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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篇研究採用自我民族誌的方式來撰寫，探討作者在特戰部隊服

務的 11 年軍旅生涯。從家庭養成教育的人格特質，到軍校生活的領導

模式培育，到進入特戰部隊服務後，透由經歷的人、事、物，來探討

屬於特戰部隊「忠義驃悍」此種特殊組織文化，衍生出的問題意識。  

文中藉由自我敘說的手法，以房屋建築的概念式來塑造整體故事

架構，並透過同心圓式的自我剖析，從家庭、軍校與特戰部隊三個面

向，將環境與文化的關聯做出詮釋，逐步由外向內的聚焦在三個研究

問題：（一）特殊組織文化如何影響、改變組織成員。（二）以自身經

驗觀察特殊組織文化認同的異同。（三）忠義驃悍的精神就真的忠義驃

悍的實質嗎？企圖探討出「忠義驃悍」在每個人的認知差異，及在這

樣的異同之下，「忠義驃悍」的本質是如何地被理解及接受。期望透過

本篇研究，可以讓更多人認識特戰部隊，及身處其中領導角色的心路

歷程。  

 

關鍵詞：特戰部隊、自我民族誌、忠義驃悍、組織社會化、自我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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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 s  wr i t ten  b y the  anal ys i s  of  Autoethnography fo r  

explor ing my 11 -  years  mi l i t ar y ca ree r  in  R .O.C.  Army Specia l  Forces .  

From the  personal i ty t r a i t s  of  m y fami ly educat ion ,  the  cu l t iva t ion  of  the  

leadersh ip  model  in  Arm y academ y cadet  l i fe ,  to  serv ice  in  the  specia l  

forces ,  th rough the  exper ience  o f  people ,  event ,  and  subs tance ,  I  t r i ed  to  

explore  the  problemat ic  of  the  speci a l  organizat ional  cu l ture  of  the  

specia l  forces ,  “Lo yal ty and  Fie rceness  " .  

 

Through the  way o f  se l f -nar ra t ive ,  I  shaped the  whole  s to ry p ic ture  

by the  concept  of  hous ing cons t ruct ion ,  and  used  se l f -anal ys i s  of  

concent r i c  c i rc les  to  make an  in terpre ta t ion  wi th  the  re la t ionship  

between  envi ronment  and  cul ture  f rom three  aspects :  my fami ly,  academ y 

cadet  l i fe  and  specia l  forces .   

I  a l so  focused  on  the  three  research  ques t ions  f rom the  outs ide  in  

gradual l y :  (1)  How do the  members  be  a ffec ted  and  changed  by a  specia l  

organizat ional  cu l ture?  (2)  Based  on  my own exper iences ,  t o  observe  the  

s imi lar i t i es  and  d i fferences  of  the  ident i t y of  the  specia l  organizat ional  

cu l ture .  (3 )  Are  the  sp i r i t  o f  Lo yal t y and  Fierceness  the  essence  o f  

Lo yal t y and  Fierceness?  I was  t r ying to  inves t igat e  the  cogni t ive  

d i fference  on  the  Warr ior  Ethos :  Lo yal ty and  Fierceness  of  ever yone in  

the  speci a l  forces ,  and  how the  essence  of  "Lo ya l t y and  F ierceness"  has  

been  unders tood and  accepted  under  such  s imi lar i t i es  and  d i ffe rences .  

Through th i s  r esea rch ,  I  hope that  there  are  more  people  wi l l  be  ab le  to  

know the  specia l  forces  a nd  unders t and  my spr i t  exper ience  wi th in  the 

leadersh ip  ro les  as  wel l .  

 

Keyword ： Army Specia l  Forces ,  Autoethnography,  Loyal ty  and 

Fierceness ,  Organizat ional  Socia l izat ion ,  Sel f -narrat 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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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We are paratroopers, and supposed to be surrounded." 

"我們是傘兵，天生就是被人包圍的" 

-《諾曼地大空降 Band of Brothers》Richard Winters – 

 

《諾曼地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這是一部 2001 年時由 HBO 公司拍攝的影

集。在劇情內容的舖陳上，是透過美軍著名部隊 101 空降師，其中 506 步兵團第 2 營

E 連的角度，去呈現出這個部隊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勇的表現。劇中在描述二次世界

大戰中一場的經典戰役「突出部之役」（The Battle of Bulge）時，這個部隊在這場戰

役之中使命達成任務，在同時處於缺少彈藥及其他後勤補給的狀況，卻又必須將德軍

與盟軍兩方相互爭奪的重要交通要鎮，巴斯通（Bastogne）堅守下來。其中一位角色

在劇中所說出了一句話：「We are paratroopers, and supposed to be surrounded」。而正

也是這樣令人有感的一句話，成為了足以代表傘兵部隊的日常生活，並使後人印象深

刻的一句名言。字裡行間所產生出的意境，能更加清楚、明確地闡述出傘兵部隊在投

入戰場當下，完全是屬於敵後及獨立作戰的環境，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可以在第一時間

給予他們支撐，在那個當下唯一能夠信賴的，就只有在身邊一起戰鬥的同袍們。而這

一種同伴之間強烈的精神連結，在影片中演員完美的詮釋下，更是完整地將那一股同

生死、共患難的意念給體現的淋漓盡致。但\對於當時仍在軍校生活中亦步亦趨，而且

沒有什麼團體概念的我來說，在第一次觀賞這部影集之後，僅僅是覺得電影裡呈現出

的戰鬥景況、還有劇情節奏的安排上很刺激、緊湊，反倒是對於這樣充滿深度涵義及

特殊精神象徵的字句，卻是絲毫沒有任何感觸。且對於這樣的特殊部隊只有產生敬佩

及畏懼而已，完全沒有跡象會顯現出，我在觀影後的幾年內，也跟著投入這樣一個我

曾經敬佩、敬畏的部隊。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之間我已經從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官校）畢業，

也任官約有十一年之久，且成為了中華民國特戰部隊其中的一員。在我這十一年說長

不長、說短不短的服役期間，前前後後接受過了許多紮實辛勤的訓練，如跳傘訓練、

突擊兵訓等等。我也從這一些訓練的過程之中，汲取了許多類似於影片中所呈現的精

神養分，接受了特戰部隊所傳承的「忠義驃悍、勇猛頑強」一貫作風，成為了一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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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言放棄的領導幹部。但回首、思索，我曾經是那麼樣的畏懼特種部隊艱困的訓練，

我又怎麼會一頭栽進，甚至是打從心中去喜愛這個部隊呢？而「忠義驃悍」他就真的

會是「忠義驃悍」的本質嗎？這會是在這個部隊中的成員，一種與生俱來的潛在因子，

還是在訓練過程中所累積進而被塑造出來的呢？所以在本章緒論的研究節次安排上，

首先在起頭的第一節次會論述，本篇研究論文所撰擬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接續說

明「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第三節說明本次「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設計」，最後談

論的是「研究預期」。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民國 109 年 8 月，在我接收到錄取了陸軍指揮參謀學院的入學資格的當下，同時

也接收到了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的入學面試通知。我是抱持著一種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的心情，期待的是我能夠完成在軍事生涯中對於軍事素養進一步的研習，

同時也能副修自己所嚮往的國立大學碩士學位。可在另外一方面我擔憂的卻是，在同

樣的時間內，我真的有辦法完成這兩件艱鉅的任務嗎？回想起過往在特戰部隊服務的

時光，我又何嘗不是在同一時間內同步處理多項任務嗎？所以憑藉著我過往的實務經

驗，我暗自地告訴我自己一定可以完成的，所以就鼓起勇氣參加了面試，而我也很幸

運地通過了入學面試，正式成為了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的研究生之

一，往我樹立的目標又邁進一步。 

我是在民國 99年任官下部隊的。當時部隊的組成因為還有義務役的弟兄在服役，

所以在人力資源的部分可謂之為充足。但在我國社會、環境及民意的氛圍影響下，在

民國 107 年政府正式宣布，部隊全面採行募兵制，這意味著未來各個單位都要轉型成

全志願役的部隊，未來部隊中將面臨人員補充的問題。也就在各級部隊都面對義務役

即將屆退、志願役的招募成效也未能有效為部隊實施人力資源補充，形成了部隊面臨

了整體人力負成長的主要問題。因為不論是在戰術行動抑或是戰略規劃的面向上，最

後都還是必需要運用人力來去執行，一旦沒有了人力，就無法去執行相關的任務。而

面臨了人力不足但又必須達成任務的前提之下，軍中想方設法地推出了許多吸引人才

的招募政策。但單就從我的觀察來看，當時正處於義務役與志願役轉換的過程，縱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9

 

 

3 

到了現在，部隊已經達成了全志願役服役的狀況之下，部隊仍然是需要更多的配套措

施，來實質上解決關於人力補充的困境，與其一直積極尋求人力資源的「開源」，畢

竟這都不是真正造成人力資源不足的核心，而真正應該要去重視的是，如何去形成人

力資源的「節流」，才能達到將部隊的人力長留久用。 

所以起初在思索論文的研究方向，是要以什麼樣的方向及角度來切入探討時，我

是預劃以「激勵行為與工作壓力對離職傾向影響之研究-以陸軍特戰營為例」的方向

前進，由於在特戰部隊服務已有了十一年，在經驗來看是足以來操作激勵行為與工作

壓力對離職傾向的研究，希望透過探討關聯性及平衡點，深究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對

等關係上的奧妙，期望能藉以提升在特戰部隊服務的幹部領導素質，並使官兵弟兄於

服役屆滿後，可以保有意願續留在特戰部隊服務。但初次在實施研究方向提報，正當

我洋洋灑灑說明完自己希望研究主軸方向的同時，課堂上聆聽內容的教授卻給了我一

個完全不一樣的觀念：「既然你在部隊的領導經驗已經如此深厚，而且又是在特戰部

隊服務，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獨特且相當豐富的資源，那又為何不去著手來研究自己

的經驗，去找尋出不一樣的內在，說不定也會是件相當有趣的研究」，聽完後著實給

予了我當時還在學術領域懵懂的心靈上，來了一記震撼的搥打，什麼叫做「研究自己

的經驗、與自己內心對話？」這是我身為一個理工人從來沒有去思索過的事情。在職

場生涯上這一路走來，每每遇到交叉路口時，我都是順從潛意識內心的聲音，或是過

往學長們的經驗傳承，甚至是直覺式的去做出我所有的選擇，但我卻從未深入的去聆

聽自己、反思甚至是探究自己是如何的去思考、如何去的感知身邊周遭的每件事情，

其實我可以說是完全不認識我是怎麼樣的自己。 

就在那一瞬間我從回憶中拉回了現實，在民國 109 年的年初，當時國軍發生了一

件震驚社會各界的事件。一名任職不久的基層幹部在營區內自我傷害已遂，而這一起

事件更是這個單位，在連續幾個月之內發生的第三起類似事件；那為什麼我會特別去

關注到這事件，因為這個令人哀痛事件中的主角，是我曾經所帶領過的弟兄，而他也

曾經是特戰部隊的成員之一。所以當我看到新聞台播報出這則消息的時候，我完全不

敢相信眼前的文字敘說，在耳邊依舊迴繞著這樣稚嫩的聲音：「排欸、排欸，我這樣

做對嗎？」彷彿就像是昨天才剛剛發生過事情一樣，那時我正在為下基地前專業的課

程實施授課，而他正是我排組上的弟兄，求學的模樣及積極的態度，依舊在我腦中是

如此的清晰。然而在經歷了「基地訓練、山隘行軍訓練、聯合反空降演練及火砲實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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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訓練」，這樣如此繁雜的任務，我們也逐一地完成、克服了困難，雖然後續的我

因為職務調整緣故離開了原本的單位，但我對那時曾經一起努力的時光十分懷念。 

就在這一起事件發生的前一年，我因為去了那個營區參加某場示範的關係，還在

營區裡面巧遇到這位弟兄。雖然當時只是匆匆小聊，但我們話題圍繞的都還是那些年

屬於我們曾經的回憶，也是聊天過後我才知道，原來他早已在家庭及個人生涯的考量

之下，在志願役士兵屆滿之前選擇報考專業軍官班，所以才會在這個營區內服務並擔

任排長一職。雖然當時他依舊是那麼靦腆，在論及工作層面的問題上，讓我感覺他是

有些許壓力存在。但從他的闡述中讓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處理這些壓力來源，所以那

時的我，對他仍舊抱持著相當高的期待，希望這個學弟能夠好好的努力。就在事件發

生之後，法醫確認死因為上吊、頸部壓迫、窒息死亡，「死亡方式為自殺」。推斷是因

為任務、業務多又繁雜，心中累積了許多壓力無處訴說，在身心俱疲的兩方加遽下，

最終選擇了輕生之路。 

特戰部隊在執行國家戰略上是不可或缺的一角，在其組織成員的考核及選用上可

說是相對性嚴謹。而我們之所以能被稱為特戰部隊，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志願性的加入

這個部隊，且在接受訓練的困難度上相比於一般部隊還要來的艱辛，因此帶給一般民

眾們的觀感就是，「特戰部隊喔！就操欸，就硬到捏」，所以直覺式會認為特戰部隊的

成員都是屬於吃苦耐勞的性格。而曾經屬於特戰部隊成員之一的幹部，應當會是擁有

吃苦耐勞的性格，而且具備相當程度的抗壓性，又怎麼會輕易地被部隊中，因任務接

踵而至產生的壓力給擊倒，最終選擇走向了自我傷害的道路之上呢？這在我心中久久

仍是一件無法相信的事實。透過這樣的事件，我思考著自己在特戰部隊服務的這條道

路上，曾經也當過小官，曾經也有過這麼壓力巨大的時候，那我當時又是怎麼處理接

續不斷的任務壓力？ 

所以在本次研究的動機，我結合了自身經驗，從求學生涯開始對特戰部隊產生了

刻板印象上認知的排斥，直到我從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了中華民國陸軍的新科少尉軍

官。並在實際加入特戰部隊服務後，我又是如何去改變我對特戰部隊的認知，是如何

從一個對特戰部隊充滿畏懼感的資淺排長，轉變內心的本質成為承襲「忠義驃悍、勇

猛頑強」精神且可以獨當一面的領導幹部。基於這個背景，本論文主要希望能夠從我

求學階段到任官畢業，再至特戰部隊服務後的實務經驗，嘗試以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的研究概念，去探索自身個性養成與轉變。並透過對自身經歷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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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概念，一層層的去剖析、了解自己的人生，並反思這個志業對於當前社會國家的

相關意義。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俗話說：「與其給他魚吃，不如給他根魚竿教他釣魚」，說明了教育和知識傳承的

重要性。而我們每個人進入軍中服務前，都是從由民轉軍的入伍教育開始到進入部隊

服務前的專長教育，實施著所謂的「給他魚竿，教他釣魚」的教育歷程。反觀國軍全

面實施募兵制後，當部隊面臨人力資源極度缺乏的現況，除了一開始的入伍及專長教

育外，而實際進入軍中服務後，總是為了效率和績效，要求我們在不給魚竿又必須要

釣到魚的弔詭窘境下，常常讓一個剛進入組織，且尚未接受相關訓練的成員，去執行

他們從未涉及過或是不太了解的任務。因此這些人變相的只能從執行過程中，從不論

是外在環境或是自己施給的壓力下，逼迫著自己快速學習、成長，來完成上級所交付

的任務。畢竟服從是軍人的天職，然而承擔過多的壓力，卻也只能默默承受著，這樣

的問題逐漸增加之後，就成為了工作職場上一顆無處釋放的未爆彈。然而特戰部隊實

屬較為部隊組成中較為神秘之一角，在過往研究上顯示，皆為廣方面的論述特戰部隊

在國家定位中所扮演的角色，鮮少是以基層及實際參與其中的角度，來針對特戰部隊

組織文化加以論述的研究。故本次的研究目的，希望是以個人層面的角度切入，以自

我的經驗來探詢特戰部隊的組織文化，是如何潛移默化新進的組織成員。 

所以我想透過我在不同時期的認知，來剖析曾在特戰部隊服務過十一年的實務經

驗，期間在職場上也接受過相同的壓力來源，是不是因為特戰部隊的特殊組織文化，

使得新進成員在進入特戰部隊，在接受其社會化的內心思維轉換之後，進而產生了不

一樣的結果？之後並針對我的研究結果來提出相關建議，反饋於特戰部隊的實際工作

層面。基於上列所陳述的研究思緒，本論文企圖從三個面向來進行探討： 

 

一、特殊組織文化如何影響、改變組織成員。 

二、以自身經驗觀察特殊組織文化認同的異同。 

三、忠義驃悍的精神就真的忠義驃悍的實質嗎？ 

因為相較於國軍的其他部隊，特戰部隊的訓練模式及過程，造就了不一樣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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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我們單位因為秉持著「同一個機門跳出」的精神，使我們比一般單位還要

來得團結。因為訓練過程的艱苦，使我們的抗壓能力較其他人要來的大，而正也是因

為這樣的精神、抗壓力，在平時我們單位接收到所要執行的任務顯得更加多元、更加

繁雜。所以本論文探討主軸會從組織文化如何去影響新進成員著手，在面對多重壓力

下，從不同的認知差異角度來覺察，屬於特戰部隊的特殊組織文化真的就是「忠義驃

悍」的體現？ 

 

第三節 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設計 

 

一、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是以「我」作為核心概念並貫穿整個論文，起始時間自民國 84 年就讀

國小資優班開始，直至現今身為碩士學程研究生的民國 110 年止。從國小、國中在我

的家鄉台南就讀資優班，至高雄鳳山就讀預校、官校，總括長達十三年的求學生活，

及畢業任官開始擔任排長、副連長、連長、情報官、參謀主任、陸院學官十一年的軍

旅生涯經歷，來作為本次研究的範圍。另外透過我在特戰部隊服務所經歷過的任務，

其中包含了三次走遍整個北台灣的戰術任務行軍、二次的聯合反空降演練、六次的谷

關基地測驗，以及其他遍及全台數不清的任務。在執行這些訓練任務的過程中，我所

認知到特戰部隊的組織文化，及身在其中的事件對話、互動探詢出問題的本質，以同

心圓的方式逐步聚焦來作為本次的研究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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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範圍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綜觀國內關於軍事的研究鮮少論及特戰部隊，畢竟特戰部隊在國軍部隊之中，是

較少人能接觸到的特殊單位。若要更進一部以特戰部隊成員來作為論述主體則更為罕

見。而本論文中，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將作者的人生經驗透過敘說的方式，

並以同心圓向內層層剖析的模式來操作。至於選擇屬於質性研究的自我民族誌來作為

主要的研究方法，基於民族誌（Ethnography）是一種研究文化的田野實證方法，目的

是能更加深入實地的觀點，來探究更細微的社會文化脈絡。而自我民族誌就是將自身

的經驗當作是田野的對象，以既是參與者與觀察者的雙重身分，在兩相交互分析與詮

釋之下，來獲得想要闡述的文化發展脈絡及其理解性。 

所以本論文採用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希望透過自身經驗的描述及與理論之間

的對話，來探討對於特戰部隊中形成特殊組織文化的認知差異及互動關係。所以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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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安排上，在第壹章說明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目的與問題意識、範圍、方法與設

