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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教 育

軍人武德的核心價值
教授　姬秀珠

　　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註1】，江海納百川，所以成其

大；泰山不辭塵土，所以成其高。胡適先生「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都是至理名

言。以愛或教育的倫理為例，雖然我們看不到、摸不著，但是愛生命延續使生活更

有價值或百年樹人的教育成果，卻是深植在我們心中；老子以「執無御有」【註2】論

說：執一所謂的「無」【註3】，駕馭產生無限可能結果的「有」，倫理在我們的生活

行為中，無疑地表現出父母與師長的諄諄教誨，就是我們所執一的「無」；陶鑄而

成人我關係的普世倫理，就是我們所御的「有」。

壹、以軍人武德定義軍中倫理的核心價值

　　軍人也是公民，因此，以武德「智、信、仁、勇、嚴」【註4】定義軍中倫理人我

關係的核心價值，當然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效忠國家的原則下而成立。軍事

行政首長或人事主管機關發佈的命令及法令規章，更不可抵觸《憲法》。軍事倫理

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下，再談軍中倫理架構所形成的人我關係，應該以儒家的「仁愛

精神」【註5】、「忠恕之道」【註6】、「推己及人」、「內聖外王」、「德治主義」、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絜矩之道」等

為核心價值，也是軍人武德「智、信、仁、勇、嚴」內涵的內容；簡單的說，無論

是何種身份，倫理都是人與人之間以善意、仁慈、尊重、誠懇的人我關係，不論他



註1　朱謙之，《老子校釋‧六八章》，(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5)四部刋要．子部．先秦諸子類─道家之屬，頁

273。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

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2　愛的形式的內容包羅萬象，把「愛」比喻為數學的大集合，再把各種愛分別放入大集合中成為它的小集合，空

無一物的大碗，是「無」，分別置入母愛、友愛、袍澤之愛等等內容，就是我們所執的「無」(愛)而產生「有

」(母愛、友愛、袍澤之愛等等)的作用。

註3　《老子校釋‧十一章》，頁44。

註4　《十一家注孫子兵法‧始計篇》，頁7。

註5　《論語‧憲問》，頁228。「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註6　《論語‧衛靈公》，頁256。《論語‧顏淵》，頁200：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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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位、能力、地位、名譽或年齡高於你或低於你。軍中倫理的基本原則是合於人

性的，是把人當人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善意的仁與信，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知恥近乎勇的勇與嚴，承認並尊重其他人的生存權利和

人格尊嚴，發揚「推己及人」的智與信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智與勇的軍人武

德。

　　軍中倫理人我關係最終目的，還是要達成《憲法》第137條中華民國之國防，

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第138條：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

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第

139條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也是軍人以「智、信、仁

、勇、嚴」效忠國家，「保民」、「富民」愛護人民的武德力行實踐。

　　錢穆云「軍人是為社會國家義務、服務、貢獻的偉大志業」在以「誠實、榮譽

、責任」為信念的軍人，當然必須遵守《憲法》：不得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保障

，全國陸、海、空軍人，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憲法》第九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是《憲法》對「現役軍人

」，賦予不同的法治責任。可見，軍中倫理早已賦予「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

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的時代意義。第五條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服膺

《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安全。

　　《國防法》是依據《憲法》第137條制定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服膺《憲

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安全。並應超出個人、地域及

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都說明軍中倫理的人我關係，《國防法》所規範的

軍中倫理的人我關係有：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發揮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

力，協助災害防救，達成保衛國家與人民安全及維護世界和平之目的。第五條 中

華民國陸海空軍，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

安全。第六條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

中立。現役軍人，不得為下列行為︰一、擔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

職務。二、迫使現役軍人加入政黨、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舉辦之活動。三、於軍事機關內部建立組織以推展黨務、宣傳政見或其他政

