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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R前　　言

陸軍步兵第302旅又名虎威部隊，位於臺中市烏日區的陸軍部隊，其成功嶺營區為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中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1 成功嶺營區在臺灣戰後時期，由政府

接收為成功基地，之後成為民眾耳熟能詳的「成功嶺訓練中心」，為我國陸軍新兵入伍

訓練與大專學生集訓的地點，自臺灣1980年代起往後的40年間，曾有130多萬名大專生

在此接受軍事洗禮，成為男人們共同的畫面以及回憶，出了社會後，往往因為成功嶺的

話題，拉近了彼此間的距離(如圖1)。2

遞嬗演進與轉型過程

一、單位沿革(如表1、圖2～4)

(一)初創時期：湘軍及18師

本旅前身原為民國8年

所建之湘軍，以湖南常德為發源

地，民國12年8月受國父邀徵入粵

拱衛廣州，先後救平諸逆，鞏固

革命基地，其功偉厥；民國14年7

月「建國湘軍國民政府軍委會」

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軍，首任

作者／李振嘉少校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虎威部隊

圖1　 民國80年代國防部長陳履安視導成功嶺大專集訓

開訓典禮

1 《陸軍步兵第 302 旅部隊史資料》( 臺北市：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2005 年 5 月 )，頁 1。

2 光華雜誌編輯部，〈告別成長年代—成功嶺邁入歷史〉《光華雜誌》，1999 年 2 月，頁 110。

傳承虎威部隊軍魂
精神，榮耀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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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威 部 隊

軍長為譚延闓將軍，督軍北伐，轉戰湘、鄂、贑、蘇、浙諸省，所向披靡。3

民國17年10月8日因寧漢合流，將第2軍編制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8師，由

魯滌平任師長，轄52團、53團、54團等3個編制團，先後參加龍岡、淞滬、宜昌、常德

3 陸軍總司令部作戰署，《陸軍各部隊組織遞嬗表》( 桃園市：陸軍總司令部，1997 年 6 月 30 日 )，頁 29。

表1　單位沿革

18師時期組織遞嬗

民國35年 18旅旅長，覃道善將軍任旅長兼指揮官。

民國37年10月 第18師，師長尹俊將軍兼任指揮官領軍參加徐蚌會戰。

民國37年10月 第18師，師長尹俊將軍兼任指揮官領軍參加徐蚌會戰。

22師及預備第2師時期組織遞嬗

民國38年10月 師長尹俊將軍兼任指揮官10月24日師由科羅登陸，匪軍葉飛即以其第廿八、廿九兩軍進犯金門，俘匪團長
徐傅等八千餘人，史稱「古寧頭大捷」。

民國42年9月 民國42年9月為獲取大陸情資，胡璉將軍規劃「東山島—粉碎計畫」師奉命突擊東山島，是國軍來臺後首
次使用傘兵配合陸軍、陸戰隊的三軍聯合作戰。

民國43年7月 22師師長孫竹筠兼指揮官。

民國58年12月 實施嘉禾案，改編成陸軍預備第2師，師轄4、5、6團，擔任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練，隸屬陸軍預備部隊訓
練指揮部，師長馬延彰將軍。

第15師及陸軍151師時期組織遞嬗

民國65年4月 實施崑崙案改師番號為陸軍第15師，奉命編配第六軍團，受臺北軍指揮，負責蘭陽地區及龜山島地區防
衛之作戰任務，師長葛定波將軍兼任指揮官。

民國65年8月 8月16日奉賦為陸軍步兵第302師。

民國73年 「陸經四號案」，陸軍151師移駐成功嶺營區，師長張宗憲將軍兼任指揮官，75年即與陸軍第151師番號
對調擔任成功嶺基地新訓、大專集訓及尖苗地區守備任務。

陸軍步兵102旅、後備904旅、陸軍步兵第302旅時期組織遞嬗

民國88年8月
民國88年8月1日因應精實案改編為「陸軍步兵102旅」，負責成功嶺基地新兵、初官及教育召集訓練，並
擔任大甲地區一線海岸守備任務，旅長高玉丘將軍兼任指揮官。同年因應「精實案」組織變革而終止成
功嶺大專集訓任務，為歷時40年的大專集訓任務劃下休止符。

民國93年4月 民國93年4月1日因應精進案組織調整「常後分立」政策—代號「忠愛8號」生效，新訓旅移編後備司令部
更名為「後備904旅」，旅長任季男上校兼任指揮官。

