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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與抗戰： 
論中國軍馬與軍鴿之整備(1931-1945) 

楊善堯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中日關係逐漸進入一種白熱化的緊張狀態，

蔣中正此時對於軍事上的方針則是以先充實自我實力為最高原

則，故此時有許多關於軍事上的改革或整頓皆在此時有所作為，

本文所要談論的軍馬與軍鴿，以及獸醫事業在戰時所發揮的作

用，即為一例。當時在中國主管獸醫或是應用於軍事上的動物管

理單位主要有三，分別是陸軍獸醫學校、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

醫系以及軍政部馬政司，此三個單位正好分為教育、應用、行政

管理三方面來執行當時中國關於獸醫事業的工作。從清末以來直

到1936年馬政司成立前，中國的馬政事業基本上是處於一種較為

消極的狀態，或許也與當時中國仍處於動盪不安的情況有所關

係，直到馬政司成立後，才開始有了完整且長遠的規劃。另在戰

時，軍馬除騎兵部隊外，對於砲兵部隊的重要性也是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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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運輸方面軍馬是一個不可或缺的要素。軍鴿，這個在一次

大戰後又重新被各國所重視的通訊方式，在中國也有所作為，當

時也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訓練方式，並且實際運用於戰場之上。當

現代化通訊設備無法使用之時，軍鴿就可作為一種輔助的通訊方式。 

關鍵詞：軍馬、軍鴿、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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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931 年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中日之間的關係逐漸進入一種白熱化的

緊張狀態，蔣中正雖以先安內後壤外的政策來回應當時的情況，主張先迴

避日本的侵略，解決當時國內共產黨的問題，並以充實自我實力為上的方

針來制定當時的政策與軍事行動。故在 1931 年之後，蔣中正有許多的作為

皆以整理軍隊、統一軍事為主要目的，力求軍事上的統一與進步，蔣認為，

軍隊不能整理，軍事不能統一，革命必不能夠成功。1因此，本文所要談論

的軍馬與軍鴿以及獸醫事業在戰時所發揮的作用與貢獻，即為蔣中正在此

時開始整頓與推展的一例。 

  軍馬方面，中國在很早以前就將馬匹當成是一種戰爭的工具，其功用

分為直接與間接性，直接性即為將馬匹當成騎乘工具，直接投入戰場作戰，

間接性在於將馬匹用於後勤運輸之用途，這樣的做法，一直到民國成立至

抗日戰爭時，馬匹仍是很重要的一項軍需要素。軍鴿方面，古有飛鴿傳書

之說，利用鴿子來相互傳遞與聯繫訊息，在兩次世界大戰中，歐美國家將

信鴿用於軍事通訊方面更是達到巔峰，戰場上，常見士兵騎著載有鴿籠的

自行車或是開著載有鴿舍的汽車，往來傳遞情報訊息。2在中國，雖在清末

以來已有電報技術之引進，3但到了對日抗戰時，在軍事上利用「飛鴿傳書」

作為軍事聯繫用途仍是一個存在的事實。故本文所要探討的是軍馬與軍鴿

這兩種在古代就被拿來作為軍事用途的動物，進入民國之後，在種種現代

化機械設施逐步引進中國之情況下，軍馬與軍鴿究竟對於當時的戰爭還有

何作為與貢獻？並且將以 1931 年後，蔣中正在對日整軍備戰的情況之下，

如何將當時的獸醫教育與戰爭結合，以及國民政府內關於管理及訓練軍馬

                                                      
  1  秦孝儀 主編，《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

會，1984)，卷10，〈演講〉，483-484。 

  2 佚名，〈在抗戰時期我國曾徵用民間信鴿用於軍事通訊〉， 
引自http://bird.intopet.com/99005.shtml (擷取時間：2011.09.12)。 

  3  中國第一條電報線於1871年架設，由英國、俄國、丹麥三國共同鋪設，從香港到上

海至長崎，並在該年6月3日開始收發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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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軍鴿之單位沿革，作為本文之討論重點。 