計及研究預期。在第貳章主要說明本次研究的重要概念及文獻回顧，並於第參章開始

進入正文。之後區分兩個區段，首先第參章主要針對我在人生成長的過程之中，直至

軍校學校養成教育後，是如何一點一滴轉換性格。第肆章的研究主要以我進入特戰部

隊服務後，對於特戰部隊傳統精神的認知，及各個不同的階層如何轉換心態。第二個

區段從第伍章開始，主要將研究聚焦在對傳統精神的重新建構，並從事件之中將自己

的實務經驗抽絲剝繭，從訓練及管理層面做探討。第陸章將前述章節探討的對話實施

分析與結構，以自身作為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的觀點，探究特戰部隊的精神在他人眼中

的價值是否相吻合，並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以供現在的特戰部隊參考利用。 

 

第四節 研究預期 

 

自從民國 60 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後，在主權問題方面上一直遭受到國際輿論的邊

緣化，且我們面臨到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共。甚至中共在民國 94 年逕自通過了「反分

裂國家法」，企圖以內政問題來遏止其他外國勢力介入，並在這七十餘年間對我們文

攻、武嚇威脅不斷。而近期更有加劇的情況，造成了社會上群眾人心惶惶。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中共不透明的國防預算逐年增加，已經嚴重威脅兩岸軍力平衡。面對早已

失衡的軍力，使得我們在實際執行國土防衛作戰上更顯嚴峻。更凸顯特戰部隊在執行

國家戰略上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一般民眾的既定印象中，特戰部隊似乎因

為美式英雄電影的渲染之下被過度神話。連同於國軍服務的同袍也認為特戰部隊就是

所謂「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的代表。在這種認知多樣但差距甚大的理解中，本論文

希望藉此次研究針對不同面向在認知上的交叉比對，預期可以探求出特戰部隊實際的

社會觀感，並讓特戰部隊服的幹部在兵役制度轉型後，在領導管理層面能有所精進之

處，進而以其特殊組織文化為出發點，提升特戰部隊服役官兵繼續服役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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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重要研究概念與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針對文獻進行檢視，重新建構整個研究框架。其次且深入釐清研究問題

的本質，建立全般概念，加以蒐整、回顧及歸納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理論及國內外

學者意見，用以作為本次研究架構之依據。以下共區分為三個部份來闡述：第一節為

闡述傘兵、空降部隊及特戰部隊的名詞定義及關聯性，第二節敘述組織社會化的相關

文獻，最後第三節為自我民族誌相關文獻研究。 

 

第一節 特戰部隊 

 

從本篇論文論述的開端，就清楚地說明了傘兵部隊的特性，但傘兵這樣專有的軍

事名詞又是從何時開始被創造出來？在作戰之中使用空降的模式又是什麼樣的作戰

型態？而在中華民國國軍的傘兵，又是如何轉變為大家所熟知的特戰部隊呢？ 

 

一、傘兵空降 

早期跳傘其實只是一項表演性質的體育運動，在軍事的意涵上卻沒有實質的意義

賦予。所以傘兵這一個名詞，從其字面上廣義地解釋，為一群攜行降落傘的武裝戰鬥

人員。然於 1899 年的 4 月，當時德國陸軍參謀總長馮‧希里芬元帥（GFM Graf von 

Schlieffen），在某一場表演之中看到了身穿降落傘的特技人員，從熱氣球上跳下著陸

時，驚嘆的說出一段話： 

 

這種跳傘的方式能夠對敵方造成完全的奇襲，舉例來說，如果這種玩意能夠操縱

的話，將可使一個全副武裝的人投入在敵人的指揮部之上。 

 

而也是因為這樣的一段話，使當時侵略心極強的德國，萌生了要組建傘兵部隊的

念頭（何國豐、滕昕雲，2001：2-3）。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同盟國與協約國兩

方勢力的角逐之下，任何一方都想要以最快的時間來擊敗對方，所以當時身為協約國

成員之一的美軍，就曾經制定過利用降落傘將部隊投送到德軍後方，藉以打破戰爭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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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並造成敵軍混亂的計畫。然卻因為後勤補給及政治局勢諸多不確定的因素，最終使

這構想成為幻影（曾祥穎 譯，2001：11）。而後來首次運用傘兵部隊投入作戰的概念，

並使其在實際戰鬥中展現實質效果的，則是由蘇聯於 1936 年的某次演習之中，大膽

規劃利用飛機做為部隊快速機動、超越地理障礙的載具，並將其所背負的降落傘採用

人員離開飛機時的慣性，及運用在空氣中所產生的浮力使其完全張傘，讓戰鬥人員利

用自身的重力從空中緩慢落下，並在落地之後能不受傷並且保有一定戰力，然後隨即

投入地面作戰（譚笑、李虹燕，2010：418）；就是在那一場具有實驗性的軍事演習之

中，俄軍部隊投送了幾近一千名的傘兵在假想敵後方使其成功降落在指定的著陸區之

中，後續則有近五千餘名的戰鬥部隊則是在先遣部隊的掩護之下順利在機場上降落，

而在這一場軍事演習中邀請了不乏有英國及德國軍隊中的高級觀察員，也是這樣的軍

事作為為後續的戰爭型態開啟了不一樣的篇章及選擇性（于倉和，2009：11）。 

只要一提及傘兵，不論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人員眼中，傘兵都是屬於部隊中

菁英成員的代表。使他們這樣充滿著榮譽感的原因，是源自於他們於胸前那一枚榮譽

傘徽。而在他們正式別上傘徽成為傘兵之前，必須接受一連串艱辛困苦的紮實訓練。

畢竟從離開飛機從空中落下的過程中不確定因素太多，每一個動作都不能馬虎，必須

讓動作成為肌肉記憶之後，才能確保執行任務時的自身安全（于倉和，2009：23）。

然而這樣一個充滿高危險性質的部隊，卻沒有阻擋德軍當時在 1899 年為了成立傘兵

部隊所紮下的念想，就在 1938 年舉辦全國性的招募活動，在首次招募中自願參與傘

訓的人員竟高達 800 名，且招募成員中幾乎所有的軍官幹部都是自願去接受訓練，也

是這樣的吸引力更增加了傘兵部隊凝聚的忠誠度（何國豐、滕昕雲，2001：11）。 

在爾後的二次世界大戰中，初次將傘兵空降運用在實戰方面，較為著名的為德軍

在 1940 年 5 月在入侵比利時，以滑翔機空降傘兵的方式，奇襲了艾本艾美爾（Eben 

Emael）要塞，以及在 1941 年 5 月對希臘發動了一場由傘兵主導，代號為水星行動

（Operation Merkur）的克里特島（Crete）戰役。在後者這場戰役之中，德方空降了近

萬名的傘兵實施作戰，在戰役的初期就以壓倒性的數量對陣盟軍，直至最後完全控制

克里特島獲得最後的勝利。不過在這一場戰役中德軍損失了六千餘人，而盟軍卻僅兩

千五百餘人戰損。雖然這一場戰役損傷慘重，但這也是在軍事史上一場具有重要意義

的戰役，因為這不僅僅只是歷史上首次運用傘兵空降的大規模作戰，也讓盟軍的將領

們無不對傘兵空降作戰的潛力印象深刻，從而開始致力於組建國家的空降部隊（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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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 譯，2001：11-31）。雖說現在菁英部隊具有多樣性，但直至現在，世界各國仍都是

以空降部隊做為選拔菁英部隊的基礎門檻。 

 

二、特戰部隊 

特戰部隊實為特種作戰部隊，在我國的《國軍軍語辭典》中解釋：「特種作戰部

隊係為受過特種訓練並配備特種裝備，然後實施特別的編組所組成的部隊」（國防部，

2004：6-58）。「特種作戰部隊」在定義上來看就是有別於一般的正規部隊，而普遍性

的認為「特種作戰部隊」，是一支具有執行一般部隊所無法勝任的特殊性任務的部隊，

或是必須將這支部隊置於高度危險性的任務且需付出極大的代價（高甯松，2004：11-

14），所以特戰部隊在世界各國都是以菁英選拔方式來產生。我國特戰部隊的組成由

陸、海軍及憲兵三個軍種組成，可概分為大型及小型，小型特戰部隊，可以參考下圖

橘色圖框所示，為各軍種中的特勤隊。而本論文中所聚焦的特戰部隊為大型特戰部隊，

為下圖綠色圖框所示，指的則是民國 33 年當時國民政府在接受了美方飛虎隊陳納德

將軍的建議，於雲南昆明所籌建的「傘兵第一團」。並在隔年的 4 月 8 日擴編成「陸

軍突擊總隊」，故在特戰部隊中就具有一個相當重要及紀念意義的節日，即為 4 月 8

日的傘兵節（譚笑、李虹燕，2010：416-420）。就在這 70 餘年間幾經組織更迭之後，

於民國 104 年正式更銜為「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中華民國退伍傘兵協會，2011：

293）。 

 

 

 

 

 

 

 

 

 

 

圖 2：國軍特戰部隊概分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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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當前國際情勢詭譎，我國面臨到最大威脅就是中共。而近年來中共為了躋

身世界大國行列，不惜片面破壞國際秩序，大幅度擴張軍力，造成世界強權兩極化的

情況越趨明顯（國防部，2021：3-4），我國面對在軍力天平上早已失衡的威脅，對於

積極籌建部隊中的不對稱戰力就更顯得重要，然因為特戰部隊是具備「三棲性、戰略

性、飄忽性及突擊性」等高專業特性，儼然成為發展不對稱戰力、實施國土防衛作戰

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戰力，所以在特戰部隊之中篩選成員的條件上，必須同時具備

下述幾項特性： 

 

（一）、遴選標準高，且須為自願加入。 

（二）、執行高度機密及難度任務，並由高層統一指揮。 

（三）、編裝精良齊全。 

（四）、訓練、裝備資源豐富寬裕 

（五）、成員具備多樣性專長 

 

我國軍隊現有兵力概約二十一萬餘名，在特戰部隊現有的兵力上，則占我國兵力

整體現況不到 0.01%，可說是部隊中的少數族群。高甯松（2004：161）指出特戰部隊

在部隊訓練上更以嚴格著名，需要經過一連串的篩選機制，並在完成篩選後接受艱辛

的跳傘訓練。另在其進入部隊服務後除了早晚 1 萬公尺的徒手跑步訓練外，個人還需

具備奪刀、奪槍及擒拿等相關格鬥戰技，加上針對爆破、通信、山地訓練、野外求生

等專業課目，皆列入平時特戰部隊訓練的課表之中。當然除了上述一般的作戰訓練外，

同時還必須完成包括空降、特種作戰及空中突擊作戰等相關科目並完成簽證後，才能

夠成為一位具有高度訓練並能處理各種狀況的專業化特戰部隊隊員（李發忠，2018：

20-24）。 

要如何在實施國土防衛作戰策略上，發揮特戰部隊所謂的不對稱戰力，透由前

述的部隊特性及形塑條件下，獲得下列的結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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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特種作戰於「防衛作戰面向」中的定位 

防衛作戰特性 特種作戰於防衛作戰中的定位 執行任務種類 

台澎地略自然天險 

台灣海峽自然天險，欲渡海攻擊必然實施兩

棲作戰，實施兩棲作戰必先於海岸港口集積

兵力，並於先前對我實施欺敵，如特種部隊。 

於先前滲入敵後，則可實施戰略偵察，掌握

中共真正的意圖和動向，或適時實施特攻，

阻滯敵之攻勢準備，增加中共戰爭準備時間 

戰略偵察 

敵後特攻 

都市城鎮林立，利於

持久固守。 

對於城鎮重要區域或政、經、心設施，實施應

援作戰 
應援作戰 

重要軍事基地與政、 

經、心設施，易遭敵

襲擊與破壞，影響防

衛作戰之遂行 

地形分割，形成各個

獨立作戰環境 

除西部濱海之中壢、嘉南、屏東諸平原地區，

較適於大部隊機動作戰外，其餘地區均不適

合大軍作戰，如能對無關決戰的重要地形，

以特戰部隊配合後備守土部隊實施游擊作

戰，並配合快速機動部隊加以反擊。 

游擊作戰 
海岸線長，傳統守備

兵力需求多 

本島距東南沿海甚

近、預警時間短促戒

備、反制奇襲不易 

如特種部隊能進入大陸沿海實施反制作戰，

延緩中共作戰準備，以爭取台灣戰略縱深。 
敵後特攻 

西部地區縱深淺，後

勤設施密集而重疊。 

於敵登陸地區可能建立後勤地區，先期配置

或潛伏於預期特種部隊，爾後依狀況實施襲

擊或破壞。 

留置作戰 

若干戰略目標分佈

偏遠地區，救援不易 

位處偏遠之戰略目標，在敵情不明情況下，

不宜以大部隊實施救援，而以隱密而快速特

戰部隊，可對關鍵目標，協力反特攻。 

反特攻作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李發忠（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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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關於傘兵及特戰部隊的文獻研究、分析來看，特戰部隊屬於一支高專業

部隊，並且具有「三棲、戰略、飄忽、突擊」的特性，有別於一般部隊執行常規性的

任務。而特戰部隊是需要執行高危險、大代價的特殊任務，這是一個國家關鍵的戰力

指標，更可以說是屬於一個國家的菁英部隊。如果想要成為特戰部隊的成員之一，其

先決的條件是，每個人都必須是採志願性的參加甄選，並經過了嚴格的專業跳傘訓練

之後，才能正式成為胸前掛有傘徽的特戰部隊成員。其次便是在成為組織的正式成員

之後，必須與來自不同單位的成員們，去接受各式各樣、艱辛困苦的專長訓練，來達

成組織成員皆是具有多專性的特性，而這一些訓練都相當強調團隊合作，並不容許有

個人英雄主義的出現。這個因素也造就了組織內的每一位成員，都相當重視彼此間那

種強烈的精神鏈結。所以想要成為屬於菁英性質的特戰部隊成員之一，除了是件不容

易的事情外，更必須要具備上述的條件。 

 

第二節 組織社會化 

 

一、組織社會化的定義 

社會化指的是由個人來去學習特定社會抑或是某個群體之中的行為，來讓他能夠

完成任務的一個過程 Elkin（1960: 3-15）、Schein（1968: 59-77）和 Van Maanen（1976: 

67-130)開始把屬於社會學之中，社會化的概念進一步的帶入組織之中，認為這是當個

體要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組織環境中，而為了能夠成為該組織中的特定角色，去獲取

專業技能及社會知識的一個過程。然而軍隊也是屬於組織的種類之一，在軍中不論是

一般性質的部隊或是需要甄選的特戰部隊，都還是需要去協助這些新進成員們來熟識

自己的組織文化，而稱這個熟識的過程為「組織社會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黃家齊、李雅婷、趙慕芬 譯，2014: 434-436）。而組織社會化是新進成員在從進入

組織前的外部者（Outsider）轉變成為內部者（Insider）的一個流程，過程中去學習並

且承擔他們在進入組織後所必須擁有的角色價值、被預想的行為模式以及應該知道的

基本社會知識（Louis, 1980: 226-251; Van Maanen, 1976: 67-130; Van Maanen and Schein, 

1979: 209-264）。 

Chao et al.（1994: 730-743）認為這是一輩子都會在經歷的過程，因為在一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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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的工作情境或是自己本身都有可能會發生變化，一旦有了新的需求產生，那

便會產生組織社會化的行為。產生新的需求也就是一個新的角色，Crow 及 Glascock

（1995: 22-34）則對於新角色的三種機制是這樣描述的：探索、放棄先前角色、並且

在新角色和自我中做調適，其中關於「放棄先前的角色」是包含了去除舊身分和投入

新身分的兩種同時進行的模式，而「新角色和自我中做調適」則是指要如何與新組織

磨合的行為。組織社會化的目的有二：第一是要減少員工對組織的模糊意識

（Ambiguity），可以使員工對組織產生安全感，知道組織內的其他人對於自身的期望

為何，第二是，可促使員工們的行為一致，並且彼此間相互瞭解、減少衝突，進而減

少對員工的直接督管與監控（吳秉恩，1999: 134-156），彙整過去眾多研究先進對於

組織社會化之定義整理如表 2。 

表 2：組織社會化之定義 

學者(年份) 定義 

Elkin 

(1960: 3-15) 

社會化指的是由個人來去學習特定社會抑或是某個

群體之中的行為，來讓他能夠完成任務的一個過程。  

Schein 

(1968: 59-77) 

組織社會化是指成員如何去融入組織中所蘊含的價

值觀、行事風格、思考及行為模式的一種適應過程。  

Light & Keller  

(1975: 30-43) 

組織社會化是個人學習在組織內對他人的態度應對、

對自身角色的期望，並將組織的規範與價值觀內化到

自身的過程。 

Van Maanen 

(1976: 67-130) 

組織社會化是新進成員能夠完全成為組織的一員，而

學習該組織的價值觀、規範及被要求其行為的過程。 

Van Maanen & Schein 

(1979: 209-264) 

組織社會化是組織成員學習和實踐成為組織中某一

特定角色的過程。 

Louis 

(1980: 226-251) 

使成員學習組織的社會知識，並承擔成為組織內的一

分子所需具備的價值觀、能力、及被期望行為的過程。 

Albanese & Van Feet 

(1985: 41-56) 

從工作的面向來看，組織社會化是確保成員能夠在組

織中獲得相關工作技能、角色特質與被激勵，是個學

習成為組織成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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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續） 

學者(年份) 定義 

Chao et al. 

(1994: 730-743) 

這是一輩子都會在經歷的過程，因為在一生之中，每

一個人的工作情境或是自己本身都有可能會發生變

化，一旦有了新的需求產生，那便會產生組織社會化

的行為。 

Taormina 

 (1994: 133-145) 

個體為獲得相關專業技能、了解組織、內部成員間的

支持及接受組織已建立的規範的一項過程。 

Bauer et al. 

