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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作為足為國家安全之基礎，維護國家安全當是每一個人的職責！

「青瓦台事件」的省思「青瓦台事件」的省思

◎林俊安

一、前言一、前言

　　在對岸不放棄武力犯臺及恐怖主義仍具餘威之世界局勢中，若有心人士採行突擊方式對國內政府機關或部隊進行滲透、襲擾，以影響國內局勢安

定，在今日看來仍具相當可能性。本文即以青瓦台的「北韓武裝攻擊事件」作為案例研析，探討保防安全之重要性與執行重點。

二、案例說明二、案例說明

　　發生於1968年１月21日的「朝鮮武裝分子青瓦台襲擊事件」，或稱「121青瓦台襲擊事件」（下稱：青瓦台事件）係北韓對南韓層峰所發動最貼近的

一次武裝攻擊。北韓武裝人員潛入南韓後，以急行軍方式進入南韓首都首爾（時稱漢城）青瓦台１公里範圍內，並與守衛發生激烈槍戰。行動當時係北

韓派遣由「第124軍部隊」所整編的31人武裝小隊，在事件發生前１年的６月底開始秘密訓練。課目分為戰術訓練與實境演練兩階段，戰術課程包括：射

擊、柔道、劍術、格鬥、地形研判等等；實境演練則由北韓在元山港複製了與青瓦台完全一樣的建築，並施行兩星期的組合訓練，使武裝小隊在此熟悉

青瓦台中的內部構造、警備配置及重要官員辦公位置等。

　　此武裝攻擊小隊採行如下執行構想：行動前５日下午，自北韓黃海北道延山群方井里處步行出發，利用嚴冬的惡劣天氣作為掩護；利用河川冰凍

時，徒步越過位於非軍事區域、冰凍的臨津江，抵達防備較為鬆懈之美軍第二師的正前方，換穿事先安排配戴南韓軍階的軍服，伺機冒充混進青瓦台。

律定１月21日晚間８時，向青瓦台、美國大使館、美軍第八軍司令部等地發動突擊，並襲殺包括當時的南韓總統朴正熙在內的多名重要官員，同時掩護

對漢城一所關押北韓特工人員監獄的營救行動。完成任務後，奪取南韓軍方軍車３部，沿途鳴警報器，往北逃到汶山，復從邊界地區返回北韓。若無法

奪取車輛，即按原先進入南韓路徑在碑峰山南麓集合之後，再行退回北韓境內。

　　這支朝鮮特攻隊在經５日的長距離行軍後，約於１月21日晚間10時，抵達位於青瓦台北方約１公里處的清雲洞。當行經一處警哨時被哨警攔下盤

問，北韓指揮官金鍾雄上尉偽稱係屬南韓反情報隊人員，剛結束３個月的山地訓練，正要返回駐地，哨警不敢阻止便直接放行。但該名哨警隨即打電話

回報，崔姓署長接到報告後心裡起疑，因事前並未接獲任何通知，當即指揮下屬以警車沿路追查，並召集人員，在距離青瓦台500公尺附近攔截。當看

見這些人員軍服上所配戴的官階及徽章，似與正式配戴方式有所出入後，立即喝令其出示證件。北韓武裝小隊以為行跡敗露，掏出手槍射擊，崔署長身

中３槍當場斃命，南韓員警立即還擊。雙方展開激烈槍戰，同時陸續有南韓軍方加入圍攻。北韓武裝人員撤退之餘向路旁的公車投擲手榴彈，導致平民

多人死傷。

　　事後，南韓軍方第三師機動營協同美軍第二師展開搜捕行動，並由該國第六軍團切斷北韓武裝人員的退路。經事後統計，自１月21日事發至２月３

日搜捕行動結束，北韓方面：共有27名特攻隊人員被擊斃，１名被俘，３名失蹤；南韓方面：軍方死亡22員、美軍２員、警官２員、平民88人，受傷者

為軍方47員、美軍16員、警官５員、平民４人。

三、後續影響與研析三、後續影響與研析

（一）南韓的報復行動（一）南韓的報復行動

　　青瓦台事件雖以「行動未遂」結束，但仍對南韓社會造成重大傷亡，時任南韓總統朴正熙以「韓朝局勢進入緊張狀態」為理由，宣布「國家安保優

