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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最近兩岸關係相當緊繃，共軍的軍機、戰艦以愈來愈密集的頻率不斷繞行台灣本島，使得

國軍的海空軍及電戰、戰偵系統的負擔加重許多，「解放軍」成天到我們家來「侵門踏戶」，實在讓

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感到不愉快，然而看樣子這樣的情勢除非哪一天中國大陸的執政者想通了‘要

談戀愛是不能是拿著亮晃晃的扁鑽逼美女就範’的道理之前，大陸軍方的那些成天想著「建功立

業」、「統一祖國」、「名留千古」的豆瓣醬、芝蔴醬們，應該還是會一直很樂此不疲的。台灣在文化

上、社會上、歷史上從來沒有被‘讀書不求甚解’的大陸‘專家’們搞懂過，這對台灣固然是一種

遺憾和危機（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你的敵人老是誤判了情勢是十分危險的），其實對赤色中國的作

決策者何嘗不是一種莫大的悲哀與危機？！血脈相通、同種同文，偏偏要為了無關緊要的意識型

態、國體國號…上的分歧，而要以‘拼個你死我活’的嘴臉來一場血淋淋的‘萁豆相煎’，這是今

天台灣民眾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大陸老是派‘李毅們’來台灣，宣揚武統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也

實在是莫名其妙而沒有必要，看樣子北京的大人先生們還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冷靜…。 

筆者從小就喜歡歷史，尤其對歷史背後的許多‘偶然事件’和逸聞特別感興趣，茶餘飯後，一

卷在手，燈下與古人交，看到許多的奇聞軼事往往拍案稱奇、回味再三；而台灣寶島幾十年來的安

定與民主，絕不是天下掉下來的，更應該是今天我們全體自由同胞所謹記在心的共識，有許多曾經

為這美麗的寶島流血流汗，使得台灣今天尚得以屹立於‘社會主義祖國’之外並且得以進步繁榮真

的是多少為國忠貞之士努力的成果，吃果子拜樹頭，更值得我們對這些不為人知的秘聞，和在不同

戰鬥崗位上的戰士們致上最高的敬意。今年是扭轉台灣命運的韓戰爆發整整七十周年的紀念，我在

圖書館裡剛巧找到兩本「奇書」，談到當年（1950年）國際共產黨如何將‘已在弦上’、‘勢必發

生’的中共渡海襲取台灣的「大戰略」，調整改變為先讓北韓跨越北緯三十八度線進攻南韓，而讓

台灣爭取到最寶貴的三年緩衝時間，由危如疊卵到安如磐石轉危為安的故事，許久以前我對此事即

有風聞，現在經過了閱讀與考證更確定了它的真實性；在台海戰雲漸聚的今天，我願意把這個‘昨

天的絕頂機密’提出來與大家分享，以下是這個故事的簡要： 

話說西元 1950年，正是民國三十九年，第二次大戰已經結束了五年，美蘇兩大超級霸權所發

動的‘冷戰’（cold-war）也已經在全球展開，國際共產主義的司令台－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裡，

蘇共中央的最高負責人史達林元帥的辦公桌上正七零八落地擺滿了資料與卷宗，這位被吹捧為‘人

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正搔著頭皮為兩個剛剛赤化國家的領袖－中國的毛澤東與北韓的金日

成不約而同地向他「請戰」並且請求支援的先後次序而大傷腦筋，蘇聯是這兩個新成立的人民共和

國的老大哥，但是到底先支持中共跨海征台還是支持朝鮮勞動黨（共產黨）南侵，以當時的全球戰

略形式和蘇聯的國力只能兩者擇一，史達林的將軍與參謀們事實上是明顯比較偏愛毛澤東「解放台

灣」的方案的，畢竟這三年多的中國內戰打下來，國軍已經潰不成軍了，不是嗎？再加上美國人「適

時」又發表了聲明任由台灣自生自滅的對華政策白皮書，而以粟裕大將為首，常勝之師的解放軍正

是磨刀霍霍、信心滿滿，在席捲了整個大陸後，所有的能戰之師都已經在台灣當面的東南沿海完成

了攻擊部署：空軍的新式米格十五噴射機，陸軍有五個兵團的主攻部隊，大量的重炮及高射炮也沿

贛閩公路急速南下，總兵力在六十萬以上，海軍也將二十一艘中大型登陸艇加上另五十三艘出海船

隻共計十五萬噸準備完成，而且台灣海峽自三月後將有五、六個月海面風浪較為平靜，極有利於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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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反觀韓鮮半島，情勢雖也緊張，但北韓人民軍是否真的能打，而南韓軍是否真如外傳的不堪一

