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杯裏的外交風波？關於韓戰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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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總統尹錫悅於 4月 24至 29日赴美展開國是訪問，在 27日美國國會演講中，尹

錫悅高度讚揚在長津湖一戰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奇蹟地突破了十二萬中國人民志願

軍的人海戰術，成功地向南撤退，尹錫悅說：「美國的兒女犧牲生命，為了保衛一個他們

從不知道的國家，還有他們素未謀面的人民。」 美國國會議員為此感動不已，先後五十

六次鼓掌，其中二十三次是起立鼓掌。 

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

者會上回應說，中方注意到韓領導人發表演

講的相關內容。她指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偉

大勝利對中國和世界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

義，她警告侵略者最終必會頭破血流。毛寧

又說，關於長津湖戰役，根據中方戰史記

載，此役共殲敵三萬六千人，其中美軍二萬

四千人，包括全殲美軍一個整團，美軍第八

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也在混亂中翻車身亡，

美國時任國務卿艾奇遜稱之為 「美國歷史上路程最長的敗退」。隨後中央電視台宣布 30

日起重播電視劇《跨過鴨綠江》，強調要還原長津湖戰役等場景。 

似乎美國朝野對毛寧的回應只是冷處理，直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與主流媒體 （例

如有線新聞網絡與福斯新聞 ） 都沒有高調反駁中國外交部。這情況跟 2021年中國推出抗

美援朝電影《長津湖》之後美國的冷淡反應有點相似，《《長津湖》 是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

中國電影，在中國大陸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哄動。一直以來，中國先後推出一連串關於抗美

援朝的電影，例如《我的戰爭》、《《金剛川》、《《特級英雄黃繼光》、《《 擊英雄》、《《長津湖之

水門橋》……， 不消說，其主旋律都是宣揚愛國主義。以荷里活的人力、物力、財力，要

拍攝韓戰電影是易如反掌的事，但荷里活並沒有作出鋪天蓋地的抗衡。2022年，美國有

一部關於韓戰的電影，名為 Devotion， 中文譯名是《決戰三八線》，但其着墨重點是友

情，而不是愛國主義，這是關於兩個飛機師的真人真事：在長津湖一戰中，黑人飛行員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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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布朗（Jesse Brown）的飛機被擊落並墜毀在敵後，他的白人朋友湯姆‧哈德納（Tom 

Hudner）試圖營救他，但失敗了，戰後湯姆一直試圖找回布朗的遺體。 

政府的論述目的是宣傳，值得一提的是，在不

同時間不同的中國作者和媒體對朝鮮戰爭都有不同

的論述，其目的比較傾向於還原史實。華東師範大

學沈志華教授在 2017年出版的《最後的天朝：毛澤

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就是一個好例子，沈志華

參考了蘇聯解體之後開放的蘇聯檔案，他發現，在

二次大戰之後， 起初中、蘇共並不支持北韓領導人

金日成馬上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但在 1950年 1月

之後史太林卻改變主意，這是因為史太林希望通過

朝鮮戰爭保障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毛澤東

要求掌管大連、旅順、中國長春鐵路，如果遠東地

區爆發戰爭，蘇聯軍隊便可以使用中國長春鐵路，

於是乎史太林向金日成開了南進的綠燈。此外，於

仁川登陸和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之前，其實中方

領導人已經準備派兵進入朝鮮，中方要求史太林派出空軍掩護，但史太林一直拖而不決，

最後人民志願軍在缺乏空軍掩護下渡過鴨綠江作戰，造成了重大傷亡。 

《鳳凰衛視》是一個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媒體，2010年其節目《鳳凰大視野》播放

了紀錄片 〈冰湖雪戰：長津湖戰役全紀錄〉，雖然該紀錄片標榜人民志願軍的英勇和強調

美國陸戰隊第一師的敗退，但該片明確地指出志願軍並沒有達到全殲美國陸戰隊第一師這

目的，美國的坦克車在阻擋敵軍攻擊上起了重大作用，追擊美軍的第九兵團「並沒有殲滅

美軍的能力」；前來增援的第二十六軍不斷地被美機轟炸，美機 「死死的拖着了二十六軍

的後腿」，二十六軍連與美軍正面交手的機會也沒有。志願軍退伍軍人徐邦禮說，當時志

願軍根本沒有力量去追擊美軍，只是「趕鴨子趕一趕而已」。 根據《鳳凰大視野》的數

據，在長津湖一役中美軍的總兵力為二萬五千人。上面提過，毛寧說此役殲滅了二萬四千

美軍，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美軍幾乎全軍覆沒！ 志願軍的戰爭目的已經達到。在同一

年，《《鳳凰衛視》轄下的《鳳凰周刊》在紀念朝鮮戰爭六十周年的紀念特輯中指出： 在戰

爭後期，中國的人海戰術在美軍的密集砲火下已失去效用，「志願軍遭遇難以忍受的損失

而告失敗」，在砥平里一役中，「志願軍以近乎崩潰逃跑的方式退出戰埸」。 

雖然毛寧公然批評南韓總統的言論，不過，跟前一陣子盧沙野事件相比，本來這只不

過是一樁茶杯裏的外交風波。但隨後中方批評《華盛頓宣言》 裏面提及美國協助韓國應



對北韓的核威脅，是不符合朝鮮半島非核化目標，尹錫悅反嗆中方為何不向北韓施壓，中

韓關係更是雪上加霜。 

無論如何，美國朝野的冷處理將長津湖事件降溫為一次茶杯裏的風波，討論歷史真相

和戰爭對政治的影響，就交由歷史學家、政治學家處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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