二、 全國獸醫事業之開展 

  十八世紀以降，西方國家利用科學之發達，將運用於戰場上之動物進

行品種改良及優良品種的育成，列為國防及經濟建設之要素之一。4此時的

西方國家醫學之發展，也由醫人進而及於醫畜獸，是以獸醫一科之設為東

西各國無不重視此項學術研究，且應有專門學校訓練人才。5在清末大量引

進西方知識時，獸醫這項現代醫學知識也同時引進中國，在民國成立之後，

獸醫發展，大致可分為陸軍獸醫學校、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醫系，以及

政府為因應戰時需求所成立之軍政部馬政司，以下就這三個獸醫相關單位

逐一介紹。 

(一) 陸軍獸醫學校 

  在清末新政改革中，隨同新式陸軍的改革，注意到了馬政為配合陸軍

作戰之需要，亦須革新，故有改組馬政培育機關之作為。1904 年 12 月 1

日，在直隸保定東關小營村的北洋速成武備學堂內，創建了第一所西式獸

醫專業學校―北洋馬醫學堂，此為中國獸醫培育之濫觴，亦為亞洲大陸第

一所。6 

  北洋馬醫學堂成立半年後即遷至天津，並於 1907 年更名為陸軍馬醫學

堂，民國成立以後，再度更名為陸軍獸醫學校，1919 年校址由天津遷回北

京，1928 年國民革命軍北伐成功後，由軍事委員會軍醫處派員前往清查，

並委託當時的教務主任王毓庚為校長，7學校隸屬於軍政部陸軍署軍醫司所

                                                      
  4  謝成俠，《中國養馬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248。 

  5  「上海獸醫專科學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實業部漁牧司檔案》，檔

號 17-27-173-01。 

  6  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上)〉，《動植物防疫檢疫》

16(2008.04): 4。 

  7  張研、孫燕京 主編，《軍政部陸軍署軍醫司工作報告書》，上冊，收入《民國史料

叢刊：政治．軍隊戰爭》，第255冊(北京：大象出版社，200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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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8九一八事件爆發後，軍政部令獸醫學校於 1936 年南遷南京小營原

騎兵學校的校址，1937 年蘆溝橋事變爆發後，獸醫學校即向內陸遷移，先

以湖南益陽為臨時遷移地點，再往貴州安順遷徙。91942 年 12 月，軍政部

公佈陸軍獸醫學校西北分校組織條例及編制，10同年該校成立於蘭州，11至

抗戰結束後，西北分校因政府對於獸醫事業的制度與教育重做全盤性的規

劃，故在抗戰一結束，即撤銷該校。12 

  抗戰結束後，因聯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獸醫主任史丹福塞受邀前來中國

協助改進獸醫教育及獸醫工作，認為中國欲改進與提升獸醫教育及工作水

準，應統合現有之獸醫資源，再輔以當時救總所提供之資源，如輸入優良

牲畜、提供獸醫器材、提供國外獸醫人才等，成立一所大型的獸醫教育單

位，史丹福塞並舉江西省為例，經過調查，江西省每年家畜因瘟疫而致死

者，其損失的金錢，將比開設兩個美國最優之獸醫學校一年所需之經費為

大，且對於中國如單純只藉由國外輸入優良家畜，欲以此恢復中國之畜牧

業，對於畜病防範不加以重視的話，是一種不智之行為。因此才在 1947 年，

整合國內所有獸醫相關教育單位資源，正式在甘肅蘭州設立國立獸醫學

院，為當時國內獨立之最高獸醫養成教育單位。13 

                                                      
  8  張研、孫燕京 主編，〈國民政府暨各院部會處組組織系統圖〉，《民國史料叢刊：

政治．政權機構》，第69冊(北京：大象出版社，2009)，260。 

  9  簡基憲，〈陸軍獸醫學校：臺灣畜牧獸醫教育的推手(下)〉，《動植物防疫檢疫》

17(2008.07): 6。 

 10  獸醫學校西北分校之設置，其考量點在於西北乃畜牧重要之生產點之一，在九一八

事件後，東北逐漸淪為日軍所控制之地，原東北大片的畜牧養殖產業即非國民政府

所控制，因此基於戰略考量，在1934年宋子文前往西北考察青海省建設時，即建議

在西寧至蘭州之公路建設完成後，因以改良畜牧條件為前提，立即籌辦獸醫院事業。

「宋子文等電蔣中正建設青海擬從改良畜牧及設獸醫院入手而建築道路則待西蘭公

路完成後勒謀舉辦等文電日報表」，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200-00435-088。 

 11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總務部分之馬政紀要」，國史館藏，《陳誠副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4-004。 

 12  「軍政部三十四年度第三十次部務會報紀錄」，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檔案》，

檔號 008-010706-00032-030。 

 13  「朱家驊等呈設立獸醫學院辦法及經費」，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

001-091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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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醫系 

  中央農業實驗所之成立以推動中國農業之發展、振興農村經濟為主

旨，1931 年，農業學家鄒秉文14向政府提出為解決全國之農業問題，應在

南京設置一個中央農業改進所，各省各自設立一個農業改進所，此項建議

為政府所採納，同年 4 月，中央農業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立，該所宗

旨以主管全國農業研究改良與推廣為目標，爾後，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

上討論該所組織時，戴季陶提議，該所名稱由「研究」改為「實驗」，以表

示注重其實用性的應用，而非理論性的研究，故於 1932 年 1 月在南京正式

成立，定名為中央農業實驗所。15該所分為三科，各科下再細分為九系，16

畜牧獸醫系即為其中之一系。 

  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醫系之成立，其主要目的在於研究獸醫及製造

抗豬瘟、牛瘟之血清，以及關於獸疫之防治工作為主，17成立之初，因相關

研究成果尚未充實，且該所之硬體設施，如研究實驗室等建築短時間內尚

無法完成，故畜牧獸醫系先行與上海商品檢驗局合辦獸疫防治所於上海，

1935 年 7 月又與青島商品檢驗局合作，委託該局籌辦血清製造所代製血清18以

                                                      
 14  鄒秉文(1893-1985)，原籍江蘇蘇州，生於廣東廣州，為中國近現代之農業學家、植

物病理學家，為中國近現代農業研究及教育創始人之一。1910年留學美國，1912年
入康乃爾大學，1916年學成歸國，先後任職於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南京高等師範學

