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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古以來均把軍隊視為一個「大家

庭」、「小社會」，將我國社會奉行的儒家

「五倫」關係之倫理要求，延伸應用至軍隊而

成為「軍中倫理」，主要內涵及規範為：一、

上對下的關係－等於父兄對子弟、師長對學生

的關係，因此長官要負起愛護及教育部屬的責

任。二、下對上的關係－等於子弟對父兄、學

生對師長的關係，因此部屬要克盡服從和尊敬

長官的義務。三、平行的關係－等於同學、同

事、朋友的關係，因此同袍、友軍間相處要互

助友愛、團結合作。1由此可見，上下互動關係

的領導與服從，是軍中倫理的核心重點。

就軍隊倫理（組織文化）而言，一般咸認官

階的高低，就是領導與服從的上下關係之權力

分配，這是對「軍中倫理」最粗淺的理解；事

實上，領導者與服從者之間，若彼此沒有和諧

的「信仰」與「信任」之倫理文化，那麼，領

導與服從的上下互動關係，只是種消極、被動

的階級服從行為，無法產生積極、主動地驅使

部隊發揮最高效能的熱情與活力。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過：「如果你當

不了一個好的追隨者，你就當不了一個好的領

導者。」2《西點軍校領導魂》一書中也提到：

「領導者的成敗，很多地方是取決於有沒有學

會服從的角色。」3換言之，沒有任何人一出生

時就熟知如何帶領別人，這些都是必須仰賴長

期身處團隊之中，主動與被動地親身經歷正確

及錯誤的上下相處模式之後，才能清楚明白領

導與服從的箇中道理；4其中，又以效法學習成

功領導者的理念與作法，為最快速有效的成功

途徑。

因此，本文選取曾擔任兩屆美國總統的五

星上將、世界公認的知名成功領導者－艾森豪

（Dwight Eisenhower）將軍為例，透過相關文

獻的蒐集、分析，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

為背景，同盟作戰期間重要戰役事件為主軸，

論述艾森豪將軍如何從一位接受服從的低階軍

事參謀人員，迅速成為統率同盟國聯合部隊領

導者的歷程與事件，分析其成功的服從、領導

之理念與作法，提供國軍領導幹部參考學習。

貳、案例陳述

一、艾森豪生平簡介

1890年10月14日，艾森豪（如圖1）出生在

美國德克薩斯州丹尼遜市「棉花地帶鐵路公

司」附近的承租户家庭。艾森豪小時候家境貧

軍中倫理上下互動關係之
探討：以艾森豪的領導與
服從為例

著者／陳德育
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
中校教官

服從為領導之母，沒有與生俱來的領導者，學習領導最重要的首要課程便是服從。

由於組織任務特性使然，軍隊為有效維護紀律、發揮效能，因而特別強調部屬必須嚴

守服從長官奉行命令之要求。

領導者首先必須以身作則，並且展示在服役期間把自己奉獻給百姓和國家；其次，

他必須展現對那些為他服務的人們的關懷。

領導倫理中，領導者在領導過程應遵循的指揮道德原則，要求領導者應公正無私，

以同理心尊重、信任被領導者，不可濫用權威、侵害部屬權益，強調對下屬的關懷照

顧與指導培育，是領導者應有的德行及應盡的義務。

圖1　美國五星名將－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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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祖父是一個基督徒傳教士，除了農活就是

講經傳道，父親性格懦弱，事業無成，經商破

產，就在鐵道公司做粗工。艾森豪的教育源自

於他精明能幹的母親，家教很嚴，家中七個兒

子除了夭折的老五，其餘六人在事業上都很成

功。5

由於因經濟因素無力就讀大學，遂於1911

年進入西點軍校，艾森豪在校成績並不突出，

1915年畢業，軍校畢業成績在班上164人中排

名61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艾森豪一直希

望到前線參戰，卻因單位主官不能缺少這位得

力助手而無法如願。61917年9月，他被派往喬

治亞州的一個軍官訓練營任教官，期間受命組

建美軍第一個坦克訓練營，由於部隊訓練工作

績效非常優越，特別受到提拔，於1918年連晉

兩級，由上尉晉陞為臨時中校軍官。

艾森豪因為各項工作表現甚為出眾，於1933

年任麥克阿瑟將軍的個人助理，1936年隨麥克

阿瑟至菲律賓協助菲國整建軍隊，迄1939年返

回美國。1941年於路易西安那州成功執行一項

軍事演習後升為準將，1942年為陸軍參謀長馬

歇爾將軍拔擢任用，晉陞為少將，7受命擬定歐

洲盟軍聯合作戰計畫，並被指派為美軍歐洲戰

區總司令，指揮執行英美聯軍登陸北非作戰任

務－火炬作戰(Operation Torch)。1944年擔

任盟軍統帥，指揮執行「大君主作戰（統主作

戰）」(Operation Over Lord)-諾曼第登陸作

戰。8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艾森豪居功

甚偉，受到國人的敬愛與信任，1953年當選美

國總統，1957年連任，1969年因病去世，享年

79歲。

二、艾森豪的服從事蹟

　（一）軍校與初官階段

在西點軍校求學期間，艾森豪表現最出色的

並不是學術課程，而是校內課餘的足球運動。

9然而他卻在1912年11月13日的一場足球比賽

中因膝部嚴重受傷無法參加往後比賽，這幾乎

讓艾森豪遭至退學處份。由於受傷部位需要長

時間復原，奉准免除參加行軍，但不能免去重

要的騎術課程。校部軍醫處長警告艾森豪在訓

練騎術時不可從事下馬訓練，但由於騎術教官

是個嚴厲執行紀律的人，命令每位西點學生都

要學會這項技能。訓練期間艾森豪騎在馬上不

動，而受到教官畏苦怕難的言語指責後，其榮

譽受到了挑戰，毅然決然不顧醫官的警告，服

從教官指示咬緊牙關忍痛訓練騎術技能，自此

之後因重傷復原緩慢，結束了足球生涯。10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艾森豪自西點軍校畢

業後，因受傷之故的關係，間接地無法參加實

際作戰，只能留在美國國內擔任美、墨間的邊

防勤務工作。工作的輕鬆卻未抹去他對這職業

的熱情，他每到一個工作崗位，都能配合主官

如期如質的交付任務。111917年9月受命赴任

新成立的戰車營教官，卻沒有一輛戰車，在這

種艱困的環境下並沒有退縮，反而覺得是個難

逢的際遇與機會，他靠理論學習與教導，同時

還策劃相關的部隊訓練與作戰計畫，成為了上

級賞識的軍官。因此，在初官階段的艾森豪無

論奉命到哪服務或指派甚麼職責，都能力足勝

任，毋須督導。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數以萬計的軍

官奉令檢討解甲時，艾森豪在軍中的位置卻穩

如泰山，因為他所服務過的單位長官對他所下

的良好評語保護了他。他在大戰後第一個要職

便是任巴拿馬運河區美軍衛戍司令康諾將軍的

副司令，艾森豪的服從與使命必達的風格，讓

他在巴拿馬期間得到了康諾將軍肯定，13並將

他推薦給潘興將軍，同時協助完成編纂極為困

難的戰役回憶錄後，14並分別獲調華府陸軍戰

爭學院及陸軍部助理部長辦公室任職而更上層

樓。15

　（二）受到麥克阿瑟將軍賞識

1933年，時任陸軍參謀長的麥克阿瑟將軍

注意到艾森豪勤奮工作態度及條理的個性，任

命他為個人助理。161936年，麥克阿瑟將軍到

菲律賓擔任軍事顧問時，堅持要艾森豪前往，

並擔任特別助理。17雖然他在麥克阿瑟麾下的

經驗並不愉快，他大可請朋友重新分配職務到

別處工作，或接受民間私人企業優渥的工作

機會，但「責任」和「無私」將他拉回到菲律

賓，他也從未放棄希望能和麥克阿瑟將軍共

事，況且他瞭解到該任務的重要性。18

在服務期間，艾森豪以起草菲國的國防計畫

的專業角度提出以最經濟的價格提供該國武器

以建立基本武裝力量，卻明顯遭受到政治干擾

正確的軍事決策，19然而他在忿忿不平中整理

思緒後，得到了一個軍人必須瞭解的問題。他

說到：「當長官做出決定時，『我們的態度…

應該是我們已經對這個議題提供最好的專業建

議了，不管最後決定是如何，我們都要準備好

去執行上級決定。』這實際上就是專業軍人的

行為規範、準據與服從指令。」20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英法

對德國宣戰不久，21艾森豪預見未來戰爭將無

法避免，即向麥克阿瑟將軍請求返國參與國家

的備戰工作。22由於麥克阿瑟將軍及菲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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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艾森豪的專業精神與處事態度讚譽有嘉，並

