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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军要图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恒决于武力

的强弱大小。故建军之事，便成为古今中外每一民族国家的大事。尤以

丁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吾国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

富的资源，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以为自卫，难免野心国家的觊觎。自鸦

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战，每战皆败，这是什

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我武力的孱弱，亦即清廷建军的失败。倘若当时建

军成功的话，则陆海军均具强大的战闘力，那里会打败仗，不特不会打

败仗，恐怕连列强也不敢轻启战端。故国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便常

常以建军为倡导，他说：「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现在

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昔南菲洲有某某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被

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以救亡。」（「共和须以兵力为保

障」讲词)又说：「我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凌侵并，无非以

我国武力不足。今日民国正革命草创，欲中国成为巩固之民国，非有精

强陆军不可。故民国前途依赖我军人之力正多。今日要务在于扩张军备，

以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军人之本分」讲

词）又强调兵力关系民族国家的兴亡说：「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

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

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包括兵力——

浴日注），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

大。」（「民族主义」第一讲）至于欲完成革命大业，亦须拥有武力，

创建好的革命军，国父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

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创有组织或驾驭原有之师旅，皆须以敢死得力之

同志为本位，然后坚固不摇，战胜一切。」（「致邓泽如书」 ）又说：

「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闘，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

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击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

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

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极好骨干成了革

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

命，永远还是要失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讲词），但

为完成革命而建军，其军须与民众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国父说：「今

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
（「北上宣言」）即第一项是说军爱民，民敬军，军民合作，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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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是说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非私人的武力，为保障人民的生命与

利益而作战，自可取得人民的爱护与支持，那有何战不胜！今日我们反

共抗俄，正待积极建军，扩张军备，国父这个伟大的遗教，我们应由研

究而实践。  
 
     综合国父建军的意见和主张，可分为下述各点：  
 
 
 
 
 在建军上，整理军政实为要图，国父于民二目击军政不修，其所

厘定的「国民党政见宣言」极力主张整理军政说：「今日处于武装和平

世界，对外方面，军备亟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整理军备始。盖扩

张军备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在整理军政，军政

整理，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关于整理军政的方法有五：  
 
1.划分军区：于行政区域之外方另划分全国为数大军区，独立处理军事，

使军民分治，易于实一行。  
2.统一军制:今各省军队之编制，亦至不一，纷歧错乱，非军事所宜。故

当使全国之军队，按一定之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  
3.裁汰冗兵：军备须应扩张，而冗兵则不可不裁。盖兵备贵精，其操练

不勤，老弱无用者，理宜一律裁尽也。冗兵既裁，然后于其强壮者训练

纯熟，使之成军，始可以为扩张基础。  
4.兴军事教育：欲扩张军备，则当求良好之将校。吾国今日之将校人才，

异常缺乏，故此数年中，亟宜振兴军事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  
5.扩充兵工厂：吾国今日军备上较大缺点，则为军械不足，兵工厂只有

数所，而制出品为数亦微，今日即欲扩张军备，然无器械，与徒手无异。

故宜极力扩充兵工厂，先使器械丰富。  
 
     这五大主张，因当时本党非执政的政党，未能付绪实施，到了今

日仍具有重大的意义。今日我政府正准备反攻大陆，除「划分军区」外，

而关于「统一军制」，「裁汰冗兵」，「兴军事教育」，「扩充兵工厂」

诸端，均经分别切实施行。就中如「裁汰冗兵」，即在汰弱留强，增进

新生力量，本年经将军中老弱士兵办理除役，计被除役之老弱官兵，共

有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官占少数），分别予以转业，或安插于机关

当公役，或安插于农场垦区耕作，使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政府

一、整理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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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军的成绩，也是本党过去政策实现于今日。关于「扩充兵工厂」，因

我欲反攻大陆，则所需的兵器弹药是大量的，战场消耗也是大量的，光

靠外援，有时而穷，仍须自力更生，以全力发展军需工业，扩充兵工厂，

提高生产能力，重兵器固难一时自给自足，轻兵器亦应做到自给自足。  
 
 
 
