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6892/AB.202206_58(583).0008　109

A
MR

弘揚優良軍風與光輝歷史 虎嘯部隊

前　　言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虎嘯部隊前身為陸軍第36師，係於民國22年9月28日由陸軍第

87師補充第1、2團及第88師補充第1、2團合併編組成立於南京市孝陵衛營區，以87師副

師長宋希濂中將升任師長；民國31年4月師隸滇緬遠征軍戰鬥序列，民國33年9月由第4

任師長李志鵬將軍率領，在增援龍陵、三關坡要塞爭奪戰中，全體將士以急速猛烈攻勢

，擊破日軍堅固陣地，奮勇殺敵戰績卓著，為抗日戰爭奠定滇邊軍事勝利之基礎，榮獲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頒發榮譽虎旗1面，引為無上榮耀，是為虎嘯部隊的由來。

戡亂期間，山東萊陽戰役中遭共軍優勢兵力圍攻，我「虎嘯部隊」先烈戰士以鮮血

衛國痛殲共軍2萬6千餘名，完成突圍戰鬥。民國39年轉進臺灣後，經歷組織改革及新式

裝備獲得、最終蛻變成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負責臺北中樞外圍防衛重要任務；今年適

逢87周年隊慶，歷史漫漫長河中，虎嘯健兒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的精神絲毫未曾改變，謹

藉本文描述虎嘯部隊優良軍風暨光榮傳統。

組織遞嬗與沿革

一、各時期組織遞嬗

(一)第一階段－創立時期與抗日聖戰

指揮部前身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負責國家元首安全，民國20年改

制為陸軍警衛第1師、警衛第2師；同年改編為陸軍第87、88師。民國22年9月28日由陸

軍第87師補充第1、2團及第88師補充第1、2團合併編組於南京市孝陵衛營區成立國民革

命軍第36師，1 由87師副師長宋希濂中將任第一任師長(如圖1、2)。

作者／游孟憲少校

虎嘯部隊的榮耀歷史
虎嘯龍陵、關渡衛戍—

1 陸軍司令部，《忠誠之風－陸軍第26師》(桃園市：陸軍司令部，2018年7月)，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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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3～25年與友軍教導總隊、第87師及88師在德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接受德式

軍事訓練與編裝，成為當時國軍最現代化之精銳部隊，亦稱為「德械中央軍」。2 對日

戰爭中先後參與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及滇西龍陵爭奪戰等重大戰役均恪盡

職守達成戰役目標，於抗日戰爭軍事戰略上扮演重要角色(如圖3)。

(二)第二階段－戡亂反共中流砥柱

民國35年10月師於山東萊陽改編為陸軍整編第36旅，翌年投入華東戰場，作為

進攻膠東的國軍主力部隊。3 民國37年11月旅於青島恢復第36師番號隸屬第50軍；民國

38年6月師隨第21兵團，途經臺灣轉進海南島；8月增援廣州，10月轉進海口，旋於12月

中旬轉進來臺。

表1　政府遷臺前虎嘯部隊歷任主官

任別 指揮官 任職期間

第1任 宋希濂中將 民國22年9月1日至27年1月1日

第2任 蔣伏生少將 民國27年1月1日至27年8月1日

第3任 陳瑞河少將 民國27年8月1日至27年8月31日

第4任 李志鵬少將 民國27年9月1日至35年12月31日

第5任 胡翼烜少將 民國36年1月1日至38年10月31日

第6任 張國英上校 民國38年11月1日至44年8月31日

(三)第三階段－復興基地枕戈待旦

民國41年11月以36師師部為基幹與第147師之第439團在苗栗銅鑼合併整編為陸

軍步兵第26師；民國48年2月執行「前瞻計畫」改組整編為陸軍前瞻步兵師，師人員編

2 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中德合作對軍事的貢獻》(臺北市：民生出版社，1998年2月)，頁48～

49。

3 知兵堂編輯部，《國共內戰—戡亂與解放角力》(臺北市：蒼壁出版社，2015年7月)，頁104～108。

圖3　德械師閱兵情形圖2　第36師布胸章

圖1　 國民革命軍第

3 6師首任師長

宋希濂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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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嘯 部 隊