極力慰留他在遠東地區輔以重任，菲律賓奎松

（Quezon）總統還準備了豐厚的待遇，挽留他

在馬尼拉服務，顯然為他所拒。23艾森豪說：

「總統先生，您的提議夠叫人喜歡。但錢的數

目不能改變我的決心，我整個一生已獻給了一

個目標，我的國家和我的職業，我想回國效

命。」；「…在遠東地區拒絕任何人提出的禮

物，尤其是要以倫理為理由，是很容易變成嚴

重的個人問題。」24這件事顯示了艾森豪對國

家的忠誠奉獻與無私的道德精神。

　（三）得到馬歇爾將軍的青睞

1941年，歐洲地區戰雲密布。深知戰火不可

避免的艾森豪自菲國返國後，奉命出任第三軍

團參謀長，並要求策劃該團的大演習。25他在

演習前後沉著應付與解決各項問題，並且立定

一項原則，艾森豪要求他的軍團在部隊訓練及

裝備上的缺失要做到不准隱瞞、不找藉口，儘

管軍團內部發現了許多不可避免的缺失，但仍

有效地完成一次大兵團側翼的奇襲包圍，這項

成就讓他受到了全美各地報導及華府的認識與

讚許，26也因為這次演習的成功晉陞為准將。27

艾森豪對職責的自我犧牲和大公無私的素

質，受到了陸軍部馬歇爾將軍的青睞，想調

任至他麾下工作。28由於馬歇爾將軍最鄙視的

一件事是任何人只考慮到為自己著想而陞遷的

人。馬歇爾將軍為測試艾森豪的風格，遂而於

約見時向艾森豪說：「曾經有位印象良好的軍

官竟自我推薦被晉陞的各種理由，而讓我（馬

歇爾）發怒了。」並且告訴艾森豪：「你現在

就是一個個案。很不幸你只是個准將，你也將

繼續當個准將。」艾森豪回答說：「將軍，您

錯了。我一點都不在乎你所提的晉陞，以及你

能晉陞我的權力。你要我來這裡執行一項工

作。我不曾問你我喜歡或不喜歡這個工作。我

只是服從並盡我的責任。」接著行禮後離開辦

公室。29至此之後，馬歇爾將軍開始提拔他，

並薦舉晉陞少將。

三、艾森豪的領導事蹟

　（一）火炬作戰任務期間

1942年初，一直處於德蘇交戰的動盪之下，

蘇聯史達林（Josef Stalin）急迫要求盟國開

闢第二戰場，以讓納粹德國分散心其注意力，

以減輕蘇聯東線單獨抵抗德軍的頑強攻勢，30

於是在美國提議及符合英國邱吉爾的戰略下，

1942年7月25日美、英兩國首次聯合發動在北

非的第二戰場－「火炬作戰」計畫行動，攻擊

法屬非洲西北部地區。31馬歇爾將軍任用艾森

豪為美軍歐洲戰區司令官。此外，法、英兩國

關係上早有裂痕，基於全般考量，此次行動以

美為首的盟軍為主導。因此，艾森豪又兼任盟

軍總司令，領導美、英兩國部隊及軍事行動。

由於這項任務除了時間、武器及載具的不

足外，美英首次聯盟合作也讓艾森豪傷透腦

筋，這兩個國家軍事編組的程序、術語與名詞

等差異根本甚大。為了應付問題，在登陸作戰

方面，他任命美軍克拉克將軍為副司令，完全

授權統籌兩棲登陸計畫；32在盟軍總部方面，

由艾森豪自行籌劃，調和兩國部隊差異，採取

關鍵措施，建立起美英兩國軍官密切合作的機

構：33

1、建立一個美、英兩軍都能認可的行政體

系。例如，美、英兩軍的人事與後勤差異懸

殊，須各自派補外，其他如情報處則任命英國

軍官主事，美國軍官為副手；另作戰處則由美

國軍官掌舵，英國軍官為副手。有關任務分

配，都能做到均衡而使兩國軍官都能感受尊重

而願意遵行。

2、兩國部隊一視同仁，以凝聚彼此的情感

交流。例如，曾有位美國軍官辱罵英軍官是

「英國狗娘養的」，造成英美部隊的衝突，艾

森豪立刻毫不留情訓斥這名軍官：「你和這個

英國軍官爭論什麼我全不管，我也不特別介意

你們打架。我必須說明，我認為在你的立場而

言，你是對的…你罵他『狗娘養的』我勉強原

諒你，但你罵他『英國狗娘養的』，我就不能

原諒。」並於公開道歉後即刻遣調去職。34

由此可看出，艾森豪無私的領導風格，共同

為作戰目標努力。1942年11月8日，艾森豪成

功率領美英聯軍登陸北非，迅速控制戰局，使

得沙漠之狐－隆美爾軍團節節敗退。351943年

由於艾森豪領導傑出，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

相共同薦任艾森豪為地中海戰區盟軍總司令，

晉陞為四星上將。

艾森豪與巴頓是軍旅生涯的好友，然而卻

有一個特殊插曲，曾使艾森豪十分憂慮，就

是巴頓將軍打人的意外事件，正考驗他的領導

決策。火炬作戰後的1943年8月時，巴頓前往

戰地醫院探視士兵時，因認為士兵裝病畏戰心

態，分別辱罵及掌摑了兩位怯戰小兵，引起了

基層部隊的反彈聲浪及國內輿論的批判，並要

求艾森豪撤職查辦。雖然艾森豪並不寬恕巴頓

的作法，但他確實瞭解巴頓的動機與感受，為

此事件也致憂慮難眠數天。36最後，艾森豪決

定把已經寫好的懲誡書燒掉，並命令巴頓向該

軍團內各單位及士兵道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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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的各方批評，美國國會議員及文官，

要求召回巴頓接受軍法審判，但艾森豪仍以維

護主官威信為由為他大力辯護。艾森豪說：

「在一個醫院打罵士兵，不下於殘酷，除非解

釋為感情極衝動狀態，這正是巴頓所常有的。

他的情緒緊張與衝動，正是使他成為陸軍卓越

領袖的品質。在追擊及擴張戰果時，就是需要

這樣一個指揮官。」他的堅持，獲得了陸軍部

長史汀生及馬歇爾將軍的支持，保住了巴頓的

指揮職。38

當事件平息後，巴頓寫了一封信給艾森豪說

道：「我實在找不出適當的文字，來表達我的

憂傷，因為你對我的恩深似海，我願意為你犧

牲生命，而今竟使你因我而苦惱。」39由於艾

森豪明智領導及寬厚心胸，讓巴頓由衷感謝地

為艾森豪服從賣命，並於往後的大君主作戰，

擔任佯攻登陸加萊地區的軍團司令及陸歐作

戰，終獲空前戰果。

　（二）大君主作戰任務期間

1944年盟軍準備進行大規模登陸歐洲作戰，

參戰國達十餘國、近三百萬大軍，此刻極需要

一位超凡睿智的領導者擔任盟軍統帥，另因考

量大君主作戰與火炬作戰的組織編組非常類

似，均以英、美盟軍為主體，又艾森豪在火炬

作戰行動中優異表現，羅斯福總統在考慮人選

時特別推薦艾森豪，迅速地獲得各國認同，主

要原因乃是他的人緣、溝通協調能力、優質的

領導能力等。40惟本次作戰比火炬作戰任務更

為艱險，多國部隊組成複雜，要有一致協調與

行動，並順利渡過英吉利海峽強攻德軍的堅強

防備，確實是一項考驗。

艾森豪在就任大君主作戰的盟軍統帥時，

這場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攻登陸作戰，他卻沒有

將所有時間花在所屬高階指揮官及參謀上，他

政策是分配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巡視部隊，將

注意力集中在關懷士兵與食宿上的問題，並排

除閱兵、記者隨行、部屬跟隨等，他隻身視訪

士兵的作風已發展成一種非正式及友善的密

切交往，這也為他與他的部隊帶來了士氣與希

望。41艾森豪說：「高層司令部視察部隊的重

要性，包括政府最高層官員的偶爾視訪，其對

提高士氣的價值幾乎無法加以低估的。」、

「當士兵在任何地方看到非常高階長官出現在

周圍與他們話家常，都會讓士兵們無比的高

興…」、「視察是指揮官所必備的基本工具之

一，而關心官兵是成功的關鍵。」42

當艾森豪決定選擇1944年6月6日作為大君

主作戰的攻擊發起日時，他擔負的責任是何其

重大，尤其為了維持各國間齟齬不斷的跨國盟

軍體系，他從不表露其挫折感，還盡力制止各

國間分歧意見。在他下達「展開行動」的命令

後，坐在桌子預擬了一份任務失敗的新聞稿：

「我們發動的登陸作戰…失敗了，我必須把投

入的軍力撤離戰場。會在此刻發動攻擊是我根

據最精確的情報做出的判斷…我方將士已為這

場戰役英勇奮戰，若有任何失誤之處，全都是

我一個人該負起的責任。」43由此可見，擔任

領導者應具有無畏的抗壓能力與承擔力。

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面對英軍蒙哥馬利將

軍的領導與服從問題。他們兩位是火炬行動期

間，共同擊潰北非德軍的優秀將領。44面對大

君主作戰的反攻行動，合作卻備極艱辛，由於

美英軍事傳統不同調的影響，加上對戰略與戰

術的歧異，以及彼此個性與行為大相逕庭，使

同盟關係幾近破裂。

諾曼第登陸後，蒙哥馬利認為要採取保全

實力的單一集中攻勢戰略構想而為艾森豪反對

後，45蒙哥馬利自此之後藉由一連串事件來挑

戰艾森豪的職權，蒙哥馬利不斷地大肆批評艾

森豪：「完全與陸上作戰脫節，根本不瞭解與

德國人作戰。」而且還傲慢無禮要求艾森豪前

往見他討論問題，在討論期間蒙哥馬利要求單

獨與艾森豪對話，不許其他人來議事，艾森

豪雖身為盟軍統帥，然為了盟國團結，答應蒙

哥馬利的要求。46然蒙哥馬利因辯論時態度惡

劣，艾森豪不得不提醒蒙哥馬利有關長官與部

屬間的倫理態度。

蒙哥馬利在日後作戰期間，仍不斷在盟軍

中對艾森豪領導問題進行挑戰職權的造謠與詆

毀，面對蒙哥馬利姿意妄為行徑不斷上演，除

了決定向上級報告換掉蒙哥馬利，並向英國首

相邱吉爾請求糾正蒙哥馬利的行為。47這才讓

蒙哥馬利驚覺瞭解到，他的職權行為已嚴重踰

越了倫理分際，遂而以電報向艾森豪道歉。歐

戰勝利後，蒙哥馬利將軍於1945年6月7日給

艾森豪一封親筆函寫到：「…我要告訴你，能

在你麾下服務是種榮幸與光榮。我非常感謝你

對我的明智指導與寬宏大量…在那段艱困歲月

裡，你讓我不致走偏，給了我很多指導，謝謝

你為我付出的一切—你忠誠的好友．蒙提」。48

無疑的，艾森豪的堅忍風格及優異的領導能

力，緩解了內部紛擾的危機。故復興歐洲大陸

的結果，也因為盟軍內部團結終能獲得最後的

勝利。

參、案例分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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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艾森豪的服從倫理與作法