民國102年1月
民國102年1月1日因應精粹案計畫，「國防六法」正式施行，新訓旅還編回陸軍司令部，番號
採用原「步兵302師」更銜為「陸軍步兵第302旅」，旅長俞文鎮上校兼任指揮官，現任旅長
張德榮上校兼任指揮官於民國109年6月1日至今。

民國58年12月 實施嘉禾案，改編成陸軍預備第2師，師轄4、5、6團，擔任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練，隸屬陸軍預備部隊
訓練指揮部，師長馬延彰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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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湘西會戰等均獲勝功，尤以民國32年抗戰之「石牌保衛戰」最為壯烈，擊斃日軍2萬5

千餘人終獲勝利。

民國35年5月師於武漢整編，改為第18旅，覃道善將軍任旅長；民國37年10月於

洛陽整編，恢復第18師番號，隸屬第10軍，首任師長為尹俊將軍。領軍參加徐蚌會戰，

於雙堆集與匪激戰20晝夜後，奉命轉進江

南。

(二)第二時期：22師及預備第2師

民國38年師奉命由江西南下戍守金

門，並改隸19軍，10月24日師由科羅登陸，

匪軍葉飛即以其第28、29兩軍進犯金門，俘

匪團長徐傅等8,000餘人，史稱「古寧頭大

捷」；民國42年9月為獲取大陸情資，胡璉

將軍規劃「東山島—粉碎計畫」師奉命突擊

東山島，是國軍來臺後首次使用傘兵配合陸

18師首任師長
尹　俊將軍

151師首任師長
張宗憲將軍

陸軍步兵第302旅
現任旅長張德榮上校

22師首任師長
孫竹筠將軍

102旅首任旅長
高玉丘將軍

預備第2師首任師長
馬延彰將軍

904旅首任旅長
任季男上校
(備役中將)

15師首任師長
葛定波將軍

陸軍步兵第302旅
俞文鎮上校
(現階少將)

圖2　我們的長官

圖3　榮譽文虎旗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七卷第578期/2021年8月　117

虎 威 部 隊

軍、陸戰隊的三軍聯合作戰。

民國43年師由金門奉調返臺，進駐桃園下湖，7月全國進行第二次單位整編，其

52團、53團編入新部隊番號之陸軍第22師隸屬第4軍，為第22師主幹，師轄64團(53團改

稱66團)，54團編入第3軍，時任師長孫竹筠；陸軍第18師番號正式走入歷史。

民國58年12月實施嘉禾案，陸軍第22師之66團(原陸軍第18師53團)與原第22師

司令部及直屬部隊，改編成陸軍預備第2師，師轄4、5、6團，擔任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

練，隸屬陸軍預備部隊訓練指揮部。4

(三)第三時期：15師及陸軍步兵第302師

民國65年4月實施崑崙案5改師番號為陸軍第15師，奉命編配第六軍團，受臺北

軍指揮，負責蘭陽地區及龜山島地區防衛之作戰任務，時任師長葛定波，同年8月16日

奉賦為陸軍步兵第302師。民國73年「陸經四號案」，陸軍151師移駐成功嶺營區，民國

75年即與陸軍第151師番號對調擔任成功嶺基地新訓、大專集訓及尖苗地區守備任務。

(四)第四時期：陸軍步兵102旅、後備904旅、陸軍步兵302旅

民國88年8月1日因應精實案改編為「陸軍步兵102旅」，負責成功嶺基地新兵、

初官及教育召集訓練，並擔任大甲地區一線海岸守備任務，時任旅長高玉丘將軍。同年

因應「精實案」組織變革而終止成功嶺大專集訓任務，為歷時40年的大專集訓任務劃下

休止符。

民國93年4月1日因應精進案組織調整「常後分立」政策—代號「忠愛八號」

生效，新訓旅移編後備司令部更名為「後備904旅」，時任旅長任季男上校。

民國102年1月1日因應精粹案計畫，「國防六法」正式施行，新訓旅還編回陸

軍司令部，番號採用原「步兵302師」更銜為「陸軍步兵302旅」，時任旅長俞文鎮上校

(如圖5)，現任旅長張德榮上校於民國109年6月1日至今。

光榮戰史、軍魂英勇戰士及典範事蹟

一、虎威歷史與貢獻

(一)石牌保衛戰

4 國防部，〈成功嶺新訓旅移編〉《中華民國國防部》，2013年1月9日。參見https://web.archive.org/web/ 

201410141014100443/http://www.mndd.gov.tw/Publish.aspx?cnid=56124，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5 張明金、劉立勤，《國民黨歷史上的 158 個軍》( 北京市：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7 年 4 月 1 日 )，