校首任農科主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上海商業銀行副總經理、國民政府財政部

貿易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委、中國駐聯合國農糧組織首任首席代表、中美農業技術

合作團中方團長、中華農學會理事長等職，1948年赴美擔任由華僑經營的和昌公司

董事長一職，1956年回中國大陸。留美期間，曾與留美同學楊杏佛、茅以升等人發

起組織中國科學社，並創辦科學月刊，周恩來曾讚許鄒、楊、茅三人為東南三杰。 

 15  李自典，〈中央農業實驗所述論〉，《歷史檔案》4(2006): 113。 

 16  中央農業實驗所共分植物生產、動物生產、農業經濟三科，植物生產科下設有農藝、

森林、植物病蟲害、土壤肥料四系，動物生產科下設有蠶桑、畜牧獸醫兩系，農業

經濟科下設有農村工業、農村調查、農業經營三系。 

 17  「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醫系工作報告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實業

部漁牧司檔案》，檔號 17-27-173-05。 

 18  當時該血清製造所所製造之血清有牛疫預防液、牛疫血清、炭疽血清、狂犬病預防

液、豚虎列拉預防液、鼻疽診斷液等藥品。分銷於青島、平津、山東、上海、杭州、

江西、湖北、福建、廣西、山西、陝西、四川等地，並曾銷售於日本及平津德商美

商洋行及各國駐華使館。秦孝儀 主編，《革命文獻》，第102輯》(臺北：中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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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當時中國各地畜牧或軍事之用。19 

  抗戰爆發後，中央農業實驗所隨即遷往重慶，並改組內部組織，將原

本的三科九系直接分為九系，20畜牧獸醫為其中之一系，至 1940 年農林部

成立，隔年在農林部之下設置中央畜牧實驗所，原中央農業實驗所畜牧獸

醫系之業務工作改由該所掌理。關於該所獸醫相關業務，仍以動物瘟病研

究、血清製造、防治獸疫為主，並附設獸醫專科學校及獸醫訓練班，以及

先後在西北、西南、青海等地設立獸疫防治處，以協助各地推行防疫工作。21 

1. 軍政部馬政司 

  軍政部馬政司之設立，為國民政府中央正式有馬政執行機構之始。221928

年 10 月，國民政府行政院軍政部成立之時，關於獸醫相關單位分屬在軍醫

司的獸醫科與軍務司的軍牧科，分別掌管牲畜之醫療與教育以及馬政建設

與軍馬補充，之後因有感於軍馬資源之缺乏以及馬政相關工作急待進行，

故於 1936 年 6 月，將軍醫署之獸醫組、23軍務司軍牧科以及軍事委員會馬

政委員會三個單位合併，成立馬政司，隸屬於該年成立之軍務署之下。24 

馬政司之下，分設牧政、馬事、獸醫 3 科，牧政科掌管通馬政，馬事科掌

                                                                                                                         
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抗戰建國史料：農林建設(一)，26。 

 19  「呈請發展全國獸醫事業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實業部漁牧司檔案》，

檔號 17-27-173-06。 

 20  為因應戰時農業政策，1938年國民政府將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將中央農業實驗所歸

其管轄，1940年，農林部獨立出經濟部，直屬行政院，中央農業研究所又劃歸農林

部，作為全國農林技術的總樞紐機關。遷至重慶後，內部改組分為九系，為稻作、

棉作、麥作雜糧、森林、蠶桑、畜牧獸醫、土壤肥料、植物病蟲害、農業經濟等九

系。李自典，〈中央農業實驗所述論〉: 116-117。 

 21  秦孝儀 主編，《革命文獻》，第102輯，抗戰建國史料：農林建設(一)，25-27。 

 22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總務部分之馬政紀要」，國史館藏，《陳誠副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4-004。 

 23  軍醫司原屬於軍政部陸軍署之下轄單位，自剿匪以來，各地軍醫院遍布，軍隊衛生

亦須積極改進，軍醫司之業務日益繁重，故於1935年4月，將軍醫司與軍事委員會軍

醫設計監理委員會合併，擴充為軍醫署，改隸軍委會，1937年7月之後，又改隸為軍

政部。 

 24  「軍政部之組織沿革」，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5-000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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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陸軍馬政，獸醫科掌管獸醫行政，1937 年 8 月增設屯墾科，但於 1940

年 3 月裁撤，1940 年 3 月再增設總務科。25 

歷任馬政司負責人26 

姓名 任期 

余玉瓊 1936年至1941年2月1日 

曾廣麟 1941年2月1日至1944年2月11日 

朱其爙 1944年2月11日至1945年 

武泉遠 1945年至1946年5月 

 

以上所介紹之 3 個獸醫相關單位，為民國成立之後關於獸醫教育、醫療、

研究、應用等主要機構，若以性質來區分，陸軍獸醫學校主要為養成教育

單位，改制後的中央畜牧實驗所主要是以實際防治的應用為主，軍政部馬

政司則為政府機關中負責統籌全國獸醫相關事業，不論是分屬那種性質，

對於戰時而言，皆有分工之效，且對於之後筆者所要談的軍馬與軍鴿，在

戰前的訓練規劃乃至於戰時的實際應用，皆有影響。 

  而除了這 3 個屬於政府層級的機構外，獸醫相關事業在一些大專院校

也同樣有其設置，如中央大學、西北農林學校、廣東中山大學、四川大學、

武漢大學、各省之農學院等，這些學校設置目的在於造就中等獸醫人才、

籌設畜牧實驗場、獸醫研究院或是派遣學生出國留學等。27 

                                                      
 25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總務部分之馬政紀要」，國史館藏，《陳誠副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4-004。 