(1998: 149-214) 

「組織社會化」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過程，因為它能提

供新成員認知工作環境以及和其他員工合作事實的

架構，持續傳達了組織價值觀及作業規範。  

Daniel 

(2001: 245-2273) 

當社會化的過程使新人逐漸將「個人價值」與「組織

價值」緊密結合時，會更加深他們組織承諾，且不會

輕易離職，組織也能確保更多獲益，可省去招募、選

員及訓練上的額外投資。 

Irene 

(2002: 720-737) 

所謂組織社會化，就像引導（ Induction）和指導

（Orientation），使成員能夠平穩的在工作或組織中完

成適應；藉由其他內部成員學習工作所須知識及特定

技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組織社會化的內容 

由於組織社會化是相當重要的過程，是一項為獲得相關專業技能、對組織了解、

同事間的相互支持及接受組織已建立的規範的一項過程，所以將內容區分為四個面向

來作為討論：工作訓練（Training, TR）、了解組織（Understanding, UN）、同事支持（Co-

Worker Support, CS）、未來期待（Future Prospect, FP）等四個面向式的迴圈，就成員

進入組織接受訓練來說，從字面上直覺反應就是屬於「工作訓練」面向，實則不然，

因為在接受訓練的同時，會進一步的熟悉組織的運作，這就是「了解組織」，而在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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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過程中必然會與其他成員產生互動，這就是「同事支持」，這樣的過程是一直重

複不斷並持續性（Taormina, 1994: 133-145），我將定義及行為模式整理如表 3 及圖 1： 

表 3：組織社會化之四個面向 

面向 定義 

工作訓（TR） 

Training 

新進員工為了升任某項特定工作，從組織訓練中不論是內部

或是自身所習得應有知識、技術及能力的過程。  

了解組（UN） 

Understanding 

使員工清楚熟知其在組織目標、組織中的角色定位及組織是

如何運作的過程。 

同事支持（CS） 

Co-worker support 
組織成員之間有良性互動及被其他組織成員接納的過程。 

未來期待（FP） 

Future prospect 
對工作未來的升遷、分配、薪資及福利接受程度的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3：組織社會化四個面向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黃家齊等人認為（2014: 434-436），組織社會化也是一種同時有學習和變革的流

程，做為學習流程來說，新員工除了要試著去了解組織的工作環境、社交動態外，他

們還需要學習如何被預期、如何使自己更融入組織及期許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並希

望對組織忠誠和達到工作績效上的報酬等。另外作為變革流程來說，融入一個組織本

身就是一種改變，有些人能夠快速的將組織文化內化，但少數人則是試著去抗拒這些

意圖改變他們原本內心思維和既有價值觀的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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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組織社會化是在新成員的調適及學習過程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胡

淑貞，2008: 17-26）。每個組織都會對新進成員進行社會化的程序，亦可以幫助雇主

與新成員間相互了解彼此，其效率的高低將會直接影響工作績效和工作滿意及對組織

的承諾（Hellriegel, Slocum & Woodman, 1989: 63）。所以如何去衡量新成員來了解成

員在組織中社會化的程度就顯得相當重要。Chao et al.（1994: 730-743）以六個構面的

觀點，來使組織社會化的衡量更加具體化，整理如表 4： 

表 4：組織社會化衡量之六個構面 

面向 定義 

工作熟練度 

（Performance Proficiency） 

為提昇組織工作效率及減少成員面對新事物的挫敗

感，會評斷成員是否已經學習到與工作相關的知識、

技巧及能力（Fisher, 1986: 101-145）。 

人員 

（People） 

組織成員如何與其他成員建立成功及令人滿意的工

作關係（Fisher, 1986: 101-145），找到一個適切的人，

可以正確地學習有關組織及工作上的知識，進而增

加融入團隊、組織、工作的成功率。   

政治 

（Politics） 

成員必須瞭解組織內的權力結構，以及如何快捷地

取得關於工作關係的正式及非正式資訊，有效地提

升在組織中的調適狀況（Louis, 1980: 226-251）。 

語言 

（Language） 

組織在不同環境、狀況，會產生特殊、專業用語，

所以成員是否熟稔組織所使用的專用名詞及行話，

將能使成員間溝通順暢，進而增進組織運作效率。 

組織目標及價值觀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Values） 

新員工必須瞭解且學習組織中有形或無形的組織目

標、價值觀及規範規則，而這些將能超越個人工作

及所屬工作環境的限制，使成員與組織有更密切的

連結（Feldman, 1981: 309-318）。 

歷史 

（History） 

組織的傳統、儀式或是成員的特別故事，這些活動

都會傳達一些關於組織文化的訊息，因此瞭解組織

的歷史背景有助於使成員知道在某些特定環境及互

動下，行為的適當程度。（Ritti & Funkhouser, 1987: 

327-3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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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社會化的階段 

在組織社會化過程中，在概念上基本可以概分為三個階段：職前期、接觸期、蛻

變期（Van Maanen & Schein, 1977: 209-264）。而經歷過這三個階段的過程，皆會間接

地影響成員對組織生產力的高低、對組織認同感深淺，以及是否願意繼續留在組織中。 

 

 

 

 

 

圖 4：組織社會化的階段 

資料來源：黃家齊、李雅婷、趙慕芬（譯）（2014：587）、作者整理。 

 

Feldman 認為（1976: 433-452）組織社會化的這三個階段是循序漸進地進行著，

而每一個時期的單獨階段社會化，都可以被獨立出來解釋並評判該階段的社會化是否

成功，但是任何組織中，每一個成員都是依照先後順序，且必須經過此三個時期的階

段社會化後，才可被稱為完全的組織社會化，各時期的內涵如下： 

（一）職前期（Pre-arrival） 

是指在尚未進入組織前，藉由從組織外收集資料，預先了解組織，內化成為對工

作及組織兩者間既有的固定價值觀、態度及期望（黃家齊 et al.，2014: 434-436），並

針對自身能力、技術及所具備價值實施檢討與判斷，考量自身是否與組織所需相契合。

而這些在職前蒐集到的資訊及蒐集的主動程度，都將會影響他們加入組織的意願及能

否良好地適應組織文化。 

（二）接觸期（Encounter） 

在進入組織後隨即進入第二階段，由於個人開始承擔新責任，必須開始面對想像

與現實差距的考驗，如果期望多少能得些許驗證，這只不過是再次確認原本認知無誤。

然而若現實與期望之間的差距甚大，成員就必須要調整原有觀念及做法，來進行新一

輪的組織社會化，以趨近、習慣該組織的特性及價值觀。當然也有無法接受、適應不

良的情況，則可能產生離職行為。在第二階段可以藉由鼓勵組織成員間友誼的建立，

來協助新成員進行社會化以融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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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蛻變期（Metamorphosis） 

當成員逐漸解決第二階段所遭遇的困擾時，在工作技巧儼然已嫻熟，且對組織價

值觀、規範及運作方式已完全了解，即成功蛻變成完全的組織成員狀態，進而被其他

成員接納且信任。而完成組織社會化的成員，雖有效降低離職意願，但仍需做持續性

的滾帶式調整，以適應不斷進步的組織。 

彙整上述學者的文獻研究發現，一個人若起了想要進入特戰部隊的念頭時，勢必

是被外在環境早已所塑造出的形象所吸引、嚮往著，所以他們會主動地去蒐集有關於

特戰部隊的資訊。其次再來衡量自己是否能夠加入特戰部隊，最後志願性地去參加甄

選，這就是職前期的組織社會化。當開始進入特戰部隊實施甄選時，必須首先完成跳

傘訓練，在訓練的過程之中，成員們會因為訓練艱辛留下的汗水而咬牙，會因為想完

成自己對夢想的期待而努力著。當最後完成訓練時流下感動的淚水，衍生出了所謂「勇

猛頑強」的意識。又因實施跳傘訓練時，在傘具穿著上的困難性，使得每一位成員需

要相互幫忙穿著傘具，產生了同袍間互助合作的情懷，且都是從同一架運輸機上跳出

「同一個機門跳出的兄弟」這樣的鏈結跟著產生，進而衍生出了「忠義驃悍」的精神，

這就是「接觸期」的組織社會化。最後當正式成為了特戰部隊的成員後，會因為認識

新同事、接受新的訓練，開始進入「蛻變期」與「接觸期」的循環。我認為要進入特

戰部隊除了起初的「職前期」外，「接觸期」與「蛻變期」是一直不斷重複與循環的。

所以在「職前期」與「接觸期」前段的組織社會化程度越高，對於特戰部隊的組織認

同就會更深，而「接觸期」與「蛻變期」重複的過程中，「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的

精神鏈結會因為不斷地循環而逐漸地加深，而更能夠增加組織社會化對特戰部隊成員

的影響程度。 

 

第三節 自我民族誌 

 

一、自我民族誌的概念與意義 

自我民族誌是源自於人類學領域中一種關於民族誌研究方法的衍生，可以將他歸

類為敘說典範（Narrative Paradigm），概略可以區分為描述及解釋性的兩種探討模式；

這其中與生命故事、個人經驗、書寫、自傳有著緊密並不可分割的關係（崔立德，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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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在蔣郁芬（2017： 11）的研究內容指出國內研究者將 Autoethnography 翻譯

為「自身民族誌」、「自傳民族誌」、「自身民俗誌」或「自傳式民族誌」，其實這也是

一種將自身作為文本，投射在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脈絡之中，透過人與文化的鏈結，

從中去檢視的一種研究寫作的樣式，是以一種自傳式的敘說去探討研究者本身的生活

經驗(Reed, 1997： 551-553)。 

Ellis＆Bochner（2000：740）使用 Autoethnography 這個「自我民族誌」的概念，

若純粹從英文文字上的意義來解釋 Autoethnography 的話，基本上可以解構出有三個

概念，首先第一部分是「自我」（Auto），指的是所有與研究者本身有關的個人經驗、

生命史、抑或自傳都被稱之我自我；第二個部分是「民族」（Ethno），指的是文化與族

群、歷史、社會有關層面的鏈結；第三個組成的部份為「誌」（Graphy），指的是書寫

研究的過程，就是研究文本所呈現出的層面。另外從中文字的角度來拆解「自我民族

誌」的字面，其中蘊含了「自我」以及「民族誌」的兩個概念，從字面上的解釋來說，

「自我」是利用個人經驗由內向外聚焦，並投射在大時代及社會文化體制下，並著重

於身處的文化脈絡，不同於以一個外來者，對於某一田野點進行研究，而是以一種參

與觀察的方式，對產生的現象、意涵進行描述及詮釋（Reed, 1997： 551-553）。而民

族誌就是一種對於一個民族的描述方法，是聚焦在一個有組織及持續存在的團體，而

並非單指團體中的個人。除了是要重新建構其傳統文化的一種方式之外，民族誌研究

是在任何一個類型的環境都適用（張可婷 譯，2010： 1-15）。所以兩者合一形成的自

我民族誌，更加能夠凸顯出個人與團體、文化之間的關聯與意義。 

既然我們知道自我民族誌，是從傳統民族誌研究方法的概念發展而來，而在最初

被認為是研究內容的主軸但又有別於過往的傳統民族誌，大致可以從三個面向來闡述

自我民族誌與傳統民族誌的差異性： 

（一）研究角色 

第一個面向在討論研究角色的部分，傳統民族誌是以第三人稱的角度，以局外人

的身分，透由介入被研究者的生活起居來研究其文化。然而自我民族誌是以第一人稱

的角度來闡述，研究者自身就是必然的被研究者，再將二者合而為一，且同時存在參

與者及觀察者的雙重身分下，透過自我觀察方式描述出自我的親身經驗，從自我體現

來表達出自我意識對於社會文化的理解。換句話說就是一種自我與文本對話的概念。

（蔣逸民，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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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 

第二個面向在探討研究內容上的區別，傳統民族誌中，研究人員會將焦點聚焦在

某一些特定族群文化，透過不論是否為參與者或觀察者的自身經驗，做為研究文本的

背景，用整體行為分析來詮釋出他人的觀點。而對於自我民族誌來說，由於研究者生

活中的任何層面，如思想、感觀及故事插曲，都可成為研究的題材，所以較為著重以

個人的角度來體現出自我情感抒發及思想的反饋，來描述社會文化與自我的關聯性

（崔立德，2020：20）。 

（三）研究方法 

最後第三個面向是比較研究方法，傳統民族誌是透過研究者本身對於被研究者日

常行為的直接、稱之為第一手的參與觀察，以及運用許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訪問方式進

行訪談來收集研究數據；而自我民族誌是採用自我敘說的形式，把親身經驗和自我意

識作為資料來源，著力於作者自身的危機經歷和生活重構。 

表 5：民族誌的比較 

區分 傳統民族誌 自我民族誌 

研究對象 第三人稱的角度 第一人稱的角度 

研究內容 聚焦特定族群 體現自我意識和自身經歷 

研究方法 參與觀察、訪談 自我敘說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自我民族誌研究的特點 

在過往的學者研究裡指出，選擇自我民族誌來做為研究方法有三種特點：第一、

可以提供研究者與讀者，兩者間構連成一個較為友善的研究空間，第二、增進研究者

本身及讀者對其文化的了解程度，第三、增加了研究者本身與讀者對於彼此文化了解

後，進而建立跨文化聯合地轉化可能性（Chang, 2008：52）。 

所以從操作手法來看，由於研究文本的資料來源就是源自於研究者自身的經驗，

單就研究者本身來說，是屬於較為友善且易於操作的方法，且研究者本身同時具備了

參與者及觀察者兩種角色，對於文本內容的瞭解程度相對性完整，相較於使用他類民

族誌研究方法之田野研究者來說，對於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也能更為深入。其次，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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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011：14）認為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也是屬於友善的，由於自我民族誌的的寫作形

式，比傳統制式的研究文本更吸引人，可以從科學文本上的專業研究到如短篇故事、

小說、日記等不同的文學體裁的表達上，透過多種型式的寫作將人物、場景及對話中

所想表達的自我意識、體現及對文本的省思來完整呈現出來。而且這個研究方法尚未

形成一個具體的敘事學術規範，比起制式化的傳統寫作來說就更加吸引人，所以能更

使讀者對於理解文本的內容深入，更能加速進入到研究者的脈絡之中，了解研究者本

身的故事及每個階段的相互關聯性，最後引發讀者自我的反思與檢視。 

綜合上述所說，自我民族誌看似是一種較為平易近人、使讀者能夠輕易進入研究

者所想闡述的脈絡之中的一種研究方法。但在作者閱讀文獻及文本的過程之中，發現

了自我民族誌似乎類同於自傳或是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其實這三者皆為敘說研究的一

種形式，而這三者之間有哪些異同，接續作為說明。生命史，作為一個發展許久且結

構完整的研究方法，是屬於一種被訴說出來的自身經驗及生命縮影，由研究者誘導一

段被建構出的敘事模式，從過去的立場來將被研究者生命的每個片段構連在一起，將

這些生命故事與文化、環境鏈結、探索其關聯性。而自傳則是將個人的成長背景、生

活故事、受教育等總總過程書寫出來，使讀者快速瞭解作者，可以讓讀者從第三人稱

的角度，來觀望第一人稱敘說的故事，來誘導讀者與作者的生命脈絡同步（許夢芸 譯，

2008： 186-200）。而自我民族誌則可以看做是結合自傳與生命史的一種文本，既可以

自傳第一人稱參與者的視框，呈現出內部人（Insider）的觀點，將生命故事一一帶出，

亦可用第三人稱觀察者的角度把個人故事做出分析，將其與環境、文化的關聯做出詮

釋，持續、循環性的聚焦在本身的研究問題上。因為過往軍事方面的研究，多半以量

化研究為主、質性研究為輔，而要論及特戰部隊的研究更是少數，因此本論文之所以

選用自我民族誌來探詢特戰部隊組織文化的脈絡，就是希望可以透過筆者的生命故事，

將特戰部隊之中較鮮為人知的訓練、文化書寫出來，使讀者可以一種較為完整具體的

視框來理解特戰部隊及其相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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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學生學號 79034 

本章節中，作者從國小、國中、高中至大學的求學經驗來探討人格特質養成的變

化。首先透過作者對於「忠義驃悍」的定義來論述，藉由各階段中的生命故事，來探

求彼此間的關聯性，藉以與論文中的研究問題展開對話。 

 

第一節 我的覺得不是你的覺得 

 

「媽，你不要再給孩子加衣服了，你看他都熱到滿頭大汗了。」這一句熟悉的台

詞，通常會出現在婆媳之間為了爭執嬰兒衣服穿多穿少，而這樣的問題產生，套一句

網路上 Kuso 的話：「有一種冷叫做阿嬤覺得你冷。」但也就是因為每個人生長環境及

經歷過的事情不同，導致對於每一件事情的解讀、詮釋及看法，都會不盡相同。我所

認知的事情並不一定是你所經歷過的認知，所以我們不能單純靠片面的刻板印象去認

知事情的真相。因為這無法足夠代表事情真實的本質，而是要去了解整個事情的脈絡

甚至親自去參與其中之後，才能夠探求出一個實質意義；但這也只能代表你自己理解

後的詮釋，還是不能夠用以偏概全印象的去定義整體。 

 

一、什麼是忠義驃悍 

問題轉回到究竟什麼是忠義驃悍？這四個字在我的認知裡，最先出現在連江縣東

引鄉陸軍東引地區指揮部隊史館聯絡道旁的一塊紀念碑上面。這是民國 59 年時，由

時任總司令的于豪章將軍在紀念碑上面題了一段話：「忠肝如鐵石、義膽肝雲天、驃

旗耀中原、悍氣壯山河」這是用來紀念反共救國軍的先賢先烈。因為當年大陸淪陷時，

部隊處於沒有任何補給的狀況之下，本著一種比誰都堅強的反共愛國信念，冒死出來

實施游擊戰。尤其是在一江山戰役時，由王生明將軍率領七百人與共軍連續打了三天，

直到最後他們都壯烈成仁，而「忠義驃悍」正是形容該部隊傳統精神（東引鄉公所，

2021）： 

 

「忠：忠於主義、忠於領袖、忠於國家、忠於長官、忠於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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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存仁義之心、行正義之事、法俠義之行、棄不義之財。 

驃：氣魄雄壯、把握時空、動作速捷、驃勇頑強、戰鬥主動。 

悍：意志不消沉、生活不叫苦、工作不怕難、戰鬥不怕死。」 

 

可是對我而言，特戰部隊的忠義驃悍精神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從我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於官校畢業任官加入特戰部隊開始，這四個字就已經深深在我的腦中烙

印下。而特戰部隊位於桃園某個營區內的戰技館中的牆壁上，也刻印著斗大的八個字

「忠義驃悍、勇猛頑強」，可說是時時刻刻圍繞在我的生活之中。當我在構思我的論

文研究主題時，我靜下心思仔細去思考了這個問題，發現其實很難將「忠義驃悍、勇

猛頑強」定義出一個具體的概念，單純從字面上的解釋意義就是「忠貞義節、驃悍作

風」，正好與東引指揮部的傳統精神不謀而合，完全能夠說明出特戰部隊在執行任務

的過程之中，那種為了達成任務所展現出犧牲小我的團隊精神及特殊行事作風。其實

在國軍部隊裡，早就口耳相傳著特戰部隊是一支具有「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精神的

特殊部隊，這幾乎是每個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精神標語，但如果再去細問到每個人：

「請問你認為什麼叫作忠義驃悍、勇猛頑強？」我想沒有多少人能夠馬上講出一番道

理以及解釋出個所以然吧，就連已經在特戰部隊裡面服務有十一年經驗的我來說也不

例外。 

在我還沒有踏入軍中這個環境，並進入特戰部隊服務之前，我對於特戰部隊的認

知及想像，完全都是受到好萊塢式戰爭片的影響。這些都不外乎是「受訓過程很艱辛、

執行任務難度很高、成員之間都很團結、極高榮譽心、成員彼此間的情感濃厚」等這

種困難艱辛的既有印象。除了一開始提到的《諾曼地大空降》外，另一部則是在民國

90 年上映，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黑鷹計劃》，而這部電影也是至今會讓我一直反

覆觀賞的戰爭片。該片闡述很多刻劃同袍情誼的情節令人印象深刻，我在每次觀影之

後，除了能使我獲得相同激昂的澎湃心情外，還能讓我擁有不一樣的心靈震撼感受。

而在電影結束前的一段對話，我覺得徹底道出了那種只有身在其中的成員才能夠理解

的精神： 

 

"When I go home, people ask me" 

"當我從戰場返回家鄉，人們總是這樣問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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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Hoot, why do you do it, man? Why? You some kind of war junkie?" 

"嘿！胡特，為什麼你要從軍？難道你打仗打上癮了嗎？" 

"I won't say a goddamn word. Why? They won't understand." 

"我一句話也不說，為什麼？因為他們不會懂" 

"They won't understand why we do it. " 

"他們不會懂我們為什麼要打仗" 

"They won't understand it's about the men next to you." 

"他們不會懂我們是為了那個在你身旁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拚命" 

"And that’s it. That’s all it is." 

