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自民國38年12月1日起設置金門防衛司令部，以第十二兵團為基幹編成，隸屬東南

長官公署指揮，下轄3個軍、3個獨立師及1個砲兵團。民國39年4月1日改隸國防部。民

國46年9月為簡化指揮機構，防衛部與配屬之第八軍併編，下轄6個步兵師定編。1

民國58年9月迄民國69年6月，實施「嘉禾案」、「陸精一號案」組織調整，下轄4

個重裝師及1個輕裝師定編。民國72年10月起實施「陸鵬四號案」、「陸精四號案」組

織調整，其中一四六(金中)師移防臺灣，外島步兵師相繼整編，下轄4個重裝師定編。民

國86年起實施「精實案」組織調整，下轄4個聯兵旅、2個指揮部定編，主官職稱由司令

官改為司令。民國95年3月1日因應「國防部組織法」，更銜為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主

官職稱由司令改為指揮官。民國96年4月五八四旅移編六軍團，11月組織調整，下轄1個

地區指揮部、2個守備隊、1個群定編。民國103年7月「精粹案」組織調整，下轄2個守

備大隊定編迄今。2

金門外制漳夏、內衛臺海，自古即是兵家必爭之地，全島多為堅硬花崗岩地質組成

，金門第一高峰「太武山」，拔地而起、巍巍屹立，以形領意，令金門彷如一座固若金

湯的宏偉堡壘，雄鎮臺海之門，呼應我「太武部隊」官兵將士，在經歷多起臺海戰役，

依然堅守國家第一前線，顯揚忠烈軍風、傳承光榮典範之精神，與守衛家園、維護臺海

安全之磐石信心。

作者／何國嘉上校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太武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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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太武部隊忠烈
精神，光榮衛國典範

雄鎮臺海固金湯，太武巍巍捍家邦—

1 顧立民，〈當前金門的戰略地位：從邊緣向核心轉變的研討〉《臺灣國際戰略研究中心》，https//

Taiwan-strategy.com/news/2018-10-08/17，民國109年12月2日。

2 金門縣政府，《古寧頭戰役六十周年紀念(上)》(金門縣：金門縣政府編印，民國99年3月)，頁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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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嬗演進與轉型過程

一、各時期組織遞嬗

(一)第一時期—金門防衛司令部(戰地政務)

民國38年初，國軍於浙江省成立「陸軍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同年10月任胡璉

將軍為第十二兵團首任司令官，古寧頭大戰前夕奉命轉進金門，戰鬥勝利後，同年12月

1日「陸軍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就地改組整編為「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歸於東南軍

政長官公署指揮，時下轄3個軍(第五軍、第十八軍、第十九軍)。另外調來陸軍第二九六

師，民國39年底移防陸軍馬祖司令部與陸軍獨立第十八師換防。4

民國39年12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裁撤，金防部直隸國防部。

民國47年9月1日，防衛部與第八軍合併，直屬陸軍司令部管轄。

民國72年10月，「陸精四號專案」生效，時金門防衛司令部轄下陸軍步兵第一

四六師(金中師)移防回臺，並以原番號整編陸軍步兵第一二七師(金西師)與陸軍步兵第

二八四師(南雄師)。民國72年3月「登步部隊」二八四師移駐金門戍守南雄。

民國78年4月1日，「陸精六號專案」實施，整編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南雄

師)，轄第3、6、9營為基幹營。

3 陸軍司令部線上隊史館-歷任主官，https://www.kinmen.army.mil.tw/Junhistory/recommend/Default.aspx，民

國109年11月29日。

4 維基百科，〈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https://zh.m.wikipedia.org/zh-tw/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民國109年

11月29日。

金門防衛司令部

首任司令官

胡璉中將

金門防衛司令部

解除戰地政務指揮官

葉競榮中將

金門防衛指揮部

首任指揮官

楊天嘯中將

 我們的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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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武 部 隊

(二)第二時期—金門防衛司令部(解嚴)

民國81年11月7日，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葉競榮中將與馬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金恩慶中將二人，先後宣布金門、馬祖地區自凌晨起取消臨時戒嚴，自民國36年起實施