治性活動。現役軍人違反前項規定者，由國防部依法處理之。第八條 總統統率全

國陸海空軍，為三軍統帥，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



172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4　http://www.cafa.edu.tw

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第12條 國防部部長為文官職，掌理全國國防事務。

貳、以「親愛精誠」建立軍人武德倫理

　　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種無畏的擔當，大丈夫的氣

概，是軍人武德大義精神不朽的典範。孟子的胸襟與瞻識，揭櫫仁義，弘揚救世濟

民的正義思想，提出「保民而王」、「仁者無敵」、「民貴」、「尊賢使能」等觀

念，並將「正德、利用、厚生」的應用倫理與「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發揚光大

，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意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勇往直前，不

屈不撓，義無反顧。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正是軍人魂「國家、責任、榮譽」的

勇敢承擔，也是軍校校訓「親愛精誠」與武德的胸襟。

　　孟子傳續孔子仁愛思想擴充為正義之路，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無論是帝王公侯，或庶民百姓，人人都可以像帝舜一樣，有所作

為。他說人天生就具備「仁、義、禮、智」的天性，並引《詩經》說明每一件事物

都有一定的規律法則，都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的。因此，人之常情，守著天

賦的本性，喜歡美好的品德。在〈離婁篇〉中，孟子特別強調：「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如果在上位的人沒有禮義存心，在下位的人不學禮儀不遵守

法紀，亂民興起，國家就要滅亡了。《孟子》說：非禮、非義的事，大人弗為；以

仁存心，以義行事，居仁由義，成為一位大丈夫的事，就齊備了。孟子是一位「充

實而有光輝」偉大人格「百世之師」、「人倫之至」的聖人。因此，本篇論文的文

獻探討，以孔孟思想為倫理立論。再以老子哲學與《孫子兵法》不爭、求全的大義

精神，契合軍中倫理人我關係的倫理內容。

　　《倫理的腦》【註7】一書說：評價倫理議題的時機正是現在，從人性發展出來的

普世倫理，很顯然地是依情境而定、受感情影響的。每個人都應該想著要如何能夠

提供我們國家最好的服務與協助。拿破崙曾說「唯一永恆且不帶遺憾的勝利，是我

們戰勝自己的勝利。」(The only conquests which are permanent and leave no 

regrets are our conquest over ourselves. – Napoleon Bonaparte, Military 

Commander)因此，軍方在規劃或執行軍中各項法令制度規定的時候，一旦忽略《憲

法》所賦予的倫理觀念與倫理人我關係的真諦，而以「服從為軍人的天職」為藉口

，缺乏服從正義與伸張武德勇氣的風骨，掩飾「己所不欲，加諸他人」不公不義的



註7　Michael S.Gazzaniga著，吳建昌等譯，《倫理的腦》，(臺北，原水文化，2011)，頁298。以下出自《倫理的

腦》一書皆同，簡為《倫理的腦》，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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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來面對文武關係與軍中倫理，是不誠實、不榮譽的事。孟子曰：「人不可以

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記錄：「誠實係軍人榮譽

的要素，若個人與官方的言論不能獲得完全信任，則整個軍紀體制勢將蕩然無存。

莫讓未能堅守誠實原則之徒以從軍為業。」【註8】

　　國防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發揮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力，協助災害防

救，達成保衛國家與人民安全及維護世界和平之目的。美國第四種國力，就是「道

義」的力量，這是美國在21世紀最偉大的戰略資產。《西點軍校領導魂》說：「西

點努力拓展學生的道德領域，讓他們接受足夠的思考能力的訓練，在複雜的情境下

也能夠明辨是非對錯。但是訓練過程並不止於知，西點的使命是訓練知行合一的領

導人才。」【註9】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孟子說這就好比有人扭轉

他哥哥的手臂，你勸他暫且慢慢地扭轉一樣。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現代軍人與公民都應該彰顯道德勇氣，勇敢堅守一己之良知，拒絕盲目的服從

或權宜承歡。請執行任務的相關救護單位各級主管，即使在官僚體系及強權壓力下

，仍應勇敢堅守一己之良知與正義。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註10】商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註11】；在下位的人有罪或過失，該由領導人來承擔的勇氣。

古訓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的社會倫理與教育倫理

；潘模將軍在美國西點軍校任校長時說：「不要忘記美國軍校的目的，在為國家培

養有品格的領導人才，以保衛全體國民─你們在此地的所作所為，都是為這個崇高

的理想而奉獻。」【註12】 

　　《論語》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就軍中倫理而言，國軍海鷗部

隊只有「不怕危險，不怕死」，並不能解決「救災」問題，「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凡事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為節約國防戰力、人力資源，為維護國軍同袍

