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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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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2024年6月16日是陸軍軍官學校黃埔建軍一百週年的百年校慶，國防部與陸軍

官校舉辦慶祝活動，民間共襄盛舉，製作郵票、高粱酒與中正劍等多項陸軍官校紀念

品當作黃埔軍校百歲生日禮物。談到黃埔軍校的生日禮物，不免讓人聯想到陸軍官校

首任校長蔣中正從五十歲起外界每逢十年祝其大壽的生日賀禮，其中最值得軍官研究

且極具用兵實用價值的生日賀禮，莫過於1966年10月31日國防部祝蔣八十嵩壽所研編

之《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本文研究發現，該兵書將散見於蔣各個時期軍事訓詞、國

防書告與作戰手令之碎片化言論，統整串合成全面完整之系統化思維，即使至今依然

極具值得當今軍官研究、發掘、學習現今戰場所需實際指揮用兵之現代化兵學價值。  

 

關鍵詞：蔣中正，軍事思想，用兵思維，兵書，生日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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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年2024年6月16日是陸軍軍官學校

黃埔建軍一百週年，國防部舉辦慶祝活動，

民間共襄盛舉，製作郵票、高粱酒與中正

劍等多項陸軍官校紀念品當作黃埔軍校百

歲生日禮物。 

談到黃埔軍校的生日禮物，不免讓人

聯想到陸軍官校首任校長蔣中正從五十歲

起每逢十年遂由黨、政、軍、公、教、商

與金融各界為其祝大壽的生日賀禮，就算

蔣百般堅辭祝壽，依然無人聽從，堅持為

其祝壽。 

1936年10月31日，蔣中正國曆生日，

虛歲五十，當時中國與日本已然兵戎相向，

然未全面開戰，早在蔣五十歲生日前七個

月的3月，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總會以「欣

值蔣委員長五十壽辰，由該會發起籌集款

項，購贈飛機，以達航空救國目的。」[1]

為此成立「蔣公壽辰獻機紀念委員會」，

[2]促起黨、政、軍、公、教、商與金融

各界群起響應，[3]軍政部擬定辦法規定

各軍事機關單位的軍人與軍屬集款購買

「忠勇號」飛機祝蔣壽，[4]其中「最足

珍貴者，為（南京）全市小學生亦出其所

有父母予以糖果零用錢，捐款贈機。」[5]

全國各界最後共獻機七十三架祝蔣五秩壽

辰，同申慶祝，[6]蔣「乃以謙衷，獻為

國有」，[7]發表書告〈集款捐機敬謝全國

同胞同志〉，感謝全民「匯成鉅款，購置

飛機，獻納政府，充實國防，此皆同胞愛

國精誠所感召，實為近年以來未有之壯

舉。……。尤願我空軍將士鑑於此次集資

購機之熱烈，……，期無負於全國同胞積

纍捐輸之國防利器，而奠立我國家獨立自

由之保障。」[8] 

當時蔣中正於陝西西安指導西北剿匪

副司令張學良用兵圍殲毛澤東麾下紅軍，

以致既未參加10月31日上午九時於南京故

宮飛行場舉行的蔣公壽辰獻機典禮，[9]

也未能於上海與其妻宋美齡共度生日，

「甚恐（宋美齡）飛行勞苦，有礙病體，

則吾愛不必為祝壽來陝。……如必欲

來，……派機來迎，（河南）洛陽相會。」

[10]而是與宋美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閻錫山、張學良與國軍官兵於洛陽共度五

十歲生日。[11]蔣不但在日記自記本周反

省錄自許，「五十生日受海內外全體同胞

之慶祝，其熱烈情景，實為中國空前之舉，

內心惶悚不安之至。惟對民族復興之基業

已定，乃可於此卜之也。小子不肖，何以

報國與報親恩也。」也在日記自記本月反

省錄自勉，「獻機祝壽捐款，其總數雖尚

未明瞭，而所知者已在壹千萬圓以上，此

實為國民信仰與愛國熱忱之表示，乃為中

國空前之盛舉。人心不死，民族復興實增

無窮之希望，小子能不慎勉乎哉。」[12]

蔣於五十歲生日當晚臨睡前自思，「今日

五十歲矣，年齡加長，悚慄不置。」[13] 

 

圖一：蔣中正（前排右五）與其妻宋美齡

（前排右六）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

分校與官兵共度其五秩壽辰，其生日蛋

糕置於地上。資料來源：「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蔣中正五秩壽辰紀念」（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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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副總統陳誠長卷照片〉，

《陳誠副總統文物/照片/綜合照片與其

他》，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

030800-00022-014。 

 1946年10月31日，蔣中正國曆生日，

虛歲六十，當時共軍為爭奪天下，已與國

軍全面開戰，早在蔣六十歲生日前一個月

的9月24日，蔣已堅辭祝壽，由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通令全黨，「抗戰雖已勝利，

建國尚待完成」，蔣因「國家多難，民生

多苦，正宜勤求治理，不當徒講節文」，

為蔣祝壽，「毋事鋪張，屆時除文字致敬

外，不必舉行任何儀式。」[14] 9月26日，

上海教育界與新聞界認為政府理應勤求治

理，建國之道多端，首要普及國民小學，

推廣國民教育，決議發起捐款、捐地與捐

房以獻校祝壽蔣六十歲花甲華誕。[15]9

月28日，《中央日報》撰寫社論「獻校祝

壽」，不但贊同此獻校祝壽活動，更訂立

目標，希望全國三千個縣，每縣建兩所國

小，每所國小容納五百名學生，增加三百

萬兒童能夠讀書，響應蔣強調的「教育第

一」，因為「中國的前途繫於教育，教育

就是一切，一切都靠著教育。」[16]此社

論登高一呼，此後全國各地各界風起雲湧

獻校祝壽，不但黨、政、軍、公、教公家

機關的青年軍第二○三師與第二○六師各

自捐款獻校一所、[17]熱河省政府黨政軍

公教各界獻校十三所、[18]青島市黨政軍

公教各界獻校五十七處、[19]江西省政府

黨政軍公教各界達標每縣至少獻校兩所，

[20]而且市井小民個人也紛紛踴躍獻校祝

壽，安徽民眾周濟之捐獻祖產田地四十餘

畝祝壽以供政府蓋國民小學、[21]山東民

眾竇耀千捐獻祖產土地五畝五分祝壽做為

國小學校用地，發展教育。[22] 

獻校祝壽，百年樹人，蔣中正認同教

育誠屬百年大計，自發獻校，當無不可，

但蔣唯恐獻校實屬威逼攤派，抑或假獻校

之名，實則修建蔣銅像與興修建築，蔣不

但下令軍方，「士兵生活艱苦，絕不可借

任何名義攤派款項，所擬獻校，應即作

罷」，[23]且通電各省市政府與各部隊長

官，辭謝各方稱壽，「絕不願有任何稱壽

之舉，絕不欲有任何鋪張慶祝」，[24]更

於10月31日生日當天與其妻宋美齡一起從

南京至無錫辭避一切稱壽，[25]但對全民

熱情響應獻校祝壽，蔣於當天日記自許，

「其將何以報之，惟有安定社會，統一國

家，以提高人民生活，解除同胞苦痛，實

現三民主義，建設現代國家，以期報德於

萬一而已」，[26]且於生日過後的11月2日

於日記自記上星期反省錄自勉，「陽曆生

日在憂樂榮辱之中過去，民眾愛護之精誠，

實使余不能不當勉圖報也，感謝天父洪

恩。」[27] 

 

圖二：蔣中正（前排右坐者）與其妻

宋美齡（前排左坐者）、其兒孫共度六十

歲農曆生日。資料來源：「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六十大壽」（1946年10月9日），〈蔣

中正總統底片(0351-0590)〉，《蔣中正總

統文物/底片》，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120000-0005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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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31日，蔣中正國曆生日，

虛歲七十，當時蔣兵敗大陸而撤至台灣已

然七年，國共兩軍隔著台灣海峽對峙，蔣

全力發展其治下的中華民國發展經濟與文

化，早在蔣七十歲生日前九個月的1月28

日，教育家張其昀創立的中華文化出版事

業委員會於蔣生日當天出版《中國學術史

論集》，藉申祝壽蔣七十華誕，函請臺灣

省政府主席嚴家淦賜撰論文一篇而收錄於

書中，嚴同意且親筆撰寫論文〈中國歷史

文化的基本精神〉為蔣祝壽。[28]10月15

日，蔣於國父紀念週指示黨、政、軍高級

幹部，「過去各方對本人禁止祝壽之意，

未能體察實行，海內外同胞，與其藉祝壽

來表示對國家元首崇敬，曷若對國家興革

貢獻具體意見，如以此紀念本人生日，實

更具有積極德的意義」，同時「殷切希望

全國報章雜誌公私刊物，……坦白各抒所

見，俾政府研討採擇。」[29] 10月16日，

蔣函知行政院新聞局，轉全國各報章雜誌，

提示六點，廣徵國是建言，以此作為祝壽

貢獻紀念蔣生日，庶幾更有意義。[30] 

 蔣中正廣求全國與海內外建言與諫言

之函文一出，《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

認為「今總統有此號召，更可就其所提出

者分別講話，以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的言責」，撰稿人之一的中國民主社會黨

中常委蔣勻田提議第十五卷第九期出祝蔣

壽的祝壽專號，《自由中國》屬半月刊，

平常每月一日與十六日出刊，為配合蔣七

十歲生日，特地提前於10月31日推出《自

由中國：祝壽專號》，[31]封面上的目錄

印上大大的紅色字句「恭祝總統七秩華

誕」，連同社論〈壽總統蔣公〉總計十六

篇文章，刊末〈給讀者的報告〉總結抒陳

國是意見的十五篇文章內容主要提供七點

建言祝蔣七十大壽：一、確立民主政治的

制度；二、扶植有力的反對黨；三、有效

地保障言論自由；四、實行軍隊國家化；

五、保障司法獨立；六、教育正常化；七、

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32]蔣於日記不

但自記外界對自己所提建言祝壽之感，

「發表生日紀念六條辦法，一般輿論反響

甚佳也」，[33]且自記自己對建言祝壽之

感，「七十初度誕辰，手書六條徵文紀念，

殊值重視」，更自記自己國曆七十歲生日

之感慨，「本日為余陽曆七十初度，乃為

三十歲祝壽總理親到我上海法界新民里十

三號聚餐以來，其後四十、五十、六十皆

非在北伐、即在剿匪戎馬倥傯之中，未有

如今日之安樂圓滿與盛大之環境。惟今日

卻侷處臺灣，又在大陸淪陷、人民憔悴痛

苦無告之中，而余之生活、聲望反比治理

大陸任何時期為超越，豈非上帝有意造就

其子民之洪恩所預定之程序乎？今日惟念

故鄉廬墓、同胞苦難、家庭更加親愛之外，

別無他事矣。」[34] 

 

圖三：蔣中正（左）與其妻宋美齡

（右）共度七十歲國曆生日。資料來源：

「總統蔣中正於七十歲生日偕夫人宋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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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1956年10月31日），〈領袖照片資

料輯集（一）〉，《蔣中正總統文物/照片/

主題/總類》，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50101-00003-261 

學界已有黃文德、周俊宇、薛化元研

究蔣中正五十歲、六十歲與七十歲的祝壽

賀禮，[35]李菁豪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蔣

八十歲的祝壽賀禮，[36]故本文藉由研究

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之《蔣總統軍事思想

大系》來發掘蔣軍事思維於現今戰場的兵

學價值。 

二、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兵書 

（一）兵書祝壽之緣由 

1956年10月31日，蔣中正於日記許下

自己國曆七十歲的生日願望，「感謝上帝，

但願八十歲在北平祝壽，一切榮耀皆得歸

於上帝則幸矣。」[37] 

1966年10月31日，蔣中正國曆生辰，

虛歲八十，當時蔣已膺任第四屆總統，國

共兩軍爆發於1958年金門八二三炮戰已然

經過八年的單打雙不打鳴炮攻勢，兩岸軍

事衝突降溫，蔣治下的中華民國已然全力

投入於經濟起飛，毛澤東治下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已然漸趨狂熱於政治運動的文化大

革命，令蔣感慨萬千的是，過了十年，蔣

於1956年10月31日國曆生日許下「但願八

十歲在北平祝壽」的七十歲生日願望，仍

然處於未能實現的虛無縹緲之間，蔣八十

歲依然在臺北祝壽。 

早在蔣中正八十歲生日前二個月的8

月22日，蔣已然撰寫辭謝各方祝壽稿，

[38]8月23日，蔣頒布辭謝各方祝壽手啓，

囑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轉知政、軍、黨各主

管機關，轉達蔣辭謝祝壽之意，[39] 8月

24日，《中央日報》頭版刊登蔣辭謝各方

祝壽手啓，蔣強調自己「以贖罪之赤忱，

繼續承受此一反攻復國之非常重任，其所

以殷切希望於全國軍民同胞者，亦惟在精

誠團結，相與戮力，以協助中正早日達成

此一非常之責任。中正念茲在茲，昕夕縈

懷者，惟此一念。我全國軍民同胞，勤予

匡輔，以加速此一信念之達成，則所以壽

中正者，莫過於此，所以愛中正者，亦莫

過於此，至於恆常之晉祝稱賀，皆非中正

所敢接受，亦非中正所願接受。」[40] 

