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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R前　　言

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又名天雷部隊，1「天生英雄，雷霆萬鈞」，捍衛南疆夙夜匪

懈，致力戰備本務已逾30多年，舉凡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神弓操演都可看到揮汗如雨

的砲兵兄弟姊妹們，頂著風雨烈日，配合轟隆隆砲聲，對著海上、空中目標實施精準射

擊，這些都是每位兄弟姊妹訓練精良、愛護榮譽展現；再者，砲指部對於災害防救亦是

全力以赴，如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民國103年高雄氣爆、民國104年蘇迪勒颱風及民國

105年臺南地震等，2 採取「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積極作為，對於轄內部隊

及可用救災資源均完成妥善規劃，愛民救民當仁不讓，捨我其誰。

43砲指部前身為軍政部學兵總隊第4團，成立於四川納谿，3 期間歷經對日抗戰、組

織改革及新式裝備獲得，最終蛻變成陸軍第8軍團砲兵第43指揮部，歷史潮流雖不停向

前推進，但卻沖不掉烙印歷史足跡。因此，藉本篇研究來探尋天雷部隊雋永史事，傳承

先賢榮耀軍魂。

遞嬗演進與轉型過程

一、第一時期

指揮部原為軍政部學兵總隊第4團，民國29年6月1日成立於四川納谿，民國36年軍

作者／郭仲川少校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天雷部隊

1 陸軍第八軍團，《干城部隊成軍十週年紀念專輯》(高雄縣：陸軍第八軍團，民國78年7月)，頁44。

2 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105年度沿革史》(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民國106年6月)，

頁163。

3 新溪松，《國軍化學兵口述歷史》(臺北市：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民國95年12月)，頁266。

傳承天雷部隊軍魂
精神，榮耀歷史見證

我武維揚—



116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七卷第579期/2021年10月

政部學兵總隊裁撤，4 改直屬陸軍總部重迫砲第14團，移駐徐州，民國37年冬參與徐蚌

會戰，5 民國38年奉令在臺灣屏東整備，民國41年換裝105榴砲，同年7月撥交第75軍改

稱砲兵指揮部，6 由周菊村少將任第一任指揮官。7

二、第二時期

民國43年擴編為第9軍砲兵指揮部改隸陸軍第9軍，8 民國49年2月實施前瞻整編，除

加強戰備與訓練外，亦參加「八七」水災搶救及協建等重大工程，9 民國51年11月，實

施「虎威」演習，奉調金門，民國52年12月16日由金門輪調返臺，進駐新竹坪埔，民國

58年10月1日實施「嘉禾案」改編，民國60年5月奉令實施「華光」演習，至6月27日正

式接替馬祖防衛部之任務，民國62年9月15日至11月12日，實施「泰山」演習，奉調返

臺進駐嘉義，擔任大肚溪(含)迄曾文溪(不含)間地面防務。10

三、第三時期

民國65年1月1日，統帥部下令變更國軍陸軍番號，陸軍第75軍砲兵指揮部改為第6

軍砲兵指揮部，同年8月16日更改全銜為陸軍第43軍砲兵指揮部；民國66年12月1日，實

施「永和」演習，移駐澎湖，11 民國68年7月1日崑崙案生效，編配陸軍第8軍團，改稱陸

軍第43砲兵指揮部，12 由徐葆琦少將接任指揮官，民國89年精實案整編營級單位成立群

級組織架構，下轄防空612群、砲兵624群及砲兵625群等3個群級，民國93年實施精進案

併編，裁撤砲兵625群。

四、第四時期

民國96年1月1日改稱陸軍第8軍團砲兵第43指揮部，由黃昆宗少將接任指揮官

4 陸軍總司令部，《陸軍在臺建軍史(一)》(桃園市：陸軍總司令部，民國72年1月)，頁143。

5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五冊戡亂前期(下)》(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

年11月)，頁79。

6 同註4，頁60。

7 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陸軍沿革史初稿》(桃園市：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民國43年4月)

，頁266。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五軍軍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8年6月)，

頁415。

9 同註8，頁416。

10 同註8，頁417。

11 同註8，頁418。

12 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國軍歷屆作戰序列表彙編第五輯(民國61年元月～75年12月)》(臺北市：國防

