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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軍要圖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一個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恒決於武力的強弱大

小。故建軍之事，便成為古今中外每一民族國家的大事。尤以丁茲弱肉強食優勝

劣敗的時代，吾國擁有廣大的土地，眾多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如果沒有強大的

武力以為自衛，難免野心國家的覬覦。自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迄

八國聯軍之戰，每戰皆敗，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武力的孱弱，亦即清廷

建軍的失敗。倘若當時建軍成功的話，則陸海軍均具強大的戰闘力，那裡會打敗

仗，不特不會打敗仗，恐怕連列強也不敢輕啟戰端。故  國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

後，便常常以建軍為倡導，他說：「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現在

共和粗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昔南菲洲有某某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被人吞併，

可見共和國家無兵力亦不足以救亡。」（「共和須以兵力為保障」講詞)又說：

「我中國未革命以前，列強環伺，欺凌侵併，無非以我國武力不足。今日民國正

革命草創，欲中國成為鞏固之民國，非有精強陸軍不可。故民國前途依賴我軍人

之力正多。今日要務在于擴張軍備，以完全鞏固之國，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

驅。」（「軍人之本分」講詞）又強調兵力關係民族國家的興亡說：「世界中的

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

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包括兵力——

浴日註），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

（「民族主義」第一講）至於欲完成革命大業，亦須擁有武力，創建好的革命

軍，國父說：「國事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侮之實力，質言之，即是武力，如何

創有組織或駕馭原有之師旅，皆須以敢死得力之同志為本位，然後堅固不搖，戰

勝一切。」（「致鄧澤如書」）又說：「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闘，所以一般官僚

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擊校，是

有甚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

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極好骨幹成

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的革命軍，中國的革命，

永遠還是要失敗。」（「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講詞），但為完成革命而

建軍，其軍須與民眾結合，成為人民的武力。  國父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

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

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北上宣言」）即第一項是說軍

愛民，民敬軍，軍民合作，打成一片。第二項是說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非私人

的武力，為保障人民的生命與利益而作戰，自可取得人民的愛護與支持，那有何

戰不勝！今日我們反共抗俄，正待積極建軍，擴張軍備，  國父這個偉大的遺

教，我們應由研究而實踐。 

 

    綜合 國父建軍的意見和主張，可分為下述各點： 

 

 

 一、整理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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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軍上，整理軍政實為要圖，  國父於民二目擊軍政不修，其所釐定的

「國民黨政見宣言」極力主張整理軍政說：「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世界，對外方

面，軍備亟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備始。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

四年後，而今日入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軍政整理，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

關於整理軍政的方法有五： 

 

1. 劃分軍區：於行政區域之外方另劃分全國為數大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使

軍民分治，易於實一行。 

2. 統一軍制: 今各省軍隊之編制，亦至不一，紛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故當

使全國之軍隊，按一定之編制，俾軍事歸於統一。 

3. 裁汰冗兵：軍備須應擴張，而冗兵則不可不裁。蓋兵備貴精，其操練不

勤，老弱無用者，理宜一律裁盡也。冗兵既裁，然後於其強壯者訓練純

熟，使之成軍，始可以為擴張基礎。 

4. 興軍事教育：欲擴張軍備，則當求良好之將校。吾國今日之將校人才，異

常缺乏，故此數年中，亟宜振興軍事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 

5. 擴充兵工廠：吾國今日軍備上較大缺點，則為軍械不足，兵工廠祇有數

所，而製出品為數亦微，今日即欲擴張軍備，然無器械，與徒手無異。故

宜極力擴充兵工廠，先使器械豐富。 

 

    這五大主張，因當時本黨非執政的政黨，未能付緒實施，到了今日仍具有重

大的意義。今日我政府正準備反攻大陸，除「劃分軍區」外，而關於「統一軍

制」，「裁汰冗兵」，「興軍事教育」，「擴充兵工廠」諸端，均經分別切實施

行。就中如「裁汰冗兵」，即在汰弱留強，增進新生力量，本年經將軍中老弱士

兵辦理除役，計被除役之老弱官兵，共有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官佔少數），

分別予以轉業，或安插於機關當公役，或安插於農場墾區耕作，使人人皆有安定

的生活。這是我政府整軍的成績，也是本黨過去政策實現於今日。關於「擴充兵

工廠」，因我欲反攻大陸，則所需的兵器彈藥是大量的，戰場消耗也是大量的，

光靠外援，有時而窮，仍須自力更生，以全力發展軍需工業，擴充兵工廠，提高

生產能力，重兵器固難一時自給自足，輕兵器亦應做到自給自足。 

 