 
 整军之外，练兵亦为建军要务。兵法说：「兵在精，不在多。」

精兵全靠教练，教练的不好，系乎战争的胜败至巨。尤以今日武器进步，

技术的专门，战术的革新，及政治思想的复杂，人格道德的低落，更使

我们非重视练兵问题不可。国父说：「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

又说过：「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均见「致蒋

中正函。」）于此，我们要注意的，现代练兵的标准，每个士兵都要训

练他们有充当班长，以至充当排长的能力，他们有了较高一级的能力，

才会做出更好的动作。并且要训练他们有各个独立作战的精神，因为现

代武器的进步，在场战上不仅连长不能照顾全连的士兵，就是一个连长

也照顾不了一排士兵，又要训练他们都具有不怕死的精神，以免临阵缩，

望风而逃。故须假以相当长久的时间。 「不教民而战」固不可，即教

不精而战亦不可。国父说过：「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训练，然

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职守的。近

来文明国的士兵，虽有死守职务，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

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士兵，更是比不上。俗话常说：「好铁不打

钉，好男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士兵，必须经过许久的训练，才勉强有

用，如果说忠心一层，和密蜂比较，更是差的远。密蜂赋有天生合群的

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

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

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直前，毫无顾虑，人

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 」（「国民党奋

闘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这是就精神训练方面来说

的，精神的训练，在养成其忠勇合群的性格，以一当十的闘志，不成功

即成仁的精神，即如国父「军人精神教育」所讲的内容（详见下章），

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须假以相当长久期间。今日我们准备反攻大陆，

此一准备期间似非很短，故应切实利用来作充分完满的训练，一面提高

其革命精神，一面娴熟其战闘技能，使个个都变为精兵锐卒。  
 

二、练兵要点 



《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电子版                            4/ 6                        第七章：建军要图            

李浴日著                           lee@leeyuri.org                     世界兵学社发行 
 

     于此，与练兵有关的编制问题，国父提示了一个很宝贵的意见说：

「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成之后，士兵官长都成

了习惯，而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可

以应我方寸之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

亦无心用之矣。今为应我所用之故，特托嘉兰将军将我卫士练至一营，

以为他军之模范。兄谓我编制规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练至一营或一团

为单位，以一营等一团，以一团等一旅，有何不可？我想人家不欲行我

之制者，则全为故习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

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而以其师承一成为不易也。因

为此故，我更要今日之军人舍去其故习，而服从我之制度，斯将来乃能

服从我之命令，听从我指挥也。如果今日教学生则存一成见，教成之后，

何能使之为革命军负革命之任务。试观北洋之军队，训练非不精，补充

非不备，而作战则远不如败残之杨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与南方稍

有革命行动之军队接触，而无形中学得一二革命之战术也。此间今日所

练之军队，如果将来能听我指挥，则我必导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

此等任务，更非常兵法所有。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练成时，

谓能听我指挥，我决不信也。」（「致蒋中正函」）国父这个改革编制

的主张，例如一个步兵师，共有兵数三八、九九二名，官数一、一六二

员，（注）其人员之多，战闘力之强，实为一较大单位的编制。今后国

军的编制，尤其今日准备反攻的部队，固要充实其人员，尤要加强其火

力，改善其装备，务使一连一排有一连一排的战闘力，一团一营有一团

一营的战闘力，方能达成任务。不过我们要知道：军队的编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进化的，即依于兵器的进步，战术的革新和假想敌军的编

制而进化改变。  
 
 
 
  
 在建军上，关于官兵的生活问题应作合理的解决，方能鼓舞士气，

安定军心。国父于民十三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的辑抚平民士兵

案，其中有一项说：「革命军揭国民党之旗帜，为人民而战，以从事于

悍卫国家，克服民敌者，当受国家之殊遇。兵士于革命胜利之后，国家

应给以适当之土地，使复归于善良之农民。」又经国父厘定的同次代表

大会宣言，其政纲规定有：「将现时募兵制度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

下级军官及士兵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

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固然，这

三、官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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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纲的范围是很大的，但我们从这个政纲及上述的提案，可以看出国