生命。這才是軍人武德定義軍中倫理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以「親愛精誠」建立軍

中倫理的人我關係。



註8　《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頁110。

註9　賴瑞‧杜尼嵩(Larry R. Donnithorne)，陳山譯，《西點軍校領導魂》，(臺北，智庫文化出版，1994)，頁95

。 

註10　《論語‧顏淵》，頁206。

註11　《論語‧堯曰》，頁306。

註12　《西點軍校領導魂》，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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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武德倫理的建立軍事學校教育特色

　　軍人武德係出自《孫子兵法》，就倫理教育目標與教育特色而言，「武德」是

落實軍事教育「文武雙全、允文允武」全人格教育的宗旨，軍人面對自我或他人的

言行，必須以武德作為軍中倫理的基礎，忠於國家，服務人民。建立如何去明辨是

非、善惡、利弊、生死等重大決策，來維繫國家與人民生存的命脈與國家國防安全

的軍中倫理的核心價值。孟子曰「諸侯的寶貝是土地、人民、政事」、「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國家社會倫理是建立在「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普世倫理之上。倫理表現在敬老撫幼上，是「天下可

運於掌」的五倫關係。那麼，倫理對社會而言就具有正面、積極的作用與道德規範

，它是可以防患於未然的道德指標。孟子的倫理思想是以仁、義、禮、智四德為中

心，以五倫關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依

歸。這也是軍人社會倫理的核心價值。孟子舉例「嫂溺不援是豺狼」，一句話道破

了倫理是人倫的根本，更是禮儀規範的權宜措施。人倫倫理與五常關係的建立，自

然而然地提供人們可以遵循的合理規範，它的本質，是要求人們自覺地表現出：理

，為物之所當然；義，為事之所當為。所以，倫理思想是人本的根柢，道德規範的

依據。

　　武德呈現的倫理核心價值有三個層面：

　　第一：軍人武德德目，諸如智、信、仁、勇、嚴等。

　　第二：軍人道德行為，應落實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溺如己溺」等

道德基礎上。

　　第三：軍中倫理應落實在「榮譽、國家、責任」民主法制的正義精神。

　　倫理的目標是學習人文情懷，讓知識穿越時空與古今交談，以哲學潛移默化，

讓快樂學習，創新學習造就高素質的軍事人才，以服務國家社會。因為，道德行為

是奠基於倫理價值上，再落實於不同生活的規範中。以21世紀現代國防的新觀念，

倡導道德倫理與禮儀教育，擴大倫理議題的範圍，打破官僚專制的階級意識，確立

「文武關係」的人文素養，建立軍中倫理的核心價值。軍事學校校訓為「親愛精誠

」，親愛精誠的目的是造就有「頂天立地」與「繼往開來」的革命軍人；而「親愛

」是要所有軍人能相親相愛；「精」是指國軍要精益求精；而「誠信」，則是誠心

誠意。賴瑞‧杜尼嵩說：「健全的領導不論在民間或軍中，其根本在於理念：亦即

道德原則、高尚的價值標準，以及無私的為人服務。」【註13】軍人武德的特質與待

人接物的倫理，就是要人懂得處處為他人著想，使大家都能享用有限資源的大愛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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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這也是西點軍校所謂「以所有人的利益為利益的大義精神」，這也是軍校校訓

要求軍校生「親愛精誠」的軍人武德倫理。這樣的軍事倫理教育的人我關係與軍事

倫理核心價值的拓展，也是所謂做出符合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決定的「大義」精神

與「親愛精誠」的軍中倫理。軍事教育的品德教育是教育的基石，它兼顧「禮、義

、廉、恥、智、信、仁、勇、嚴」等德目的全人格教育，也是對當代社會文化思辨

與反省過程的成效。

　　軍中的文武關係，經由中庸之道，可以建構建全的國防倫理。所謂「道不遠人

」【註14】，軍人武德倫理的核心價值，就是公平正義自在人心，每一位軍人「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註15】，地位高低都不欺凌他人，不求於人，也不