 

 

 

 

整軍之外，練兵亦為建軍要務。兵法說：「兵在精，不在多。」精兵全靠教

練，教練的不好，繫乎戰爭的勝敗至鉅。尤以今日武器進步，技術的專門，戰術

的革新，及政治思想的複雜，人格道德的低落，更使我們非重視練兵問題不可。  

國父說：「練兵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又說過：「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

支決死之革命軍。」（均見「致蔣中正函。」）于此，我們要注意的，現代練兵

的標準，每個士兵都要訓練他們有充當班長，以至充當排長的能力，他們有了較

二、練兵要點 



《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電子版                              建軍要圖                               第七章              

李浴日著                                3／5                           世界兵學社發行 

高一級的能力，才會做出更好的動作。並且要訓練他們有各個獨立作戰的精神，

因為現代武器的進步，在場戰上不僅連長不能照顧全連的士兵，就是一個連長也

照顧不了一排士兵，又要訓練他們都具有不怕死的精神，以免臨陣縮，望風而

逃。故須假以相當長久的時間。「不教民而戰」固不可，即教不精而戰亦不可。  

國父說過：「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久的訓練，然後才能應戰。到了臨陣的時

候，還有計及生死利害，違反他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士兵，雖有死守職務，不

計利害的，但是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蜜蜂。至於中國的士兵，更是比不

上。俗話常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要他們成好士兵，必須經過許久

的訓練，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忠心一層，和密蜂比較，更是差的遠。密蜂賦有天

生合群的性質，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賦有

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質，但須加訓練，然後合群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

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勇往直前，毫無顧慮，人每因後天的訓練，

沒有嫻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國民黨奮闘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

重軍事」講詞）這是就精神訓練方面來說的，精神的訓練，在養成其忠勇合群的

性格，以一當十的闘志，不成功即成仁的精神，即如  國父「軍人精神教育」所

講的內容（詳見下章），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須假以相當長久期間。今日我們

準備反攻大陸，此一準備期間似非很短，故應切實利用來作充分完滿的訓練，一

面提高其革命精神，一面嫻熟其戰闘技能，使個個都變為精兵銳卒。 

 

    于此，與練兵有關的編制問題，  國父提示了一個很寶貴的意見說：「今日

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士兵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

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為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

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為應我所用之

故，特托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為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

若果因此何不練至一營或一團為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等一旅，有何不

可？我想人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為故習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

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而以其師承一成為不易

也。因為此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

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

為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

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

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

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

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我指揮，我決不信也。」（「致蔣中正

函」）  國父這個改革編制的主張，例如一個步兵師，共有兵數三八、九九二

名，官數一、一六二員，（註）其人員之多，戰闘力之強，實為一較大單位的編

制。今後國軍的編制，尤其今日準備反攻的部隊，固要充實其人員，尤要加強其

火力，改善其裝備，務使一連一排有一連一排的戰闘力，一團一營有一團一營的

戰闘力，方能達成任務。不過我們要知道：軍隊的編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進

化的，即依於兵器的進步，戰術的革新和假想敵軍的編制而進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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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軍上，關於 

 

官兵的生活問題應作合理的解決，方能鼓舞士氣，安定軍心。國父於民十三

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的輯撫平民士兵案，其中有一項說：「革命軍揭國民

黨之旗幟，為人民而戰，以從事於悍衛國家，克服民敵者，當受國家之殊遇。兵

士於革命勝利之後，國家應給以適當之土地，使復歸於善良之農民。」又經  國

父釐定的同次代表大會宣言，其政綱規定有：「將現時募兵制度改為徵兵制度，

同時注意下級軍官及士兵之經濟狀況，並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

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固然，這個政綱的

範圍是很大的，但我們從這個政綱及上述的提案，可以看出國父對於官兵的生活

問題非常重視。而這個生活問題，是包括服役與除役退役的生活問題。政綱中所

說的「注意……經濟狀況」，係指服役時的生活問題，如薪餉如何提高，衣食如

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說的「給以適當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後的生活問題。至於