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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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旅前身為民國8年所建之湘軍，

民國15年受賦「國民革命軍第2軍」番號，

民國18年整編為第18師，先後參加北伐、

剿匪、抗日及戡亂等戰役，戰功彪炳、功

業顯赫； 民國17年10月8日因寧漢合流，

將第2軍編制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8

師，由魯滌平任師長，轄52團、53團、54

團等3個編制團，先後參加龍岡、淞滬、宜

昌、常德及湘西會戰等均獲勝功，尤以民

國32年抗戰之「石牌保衛戰」最為壯烈，

師協力第18軍軍長胡璉將軍所指揮之第11師死守陪都重慶門戶「石牌」，此役號稱為二

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白刃戰，在胡將軍「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的信念

下，擊斃日軍2萬5千餘人終獲勝利。

(二)徐蚌會戰

民國35年5月師於武漢整編，改為第18旅，覃道善將軍任旅長。曾參加開封、山

土集、南麻、高庄等戰役均獲輝煌戰果，民國37年10月於洛陽整編，恢復第18師番號，

隸屬第10軍，首任師長為尹俊將軍。領軍參加徐蚌會戰，於雙堆集附近與匪激戰二十晝

6 國軍歷史文物館，〈陸軍總司令部隊徽〉《中華民國陸軍》，2013 年 4 月 22 日。http://museum.mnd.gov.tw/

UserFiles/lmage/afm/photo_9303，瀏覽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圖4　隊徽意涵6

一、 虎威：因參與古寧頭戰役戰績輝煌，榮授虎旗，虎頭象徵

戰功彪炳，故以「虎威」為隊名。

二、 嘉禾：象徵於北伐、抗戰、戡亂所建之豐功偉績，並有「

寓兵於農」及執干戈以衛社稷之意，而左右嘉禾每穗七株

合為雙七，「七七」含有發揚抗戰建國精神涵義。

三、 紅、黃、藍三色：代表本旅具犧牲、團結、負責之精神。

四、 盾牌外型：精粹案後規範隊徽為盾形，具有團結鞏固、精

實戰力之意。

圖5　 102年1月司令李翔宙上將授印予旅長

俞文鎮上校(現役少將)成編陸軍步兵第

302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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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後，奉命轉進江南。

(三)古寧頭大捷

民國38年師奉命由江西南下戍守金門，並改隸19軍，10月24日師由科羅登陸，

即入瓊林、後半山一帶，未及休息，匪軍葉飛即以其第28、29兩軍進犯金門，師倉促應

戰、奮勇迎敵，匪殲大半，25日師及118師、14師在18軍軍長高魁元將軍指揮下，以古

寧頭為目標採3師並列，在M5A1戰車前導下，以排山倒海之勢實施反擊，官兵莫不奮勇

突進、收復陣地，師復以尖刀態勢展開攻擊，俘匪團長徐傅等8千餘人，史稱「古寧頭

大捷」。此役因戰績卓越，榮獲先總統　蔣公頒授「榮譽文虎旗」1面，表徵虎威官兵

「以血肉護山河、以精神護中華」，寫下無數可歌可泣的史篇，造就了「虎威」能戰敢

戰的美名。

民國42年9月為獲取大陸情資，胡璉將軍規劃「東山島—粉碎計畫」師奉命突擊

東山島，是國軍來臺後首次使用傘兵配合陸軍、陸戰隊的三軍聯合作戰，由師所轄第53

團協同作戰激戰晝夜任務完成安返金門，本

戰役亦是大陸淪陷匪區後唯一一次大規模突

擊的作戰。

二、由戰轉訓任務調整

(一)後備軍人教育召集

民國58年12月實施嘉禾案，陸軍

第22師之66團(原陸軍第18師53團)與原第22

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改編成陸軍預備第2

師，師轄4、5、6團，擔任後備軍人教育召

集訓練，隸屬陸軍預備部隊訓練指揮部。

(二)成功嶺基地新訓、大專學生集訓(如

圖6)7

民國65年4月實施崑崙案改師番號為

陸軍第15師，奉命編配第6軍團，受臺北軍

指揮，負責蘭陽地區及龜山島地區防衛之作

戰任務，同年8月16日奉賦為陸軍步兵第302

7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大專學生集訓班班史》( 臺北市：青年日報社，1998 年 1 月 )，頁 32-141。

