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埔學報第八十三期民國一一一年                                                           1 

WHAMPOA -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83(2022) 1-16 

五 0 年代穩定國家的力量―滇緬、泰北地區國軍部隊始末研

究 

劉俊廷 1 鄒琮隆 2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摘要 

 

1949 年戡亂戰局逆轉，共軍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國軍部隊在此壓力下退守至西南

地區、東南沿海島嶼及臺灣等地區，並在雲南及緬甸邊區建立反共基地，持續負隅頑抗。

在如此逆境下，滇緬邊區游擊部隊仍一度積極反攻大陸並光復部分雲南地區，後續因補

給不易及國際間諸多因素下，宣告反攻失敗並且被迫撤回臺灣。其中部分國軍官兵不願

來臺，留在滇緬邊區持續發展反攻勢力，並整編成立「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為政府

建立西南反攻基地，導致緬甸政府備感威脅，進而引發中共的恐慌與不安。 

因此，中共藉此機會聯合緬甸政府於 1960 年對國軍發起攻擊，國軍部隊因寡不敵

眾而轉進寮國及泰北邊境地區，緬甸藉機向聯合國再次控訴國軍在美國援助下侵略其領

土，國民政府在美國及國際輿論壓力下，被迫實施第二次撤運來臺。然其第三、五軍的

部隊官兵不願意來臺，留置泰北地區就地生活，後因生存需要而加入泰國軍隊效命，並

經多次參與清剿泰共作戰後，最後終於完全將其平定獲得勝利，泰國政府也因此同意給

予其合法居留權與公民權。 

滇緬游擊部隊能夠以堅強的意志，在艱險之環境下，與強大的中共勢力進行生死存

亡的戰鬥，粉碎了中共威脅和陰謀，如此含辛茹苦、忍辱負重，所展現出的愛國情操的

精神，不僅為國家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榮歷史，更是成為當時穩定國家的堅強力量，可

謂全體國軍官兵所效法學習之對象。最後透過文獻探討分析後發現，中共近年藉由媒體

誤導及扭曲國軍抗日戰史作為漸盛，除了影響國人對政府與國軍的認同與信任外，更企

圖扭轉及汙化國軍為國家犧牲之史實。為求撥亂反正，將透過研究滇緬游擊部隊堅忍不

拔之精神及擔負起穩定國家之重要角色等，作深入探討與分析。 

 

關鍵字：反共救國軍、滇緬邊區游擊部隊、李彌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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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中共持續對我實施認知作