"很單純，就是這麼簡單" -《Black Hawk Down》- 

 

在影片中，刻劃出每一位角色之間的不離不棄，還有面對危難時刻所做出的自我

犧牲精神，以及對於團隊向心的凝聚，並且在劇情裡完全將特戰部隊「忠義驃悍、勇

猛頑強」的精神呈現地淋漓盡致。但這一切卻也不禁讓我仔細思索，這樣具有戲劇張

力的形象，究竟是被媒體刻意塑造出來，抑或是與部隊真實現況相符合呢？而對於每

一位特戰部隊的成員，真的都如同影片中外顯出那一種不存在有任何兒女私情，及拋

棄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嗎？這對於當時觀賞影片的我，很自然地在心中打下了一個偌

大的問號。因為我們總是能夠很輕鬆地旁觀他人所呈現出的畫面，然而自己親身參與

其中後，卻又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我對於「忠義驃悍」這四個字所呈現出來的

形象，仍然抱持著疑問。另外，又因為除了已故的舅舅早年是士官退伍之外，家族之

中沒有人對於軍職方面的工作曾有涉獵。在面對未知的軍事領域時，我打從心裡就知

道，我自己是不可能自願去接受這樣辛苦的訓練過程，畢竟我的個性顯現出來就只是

想要平凡地過著生活，也不想要特別的突出，只要與他人不要有太大差異就行。 

 

二、菁英式的教育 

當我回想起在求學階段報考國小及國中資優班的準備過程時，那其實就是把一群

成績較為優異，或是有自發性意願想要報考的學生們，匯聚一起來做菁英式的篩選。

最後再將挑選出來的學生，實施一定程度的課業訓練，為的就是成就另一批更為菁英

的菁英。現在的我不禁訝異，原來在教育體系中資優班的考試甄選模式，相比於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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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中的選員方式，不就是對應到了一種類似於篩選人員成為特戰部隊成員的過程嗎？

而打從心中就如此排斥成為「出頭鳥」菁英式的我，又為什麼會想要去報考資優班？

一開始報考國小資優班的原因，是因為父母親早就已經幫我規畫好了未來的道路，老

早完成了甄選資優班的報名。因為對比於父母親的生長環境來說，他們是以一個過來

人身分的心態來看待、建構我的成長路線，當然也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日後去過著

和自己一樣的困苦生活。其實我壓根就不會想要去出風頭或是做出突顯自我的表現，

反而是能有多低調就有多低調，因為這就是我的個性。其實在小學的資優班生活中，

每天 5 點多跟著務農的父親起床、用完早餐，早早就被送到學校等待著教室開門，在

學校的生活跟一般的學生並無太大的不同，上課聽講、下課遊玩，其實過得還算正常。

唯獨不一樣的是我們多了個資優班的頭銜，在課業的要求上會比一般學生還要多。因

為同學們的家庭背景不是醫生就是老師，相比於我們其中幾個單純的家庭，我們的背

景似乎就略差人一等。父母親懷抱一種不想輸給其他人的心態，所以對於我的成績要

求就會更加嚴格，稍稍成績不佳就只能接受「愛的教育」方式對待。但其實我是相信

自己可以的，在挨揍後還是會努力地去學習，希望自己在下一次的測驗還是可以獲得

好成績。 

然而在民國 89 年國小畢業後，報考國中資優班的原因，單純的就只是盲從而已。

因為我算是一個慢熟型的人，對於環境的適應力其實沒那麼強大。換言之我是個不喜

歡改變、不想接受新事物的一個人，只想照著既有、曾經經歷過的生活模式繼續走下

去。所以我單純的就只想跟著這群同窗五年的同學們，一起報考然後繼續國中同窗三

年。而當我進入國中資優班就讀之後，在那三年都充滿著升學壓力的生活裡，我完全

地放縱自我，將讀書這回事徹底拋諸腦後，把自己當成班級上的開心果，以娛樂自己

的方式來與其他同學們互結善緣、打好關係。當然不讀書的後果就是成績不好，雖然

這樣的生活固然開心，但是眼看著三年內周遭同學的成績都慢慢地進步，而我卻還是

龜速前進，一樣承襲著小學時代母親「愛的教育」。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羞恥心態

作祟，或是父母親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打罵教育方式影響了我，讓正值成長叛逆期的我

變得更加不喜歡讀書。當時的觀念還是以文憑來決定一個人的好壞，在學校裡仍不乏

有部分老師是以學業成績至上的觀點，來定義他們口中所說的優秀好學生。所以在班

上考試經常成績倒數十名以內的我，想當然爾地就成為那些老師口中無所事事、不學

無術的問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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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也曾經幻想過自己未來的生活，依循著父、母親期望的道路，選擇一種較

為平穩的職業，「五子登科」的度過一生。但是就在我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

公布之後，果不其然，我連離家最近的公立高中都上不了。面對老師鄙夷眼神的壓力、

厭倦讀書的心態，加上我只想要逃離家中生活的叛逆想法，在民國 92 年 5 月我毅然

決然地選擇了申請報考遠在高雄鳳山的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簡稱中正預校）。身

邊同學、親戚們聽聞這個消息之後，皆無法相信。當時社會大眾對於軍中的消息取得

並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大家普遍的觀感是相當的神祕，認為軍中的訓練就是很操、打

罵教育不斷等等的封閉想法。同時他們也都感覺我年紀還太小，不適合這樣軍校式的

團體生活，加上小時候的我運動不多，所以身材圓圓胖胖的，大家都認為我這樣的身

體素質，會無法接受軍中愛的教育及鐵的紀律的磨練，也認為我這樣溫軟的個性，在

軍中是無法生存下去。但是叛逆、厭倦這樣生活的心已經產生，我也知道這是我自己

必須要過的人生，既然我都已經做出了這樣選擇，我就不會去後悔，我就必須為自己

做出的選擇負責，默默地我也將自己推向我不熟悉、也必須改變的道路上。或許是我

第一次在我自己身上，體現了「忠義驃悍」的初始開端吧。 

 

第二節 你會看見你的明天 

 

中正預校是一所高中學制且歷史悠久的正統軍校，培養國軍軍官幹部的搖籃，而

報考中正預校的念想卻也成為我的軍旅生涯的開端。但是因為周遭家人、朋友從來沒

有在軍中服務過，所以這一切都得從未知當中開始摸索。從一開始的報考徵試體檢，

到入學報到的整備事項，全靠母親一點一點的摸索，從迷惘中再到完全熟稔，這一切

都要感謝我的母親。 

回想起在民國 92 年 8 月要進入中正預校報到的那一天，一大早我帶著茫然的意

識及輕便的行李從家裡出發，一路上風塵僕僕，來到了陌生的城市鳳山。進入中正預

校之後，環繞四周看著那高聳的圍牆、嚇人的刺絲網，映入眼簾的是中正堂上的跑馬

燈閃爍著幾個大字︰「你會看見你的明天」，無時無刻提醒著我們這一群剛剛報到的

菜鳥。加入預校是個正確的選擇，而身為新生的我反覆思索著那幾個大字，心裡卻想

著「在這裡真的會看到我所謂的明天嗎？」而我對於這個未知的環境就懷抱著忐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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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心情，去作了簡易的口試面談之後，由引導的人員帶我去看了一下未來 3 年居住

的生活區，我想說到這個段落之後，應該可以回家休息了吧！但卻事與願違，緩緩耳

邊的廣播就這樣響起了一段話：「請各位家長們，在安頓好子弟兵之後，可以準備開

始離校，並於下午 4 點之前離開。」原本只是想說當天報到後去做個口試，稍微了解

學校狀況之後，就可以返家等通知報到，所以當時聽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消息廣播，

猶如一個重擊在我的腦中放空似迴響著。 

然而我卻不是積極起身要去與家人做道別，是把自己封閉在那個屬於自己小天地

的床位上，用厚重的棉被把自己包裹住，去封閉來自外界一切的聲音，希望能用鴕鳥

心態的堅強外在偽裝，來武裝自己內心真實的脆弱。而母親在這個時候來到我的寢室

要與我告別，我卻逞強的在棉被中用聽似堅強的聲音跟母親回應著「你回去啦！我可

以的，你回去啦！」彷彿言語上的堅定，能夠掩蓋我心中那脆弱無比又顯柔軟的一面。

這樣的詞語當時聽在母親的耳裡是多麼樣的揪心，也是在多年後我從官校畢業任官與

家人的閒聊之中，才知道當時母親是多麼樣的難過，在離開預校回程的路途上都是淚

流滿面的。現在仔細回想起來，父母親從小的生活其實並不富裕，求學的過程也是很

艱辛，經常需要跋山涉水，徒步好一段時間才能到達學校，而且是需要半工半讀的過

生活。加上爸爸只有國小畢業而已，所以母親深刻地體驗讀書重要性，並不希望我未

來也走跟他們一樣的冤枉路。所以在我決定報考軍校的當下，他們或許是欣慰的，畢

竟未來的生活有了保障，不用為了我生活的經濟來源而擔心。但當時一心想逃離家中

掌控的我並不了解，更無法體會出母親淚流滿面的原因。與母親匆匆分離之後，我還

一個人困在自怨自艾的心情之下，開啟了我為期 3 年的團體生活，也或許就是當時衝

動做了報考軍校的決定，讓我開始慢慢培養獨立自主、對自己負責的個性。 

在那為期三年的預校高中團體生活之中，發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印象深刻的羞愧

事件，也是一件與相當重視榮譽制度的軍校理念相違背的事情，對於我一生來說是個

不名譽的汙點。在預校一年級上學期段考，那一天上午第二節課我記得是考英文，心

態中夾雜著自以為被壓榨了八年的資優班讀書生活，自以為到了軍校生活就可以完全

不用碰書本，沒想到卻還是狹路相逢遇到了瓶頸。當時腦中只有滿滿的厭倦感襲來，

而我卻起了一個歹念頭「作弊」，是充滿榮譽性軍校的體制之中所不能允許的一件事

情。我抱持著做賊心虛的心態，在我的座位上靜靜等待著監考老師發下考卷的那一剎

那；鐘聲響起、我從老師手上接下英文考卷後，用考卷壓藏著準備已久的小抄，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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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盼如竊賊般的探尋著監考老師的動向。正當覺得一切皆萬無一失並開始做著這不榮

譽事情之後，一道刺耳且當頭棒喝的聲音從我的左後方響起：「同學！你在幹嘛？」

這個時候全班的同學都瞬間將目光投射在我身上，當時我是多想找個地洞鑽下去，再

也不要與大家在同一個空間出現。被老師抓到之後，我的試卷當然被收回，我也馬上

被驅離試場。我跑回寢室故技重施地用棉被把自己包裹住，去封鎖來自外界一切的聲

音，腦中幻想出的天使與惡魔，無盡嘲諷的聲音不斷在我腦海裡咆嘯著「你完蛋了！

要被退學了！你怎麼會那麼沒有出息！」而這一切原本應該會是以退學來做為事件的

結尾，卻因為當時我們學生連隊的連長，在校務評核會議上面說明我是初犯，並且還

有悔過之意，力保我留下來繼續在預校就讀，所以我才有辦法開啟爾後的軍事生涯。

最後獲得懲罰就是以兩支大過、兩支小過及兩支警告，結束了這次紛擾的羞愧事件。 

好不容易結束了作弊事件後，本以為可以平靜的校園生活卻也暗潮洶湧的過著。

可是每當走在校園裡就很容易發現，大家注視我的眼神似乎都變得不一樣了，彷彿每

個人都在嘲笑、鄙視著我一樣。或許是我自己的心虛抑或是大家真的是這樣看待著我，

在學校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個時刻對於我來說似乎是個折磨。「我要不要自己報退學

好了，好丟臉」，心中越是這樣思索著，我就越加疑惑著。反而我以為這樣心情上的

煎熬，會消耗掉我繼續留在預校的信念，但其實不然。因為這樣的生活一點一滴打磨

著我青少年時期叛逆的火爆個性，讓我從一個初到團體生活中處處扮起武裝，如同刺

蝟般的青春叛逆，逐漸轉化成做事圓融也不與人爭的些微成熟性格，而這樣的性格也

還不是真正的成熟，反而是有點變相的軟弱。在我看似隨和的堅毅外表下，內心卻是

因為事件發生後，讓我情感更加地複雜化，形成了這樣不夠成熟表現，讓我陷入了自

我矛盾的弔詭之中。在這三年內帶著不名譽的稱號與弔詭的性格，默默地低調結束了

的預校團體生活。「我真的能看得到我的明天嗎？」我當時這樣問著自己。 

 

第三節 貪生怕死莫入此門 

 

一、震撼教育 

「新生學號 79034 凃泰丞報告」，在結束高中生活、接受大學學力測驗結束，選

填完志願，完成了艱辛兩個月的入伍教育之後，我就這樣進入官校就讀，成為了黃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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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的一年級新生。官校其實是一個比預校還要更重視榮譽的學校，在官校的學則裡

有著一條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的榮譽信條，那就是「不說謊、不欺騙、不偷竊，也不

縱容他人違反」。而正因為這一個榮譽信條，將所有的官校生們都能夠團結在一起，

讓團體榮譽放在所有人的第一順位來看待。 

猶記得我剛剛入學的時候，學校下達了一項規定「所有一年級學生不准攜帶電腦

返回學校使用，有需求一律至系館使用電腦」，身為一個大學生卻不能使用自己的電

腦做自己的作業，而是需要使用公用電腦，這是相當奇怪、弔詭且不合乎邏輯的。而

且還有另一個奇怪但書，國軍當時開始管制未經奉核的儲存式媒體（簡稱 USB），所

以我們不能任意攜回學校，如果被查獲會有嚴厲處分；但一開始什麼都不懂的我就只

有兩個選擇，第一是聽從命令，服從學校的政策，乖乖使用系館電腦製作報告，第二

是在休假時利用時間先將把報告完成，然後在返校的時候違反規定，利用 USB 把資

料攜帶回學校繳交作業。而我心存著僥倖心態選擇了第二個方案。當然人在做、天在

看，「莫非定律」卻在這個時候如期的應驗了。當天我返回學校戰戰競競地接受大門

口檢查行李，被站點的學長查獲行李之中攜帶 USB，當下除了違禁品上繳外，我隨即

被帶回連隊上實習連長的辦公室，接受學長嚴厲的詢問及無情砲火洗禮。因為在官校

裡有著「神仙、老虎、狗」的學長學弟制，所以只要一個人犯錯就是全體受罰，為的

就是讓大家徹底去實踐榮譽信條，那天晚上果然實踐了這樣的制度： 

 

「所有一年級連集合場集合，馬上！」（擔任值星官的學長聲嚴厲色吼叫著） 

「動！還動啊！你們同學很厲害，無視規定帶 USB回學校啊！下顎收回去！

站好！」（圍繞在一年級團體周遭的學長們，個個都在叫囂） 

「來！你把你今天幹的好事，跟你同學說說。」（實習連長朝著我怒吼） 

「新生凃泰丞在站點接受行李檢查時，因為攜帶違禁品遭站點學長糾舉」（我

緊收下顎回答著） 

 

這一刻學長們基於「一年級就是一條心」的理念之下，對所有在集合場上的一年

級實施了震撼教育，為的就是要讓我們這些剛進入官校的新生們，能在當下就記取教

訓，進而快速地融入官校的生活環境。而在那一晚結束後，雖然同學們全都因為我一

個人的自私行為接受了連帶性的責罵，但他們私下還是會過來拍拍肩膀安慰著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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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放在心上，畢竟一年級誰能不犯錯呢？當下令我羞愧地無地自容，對於這些力

挺我的同學們感到相當的抱歉，為什麼我要僥倖的自作聰明呢？晚上就寢之後，實習

連長單獨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詢問原由，我畏縮地說出是我只是為了繳交作業，才

偷偷將違禁品攜帶回營區時，學長卸下了他夜間集合時充滿怒氣的外在，更換了較為

和藹的口氣，並細心的對我說：「泰丞，今天學長並不是要斥責你，但是遇到這樣的

問題，要馬上跟學長回報，只要你是我連上的學弟，我就會去幫你們解決問題。希望

你能記取這次犯錯的教訓，轉換心態好好地將一年級生活完成。」在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以為學長們就只是會大聲斥責犯錯的人，但是沒想到連隊上的學長，竟是用如此耐

心的態度來教導我正確的處理方式，讓我這個懵懂無知的新生，心中瞬間充斥著一股

暖流。夜裡反省自己時，除了充滿愧疚之意外，也因為學長的舉動默默感動地落淚睡

去。 

發生這件事情後，學長處理事情的方式就是讓我相當認同的一種領導模式，對於

連隊內的任何事物，都能以相對性開明的態度來去面對。即是犯錯了，仍然會在怒氣

過後去聆聽各種的意見，並細心的教導我們正確的方式。然而在面對其他連隊時，又

能以一種槍口一致對外的態度，將整個學生連隊團結起來，形成了上下一心的向心氣

氛。對應到前述所提及，關於「忠義驃悍」的解釋意義：「忠就是忠於長官，義就是

存仁義之心」，在一年級經歷這次事件過後，除了在心中更加地信任連隊上的學長外，

另外在接下來大學的四年生活之中，我也默默地將學長的榜樣，當作我培養領導風氣

的模板，將學校所強調「榮譽、團結、負責」的精神養分，用我的方式傳承下去。而

這樣的「忠義」，似乎也因為養分汲取，在我潛意識裡悄悄地扎根、發芽。 

 

二、「如願」以償 

官校生因為課程設計的關係，並為了讓我們在畢業時能夠快速地與部隊接軌，所

以在暑假期間都要去各兵監學校1接受暑期訓練，讓每個人在四年的時間內，可以了

解每個部隊的特性。然而每個暑假的暑期訓練課程都不相同，這之中有兩種能夠凝聚

                                                 
1 兵監學校，依國防部（2004），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書中解釋為，負責業管以兵

種、官科專長為主之人員分類監督與管制訓練軍種兵科人事權責單位，如各總（司令）部所

屬司令部或兵科署、處（室、組）、各兵科學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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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向心訓練項目，第一是在二年級升三年級暑訓的跳傘訓練，其次是三年級升四年

級暑訓的山地特戰訓練，而這兩項訓練也都是來自我任職十一年的航空特戰指揮部所

下轄的訓練項目，它們也是我在整個軍旅生涯之中第一次接觸到所謂「忠義驃悍、勇

猛頑強」具有傘兵文化、特戰精神的訓練內容。以下我就拿影響我最為深刻的跳傘訓

練為例來說明。 

跳傘訓練，當初是一項為了磨練官校生的心智及體魄，並且能夠激發團隊榮譽心

所設立的訓練項目。猶記得在民國 97 年，當時正值官校二年級要晉升三年級的暑期

訓練，在長官的細心規畫之下，我們所有二年級學生在 6 至 7 月進駐屏東大武營區，

一般俗稱培育中華民國傘兵搖籃的陸軍空降訓練中心。當我們坐著遊覽車進入營區前，

營區門口佇立了一顆大石頭，上面刻印著四個大字「傘兵的家」映入眼簾。剎那間心

中回憶到觀看《諾曼地大空降》影集中，集體訓練後連隊產生團結的過程，想著傘兵

們究竟為什麼會自願去接受高強度的訓練，而且在這樣的訓練之中，又為什麼會培養

出團結向心的氣氛，這在我接受訓練前讓我心中充滿了疑惑。 

我們在為期兩個月的跳傘訓練過程中，接受了一路從最基礎的地面訓練「跳台側

滾」、「機身訓練」、「吊架訓練」、「擺動著陸」、「高塔訓練」，到實施五次的「實機跳

傘訓練」，畢竟跳傘是一項具有相當高風險的操作。在訓練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不能

