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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 响 

[摘 要]“白团”系日本“军事顾问团”俗称，因团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故名。“白团”由冈村宁次 

和曹士激共同策划，其 83名成员均为当年侵华目军高级军官。“白团”在秘赴台湾后的近 2o年里 ，为蒋介 

石培训了 2万多名高级军官，对两岸统一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白团”帮助蒋军提高战力和“协防台湾”， 

成为使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台前幕后人员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 

来 源和组成部分 ；向台湾派遣“白团”也是 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 台湾 的重要 步骤和关键 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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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公开阻挠我解放台湾，进而造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 

化的外部因素，那么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组建“白团”赴台则是暗中阻挠我解放台湾，进而促成两岸分 

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化的内在因素。由于运作绝密 、鲜为人知，故“白团”赴台内幕及其对我两岸统一的 

负面影响被长期忽略了。本文试就“白团”赴台动机、使命及影响等，略作探讨。 

一

、“白团”筹组动议及秘密赴台实情 

战前战后一直在侵华 日军总司令 冈村 宁次身边效命 的原侵华 日军参谋小笠原清 中佐 ，在《文艺春 

秋))1971年 8月号上发表了《拯救蒋介石的日本将校团》一文，使神秘莫测的“白团”终于浮出水面，渐为 

世人知晓。据小笠原披露 ，冈村宁次在 1949年 1月被 中国国民政府 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后 ，于同年 2 

月 4日秘密返抵横滨港。同年 7月 ，中国政府驻 日代表团第一组组长曹士潋少将 ，在探望住院疗养中的 

冈村宁次时，乘机将事先拟就的“拟借助日本军事武力军援台湾之构想”草案交付给他，“请他协助”E13̈。 

草案称 ：“现在大陆非常不幸 ，国府军在各地 因丧失战斗意志而逐 日败北 。因此 ，希望 日本的旧军人 同志 

协助重新整顿 。))[21158--159冈村阅毕 ，即表赞同。是为筹组“白团”之滥觞 。 

曹士潋告辞后 ，冈村宁次立即把老部下澄田来四郎中将、小笠原清 中佐找来协商对策。9月 10日， 

在东京高轮-d,旅馆的密室中，日蒋双方 16位高级将领开会密议此事。日方主要人物有冈村宁次大 

将、富田直亮少将、小笠原清中佐等；中方主要人物有曹士潋少将、陈昭凯大校等。密商结果，决定向国 

民党 当局秘密派遣“军事顾 问团”，并 由冈村 宁次 、富田直亮、曹士潋三人 签署 “盟约书”。“盟约书”称 ： 

“赤魔逐 日蔓延亚细亚大陆。值此之际 ，尊重和平与 自由、确认口口(中 15I)提携之必要的口口口口(中 日 

两国)同志 ，为东亚之联合反共而一致奋起 ，并迈进密切合作防共之秋 。兹口口(日本)方面同忧共谋 ，欣 

然接受专心致力于打倒赤魔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邀请，以期奠定口口(中日)持 

久合作之基础。”_3J1 双方还约定，汤恩伯为蒋方总负责人，冈村宁次为日方总负责人，曹士潋居间联络。 

冈村宁次挑选老部下 、原华南派遣军第 23军参谋长富 田直亮少将 出任“军事顾 问团”团长，化名“自鸿 
， 

亮”，故称“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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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1月，“白团”团长富田直亮和成员荒武国光分别化名“白鸿亮”、“林光”，秘密绕道香港进 

