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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末期國軍的反攻（1945）

蘇聖雄

摘　要

1945年初日軍一號作戰結束之際，國軍積極籌劃反攻。這些反攻計畫，諸多
抗戰史著作或有所及，惟多未能釐清各反攻計畫之演變及其內容。相較學界集中

探討抗戰初期的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或抗戰中的歷次重大戰役，抗戰末期軍

事反攻的討論相對甚少，就軍事作戰來看整個抗戰史，似有虎頭蛇尾之感。本文

因之以此為題，探討抗戰末期國軍的反攻計畫內容為何？目的為何？反攻過程為

何？對中國或美國之意義為何？

本文指出，抗戰末期中美籌劃反攻，提出阿爾發計畫，包羅國軍的整軍、

補給、訓練等要項。在該計畫指導之下，國軍建立陸軍總司令部，積極整編訓

練反攻基本部隊39個阿爾發師，準備發動反攻作戰。同時，總反攻計畫亦積極
擬訂，包括「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冰人作戰計畫」，及「白塔作戰計

畫」（「卡波內多」）。計畫擬訂同時，日軍主動自華南收縮戰線，國軍向其

追擊，總反攻計畫提前展開，奪回大片領土，計畫先期目標提前達成，國軍擬向

廣州進軍。此時日軍已降，國軍反攻至此結束。

國軍推動反攻軍事，並非欲藉己方軍力壓迫日本投降，時日本敗象盡顯，於

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國軍沒有必要與日軍強碰，消耗戰爭資源。因此，國軍對

於整裝、訓練等「反攻準備」力圖行之，對「反攻作戰」則實未積極推動，僅是

趁日軍撤退，躡蹤追擊，輕易收復失地。究其實質，國軍的「反攻準備」並未達

成目標，抗戰末期國軍的反攻，可說一未竟之業。

關鍵詞： 蔣中正、魏德邁、阿爾發、冰人、白塔、卡波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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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s 
Counteroffensive in the Last Phas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45

Sheng-hsiung Su✽

Abstract

Whe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 Operation Ichi-Go approached the e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NRA) began to develop counteroffensive 
plans. These plans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ut these studies mostly did not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nts of these plans. Compared with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Battle of Shanghai or other major battles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the NRA’s 
counteroffensive in later phase of the War was seldom discussed among schola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NRA’s counteroffensive plans, seeking to 
answer questions concerning its purpos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a and the U.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during the last phase of the War, China and the 
U.S. had drafted the Plan ALPHA, which encompassed army re-organiz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military supply. Accordingly, the Chinese Army Supreme 
Headquarter was set up, whose aim was to train the 39 divisions of the NRA 
to become core counteroffensive forces.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eroffensive master plan was conducted actively, and soon sub plans such as 
“Outline of Operation Plan for the Chinese Army,” “RASHNESS” and “BETA 
(CARBONADO)” were drafted. While the plan was still forming, the Japanese 
forces withdrew from the South China region with the NRA forces pushing in 
behind. It made China prematurely launched the counteroffensive master plan and 
secured large area of previously lost territories. The preliminary goal of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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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et and the NRA had turned to Canton.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the Japan forces 
declared surrender and marked the end of the NRA’s counteroffensive actions.

The NRA’s counteroffensive plan was not meant to compel Japan to surrender 
by its own military force.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ad already shown signs of 
losing the War by its successive defeats in the Pacific Theater.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 NRA to confront the Japan forces directly and waste its military resources. 
For that reason, the NRA put more efforts into matters of “counteroffensive 
preparing,” e.g. training and equipping its troops, than “counteroffensive 
combating.” Thus, the NRA often took the tactic of raiding Japanese troops in 
their retreat and at the same time reclaiming lost territories. In reality, the goal of 
“counteroffensive preparing” was not met and the NRA’s efforts were spent in an 
unfinished task.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Albert C. Wedemeyer, ALPHA, RASHNESS, BETA, 
CARBO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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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末期國軍的反攻（1945）✽

蘇聖雄
✽✽

壹、前言

1944年4月，日軍太平洋方面的戰況不斷惡化，於此局勢之下，日軍仍對中
國發動大規模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是役日軍出動支那派遣軍

8成約50萬人（20個師團）的兵力，調用馬匹約10萬頭、自動車約1萬5千輛、火
砲約1千5百門，主要沿湘桂黔鐵路進攻，作戰地境自河南黃河邊經湖南至廣東、
印度支那國境，縱貫約1千5百公里，是日本陸軍史上投入最大規模兵力的作戰。
該作戰至1945年2月結束，破壞了數個美國在華空軍基地，並對國軍造成重大打
擊。

1 

國軍遭此重創，幾乎一蹶不振。1944年10月，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屢
次衝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遭到撤換，東南亞戰區副

1 原剛，〈一号作戦─実施に至る経緯と実施の成果〉，收入波多野澄雄、戶部良一編，

《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頁283-295；陳永
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

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347-431。

1

*  本文初發表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The 3rd Summer Workshop on “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2016年8月15日），寫作期間蒙陳永發教授、阮大仁先
生、吳景平教授及2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6年9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16年12月14日。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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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接替。魏德邁上任之後，建立在華美軍有
效機制，與中國領導人建立互信並提供諍言，中美關係明顯改善。

2 同時，在中
美合作架構之下，國軍重新改組，於1944年冬設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負
西南各戰區部隊統一指揮及整訓之責，該部並聯繫盟軍，以待對敵轉移攻勢。於

是受創甚深的國軍，漸次恢復生氣。

1945年初日軍一號作戰結束之際，國軍積極籌劃反攻。2月，軍令部擬訂「中
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策定國軍於盟軍登陸東南沿海的同時，向桂湘粵轉取

攻勢。
3 其後，美軍又助國軍策定中國戰區總反攻計畫，代名「冰人」及「白

塔」（白他）。
4 7月初，依據中國戰區總反攻計畫，陸軍總司令部及美軍在華

將領麥克魯（Robert B. McClure，又譯麥克魯爾）各提出反攻廣州計畫一案。經
討論，決定採用陸軍總司令部之案，並參考麥克魯的意見作修改。

5 而早在5月
底，日軍收縮戰線，自華南撤退，國軍發動追擊，總反攻計畫已初步實施；8月
中，日本投降，反攻計畫未能澈底實踐。

上述國軍的反攻計畫，抗戰史諸多著作或有所及，惟多未能釐清各反攻計畫

之演變及其內容。
6 相較學界集中探討抗戰初期的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或抗

2 魏良才，〈國民黨最後的諍友─魏德邁將軍與中美關係〉，《歐美研究》，第32卷第
2期（2002年6月），頁346-351；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
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557-
606。

3 〈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1945年2月1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
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167-168。

4 何應欽編，《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頁261-262。
5 〈何應欽致蔣介石報告〉（1945年7月1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上冊，頁167-168。

6 舉要如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98;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91-196;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p. 330-396;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臺北：綜合
月刊社，1974年），頁1106-1110；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3部：八年抗戰
與戡亂（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1523-153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
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頁493-497；張憲文
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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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中的諸多重大戰役，抗戰末期軍事反攻的討論相對甚少，就軍事作戰來看整個

抗戰史研究，似有虎頭蛇尾之感。其實，是時美軍重點置於太平洋，並未打算藉

國軍反攻來擊敗日本，因此難以看出國軍反攻之作用；然此種反攻計畫，仍為美

軍所積極推動，可見這些計畫，並非僅為國軍的虛張聲勢，當有其實質作用。究

竟抗戰末期國軍的軍事反攻計畫內容為何？目的為何？反攻過程為何？對中或對

美之意義為何？這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本文所利用之史料，主要為國史館庋藏之《蔣中正總統文物》、《陳誠副

總統文物》，和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典藏之《蔣介石日記》、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及已出版的史料彙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中
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或重要軍事將領之日記、回憶錄如《徐永昌日記》、

Wedemeyer Reports! 等。其中，《陳誠副總統文物》藏有〈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
他作戰計畫〉一卷，完整收入作戰計畫內容，甚為珍貴，是本文重要徵引史料。

貳、陸軍總司令部的成立及反攻部隊整編

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下，國軍潰不成軍，弱點盡顯。1944年6月19日，日
軍攻陷長沙。8月8日，下衡陽。10月10日，陷桂林，11日又下柳州。國軍節節敗
退，輿論沸騰，國民參政會指謫軍政部誤國，蔣中正亦痛斥軍政部下轄之兵役署

長程澤潤兵役業務辦理失當，經軍法審判後將之處決。參謀總長何應欽乃辭去軍

政部長兼職，薦員自代。20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國防最高
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議調整中央黨政軍機關人事，以期加強行政效率，增進抗

戰力量。在人事異動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接替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長，
7 主

持大規模整軍。
8 

1257；郭汝瑰、黃玉章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2年），頁1406-1417。其中，Charles F. Romanus和Riley Sunderland的著作敘述
較詳，英文檔案運用豐富，惟未使用中文史料。

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頁95。
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14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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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魏德邁代史迪威出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並兼任美軍中國戰場指揮

官。其上任之後，創設中美聯席會議，每週舉行會報一次，由中、美相關人員

出席，相互交換意見，共謀解決問題。
9 他又鑒於日軍可能進攻昆明，形勢嚴

重，提案集中國軍精銳，首先保護昆明地區，次則保護重慶地區，是為「阿爾

發」（ALPHA）計畫。10 該計畫區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國軍遲滯日軍進攻，
美國空軍提供空中支援、美國軍官至國軍師級單位擔任聯繫及參謀工作。第二階