圖6　軍事訓練役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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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民國73年「陸經四號案」，陸軍151師移駐成功嶺營區，民國75年即與陸軍第151師

番號對調擔任成功嶺基地新訓、大專學生集訓及尖苗地區守備任務。

成功嶺大專學生集訓自民國48年創立以來，為國家培育出無數的人才，在社會

上奠定穩固的地位與深厚的影響力。民國48年7月，先總統蔣公為了樹立大專學生的中

心思想，鍛鍊其強健體魄，養成愛國、反共、奮鬥、創造的基本學能，和勤勞、樸實、

團結、自強的優良德行，及為國家儲訓文武兼修的時代青年，遂指示成立大專學生集訓

班；當時所召訓各大專院校在學男生，以新兵第3、4、5訓練中心及預備第4、6、7師為

基礎，編成「大專學生集訓班」，負責大專青年之軍訓工作。

民國52年12月，蔣公指示集訓任務統一於成功嶺實施。民國53年12月16日，遂

在臺中設立陸軍後備兵訓練指揮部，隸屬陸軍訓練司令部。組成人員，係由前陸軍預備

部隊訓練司令部、各預備師、軍工協調處、裝甲兵司令部等單位，遴優抽調編成。下轄

9個預備師，負責後備軍人教育召集、動員整備及大專集訓。民國54年4月，指揮部正式

移至成功嶺。

民國55年3月1日，指揮部奉命更改番號為陸軍預備部隊訓練指揮部，編組同

前。民國57年，指揮部幕僚單位實施局部改組。民國58年12月，指揮部編組未變，所屬

9個預備師則併編為5個師，其編成番號為預備1～5師，預5師為輕裝師，其餘則為重裝

師。

民國35年1月1日，各師番號變更：預1師為步兵13師，預2師為步兵15師，預3師

為步兵29師，預4師為步兵31師，預5師為步兵74師，並納入本島防衛作戰鬥序列，歸各

地作戰區指揮官管制。同年8月各師番號再次變更，依次為101師、302師、203師、104

師、305師。

民國68年7月1日實施「崑崙案」，指揮部以原編組改為「成功嶺訓練中心」，

直屬總部。指揮部自此時起即負責成功基地各部隊之訓練任務。

民國73年11月，「陸軍成功嶺訓練中心」由20軍接替成訓中心訓練任務。

民國78年7月實施「陸精六號案」，指揮部併后里軍司令編成為「成功嶺訓練

中心指揮部」，負責成功嶺各項訓練任務，兼負原后里軍部分戰備及演訓指裁任務；至

此，目前大專學生集訓班編制遂告確立。

民國88年8月1日因應精實案改編為「陸軍步兵102旅」，負責成功嶺基地新兵、

初官及教育召集訓練，並擔任大甲地區一線海岸守備任務。同年因應「精實案」組織變

革而終止成功嶺大專集訓任務，為歷時40年的大專集訓任務劃下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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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事訓練役8

首批軍事訓練役男於民國102年2月20日入伍，接受為期4個月的軍事訓練役；因

應募兵制實施，民國83年次以後出生的常備役男，改為接受為期4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民國82年12月31日，仍必須接受為期1年的軍事訓練；首批入伍的軍事訓練役役男，

是未在大專院校就讀之役男，至於大專院校役男將依其意願，申請暑假期間接受訓

練。

軍事訓練役役期4個月，區分為8週的基礎訓練及8週專長訓練。基礎訓練就是一

般俗稱的入伍訓練，現行義務役的新兵訓練為5週，在多出的3週期間，軍方為強化新兵

體能標準，已規劃將體能標準，由義務役士兵提高到志願役士兵合格條件。

新兵訓役雖然辛苦，該放的假絕對不會打折，軍事訓練役役男服務期間，除第1

週是在營實施懇親會之外，其他每週都會實施週休二日制。

(四)漢光演習

時日至今，於民國102年4月13日結合「漢光29號」演習，執行了「同心25號」

操演任務，實施旅部暨旅部連、通信連、憲兵排以及步4營教育召集訓練人員，總計參

演人數高達1,159員，於苗栗苑裡戰術位置執行連續5天不分晝夜演練戰術；此外，第10

軍團步兵302旅於民國107年執

行「漢光34號」演習，「同心

30號」演習教育召集任務，實

施專長複訓與臨戰訓練；課程

結合現地進行單兵戰鬥教練，

使召員熟悉作戰環境與戰術位

置，更讓召員體認保國衛民之

職責(如圖7)。 

(五)全民國防(如圖8)9

國防部「106年國防

8 羅添斌，〈首批軍事訓練役，20 日入伍〉《自由時報》，2013 年 2 月 18 日。http://news.ltn.com.tw//amp/

news/politics/paper/65650，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 日。