入重庆面见蒋介石 。1950年春 ，“白团”首批 19人秘密抵达台北；在直至完全结束 的 1969年初(规模性 

训练结束于 1964年)近 20年的时间里 ，“总数多达 83名 日军将校渡海到 台湾，暗中支援蒋介石率领的 

中国国民政府军” 。其成员除陆海军少将各 1人 、上尉 1人外 ，其余 80人均为校级军官。为绝对保 

密起见 ，“白团”成员全部使用化名—— 中国人姓名。化名要么 留用原名中的一个字 ，如化名“白鸿亮”， 

就保 留了原名“富 田直亮”中的“亮”字；要么留用原名中的两个字 ，如化名“郑义正”，就保留了原名“伊井 

义正”中的“义正”二字 ；要么使用原名中的同音字，如化名“萧立元”，就使用了原名“小笠原清”中的“小 

笠原”同音字 ；要么依据该人专长而起名，如“山口盛义”是搞航空的，就化名“雷振宇”【2】1∞，等等。“由于 

他们全部改为中国姓名 ，其活动极为秘密 ，故其全貌不为多人知晓” 3 。关于“白团”保密情况 ，双方当 

事人均有 回忆 。据“白团”成员大桥策郎回忆 ：“当初在 日本 国内，白团工作皆隐秘进行 ，除 当事人外，知 

道者极少；即使在台湾，也未正式公开。原以为这段事迹不久之后将与时俱逝 ，永远消弭于世间，不料冈 

村将军生前最为仰仗、一直打理 白团幕后作业的小笠原清先生 ，不愿埋没这段事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 

号的《文艺春秋 》杂志上 ，以《拯救蒋介石的El本军官 团》为题 ，揭露 白团工作始末 。” J序” 另据蒋方策 

划人曹士潋回忆，“白团”赴台的每一个环节均在绝 密状态下进行。冈村 宁次对遴选团员十分慎重和秘 

密 ，不仅面见每一个团员交代赴台 目的和任务，而且就连告知保密暗号、提示注意服装和仪容 ，乃至不许 

留El式小胡子这类小事都事必躬亲。“白团”运作如此秘密 ，长期鲜为人知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 ，“白 

团”运作再绝密 ，当时若无 美国 占领当局 默认 或暗中支持 ，83名成员 欲全部 赴台成 功是不 可想象 的。 

1949年 5月，当根本博等一行 7人秘赴台湾至九州时，被美国宪兵发现并逮捕。可当根本博等人说准 

备赴台援助蒋介石后 ，美国宪兵不但放行，还派一名 日裔美军 随行警戒 ，最后由美 国军舰将其一行安然 

送达 目的地基隆 ]。仅此一例，便不难看 出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对“白团”的真实态度。 

二、邀请和派遣“白团”的动机分析 

那么 ，何以“昨 Et之敌成今 El之友”̈1I序 ?即蒋介石邀请和冈村宁次派遣“白团”的动机或原 因到底 

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有究明之必要。既然筹组“白团”的最初动议 由蒋方提 出，那就先来弄清台湾当局 

特别是蒋介石本人邀请“日本军事顾问团”赴台的动机或原 因。笔者认为 ，其动机和原 因主要有三： 

第一 ，蒋介石非常看重 日本旧军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 、严守纪律作风和“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 

神，故试 图以此打造出一支可供“反攻大陆”，至少也能确保其偏安台湾一隅的军队。蒋介石早年留学 El 

本振武学校 ，23岁进入 El本高 田陆军第 l3师团野炮兵联队。一年的 El本军旅生涯 ，既为他零距离认识 

日本军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使他养成了严正的军人作风，并对Et本的军事训练和部队素质留下了深 

刻印象 。他曾回忆这一年的军旅生活说 ：“无论天气如何寒冷、无论雪下得怎么大，我们每天早晨五点钟 

以前得起床 ；起床之后 ，就得 自己拿着面盆，到井边提水来洗脸。⋯⋯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 ，是 

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 ，如手套沾上尘埃 ，即是 内务整洁尚 

未做到实在 ，必须重新做过⋯⋯。”_5j8。必须能在冬天用雪洗澡 、内务必须做到一尘不染等等，这非常符合 

El式军事训练。蒋介石经常发问：日本为什么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谁都不敢轻视他 、侮慢 