段國軍集中昆明，駐印軍運回支援。此一計畫欲付諸實施，需要任命一中國指揮

官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之名總其成。魏德邁對陳誠印象良好，譽其為中國之拿

破崙，
11 建議由其出任，蔣卻屬意何應欽。12 蔣所以如此決定，或因陳已出任軍

政部長，而何應欽雖卸任軍政部長職，仍具參謀總長之身分，在國軍地位僅次於

蔣，資歷甚深。
13 其後，魏德邁也支持何應欽出任該職。14 

魏德邁提議設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一職，軍令部長徐永昌以為應加「西南

9 國防部史政局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事合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
年），頁27-28。史迪威原擔任美軍中緬印戰場指揮官，其去職後，美國於1944年10月
24日宣布將中緬印戰場一分為二─印緬戰場及中國戰場，分別由索爾登（Daniel I. 
Sultan）及魏德邁擔任指揮官。美軍中國戰場和盟軍中國戰區的英文皆為China Theater，
但二者其實不同。盟軍中國戰區係1942年成立，以蔣中正為最高統帥，範圍包括中國、
泰國和印度支那；美軍中國戰場於1944年10月成立，魏德邁任總司令，他並以盟軍中國
戰區參謀長身分，受蔣中正節制。任東來，〈1941-1949年美國在中國的軍事機構及其沿
革〉，收入陶文釗、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東亞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174-175。
10 Albert Wedemeyer, “Memorandum for Chiang Kai-shek” (December 9,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4, Folder 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11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臺北：國史館，2015
年），1944年11月14日，頁660，

12 魏德邁於1944年11月21日正式提出阿爾發計畫細節，而在這之前中美雙方已對此有所討
論。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57-63; 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1944年11月15日，頁482。阿爾發計畫經不斷修訂，爾後國軍的整軍、補給、訓練等，皆
可視為該計畫的一環。

13 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第1冊，1944年11月16日，頁
661；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
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385。

14 Albert Wedemeyer, “Memorandum for Chiang Kai-shek”(December 9,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4, Fold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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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3字，稱「中國戰區西南部陸軍總司令」，蓋使其先自局部著手裝備補訓，
再漸及其他，且原計畫即以保昆明、貴州為主，即是由西南辦起。

15 11月17日，
蔣與何應欽商決西南部總司令及各司令人選。30日，蔣復與何談昆明情況及代理
參謀長人選。

16 其間，何應欽建議其名銜將「西南」去掉，復提出同地總司令太
多，不免混淆，建議除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外，餘稱司令或總指揮。

17 最後何的
職銜確定為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而其他總司令職稱未變。

12月9日，蔣中正為與盟軍協同對日作戰，並準備將來反攻，正式下令設置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統一指揮及整訓西南各戰區的部隊，總司令由參謀總

長何應欽兼任，下轄遠征軍衛立煌部、黔桂湘邊區湯恩伯部、滇越邊區盧漢部、

第四戰區張發奎部，及第五集團軍杜聿明部。美軍派遣一總聯絡官，常川駐在陸

軍總司令部，綜理聯絡事宜。遠征軍、第四戰區及各邊區以下各級司令部，均由

美軍派遣聯絡官，平時為教官，負責聯絡及訓練。
18 

12月13日，蔣又頒布「陸軍總司令部作戰指導要領」，規定該部任務為與敵
保持接觸，並拒止敵由湘桂路各地及越南向昆明及重慶兩處攻擊。長江以南之國

軍，除去軍事委員會總預備隊及第三、第六、第七、第九各戰區之部隊，均歸該

總部指揮，所轄地域區分為三：貴陽防衛區，由黔桂湘邊區總司令湯恩伯負責，

包括貴陽防衛軍湯恩伯部、第二十四集團軍王耀武部、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夏楚

中部，職司持續予敵壓力，並拒止敵向貴陽及重慶之襲擊；昆明防衛區，陸軍總

司令何應欽負責，包括廖耀湘部、滇越邊區所轄之第一、九集團軍、遠征軍、昆

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11月15日，頁482。
16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11、30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4年12月7、9日，頁505、

507。
18 〈蔣介石致俞飛鵬代電〉（1944年12月9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上冊，頁156-157。至1945年1月，美軍中國戰場指揮官魏德邁下轄中國作戰
指揮部指揮官麥克魯（Robert B. McClure, CG Chinese Combat Command）、中國訓練中
心指揮官米德爾頓（Joseph W. Middleton, CG Chinese Training Center）、美軍供應處指揮
官齊福士（G. X. Cheves, CG SOS）、第十四航空隊指揮官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 
CG 14th Air Force）。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 
20; Larry M. Wortzel,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9), pp. 20-22. 本文將英文Commanding General （CG）譯作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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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區預備隊（第五集團軍），職司擊攘雲南西部之敵軍，並拒止將來進入昆明區

之敵軍；第四戰區，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負責，包括第十六、第三十五、第二十

七集團軍，職司阻滯向百色區域前進之敵，並切斷桂林以南及柳州西北之鐵路交

通。
19 

12月25日，陸軍總司令部正式在昆明成立，何應欽任總司令，蕭毅肅任參謀
長，副參謀長為冷欣。

20 其後又任龍雲、21 衛立煌為副總司令。時全國有包括11
個戰區在內的數個戰略軍事單位，計有集團軍38個、軍115個、師331個。其中，
陸軍總司令部所轄集團軍7個、軍27個、師86個，所轄部隊超過任一戰區級的單
位，就師級數量來計算，兵力占全國25.9%。22 

1945年2月1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於昆明成立，受陸軍總司令部
的指揮，並與美軍供應處（Services of Supply, SOS）聯繫，其主要任務為統籌
陸軍總部所指揮各部隊之運輸、補給及裝備。後勤司令部的組織，分為參謀、副

官、人事、通信、運輸、糧秣、經理、軍械、衛生等處，初期係由中美雙方有關

人員合力組設，編制員額385人，含國軍333人，美軍52人。首任司令為美籍軍官
齊福士（G. X. Cheves），副司令由國軍後勤總部副總司令盧佐兼任，參謀長為
美籍魯克斯（M. H. Lucas），至處長以次之副處長、科長等職務，亦多由美籍人
員充任。

23 

19 〈蔣介石頒陸軍總司令所部作戰指導要領命令〉（1944年12月1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157-160。

20 冷欣原任陸軍總司令部軍務處處長，次年調任副參謀長。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
（臺北：書香文化公司，2005年），頁99-100；冷欣，《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108；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編，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704-
706。

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1年），1945年2月2日，頁19。

22 〈國民黨陸軍兵力統計戰鬥序列附駐地表〉（1945年1月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
頁769-771。

23 1945年6月，後勤司令部改組，齊福士奉調返美，由國軍白雨生繼任司令，美方新派之供
應司令歐陽達（H. S. Aurand）及該部之副司令、參謀長等高級官長，改任國軍之顧問，
而處長以次之美籍人員仍維持現狀。國防部史政局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事合作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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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行阿爾發計畫，擬由美軍提供武器與作戰物資裝備國軍，由於當時中國

有約350萬人兵力，無法充分供應這麼多的必需品與裝備；因此，魏德邁向蔣中
正建議訓練一支較小但訓練良好的部隊。

24 1945年1月中，魏德邁建議中國只要
有50個好師即可足用，他表示已要求華盛頓照此裝備。25 爾後，美軍建議國軍新
裝備36個師，每師1萬人，再加直屬部隊共50萬，經過整頓訓練，6至8個月可發
動攻勢，直取廣州，與登陸之美軍會合。

26 國軍接受美軍意見，2月2日，陸軍總
司令何應欽及軍政部長陳誠向蔣中正報告西南整軍決議案，決定取消6個軍部，
充實36個師，以為該年基本工作。27 蔣對此頗為重視，因獲此決定而「此心為之
一慰」。

28 

36個師數目確定前後，美軍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不斷討論應裝備美械的軍師
番號。

29 這批國軍後來加上駐印軍（新一軍）的3個師，共有13個軍39個師，全
數由陸軍總司令部管轄，因係配合阿爾發計畫而建立，又稱作阿爾發部隊（ALPHA 
Forces）或「阿爾發師」（ALPHA Divisions）。30 （表1）阿爾發部隊計畫裝配
的武器較舊式國軍大為增強，步槍、機關槍、戰防砲等增厚許多，尤以砲兵最為

顯著。1個阿爾發師有1萬人，1個軍3個師計3萬人，配有3個75公厘榴彈砲營（1

要》，頁30-31。
24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 297.
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1月10日，頁6。
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1月12、29日，頁7、15-16。
27 裁併的軍番號為6A、9A、29A（保留軍部）、57A（保留軍部）、87A、97A，裁併之師
番號為N24D、T16D、55D、R11D、46D、T5D、T35D、82D、196D、N33D、N39D、
N28D、49D。「軍委會代電」（1945年2月2日），〈整軍參考資料〉，《陳誠副總統文
物》（以下簡稱《陳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4-00011-075；「美械裝備及
裁撤軍師番號表」（1945年），〈軍政部長任內補給資料（三）〉，《陳檔》，國史館
藏，典藏號：008-010706-00035-006。

28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2日。
29 「陳誠呈蔣中正報告」（1945年1月），〈革命文獻—抗戰方略：整軍〉，《蔣中正

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07-114；「魏德
邁呈蔣中正備忘錄」（1945年1月31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整軍〉，典藏號：

002-020300-00007-117；〈軍政部工作報告（三十四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109.3/3750.4。

3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238,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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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配1營）、31 1個105公厘榴彈砲營，最高司令部另有155公厘榴彈砲3個營及192
尊4.2吋迫擊砲。這樣的砲兵實力，戰力已不下當時在華日軍。32 （表2）

