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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登陸戰之研究14 
 

一、前言 

    在我們還沒有反攻大陸之前，現階段我們國軍的任務，是確保臺澎基

地，防守金馬前哨島嶼。在本質上說當然我們的作戰，是島嶼防禦作戰，

亦卽是反登陸戰。反登陸戰與島嶼防禦雖然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其意

義的輕重上說却有些區別，島嶼防禦只是說明任務而已，至於如何完成這

一任務，在方法上則不甚明顯，反登陸戰是反敵人登陸的作戰，在戰略上

雖然仍然還是守勢的作戰，但是在戰術上則含有深厚的攻勢作戰的意味在

裏頭，比島嶼防禦在戰術的含義上說似乎要積極得多。 

    在實施島嶼防禦的時候，通常總是海空軍失去優勢的時候才發生的。

所以在硏究本問題的時候，必須先承認一個假定，那就是在敵人在海空軍

優勢之下，最低限度，我軍不能獲得優勢的海空軍支援以實施作戰。 

二、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反登陸戰有關的戰例甚多，所得到的經驗敎

訓，亦不勝枚擧。這裡只提出三個經驗敎訓來說：一個是德軍在諾曼地的

反登陸戰，一個是日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島嶼防禦作戰,一個是美軍的越海攻

擊作戰的經驗與敎訓。 

    德軍在諾曼地的經驗敎訓，可以古德林在「閃擊英雉」裡所說的爲其

代表。他的結論，認爲德軍在諾曼地反登陸戰的失敗，有如下的幾個因素：

①失去海空優勢，尤其空軍優勢的失去，是諾曼地反登陸戰失敗的根本原

因。②部署失據，德軍的西線統帥能德斯特元帥是主張間接配備的，而集

團軍總司令隆美爾元帥又主張直接配備，結果德軍的配備，旣非直接配備

亦非間接配。亦卽是說德軍的反登陸戰失去了戰鬪的基本精神。③希特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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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的過事干涉指揮權，失去初期逆襲和反攻的良好機會，等到聯軍灘頭

陣地鞏固，援軍源源到達之後，逆襲和反攻亦就失去了效用。④聯軍奇襲

的成功，亦可以說情報戰獲得了一個極大效果。德重始終沒有判定出聯軍

將於諾曼地登陸，一直到業經登陸成功之後，德軍仍然不相信這就是主登

陸的所在，因此兵力的運用亦就錯誤百出。自然德軍在諾曼地反登陸戰失

敗的因素很多，這裡只能例擧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日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島嶼防禦作戰，可以說完全失敗，沒有一個例外。

自然這是由於海空軍失去優勢，島嶼守軍孤立無援，不管當時的日軍是如

何的英勇善戰，但結果到彈盡人亡之後還是要失敗的。如此說來，這種作

戰似乎沒有戰術的硏究價値了，但是日軍仍然得到了一個很寶貴的經驗敎

訓，那就是「反登陸戰要以遭遇戰的原則來指導作戰」的原則，亦就是强

調反登陸戰不是一個守勢作戰，而是一個攻勢作戰，必須以攻勢作戰才能

達成反登陸戰的目的，在判明敵軍的主登睦點之後，就要不顧一切以戰略

預備隊的全力向敵人灘頭對進，實行攻勢的作戰。因爲他認爲在敵軍海空

軍優勢之下，隨處都可以登陸的，如果守軍的全力都配備在第二線，則將

遭敵軍海空軍火力的損害，而且亦失去了用兵的彈性。同時他認爲純守勢

的作戰，那只能說是等候在壕溝裡被敵人消滅，一點勝利的公算都沒有，

而且還將很快的被敵人消滅。 

    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裡，是最具兩棲作戰經驗的，而且在全戰役裡

所有的兩棲作戰，他都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自然他所獲得的經驗敎訓，

盡在都是島嶼的攻撃作戰，亦只是兩棲登陸作戰，但他在兩棲登陸作戰的

經驗敎訓裡，亦可以找出與反登陸戰有關的問題。美軍認爲在兩棲作戰中，

最感痛苦的時候，就是在灘頭陣地尙未建立，而敵人又在實施猛烈果敢逆

襲的時候，而且他說在西南太平洋很多次數兩棲登陸，都是由於日軍的逆

襲到了美軍快要無法支持的時候而日軍便停止下來了。他認爲如果日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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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襲能够稍爲强大些持久些，有很多次美軍是準備撤退的。這是由兩棲登