夠馬虎帶過。而我們這群官校學生，肩上扛著建校九十餘載的黃埔軍校歷史名號招牌，

加上我們本就是國家重要的資產，所以訓練我們的教官們都很擔心我們的安危，每一

位無不是盡心盡力的訓練著我們，一切都是為了避免我們在接下來的訓練之中造成不

必要的人員傷損。接受訓練的過程之中真的很辛苦，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詮釋的，

我們每天都必須要在平均氣溫超過攝氏 37℃以上，以及屏東酷熱的艷陽照耀下，且

偶爾是在傾盆西北雨的濕黏氣候下，操練著一連串相當消耗體能的訓練科目，為的就

是要完成五次實機跳傘訓練，獲得胸前那榮譽的基本傘徽。而正也是因為接受過這樣

的辛勤訓練後，同學們之中所產生的革命情感，讓我們的感情更加融洽，倘若沒有親

身經歷過這些訓練，我們也不會因為那一枚榮譽傘徽，讓之後下部隊的我們都能夠很

驕傲地挺起胸膛，展現那辛苦過後得來不易的榮譽。 

因為接受過辛苦的訓練後，特戰部隊中傳承著「同一個機門跳出的」這樣的信念

價值，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曾經接受過跳傘訓練人的心中，並也造就了現在特戰部隊

的特有組織文化。雖然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如此特殊的組織文化，但在當時的我，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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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辛勤的體能訓練及酷熱天候影響下，對於這樣的單位產生了滿滿的排斥心態。但

我卻渾然不知的是，這樣渺小卻又強烈的信念，已經開始在我心中微微萌芽。 

在整個大學四年的學生學習生涯結束，也完成了所有三軍九校同期生的統一愛國

教育後，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一群准少尉軍官，我們也就是一群初生之犢，對於這一

切未知的未來，應該是帶著光榮傳統所賦予給我們的無所畏懼，去勇於接受所有的挑

戰。但就在愛國教育週倒數第二天，我們這群陸軍官校應屆畢業生參加了一場決定我

們之後的軍旅生涯的重要會議，也就是這個重要時刻決定我會深深愛上屬於我、養成

我的特戰部隊。而這場遊戲是這樣子進行的，我們在畢業前夕會依照個人意願以及成

績排名的次序來區分為步、砲、裝甲兵等共九種兵科。在這場抽生死籤的會議之中，

決定大多數人最初將會去哪些單位來報到，並成為該單位最新鮮的菜排長來服役。在

每個官科之中都會有那麼一兩支所謂的單位「上上籤」，大家都不想去抽到，我當時

選擇的意願是步兵官科，而在步兵官科之中不意外的也有所謂的「上上籤」，不是別

的單位，正是特戰部隊。可能也是因為在學生四年的生涯中，接受過太多的步兵官科

相關訓練，甚至是接受過特戰部隊的訓練（雖說是初階版），心中油然而生的就只有

無盡的厭惡感，怎麼想都不想要抽籤抽到特戰部隊去服役。 

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一群菜鳥新科少尉，到部隊報到後肯定是要去被蹂躪的。但痛

苦其實是比較出來的，在一群痛苦的人之中找出更痛苦的那小群人，就會顯得自己比

較不那麼痛苦，不知道我身邊的同學們心態，是否也是用一種看著別人痛苦，然後以

幸災樂禍的方式當作剎那間的快樂。終於輪到我抽籤了，當我亦步亦趨緩緩地走上講

台，將我決定未來的右手伸入那迷濛未來的命運箱中，「學生學號 79034 凃泰丞，手

中無籤，在此抽籤」，口中這樣念著制式乏味的台詞，耳邊卻迴繞著在場的所有同學

們起鬨的嬉笑聲「特戰、特戰、特戰」，但我的心中卻是暗暗祈禱著千萬不要抽到「上

上籤」，我的手就在命運箱中來回了十幾遍，最終選定了一顆籤球，並在拿起交給負

責驗籤的校部長官瞬間，我眼睛微微一瞥發現了個「特」字，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結

束驗籤的過程後，那支命運籤轉交回我手上，由我自己宣布單位名稱，就這樣我「如

大家的願」抽到了特戰部隊。而在那個時刻我還以為天花板要炸裂了，同學們在我報

告完的瞬間，爆出了轟天巨響的歡呼聲，除了是慶幸他們少了一支特戰籤之外，我相

信在同學們背地裡更深層的意思，是表達出對我這個在四年大學生活期間，曾經一起

經歷大小事情的同學，一種同袍間的不捨及感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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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凃排、凃少校 

延續上一章節的生命故事。在這一章之中會逐步敘述，作者進入特戰部隊服務中

發生的經歷。從慢慢了解「忠義驃悍」的實質體現，到去實踐之後獲得的回饋，最後

由故事中所傳達出相互矛盾的呈現，來省思這樣特殊的組織文化，是否就能完整地去

體現出真正的價值。 

 

第一節 初生之犢罵罵號 

 

從完成單位抽籤的那天起，我跟另外兩個同學身上就背負著特戰部隊新科少尉的

名號，雖然還是無奈，但卻也只能欣然接受，所以我帶著不願意面對的心情，背著行

囊前往步兵訓練指揮部（簡稱步校）接受「給他魚竿、教他釣魚」的分科教育。由於

特戰部隊在國軍的區分裡，是被分類為步兵兵科，所以在步校我們必須學習的，也是

屬於步兵的基本戰術戰法。但可笑的是直到後來進入特戰部隊服務後，我才發現半年

分科教育的一切所學，竟然與特戰部隊裡實際運用的戰術戰法大不相同，讓我懷疑起

我在這半年的時光是不是虛度的，難道我就只能穿著這空有其表的老虎皮，進入特戰

部隊去被蹂躪？這不僅讓我原本就害怕的心情更加的畏懼。而當我從步校完成這半年

可笑的分科教育之後，準備要前往服務單位報到的同時，我的內心除了忐忑、畏懼之

外，更多的就是懊悔、掙扎著當初為什麼在抽籤時，手在箱子內不再多挑選幾次「為

什麼不選右邊那顆球，為什麼…為什麼…」，無限的疑問句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後悔中，

強行占據在我的腦中一直迴繞著。 

因為當時我所屬的單位正在下基地，所以在一陣舟車顛簸之後，我終於抵達了位

於台中谷關的「麗陽營區」，而這也被稱為「特戰訓練中心」。彷彿這一切的安排都在

冥冥之中，似乎命運之神又將我帶回來這個曾經想逃離、也不想要再接觸的一個痛苦

回憶之地。就當我踏入了營區大門那一步起，馬上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巍峨的高山，也

是該營區著名的地標「1381 高地」2。後來我在部隊的歷練時間久了才知道，原來這

                                                 
2 1381 高地，位於台中谷關，是一處海拔標高 1381 公尺的高地。由於該高地皆為懸崖峭

壁，所以登頂精神象徵的 1381 高地，成為了每個進訓部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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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高地承載了許多精神性的象徵，也是每個單位下基地必須要去攀爬的精神指標，正

也是當時我尚未察覺的精神，讓背負著官校正期生這塊黃金招牌的我，彷彿肩上同時

也被特戰部隊「忠義驃悍、勇猛頑強」口號的另一塊招牌，一起重重的壓沉著，但實

質上的我其實是還沒有準備好，也沒有那個心思準備去承擔、傳承這樣忠義驃悍特質

的偉大精神，或許是先前個性的養成，讓我已經習慣了所謂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

我只能對著自己信心喊話並且暗暗告訴我自己「唉！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雖然心

中是百般的無奈，但還是必須要去接受這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只能帶著武裝起來的信

心，一步一步的邁向兵舍前進。 

 

圖 5：1381 高地(圖中皆非當事人，僅示意) 

資料來源：陸軍特戰訓練中心臉書。 

 

當我向所屬連長報到之後，我的連長只告訴我：「目前營部連準備接受基地測驗，

有缺偵察排排長，你就直接去營部連報到，接受營部連管制」，雖然服從命令是軍人

的天職，但對於一個剛從官校畢業，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我，當在接受到這個未知領域

的未知任務時，我的心中仍然是充滿著許多疑問：「為什麼我要去營部連？為什麼我

不能待在自己的連隊？為什麼沒有任何白紙黑字，就把我丟去其他連隊？」我就帶著

這樣懷疑的心情，開啟了心中相當抗拒特戰生活的那個篇章。偵察排，在特戰營的任

務之中是一個擁有相對特殊屬性的排組，因為他們必須比單位還要提前部署到定位，

當大部隊在推進的同時，他們也必須要跟著向前推進，所以偵察排是一個具有獨立作

戰能力的單位。到營部連報到後，因為大家都對我這個剛報到的排長很感興趣，所以

偶爾都會有人前來與我搭話閒聊幾句，這著實讓我放下了不少忐忑不安的心情，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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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話語間、舉止間、甚或是在日常生活的應對進退上，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們其實是

異常的客套，並且也在試探我到底肚子裡裝的是什麼樣的墨水。要熟悉一個連隊運作

最快的方式就是將值星帶縫上（擔任值星官），但是營部連連長考量我是剛下部隊，

且單位又即將接受基地期末測驗，他也不想打壞連隊原已建立好的默契與作息。所以

對於剛從官校畢業、懵懂無知的我，並沒有立即要求我將值星帶背起來去統整連隊的

事務。但我自己清楚知道我對於部隊裡的事務是完全一竅不通，甚至連一整天的生活

作息我都像抓瞎般時時刻刻打著遭遇戰。 

基地期末測驗的那週，從禮拜一的早上開始，整個營的氣氛就相當不一樣。身為

偵察排排長的我，當然要帶著排組的弟兄出去野外操課，在我腦中開始回想起官校時

收看過《諾曼地大空降》的內容，心中想著我也到了要獨當一面的那個時刻，這群人

的一切資源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不免熱血澎湃起來。但在這前往操課的路上，我則是

有種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悶，幹部與弟兄們都是一起磨練過將近八週的時間，

就連最資淺的義務役士兵，在這短短不到 5 公里的山間小徑，也是走的游刃有餘。而

我這個還未真正接受過特戰相關訓練的排長，只能肩負起不能讓官校生招牌丟臉的心

情，咬緊牙關地跟上他們的腳步，且不能落隊，也不能顯露出過多的倦容，我想這或

許就是官校傳承在我身上那堅忍不拔的毅力。到了操課場地後，我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的想要多一點休息時間，但是看著排組上其他幹部們，上下喳呼著弟兄們擺設操課相

關器材，準備要開始一天的課程，我也只好武裝起自己身軀，將疲憊兩個字拋諸腦後，

挽起袖子跟著投入其中。而這些授課的內容不乏是繩結法、隱伏區開設、手臂聲勢號

等特戰相關課程。雖然這些早已在官校暑訓所接受的山地特戰訓練中接觸過，但也都

只是學些皮毛。畢竟當時壓根沒有料到自己會抽到特戰部隊，所以也沒多認真的去學

習。有道是「學問，學問，就是學著去問」，而這些技能都會成為我吃飯的看家本領，

未來我必須將這些技能，教授給我所帶領的弟兄及幹部們。所以這時的我只能放下自

己身為軍官排長身分的驕傲，然後在不恥下問及無數次的練習之中，一點一滴地去學

習這些特殊的專業技能。 

期末測驗是一項為期四天三夜的連續鑑測。我記得那天是期末測驗的最後一天課

程，所以當我們完成最後一天的訓練課程，準備要收操返回營區完美地結束這一整週

測驗。每個人都因為這樣些許的放鬆了心情，心想著回到營區後，就可以將裝備整理

完，準備迎接休假的行程。可是天不從人願，就在這個時間從通信機中傳出了急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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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聲：「天龍洞洞，呼叫天龍么么，現在時間 1430，請即刻前往佔領龍安橋掩護營

實施機動」。原來是鑑測的教官下達了最後一項課目，這意味著我們要盡速機動到近

八公里外的一個目標，並且於結束課程演練後，要再步行將近十五公里才能回到營區。

這一來一回間累積約二十五公里的路程，都必須在下午五時以前完成，當時已經是下

午兩點多了，我看著周遭的幹部們馬上明白，大家的眼神全都透露出哀怨的心情。雖

然我心中也是有不少怨言，但我知道在這一個時刻，我必須拿出官校教導我領頭羊的

領導者風範，所以我二話不說立刻將地圖攤開，馬上招呼幹部們完成大家的的任務分

配後，一同將整個排組完成撤收及裝備檢整。出發前我集合了所有人員，統一宣布這

次的任務：「各位弟兄，剛剛接獲命令，我們必須盡快佔領龍安橋，來掩護營實施機

動。我知道現在時間很趕，但各位在這兩個月的磨練下來，會怕這一點路途上的艱苦

嗎？我相信是不會的。我知道我剛來還很菜，但是排長會帶大家一起完成任務。」從

大家聆聽的眼神之中，我看到不只有無奈的心，也看到大家透露出了一點點對我的信

任眼光。 

「出發！」整隊下達命令後，我走在部隊的前頭，帶領著大家去執行屬於我的第

一次艱辛的任務。也因為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之中，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難，一起加

油打氣、一起努力，最後我們也順利地完成了這次的任務，雖然返回營區大門的時候，

每個人都已經是汗如雨下、全身溼透，彷彿大家早已忘卻了身上仍然背負厚重裝備。

在 1700 時前抬頭挺胸的返回營區，最後我們偵察排在連集合場上圍成了一個圓，所

有人肩併著肩的呼喊著精神隊呼，慶賀著我們都完成了這個艱苦的任務。準備送裝的

時候，那個看似兇惡的偵察排副排長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排欸，很可以喔，不錯

捏，加油加油！」雖然在執行任務的過程是辛苦的，但被同袍肯定對我來說才是最甜

美的果實，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特戰部隊裡，感受到團結的向心及被團隊認可的認同

感！就在那個當下，我才剛剛萌芽的「忠義驃悍」似乎被這一份一同苦過一起笑過的

同袍情、一點一點的滋養著，而我也些許的瞭解了在電影《黑鷹計畫》中 ”It's about 

the men next to you” 這句台詞所要透露出的含意。真的惟有親身經歷過那些事情，才

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卻不是那一些外人所能夠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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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兄長的熱情與平息 

在特戰部隊服務的這十一年間，我從一個新科少尉、晉升上尉接連長，到接任少

校參謀主任的過程之中，所接受過的任何訓練及參加過的任務，在我心中的認知，時

間都是為了讓我能夠成為一個獨立、負責的特戰幹部的一場紮根之旅。而在這趟旅程

之中我曾經接受了「情報訓練、寒地訓練、迫砲師資訓練及突擊兵訓練」。而正因為

特戰部隊的任務繁多及特殊，我前後也參加了許多的任務及演習，其中包含了大家眾

所周知的「山隘行軍」（現已更名為戰術任務行軍）。也是因為這些訓練讓我跑遍了

全台各地，就連聽都沒聽過的地方，也都會有特戰部隊的蹤影。軍中常言道：「平時

多流汗、戰時少流血」，就是因為平時有了高強度、高張力的訓練，所以在戰時或是

實際演練之中，就可以避免掉大多數的訓練危安。而反觀特戰部隊是一個很奇妙的單

位，經常會因為任務遠離自己的駐地，而訓練也明明都是那麼的辛苦、勞累，在那個

辛苦勞累的當下，每個人的抱怨及那一股因累而生的怒氣，都會在每個人的心中一再

迴圈著。可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之後，當在其他人面前提起自己服務的單位時，我想

所有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深深吸口氣，將自己左邊胸口上那一塊榮譽傘徽驕傲地挺起，

把自己當下最認真、最帥氣的那一面展現出來，彷彿自己完全不曾因為任務而感到疲

憊。那些曾經怨聲載道的喃喃自語，卻也不攻自破地消失在空氣中，難道這真的就是

所謂「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的體現嗎？ 

 

一、熱情的屏東 

民國 104 年 1 月 16 日，我從步校正規班結訓晉升上尉並且接任了連長一職。由

於我所接任的這個單位，是打從畢業任官開始，我就是一直在這個連隊服務，所以我

對於這個單位有著不一樣的特殊情感，也對未來的工作生涯充滿著許多美好理想及偉

大的抱負。至於這個從小官開始陪伴我成長茁壯的連隊，當然會想要把我在腦海之中

早已勾勒好的未來藍圖，紮實的建設這個連隊，並將我在小官時所遇見、所遭受的所

有不公義或是不完善的情況做出改變，期望讓現在及未來在這個連隊服務的官兵弟兄

們，都能夠打從內心感受到。因為我接任這個單位的連長後，希望連隊上的氣氛是有

那麼一點不一樣的改變，讓他們把這個連隊能夠看作是自己的家。並把連隊上的幹部

們都當作兄長般地看待，而不再只是有嚴肅的上下階層、長官部屬關係。然而我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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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這個連，是曾經榮獲過國軍年度模範團體的殊榮。從我任排長初到連隊報到時，

我就聽過連隊上的幹部弟兄們提起過這件事情，讓我在心中也默默地許下承諾，希望

往後我在接任連長時，要將這一份屬於這個連隊的榮譽，重新地延續下去。所以當我

正式接任連長之後，我就積極地去訓練連隊，想盡辦法來凝聚整個連隊的團結與向心

力。營長也看到了我這一份熱血付出的精神，他若有似無地在一旁默默的幫著我一把，

把許多能夠爭取表現、獲得績效的任務指派給我們連隊。我也不負營長的期望，兢兢

業業的圓滿達成每一項交付給我的任務。 

同一年的夏天，我們營上接獲指揮部的指示，要擔任國軍當年度重大演訓攻擊軍

的角色，意思就是要以扮演假想敵的角色，採用空降的方式奪取重要目標，來策應演

習中後續部隊的攻擊進展。而這一項聯合反空（機）降操演任務，是身為特戰部隊的

我們無不想要極力爭取的任務。所以當這個消息傳到營上官兵的耳中，想當然爾的每

個人應當會是相當興奮及雀躍的。但是似乎我在接任連長之後，會有一種莫名準確的

第六感，畢竟跳傘是件相對危險性高的活動。所以我聽到這個任務之後，心中就默默

地將連隊上那些有可能會「不能跳傘」的人員名單稍微細數了一下，並把這一份名單

放在心中，讓自己有個底，因為我不能自己亂了陣腳，畢竟我還是要帶領連隊執行任

務。而眼皮下最重要的就是，連隊移防到屏東的規劃，所以我只能著手開始與幹部們

討論所有移防的細項，而我們也於年中時順利的移防到屏東大武營區。 

屏東毒熱的太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夏天時刻要在豔陽底下實施高耗能的操課

活動，更是令人受不了。所以每天上午操課前，每個人身上的迷彩服都會是乾的，但

從第一節次的下課開始，直到下午結束訓練課程後，我們的迷彩服就再也沒有乾過了。

在那個當下我其實是很享受這樣的過程，畢竟與連隊的弟兄們一起揮汗操課，大家可

能會因為在訓練之中發生一件令人莞爾的突發事件而一起歡笑，也有可能因為某個人

的無心之過，而讓大家一起接受教官的責罰。而這些訓練過程中的產生的歡笑與怨懟，

卻也轉變成為我在接任連長時印象最深刻的回憶。當時雖然我身為一連之長，卻想不

明白為什麼會很享受當下辛苦的過程，不過之後的日子裡，我卻無意間發現這樣的關

聯。還記得某一天我利用操課結束，將裝備歸還入庫後的空閒時間，在營區內無目的

地散步著，走著走著就發現了一座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先總統 蔣公雕像。因為特戰部

