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A

V
A

L
 O

F
F

IC
E

R
8

N
A

V
A

L
 O

F
F

IC
E

R
8

著者／黎克恕 
海軍官校49年班
歷任總部作戰署署長、海軍官校校長、國防部常務次長、花蓮港務局局長
(本文摘自49年班畢業50週年紀念刊一文)

今年適逢年班畢業五十週年紀念，年班

決定編輯一本「回憶錄」，就每位曾走過這

五十年漫長人生旅程的同學留下一點回憶，

而最值得記載的是唯一為國捐軀的宋德淳烈

士及另一位因公殉職的張家鍇同學。可是卻

沒法找到他們的親屬而無從聯繫，雖德淳的

夫人廖美惠大嫂，在72年我服務於國防部時

曾有過聯繫，後來我離開就失去了音訊，僅

知她已從台航公司退休，他的父親宋襲周老

先生也已從鐵路局退休，真像斷了線的風箏

而無從尋找。為了想為德淳寫篇傳記，尤其

是對他殉難的經過可說傳說紛紜，莫衷一

是、總要寫的真實，可是這資料只有他殉職

的單位「情報局」可以找到，但並非容易獲

得，因而想到曾在網上看過46年班學長編輯

碧 血 丹 心

的「四六園地」上曾刊載過耿蘊詔學長輕描

淡寫的提過，他與德淳在情報局同事過，我

乃決定找到46的楊旭奎學長要到耿學長在美

國的地址及電話號碼，我將此事向耿學長報

告，希望他能就他所知告訴我們德淳殉難的

經過。過完新年他即回我信，告訴我「有關

德淳殉職經過不日將專門寫信告訴我外，並

建議我可找關係去情報局的紀念館，除有詳

細的記載外．你們也可以去弔唁一下他」，

並且將德淳大嫂的近況及他倆位公子啟光、

啟文（改名毓書）在舊金山的地址及電話告

訴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正愁沒法聯繫到他

們時，真是如獲至寶，我就將此資訊立即傳

給了在舊金山的郭冠民同學，他也是年班籌

委會的委員並且是美加地區負責人，他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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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軍軍官

與宋大嫂及啟光聯絡上，他們夫婦並親自前

去拜訪，並告訴了來意，宋大嫂母子都非常

驚奇，冠民告訴我宋大嫂即將返國及她在台

北的電話號碼。

待2月26日，宋大嫂返國後，我即與她聯

繫上，將年班活動的事及希望能知道她們近

況，尤其是對德淳殉職的經過，她們均不是

很瞭解，對情報局的「紀念館」，她們僅知

道，也從未去過，當知道我們的構想後，她

們也希望能去弔祭德淳。此時，我想如何能

與平日甚少接觸的「情報局」聯絡？左思右

想下，我只有麻煩昔日同事現任參謀總長林

鎮夷海軍一級上將；寫了一封信給他，希望

能協助我們達成此一心願，信寄出後，沒幾

天即接到他辦公室秘書陳馬義上校電話，

告之；「總長交待全力協助我們，並已告

訴情報局，請將我們的希望及日期早日告之

即可。」得到此回覆對我們真是好消息，

除將此訊息告訴德淳大嫂外，即與北部同學

聯絡，當即獲得谷明天、任瑞武、王新友

的支持，屆時願前往，並且宋大嫂告訴我，

決定後啟光及毓書也會回來參加。為了配

合宋大嫂的身體狀況及大家能共同取得一適

當時間，乃決定在五月廿五日前往，從四月

下旬開始，總長多次問及陳秘書，非常關心

此事，而在一切決定不久，新友忽得急性膽

囊炎，住進榮總醫院，出發前他一再要求前

去，我告訴他安心養病不要影響病情，正愁

少一位同學時，忽接冠民電話，在他去日本

旅遊前，啟光告訴此事，他即專程由日本轉

返台北，一同參加我們的活動。

5月25日（星期2），總長交待派禮賓車，

並由陳秘書全程陪同，0730接谷明天與我，

再分頭接郭冠民及任瑞武，我們先到德淳大

嫂家拜訪，並代表年班作遲來的慰問，倆位

公子啟光、毓書均已專程返國參加，這房屋

是德淳殉職後，情報局為照顧遺族所配給，

幾年前改建完成，環境清靜，家中陳設井井

有條，對宋大嫂這五十年的辛勞均深感敬

佩。九時正抵達軍情局，局長張戡平中將親

自率同重要幹部在門前迎接我們，對軍情局

如此隆重的接待實受之有愧，在貴賓室局長

向我們簡單介紹今天的行程、德淳殉職的經

過，及情報局對烈士遺族的照顧，我也代表

家屬致謝，並希局內能經常照顧他們，尤其

是宋大嫂的醫療與身份證明希能取得榮民遺

眷，與一般生活照料，局長立即交待承辦人

記下並即解決。九時半局長親自陪同登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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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雨農局長暨先烈紀念館」向載先生暨諸