制約1萬1千餘人，組織編制

為3團9個步兵營，改編後大

幅提升火力及機動力；4 民

國58年12月實施「嘉禾1號

專案」整編，廢團改旅，以

旅為基本戰術單位，以師為

高級戰術單位，改編為陸軍

野戰重裝步兵師；翌年實施

「嘉禾2號專案」新編成1個

直屬戰車營；民國65年1月1

日改番號為第35師，同年8

月16日又改為第226師；民

國68年執行「順風演習」5 

與第248師防務交接，自臺

北移防至金門南雄；民國73

年3月16日實施陸精4號案，

調整為本島師乃移防臺北進

駐關渡，6 擔任中樞外圍防

衛任務。

(四)第四階段－承先啟

後鞏衛中樞

本部自民國38年轉

進來臺，全體官兵在歷任指

揮官帶領下持續勤訓精練，

除奉命兩度移防金門，在本

島期間自民國54～73年間

4 陸軍司令部，《本軍沿革》(桃園市：陸軍司令部，2011年2月)，頁45。 

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民軍陸軍第五十軍軍史》(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6月，頁

435。

6 同註1，頁73。 

表2　政府遷臺後虎嘯部隊歷任主官

任別 指揮官 任職期間

第7任 耿若天少將 民國44年9月1日至45年9月1日
第8任 李向辰少將 民國45年9月1日至49年1月15日
第9任 王公堂少將 民國49年1月16日至50年1月19日
第10任 門　肅少將 民國50年2月20日至51年1月20日
第11任 楊敬斌少將 民國51年1月21日至53年2月20日
第12任 張華庭少將 民國53年2月21日至55年3月31日
第13任 王秀峰少將 民國55年4月1日至57年7月31日
第14任 趙　錦少將 民國57年8月1日至59年11月5日
第15任 蔣仲苓少將 民國59年11月6日至61年7月19日
第16任 向華超少將 民國61年7月20日至64年1月23日
第17任 李榮忠少將 民國64年1月24日至65年12月31日
第18任 姚光宇少將 民國66年1月1日至67年12月31日
第19任 毛夢漪少將 民國68年1月1日至70年3月20日
第20任 馮濟民少將 民國70年3月21日至72年3月30日
第21任 劉超榮少將 民國72年4月1日至73年10月15日
第22任 湯曜明少將 民國73年10月16日至75年9月1日
第23任 童兆陽少將 民國75年9月1日至77年5月31日
第24任 丁渝洲少將 民國77年6月1日至78年5月30日
第25任 曹文生少將 民國78年6月1日至79年4月15日
第26任 王祿雄少將 民國79年4月20日至80年8月31日
第27任 王清勉少將 民國80年9月1日至81年10月31日
第28任 李盛需少將 民國81年11月1日至82年7月31日
第29任 劉湘濱少將 民國82年8月1日至84年4月15日
第30任 雷光旦少將 民國84年4月16日至86年7月31日
第31任 孔繁亞少將 民國86年8月1日至88年10月15日
第32任 黃崑益少將 民國88年10月16日至89年7月31日
第33任 戴恆新少將 民國89年8月1日至92年9月30日
第34任 金壽豐少將 民國92年10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
第35任 張小興少將 民國93年2月1日至94年6月30日
第36任 羅際琴少將 民國94年7月1日至9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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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實施「靖平」、「定平」、「龍平」、「彰雲」、「長榮」及「長平」南北師對抗

實兵實距離演習；民國73～89年實施「長勝2號、8號」、「長泰2號、3號」及「長青7

號」聯兵旅南北對抗實兵實距離演習，民國82年參與「漢光9號」演習等，7 在軍事本職

訓練上日夜勤練枕戈待旦；在民防演練上亦自民國100年起參加「新北市核安演習」等

相關跨部會演習，8 全體官兵持恆勤練戰訓本務。

民國87年10月1日執行「精實專案」，由陸軍226師改組整編為「陸軍第26師指

揮機構」；民國96年1月1日因應國軍「精進專案」第二階段規劃，原下轄176旅(基隆旅)