的戰地政務實驗正式中止。

民國86年7月1日，精實案通過立院審議施行。88年3月1日，金東師改編為「陸

軍步兵一一九旅」、金西師改編為「陸軍步兵一二七旅」、烈嶼師改編為「陸軍步兵一

五八旅」，分別擔任金門金東、金西、烈嶼地區守備任務。同年4月1日，二八四師改番

號為「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6

(三)第三時期—金門防衛指揮部

民國95年3月，因應《國防部組織法》，「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更銜為「陸

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防衛司令更稱為「金防部指揮官」，楊天嘯中將為首任指

5 由作者自行整理。

6 同註4。

7 由作者自行整理。

金門防衛司令部(戰地政務)時期組織遞嬗5

民國38年12月1日 「陸軍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就地改組整編為「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由胡璉將軍
擔任第一任司令官。

民國39年12月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裁撤，金防部直隸國防部。

民國47年9月1日 金防部與陸軍第八軍團合併，直屬陸軍司令部。

民國58年9月迄
69年6月 「嘉禾案」、「陸精一號案」組織型態調整。

民國72年10月 「陸精四號專案」金防部轄下陸軍步兵第一四六師(金中師)移防回臺。

民國72年3月 「登步部隊」二八四師移駐金門戍守南雄。

民國78年4月1日 「陸精六號專案」實施，整編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

金門防衛司令部(解嚴)時期組織遞嬗7

民國81年11月7日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葉競榮中將，宣布金門地區自凌晨起取消臨時戒嚴。

民國86年 實施「精實案」，區分2階段5期程實施組織再造暨兵力調整，由原本的4個師級單位
、2個指揮部暨直屬營、連整編為4個聯合兵種旅、2個指揮部暨直屬營、連。

民國88年3月 金東師、金西師、烈嶼師改編更銜。

民國88年4月 「精實案」順利完成，並執行「擎天演習」接受司令部整編成軍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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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民國96年4月1日，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南雄旅)移防至新竹湖口，編入六軍團。

11月1日起，因精進案「陸軍步兵一一九旅」、「陸軍步兵一二七旅」、「陸軍步兵一

五八旅」改組整編為「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東守備隊」、「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

西守備隊」與「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烈嶼地區指揮部」。聯勤總部金門地區支援指揮

部指揮官由少將降編為上校，金門防衛指揮部由「軍團級」降編為「軍級」。民國103

年1月21日，因精粹案組織規劃，烈嶼地區指揮部改編為「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烈嶼守

備大隊」，同年4月1日，金東與金西守備隊併編為「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守備大

隊」。8

二、隊徽意涵

「太武部隊」自民國38年成立後，即以盾形、金門諸島、國徽、海、燈塔、光芒及

藍、紅、白三色為元素組成，沿用迄今。

光榮戰役

一、古寧頭戰役

民國38年10月金門古寧頭大捷，倏屆於30餘年。是次戰役中，登陸進犯敵軍，人數

不足兩萬，而國軍番號雖多，但除第十二兵團之第十八、十九兩軍及第二○一師(欠一

團)較為完整外，其他概係大陸各地撤退而來之殘餘部隊，兵員既少，武器短缺，於戰

力運用上也就略為遜色，10月25～27日為時3天之戰鬥中，實際參加者僅為步兵10個團(

8 同註4。

9 由作者自行整理。

金門防衛指揮部時期組織遞嬗9

民國95年3月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更銜為「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楊天嘯中將為首任指揮
官。

民國96年4月1日 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南雄旅)移防回臺。

民國96年11月
降編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砲兵指揮部為金防部混合砲兵營、陸軍步兵第一一九旅(金
東旅)改組整編為陸軍金東守備大隊、陸軍步兵第一二七旅(金西旅)改組整編為陸軍
金西守備大隊，聯勤總部金門地區支援指揮部指揮官由少將降編為上校，金門防衛
指揮部由「軍團級」編制降編為「軍級」編制。

民國103年1月 陸軍烈嶼地區指揮部改組整編為陸軍烈嶼守備大隊。

民國103年4月 陸軍金東守備大隊、金西守備大隊合併整編為陸軍金門守備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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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十九兩軍各4個團，第二○一師兩個團)，及少數戰車部隊，經過連續激烈拼鬥