從蔣中正辭壽手啟可知，響應蔣中正

最殷切希望的八十嵩壽生日賀禮當屬相與

戮力協助蔣早日達成反攻大陸復國救民之

非常重任，當時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

本部參謀總長的海軍二級上將黎玉璽，認

為最能助蔣實現其生日願望的祝壽賀禮莫

過於研編能夠教育訓練國軍士官兵進化指

揮用兵功力而協助蔣早日完成反攻復國大

任的兵書，但，兵書應以何為主軸？黎建

議應以蔣之軍事思想為兵書主軸，「由於

總統之天縱英明，再加以博學深思，以及

積四十餘年之革命經驗，所以才彙成如此

經緯萬瑞博大精嚴之思想體系」，且黎強

調，「今歲當總統八十嵩壽，念我將士，

所當踐履者，厥為總統之思想；所足以爲

我總統壽者，厥無過於達成總統所交付之

任務，盡挈大陸失土，以還之國家，盡挈

七億人民，以登之柱席。而此又以徹上徹

下，奉行總統革命的軍事思想為前提、爲

要約」，黎爰本此義，與曾任空軍總司令、

當時擔任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主任

委員的黃埔六期、空軍二級上將陳嘉尚討

論，請陳主持研編蔣之軍事思想、國防概

念、用兵思維與指揮藝術，因謹名兵書爲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41]由當時蔣



164                         黃埔學報 第八十六期 民國一一三年 
  

之長子蔣經國擔任部長的國防部負責印製

且於10月31日蔣八十嵩壽當天出版以祝蔣

壽。[42] 

10月28日，蔣中正農曆九月十五日的

八十歲生日，蔣依慣例與宋美齡、長子蔣

經國、次子蔣緯國與蔣孫子孫女一起於臺

北士林官邸所設壽堂共度蔣八十歲華誕，

[43]但因前一天10月27日，共軍聲稱已完

成核武導彈試驗，[44]蔣於日記本月反省

錄自記，「共匪於二十七日試射其電導核

子飛彈成功，此爲我舊曆生日前夕，……，

其爲福爲禍，自不可知，但余心則泰然自

得，並無有所憂慮也。」[45] 

1966年10月31日，蔣中正國曆八十歲

生日，全國軍民與海外華僑共同祝蔣八十

嵩壽， [46]由於當時美國總統詹森

（Lyndon Johnson）於10月24日至25日參

加於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美國、菲律賓、

韓國、澳洲、紐西蘭、泰國與越南七國元

首會議，[47]蔣深感「馬尼拉所謂七國元

首會議，東亞六、七國皆參加，而獨排除

我國與日本，此爲美國對東亞無知識、無

遠見，而且有故意遺棄其過去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亞洲獨一無二忠實盟友。昔爲

其出賣，今被其侮辱，至此尚能望其爲自

由世界之領袖乎？」[48]蔣生日當天又想

起昔為美國出賣、今被美國侮辱，不禁於

日記本月反省錄自勉，「國際只知勢利，

與強權外交只有欺詐與罔義無信盟約，可

以隨時違反盟邦之，隨時可以出賣。法律

只用於強者，權力就是公理，是皆無所知

也。而美國之驕狂愚昧，此實爲想像所不

及矣。今惟余八十初慶之日，對世事與人

情乃始如大夢之初醒，此乃於我最有益之

所為。上帝生我在世，且賜我年老至今，

而未自覺其衰老，且不能不使我益加奮鬥

自強、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之

為乎。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而後種種譬

如今日生，此爲我八十初慶之日所自矢

也。……（美國總統）詹生（週）六、日

宣布其參加馬尼拉會議與訪問東亞各國而

獨排除我國，殊爲莫大之侮辱，尤其適於

我八十生辰之時，是其有意遺棄於其戰時

在東亞惟一之盟友。惟此徒暴其詹生之無

知與美國之無義，而於我個人則增加其國

際現實之警覺，不惟無損而最爲有益耳。」

同時蔣也自記使其自豪之事，「整建陸軍

從頭做起之決心與工作，而以軍（士）官

團制與參謀軍官制以及示範營之督導，皆

已一一著手實施。此為我八十之年方能真

正建軍之開始，而由（蔣）經國實行，引

為一生之幸事，其時雖晚，尚能及身親見

也。」[49]由此可知，蔣即使高齡八十，

心中最重視者，依然是建軍，黎玉璽祝蔣

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能夠助蔣建軍且反攻復國，正投蔣之所好。 

 
圖四：蔣中正（右）與其妻宋美齡

（左）共度八十歲國曆生日。資料來源：

「總統蔣中正於八十歲生日偕夫人宋美齡

合影」（1966年12月31日），〈領袖照片資

料輯集（一）〉，《蔣中正總統文物/照片/

主題/總類》，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50101-0000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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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兵書外觀 

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軍

事思想大系》共六集，不但響應蔣之八十

高壽，更期望蔣之長命百歲，故每集兵書

封面以優雅高貴之淡黃為底色，輔以十行

十列共百字金色各式不同書體之壽字，象

徵蔣能百壽，正中間以黑色寫上書名《蔣

總統軍事思想大系》與集數，右上註明

「限閱」二字，不同的是，第一集封面右

下沒有標註每本編號，第二集至第六集封

面右下皆標註每本編號，筆者收藏之《蔣

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至第六集封面

右下皆標註「編號0745」。翻至書底，左

上有個山岳小圖，圖中以象形古體字書寫

「壽比南山」。打開兵書首頁，「謹以本大

系為總統蔣公壽」十一個紅字映入眼簾，

總統二字上方空一格，以示對蔣之尊敬，

不同的是，第一集首頁右下標註每本編號，

第二集至第六集首頁右下皆無標註每本編

號，筆者收藏之《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第一集首頁右下標註「0745」，由此四位

數來推測，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

軍事思想大系》應印製一千本。 

 

圖五：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

軍事思想大系》封面由一百個不同書體

的「壽」字構成百壽圖，筆者收藏此書

的編號為0745。 

（三）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兵書內文 

蔣中正八十嵩壽生日賀禮《蔣總統軍

事思想大系》共分成六集，六集共2970頁，

總字數約240萬字，書中内容，完全摘錄

從1924年1月陸軍官校籌備至1966年4月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研編印製之前蔣

各個時期有關國防、軍事的訓詞、專著、

手令與書告等原文編成，[50]每集單獨呈

現蔣軍事思想之獨立主題，第一集是「軍

事哲學」，第二集是「軍事科學」，第三集

是「軍事藝術」，第四集是「政治作戰」，

第五集是「領導統御」，第六集是「國防

建設」，黎玉璽強調，祝蔣嵩壽之兵書六

集「書成則網羅通貫，而盡出其全體大用，

不獨條目工夫，井然燦然而已」，黎同時

解釋，此兵書之所以以「軍事哲學」為首

集者，蓋「哲學的責任，是提供所需要的

精神力，即創造的意旨、靈感、及其所要

的熱情、毅力、性格、決心和責任」，而

此亦即為蔣之思想源頭也。第二集繼之以

「軍事科學」者，不只是因爲「科學的責

任是提供所需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

同時也是因爲其能提供組織與制度的科學

精神和科學方法。第三集「軍事藝術」，

其明效大用尤其是「在求戰勝，在求如何

勝得完滿而又徹底」。第四集「政治作戰」

為軍事戰先戰之戰，且亦與軍事作戰相互

輔翼，故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因

此之故以「政治作戰」接續於「軍事藝術」

之後。第五集「須導統御」實際上與「政

治作戰」同樣都是能夠發揮人心人性、潛

力潛能的根據。第六集「國防建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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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國家建設，蔣通常即皆以之相提並論，

以「國防建設」殿其後者，即所以禱國家

之中興再造。[51] 

此兵書每集各分目錄，其目次及於篇、

章、節，各章之首，編有提要，各節以下，

區分子目，頁首並加眉註，各集篇名，詳

如表一。 

表一：《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一至六集

各集之篇名。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

戰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

一集至第六集，臺北：國防部，pp. 目

錄1-6, 1966. 

 

三、解析《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為充分研究領悟蘊藏於《蔣總統軍事

思想大系》的蔣中正兵學思維，以下將以

概敘與綜論兩部分逐一解析《蔣總統軍事

思想大系》第一集至第六集。 

（一）《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軍事

哲學》 

1. 概敘： 

（1）軍事哲學第一篇中國固有哲學 

蔣中正認為哲學的基本觀念不但是窮

理明德之學、革命軍人精神教育之主題，

更是國族興衰之所繫，而我國哲學思想重

在實踐，以仁為中心，在自然法則、自然

大能、行的宇宙論三者所構成的對天之宇

宙觀與在宇宙主宰、至大至剛、配義與道

三者所構成的對人之人生觀，[52]二者薰

陶之下形成人與天理之天人合一、精神與

物質的心物一體。[53] 

蔣中正強調，我國哲學思想所發展的

政治哲學，以人為本，以倫理為基礎，以

誠為力行之動力來貫徹《大學》三綱之明

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大學》八目之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禮記》三達德之知、仁、

勇，《中庸》三修身之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藉由貫徹三綱、八

目、三達德、三修身來建構人本政治。

[54] 

表二：軍事哲學第一篇中國固有哲學表

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

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

北：國防部，pp. 1前表, 1966. 

 



 黃埔學報 第八十六期 民國一一三年 167  

（2）軍事哲學第二篇革命哲學 

蔣中正自述其革命哲學為「窮理於事

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前

一句是講格物致知之工夫，後一句是講誠

意正心的工夫，誠者成也，革命哲學必須

誠心誠意、一心一意、實在落實、力行實

踐、做到最好、止於至善、方能有成，惟

有以誠力行物格知致與意誠心正，方能成

為革命軍人。[55]蔣認同孫中山所說「民

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就是一切社會

活動中的原動力」，故蔣革命哲學認為社

會進化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進化又以民

生為重心，強調歷史的重心在民生。[56]  

蔣中正用「行」一個字來融會貫通革

命哲學，認為「行」的哲學是唯一的人生

哲學，「行的宇宙論」強調「古今來宇宙

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故惟

「行」而形成天人合一與心物合一，創造

征服自然與人定勝天之革命宇宙觀、生活

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與生命之意

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的革命人生觀。

[57] 

蔣中正強調，其革命哲學源自孫中山

於孫文學說所強調「知之維艱」與「行之

匪艱」的「知難行易」、明朝學哲學家王

陽明於陽明學說所強調「知者行之始」與

「行者知之成」的良知良能，此二者學說

皆注重於「知行合一」之「行」的哲學，

故革命哲學實為能知必能行的「力行」哲

學，心以「力行創造一切」、「行的人生」、

「力行就是革命」為定向，擇善固執，落

實實踐，貫徹始終，以躋於成功，革命成

功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力行」。[58] 

表三：軍事哲學第二篇革命哲學表解。資

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北：國

防部，pp. 83前表, 1966. 

 

（3）軍事哲學第三篇戰爭哲學 

蔣中正強調，革命軍人所應具備的哲

學就是軍事哲學，亦即戰爭哲學，其本源

源自於我國固有哲學，其基礎來自於革命

力行哲學，而軍人武德之中心德目為

「仁」，仁就是「博愛」，所謂「行仁」，

就是要「力行仁民愛物」，盡軍人保國衛

民之天職，故戰爭哲學實則「為行仁而

戰」。但戰爭是陰性的，不是徒恃陽剛的

勇氣所能取勝的，戰爭又是尚詭道的，亦

不是純尚仁義的正道所能成功的，故戰爭

之事理經過與機勢變化，乃是至隱至微的，

若不能窮理研幾，稍不留紳，就會陷於至

危之絕境，蔣認為《中庸》曰：「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現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完全說明

戰爭哲學修養的要領。[59] 

蔣中正多次閱讀春秋兵家孫武兵書

《孫子兵法》，書評《孫子兵法》「尤為中

國治兵最要緊要則，應仔細閱讀，悉心研

究！」讀完「甚覺有益，愈看愈覺其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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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直呼「尚有見地，可佩！不禁歎

為觀止。」[60]蔣認為《孫子兵法》「五

計」為我國最早的戰爭原則，「五計」之

中的道為主義、天為時間、地為空間、將

為精神、法為法紀，知此五計者勝。[61] 

蔣中正不但熟讀我國兵書，亦喜閱外

國兵書，蔣自述對其軍事思想影響最大的

外國兵書之一是普魯士兵家克勞塞維茨

（Carl Von Clausewitz，1781-1831）之

《戰爭論（Vom Kriege）》，[62]蔣認為戰

爭中精神因素的重要性，遠超過物質因素，

此亦為克勞塞維茨全部戰爭哲學之精髓，

也是其整個戰爭理論之核心。蔣認同克勞

塞維茨認為戰爭中的精神因素主要有三，

其一是研究「敵人可能的錯誤」，這是用

兵時最為重要的一個課目，亦是研究敵情

最主要的著眼點，其目的在於使敵人構想

錯誤、判斷錯誤、方向與行動錯誤。其二

是由我軍自己「勇敢行為所造成的印象」，

無論處在何種危險，只要基於理智與英勇

之決斷，心存光榮戰死之思想與決心，仍

可獲得最後勝利。其三是我軍自己「絕望

中之奮鬥」，勇氣為「絕望中奮鬥」之原

動力，基於理智之行動，而非單憑情感的

作用，其目的在於匯集所有一切剩餘的微

薄力量，善為利用，合理運用，發揚最大

之精神效用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63] 

蔣中正認為，歸結於《尚書》「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之「危、微、精、一、中」是我國歷代聖