表1、阿爾發部隊組成表

軍　名 師　名
已發軍械

（1945年4月15日）

新一軍 第三十師 第三十八師 第五十師 100%

新六軍 第十四師 新編第二十二師 第二○七師 100%

第五軍 第四十五師 第九十六師 第二○○師 200D為10%，餘為80%

第二軍 第九師 預備第二師 第七十六師 10%

第八軍 榮譽第一師 第一○三師 第一六六師 90%

第十三軍 第四師 第五十四師 第八十九師 90%

第五十四軍 第八師 第三十六師 第一九八師 8D為10%，36D為80%

第五十三軍 榮譽第二師 第一一六師 第一三○師 榮2D為60%，餘10%

第七十三軍 第十五師 第七十七師 第一九三師   1%

第七十四軍 第五十一師 第五十七師 第五十八師 60%

第七十一軍 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八師 第九十一師 10%

第九十四軍 第五師 第四十三師 第一二一師 121D為40%，5D為80%

第十八軍 第十一師 第十八師 第一一八師 80%

說明：1.新一軍、新六軍之已發軍械為推估，未註記者係沒有資料。
　　　2. 參閱：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 372; 「阿爾發軍撥發軍械情況表」（1945年4月
15日），〈抗戰末期美援抗戰軍事損失及接收日本賠償資料〉，《陳檔》，國史館
藏，典藏號：008-010701-00015-002。

31 該M1A1榴彈砲（pack howitzers）因可分拆6部由騾馬馱載運送，也被國軍歸類為山砲。滕
昕雲，《抗戰時期國軍武器裝備─野戰砲兵篇》（臺北：老戰友工作室，2003年），頁
22-25。

32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232, 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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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舊國軍與日軍火力比較表

阿爾發師 舊式中國師 日本師團

兵力 10,000餘 10,000餘 14,000餘

步槍 6,103 2,400 9,000

輕機關槍   334  212  382

重機關槍     72    70  112

60公厘迫擊砲   162    97

81公厘迫擊砲     36    22

37公厘戰防砲     24    14    22

步砲    無   無    30

擲彈筒  不定 不定  350

說明：1.  戰爭初期，日本陸軍每個師團轄4個聯隊，是為四單位師團，兵力高達2萬餘人。
1939年以後，編有3個聯隊組成的三單位師團，兵力較少，約14,000人左右，戰力
遠較四單位師團弱。此時在華，主要為三單位師團。

　　　2. 國軍部隊兵力多未足額，舊式中國師缺額更為嚴重。
　　　3. 參閱：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 232；何智

霖、蘇聖雄，〈初期重要戰役〉，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
2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165。

整補訓練阿爾發部隊之際，為適應將來攻勢作戰之需要及配合全國整軍，
33  

1945年3月，陸軍總司令部將所轄兵力縮編為4個方面軍，番號第一至第四，次序
的訂定取決於地理位置。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位雲南；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

發奎，位桂西北；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位黔桂湘邊區；第四方面軍司令官

王耀武，位湘西。
34 另有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杜聿明，以及總部直轄部隊。35  

33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28日，「上月反省錄」。
34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86。
35 何應欽編，《八年抗戰》，頁241-248。

-109-



國史館館刊 第 51 期

時全國有集團軍31個、軍106個、師319個，陸軍總部所轄集團軍減為1個（原7
個），軍有20個（原27個），師有66個（原86個）。以師級數量計算，兵力縮減
至全國的20.7%。36 如此編併，魏德邁尚不以為足，他認為美國裝備在有限的運
輸線上，不足以配備國軍300多個師的單位，因此建議將美軍物資儘量提供阿爾
發部隊，使其成為勁旅，即便某些地區軍隊因物資缺乏而致失地，亦無關係；至

於現有300個師，應儘速裁撤，加速軍隊縮編，俾迅速建立現代化勁旅。37 

魏德邁認為國軍編併進度緩慢，但如此編併，已引起陸軍總部所轄諸部的不

滿。若干部隊懇請不予編併，並有謂果予編併，恐有變患。
38 原第四戰區司令長

官張發奎，不滿其在北伐時已升任將官，其他3個方面軍司令官盧漢、湯恩伯、
王耀武，都曾在不同時期在其麾下任職，王耀武資歷尤淺。張周邊的人因此認為

中央待張不公，對張與王耀武同級感到憤慨，且有人認為第四戰區撤銷之際，應

任命張為陸軍副總司令。
39 

遠征軍自1943年組建，發動反攻，強渡怒江，與日軍激烈作戰，經過艱苦作
戰，終於在付出官兵死傷6萬餘人的代價下，收復滇西全境；復突入緬境，與駐
印軍會師緬北芒友，打通國際交通線。

40 該軍立下烜赫戰功卻被裁併，司令長官
衛立煌調任陸軍副總司令，衛及其麾下將士皆表不滿，衛因此不就職、亦不辦理

移交。
41 遠征軍副司令長官黃琪翔且奉衛之命，向蔣中正報告裁編部隊之不安。

蔣雖自認帶兵以來，對優秀學生及有功部隊裁編之多，以此次為最，然而他「為

國家、為革命以及優秀將領之前途計，皆不得不忍痛忍心而毅然斷行貫徹方鍼，

36 〈國民黨陸軍兵力統計戰鬥序列附駐地表〉（1945年4月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頁782-784。

37 “Wedemeyer to McClure” (May 1,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18; 「魏
德邁呈蔣中正備忘錄」（1945年4月26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整軍〉，典藏

號：002-020300-00007-128。此時魏德邁將阿爾發部隊整編的36個師，稱作「貝塔計畫之
卅六個師」。關於「貝塔計畫」，詳後文所述。

3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2月6日，頁22。
39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86。
40 楊維真，〈抗日戰爭中的滇西戰場（1942-1945）〉，《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3期
（2008年9月），頁61-79。

41 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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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為公為私只有失敗而已」，同時他也希望藉此「示以大公無我之意，惟終能

望其（地方軍）有一日之感悟也。」
42 何應欽對衛立煌抗拒出任副總司令，恨聲

不絕，認為衛豈有此理、不識大體，他且以為衛舊習未除、用人貪污，因此僅

令其出任副總司令，不使設立副總司令部。
43 何又派冷欣等前赴保山與衛當面接

洽，問其是否服從命令。衛終赴總部履新。
44 

陸軍總司令部成立之後，在美軍協助下積極整編、裝配、訓練部隊，國軍戰

力有不少提升，若這些戰力提升計畫能夠完成，對於國軍反攻或戰後中國局勢，

必定產生不小作用。然而，美軍計畫提供國軍裝配阿爾發部隊的物資，在日本投

降前，大多未及送交國軍。受限於運輸量，美械只能陸續運進中國，無法短期同

時裝備。
45 至1945年4月中旬，阿爾發部隊平均僅獲軍械12%。46 （又見表1，新

一軍、新六軍不計）據戰爭結束不久的統計，美軍約僅將計畫三分之一的裝備提

供中國政府，三分之一運抵印度、緬甸或中國，惟尚未移交，五分之一在運往中

國途中，而其餘仍在美國。
47 以第十三軍石覺部來說，該軍屬阿爾發部隊，優先

換裝美式軍械及獲得美式訓練，但至6月底才換裝完畢，在當時已屬國內少數美
式裝備部隊之一。而彈藥僅領到訓練用3個月分，之後一直未獲補充，直到戰後
該軍運赴東北亦然。

48  

由於運輸限制及部隊調動頻繁，至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底，美械裝備完成

42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上月反省錄」、3月3日。
43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3日。
44 冷欣，《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頁108-110。
45 1942年滇緬路作戰之後，美國軍援來華，惟在雲南的遠征軍（Y部隊），主要武器步槍、
輕機槍、擲彈筒、迫擊砲等仍多係國造，輕武器彈藥並大多由國內供應。美援重武器運抵

印度有相當數量，大多供應駐印軍（X部隊）與第十四航空隊，部分才撥給遠征軍，撥充
國內其他部隊更少。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
年），頁284-294；「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4月11日），〈革命文獻—抗戰方

略：整軍〉，典藏號：002-020300-00007-125。
46 「阿爾發軍撥發軍械情況表」（1945年4月15日），〈抗戰末期美援抗戰軍事損失及接收
日本賠償資料〉，《陳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15-002。

47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 369.
48 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86年），頁189-190、209；「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5月21日），〈革命文
獻—抗戰方略：整軍〉，典藏號：002-020300-000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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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兵器80%、重兵器55%，始終無法達到原先目標。49 阿爾發師的訓練亦遠未完
成。39個師僅16個師完成一輪13週的訓練，他們在訓練時有較好的伙食，並且
已配備充分的美械武器。其餘23師的訓練才剛開始。因此，在發動反攻之時（詳
後），國軍其實尚未準備完好。

50 

叁、總反攻計畫的策定

一、中國陸軍作戰計畫

自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國軍擬訂諸多反攻計畫，發動數次反攻作戰。
51  

1943年底開羅會議前，史迪威曾建議蔣中正在會上提出緬甸運輸暢通之後，即發
動收復廣州及香港地區之作戰，以打通海上交通；爾後美國應派來步兵10個師、
裝甲3個師至華南，向華中、華北進攻。52 1944年，史迪威的參謀曾花費數月時
間擬訂計畫，策定於昆明建立基地，再向廣州─香港地區攻擊以打開海口。

53  
上述計畫，皆在研擬階段，並未付諸實施，但為日後擬定的反攻計畫所參酌。

49 〈軍政部工作報告（三十四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4/109.3/3750.4。到1946年中，國共內戰爆發，39個師已獲美械裝備，惟
械彈並未完全運交，訓練也不充分。參謀總長陳誠因此建議不再以美械裝備其他軍、師，

以免將來有械無彈。1948年8月，美械部隊已損失5個普通師、7個整編旅，這些部隊後來
改裝國械，繼續作戰。「陳誠呈蔣中正報告」（1946年7月4日），〈革命文獻—戡亂軍

事：整軍建軍（一）〉，《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6-098；「美械
部隊現況一覽表」（1948年8月11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整軍建軍（二）〉，

《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7-110。
5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72-373. 1945年8月1日，
魏德邁評估到9月，國軍大概可裝備訓練完成20個師，這些部隊將有較好的伙食、軍需品
和傷兵照顧，惟因時間尚不充足，戰力仍無法與原駐印軍相比。“Wedemey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23.

