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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美國在韓戰中對中華民國之政策 

李敏智 ∗   施浚龍 ∗∗   管秋雄 ∗∗∗ 

摘要 

1950 年韓戰爆發，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隊之

總司令，然而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對韓戰的立場和主張，卻是大

相逕庭。麥克阿瑟的軍事策略是「仗一定要打贏，為了打贏就

要不顧一切」，甚至希望引進蔣介石的軍隊來對付中共，此一

觀點，卻與杜魯門總統的和平政策是「避免戰爭擴大」相互違

背。由於杜魯門不能忍受麥克阿瑟一方面支持總統，另一方面

卻又不時發表與華府不一致的對台政策談話，最後麥克阿瑟終

被杜魯門予以解除軍職，而無法實現他的目標，蔣介石也無法

執行藉由韓戰來反攻大陸的計畫。1953 年，南北韓雙方簽署

停戰協定，歷時 3 年多的韓戰終於結束了，可是朝鮮半島至今

仍紛爭衝突不斷。 

關鍵字：麥克阿瑟、杜魯門、韓戰 

一、前言 

1950 年韓戰爆發，到 1953 年韓戰結束，為期 3 年的韓戰，由於美國

政府的政策：是拒絕台灣蔣介石軍隊的介入，也不願對中共及其所支持的

北韓軍隊作致勝性的開火，因為中共的背後有蘇聯做後盾，美國害怕如此

將促使戰事的擴大，恐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才會造成今日南北韓的對

峙，兩韓之間的衝突不斷，成為今日世界情勢不穩定的區域之ㄧ。 

2010 年 3 月 26 日，載有南韓海軍 104 人的天安艦，在黃海海域之間

巡邏時，受到攻擊而沉入海底。其中 58 人獲救，46 人失蹤。4 月 22 日，

南韓軍方與美國聯合收集情報，認定是北韓潛艇發射魚雷，而造成南韓「天

安艦」軍艦的沉沒。5 月 4 日，南韓政府表示，如果天安艦沉沒確實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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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所為的話，南韓將把此事件訴諸聯合國安理會來解決 1。 

5 月 20 日，由多國專家所組成的跨國調查小組報告，指出北韓潛艇所

發射的魚雷擊沈南韓天安艦，其事故地點所打撈出的魚雷殘骸與北韓所製

造的魚雷相符合。隨即南韓宣布對北韓採取嚴厲的措施，如：(1)北韓船隻

不得進入南韓的海域；(2)中止南北韓之間的貿易、交流與合作；(3)南韓的

領海、領空和領土如遭受到北韓的侵犯，將立即以武力自衛；(4)同時也將

尋求與國際社會間的合作，將此一事件提交聯合國安理會；(5)更將進一步

強化美、韓之間的共同防禦 2。 

2010 年 11 月 23 日，北韓火砲攻擊南韓延坪島，美國總統歐巴馬立即

表達美國堅定的立場，加強美韓雙方在黃海軍事演習，並且下令喬治．華

盛頓號航空母艦即刻出海，協防南韓 3。 

事實上，自 1953 年韓戰結束以來，至今已近 60 年，這期間南北韓的

衝突問題仍持續不斷地發生。如：仰光爆炸案、大韓航空 858 號班機空難、

青瓦台襲擊案事件、江陵潛艇滲透事件等等，皆顯示出朝鮮半島不穩定的

狀況。藉由研究韓戰發生的過程，可以讓我們得知韓戰中的台灣問題所

在，得到啟發，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二、麥克阿瑟的生平大事 

麥克阿瑟將軍在韓戰中，指揮聯合國軍隊，而其作戰策略卻與美國政

府相互違背，此一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必需先作了解。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出生於 1880 年，阿肯色州的小岩城(Little 

Rock, Arkansas)。1899 年，進入「西點軍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就讀。1903 年，麥克阿瑟從軍校畢業後，被派往菲律賓 4。 

1914 年，麥克阿瑟參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在歐洲戰場上，麥克阿

瑟屢建戰功，於 1919 年，擔任西點軍校的校長。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

擔任校長時，建立了許多制度，如：改造西點軍校成為一座現代化的陸軍

                                                 
1 《聯合報》，民 99 年 3月 27日。 
2 《中國時報》，民 99 年 5月 21日。 
3 《聯合報》，民 99 年 11 月 24 日。 
4 曾伯堯主編，《美國的凱撒 ：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台北市：克寧出