　（一）自我要求，克盡本分

「服從」是軍人的天職，所謂「合理是訓

練，無理是磨練」。艾森豪在志願從軍的階

段時，就確認了軍職工作即是他未來不變的志

業。如同前述艾森豪在西點軍校時，最熱愛足

球的他，因一場球賽中嚴重負傷，若暫且聽從

醫官指示復原後，應可再次投入他的喜好。然

而，他得必須面對該校重要的騎術課程與教官

嚴格的實作訓練，在這兩難間的取捨，便是艾

森豪自我節制的道德表現。顯然，在艾森豪的

選擇下，拋開免操課的證明，確認了他來西點

軍校的目的所學為何。榮譽的使然，進而服從

教官的指令，負傷忍痛完成使命，而放棄自己

最喜愛的足球活動。

　（二）謹守分際，理直氣和

服從是一種倫理秩序的建立，是一種負責任

的展現。所以，建構一個有倫理、有秩序的體

制，身為軍人都應該養成服從的性格。是故，

艾森豪在從事參謀職涯期間，無論上級安排調

派至任何地方或所到部隊對於他的軍旅職涯

中，是否會影響陞遷的機會，而有所選擇積極

性強度。他皆以一貫理直氣和的敬業態度做好

分內工作。在面對長官所賦予重任的計畫時，

亦能秉持「服從倫理」的精神受命執行，並適

時在分內職責表達意見及提出建議。

因此，艾森豪隨麥克阿瑟將軍至菲律賓服

務組建軍隊，他的「參謀道德」使然，有效

提出專業角度向上級意見具申，雖然建議未被

採納，但身為專業軍人仍必須有所服從上級指

示，選擇依令而行。菲國總統想以金錢方式留

用他擔任軍事顧問，他明確表示此已違反軍人

應有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斷然拒絕錢財誘

惑，並申請回國效命。這都足以顯示艾森豪恪

遵專業軍人的行為規範與道德勇氣。

二、艾森豪的領導倫理與作法

　（一）溝通整合，凝聚向心

領導者與團隊成員在溝通時，不該抱有等級

之別或階級距離，而是開放、誠實的互動，以

真實達到意見的交流。因此，艾森豪擔任火炬

作戰及大君主作戰的指揮官時，面對處理聯軍

的迵異風格及彼此都保有各自的榮譽感的情形

下，而不致產生形成磨擦、誤會，他所採行的

諸項措施，的確是領導者需要悉心溝通協調方

能達成，此種凝聚部隊情感與向心力，扮演好

整合與調合的角色，無疑確實是凝聚聯軍戰力

的重要來源。

所以，領導者要懂得如何帶領真實的部屬，

瞭解好團隊氛圍絕非單純地摒除所有衝突，而

是藉由有效地管理與處理衝突，增進團隊的信

任感，除了展現領導者於團體中的影響力，也

因善用部屬接受的有效方法，發揮了相輔相成

的領導功效。

　（二）正直負責，用人唯才

領導能力事實上，是領導人潛意識表達出

來的風格與人格特質。艾森豪曾說：「在很多

方面風格是領導的一切。而風格就是正直。例

如，擔任領導職的你，委派某些事給部屬時，

這絕對是領導者的責任，身為領導者必須對你

部屬的所作所為負完全責任。」49由於艾森豪

的大公無私的魄力，雖然面對曾是長官、好

友，現又為部屬的情形，如巴頓將軍；或是面

臨英軍領導將領對領導者的挑戰，如蒙哥馬利

將軍。艾森豪皆以無私方式，妥善處理與指導

將領們的個人領導問題，讓沙場戰將敬佩服從

接受指揮者的領導。

　（三）以身作則，關懷部屬

「十九顆星（19 STARS）」及「為將之道

（American Generalship）」等書的作者艾德

格．普伊爾（Edgar F. Puryear, JR.）曾訪

問多位四星將軍一個領導的問題：「如何領導

部屬能夠願意在各種作戰任務中犧牲奉獻。」

受訪者答案是一致的：「領導者首先必須以身

作則，並且展示在服役期間把自己奉獻給上帝

和國家；其次，他必須表達對那些為他服務的

部屬的關懷」。50

在艾森豪的決策過程中與部隊保持接觸扮

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艾森豪在擔任大君主作戰

的統帥期間，並沒有將所有時間花在所屬高階

指揮官及參謀群身上。他經常放下身段，親訪

部隊士兵與他們對話，直接地瞭解基層部隊問

題，並進而改善官兵生活。艾森豪在回憶錄記

載，關懷部隊主要原因是：「士兵喜歡看到

指揮官本人。他們非常在意指揮官對他們的疏

遠或冷淡。因此，對長官的視察，即使走馬看

花，士兵們都會認為這是長官對他們的關心。

指揮官儘量參與和部屬見面與談話，這對提升

士氣有極大助益，相較影響戰爭結束的其他因

素而言，士氣是最為重要。」51因此，我們可

以瞭解到，艾森豪這樣做其目的不外乎是促進

彼此相互間的信任，大家同是一種夥伴關係的

感覺，此乃團隊精神中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

素。

三、對國軍官兵領導與服從的啟示

　（一）軍人武德是實踐軍中倫理的根本

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曾說：「武德是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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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精神戰力，也是軍隊無形統帥，因為

統帥只能指揮軍隊的整體，不能指揮軍隊的各

個單獨的部分，對於統帥不能指揮到的部分，

必須靠武德來填補。」52同理可說，由個體軍

人所組成的軍隊團體，軍中倫理實踐的根本在

於軍人武德的培育與涵養。

美國陸軍準則中將忠誠（loyalty）、責

任（duty）、尊重（respect）、無私服務

（selfless-service）、榮譽（honor）、

正直（integrity）、個人勇氣（personal 

courage），作為美軍官兵道德修養的核心德

目，53經由這些武德信念的培育與涵養，可以

建立專業軍人應有的正確價值觀，以此為本，

進而奉行實踐領導與服從的軍中倫理，艾森豪

將軍案例即為明證。換言之，有武德信念的軍

人，在正向價值觀的指引下，能奉行實踐軍中

倫理，恰如其份的扮演好領導者與服從者的角

色，成為受長官信任的部屬、受部屬信仰的長

官；反之，武德信念不夠堅定的軍人，恐會受

到軍中傳統惡習的不良影響，因而喪志退伍或

者被劣者同化。

因此，就整體而言，國軍應不斷強化、培育

官兵的軍人武德與信念；就個體而言，國軍官

兵應持續精進武德信念的涵養。從形塑個人正

確的價值觀，擴展為建立優質的組織文化，此

為實踐並改善軍中倫理的根本之道。

　（二）服從倫理非盲目服從長官

由於組織任務特性使然，軍隊為有效維護紀

律、發揮效能，因而特別強調部屬必須嚴守服

從長官奉行命令之要求。例如，國軍人員生活

規範的《內務教則》第3章即規定：「軍人依

其職務及軍階，有長官與部屬之別，長官承上

級授權下達命令，部屬須服從長官命令，徹底

執行，以圓滿達成任務。」如有部屬不奉行服

從倫理，違抗長官命令，甚至公然侮辱、暴行

犯上者，將被以《陸海空軍刑法》第四章「違

反部屬職責罪」懲處。

然而，服從倫理並非要求部屬唯唯諾諾、盲

目地服從長官的領導，而是謹守角色份際。國

軍官兵應學習艾森豪將軍的理念與作法，一般

狀況下，部屬尊敬、服從長官的領導與指揮，

但當與長官意見不同時，仍勇於發揮「參謀道

德」，秉持「專業精神」，並恪守軍中倫理，

以「理直氣和」的態度向長官提出意見具申；

而當長官最後做出與自己意見不同之決定時，

部屬即應停止爭議、捐棄成見，相信長官較部

屬的視野宏觀、學養優越、歷練豐富，尊重、

服從長官職權，執行命令。

不過，如果覺得長官下達的命令明顯有問題

時，部屬服從與否，則應取決於判斷、查證長

官的命令是否符合「正當性」（legitimacy）

及「合法性」（legality）？54因民主國家的

憲法蘊含立國精神與原則，具備正當性，是各

項法令的根源，故專業軍人應以遵行憲法為

上，法律次之，命令再次之；如長官命令牴觸

法律、憲法，即嚴重危害民主憲政法治精神，

受令部屬要有「道德勇氣」拒户服從。

　（三）領導倫理優於威權統御

不同於指涉範圍廣泛的「領導統御」55，

「領導倫理」專指領導者在領導過程中應遵循

的道德原則（指揮道德），要求領導者應公正

無私，以同理心尊重、信任被領導者，不可濫

用權威、侵害部屬權益，強調對下屬的關懷照

顧與指導培育，是領導者應有的德行及應盡的

義務。管理學者研究指出，在風格迥異但同

樣成功的「領導技巧」背後，存在著一種共通

的東西，那就是「領導倫理」，它是領導者對

被領導者能否發揮影響力的非權力性關鍵因素

（軟實力）。56

領導者可能會於職涯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

方式犯下道德缺失，有時候競爭壓力會使領導

者放棄道德原則，轉向以破壞方式成就目標。

57例如，案例中的蒙哥馬利將軍及巴頓將軍，

他們在崛起的方式或許符合了倫理道德規範，

但成功所帶來的權力卻使他們驕矜自滿，無法

遵從眾所一致的道德行為標準。所以，蒙哥馬

利與巴頓只能算是權力行使者，而非好的領導

者。

領導者若只強調的階級權威、軍紀法規，僅

能使部屬因畏懼而應付服從（口服心不服）；

因此，國軍領導幹部切不可再沿用傳統的威權

領導與統御作法，應學習艾森豪將軍的領導倫

理與指揮道德（人性領導），「視兵如親」－

如同父兄視部屬如子弟（作之親），在日常

生活上盡心盡力關懷照顧，使其感動服從、

「作育英才」－如同老師視部屬如學生（作之

師），在職涯發展上盡心盡力指導培育，使其

敬佩服從。如此方能維繫軍中上下關係之和

諧，進而發揮組織團隊效能。

肆、結語

總結而言，上下之間和諧互動的領導與服

從，是「軍中倫理」的核心要義與重點。領導

者與服從者之間，若只強調硬性（他律）的階

級權威、軍紀法規，僅能造就軍隊表面假象的

秩序、形成消極被動的風氣；唯有以軟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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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徹底改變人們食、

衣、住、行、育、樂，透過網路，人們可以隨

意獲取想要資訊而不受時間與空間阻隔，網路

已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在網

路之用途幾乎在每個年齡層都有人會使用，網

路所帶來的便利性也是眾人皆知的，尤其網路

社群為人們建構社會連結與生活脈絡，帶來全

新互動模式。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網路使用人口逐年攀

升，帶動社群網路發展，網際網路不僅可以快

速的將資訊傳遞分享，有效的溝通彼此的觀念

意見，也可以相互影響彼此的看法。志願役士

兵經由網際網路分享自身意見與經驗，同時也

從網際網路取得所需的資訊已成為一種趨勢。

本研究從Facebook社群使用動機與意圖，來探

討其對志願役士兵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此為

本研究的動機一。

隨著兵役制度的轉型，國家的兵源轉型成

募兵制度（志願役士兵年齡層平均在18歲至32

歲間），年輕族群最喜好就是上網，根據過去

研究，志願役士選擇離營主因為壓力，壓力不

止於外部環境施壓，還包括內在責任與榮譽，

透過使用動機和獲得需求滿足，滿足了志願役

士兵溝通的需求，藉由Facebook社群的使用動

機，來預防志願役士兵危安事件，此為本研究

的動機二。

過去研究對於使用媒體需求主要由兩項

因素所組成，娛樂因素視為「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與資訊因素視為

「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個

體行為表現同時受到「內在動機」與「外在動

機」影響，因此，本研究歸納「內在動機」

與「外在動機」之前因變數與「情感評價」及

「認知評價」，探討不同面向動機對於「情感

評價」與「認知評價」之影響，此為本研究的

動機三。

二、研究目的

一般人對Facebook社群印象多半屬於青少年

娛樂，Facebook社群可能突破傳統青少年族群

印象，尤其以現代數位遊戲已發展至手機可攜

式裝置。Facebook社群不只是娛樂，而且附帶

了學習，在Facebook社群中思考的內容是什麼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方式。本研究探討志