51 其中以1939年發動的冬季攻勢最為浩大。〈蔣介石下達冬季攻勢命令〉（1939年11月19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
頁667-669。

52 「史迪威致蔣中正開羅會議提案之建議」（1943年11月），〈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

戰：開羅會議〉，《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3-018。
53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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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總司令部成立之後，隨著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的減緩，國軍賡續規劃總反

攻計畫。1945年初，蔣中正在其日記「民國三十四年大事年表」提到「本年中
心工作與目標」有「三十六個師整補完成，六月以前反攻準備完畢」、「華南、

華中全區之克復」，又記：「軍事目標：甲、第一期收復南寧與柳州（六月）；

乙、第二期收復香港、廣韶，占領廣州灣與香港海口（十月）；丙、第三期收復

衡陽、長沙、岳陽與武漢、宜昌（十二月），並收復臺灣。」復於「本月大事預

定表」記道：「軍事第一，積極訓練青年遠征軍與整補中央軍五十個師之計畫，

準備反攻。」
54 1月10日，魏德邁亦向國軍統帥部提出建議：首先完成史迪威之

既定計畫打通滇印路，再擬於6個月後由目前何應欽之轄區，向廣東海邊打出一
海口。

55 

2月12日，軍令部擬定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該計畫以開闢海口之目的，
於盟軍東南沿海登陸同時，向桂湘粵轉取攻勢，特須保持重點於黔桂路方面，攻

取宜山、柳州，與盟軍會師西江。執行作戰的部隊劃分為六：「滇越邊區」盧漢

部扼守滇越邊境，相機進出越北，掩護國軍之右翼。「右兵團」張發奎部負責攻

略南寧、龍州，確實遮斷桂越水陸交通，並對越北方面構築堅強陣地，阻止敵軍

東援，鞏固中央兵團右側背之安全。「中央兵團」為衛立煌、湯恩伯兩部，沿黔

桂鐵路及其南北地區攻略宜川、柳州後，以主力向梧州、三水突進，與盟軍會師

西江，以一部經荔浦、平樂、八步向曲江攻擊，切斷敵之退路。「左兵團」王耀

武部及第六戰區之1個軍，以主力攻略邵陽，遮斷粵漢鐵路，以有力一部攻略祁
陽、東安，並與中央兵團一部協力，攻略衡陽。「總預備隊」杜聿明部，分別控

制於昆明、貴陽兩地，以備策應全般作戰。「國境守備隊」以第二軍留置滇緬邊

境，掩護中印公路，以第九十三師留置車里佛海，守備國境。
56 

54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日「民國三十四年大事年表」、「本月大事預定表」。
5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1月10日，頁6。
56 〈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1945年2月1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
爭正面戰場》，上冊，頁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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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國陸軍作戰計畫要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底圖截自Google Maps，以下同。

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擬定之後，2月14日，蔣中正赴美軍在華總部研究作
戰計畫，聽取魏德邁作戰方略草案之報告。蔣聽聞美軍的作戰計畫，自記：「對

軍事整個計畫之程序，得以決定矣」，並考慮「美機動輒千餘架轟炸倭之本土，

其混合艦隊且入東京灣內，並在琉璜島試行登陸，倭軍在華兵力將注全力於沿海

岸之防守，故對我內地或西安進攻之顧慮已可減少矣。」
57 

3月8日，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赴重慶訪蔣中正，
中美雙方召開會議，代行政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長陳誠等出席。蒙巴頓報告英軍

緬甸作戰經過、困難與需要，要求國軍駐印新一軍自緬北向南作戰，非等緬境敵

軍消滅後，不可調回。蔣對此十分不滿，以為其「撤退其緬境英印軍，使敵軍反

攻緬北，斷絕我中印公路之輸血管而不恤」，認為「彼全以此意相恫嚇」，因此

深感受傷，決明日正式會議時再談。次日會議，陳誠首先表示國軍因發動滇西緬

57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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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作戰抽調湘桂軍隊甚多，以致防務空虛，為敵所乘。現湘桂豫各省均陷敵手，

而該數省為中國糧食及兵員最重要之產地，若今秋不能收復，則危機甚大。且自

日軍打通平漢、粵漢鐵路線後，第三、七、九各戰區均與中樞隔絕，敵企圖解決

該戰區內國軍，如此則影響盟國登陸中國之作戰，故國軍必須迅速反攻，擬將新

一軍調回作為反攻之主力。蔣接著陳的話，詳述國軍去年忍痛犧牲、放棄湘桂米

倉、不顧一切派新六軍增援緬北及滇西進攻以策應緬北作戰之經過，最後表示新

一軍3個師擬於5月1、15日及6月1日調回。蒙巴頓要求調回日期應依戰事進展而
定，並謂蒙巴頓本人及英美聯合參謀部有權決定調動部隊。蔣再次重申新一軍占

領臘戌之後，即於5月1日至6月1日之間調回，作為反攻之骨幹。58 

3月20日，蔣中正飛昆明視察陸軍總司令部、美國空軍司令部、雲南省政府
等處，並與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指揮官陳納德及雲南軍事領袖

龍雲、盧漢等會晤，25日飛返重慶。對於此行，蔣自記：「本週飛滇巡視，對中
央軍整編及青、遠軍精神當有補益，對美國各機關主官聯絡亦必有感應。」

59 而
就在蔣視察雲南期間，中國戰區美軍總部擬訂了「冰人作戰計畫」。

二、冰人作戰計畫

中美雖皆有打通中國廣州海口之打算，但由於後勤補給仍然吃緊，似暫時

無法發動如此大規模反攻，乃基於日軍將逐步後撤的評估，擬訂「冰人作戰計

畫」（RASHNESS），欲隨日軍自貴州撤退，發動反攻，予之壓力。60 該計畫
由中國戰區美軍總部戰區設計科擬訂，經魏德邁核定，於3月23日製成。計畫之
戰略判斷，認為中國戰場與其鄰近戰區太平洋戰場、西南太平洋戰場及東南亞戰

場，已發展到必須密切聯繫之態勢。而日軍正在中國與安南方面調整部署，以有

力部隊守備長沙以南走廊地帶之交通網，同時加強寧波半島至海防海港（安南）

之間中國沿海美軍可能登陸地點之防禦。於日軍重新調整部署之際，中國戰區之

58 「蔣中正召集蒙巴頓等對緬甸局勢檢討作戰計畫等會報紀錄」（1945年3月8日），〈革
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甸〉，《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
00026-073；《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8-9日。

59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20-25日、24日「上星期反省錄」。
6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4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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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應實施強大之聯合攻勢，遮斷敵軍交通線及收復華東空軍基地，並利用此基

地轟炸敵軍，以利太平洋方面之作戰。也就是說，對整體對日戰局來說，該作戰

計畫是以太平洋戰場為主軸，為增進美軍太平洋方面軍事行動而實施，其次才是

藉大規模反攻，恢復或提高中國陸軍之士氣及戰鬥力。
61 

冰人作戰計畫的任務為克復長沙─南昌─武昌間地區，遮斷敵軍通至安

南及其以南地帶，以便爾後反攻獲得有利之態勢。其前提為日軍海空力量逐次消

退、及中國西南陸空補給暢通，運輸量每月輸入超過6萬噸等。計畫的主攻區分
三個階段：

第一期為「冰人一」，攻擊開始日期為1945年8月15日，自昆明區前進，沿
昆明─貴陽─芷江─長沙作戰軸線克復長沙、衡陽，橫跨湘江完成橋頭堡

陣地。

第二期為「冰人二」，自9月15日開始，首先對以上地區重新劃分、編組與
調整，重新補給一切部隊，以增進補給線之補給能力，修復原有機場並新築機

場，以增進空軍之戰鬥力。其後，部隊進入長沙以南及洞庭湖以西地區，增援第

六戰區，阻止敵侵入長沙以南、洞庭湖以西之地區。

第三期為「冰人三」，攻擊開始日期為12月1日，自長沙、衡陽前進，以三
角形銳利之攻勢攻占武昌、南昌、吉安，爾後再從上項占領地區繼續進攻。

另規定助攻、協助兵力、空軍參戰，如規定一部向南寧及向河內的側擊、阻

止戰，藉以分別牽制敵軍於西南地區及安南；又規定空軍與陸軍作戰密切協同，

攻擊敵後方地區之設施倉庫、部隊集中地等。
62 

61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陳
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31-001，頁4-5。該作戰計畫原件標明頁數，為
便利讀者查閱徵引之處，本文特予註明。

62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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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冰人作戰計畫要圖

對於敵情判斷，該計畫估計日本陸軍在湘桂粵贛鄂諸省可能使用18個師團共
25萬2千人，另有一部駐於安南北部，共計19個師團。當中有4個師團任岳州─
桂林以南走廊地帶之交通守備，至於作戰計畫初期國軍預定進攻的長衡，駐有日

軍兩個師團。日本空軍方面，該計畫估計日軍並無利用長沙、桂林走廊地帶占領

區原有飛機場之企圖，蓋空軍大量移動殊非易事。日本空軍主要部署於上海、杭

州、南京、漢口及中國東南部，並以長江以北、臺灣、廣州、香港、海南島及安

南各地之基地增援華中、華南，總計有轟炸機306架，戰鬥機818架，而日本全國
飛機估計有4,200架（1945年1月）。63  

63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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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將動用的陸軍部隊，1945年8月1日裝備訓練完成9個師作為主攻；15日8
個師任助攻；10月15日8個師在長衡準備及整訓完畢；11月15日至次年1月1日11
個師裝備訓練補給完畢。上述攻勢作戰計畫動用的部隊有12個軍36個師，約50萬
人。守備兵力為滇黔湘西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指揮下之攻擊部隊以外之其他部隊，

他們是爾後計畫及準備最後使用之部隊，計有3個軍10個師。其他省或戰區部隊
可實施牽制作戰或游擊戰者，為湖北省（第六戰區）、四川及黔北、陝晉甘及湘

西各地、黃河以北、平漢線以西、華東（南），計有85個軍208個師，兵力約170
萬人。這些部隊數量雖多，但裝備缺乏，尤其輕兵器及彈藥不足，各部不超過

10%至15%，因此尚須整訓或另予補充。此外，第一、二、五、八戰區之部隊，
應準備防禦工事，防止日軍由黃河西進，此種部隊目前僅有10%之裝備。空軍是
該計畫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為破壞敵後方交通線、協同陸軍作戰、基地之防禦