 26  本表整理自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 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

書局，1995)，462-467。 

 27  「呈請發展全國獸醫事業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實業部漁牧司檔案》，

檔號 17-27-1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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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馬政計畫及軍馬於戰時之應用 

  在談論軍馬實際應用於戰場上之前，首先先來談談關於中國馬政事業

在抗戰爆發前的整備概況。 

  馬政事業屬國家行政中之一部分，東西各國皆將全國馬政分為普通馬

政與陸軍馬政兩大部分，普通馬政之業務為求全國產馬體型資質之改良，

與馬數之增殖，以求適於軍事與農工商等使用，共同發展國家與人民之經

濟生產力，並為軍馬資源儲備民間為原則。陸軍馬政之業務，是為增進軍

馬素質之優良，購買民間生產之良馬以補充軍用，以建設強國之軍備為原

則。以供需而論，普通馬政為生產者及供給者，陸軍馬政為消耗者與需要

者，任何國家之馬政原則，均以供給與需求之平衡為行政上之最低需求。28 

  我國近代馬政之始，可溯及清代順治元年(1644)所設之太僕寺為開始，

為兵部武庫司所管轄，至乾隆十四年，將東北之察哈爾牧場移歸太僕寺管

理，因東北產馬之豐，故此時之馬政成果頗有成效，至光緒三十二年(1906)

改革官制時，將太僕寺併入陸軍部，改設軍牧科，掌理全國牧政事宜，民

國元年後，軍牧科撤銷，原轄下之察哈爾牧場劃歸察哈爾都統兼辦，中央

設有馬政單位之建置至此中斷，此後任憑自然，無人管理，以致馬匹數量

及質量逐年下降。 

  1914 年，根據西方人在中國所作之馬政調查報告，當時全國的馬匹數

量為四百九十餘萬頭，但至 1931 年，中國官方自行派人所調查之報告卻指

出，經派員至滿蒙各省調查之結果，大概統計，全國產馬之總數約剩一百

萬餘頭，以較民國初年時西方人所調查之成果減少了五分之四以上，至 1936

年，資源委員會再度派員調查時，總數雖有回升至三百八十餘萬頭，但根

據當時全國人口數分之，每千人只有八匹的配額，與法國之七十，德國之

五三，英國之二四，日本之二三，俄國之一九，均相差甚遠，而這些國家

以機器代替人力之處比中國甚多，由此觀之，更加看出問題之嚴重性。又

近數年來各省公路建設頗多，而運輸全仗汽車，不但漏油甚鉅，而且運費

                                                      
 28  「軍政部預定建設全部馬政計畫表位置要圖各乙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實業部漁牧司檔案》，檔號 17-27-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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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昂，一般人民之乘坐及貨物之轉運，均不能利用，一旦有事，汽油發生

障礙，則公路之效用全失，軍需之供給亦將極感困難，故無論為平時供民

用或戰時供軍需，均有速設種馬牧場，以提倡畜養指導改良之必要。29 

另根據軍隊中派往購馬之委員高豪所報告，1931 年 8 月，受中央直轄部隊

所託前往購置馬匹，30月達數次，但皆因無馬可購而返回，原產馬之地現已

進入無馬可買之窘境，若中央再不整頓馬政事業，提倡生產與改良品種，

不但軍馬補充來源斷絕，且全國產馬不用數年即將滅種矣。31 

  由此可看出，在 1936 年馬政司成立之前，政府對於馬政事業的態度是

較為消極的，或許，這與當時中國內部仍處於戰亂動盪之情況有所關係，

政府的控制力無法深及全國，故無法作出全盤性之馬政規劃。馬政司成立

後，1937 年 7 月隨即頒布「全國馬政建設計劃」，將計畫分為 54 年之長期

規劃，第一期為 30 年，第二期為 24 年，全國應建設種馬牧場 12 所、種馬

育成所 1 所、種馬所 85 所、配種所無定數，以及其他相關之軍牧場防疫所、

競馬所、軍馬補充本部等機關。32這是至民國以來，第一個全盤性長期規劃

的馬政建設計劃。其計畫綱領摘要內容如下： 

本計畫係以軍馬及民馬行共同之改良，不必分別進行，使其適合軍

事與經濟為依歸。蓋軍馬要求最為嚴格，苛其體型適合軍用，則自

然亦適合民用，唯一要點只在選擇種馬之注意而已。至建設馬政之

順序，按國防財力，產馬情形，與現在環境，擬從南京開始，再向

西北各省及黃河流域推廣，次及長江及珠江流域。需在最短期間內

增殖改良馬二百萬匹以上。至應建設之場所，普通馬政方面設種馬

牧場十一所，種馬育成所一所，種馬所八十餘所，配種所多處，競

馬場十七所，獸疫防治所三十所，防疫分所若干所。陸軍馬政方面，

                                                      
 29  「董時進擬請資源委員會與江西省農業院合作飼養與訓練通信鴿案及洽商在該省籌

設種馬牧場案等」，國史館藏，《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 003-010301-1455。 