戰，並竄改及抹黑國共內戰抗戰歷史，故

藉由挖掘了解戰史真相，導正國人對抗戰

及後續各項戰役真實內容，以確保國史之

正確性，並還原其歷史之真相。本研究目

的為瞭解滇緬邊區國軍部隊的背景及由

來，其經歷的各大小戰役，以及全體官兵

秉持著為國犧牲的精神，來探討在當時在

共軍壓迫及國際情勢壓力下，究竟在滇緬

邊區如何奮勇作戰，即使不被自己國家承

認，依然堅守信念苦撐下去，進而成為五

0 年代穩定國家的堅強力量。而研究範圍

包括滇緬、泰北地區國軍部隊起源與發

展、當時共軍軍隊壓迫威脅及國際情勢因

素、各階段作戰經過及進而探討其成功因

素及戰後對穩定國家之影響，作為國軍爾

後應處之方法。 

貳、滇緬邊區游擊隊成立、發展與撤走 

1949 年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

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交戰

接連失利，共軍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在強

大攻勢面前，國軍可以說是一觸即潰。於

南京總統府被佔領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以

下簡稱國府）同年 12 月遷臺，大陸地區僅

剩雲南、西康及西藏最後三個省份尚未被

共軍攻陷，但國軍的反攻任務依然尚未完

成，有許多孤立的國軍部隊依然在負隅頑

抗，而雲南省也就成為國府在西南地區，

對抗共軍勢力的最後希望所寄。 

一、「滇緬邊區游擊隊」成立背景 

1949 年，戡亂戰局逆轉，雲南省政府

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眼看大勢已

去，便秘密策劃投共事宜。於 12 月 9 日

在 昆 明 扣 押 西 南 軍 政 長 官 張 羣

（1889-1990）、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

六軍軍長余程萬等重要軍政情幹部後，並

即全面實施戒嚴，將昆明對外的交通、電

信等全部切斷，隨後宣告投靠中共。[1]國

軍最高統帥部在確認盧漢叛變後，即下令

第八軍、二十六軍圍攻昆明，解救受困長

官。[2]最後盧漢以釋放余程萬為由拖延國

軍，並要求停止進攻昆明。統帥部為確保

人質安全停止攻擊行動，而余程萬於 19 

日獲釋返部後，即下令第二十六軍部隊切

斷對外通信，且召開會議轉述共軍目前已

挾優勢兵力進軍雲南，並主張以「第二十

六軍已處於腹背受敵之境」[3]為由，於 21 

日拂曉自行率部隊向滇南撤退。 

而第八軍自停火後便與第二十六軍失

去聯繫，因對當前敵人動態不明，故不敢

貿然進攻。惟因第二十六軍自行南退而造

成圍城戰線崩潰，加上共軍後援部隊大軍

已至，亦僅能放棄既有之戰果分別往滇

西、滇南轉進，於 27 日轉進途中接奉國

防部要求於滇南佔領陣地拒止共軍，並提

出「一、繼續留住滇南，與匪周旋；二、

空運海南島；三、進入越南」等行動，余

程萬軍長向國防部回覆採取第二案並獲國

防部同意。第八軍於 28 日撤退途中再度

與第二十六軍取得聯繫，對於國防部指導

之行動則採取了與第二十六軍不同的第一

案「繼續留住滇南，與匪周旋」並奉命戍

守滇南。[4]而此時中共要求第二、四野戰

軍協力向滇南前進，同時在盧漢的幫助下

企圖阻止國軍跨越滇越、緬邊境，[5]將國

軍部隊殲滅於中國境內；[6]1950 年 1 月 

16 日第二十六軍於蒙自機場完成第一梯

次撤運，惟共軍已追趕至機場外圍，第二

梯次撤運南海行動終因情勢所迫無法繼續

執行，而兩軍因駐地分散無法與敵決戰，

經過商討後決定將第二十六軍沿蠻板及建

水、新街之線轉進渡紅河，第八軍則沿建

水、石屏、元江之線轉進渡江[7]，如圖一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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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向越緬國境轉進國軍經過概要要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插圖第一，2001。2.筆者繪製。 

因轉進期間第二十六軍部隊遭敵偽冒

國軍部隊混入，雙方混戰後損失慘重，為

分散敵人追擊壓力，將部隊區分兩翼向南

退卻，造成主力進入越南，一部（以九十

三師師長葉植南及二七八團羅伯剛部隊）

於 1 月中旬由車里、佛海、南墧一帶退入

緬甸；第八軍自蒙自撤退後，遭共軍襲擊

主力被殲滅，最後撤入緬境僅存第二三七

師之七 O 九團李國輝（1910-1987）部隊。

[8]另外曾在中日戰爭期間進入滇緬的遠

征軍，於戰後復員留駐定居於滇南地區的

地方自衛團隊也追隨國軍進入緬北地區。 

上述入緬部隊計有第八軍第二三七師

第七 O 九團、第二十六軍第九十三師第二

七八團部約一千四百餘人，而在滇南所組

成的地方自衛團隊約七、八百人，這三批

部隊先後在 2 月底、3 月初撤入緬北大其

力（Tachileik）周邊會師集合後，聯合成

立一個統一的臨時指揮部，並自行命名為

「復興部隊」，其下轄三個縱隊，如圖二所

示，即為滇緬邊區游擊隊最早的起源。[9]

這新成立的部隊由九十三師的參謀長何述

傳擔任指揮官，三個縱隊司令則由七 O 九

團團長李國輝、二七八團副團長譚忠

（1901-?）、地方自衛隊隊長羅庚分別出

任。於 4 月下旬，待指揮官何述傳離開緬

甸返回臺灣後，該部隊才由李國輝接任指

揮官。  

 

圖二：中華民國復興部隊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11，2001。2.筆者繪製。 

二、國軍部隊歷次重大作戰 

部隊進入緬境，本是權宜之計，對緬

甸無侵佔領土之意，但中共視該部隊為心

腹大患，要求緬甸政府予以驅離。後續緬

甸政府經多次與國軍會談要求撤離，否則

以武力解決，雙方談判破裂，中共在對緬

甸政府施壓，若緬甸政府若無法自行驅

離，則願意代其勞。而緬甸政府深恐中共

軍隊一但深入緬境，那將是引狼入室，後

患無窮，因此不敢冒然接受共軍入境，而

決定自行解決非法入侵的問題。然從 1950

年 6 月中旬，緬甸政府正式以其空軍、陸

軍進攻，爭戰兩個月，期間發生「大其力

之戰」，結果緬甸政府折兵損將，無功而

返。而在外交方面，緬甸政府多次向美國

轉告國府，要求復興部隊向緬甸繳械並接

受集中看管，否則即應該撤離緬境，以維

護緬甸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最後國府為顧

慮國際關係及與美國友誼，便向泰國政府

提出交涉，決定於 8 月 21 日撤離大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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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猛撒(Mong Hsat)轉進。[10] 

於 1951 年 1 月奉國防部命令改組為

「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以下

簡稱反共救國軍），由李彌將軍擔任總指

揮，並將第八軍與第二十六軍合併為第二

十六軍，由呂國銓擔任軍長。[11]第八軍

第二三七師第七 O 九團改編為第一九三

師，由李國輝升任師長;第二十六軍第九十

三師第二七八團改編為第九十三師，彭程

擔任師長，如圖三所示。直至 3 月初，得

到來自於國民政府及美國政府所支援武

器、彈藥及物資，同時由騰衝、龍陵、保

山、耿馬、滄源、鎮康、瀾滄等地的游擊

部隊或代表紛紛加入反共救國軍，其後更

在 9 月開始獲得美國按月援助的 7 萬 5 

千美元，終於使在偏遠艱苦的國軍能獲得

金錢及物資支援。直迄冬季，反共救國軍

官兵達 1 萬 4 千餘人，並且佔有北起密

支那、八莫、臘戍以東，南至泰、寮兩國

邊境之廣大土地。[12] 

 