怨天尤人，凡事都能反求諸己，才是軍中倫理人我關係的正確途徑。軍人是國家安

全的捍衛者。在制度上是否能「用其中」而「致中和」？是否因為平等、公平的觀

念，而能達到圓融人事？是否能秉持「時中」權衡輕重而能達成「中節」恰如其分

的文武關係？這樣的反觀與反省，必定能建立良好的軍人武德與國防倫理。軍中的

文武關係，經由和諧之道，可以建構建全的倫理的核心價值。《信心創造成功的循

環》云：「失敗和成功不是單項事件，而是軌道。」【註16】成功創造正向的動能。

中庸之道就是《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是「無入而不自得」

、「成己成物」、「天下之達道」的倫理，是解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和諧相處，最

好的方法。以軍中倫理的人我關係成己成物，建立中庸之道「道不遠人，人之為道

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的核心價值。

　　追求一個公義社會共同創造更好的生活願景，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為例，他在

牢獄度過27年，但是，當選南非第一任黑人民選總統後，他並未採取任何報復行動

，而是努力領導一個分裂的國家走出向下沈淪的希望與繁榮之路。這就是軍事學校

所謂「親愛精誠」校訓最好的例證。軍人武德言「智、信、仁、勇、嚴」，《中庸

》言誠信「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一顆至誠的心，可以觀見國

家未來興亡、禍福等等，就是《中庸》哲學的智慧。

　　倫理有三個中庸精神：

　　第一是「反求諸己」【註17】，檢討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於倫理；

　　第二是「知過能改」，努力修正自己的行為，使之合於倫理；


註13　《西點軍校領導魂》，頁10。 

註14　《中庸‧第一三章》，頁35。

註15　《中庸‧第十四章》，頁36。

註16　羅莎貝絲‧肯特著，楊美齡譯，《信心創造成功的循環》，(臺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頁11。