 30  中央直轄部隊為中央騎兵第一旅、中央軍校警衛軍教導師、四十五師、四十七師、

四十八師、五十八師、騎兵二師。 

 31  「軍政部預定建設全部馬政計畫表位置要圖各乙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實業部漁牧司檔案》，檔號 17-27-210-04。 

 32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總務部分之馬政紀要」，國史館藏，《陳誠副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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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設軍牧場五所，軍馬補充支部二十二所。完成年限暫定五十四年，

民國二十三年以後之三十年為第一期，此期內需成立中央馬政機

關，建設各牧場，至少有改良馬一百萬匹以上，召開全國馬政會議，

調查考察及購買外國種馬，劃分馬政管區，統一民有種馬的檢查，

充實陸軍獸醫學校，建設獸醫器材庫及其他一切設備。第二期共二

十四年，繼續前期未完成之業務，使產馬血統漸行固定，務生產多

數乘輓型中間種，成立軍馬補充部，各軍牧場改為軍馬補充支部，

施行獎勵助成等法，統一指導各省或私人牧馬，改良種普及於全國，

普通馬政、陸軍馬政及獸醫行政分別進行，此為馬政建設初步完成。33 

此計畫基本上是參考日本馬政建設計劃所訂定的，根據先前軍牧科所上之

建議報告，即建議我國馬政之建設應參考法、日兩國之成效而制定一部適

合本國國情之規劃。34 

  而在計畫綱要中提到，擬定從南京開始，向西北各省及黃河流域推廣，

再次及長江及珠江流域，若以中國產馬之牧地而言，此計畫似乎忽略了廣

大的東北及內蒙地區，但以該計畫制定之時，日本之勢力範圍已侵入中國

東北及內蒙地區，故此計畫只得以南京為開辦中心，再向全國其他各地開展。 

  有了相關發展計畫後，接下來要來談論關於軍馬實際在戰場上之應

用。長期以來，馬在戰爭、運輸、耕耘等方面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今

天隨著科技的發展進步，馬的地位雖退居至次要的地位，但在國防軍事上，

無論是騎兵、砲兵、通訊兵等依舊必須仰賴軍馬，在沙漠、山區、草原等

地形，馬仍扮演著運輸跟騎乘的重要角色。35對於騎兵部隊而言，軍馬的重

要性自是不可或缺，故本文在此暫不詳加描述，待日後或可另文處理。此

處所欲談之軍馬實際在戰場上之應用，主要是從軍馬對於砲兵部隊之用途

來談。 

  抗戰初期，蔣中正曾給何應欽一封手諭，曰：「通令各砲兵旅團營長，

                                                      
 33  謝成俠，《中國養馬史》，249。 

 34  「軍政部預定建設全部馬政計畫表位置要圖各乙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實業部漁牧司檔案》，檔號 17-27-210-04。 

 35  佟屏亞、趙國盤 編著，《畜禽史話》(北京：學術書刊出版社，19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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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馬匹之調養應特別注重，每星期必須親自輪流檢查一次，如調養不良

或有瘦弱疾病之騾馬，則必處罰其主管，與馬伕同樣受懲，並由軍政部速

定調養騾馬之獎懲辦法，與馬政司輪流定期檢查辦法為要。」36由這封手諭

可看出蔣中正對於軍馬在砲兵部隊中之待遇有相當要求。因軍馬與部隊有

相輔相成之關係，但常常因役務之繁劇，勞動過度，餵養不時，而導致疾

病癆傷。又國民革命軍源起於南方部隊，在馬匹的運用上甚少，獸醫之素

質也多所不佳，37因此在馬匹的養護上，仍是處於不足的程度。且根據戰後

的統計，戰時軍馬的消耗數量驚人，其最大原因之一就是獸醫人員未盡職

責，且各部隊主官亦不能責成獸醫人員聽其建議以切實愛護保育馬匹。38 

  抗戰期間，中國方面的軍隊，陸軍主要是使用步兵武器及輕型火砲交

鋒，且當時中國內陸的交通條件尚未完備，陸戰也多由徒步或是馬騾部隊

進行交鋒，故在火砲的使用上，重型砲較少使用，主要是以輕型砲為主。39

但不論是何種砲型，其重量為人所不能負擔，在運輸方面，就必須得仰賴

軍馬之力，因此除養護之外，軍馬的補充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1939 年在馬政司所擬定之砲兵部隊馬騾補充計畫中，根據統計，當時

中國之砲兵部隊共分 7 個旅及一個戰車砲教導總隊，這 8 個砲兵單位中，

只有砲 7 旅為機械化之砲兵部隊，以車輛機械來運送火砲，其餘 7 個單位

皆仍以軍馬來輸送，以當時砲兵部隊之軍馬需求量而言，最低的建置大約

為兩萬餘匹，但當時根據統計，砲兵部隊中之現有軍馬，扣除當時新編之

迫擊砲團，40只有約 6 成 3 的數量，也就是說，各砲兵部隊尚缺超過七千匹

的軍馬，差額甚大。41 

                                                      
 36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60100-00130-011。 

 37  張研、孫燕京 主編，《軍政部陸軍署軍醫司工作報告書》，上冊，456。 

 38  「軍政部電為修正三十四年甲乙種軍師獸醫編制」，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

檔案》，檔號 008-010704-00010-010。 

 39  徐焰，〈從抗戰時中日武器對比看軍隊戰鬥素質〉，《兵器知識》3(2009): 34。 

 40  當時新編之迫擊砲團有第六、第八、第十八、第十九等四個團。 

 41  「何應欽呈蔣中正第二期整訓部隊主要武器現有及擬補充數量表，馬政司呈蔣中正

砲兵部隊馬騾補充計畫，何應欽城蔣中正砲兵部隊補充情形附具概況簡表」，國史

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102-0007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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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部隊所需馬騾補充計畫表 