他?”他认为就是因为 日本一般 国民信奉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 ，“日本立 国之道就是武士道精神~[1]162。 

所以，蒋介石确立了台军训练“武器靠美国援助，士气靠旧日军振兴”_2 、“全面向El本学习”E33 的指 

导思想 ，试图让“白团”将台军打造成为一支与 日军具有同样素质的军队。 

第二，蒋介石还非常看重 日本旧军人的理论素养和作战经验。“白团”成员不仅均毕业 于 El本陆军 

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等军校或军事专业 ，全部科班出身 ，有军事理论素养，而且 

83人中有 82人“上过中国战场”_】 ，作战经验也十分丰富。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一点。实际上 ，蒋介石不 

仅在抗 日战争 中作为对手领略过与 日军作战的苦头 ，而且在 国共内战 中作为“友军”又尝过 El军配合作 

战的甜头。例如 ，据原“支那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 回忆，他曾在 1949年的一次金 门战役 中 

向国民党守军献上 “火 攻战术”，给解 放军造成较 大损失 。他说 ：在 1949年 10月 25 El凌晨解 放军 

33 000人准备发起金门战役时，“我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 以最小摩擦收获最大效果 的奇策。即先让共 

军全部登陆⋯⋯同时让携带煤油和引燃物的奇袭部 队事先隐藏在估计共军可能登陆地点的附近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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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当乘 200只帆船的共军渡过厦门湾逼近金门岛一登陆，就命令隐藏在沿岸的奇袭部队借着夜色袭 

击并点燃帆船。⋯⋯受到夹击的 33 000中共军万事休矣。”『3]3 。根本博的说法显然过于夸张，但也的 

确造成我解放军较大伤亡。所以，1949年六七月间，当曹士激等驻 日人员呈上聘请原侵华日军军官训 

练 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后 ，蒋介石迅速予 以采纳。 

第三，蒋介石所 以聘请 日本“军事顾问团”赴 台，还有心中的“El本情结”因素在起作用 。台湾学者徐 

宗懋先生在《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一书中指出：“百年来，被侵略者是向侵略者学习现代工 

艺和知识的，所以侵略者之于被侵略者有着仇人和恩人双重矛盾的角色。这是情结的根源，在亚洲近代 

及现代史中 ，可说几乎所有的亚洲人都有这种 晴结 ’，其中包括崇拜 、痛恨 、自卑、自尊等心理 。”l5]序“这 

话仅就常人而言，对有留 El经历的蒋介石来说，当然更是如此 。正是在心 中“El本情结”的驱动下 ，蒋介 

石对 中El关系生出一些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想法。早在上个世纪 3O年代 El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时，蒋 

介石还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究竟须有与 El本携手之必要 ，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 

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彻底打算的结论”；“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关系上，无论 

哪一方面 说起来 ，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 ，实在是生则俱 生、死则 同死 ，共存共亡 的民族”[6]。直至退 

守台湾的五六十年代，蒋介石仍坚信这一点。蒋介石在 1972年 9月写给田中角荣的“书简”中所说，“本 

人关怀 El本 ，与人为善 ，五十年如一 El。无他 ，视贵国如弟昆，求两 国之共荣而已”_7]，即为该“情结”之反 

映。这既是影响蒋介石战后初期对 El实施所谓“以德报怨”政策 的原因之一 ，也是推动其邀请“白团”赴 

台的“情结”因素所在 。 

其次，再看冈村宁次等原侵华 日军将校们派遣和参加“白团”之动机或原因。 

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小笠原清在其 回忆文章中称 ：“对 由 83人组成的‘白团’来说，既没有什么利害关 

系和野心，也不掺杂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图，是仅为回报恩义而结盟的同志。”他还以了解主子冈村 