部作戰參謀次長室，民國77年7月)，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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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1年開始因精粹案陸續實施組織及裝備調整，13 民國105年始完成組織調整

迄今。14 

典範事蹟

43砲指部自民國96年成編以來，任陸軍第8軍團指揮部災防重要部隊之一，肩負著

大樹災防區災害防救使命，舉凡颱風、地震等複合式災害，都能看到砲指部兄弟姊妹的

身影，以實際行動，表達軍民一家信念，迄今執行較為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如後：

一、莫拉克颱風救災

民國98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南部地區嚴重淹水，土石流沖毀房屋、田地及道

路坍方、橋樑斷裂等災情，對各鄉鎮造成嚴重損害，甚至導致小林村滅村，15 指揮官陳

昇少將奉司令指示，全力支援救災工作，同月9日開設救災指揮中心，並建立救災編組

，救災兵力分布高雄，協助災區大體搜尋、淤泥清運、災後復原及校園整理，並於仁美

13 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101年度沿革史》(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民國102年4月)，

頁3。

14 同註2，頁3。

15 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98年度沿革史》(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民國99年5月)，頁

53。

陸軍75軍砲兵指揮部

首任指揮官

周菊村少將

資料來源： h t t p s： / / m . x u i t e . n e t /
b lo g /gen l imd inghan /
twblog/122746509.

陸軍第43砲兵指揮部

首任指揮官

徐葆琦少將

資料來源： 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

《陸軍第八軍團司令部

沿革史續編(一)》(陸軍

第八軍團司令部，民國

70年7月)。

陸軍第8軍團

砲兵第43指揮部首任指揮官

黃昆宗少將

資料來源： 陸軍第八軍團砲兵第四

三指揮部隊史館。

 我們的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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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開設仁美之家，安置那瑪夏鄉民共600人；16 另總計投入兵力43,583人次，各型車輛

派遣1,240車次，撤離居民319人，土石7,406.3噸，清理學校、民宅、倉庫621間，自來水

運送21噸，清理街道232.5公里，植正路樹466顆，運送物資6,560件。17 

二、高雄氣爆救災

民國103年8月1日凌晨，高雄前鎮區與苓雅區發生連續氣爆事故，造成三多一路、

三多二路、凱旋三路及一心一路等重要道路與周邊民宅、店家遭嚴重破壞，指揮官葉國

輝少將接獲命令後，即編組救災兵力335人，支援車輛、機具計戰術輪車等2類17項，協

助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及一心一路實施道路復原，共計清理道路約10公里，清運土方

1.2噸。18 

傳承「天生英雄，雷霆萬鈞」精神

16 同註15，頁111。

17 同註15，頁110。

18 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103年度沿革史》(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民國104年4月)，

頁168。

陸軍第43砲兵指揮部歷任主官

任別 指揮官 任職期間

第一任 徐葆琦少將 民國68年7月1日～70年6月30日

第二任 王明遠少將 民國70年7月7日～73年2月28日

第三任 張克地少將 民國73年3月1日～74年8月15日

第四任 周正之少將 民國74年9月16日～76年2月1日

第五任 涂安都少將 民國76年3月1日～78年5月31日

第六任 陶大增少將 民國78年6月1日～81年1月31日

第七任 胡　捷少將 民國81年2月1日～83年5月31日

第八任 羅又新少將 民國83年6月1日～84年6月30日

第九任 胡元傑少將 民國84年7月1日～87年12月31日

第十任 吳祖銘少將 民國88年1月1日～91年1月31日

第十一任 湯家坤少將 民國91年3月1日～93年12月31日

第十二任 白永成少將 民國94年1月1日～95年7月31日

第十三任 黃昆宗少將 民國95年8月1日～95年12月31日

陸軍第8軍團砲兵第43指揮部歷任主官

任別 指揮官 任職期間

第一任 黃昆宗少將 民國96年1月1日～96年12月31日

第二任 鈕大旻少將 民國97年1月1日～98年3月31日

第三任 陳　昇少將 民國98年4月1日～99年5月31日

第四任 周正彥少將 民國99年6月1日～100年7月31日

第五任 黃意誠少將 民國100年8月1日～101年7月31日

第六任 葉國輝少將 民國101年8月1日～104年2月28日

第七任 林帝志少將 民國104年3月1日～105年5月31日

第八任 王俊智少將 民國105年6月1日～105年9月7日

第九任 周國健少將 民國105年9月8日～107年7月31日

第十任 莊有凱少將 民國107年8月1日～108年10月31日

第十一任 陳俊源少將 民國108年11月1日迄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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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為地面部隊重要火力支援骨幹，運用火砲、火箭及防空火力等裝備支援前線，