隊號主官姓名 編制數 現有數 尚缺數 補充方法 備考 

砲一旅 

李汝炯 

A1R 李康庵 800 543 257 補充現馬騾200匹，

其餘57匹，飭以現存

截乾款自行購補。

 

A3R 谷宗仁 800 362 438 撥補現馬騾350匹，

其餘88匹，飭以現存

截乾款自行購補。

 

A5R 黃  道 800 602 198 撥補現馬騾150匹，

其餘48匹，飭以現存

截乾款自行購補。

 

砲二旅 

張廣厚 

A2R 李前榮 1,181 624 557 撥補現馬騾440匹，

其餘117匹，飭以現

存截乾款自行購補。 

 

A7R 鄺書霈 1,181 420 761 撥補現馬騾600匹，

其餘161匹，飭以現

存截乾款自行購補。 

 

A20R 王顯慶 1,181 1069 112 撥補現馬騾80匹，其

餘32匹，飭以現存截

乾款自行購補。 

 

砲三旅 

孔慶桂 

A4R 張益熙 1,210 516 694 撥補現馬騾550匹，

其餘144匹，飭以現

存截乾款自行購補。 

 

A15R 譚子琦 1,181 996 185 撥補現馬騾140匹，

其餘45匹，飭以現存

截乾款自行購補。

 

A16R 董明潤 1,248 625 623 撥補現馬騾500匹，

其餘123匹，飭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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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截乾款自行購補。 

砲四旅 

王若卿 

A8R 彭沐之 623 248 339 於其他各團所需馬

騾補足後，仍按編制

數補足。 

已按最低

需 要 數

274 匹 補

足。 

A18R 熊彙湘 623 335 288 於其他各團所需馬

騾補足後，仍按編制

數補足。 

已按最低

需 要 數

274 匹 補

足。 

A19R 曹英麟 623 442 181 於其他各團所需馬

騾補足後，仍按編制

數補足。 

已按最低

需 要 數

274 匹 補

足。 

砲五旅 

史文熹 

A6R 紀毓魯 623 300 323 於其他各團所需馬

騾補足後，仍按編制

數補足。 

已按最低

需 要 數

274 匹 補

足。 

A9R 唐雨巖 975 798 177 撥補現馬騾140匹，

其餘37匹，飭以現存

截乾款自行購補。

 

砲六旅 

黃永安 

A12R 孟吉榮 1,248 1,201 47 飭以現存截乾自行

購補。 

 

A17R 葉筱泉 1,248 658 590 該 團 現 僅 有 火 砲 6

門，已可敷用，擬於

火炮領到後，再行增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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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車砲

教導總

隊 

張  權 

A51R 趙繼和 713 168 545 儘數撥補現馬騾。  

A53R 蔡西庚 1,044 1,044 無 已補足，不再補充。  

A54R 張  權 972 934 38 儘數撥補現馬騾。  

A55R 龔  愚 961 531 430 儘數撥補現馬騾。  

A56R 朱式勤 961 716 245 儘數撥補現馬騾。  

合計 

20,196 13,168 7,028 撥補現馬騾共4,408

匹。自行購補共899

匹。 

暫緩補充

1,721匹 

說明：二十八年三月三日馬政司擬定於重慶 

 

為此，馬政司除原先軍馬來源之各牧場外，在抗戰結束之前，另外成立了

16 次的臨時購馬騾組，42採隨購隨撥的方式，以補足各砲兵旅團之軍馬不

足。因此，由上述所觀之，軍馬的運輸用途在戰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功能，

除人之外，武器、戰略物資之輸送，在當時中國處於戰爭狀態，物資條件

不佳的情況之下，軍馬仍是一個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 軍鴿通信網訓練計畫及軍鴿於戰時之應用 

  鴿子在我國古代就已有將其運用於傳遞訊息之用，相傳漢代張騫出使

西域時，就是使用信鴿千里傳書回中國才因而獲釋，經過嚴格訓練的信鴿，

                                                      
 42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總務部分之馬政紀要」，國史館藏，《陳誠副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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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鐘可以飛行 1500 公尺，每小時大約飛行 60 至 70 公里，如果在順風滑