及178旅(淡海旅)合併整編為

「陸軍關渡地區指揮部」，首

任指揮官為段慶生少將。

民國100年因應國軍

「精粹案」，原裝步1、2營於

11月1日更銜為機步3、4營；

民國102年奉「精粹案」第4階

段調整，民國102年11月1日保

修連正式成編；民國108年執

行「可恃戰力專案」，裁編反

甲連、裝騎連並與原機步3、4

營整併，新編成聯合兵種1、2

7 同註4，頁108。

8 行政院原能會，〈核安演習〉，http://www.aec.gov.tw，檢索日期：2011年6月18日。

圖6　戰力防護訓練偽砲陣地圖5　 漢光演習中我軍戰車以煙

幕隱蔽位置伺機發起攻擊

圖4　戰備訓練現地實兵演練

表3　陸軍第六軍團關渡地區指揮部歷任主官

任別 指揮官 任職期間

第37任 段慶生少將 民國95年5月1日至97年11月30日
第38任 陳文凡少將 民國97年12月1日至98年11月15日
第39任 全子瑞少將 民國98年11月16日至99年7月15日
第40任 王興禮少將 民國99年7月16日至101年2月1日
第41任 郭順德少將 民國101年2月1日至101年7月31日
第42任 楊方漢少將 民國101年8月1日至101年10月31日
第43任 羅德民少將 民國101年11月1日至102年10月15日
第44任 鍾樹明少將 民國102年10月16日至104年2月28日
第45任 李榮華少將 民國104年3月1日至104年12月15日
第46任 賴榮傑少將 民國104年12月16日至108年6月30日
第47任 劉慎謨少將 民國108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1日
第48任 侯嘉倫少將 民國109年12月1日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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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9 民國109年7月1日工兵連復編，現今下轄5個營級及4個直屬連級，計有聯合兵種第

1、2營、機步第1、2營、砲兵營、本部連、通資連、工兵連及保修連，持續擔任臺北中

樞外圍衛戍及應援突發災害任務。

二、榮譽虎旗

民國33年本部前身36師於滇西

龍陵戰役奮勇殺敵戰績卓著，為抗

日戰爭奠定滇邊軍事勝利之基礎，

榮獲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頒發榮譽虎

旗1面，是為虎嘯部隊的由來(圖7

為先總統蔣公親授旗，圖8為複製

紀念旗)。

三、虎嘯隊徽(如圖9)

9 洪政哲，〈聯兵營編成〉《聯合報》(臺北市)，2020年4月，版6。

「猛虎」： 代表本部前身36師參加對日抗戰龍陵戰役浴血奮

戰，功績卓著獲頒「榮譽虎旗」1面，以猛虎為

隊徽主體，顯示本部光榮歷史與傳承。

「正方外型」： 固守四方，衛國干城之象徵。

「藍、白、紅底」： 代表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象徵效

忠國家，亦具犧牲、團結、負責的精

神。

「三環」： 代表哲學、科學、兵學，融會貫通；砥礪官兵實

事求是精益求精，發揚龍陵奮戰精神，再創光輝史頁。

圖8　虎旗圖7　虎旗

圖9　 陸軍第六軍團關

渡地區指揮部隊

徽

(一)虎嘯各部隊隊徽

本部所屬各單位，於新時代中延續虎嘯光榮精神；在隊徽設計上增添創新與活

力，依序概要簡介於後。

虎頭向左代表領導，象徵機步1營全體官兵期許自身能夠發揮「跟我來，隨我

做」親力親為之務實態度，虎身右側幻化為CM33八輪裝甲車，象徵主戰兵力如猛虎出

閘威震四方(如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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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虎踏著穩健步伐由海岸步道緩緩走來，無畏身後驚濤巨浪，象徵我機步2營官