陸所獲得的有關反登陸戰最重要的經驗敎訓。 

三、反登陸戰的難题 

    反登陸的作戰是困難的，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是守勢的被動的作戰，

而同時又是失去海空軍的優勢。其困難自然很多，但比較重要的，影響作

戰指導的，則有如下數點： 

    (一) 難以明瞭敵情，易受敵人奇襲：由於反登陸戰是守勢的作戰，亦

是被動的作戰，因此對於敵人將於何時何地實施兩棲登陸作戰，實在是很

雜以預知的。自然敵人登陸的地點可以就地形上作戰術的判斷，敵人登陸

的時間可以在天候上來預測，但像諾曼地登陸的地點，民國三十八年共匪

進犯金門的時間，都是違反原則的，這就足以說明反登陸戰對於敵情預知

的困難和受敵人奇襲公算之多了。 

    (二) 難以作適切的部署：海岸防禦的部署有所謂間接配備，直接配備

和拆衷的配備。關於兩棲登陸適於發揮陸海空的統合戰力，因此直換配備

有於初期卽遭傷亡過大的危險。又由於空軍失去優勢，因此間接配備，預

備隊的逆襲和反攻又有難以到達戰場之憾。至於拆衷配備，則難期形成重

點，戰術上我有顯著的着眼，亦難期發揮戰術上的效果。 

    (三）空降的顧慮：由於空軍的失去優勢，所以反登陸戰對於敵人的空

降，亦成爲極大的威脅，因此更增加部署上的困難，和發揮的不易了。 

(四) 如果是島嶼的反登陸戰，那通常都是戰略的彈性過小，亦只是戰略的

縱深不够，有時候甚至戰術上的彈性亦不够，無法自由活用戰術，諸如後

退包圍，逐次抵抗，持久防禦等戰術，幾乎都難以實施。 

四、反登陸戰的本質 

    反登陸戰在本質上說，他是屬於那一類的作戰，這是我們在研究反登

陸戰之前，必須首先了解的，兹將所見，提供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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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登陸戰是內線作戰：反登陸戰不管你所佔據的是大陸或是島

嶼，伹是在戰略的態勢上說，他是處於內線作戰的形態上的。自然在敵人

登隆之後，對於敵人的灘頭陣地，我們又是處於戰術上的外線 ，但在整個

態勢上說，仍然還是處於外線的，因爲敵人還可以選定其他的地點登陸，

隨時爭取外線。 

    （二） 反登陸戰是遭遇戰：遭遇戰是由於双方的對進，在兩方的敵情

忽明忽暗所發生的預期與不預期的作戰。兩棲的登陸戰，自然是由發航的

基地向敵人前進，但在反登陸戰於發現敵向我方行海上機動，或向我海岸

攻擊的時候，各級預備隊亦向敵軍的登陸灘頭前進，這就是双方對進的態

勢。而且這個對進，双方對敵情都是忽明忽暗的，所以反登陸戰在本質上

說，可以說是遭遇戰。 

    （三） 反登陸戰是三軍聯合的作戰：反登陸戰自然是由於失去海空軍

的優勢才發生的，但是這種作戰仍然還是三個軍種的聯合作戰，雖然海空

軍失去優勢，但是在時間空間上仍然需要爭取局部的優勢，如果失去了一

個軍種的平衡，乃至於孤軍奮鬪，那這個反登陸作戰就更困難實施了。 

五、反登陸戰的幾個原則 

    基於上述反登陸戰的經驗，難題，本質，我們可以歸納如下的幾個反

登陸戰的原則： 

    （一） 反登陸戰要用內線作戰的法則來實施作戰：內線作戰的法則是

速戰速決，將最危害我軍的敵人，在時空的適切配合上，將其迅速殲滅，

然後再轉用兵力逐次的各個擊破其他方面的敵人，反登陸戰天然是在被動

的形態上作戰，所以欲求爭取主動，就只有以內線作戰的法則來迅速集中

主力先行擊破一方面的敵人，爾後再逐次的擊破其他方面的敵人
 
。否則，

就只有永遠在被動的情況下作戰，坐而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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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反登陸戰要用遭遇戰的原則來指導作戰：遭遇戰的原則是先敵

展開，要求得先制，然後實施果敢猛烈的攻擊，常能獲得大勝，反登陸戰

亦必須於作戰之初動卽行獲得先制，在獲得敵人進犯的情報或業經發現敵

人在海上機動，卽應完成備戰，在敵軍向我灘頭的前進中，我軍的預備隊

亦向之對進(主登陸佯登陸點要判斷正確)。最理想我軍的主力與敵軍的主

力能遭遇於灘頭將進犯的敵軍殲滅於灘頭。最低限度亦應於敵軍灘頭陣地

尙未鞏固，而其後續部隊又未到達之前，實施果敢猛烈的逆襲或反攻，乃

至非將敵軍驅逐下海絶不停止。 

    （三） 拘束與打擊兵力之適切部署：反登陸戰對於拘束與打擊兵力的

適切部署特別重要。反登陸戰通常由於長期的防禦經營，都有堅固的工事

足以憑藉，但亦因此很容易陷於憑藉工事以行持久防禦的思想，這是很危

險的。反登陸戰對於工事的作用，那只能用以節約兵力，用以拘束敵人，

使戰場的要點能够固守，而不爲敵人所佔有，最低限度亦不過早爲敵人所

佔有，所以只可以最小限的兵力，和强大的兵力編組，並賦予固守乃至死

守的任務爲己足。而部隊的主力務必由各級控置爲預備隊，作有計劃的逆

襲與反攻之用以打擊敵人，而且這一擊，必須澈底擊敗敵人，殲滅敵人，

然後才能贏得反登陸戰的勝利。 

    （四） 情報的有效運用：任何作戰都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但

仍然莫若反登陸戰的重要，反登陸戰通常面臨着浩瀚的大海，茫茫的天是

等於一個瞎子在田野中，無所適從。所以反登陸戰爲避免被敵人奇襲，使

我軍適切的指導作戰，那就只有借重情報的效能了。 

    （五）火力兵力的協調：陸海空三軍的適切聯合作戰:兩棲登陸作戰固

然有利於敵人的三軍統合戰力的發揮，但相同的反登陸戰亦有火力與兵力

預爲協調，和三軍統合戰力的局部發揮威力之利。所以只要平時將火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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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成與兵力的協調有充分的準備，三軍聯合作戰有適切的配合，是很容易

發揮步戰砲空，乃至陸海空三軍統合戰力的。 

民四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於金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