賢相傳的修養心法，歸結於《大學》「知

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之「定、靜、

安、慮、得」為進化至「危、微、精、一、

中」之修養程序，二者皆有其軍事意義與

作用，蔣以《孫子兵法》來說明，「定」

為「治氣」之工夫，此在軍人修養最為重

要，「靜」為「治心」，「安」為「治力」，

「慮」為「計謀」，「定、靜、安、慮」做

到最好，止於至善，戰爭哲學，自然有所

「得」。「危」之工夫用在「知己」，「微」

之工夫用在「知彼」，「精」之功夫在求

「技術精到」，「一」之功夫在求「精神統

一」，「危、微、精、一」做到最好，止於

至善，殲敵制勝，必能執厥「中」。[64] 

蔣中正強調，軍人應該是生活就是戰

鬥，戰鬥就是生活，平時一切食衣住行都

像在戰場上打仗一樣，事事都要合乎戰鬥

的要求，人生就是戰爭。戰爭哲學、科學、

兵學三者，相互聯結貫通，哲學為精神修

養之依據，科學為國防建設之依據，兵學

為戰爭遂行之依據，三者彼此依存，使戰

爭臻於藝術化的最高境界。[65] 

表四：軍事哲學第三篇戰爭哲學表解。資

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北：國

防部，pp. 215前表,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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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軍事哲學第四篇革命戰爭觀 

蔣中正認為，戰爭是國家民族圖存最

重要的本領，革命戰爭觀念之本體為總體

戰爭，其現象為全民戰爭，其形態為面形

作戰，蔣強調面形作戰觀念，決勝之中心，

不在都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

之民心，戰略戰術之運用在於能主宰全面

戰場，建立戰爭面之基本原則為結合武力

戰、情報戰、心理戰、羣眾戰、組織戰。

[66] 

蔣中正用不同的革命戰爭規律來指導

國軍用兵進行革命四大戰役，一為1926年

至1928年國軍北伐時期，其戰爭規律為

「結合全國軍民」，打倒軍閥與其賴以生

存的帝國主義工具，贏得對軍閥的民族戰

爭。二為1930年至1936年國軍剿匪時期，

其戰爭規律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達成「攘外必先安內」的目標，剷除共產

國際第五縱隊，贏得對紅軍的民族革命戰

爭。國軍完成第一大戰役北伐與第二大戰

役剿匪的第一期革命任務之後，進行第三

大戰役1937年至1945年國軍抗日時期，其

戰爭規律爲「全國總動員」，採用「持久

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

勝，獲得最後勝利，贏得打倒日本帝國主

義的民族革命戰爭。國軍抗戰勝利完成第

二期革命任務後，邁向第三期革命任務的

1949年之後第四大戰役反攻復國，國軍戰

爭規律為「黨政軍民聯合作戰」、「總體戰

爭」、「面的戰爭」，以期完成對共軍的民

生、民權、民族革命戰爭，進而達成實現

三民主義、求中國自由平等、維護世界和

平之革命戰爭目的。[67] 

表五：軍事哲學第四篇革命戰爭觀表解。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

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

北：國防部，pp. 271前表, 1966. 

 
2. 綜論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軍事哲

學》，由我國固有哲學、革命哲學、戰爭

哲學、革命戰爭觀四個篇章建構而成，細

觀其脈絡可發現，蔣中正認為軍事哲學是

軍人的內在軟體之學，誠為精神修養之依

據，追求窮理明德，惟有窮理明德，方能

無窮發明進化自身用兵功力。其軍事哲學，

以我國固有哲學為本源，融合我國固有哲

學思想之「行的宇宙」、「生生不息」、「天

人合一」、「心物合一」與中國固有政治哲

學的三綱之「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與八目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成中國一貫

道統之軍人武德「智、仁、勇」，[68]由

軍人武德智、仁、勇而衍生革命哲學，革

命哲學強調「知難行易」，信奉「力行哲

學」，以民生為歷史重心，惟有戰爭，方

能實現革命，故由革命衍生戰爭哲學，戰

爭哲學之內涵強調戰爭要素之「道、天、

地、將、法」與精神修養之「危、微、精、

一、中」，力行實踐為行仁而戰，據此衍

生革命戰爭觀，強調武力結合民力之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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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全面作戰形態之面形戰，二者建構而

成民生與國防合一之總體戰，以達成遂行

革命戰爭之目的。 

細思蔣中正軍事哲學，強調其為提升

自我精神修養，追求窮理明德，以期無窮

發明進化自身用兵功力的軍人內在之學，

直至今日，聞之依然擲地有聲，誠然不隨

時間而無用。由蔣軍事哲學而衍生之革命

戰爭觀，抹去時代產物，實能發現仍具有

現代兵學價值，只要將革命二字換成使命，

賦予使命之意義為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

生活方式，就能發現蔣之軍事哲學至今依

然適用，軍事用兵之主力不僅在於捍衛國

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軍隊武力，同

時也在於捍衛自己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全

民民力，決勝中心寄於面形之全面戰場，

使命戰爭觀強調武力結合民力之全民戰與

全面作戰形態之面形戰，二者建構而成民

生與國防合一之全民總體戰，以達成捍衛

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使命。 

表六：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軍事哲

學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

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北：

國防部，pp. 目錄6後表, 1966. 

 

（二）《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軍事

科學》 

1.概敘 

（1）軍事科學第一篇軍事科學的基本要

義 

蔣中正認為，廣義來說，凡是有系統

與有組織的知識，均可稱之為科學，軍事

科學的基本要義原理就是格物致知融會貫

通心物合一的格致之學。[69] 

蔣中正強調，科學精神在於求精求實

的合理、客觀、確實、明白、嚴密、徹底，

軍事科學精神就是重客觀、重對象、重組

織、重研究、求真相、求合理、求進步、

求發展，表現於用兵思維就是能把握正

（我軍任務）、反（敵方軍情）、合（對比

分析敵我雙方優劣以求得最後勝利）。[70]

科學方法最基本原則為分工與合作，必須

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

宜、因物制宜，軍事科學方法就是優化處

理人、事、物、時、地之戰爭資源，其處

理辦事之順序為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為

大於微、圖難於易，其處理辦事之精神為

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始

終。[71] 

蔣中正說明，落實軍事科學從求新、

求速、務實、務簡的「新、速、實、簡」

做起，「研究發展」在求「新」，「主動積

極」在求「速」，「實踐落實」在務實，

「貫徹始終」在務「簡」。[72] 軍事科學

探究的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自然比任

何工作都更需要要求其科學化、制度化、

組織化，以達成現代化而有助於從事革命

戰爭。[73] 

表七：軍事科學第一篇軍事科學的基本要

義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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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臺

北：國防部，pp. 501前表, 1966. 

 

（2）軍事科學第二篇建軍實務 

 蔣中正強調建國必先建軍，惟有建立

現代化軍隊，方能發揮現代化戰力，現代

化就是科學化、組織化、制度化。科學化

的精神在於研究發展與貫徹實踐，組織化

的精神在於萬眾一心與協同一致，制度化

的精神在於平直公正與規模宏遠。建軍的

根本在於精神、制度、紀律、組織，建立

制度、注重組織、改造風氣，爲建軍之基 

礎，尤須使軍隊養成尊重制度、服從組織

之習性。[74] 

 蔣中正認為建國建軍，必先建立制度，

惟有制度建立，國家方能長治久安，軍隊

方能充實戰力。良好的建軍制度，必須以

民族歷史文化、倫理道德之民族傳統精神

與現代社會經濟、博愛互助、分工合作等

學理思想之時代科學精神為基礎，把握我

國當前環境與條件，取法各國建軍制度之

優點，從頭做起，使軍隊制度一切合乎有

組織、有系統、有紀律之科學原則，建立

分層負責之制度，確立責任觀念。[75] 

蔣注重組織，認為組織是建軍最重要的工

具，組織愈嚴密，戰力愈強大。蔣解釋，

組織是以人、事、物為對象而構成的整體，

「軍隊」是以國家的軍人為對象而組成的

「人的組織」，軍隊「戰力」組織是為殲

滅敵人而組成的「事的組織」，軍隊「武

器」是以各種具備殺傷力之機器與零件而

組成的「物的組織」，其中尤以「人的組

織」為最重要，有了「人的組織」，方能

運用「事、物的組織」，使其發生作用，

形成力量，同時必須與「時、空」密切配

合，在「時間」上應顧慮緩急、前後、快

慢，在「空間」上應顧慮上下、四方、遠

近，彼此配合愈精密，組織愈健全，也就

愈合乎軍隊組織層層節制、系統分明與組

織健全、運用靈敏之特質原則，成為條理

分明、脈絡貫通、上下一致、首尾相應、

執簡馭繁、用眾如用寡的「節制之師」，

換言之，組織就是「配合」，使一切以人、

以事、以物、以時、以地為對象的組織，

都能有計劃、有系統、有規律，有目的、

有條理的協同配合，精密聯繫組合起來，

做到聖神功化之極的地步，以達成集中統

一、萬眾一心，畢竟軍隊惟有指揮統一、

意志集中、行動一致，方能在生死存亡關

頭，屹立不撼，求得生存，殲滅敵人。

[76] 

    蔣中正強調，制度組織，必須管理，

方有成效，若無管理，徒為虛有其表之空

虛架構，管理軍隊必須以合乎科學化之合

理與客觀、確實與明白、嚴密與徹底為科

學管理原理，搭配計畫、執行、考核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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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三聯制來徹底推行管理，同時輔以蔣信

服的清朝兵家曾國藩名言「古之成大事者，

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為

管理精神，[77]蔣說明，「規模遠大」為

軍事組織必須有統一之全盤規模，從大處

著眼，分期逐步，實施完成，「綜理密微」

為各級主官必須能克勤細務，從小處著手，

精密周到，不容有絲毫疏漏鬆懈，一言以

概之，軍隊管理必須遠大規劃、落實細節、

負責主動、分工合作，以此來健全制度與

強化組織來建立現代化革命軍。[78] 

表八：軍事科學第二篇建軍實務表解。資

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臺北：國

防部，pp. 553前表, 1966. 

 

（3）軍事科學第三篇教育訓練 

蔣中正強調，人誠爲戰爭之主宰，

故軍事教育訓練以人爲對象，我國軍事

教育訓練最高目的在於培養現代化軍人，

由此建立現代化軍隊。軍事教育由哲學、

科學、兵學融會貫通而成哲、科、兵三

學一體，推行完整性之貫通教育，以哲

學爲教育基礎，以科學爲教育重心，使

兵學得以於戰場妙用，惟有三學相互聯

貫運用，方能臻於戰爭藝術化之最高境

域。現代軍事教育，軍事與政治二者不

可分離，必須推行革命性的軍事政治一

元化教育。[79] 

蔣中正認為，我國軍事教育就是哲

學、科學、兵學融匯貫通之革命教育，

其主要教育訓練要領有三，其一為以求

精不求多的精兵主義進行部隊訓練以達

到以寡擊眾之目標，精兵主義的要領就

是加強訓練。[80]其二為以培養領導人

材進行幹部教育以達到完人教育之目標，

完人教育的要領就是強化品性與武德全

面性之發展。[81]其三為以發揚武德武

藝與尚武精神而使國民奮起衛國自衛為

宗旨的全民皆兵，進行國民軍事教育以

達到社會軍事化之目標，[82]結合部隊、

幹部、國民三者之教育訓練以建立現代

化革命武力。 

表九：軍事科學第三篇教育訓練表解。資

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蔣

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臺北：國防

部，pp. 629前表, 1966. 

 



 黃埔學報 第八十六期 民國一一三年 173  

（4）軍事科學第四篇指揮參謀業務 

 蔣中正強調，建國須先從建軍著手，

建軍須先從軍隊首腦部作起，惟有軍隊首

腦部健全，方能以健全指揮機構強化部隊

戰力，故軍隊指揮官負用兵成敗全責，參

謀長與參謀負責協調督導。[83] 

 蔣中正認為，無論軍事幕僚或政戰幕

僚，對健全軍隊首腦部，都極其重要，故

對幕僚人才必須廣徵博引、考選訓練、敬

重信任、獎勵督促，進而發展指揮業務與

提高參謀地位。參謀長與參謀必須具備之

修養條件爲愛護主官、能及時提供確實資

料與客觀建議、誠實負責、意志堅強、不

虚榮、不爭功、不避怨、不矜誇、不避勞

怨、不計功過。參謀長與參謀作為軍隊主

官之智囊，作業要領必須多作統計、明察

趨勢、綜理密微、照顧全局、料敵如神、

主宰戰場，且對於人、事、時、物、地之

運籌帷幄必須運用科學精神與方法來巧妙

安排與配合。[84] 