及防空。動員的空軍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包含中美混合隊）、中國航空隊及美

國第十航空隊之前進支隊（原駐印緬）。
64 

後勤與交通為該作戰計畫極重要的一部分，美國後勤總司令負補給與運輸之

責，遵照中國戰場美軍指揮官之策略，協助作戰計畫之實施，直接協助與指導中

國後勤總司令，並與美軍中國作戰指揮部指揮官及第十四航空隊指揮官，協同辦

理各地面部隊補給之輸送與分配。
65 

該計畫最後自評優點與劣點。優點計9項：1. 收回洞庭湖附近重要產米區，
該地占全湖南所產米的23%；2. 提早有效利用空運及道路運送到中國戰場之物
資；3. 攻擊敵人最薄弱之處，此地並為華中、華北交通線聚合之處，可於此再以
空軍襲擊日軍華南及安南之敵軍及其設施；4. 進攻時期敵軍正忙於增援華中及東
南沿海一帶，勢難抽調部隊到達戰場；5. 由訓練地點到作戰地區所需另外調動的
部隊最少；6. 切斷敵軍與安南在陸地上之主要交通線，使敵補給與後送困難，敵
軍控制華南力量將因此而大減；7. 中國陸軍大部可參加此大規模之攻勢，國軍士
氣與民心將因之提高；8. 當此太平洋北部作戰進入重要階段之時，此種攻勢可牽

64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16-27。

65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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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國中南部之敵軍，對於太平洋區盟軍之主攻有莫大益處；9. 占領地區以擴張
盟軍現有及可能之基地，使敵軍上海附近與臺灣之重要設施及中國東南沿海之海

港，均涵蓋於盟軍戰鬥機及中型轟炸機活動之半徑以內。
66 

劣點計5項：1. 為配合太平洋盟軍主攻同時進行，攻擊開始日期僅有15至18
個裝訓完好之中國師；2. 在全般作戰中地形均屬困難，以初期為甚，對於防禦方
的日軍極為有利；3. 交通線甚少並受限制，應就陸上交通線儘量採用各種補給方
法；4. 作戰初期天候最為惡劣，作戰區內地形崎嶇，低雲層視界不良，空中戰鬥
因此大受限制，在作戰初期空陸密切之戰術協同，效果甚微；5. 從昆明區到華中
南部之地面交通線運輸量有限，空運需求增加，惟此時正值所有運輸機忙於由印

度內運補給品與器材。
67 

總結指出，由於優點多於劣點，計畫尚屬可行。
68 該計畫與國軍抗戰時的諸

多作戰計畫相較，除敵情及戰況估計更為詳細，並特別重視後勤。對於後勤交通

路線、道路長度、單向道或雙向道、橋樑載重、最大坡度、最小曲半徑、陸面狀

況、雨天可否行駛，以及河川渡河點、水位高低及流速、渡船運載量、浮橋所需

長度、可行船隻噸位等，都有事先做詳細考察。此外，計畫對於作戰各時期所需

物資噸數、裝備、藥品、人員，也有詳細估算。重視工兵部隊，亦為此計畫之特

色。計畫規定由美國訓練國軍工兵，再配屬各部，擔負修理及保養道路、設置簡

單渡河設備堡壘、掩體及爆破等工作，並負責設置障礙物及破壞排除障礙物，構

置偽裝及緊急設備、供給地圖，必要時且將負擔戰鬥任務。
69 

冰人作戰計畫策劃之同時，「白塔作戰計畫」亦在研議，美方並儘可能先行

後者。
70 爾後的作戰計畫，係以白塔作戰計畫為主軸。

66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37-38。

67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38。

68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39。

69 「冰人作戰計畫」（1945年3月23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
008-010701-00031-001，頁48-94。

7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5月11日，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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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塔作戰計畫（「卡波內多」）

白塔作戰計畫（又稱「白他計畫」，即Plan Beta）的研議，早於冰人作戰
計畫，該計畫在魏德邁上任後即有討論。

71 Beta係希臘文第二個字母，而Alpha
為第一個字母，因此白塔計畫係相應於阿爾發計畫所提出的一種總反攻計畫。

該計畫草擬於2月13日，部分內容被修改為冰人作戰計畫，後來反過來承繼冰人
計畫，不斷修訂。前述2月14日蔣中正在美軍駐華總部聽取之魏德邁作戰計畫草
案，當即此一計畫。時日軍從華南逐漸撤軍，且美國占領菲律賓，補給線得延伸

至中國沿海，使打開廣州海口成為可能。6月初，白塔作戰計畫重新擬定並改稱
「卡波內多」（CARBONADO），成為中國戰場最終的總反攻計畫。該計畫戰
略判斷與假想事項和冰人作戰計畫相似，任務則由克復長沙─南昌─武昌間

地區，轉變為奪取西南海岸之港口，藉以截斷敵方在越南及其以南地區之路上交

通線，並造成續行向敵進攻之優良態勢；尤其若能開放海口，使中國戰場獲得充

分補給，國軍便可在對日作戰中發揮更大貢獻。
72 

與冰人作戰計畫區分3期不同，白塔作戰計畫區分為四期，並提早半個月發
動。第一期自1945年8月1日始，由昆明、貴陽地區進攻，以昆明、百色、南寧
之線及貴陽、百色、柳州之線為軸，占領並確保柳州、南寧地區。第二期自9月1
日始，確保上述地區，整理、訓練、裝備、補給部隊，加強運輸，修補舊機場並

新築機場，依據美國聯合參謀部之核准，與西南太平洋戰場合作，建立呂宋至柳

州、南寧間之空中運輸線。第三期自11月15日始，中國戰場與中太平洋戰場及西
南太平洋戰場空軍或海軍及兩棲部隊協同，向廣州、香港地區推進，美國駐華空

軍予以有效空中支援。另有替代方案，即與西南太平洋戰場空軍或海軍及兩棲部

隊協同，向雷州半島推進，同時進入廣州、香港各通道，予日軍最大壓力，期獲

取一良好之中繼海口。第四期至遲不晚於12月15日始，奪取並確保廣州、香港地
區，同時中太平洋及西南太平洋戰場之空軍或兩棲部隊，協力或支援此項攻勢。

73 

71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p. 29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
記》，第8冊，1945年1月12日，頁7。

72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30-336, 346, 355; 「白
塔計畫」（1945年2月12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陳檔》，國史館
藏，典藏號：008-010701-00031-002。

73 「白塔計畫」（1945年2月12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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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白塔作戰計畫要圖

計畫估計參戰的國軍，為經過訓練裝備的部隊。1945年7月15日應準備好10個
師作為主攻之用；8月1日準備好8個師作為助攻之用；10月1日準備7個師；11月15
日至次年1月15日準備11個師。迄1946年1月15日為止，總共需部隊36個師。其他
地區的部隊，亦納入計畫，隨時發動掩護戰鬥，或進行游擊活動，並於未來從事

攻擊作戰。至於指揮、後勤等事項，白塔與冰人相同，皆作詳細規劃。
74 

計畫亦自評優點與劣點。優點10項：1. 可早日有效使用空陸輸入中國之作戰

010701-00031-002。
74 「白塔計畫」（1945年2月12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008-

010701-00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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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2. 攻擊指向敵軍脆弱之處；3. 敵軍忙於增援東南沿海地帶，攻擊時機佳；
4. 僅需甚低之運輸力，即可使部隊由整訓地區就攻擊準備位置；5. 可截斷敵軍
通達越南之路上交通線；6. 取得海口後即獲通達東南各地之走廊，而後連貫由海
口通至華中地區之交通線；7. 取得海口後即可獲得大量裝備及軍需品，以從事爾
後大規模之反攻；8. 攻勢規模相當宏大，若作戰成功，中國軍民士氣提高不少；
9. 當北太平洋戰事緊張之際，此項攻勢足以牽制華南之敵軍，助益太平洋上之盟
軍；10. 占領柳州、南寧地區後，在作戰初期即可建立呂宋、柳州間之空中運輸
線，取得更多物資，供應前方部隊之作戰。

與冰人相較，白塔優點10項中的第1至5、8和9，與冰人第2至8相似，即兩項
計畫有7項共同優點。白塔計畫最為突出者，為打開中國西南海口，聯繫對外交
通線，藉以獲取大量軍需品，俾日後進一步之大規模反攻。

白塔劣點有5項：1. 為取得太平洋盟軍主力配合，本攻勢須提早施行，而國
軍裝備訓練數目尚不足夠；2. 作戰地區地形利於敵軍防守；3. 作戰地境內交通
線太少，影響運輸；4. 在第一期作戰中，氣候異常惡劣，有礙空軍活動，給與地
面支援因此極少；5. 在廣州、衡陽、桂林間之敵軍未完全肅清及其間鐵路未收復
前，由海口至華中地區之交通仍極受限制。以上劣點與冰人相較，幾乎相同。

該計畫總結指出，優點多於劣點，可以實行，俾早日適當利用重新訓練裝備

之中國部隊與戰場空軍協調，發動攻勢作戰。
75 與冰人相似，白塔亦十分強調後

勤支援的重要。其實，魏德邁來華擬訂中國戰場新配量計畫時，曾作過一番調查

工作，結果顯示中國沒有一個人聽過所謂「軍隊靠肚皮」這句話。魏德邁因此投

入中國軍隊補給制度的改良，並改善傷兵救護。白塔作戰計畫爾後隨戰局變動有

所修正，成為主導中國戰場的總反攻計畫。
76 

1945年擬訂的反攻計畫，其進攻方向的規劃雖有所變動，整軍、補給、地
形氣候調查等事前準備，變動較少，有其延續性，國軍也依據計畫，於追擊日軍

75 「白塔計畫」（1945年2月12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008-
010701-00031-002。