「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這是為增進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今

日我政府在臺灣已注意及此，也可以說正在根據  國父的遺教來實行，除最近已

頒佈「戰士授田條例」，使一般戰士皆知戰後復員時，均有田地可耕，自已及家

屬生活可得保證外，又推行「克難運動」，以增進軍中生產，且每月均有魚、

肉、油、豆等物配給，眷屬亦有配給，軍中康樂設備亦比前充實。倘能再加改

善，更可安定軍心，而鼓勵士氣。 

 

 

 

 

國父於民十一目擊軍閥各據一方，擁兵作亂，認為欲謀中國的和平統一，必

須先行裁兵，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為工。他主張說：「軍興以來，

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為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淘

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為工兵，統一編制，一切如舊，收其

武器，與其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

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

其工作所產之純利，以一半歸於國家，以一半歸於工兵，論人數均分，自無差

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為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慮，工事日繁，

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收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弊，謀社會之繁榮，

轉危為安，悉繫於諸。」（「工兵計劃宣言」，民十一發表於上海）「並於十二

年初陸續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及「裁兵築路」，「欲救廣東宜從裁兵禁賭及政

良吏治著手」，「和平統一化兵為工」等講詞，及「裁兵為統一和平之根本條

件」談話，作積極而廣泛之號召，雖然這個主張以當時軍閥的勾心闘角，各懷鬼

胎，未能實現。迄民十三於撫輯平民士兵案中又提議說：「本大會並認本黨總理

所主張之兵工政策，及實業的建國方略，為適合於中國改造之政策，負努力宜傳

及實行之責任。」亦未實現，直至今日始為我政府推行於臺灣，不過由於時勢不

同，今日所推行的兵工政策，不是由裁兵來化兵為工，而是運用守臺的部隊於備

三、官兵生活 

四、兵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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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餘暇，來從事兵工建設。自推行以來，諸如水利工程，鐵路公路的修築，以

及墾荒等，均收穫豐碩的成果。既節省了政府很多建設經費，安定了社會工價，

增進了軍民感情，而官兵的副食費亦均得增加，尤以一般官兵受此建設上的訓練

後，其所得經驗與技能足供反攻大陸後建設之需。 

 

    以上係就陸軍而言，因當時建軍以陸軍為主，故在遺教中亦以關於這一方面

的言論為多。此外，關於空軍及裝甲部隊，  國父亦曾作過初步的建設（詳見本

書「緒言」章）倘若當時財政許可的話，他必作大規標的擴張。這是  國父鑒於

這兩種新兵種在第一次歐戰時的驚人戰果，尤以在未來國際戰爭上必佔最重要地

位， 國父對於海軍素有研究，所得印象亦至深，因為護法之役靠海軍，他說：

「護法事業，凡三波拆，六年之秋，余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開非常會

議，舉余為大元帥。」（「中國革命史」）又說：「向來革命之成敗，視海軍之

向背，此次文實率海軍主力艦隊南來，其餘未來之艦，亦不為彼效命，我已操制

海之權矣。」（「南下護法致鄧澤如函」）廣州蒙難，退入永豐艦，與陳逆炯明

相持於白鵝潭達兩月之久，也是靠海軍。尤其他遊歷世界各國時，目擊列強之強

在於海軍，民元已開始號召建設強大海軍說：「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

列強齊驅並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興船政以擴海軍」講詞）今日我們

為反共抗俄而建軍，仍應運循著  國父這條路線而邁進！ 

 

 

（註） 國父革命軍步兵編制表：（其餘砲兵飛兵（代騎）工兵輜重車，機關

槍，甲砲車未定） 

 

編  制 組  成 兵  數 官  數 

伍  6 0 

列 6 伍 36 1 

連 3 列 108 4 

營 6 連 644 21 

團 6 營 3，888 129 

旅 3 團 11，664 388 

師 3 旅 38，992 1，162 

 

此表兵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