宁次的口吻说 ，冈村大将所以这么做，“一句话 ，也是为了国府 的恩义 ”，诸如“制止苏联进驻”、发表“‘以 

德报怨’声明”等等 1J 的。另外 ，与冈村宁次共同策戈 白团”事宜的曹士潋少将 ，也把冈村宁次派“白 

团”赴 台说成“知恩图报”l_】 之̈举 。那么 ，冈村宁次之流派遣和参加“白团”，果 如双方当事人所说仅 为 

“报恩”而无任何其他 图谋和“野心”吗?其实 ，这不过是小笠原清和曹士潋对 自己当年亲 自参与的这项 

“事业”以及对各 自的主子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溢美之词罢了。 

众所周知，蒋介石不仅在抗 Et战争结束后“无罪”释放了冈村宁次等一批侵华战犯和战犯嫌疑人，让 

他们帮助 自己打内战 ，而且在败退台湾后又想利用他们帮 自己“反攻大陆”；而冈村宁次之辈所 以心甘情 

愿为蒋介石效劳 ，既是为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也是为 了让 自己能度过 战后初期穷 困潦倒的生活，而 

其最终 目的是想把台湾重新并入 El本版图。曹士潋 自己就说得非常明确 ：冈村是“基于武士道精神、知 

恩必报之义举 ，运用 白团援助吾军 ，以报蒋先生释放之恩。”|】 仅此一语，就把 冈村 宁次感谢蒋介 石 

“不杀之恩”的动机和盘托出。至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更是至为明显。蒋介石对“白团”的重视非同 

寻常，不仅经常视察“白团”的军事训练 ，而且亲 自过问“白团”成员的衣食住行 ，向他们提供高标准的伙 

食和宽敞舒适又有温泉可泡的宿舍等等，使“他们受到了比其他国军军官更好的待遇”。对“白团”人员 

来说 ，“比起战后 El本艰难挫折 的生活 ，台湾的 El子代表着不可思议的奇遇”[5]g 。对“白团”成员尚且 

如此 ，那么对待冈村宁次等幕后策划人和组织者可想而知。正如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对 ‘白团’人员承 

担的义务是 ，通过其在东京 的大使馆支付包括薪水在 内的报酬 ，以示感谢。⋯⋯对于 ‘白团，的后 台、战 

后生活陷入窘境的冈村宁次大将等有关人员 ，则从侧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 。一批穷困潦倒 的原 日军上 

层人士便对蒋介石更加感恩戴德 ，知恩图报 。~,[87114至此 ，冈村宁次等旧 El军人上层组建和参加“白团”还 

能说仅为“报恩”吗? 

三、“白团”赴台使命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 1950年春至 1969年初的近2O年时间里，先后有 83名旧日军军官加入“白团”，赴台 

援蒋。蒋介石对“白团”爱护有加，而“白团”也“知恩图报”，为蒋介石培训高级军官效犬马之劳。“白团，， 

成员秘抵台湾后，主要在台北北郊的圆山军事训练所、北投附近的石碑训练所、新竹县的湖口训练所三 

处效命 。若按小笠原清的说法 ，培训“是两个月一期 ，(一期)教育百余名，每年有数百名指挥官从这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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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发”|2l1 ，那么“白团”在台湾长达 14年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截至 1964年)中，至少为蒋介石培训 

了 2万多名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 ，除“白团”成员 83人亲 自赴台外 ，在 日本 国内还有规模不小的 

机构或小组在提供各种奥援。除冈村宁次作为“白团”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幕后协调相关事宜外 ，日本 

国内支持“白团”最有力者，要数被称为“后方部队”l2ll。 的“富士俱乐部”。 

众所周知 ，军事训练 中要提高将士素质和军队战斗力，就必须使用内容先进的军事理论教材和军事 

训练教材，以确保学员掌握先进 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具体战法 。为此 冈村宁次和前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 

