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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後，國府很快宣佈願意出兵援韓，無奈華盛頓堅

決排斥台灣於韓戰之外。然而麥克阿瑟將軍統帥的美軍遠東司令部迫切需要中文

翻譯與情報人員，因而邀請台灣派遣人員到東京和韓國從事各項翻譯、情報、心

戰，以及對戰俘的審訊及教育轉化（Re-orientation)工作。國府暗中指揮協調這

些人員，逐漸促成反共戰俘在戰俘營中建立起統治地位。從而直接影響了 1952

年 4 月關於遣返意志的「甄別」結果，超過一萬五千名中國戰俘表示拒絕遣返。

中共和蘇聯拒絕接收這樣的「自願遣返」，韓戰繼續進行。直到 1953 年 3 月史

達林去世後，停戰談判雙方基於「自願遣返」原則達成協議。最終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一萬四千餘名「反共義士」來台，他們占了所有中國籍戰俘的三分之

二。作者試圖說明這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直接指揮領導的一次宣傳勝利，對於中華

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席位的保留，對於臺灣重歸美國防禦體系，對於扭轉中華民國

在臺灣的命運都產生了直接與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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