版，1991 年，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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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訓練中心；改良西點軍校的課程，提升西點學生的水準及素質 5。 

1922 年，麥克阿瑟被指派擔任菲律賓的軍區司令。1941 年，麥克阿瑟

又被指派擔任美國駐遠東軍總司令，參加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降，美國派令麥克阿瑟為駐日聯軍統帥，並代表聯

軍接受日本降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 6。接著麥克阿瑟花費近 6 年的

時間，將日本由一個極權軍國主義國家改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的

國家。1950 年，韓戰爆發，麥克阿瑟再度披上戰袍，前往朝鮮半島，指揮

聯軍作戰，然而麥克阿瑟卻因對韓戰的軍事主張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杜魯

門，有相當大的差異性，於 1951 年，被杜魯門免除軍職，麥克阿瑟離開

韓國返回美國故鄉 7。 

1964 年，麥克阿瑟病逝，在其母親的家鄉維吉尼亞州的 Norfolk 市，

建造一座麥克阿瑟將軍紀念館，館內陳列著麥克阿瑟生前所獲得的各種勳

章及獎牌，每年均有成千上萬的遊客來此參觀，向這位傑出的美國將軍致

敬 8。 

三、韓戰的爆發 

1950 年 6 月 24 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向杜魯門報告，

北韓大舉入侵南韓。杜魯門立即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作成三項決議： 

(1)命令麥克阿瑟將軍迅速軍援南韓。 

(2)將留在南韓的美國僑民及軍眷撤出南韓。 

(3)下令第七艦隊即日起在台灣海峽巡邏，不准中共乘機侵略台灣，同

時也不准蔣介石軍隊反攻中國大陸。 

另一方面杜魯門也將此一事件提交聯合國安理會來處理，1950 年 6 月

                                                 
5 亞薇，<麥克阿瑟(Douglas C. MacArthur)與菲律賓>，《東方雜誌》，第 12卷 3期，
民 67.09，頁 51-52。 

6 孫同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十位關鍵性的人物>，《歷史月刊》，第 211期，民
94.08，頁 68。 

7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 --顧維鈞韓戰初

期中美關係回憶錄>，《歷史月刊》，第 28 期，民 79.05，頁 45-47。 
8 胡光麃，<百年來影響我國的六十洋客(14)--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 

1959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傳記文學》，第 37卷 6期，
民 69.12，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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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美國駐聯合國代表提出臨時動議案，以 13 票比 1 票(蘇聯代表因抗

議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而缺席，南斯拉夫投下反對票)通過，決議組成聯合國

軍隊，以美軍為首來援助韓國，於是杜魯門任命麥克阿瑟為聯合國軍隊之

總司令，並下令即日起第七艦隊歸麥克阿瑟指揮調度 9。 

1950 年 6 月 27 日，北韓軍隊攻占南韓首都漢城，南韓總統李承晚逃

走，北韓首領金日成透過廣播，宣布統一南北韓，麥克阿瑟緊急調集聯合

國軍隊在釜山，予以反攻。9 月 28 日南韓首都被聯合國軍隊收復了，10

月 2 日，南韓軍在聯合國軍隊的掩護下，越過北緯 38 度線，進入北韓境

內，10 月 9 日，北韓首都平壤，被聯合國軍隊攻佔。10 月 20 日，中共集

結十萬人民志願軍在鴨綠江，以保護中國的發電廠為由，與聯合國軍隊對

抗，11 月 6 日，麥克阿瑟下令轟炸鴨綠江上通往北韓的橋樑，然而杜魯門

卻不願意將戰爭擴大，尤其是對中共開火，因為中共與蘇聯關係十分密切，

一旦中共遭受到攻擊，蘇聯一定會軍援中共，如此恐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

戰。因此，杜魯門總統給麥克阿瑟的訓令是，只可以在戰場上和敵人打，

打勝了不可以乘勝追擊，更不可以摧毀敵人的總部，以免戰事擴大，這樣

的作戰目標嚴重地打擊到聯軍的士氣，造成聯合國軍隊節節敗退，11 月

25 日，北韓首都平壤又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收復 10。 

1951 年 1 月 1 日，中共軍隊大舉進攻南韓，南韓首都又再度失陷。1951

年 3 月，麥克阿瑟軍隊撤駐日本，美國再次投入大量軍援於韓戰中，聯合

國軍隊又再度掌握優勢。此時，停火協議之聲四起，杜魯門認為必需把握

時機，發表韓戰政策說明，內容表示美國已準備好要解決韓國問題，包括：

(1)提議將所有外國軍隊均撤出韓國；(2)韓國人民自己治理自己的國家；(3)

