓致勝先機。

依據國史館檔案史料《郭懺電蔣中

正登步島近二日激戰及各部作戰與傷亡情

形》所述登步島大捷重要幹部傷亡計有

團長2員、副團長1員、營連長傷亡20餘

員。61 上述案例可知各級幹部均能不分隸

屬關係，矢忠矢勇，奮勇迎敵毫無懼色，

誓死守住全島之決心。

對國軍防衛作戰啟示

登步島保衛戰是一場典型「登陸與

反登陸」作戰實例，從回顧戰史可發現登

陸作戰，須以優勢之兵力以及海、空優狀

況下執行作戰，因其攸關成敗。反之，就

國軍反登陸立場，筆者也有以下防衛作戰

啟示，希能給予建議。

一、三軍聯合作戰，提升有效戰力

登步島一役，參戰之陸、海、空軍

皆能摒棄本位主義、不爭功、不諉過，一

致聽從舟山防衛司令官石覺將軍的命令，

三軍同根同命，使司令官適時下達決心，

將總預備隊投入登步島作戰，進而扭轉戰

局，皆賴參戰之陸、海、空三軍將士相互

合作、支援配合、彼此信任，並有效的運

用各項通信手段，創建出有效而良好的溝

通成效，克服通信裝備的限制與不足，展

現良好的合作默契。

因此，島嶼作戰無論攻守之成功，

61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郭懺電蔣中正登步島近二日激戰及各部作戰與傷亡情形》，典藏號：002-
020400-000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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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與決心的統合

－ 登步島作戰之啟示

均賴優勢之海、空火力，支援其地面作戰

部隊行登陸或反登陸作戰，而相較現行國

軍「作戰區」編制，以落實平戰結合，符

合跨軍種作戰調度，戰略思維已有重大改

變，使三軍作戰能更密切配合，各作戰區

將「堡壘化」並與全民國防融為一體，強

化聯合作戰能力，如同國防部邱部長所說

「戰區獨立指揮，能有效提升戰力，讓

陸、海、空軍力調度更靈活」。

二、實施戰場經營，強化戰力防護

從反登陸戰史中，不難發覺戰場經

營之重要性，我國在軍事地理環境屬島嶼

防衛作戰之型態，如何在作戰全程能保存

戰力，在戰時發揮最大戰力，此即為《孫

子兵法》〈地形篇〉「藏於九地之下，動

於九天之上」之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

亦云：「作戰開始時所採取的守勢，其

目的應在造成有利的攻擊機會，以期勝

利。」再從準則依據中說明「反登陸作

戰」平時著重戰力之疏散、隱蔽、掩蔽及

重要裝備地下化工作，以上均為臺澎防衛

作戰首要重要課題。

再者，中共在陸、海、空、火箭軍

兵力數量極為優勢，若未來採取正規、非

正規登陸以及海、空攻勢下對我進犯，國

軍應如何保存戰力及獲得反擊行動自由，

是現行須予重視的課題。我國當局應以多

配合修法立案及各項演習，將未來作戰所

需的工事建築納入規劃討論，結合當地民

眾協力堅持，如此才能造就地方發展與國

防建設相互結合。

三、培養夜戰能力，善用城鎮作戰

從登步島戰役中，可發覺共軍面對

國軍海、空優勢，不斷利用夜幕的掩護以

及不良氣候，執行夜間秘匿登陸行動，以

減弱國軍攻擊。試想臺灣所處彈丸之地，

一旦遭受敵人的侵略行動，並無前、後方

的分野。共軍若已登島作戰，其代表我國

制空權喪失。此時地面部隊(守備部隊與

機動打擊部隊)是否應思考日間運用我國

具有高密度城鎮，實施城鎮作戰，夜間則

利用輪(履)型裝甲車或陸航之攻擊直升機

的夜視與機動優勢，快速推打敵人於預想

殲敵地區。

因此，國軍在未來臺澎防衛作戰

中，地面部隊應精熟夜戰與城鎮作戰之技

能，力求精進夜戰與城鎮作戰訓練及戰

法，或者更應結合兩者，強化城鎮戰夜戰

訓練，如此才能使守備與打擊部隊施展避

實擊虛的戰法，使敵無法發揮海、空優勢

之特質，藉我熟悉之城鎮地形，打一場現

代化的「不對稱作戰」。

四、熟讀輝煌戰史，發揮精神戰力

此役登步島之各級官兵，都是在戰

場中浴血奮戰、捍衛國土的幹部。面對共

軍優勢兵力，在綿密猛烈的戰火轟炸下，

孤島孤軍奮戰，能達戰力相加、相乘的效

果，成為國家安全與社會永續發展的堅實

屏障。係由於各級指揮官均能用心帶兵，

與官兵共苦共患難，並有誓死固守與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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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亡的決心。

因此，全體官兵應瞭解國軍輝煌戰

史，可化精神為戰力，此為支撐全軍作戰

意志、達成作戰目標的決勝關鍵，就如

同《國軍教戰總則》第五條所述「凡我

官兵，必須堅定信仰、砥礪武德、精進

武藝，唯精神戰力凌駕敵人，始可發揮

有形戰力於極致，以寡克眾。」其意為

高昂士氣有賴指揮官嚴明紀律，以及三

信心為根源，才能引領部隊官兵剋敵制

勝。

五、發揚軍人武德，形塑國軍價值

島嶼作戰是絕對的殲滅戰，所以共

同作戰的部隊，均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

從民國38年11月3日，國軍締造「登步島

大捷」可見，在登步島激戰三晝夜，從固

守到反攻、從失陷到收復，官兵仍勇往

直前，終以死守精神，完成殲滅共軍任

務，激戰程度及國軍英勇奮戰的精神，

則無二致，確實發揮「忠誠樸實、團結合

作、勤勞刻苦、英勇豪邁」的「登步精

神」。

全軍官兵們，應緬懷先賢為國犧牲

的精神，傳承先烈前輩的報國志節，砥礪

軍人武德，若從我國傳統兵學思想中，品

格與志節也始終列於首位，諸如《曾胡治

兵語錄》：「帶兵之道，勤、恕、廉、

明，缺一不可。」國軍官兵唯有陶冶正

直、誠實的品格，方能彰顯高尚的武德涵

養，這不僅是軍隊所應建立的組織文化，

也是維繫部隊戰力、左右戰局勝敗的關

鍵。

結　　語

登步島作戰，敵我雙方均付出慘痛

代價，國軍須牢記，現今的繁榮和平，是

先烈們用鮮血換來。如郝柏村曾言：「國

軍在金門與登步擊退共軍之勝利，為穩定

臺海之基礎。」是每位曾參與戰役官兵不

惜犧牲生命所締造之。登步島作戰的成

功，雖未能扭轉國共內戰局勢，但讓國民

政府得以保存實力，握有東南沿海島嶼作

為反攻基地，穩定政府統治區內的民心，

以提振國軍士氣，更爭取防衛臺灣之時

間。

然而，戰史殷鑑「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國軍官兵均應深切體認，雖然

目前兩岸局勢已逐漸和緩，但面對中共

仍不斷在臺海及區域的軍事擴張，如果我

們不能保持「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之憂患意識，戰爭隨時會出現在我們眼

前，因此必須有效利用臺灣海島地形特

點，持續強化戰場經營、戰力保存，如

此才能在臺澎防衛作戰上取得戰略優

勢。

(110年12月3日收件，111年2月13日接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