蔣中正強調，參謀人員之業務，概分

為人事、情報、作戰、通信、後勤、研究

發展六大項目，其一為人事：必須建立現

代化的人事制度，使軍隊養成分層負責、

權責配合、上下聯貫、辦事有效率，且人

才之挑選、訓練、任用必須合一，應以成

績、學養、能力、品德進行挑選，妥當培

植訓練，專才任用，以達選訓一致、學用

一致、專才專用、適才適所之要求，以發

揮「人」在戰爭中之決定性作用。其二為

情報：注重情報、研究情報、判明敵情為

用兵作戰之第一要件，情報必求確實，方

能周密計畫，惟有計畫周密，戰爭方有勝

利把握，故最重要的參謀業務就是掌握運

用全面情報，達成先戰之戰的制敵機先。

其三為作戰：作戰之前，對於人、事、時、

地、物要預爲「準備三月、作戰一日」之

整備，始能隨時作戰，且準備愈充分，戰

果愈大。作戰遂行，參謀必須掌握機宜、

主宰戰場、督導部隊徹底貫徹執行作戰命

令，同時貢獻用兵意見、輔助指揮官定計

決策以利指揮用兵。其四為通信：通信關

係用兵之成敗至大，現代戰爭已由平面戰

爭進化至立體戰爭，陸海空三軍必須協同

一致，聯合作戰，惟有依靠通信，各軍種

方能密切聯絡，協同動作，相互策應，殲

滅敵軍，不但須整備與愛護通信器材，執

行通信任務必須負責盡職、刻苦耐勞、防

諜保密。其五為後勤：現代戰爭爲後勤的

戰爭，後勤實為「先勤」，發展後勤潛力，

亦即發掘國家潛力，要有計畫的全面動員，

加強人力、物力、財力之管理，後勤重在

補給支援前線戰場，必須加強各軍種之聯

繫配合，建立現代化後勤制度，制度落實

必須倚靠軍紀，軍紀實為推進工作、達成

任務之基礎，故惟有重視補給軍紀，方能

滿足前線用兵之補給需求。其六為研究發

展：戰勝攻取之秘訣，在於注重研究發展，

集思廣益，發現我方弱點，盡力補救，學

習敵人長處，予以制服，必須用合乎求新、

求速、求精、務實、務簡之科學方法研究

敵人長處與尋求敵人弱點，制訂適當具體

用兵對策，完成軍事勝利。惟有藉助以上

六項參謀業務，方能達成武力與民眾結合

之目的。[85] 

表十：軍事科學第四篇指揮參謀業務表

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

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臺北：

國防部，pp. 905前表,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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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論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軍事科

學》，由軍事科學的基本要義、建軍實務、

教育訓練、指揮參謀業務四個篇章建構而

成，細究其文之後發現，蔣中正認為軍事

科學為國軍的外在硬體之學，藉助科學武

器裝備引領我軍由外而內發展科學思想、

科學方法、科學組織、科學制度，做為建

立國軍之依據，以追根究底、實事求是之

格物致知與心物合一的學習精神，貫徹格

致之學而追求軍事科學無止境之研究發展，

使國軍不僅能發明製造、操作使用、保養

修護高科技的科學武器裝備，且軍隊教育

訓練、指揮參謀業務都能合乎科學化、組

織化、制度化之規律，具體表現於軍隊教

育訓練為軍政一元化與哲學、科學、兵學

融會貫通於三學一體，具體表現於指揮參

謀業務為組織統一指揮與軍政幕僚制度。 

細思蔣中正軍事科學思維，強調以外

在硬體的科學武器，帶動引領我軍以科學

方法來管理與操作裝備，引發我軍以科學

思維來強化軍隊科學化，即使經過歲月洗

禮，置於現今，依然可行，今日欲以高科

技武器來建立強大戰力之現代化國軍，惟

有以軍事科學之組織化、科學化、制度化

使我軍優化管理與操作裝備、進化教育訓

練與指揮參謀業務，方能促使國軍現代化。 

表十一：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軍事

科學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二集，

臺北：國防部，pp. 目錄6後表, 1966. 

 

（三）《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軍事

藝術》 

1.概敘 

（1）軍事藝術第一篇兵學原理與戰爭原

則 

蔣中正認為，兵學原理與戰爭原則為

指導戰爭之基本原理，必須以革命精神為

基礎，以由意志、靈感、智慧建構而成的

學識為動力，強調制敵而不制於敵與精神

制勝物質的軍事藝術，軍事藝術主要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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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不爭於力，爭於己不爭於人，轉不可

能為可能之用兵功力。[86] 

蔣中正強調，軍事藝術基本要旨在於

確實、迅速、靜肅、祕密，其致勝要訣在

於戰鬥心理、攻心為上、主動機動、統一

團結，戰爭用兵有十大原則，其一為「目

標原則與重點」：當在選擇目標時，通常

應依敵情、客觀環境、力量對比關係做精

密之衡量，在作戰進程中，除整個戰略上

最後目標外，不能僅指定單一目標，故有

主目標與副目標之分，此即對目標原則應

有其重點之必要。其二為「主動原則與彈

性」：主動是任何用兵作戰必備之基本精

神，簡單為彈性之基礎，彈性為主動之條

件。其三為「攻勢原則與準備」：攻勢以

主動之精神與積極而有準備之行動，加諸

敵人，以迫使其屈從我之意志，任何作戰，

準備皆甚為重要，攻勢之成敗，尤賴於有

週詳之準備。其四為「組織原則與職責」：

運用組織原理，求其職責分明，聯繫密切，

發揮各級指揮官之高度組織能力，以從事

於戰場戰力之組合與聯合諸兵（軍）種作

戰計畫與行動，嚴密之組織，為其基礎，

故職責分明為健全組織之基本要件。其五

為「統一原則與合作」：惟有統一指揮、

相互間深切了解與密切合作，方能達成共

同目標，故各級指揮官，必須具有統一指

揮、實施管制、維護紀律之權力，以確保

其統一之功效。其六為「集中原則與節

約」：應在一定時間與空間內，將最大戰

力投於決勝點，以發揮絕對優勢之功效，

集中與節約實為一體兩面。其七為「機動

原則與速度」：機動實為作戰運動，即在

戰場上能適時投入戰爭之用兵運動，機動

應以速度為要旨，故當特別強調速度。其

八為「奇襲原則與欺敵」：奇襲為出敵不

意，攻敵無備，使敵軍發生慌亂而至最恐

怖之狀態，以粉碎敵人意志，使敵軍不及

採取有效行動之戰法，而奇襲戰法應以欺

敵為第一手段。其九為「安全原則與情

報」：安全非僅為保密、防諜、搜索、警

戒等消極措施，而必須運用軍、民、心、

物等統合戰力，對敵做積極措施，方能達

到安全之目的。其十為「士氣原則與紀

律」：服從命令與嚴守紀律為確保士氣之

基本條件。國軍於戰場發揚軍事藝術，須

以此十大戰爭原則為用兵基礎。[87] 

表十二：軍事藝術第一篇兵學原理與戰爭

原則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

臺北：國防部，pp. 1039前表, 1966. 

 

（2）軍事藝術第二篇戰略戰術 

 蔣中正傳授，戰略戰術的基本觀念在

於精神制勝物質的革命戰法，藉由面形戰

術觀念與軍民聯合作戰，達到以寡擊眾與

以少勝多的用兵戰果。[88] 

 蔣中正強調以間接路線為主軸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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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其實際運用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三分物理七分心理、

三分會戰行動七分間接路線。[89] 

 蔣中正注重以轉移形勢為主軸的戰略

指導，其戰場應用為打破敵我平衡力量、

改變敵我優劣形勢、轉移敵人既定目標、

增加敵人內部矛盾，其具體的戰法陣形為

強調正面牽制、側面迂迴、背面斷後、多

面夾擊、全面圍殲之三角形攻擊戰鬥群。

蔣闡揚的戰術要旨以革命戰術為中心，其

實際用兵為攻勢主義、主動機動、統一協

調、局部優勢、爭取外線、迂迴包圍、奇

襲突擊、滲透鑽隙、特種作戰、游擊與反

游擊。蔣歸納戰略與戰術必須以攻勢主義

為首要，以主動機動為重心，方能達到徹

底殲滅敵人之用兵目標。[90] 

表十三：軍事藝術第二篇戰略戰術表解。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臺北：國防

部，pp. 1133前表, 1966. 

 

（3）軍事藝術第三篇戰鬥戰技 

 蔣中正強調，行軍、宿營、作戰必須

重視搜索、偵察、警戒、連絡、掩護、觀

測、保防、應變、管制、組織、滲透、潛

伏、偽裝之戰鬥要務。[91] 

 蔣中正認為，特種作戰，務必注重欺

敵、奇襲、奔襲、迂迴、滲透、破壞，而

執行特種作戰所需必備之戰鬥技術，其一

為任何地形皆可攻可守與任何道路皆可通

行之地形戰技、構工為先與準備第一之築

城戰技，二者戰技皆須以適合、適當、適

量之兵力配合我軍陣地以完成任務。其二

為槍與心一致、槍與命令一致、槍與槍一

致之射擊戰技、近迫作業與衝鋒到底之近

戰戰技，二者戰技相互搭配方能包圍殲滅

敵人，蔣同時強調，精良的武器不如嫻熟

的技能，以此突顯戰鬥戰技之重要。[92] 

表十四：軍事藝術第三篇戰鬥戰技表解。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臺北：國防

部，pp. 1333前表, 1966. 

 

（4）軍事藝術第四篇四大革命戰役的戰

略與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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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強調，國民革命的戰爭本質在

於以武力為中心的思想總體戰，以此衍生

之戰爭任務為實現三民主義與爭取中國獨

立、自由、平等，為實現此國民革命戰爭

任務，蔣親自領導國民革命軍用兵四大革

命戰役。 

其一為1925年至1928年東征北伐之役，

其戰爭性質為打倒帝國主義工具之軍閥的

民族革命，其作戰任務為掃除革命障礙之

北洋軍閥，其戰略指導為軍隊與民眾結合

宣傳戰與組職戰並用、內線作戰各個擊破，

其戰術要旨為革命戰術、攻勢主義、主動

機動、局部優勢、爭取外線、奇襲突擊、

統一指揮。[93] 

其二為1930年至1936年剿匪之役，其

戰爭性質為剷除共產國際第五縱隊的民族

革命戰爭，其作戰任務為剷除共產主義思

想、殲滅朱德與毛澤東紅軍，其用兵全般

要領為戰略攻勢與戰術守勢，其戰略指導

為分進合擊與包圍殲滅、攻心為上與封鎖

第一、堅壁清野與面形作戰，其戰術要旨

為以拙制巧與以靜制動、步步為營與穩紮

穩打、以別動戰配合正規戰、主動機動爭

取優勢、碉堡圍剿與互相支援、注意搜索、

偵察、警戒、連絡、掩護、觀測之作戰六

項要務。[94] 

其三為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其

戰爭性質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

革命戰爭，其作戰任務為打倒日本帝國主

義侵略與殲滅入侵日寇，其用兵全般要領

為戰略持久消耗與戰術逐次抵抗，第一期

戰略指導為以持久消耗戰打破敵人速戰速

決的企圖、軍民聯合作戰，其戰術要旨為

革命戰術、逐次抵抗、主動逆襲、迂迴側

擊、敵後作戰、面形戰術，第二期戰略指

導為戰略攻勢與戰術速決、迂迴挺進與主

動制敵，其戰術要旨為以大部隊攻敵小部

隊、以長時間周旋破敵短時間攻擊、以縱

深配備破敵短淺侵襲、以實力猛進攻敵之

後方。[95] 

其四為1949年兵撤台灣準備反攻復國

戰爭，其戰爭性質為民生民族民權的革命

戰爭，其作戰任務為打倒蘇俄帝國主義、

剷除共產主義思想、殲滅朱德毛澤東共軍，

其用兵全般要領為三分軍事與七分政治、

三分敵前與七分敵後，其戰略指導為打破

敵我平衡力量、改變敵我優劣形勢、轉移

敵人既定目標、增加敵人內部矛盾，其戰

術要旨為絕對攻勢主義、爭取外線作戰、

形成局部優勢、側背迂迴攻勢、徹底殲滅

敵人、正規戰術與游擊戰術並用。[96] 

表十五：軍事藝術第四篇四大革命戰役的

戰略與戰術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

作戰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

三集，臺北：國防部，pp. 1457前表,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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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論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軍事藝

術》，由兵學原理與戰爭原則、戰略戰術、

戰鬥戰技、四大革命戰役的戰略與戰術四

個篇章建構而成，在《蔣總統軍事思想大

系》第一集至第六集之中，談論軍事藝術

的第三集，頁數最多，共554頁，足以顯

見倚靠黃埔軍校武力打天下的首任校長蔣

中正極其重視戰場用兵之軍事藝術。 

蔣中正認為軍事哲學是軍人習兵之內

在軟體之學，以求進化個人武德精神與用

兵能力，軍事科學是軍人習兵之外在硬體

之學，以求強化全體物質實力與軍隊武裝

戰力，軍事藝術是軍人融會貫通內在軟體

之哲學與外在硬體之科學而於戰場優化妙

用之用兵兵學，故其為遂行革命戰爭之依

據。 

在蔣中正的軍事思維之中，革命戰爭

強調軍民聯合作戰與精神制勝物質，必須

善用致人而不致於人與攻心為上的軍事藝

術，為使軍事藝術發揮最高戰力效能，惟

有妙用蔣之戰爭十大原則與面形戰術觀念，

方能達到以弱擊強與以寡擊眾，其戰略思

想以間接路線為主軸，運用三分軍事七分

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三分物理七分

心理、三分會戰行動七分間接路線。其用

兵戰法陣形為正面牽制、側面迂迴、背面

斷後、多面夾擊、全面圍殲之三角形攻擊

戰鬥群。其戰術要旨以徹底殲滅敵人為中

心，實際用兵為攻勢主義、主動機動、統

一協調、局部優勢、革命戰術、爭取外線、

迂迴包圍、奇襲突擊、滲透鑽隙、特種作

戰、游擊與反游擊。蔣歸納戰略與戰術必

須以攻勢主義為首要，以主動機動為重心，

以徹底殲滅敵人之用兵目標。其戰鬥要務

強調搜索、偵察、警戒、連絡、掩護、觀

測、保防、應變、管制、組織、滲透、潛

伏、偽裝，其特種作戰之戰技注重欺敵、

奇襲、奔襲、迂迴、滲透、破壞，蔣歸納

戰鬥與戰技必須搭配嫻熟技能與精良武器

方能發揮最大戰鬥力量。 

蔣中正綜論軍事藝術之兵學所追求之

目的在於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與屈服敵人戰

鬥意志。 

1951年7月9日，蔣中正談起對其個人

軍事思想與用兵戰法影響最大的兩本德國

普魯士兵書，第一部是德意志帝國兵家巴

爾克（William Balck，1858-1924）《巴

爾克戰術（Taktik）》，第二部是克勞塞維

茨《戰爭論》，「當時我在日本，特別把這

兩部大著覓了來，先後讀了數遍。尤其是

《巴爾克戰術》，總看過六遍以上。兩書

的意義，都非常深奧，文字晦澀，看第一、

二遍的時候，似覺詰屈難解，枯燥無味，

直看到第三、四遍的時候，全般意義，才

能有所領會；以後愈讀愈覺有味，終至不

忍釋手，就是在戰場上，也要隨時披閱，

其引人入勝如此。可惜我愛讀的這兩部書，

都是圈點過好幾回的，不幸於民國八年，

在福建永泰作戰時，竟告遺失了。」[97] 