掩護友軍執行任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美軍海軍陸戰隊於登陸作戰前，均

先期以艦隊火砲對島上守軍及登陸地點實施火砲射擊，再到越戰、沙漠風暴及伊拉克自

由行動，都能看到砲兵火力支援對地面作戰的重要性，而「天生英雄」代表著每一個人

都是自己英雄，憑藉著「犧牲、團結、負責」信念，以無數的小我、無私、奉獻，成就

天雷部隊屹立不搖精神；另「雷霆萬鈞」是以砲兵力量盪起漣漪，在戰場上，我們以隆

隆砲聲引領著部隊向敵方開進，在危急時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精準命中目標，

決勝於千里之外。

心得啟示與感想

從民國17年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設立砲兵兵監，民國20年於南京丁家橋創立陸軍

砲兵學校，19 確立整體訓練方向，民國32～34年陸續獲得美援後，著手進行砲兵部隊整

編，20 至此階段，國軍砲兵部隊編制與裝備才初具規模，後因戡亂時期，國軍輾轉來

臺，砲兵部隊僅餘5個獨立砲兵團(43砲指部為第14團)、11個軍及師砲兵營，且人員與

裝備均不足編制數，21 時至今日43砲指部，從草創初期兵監單位，發展迄今具現代化火

砲、新式火箭裝備及防空精準飛彈，砲兵現代化與世界軍事強國齊頭並進，在防衛作戰

扮演三軍聯合火力發揚關鍵角色，經過歷代先進胼手胝足、篳路藍縷才有今日成果；而

19 陳鴻獻，《國軍砲兵口述歷史》(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12月)，頁1。

20 同註19，頁2。

21 同註19，頁8。

 隊徽意涵　　　　　

一、 火砲符號：代表本部防空、砲兵部隊以飛彈、火砲為主

要火力，捍衛國土的現在及未來的光榮與展望。

二、 藍、白、紅底：代表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亦

具自由、平等、博愛的象徵。

三、 黃金箭號：代表火砲與飛彈射速的保衛精神，傳達本部

砲兵部隊精準、迅速、機動的特性。

四、天雷：天生英雄，雷霆萬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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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勤訓精練戮力整軍

備戰的同時，亦擔任

災害防救重責大任，

先後投入「八七水

災」及「莫拉克風

災」等重大天然災害

搶救任務。

隨著兵役制度轉

型，從民國101年起

開始執行募兵制，砲

指部遵上級指導積極

招募及培訓役期長、

意願高、戰力強的志

願役人才，並結合募

兵制配套措施，迄民國105年底正式轉型全志願役部隊，在民國108、109年成功執行聯

合反登陸作戰操演，另展現女性官兵組成自走砲班，從裝彈到發射熟練動作，巾幗不讓

鬚眉，可見全志願役部隊戰備訓練已達一定成效，民國109年4月9日總統蔡英文女士視

導砲兵營網寮南營區防務時亦表示(如圖1)，女性官士兵面對高強度的操演，扛起98公

斤重砲彈面不改色，證明優秀官士兵不分性別，都能肩負保衛國家重任。

43砲指部在歷任指揮官奠定基礎上，前任指揮官陳俊源少將更是引領指揮部更上一

層樓，建立「優質生活工作環境、激發團隊榮譽向心」工作理念，推動「晨間不打掃、

上午勤戰訓、下午樂運動、晚上亮人生及重軍紀安全」工作指導，持續強化戰備訓練，

戮力於戰訓本務，提升部隊戰力，達到平時能救災、戰時能作戰的鋼鐵勁旅，保護國人

生命財產安全，以達「美麗家園、由我守護」之陸軍核心價值。

 作者簡介　　　　

郭仲川少校，陸官專93年班、砲訓部正規班102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參學院107年
班，曾任排、連長、防空官、招募組長、營參謀主任、副營長，現任步兵203旅砲兵營

長。

圖1　民國109年4月9日蔡英文總統與女砲班成員合影

資料來源：青年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