父对于官兵的生活问题非常重视。而这个生活问题，是包括服役与除役

退役的生活问题。政纲中所说的「注意……经济状况」，系指服役时的

生活问题，如薪饷如何提高，衣食如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说的「给以适

当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后的生活问题。至于「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

及职业教育」，这是为增进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今日我政府在台湾已

注意及此，也可以说正在根据国父的遗教来实行，除最近已颁布「战士

授田条例」，使一般战士皆知战后复员时，均有田地可耕，自已及家属

生活可得保证外，又推行「克难运动」，以增进军中生产，且每月均有

鱼、肉、油、豆等物配给，眷属亦有配给，军中康乐设备亦比前充实。

倘能再加改善，更可安定军心，而鼓励士气。  
 
 
 
 
 国父于民十一目击军阀各据一方，拥兵作乱，认为欲谋中国的和

平统一，必须先行裁兵，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为工。他主

张说：「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

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淘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

改为工兵，统一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其工具，每日工作，约

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倍加，

将弁月饷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产之纯

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自无差等。如此

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挺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

有生产发达之象。然后善收外资，投之实业，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

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诸。」（「工兵计划宣言」，民十一发表于

上海）「并于十二年初陆续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及「裁兵筑路」，「欲

救广东宜从裁兵禁赌及政良吏治着手」，「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等讲词，

及「裁兵为统一和平之根本条件」谈话，作积极而广泛之号召，虽然这

个主张以当时军阀的勾心闘角，各怀鬼胎，未能实现。迄民十三于抚辑

平民士兵案中又提议说：「本大会并认本党总理所主张之兵工政策，及

实业的建国方略，为适合于中国改造之政策，负努力宜传及实行之责

任。」亦未实现，直至今日始为我政府推行于台湾，不过由于时势不同，

今日所推行的兵工政策，不是由裁兵来化兵为工，而是运用守台的部队

于备战的余暇，来从事兵工建设。自推行以来，诸如水利工程，铁路公

路的修筑，以及垦荒等，均收获丰硕的成果。既节省了政府很多建设经

四、兵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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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安定了社会工价，增进了军民感情，而官兵的副食费亦均得增加，

尤以一般官兵受此建设上的训练后，其所得经验与技能足供反攻大陆后

建设之需。  
 
     以上系就陆军而言，因当时建军以陆军为主，故在遗教中亦以关

于这一方面的言论为多。此外，关于空军及装甲部队，国父亦曾作过初

步的建设（详见本书「绪言」章）倘若当时财政许可的话，他必作大规

标的扩张。这是国父鉴于这两种新兵种在第一次欧战时的惊人战果，尤

以在未来国际战争上必占最重要地位，国父对于海军素有研究，所得印

象亦至深，因为护法之役靠海军，他说：「护法事 业，凡三波拆，六

年之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 」
（「中国革命史」）又说：「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

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余未来之舰，亦不为彼效命，我已操制海之

权矣。」（「南下护法致邓泽如函」）广州蒙难，退入永丰舰，与陈逆

炯明相持于白鹅潭达两月之久，也是靠海军。尤其他游历世界各国时，

目击列强之强在于海军，民元已开始号召建设强大海军说：「兴船政以

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兴

船政以扩海军」讲词）今日我们为反共抗俄而建军，仍应运循着国父这

条路线而迈进！  
 
 
（注）国父革命军步兵编制表：（其余炮兵飞兵（代骑）工兵辎重车，

机关枪，甲炮车未定）  
 

编  制 组  成 兵数 官  数 

伍  6 0 

列 6 伍 36 1 

连 3 列 108 4 

营 6 连 644 21 

团 6 营 3，888 129 

旅 3 团 11，664 388 

师 3 旅 38，992 1，162 
 

此表兵数定实，官数可酌量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