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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七七」抗戰80周年之
  省思與啟示

南北走向，一旦為敵所趁，縱有天險無以

為繼。

其次，日本自「甲午」戰爭以降，經略

「偽滿州國」，掠奪我東三省各項戰略資

材；及至「日、俄」戰爭，日寇利用列強

相互覬覦之罅隙，巧取遼東半島及膠州地

區俄國侵占之勢力範圍及其鐵路、港口

經營權。繼之，日本又挑起濟南「五三」

慘案，為入侵華北形塑有利之戰前形勢。

就國軍守勢作戰言，若敵主力竄踞

華北，渠等沿平漢鐵路由北而南直驅武漢

，不僅截斷國軍的補給線，陷我於極不利

的戰略態勢下決戰，因而有「三月亡華」

之迷夢。惟若，日寇由海上來犯，不利於

敵向西溯江仰攻武漢；卻有利我誘敵深入

與持久作戰。此等關鍵之戰略指導，雖獲

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上將闡明，礙於史料

不足未獲共識。

近晚因史料相繼呈現，首見1935年8
月1日，峨嵋軍官訓練團開訓時，萬耀煌

日記載明：「川、滇、黔三省為民族復興

基地。我們今天的形勢，是華北雖受壓迫

太甚，但在廣大領土上仍是金甌無缺，然

不戰則已，一戰則最初我或可小勝，以後

就不得不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至平漢

路以西地區，作持久戰，嗣後由根據地反

攻，最後勝利終屬於我。這是國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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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盧溝橋「七七」事變80周年，也

是全國軍民在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領導之

下，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南西北，

全面抗戰的一年。回顧80年前，日寇尋釁

發動盧溝橋事變，領袖蔣公毅然決然領導

全民抗戰。是役，敵我雙方先後歷經大型

會戰22次，大型戰役1,000多次，其他各式

戰役3萬8,000多次；國軍將領殉難者竟高

達200餘位，各級官兵犧牲性命者逾322萬
，一般民眾亦有2,000餘萬人淪為亡魂，

其戰況之慘烈可謂亙古未有，震撼人心。

八年抗戰期間，全國軍民立足國仇

家恨，發揚重慶精神，終於掙脫了「不平

等條約」的束縛，收復了「東三省」、「

臺灣」、「澎湖群島」，提升了中華民國

的國際地位，同時躍升為四強之一。值此

抗戰80周年之際，臚列以下兩則以資紀念

，並期國人有所作為。

一、蔣公領導抗日，豐功偉業，永垂青史

緬懷蔣公領導全國軍民，浴血抗戰的

史蹟，固然光昭日月，舉世景仰；然其困

陷日寇，誘敵改變「作戰線」的精奧卻鮮

為人知。始計篇有言：「兵者，國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綜觀中國大陸的地理形勢由西向東傾斜，

主要河流東流入海；加之華北地區無險可

守，大運河貫穿其中，主要鐵、公路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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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少將(1907～1969年)，以及出身蘭陽的

陳嵐峰少將(1904～1969年)，都是臺灣青

年將校的菁英，彼等不畏敵鋒，獻身抗戰

，名垂古今。

餘如，早期參加黃花崗起義的羅福

星、興中會時期的楊心如，都是臺灣地區

的先哲先賢。至於抗戰時期的霧峰林正亨

、嘉義黃朝琴，以及遠赴大陸參加抗戰的

「臺灣義勇隊」、「臺灣青年團」等千

餘人，俱為愛國志士。相較於日本殖民

期間不幸淪為軍伕、婦女隊、慰安婦的臺

灣同胞，則是備遭日寇迫害的鐵證而不容

或忘。3

回顧抗戰勝利迄今已逾72年，環顧

時下的「臺、日」關係與亞太安全情勢，

雖因雙方的文經交流日趨活絡，觀光旅遊

愈顯頻仍，就民間交流觀之看似友善和諧

；然就臺灣東岸百餘公里外的與那國島，

日本持續強化其電偵情蒐能力，更新其防

空雷達與監偵器材，顯示其監控我花蓮佳

山基地與宜蘭蘇澳軍港機艦活動的企圖不

容忽視。

加之，釣魚台主權之爭攸關兩岸三

地的安全情勢，致其政治敏感性在外弛內

張之下難以穩妥，國人在紀念抗戰之際，

仍須謹記「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的精義

，本諸「慎固安重」之道，落實本務，團

結力行，方為紀念抗戰精神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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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也可以說是決心，峨嵋訓練精神在

此。」1

其後，證諸1934年12月31日，蔣公

電飭劉湘轉令鄧錫侯調整防務，以及1935
年10月15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之日記，

1936年10月陳誠奉召隨節進駐洛陽的日記

，均有明確的記載。繼之在1937年8月13
日，「淞滬會戰」期間的戰略作為，顯示

蔣公在舉辦峨嵋軍官訓練團時亦有明確的

戰略指導，終能扭轉形勢，奠定後期反攻

作戰勝利的契機。2

二、臺灣同胞熱愛中華，奮勇抗日，功不

可沒

值此國人紀念抗戰80周年之際，猶

有「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青年，不畏

日本殖民政府的箝制，毅然決然越過海峽

或從海外湧向中國大陸，參加國民政府領

導的抗戰行列。儘管，時至今日哲人已逝

，然其英烈事蹟倍增榮耀，頗令後世景仰

與追思。

戰史記載，世居臺北的李友邦上將

(1906～1952年)、王民寧少將(1905～1988
年)；設籍新竹的鄒洪上將(1897～1945年)
、蘇紹文少將(1903～1996年)；苗栗的黃

國書中將(1907～1987年)；臺中的丘念台

少將(1894～1967年)、雲嘉地區的李萬居

少將(1901～1966年；雲林)、劉啟光少將

(1905～1968年；嘉義)；臺南地區的連震

東少將(1904～1986年)、高雄地區的陳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