願役士兵Facebook社群使用動機與認知及行為

目的：

（一）以滿足與使用理論來探討對情感評價

與認知評價之影響因素。

（二）以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觀點來探討行

為間自我認同與工作認同差異。

（三）以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觀點來探討壓

力間人際關係差異及對工作滿意度差異。

（四）藉由志願役士兵資訊安全行為來探討

志願役士兵資訊安全意識。

貳、理論與文獻探討

過去文獻中可得知服務品質對服務價值與滿

意度可由不同理論來解釋，如重要度績效分析

（Impo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是

由Martilla & James（1977）所提出的分析方

法，以汽車業者所期望提高旅客之忠誠度為案

Facebook社群的使用動機與認知
與及行為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以志願役士兵為例

著者／蔡金倉
空軍通校83年班
現為空軍戰術管制聯隊副主任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網路使用人口的逐年攀升，帶動社群的網路發展，網際網路

不僅可以快速的分享資訊，有效的溝通觀念，也可以相互影響彼此的看法，網際網路

儼然地已在大眾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透過「使用和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的觀點，探

討志願役士兵使用Facebook社交媒體的動機、認知與行為，意圖瞭解其使用Facebook

「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評估其影響對於組織滿意度的相

關性；另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公司（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的統計資料顯示，15〜19歲為使用即時通訊最多的年齡層，84.0％使用社交媒

體，94.9％使用線上社群，依賴手機溝通或分享心情。本研究的理論模型經由量化的

多元迴歸分析的測試，所擬的9個假設都獲得正向影響，而使本研究獲得理論上的支

持。因此，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從軍配套方案，鼓勵新一代青年人加入志願役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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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衡量汽車業者在服務品質於消費者心目中

的重要程度和滿意程度。本研究探討Facebook

社群的使用動機與認知與及行為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時，以刺激、有機體、反應SOR理論

（Mummalaneni, 2005）。志願役士兵所處環境

氣氛將產生正向影響志願役士兵的情緒狀態的

要素（影響和激勵），透過動機與意圖間情感

與認知評價，顧客忠誠度進而影響自我認同及

工作認同。

一、動機

Rosengren（1974）「使用與滿足理論」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可說是

大眾傳播理論中閱聽人研究的主流，然而媒體

（media）使用與滿足理論主張個人使用媒體是

為了滿足動機；動機滿足會強化人們持續去使

用該媒體。這是因為人具有自我控制與調節之

能力，會依據內心感受之需求而產生回應。

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強調人們有自我了解

和自我實現方向，相信閱聽人有能力去選擇滿

足符合他們需要的潛力（翁秀琪，2011）。80

年代以後便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主張來建構

新的理論基礎，並努力將媒介使用與媒介效果

整合為一，再發展成涵蓋面更廣的傳播模式，

例如：Palmgreen et al.,（1985）等人就整合

了過去許多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成果，努力以全

新、全面性的社會觀點，來尋找出獲得滿足過

程的新定位（翁秀琪，2011）。

二、感受

（一）SOR 模型

SOR刺激（Stimulus）、有機體（Organism）

反應（Response）為模型為 Mehrabian 與 

Russell 於 1974 年由環境心理學中所發展出

來，屬於行為學派「刺激回應」的概念，為置

入生物個體的認知與感情作為情境刺激與生物

個體行為回應之間的中介，產生個體的趨避行

為（Mummalaneni 2005）。消費者在各種因素

的刺激下，產生動機，在動機的驅使下，做出

購買商品的決策，實施購買行為，購後還會對

購買的商品及其相關渠道和廠家做出評價，完

成了一次完整的購買決策過程。

（二）沉浸理論

Csiksentmihalyi（1975）以在行為為主逐

漸轉移至內在動機的，認為當人們在進行活動

時，如果完全地投入所從事的情境中，並集中

注意力、過濾掉所有不相關的知覺，喪失了

自我意識並且覺得對環境可以有所控制。沉浸

的狀態下的個體在專注網路或遊戲中，均有

可能造成該個體忽略視外在環境的干擾，進

而對人際關係造成影響。Javornik（2016）認

為，網路購物沈浸體驗的定義為個人完全投入

在網路購物活動中的一種狀態。Huang & Liao

（2017）則認為，網路試穿的沈浸體驗是指個

人完全投入在網路試穿的一種狀態。因此，本

研究參考 Manganari et al.（2009）SOR 框架

概念，以沉浸體驗對於個人的行為及知覺產生

的變化及影響，由於過程中為自己帶來的快樂

與滿足感，也從主觀意識中形成整體生活品質

提高。依據SOR理論，本研究對於Facebook社群

情境狀態下，將「刺激」，在該模型中，刺激

是志願役士兵所處環境氣氛，因為它影響到對

志願役士兵的情緒。S變數內設定為內在與外在

動機，「有機體」表示O變數，介於刺激和最終

的行為，包括知覺、心理、情緒和認知活動。

三、行為

（一）行為與意圖

Zeithaml et al.,（1996）當消費者所接受

到的服務品質良好，即表示消費者對於組織有

正面的行為意向，可強化消費者與組織之間的

關係。依據上述文獻的研究可知，使用者的行

為意圖與工作認同，兩者間存在特定影響的關

係。在Facebook社群的使用情境中，若志願役

士兵使用Facebook社群行為意圖愈高，則其工

作認同情形將愈高；反之則亦然。

（二）認同

許士軍（1998）為組織認同定義：「代表一

個人對於所服務之組織具有隸屬感程度，做為

團體成員之一，是否感到具有價值，並加珍惜

這一地位」；關於員工對組織的態度，最常被

提到的觀念有「組織承諾」及「組織認同」，

其中組織認同又更常被提及。因此，由管理的

觀點，組織認同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

高度組織認同的員工會做對組織最符合組織利

益的決策，即使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也一樣。

（四）壓力

Matteson & Ivancevich（1987）曾指出並

不是相同的壓力源就會在同一個個體上發生反

應並產生症狀，事件都需要經過認知評價的過

程，才能斷定該事件是否為壓力源，壓力的形

成也由許多變項來控制。

四、工作滿意度

Hoppock（1935）提出，他認為工作滿意是指

工作者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意感

受，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整體生

活品質與工作滿意之構面中，「工作負荷」構

面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各構面皆達顯著差異

（余玉如等，2008）。

綜上述探討可知，因應兵役制度的轉型，在

目前處於由募徵併行制轉為募兵制的時刻，如

何留住人才，使他們在部隊中永續發展，所以

對部隊的工作滿意度的探討有其重要性。

五、安全

從結構上來說，資訊安全主要包括；資訊設

備安全、資訊安全、內容安全和行為安全（資

訊安全概論，2016）。因此，需要賦予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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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降低其風險，避免遭受內在或外來的威

脅。

資訊安全的定義、整體目標、涵蓋範圍，以

及闡明當組織同仁在享受資訊化所帶來的便利

服務時，資訊安全及管理機制的重要性。對於

組織而言，資訊安全政策、原則、標準及合法

要求非常重要，例如：必須遵守法律規定事項

和契約義務、資訊委外、資訊設備外購等資訊

安全的需求，資訊安全教育、預防與偵測電腦

病毒及其他惡意軟體、企業永續經營的管理、

違反資訊安全政策的後果等。

參、研究方法與理論基礎

一、研究架構

依據 Rosengren（1974）媒體使用與滿足

理論與本研究的目的及問題，建構出本研究的

架構，研究架構將前因變數歸類第一個面向為

「內在動機」，其包含沉迷經驗、逃避現實與

打發時間；第二面向為「外在動機」，其包含

社會互動、娛樂與尋求自我。本研究亦探討動

機與意圖間情感與認知評價，透過顧客忠誠度

並藉由行為及意圖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最後

提高新世代年輕人加入志願役士兵及提高志願

役士兵留營意願。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乃先參考相關文獻，利用群體決

策之腦力激盪法，歸納符合情境之衡量題項，

建構影響問題予以確認彙整而獲得評估準則，

再將其納入問卷設計，並據以製作問卷求取各

項因子權重。

三、研究假設及衡量定義

本研究從動機、感受、行為和工作滿意度及

安全五種面向探討。首先，情緒結構包含內在

動機與外在動機，並採用意向之間的關係被確

認。然後，透過行為中使用效果進行探討。

（一）動機

情緒持續時間很短，產生的情緒包含語言、

生理、行為和神經機制互相協調的一組反應。

Smith, Haynes, Lazarus and Pope（1993）認

為情緒產生是因為個人理解實際所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事件，該事件對於本身是否存在正面或

益處。

（二）感受

「感受」是生物的基本能力，為辨別有無生

命活動的重要憑據，也是影響情緒的主要因素

之一。依據SOR理論觀點（Ariely, 2000），志

願役士兵經由Facebook氣氛的刺激情緒作為有

機體，滿意或趨近或趨避之行為作為反應。學

者Kaye（1988）所歸納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將Facebook劃分娛樂、逃避現實及社會互動、

沉迷經驗；Teo, Lim and Lai（1999）在使用

網際網路的內、外在動機研究文獻中，情緒反

應與個人動機有關，例如功利主義動機會影響

到個人目標與理性行為，而享樂動機所重視是

個人享受與歡樂感覺，亦會影響到認知評價，

而影響個人態度與行為，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1a：內在動機沉迷經驗（a）、逃避現實