翔的情況之下，每小時更可以增強到 120 公里，而單趟的飛行距離約在 1000

公里左右，但也有過長達 2000 公里飛行紀錄的信鴿。43 

  在經科學家的實驗之後，發現鴿子具有三項特性，一是強烈的歸巢性，

一旦被鴿子選擇並適應的居所，該地就會成為鴿子的終生家鄉，因此鴿子

會有其返家的習慣。二是敏銳的辦識力，鴿子的視神經是由上百萬根的纖

維密集組成，視網膜具有複雜的特殊功能，可以在多變的氣候跟地形之下，

準確的判斷方向。三是持久的飛翔能力，鴿子的正常體溫在 42 C 左右，它

能在 50 C 的氣溫之下自行調節，使其有足夠的熱量確保在具有溫差條件之

下飛行跟生活。44 

  像鴿子這樣可以作為特種通信作用的動物，在無線電或是電話等現代

通信技術發明後，多為一般人所輕視，認為這樣的通訊方式已屬過時，但

若是在有線或無線通信無法使用之時，或是兩種通訊方式並用時，即可將

這樣的特種通訊方式派上用場。在西方，歐洲大戰之前，軍隊人士對於這

樣的通訊技術已視為不屑使用之，但經過歐戰之後，這樣的通訊方式卻有

令人出乎意料之外的效果，於是大戰中及大戰後，成為各國爭相改良之特

種通信並注全力以擴張。中國有鑑於此，故欲成立相關之訓練單位，以造

就特種通信人才。45 

  1931 年 2 月，軍政部陸軍署交通司特種通信教導隊奉令籌備，46軍政

部委託黃瀛為本隊隊長，並令交通司長邱煒負責籌備。3 月間黃隊長赴日

購買法國系日本鴿 500 羽，鴿車 3 輛，以及附屬器材，並擇定南京羊皮巷

為隊址，建築鴿舍 3 座，聘請日人一野勝喜為教官，招考學兵 42 名，於該

年 6 月 1 日正式成立。開始研究鴿之飼養與使用，至 12 月第一期學兵期滿

                                                      
 43  佟屏亞、趙國盤 編著，《畜禽史話》，223。 

 44  佟屏亞、趙國盤 編著，《畜禽史話》，229-230。 

 45  「陳儀呈蔣中正軍政部特種通信教導隊鴿通信網訓練計劃意見書及編成表，軍政部

特種通信教導隊最近概況」，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102-00116-001。 

 46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之交通部分」，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

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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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均給予相當職務。1932 年 1 月續招第二期學兵 50 名，並設學員班 1

班，繼續訓練養鴿人材。而軍鴿總數為狀鴿 349 羽，幼鴿 165 羽，總

計 514 羽。47 

  特種通信教導隊的成立，主要是利用軍鴿來達到戰時若無法使用無線

電等通訊器材情況時，可以快速傳遞訊息的一種通訊方式，故成立之後，

其訓練方式也是很重要之一環，欲藉由訓練，來建構一個傳播的通信網絡。

在 1932 年，軍政部特種通信教導隊擬定一個軍鴿通信網訓練計劃，整體計

畫首先先以華中至華北為訓練之通信網絡地區，其訓練距離圖示如下： 

 

                                                      
 47  「陳儀呈蔣中正軍政部特種通信教導隊鴿通信網訓練計劃意見書及編成表，軍政部

特種通信教導隊最近概況」，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102-00116-001。 

 



．146． 楊善堯 

 

整個軍鴿通信網訓練計畫，大致沿著津浦鐵路進行放鴿訓練，地點以江蘇

省徐州為起點，至山東省德州為終點，以 50 天為訓練期間進行訓練，欲在

此之間建立一個通信網絡。48 

  1936 年，蔣中正下令交通司特種通信教導隊，以南京為中心，分六大

區域建立鴿子通信站，以擴大戰時特種通訊之範圍，49六大區域之鴿子站為： 
 

第一區 南京、浦鎮、和縣、滁州、龍潭、棲霞山、劃子口、十二圩、鎮江、

揚州、湯山、句容、凜水、秣陵關、蕪湖、大勝關、采石磯、獅子山、

烏龍山、東梁山 

第二區 杭州、乍浦、澉浦、嘉興、湖州、宜興、凜陽句容、湯山 

第三區 無錫、蘇州、江陰、常州、鎮江、上海、崑山、常熟、通州狼山、靖

江、揚州 

第四區 莘莊、松江、金山衛、龍華、南翔、太倉、關行、真茹吳淞、瀏河、

嘉賓、寶山、崇明、南匯、奉賢、川河、周浦、玶溫鎮 

第五區 東海、海州附近各陣地、運河站 

第六區 徐州、運河、台兒莊、臨城、棗莊、利國驛、宿縣、回鎮、蚌埠、淮

陰、歸德 

 

軍鴿通信部隊建立並訓練完成後，大致將已完成訓練之軍鴿派赴上述各站

使用，除華中地區外，甚至於也曾將軍鴿派赴長城古北口前線作為通信之

用，50以及蔣中正在江西剿共期間，也曾去電邱煒，要求將已訓練好之軍鴿，

                                                      
 48  「陳儀呈蔣中正軍政部特種通信教導隊鴿通信網訓練計劃意見書及編成表，軍政部

特種通信教導隊最近概況」，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102-00116-001。 

 49  「蔣中正電徐庭瑤所列各鴿子通信站所需經費鴿數人員及完成日期」，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200-00418-075。 

