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亲自指挥

据《尘封的作战计划》一

书披露，

20

世纪

60

年代， 蒋

介石认为是“杀回老家” 的

大好时机。

1960

年， 台军在

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 成立

“国光作业室”， 由朱元琮中

将担任主任， 正式展开“反

攻大陆” 的作战计划， 史称

“国光计划”。 在此之前， 台

军方虽也曾进行过规模较小

的“凯旋计划”、 “中兴计

划”， 但都不如“国光计划”

具体， 范围更广泛。 当时为

了不让美国知道台湾违背其

“旨意”， 台军成立“巨光计

划室” 研究与美军进行联合

反攻作战， 以掩护“国光计

划” 的顺利进行。

“国光作业室”下辖“陆光

（陆军）”、“光明（海军）”、“擎

天（空军）”

3

个工作室。“陆光”

下辖光华（登陆作战）、 成功

（华南战区） 两个工作室；“光

明”下辖启明（

63

特遣队）、曙

明（

64

特遣队） 两个工作室；

“擎天” 下辖九霄（作战司令

部）、大勇（空降特遣） 两个工

作室， 共动员台军“精英”

207

人。 这些人员大多是在大

陆曾经与解放军交手， 逃到

台湾后担任海军陆战队等部

队的中层军官， 不仅经验丰

富， 而且接受了许多特种作

战训练， 最重要的是对蒋介

石死心塌地。

想借自然灾害抢

滩登陆

具体而言，“国光计划”含

“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

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

5

类

26

项作战计划， 所有计划

都策划到师级。

1963

年

5

月

2

日， 蒋介

石提出了第一步反攻大陆方

案， 并亲自指示参谋人员研

究相关计划， 即主动炮击大

陆

3

天到

4

天后， 诱发大陆

进行炮战， 台湾方面再以

“大陆挑衅” 为开战借口。 接

着是空军反制作战， 数日后

展开登陆战。 但台军参谋人

员认为抢先对大陆实施炮战

可能引起解放军大规模报复，

因此建议改为由海路实施抢

滩偷袭登陆， 待登陆人员在

大陆沿海建立起情报网络和

支援体系后， 再由台军实施

大规模海空联合登陆。 后来

蒋介石采纳了此意见， 将方

案进行了修改， 并从当年开

始进行人员训练和模拟演习。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国

光计划”在

1965

年达到高潮。

6

月

17

日，蒋介石在台陆军官

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

开会准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

都已预留遗嘱。

台湾军事专家施孝玮表

示， 当时蒋介石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陆发生了比较严

重的自然灾害， 是实施“反

攻大陆” 的大好时机， 但是

由于美国反对， 加之当时的

台军制海权已经基本丧失，

尤其是“

1965

年海战” 的惨

败让蒋介石认识到， 台军发

动登陆作战十分困难， 从此

“国光计划” 规模逐年缩减。

1970

年后， 国际局势发生剧

变，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反攻

大陆”更难获得国际认同。 在

内外压力之下，“国光作业室”

于

1972

年

7

月

20

日裁撤并

入台“国防部作战次长室”，

“国光计划”宣告破产。

类似的计划还有

两个

除了已曝光的“国光计

划”之外，蒋介石为实现“反攻

大陆”的野心，还准备了另外

两个计划： 一个是

20

世纪

50

年代，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

美国与日本达成协议， 美方

负责武装

200

万日军， 协助

蒋介石“反攻大陆”， 蒋介石

则将台湾“交日本管理”。 不

过， 当时该计划的实施将会

使台湾当局陷入“媚日危

机”， 同时也与杜鲁门日后的

对华政策发生了矛盾， 在内

外因素影响下， 蒋介石取消

了该计划。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

又曾在

1958

年向美方建议，

由台湾组建

4

个师专门在远

东和中东地区从事“打击和防

御共党武装颠覆及军事入侵”

的“救火”任务，其真实目的就

是防止亚洲其他国家在大陆

的影响下也投入社会主义阵

营。

后来虽然遭到美国的拒

绝， 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

命令部队加紧训练、加征捐税

大量购买武器，举行大规模的

“昆阳演习”并明确登陆地点：

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

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地

点。

对于台湾当局

50

年前

“反攻大陆” 计划的曝光， 台

湾媒体普遍认为是“台湾当

局针对目前的不利局面， 企

图借此拉拢军方将领和台军

广大官兵”。 分析人士表示，

台湾当局认为台军虽然普遍

赞成统一， 但不少台军高层

仍然坚持“反攻大陆” 立场，

因此通过炒“反攻大陆” 的

剩饭， 煽动台军反对大陆的

情绪， 借此稳定台军， 加强

民进党对岛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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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四

期中，时锋发表了一篇《中共

历史上的三个女特工》， 其中

之一的朱枫（本名朱谌之），因

为是在

1949

年后“牺牲在台

湾的女情报员”， 所以被两岸

所关注。 此外，《南方人物周

刊》也刊登了台湾民间历史研

究者秦风（原名徐宗懋）的《寻

找“共党”朱谌之》一文，让这

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度见诸

于世。

◆“吴石案”