9 全民國防教育辦公室，〈成功嶺營區開放 9 月 2 日登場，入營區搭乘免費接駁車〉《全民國防教育網》，

2017 年 9 月 1 日。https://aode.mnd.gov.tw/Unit/Content/758?unitld=129，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 日。

圖7　 民國102年視導「漢光29號」操演任務並實地瞭解射

擊預習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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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之旅—陸軍成功嶺營區開放活動」將於9月2日(星期六)上午0900時至下午1600時，

安排神龍小組跳傘等動態操演、靜態陳列UH-60M直升機等31項現役裝備，展現國軍扎

實訓練成果與武器裝備性能，並藉邀請國人共同參與，以達凝聚全民國防意識、榮耀九

三之意義。

當時陸軍第10軍團指揮部參謀長陳忠文少將於記者會中表示，營區開放活動

特色，除規劃M110A2自走砲車及CM24彈藥車占領陣地與射擊操作，並邀請民眾體驗

火炮底火試拉外，亦安排民眾搭乘CM22砲擊砲車及CM33雲豹甲車，在仿真野戰環境

下，體驗甲車的優越能力。靜態裝備展示區設於介壽臺廣場，包含主戰、航空、救災

裝備計25類31項；軍武公園的陸、海、空軍退役裝備計46類52項。另還有臺中女中儀

隊表演、臺灣體育大學舞龍舞獅表演等多項節目，活動精彩可期，歡迎國人屆時共襄

盛舉。

(六)中華民國童軍第11次全國大露營(如圖9)10 

童軍大露營於民國107年7月1日在成功嶺風雨中活力登場，在童軍歌小喇叭吹

奏聲中，12,000多名來自全國與17個國家的童軍夥伴身著雨衣，在風雨中展開在成功嶺

為期7天6夜的大露營，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理事長林右昌表示，來自全國與17個國家的童

軍夥伴有堅強的意志，不怕風、不怕雨，還能風雨生信心，他相信，童軍齊聚可以邁

向成功，這次歡樂童軍活動一共有22關，包含急救、包紮、繩結等傳統技能，另外，

也加入了創新關卡，像是繩梯、高空點蠟燭等等，闖關都考驗著小隊默契跟合作精神，

這一次的歡樂童軍活動分為4個部分，分別是童軍技能、斥候工程、趣味童軍以及救護

10 臺中市政府，〈童軍第 11 次全國大露營，成功嶺閉幕〉《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2018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taichung.gov.tw/8868/8872/9962/1036568/，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 日。

圖8　民國106年全民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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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其中趣味童

軍更是許多不同於

以往的關卡，像是

利用童軍棍以及接

棍結，將懸在空中

的蠟燭點燃。不只

考驗小隊的繩結能

力，更是需要幸運

女神的加持，在日

行一善、循規蹈矩這兩關都需要良好的默契跟溝通能力，才能順利完成關卡，而步

步高升更需要運用小隊的智慧，這一次歡樂童軍創新關卡融合傳統技能，將童軍的

團隊合作精神發揚光大。

結　　語

每位英勇前輩的事蹟均具有強烈的鼓舞士氣作用，不但昭顯軍人武德崇高的精神境

界，也具有動人心魂、震撼人心的感召力，一個團隊要發揮堅強的戰力最需要的就是互

助合作的精神，否則就算有再完美的隊友也無法有效完成各項艱難任務，這就是互助合

作的重要性；因此，部隊在平時訓練中，確立「互助合作」的觀念，凝聚「團結一心

」的精神，透過共同的信念和敵我意識，才能確保戰力有效整合，有效執行所給予的每

一項任務，學長姐們的貢獻無一不讓人精神抖擻，感情共鳴，傾心仰慕，亦足證重視歷

史傳承、激勵典範學習，確實是培養與弘揚軍人操守的一項重點工作，全體官兵相互

砥礪，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並將將「犧牲、團結、奉獻」的思想謹記在心，堅

守高標準的道德操守與軍紀，扮演好國家安全守護者的角色，共同建構固若磐石的國防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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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童軍大露營合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