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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開始，持續兩年之久，
其中圍繞戰俘遣返問題的交鋒最為尖銳。美方一直玩弄各
種伎倆，企圖脅迫或扣押志願軍戰俘，並污衊中方虐待美
軍戰俘。在戰火紛飛的環境裏，大公報派出記者赴朝鮮，
組織有力報道，披露真相，戳穿了美方污衊中方俘虜政策
的謊言，配合戰俘問題談判，充分顯示了大公報人 「鐵肩
擔道義，健筆為家國」 的使命。

馬浩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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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陣亡5.4萬人
•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情況下
，一共有16個國家派兵赴韓
國，41國提供軍備及援助。
其中，美軍佔聯合國部隊總
人數的90%。在朝鮮戰爭中
，聯合國軍共死亡628833人
，傷病1064453人，失蹤及被
俘6973人，總計179762人。
其中，美軍陣亡54246人（在
韓陣亡人數為36574），佔外
國軍隊死亡總數的94%，受
傷總人數為103284，被俘虜
為7140人。迄今仍有約7600
名美軍未被美國國防部正式
計入死亡數字。

美戰俘：這個跤摔得不輕戰俘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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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國國家
公共廣播電台、《華盛頓郵報》
報道：有關朝鮮戰爭，美國參謀
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利於1951
年5月在美國國會曾發表的一席話
廣為流傳， 「我們會被捲入一場
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
誤的對手打一場錯誤的戰爭中。
」 美國在朝鮮戰爭出現一系列戰
略判斷失誤，特別是當時的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和美軍遠東軍
總司令麥克阿瑟，對中國出兵問
題判斷出現重大失誤。

1950年10月11日，時任美國
總統杜魯門去太平洋上的維克島見
麥克阿瑟。在兩人一對一的密談中
，麥克阿瑟向杜魯門保證
「中國人不會介入」 。除

了麥克阿瑟，杜魯門從中
情局也得到 「確認」 ，一
份日期為1950年10月12日
的情報顯示， 「沒有令人
信服的跡象表明中共有全
面捲入朝鮮的意圖。」

CIA歷史研究專家克萊
頓．勞里表示，CIA當時給
予的是戰略指引，而非更

具體的 「戰術」 警告，最後在中國
出兵問題上出現誤判，這是因為
CIA與當時其他的美國政府部門一
樣，認為主要關注的對象是蘇聯，
而非中國。

另外，當年70歲的五星上將麥
克阿瑟在仁川登陸後驕傲自大，根
本聽不進中方勿超越三八線的警告
，認為這只是 「紅色宣傳」 。即使
中國志願軍赴朝與美軍開戰，麥克
阿瑟仍選擇無視，反而下令成千上
萬軍隊向北線的中國邊境推進，最
後導致美軍損失慘重。1951年4月
，麥克阿瑟突然被杜魯門撤職，李
奇微接替聯合國軍最高指揮官兼美
軍遠東軍總司令一職。

【大公報訊】據韓國《中央
日報》、《朝鮮日報》報道：今
年是朝鮮戰爭70周年紀念，但美
韓同盟關係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
台後，出現暗湧。本月11日，韓
國駐美國大使李秀赫在國會聽證
會上說，不能因為韓國70年前選
擇了美國，接下來70年也必須選
擇美國，引發爭議。

李秀赫當日以視頻方式出席
國會國政監察聽證會稱，韓美同
盟不僅是軍事同盟，還涵蓋經濟
、社會、文化等方面，韓國選擇
美國，也是因為這項選擇 「符合
韓國的情感及國家利益」 ，韓美
同盟也才能持久穩固。他說，如
果僅是因為70年前雙方締結同盟
關係，韓國繼續選擇美國， 「對
美國也是一種侮辱」 。

雖然李秀赫談的是 「韓美同盟
」 的變化和未來，但駐美大使提出

廢除 「韓美同盟」 的可能性，其言
論在韓國國內引發爭議，遭到保守
派的批評。10月3日，李秀赫於10
月3日在美國舉行的視頻會議上稱
，雖然華府是同盟， 「必須考慮到
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的事實」 ，
「應該深入思考韓美同盟的未來」

。今年6月，李秀赫在特派記者座
談會上曾就中美關係稱，韓國 「如
今我們要有能夠（在中美之間）做
出選擇的自信」 。

特朗普上台之後，頻頻就駐軍
費用問題向亞洲盟友施壓。美韓軍
費分攤協定已於去年年底到期，但
由於特朗普政府 「獅子大開口」 ，
美韓多有齟齬，迄今仍未能敲定新
協定內容。華府近期在亞洲組 「反
華聯盟」 ，拉攏韓國加入亞太版小
北約 「四方安全對話」 （Quad）
，但首爾表明暫無此打算，華府的
不滿情緒浮出水面。

論古
說今 韓大使：70年後未必還選美國

美花費670億美元
•美國當年政府打朝鮮戰爭的
軍費，主要靠增稅。打仗造
成開支激增，政府需要實行
價格管控措施。到1953年，
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中已花
了30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美
國全年GDP的5.2%。朝鮮戰
爭結束之後，美國政府繼續
援助參與戰爭的老兵及老兵
家屬，每年開支約為2.8億美
元，迄今花費了670億美元。

未簽和約 戰爭仍未結束
•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訂
的《朝鮮停戰協定》的主要
內容是設立了軍事分界線，
而交戰雙方各後退了兩公里
建立一個非軍事區作為緩衝
區，戰爭雙方停止敵對行動
，遣返戰俘等。雖有停戰協
定，但由於各方未簽署和平
條約，因此從國際法上來講
，朝鮮戰爭並未正式終止。