隊可以說是先總統 蔣公一手創立出來的，在那雕像底下刻印著幾句話，至今仍令我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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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犧牲勝利榮譽是我的們目的，危險痛苦困難忍受是我們的生活 

四十七年中秋，總統對空降特種部隊訓示」 

 

讀完後頓時讓我領悟了什麼，原來早在先賢先烈們的傳承下，我們這一直被賦予

「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的精神，正是呼應著文章一開頭就提到「傘兵天生就是被包

圍」這句話的意涵。如果在接受訓練時，沒能夠忍受住當時承受的困難及危險，那我

們又怎麼去期許自己在面對真正戰鬥時，能夠傑出地完成任務，甚至是慷慨赴義的犧

牲，去滿足其他部隊任務的達成呢？也正因為這句話讓我更加體認到，我身為一個領

導者，和底下的被領導者必須要有站在同一陣線同甘苦、共患難的意志。 

而就在我們完成了接近兩個月辛苦訓練之後，營上為了降低任務的風險，及提高

任務執行的安全度，開始要求我們連級去篩選出較為合適的操演人員。由於我是剛接

任連長不久的菜鳥，在挑選成員的過程上沒什麼經驗，完全依靠與弟兄們一同操課的

過程中的觀察，還有跟資深幹部的討論之下，慢慢將操演人員名單逐步檢選出來。在

部隊打滾時間比我久的弟兄們，當然都會知道這樣的篩選過程，而我先前提到心中那

份可能會「不能跳傘」的人員名單，也慢慢的驗證出真實性了；當某個晚上我對全連

宣達了正式操演人員名單之後，耳邊馬上就傳來一些微弱的交談聲，當時我心裡其實

大概有了個底，知道是哪些人在喃喃，但我也不去多做揣測，只是逕自跟弟兄們宣達：

「對於名單有異議的人，集合結束後來向我報告！」宣達完之後我就返回連長室靜靜

等候，果然就有幾個人來敲我的門來向我報告，報告內容不外乎是： 

 

「連長，我的腳在這次訓練過後好像有些不舒服，那個名單可以調整嗎？」 

「連長，任務結束後我馬上就要退伍了耶，可以不要把我排進名單嗎？」 

 

身為連長的我，心裡其實有兩個面向在相互拉扯著，一方面是我一直想要把連隊

打造成家的感覺，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照顧下屬的兄長角色，讓我會很想要滿足大家的

需求，讓大家有被照顧到的感覺。所以在「情、理、法」的前提之下，如果真的對於

身體狀態有疑慮，我只能請他們出示軍醫院的診斷資料，來佐證他們「不能跳傘」的

事實。而在另一方面，雖然我大概知道這些人是真是假，但是秉持著三信心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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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的前提下，我又必須耐心地跟這些弟兄解釋篩選的過程及標準，希望他們能

以團隊榮譽心為優先，加入這項特戰部隊成員都想要極力爭取的榮譽任務。因為考量

到要保有訓練的安全性，又要能夠達成演訓的目標，這一份名單其實是調整了很多遍

之後才向連隊宣布，但是中間殺出這些預期的程咬金，著實讓我很是困擾。在我委婉

地解釋過後，辦公室的門又被敲響，我的心中不免與剛剛來找我的人聯想在一塊： 

 

 「連長，那個名單還可以再調整嗎？」(一個很認真的義務弟兄，試探性的問我) 

「怎麼了嗎？」(我心想他不在正式人員名單裡面，怎麼會這樣問我) 

「報告連長，我很想參加演習，但是我卻不在名單裡面。」 

「連長跟你解釋一下，因為演習時間結束過後一週，你就要退伍了，考量到休(補)

假的問題，所以我跟士官長才沒有把你排定在名單裡面。」 

「可是我真的很想跟連上弟兄參加演習，讓我能夠在退伍前有個深刻回憶。」 

「我知道你跟他們感情很好，但是加上你之前的積欠假，可能會有休不完的情況，

所以連長才會把名單這樣排定。」 

 

宣布名單之後的效應，讓我那個晚上輾轉難眠。首先是為了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我在名單的調整上思索很久。第二個讓我較為糾結困惑的面向是，就連一個即將要退

伍的義務役弟兄，在面對重大任務的時候，表現出無論如何都想盡辦法要參加的態度，

完整的將所謂的「忠義驃悍」、「同一個機門」跳出的團結精神體現出來。因為他知道

他為的不僅僅是心中那股執行任務時所產生的驕傲榮譽感，更多是為了在面對連上弟

兄同袍，可以讓他們覺得在全體都要執行困難任務時，這個即將要退伍離開的人，也

還是像往常一樣，和這些曾經一起流汗過、一起吃苦過的兄弟們，站在一起執行任務、

一起面對困難。而那些「不能跳傘」的弟兄，心裡又是怎麼樣的去看待這個任務，換

句話說他們是怎麼去看待這個團隊？為了一己私利的去背離這些一起努力過的夥伴

們，而這樣的行為看在那些努力奮鬥的人，還有那些即將退伍的弟兄眼裡，他們又是

怎麼去看待這些國軍的志願役特戰幹部？這讓我在夜裡翻來覆去思考了許多。 

那份最後名單如何排定的呢？隔了一週，那些「不能跳傘」的人，都如期地把軍

醫院開立過證明的單據拿出來時，身為一連之長的我，也只能阻斷任何會危害任務執

行順遂的危安因子，將他們排除在正式操演人員名單之外。而那位即將退伍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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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因為他過於浮動的心態，我也將他排除在任務執行名單之外。那麼這一類人就會

被營部統一做調配，將他們安放在較無危險程度的職位，一同為營上的任務努力拚博

著。最後，任務也在全營的努力之下順利完成。就在任務執行結束後，我特別把那位

即將退伍的弟兄找到我的房間，把我們執行任務的過程，一五一十、完完整整的跟他

敘說，讓他也能夠像參與在任務其中般的共享我們曾經擁有的畫面。尤其在聽到某個

過程時，他也會很激動地詢問最後的發展。那個晚上我們聊得很開心也很感傷，似乎

將他在連上度過的生活回憶通通重複撥放了一遍。 

 

二、趨緩的熱情 

而同一年的那個秋天，我們營上剛剛從炎熱夏日的南部，結束了一年一度的重大

演訓，返回到龍潭那個熟悉又可愛的駐地。但過了兩個月之後，我們營上又必須實施

移防，來迎接即將到來的基地訓練。就在這過渡期之中，原本是唯一可以好好歇息的

兩個月，指揮部卻又將固守營區大門的重責大任交付給我們營上執行。我們四個連長

聽聞之後，不免私下抱怨一番，所以在晚上的課前準備會議中，營長語重心長地對著

大家說： 

 

「我知道大家剛結束演訓任務想要好好休息，但是指揮部將守大門的任務交付給

我們，這是對於我們營上的肯定跟器重。」 

「一連連長，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們連上執行，有沒有問題？」（營長意味深長地

轉頭看我） 

「報告營長，沒有問題！我一定會好好執行」 

 

雖然我的嘴巴信心滿滿的答應營長，心裡卻知道這是營長想要幫我達成我心中的

企圖。但我又彷彿回到剛下部隊接任營部連偵察排排長時期，面對未知任務的徬徨無

助，畢竟我從來沒有接過守大門的任務。我會不會搞砸、過程之中會不會有什麼意外，

總總的會不會一一浮現，也讓我暗地在心中默默擔心著。但那時的我早已經接受了多

年特戰部隊特殊組織文化的薰陶，在表現上又增添了幾分「忠義驃悍」的象徵。於是

在課前會議結束並接受完營長的提點之後，隨即返回連隊召集資深的士官幹部，開始

實施任務研討及工作分配，希望能夠藉由資深幹部的豐富經驗，來帶領我這個資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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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連長。就這樣，我們連隊上上下下都夾帶著甫完成重大演訓任務的一身傲氣及滿

心自信，將固守大門、維持營區安全及展現單位門面的榮譽任務接任下來。 

人家常說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就是我們在接下任務初期最好的寫照。剛開始執

行任務時雖然頗有挫折，但一切都還算順利。在這樣偶爾犯點小錯的狀態之下，我帶

領著連隊安然地度過了最初的一個半月，而上級、營長對我的表現也都還算肯定。但

「行百里，半九十」，就在剩下半個月的時間裡，我以為可以順順利利的完成任務的

心態下，果然「莫非定律」應驗了它的真實性。我們連隊上發生一件看似驃悍，其實

只是年輕人血氣方剛、魯莽的軍紀案件。當時固守大門的任務編組為一員哨長搭配一

員衛兵，而通常是由資深士官幹部擔任哨長，負責查驗來訪人員的身分；衛兵的部分

都是挑選考核通過的資深士兵來擔任，負責協助哨長管制大門，所有的人都要先經過

這兩個人驗證後，才能進入營區，這樣的組合可以說是整個營區的門面。那天我正在

營部辦公室裡為了另外一項指揮部示範做著資料，準備在下午時刻向營長提報。就在

我完成資料走回大門的時候，遠遠就傳來兵舍中的叫罵聲，我心想「完蛋、一定出事

了」，馬上奔跑進入兵舍，就發現幹部們正架住兩個互相叫囂的士兵。我上前瞭解狀

況，發現因為接任大門口勤務一次要值勤四個哨點，又要符合衛哨勤務內的休息規定。

但是因為要準備指揮部示範的關係，造成當時執勤的成員為兩個士兵，其中一位還是

剛執勤完另外一項勤務的弟兄，兩個人卻因為一點小事在執勤時互相看不順眼、叫囂，

甚至直接在大門口相互毆打起來。 

這件事情一發生後，原本我想說自己連隊上處理就好。但卻因為大門口的警監設

施拍下當時兩人互毆的狀況，被當時執勤的戰情官看到，直接升級成指揮部交代查辦

的營內鬥毆軍紀案件。所以開始了指揮部的調查程序，撰寫案件自白書、隨傳隨到的

個別約談、上級蒞部視導及領導統御座談、指揮官精神講話。加上指揮部示範的演練

要持續、基地前的移防準備，還有平常例行性的勤務要維持等各種日常作業，瞬間覺

得這兩個禮拜的工作及心理壓力之大就快把我壓垮了。可是我身為一連之長，怎麼能

夠在連隊弟兄面前顯露出我快要不行的一面。所以我一樣保持著我堅強的一面，去面

對所有迎面而來的事務。但這樣假象的堅強總是會被人拆穿。有一天晚上營長請傳令

通知我，要我單獨去辦公室，我當下以為是我們連上又被糾舉還是有什麼重要事情交

代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跑到營長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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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連長凃泰丞，報告」（急促的敲著門） 

「進來！」（營長一如往常地敲打著鍵盤） 

「………」（我在辦公桌前，立正站好） 

「泰丞，聽說你最近壓力很大？」（營長緩慢地說） 

 

 我看著營長那略顯嚴肅的表情，說出這短短這句帶著關心溫度的話語時，瞬間

覺得終於有人懂我承受的壓力。一股釋放的感覺衝上腦門，刺激的我的淚腺，淚液溢

滿了我的眼眶，我就站在營長辦公桌前低著頭、握緊拳頭、壓抑著我激動的心情，在

稍微平復心情後，我故作鎮定的回覆著營長。 

 

「報告營長：沒有！」 

「泰丞，我知道你承受很多壓力，但是這是你的連隊，你要自己扛起這個責任，

如果連你也被擊倒了，連隊怎麼承受得起這個壓力」 

 

聽著營長這樣的說，我知道他是想要鼓勵我，不想讓我感到內疚。我也知道他懂

我所承受的壓力巨大，想要給我一些安慰，希望我能趕快調適心情去處理連隊的事務。

這整起事件最後以「營內鬥毆」作為不名譽的軍紀案件結案，肇事雙方均被處以記過

處分，相關作業違失人員也被處予適當處分。我身為連長，當然不能免除掉領導統御

不佳的名聲，被記上兩支警告的行政處分。雖然營長一直力挺我的表現，但最後我還

是沒能帶領連隊把模範團體的榮譽重新贏回。這次發生的事件對於我來說，真的重重

的打擊我熱情如火的拚勁，之後夜裡每每做完例行性的巡視後，我都會落寞地坐在連

前，看著陪伴我許久的兵舍，望向連隊斗大金亮的招牌自問著，我究竟還有哪裡做的

不好？難道我把他們都當作親兄弟般地看待，卻是被他們這樣不成熟的舉動回饋？讓

我感覺到很不值，而我帶領連隊發生這一起單一事件，為什麼就能將我這一整年為了

部隊的努力付諸流水？但或許是我給了我自己太多的期望，過於想要把這個曾經培育

我的連隊，重新找回當初那一份獲得模範團體的榮耀；抑或是在我接受特戰部隊多年

的洗禮，被其特殊組織文化的薰陶之下，漸漸地就以我所學會的技能、工作中累積的

經驗，以及憑藉在特戰這個小圈子中打滾後的自信，將我自己塑造成勇猛頑強的外在、

似乎在淺層的內心已經被「忠義驃悍」給徹底的影響。但其實在內心深處依舊還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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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剛剛進入預校，懵懵懂懂、懷揣柔弱心思的小毛頭，因為身為連長、尤其我又是擔

任特戰連連長，算是比較偏戰鬥風格的連隊，給大家的印象就是要很兇悍、體能要很

好。在特戰部隊中老一輩舊有的觀念裡，如果我沒有用吼叫的方式管理連隊，就會被

認為好似沒有什麼作為。而現實生活環境裡，卻不允許我將溫柔纖細內心的一面外顯，

所以我只好隱藏自己、包裝自己，變成我所不樂見到的那一面。 

 

第三節 接近權力的核心 

軍官在階級晉升上是需要有時間管制的限制，來確保在管制期間內，可以獲得充

足的工作經驗，足以勝任次一階級的職務。所以從初任官少尉開始到晉升中尉，需要

管制一年的時間、從中尉晉升上尉需要管制三年、從上尉晉升少校（俗稱肩膀開花）

需要管制四年。在期間沒有延誤的狀況下，從官校畢業任官開始，最快在八年內就可

以晉升到少校。換句話說，也就是從基層幹部逐漸靠近核心的中層，最快也要八年的

時間。而在外人眼裡看來，我在軍旅生涯經管中的各個晉升管制節點是沒有遭到延誤

的。到了該受訓的時候就去受訓，來取得晉升下一階層的入場門票，而同樣到了可以

晉升的時間，我也具備了相關資格順利的完成晉升。 

 

一、身分的轉換 

我從基層的排長晉升到屬於戰鬥風格的上尉連長，之後接任屬於後勤補給性質的

少校連長，最後提升到了較為偏向權力核心的中間階層、屬於規劃性質的營部參謀主

任。而主要工作就是在協助營長把後續的任務先行完成規劃後，來讓營上整體任務推

行順遂。一切看似單純的工作，但卻煞費我許多心思來做學習。因為在軍中的社會架

構下，是沒有什麼所謂的職務學習手冊或是教科書，可以來參考運用，或是能夠讓你

在尚未接任前，就可以事先預習的訓練課程。一切都必須在你接任職位後，自行摸索

其中的眉角，就算是犯錯、碰壁，也是讓你學習的一個契機。所以當我需要從一個時

時刻刻與官兵站在第一線的領導幹部，轉換身分成中間階層的微核心規劃者時，這對

於我來說是蠻大的挑戰。畢竟從官校時期開始的養成教育訓練，主要就是以培養我們

成為一位優質領導幹部，所以在擔任基層的領導幹部來說，不能說是得心應手，但至

少不會太差勁。但當要我轉換成以規劃為主的幕僚職時，這則是一個完全沒有觸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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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也不知道能去哪裡謀求類似經驗。只能夠依循在軍旅生涯中曾經看過、在處

理事情上比較妥當的學長們，以模仿他們的經驗為範本來依樣畫葫蘆，並在實際的工

作處理中不斷的碰壁，來當做我的學習經驗及養分。這樣子的模式其實是一件很弔詭

的事情。我知道在一般社會上其實也是這樣的狀態，沒有人是第一次當家長就上手、

沒有人是第一次打工就上手等等的狀況。但相較於軍中的模式來說，當我從官校畢業

任職當基層排長前，曾接受過兵科學校的分科教育，但也只僅限於戰術上的教學及教

條式的宣導資料。接任連長前也只參與過連長講習班，講授了一些統一形式的法規限

制及準則上的複誦，完全沒有課程會實際講授你要如何以一個排長、一個連長的身分，

去領導你的團隊及跟士官兵相處。 

相較於以往我只是一個聽命於上級、負責執行任務的連級來說，轉換身分成為一

個規劃者的營級，我以為我可以用類似的經驗來複製相同的處理模式，而讓事情能夠

得心應手地完成，但是這一切卻變得非常不容易。雖然在轉換身分前後，我也陸續完

成了戰術任務行軍、移地射擊訓練及聯合反空（機）降操演的規劃，並且實際參與任

務的執行。但在這過程之中讓我感覺到疑惑的是，不論事前的規劃做得再詳細，都有

可能因為上級的一句話而臨時變卦，又或是因為上級之間的理念不合，造成對下級指

導的不夠明確，而讓我們實際在執行層面上變得相當難做出規劃。而上述的三項大型

任務，我們至少都必須向上級提報過二十次以上，當然這其中還不包括長官臨時更改

事項。所以每每遇到大型任務，就肯定會深陷在規劃、提報、更改、再規劃、再提報

的迴圈地獄之中。而正因為我也是要執行任務的人，變成了我白天執行任務的練習，

晚上開會完必須得持續加班熬夜，規劃著翌日的行程，就是為了確保任務順利執行。 

 

二、任務的弔詭 

就拿戰術任務行軍來說，在部隊實施先期訓練時，不論是為了要訓練每個人的肌

耐力、耐熱度，或是要初步完成篩選參訓人員，所有人員都是必須要參與訓練的，當

然我也不例外。所以只能在每天結束訓練，抓緊時間完成提報資料的撰擬。每次在任

務開始前，完成了對上級的無數次提報之後，想當然爾任務必定會是在一個賦予完美

的規劃下才下去執行，但事實卻不然。在這整整為期二十餘天的戰術行軍任務之中，

每一天晚上的課前會議，總是會有一些來自上級督導官的特殊指導，或是隔天會有什

麼樣的突發情形，需要去做行程上的更動。然而這些的改動對我來說，著實會逐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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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磨著我的熱血。畢竟我曾經努力完成事前所有規劃，卻在會議之後就成為了空談，