註17　《中庸‧第十四章》，頁37。



172
Air Force Officer Bimonthly

8　http://www.cafa.edu.tw

　　第三才是「與人為善」【註18】，大家共同遵守倫理。

　　因此，《中庸》記載「智、仁、勇，天下之達德」【註19】，智、仁、勇是天下

人用來實行倫理的方法，也可以用一個「誠」【註20】字說明，經由一顆誠心統合一

切德行，竟然可以化育天地萬物。《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人可以參與天地萬

物的化育，「至誠能化」【註21】，如此偉大的功業，源頭也只是人有「至誠、盡性

」的哲學反省能力而已。軍人武德倫理，藉由中庸之道，經由仔細觀察事物顯微變

化的過程，洞燭機先，循名責實，遵行「人義」，才能同歸於大智、大仁、大勇的

人倫規範。

　　所以，《論語》的忠恕之道【註22】與《中庸》成己成物【註23】，人、事、物的和

諧，和樂融融，是解決軍人倫理文武關係和諧相處最好的方法。而天人合一的哲學

觀念是人類效法「天道」無所不照，無所不載，大公無私的這種「天德」，來建立

人倫的「人道」老老、幼幼的善性，立「人德」以對應「天德」；是「順乎天理，

應乎人情」，使天道與人道、天德與人德相互回應，上下貫通而達到公義的原則。

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來詮釋軍中的普世倫理，說明軍中應教導軍人先學習如

何做好一位「公民」，以及認識公民應有的行為規範與道德的準則，再進一步了解

現代軍人武德應有的行為與道德規範。就像曾雅妮、林書豪打球，多年努力學習的

成果已經內化，已經是渾然天成、水到渠成，不須費力，就可以天人合一。「軍人

是穿著軍服的公民」、「好公民必然是好戰士」、「軍人是國民，在法治國家，依

公民的條件，軍人應該都是合格的公民」，因此一定要培訓軍人建立人文素養，兼

具21世紀現代化專業特色，並確立「智、信、仁、勇、嚴」的軍人武德特質，並能

在軍事指揮、參謀、科技等專長上，維護國家安全，提昇國防力量。

　　《中庸》云「智仁勇，天下之達德」，智、仁、勇是執行倫理與道德最好的方

法。所以，軍人面對自我或他人的言行，必須以軍人武德「智、信、仁、勇、嚴」

做為倫理的道德原則；以至聖先師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思想，仁心的

智慧，才能公正的評價人的是非好壞，這是做人的基本規範。這也是軍人倫理的核

心價值，經由倫理與道德的關係，了解人與天、地、人之間的關係，經由天人合一


註18　《老子校釋‧七九章》，頁90。

註19　《中庸‧第二十章》，頁44。

註20　《中庸‧第三二章》，頁61。

註21　甘宗源，〈軍事倫理與軍人武德研究〉，《空軍學術雙月刋》，626期(2012.2.1)，頁127～128。又《中庸》章

句引自賴明德等譯註，《新譯新註四書讀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以下各篇出自《中庸》者

，皆據此版本標示頁碼。《中庸‧第十章》，頁51。

註22　《論語‧衛靈公篇》，頁256。

註23　《中庸‧第二五章》，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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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關注道德、善良、良知、責任、正義等議題。軍人具備多重身份，同時，也

具備國家公民的身份。因此，不但要遵守國家所制定的各種法律，同時也必需遵守

軍法。

　　在論及軍人武德在「環境倫理」的觀念上，應該仔細觀察文明、文化與大自然

和平共處的天、地、人之間互動的倫理。軍事大家諸葛孔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因此，孔明借東風，草船借箭等等的歷史故事，膾炙人口。《憲法》137條中華民

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軍人注重環境倫理是非常重要

的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國防議題，國防戰力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

在21世紀「非戰時代」與「和平共生」(Live and Let Live)的處境下，如何透過

環境正義，積極投入有關環境品質改善的參與工作？軍中將作戰演習實彈射擊等軍

事訓練的破壞工作與重建工作齊頭並進，提高對環境恢復相對的觀念，成立相對等

比例的復育策略與研發機構。國家軍隊應以保護國土、人民生命為第一要務。因此

，籌設核子戰爭或氣候暖化效應所引發的重大災害時的地下化或緊急輸送的災變中

心，以及收容青少年與兒童的核子災難生命急難保護中心，興建堡壘似的國家生態

種子復育中心等等工作，並訓練軍人珍惜環境資源，分享、節約有限資源的觀念，

並協助國家進行國土山林復育工作，在氣候暖化的今日就更顯得迫不及待。因此，

做好生態保育工作，讓自然萬物相互依存，維持自然環境與軍事環境之間的平衡發

展，善盡環保的義務。透過成立環境教育、保護守則等機制與政策，提昇公眾的環

境意識，樹立21世紀生態素養(ecological literacy)與復育觀念的軍事形象。

　　軍人武德倫理的目標在養成良好的品德與倫理操守，就是將倫理的內涵內化成

個人的人格操守，把這些良好的品性行為落實在生活中。培養關心國家未來，學會

承擔社會的責任的軍人。建立良好的優質環境，涵養出規矩的態度，正當的行為，

清白的辨別，切實的覺悟，有「責任、榮譽、國家」【註24】核心價值的軍人。並在

少子化的今天【註25】，維護生育文化，以延續國家盛衰興亡，所謂「兒童是國家未

來的主人翁，青年是國家的棟樑」，一個國家社會的家庭結構內缺乏兒童、青年，

相對的這個國家就缺乏國家發展的競爭力；人口問題會動搖國本，為了人口與人力

資源的永續發展，落實性別平等，尊重與維護女性族群、城鄉、天分潛能及性別傾



註24　麥克阿瑟將軍說：「軍人魂是指責任、榮譽、國家。」美國西點軍校把它定為校訓。空軍官校的校訓是「親愛

精誠」。

註25　菲力浦‧朗曼《空搖籃》(Philip Longmanz，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書寫道：「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 首次出現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

生率下降，正在威脅著現代社會。」近年來，台灣出生率屢創新低，經建會更推估至民國110年(15年後)，台

灣總出生率將降至0.9人。這個訊息預告：少子化的社會，將陷入人力衰竭的老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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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各方面的差異，以挽救人口結構的隱憂，建構「互相尊重、互為主客」兩性互