（BBC、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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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解放軍報》
報道：關於朝鮮戰爭，在美國國內
被認為是一場「被遺忘的戰爭」（a
forgotten war），因為時間剛好處
於二戰和越戰之間，以停火告終。
早在美國國內「反思」朝鮮戰爭之前
，就有美軍在反思這場戰爭，那就
是當時被俘虜的美軍最高級將領、
美軍第24師師長威廉．迪安。迪安
在1950年7月底大田戰鬥中被俘後
，被單獨關在平壤附近的戰俘營。

1952年10月6日，毛澤東收到
一份發自朝鮮的電文，落款是中國
人民志願軍朝鮮停戰談判總代表李
克農、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主任
杜平，內容是迪安有關朝鮮戰爭的
談話。

根據電文內容，迪安在裏面被
問及， 「你是否真正認為美國人民
要這個朝鮮戰爭？」 他當時回答說

， 「不要，我很肯定他們不要。美
國人民也是愛好和平的人民。」

迪安說， 「我現在認識到，我
們美國政府所做的事情是倒向戰爭
的。而很多人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跟着政府叫。要說可怕這是最可
怕的事情。我們美國人走得太遠了
，犯了一個個錯誤，跑到朝鮮來就
是一個證明。這個跤摔得不輕。我
很難過。戰爭開不得。亂開戰爭必
吃苦頭。」

迪安於1953年8月被遣返的前
一天晚上，遣返委員會中方代表在
開城一所醫學研究院裏設便宴為他
餞行。迪安席間感慨萬千，在豪飲
之下喝醉了，把中方發給他的新制
服吐得一塌糊塗。中方連夜為他趕
製了一身新的制服，迪安臨行前還
緊握着中方代表說到， 「和平──
我們中美兩國不要再打仗了！」

被俘虜的美軍高級將領
威廉．迪安

◀◀

19511951年年1212月月2727日大公報上美軍戰俘迪安的報日大公報上美軍戰俘迪安的報
道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51年7月25日，中國國內組織了近20名
中外記者到達朝鮮開城。不久由於談判陷入僵局
，我方代表團決定只留下4名外國記者和幾位中
國記者，包括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魏寧頓，法
國《人道報》記者貝卻敵，匈牙利記者米賴依，
波蘭記者普拉茨基，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等，其他
人返回中國。朱啟平在朝鮮戰場一直堅持到
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最終簽字。

朱啟平在二戰期間曾跟隨美軍戰艦採訪，對
各方面非常熟悉。1950年，52歲的美聯社隨軍
攝影記者弗蘭克．諾爾，在長津湖地區被志願軍
俘虜。1951年聖誕節前夕，正在板門店的幾位
美聯社同事，商量着要給 「諾爾老爸」 贈送節日
禮物──一部照相機。他們請魏寧頓、貝卻敵幫
忙，魏、貝二人找到了朱啟平協助。朱啟平願為
此打開渠道，經過溝通，志願軍談判代表團負責
人明確表示願意 「給予特殊方便」 。諾爾後來收
到了這部相機，以戰俘身份拍攝了大量圖片，向
世界展現了戰俘營的真相，其特殊身份賦予照片
更大的信服力，戳穿了美方的謊言。

美師長竟死而復生
1950年7月，美軍 「常勝軍」 、第24步兵師

在調至朝鮮後僅十幾天就遭到重創，師長威廉．
迪安被俘，他是軍銜最高的美軍戰俘。當時，美
國媒體報道迪安 「以身殉職」 。1951年12月11
日，關於戰俘問題的談判開始，19日，大公報頭
版頭條刊登《雙方昨換戰俘名單，美軍第廿四師
師長狄恩（即迪安）名列單內》。

1952年1月3日，大公報又在頭版發表《訪
問被俘的前美師長迪安》，並配發了迪安的照片
。作者劉桂梁原是天津大公報記者，此時是新華
社平壤分社記者。文章指出， 「一年多以前，美
國軍事當局宣稱迪安少將 『失蹤』 ，並不斷製造
朝中方面 『虐殺俘虜』 的讕言。直到我方談判代
表團在板門店提出對方戰俘名單，向全世界宣布
迪安生存的消息後，美方代表和美國反動報紙仍
在捏造無恥讕言，污衊我方俘虜政策。」 文章詳
細記錄了與迪安的對話。

迪安接受採訪時說： 「我唯一的希望是讓我
老婆和我的孩子能在聖誕節看到我給他們寫的信
。當然，我更希望明年的聖誕節，我能和我的家
人在一起過。」 報道面世之後，美方十分尷尬，
不得不以 「尚需調查」 的聲明進行搪塞。直到
1953年停戰協定簽署後，迪安平安返回美國。

稿件成中方代表發言稿
1953年春，為了對戰俘問題來龍去脈進行

調查研究，解放軍總政治部從國內選調了18人組
成記者團，開赴開城。大公報的張頌甲是其中之
一。張頌甲採訪突圍逃出的戰俘，搜集了大量一
手材料，與其他記者聯手寫成20多萬字的《美國
虐殺戰俘暴行調查報告書》，以中國紅十字會名
義公開發布。後來，他又二度赴開城。有時候，
當天寫出的稿件，直接成為次日中方首席代表黃
華拿來在談判時作發言稿。

另外，大公報國際評論專欄 「縱橫談」 還經
常就戰俘問題發表文章，揭穿美軍伎倆。如
1951年12月25日頭版 「縱橫談」 專欄便批評了
美方在戰俘問題上的 「美式廣告術」 ： 「李奇微
當然脫不了美國商人的窠臼，他也便利用戰俘家
屬的思念親人的感情，提出了一些有關戰俘的細
枝末節問題，而實在卻是想以此阻止主要問題的
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