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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的劇情分為兩個軸線，1950年及2015年，故事發生在同一地點（釜山），運用

65年的跨時對比，描寫出當事人（麵店老闆）的回憶及後代的巧遇機緣，闡述戰爭的悲慘

境況與戰爭期間的美好見證。藉由韓國民族的民族性與當時教會人士面對飢餓苦難的處理

方式，體現上帝的眷顧。以下為本篇劇本的背景描述及劇情提要。

韓戰爆發

韓戰發生於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是韓半島上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北韓）與大韓民國（南韓）之間的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原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半島以北緯38度線（簡稱38線）為界，

劃分為兩個部分，由蘇聯與美國分別駐軍，美蘇雙方首先將「韓半島問題」提交聯合國，

聯合國決定在美蘇管轄區同時舉行選舉，之後美蘇軍隊撤出韓半島，由韓國人自己管理自

己的國家。

1947年10月，美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建議於次年3月31日以前，在聯合國監督下於

韓國南北辦理選舉，後來此議案決議通過。1948年5月，美軍以聯合國名義坐鎮南方，開

始推動選舉，而南方的左翼組織不斷抵制這次選舉。8月15日，親美的李承晚當選總統，

接替了自1945年以來在南方執政的左派政府。

1948年8月大韓民國宣布成立，隨即成為聯合國會員國。9月9日，北韓在金日成領導

下創建朝鮮政府，獲得蘇聯、中共等共產政權承認。於是，韓半島產生兩個政權，以「38

線」分開。1948年底，蘇聯自北韓撤軍；1949年6月，美軍撤出南韓。

1950年6月25日，北韓軍隊在中國軍隊支持之下，越過38線，入侵南韓。戰爭開始之

際，南韓節節敗退，無法抵擋，美國趕緊出兵支援。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韓軍隊

潰敗，大量北韓難民隨著撤退的美韓軍隊南下逃離家園。

興南大撤退

中國介入韓戰不久，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偷偷渡過了鴨綠江，進入北韓東北部，

在長津湖包圍聯合國軍隊，隨之在嚴寒當中展開一場歷時17天的殘酷戰鬥（1950年11月

27日至12月13日）。雖然中國軍隊掌握了人數優勢，但聯合國軍隊突圍並重創了中國軍

隊。之後，美軍第十軍團從興南港撤離，聯合國軍隊完全撤出北韓。

1950年12月15日至24日這10天當中，東部戰線的美軍第十軍團和韓軍第一軍團，在

興南港帶領避難民眾南下，這就是「興南撤退戰」。1953年的經典名曲〈加油！金順〉，

其中歌詞提到「寒冷的興南碼頭」，即指當初避難人民的生死離別。

興南碼頭在今咸興南道咸興市興南地區。1950年12月21日至23日，美軍7,600噸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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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船Meredith Victory號（譯為勝利號）的船長Leonard LaRue在興南碼頭載滿了1萬4千名難

民，開往釜山，後抵巨濟島。儘管當時條件非常惡劣，缺乏糧食、醫務人員及翻譯人員，

然而，在顛簸的船上，卻成功為5位孕婦接生，船上無一難民死亡，全部順利撤退，因而

廣為人知。

禁食祈禱是信仰的堅持

韓戰期間，超過350萬名北韓難民湧入南韓避難，造成食物短缺，帶給南韓莫大壓

力，搶奪食物的案件時有所聞，民眾哀聲四起。許多人因此活活餓死，因飢餓導致體力

不支而感染疾病的情況日趨嚴重，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南韓的基督教會發起「禁食祈

禱」，帶領全體難民來抵抗困境，運用祈禱將人們對救助的渴望轉換為生命得救的仰望。

雖然槍砲聲環伺頻仍，教堂裡卻瀰漫讚美詩歌，死亡反而成了生命復活的盼望。

南韓基督教會與難民一起承受缺乏糧食、藥品及衣物的苦難，以禁食祈禱度過最艱困

的日子。3年後，韓戰結束，韓國人並未因此大吃大喝，在戰後百廢待舉的環境之中，仍

然持續用禁食祈禱的方式，幫助南韓社會度過經濟難關。許多難民深受感動，南韓國內基

督徒人數因而大幅增加。

直到1960年底，聯合國決議全力阻止北韓攻勢之後，大批物資開始從美國湧入南韓，

原先推動「禁食祈禱」的南韓基督教會和所有收容難民的營區，並未因而停止 「禁食」，

他們繼續這樣的信仰堅持。因此，「禁食祈禱」被認為是南韓基督教會在戰後拓展的最大

動力。基督教給南韓近代社會帶來福音，也隨之引進科學、自由、民主的思潮，更使其正

式脫離儒家文化圈，基督教亦因此成為南韓文化的重要內涵。

冷麵是逃難的產物

釜山麵屋位於釜山南浦洞鬧區，真名為「元山麵屋」。每年5月之後的南韓天氣變

暖，許多餐廳會掛上「    」（冷麵）的紅色旗幟，表示開始販售這種在夏季極受歡迎的食

物。

冷麵來自北韓，平壤冷麵、全州拌飯、開城湯飯，合稱「朝鮮王朝時代的三大名

菜」。冷麵分為兩種，「平壤式」冷麵，以蒿麥為原料；「咸興式」冷麵，以馬鈴薯為原

料。

韓戰期間，北韓難民逃到南韓後，有些人為了生計而開設冷麵店，是南韓冷麵店的鼻

祖，而在這些冷麵店之中，南韓的南部地區還保留所謂「南國兩大山峰」的老店，亦即釜

山南浦洞的「元山麵屋」及麗水中央洞的「咸南麵屋」。釜山的「元山麵屋」創立於1953

年，已有超過60年歷史，是釜山的著名店家，在釜山市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

戰後的今天（2015年7月）

1953年7月27日，韓戰宣告結束。這些自北韓湧入的難民，決定不返回北韓，而要留

在南韓過生活，因為在戰爭期間他們經歷到基督徒的愛心，幫助他們在顛沛流離與寄居的

日子裡，得到飽暖和愛。因此，他們大多受洗皈依耶穌基督的名。

냉면



2015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愛使我們和好130

本課劇本藉由時空對照下的釜山，故事發生的時間點（1951年2月中旬至1953年7月

下旬的釜山）亦與劇本演出的時間（今年7月，戰後62年）相契合，鋪陳戰時與戰後的變

遷，運用「冷麵」的文化要素導引出難民的遷徙過程。

劇中角色姓氏均採用韓人常見姓氏，名字亦採常見人名（譯音），以貼近民族文化實

況。釜山教會牧師的事蹟純屬虛構，而故事背後的意涵則可進一步參考盧俊義牧師的相關

文章。

透過南韓教會的故事，可帶領學生認識到上帝的看顧與南韓基督徒的見證。在時代轉

換的對照之下，亦可讓戰後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輕人省思（包括台灣），不要忘記前人禁

食祈禱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