圖三：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103，2001。 2.筆者繪製。 

(一)大其力作戰 

1.戰前情勢 

1950 年 2 月，由李國輝及譚忠所率領

自滇南突圍之第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

第二十六軍九十三師直屬部隊及其第二七

八團國軍部隊，自雲南輾轉撤至緬甸境內

大其力後，起初是為了保存僅有戰力，待

整訓整補完畢後，相機反攻大陸，緬甸政

府初期亦不與以為意，後因中共開始對緬

甸政府施壓，企圖出兵驅逐緬境內國軍。

造成緬甸政府原想以消極態度漠視國軍暫

棲邊境問題，又深怕中共進入緬境後扶持

緬共建立新政權，所以決議自行以軍事武

力處理，緬甸除透過外交途徑，請美國要

求國民政府將部隊撤離外，並在 6 月 13 

日起以飛機掃射轟炸國軍陣地，同時也實

施數次進攻。[13]此時國軍由李國輝指

揮，遵中央「在滇、緬、越、泰邊區堅持

游擊，不得向任何一方繳械，並相機向滇

南發展」[14]指導，多次與緬方政府與軍

隊談判，在數次努力與照會無果後，基於

自衛與緬軍發生軍事衝突。 

2.作戰經過 

緬軍自 6 月 13 日以空軍轟炸國軍

陣地，並開始不斷掃射轟炸；14 日下午 2

時，緬空軍司令親自率軍機 3 架前來低空

掃射，不幸其司令座機被國軍以機槍擊

落。16 日緬軍由猛叭出發，前來攻擊國軍

駐猛果的基地，遭國軍部隊開火還擊，並

將其緬軍先頭部隊擊潰，但國軍並未加以

追擊。26 日由駐在猛叭、猛林、打勒的緬

軍，兵分四路向國軍陣地作第二次進攻，

先以砲兵及迫擊砲向山上陣地猛轟，再以

密集的機槍掃射，掩護其步兵交互前進，

最終也遭國軍一一擊潰。[15]7 月 3 日，國

軍開始轉守為攻，奇襲緬軍砲兵陣地，繳

獲 10 門緬軍火砲後，並以繳獲而來的大砲

還擊，緬軍紛紛敗退，國軍乘勝追擊，奪

回孟棒、孟果等地，並攻陷大其力地區，

震驚中外，緬甸政府不得不與國軍和談，

並於 8 月 21 日撤出大其力，而轉入山區活

動，以平息爭端。 

3.戰後狀況 

時至 8 月 21 日緬軍終因連戰皆敗

向國軍提出談判，希望反共救國軍撤離大

其力進入山區，並協商進入山區後會提供



     黃埔學報 第八十三期 民國一一一年                           5 

糧食。李國輝為確保軍隊爾後發展及顧全

大局狀況下答應協商，[16]大其力之戰終

告結束，國軍部隊則遷至猛撒，如圖四所

示。大其力戰鬥之後，奠定了國軍部隊在

滇、緬、泰邊境的地位，更讓美國開始重

新評估國軍的戰力與存在價值。[17] 

 

圖四：大其利作戰經過概要要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60，2001。 2.覃怡輝，金三角國軍

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

究院，頁62，2009。3.筆者繪製 

(二)反攻雲南作戰 

1.戰前情勢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國際局勢

隨之改觀，美國為牽制中共兵力於大陸西

南，先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同時主張

「由國軍對大陸沿海展開游擊攻勢，企圖

降低中共發動侵略戰爭的力量」[18]，後

又派爾斯金將軍（Gen. Graves B. Erskine, 

1897~1973）至東南亞地區尋求東南亞各

國的支持；[19]李彌獲得消息後透過駐泰

國武官陳振熙與之聯繫，並於 9 月 8 日安

排於曼谷與見面洽談。[20]經過三次會談

後獲得美方支持，為避免違反國際法「必

須在部隊進入大陸國境後，才方便在大陸

地區進行空中補給」。 

2.作戰經過 

同年 11 月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

軍」進入朝鮮半島正式參與韓戰，美方透

過「白紙方案」規劃爭取泰國政府支持，

於 1951 年 2 月開始透過美、泰外交掩護

為中繼站，對反共救國軍實施軍事援助。

國防部在同年 2 月亦透過美國協助運送

軍品至泰國轉送至反共救國軍。[21]反共

救國軍在獲得國府與美國援助後，依據國

防部策頒「大陸游擊作戰方案」所指導「大

陸游擊部隊，以牽制匪軍兵力、消耗匪軍

戰力之目的，其組織應以不脫離生產而保

持地方性之游擊部隊為主，採取小股活動

方式，不集結、不建立根據地……」[22]，

於 4 月 14、16 日區分南、北兩路自緬甸

猛撒向雲南進軍。迄 5 月 21 日前，兩軍

已分別進入滇南續向滄源、瀾滄發起總

攻，並於 24 日攻佔滄源、耿馬、雙江及

瀾滄等縣，同時接手管理相關縣府行政事

宜，如圖五所示。時至 7 月下旬共軍集結

大軍反撲，反共救國軍被迫轉進再次退入

緬境。[23] 

 

圖五：反攻雲南作戰經過概要要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插圖第三，2001。 2.筆者繪製。 

3.戰後狀況 

反攻雲南作戰是國軍在滇緬地區發展

游擊作戰所發起最大規模的一場軍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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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綜觀此次作戰，反共救國軍雖在國府