等人，便于 1952年秋在东京饭 田桥秘密设立 了“白团”辅助机关—— 军事 图书馆，化名“富士俱乐部”。 

这个被称为“白团”“后方部队”的秘密机构 ，集中了一批 旧日军的“精英”人才 ，如来 自旧陆军的服部卓 四 

郎、堀场一男等 ，来 自旧海军的高 田利种 、大前敏一等。他们 的主要工作是暗中研究战史 、战略战术理 

论 、国防问题 、国际形势 ，以及搜集相关资料。他们每周聚会一次，还有部分人常勤搜集资料。在 1953 

年以后的十余年问，“富士俱乐部 将 7 000多册重要军事图书、5 000多条珍贵资料等，秘密送往台湾供 

“白团”使用 ，以期军事教育和训练“日新又新”。小笠原清把“富士俱乐部”称为“东洋第一 图书馆”[2 

和“白团”的“后方部队”，是对其作用既形象又恰当的定位。 

那么，“白团”赴台到底对我两岸统一产生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呢?如前所述，“白团”运作始终绝密进 

行 ，故其 内幕很难为外人知晓，因之对两岸统一之影 响 自然也就长期不为国人所察觉。笔者认为 ，“白 

团”赴台对我两岸统一的负面影响 ，至少有三点不宜忽视。 

第一，帮助提高蒋军战力和“协 防台湾”，成为造成两岸分裂局面 固定化 、长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 

当年蒋介石交付“白团”的使命主要有二：一是用“日本精神”教育和训练国民党军队；二是帮助台湾当局 

制定“防卫计划”。尽管“白团”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两个逆历史潮流而动 的“使命”，但在提高蒋军战力 

和“协防台湾”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宜忽视的作用 。除为蒋介石培训 了 2万多名高级指挥官外，团长 白鸿 

亮不仅亲 自登台授课 、帮助制定“攻防合一 、制空优先”的空防战略、提议在台东建立空军基地 、建议在全 

岛修建高速公路以提高机动能力等 ，而且亲 自指导与大陆之间的军事对抗和冲突。诸如 ，金门岛上的六 

成军事设施设在地下，就是采纳 了白鸿亮的建议 ；1958年“八二三炮战”期间，白鸿亮亲 自巡视金、马防 

务和指导守军训练 ，使蒋军侥幸逃脱 。鉴于白鸿亮在台期间“造育国军英才无数”，并在“协防台湾”等方 

面“功绩卓著”，蒋介石特擢升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奖 ，成为在台湾“获得此项荣衔 的第一人”_1 他。 

“白团”在酿成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 、长期化方面的作用 ，不容忽视 。 

第二 ，“白团”台前幕后人员是战后 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战后 ，台湾 当局在冈 

村宁次 、根本博等旧 日军上层人物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和“金钱”，再加上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一批 

与战时军界上层联系密切的官僚 、政客和财阀相继卷入 ，就为后来盘踞于 日本政界呼风唤雨的“台湾帮” 

的形成起 了铺垫和催生作用。台湾学者戴 国辉教授就此指出：“如果冷静分析 ‘白团’进入 台湾后 日台关 

系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 ，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和保守 的政界 、财界领导人发挥 了‘看不见的影 

响’，并 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 g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 郎在其著作《台湾帮》一书中，也指 

出了“白团”台前幕后人物与 日后形成的“台湾帮”之 间的内在联系，认为 ：“最初 日台关系就是 以这些军 

人集 团为轴心展开的，后来与旧 日本军队上层有密切联系的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也陆续卷入进来”， 

永 田町的“台湾帮”因此而形成[B_“ “ 。可见 ，今天在 日本政坛呼风唤雨 的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最早 

渊源于 日本战败时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的以冈村宁次为首的 日本旧军人 ，是 由那些对台湾抱有深厚 

“殖民地情结”的旧军人 、旧官僚 、旧财阀、被提前释放 的战犯 以及被解除“整肃”的军 国主义余孽组成的 

政治集团。换言之 ，今天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统一的 日本政界 的“台湾帮”，是以策划和参加“白团”的 日本 