，將進犯之敵全部消滅，造成一典型反登陸殲滅戰。就雙方參戰兵力來看，此一戰役規

模並不算大，戰果也不能謂為豐碩，然對我戡亂戰爭形勢，則具有旋乾轉坤，扭轉時勢

之歷史意義。11

二、大二膽戰役

民國38年10月中共在古寧頭戰役遭到全軍覆沒，士氣受到嚴重挫折，共軍一直耿耿

描寫大戰戰況油畫

參考資料： 呂添財，〈金門旅遊景點古寧頭戰史館、民國38年古寧頭戰役觀光景點〉，https://m.xuite.net/blog/
km105506/blog/105609901，民國109年12月5日。

10 金門防衛指揮部隊史館，〈各部隊隊徽釋義〉，https://www.kinmen.army.mil.tw/Junhistory/recommend/

mark/mark.aspx#kdc，民國109年10月29日。

11 陸軍司令部線上隊史館—重要戰役，https://www.kinmen.army.mil.tw/Junhistory/recommend/Default.asp，民

國109年10月29日。

 隊徽意涵　　　　　

一、 太武部隊隊徽為一盾形標誌，象徵擎天部隊全體官兵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固若金湯，以拱衛臺澎之金門精神，作國之干城

為職志。

二、 隊徽以藍、白、紅三色構成之圖案，象徵中華民國建軍精神，

以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為藍本，代表自由、平等、博愛之意

涵。

三、 隊徽之主體為一盞燈塔，象徵國軍屹立於東海、雄踞太武山、扼控閩海、屏障赤燄

東流；並以左右各六道光芒，如白日光芒普照大地，確保地區安全、建設地方、繁

榮金門之崇高目標，並導引全體官兵，軍民同島一命，為實現三民主義，復興中華

民國而勇敢戰鬥，全力以赴，鎮國安邦、守土衛國、完成復國使命之志向。



116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七卷第576期/2021年4月

於懷，時時刻刻想對金門再一次做全面攻擊。民國39年7月中旬，國軍放棄舟山、海南

及粵南諸島後，共軍認為只要攻取大二膽島，金門自然順手可得。於民國39年7月26日

18時10分，中共突向大二膽島猛烈砲擊，長達45分鐘之久，隨後以一個加強營的兵力

搶登大膽島，企圖以強大之兵火力攻占大膽島，再逐次占領金馬臺澎，以扭轉其在古

寧頭大敗的恥辱，然國軍沉著、英勇的戰鬥，終使共軍全軍覆沒。本次作戰雖規模不大

，但全島官兵沉著堅忍、獨立作戰最終乃取得全面性之勝利，確實是值得肯定的一場

戰役。

三、九三砲戰12

民國43年九月三日下午三時，由廈門、大小嶝島等地區之砲兵，向我大小金門及水

頭海軍作猛烈奇襲砲擊，半月間，著彈8,767發；次日，我大小金門落彈數達5,000餘發

，但我軍均能提高警覺，未受重大損失，共軍射擊時，我軍亦猛烈還擊，此後長達半個

月之間，雙方不時展開砲擊。 砲戰方始，我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將軍，即令砲兵部

隊斷然反擊，迨9月15日，我第六五五榴砲營始改裝一五五榴砲，復以第三六八、第一

八四、第一九六等3個榴砲營增援金門，前後反擊50餘次，耗彈5,000餘發，9月23日集中

3個榴砲營火力，配合海、空軍行動，向大嶝、蓮河、廈門敵砲陣地行摧毀射擊，敵軍

損失慘重。

是役，由於我將士平時之積極備戰，戰時之沉著應戰，故戰況雖甚激烈，而損失則

較敵輕微，除水頭碼頭與少數民房被毀外，官兵傷亡者10餘名。反之，中共則招致嚴重

打擊，計毀其野戰陣地18處，高砲陣地4處，死傷團長以下官兵300餘眾，終至銷聲匿跡

，不敢挑戰，況我軍不唯贏得此役之光榮勝利，且記取經驗教訓，從而充實戰力，加強

備戰，奠定以後砲戰之勝利根基。13

12 同註11。

13 金防部線上隊史館， https://www.kinmen.army.mil.tw/Junhistory/recommend/Default.aspx，原文節錄於金門

三十六年戰備整建史上冊，頁332、333，民國74年12月14日出版。。

大膽島上「島孤人不孤、大

膽擔大擔」勒石 砲戰後官兵整修壕溝備戰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砲戰中官兵英勇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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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二三砲戰14