及美援狀況下執行，但武器裝備數量不足

及物資逐次投入對作戰影響重大，另外更

值得檢討的是作戰訓練不足。[24]而所謂

戰力的形成必須由有形與無形戰力共同組

成，由於裝備、人員先後透過空投抵達及

歸來狀況下，加上歸來之義士並無長期熟

悉作戰經驗，且臨時編組而成的部隊彼此

相互間的默契及戰術思維並無法一致。最

後雖能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武裝力量，惟

因上述因素故無法形成有效戰力來抵抗共

軍大規模的軍事反攻行動。[25] 

三、滇緬邊區國軍部隊發展 

 有鑑於反攻雲南作戰失利，其主要原

因為缺乏武器和訓練，這是部隊缺乏戰力

的兩大主因。基於這個教訓，因此李彌將

軍在部隊撤回緬境之後，於1951年12月

起，即在猛撒總部成立雲南省反共抗俄大

學(以下簡稱「反共大學」)，針對非正規

國軍出身的游擊隊及支隊，無論是幹部或

士兵，都需要藉此加強訓練來實施教育。

另一方面，則立即興建猛撒機場，其任務

除了可從臺灣空運反共大學所需要的教官

及幹部外，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緊急空運武

器及軍用物資。 

(一)成立反共大學 

由於李彌將軍所率領的雲南人民反共

救國軍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新成立的部

隊，未經過訓練即投入戰場，所以戰敗在

退出國境也是意料中的事，因此當務之急

即是將部隊加以訓練。後來由猛撒總部出

面成立反共大學，由李彌出任校長，從 12

月起全面召訓各部隊的幹部及新兵，並有

專業的行政、財務、機砲、後勤、通信等

班隊，每期受訓時間由三個月到一年半不

等，教官則由部隊長及臺灣派來的軍官擔

任。[26]而反共大學在接下來一年半的期

間，一共辦了四期，總共訓練了 2,800 多

個畢業生，其受訓學生對象除針對部隊人

員之外，亦有泰寮、緬甸等僑生參與受訓，

不但藉由教育來提升部隊團結與素質，更

結合周邊鄰國資源，使部隊在邊區獲得更

穩定的生存環境。 

(二)興建猛撒機場 

關於猛撒機場的修建部分，除了從臺

灣空運反共大學所需要的教官和部隊所需

要的幹部之外，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緊急空

運武器以及軍用物資。由於當初美國所提

出會支援裝備的承諾，後來因故只是象徵

性的給予少量援助，完全不敷所需的情況

下，以致反攻雲南的戰果並不理想。李彌

將軍記取這個教訓，當部隊一退到猛撒總

部後，首先就向國府請求以機動性最高、

效率最快的空運及空投來補給十噸的械

彈。[27]自 1952 年 3 月 31 日在猛撒機場

進行試飛降落成功後，從 4 月 1 日 22 時開

始第一架次的空運，到次(1953)年 8 月 27

日止，一共進行了 30 架次的空運，其空運

項目概略有武器彈藥、爆破器材、通信器

材、衛生器材、康樂器材及人員等，其總

載重量也只有 40 公噸左右。[28]由於空運

的載運量有限，所以武器和彈藥的載運就

要特別強調其效果，而武器部分則以當時

新式及稀有的武器為主，這對提高部隊的

戰力及士氣，都能夠發揮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在彈藥運送方面，幾乎都是若無即時

的空運來補充，部隊即會陷於缺彈的危機

境地，所以空運的費用雖然相當昂貴，但

的的確確發揮了緊急救難的功效。 

四、國際壓力下國軍部隊兩次撤走 

李彌將軍退回緬境後除積極招募新血

進行部隊整訓外，並與當地吉仁族（Karens

亦有稱克倫族）、蒙族（Mons）合作，以

獲得地方支援。此舉在中共眼中有如芒刺

在背，因而在 1952 年 1 月 25 日照會緬

甸政府施加壓力促使緬方驅逐反共救國軍

出境，同時表示可派兵協助驅離行動。惟

緬方深恐共軍入境後留滯軍隊或建立地方

政權，故拒絕其出兵援助條件，但仍於 28 

日由緬國外交部長在聯合國大會上指控

泰、美、華等國秘密支援緬境內的反共救

國軍，並要求友好國家協助驅離。[29]美

國在此壓力下自 4 月即停止對反共救國

軍之援助，而有鑑於美援狀況斷續不佳，

加上自臺灣空運物資費用過於昂貴，更加

積極發展與克、蒙兩族交往；直至 8 月，

李彌雖奉國府「為免影響國際關係，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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飭李部停止與吉倫族往還」之命需斷絕與

地方合作關係，惟事關反共救國軍存續重

任，故此期間仍保持與克、蒙族交流，另

向總統蔣中正先生極力請求准予「1.免自

緬南撤軍；2.准予海運軍品與人員來緬」

[30]並獲得准許。 

(一)反共救國軍第一次撤退 

美國方面亦在 1953 年 3 月提出「1.