先烈靈前上香行禮致敬，過程簡單隆重，肅

然起敬。局長因另有會議先行離開，由執行

長左將軍陪同，前往專櫃觀看「宋德淳烈

士殉職紀念冊」，因近80餘年來殉職烈士甚

眾，除重要任務烈士有靈位外，其餘均以紀

念冊刊出。至此，方正式知道宋德淳同學之

事蹟：

『先烈係於民國51年9月，在基隆參加情

報局工作，任海上工作隊中尉分隊長，後晉

升上尉船艇修護官。民國53年7月，以船艇

修護技能特優，奉派隨何蔻棠先烈率領之

「羅漢特遣隊」出發，任上尉副指揮官，負

責護送郭偉吾先烈之廣東省反共救國軍獨立

第四十六縱隊第一支隊突擊大陸。民國53年

7月10日船抵越南某地，以該次行動暫緩實

施，奉令返航；12日1500時，航至海南島榆

林港西南海面時，遭共軍砲艇7艘包圍，先

烈極為沈著堅定，除陪同何蔻棠先烈在駕駛

台指揮突圍外，並對共軍喊話迫降。終因中

砲沈船，與何先烈同時成仁，享年廿九歲。

「羅漢專案」係於民53年實施之兩棲滲透突

擊行動，是役擊斃共軍十餘名；本局陣亡14

員、被俘60員，損失漁（母）船2艘、M2突

擊艇2艘』。至此，對德淳同學的英勇為國

殉職之事實已昭然若揭，並粉碎了過去一切

不實之流言，宋大嫂及家人對這殘酷的歷

史，已忍受了四十多年的煎熬，兩位公子對

他們的父親可能只有從母親的口述及照片中

找尋記憶外，今日看到這壯烈的事蹟，他們

均以父親為國犧牲為榮。我們再參觀該局史

蹟館，1100離開時，張局長再來親自送行，

尚不忘再次向宋大嫂致敬並懇切告訴一定會

解決所提問題，令我們感動。

在我們討論這件事時，盧有慶同學告訴

我，回憶在他任中明軍艦槍炮官，艦泊基隆

1B碼頭，德淳出任務前某日，到艦上看他，

告之他在一很「特別」的單位服務，他問了

一些天文航海的問題，臨行時有慶送了一套

尋星儀（Star finder）給他，不久就聽到

他殉國的消息，回想起來，不勝唏噓！

當初我向耿蘊韶學長要德淳殉國之經過，

因耿學長出遠門不在家，我就將我們去軍情

局的經過告訴了他。正好7/12我收到了耿學

長的來信；「前次囑我將德淳為國捐軀的英

勇事蹟寫出，現在你們已得到局方正式資

料，我就將有些細節再補充一些。他出最後

一次任務的那天清晨五點半，他把向我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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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的摩托車騎回我住的國防部眷村，我騎車

送他去圓山火車站搭火車回淡海基地。路上

他說：太累了！這次任務回來想調回海軍

了！沒想到他竟在這次任務中殉國。那次任

務分兩批，北邊一組由剛從情次室調回的48

年班同學黃育輝任副指揮官，德淳則任去南

邊那一組的副指揮官。北邊一組被中共在浙

江海域攔截，奮戰後被擊沈，局方恐消息外

洩而電報通知南邊這組取消任務繞道返航。

通常繞經海南島時都是從四十浬處通過，他

們接到繞道返航命令後，是打算從海南島

外80浬處通過，不幸中共在北邊那組俘有活

口，決心出海攔截，當遭遇後用高速砲艇上

的37機砲將德淳所率的兩艘工作船擊沈。我

們是在兩年後，中共將一批被俘船員遣返後

才知道詳細經過。德淳在發現敵情後，馬上

大聲喝令隊員將50重機槍在舷邊裝妥開火抵

抗，工作船中彈累累，沈沒前德淳被砲彈擊

中頭部陣亡，與工作船一同沈入海中，但他

手中緊握的手槍始終沒鬆開，這是一位被放

回來的船員親口對我講的。德淳始終緊握手

槍不放，是他有不被敵人擒的決心，他真是

海官第一好漢，我由衷敬佩他，相信全40幾

年班同學也以他為榮」。

德淳殉職時，長子啟光僅四歲（49年

生），次子毓書出生才2個月（53年5月

生），宋大嫂獲得惡耗，沒法接受，但她堅

決的支撐這個家庭，上侍奉公婆，在叔姑

的大家庭中，含辛茹苦的將兩個孩子接拔長

大，為恐當時讀小學的孩子，幼小的心靈受

到失去父親的影響，而告訴他們父親在國外

工作，幾十年來僅靠微薄的撫恤金生活，兩

個孩子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並先後出國深

造，獲得學位及高科技的工作，均已成家立

業，孫子3人，對母親非常孝順，令我們看

到均稱讚不已，宋大嫂實功不可沒，但宋大

嫂的身體卻受到影響，有此成就足可告慰德

淳在天之靈。中午陳秘書在附近餐廳訂了便

餐，是總長交待款待大家，我們堅持不可，

但陳秘以長官之命不可違，我們只有遵命不

如從命。回來後，我拜託陳秘書向總長致謝

外，尚請解決宋大嫂的「遺眷身份補給證」

需求，不數日，總長親電告訴我，宋大嫂的

遺眷補給證已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派人

送至宋府，完成了多年的心願。對這件事從

開始規劃、協調到當日之照料、及事後家屬

需求的解決。我們對總長的照顧海軍袍澤及

陳秘書的服務精神，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