8月23日下午近6時，共軍部署在廈門、大小嶝、蓮河及圍頭等地之340餘門大小火

砲向大、小金門及大膽、二膽諸島實施奇襲射擊，在2小時內落彈達4萬餘發，是日落彈

總數則多達5萬7千餘發，屆至10月5日共軍襲射金門各型砲彈已達47餘萬發，同時落彈

集中於指揮所、觀測所、交通中心、要點工事及砲兵陣地，除當時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先

生和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將軍、參謀長劉明奎將軍受傷外，另3位副司令吉星文

、趙家驤和章傑將軍均不幸殉職。

時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先生基於作戰之需要，對金門防務下達：「來了就打、不來

就挖」的戰略指導，將各項重要軍事設施予以地下化，行戰力保存部署，此為「善守者

藏於九地之下」的防守策略。循此，各級指揮官於貫徹地下化及工事化的要求下，使得

金門在中共猛烈的砲火攻擊下，仍能維護有生戰力。綜觀此次砲戰全期，中共發射各型

砲彈計628,751發，而我方亦射擊128,072發砲彈，遂行反砲戰；在「92料羅灣海戰」中

，「沱江號」巡邏艦(PC-104)為保障補給物資的卸運作業，單騎戳戰中共魚雷快艇狼群

戰術，連續擊沉9艘魚雷艇艇；另9月24日空軍掩護運補船團進入料羅灣時，中共100餘

架米格戰機試圖圍堵我空軍護航機，與我32架軍刀機遭遇激戰，我以10：0獲勝，逐退

中共阻截我運補船團之意圖。

八二三砲戰的勝利除形塑出眾志成城的意志，金石為開的凝聚力量，亦確保了金門

前線，也為臺澎防衛作戰增加150公里以上的戰略縱深。

五、六一七／六一九砲戰15

民國49年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將軍偕隨員訪問我國。6月16日從偵察中顯示，

共軍之車輛運輸突形頻繁，共軍砲兵15個單位，試通無線電話，廈門地區民眾攜行李紛

14 同註11。

15 同註11。

砲戰中運補任務執行 砲兵部隊反擊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陣地操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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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廈門城疏散，廈門、何厝間經常停泊之於船突然疏離；6月17日2100時，共軍於17～

19日3天砲擊金門，當晚2100時，共軍即展開砲擊，至19日1000時停止，其勢之猛，發

彈之多達174,954餘發。

19日0745時我砲即按照修正之反砲擊火力運用計畫予以還擊，計有各型火砲115門

對敵蓮河、大嶝、廈門、沃頭、圍頭、領前等地區猛烈射擊，尤以主火力指向敵砲位最

多，對我危害最大之蓮河、大嶝、廈門地區行摧毀性射擊。計發彈4,554發，將敵砲逐一

予以制壓或破壞，可能毀傷敵砲19門，敵砲掩體27座，彈藥庫5座中彈起火，砲擊直至

19日1135時終歸沉寂。

哲人典範事蹟

一、重大政務建設

自民國38年迄70年間，本部投入金門地區軍事政務建設極為多樣，對日後金門地區

發展影響深遠，僅摘列數件，供我輩緬懷。

(一)綠化金門

早期金門樹木極少，民眾甚至砍砸，早已曬乾當燃料煮飯，造成地表空無一

樹，以致長年風沙瀰漫，農作物亦遭受風沙之害，不易存活。胡璉將軍動員部隊大規模

造林，加上歷任司令官軍令推動，才有現今綠意盎然的金門國家公園全境。

(二)太武山公墓

古寧頭戰役結束後，為使在戰場為國捐軀英靈的遺骸能有歸宿，首座軍人公

墓於太武山谷建造，於民國41年秋天籌劃，從勘察設計到施工完成，歷時8個月，至於

整個移靈安厝的作業，則在民國42年2月開始進行。主要設施計有紀念牌坊1座、主嗣1

棟、土葬墓塚754座，士兵合葬墓塚3座。後交由金門縣政府管理，縣府開始著手整修工

程，於民國94年8月23日竣工。16

(三)金門酒廠

民國41年9月3日，奉金門防衛司

太武山公墓路口 太武山千人塚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金門酒廠

16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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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忠征一會字第二三七八號令」指派葉華城擔任技術課長，籌建新酒廠，1953年1

月14日九龍江酒廠落成，1956年改稱金門酒廠，1998年2月16日改名金門酒廠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多年以來，為金門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助力。