76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pp. 332, 335-336; 「白塔計畫」（1945年2月12
日），〈軍政部長任內冰人白他作戰計畫〉，典藏號：008-010701-00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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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參考實行。因此，這些計畫不僅為紙上作業，它們是隨著整個反攻的準備與進

行，不斷修訂。在下一章，本文將敘述計畫的實踐過程。

肆、反攻的發動

一、日軍最後的進攻

1945年初，日軍鑒於全般作戰態勢之不利，經天皇核定，實行「帝國陸海軍
作戰計畫大綱」。該計畫以本土決戰為根本方針，為爭取時間，擬於本土外圍實

施持久作戰，再針對登陸本土之敵軍實施決戰。中國大陸方面，儘速強化中國大

陸的戰略態勢，擊破來自東西兩面進攻之敵軍，確保以日本為中心的大陸國防要

域，同時強化中國東南沿海之戰備，並與琉球群島及臺灣相配合，期使於中國東

海周邊的空軍作戰得以充分發揮。對於美軍之動態，日軍估計美軍進攻日本本土

之前，將以主力或有力之一部進攻大陸；為此，日軍決強化上海及廣東方面的作

戰準備。至於大陸西方的日軍，目標為策應上述作戰準備，擊破進攻之敵軍，尤

須壓制敵空軍之活動，在狀況許可之範圍，儘量向西擴張，俾封殺美軍進抵中國

東南濱海之企圖。
77 

大本營依據上述作戰大綱，對全軍明示主要敵人為美軍，同時將主作戰面規

劃於太平洋及中國東海方面，於此迅速加強以本土為核心的各要地之戰備。由

是，一直以來對蘇的朝鮮軍及對華的支那派遣軍，其任務皆轉為對美作戰。
78 1

月22日，大本營陸軍部指示支那派遣軍強化戰備之重點，應置於中國東南沿海、
廣東周邊地區，接著於夏初強化長江下游特別是上海周邊地區。

79 

支那派遣軍與大本營的想法不同，總司令官岡村寧次鑒於南方軍75萬為當前

7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東京：朝雲
新聞社，1975年），頁8-13。

7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14。
79 「大陸指第二千三百六十三号」，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第38冊
（東京：みすず書房，1972年），頁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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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重點，派遣軍有105萬大軍卻僅能維持現狀，於心不安，希望能支援陷入苦
戰的南方軍。1944年12月15日，岡村將進攻四川的設想提交派遣軍，全體參謀
同意制訂草案。1945年1月，計畫呈報大本營。惟大本營判斷美軍將於中國東南
沿海進行登陸作戰，進攻四川的計畫遂未能獲准實施。

80 派遣軍無法實施四川作
戰，轉而依據大本營最新的命令和指示，實施老河口和芷江作戰。所以設定此二

地為目標，係因兩地皆為美軍前進空軍基地，對日軍鐵路、長江交通造成影響。

進攻老河口者為北支那方面軍，進攻芷江者為第六方面軍。

3月22日，日軍對老河口的作戰發動，81 是役日後國軍稱作豫西鄂北會戰。82  
蔣中正對日軍向第五戰區的攻擊，自記：「敵寇對第五戰區又發動攻勢，殊為

憂慮。」
83 惟其對此局部戰役之戰略，以全局為重，在不妨礙整軍與反攻的前

提下，不擔心要地被占，自記：「第五戰區作戰方鍼，應照預定計畫，不受重

大損失，不妨礙整軍與反攻方略，此時對於不甚重要據點之被占，已不必重視

也。」
84  27日，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突進占領老河口機場，但國軍仍堅固防守老河

口市街。
85  30日，蔣主持軍事會報，得知日軍數量與形勢並不如所想之嚴重，惟

第五戰區無中央部隊，不能形成主力戰，其「甚恐各部不能積極抵抗，反為敵寇

達成目的耳」，乃謂：「此時已盡其在我，不能再為其力，成敗利鈍只有聽之於

天父之命而已，至此乃將一切憂慮霍然消失矣。」
86 此後，中日兩軍形成僵持。

4月6日，蔣自記：「此次敵寇進攻，其主目標老河口，其主力專用在北岸，而在
南岸僅使用牽制部隊且遠在南漳，故我守老河口部隊與榖城及南岸後方，得以切

實聯繫不絕，故其圍攻半月全無效力。今其既占領南漳，恐其南漳部隊必向南岸

80 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頁247-250。

8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65-67、
134。

82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2
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82。

83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24日，「上星期反省錄」。
84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27日。
8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134。
86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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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城進攻矣，應令特加注重。」蔣乃令第一、第五戰區積極反攻。
87  8日，在北

支那方面軍第十二軍調集重砲強行攻擊之下，日軍攻占老河口，
88 中日兩軍其後

於此相持。
89 

4月15日，日本第六方面軍第二十軍又發動芷江作戰，中方稱湘西會戰。90  
蔣中正判斷日軍發動是役企圖「打破我反攻計畫，並為其陸續北退之計也」。

91  
此一判斷部分切合實際，日本大本營陸軍部5月23日的幕僚會議，便指出芷江作
戰的效果在妨礙國軍的總反攻及美械化，並自南方吸引國軍兵力。

92 會戰過程，
在優勢的美國空軍支援之下，日軍遭受重大損害。28日，蔣主持軍事會報，自
記：「湘西戰局漸穩，敵寇襲取芷江機場之企圖已被消除乎。王耀武仍不愧為後

起之秀。惟豫西、鄂北戰局，敵寇封鎖西峽口與老河口之隘路之目的，已經達成

矣。」
93 5月9日，日軍以作戰難以維持，停止進攻。94 

1945年日軍對華發動的兩場作戰，對整體態勢影響甚小，但卻多少擾亂了國
軍的反攻準備，蓋作戰之時，部隊調赴前線，資源集中於戰場，訓練、換裝、物

資囤積等計畫勢必受到妨害。蔣中正乃謂：「鄂北與湘西戰事尚未結束，對我整

軍計畫又大受影響矣。」
95 

二、國軍於黔桂的反攻

1945年3月底始，日本大本營已在討論撤退中國武漢以南的兵力，將其大部
轉用於滿洲及日本本土。4月14日，日本天皇聽取撤退中國兵力的上奏，表示從
桂林、柳州撤離雖屬不得已，但要注意敵人的宣傳等不利影響。4月18日，大本

87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6日。
8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134。
8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豫西鄂北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頁2。

90 何智霖、蘇聖雄，〈後期重要戰役〉，頁284。
91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15日。
9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135。
93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28日。
94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東京：原書房，1981年），頁767。
95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30日，「上月反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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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發布命令，以第三師團、第十三師團（以上屬第十一軍）、第二十七師團（屬

第二十軍）、第三十四師團（屬第十一軍）等支那派遣軍之4個師團，集結於華
中、華北要地待機。

96 

5月8日，德國投降，歐戰結束。日本感受到盟軍將歐洲兵力轉用太平洋方面
之壓力。5月中旬，美軍自塞班島出動B-29等轟炸機，集中轟炸日本各大都市，
東京、名古屋、橫濱等地遭到燒毀，日本民心士氣及工業生產、運輸等遭受極大

損害。同時，沖繩島的對美作戰，十分不利，對蘇戰事，又即將發生。顧慮上述

及本土防禦等問題，
97 大本營於5月28日，發出收縮中國戰線的命令：為強化華

中、華北戰略態勢，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儘速自湖南、廣西、江西省的湘桂、粵

漢鐵路沿線占領地區撤離，另準備一個軍司令部得以迅速轉用於滿洲。
98 

支那派遣軍接受大本營命令之後，於6月上旬修正支那派遣軍之作戰計畫，
新方針為：1. 派遣軍以主力控制華中、華北要地，謀求對中、蘇持久戰，並摧毀
前來進攻沿海要地的美軍，使日本本土決戰遂行容易；2. 對美戰備重點首先指
向華中三角地帶，次為山東半島，但極力事先看穿敵軍對於華中、華北的登陸企

圖，適時集中派遣軍主力於該方面；3. 即使狀況演變至確不得已時，亦應確保南
京、北平、武漢周邊各要地。

99 

隨著日軍自華南的撤退，國軍躡蹤發動追擊，這些追擊戰，日後稱作「南戰

場追擊」，雖未按照原先計畫實行，仍可視為「卡波內多」計畫提早兩個月的實

踐，獲取了該計畫的初期目標，也省去原先規劃使用的大量物資。
100 追擊主力為

陸軍總司令部下轄之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以及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

第二方面軍方面，5月26日，乘日軍撤出南寧，101 當晚攻入該城，於27日完

9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127-129。
9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202-230。
98 「大陸命第千三百三十五号」，收入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第38冊，
頁163。

9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295-296。
100 “Wedemey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23. 
10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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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占領並報捷，
102 國軍士氣獲得極大的鼓舞。30日，攻下賓陽。103 6月1日，日

軍自遷江撤退，
104 第二方面軍隨即攻入，當午完全克復。爾後該方面軍於6日克

龍州；15日克武宣；21日下桂平。7月3日克憑祥；5日克鎮南關。105 

第三方面軍方面，6月6日，司令官湯恩伯上報襲取柳州、策應友軍、攻取桂
林之作戰部署。13日，第三方面軍第二十九軍預備第十一師王鐵麟部於拂曉對宜
山西、南、北三面包圍，猛烈攻擊堅守日軍，在己身消耗甚大的狀況下，順利攻

克宜山。27日，第二十九軍第一六九師曹玉珩部占領柳州飛機場一部，隨即於30
日全部占領，預十一師則圍攻柳城，並向雒容抄襲敵軍。7月2日，預十一師攻克
柳城，並繼續向前追擊。