中國政府立即命令李彌部隊，停止對緬甸

城市及緬甸軍隊之一切攻擊；2.同意撤出

最大可能之軍隊；3.制止自緬甸境外，再

有裝備給養到達李彌部隊」[31]等三項建

議。緬甸政府亦於此時向聯合國提出李彌

部隊侵略案，控訴李彌部隊與反政府組織

煽動該國內地趨勢力，涉及侵害緬甸領土

主權。而反共救國軍部隊雖獲國內支持續

存於滇緬邊區發展反共活動，但囿於當時

海運經費實為初遷臺灣之政府經濟及能力

之負擔。加上聯合國受蘇聯（含親共國家）

強力要求及美國撤援下等壓力下，幾經協

商及努力仍無效後。聯合國大會決議由中、 

美、泰、緬等四國於 1953 年 5 月在曼谷

成立軍事委員會，共同規劃反共救國軍撤

退事宜。自 11 月 9 日開始實施撤離至 

1954 年 6 月 3 日完成共三階段，共撤離

官、兵、眷合計 6750 人，如表一。[32] 

表一：反共救國軍第一次撤退人員統計表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105，2001。2.筆者繪製。 

(二)重組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 

自中華民國政府第一次撤退遣返約

7000 人之後，仍滯留滇緬邊區之國軍部隊

僅餘 3000 至 4000 之數量，且人員分佈於

猛撒、猛東以南等地區，形成零星的游擊

勢力，並且缺乏供給。國府已明確對外宣

布與緬甸之部隊脫離任何關係，其國內外

形勢也隨之改觀，在美方援助部分既不可

能，另國府亦停止其補給。而此時緬甸政

府卻乘機派軍進攻，柳元麟將軍放棄猛撒

一帶基地，轉移總指揮部至賴朗，以重行

整軍。然「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雖不復

存，但國府實際上並未與滇緬邊區國軍部

隊完全斷絕關係，除下令「雲南人民反共

救國軍」改旗易幟為「雲南人民反共志願

軍」外，並秘密指派遣柳元麟出任總指揮，

彭程擔任副總指揮，在絕對保密的原則

下，服從中華民國政府之訓令，繼續領導

該部隊於滇緬邊區秘密經營復國大業。

[33]這批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後續經歷

1955 年緬東基地保衛戰、1958 年孟瀾亘西

盟線戰鬥(西安計畫)、1960 年江拉基地防

衛戰等重大戰役，最後在遭受緬軍及共軍

的聯合攻擊之後，緊急渡過湄公河，進入

寮國境內，如圖六、七所示。 

 
圖六：江拉基地作戰戰鬥前敵我態勢要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插圖第十八，2001。2.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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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江拉基地作戰戰鬥後敵我態勢要圖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插圖第二十二，2001。2.筆者繪製。 

(三)滇緬邊區國軍部隊第二次撤退 

然在國軍部隊進入寮國後，美國擔心

會給共軍一個入侵緬甸和寮國的藉口，加

上緬軍擄自國軍部隊的美援武器確為美國

援助臺灣的武器，美國政府才抓到國府違

法使用美援武器的證據，下定決心要求國

府一定要把滇緬邊區國軍部隊撤回臺灣。

至於緬甸政府方面，則因始終無法以軍事

力量驅逐剩餘之異域國軍部隊，故被迫於

1961 年再度向聯合國提出指控，並要求

1954 年 5 月即已履行聯合國大會決議案，

接受遣返臺灣的異域國軍部隊，再次撤離

滇緬邊區。國府於 1961 年 3 月下達將國軍

部隊撤退回臺灣的命令，定名為「國雷演

習」[34]，自 3 月 17 日開始實施撤離至

4 月 30 日止，共計撤離官、兵、眷 4406

人，如表二所示，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撤離

任務終告結束。[35] 

表二：滇緬邊區部隊第二次撤退統計表 

 

資料來源：1. 國防部史政局，滇緬邊區游擊戰史

《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頁

214，2001。2.筆者繪製。 

 

參、留置泰北地區國軍部隊始末 

於 1961 年 4 月底結束撤運回臺工作

後，國防部於 5 月底下達撤銷「雲南人民

反共志願軍」番號的命令。[36]此時國軍

部隊之第三軍李文煥、第五軍段希文及西

盟軍區馬俊國部共約五千餘人，仍滯留在

泰緬及泰寮邊境，各據一方，沒有統一指

揮。泰國政府稱之為「國民黨中國軍隊難

民」，這些沒有撤往臺灣的部隊後來被稱

為「泰北孤軍」。而留下的第三、五軍，

則由段希文、李文煥等將領留下，將部隊

轉變以游擊隊性質方式來繼續經營、苦

撐，期間迫於生存環境無奈下，與泰、寮

國政府協商下，利用本身豐富的作戰經

驗、能力及對共產黨的憤恨下，剿滅了泰

國、寮國投入軍備精良、訓練完整的正規

軍都無法殲滅的泰共與寮共，充分將滇緬

游擊部隊堅忍不拔精神發揮於作戰當中，

並展現強烈旺盛之戰鬥意志。最後 1981

年「考科考牙戰役」的勝利，讓泰國免於

遭受中共的攔腰砍斷。泰北孤軍這一戰，

贏得泰國人的尊敬，同時泰國皇帝允諾讓

其部隊及眷屬歸化為泰國籍，而第三軍最

後的駐地位於唐窩、第五軍最後的駐地位

於美斯樂(Mae Salong)。 

一、留置泰北地區國軍部隊的發展與背景 

國軍部隊正處在聯合國壓力及中共的

威脅下，仍堅持著反共救國的信念，在泰

緬險惡環境下，於滇緬邊境中艱苦待變伺

機反攻，雖然在聯合國的國際壓力下，不

得不將部分主力部隊陸續撤回臺灣。因

此，國軍部隊第二次大撤退完成之後，停

留在泰緬邊境的泰北孤軍，以第三軍及第

五軍為主。第三軍不願撤離來臺的原因，

是該軍官兵大多數來自雲南鎮康，全軍向

心力強，李文煥軍長本人沒有來臺意願，

加上鎮康就在中緬邊境上，而臺灣遠離滇

緬邊區，因此官兵選擇追隨軍長留在邊

區。第五軍官兵的來源較複雜，段希文軍

長雖然在「國雷演習」一開始便表示服從

政府命令撤離來臺，但就在部隊進行撤離

https://www.itsfun.com.tw/%E6%B3%B0%E5%8C%97%E5%AD%A4%E8%BB%8D/wiki-9898116-7806095
https://www.itsfun.com.tw/%E7%BE%8E%E6%96%AF%E6%A8%82/wiki-0739423-349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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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情報局第三處處長胡振甲特地到第五