克勞塞維茨強調，「殲滅敵人軍隊主

要是通過會戰及其結果實現，會戰又必須

以殲滅敵人軍隊為主要目的」，[98]巴爾

克也一再強調，「國軍統帥部，以殲滅敵

兵為重耳」，[99]蔣自述深受普魯士兵家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和德國兵家巴爾克

《巴爾克戰術》兩部西方兵書影響，認同

克勞塞維茨和巴爾克用兵的基本原則和首

要目標，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蔣認

為，「作戰最大的目標，是殲滅匪軍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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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力，而不在爭奪一城一地之得失」，同

時闡述自己對殲滅戰的定義，「徹底殲滅

敵人，並非將匪完全擊斃，而生俘匪軍，

更是重大之殲滅戰」。[100]蔣強調，「作

戰目標為匪有生戰力，摒棄一切擊潰戰及

擊退戰，務期徹底殲滅匪軍」、「戰爭目標，

乃在綜合運用其有形與無形之戰力，以徹

底殲滅敵人軍隊有生力量，並屈服戰鬥意

志為第一優先」、[101]「只有在每一戰場

上，每一戰役中，都要打徹底殲滅敵人的

殲滅戰，方能獲得真正勝利」。[102] 

蔣中正用兵的中心主軸，強調進攻，

崇尚「絕對攻勢主義」，[103]實為信奉攻

擊至上的忠實信徒，基本上，蔣用兵風格，

重攻不重守，誠如蔣自己所說，「戰爭祇

有進攻、進攻、再進攻」，[104]蔣強調絕

對攻勢的重要，「剿匪作戰，惟有實施攻

擊、攻擊、再攻擊之絕對攻勢，始克剝奪

匪軍之一切主動及行動自由，催破其所謂

人海戰術，而達成殲滅匪有生力量之目

的」，蔣用兵重視進攻，強調殲滅戰法，

「作戰指導絕不能僅只著眼於一城一地的

得失，而必須以徹底消殲滅匪軍主力為要

務」，[105]簡而言之，蔣用兵主軸是，

「覓匪之主力而殲滅之」。[106] 

蔣中正於軍事藝術之中提出之用兵十

六字訣，「進退無常，多寡不一，分合得

當，攻守咸宜」，[107]與用兵四要訣，

「絕對攻勢主義，爭取外線作戰，集中兵

力形成局部優勢，對敵側背進行迂迴攻

擊」。蔣強調，用兵四要訣「積極攻勢，

爭取外翼，集中兵力，側背迂迴，其目的

固皆在求得殲滅敵軍」。[108]蔣根據用兵

四要訣，轉化成兩套具體戰法，三角形攻

擊戰法與磁鐵戰法。 

蔣中正強調「三角形攻擊戰鬥群」， 

就是「由多方對敵人採取分進合擊之勢，

直接導向於包圍的爭取外線。外線作戰為

最有利之作戰方式，可始終保持行動之自

由，主動進出敵軍側背，威脅遮斷敵軍後

方，導向徹底的兩面包圍，獲致決定性之

勝利」，[109]蔣認為，「三角形攻擊戰鬥

群」是國軍用兵藝術主軸，「大家將我在

剿匪戰術方面所提示的各項原理原則，能

夠完全融會貫通於三角形攻擊戰鬥群這一

基本戰術，俾寓戰爭藝術於科學方法之中。

只要大家悉心熟習，多加演練，則將來反

攻實戰中，必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110] 

「三角形攻擊戰法」，通常用在主動

進攻，我軍兵分三路，中路從正面進攻敵

軍，負責牽制吸引敵軍注意，以利其他兩

路兵力從敵軍兩側迂迴，繞到敵軍背後，

切斷敵軍撤逃後路，配合正面之中路兵力，

前後兩面包圍夾擊殲滅敵軍。蔣解釋，

「三角形攻擊戰法」其實與數學有關，

「余自學習兵學以來，直認幾何學三角形，

乃為一切戰術之本源，而一切戰鬥陣形之

變化，皆以幾何學三角形變化之原理為其

準則。」[111] 

蔣中正認同首創外線作戰的十八世紀

威爾斯兵學家羅維特（Henry Lloyd，

1718-1783）倡導科學應用於兵學，尤其

是數學幾何學思維能廣泛運用於軍事，蔣

同意羅維特在其1766年名著《普魯士國王

與德國皇后及其盟友之間後期德國戰爭的

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in 

Germany between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the empress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一書中的名言，「無論怎樣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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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敵軍，如果我們一方面以兵力指向敵

軍之正面；同時更以有力的一部，對其翼

側或背面行動時，則敵人決難維持其原來

地位」，[112]蔣對同樣強調幾何兵學的十

八世紀普魯士兵家比羅（Adam Heinrich 

Dietrich von Bülow，1757-1808）也有

所研究，深知比羅用兵思想強調「在正面

應實施佯攻，重點是從敵人翼側發動攻擊

並實施包圍」、「主張廣泛機動，迂迴包圍。

翼側和後方是敵人易受打擊的部位，作戰

藝術就在於機動到敵軍的翼側和後方，給

其以威脅」、「集中優勢兵力對付主要方向

上的敵人」。[113]對於比羅的用兵概念，

蔣深有同感，「比羅氏對於這種行使外線

兵力的思想，則更進一步，強調其必須集

中攻勢的必要」。[114] 

簡而言之，「三角形攻擊戰法」強調

「正面牽制、側面迂迴、背面斷後、多面

夾擊、全面圍殲」，也正是蔣中正提出的

用兵四要訣，「絕對攻勢主義，爭取外線

作戰，集中兵力形成局部優勢，對敵側背

進行迂迴攻擊」。對此，蔣強調，「欲徹底

殲滅敵人，無論對運動或駐止之敵人攻擊，

務須徹底集中兵力，對敵實施四面包圍」，

因為蔣相信，「包圍為戰略上最大之成就，

而迂迴側背，深入敵後，為最徹底的包圍

手段」。[115]蔣認為，「歷史上有名的

『坎尼』會戰（Battle of Cannae）

[116]，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蔣按圖六

解說，「是役，全般態勢，也就是三角形

的運用，先以 C的力量，與敵對戰後引退，

誘致羅馬軍而加以拘束；同時以底邊兩側

的兵力，由左右迂迴至敵人背後之 D點目

標，然後 C 的力量轉移攻勢，而加以包

圍。」[117] 

 

圖六：坎尼會戰與三角形攻擊戰法之用兵

教戰圖形。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

臺北：國防部，pp. 1190, 1966. 

為讓國軍更能運用自如「三角形攻擊

戰法」於殲滅戰法之中，蔣中正進一步用

圖七講課，「現代的攻擊戰，乃主張以底

邊的二個力量，完成兩個突破正面，而將

其結果導致於兩翼包圍，如附圖（七）所

示：先以底邊上 AB 兩個力量，向敵陣突

破，指向於 D，完成陣地內之局部包圍，

殲滅包圍圈內之敵，然後向 EF 擴張而席

捲之，導致於兩翼包圍。C 處之尖端力量，

除作戰初期，應努力拘束當面之敵，待

AB之突入得手後，向 D突進。」[118] 

 

圖七：三角形攻擊戰法之用兵教戰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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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臺北：國防

部，pp. 1190, 1966. 

「磁鐵戰法」，蔣中正如此闡釋，「如

磁吸鐵，把敵人愈吸愈緊，愈引愈深，迫

令入於進退維谷，無可動彈之死地，隨時

予以致命的打擊」。[119]「磁鐵戰法」通

常用於被動反攻，當據守一地的我軍遭到

敵軍攻擊，我軍應就地固守，讓我軍守兵

當成磁鐵，據城憑藉掩體堅守，吸引糾纏

牽制敵軍，使敵軍圍繞於我軍守兵身邊，

但我軍守兵堅守之目的不是把死守當成守

死的呆板單調、坐以待斃的純粹防禦，而

是要適時趁隙出城對敵反擊，追求以攻為

守的防禦攻勢，同時派遣多路我軍援兵以

向心攻勢進行分進合擊，增援我軍守兵，

讓我軍守兵和我軍援兵聯手內外兩面夾擊

而包圍殲滅正在圍攻我軍守兵之敵軍。 

簡化來說，「磁鐵戰法」與「三角形

攻擊戰法」同樣強調「正面牽制、側面迂

迴、背面斷後、多面夾擊、全面圍殲」，

合乎蔣用兵四要訣，「絕對攻勢主義，爭

取外線作戰，集中兵力形成局部優勢，對

敵側背進行迂迴攻擊」。對此，蔣強調，

「對匪作戰，若單從正面攻擊，難期獲致

偉大效果，故在戰略上，特須強調對匪側

背迂迴之打擊戰法。側背迂迴成功之要訣，

在能以少數兵力，於寬廣之正面實行拘束，

而集中主力，最大戰鬥力量，以奇襲行動，

大膽做廣遠縱深之迂迴，包圍匪暴露薄弱

之一翼；或深入敵後，實行顛倒正面之作

戰。」[120]無論運用主動進攻的「三角

形攻擊戰法」，還是被動反攻的「磁鐵戰

法」，蔣強調，「每一次作戰的要求，皆在

努力將敵人包圍於戰場上，行徹底殲滅為

主。」因為蔣確信，「在包圍時，為了要

殲滅敵軍，必須對其正面和側背，同時加

以攻擊，這是用兵上的根本原則。是以殲

滅戰的形態，大多採取兩翼包圍；或者是

全面包圍。」[121] 

蔣中正用兵戰法之軍事藝術，依然活

用於現今戰場，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

攻打烏克蘭，俄軍佯攻烏克蘭東南頓涅茨

克（ Donezk,圖八之 2）與馬里烏波爾

（Mariupol,圖八之3），牽制吸引烏軍兵

力，俄軍主攻北面基輔（Kiew,圖八之1），

俄軍主攻部隊兵分東、北、西三路，俄軍

北路部隊從基輔北方偏東向南強攻基輔北

方，拉住牽制基輔烏軍，以利俄軍西路部

隊先派傘兵空降基輔西方、隨後地面部隊

從基輔西北向南迂迴挺進直插基輔西南、

會合傘兵一起切斷基輔烏軍向南撤逃退路，

同時俄軍東路兵力派遣裝甲部隊從基輔東

方偏北蘇梅（Sumy,圖八之5）與基輔東方

哈爾科夫（Charkiw,圖八之6）先後向西

迂迴強攻直插基輔南方與西路俄軍共同切

斷基輔烏軍向南撤逃退路，有助於北路俄

軍搭配從東西兩路迂迴切斷基輔烏軍向南

撤逃退路之西路、東路俄軍，以期聯手南

北兩面包圍夾擊全殲烏軍部隊。[122]  

 

圖八：2022年2月24日至3月27日俄烏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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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用兵路線圖，紅線是俄軍，藍線是烏

軍。資料來源：Tagesspiegel , "Krieg in der 

Ukraines,", March 27, 2022. 

<https://interaktiv.tagesspiegel.de/lab/wie-

weit-sind-die-soldaten-aktuelle-karte-der-

russischen-invasion-in-der-ukraine/>（檢索

日期：2024年4月26日） 

俄軍採用東南佯攻、北路主攻、東西

兩路迂迴斷後、南北兩面圍殲基輔烏軍之

用兵戰法，實則合乎蔣中正「三角形攻擊

戰法」強調「正面牽制、側面迂迴、背面

斷後、多面夾擊、全面圍殲」之軍事藝術。 

2008年，美國海軍戰略大學（United 

States Naval War College）教授莫瑞

（William S. Murray）先於《海軍戰爭

學院評論期刊（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發表、隨後出版成書的《台灣

防衛戰略再檢討（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建議我國採用「豪

豬戰略（Porcupine Strategy）」用兵戰

法， [123]此後國外軍事學者屢次建言我

軍適用「豪豬戰略」來強化我國自身防禦

固守以抗擊共軍侵略。[124] 「豪豬戰略」

實則合乎蔣中正「磁鐵戰法」強調「如磁

吸鐵，把敵人愈吸愈緊，愈引愈深，迫令

入於進退維谷，無可動彈之死地」之軍事

藝術，「豪豬」其實扮演「磁鐵」角色，

負責固守吸引共軍，愈吸愈緊，愈緊愈固，

但「豪豬戰略」卻不如「磁鐵戰法」完備，

「磁鐵戰法」強調固守待援，「豪豬戰略」

只強調固守與死守以達嚇阻目的，不過固

守若無援可待，死守實則是守死。 

從當今俄烏之戰用兵戰法與我國「豪

豬戰略」可知，蔣中正用兵戰法之軍事藝

術，至今依然實用於全球戰場，故值得我

軍深度研究。 

表十六：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軍事

藝術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三集，

臺北：國防部，pp. 目錄8後表, 1966. 