106 

6月，裝備精良並於緬甸戰場立下大功的新一軍完整從印度空運至南寧，加
入黔桂反攻戰局，該部下轄第三十八師、第三十五師、第十三師，軍長孫立人且

將私人馴養的馬匹與大象空運過來。12日，新一軍先遣部隊飛抵南寧。107 

由於日軍迅速撤退，使得戰況超出「卡波內多」計畫之預期，提早達到先期

目標。
108 陸軍總司令部在廣西重鎮柳州克復之後，為適應當前情況，捕捉戰機，

擬訂最新作戰指導要領，經與美方商量，於7月3日下令實施：第一方面軍仍續
行原先任務，固守滇南陣地，並準備以有力一部相機進入越南。第二方面軍準備

102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5月27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

過〉，《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14-160。
103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5月31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

過〉，典藏號：002-020300-00014-161。
10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233。
105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6月3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

典藏號：002-020300-00014-162。
106 「張發奎致蔣中正電」（1945年7月6日）、「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6月17日）、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6月28日）、「湯恩伯致蔣中正電」（1945年6月30日）、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7月4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

典藏號依序為：002-020300-00014-168、002-020300-00014-164、002-020300-00014-165、
002-020300-00014-166、002-020300-00014-167。

107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93。

108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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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雷州半島，並限於8月15日以前占領廣州灣，美式裝備精銳的新一軍，亦加
入這方面的作戰。第三方面軍繼續進攻桂林，限於7月底占領之。第四方面軍暫
保原先態勢，準備攻擊寶慶、衡陽，另以突擊隊不斷襲擾敵後，妨礙敵軍交通補

給，並以一部威脅全縣、東安敵軍側背，使第三方面軍之作戰容易。
109 

蔣中正同意上述作戰計畫，另批示注意要點3項：1. 進攻雷州半島應準備一
個軍的兵力，防備敵軍在側背之襲擾或突襲；2. 對桂林城的攻擊準備應特別周
到，否則不必強攻，以免死傷太大；3. 已令交通部趕緊準備修築欽州灣龍門港直
達柳州連接湘桂路的鐵路材料，並趕修路基，限12月以前修通。110 

美軍負責華南軍事者為麥克魯，他是魏德邁的參謀長，也是中國作戰指揮部

指揮官，深獲魏德邁賞識，蔣中正、張發奎等對其亦有良好印象。
111 7月9日，

麥克魯之參謀長柏德諾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提議從速計畫攻略廣

州，期於攻擊開始前數月，將計畫送達華盛頓聯合參謀部，俾美國陸軍部及海軍

部對此項攻擊之援助展開準備。於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與麥克魯依據中國戰區

總反攻計畫卡波內多，於14日各提出一案。麥克魯之案，係於攻下雷州半島後，
即利用該地補給港，以主力逕攻廣州。陸軍總部之案，係自攻略雷州半島起，至

攻略廣州止，共分3個階段。第一階段預定8月15日以前攻下桂林，9月15日以前
攻下雷州半島；第二階段預定11月1日以前攻下衡陽、曲江，並責成第三、七、
九戰區肅清贛州、南雄、翁源一帶之敵；第三階段預定1946年3月1日以前攻下廣
州、香港。此案與麥克魯之案最大不同，在不欲敵軍於衡陽、曲江、贛州尚有機

動兵團之狀況下，遽攻廣州。7月15日，何應欽與麥克魯商談，麥克魯認為陸軍
總部之案在戰略上理由極其充分，遂以此案為基礎進行討論。

112 

109 〈何應欽致蔣介石報告〉（1945年7月3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
面戰場》，上冊，頁171-173。

110 〈蔣介石復何應欽密電稿〉（1945年7月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上冊，頁173-174。

111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 331;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
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388-389。

112 〈何應欽致蔣介石報告〉（1945年7月1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上冊，頁174-175；何應欽編，《八年抗戰》，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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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經商討修正的卡波內多計畫，
113 由魏德邁向美國聯合參謀部商洽。114  

魏德邁特別重視後勤，包括傷兵的醫療與後送，及補充兵員的暢通等，他希望盟

軍發動對廣州的最後攻擊時，攻擊部隊能獲得足夠的後援，不致因空中火力、彈

藥或補充兵員等之缺乏而頓挫。此外，他主張採取攻勢防禦（active defense），
每遇有利時機，即持續對敵施加壓力，但竭力避免額外的大規模戰鬥；其不容許

「卡波內多」計畫的進展受到任何干擾。
115 

中美討論對廣州的作戰計畫同時，前線追擊仍在進行。7月19日，第三方面
軍偵得桂林城內日軍僅兩千餘作為破壞及警戒部隊，糧食裝備已運湖南，一部分

供應品及機器則投入河中，並獲悉日軍揚言退出桂林，轉守全縣以東黃沙河一

帶。
116 28日，日軍開始撤離桂林，117 第三方面軍隨即突入桂林，發生巷戰，桂

林遂為國軍克復。
118 國軍收復桂林大城，軍心為之大振，克復海運交通港口的雄

心壯志，洋溢於中美將士之間。不過，魏德邁、麥克魯與美軍在華司令部成員之

間有一默契，即不打算犧牲過大的兵員及物資去奪取廣州、香港地區，若日軍決

定做自殺式的死守，如其在菲律賓馬尼拉之所為，他們準備將此區封鎖，然後再

於其他地點建立海運補給港口，如汕頭、福州、溫州、湛江或廈門。
119 

追擊過程，中美合作順暢。美國組建美軍戰區聯絡團，許多美國軍官被派到

國軍軍、師級單位任連絡官，其中包括士官、少尉和中尉，他們告訴國軍軍事行

動如何策劃、希望國軍如何配合，國軍則告知整個過程如何操作。美軍並建議國

113 Albert Wedemeyer, “Memorandum for Chiang Kai-shek”(July 27,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5, Folder 4.

114 〈何應欽致蔣介石報告〉（1945年7月1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
正面戰場》，上冊，頁174-175。

115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p. 332, 337.
116 「湯恩伯致蔣中正電」（1945年7月19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

過〉，典藏號：002-020300-00014-169。
11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0〉：昭和二十年八月まで》，頁233。
118 「湯恩伯致蔣中正電」（1945年7月28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

過〉，典藏號：002-020300-00014-171。
119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p. 3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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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參謀組織採用美式，撤銷參謀處，改設G-I人事、G-II情報、G-III作戰、G-IV
後勤等4個處，4處直屬參謀長。後勤支援亦由美軍協助，陸軍總部後勤要職由
美國軍官擔任，他們建立了美式後勤制度，藉飛機或卡車將糧食、武器、醫藥、

通訊設備等直接運送到軍級單位。原先軍、師級的兵站撤銷，刪削補給的許多環

節，中間可能存在的非法利益不復存在，減少貪污舞弊，部隊補給較前更為迅

捷。當然亦存在可能的缺點，如運貨卡車若不克準時到達軍級單位，該軍生活必

需品勢必斷供。
120 

中美合作順暢且密切之例，如7月上旬，何應欽與麥克魯赴前線視察，與湯
恩伯商討總反攻計畫的問題，當即決定於7月前修復宜山以西公路及通信，以期
於8月以前完成總反攻準備。這段路工程艱鉅，經英軍滇緬路工程隊及全部築路
機械赴桂協助，此段交通雖未完全修復，仍帶給前進部隊不少便利。

121 又如柳州
克復之後，市區及機場敵軍埋置地雷甚多，掃雷甚感困難，美軍工兵立予協助。

美國軍官於酷暑中工作，為國軍講解掃雷技術，有的抱病指導，甚而有一次現地

講解掘出地雷時，延期信管爆炸，美軍與國軍聽者共同罹難。
122 

由於日軍主動撤退，國軍得以順利克復大片失地。何應欽以第三方面軍司令

官湯恩伯克復柳州、桂林之功績，呈請蔣中正准湯晉級上將或上將銜，以資鼓

勵，並傳令嘉獎第三方面軍全體將士。蔣最後依侍從室的擬辦意見，將湯的事

蹟交銓敘廳核議，並傳令嘉獎該方面軍。
123 惟如此勝蹟，其實多屬日軍主動撤

退。美方對中國大肆宣傳勝利有所責難，認為處處不實，「攻克」應報為「收

復」。
124 

120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81、385、387-388、395-396；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262-266.

12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戰場追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頁1、9-10。

1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戰場追擊》，頁1、9-10。
123 「何應欽致蔣中正電」（1945年7月31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

過〉，典藏號：002-020300-00014-173。
1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8冊，1945年7月16日，頁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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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負責攻占雷州半島的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下令發動攻勢，限8月
1日先行攻下廉江，惟攻勢受挫，張乃於3日下令新一軍的兩個師加入攻勢。由於
國軍與美軍後勤補給出現問題，為集結部隊及軍需品，陸軍總部原訂8月15日攻
占廣州灣因此順延。10日，日軍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已經傳出。13
日，張發奎命令對雷州半島日軍發動第二次攻勢。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日
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16日，張發奎奉上級意旨，中止戰鬥。國軍最後的反攻，
就此結束。

125 

三、其他地區的反攻

日軍除了在黔桂方面收縮戰線，主動撤退，亦於閩浙、粵北撤守，國軍隨即

發動追擊。閩浙方面，5月6日，國軍第三戰區察覺敵軍準備撤退，即向福州、長
樂進攻，18日克福州，19日克長樂，22日占領連江，敵軍向浙江撤退。國軍跟蹤
追擊，6月18日收復浙江永嘉，30日進抵黃岩、海門之線，戰鬥結束。126 

粵北、贛江方面，日軍於6月下旬由南雄、大庾向南康、贛州集中，國軍
第九戰區與第三戰區部隊先後與之發生戰鬥。7月8日，日軍主力沿贛江兩岸分
三縱隊北撤，國軍第九戰區部隊實行尾擊與截擊，將敵包圍於泰和至吉安間地

區。8月1日，敵軍繼續北退，10日退入南昌。第九戰區部隊乃展開反攻南昌之部
署。

127

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盟軍大量兵員及物資，可以轉用於對日本的全面進

攻。6月16日，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電魏德邁，告以其
考慮將巴頓上將（George S. Patton）、德弗斯上將（Jacob L. Devers）、辛普森
中將（William H. Simpson）或特拉斯高中將（Lucian K. Truscott）等歐洲戰場
名將，調到中國戰場指揮在華美軍，假如魏德邁可有效運用他們。魏德邁雖深知

