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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

前言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间，吴守成教授、曾金兰小姐和我本人在全台各地，口述访问曾在海军服务过
的多位前辈，其中九篇访问稿刊于《海军人物访问纪录》第一辑中，于一九九八年九月由本所出版。
本辑所收陈在和、徐学海、马顺义三位先生的访问稿，访谈与整稿也在这两年间，但过去三年我借调
至花莲“国立”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服务，平日忙于教学与行政工作，无暇顾及访问稿之出版工作，致
使第二辑迟至今日才付梓。本辑收录之三篇访问稿，内容涵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海军发
展。陈在和先生于廿三年考入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班第八期，抗战期间在贵州桐梓继续课业，三十年底
毕业。徐学海先生于卅二年考入马尾海校航海班第十三期，在桐梓入学，抗战胜利后该期学生纳入新
制海军军官学校，为三十八年班。马顺义先生则于卅六年考入新制海军官校，为四十年班毕业生。三
人不同时期就读海校经历，恰能呈现海军军官基础教育的转型。徐学海与马顺义先生服务海军时间均
长，曾担任多项舰艇与岸上职务，对其经历均有巨细靡遗的叙述。举凡国共之间的重要海战，海军在
台的建军备战作为，中外海军之合作，均因受访者的亲身参与，而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本所陈三井
、吕芳上、陈永发等前后三任所长，大力支持访问计划之进行，吴守成教授协助安排访谈，曾金兰小
姐担负整稿重任，口述历史小组沈怀玉小姐安排稿件送审及编排事宜，以及段佑泰先生惠借《海军军
官学校三十九年班毕业同学录》（封面封底照片来源），均使本辑访问纪录得以顺利出版。谨表由衷
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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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

内容概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讲述了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
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
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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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