先主義」。南韓方面並為了報復北韓，同樣仿其訓練方式召集重刑犯組成「684部隊」，企圖暗殺北韓領袖金日成，其後隨著局勢緩和而中止任務，該

部隊成員之待遇與處境則隨之惡化。為抗議當局政策，「684部隊」在殺害守衛後，於首爾郊區劫持公車企圖向總統陳情，但在途中遭遇大批軍警交火

後不敵，全員引爆手榴彈自盡。

（二）我國的採行作為（二）我國的採行作為

　　南韓總統朴正熙當時與我國關係良好，當事件發生時，我國隨即透過情報合作管道取得相關消息，因為擔心當時正進行文革的中共會如法炮製，於

是有關當局開始調整蔣中正總統的辦公位置，並在1968年３月初，亦即事件發生後２個月，成立「福山警備區指揮部」（「福山」為士林官邸周邊代

號），統一指揮該地區的軍警憲單位，強化士林官邸的安全維護工作。當時國防部亦對「青瓦台事件」加以分析，列出該行動成功的優點，如：選擇冬

季河面封凍時期潛入南韓、挑選防衛心理鬆散之美軍防線，以避免警戒心較強的南韓部隊防線等；並列出行動失敗，主要歸究於北韓武裝小隊指揮官不

夠機警等原因；另提出南韓未重視情報，即令在事發前７天，南韓方面已偵悉北韓建有一處仿青瓦台的訓練場地，但在獲此情報後，竟未進行後續情報

蒐集與分析等。

（三）對現今之情況分析（三）對現今之情況分析

　　「青瓦台事件」發生迄今雖已超過五十餘年，但仍深具參考價值與借鏡之處！事件中發起方所採行的特戰與滲透作為，殊值我方特戰部隊參考應

用；而南韓能即時阻止其行動，未釀成更大損傷，哨警的盤查與即時回報、加上殉職署長的機警處置是主要關鍵。由此可知落實立即反應及即時攔阻，

形成上下一體的防禦網為有效維護部隊及單位安全之上策；而北韓方面透過行動準備及情蒐手段，將攻擊地點完全複製實地搭建，以進行擬真訓練，這

在現今已非難事。檢討我國在各項軍事設施，尤其是機敏處所之情報掩蔽上，實應更為加強，並建立外、中、內衛區以分層節制；另在哨卡訓練、車

輛、人員進出檢查、異常電磁波偵測等尤須嚴密執行，以確保相關的安全維護工作。對於單位周邊的動態、情資，更須詳實掌握，避免暴露單位活動、

部隊動向等訊息造成洩密事件，進而衍生損害。

四、結語四、結語

　　若是北韓的計畫能再周延一些，例如：買通高官或偽造更確實的證明文件，藉以騙過警哨人員呢？這個行動則有可能成功執行！為此，保密作為足

為國家安全之基礎，維護國家安全當是每一個人的職責！惟有強化敵我意識與心防建設，貫徹保密觀念，做好「反滲透」及「反情報」；阻止「破壞」

與「顛覆」，才能有效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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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生活工作穩定、環境單純、生活規律、收入固定，並可鍛鍊強健體魄與堅毅精神，故為現代青年的最佳志業。

子承父業，快樂從軍子承父業，快樂從軍

◎洪金鳳

　　 我在海軍工作近三十年，認識很多軍職的朋友或同事，他們的兒女輩，現在皆已屆臨就業或當兵之齡；在和朋友閒聊中，得知有些孩子並不願意追

隨父執輩走向從軍之路，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軍中的生活「不自由，受限制，呆板，沒有發展潛力」等。

　　但大部分擔任過軍職的父母親，因為對職業軍人這個行業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諸如工作穩定、環境單純、作息正常、生活規律、收入固定、接觸的