除非和平解決方案已經安排妥當，聯軍仍將暫留在韓國境內。1953 年 7 月

27 日，南北韓雙方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為時 3 年多的韓戰終告結束 11。 

                                                 
9 馬德五，<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與臺灣--兼及因臺灣問題被撤職的來龍去

脈>，《傳記文學》，第 94卷 4期(總 563期)，民 98.04，頁 35-54。 
10 石一平，<韓戰時期的杜魯門與麥克阿瑟--文權與軍權角色之探討>，《海

軍學術月刊》，第 37 卷 11 期，民 92.11，頁 13。 
11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韓戰的經過>，《歷史

月刊》，第 28期，民 79.05，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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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國在韓戰中對台灣之政策 

1950 年韓戰爆發，南韓總統李承晚請求杜魯門給予支援，杜魯門命令

麥克阿瑟迅速以海空方式軍援南韓，另一方面杜魯門也將韓戰問題提交聯

合國安理會來解決，會中決定通過組成聯合國軍隊來協助南韓。此時，中

華民國政府立即函電駐聯合國大使向聯合國秘書長表示，中華民國可派遣

3 萬多名的軍隊開往韓國戰場，來支援韓戰，並要求美國海空軍協助將其

部隊運到南韓，針對台灣所提出之建議，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及軍事參謀將

領皆反對蔣介石派軍隊支援韓戰，而杜魯門也深怕因台灣軍隊的介入，會

造成與中共軍隊正面衝突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因此杜魯門決定

拒絕接受蔣介石軍隊的提議 12，可是杜魯門、國務卿及其軍事將領的這項

決定卻與聯合國軍隊總司令麥克阿瑟的主張相互違背。麥克阿瑟認為美國

應接受台灣蔣介石主動提出派兵軍援韓戰的建議。 

蔣介石再接再厲，於 1950 年 7 月 4 日，再度命令駐日本的軍事代表拜

會駐在東京的麥克阿瑟，再次表達台灣願意出兵軍援南韓的態度。1950 年

7 月 31 日，麥克阿瑟在未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下，訪問台灣，並與蔣介石

舉行密談，麥克阿瑟的這項行動，引起杜魯門相當的不悅，再者麥克阿瑟

希望引入蔣介石的軍隊到韓戰來的主張，顯然也與杜魯門不希望蔣介石的

軍隊介入的立場相互背離，由於麥克阿瑟是美國遠東統帥，其所採取偏向

台灣的行為，被蘇聯代表拿來在聯合國安理會議，作為攻擊美國的藉口，

造成杜魯門政府的困擾 13。 

杜魯門因麥克阿瑟不時發表與華府不一致的對台政策談話，影響國際

間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疑慮，乃決定解除麥克阿瑟遠東統帥職務，再者麥克

阿瑟與杜魯門對韓戰的政策，也南轅北轍。麥克阿瑟依軍事的觀點表示，

戰爭一定要打贏，打贏就要不顧一切，如果要取得勝利，就必須無所顧忌，

以海軍封鎖中國沿海，以空軍轟炸中國東北，再把蔣介石的軍隊引進韓國

                                                 
12 馬德五，<韓戰期間的杜魯門[Harry S. Truman]與麥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
《歷史月刊》，第 101期，民 85.06， 頁 117。 

13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 --杜魯門、麥克

阿瑟與韓戰>，《歷史月刊》，第 28 期，民 79.05，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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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如此才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 14。 

但是杜魯門却認為麥克阿瑟的戰爭理論太危險了，恐將引發世界大

戰，而且麥克阿瑟的言行是公然向身兼三軍統帥的總統挑戰！至此，杜魯

門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憲法，賦予總統職權，於 1951 年 4 月 11 日，免除麥

克阿瑟的所有軍職，麥克阿瑟黯然離開韓國，回到美國，而蔣介石想要藉

由韓戰來反攻大陸的計畫也隨麥克阿瑟軍職的解除也隨之破滅 15。 

事實上，杜魯門在韓戰中，不願意台灣派軍隊協來協助韓國，分析其

主要原因如下： 

(1)1945 年 4 月 12 日，杜魯門接任美國總統，1945 年 8 月 10 日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1950 年韓戰爆發，距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短短的五