（b）、打發時間（c）對「情感評價」，有顯

著正向影響。

H1b：內在動機沉迷經驗（a）、逃避現實

（b）、打發時間（c）對「認知評價」，有顯

著正向影響。

H2a：外在動機社會互動（a）、娛樂（b）、

尋求自我（c）、對「情感評價」，有顯著正向

影響。

H2b：外在動機社會互動（a）、娛樂（b）、

尋求自我（c）對「認知評價」，有顯著正向影

響。

（三）行為

1.認同：消費者在評估產品或服務時，情

感經驗就是來自於人機互動所產生的沉迷經驗

（Rieber, 1996）。湯宗益、廖莉芬（2002）

提出若能讓使用者產生沉迷經驗，則使用者

會很願意繼續使用。當使用者對於Facebook

感到滿意時，則會產生顧客忠誠度使顧客對

Facebook產生感情，透過參與形成偏愛並長期

重覆購買或使用該產品。在進行購買行為購買

愛好的產品或服務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

而發生的購買商品的決策過程。情感激發的享

樂主義價值，有時會有比較情感與功利性價

值。邱憶惠（2007）研究指出個人的自我認

同、工作認同、與專業認同先後交織成教師認

同，自我意象是形塑教師認同歷程的核心，教

師認同是持續的歷程，並朝向專業發展；知覺

（Perception）是外界刺激作用於感官時，人

腦對外界的整體的看法和理解，知覺反映是由

對象的各樣屬性及關係構成的整體所獲得改善

認知程度，在環境刺激下，其中包含情感評價

與認知評價（Lee and Kozar, 2009），而提出

下列研究假設；

H3a：情感評價對（a）「自我認同」、（b）

「工作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

H3b：認知評價對（a）「自我認同」、（b）

「工作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

2.工作壓力：壓力是一種動態情境。在情

境中，個體要面對與自己所期望的目標相關的

機會、限制及要求，並且這種動態情境所產生

的結果被認為是重要而又不確定的。所謂的工

作壓力是指個人在工作中知覺到個人能力與環

境不能配合，而影響到身心健康及健康行為的

一連串過程（張寶仁，1999）。Choi（2009）

結合使用滿足理論，對於特定人、事、物的信

念所構成，個體動機會影響個人態度，對於特

定人、事、物的態度與評價。藍采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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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壓力是一種刺激，是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結

果。壓力亦促使志願役士兵產生逃避動機，藉

由逃避現實與現實脫離，從中感到愉快。

3.工作負荷（Workload），它是指在單位

時間內人體承受的工作量；而工作負荷也是為

了達成工作任務，在心理與生理付出的數量和

質量上的共同要求（何易修，2000）。工作負

荷包含體力負荷及心理負荷等兩種。體力負

荷，又稱生理工作負荷，是指人體單位時間內

承受的體力工作量的大小，主要表現為動態或

靜態肌肉用力的工作負荷。對於屬勞動或操作

者而言，依其承受負荷的狀況進行準確評定，

既能保證工作量又能防止操作者超負荷工作，

是人機系統設計的一項重要任務（葉倩妏，

2009）。

4.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

是指人與人交感互動時存在於人與人之間關係

（張春興，1998）。個人或團體會透過網路社

群的網路服務，與使用對象溝通，透過網路社

群長時間的溝通管道，在過程中產生社會化互

動（李月華、莊易霖，2010）。

H4a：情感評價對（a）「工作負荷」、（b）

「人際關係」，有顯著正向影響。

H4b：認知評價對（a）「工作負荷」、（b）

「人際關係」，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工作滿意度

Seashore and Taber（1975），工作滿意度

作為社會指標，扮演著角色：（1）提供給組織

及管理理論一個重要的變項，透過工作滿意的

研究，了解其影響，擬定適當的計畫及策略。

（2）工作滿意代表社會中一種有價值的產物：

若衡量心理的國民總生產，則社會中成員獲得

工作滿意程度的多寡，應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構

成因素。（3）組織內一種早期警戒的指標：若

工作者對於工作滿意能不斷的監視，可及早發

現該組織的缺失，及實際的不當調配、計劃，

並予以補救。Davis（1980）指出工作滿意度是

員工對其工作喜好或不喜好的程度，若工作特

性適合員工的意願，即產生工作滿意。影響工

作滿意度，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5a：自我認同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H5b：工作認同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H6a：情感評價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H6b：認知評價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H7a：工作負荷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H7b：人際關係對（a）「內在滿意」、「外

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五）安全

在資訊安全中所討論的資訊，一般而言，

指的是企業或組織在營運時所「收集」、「產

生」、「運用」的資料，它可以存在於任何形

式，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它可以是存在於電

腦中的資料，列印或書寫在紙張上的資訊，甚

至是存在於通訊中。近年來，因透過網路造成

系統癱瘓案例層出不窮，造成重大的社會影響

實際損失和由此事故所造成的聲譽損失令人痛

心，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8：一般資訊安全對情感評價（a）、認知評

價對（b），有顯著正向影響。

H9：資訊安全政策對情感評價（a）、認知評

價對（b），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深度訪談資料分析

（一）訪談前準備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係志願役士兵，因

此，訪談對象採取小樣本的立意抽樣，為求樣

本具代表性，樣本結構採三位志願役士官、三

位志願役士兵，士官、士兵分別陸軍、海軍、

空軍各一位。研究者與受訪者基於研究倫理，

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所有足以辨識出個人資

料將被隱匿或變造。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主要目的係以志願役士兵角度，藉由

知覺程度、效能性、公平性、適當性及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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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項指標評估工作滿意度，因此，除了以量

化之問卷調查測量及分析其五項指標之結果，

藉由當事人親身感受來深入探討其服役制度。

肆、研究結果

一、問卷調查

研究問卷於2016年8月20日至30日發放計，

北部地區（宜基北北桃竹）計280份、中部地區

（苗中彰投雲）、南部地區（嘉南高屏），計

200份、東部地區（花東）、外離島（金連澎）

計20份，合計500份，有效回收率100%，問卷方

式採李科特（Likert）7點量表來衡量，分別是

非常不重要、稍微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

要、稍微重要、非常重要，分別給予1、2、3、

4、5、6、7分。

二、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參考Cu i e f o r d（1 9 6 5）提出之

Cronbach's係數，作為本研究衡量信度的標

準，採用SPSS21軟體進行信效度分析，大多數

大於0.7表示非常可信，顯示問卷內容之中一致

性與穩定性，可當為後續分析使用。在效度方

面，由於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以理論為基礎，

每個構面再輔以專家學者以往問卷設計修改而

成，故本研究所使用之各項問卷之各問項，應

能符合內容效度之要求。

三、樣本統計分析

本研究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受測者男性

420人、女性80人，受測者年齡20歲以下50人、

21〜30歲450人最多、31〜40歲10人，接觸

Facebook一年以上最多計500人，平均上網遊戲

每週數次490人，平均每次上網遊戲的時間5〜

10小時355人、10小時以上43人。

構面項目 問項
Cronbach's 

Alpha 值
構面項目 問項

Cronbach's Alpha 

值

沉迷經驗IE 4 0.91 自我認同SF 3 0.81

逃避現實EC 4 0.85 工作認同WI 3 0.80

打發時間KT 3 0.72 工作負荷WK 3 0.88

社會互動SI 4 0.73 人際關係RE 3 0.76

娛樂ET 4 0.73 內在滿意IS 3 0.71

尋求自我SE 3 0.70 外在滿意ES 3 0.70

情感評價AA 4 0.78 資訊安全GI 3 0.72

認知評價CA 4 0.79 安全政策SP 3 0.70

附註：

1. Cronbach α≧ 0.7 表示非常可信

2. 0.7 ≧（Cronbach α）≧0.35 表示可信

3. 0.35 ≧（Cronbach α）表示不可信

表1 信度分析表

表2 平均統計表

問項 平均數 整體排序 個體排序 標準差 問卷內容

IE1 5.50 37 3 0.55 當我使用Facebook會不知不覺沉浸於Facebook經驗

IE2 5.55 18 2 0.88 大多數時會不知不覺得沉浸在使用Facebook裡

IE3 5.50 41 4 0.56 當我使用Facebook時讓我覺得很自在。

IE4 5.57 14 1 0.87 當我使用Facebook時我是專注的。

EC1 5.39 54 4 0.54 使用Facebook讓我暫緩我原來該做的事。

EC2 5.68 1 1 0.93 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忘記煩惱

EC3 5.50 35 2 0.50 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脫離壓力。

EC4 5.45 49 3 0.79 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忘記責任。

KT1 5.46 46 3 0.55 當我想打發時間時我會優先使用Facebook

KT2 5.62 3 1 0.91 當我有空檔時我會使用Facebook

KT3 5.50 36 2 0.54 當我無事可做時我會使用Facebook

SI11 5.45 48 4 0.58 我可在Facebook收到社群朋友最新的動態

SI12 5.64 2 1 0.91 
當Facebook社群朋友貼文、回應、留言、更新近況、發佈連結及按

讚等，我可以在Facebook收到通知。

SI13 5.53 22 2 0.50 我可Facebook搜尋平台、使用說明中心獲得服務、功能等說明。

SI14 5.50 39 3 0.79 整體而言我可以從Facebook立即獲得訊息。

ET1 5.51 33 4 0.56 從中獲得樂趣（如:了解朋友的最新動態、資訊分享、遊戲等）。

ET2 5.57 11 1 0.89 
從Facebook社群成員處獲得歡愉（社群成員在塗鴉牆上分享笑話或

有趣的影片）。

ET3 5.52 25 2 0.56 
從Facebook中追求愉悅（資訊分享、情感交流、遊戲、回應留言、

照片或影片等）。 

ET4 5.51 32 3 0.81 
被Facebook社群成員逗得樂開懷（社群成員在自己塗鴉牆上發表或

回應有趣訊息等）。

SE1 5.54 19 3 0.66 當使用Facebook時接受其它的感覺與想法

SE2 5.56 16 2 0.81 在Facebook中尋求尋求社會認同

SE3 5.58 9 1 0.55 當我使用Facebook時，尋找自我認同。

AA1 5.51 31 4 0.57 我認為使用Facebook整體經驗是好的。

AA2 5.57 13 1 0.88 我認為使用Facebook令人感到放鬆。

AA3 5.54 20 2 0.55 我認為使用Facebook整體讓人感到喜愛

AA4 5.54 21 3 0.82 我認為使用Facebook整體讓人感到滿意

CA1 5.44 52 3 0.56 我認為使用Facebook能有效地達到目標。

CA2 5.44 52 3 0.56 我認為使用Facebook方便達到我的目標。

CA3 5.60 4 1 0.90 我認為使用Facebook達到目標感到輕鬆。

CA4 5.55 17 2 0.50 我認為使用Facebook對達到目標是有幫助

SF1 5.50 38 3 0.56 未來在新組織持續服務，令我感到愉悅 

SF2 5.58 8 1 0.89 未來我仍會以國軍人員而感到驕傲

SF3 5.51 30 2 0.56 未來國軍的競爭力將是我該盡的責任

WI1 5.44 50 2 0.56 我對國軍未來環境感到憧憬 

WI2 5.44 50 2 0.56 我會關心未來組織的所有相關訊息 

WI3 5.60 4 1 0.90 持續在組織提供服務可提升我工作能力

WK1 5.48 45 3 0.55 我總覺得有做不完的工作。

WK2 5.58 10 1 0.89 我的工作影響到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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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敘述統計分析