人員不複雜等，知道這是一份值得鼓勵自己的小孩來報考的職業，所以還是有很多年輕人因為父母的鼓勵與支持而從軍。

　　兩度同事的小弼表示，他的兒子貴麟在求學成長期時，每每看到他穿著一身雪白的海軍軍官制服，眼神就發亮，內心升起一股欽羨，並興起投考軍

旅的強烈意念；在得到他的支持，高中畢業就報考海軍官校，那時，貴麟曾立下誓言，假若當年沒考上，補習一年後隔年還要再來報考。所幸真如貴麟

所願，考上海官正期班，現在正在接受正規與緊鑼密鼓的訓練。貴麟希望有朝一日能子承父業，也穿上一身雪白制服，亮麗地接受軍旅生涯的考驗。

　　在澎湖讀高中時期的同學士明，若干年前三轉兩轉，轉來和我在高雄的同單位上班，所以我們之間互動緊密。前幾年士明退伍，他的兒子翊威繼承

衣缽，進軍校就讀士官二專班，目前已畢業到艦艇服役近兩年，累積相當的經驗與技術。由於翊威獨立自主，量入為出，人際互動良好，讓當父母的他

們沒有後顧之憂，同時坐享身為父母親的驕傲。

　　若干年前一位和大家相處甚歡、感情甚篤的科長惠民退伍後，也鼓勵他的兒子一凡來就讀專業軍官班；由於老爸以身作則，諄諄教導，讓這些正直

的特質都傳承到兒子身上。由於一凡自任軍官後，認真負責、努力用心，故能贏得長官的欣賞並付予重任；而他更是戰戰兢兢，在執行任務上不敢稍有

鬆懈。聽聞他將完成正規班次，有更上層樓的機會，讓人深切感受「有努力才會有收獲，有實力才會邁向成功」這句話。

　　小淳的老爸曾是海軍上校，當年小淳高職畢業後，他老爸就鼓勵她來從軍。但那時候以她的學歷能進軍中的管道，就只有報考志願士兵，所以，她

聽了老爸的話，並有幸考上海軍志願士兵。進入軍中後，她敬業樂群，遵從老爸的經驗教導，隨時學習新知，服從長官的領導，並完成必要的學資，至

今服役４年，已從志願士兵晉升為上士官階。她說她很感謝老爸當年的鼓勵與決定，也感謝海軍循序漸進地訓練與指導，才能造就今日成長茁壯的她。

　　看到這些朋友的兒女輩，都因為爸媽的鼓勵而從軍，繼而樂在其中。雖然訓練與工作的過程很辛苦，但也能從中學習許多在社會無法學到的功夫，

諸如忍耐正直、堅忍卓絕、剛毅不阿等。凡事不走偏，向美好可期的未來前進，讓曾經見證他們成長過程的我，感覺好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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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國際越是強國或大企業，越重視並落實保防工作，也越了解安全意識與全民保防的重要。

淺論安全意識之建立淺論安全意識之建立

◎余政緯者

　　在人類歷史的演進當中，許多的歷史悲劇都是在沒有安全意識下發生的，古今中外都不斷在上演類似的事件，例如美國的911事件。美國是一個軍

事及經濟大國，在老大哥的心態下，認為沒有人或團體會蠢到直接面對面攻擊，然而事情卻真的發生了，不僅延滯美國經濟的發展，也凸顯美國維安上

的漏洞。在我國歷史上也有不少例子，例如明朝吳三桂讓清兵入關，不僅使明朝就此滅亡，最後自己也被剷除。這一類的歷史故事不勝枚舉，在在證明

缺乏安全意識的嚴重後果與慘痛教訓。

　　而在現今的商場上，安全意識也是同樣重要。如果企業在經營上未能建立安全意識，其所面臨的問題，小則造成公司鉅額虧損，大則導致公司的倒

閉。至於在一般生活中，如果缺乏安全意識，小則遭受皮肉之苦，大則殘廢甚至喪命，諸如車禍肇事、瓦斯中毒等，不僅攸關個人生命，也常導致家庭

的破碎。

　　風險及安全是相對的，風險程度越高等於安全保障越少，所以在建立安全意識的同時，也要建立風險的概念。風險的概念並不限於投資理財，在生

活與工作中，也必須注重風險概念，尤其社會階級越高的人，影響的層面越大，越應注意自身言行可能造成的風險與後果。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異之一，是在危險產生之前，即可事先做好預防的工作；而最簡單的做法就是養成不去做危險事情的習慣。然而，危機事件的

發生有時是隨機的，沒有人希望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在生活中，我們必須努力將安全意識內化為個人的習慣，才能隨時隨地、自然而然地提高警

覺，避免面臨周遭環境的各種威脅。

　　有關安全意識的建立，我們一方面要盡量蒐集生活周遭的各種訊息，了解危機與風險之所在，尤其是對我們可能造成威脅的人、事、物更應充分了

解，才能知己知彼，做好一切因應的準備；另一方面則應嚴防本身的相關訊息為敵方所掌握，所以我們要嚴守機密，不讓敵方取得重要訊息。而「保密

防諜」的作為，則可說是安全意識的具體表現，不僅個人需要，企業需要，整個國家社會也都需要勵行保密防諜。

　　機密保護、防制滲透、安全防護，都是保防工作的重要範疇，也都是安全意識的基礎觀念；沒有保防就沒有安全，個人如此，社區如此，企業如

此，社會如此，更遑論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葛。國際間縱橫捭闔，互探虛實，因此越是強國，越是大企業，越重視保防工作，越了解安全意識與全民保

防的重要。

　　而今臺海之間，表面上越是風平浪靜、一片昇平，私底下越可能暗潮洶湧，危機四伏，若平日未能深植全民的安全意識與危機警覺，未能落實保防

工作與國防準備，一旦風雲變色，遭逢巨變，則國家社會將蒙受重大損害，全體國人將蒙受慘痛傷亡，後果實難以想像！

　　保防觀念的強化，平時與戰時同樣重要；安全意識的深化，個人與團體同應提升。保護國家安全與自身安全是你我的責任，維護國家戰力和國家尊

嚴是全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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