補，平等和諧的倫理精神，是21世紀軍人武德倫理的重要課題。

　　事實上，軍人在《憲法》上是國家公民，所以軍人應恪遵公民對國家所有的法

律規範與權力義務，不容置疑。軍人如何履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學習認識自己，

尊重別人；並從人己關係中學到待人、律己和遵守團體公約的態度。導正「軍階等

於權力」的迷思與傲慢，建立平等公正的武德倫常，是當前國家社會最期待軍人共

同遵循的社會公義與文武關係。軍人品德教育不僅在強化軍人的倫理操守，更要奠

定公共領域的國防共識。

肆、結語

　　軍人武德核心的倫理價值有：

ㄧ、再三反省的武德倫理：集思廣義，再三反求諸己，仔細的深究軍人武德倫理的

合宜性與適用性，才能建立平等的關係。可見慎重其事，反求諸己的必要性，

就是軍中倫理的第一原則。

二、先公後私的武德倫理：以先公後私為要件，孟子說：「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是積極、負責的態度，是權責劃分的原則，也就是權利與義務的關係。不

因私廢公義，才能建立共同的道德規範和執行效力。電影王者天下：大丈夫應

造福蒼生。

三、因材適用的武德倫理：人，有先知先覺者，有勞心者，有賢能者，有服務千百

人者，各因為他們的才份不同，如能適任適用，必定能事半功倍。經世必須付

諸實行，尊賢使能是倫理成效的第一要件。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的觀點，因材適用，選賢與能，才能發揮它最大的功用。所以，人盡其才，因

材適用是職場倫理的必要原則，這樣才不產生劣幣驅良幣【註26】的效應。

四、有所不為的武德倫理：孟子認為人「有所不為」後，才可能「有所為」，因此

「有所不為」，是說一個人守法就是「有所不為」；就因為「不為」不當為的

事：如作奸犯科等事情不為，就是「有所為」的大義精神；也就是「有所守、

有所為」的勇者。因此，「知恥近乎勇」【註27】，「有所不為」是軍中倫理。



註26　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也稱格雷欣法則或格勒善定律(Gresham’s Law)，為16世紀英

國伊麗莎白鑄幣局長托馬斯刋格雷欣(Thomas Gresham)提出。

註27　《中庸‧二十章》，頁44。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

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

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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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時、地利、人和的武德倫理：當然因人、地、時、物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和

制度，這是最基本的原則。所以，孟子認為天時、地利、人和原則是不可或缺

的。天時、地利、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註28】的因素，可使事

務在最佳的時機順利執行，圓滿完成。

六、尊、爵、齒德的武德倫理：爵位、年齡、德行三者，是天下人所共同尊敬的三

要件。禮，是道德規範；法，是行為規範。禮法訴諸制度之後，才有規章；有

了規章才有經世。尊敬的心，知禮而守禮，知法而守法，就是倫理的原則。

七、仁、禮、敬存心的武德倫理：最基本的倫理要以仁、禮、敬存心，所謂「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敬人的

人必定守法守分，因此，以仁、禮、敬存心也是倫理的原則。孟子曰「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察人倫，由仁行義。

八、正義的武德倫理：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義精神，不

亢不卑，堅持誠信正義，服從正義，環境正義，社會正義等倫理正義。

　　軍人武德最基本的倫理，要以仁、禮、敬存心，所謂「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以仁、禮、敬存心，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求諸己，選擇合宜、適用的方法，

並以先公後私的順序，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外在因素，訂立巨細靡遺，賅備周

全的細則規範，使人人尊賢樂道，個個因材適用，大家有所為，有所不為。具備了

這些軍人武德倫理的條件，那麼，軍人不但能以「舍我其誰」的擔當，勇於肩負國

家賦予的重責大任，更能時時反求諸已，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以大勇不懼的氣概

具備輝宏的大丈夫的氣魄與人為善，居仁由義，親愛精誠。誠所謂以「允文允武」

勇者威武的形象，詮釋軍人魂與武德倫理的一體關係。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註28　《孟子‧公孫丑下》，頁387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

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天時、地利、人和，就是天人之道，就是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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