（一）個體排序分析

1.沉迷經驗：「IE4當我使用Facebook時讓我

覺得很自在」為最高，由此可見，志願役士兵

大概所有時間都待在軍隊，透過Facebook掌握

周遭朋友的近況；另以「IE3當我使用Facebook

時我是專注的」為最低，也說明在多元化社會

裡，不見得用Facebook能加強自己專注力。

2.逃避現實：「EC2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

忘記煩惱」為最高，許多Facebook參與者可能

就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所帶來的壓

力，而躲到網路的世界中。故將注意力轉到一

個能讓他發揮自己能力開創一番豐功偉業的

Facebook中；另以「EC1使用Facebook會讓我暫

緩我原來該做的事」為最低，在軍隊生活，志

願役士兵常常說「我覺得壓力好大，什麼事都

做不好，經常被責難讓我挫折難過，不知如何

是好！」負面情緒問題，放假後，遠離壓力選

擇Facebook沒有進入障礙。

3.打發時間：「KT2當我有空檔時我會使用

Facebook」為最高，進入Facebook世界，主要

獲得歸屬感、成就感及慾望與自我的滿足；

另以「KT1當我想打發時間時我會優先使用

Facebook」為低，可見認識朋友途徑Facebook

不是唯一的選項，可以透過各種管道認識到新

的朋友。

4.社會互動：「SI2當Facebook社群朋友貼

文、回應、留言、更新近況、發佈連結及按讚

等，我可以在Facebook收到通知」為最高，可

見雖然是在Facebook虛擬的環境，回應、留言

可增加其社會互動；另以「SI1我可在Facebook

收到社群朋友最新的動態消息」為最低顯見，

在多元化社會，不見得利用Facebook掌握評朋

友動態。

5.娛樂：「ET2從Facebook社群成員處獲得

歡愉，如：社群成員在塗鴉牆上分享笑話或有

趣的影片」最高，可見經由Facebook行為可以

得到心理的滿足，所以獲得越多的「讚」，也

讓人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經營社群網站；另以

「ET1從中獲得樂趣如:了解朋友的最新動態、

資訊分享、遊戲等」最低，顯見資訊化時代運

用Google或Line仍可獲取分享資訊。

6.尋求自我：「SE3當我使用Facebook時，尋

找自我認同」最高，參與Facebook人員進入一

種共同經驗模式，使人感受到強烈的快感；另

以「SE1當我使用Facebook時，接受其它的感覺

與想法」最低，在Facebook當下會有成就感，

但很難改變在進入Facebook心理想法並影響行

為，無助於現實環境中目標有幫助。

7.情感評價：「AA2我認為使用Facebook令人

感到放鬆」最高，由朋友們所分享、發布的各

種新奇、刺激、好笑的訊息，就是另一個讓人

對社群網站愛不釋手的關鍵；另以「AA1我認為

使用Facebook整體經驗是好的」最低，可見現

實環境還有很多遊戲比Facebook更好的經驗。

8.認知評價：「EC2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

忘記煩惱」最高，因為我們常在現實環境中，

無法表現出來的，在Facebook中匯集了大量訊

息，裡頭當然有無聊老梗、但是也有很多是教

人驚豔的相片、文章或表演，使用或看到時，

就好像進入了夢幻世界中，會體驗到各種的樂

趣；另以「CA1我認為使用Facebook能有效地達

到我的目標」、「CA2我認為使用Facebook方

便達到我的目標」為最低，現在除了Facebook

外，電玩遊戲類型千百種，在退出虛擬世界，

還是要面對現實。

9.自我認同：「SF2未來我仍會以國軍人員而

感到驕傲」為最高，在網路獲得認同感，進而

獲得認同；另以「SF1未來在新組織持續服務，

令我感到愉悅」為最低，顯示Facebook參與者

志願役士兵於所服務之組織雖具有隸屬感程

度，但對於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是並未具體感

受到價值並珍惜。

10.工作認同：「WI3我會關心未來組織

的所有相關訊息」最高，與其他成員組織在

Facebook分享目標或經驗、有團結感及身為組

織或團隊一份子及組織成員能互相支持與彼此

忠誠，對組織目標、價值體系等想法一致而產

生連結時；另以「WI1我對國軍未來環境感到憧

憬」及「WI2持續在組織提供服務可提升我工作

能力」最低，顯見Facebook對組織無法感到憧

憬。

11.工作負荷：「WK2我的工作影響到和家

人相處的時間」志願役士兵組成分子都是年輕

WK3 5.51 34 2 0.56 我的工作繁忙常使我坐立難安精神緊張。

RE1 5.49 42 2 0.59 我會擔心因為溝通不良，協調不佳而與同事 有所衝突。

RE2 5.49 42 2 0.59 我和同事之間，會因為對事務的看法不同， 而貣爭執。

RE3 5.56 15 1 0.87 我覺得工作太忙而無法兼顧人際互動。

IS1 5.48 44 3 0.55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生活現況。

IS2 5.58 7 1 0.90 我的薪資與朋友相比較，我感到滿意

IS3 5.50 40 2 0.55 我能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也使我有發揮才能的機會。

ES1 5.52 27 2 0.67 工作上遭遇困難所獲得的協助感到滿意

ES2 5.52 27 2 0.67 我的專業技術可以勝任現在的職務

ES3 5.59 6 1 0.86 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也使我有發揮才能機會。

GI1 5.52 29 2 0.54 主管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任務。

GI2 5.57 12 1 0.90 建立資訊安全的管理組織，完成工作分派。

GI3 5.46 47 3 0.60 指定專人執行日常安全工作。

SP 1 5.52 23 1 0.63 同仁都同意資訊安全管理絕對必要。 

SP 2 5.52 23 1 0.63 同仁經常接受資訊安全教育。

SP 3 5.52 26 3 0.84 同仁完全遵守資訊安全規則主動協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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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些志願役士兵的工作價值觀和工作態度

不斷在變，面對嚴格而制式的工作紀律和領導

方式等組織特性，便產生了許多問題其中包含

工作影響到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另「WK1我總

覺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軍隊組織權威式領導，

但往往造成部屬心理上之挫折，以致溝通產生

障礙，易形成極大的工作壓力，如做不完的工

作。

12.人際關係：「RE3我覺得工作太忙而無法

兼顧人際互動」，顯見剛開始進入部隊時，人

際互動給志願役士兵的壓力極大，無論是一個

人吃午飯、和部門同事打照面，都會令志願役

士兵緊張；另以「RE1我會擔心因為溝通不良，

協調不佳而與同事有所衝突」及「RE2我和同事

之間，會因為對事務的看法不同爭執」，應避

免溝通不良與爭執發生。

13.內在滿意：「IS2我的薪資與朋友相比

較，我感到滿意」；而整體社會環境中，固定

薪資的軍人，相較比朋友待遇優渥；另以「IS1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目前的生活現況」為最低，

顯見軍人無法每天朝九晚五，跟著外面朋友上

下班，困擾著志願役士兵。

14.外在滿意：「ES3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也使

我有發揮才能機會」，從Facebook中與朋友分

享喜悅，確認人生的目標與方向，這樣才知道

如何去追求工作上的滿意；另以「ES1工作上遭

遇困難所獲得的協助感到滿意」；另以「ES2我

的專業技術可以勝任現在的職務」為最低，顯

見部隊階級分明遭遇困難，志願役士兵除了感

到無助外，只能運用Facebook發洩。

15.一般資訊安全：「GI2建立資訊安全的管

理組織，完成工作分派」志願役士兵在營區使

用Facebook，知道相關懲處與限制；另以「GI3

指定專人執行日常安全工作」為最低，顯見志

願役士兵利用或逃避在專人執行資訊安全檢查

工作。

16.資訊安全政策：「SP1同仁都同意資訊安

全管理絕對必要」藉此讓全體志願役士兵知道

資訊安全管理之觀念重要性；另以「SP2同仁經

常接受資訊安全教育」，顯見志願役士兵違反

資訊安全規定，必須接受資安教育，產生恐懼

與陰影。

（二）整體排序

志願役士兵從進入 Facebook後黏著度很高，

持續使用Facebook，容易得到一些寄託。從

Facebook可以獲取很多訊，豐富自己的生活。

整體而言，平均值均高於5以上，其中排序最高

「EC2使用Facebook可以讓我忘記煩惱」，與家

人一起分享Facebook，帶給更多歡樂與回憶，

透過Facebook意義來產生情感。

五、多變量分析（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整體構面的VIF值皆小於10，表示自變數間無

明顯的共線性問題。分析如下：

（一）內在動機對感受之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

因果關係

1.F=5.067， p=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

準，Adj-R²=0.10 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

具有低度解釋力。假設H1a沉迷經驗、逃避現

表3 內在動機對感受情感之評價與認知評價反應迴歸分析表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
化標準
差 

標準化
Beta 分

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
化標準
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IE

EC

KT

5.765

0.003

0.143

-.085

0.263

0.026

0.026

0.026

0.003

0.042

-.086

21.88

0.117

1.634

-3.305

0.000

0.007

0.002

0.001

常數 

IE

EC

KT

5.215

-.016

-.006

0.072

0.267

0.026

0.026

0.026

-.015

-.006

.071

19.55

-.593

-.245

2.741

0.000

0.003

0.007

0.073

a.依變數: 情感評價b. IE沉迷經驗VIF1.004、EC

逃避現實VIF1.015 KT打發時間VIF1.019

a.依變數: 認知評價b. IE沉迷經驗VIF1.004、EC

逃避現實VIF1.015 KT打發時間VIF1.019

（二）外在動機對感受之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

因果關係 

1.F=7.176，p=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準，

判定係數Adj-R²=0.012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

具有低解釋力。假設H2a：社會互動娛樂尋求自我

對情感評價，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立。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
化標準
差 