(四)長江電廠

民國58年金門各項電力需求大增，時任司令官馬安瀾上將指導金東長江部隊配

合開挖，迄60年完工，配合原本太武電廠、莒光電廠並聯發電，現交由金酒公司，作為

儲存高粱酒之坑道。

(五)擎天廳

擎天廳是一座位於太武山下長約50公尺、寬約18公尺、高約11公尺的大型禮

堂。由當時陸軍第六十九師師長袁子峻將軍率領其所屬的千餘名官兵，不論晝夜風雨，

分三班制趕工，並請當時臺灣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羅雲平教授，竭盡所學的指導而成。

總工程於民國52年7月完工，同年10月28日落成啟用。並由先總統 蔣公於廳內的巖壁上

親筆命名為「擎天廳」旨在勉勵我官兵弟兄「人定勝天」的哲理。17

(六)花崗石醫院

花崗石醫院前身為陸軍第三十三醫院，民國38年成立於舟山群島，後隨國軍轉

進來金，初期先駐紮在成功村，統稱「五三醫院」，救護「古寧頭戰役」傷兵，後來陸

續更名為「八六六醫院」，隨後移往尚義村郊，再更名為「尚義醫院」。民國47年，八

二三砲戰響起，金門彈如雨落，軍民死傷慘重，因應戰備需要，重要軍事設施地下化，

民國66年，擇定太武山南麓花崗巨巖下，開鑿一座全世界唯一的「地下坑道醫院」。國

軍弟兄歷經2年餘，以爆破巨石，鑽孔鑿洞的方式，在血與汗的交織中，一鑿一鍬，不

怕艱難地創造了舉世無雙，令人讚歎的世界紀錄。18

16 陸軍司令部線上隊史館-戰備工程，https://www.kinmen.army.mil.tw/Junhistory/recommend/Default.asp，民

國109年10月29日。

17 同註16。

18 同註16。

長江電廠 擎天廳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花崗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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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興辦學校

金門防衛司令部在戰地政務時期，推動「一村

一校」、「將軍建校」等，建立了今日的金湖國小、柏

村國小、安瀾國小、多年國小及卓環國小，並由胡璉

將軍於民國40年起運用每月3萬元，逐步構建了金門高

中。

(八)伯玉路(中央公路)

胡璉將軍主政金門期間動用部隊，開築中央

公路(現稱伯玉路)，該道路自金城經榜林至小徑到太武

山，全長17.4公里，全段為水泥高級路面，現在這條道

路已成為金門交通的大動脈，完成後路不飛灰，其次是

節省油料，降低車輛損耗，而另一個難以估算的價值便

是八二三砲戰時的表現，民國77年政府將本段道路由中

央公路更名為伯玉路，以紀念胡璉將軍對金門的功績。

二、哲人典範

(一)兵貴神速增援得宜—第五軍軍長李運成少將

戰前我軍原以「集中兵力，機動使用為佳」之戰略考量，準備自金門撤軍，然

正當部隊於7月初開始著手進行撤退準備時，忽於23日，接獲國防部命令，層峰決定：

「仍然準備在金門作戰」。此時執掌烈嶼、大二膽防務之第五軍軍長李運成正與汪光堯

師長在太武山開會，會議剛結束，在獲悉固守金門命令後，立刻警覺到大膽島兵力不足

問題，故兩人顧不得休息立馬辭退後續行程，趕回烈嶼調度兵力增援大膽島，最後成功

於當日晚間颱風來臨海象惡化前夕，完成兵力運補，使島上守軍增加至298員，並加強

各項作戰工事整備，此一系列行動，對後續戰事發展與勝利的取得，起到極其關鍵的作

用。19

(二)運籌帷幄—少校營長史恆豐

陸軍官校第17期步兵官科畢業，民國39年大二膽戰役，率225團第1營戍守大二膽，

指揮作戰期間判斷機智，所領部屬各個勇猛犧牲，終成功殲滅來犯共軍，締造輝煌戰績

，獲頒忠勇勳章乙座。

柏村國小

伯玉路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19 林馬騰，《思古幽情大膽島》(金門縣：金門縣烈嶼鄉公所，2018年，6月)，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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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誓死達陣—戰鬥傳令賴生明