 

（四）《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政治

作戰》 

1.概敘 

（1）政治作戰第一篇政治作戰理論 

蔣中正認為，革命戰爭本質是以武力

爲中心的思想總體戰，同時也是面形戰爭，

惟有強化黨政軍力量，動員民眾，方能建

立戰爭面而發揮戰爭面支援用兵戰場之作

用，此為政治作戰之範疇，換言之，除直

接以軍事與武力加諸敵人的戰鬥行為之外，

皆可謂之政治作戰，故政治作戰與軍事作

戰同等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且皆強調攻擊、

攻擊、再攻擊之攻勢主義，我軍若欲戰場

求勝，兩者缺一不可。[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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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強調，政治作戰之戰爭指導為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

三分物理七分心理、三分會戰行動七分間

接路線、三分鬥力七分鬥智。政戰以無人

不戰、無事不戰、無時不戰、無地不戰之

攻勢主義為核心，不只使戰爭在敵人前方

作戰，更要將戰爭帶到敵人後方，陷敵於

前後全面圍攻之中。[126] 

蔣中正認為，治政作戰要領有六項，

其一為保防：保持我軍之軍事秘密與行動

自由，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其二應變：我軍必須握有彈性與機動

之應變方略，周詳妥慎之準備部署。 

其三為交通：經營戰場與掌握社會，

皆須握有屬於自己掌控之後勤補給交通線，

尤賴靈活之交通通信，方能掌握全面之安

全管道，交通實為軍隊生命脈絡之所繫。 

其四為情報：用兵作戰決勝之關鍵條

件在於情報與反情報，情報在求其實、求

其速、求其精，尤在求其判斷正確，眞偽

畢露，使我軍能洞燭機光，制敵機先。 

其五為組織：政治作戰以發展組織為

第一要務，政戰需以組織力量去保障與滿

足民眾生活與生存的需求，使人民能得到

自己所希望的自由與安樂，此為政戰開展

組織工作之方向與態度，惟有掌握此方向

態度，方能獲得廣大民眾之樂從、信賴、

擁護、支持。 

其六為管制：政戰管制人民不只在防

堵，而在注重啟發與引導，尤其重在於人

民生活與安全之中去引導，故管制原則為

「生產與生活結合」、「救濟與管理結合」、

「自清與自衛結合」，管制實施辦法，需

從「管理、教育、發展經濟充裕民生、保

衛自己」之「管、教、養、衛」着手，使

人民樂於自主逐步做到「自管、自教、自

養、自衛」，讓民衆自己管制自己，是最

有效之管制，也才是最徹底之管制。[127] 

蔣中正詮釋政治作戰是多種不同的手

段，無論是謀略戰、思想戰、組織戰、群

眾戰、心理戰、情報戰，以上任何一種戰

法，皆能以政治作戰之用兵概念來代表，

其用兵戰法之其一為思想戰：進行主義戰

與文化戰以瓦解敵人思想。 

其二為謀略戰：誘使敵人陷入錯誤。 

其三為組織戰：開拓外圍組職與建立

聯合戰線。 

其四為心理戰：指向敵人士氣與民心

之脆弱環節。 

其五為情報戰：滲入敵人內部與嚴密

保密防諜。 

其六為羣眾戰：深入羣眾組織與領導

羣眾運動。 

綜合政戰六戰法而論，思想戰必須經

由心理戰方能體現，謀略戰必須根據情報

戰方能產生，組織戰須以群眾戰作為基礎，

思想戰是體，心理戰是用，謀略戰是目的，

情報戰是手段，羣眾戰是鞏固組織戰之核

心與遂行思想戰、謀略戰之基本工具，故

於戰地建立「戰爭面」，必須以羣眾戰作

基礎，而在平時所謂「冷戰」，亦須透過

羣眾戰來發展，惟有藉此多元政戰戰法，

方能達到鞏固自己與瓦解敵人之用兵戰果。

[128] 

表十七：政治作戰第一篇政治作戰理論表

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

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臺北：

國防部，pp. 1593前表, 1966. 



184                         黃埔學報 第八十六期 民國一一三年 
  

 

（2）政治作戰第二篇黨政軍聯合作戰 

蔣中正認為，黨政軍聯合作戰，實為

融會貫通全民戰爭、總體戰爭、面形戰爭

而以武力為中心的思想總體戰，重在發揮

黨政軍民之統合戰力，遂行國民革命戰爭，

黨爲軍事力量之前鋒，政爲軍事力量之後

衛，黨政軍三者之間，尤須密切配合與協

調呼應。[129] 

蔣中正強調，黨政軍聯合作戰之基本

原則，就相互關係而言，三者實屬一體三

面，軍為首腦，政為主幹，黨為靈魂，民

為基礎。就作戰體制而論，三者實屬一元

化，中央由總統兼最高統帥，基於憲法授

權處理戰地政務，戰區由軍政首長兼負黨

政全責。 

就權責區分而說，三者實屬分工合作，

指揮統一，分工明確，業務配合。其具體

實施要領，就中央而言，必須集中全民力

量，實施全民總動員，指導總體戰。 

就戰區而論，黨為核心負責指導羣眾

鬥爭，軍為主力負責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政為後衛負責建立支援軍事之戰爭面。 

就敵後而說，黨需發展地下組職為敵

後作戰開路，政需組職地下政權建立敵後

戰爭面，軍需組職游擊武力建立游擊根據

地。惟有黨政軍民互相合作，方能發揮黨

政軍民之統合戰力。[130] 

表十八：政治作戰第二篇黨政軍聯合作戰

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

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臺

北：國防部，pp. 1735前表, 1966. 

 

（3）政治作戰第三篇戰地政務 

蔣中正認為，戰地政務必須以爭取反

攻勝利與保證復國建國成功為基本觀念，

其基本要求在於武裝鬥爭結合政治鬥爭、

軍政時期完成訓政工作，其基本原則是

「管、教、養、衛」，「管」意指寬嚴並用

與恩威並濟，「教」意指消滅共產毒素與

恢復民族文化，「養」指生產結合生活與

救濟結合管理，「衛」意指自清自覺與自

管自衛。[131] 

戰地政務以情報戰、組職戰、交通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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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戰、壯丁戰、糧食戰為實施要領，其

實行內容為重建地方政權，藉助民政、財

經、文教、警保來建立戰爭面，推行三民

主義的基本建設。[132] 

表十九：政治作戰第三篇戰地政務表解。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臺北：國防

部，pp. 1875前表, 1966. 

 

（4）政治作戰第四篇軍隊政戰 

蔣中正認為軍政一元化，軍隊不僅擔

負軍事作戰，也需負擔政治作戰，軍隊政

戰之基本任務有二，其一為建立革命化軍

隊，發揮服從負責與堅持到底的革命精神。

其二為發揚革命政工的戰鬥力量，使部隊

士官兵皆能認清自己為何而戰之作戰目的。

革命化軍隊的工作重點在於建立革命團隊

情感、培養革命事業精神、宣揚革命志士

典型，革命政工的工作重點在於成為黨政

軍聯繫之核心與軍民聯繫之重心。[133] 

蔣中正強調，政工是軍隊的靈魂，故

肩負政治作戰工作的軍隊政戰幹部，必須

具備豐富的常識、至誠的心意、哲學的研

究、謙謹的態度、恆毅的修養，其精神修

養必須心懷傳教士的說理精神、醫生護士

的博愛精神、無名英雄的犧牲精神，惟有

如此條件與修養的軍隊政戰幹部，方能於

基層組織、政治教育、心理作戰、戰鬥文

宣、軍紀與士氣、保密與防諜、民事工作、

福利與服務等各項事務之中，落實軍隊政

戰工作內容，使政戰成為軍隊之靈魂與基

礎，亦為黨政軍聯繫之核心。[134] 

表二十：政治作戰第四篇軍隊政戰表解。

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臺北：國防

部，pp. 1967前表, 1966. 

 

2.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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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政治作

戰》，由政治作戰理論、黨政軍聯合作戰、

戰地政務、軍隊政戰四個篇章建構而成，

細思其文，當可發現，蔣中正認為，軍人

決戰，豈止戰場，實則隨時隨地皆須作戰，

無人無事不能用兵，故為達成以武力為中

心且強調思想總體戰的革命戰爭，不僅需

要軍事作戰，同時也需要政治作戰。 

在蔣中正的軍事思想之中，軍事作戰

與政治作戰同樣秉持攻勢主義，同樣追求

攻心為上，政治作戰理論信奉攻勢主義之

政戰原則強調三分鬥力七分鬥智，政治作

戰之戰場不分人、事、時、地，無人不戰、

無事不戰、無時不戰、無地不戰，其目的

在於將戰爭帶到敵人後方，使敵陷於遍地

是戰場的全面圍攻之中。治政作戰理論信

奉攻心為上之政戰戰法強調三分軍事七分

政治，優化活用思想戰、謀略戰、組職戰、

心理戰、情報戰、羣眾戰，達到鞏固自己

與瓦解敵人之用兵目的。 

實施政治作戰有其層級，就全局而言，

政戰必須建構以軍為首腦、以政為主幹、

以黨為靈魂、以民為基礎之黨政軍聯合作

戰。就戰地而論，政戰必須藉助「管、教、

養、衛」於前方戰線與後方戰場建立戰爭

面而完成有助於支援軍事作戰之戰地政務。

就軍隊而說，政戰必須妙用政治工作、心

理教育、戰鬥文宣，發揚革命政工戰鬥力

量，激揚自身軍隊的士氣與情緒，建立充

滿革命團隊情感、革命事業精神、革命個

人志士之革命化軍隊，進而發揮黨政軍民

統合戰力，達成保證革命戰爭全面勝利之

作戰目的。 

李菁豪於其博士論文〈國共內戰時期

雙方用兵戰法之研究（1945-1949）〉歸納

軍事與政治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軍事

是政治的獲生基力，政治是軍事的衍生動

力」，[135]此言實能詮釋蔣中正軍事作戰

與政治作戰的用兵思維，軍事作戰是政治

作戰的獲生基力，政治作戰是軍事作戰的

衍生動力，軍事作戰融合政治作戰方能統

合黨、政、軍、民而展現最強戰力。 

蔣中正說明其軍事思想的政治作戰，

「除直接以軍事和武力加諸敵人的戰鬥行

為，皆可謂之政治作戰」，[136]基本上，

軍事作戰多屬有形戰場，政治作戰多屬無

形戰場，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隨著時

代進步，蔣所提之政治作戰六大戰思想戰、

謀略戰、組職戰、心理戰、情報戰、羣眾

戰，不僅未被時代汰除，反而更被賦予現

代無窮進化的多元作戰價值，換成現今時

代用語，政治作戰包括認知作戰、網路作

戰、貿易作戰、社群作戰，蔣強調政治作

戰不分人、事、時、地，無人不戰、無事

不戰、無時不戰、無地不戰，其目的在於

攻心為上，鞏固自己，瓦解敵人，此言置

於現今網路數位 AI化時代，更為適用。 

抹去以黨領政獻身革命的時代產物，

以國家取代政黨，以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

主生活方式之使命代替革命，蔣中正軍事

思想之政治作戰，今日仍能奉為圭臬，實

施政治作戰，就全局而言，政戰必須建構

以軍隊為首腦、以政府為主幹、以國家為

靈魂、以人民為基礎之國政軍民聯合作戰。

就軍隊而說，政戰必須妙用政治工作、心

理教育、戰鬥文宣，激揚自身軍隊的士氣

與情緒，建立充滿團隊情感、事業精神、

個人志士之使命化軍隊，進而發揮國、政、

軍、民統合戰力，達成捍衛國家人民自由

民主生活方式之政治作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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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集政

治作戰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

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四

集，臺北：國防部，pp. 目錄4後表, 1966. 