標準化
Beta 分

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
化標準
差 

標準化
Beta 分

配
t 值 p 值 

常數 

SI

ET

SE

5.213

0.106

0.000

0.072

0.247

0.026

0.026

0.026

0,107

0.00

-.047

21.13

4.151

0.018

-1.81

0.000

0.000

0.086

0.112

常數 

SI

ET

SE

5.355

-.003

0.220

0.005

.251

.026

.026

.026

-.003

.022

.005

21.34

-.1010

0.832

-1.814

0.000

0.020

0.029

0.193

a.依變數: 情感評價b. SI社會互動VIF1.004、ET

娛樂VIF1.003 SE尋求自我VIF1.007

a.依變數: 認知評價b. SI社會互動VIF1.004、ET

娛樂VIF1.003 SE尋求自我VIF1.007

表4 外在動機對感受之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迴歸分析表

實、打發時間對情感評價，有顯著正向影響獲

得成立。

2.F=2.809， p=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

準， Adj-R²=0.04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

有低度解釋力。假設H1b沉迷經驗、逃避現實、

打發時間對認知評價，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

立。

2.F=10.416，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15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因此，H2b：外在動機社會互動、娛

樂、尋求自我對認知評價，有顯著正向影響獲

得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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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為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

意因果關係

1.F=0.975，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5a：自我認同對內在

滿意（a）、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立。 

2.F=0.632，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6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自我認同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5b：工作認同對內在

滿意（a）、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立。

（三）感受對行為之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因果

關係

1.F=1.810，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1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

低度解釋力。表示情感評價對自我認同之影

響有顯著。因此，H3a：情感評價對自我認同

（a）、工作認同（b），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

成立。

2.F=21.750， 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17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因此，H3b：認知評價對自我認同（a）、

工作認同（b），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立。

表5 感受對行為之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迴歸分析表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SF

WI

5.864

-.047

-.011

.199

.026

.026

-.048

-.011

29.462

-1.848

-.426

0.000

0.005

0.201

常數 

SF

WI

5.864

-.047

-.011

0.199

0.026

0.026

-.048

-.011

29.462

-1.848

-.426

0.000

0.065

0.071

a.依變數: 情感評價

b. SF自我認同VIF1. 000、WI工作認同VIF1. 000

a.依變數: 認知評價

b. SF自我認同VIF1. 000、WI工作認同VIF1. 000

（四）感受對壓力之工作負荷與人際關係因果

關係

1.F=2.112， 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1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因此，H4a：情感評價（a）、人際

關係（b），對工作負荷，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

成立。

2.F=4.07， 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1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

低度解釋力。因此，H4b：認知評價對情感評價

（a）、人際關係（b），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

成立。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WK

RE

5.842

-.053

-.011

0.202

0.026

0.025

-.053

-.011

28.870

-2.055

-.054

0.000

0.040

0.057

常數 

WK

RE

5.462

0.019

0.014

0.205

0.026

0.026

0.019

-.014

26.68

0.717

-.536

0.000

0.074

0.192

a.依變數: 情感評價

b. WK工作負荷VIF1. 000、RE人際關係VIF1. 000

a.依變數: 認知評價

b. WK工作負荷VIF1. 000、RE人際關係VIF1. 000

表6 感受對壓力之工作負荷與人際關係迴歸分析表

表7 行為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迴歸分析表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

配
t 值 p 值 

常數

IS

ES

5.405

0.034

-.011

0.201

0.026

0.024

0.033

-.011

26.90

1.295

-.440

0.000

0.096

0.260

常數

IS

ES

5.656

-.029

-.001

0.202

0.026

0.024

-.029

-.001

28.002

-1.124

-.0300

0.000

0.061

0.176

a.依變數: 自我認同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a.依變數: 工作認同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六）感受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

意因果關係

1.F=5.405，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6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情感評價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6a：情感評價對內在

滿意（a）、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立。

2.F=1.090，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認知評價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6b：認知評價對內在

滿意（a）、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立。 

表8 感受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迴歸分析表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IS

ES

6.095

-.084

-.017

0.199

0.026

0.024

-.083

-.018

30.57

0.001

0.492

0.000

0.001

0.292

常數

IS

ES

5.574

-.033

0.018

0.202

0.026

0.024

-.033

0.019

27.60

-1.261

0.723

0.000

0.008

0.170

a.依變數: 情感評價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a.依變數: 認知評價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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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壓力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

意因果關係

1.F=0.756，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度

解釋力。因此，H7a：工作負荷對內在滿意（a）、

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成立。

2.F=0.843，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7b：人際關係對內在

滿意（a）、外在滿意（b），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成立。 

六、深度訪談結果分析

由於部隊特性不一，藉由深度訪談與實證分

析比較差異性，使志願役士兵提提昇其知覺層

面，而提升留營意願，編碼方式為代稱、文字

稿題號、內編碼號，例如：【A-1-1】意即文字

稿中屬性（A志願役士官、B志願役士兵、第1 

個問題中，A士官或B士兵屬性中第1位），各類

屬分析及比較評價如下表； 

表9 壓力對工作滿意度之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迴歸分析表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IS

ES

5.350

0.002

0.030

0.200

0.026

0.024

0.002

0.032

26.80

0.059

1.230

0.000

0.053

0.092

常數

IS

ES

5.295

0.008

0.031

0.203

0.026

0.024

0.008

0.033

26.043

0.318

1.270

0.000

0.151

0.204

a.依變數: 工作負荷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a依變數: 人際關係

b. IS內在滿意VIF1. 001、ES外在滿意VIF1. 001

（八）安全對感受之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因果

關係

1.F=1.268，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一般資訊安全對工作

滿意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8：一般資訊安

全對情感評價（a）、認知評價對（b），有顯

著正向影響獲得成立。

2.F=0.843，p=0.000小於0.05，達顯著

水準，多元迴歸模式配適度良好。判定係數

Adj-R²=0.00則小於0.18，多元迴歸模式具有低

度解釋力。由資料顯示資訊安全政策對工作滿

意度之影響有顯著。因此，H9：資訊安全政策

對情感評價（a）、認知評價對（b），有顯著

正向影響獲得成立。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自變

數 

未標準

化值 

未標準化

標準差 

標準化

Beta 分配
t 值 p 值 

常數 

AA

CA

5.687

-.040

0.010

0.207

0.026

0.026

-.040

0.010

27.53

.124

.379

0.000

0.024

0.035

常數 

AA

CA

6.078

-.049

-.051

0.209

0.027

.026

-.048

-.050

29.08

-1.860

-1.955

0.000

0.00

0.051

a.依變數: 一般資訊安全

b. AA情感評價VIF1.001、CA認知評價VIF1.001

a.依變數: 資訊安全政策

b. AA情感評價VIF1. 001、CA認知評價VIF1. 001

表10 安全對感受之情感評價與認知評價迴歸分析表

表12 深度訪談行為及工作滿意度與安全結果分析評估指標

表11 深度訪談動機及感受結果分析評估指標

指標 類屬 指標 類屬

動機

Facebook已是現代人必備的社交工具。【A-1-1】

隨著Facebook上癮的人愈來愈多，Facebook已是重要

溝管道。【A-1-2】

Facebook可以滿足使用者的內在價值，就算沒有外

出，也可隨時掌握朋友動態。【A-1-3】

Facebook更貼切地說，抓住他們的心。【B-1-1】

Facebook可以隨時發洩我內心世界。【B-1-2】

Facebook新貼文、可激起朋友分享與發表評論。

【B-1-3】

感受

Facebook除了標記好友、地點與上傳照片等還可分

享感受。【A-1-1】

Facebook發文時可以選擇心情、情緒、感受。

【A-1-2】

Facebook我覺得只是一個消遣的娛樂跟上網瀏覽沒

甚麼兩樣。【A-01-3】

Facebook可以窺見人的內心深處。【B-1-1】

臉書會使情緒反而變得低落。【B-1-2】

常掛在Facebook上的人，體重也隨著上網時間的增

加而節節上升。【B-1-3】

指標 類屬 指標 類屬 指標 類屬

行為

Facebook可以讓朋友們時時注意

到我的存在。【A-1-1】

Facebook被按讚可滿足了我的心

理需求。【A-1-2】

透過Facebook個人基本資料來宣

傳自己。【A-1-3】

透過上傳美麗的照片來展現自

己。【B-1-1】

在Facebook發表心情可獲得朋友

肯定建立信心。【B-1-2】

能夠做人際的交流，拓展視野，

增加族群。【B-1-3】

工作

滿意度

可以分享成就感獲得滿

足。【A-1-1】

容易受到主管按讚獲肯

定。【A-1-2】

利用Facebook溝通時，能

減少隔閡。【A-1-3】

增加魅力與影響力。

【B-1-1】

分享照片獲得朋友認同。

【B-1-2】

與主管主動分享工作心

得。【B-1-3】

安全

Facebook遭到疑似來自中國的

駭客入侵。【A-1-1】

Facebook易遭受駭客入侵。

【A-1-2】

Facebook易遭受後門程式監

控。【A-1-3】

Facebook隱私可能被看光光。

【B-1-1】

Facebook易受惡意攻擊。

【B-1-2】

Facebook易遭受追蹤。

【B-1-3】

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SOR理論與沉浸理論為基

礎，依據文獻資料建構出研究模型，同時藉由

研究架構，驗證行為與意圖並對工作滿意度相

互間關係。

二、管理意涵與貢獻

近年來Facebook為新世代年輕人最喜愛休閒

活動之一，Facebook具有相當的社群凝聚力，

志願役士兵只需要進入Facebook，可自由在社

群論壇用來發表心情、評價或問題詢問。研究

結果發現，志願役士兵於使用Facebook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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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將研究結果提供實務界與後續研究者參