作者简介

张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守成，海军军官学校教授。曾金兰，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
班研究生，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约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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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弁言序言陈在和先生访问纪录海军世家海校生涯赴美接舰返国后的职务调动永顺舰长踏入航运界徐学
海先生访问纪录家世与早年教育投考海校从桐梓到重庆复员到南京上“中权”舰训亲历二二八青岛的
学生总队厦门时期海军白色恐怖在太平舰的岁月第一舰队司令部参谋再任舰职两次赴美进修回任岸职
一项严重的错误决策一桩荒谬的决定反攻大陆作战的试探担任泰山舰舰长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受训一次
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巡二舰队副舰队长舰令部参谋长驱逐舰队副舰队长巡一舰队舰队长海军飞弹化作风
刚直的刘广凯独树一格的陈庆堃仕途多舛得罪总长郝柏村对海军史的兴趣大陆亲人结语马顺义先生访
问纪录家世概述报考大学海军官校招生太平舰遇袭舰指部通信官记过与进阶基层干部阶段出长武陵舰
赴美接武胜舰太原舰长海军官校学生总队长富阳舰长舰长任内的检讨登陆舰队舰队长高雄港务局副局
长大陆亲人敬爱的师长海军史政资料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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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被总部派到特战司令部任海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司令为易谨（黄埔十期）。我在那里看过
整个特种作战的构想。我将这份计划带回总部，向上级报告。那时我们也很注意中共的雷情，他们已
能掌握我们很多船的动态。我们若是贸然派船过去突袭，中共一定立刻有所反应。我们自然不会迷迷
糊糊打仗。我和李沅骥策划时，对敌情亦有所顾忌。我也和“国防部”撰拟反攻大陆计划的国光作业
室的负责人到马祖，了解由马祖如何支援特种作战。我也到金门去了解，如何自金门支援，所以那段
时间工作十分繁重。特种作战对海军绝对是个巨大的负担，既然要反攻大陆，就需要靠特种作战来点
火。本案计划作为堪称前所未有的慎重严谨，此因我们事先对敌情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共观通
系统的能力掌握了详尽的数据，我们曾向“国防部”和友（陆）军反映过本案的可行性甚低，而危害
性极高，然而上级认定本案有其战略（非战术）含义，务必进行。以往本军曾实施对大陆特种作战多
次，但从未派遣将级军官担任战术指挥官，此次由胡嘉恒少将负责指挥，冯启聪副总司令担任作战指
导，亲率作战助理副参谋长许承功少将、作战组组长杨西翰上校进驻左营舰指部战情室，全程监督与
必要时之指挥，我则和总部副参谋长牟秉钊少将留驻台北总部战情室掌握状况，不断报告给参谋长和
刘总司令，并负责与空军及六二部队的协调与联系。当晚我守在总部战情室中，牟副参谋长则回涛园
宿舍。清晨四五点钟我呼叫剑门，未获回音。我不停呼叫，后来断断续续收到剑门无线电的答复，这
时我怀疑是中共冒用剑门的频道。于是我立刻请示牟副参谋长，并要他请刘总司令来此。同时拿笔迅
速记下整个过程。我也向空军申请派机支援，但空军的JOC居然不知此一任务，那是因为此一作战计
划是交给空军总部擎天作业室，擎天作业室并未交给空军作战司令部。而我亦事前通告六二部队作战
组长赵士骧，要他们准备采取行动，随时下令派阳字号出去。刘总司令一到，我扼要向他报告情况，
还未报告完，黎总长来电，要刘总司令立刻和他一同到阳明山见老“总统”。刘总司令遂立即赶至介
寿馆，随黎总长赴阳明山。结果他和黎总长向老“总统”报告时，果然未能清楚掌握状况，后来刘先
生有一段时间对我很不谅了，认为我害了他，我未作任何辩解。当时我确实尽了本分。也有很多人找
到我当代罪羔羊，指称我未告诉六二部队作战已开始，也未告诉空军，所以空军不晓得。这种说法完
全不符事实。我曾说过作战部门有错误，那就是：1.明知不可为而为，未能报请总司令向上级强烈反
映，如此或可避免海军一劫；2.计划作为时未深入考虑任务支队可能遭遇最坏之战术态势，以及较详
细但有弹性之指导，果尔，胡少将失去章江舰之联络后，依战场上之战术态势迅即脱离战场，至少立
即以无线电请示督导组长指示其后续行动，当可避免剑门舰遭中共舰艇围剿，终致沉没的命运。“八
六海战”以后，海军不仅对全盘作业逐一检查，并深入检讨，以最具体的意见建议“国防部”。海战
中被俘的王韫山舰长是卅九年班第二名毕业，以他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来看，在海军之中至少能升到
副总司令。他的哥哥王雨山是青岛五期毕业。这次作战中共能够获胜，主要关键是中共海军取陆军式
的打法，先集中火力击沉章江舰，并判断剑门舰一定会投入战场。我承认我们在拟定计划时，未想到
这一点。如果早想到，可以在章江出事后，要求剑门尽量救援，但情势无法挽回时，剑门应迅速脱离
战场。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又有谁敢提出脱离战场的建议呢？总部作战组副组长任
满，本来要上二级舰任舰长，但许承功一直要我留下，这么一来，我的舰上经历就耽误了。许承功遂
打了个报告给黎总司令，说明：“徐学海因业务需要，现在无法调离，如此将影响二级舰资历，请准
予直接派一级舰。”总司令批“可”。所以刘总司令接总司令后，顺理成章地派我为太和舰长。当时
“国防部”人事行政局局长不同意，说我仍是中校，而上校等着派一级舰舰长的还有多人；其次说我
没有指参教育学历。但刘总司令执意派我。局长易劲秋遂亲赴海军总部找刘总司令协商。此时宋长志
先生在旁缓颊，说暂时不派我上太和，等我海参院毕业后再派，双方遂各有台阶可下。这样我就先进
了海参院，而毕业时我侥幸拿到第一名，就直接派一级舰舰长了。胡嘉恒先生最倒霉，他原担任黎玉
玺总司令的勤务处处长，黎先生升任总长后，已内定调胡嘉恒为总务局局长（中将缺），结果却在最
后一次任务出了事。“八六海战”可算是反攻大陆计划中的一个“点火”措施，但海战失败，也把老
“总统”打醒了。当时陆军总司令就极力反对，认为我们没准备好。去年我到厦门，看到当地的地势
，感觉如果我们当年从厦门登陆，恐怕立刻就会被消灭，因为那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地形。所以当
年未进行反攻，确实避免许多人的性命牺牲。

Page 6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

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中海校学生口述了国民党海军十七年来反
攻大陆的“八六作战”失败原因详情，反潜作战计划风波以及与总长郝柏村的数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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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校学生口述历史2》