戰況危急時刻，大膽島南、北兩山據點通信線路遭砲火擊斷，賴生明冒死衝

鋒，穿越共軍占據之中央沙灘，縱使負傷，依然堅定、勇敢順利抵達北山，成功將重要

軍事作戰命令傳達該處守軍，並以手旗傳遞重要情報，使南、北山部隊成功會合，繼而

包圍殲滅共軍，其無懼生死之精神，令人折服。20

(四)智勇果敢—砲兵692營中校營長魯鳳三

砲戰開始之時，島上通信線路悉遭共軍砲火毀壞，各部隊據點與指揮中心失

聯，致使反擊命令無法傳達。然692砲兵營中校營長魯鳳三，在此狀況下，仍顯膽大心

細，能在權衡戰場狀況與敵威脅情形下，果決下達自衛反擊命令，亦帶動其它砲陣地一

呼百應共同反擊，始能成功壓制共軍的火力。此智勇果敢之精神，深受俞大維部長嘉

勉，魯營長也因此獲得陸海空甲種二等獎章乙座，以彰其功。21

傳承使命—「固若金湯、雄鎮海門」

金門雖蕞爾小島，但自明清以來為廈門出海的鎖鑰重地，迄兩岸分治後，更為國共

頻繁接戰的熱點地區，可稱之為以一島之力，維護臺澎本島70餘年。而防區自民國38年

12月1日成立以來，在歷任司令官、司令及指揮官苦心經營下，歷代官兵的犧牲奉獻中

，將以往的養馬地，建設了藏於九地之下的鬼斧神工坑道，除戮力於戰訓本務外，對金

門地區的發展亦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礎。

20 黃奕炳，〈從軍事角度探討金門戰地史蹟保存價值〉，https://m.facebook.com/nt/screen/?params=%7B% 

22note_id%22%3A1214521762237524%7D&path=%2Fnotes%2F&_rdr ，民國109年11月21日。

21 60砲的部落格，〈砲兵692營營長魯鳳三先生口述歷史〉，https://a2928796.pixnet.net/blog/post/455920337 

，民國109年11月22日。

第五軍軍長李運成

少將

賴生明

傳令

史恆豐

營長

砲兵營長魯鳳三

中校

資料來源：金防部隊史文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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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前線戰地的我們，除平時保持「高度憂患意識，強化戰備整備，專注戰訓本務

，提升部隊戰力」的觀念，更應要戰時擁有「應變制變，有效制壓，連續反擊，核心持

久」的能力，延續前輩所堅守的「使命感」，只有堅實的戰力後盾，才能有保持和平的

籌碼，讓我們的民主精神可以永續傳承。

心得啟示與感想

民國38年，共產統領共軍，揮兵南犯，國軍節節敗退，半壁山河，盡揚紅旗，國軍

轉進臺灣，金門地區儼然已成為最後一道防線，為臺、澎、金、馬之重要前哨，除了可

嚴密監視共軍軍事脈動外，亦可切斷共黨南北海上交通，戰略位置不言而喻。

隨著小三通及兩岸關係的和緩，金門地區民眾與廈門、福建的往來日趨密切，防區

的安全也一再受到各式各樣的挑戰。但還地於民意識的高漲、兵力的縮減及營區的維管

壓力，原本各具特色結合守備區域地形的工事及營區業成為兩岸民眾追逐的打卡景點，

但慶幸的是，都能保留著當年先烈先賢的血汗足跡，提供給未經大戰的參觀者無限的遙

想。

防衛部鑑潭餐廳的門柱上寫著「太武巍巍固金湯，擎天騰騰鎮海門」，提醒著先

賢先烈的那一些可歌可泣的歷史；而擎天廳入口處文化走廊，則刻印著國共戰役的經

過，時時提醒著我等繼承「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使命感，死守捍衛家園的頑強精

神。

回到太武公墓上，沿著國父銅像、無愧亭、伯玉路、無名英雄銅像，目光指向遠方

的廈門，想著以往先賢的使命與信仰，守護我家園及國土至今日。提醒我們保持著高度

的憂患意識，不因中共文攻武嚇，持續強化戰備整備，不因對岸的經濟攻勢，更專注於

戰訓本務，不因和平到來而鬆懈防備。我們知道，唯有不斷提升部隊戰力，建構堅強國

防後盾，秉持「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觀念，

才能有和平的國家，身在前線的我們，期使用汗水建構嚇阻的第一道防線，以確保臺、

澎、金、馬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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