擊尚在未定之天，最後史達林決定以佈建在台灣及南韓兩地所傳回的地下情報做為最後拍板定案的

決策依據，由埋伏在台、韓兩地的國際共黨情報單位回傳的大量軍事、社會、政治訊息在莫斯科彙

整研判以後，再做出最後的重大決定。 

台北市廈門街 113巷 9號，自從 1949年底以來，這戶外觀平凡的日本式的住宅就被我方情治

部門鎖定有一個電波很強的秘密電台，國防部的保密局和技術實驗室當即就開始對電波的來源展開

‘電訊測向交集點’方式的偵察，可是苦無所獲，最後只好拿出殺手鐧，以挨家挨戶的方式，藉分

區檢修電線、查戶口、修理水電、防空演習等藉口入室查看，但仍然毫無結果，最後只好由技術室

主任魏大銘親自出馬，重點搜索其中一戶，他們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一一搜查，竟然也沒看出

有任何疑竇，就在要走出大門時，魏大銘最後再回頭掃視突然發現了小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桌腿似乎

特別粗大，與一般的傢俱不成比例，當即下令打開：裡面竟然是一套蘇聯製的強力收發報機，這裡

的住戶是一對年輕而體面的夫婦，男主人叫汪聲和，齊魯大學畢業，時任交通部民航局台北電台台

長，但是他有另一個連當時潛伏地下的所有台共都不知道的更隱密的身份：他與妻子裴俊，是由遠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共產黨情報局和蘇聯國家政治保安部（GPU）所直接單線領導的情報員。汪聲

和被捕後，有關單位發現他的通訊是直接與海蔘崴及赤塔搭線通報，連中共都沒有連繫，斯大林對

美國在遠東的部局，對台灣支持的程度與台灣內部社經、軍事的安定…等方面的精準研判大都依賴

著這個絕密的電台，其次才輔以中共華東局等的資料參考。大案甫破，台灣的情治單位無不喜出望

外、大為振奮，紛紛等著公佈案情後報功領賞，魏大銘却別具遠見急急阻止，對外絲毫不露聲色，

繼續和海蔘崴方面保持通訊，抓住機會將虛構的國民政府已獲美、日雙方秘密的派出軍事要員訪問

台灣，協助防衛，大量的軍援物資即將抵台，國軍也已完成改編重整、戰力急升…，等等假情報「提

供」給莫斯科，這樣又保持通訊長達六個月以上（自二月至九月），真真假假，使蘇聯疑懼不定，

而終於決定先由韓國下手（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台灣的命運也就在因韓戰爆發的次日，美國

杜魯門總統宣佈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阻隔兩岸的軍事行動而轉危機為安直到今日，如果歷史的天

平不是如此，那麼台灣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 

資訊（information）與情報（intelligence）不但軍事上重要，在企業界更重要，其中最著名的

個案如日本丸紅商社在一九七○年代對非洲尚比亞銅礦控制權的操弄，世界著名珠寶商 DeBeers

（戴比爾斯）對鑽石產量的壟斷等比比皆是，無論是在市場情況（conditions）、市場情緒（sentiment 

index）市場變動與恢復（change and recovery）、市場質量分析（quality analysis）都需要深入的搜

集、扒梳、整理、分析和有效的運用，這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贏得勝利呀。 

這個星期二（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成功大學最受歡迎的藝術大師蕭瓊瑞

教授來講述‘藝術之美’，蕭教授精彩的演講您絕對不能錯過，地點仍然在長榮大學第三教學大樓

的八樓階梯教室，我門不見不散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