 

（五）《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領導

統御》 

1.概敘 

（1）領導統御第一篇領導統御的要義 

蔣中正認為，士氣爲治軍與用兵之基

石，是物質與精神之綜合，實為對戰爭勝

負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無形秘密武器，而

領導統御之所以重要，在於高昂士氣有賴

於領導有方，統御得法。肩負領導統御之

軍隊幹部，扮演決定一切的角色，必須具

備之條件為負責主動的精神、共同甘苦的

熱情、當機立斷的性格、堅苦卓絕的精神、

公正無私的態度、百折不撓的人格，且熟

知發揮領導統御之三要素，其一為組織，

注重互相合作與聯擊協調。其二為管理，

對人、事、時、地、物皆能有效管理。其

三為考核，必須務實考核，切勿形式化與

表面化。[137] 

蔣中正強調，黃埔學生是國民革命軍

的骨幹，故國民革命軍領導統御的基本基

神，必須以由三民主義思想與我國固有文

化所建構而成的黃埔軍校校訓親愛精誠為

中心主旨、其基本要求為建立信仰長官、

信任部下、自信革命之三信心與建立國家、

榮譽、責任、領袖、主義之五大信念，其

主要方法為以自身品德使部隊信服之品德

領導、以自身用兵才智使部隊信任之才能

領導、與部隊生活在一起且戰鬥在一起之

生活領導，藉助此三種領導統御方法激發

部隊誓死達成任務之決心。[138] 

表二十二：領導統御第一篇領導統御的要

義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

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臺

北：國防部，pp. 2109前表,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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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導統御第二篇思想與精神的啓迪 

蔣中正認為，軍隊戰勝的基本要素在

建立三民主義的信仰，有主義的軍隊，無

敵於天下，軍隊幹部惟有採用經由主義、

思想、精神啓迪的領導統御，方能打造麾

下士官兵打成為革命化部隊、建立軍隊主

義化、滿懷為主義而死的精神，深信以三

民主義為主的思想中心、以中國國民黨為

主的組織中心、以最高統帥領袖為主的領

導中心而成為三個信仰中心，必須服膺、

認識、篤信、力行三民主義，確立生活的

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

在創造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的革命人生觀，

有助於藉由思想教育來達成思想領導的領

導統御之成效。[139] 

蔣中正強調，戰爭之中，精神因素重

於物質因素，精神為運用物質的基礎，精

神是我國建軍之根本，我軍精神泉源源自

於我國固有文化精神、傳統革命精神、新

武德與新精神，我軍信奉的精神戰力為大

無畏精神能戰勝一切、革命信心是成功保

證、軍隊士氣是勝敗因素，有助於藉由精

神教育來達成精神領導之成效。思想領導

與精神領導所建構的領導統御在於使麾下

士官兵成為萬眾一心與誓死如歸之國民革

命軍。[140] 

表二十三：領導統御第二篇思想與精神的

啓迪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

臺北：國防部，pp. 2177前表, 1966. 

 

（3）領導統御第三篇品德與學術的誨勉 

蔣中正強調，戰爭勝敗決定於將帥的

品德精神與道德學問，必勝的信心、旺盛

的企圖心、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戰勝的原動

力，精神又出之於學問。品德與學術所誨

勉的領導統御，強調精神出之於學術與武

德為軍隊團結之前導。[141] 

軍隊幹部惟有心懷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與禮、義、廉、恥之傳統

道德且身擁信、智、仁、勇、嚴之傳統武

德，方能有效活用品德領導統御。軍隊幹

部惟有貫通哲學、科學、兵學與兼備黨、

政、軍學術修養且身懷管、教、衛、養學

術技能與現代國民應具備智識的豐富常識，

方能有效運用學術領導統御。品德學術領

導統御實為使軍隊團結的基本因素與用兵

戰勝的基本條件。[142] 

表二十四：領導統御第三篇品德與學術的

誨勉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

臺北：國防部，pp. 2309前表, 1966. 



 黃埔學報 第八十六期 民國一一三年 189  

 

（4）領導統御第四篇制度與組織的運用 

蔣中正認為，制度是軍隊的基礎，建

國治軍，必須首先建立制度。建立人事制

度，使人事任用得當，考核有方，軍隊方

能步上軌道。建立軍需制度，充實軍隊前

線作戰與後勤補給之泉源。建立政工制度，

使軍隊充滿精神戰力，是軍事勝利的靈魂

與核心。建立參謀制度，確保軍隊作戰神

經中樞全力運作，實為用兵獲得勝利之保

障。制度領導統御之原則在於建立主官逐

級授權，部屬分層負責，其實施要領為主

官須逐級授權不逾越權限、部屬須依業務

規範行分層負責、主官對部屬授權須公開

監督與公平考核。[143] 

蔣中正強調，組織是軍隊的動力，組

織是以人、事、物爲對象，將不同個體，

構成整體。有了「人」的組織，才可運用

「事」與「物」的組織，形成力量。組織

是革命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惟有組織，方

能發生力量，組織愈嚴密，力量亦愈強大，

尤其參謀組織是健全用兵首腦、作戰運籌

帷幄之原動力。組織領導統御之原則在於

組織統一與層層節制，其實施要領為集中

統一與萬眾一心、調節互助與聯繫一貫、

分工合作與協同一致。制度與組織之領導

統御，在於建立團隊精神，以期成為師克

在和與協同一致的國民革命軍。[144] 

表二十五：領導統御第四篇制度與組織的

運用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

臺北：國防部，pp. 2405前表, 1966. 

 

（5）領導統御第五篇軍紀與賞罰的執行 

蔣中正認為，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軍

紀的「紀」字，有「紀綱」與「紀律」兩

層意義。用紀綱的精神，做紀律的基礎，

軍紀是軍隊全體公認的規範，實為維持軍

隊秩序與保障部隊命令之系統，軍紀惟有

落實信賞必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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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軍紀與賞罰之領導統御有效活用，使

麾下士官兵絕對服從與高度自覺，成為節

制之師。[145] 

軍紀是基於信仰長官、信任部下、自

信革命之三信心且衍生為榮譽、自制、互

敬、互助諸項公德所建構而成，軍紀具備

三要素，其一為人格影響，主官對上奉下

必須以身作則。其二為情分交感，主官愛

護士兵如同自己孩子，懷德畏威，使上下

情感交流。其三為一致精神，官與兵、兵

與兵之間擁有一致的精神與共同的志操，

樂於且勇於為彼此犧牲奉獻。軍紀得以落

實，必須搭配賞罰嚴密與恩威並濟、賞不

逾功與罰必稱罪、賞罰公斷與自承錯誤。

軍紀賞罰領導統御之實施要領有三，其一

為教育，藉由制式教練、內務教育、愛民

教育、愛護公物教育、軍紀教育，由外而

內，先求形式整齊，而後求精神一致，使

麾下士官兵熟知軍紀，遵守紀律，不敢違

法越權。其二為為軍法，實行連坐法與戰

時軍律，整頓軍紀，罰必及時，有罪必罰。

其三為勛獎，落實勛獎條例與撫卹條例，

賞必及時，有功必賞。軍紀賞罰領導統御

藉助教育、軍法、勛獎三者，樹立命令之

尊嚴，使部隊發揮高昂士氣。[146] 

表二十六：領導統御第五篇軍紀與賞罰的

執行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

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

臺北：國防部，pp. 2493前表, 1966. 

 

2.綜論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領導統

御》，由領導統御的要義、思想與精神的

啓迪、品德與學術的誨勉、制度與組織的

運用、軍紀與賞罰的執行五個篇章建構而

成。 

蔣中正重視領導統御，畢竟僅有優質

的軍事藝術與政戰戰法，但卻無法於戰場

用兵實踐落實，最後只是一枕黃梁的一紙

作戰空文，故蔣軍事思想強調力行與實踐，

而驅使革命軍隊勇於且樂於力行與實踐軍

事藝術與政戰戰法之動力，關鍵在於軍隊

主官的領導統御，其能使軍隊建立信仰長

官、信任部下、自信革命之三信心與建立

國家、榮譽、責任、領袖、主義之五大信

念，有此三信心與五大信念建構而成的革

命軍隊，自然能夠發揮戰力，落實軍事藝

術與政戰戰法，使得勝利在手。 

在蔣中正軍事思想中，主官幹部領導

統御必須心懷親愛精誠，以領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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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為領導中心，其御人之法有四種，其

一為主官幹部以三民主義與革命人生觀來

啟迪麾下士官兵的思想與精神，使麾下士

官兵信仰三民主義，確立革命軍人之人生

觀，自發且自傲成為樂於為主義而戰的革

命化軍隊。其二為主官幹部以自身品德武

德、貫通黨政軍聯合作戰與哲學科學兵學

學問所散發的個人魅力，吸引與凝聚麾下

士官兵對其個人效忠與信服，進而擴充至

效忠領袖、主義、組職，展現戰勝敵人的

戰力，屬於個人色彩較濃厚的人治領導統

御。其三為主官幹部建立領導統御的制度

與組織，使麾下士官兵有所遵循，藉助逐

級授權、分層負責、組織領導、層層節制，

寓領導統御於組織制度之中，使麾下士官

兵遵循組織制度的同時，實則在服膺主管

幹部的領導統御，屬於團體色彩較濃厚的

法治領導統御。其四為主官幹部頒行軍紀，

以功勳獎賞來激發鼓勵自我期望較高的麾

下士官兵主動積極於戰場上追求自我成就

感，同時以懲處罰責來規範自我期許較低

的麾下士官兵被動消極於戰場上不敢不絕

對服從，軍紀賞罰實屬主官幹部領導統御

軍隊的命脈，藉助賞罰公正且恩威同行以

達領導統御之目的。 

主官幹部的領導統御，除了御人律下，

也要自御律己，實則嚴以律己之主官幹部

更能激發麾下士官兵樂於接受其領導統御，

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故善於領導統御之

主管幹部必須具備誓作主義信徒、甘爲革

命犧牲、增進品學修養、身為部屬楷模、

運用組織領導、建立團隊精神、樹立命令

尊嚴、厲行信賞必罰之自御律己八項要求，

藉助律己與律人之領導統御使麾下士官兵

培養高昂士氣，誓死達成任務。 

蔣中正軍事思想所運用的領導統御方

法，以御下律人四法之思想精神、品德學

術、制度組織、軍紀賞罰，搭配自御律己

之八項自我要求，至今依然值得我軍主官

幹部借鏡，尤其是思想精神、品德學術、

自御律己更須主官幹部自我要求強化，自

御律己與品德學術其實是一體兩面，主官

幹部不斷自律自省且無止盡充實自己的武

德兵學，自我培養超凡的個人氣質魅力吸

引力，誠能博得麾下士兵官愛戴而樂於受

其領導，至於思想精神，主官幹部以捍衛

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使命人生觀

來啟迪麾下士官兵思想與精神，誠能使麾

下士官兵自發且自傲成為樂於為國家人民、

自由民主、自己生活而戰的使命化軍隊。 

表二十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集領

導統御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

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五

集，臺北：國防部，pp. 目錄6後表,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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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集國防建

設 

1.概敘 

（1）國防建設第一篇國防建設的基本要

義 

 蔣中正認為，國防是爲保衛國家安全

而設，國防範圍及於全國的領土與人民，

國防所憑藉的是國民爲保衛國家而採取的

強力行爲，基礎為國民戰鬥精神。現代戰

爭手段爲總體戰，研究戰爭應以總體戰爲

目標，戰爭的準備就是現代國防的輪廓，

今日國防思想，決非單憑軍事武力，實需

綜合戰爭所有元素而高度高效能運用。

[147] 

蔣中正強調，三民主義為我國革命建

國之最高原則，惟有以三民主義來完全實

現國家建設，方能完全落實國防建設，三

民主義建構之下的國家建設有五項，其一

為現代化政治建設，以期達成人民有權與

政府有能之民主自由政治。其二為現代化

社會建設，以期達成繁榮進步與禮節樂和

之公民道德社會。其三為現代化教育建設，

以期達到固有文化與德智體羣之倫理教育。

其四為現代化經濟建設，以期達到均富安

和與國家富強之民生經濟。其五為現代化

國防建設，基於民生與國防是不可分離的

整體，民生之外無國防，國防之外無民生，

故須達到民生與國防合一之國防建設總體

化，同時基於落實戰鬥即生活、生活即戰

鬥之軍民合一全民生活軍事化，故須達到

武力與民眾結合之國防建設全民化，基於

無國防即無國家，藉助國防建設總體化與

國防建設全民化，以期落實國家建設即國

防建設之目標。[148] 

表二十八：國防建設第一篇國防建設的基

本要義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

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

集，臺北：國防部，pp. 2583前表, 

1966. 

 

（2）國防建設第二篇國防建設要領 

蔣中正強調，國家建設即國防建設，

為實現國防建設總體化與全民化，其實施

要領必須從精神、政治、武力三建設來落

實，其中武力建設為一切建設之中心，亦

即建國的根本原理，武力包括有形與無形，

建設有形武力必須遵循孫中山《實業計畫》

來建設我國現代化軍隊，建設無形武力必

須遵循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來建立我

國軍民武德，藉助有形與無形武力建設使

全民社會軍事化，民眾能與軍隊配合一致，

使民衆成爲軍隊之民衆，發揮全民民力而

建構強大武力與戰力。[149] 

蔣中正認為，精神建設由心理、教育、

倫理三建設建構而成，心理建設為國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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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建設，實為革命建國之根本要務與推動

黨政軍工作之原動力，其奠基於哲學思想、

科學思想、軍事思想。哲學思想是「治心」

的工夫，其基礎在建立革命哲學「知難行

易」的思想，亦即心理建設之原動力。科

學思想是「治事」的工夫，其重心在於個

人的思想程序與辦事方法，是心理建設的

重要條件。軍事思想是「治身」的工夫，

其關鍵在於培養個人具備武德精神。教育

建設藉助三民主義來完成對全民之精神教

育、生產教育、文武教育。倫理建設實為

國民道德建設，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禮

義廉恥來教育全民之倫理道德、愛國道德、

公民道德。 

政治建設由政治、經濟、社會三建設

建構而成，政治建設之目標在於人盡其才、

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以期國

計優裕與民生樂利。經濟建設之目標在於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以

期充實國力與人民富足。社會建設之目標

在於秩序紀律、自由安全、互助合作，以

期社會和諧與民力可用。惟有落實精神建

設、政治建設、武力建設，方能建成三民

主義之全民國防。[150] 

表二十九：國防建設第二篇國防建設要領

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

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集，臺

北：國防部，pp. 2615前表, 1966. 