 50  「邱煒電蔣中正軍鴿除攜往山東演習外已僅數分配於湯山浦鎮及各要塞並準備開赴

古北口前線通信」，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200-00085-134。 



動物與抗戰 ．147． 

撥至江西用於剿共行動上。51 

  在軍鴿的養護上，根據統計，軍鴿訓練成功的比例大約是 60%至 80%，

但在訓練成功開始執行任務時，卻常有失蹤的情況出現，失蹤原因於國情

亦大有關係，在西洋各國即有失蹤者，民間得之立即送還所屬機關，在南

京地方則不然，交通司曾多次貼出布告，請人民若撿到或是獵取到軍鴿時，

請歸還至原單位，但人民智識幼稚，其佈告效果甚差。為此，特種通信教

導隊曾制定補救辦法： 

1. 向民間宣傳聯絡(利用新聞講話、電影向民間宣傳官民合開競飛會，由

軍政部長給於賞品以資聯絡)。 

2. 由軍政部命令各機關部隊一致保護。 

3. 請求內政部頒定軍用鴿保護令及驅除害鳥令。 

4. 通信憲兵警察保護軍用鴿。52 

而特種通信教導隊除軍鴿部隊之設置外，在 1932 年亦增設軍犬班，並徵集

軍犬，成立 4 隊，學習期間為 1 年。53所訓練的軍犬以偵緝為主要功用，54

但訓練成效不彰，故未在往後的對日抗戰中發揮成效。 

五、 結語 

  1928 年北伐成功至 1931 年之後，是國民政府在各種軍事單位及部隊的

規劃與建置上，逐漸形成較完備態勢的階段，尤其是在 1931 年之後，面對

可預期且即將到來的戰爭而言，如何全面地將軍事計畫臻至完備是一件當

務之急的要務。 

                                                      
 51  「蔣中正電詢邱煒可否攜通信鴿及偵探狗至江西試用剿匪」，國史館藏，《蔣中正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10200-00083-007。 

 52  「陳儀呈蔣中正軍政部特種通信教導隊鴿通信網訓練計劃意見書及編成表，軍政部

特種通信教導隊最近概況」，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80102-00116-001。 

 53  「軍政部大事記(民國三十三年以前)之交通部分」，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

檔案》，檔號 008-010706-00026-001。 

 54  「蔣中正電詢邱煒可否攜通信鴿及偵探狗至江西試用剿匪」，國史館藏，《蔣中正

總統文物檔案》，檔號 002-010200-0008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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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這項十八世紀以後才逐漸形成的醫學技術，至清末傳入中國，

讓中國開始了解到，除人體醫療之外，對於動物的醫療保健也是一件須注

意之事，尤其是當動物作為戰場上的戰備要素之一時，如何讓動物能正常

地發揮其效用於戰場之上，便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有了獸醫教育的

開展。而除了直接運用於戰場之上外，關於整個後勤補給方面，如動物數

量的補充、糧食的補充等，若能正常的生產補給，才能給前方戰場有支援

的效用，故有獸病防疫、血清製造等研究。而對於將動物發展於戰場上之

全盤性規劃，亦須由政府中央來統籌規劃辦理，以達成效，因而有了馬政

單位的設立。 

  就本文所述之兩種運用於戰時的動物―軍馬與軍鴿，是中國當時較有

完善訓練計畫以及投入於戰爭的動物，這兩種從中國古代即將其運用於戰

場之上的動物，自清末以來，當所謂現代化機械與武器大量運用在戰場之

上時，這類動物的角色開始從戰備主要要素之一逐漸變成了輔助性質，如

軍馬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當公路交通尚未完備之時，軍馬在運輸上貢獻

良多。軍鴿在無線電及電話通訊傳入後，雖成為一種落後通訊的象徵，但

在戰場上，仍是是一種輔助性的通訊方式，甚至在沒有無線電或是電話的

地方，軍鴿便成為了主要的通訊方式。 

  因此，在逐漸走向現代之時，將原始之畜力實際運用於戰場之上，或

許看來是一種不甚先進之情況，但若以當時中國整體國力以及各地方之情

況而言，似可了解為何當時不論是在軍事上或是民間方面，對於動物依賴

甚深之因。或許可言，長久以來，對於戰爭也好，社會發展也罷，常只以

人作為成敗之討論對象，對於動物而言，也應必然是許多事情成敗的關鍵

要素之一，這是在歷史上，必須給予動物應有之評價與歷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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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s and War: 

the Preparedness of Chinese War-horse  

and War-pigeons (1931-1945) 

Yang Shan-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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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ntered into a status 

of white-hot tension. At the moment,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policy focused 

mainly on the self-enrichment, so that the military reform and consolidation 

were carried out. The performance of war-horses, war-pigeons and the 

veterinary profession during the wartime, which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examples. 

 Mainly, there were three management units in charge of military veterinarian 

or animals at that time: Army Veterinary School, Depart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belonged to Central Agricultural Laboratory, and the Division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unde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The three units were 

individ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veterinary industry in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ision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in 1936, the administration of horse in China was essentially in 

a passive status. It was probably caused by the turmoil in China. It started to 

have a long-term plan after the Division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was 

established. Besides the use of war-horses into cavalries, they were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artilleries and transportations.  

 War-pigeon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were highlighted again after World 

War I. They also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that era of China. There was a new 

training way for war-pigeons and it successfully worked in war fields.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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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quipments could not work, military pigeons would be utilized for an 

assistant communication option. 

Keywords: war-horse, war-pigeons, veterin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