那我又何必那麼努力的在任務前，犧牲了自己寶貴休息時間，就為了完成無數次提報

資料的更動呢？就是因為這樣日復一日的變動，也讓我在二十餘天的任務期間，不論

是來自上級催促的壓力、或是來自我自己的求好心切，都讓我的身心遭受到不少的錘

鍊。一直到任務完成、返回營區、裝備全數入庫之後的那一刻起，我才完完全全放下

我肩膀上那無形壓力的重擔，也才能好好的休息。 

而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我曾經執行兩次的聯合反空（機）降操演時。我第一次是

以一個接受命令、純領導的連長角色來執行任務，可以說是得心應手，單純只要在白

天操課時間認真操課、時刻注意弟兄們操課危安就好，操課結束之後的時間幾乎都是

輕鬆自在的。反倒是在第二次執行相同任務時，因為部隊執行人力不足，身為已轉變

成營級協助規劃者的我，一樣是要擔任任務執行的一員。所以除了在白天操課時間認

真操課，並注意弟兄們安全之外，正當大部隊操課結束在休憩的時候，我也必須跟著

我帶領的幕僚團隊，針對每天課前會議後產生的指導事項來修正計畫。可是相同迴圈

式的生活讓我慢慢開始疲乏起來，生理及心理上彷彿都無法獲得好好的休息及放鬆，

時時刻刻都處在高張壓力下的緊繃。曾有那麼幾個時刻，覺得自己的壓力計快崩盤，

直到任務執行的前一天，我還是持續在做計劃上的細微修正。綜合了這兩個親身經歷

的大型任務的之後，相同的迴圈及壓力對於一個剛剛轉換身分的我來說，產生了許多

困惑。一個任務的成功與否，就是在於事前的計畫做為是否夠縝密。而我們在這樣複

雜度高、訓練強度大的任務前，已經完成了許多的規劃及提報，卻在任務開始後的每

天課前會議之後，就輕鬆得被迫完成更動。雖然戰場上都是瞬息萬變的，但不免會讓

在營級實施規劃的我們產生了質疑。部隊中經常強調三信心：「官兵當以信仰長官、

信任部屬，並自信其為負責任、守紀律之軍人」，加上身處特戰部隊的我們，最重視

的就是我們身邊夥伴的信任，已經完成計畫的事情，卻是如此輕易的被變動，那豈不

是先前的準備都不能夠被採信的？連我們自己都不能去相信上級了，更遑論連級以下

的部隊是要怎麼對我們營級信任，並進而產生團隊的向心力呢？這其實是一件很值得

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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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的忠義驃悍？ 

先前提到「特戰部隊」之所以有別於一般的常規部隊，就是因為特戰部隊具有能

執行一般部隊所無法勝任的特殊性任務。所以我們都會將執行任務是一件很榮譽的事

情，可以透由紮實的訓練過程來凝聚我們忠義驃悍的團隊向心力，並將這一股勇猛頑

強的精神外顯在我們的表現上。但卻也是因為在執行任務的難度較高，讓我在不同身

分的角度下看見了許多人情冷暖甚至是自私心態。以我所述的兩個重大任務來說，在

執行前勢必要經歷過一段很艱辛的訓練過程，而在這樣的訓練過程之中，可以很明顯

地看見多數人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完成訓練，甚至是咬緊牙關、把自己最後一絲力氣都

擠榨出來才能夠完成。但一小部分人的眼裡卻不是這樣想的，反而在訓練的過程覺得

苦、覺得累甚至是連嘗試都不願意，就向上回報自己的身體不適，去軍醫院開立相關

證明來佐證自己的能力是不足以完成任務，當然本著「三信心」中信任部屬的原則，

我們這些在上位者也只能完全地相信，並將他們在任務之中去安排適切職位。如果是

一兩個人做出這樣的事情，對於團隊整體執行力來說是沒什麼大礙，倘若報病號的人

增加，這情況就會像是病毒、傳染病般的會迅速在整個團隊中蔓延開來。因為辛苦完

成日常練習的弟兄們在結束一整天的工作返回寢室時，那些身體不適、有痼疾的其他

弟兄卻已完成分內工作在休息了，這樣看在那些努力付出弟兄的眼裡是該做何感想。 

 

「X！為什麼○○○可以那麼爽！」 

「X的！為什麼我背的那麼重，回到寢室他卻已經洗好澡在床上滑手機！ 

 

當這樣抱怨的聲音越來越多，團隊中好不容易因為辛苦訓練凝聚的向心力，很容

易就被一一打碎。然而身為上位者的我並不是看不到這樣的狀況，當這樣的情況有逐

漸蔓延的趨勢開始時，我就會開始把我下放的權限慢慢收緊，開始針對有這樣情況的

弟兄們逐一完成約談。但畢竟任務難度真的不低，我也不樂見弟兄們因為榮譽心，然

後強忍著傷痛去執行任務，到最後不僅沒能完成任務，卻也讓身體的傷痛加劇。雖然

我這樣的行為有稍稍遏止了可怕的「傳染病」，但是還是沒能修補這已經微微破裂的

向心力。在面對重大任務來臨時弟兄們兩極化的表現，以及我們在執行任務時的頻繁

更動計畫，讓我對國軍講求的三信心甚至是對我長久以來所信奉的「忠義驃悍、勇猛

頑強」軍風打上了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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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與一般部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般部隊在新訓中心時期的選兵模式是

優先以戶籍地來做初步分配，單位則是採用抽籤的方式來選擇。但是每一位想加入特

戰部隊的成員都是在選兵時採志願性的報名，再完成傘訓時才能進入特戰部隊。這些

自願加入的人在一開始都是願意接受艱苦訓練，且對於這份工作是有一定嚮往的才會

選擇特戰部隊，照理說在接下來的軍旅生涯中遇到任何的任務，應當會一本初衷的實

現自己的嚮往，然後全力以赴的去執行並想盡辦法完成任務，而且在特戰部隊中每個

人都是本著「同一個機門跳出」的傳承，齊心為了同一個目標齊力的去完成任務，應

該是個相當有向心力的團隊。但反而在實際執行層面，卻出現了這種畏懼困難的人。

不知道是現在國軍以福利為導向的招募政策出了問題，導致招募進部隊甚至連志願加

入特戰部隊的人，都認為軍人這份工作只是份可以養家糊口的職業，而不是把這工作

當作保家衛國的志業來看待。所以才會出現「推、托、閃、躲、飄」五字真言這樣的

表現，尤其是在面對全體性的大任務時，顯現出這樣的現象及想法真的是很要不得。

再加上前述面對任務規劃層面上的弔詭問題，這些問題倘若被其他不瞭解特戰部隊甚

至民眾們知道，那他們又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定位我們這些已經被塑造定型的部隊，

捫心自問我們是真的那麼樣的「忠義驃悍、勇猛頑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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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忠義驃悍、勇猛頑強 

終於把自己的故事好好地說出來。在透過自我敘說的過程之中我不時地在回想、

思索並反問著自己，也一遍遍審視著自己內心的想法，我究竟是怎麼樣詮釋自己，而

每一次的心靈回顧都會激起我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的故事輪廓也就跟著一遍遍的修改

著，試圖想要將故事能夠刻畫得更加明顯、闡述得更加清楚。畢竟特戰部隊這個圈子，

對於多數人來說仍是屬於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希望我能夠透過採用自我民族誌第一

人稱的敘述方式，用我親身發生過、經歷過的故事及事件，來讓讀者們能夠快速地融

入氛圍之中，來去了解關於特戰部隊之中，什麼才能叫做「忠義驃悍、勇猛頑強」的

真正精神體現。然而是否透過我對故事的描述，就真的能夠讓其他人或是我，就真的

能夠去釐清「忠義驃悍」是不是真的就是「忠義驃悍」這樣的問題嗎？我想這不能那

麼早下定論，因為我不是要真的去挑戰這個存在已久的精神架構。畢竟這樣的傳統精

神早已流傳多時，並在許多人的心中已經建立起一個不可撼動的地位。所以在這個章

節裡面我想要敘說的，是完整的利用自己的經驗，來初步分析出一個脈絡或觀點，將

我的生命故事與理論來實施對話，去真實的呈現出事件中的狀況與專家學說產生的關

聯性，並且來去釐清我一開始所假設的這些問題，跟其中弔詭的模式是如何的產生，

進而從中來去尋找出一個概念。從民國 109 年 9 月修習政大的課程開始，我才有機會

去回憶自己過往的故事。也是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我從現在的自己去回顧過往

的成長歷程。而這一段歷程就好比是一棟特別的建築，在人生道路上歷練並一點一滴

的塑造，原生家庭跟資優教育的經驗成為了我所奠定下的地基。軍校的生活養成教育

為我這棟建築物添加上了些許裝潢，最後是因為特戰部隊「忠義驃悍」的精神，讓我

這一棟特殊的建築物完整了這一切。 

 

第一節 地基的建構 

 

回首建設地基的開端，也就是我從小學教育開始，就被教育著「萬般皆下品、唯

有讀書高」這樣的觀念。而在社會上也是這樣一點一滴的建構著文憑至上的氛圍；因

為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制度，加上國中升高中的基本學力測驗，以及高中升大學的

聯考（已更為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讓最後學生上了哪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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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高中，以及錄取台、清、交、成或是中字輩等級的國立大學，成為了來認定一個人

是否成功的教育指標。然而每個人對於成功的見解皆是不同，但是在社會氛圍影響下

造就了這樣完美的學歷彷彿就是一個保證班，讓獲得一份鐵飯碗工作與完美學歷畫上

了等號。也因為這樣的社會氛圍，讓每一間學校都為了讓自己學校的升學率能夠達到

一定的水平，並且在地區間能夠吸引更多的學生就讀來宣揚自己的「教育理念」，所

以自然而然產生了能力分班的篩選，造成在學校教育制度裡引進了資優教育。而這類

菁英式的甄選制度，是要從民國 62 年正式啟動第一階段的國小資優班開始算起（吳

武典，2013：2）。起初提倡的政策是有四個基本理念去施行的：一、提供適性均等

的教育機會；二、營造區分學習的教育環境；三、創造多元才能的發展空間；四、引

導回饋服務的人生目標（過修齊，2009：163）。其實不難看出，推行資優教育是想

要將分散的教育資源做出適當的分配，將教學環境實施區隔後來對於學生們因材施教，

使每個學生都能朝更多元化的方向去發展，培養學生們成為社會中成長的一股力量。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人生是能夠被完整的複製在其他

人身上。而這樣的資優教育在我父母親的眼裡，彷彿是個可以被複製的經驗。因為從

民國五○年代開始，我國從農業社會邁入工業化的社會，經濟方面也隨著發展開始慢

慢起飛，多數民眾的物質生活品質逐漸獲得改善。而我的父母親就是經歷過那個時期

的家長們，回想到自己曾經苦過、曾經窮過的年代，為了不想要讓自己的孩子走同一

條荊棘路，紛紛希望我們選擇一個比較好就業、薪資較為優渥或是鐵飯碗的職業。所

以在我國小到國中求學生涯中，就存在著資優班這樣的特殊教育。早早我就被規畫好

進入有俗稱的「資優班」、「升學班」還有「放牛班」這樣階層區別的學校就讀。學校

中任教的老師又為了能夠保有自己的「教學品質」，想當然對於學生的成績就會更加

看重。從我的經驗看來，強迫著學生們硬背死記，把所有的知識包含國文、英文、數

學、社會、自然，全都轉變成為了一種考試過後就忘記的記憶。彷彿所有一切學習的

目都只是為了「分數」罷了，無視於學生的吸收率及學習成果，最後產生了學的越多，

就忘得越多的窘境。 

再來從我國小到國中的求學過程來做出分析，身邊的每個同學似乎都依循著他們

父母親早已規劃好的道路前進著，一路從進入國小、國中資優班就讀，接著進入明星

高中、國立大學、最後考取公職或是當上醫生，成為了不被父母擔心、社經地位高的

成功人士，每個人彷彿都照著固定的劇本套路順利成長著。姑且不去談論他們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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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之中發生的事情，但是這樣的劇本似乎為他們在人生道路的一開始，就為他們打

下一個良好地基，讓他們最後建設成為一座華麗的建案，並向這個社會推銷著他們的

價值。而我接受到的現實並不是如此，我並沒有按照社會上既有的劇本，來為自己的

人生打下華麗文案的地基。反而在我認為最重要國中資優教育裡，因為我的成績不夠

理想，在學校裡被老師斥責著「成績怎麼那麼爛，這樣以後是如何考上好學校呢？」，

另一方面在家裡我也被父母拿來與其他同學做比較「你看看 XXX 的成績，每次都保

持在第一名，也不是要你跟其他人比較，但至少比上不足也要比下有餘吧，不要每次

都考在後段班，是有那麼差勁嗎？」結合了這兩方面的比較與言語刺激下，讓我總是

認為自己不夠好、比不上別人，進而產生了自卑感（Feeling of Inferiority）。就像黃

堅厚（1999：95-97）在書中提到，著名心理學家 Alfred Adler 認為如果一個人在兒童

時期沒有獲得足夠的鼓勵與支持，欠缺了由被愛所建構出的安全感。加上時常被提醒

著自己是多麼的樣的淺薄、無能，一味的只能仰望著他人臉色，會讓這個人在未來變

得不敢嘗試，因為總是會有個聲音提醒著自己會失敗。這樣失敗的後果又會使自己更

加認知到自己的不足，讓自己陷入了循環的深淵中，而這種自卑心態會佔據這個人的

內心進而產生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 

在國小、國中的求學階段裡，由於我是在菁英式的資優教育裡面學習，但我卻因

為無法達成既有的期待，那些所遭受的種種打擊、壓迫及不被肯定的氛圍，都是讓我

對於自己未來的所作所為產生了自卑的情結。所以在那段求學生涯之中，每當我面對

老師及父母的斥責與言語刺激，讓自己被自卑情結所牽動舉止，在那個當下我會想要

避免自己因為斥責所帶來的不愉快感。所以我會下意識地選擇了保護自己，轉而以扮

演一個班級開心果的角色來娛樂班上其他同學，想要用滑稽的舉動博取來自不同面向

的認同感，讓自己可以不用去在意分數高低之間所帶給我的挫敗感。而這樣的行為在

謝敏怡（2020：198-199）的書中提到，人們總是會沒有意識地去保護自己，去減少因

為負面情緒的影響而產生的焦慮感，這樣的行為我們稱之為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所以每當我考試成績不好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替自己的失誤找理由：「要

不是我不願意認真，不然我的成績才不會那麼差」，而我這一種將自己不好、不擅長

的那一面合理化的消極行為，在心理防衛機制中被歸類成，自騙性防衛機制中的一項

特質，叫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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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將自己過錯合理化的現象越來越常出現的時候，我漸漸選擇了逃避，我開

始用扮演班上開心果的角色，來逃避掉從課堂之上老師加諸於我的課業壓力，變相地

用欺騙來規避掉在家中會被父母親斥責的精神壓力。導致最後我選擇了報考軍校，而

單純的只是想逃避掉我當下現階段我所不喜歡的環境。就在這三個面向的影響之下，

我貌似成為了這個菁英選拔制度下資優教育的受害者。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就是說明每個家庭的狀況都是不盡相同，不能混

為一談。但是我想將家庭組成的結構，當作是組織結構中的一種類型來看待，所以在

文章前半段探討文獻時有提到，人是群居性的動物，每個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之中，

都身處在不一樣的組織類型並扮演其中的角色。所以組織當中的社會化就會是每個人

一生之中，不斷去經歷的一個過程。倘若以我一個在菁英資優教育制度下成長的角度

來反觀，我就會將我的原生家庭歸類成是一種特殊的組織文化。在這個組織中，由於

父母親們對於成功的定義就是「考上好學校、擁有鐵飯碗、對未來不愁吃穿」，加上

與班上其他同學的家庭背景比較之下，導致他們對於我產生了過多的期待，也形成了

他們一種不願認輸的心態，進而讓我在這求學的過程之中，對家庭這一種特殊型態的

組織文化，我是無法有效地去融入並理解父母親當時的價值觀、思考內容以及行為模

式。換個角度來說就是，在組織裡我就是無法達到其他組織成員對於我所產生的預期

行為，所以我在這樣特殊的組織文化之中，我完成組織社會化的程度其實不是那麼樣

的完整。 

其次，如果我將菁英式的資優班教育環境，也理解成是另外一種特殊的組織文化

來看待的話，而對於那些班級上教導我的老師來說，他們對於教學成功的定義，讓我

的感受就是如果他能夠教出一群考上明星高中及國立大學的學生。老師也是在這樣的

期望行為下，同樣的給予了我們同學們過多的期望。這反而讓我對於資優班這樣的組

織是無法有效地融入，進而對於自己未來所要努力的方向上產生了迷惘及挫敗感，而

這也讓我在這個特殊的組織文化中，沒有完整地完成組織社會化。 

歸結上述的資料分析，一個低程度的組織社會化會產生心理防衛機制的合理化行

為及逃避行為，而我也經歷了這兩種組織社會化呈現的低程度後，同樣也讓我產生了

逃避行為，所以選擇了軍校生活來為我自己打下了不一樣的人生地基。而這樣不一樣

的開端，原來並不是我在腦海中所構思的美麗畫面。在自己以為體現出了特戰部隊的

「忠義驃悍」精神的背後涵意，原來單純地只是我因為出自於下意識地想要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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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出的心理防衛機制罷了。卻但也正因為是這樣的選擇，建造出了我之後不同的

人生建築物。 

 

第二節 裝潢的內容 

 

當我逃避性的選擇進入預校就讀，想要為自己打下了不一樣的地基開始，我就不

希望自己未來的道路是被規劃好的。因為小時候就已經被既有的菁英資優教育給壓迫

著，自己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只有朝著被塑造出來期望的形象前進，完全喪失了自我。

所以當我志願報考預校，到了遠離家庭的地方讀書時，我天真以為我能夠掌握自己的

未來，依照我想要成長的方向來建造我的人生房屋，但實則不然。尤其在預校就讀時

我發生了作弊這樣不名譽的事件之後，校園中那一雙雙看待我有不一樣想法的眼睛，

彷彿在無形中都是在告訴我「那不就是作弊被抓的的人嗎？怎麼那麼糟糕啊！」也是

因為這樣無形的精神壓力，讓原本因為自卑情結選擇逃避到另外一個沒有人知道我過

往的地方。 

想要重新開始的我，產生了第二次更加想要逃避的心態，也讓我從逃避行為轉化

成了壓抑情緒。加上我是家中第一個接觸軍事組織的人，父母親對於軍中事物可說是

陌生，就算真的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想要讓家人替我擔心，也不想要去對軍中事情

解釋太多。所以我經常把「報喜不報憂」這樣的行為，實踐在跟父母親電話往來的通

聯之中。因為早已養成的自卑情結，讓我覺得我真的是什麼都做不好、我真的很差勁。

所以我開始漸漸不喜歡別人對我的關心，彷彿他們的關心只是一種對我的憐憫。我就

只是一味逃避掉那些會讓我成為壓力來源的問題，下意識地將所有負面情緒主動忽略

掉，時間久了之後我就只想讓其他人看到我好的那一面，而那些存在我心中真正的問

題，只是被我丟棄在一旁沒有得到解決之道。也是因為這樣的心態，後讓我漸漸地害

怕起，其他人是不是不喜歡我、不想讓家人擔憂、也沒有辦法忍受其他人幫不了自己

的樣子。我想要讓大家都認同我，想要證明我不是那麼差勁，所以這樣的影響讓我什

麼事情都只想自己來，我也只想做好自己就好。 

而當我從預校要進入官校生活時，組織社會化的這一顆齒輪，悄悄的在我人生中

又再被啟動一次。從我了解的觀點來說，在預校讀書的生活跟我那些資優班同學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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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高中來相比，是相對性的輕鬆。但是自從進入官校之後，一切就變得完全不一

樣了。因為進入官校的生活就是一種由民轉軍的過程，從預校要進入官校一年級新生

之前的轉換期間，我們都必須要通過入伍訓的訓練。入伍訓就是要將每一個要進入軍

中的人重新塑造，從一個獨立的個體的角度，去融入到一個強調團隊重要性的組織生

活中，而在這樣的生活之中，是不容許有個人英雄主義的產生，因為這樣的英雄式自

我，會破壞掉整個團隊的向心力。 

官校就是為了要培育出國軍部隊未來的基層領導幹部，讓每位初官都能成為部隊

的榜樣。所以官校的生活就如同軍隊生活一樣嚴謹，我們甚至是被用更加嚴格的標準

來看待。軍隊生活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團體生活，在這個組織之中所執行任何一項事務，