兵衛戍基隆內、外木山，守山巔戍海濱；披星戴月固守我臺灣寶島北疆門戶之鑰，確保

北臺灣安全(如圖11)。

猛虎標記象徵傳承我部光榮歷史，堅實金盾代表聯兵1營官兵捍衛淡水河域寸土

不讓寸步不退之精神；紅、白、藍底象徵效忠國家愛護人民，金緞帶橫跨圖騰左右，代

表聯合兵種營協同一致，上下一心團結戍守淡江兩岸之決心(如圖12)。

勇虎利牙圖騰代表延續我部龍陵戰役以寡擊眾光榮戰史，象徵聯兵2營剽悍勇

猛精神，黑色為底則是傳達冷靜、沉穩，行動隱匿飄忽；一旦發起攻擊必傾全力全境破

敵；白色圓環代表聯合兵種營多兵種獨立作戰之特性(如圖13)。

齒輪代表火砲瞄準具，象徵我砲兵營火力精準確實。猛虎以粗壯臂膀拉動105榴

砲發火繩，代表我砲兵營彈無虛發火力凶猛熾盛，提供戰鬥部隊最可靠的火力支援後盾

(如圖14)。

虎嘯各部隊之隊徽，象徵我部官兵在新時代國軍巨輪中，承接光榮傳統同時亦

能創新求實，精益求精。

圖11　機步2營隊徽

圖14　砲兵營隊徽

圖12　聯兵1營隊徽圖10　機步1營隊徽

圖13　聯兵2營隊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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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嘯 部 隊

光榮戰史及典範事蹟

一、光榮戰史

(一)滇西龍陵戰役

民國33年9月，奉命增援滇西龍陵，由師長李志鵬將軍率領於19日抵達三關坡附

近，與日軍第56、第2師團對峙數週，此際因滇西陰雨連綿、山嶺險峻、道路崎嶇、補

給困難，官兵每日僅以稀粥度日，時斷時續，倍極艱辛。

10月4日，我師健兒向三關坡東側小高地攻擊，擊退日軍，29日奉命全面總攻

擊，30日晨先以山砲砲擊三關坡高峰日軍陣地，步兵繼衝入敵陣，殲敵泰半，31日續以

砲火摧毀退至反斜面殘敵構築之工事，復以猛烈衝鋒肅清殘敵。10 

占領三關坡後，鄰近之唐皇坡、鍋底塘坡、雙城之敵，完全在我軍瞰制之下，

11月2日攻占鍋底塘坡、雙坡乘勢攻擊，11月3日續向龍陵攻擊，當日將龍陵日軍大部殲

滅；此戰役共計斃傷敵軍燕川梅田大尉等2,000餘人，擄獲輕重機槍火砲1,000餘件；日

軍在龍陵要塞爭奪戰中總傷亡達11,800名以上。本師克復龍陵，打通滇緬公路與新6軍會

師，奪回龍陵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要塞後，日軍賴以盤據滇西的強固陣地均被掃除，日

軍被驅趕至芒市一帶，自此再無險可守，本師因戰功彪炳，榮獲榮譽虎旗1面。11 

(二)山東萊陽突圍戰

萊陽突圍戰為1945～1950年間戡亂戰爭中之一部。1947年10月國軍占領煙臺，

切斷共軍山東與東北解放區聯繫。其後國軍主力奉令調往其他戰場，山東局勢開始扭

轉；11月起共軍華東野戰軍陸續奪回山東半島內地多處，僅有位於山東半島中心戰略要

地的萊陽仍受我軍控制，雖四面環敵我部(第36旅106、108團)仍不斷對共軍出擊騷擾，

重創敵華東野戰軍第9縱隊，12 對中共解放區腹地及補給線形成嚴重威脅。

12月1日共軍華東野戰軍司令許世友決定進攻萊陽，分別命令第2、第7、第9及

第13縱隊，以第7縱隊為主力向萊陽進軍(約35,000人)；我部由106團團長胡翼烜率106團

與108團1個營及民防鄉勇等兵力約5,000人，靠著堅固工事與奮勇精神，全體軍民據守萊

陽血戰14日，殲滅敵主力第7縱隊，使其徹底失去戰鬥力。13 敵助攻及阻援的第2、第9及

第13縱隊，也喪失再戰能力，此役殲敵26,000餘人並成功突圍轉進。

10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市：黎明出版社，1982年5月)，頁210～231。