軍軍部向段希文軍長秘密傳達上級命令，

請第五軍不要撤離，繼續留在滇緬邊區。

由於第五軍奉命不撤，到了 1966 年底，國

防部曾派人到美斯樂及唐窩校閱第五軍。

西盟軍區馬俊國部因駐地在緬北離撤運地

泰緬邊界路途遙遠，因此留在緬北未撤

離。之後政府恢復對該部隊補給，並給予

「滇西特別行動縱隊」的番號，之後該部

隊成為情報局所屬情報特戰部隊的一支部

隊。[37] 

李文煥所率第三軍的官兵全屬滇籍，

不欲遠離故鄉，經徵得泰國同意，留駐泰

緬邊區，但從此該軍補給全由李文煥自

籌。[38]由於滯留在泰北的國軍軍餉籌措

不易，生活相當困難，雖然一再向國防部

請求補給，國防部方面也先後派王永樹、

羅漢清、易瑾、夏超等人，去泰國與段希

文相互洽談，往返歷時數年，但由於人事

問題關係，總是談不成。[39]留置泰北地

區的李文煥及段希文兩個部隊因生活困

難，又得不到臺灣方面的補給援助，為了

生存，先後走上為馬幫或商旅擔任保鑣和

抽稅的工作。於 1969 年至 1977 年期間，

泰北孤軍受到泰緬兩國政府的施壓，為謀

求生路，李文煥、段希文被迫率部投效泰

國，加入泰軍，負責清剿竄擾泰北的泰共。

[40]另一方面泰國自 1975 年與中共建交

後，泰國政府對李、段兩支武裝部隊就開

始存有戒心，部分官兵為圖生存發展，則

選擇加入緬甸撣族反政府武裝組織。直至

1977 年李文煥及段希文兩支部隊的兵力

減至四千二百餘人。[41] 

二、協助泰國政府征剿泰共 

留置泰北地區部隊因生存需要，於

1968 年間，泰國參謀長他威上將與副總長

堅塞中將通過談判與段希文、李文煥達成

協議，將第三、五兩軍聯合組成「五七三

五部隊」，由李文煥、段希文擔任正副指

揮官，接受泰方「協防、歸化、輔導生產」

三原則，共同協防泰北、維持治安，並接

受泰國政府的補給，出面協助遠征泰國政

府非常頭疼又久攻不下的苗共和泰共。孤

軍協助泰國政府的三次戰役，分別是：1970

年肅清泰共戰役、1978 年擊退泰國、緬甸

與寮國殘餘的共軍、以及 1981 年擊敗苗族

動亂的戰役。 

其中 1970 年肅清泰共戰役歷時最

久，總共花了三年，才將清萊地區的泰共

消滅，使得原本動盪的清萊，一躍成為泰

國治安最好的地區。在 1978 年擊退泰國、

緬甸與寮國殘餘的共軍的戰役中，則是源

自於泰國政府修建邊境公路時，引起了泰

國、緬甸與寮國殘餘的共軍集結作亂，因

此當時由段希文將軍與李文煥將軍親自率

領第三軍及第五軍出征作戰，最後戰役也

只持續了兩個多月就結束，很快就恢復了

泰北地區的秩序。1981 年，第三、五軍最

後一次出征，在資源嚴重缺乏與險惡的環

境下，中泰聯軍打敗了兩倍以上人數的敵

軍，這是泰國政府歷經七年圍剿都無法完

成的任務，經第三、五軍多番浴血決戰，

共歷經 43 天的戰役，最後才完全將之平

定。消息傳至曼谷，對泰國政府言之，乃

天大喜訊，而孤軍用生命換取勝利的奮鬥

精神感動了泰王蒲美蓬，並向其參與戰事

的將兵及眷屬，御賜泰國公民權和居留權。 

最後泰北泰共之亂宣布平定，整個局

勢才算是穩定下來，終得以結束三十多年

的流浪歲月，也使得泰國免於遭受赤化。

總而言之，這一批先後在金三角地區，國

軍反共游擊部隊的先賢先烈們，即使知道

環境有多惡劣，命令有多艱辛，依然秉持

堅忍不拔精神，明知道會犧牲，也要抱持

一定要打勝仗的精神去作戰，充分展現出

旺盛之戰鬥意志，只為爭取最終的勝利。

先賢先烈如此犧牲奉獻的精神，以及堅強

的意志信念，都值得全體國軍幹部效法及

學習。 

三、在泰北異域的落地生根 

軍隊到達泰國美斯樂這樣一個資源十

分匱乏的地區，首當其衝要面對軍事、經

濟、生活等問題，在這共體時艱的關鍵時

刻，面對強大的外患很容易凝聚彼此的向

心力。泰北華人特殊的移民背景，戰爭、

逃難記憶與反共意識凝聚著這一批華人形

成命運共同體。此種困境容易聚合來自不

同地區、沒有血緣關係的「天涯淪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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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群體，從中找到歸屬感。光是藉由軍