旧军人为基础形成 的。 

第三，向台湾派遣“白团”是 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台湾 的重要步骤和关键一环。日本是个岛国，一 

个纯粹的海洋国家。把自己从一个纯粹的岛国变成一个“海陆兼备”国家，是丰臣秀吉以后几个世纪 日 

本人持之以恒的“理想”。可以说 ，日本在战前所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均 以此为 目标。而 日本在觊觎亚 

洲大陆时 ，有两个点至关重要 ：台湾是其登陆亚洲大陆的跳板 ；朝鲜半岛是其侵入亚洲大陆的通道 。前 

者通过 1895年的《马关条约》而攫取；后者通过 1910年的《日韩合邦条约》如愿以偿 。尤其是 台湾 ，战前 

日本军 国主义者不仅让它充分发挥了西进侵略大陆 、南下夺取南洋的“跳板”作用 ，而且对其实行 了长达 

5O年的殖民统治，直至 1945年才重新 回到祖 国怀抱。然而 ，战后 60多年来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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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台湾心不甘、情不愿，耿耿于怀，从未放弃重新染指台湾，也从未停止对我两岸统一的阻挠和破 

坏口 。早在上个世纪 60年代初，周恩来就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 

一 种“殖民主义 的感情。⋯⋯今天 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 民主义的思想 ，希望台湾从属于 日本 ， 

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 ，就应该仍然回到 日本的手里 。”Dlla42实际上在整个 

冷战时期 ，日本充分利用冷战格局纵横捭阖于两岸之 间，打“大陆牌”从 台湾索取好处，打“台湾牌”又从 

大陆捞取利益 ，玩弄两岸于股掌之中可谓游刃有余 。而其插手台湾的最终 目的，是欲重新染指台湾 。于 

是，日本一面让“白团”秘赴台湾“助蒋反共”，阻止我武力解放台湾，以便使两岸分裂固定化、长期化，一 

面在日本国内豢养和支持廖文毅、王育德等“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大搞分裂活动。待台湾岛内“独 

派”势力坐大，便舍国民党而亲民进党 ，暗中推动海 内外两股“台独”势力合流于 台湾岛内，自己再充 当 

“台独”势力之外援 ，而“台独”势力则做 日本之 内应，最后通过里应外合 ，达到重新染指 台湾之 目的_1引。 

可见 ，无论派遣“白团”秘密入台援蒋 ，还是 明里暗中支持“台独”，均是 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台湾的重 

要步骤和关键环节。至此 ，“白团”在战后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阻挠我两岸统一过程 中究竟扮演 了 

什么角色和发挥了什么作用 ，已昭然若揭。邀请“白团”赴台导致这样一种后果 ，对始终坚持反“台独”立 

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应是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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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W hite Group”Going to Taiwan in Secret 

and Its Impact on CrOss— strait Unification 

SUN Li—x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 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W hite Group”is the common name of Japanese Military Advisory Group，its name originated from Tomita 

zhiliang-- its regimental commander，his Chinese name is Bai(white)Hongliang．It was instigated by Okamura Yasuji and 

Cao Shicheng．Its 83 members are all senior officers of aggressing China in those years．During nearly 20 years of its 

secret going to Taiwan，it has trained 20000 senior officers for Chiang Kai—shek，it caused a lot of negative impact for our 

country’S Cross—strait unification．Displayed in below：1．It assisted Jiang’S army tO improve the combat capability and 

“Taiwan’s coordinating& defending”．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forming the regular and long—term divisive 

situation．2．Its members of the front and behind the scenes became the important source and components of Taiwan Gang 

in Japanese postwar political circles．3．Sending‘‘White Group’’tO Taiwan is the important step and key sector of Japanese 

Right Wing forces’re-interfering Taiwan． 

Key words：Japanese“W hite Group”；Chiang Kai Shek；Taiwan；cross—strai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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