11 彭荊風，《揮戈落日—中國遠征軍滇西大戰》(上海市：上海出版社，2012年3月)，頁145～152。

12 陳予歡，《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面內戰(中冊)》(臺北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14。

13 同註10，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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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範事蹟

(一)國道三號崩塌救援

民國99年4月25日1433時，國道三號基隆七堵段3.1公里邊坡突然發生山崩事

件，造成積土堆起最高達33公尺，長度達300公尺，水平位移150公尺，南北雙向6個車

道遭土石覆蓋，面積達12,000平方公尺，坍塌土石約10萬立方公噸；14 造成交通完全中

斷。當時本部正值漢光操演，指揮官全子瑞少將立即將災害納入演訓，投入救援，派遣

機步2營救災兵力於1小時內抵達災區，配合軍團開設救災前進指揮所。在後續72小時黃

金救援時間內，不眠不休擔任救災主要任務，協同53工兵群、北區後備指揮部等單位，

完成受難人員移運及崩塌土石疏通作業；15 總計國軍投入兵力1,859人次，各型車輛派遣

2,527車次，清運土石35,200餘立方公尺。

(二)復興航空臺北空難救援

民國104年2月4日1056時，復興航空235號臺北飛金門班機，於松山機場起飛不

久因右引擎順槳故障，機師誤關唯一正常的左引擎，失去動力墜毀於基隆河南港段墜

毀；造成全機53人中43人死亡，僅10人生還。驚傳意外，本部即與3支部、53工兵群、

松指部、海軍水下作業隊等15個單位立刻投入災害現場協同救援，派遣兵力共計420人

次，各類機具23項95件。

(三)八仙樂園塵爆事件救援

民國104年6月27日2032時，新北市八里區八仙樂園在抽乾水的游泳池內舉辦

「彩粉」派對發生火災，雖僅40秒，卻造成499人燒燙傷，其中燒燙傷面積80％以上

計41人，面積40～80％計240人。16 本部當時接獲聯戰中心(JOCC)命令，在30分鐘內於

2116時抵達災害現場開設前進指揮所，第一時間由鄰近河防據點官兵前往救援，後續

亦有其他友軍加入救援行列，本次投入救災兵力261員，救護車及各式車輛總計17輛；

負責傷患急救後送及交通管制，秩序維持，17 並在事發園區搜索是否有其他未尋獲的傷

14 高速公路局北工處，《國道3號3k+100坍塌事件—動員救災與復原紀錄》(臺北市：高工局，2011年)，頁

5。

15 軍聞社，〈高華柱部長頒獎表揚關指部救援七堵走山有功官兵〉《青年日報》(臺北市)，2010年5月4日

，版1。

16 衛福部，〈八仙塵燃週年醫療照護說明〉，http://www.mohw.gov.tw，檢索日期：2016年6月21日。

17 曾世傑，〈從「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件」探討國軍後送政策精進作為〉《黃埔學報》(高雄縣)，第71期

，陸軍軍官學校，2016年，頁113。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八卷第583期/2022年6月　117

虎 嘯 部 隊

患。直至凌晨確認傷患已全部後送完畢，本部官兵陸續返營結束任務。

傳承虎嘯龍陵奮勇犯難精神

本部自民國22年於南京成編，歷經剿共、抗日、戡亂及守護臺灣復興基地等階段；

虎嘯部隊全體官兵始終秉持著「舍命報國，側身修行」18 之冒險犯難奮勇精神，在大小

戰役、各項戰備演訓及建軍備戰乃至救災任務中，總是期許能作為國家及人民生命安全

堅實後盾。

近年隨著世界氣候變遷影響及廣義國家安全保障，本部遵從「救災就是作戰」指

導，19 在災害發生時，從未缺席，也未受地域之限制，只要獲令，第一時間虎嘯部隊立

即整裝出發，從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88風災，本部奉命跨區增援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協