精彩短评

1、换个角度
2、颇多台湾海军内部运作及官场生态的细节
3、当海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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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第二册，主要集录的是陈在和、徐学海、马顺义三人所口述的他们供职国民党海军经历。陈
曾入学早期的马尾海校，徐、马二人则都先后就读了后期的新制海军学校，故他们的口述，从侧面呈
述出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的国民党海军基础教育和任职教育的转型过程。      又因三人均曾担任多
项舰艇和岸上职务经历，故回忆中也包含了国民党海军在退守台湾岛后的装备发展、战备建设上的细
节。文中所涉的的两岸“八六海战”等内容，也让我们得以回望当年燃烧在海峡的炙烈烽火，为那些
永远沉没在冰冷的海峡之下的、同为中华民族的另者发出意味深长的叹息。一、海军教育的发展带来
部队内部旧有人事关系的改造海军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军官教育，军官的培养离不开院校。旧时代海
军派系林立，所谓的“中央”的军事院校教育也就往往还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即通过培养属于自己的
、独立于原来班底的派系，改造原有的人员构成，强化中枢军事机关对具体业务部门和作战实体的控
制、指挥力度。在徐、马的回忆中，到后两者任舰长期间，国民党海军似乎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样的人
事改造，大量的的舰艇、岸勤指挥员大都拥有中央海军的学历或训练经历，留学人员在人事背景上也
较退台前单纯得多。故有人认为，那种抗战、内战时期不同海军派系遗留下的强烈的人事隔阂已经逐
渐弱化。最起码已经不会因此形成军、政命令的执行阻碍。二、退台后国民党海军自身军种优越感的
弱化由于海军教育的特殊性，在旧时代难以由我国自己的军事教育体系独立顺利完成，抗战前后曾借
助于英、美、德等海军强国代训或短训。很多主要舰艇的军官都有赴欧、美接舰的经历。军事留学经
历，使部分海军军官较陆军等军种更容易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军事礼仪、对新的科技有着较为深
入的了解。加上海军兵员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待遇较好，使得国民党海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所谓“
军种的优越感”。如在内战时期，海军司令桂永清是陆军出身，虽贵为蒋的主要将领，但很多海军人
员对他都有一种隔阂和轻视。（有文章提到桂在风浪中登舰，军舰不放舷梯而放下绳梯。桂爬上舰后
愤怒，认为是不尊重他。而海军人员则掏出手册，说明在某级海况下不得释放舷梯。被桂劈手将手册
打落）。而到退台以后，这样的军种优越感受似乎已经随着国民党军事教育的整体进步及军队装备、
训练的全面“美军化”，不再如大陆时期那样明显。海军高人一头的优越感渐渐休矣。而因教育背景
和军种差异形成的隔阂似乎依然存在，书中曾记载陆军出身的总长郝伯村演习中再三当众批评“海军
没有战术”，说“海军的高级将领根本不重视后勤”。而徐学海则强调其三军大学受训期间，校长余
伯全所推崇的战略教育根本不适合海军等。这是在阅读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国民党海军装备发
展中的一些细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海军接收了日、美部分舰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水面战斗力量。
退台后，除加强了它的水面战斗力量，还根据需要组建了反潜航空兵，它的反潜航空兵最初隶属空军
，后来才转隶海军。国民党海军和美国海军在当时的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这样的交流从装备、后勤
到情报领域都非常活跃。 从《口述》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舰艇的维护和改装，除极少的一部分外，
主要是在当时日本和美国本土完成的。它接受的美援的军舰，很多已经是美军退役舰艇，但对台湾国
民党海军而言，依然是水面利器。部分原美军的海防舰、扫雷舰改装后往往有效地遂行着驱逐舰、护
卫舰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对手解放军海军的水面力量过于薄弱的原因。内战及退守台湾初期，它的
舰艇总吨位远远超越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在其空军的配合下，它的海军对解放军海军具有压倒性的优
势。解放军海军逐渐建立起以快艇、潜艇和海军航空兵为主体的 作战体系，后又接收了苏联“别佳”
级护卫舰，双方的海军实力始对比才逐渐开始有了变化。而随着台湾国民党军总的战略意图的转变，
两岸水面力量的较量也已经减少，代之以空军或海军航空兵之间的对抗。70年代台湾国民党海军开始
导弹化。《口述》中也记载了徐学海等赴以色列接洽和购买“加百利”舰对舰导弹的细节。根据文中
记载，国民党军对导弹快艇等装载导弹武器的运用也有着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其中说到郝伯村
问徐：导弹艇能否跨海攻击厦门海域的目标？徐等通过反复计算并实兵推演，最后才否定了这样的使
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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