1950

年

6

月

10

日

16

时

30

分，

45

岁的朱枫在台北马

场町刑场被国民党枪决，她的

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

遣的秘密特派员，一起被处决

的还有国民党国防部原参谋

次长吴石、副官聂曦、联勤总

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这个

案件在国民党的档案中称为

“吴石案”，军事新闻社当时也

公布了照片。

1949

年

10

月

24

日，大陆

在金门古宁头战役失利，高层

领导将失利的原因归于情报

失准， 因此决定派人赴台搜

集重要军事情报， 为解放台

湾做好准备。 而当时大陆潜

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

被称为“密使一号” 的国民

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中共

中央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

军事情报，指示时任华东局社

会部部长的舒同派长期在上

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

产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中共华东局挑选上朱枫，是因

为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

丈夫王昌诚在台湾生活，并且

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1949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朱枫搭乘海轮以探望女儿的

名义抵达基隆。 根据安排，她

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

两个人，一个人是华东局台湾

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本名

蔡孝干），另一个人是吴石（吴

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朱枫与

蔡孝干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

接上了头，向蔡孝干传达了华

东局领导的指示； 一个星期

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

吴石取得了联系。

据过去的档案记载，朱枫

到台湾后的一天，吴石从书房

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

中取出一个小圆铁盒，交给朱

枫并说：“朱谌之同志，这盒里

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

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

图》， 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及

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

力、 火器配置图》， 各防区的

《敌我态势图》， 台湾海峡、台

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

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

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

布情况， 空军机场的机群种

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

的速度送回大陆。 ”

3

天后， 在基隆码头， 朱

枫按约定把到手的第一批重

要情报， 交给了中共华东局

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名

海轮大副， 他在定期往返香

港、 基隆间的安福号上工作。

这些情报很快就从香港送到

华东局， 由舒同亲自递送北

京， 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接下来与蔡孝干、吴

石多次见面，陆续将台湾一些

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

1950

年

2

月

2

日，吴石派

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向朱枫通

报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

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

在

1

月份被国民党当局破获，

蔡孝干被捕，作为大陆秘密特

派员的她已被蔡孝干出卖，提

醒她必须立即离开。

◆谜团

蔡孝干不仅供出了朱枫，

还供出了吴石。 国民党从吴石

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

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

的去向。 两个星期后，朱枫在

舟山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特勤处逮捕， 随后被送回台

北。

1950

年，大陆在台湾的地

下党组织由于叛徒蔡孝干出

卖，国民党保密局抓获了共产

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

400

余

名共产党员。 在台湾当局多次

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

被处决。 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

晓枫被告知母亲已在台湾牺

牲，并收到烈属证明。

秦风于

2001

年在《老照

片》书中一篇题为《战争后的

战争》的文章里，重新说明了

当时军事新闻社所公布照片

中的背后故事，外界也从此得

知， 有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当时并不是以共产党员身份

现身，只能以“左翼人士”称之

的那段敏感历史。

秦风还指出，在保密局事

后的报告中，对于朱枫部分的

表述，让人们感觉像是颁给敌

人的“表扬状”：“……（二）共

党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

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

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

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

居王家， 以掩护身份工作，此

种大胆深入之方式， 颇切合

秘密工作之要求。 （三） 共

党运用党性强、 学能优良之

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

极易减少外界注意， 极易完

成所负任务。 （四） 朱匪被

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 证明

其应付事变， 早做准备， 匪

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 不惜

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 诚

有可取法之处……”

由于秦风的文章引起朱

晓枫的注意， 朱晓枫希望找

回母亲的遗骸， 因此秦风便

代为寻找朱枫遗骸的下落。

秦风在找到陈志毅 （后改名

陈莲芳） 后才得知， 朱枫遭

枪决后， 即由台北市卫生局

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

然后埋在台北某处。 三个月

后， 陈志毅写了一封信向军

法局陈情， 希望领回继母的

遗物， 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

骸归葬大陆故里， 军法局也

同意了， 并致函通知她去领

取， 但陈志毅最后一刻却改

变了主意， 没有领回继母的

遗骸和遗物。

舆论认为， 这名牺牲在

台湾的中共女情报员，虽然在

私下受到台湾情报人员的肯

定， 但到如今未能归葬大陆，

谜团依旧未完全解开。

据《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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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谋划 5年 尘封半个世纪

蒋介石“ 反攻大陆”计划曝光

朱枫英勇就义。

国民党败退台湾。

上个世纪海峡

两岸谍报活动从来

不曾中断过， 只不

过被人知道的仅仅

是沧海一粟。

近来“朱枫”的

名字被两岸的文史

研究人员提起，她

是谁？ 在大陆的档

案中，她是“牺牲在

台湾的女情报员”；

而在台湾，“朱枫”

则被人们遗忘了有

数十年之久。

据 中 国 台 湾

《中国时报》报道，

台“国防部”出版了

一本书，名为《尘封

的作战计划》，内容

是上世纪 60 年代

蒋介石“反攻大陆”

的绝密计划———

“国光计划”。 此书

由台湾“国防部”史

政编译局出版，全

面介绍了当年该计

划的制订、执行以

及最终破产的过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