助救災；20 去年年初0102專案，本部機步2營救援兵力自基隆駐地出發，在救災黃金第一

時間挺進新北烏來、宜蘭交界災區現場，成為首支抵達救援之國軍單位，並擔任後續大

體搬運勤務。此外，去年防汛期間，預置兵力於烏來、深坑、坪林、石碇、瑞芳、平溪

及雙溪區等7處188員，機具計悍馬車等6項18輛，於一級應變開設前進駐各個災害潛勢

區待命救援。21  

另為提升戰場救護暨救災能力，自民國108年10月迄今，協請紅十字會專業教官，

分於復興崗游泳池、烏來水域及秀姑巒溪等處實施基本救命術、水上救生、溪流、海域

與急流泳訓等課程授課，教導專業救生技能，共計辦理兩梯次40員，均取得救生員執照

，全數納入救災種能。22 顯見虎嘯龍陵，捨身大愛忠勇精神與忠誠軍風，未隨世代更迭

而有所動搖(如圖15～17)。

18 蔣中正，《曾胡治兵語錄註釋》(臺北市：黎明，1986年7月)，頁52。「舍命報國，側身修行」譯為國難

當前，我輩軍人不捨命報國，誰肯捨命報國？不過捨命報國必須戒慎恐懼，先修其行。指軍人報國需先

有高尚情操與道德方能剛正。

19 王健民，〈國軍平時軍事行動之研究—以國軍救災角色定位與執行現況為例〉《黃埔學報》(高雄縣)，

第69期》，陸軍軍官學校，2015年，頁21。

20 彭大年，《風雨見真情：國軍八八風災救災實錄》(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6年7月)，頁

93。

21 軍聞社，〈關指部攜手烏來區—軍民合作落實防災機制〉《青年日報》(臺北市)，2020年5月14日，1

版。

22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關指部救生員班溪流野外訓練〉，http://www.redcross.org.tw，檢索日期：2019年8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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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啟示

回顧虎嘯部隊自南京成軍到今日衛戍關渡，民國87年歲月轉眼如流；軍人組成來自

社會，因此每一部軍史就是國家發展各階段歷史之縮影，然而軍人與一般百姓不同的是

，當成為軍人的那一天起，吾輩就成為國家存亡與人民生命福祉的捍衛者。先賢烈士在

民國22年9月28日於南京孝陵衛宣誓效忠國家保衛人民時，我虎嘯全體將士即秉持「金

丹換骨」之志節，以及將「生死置於度外，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23 的浩然丹心

奉為依歸，亦成為我虎嘯部隊核心精神。從處於相對劣勢下所創龍陵大捷，到陷於血戰

困境仍殲敵數倍，完成阻擊任務之萊陽突圍；從60～70年代駐防金門期間，為解決金東

百姓飲水及灌溉問題，興建蓄水量42萬立方公尺，灌溉農田達60公頃的金沙水庫，24 到

民國73年進駐臺北關渡，迄今執行各項愛民服務及重大災害救援；虎嘯部隊對國家對人

民之熱愛，皆可以史為明證。前輩們以鮮血灌溉建國大業，以奉獻青春建設國家永續發

展，在當前兩岸關係詭譎多變，而中共仍未放棄武力犯臺的局勢下，今日的虎嘯部隊必

將以如履深淵的審慎態度，在「仗怎麼打、部隊就怎麼練；仗在那裡打、部隊就在那裡

練」的指導下，秉持訓練存誠務實，思想發揚創新之精神，繼承先賢先烈對國家大愛，

讓守護人民捍衛國家之決心，如泱泱淡江永續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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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註18，頁51～52。「金丹換骨」譯為古人練金丹服而成仙，後引喻為立志能成聖賢，代表我虎嘯官兵

穿上軍服拿起槍之當下，即立志脫胎換骨全心全意報效國家。

24 金門縣自來水廠，〈金沙水庫介紹〉，http://water.kinmen.gov.tworg.tw，檢索日期：2017年8月1日。

圖17　垂降訓練圖16　水上救生訓練圖15　開放水域救生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