125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396-398。

1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戰場追擊》，頁1、9-10。
12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戰場追擊》，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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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脾氣急躁，且對於熟悉現代戰爭的幾位歐洲戰場將領是否能適應中國戰場表

示疑慮，但他仍立即接受此一提議，認為中國戰場需要這幾位卓越且經驗豐富的

指揮官，蔣中正亦表同意。而由於巴頓階級較身為中將的魏德邁為高，魏德邁向

馬歇爾表示樂意讓位，由巴頓指揮中國戰場，並在其麾下聽候差遣。馬歇爾決定

仍以魏德邁指揮，魏德邁乃初步籌劃將巴頓派至華北戰場，擔負向東進擊以攻取

北平、天津及秦皇島等重要目標；特拉斯高負責指揮中線長江流域以東戰事，攻

取上海；麥克魯負責華南戰事，指揮攻取廣州、九龍等重要目標。
128 

圖4、國軍南戰場追擊圖

128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 5, eds. Larry I. Bland and Sharon Ritenour Steve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28-229;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 331;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82-383. 魏德邁與巴頓有私交，魏德邁曾於1945年5月29日寄1,000元美金給
缺錢的巴頓，同時稱讚其於歐洲戰場的成就，並且邀他至中國戰場。巴頓於7月6日回覆感
謝，惟婉拒近日內赴中國戰場的邀請。“Wedemeyer to Patton” (29 May 1945) and “Patton to 
Wedemeyer” (6 July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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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相關人士的研議與聯繫之下，決定以辛普森擔任中國戰場美軍副總

司令，負責監督中美兩國地面部隊的作戰行動。原在印度的空軍中將史崔特梅

爾（George E. Stratemeyer），擔任中國戰場美軍副總司令及中國戰區盟軍空軍
總司令。除了辛普森將擔任魏德邁副手，魏德邁確定以特拉斯高負擔長江以北軍

事，而麥克魯則負責長江以南。
129 辛普森與特拉斯高兩位將軍都在歐戰結束後不

久赴華訪問，藉以評估他們需預先準備的參謀需求及中國戰場的複雜狀況。辛普

森的訪華，不但獲駐華美軍歡迎，
130 亦造成中國官員之間極為良好的印象。據魏

德邁觀察，蔣中正對美國建議派遣傑出歐洲將領甚為感謝，至對辛普森之熱情友

好，則前所未見。
131 辛普森返美之後，即羅致一批幹部準備赴華。132  

時至7月，日本敗象十分顯明，美軍考慮占領中國沿海重要城市，此時目的
為助國軍接收。

133 馬歇爾擬派史迪威擔任華北美軍司令，率部登陸中國。蔣中正
聞之，明白表示反對，

134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亦不贊成此
事，與蔣站在同一陣線，

135 此事遂未成真。

日本投降之後，美國對華投注的資源迅速減少。
136 魏德邁曾建議派遣美軍7

個師的兵力在華北與東北設置障礙，對抗蘇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派不出這麼

多部隊，僅派遣兩個海軍陸戰師由凱勒．洛基（Keller Rocky）指揮，在天津設

129 “Wedemey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23.
130 “McClure to Wedemeyer” (August 4,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18.
131 “Wedemey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2, Folder 23. 蔣
中正係7月14日接見辛普森。《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14日。

132 特拉斯高將軍在日本宣布投降後離華返美，未及進謁蔣中正，也未訪重慶。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 p. 332. 

133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89-390. 美國內部對
登陸中國沿海的分析，參閱“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eds. Ralph R. 
Goodwin, Herbert A. Fine, Velma H. Cassidy, and Francis C. Prescott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 144-145.

134 《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31日、8月4日，「上星期反省錄」。
135 “Memorandum by Mr. Everett F. 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135-137.
136 Hans van de Ven, “The Turning Point: Japan’s Operation Ichigo and Its Consequences”，收入呂
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1：和與戰》（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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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司令部。
137 

除了國軍的反攻，共軍自1944年初開始，陸續發起春季、夏季、秋季攻
勢，尤其趁日軍抽調兵力對國軍發動一號作戰時，發動大規模攻勢，所得十分豐

碩。
138 共軍所以能夠有如此斬獲，係因日軍對國軍發動一號作戰兵力不足，不

得不收縮占領區內的防禦陣地，或將之交給「偽軍」駐守，這便給共軍擴大的機

會。同時，國軍遭日軍擊潰，失地千里，共軍得趁機於國軍撤守地區大肆擴展。

到了日軍投降之際，國軍主力遠在西南，共軍又乘機大舉擴張，最終得宣稱擁有

120萬黨員、91萬正規軍、220萬民兵、9,500萬人口和95萬平方公里土地。國民
政府對日抗戰失去土地的67%，現在已經為中共所掌握。139 

伍、結論

抗戰末期，國軍與美軍籌劃反攻，提出阿爾發計畫，包羅國軍的整軍、補

給、訓練等要項。在該計畫指導之下，國軍建立陸軍總司令部，積極整編訓練反

攻基本部隊39個阿爾發師，準備發動反攻作戰。同時，總反攻計畫亦積極擬訂。
1945年2月，國軍擬訂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打算配合盟軍於東南沿海登陸，
向桂湘粵發動反攻，與盟軍會師西江。3月，美軍擬訂冰人作戰計畫，欲克復長
沙─南昌─武昌間地區，切斷日軍華中與安南之聯繫，以利爾後之反攻。6月
初，隨著局勢變遷，美軍重新提出白塔作戰計畫，並將之改稱「卡波內多」，規

劃奪取廣州或其他西南海岸之港口，使中國戰場獲得充分補給。該計畫隨戰局變

動有所修正，成為日本投降前最後的中國戰場總反攻計畫。

日本戰爭態勢不利，於5月自華南主動收縮戰線，國軍向其追擊，總反攻計

137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342。
138 張宏志，《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125-132、

215-258、265-266、272-293、309-311。
13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2版），
頁345-346；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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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提前展開。此過程，中美兩軍合作順暢，國軍裝備與訓練皆大幅提升，尤其美

軍的後勤補給技術，更為長久不重視後勤的國軍，注入新的觀念。桂林、柳州等

重要城市收復之後，「卡波內多」計畫的先期規劃提前達成，國軍擬向廣州進

軍，中美共同擬訂攻略廣州之計畫。時歐戰已經結束，美國已能將大量資源轉用

於亞洲，馬歇爾並有意派遣歐戰名將巴頓等赴華指揮。

國軍推動反攻軍事，並非欲藉己方軍力壓迫日本投降，時日軍敗象盡顯，於

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國軍沒有必要與日軍強碰，消耗戰爭資源。因此，抗戰末

期國軍的反攻，係期望於美軍協助下完成整訓，獲取物資，再以合算方式發動反

攻作戰，為國軍持續抗戰製造有利形勢，或藉打通海口以利交通運輸補給。其更

長遠的目標，則在為戰後的國家建設，奠定軍事基礎。是以，國軍對於整裝、訓

練等「反攻準備」力圖行之，對「反攻作戰」則實未積極推動，僅是趁日軍撤

退，躡蹤追擊，輕易奪回大片領土。

美方亦然，戰爭末期，其海軍曾考慮登陸中國沿海，圍堵日本，陸軍擔心這

個戰略將消耗美軍直接登陸日本本島之資源，延後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間；該

戰略於美軍奪得沖繩島之後，再無必要。因此，美國在戰爭最後階段協助國軍

整訓、計畫反攻，仍舊與其一貫之戰略目標相同─藉中國軍力，牽制日軍。
140  

其作戰核心仍在太平洋方面，即魏德邁所言：「美軍必先在日本本土登陸，占領

其日本心臟為惟一目的，其他皆容緩圖。」
141 1945年美軍的遠東戰略計畫，明

確指出一切作戰行動，應以能否直接或間接協助占領日本九州或本州為度，中國

戰場的作戰應「圍堵、轉移、摧毀最大程度的日軍軍力和資源。」對美軍來說，

140 Charles F. Brower, Defeating Japan: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War, 
1943-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3, 15, 43-45, 67, 109-110, 127-
128, 131-136, 139; Edward S. Miller,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p. 361; Richard B. Frank, Downfall: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1), pp. 117-122; Barbara W. 
Tuchman, 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London: Macmillan, 1970), p. 518.

141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26日；馬歇爾著，王正己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馬歇爾
報告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6年），頁16、92、103；等松春夫，〈日中戦

爭と太平洋戦争の戦略的関係〉，收入波多野澄雄、戶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

開》，頁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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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要作用在美軍登陸日本時牽制日軍。另一作用則為美軍登陸日本後，若日

本仍不投降，於亞洲大陸繼續作戰，美軍將提供更多資源給蔣中正去創建中國陸

軍，承擔起（或部分承擔）在中國大陸的作戰。
142 

美國以中國牽制日軍之戰略可謂成功，由於國軍的存在等種種因素，日軍從

華南收縮兵力支援日本本土或東北遷延日久，及至日本投降之日，在華日軍尚有

上百萬人。
143 至於國軍反攻所欲達成之目標，除收復失地，對於整軍等方面未如

預期。阿爾發部隊的裝備、訓練並未完成，彈藥補充尤未充分。美國原計畫派歐

戰名將赴華發揮所長，若果成行，必將攜帶一批幹練的參謀人員，及更多美國的

軍援，惟此因日軍投降而終止。國軍「反攻準備」實未達成目標。因此，抗戰末

期國軍的反攻，係一未竟之業，影響國軍之整軍建軍；長遠視之，亦多少影響戰

後國共的全面對決。

142 “Far East Strategy, 1945. 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 (February 1945), 
Albert C. Wedemeyer Papers, Box 89, Folder 5.

143 陸軍1,049,700人，海軍63,755人，計1,113,455人。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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