必須是分分秒秒都不能有誤差，為了任務最後的完成，每一個環節都是必須要被仔細

考慮到，因為軍隊的要求是要按計畫中執行、不能有意外的發生。所以軍隊中的各項

任務都必須是在完成妥善規劃之後，然後依循「程序、步驟、要領」的 SOP 標準作業

流程去逐一執行。在官校的生活作息中，從早上起床盥洗開始到晚上就寢的時間，我

們的生活被既有的固定行程表所推動著，就如同軍隊生活一樣，在每個時間點之上要

去執行什麼樣的事情，在時間節點上要注意哪些重點，都要在前一日或是更久之前，

就被規畫、安排好的。所以當我從一個完全不懂軍中事務的菜鳥在進入官校時，面對

這些陌生的官校生活或是軍中文化的所有事情時，我都必須去重新地學習。 

我從一個高中之前擁有不愉快的求學經驗，加上預校發生的不名譽事件後，讓我

養成了自卑情結作祟、畏懼他人關心的心態。在進入官校後，開始過著「神仙、老虎、

狗」的一年級新生生活，我發現我自己的心態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轉變。因為在這個陌

生組織中，為了要快速地融入官校生活，面對學長們教導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需要重

新學習，進而我讓自己轉變成了做任何事情，都想要去證明我能夠單靠自己就可以完

成的「我可以」心態。但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我也吃足了不少苦頭，直到在一年級時

發生了偷帶 USB 的事件之後，就在那一晚我在公開場合被學長們一一斥責，我被學

長單獨叫到房間裡，由學長細心、耐心跟我講述道理，灌輸我什麼才是正確的觀念，

而也是在那一晚過後，我才稍為理解到原來做錯事情並不是一件比人差勁的事情。因

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就算是已經被程式設定好行程的機器人，也都會有犯錯

的機率，所以犯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並不需要將焦點糾結在為什麼我會犯錯，

而更應該重視的，是犯了錯之後誠實地承認錯誤，找出犯錯的原因後去改進它，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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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犯錯之後應該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報喜不報憂」的逃避現實，讓他人

都看到刻意展現出好的那一面，那也只是一種虛偽的假象，對於人生經歷並沒有太大

的助益。 

由於經歷過小時候時常被罵的經驗後我告訴自己的內心，與其誠實地跟別人說出

自己犯錯且還會遭受更多責難，倒不如選擇了逃避來讓自己好過一點。但在那一晚學

長面對我犯錯的的舉動，卻讓我對這件事情改觀不少，因為我當下犯錯之後，我是在

不得不回報的情況之下，才去面對自己的過錯。雖然是被狠狠的斥罵一頓，但事情過

後會有人在旁邊鼓勵你、告訴你什麼才是正確的方式，讓我對於犯錯選擇直接面對他，

而不是像以往的我只是下意識地選擇逃避錯誤所帶來的負面情緒。我發現我不再是那

麼畏懼他人的關心，而是更加接受這樣的溫暖。官校的校訓是「親愛精誠」，其中的

「親愛」就是要能夠相親相愛、互助互信；「精誠」就是精益求精、誠心誠意，我從

懵懂的一年級新生，到二、三年級處於被領導者跟領導者的青澀，直到四年級學長身

處最高年班領導者的承受。在官校整整四年的生活中，我徹底感受到了這樣精神的存

在，並且我也將這樣的精神實踐在我未來的領導風格中，也替我這組人生的建案上了

一層特殊的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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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當我建構了地基、完成了裝潢，準備要邁入建案的尾聲時，我重新回顧自己在最

初要建造這個不一樣建案的初衷時。這一路走來改變了許多，我是如何去定義我所認

知的忠義驃悍呢，「忠義驃悍」這四個字對於我來說，就是特戰部隊的精神標誌。除

了外界把我們特戰部隊的形象，塑造成在訓練過程很辛苦、執行任務很困難，早已是

大家公認的菁英部隊之外。實際我參與其中感受到更多的是，上級一個任務命令下達

之後，我們可以為了要完成搜救任務，在執行任務的整個上午，我們也不會想要偷懶

或是稍微停歇，就只是為了夠將任務目標、傷（亡）者搜尋到。我們甚至也可以為了

兼顧演習的安全性及完成度，即使戶外下著磅礡大雨，我們也會反覆地練習，一切只

為了在演習任務中，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及確保弟兄們的安危。我們可以在執行戰術行

軍任務的過程中，只要看到有弟兄稍微落隊，身邊的同袍就會上前關心，甚至是主動

分擔他身上的裝備負重，為的就是要全員一起走回終點的團結精神。而上述的這些，

都是我親身接受特戰部隊中，「忠義驃悍」這個信念實際帶給我的精神體現。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回顧 

那為什麼當初我在官校畢業抽籤的時候，會那樣的畏懼特戰部隊？為什麼我抽種

特戰部隊時，同學們的歡呼聲會讓我如此的不堪？因為當時的我，與一般民眾一樣被

美國電影所建構出的英雄主義所影響著。由於從美國九一一事件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

攻擊之後，人民們紛紛壟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而美國為了要宣示他們打敗恐怖主

義的決心，所以在同年開始接連拍攝了許多用來強調美國實力依舊強大的電影，來重

燃人民們的信心。而這一類的電影多以真實事件改編的軍事電影為主，透過拍攝手法

及光影效果來觸動人心，一如文中所提及的電影《黑鷹計劃》及《諾曼地大空降》這

兩部電影一樣，在影片中所呈現出來特戰部隊，具有強大實力執行著困難任務，同樣

也會遭受許多艱辛、困苦的挑戰。但特戰部隊依舊能夠完成任務，並在執行任務的過

程之中產生了同袍間相互扶持、關心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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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是因為那些彼此之間強大的鏈結，使得當時負有自卑情結及逃避行為的我來

說，覺得我自己是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更讓初次接觸到特戰部隊文化的我，在潛

意識之中產生了反抗。但卻是因為我在官校畢業派職抽籤時抽中了特戰部隊，讓我進

入了特戰部隊服務並也不得不去面對我所抗拒、逃避的內心。但反而進入特戰部隊之

後，因為開始實際接觸、參與其中，讓我慢慢的察覺出一些不一樣的細微，原來那個

我曾經極力抵抗，同袍間彼此關心的情愫，其實在特戰部隊裡面真實呈現出來的樣貌，

卻是一件極力觸動人心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開始真正接受特戰部隊的相關訓練後，因為每個人要進入特戰部隊之

前，都必須要接受過跳傘訓練，而這一項艱苦的訓練過程，不僅能夠仔細將符合特戰

部隊資格的成員篩選出來，也是讓新進入特戰部隊的成員，第一次接觸到「忠義驃悍」

這樣特殊的組織文化，並被這樣的精神慢慢的潛移默化。就如同前文所述，在完成了

近兩個禮拜精實的地面訓練，準備接受成果檢驗時，當我們從基地出發前往機場途中，

所有人都懷抱著忐忑不安心情。而當到飛機緩緩進場並打開後艙門，每個人頂著引擎

噴出悶炎的後氣流，並背負著厚重裝備登上飛機的緊張神情，直到了目標區上空打開

側門流進氣流的興奮感。最後大家從同一個機門一躍而出後落地、收裝備、集結返回

著陸場時的那一股感動，就真的如同電影中所展現出的情感鏈結般，使我原本從對於

特戰部隊只有厭惡及排斥感，經由接受過這一整段艱苦訓練過程中，同袍彼此之間所

產生出的情感。我開始對於早已被潛意識所定義的「忠義驃悍」，慢慢地產生了認同

感。 

所以當我懷踹著這一股滿腔熱血開始於特戰部隊服務，就想要將我真正接觸過這

種特殊組織文化給開枝散葉，從最基層排長開始到接任連長，我接觸過許多形形色色

的弟兄，也執行了許多正式任務及處理無數瑣事，從回顧這些過程之中，尤其是那位

已逝的弟兄讓我省思不少，因為每一個人在選擇加入特戰部隊的當下，都是自願性的

加入並且都能完成艱苦的傘訓，我會直覺式的認為每一位特戰部隊成員，都是具有一

定服從性及抗壓性的，並在面對任何的艱辛艱苦，都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所以當我知

道發生了這樣的憾事之後，卻又讓我不禁懷疑起我的認知，一個在接受特戰部隊磨練

三年以上的弟兄，到了其他單位甚至是在社會上打拚，應該會秉持著特戰部隊所傳承

「忠義驃悍」的初衷去面對任何事情，那又怎麼會在從士兵轉換到軍官階層之後，因

為身分地位上的改變而造就了本質上的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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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呼應到前面的第一個問題意識，這一份特殊組織文化是如何去影響組織成員。

回想起當時還很資淺的我，「忠義驃悍」是透過了艱苦的訓練，來成就這一份大家認

同的精神象徵，而我心中所認定的那一份「忠義驃悍」，看起來是如此地理所當然，

但是在遇到前述文章所提事件之後，為什麼在這一些人的眼裡，卻不是那麼樣輕易的

被他們所接受，而他們跟我一樣也是經歷過相同的訓練過程，接受過一樣的艱苦，這

訓練過程之中產生的潛移默化，為何不是那麼樣的順利，所以當我撰寫文章的當下，

我開始察覺到原來我心中那個已經被我認定的「忠義驃悍」，原來存在於每一個人的

心中，都會產生了一些細微本質上不一樣的區別。 

 

二、反思 

我想我要用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個是角色定位的分析。由於我是經歷傳統軍校

生活再到畢業任官，雖然在這認同的過程上我是從排斥、不得不接受到真心去接納。

因為官校就是秉持著要培養未來部隊中，允文允武的基層領導幹部的宗旨。加上在官

校中傳承下來學長學弟制度的服從，無形中養成了我們每個官校畢業生，都有獨特的

領導風格及能夠承受較多壓力的共通本質。進入特戰部隊之後，我又被「忠義驃悍」

這一股團結、努力不懈、堅忍不拔的價值，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再加上我本身在軍

校前較為逆來順受的個性，這三者的交互影響之下，讓我在面對部隊中的事務都能夠

沉著的面對跟處理。但我並不能實際去了解到每一個人的家庭或成長背景，所以僅能

以我片面的認知，從每一個人加入特戰部隊開始的過程來反思。我是軍官，是必然的

任務規劃者、領導者，要對部隊中的所有事情負起成敗之責；反觀士官、兵們在部隊

中是屬於執行者的角色。在服從是軍人天職的印象刻畫下，尤其是接受過「忠義驃悍」

的薰陶之後，特戰部隊中大部分的士官、兵們，在面對任務來臨時都是義無反顧地去

執行。而在處理壓力上，也會透過正確管道來排除，那是因為我們把團隊的定位放得

比個人還要前面。 

而在現階段特戰部隊中，採以較為人性化的管理，讓部分較為注重自我的士官、

兵，在面對團隊的抉擇上選擇了自我。而根據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理論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及艾德佛（C. P. Alderfer）的 ERG 理論（ERG Theory）

來說，當一個人的行為在某一個層次上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後，而向上一個階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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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更顯得重要，換言之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在需求上來做出滿足（盧瑞陽，1993: 

96-98）。所以那些以自我為首選的士官、兵們，在其安全性的需求上其實是沒有被滿

足的。雖然我們一同過接受「忠義驃悍」文化的洗禮，在特戰部隊的組織社會化程度 

 

 

 

 

 

 

圖 6：需求理論與 ERG 理論對照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都有一定的基礎，雖然我們在訓練上已經做足一定程度地訓練，就是為了讓每個人

都能夠在生理及安全的生存需求上達到滿足，以求達成組織的共同目標。但在面對任

務來臨或是壓力降至，他們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滿足之後，卻又對安全性需求上產生了

害怕的心理或生理上會遭受傷害，所以他們選擇了鞏固前一需求的重要，致使才會出

現面對重大任務前的退縮，及面對壓力無法排解後的憾事。 

接著我想從組織認同的角度來切入，由於人是群居性的動物，所以會尋找相似的

夥伴形成了群體行為及組織。而像特戰部隊在國軍單位中算少數的特殊組織，其組織

文化就相對性的重要。因為組織文化對外可以產生獨特性，來與其他組織產生區別來

形成特色，這對於招募特戰部隊成員是一項吸引力。然對其組織內部可以起到一種整

合作用，利用特殊組織文化發展出了一種集體性的認同感，不管是透過符號、儀式、

價值觀及信念，來塑造出內部的認同。就像特戰部隊利用精神標語「忠義驃悍」、傘

訓結訓逐一在學員胸前佩別傘徽的儀式、透過許多精實訓練傳達出特戰部隊勇猛頑強

的信念，為的都是使內、外部人員都能對特戰部隊這樣一個特殊組織產生認同感。像

是我曾經帶領過的連隊中，由於義務役弟兄的役期較短，他們會想要在短暫的軍旅生

涯之中，為自己留下一些不一樣的回憶，對於特戰部隊的認同鏈結也會較為強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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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執行任何任務的當下，都會特別的投入及認真，越是辛苦的訓練他們就會更加努

力去完成。而反觀那些選擇逃避的成員來說，一樣是自願性接受這樣的組織文化，在

面對外界的角度，也相當地以特戰部隊為榮，但實際在面對任務來臨時，卻選擇了逃

避的行為。就拿我自己來說，我擔任少校連長及參謀主任，在面對戰術行軍及聯合反

空（機）降操演時，我必須同時參與訓練也要做好規劃的任務，兩種生理及心理的壓

力堆疊下，我大可以選擇專心做一件事情就好。也懷疑過自己為什麼要那麼認真，但

或許就是「忠義驃悍」在我心中塑造的組織認同，讓我可以選擇咬緊牙關去完成任務。

一切都是為了特戰部隊的榮譽，但也是這樣強烈的特殊性的認同，讓他們自認為差人

一等而做出了逃避的選擇。 

三、歸結 

綜上所述，在家庭文化既有的氛圍影響，我從一個亟欲逃離家庭束縛的懵懂無知，

加上進入軍校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後，最後被「忠義驃悍」轉化了我的精神本質，我

想我這一路走來，在追求一個世俗框架下的價格，不論是求學成績的好與壞、職場選

擇的優與劣，而這都只是物質層面上的追求，最後造就了我對於「忠義驃悍」是否是

刻意營造出來的質疑。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樣的二元對立是有必要的，但是我想最後

「忠義驃悍」呈現出來，對於我會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因為在受訓的過程中，努力了

卻不一定會有結果，重點是在努力付出的過程之中又學習到了什麼。而它又會在每一

個人身上，都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是有無限的可能性，可以強悍也可以是溫柔，而

這些都應該被接受或是理解。所以應該將重點置放於「忠義驃悍」價格與價值的轉換，

如何將被塑造出來的價格，在每個人心中轉換、昇華成為，不同的解釋型態，但卻是

一樣本質的價值。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隨著時代的變遷，加上人力資源不足的現況下，各單位無不用盡其力在招募及人

員留用的方向下手。而特戰部隊已經有其獨特性，勢必能吸引到特定的人群。但之後

又怎麼去強化進入組織後的組織認同？本論文是以我在特戰部隊中實際接觸的自我

民族誌來做分析，接下來以我的觀點來提出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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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訓練滿足需求 

從角色的定位而言，以士官、兵們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進入特戰部隊的成員都是

渴望接受訓練的。一個新進成員實際可以接受的訓練有：傘訓、山訓，之後就會依各

個單位實際的需求，再將人員做送訓的動作。雖然我們在做專案任務前，一定會讓全

員接受該項目的專門訓練，但也僅就任務內容來實施，而產生逃避心態的人，多數在

單位中只接受過基礎的傘訓及山訓，致使他們會產生出差人一等的自卑心態。所以我

建議進入特戰部隊接受完基礎訓練後，仍須安排人員在不影響單位任務的前提之下，

依特戰部隊成員應具備「前觀、前管、狙擊、通信、救護、爆破」六項核心職能的方

針，逐次逐項的去充實每一個人的專長技能。另外，依據每個人不同的體能狀況，在

每天的體能訓練期間，區分組別的去針對每個人較弱項次的去強化體能，使每個人都

能在滿足生理及安全需求的基礎之下，逐步的向上完成社會及尊重的需求，最終達成

進入特戰部隊最內心初衷的自我實現需求。 

而從軍官的的角度看來，特戰部隊中的軍官來源，不外乎官校畢業、專業軍官班

及自選自用軍官班這幾種管道。除了官校畢業是採用抽籤的方式來進入特戰部隊外，

其餘兩個班隊都是自願性的進入特戰部隊，所以在心理建設上必須要有一定基礎。但

由於養成教育較短，往往會造成在初期的角色轉換過程上，一下子要負責太多事情產

生過多的壓力。另外從初任軍官的專長教育來看，也是一件令人覺得弔詭的事情，由

於特戰部隊的軍官在分類上幾乎為步兵官科，理論上應當學習有關步兵官科的戰術戰

法。然而一般步兵部隊的戰術戰法是偏向大軍作戰的模式，相較於特戰部隊屬於小部

隊戰鬥性質，所運用的戰術必然不同。但在專長教育之後，我們並沒有額外的時間去

學習有關特戰部隊的戰術戰法。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太了解自己的部隊，那又遑論

在接受特戰部隊的組織社會化後，能夠打從心中認同、熱愛這個部隊呢？且軍官在特

戰部隊中是為數較少的群體，除了基礎的傘、山訓外，多數的軍官要獲得受訓的機會

相對較少。曾有個特戰部隊的長官說過：「對於官兵來說，最好的福利就是訓練。」

所以我會建議針對初任軍官們，在接受專長教育完畢、下部隊服務之後，除了強化現

行已有的輔導機制，有效地排除工作上的壓力外，一樣也要安排這些初任軍官參加專

業項目的訓練，如突擊兵幹部訓練及相關師資班隊等，除了可以增加該員的本職學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389

 

 

67 

以及能更認同這個部隊之外，也可使資淺軍官們在這個以專長技能為導向的特戰部隊

中，增加自己的領導威信。 

 

二、組織文化認同的真實性 

我在對於剛進入特戰部隊的成員實施個別約談時，發現他們進入特戰部隊不外乎

是想要體驗跳傘訓練，及想要嘗試電影中展現出來那種強悍的任務。而這也是造就部

分成員在實際進入特戰部隊，在面對國家屬於長年備戰的現實產生了些許的落差，進

而衍生出一種混日子、得過且過、當薪水米蟲的逃避心態。所以在有限度的了解之下，

我認為要我們必須先從現實面來提出方針，以招募的角度來看，建議招募的手段需要

摒除掉以薪資、福利為取向，可以在不涉及洩、違密的狀況下，將特戰部隊實際的訓

練及生活一面呈現出來，讓真正被這種生活吸引進來的人，在完成傘訓後再接觸到特

戰部隊的真實生活，可以沒有落差的接軌。另外在單位中進行調適教育時，單位主官

需要完成人員約談，確實的掌握新進成員的初衷後，與連隊士官督導長討論過後，高

之每一位新進成員未來的職涯規劃，使其能信任單位並對未來的生活有憧憬，對單位

產生向心力、認同感，而更加努力的去完成每一項訓練及任務。同時亦可利用家庭訪

問手段，使親屬理解部隊的實際作法，掌握子弟兵在特戰部隊中的實際生活，消彌部

隊與家庭之間的迷霧，進而信任單位、認同單位，以達成全民國防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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