隊的組織與動員還不足以達到完整而全面

的統治，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思想的教育，

即為創辦華文學校──興華中學。作為泰國

第一所華文中學，在泰國美斯樂建立了一

個華人村的標誌，吸引著緬僑、泰僑不遠

千里前來取經。學校教育做為思想教育的

一環，無論在師資、課程、教材、學習經

驗上，都帶有濃濃的國民黨情節與反共色

彩。由於採用濃厚的軍事化管理方式，在

另一方面也達到了組織動員的功能。從早

期的反共教育到學習泰文、再到回台升學

的留學制度，整體型態逐步轉型進步，走

出以往封閉的社群，並與外地及國際接

軌。隨著征剿泰共戰役的落幕，留置泰國

美斯樂的軍民因戰功得以成為泰國公民，

有了身分證，行動就得以解禁，到海外工

作、留學、改善村民經濟生活成為一股風

潮。滇緬游擊部隊第五軍從顛沛流離到在

泰北落地生根建立華人村，其不僅開創了

自身歷史的獨特性，改變了國民黨殘軍只

能撤回臺灣的命運，也進一步影響了泰國

的歷史發展。 

1980 年末，第五軍於泰國美斯樂開始

實施武裝軍隊解散、解甲歸田。在雷雨田

將軍帶動經濟的政策下，現今的美斯樂已

成為泰北著名的觀光勝地。1982 年中華民

國救助總會開始對泰北孤軍及眷屬，展開

全面性救助工作， 在軟硬體各方面積極建

設泰北難民村。[42]國防部更於 2021 年 3

月中宣布「中華民國雲南反共救國軍紀念

章頒給作業規定」，將表彰民國 38 年後參

加雲南反共救國軍作戰的官兵，製頒中華

民國雲南反共救國軍紀念章，頒給對象包

含雲南反共救國軍之官、士、兵或其直系

遺族。過去這些在異鄉奮戰的孤軍老兵早

已凋零，國防部將表彰這些無名英雄，讓

他們的戰功名留青史。這批志士，在大時

代下雖然漸漸凋零，而其後裔也漸漸融入

泰國，落地生根，但仍認同臺灣的中華民

國政府為祖國。 

雖然滇緬游擊部隊居留在異域金三角

地區，表面上看似沒有發揮戰術的牽制價

值，但實際上確具有重要的戰略嚇阻作

用，使中共勢力無法對中南半島迅速展開

赤化行動，若一旦游擊隊完全撤出之後，

想必各國將會遭受共產勢力之侵襲，後果

可想而知。而國民政府在國際壓力之下，

斷然採取撤退行動，要求滇緬游擊部隊撤

回臺灣。事實上，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決

策，因為後來也證明了滇緬游擊部隊撤退

回臺灣之後，立即給中南半島諸國帶來無

窮的後患。就緬甸而言，因滇緬游擊部隊

撤出緬甸領土後，讓緬甸政府迅速投向共

產勢力懷抱，全面走向社會主義路線，採

取軍事獨裁統治，限制人民生活自由，排

除異己，拒絕與國外從事各項活動，結果

造成貧窮落後局面。另對泰國而言，自從

滇緬游擊部隊離開泰緬邊界之後，立即讓

泰國共產黨徒有機可乘，迅速在泰北山區

製造各種紛擾事件與混亂活動，不斷進行

顛覆破壞活動，經過泰國軍警部隊征戰多

年，結果無功而返，使一向維持和諧安定

局面的泰國社會，也面臨嚴重之衝擊，所

幸後來經過商請留在泰緬兩國邊界線上之

第三、五軍游擊隊官兵，出面協助征剿，

先後犧牲無數軍民生命，消耗無數戰爭資

源，才得以收復失土，恢復社會安定局面。

最後對寮國而言，在滇緬游擊部隊撤出緬

寮邊境之後，使得寮國內部立即面臨共產

勢力之侵襲破壞，迅速遭受赤化命運，實

行社會主義路線，結果帶來連年戰亂，犧

牲軍民數以萬計，消耗國家所有財政資

源，最後弄得民窮財盡，淪為落後國家之

境。 

    由此可知，滇緬游擊部隊不僅在中南

半島諸國間，牽制著共產勢力的赤化擴張

外，在臺灣部分，更是肩負著在五 0 年代

穩定國家的堅強力量，唯有滇緬游擊部隊

的官兵，激發出高度愛國情操，與共軍於

西南地區始終奮抗到底，秉持誓死達成任

務的精神，為的就是能掩護國民政府完成

反共復國大計，即使因國際情勢遭受眾人

指責、誤解，背負著「抗命罪」和「叛軍」

的身分，毅然決然地留在滇緬邊區，相忍

為國，繼續為國效命，其部隊歷經各樣的

艱險與困難，如此含辛茹苦、忍辱負重，

所展現出的愛國情操，可謂全體國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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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效法學習之對象。 