年，國際情勢普遍反對再有戰爭 16。 

(2)北韓背後有中共的軍隊給於支持，此時如果杜魯門總統同意台灣蔣

介石的軍隊來協助南韓的話，無異是將國共內戰問題延伸至朝鮮半島上，

將使問題更加複雜化，這是杜魯門最不願意介入的國共問題 17。 

(3)韓戰中，中共支持北韓軍隊的武器設備，其實都是蘇聯在其背後給

予支持的，因此杜魯門對於韓戰中的政策是維持南北韓在朝鮮半島的情勢，

不可徹底摧毀北韓軍隊，以免戰爭擴大，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 18。 

五、 結論  

胡佛總統曾經公開讚揚「麥克阿瑟是美國歷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同

時也是美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麥克阿瑟先後參與了兩次的世界大戰，

戰功輝煌。在韓戰中，他堅持必須給予北韓正面痛擊，引進蔣介石的軍隊，

同時援助他們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中共；以空軍偵察中國所有沿海地區；

                                                 
14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 --中共介入韓戰

的得失及影響>，《歷史月刊》，第 28 期，民 79.05，頁 45-46。 
15 于衡，<麥克阿瑟將軍訪華>，《傳記文學》，第 22卷第 4期，民 62.04，頁 71。 
16 <杜魯門對華政策的聲明>，1945 年 12月 15日，據《中共文件》第 16冊，頁

490-500。 
17 <1945 年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的談話>，《中共文件》第 15 冊，頁

495-498。 
18 <1945 年 12月 19日中共中央對各局、各區黨委的指示>，《中共文件》第 15冊，
頁 49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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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軍封鎖中國海岸；並且加強對中共的經濟制裁，如此才能確保朝鮮半

島的永久和平 19。 

反觀杜魯門總統却害怕戰爭擴大，由於中共與蘇聯關係友好，且雙方

訂有互助條約，正當此時，蘇聯也有原子彈了，因此蘇聯一點也不怕戰爭

升級，反且還惟恐其不升級，因為只有擴大韓戰，才可以使得美國無力及

無暇顧及歐洲，蘇聯才好坐收漁翁之利。如果當時杜魯門政府可以接受麥

克阿瑟的作戰策略，如果當時杜魯門政府的態度是堅定的，那麼今日朝鮮

半島的現況、海峽兩岸的情勢以及人類的歷史，將有別於現今國際的情況

20。 

這或許是身為當時世界第一強權國家的杜魯門總統，其所要思考的角

度與麥克阿瑟軍事家所要堅持的作戰目標，是有所不同的。當杜魯門解除

麥克阿瑟的軍職之後，白宮收到廣大美國民眾的強烈抗議，在國會裡，立

刻舉行聽證會，表示要提案彈劾杜魯門，Gallup 民意測驗的結果是麥克阿

瑟得到壓倒性的支持，麥克阿瑟回到美國時，受到美國民眾英雄式的歡

迎。不久，日本政府也贈送麥克阿瑟最高榮譽勳章，來向他表達最高的崇

敬之意 21。 

1962 年，美國參眾兩院通過一項決議案，來感謝麥克阿瑟對國家所作

的傑出貢獻。1964 年，一代名將去世，麥克阿瑟的一生，誠如他在那篇著

名的演說中所提到「老兵不死」的名言一樣，麥克阿瑟的精神將留給世人，

永遠的敬意。而他在韓戰中，因為無法取得與杜魯門相同的共識，也造成

了蔣介石無法藉由韓戰反攻大陸的遺憾！更留下今日南北韓之間紛爭不

斷的後果。 

 

                                                 
19 黃皇榮，<老兵不死，只是逐漸凋零--論麥克阿瑟將軍>，《陸軍學術月刊》，第

36卷 413期，民 89.01，頁 7-10。 
20 林正義、李明、胡春惠、張恕、戴安石，<韓戰四十週年--韓戰對臺海兩岸的影

響>，《歷史月刊》，第 28期，民 79.05，頁 48-49。 
21 三軍聯合月刊，<由美國近代四大名將言行中看軍事特性--馬歇爾、麥克阿瑟、
艾森豪、巴頓>，《三軍聯合月刊》，第 16卷 11期-12期， 民 68.01-02，頁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