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106年11月22日，屏東大學承辦名為知性之旅的校外活動，鑒於此，來到了左營海軍故事館

參訪。館中由專人帶領前行，解說海軍與家人的故事影片、台灣興起的歷史廊道、軍中廣播電

台、海軍各類配備，種種貼近當時情景的事物令人更易融入模擬情境。

參訪當中，解說的大哥以內斂的態度，淡淡地將過往歷史事件傾瀉而出。看得出來大哥已度

歲月歷練，台風甚是沉穩，但其實仔細聆聽後會發現，大哥難掩之情溢於言表，一言一語中，

不免透露出一份對海軍的激昂興奮。就是這種抑制不住的靈魂嚮往，站在最前方聆聽的我，似

是被感染一樣，隨著故事的起伏跌宕，深呼吸停頓點都不受控制地停在情節高潮迭起。

這種難忘的體驗，是有點打動我的，解說大哥簡單的話說著不簡單的事，讓近一小時的車子

回程都還在不斷反思著，他們如何為此，又是為何而此。過程中將自身2個月新兵的經驗與海軍

的歷史交互感受，不禁想起在軍中看到「軍紀似鐵，軍令如山」的標語。本是會在心裡肅然起

敬的一句話，但現今環境貌似有點陷入「軍紀似鐵鏽，軍令如山倒」的窘境，隨著民主與人權

的提倡，自以為自由的擺老心態、自以為人權的無理取鬧，或許這樣的人不多，但卻是老百姓

所認為的軍中常態。只要長官不在，愛怎麼玩就怎麼玩，自制、自省、自律，都是言者諄諄，

聽者藐藐。我在軍中所接觸的少數人，也彷彿忘記服兵役是為了什麼，為的是穩定和平，為的

是保家衛國，為的是晚上睡覺前我能為了聽到家裡一切都安好而努力。一部電視劇曾說：「我

等既來了此處，就不是擺設，願與眾將共存亡。」這種不惜上刀山下火海所忠於國的情和義，

卻在外膳宿等福利條件的開設、不必擔心忠孝不能兩全的現代，大家反而像是沒有那麼的忠於

國。

細思儒家修身齊家治國的靈魂核心思想之一為君子重義，孔子於《論語•里仁》中提出「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繼承孔子思想，特別推重「義」。他認為「義」是「人之正

路」（《孟子•滕文公下》）；為了「義」，他甚至表示願意放棄生命：「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漢儒董仲舒曾言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意涵即說明人

於行事，必須存心於義，為義而行，進一步具體而言，以

道德法則當成自己行為的原則，而不可以利害來決定自己

的行為。換言之，亦即要求行為的動機純正，使意志不為

私欲所擾亂，而不是不要求事功的成就；此靈魂思想正輝

映著我國海軍的「錨鍊精神」，其所承續的忠義軍風正是我民族的崇高氣節。在參觀完海軍歷

史後，今昔對比之下，令人不由升起一股驕傲自詡卻又帶點悵然失落的矛盾之感，很高興在我

們的背後是有很多愛國的人共同撐起的，但也為未來從軍此心之所向多了點擔憂。現在的人說

太多自由，講太少代價；聊太多利益，談太少正義。我想，還年輕的我們就是要多點為社會著

想的胸懷理念，重點不是會不會被推翻，而是能不能嘗試付出，願不願意為了子孫而執行抱負

的情操。

由古至今，國際間本來就是在爭奪、權衡、妥洽當中，實現最大化的利益。雖然我並不是

唯功利主義者，但現實就是如此，戰爭殺敵一萬，自損也是三千，想在有輿論壓力的社會上生

存，誰家敢輕舉妄動？所以台灣雖小，人口不多，自知對抗不了他國，但至少我們要努力做出

成果。即使全民皆兵也必須盡全力去做，我們必須做出會讓所有覬覦台灣的對方產生考量自損

三千的猶豫，這是明知道也許會血本無歸也不得不做的投資，無論最後順不順遂，但就是要做

到問心無愧。

最後內心由衷地感謝於此趟參訪行程中，所有為我們付出的人，海軍歷史館參訪活動帶來了

很多深刻的思考，是一趟體驗及反省更多宏觀、人生大命題的知性之旅。亦更要感謝仍在默默

守護國家的軍人勇者，他們也許會懼會畏，但在未來會漸漸邁向歷史的現在，他們仍然都在不

斷地克服萬難努力面對，為了民族魂、為了家，為了國，為了更美好的人民生活，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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