肆、結論 

    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中華民國政府播

遷臺灣，但仍有一批國軍部隊，在重巒疊

嶂、密林遍佈的雲南、緬甸、泰國的邊界

地區，堅苦卓絕地與共軍鏖戰長達 10 餘年

之久，並曾經在韓戰前後兩度反攻到雲

南，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大陸

的土地上，成為緬甸與中共的心頭大患，

中華民國政府政府與人民更是對他們寄予

何等的期待，在局勢動搖的五 0 年代期

間，便形成了一股穩定國家的堅強力量，

這批國軍部隊就是滇緬邊區游擊部隊。滇

緬游擊部隊，在當年特殊的國際環境中形

成與茁壯，震撼一時，也在如此特殊複雜

的國際情勢變化中沒落消逝。但無論如

何，他們當年的存在與活動，使得整個東

南亞的局勢徹底改觀，並造成了深遠的影

響。在中共完全統治中國大陸以後，就一

直在積極對外擴張其共產勢力，當時如果

沒有這一批反共滇游游擊部隊，遊走在

中、緬、寮、泰邊境，阻礙了中共對外伸

出的共產牙爪，這些中南半島諸國想必會

更迅速遭受赤化命運，並帶來無窮的後患

可想而知。而在臺灣部份，若不是這批部

隊在西南地區發展反共勢力，在敵後開拓

遊擊戰鬥，以爭取組織策動民眾，並給予

中共壓力與威脅，恐怕在古寧頭戰役時，

中共早已精銳盡出，我們能有之後的太平

局面嗎？ 

    滇緬游擊部隊能夠以堅強的意志，在

艱險之環境下，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與

強大的中共勢力進行生死存亡的戰鬥，粉

碎了共產政治威脅和軍事進攻的陰謀，發

揚了中華民族的正氣，保全了革命軍人的

人格，這種百折不撓、愈挫愈勇的精神，

不僅為中華民族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榮歷

史，而且給全國同胞指引出一條求生存求

自由的道路。特別是在反攻雲南作戰失利

後，李彌將軍所成立的反共抗俄大學，無

論是幹部或士兵，都需要藉此加強訓練來

實施教育，在為期一年半的期間內，總共

訓練了 2,800 多個畢業生，其中除針對部

隊人員之外，亦有泰寮、緬甸等僑生參與

受訓，不但藉由教育來提升部隊團結與素

質，更結合周邊鄰國資源，連帶使部隊在

邊區獲得更穩定的生存環境。而後續泰北

地區的動盪情勢轉危為安之後，泰國政府

自 1985 年開始，便停止對國軍之一切補

給，全體官兵便解甲歸田，各自自謀生活，

然其狀況及條件均十分困苦。所幸國民政

府對此相當重視及關懷，並給予各式救助

與資源，勉勵全體在泰北的同胞，堅定反

共立場，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共同為三

民主義和平統一中國之神聖使命奮鬥到

底。尤其近年來，中共持續對我實施認知

作戰，並竄改及抹黑國共內戰抗戰歷史，

更應該藉由透過挖掘戰史真相，來導正國

人對抗戰及後續各項戰役真實內容，以確

保國史之正確性，並還原其歷史之真相。

時至今日，泰緬孤軍曾為中華民國出生入

死，拼命沙場，衝鋒陷陣，如今都已年邁

或英年不在，您們所體現出的孤苦奮鬥、

浴血苦戰以及無私奉獻的愛國情操精神，

都是值得我們後人感佩與敬仰，讓國人更

加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局勢，使我們更加

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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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49, the war situation was reversed, the communist army swept through all of China, 

and the ROC army retreated to the southwest region, the southeast coastal islands and Taiwan, 

and established anti-communist bases in Yunnan and Burma border areas. In such adversity, 

the guerrilla forces in the Yunnan-Burma Border Region still actively counterattacked the 

mainland and recovered part of the Yunnan region, but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supply and 

many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ey declared the counterattack unsuccessful and were forced to 

withdraw to Taiwan. Some of these officers were reluctant to come to Taiwan, stayed in the 

Yunnan Burma Border Region t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ir forces, and reorganized and 

established the Yunn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Volunteer Army to establish a southwest 

counter-offensive base for the government, which caused the Burmese government to feel 

threatened, and then triggered panic and uneasiness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forces with the 

Burmese government to launch an attack on our army in 1960, and the Taiwan troops were 

outnumbered and moved into Laos and the northern Thai border area, and    Myanmar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omplai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bout China's    aggression against its 

territory, and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t was forced to carry out a second withdrawal to Taiwan. There are still troops who are 

reluctant to come to Taiwan, stay in the      northern Thai region to live in place, and join 

the Thai army to serve, after many    times to eliminate the Thai communists, finally won 

the victory, the Thai government agreed to grant legal   residency and citizenship.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displayed by the guerrilla forces in Yunnan and Burma was able 

to fight with the powerful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with a strong will and in a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environment, smas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ats and conspiracies, and 

displaying a glorious history of patriotism that not only wrote a glorious history for the 

country that can be sung and wept, but also became a strong force for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object of emulation and study by all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our national army. Finally,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CP used the media to mislead the National Ar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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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in recent years.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the Chinese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rmy, it also attempted to smear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National Army sacrificed for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set things right, we will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CP’s methods of defilement of our war 

history,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he Burmese guerrillas, and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the 

country. 

 

Keywords: Anti-Communist National Salvation Army, Guerrilla Forces in the Burma 

Border Region, General Li 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