 

（3）國防建設第三篇國防建設的動力 

蔣中正強調，推動政治，建設國防，

培養充實國家的生命力，以期完成全國總

動員，全國總動員實為國防建設之動力與

精神戰力之根源。[151] 

蔣中正以1930年至1936年剿匪時期為

例，以新生活運動動員全民落實整齊、清

潔、簡單、樸素之禮義廉恥，以國民經濟

建設運動來動員全民實施盡人力、闢地利、

均供求、暢流通之國民本位。以1937年至

1945年對日抗戰時期為例，蔣以全國總動

員來組織統制教育、經濟、武力，以國民

精神總動員來堅定全民國家至上、民族至

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信仰。以1949

年之後反共抗俄時期為例，蔣以革命實踐

運動動員全民去偽存誠落實一切為士兵、

一切為主義、一切為民眾，以反共抗俄總

動員動員全民實施經濟改造、社會改造、

文化改造、政制改造之改造運動，以毋忘

在莒運動動員全軍執行以軍作家再展開、

革新動員戰鬥再擴大、自覺運動再號召、

黨之戰鬥體的新生來建立勝利的基礎，達

成雪恥復國之目標。[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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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國防建設要領國防建設第三篇國

防建設的動力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

合作戰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第六集，臺北：國防部，pp. 2839前表, 

1966.  

 

2.綜論 

《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集國防建

設》，由國防建設的基本要義、國防建設

要領、國防建設的動力三個篇章建構而成，

蔣中正重視國防建設，不斷強調無國防即

無國家，蔣認同《孫子兵法》「故用兵之

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

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153]認為國

防建設正是為戰爭做足準備，國防建設之

目的在於保衛國家安全，其範圍為全國人

力物力，其基礎為國民戰鬥精神。 

蔣中正撰寫《中國經濟學說》強調，

「在中國的經濟的學說上，國家的任務，

一方面是養民，一方面是保民。就養民而

論，國計就是民生；就保民而論，民生就

是國計，簡單的說，就是國防，而其最精

之一義即在於民生與國防之一體而不可分。

由中國的經濟學的意義來看西洋的經濟學，

只不過是一種私企業學，或是市場交易之

學。我們中國的經濟學的對象不止於私企

業或市場上的交易過程，而是民生與國防

的統一體。由這個統一體來說，民生之外

無國防，國防之外無民生。」[154]故蔣

認為民生與國防必須合一而成全民化與總

體化，建立三民主義之國防建設。 

既然國防建設追求全民化與總體化，

其實施要領當然以武力建設為核心，同時

必須廣及全面性的政治建設、教育建設、

倫理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而國防

建設既然追求全民化與總體化，其建設之

動力當然需要鼓舞全民各界羣起響應發起

國家總動員，故其動員全民落實新生活運

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革命實踐運動、反

共抗俄總動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毋忘

在莒運動，藉助全民總體力量建立現代化

總體戰國防。 

蔣中正軍事思想的國防建設，強調以

全民化與總體化為主軸，分為外在硬體建

設與內在軟體建設，無論內外軟硬體，皆

以民生為動力，蔣所謂民生，意指何義？

換成今日用語，即為人民生活，故國防外

在硬體建設，建設前之規劃、建設時之興

建、建設後之運作，三階段皆須與民間企

業之民力合作，使人民得到酬勞供給而溫

飽人民生活，形成生命共同體，人民自然

心生向心力，戮力而為國防外在硬體建設。

國防內在軟體建設，藉由政府推動民主政

治、高效經濟政策、多元包容社會而使人

民喜好熱愛生活於現在自由民主生活之中，

為捍衛保護自己現在喜好熱愛的富裕自由

民主生活方式，人民樂於內心自動自發積

極主動響應國防內在軟體建設，因其深知

自己支持捍衛國防建設，其實等於捍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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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現在喜好熱愛的富裕自由民主生活

方式，藉助政府與軍隊融合人民民力全力

投身國防內外軟硬建設，建構全民國防。 

人民生活方式，決定國防建設之成敗，

其成功關鍵，四句話，十六個字：建設拼

命，生活喜好，喜好生活，拼命建設。 

表三十一：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集國

防建設表解。資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

研究委員會，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六

集，臺北：國防部，pp. 目錄6後表, 

1966. 

 

四、結論 

時代影響思想，思想創造時代。 

蔣中正身處政經與中學西學交互激盪

的清末民初，其軍事思想備受當時因科學

群眾時代與三民主義世紀應運而生的國民

革命時代影響，再加以蔣自身思想本源源

自於我國固有文化思想、孫中山革命思想、

中外軍事思想，且蔣親身積累的經驗與發

想的創意，因而創造出屬於其時代特色與

個人風格的蔣中正軍事思想。 

蔣中正軍事思想分為軍事哲學、軍事

科學、軍事藝術、政治作戰、領導統御、

國防建設六大部分。 

其一為蔣中正軍事哲學強調由我國固

有哲學爲本源、力行哲學爲基礎、戰爭哲

學爲內涵、創立革命戰爭觀，四者建構而

成的革命戰爭觀，以達遂行革命戰爭之目

的。 

其二為蔣中正軍事科學強調藉助科學

武器由外而內帶動軍隊管理與用兵思維之

科學化、制度化、組織化、全民化、革命

化，五者建構而成的全方位軍事高效化，

以達建立現代化革命軍武力之目的。 

 其三為蔣中正軍事藝術強調以革命戰

術為中心，搭配間接作戰、以寡擊眾、面

形作戰、攻勢主義，五者建構而成的用兵

極致戰法，以達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與屈服

敵人戰鬥意志之目的。 

其四為蔣中正政治作戰強調由建立革

命化軍隊、發揮革命政戰力量、遂行黨政

軍聯合作戰、推行戰地政務，四者建構而

成的思想總體戰，以達發揮黨政軍民統合

戰力與保證革命戰爭全面勝利之目的。 

其五為蔣中正領導統御強調由思想精

神的啟迪、品德學術的誨勉、制度組織的

運用、軍紀賞罰的執行，四者凝聚而成親

愛精誠的團結精神，以達培養軍隊高昂士

氣與誓死完成任務之目的。 

其六為蔣中正國防建設強調由武力與

民眾結合之全民化、民生與國防合一之總

體化，二者建構而成的國防內外軟硬建設，

以達建立現代化總體戰國防之目的。 

蔣中正軍事思想強調，由軍事哲學、

軍事科學、軍事藝術、政治作戰、領導統

御、國防建設六大部分建構而成的思想體

系，以達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 

表三十二：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表解。資

料來源：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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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軍事思想大系第一集，臺北：國防

部，pp. 總目錄4後表, 1966. 

 

隨著時代進步，蔣中正軍事思想也隨

之進化而賦予新意： 

其一為國軍內在軟體之學以求進化個

人精神與能力的蔣中正軍事哲學思想，其

不變之處在於軍事哲學思想誠為國軍精神

修養之依據，力行追求窮理明德，方能無

窮發明進化自身用兵功力。蔣軍事哲學思

想與時進化新意之處在於，由軍事哲學而

衍生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使

命戰爭觀，以武力結合民力之全民戰與全

面作戰形態之面形戰，二者建構而成民生

與國防合一之總體戰，以達捍衛國家人民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目的。 

其二為國軍外在硬體之學以求強化全

體物質實力的蔣中正軍事藝術思想，其不

變之處在於軍事科學誠為國軍建立軍隊之

依據，藉助科學武器帶動科學方法來管理

與操作裝備，引領科學思維來優化國軍科

學技術、教育訓練、指揮參謀等全方位軍

事業務。蔣軍事科學思想與時進化新意之

處在於，藉助不同高科技的科學武器，以

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使命為

主軸，帶動不同的科學方法來管理部隊與

操作裝備，引領不同的科學思維所發展的

科學化、制度化、組織化、全民化、使命

化來建構國防武器裝備、軍事教育訓練、

指揮參謀制度等全方位軍事業務，以達建

立國軍現代化戰力之目的。 

其三為國軍融會貫通內在軟體之軍事

哲學思想與外在硬體之軍事科學思想而於

戰場優化妙用之用兵兵學的蔣中正軍事藝

術思想，其不變之處在於軍事藝術思想誠

為國軍遂行戰爭於戰場用兵致勝之依據，

以蔣用兵戰法算式「三角形攻擊戰鬥羣三

角形攻擊戰法＋磁鐵戰法＝覓敵之主力而

殲滅之」所強調的正面牽制、側面迂迴、

背面斷後、多面夾擊、全面圍殲之用兵思

維為軍事藝術思想主軸。蔣軍事藝術思想

與時進化新意之處在於，其用兵戰法算式

「三角形攻擊戰鬥羣三角形攻擊戰法＋磁

鐵戰法＝覓敵之主力而殲滅之」必須隨硬

體武器高科技化、數位化、AI 人工智慧

化而轉化為能適應新式武裝之現代化戰法，

追求用兵致勝之極致，以達殲滅敵人有生

力量與屈服敵人戰鬥意志之目的。 

其四為國軍融會貫通內在軟體之軍事

哲學思想與外在硬體之軍事科學思想卻不

侷限於戰場而於敵我全面各地優化妙用之

用兵兵學的蔣中正政治作戰思想，其發揮

政戰力量，對國軍而言，能鞏固強化自身

戰力，遂行統合政府、軍隊、人民全面戰

力而聯合全民作戰，就敵人而論，能把戰

爭帶至敵人後方各地，瓦解敵人作戰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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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志。蔣政治作戰思想與時進化新意之

處在於，國軍必須迅速敏銳將認知作戰、

網路作戰、貿易作戰、社群作戰等當今無

窮進化的新型多元化作戰形態適用於政治

作戰戰法之中，以達成作戰不分人、事、

時、地而無人不戰、無事不戰、無時不戰、

無地不戰進行思想總體戰之目的。 

其五為國軍內在軟體之學以求進化個

人精神與能力的蔣中正領導統御思想，其

不變之處在於領導統御思想誠為國軍培養

親愛精誠團結精神進而樂於力行實踐軍事

藝術思想與政治作戰思想之動力依據，故

國軍主官幹部，必須強化自身道德、品德、

武德、哲學、科學、兵學而散發之個人魅

力，有助於領導統御軍隊效忠國家人民。

蔣領導統御思想與時進化新意之處在於， 

國軍以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

使命來激發軍隊之信仰、思想、精神，搭

配高效化之制度組織與人性化之軍紀賞罰，

有助於領導統御軍隊培養高昂士氣以達誓

死完成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之目的。 

其六為國軍外在硬體之學以求強化全

體物質實力的蔣中正國防建設思想，其不

變之處在於國防建設思想誠為國軍建立現

代化國防之依據，以武力建設為核心，廣

及國家全面性的政治建設、教育建設、倫

理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蔣國防建

設思想與時進化新意之處在於，國軍以捍

衛國家人民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之使命來動

員全國人民響應武力與民眾結合之全民化

國防建設、民生與國防合一之總體化國防

建設，以達到建設全民國防現代化之目的。 

蔣中正軍事思想之新意，一言以概之，

國軍融會貫通內在軟體之學軍事哲學思想

和領導統御思想與外在硬體之學軍事科學

思想和國防建設思想而於敵我戰場前線和

後方優化妙用用兵兵學之軍事藝術思想和

政治作戰思想以達成捍衛國家人民自由民

主生活方式之使命。 

黎玉璽謙稱，《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

「述而不作，然全軍破敵，有餘師矣。」

[155]黎此言太過謙虛，因為此兵書「全

部思想體系，製成總表解，列於全書之首；

各集與各篇的内容精義，亦均分別製成表

解」，[156]細思其各個表解，事實上，黎

於此兵書實為述而作表，「書成則網羅通

貫，而盡出其全體大用，不獨條目工夫，

井然燦然而已。」[157]該兵書將散見於

蔣各個時期軍事訓詞、國防書告與作戰手

令之碎片化言論，統整串合成全面完整之

系統化思維，即使至今依然極具值得當今

軍官研究、發掘、學習現今戰場所需實際

指揮用兵之現代化兵學價值。 

遙想1940年3月9日，蔣中正於日記自

記，「自覺對於軍事之心得與指揮，有日

新月異之勢，或可在軍事學上，自成一派，

企追呂尚、孫吳而止之。」[158]相傳西

周兵家呂尚留有兵書《六韜》、[159]史書

記載春秋兵家孫武著有兵書《孫子兵法》、

戰國兵家吳起撰有《吳子兵法》，[160]三

人兵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蔣之自記，

自我期許看齊呂尚、孫武、吳起，以自成

一派之兵書，傳之後世，藏之名山，蔣之

自許，事隔二十六年，1966年10月31日，

黎玉璽替蔣完成其許，使實為《蔣中正兵

法》之《蔣總統軍事思想大系》，永傳於

世，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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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ft for Chiang Kai-shek's 80th birthday:  

 "The System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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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e 16, 2024, this year is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Whampao. The  R.O.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 held celebrations, and the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grand 

event, including the production of stamps, Kaoliang wine, and Chiang Kai-shek swords. The 

souvenir was given as a 100th birthday gift to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 When talking 

about the birthday gifts of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 people can’t help but think of the 

birthday gifts that the first principal of the R.O.C. Military Academy, Chiang Kai-shek, received 

from the people and officials every tenth birthday since he was fifty years old. Among these 

birthday gifts, the military book " The System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Thought 

" compiled by the R.O.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n October 31, 1966, to celebrate the 

80th birthday of Chiang Kai-shek is the most worthy of study by military officers and have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military service.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is military book was scattered 

in Chiang's military instruction, national defense proclamations and notices, command orders 

in various periods. The fragmented remarks are integrated and stringed into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systematic thinking. Even today, it is still of great value for today's military 

officers to study, discover, and learn the modern military science value of actual command and 

use of troops required on today's battlefield. 

 

Key words：Chiang Kai-shek, military thought, military thinking, military book, birthday gi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