考，使志願役士兵安心服役並願意長留久任，

達成「募兵制」政策目標。

本研究考量「網路」成為生活中絕對必要的

條件之一，如同冰箱或電視般平常的「生活常用

品」，由於平板電腦、手機功能日益強大，也帶

動Facebook風潮。因此，探討Facebook使用動

機，也使軍隊在尋求娛樂媒體工具或社群網站來

滿足自己享樂與逃避現實需求，為自己在現實環

境中適度紓解志願役士兵壓力，產生正面情緒。

而研究結果證實，無論何種類型Facebook，內

在、外在動機與認知均有相互影響關係，並藉由

影響行為及意圖，產生工作滿意度驅動力。

中，若使Facebook成員感受其所發佈之訊息可

以得到回應與回饋，且有自我控制能力，志願

役士兵成員會不知不覺中沉浸其中，進而產生

享樂價值對於社群亦會產生正面的行為意圖及

工作滿意度，並將研究結果提供實務界與後續

研究者參考，使志願役士兵安心服役並願意長

留久任，達成「募兵制」政策目標。

研究結果發現，志願役士兵於使用Facebook

的情境中，若使志願役士兵感受其所發佈之訊

息可以得到回應與回饋，且有自我控制能力，

達到與志願役士兵溝通效果，志願役士兵成員

會不知不覺中沉浸其中，進而產生享樂價值對

於社群亦會產生正面的行為意圖及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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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題向分析 適當性指標類屬分析 學術意涵

動機

研究顯示社會互動高於娛樂、尋求自

我，在網路上社會互動似乎可以彌補其

所面臨的人際關係問題，因為他們可以

在網路上很快的與陌生人談論各種內在

的想法，有社會支持感。

在「動機」中，多數希望藉由Facebook

參與，以增進社會融入及同儕交流，多

數參與Facebook動機中，是為了想獲得

歸屬感，幫助單位達成各種任務。

情緒引發的行為，依SOR理論Facebook提供的

內在滿足，如娛樂效果越多，其對使用者的影

響效應也越大，個體會因而產生回應，願意接

受並持續使用Facebook

感受

研究顯示多數希望藉由Facebook在一個

持續的過程，新的脈絡會引領出新的意

涵發生，在「工作認同」部分，可以看

出，Facebook不是少數族群的經驗，而

是現在是一種普遍經驗。 

當使用者對於Facebook感到滿意時，情

感與認知則會產生顧客忠誠度使顧客對

Facebook產生感情，透過參與形成偏愛

並形成認同。

感受也使成員間擁有共享願景後，社群成員會

因此更增強對其他成員之信任，以及對組織的

認同感，因為成員間對於行為、目標都有共同

的信念。

行為

研究顯示從行為中認同與壓力，適度紓

解志願役士兵壓力，產生正面情緒。藉

由涉入行為中內在與外在動機中，從

Facebook感到愉悅，在尋找快感的過程

中，Facebook參與者感到一種快樂、滿

足、平和和喜樂的自我。

研究顯示藉由Facebook使用動機，當使

用者產生使用Facebook之動機，並且經

過一段時間的使用過程後，可能有滿足

或沒有滿足到先前的使用動機。在使用

Facebook時，透過積極分享的行為，更

讓網路社群功能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某些非意志因素對行為有較強烈的影響時，

理性行動論對行為的預測和解釋力就可能會降

低。可提供日後學者加入其他行為意圖態度及

「自我認同」與「工作認同」關鍵因素。

工作滿

意度

研究顯示工作滿意度意味著具有極具吸

引志願役士兵的特質，所以當個體認同

某個組織時，必定提升工作滿意度，志

願役士兵會希望個人與該組織周遭人、

事、物相契合，志願役士兵這環境中不

斷與組織中的組成因素相互調適，進而

獲得對組織更進一步的認同。

研究顯示多數希望藉由Facebook與其他

成員有共享Facebook目標或經驗、有團

結感，對組織擁有強烈的歸屬感且引以

為榮。反觀若志願役士兵缺乏對於「工

作滿意度」，則會導致「工作滿意度」

度低，無法獲得內心的共鳴，只關注自

己的得失，缺乏使命感，直接影響加入

志願役士兵意願。

志願役士兵在Facebook彼此間的經驗分享及交

流也是大量而立即的直接影響行為，志願役士

兵在Facebook不但可滿足想獨立的要求又可以

在虛擬社群中尋求友誼與認同感，同儕對組織

更進一步的產生認同，所以當志願役士兵認同

國軍時，並且期許志願役士兵成為團體中的一

份子。

安全

研究顯示藉由Facebook使用動機，瞭講

網路即時通訊服務帶來了溝通上的便

利，大幅改變了日常生活上的應用，應

加強志願役士兵資安意識，以防止資安

事件發生。

研究顯示志願役士兵均有Facebook遭到

疑似來自駭客入侵案件；另志願役士兵

在評價部分大多害怕因資安事件被懲

處，可能會有隱匿行為發生，而發生資

安事件。

研究顯示對國軍而言，資訊是不可不重視的一

環。經經由本研究分析得知，志願役士兵已具

備資安基礎觀念，惟仍然須加強宣教，以確保

資訊安全。

二、中文資料

表13 衡量題向分析結果分析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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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被譽為是「中國人的聖經」，1

其思維影響力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即便不提我國

歷代名君將相，如司馬遷、曹操、諸葛亮、唐太

宗、杜牧、歐陽修與蘇洵、蘇軾父子與戚繼光，

以及日本武田玄信等古代人如何看重孫子，也不

論蔣介石、毛澤東、蔣百里、馮友蘭、英國軍事

理論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雷根

（Ronald Wilson Reagan）、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 

ō nosuke）等已作古的近、現代歷史名人如何推

崇孫子。但先後當過總統的布希父子都喜歡《孫

子兵法》；目前仍然活躍於政壇、管理思想界

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2大前

研一（Kenichi Ohmae）與孫正義（Masayoshi 

Son）等人仍然坦言他們的成功受到孫子兵法的

啟發。3柏林中國問題學者夫羅里揚‧盧佩曾向

大陸《環球時報》表示，「中國書籍在歐洲政治

圈流行100多年」，最早受德國政治家推崇的有

《孫子兵法》、《道德經》等，東德曾將《孫子

兵法》列軍事院校教材。4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表示，

他的經營原理源自《孫子》；曾任惠普公司董

事長的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也在

就任典禮上引用孫子之言；Salesforce執行長馬

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曾說他應用孫子

兵法的觀念出奇制勝，打敗敵手。其他諸如NEC

前董事長關本忠弘、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前董事長

上山保彥、朝日啤酒前副董事長中條高德等知名

經營者，均公開表示對《孫子》活用的心得。5

《孫子》被《經理人》列為全球頂尖CEO推薦

的25本必讀書單之一。6光是日本便有多達百部

作品對《孫子》進行各種註解，就連日本積水集

團的公司名稱，「積水」二字也是引自《孫子》

「軍形篇」。中國大陸每年還舉辦大型國際性

的「孫子兵法」研討會，以持續發展、補充兵法

智慧。7印度LiveMint新聞網2016年5月6日載文

「中國外交戰略遵循《孫子兵法》」，文章說，

孫子主張戰爭的最高藝術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今天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正是這句名言的完美寫

照。8更有甚者，《孫子兵法》所蘊含的思想與

觀念，除戰略、外交與經濟範疇外，在西方和日

本，甚至變成當地波普文化的一部分。9

然而，多年來筆者無論是一般大學還是軍事

院校任教，提到孫子，每個學生的表情與反應，

就好像提到外星人一樣陌生，不僅中文系的學生

也沒讀過，軍校生也不感興趣。為什麼？過時、

太過嚴肅、對戰爭不感興趣，這都是原因，但更

重要的是大多數《孫子》作家過於著重逐字逐句

的考究、解釋，讓一本鮮活的思維與策略之書，

寫得死氣沈沈或艱深難懂。但其實，孫子雖然歸

類為兵法，但卻是一種比馬克思辯證法還要精緻

有趣的思考方式。更確切地說，兵法談的是對立

關係的解決方案，不僅戰爭有用，對於兩性、親

子、長官與部屬、人際關係與事業發展的思考都

有益處。

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於，從思考的角度探究孫子

的辯證性思維。

貳、從思考的界定論

孫子兵法，簡單來說就是對應問題的策略；

要想精確對應問題，自然就必須從如何思考問題

著眼。說到思考的界定，不同的作家由於訴求

不同，會提出不同的見解；《大英百科全書》與

「維基百科」網站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不過，筆

者認為最簡單明瞭，卻也包含性最廣泛的定義，

就是「思想觀念形成的過程」。然而，因為我們

幾乎所有的思想觀念，並非來自於自己思考的結

果，而是來自於他人包括父母、兄弟、政黨、學

校、大眾媒介等個人或組織。就好的方面而言，

人類直接汲取他人思考的結果，在文明進化上具

有不可忽視，甚至不可或缺的利益。誠如牛頓

（Sir Isaac Newton）所說，「我之所以看得比

別人遠，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0這巨

人的肩膀，就是前人知識與智慧的累積。只不

過，如果我們一味吸收別人思考的結果，而不過

濾驗證，那就會發生反效果，不僅不能解決舊有

的問題，反而來會衍生的新的衝突或更大的問

題。

就拿醫學來說，蓋倫（Galan of Pergamon）

於二世紀起廣泛使用放血治療，不過這樣的作法

時常不見療效，並且對病人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特別是在病患最脆弱的時刻採用放血療法，導致

一千七百多年來殺害大量的病患。但沒有深思放

孫子思維探微

著者／李明正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系主任、副教授

《孫子兵法》成書至今，成為中西兵學與相關研究的重點。不僅我國歷代君王、軍

事將領與文人學者承襲、論述不斷，鄰近的韓國、日本與西方的歐美也都如此，甚至

還延伸至企業管理、人際關係與藝術領域。就連全球首富比爾・蓋茨都坦承，其事業經

營是受到孫子的啟發。本文主要目的乃從思考為研究途徑，藉著思考的界定、種類與

基礎，以及戰略思考判斷的三個指標，探究孫子的兵學思考的核心與限制因素。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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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療法所造成的身體傷害，致使美國開國元勳喬

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1799年病倒

時，醫師群殘酷地為他放血，結果奪走了這位

偉人的性命。11到了十九世紀醫學已經高度發展

的時刻，《獨立宣言》簽署者之一的名醫班傑

明.羅許（Dr. Benjamin Rush）仍靠放血治療黃

熱病，包括他自己。更有甚者，這並非是過去民

智未開才會有的現象嗎，據估計美國人每年花費

一百億美元在不實療法上。12 

除了錯誤與偏差的觀念危害之外，以某一單

項科學來解讀複雜的世界，或當做解決一切問題

的答案，也會導致以偏概全而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的困境。現今坊間書店出現許多以經濟來思考、

解釋並解決問題的書，例如芝加哥經濟學家所寫

的《蘋果橘子經濟學》，全球大賣超過四百萬

本，其目的就在試圖以市場邏輯來解釋一切和人

有關的事物，說明我們如何思考與如何行事。但

是，我們所遭遇的所有問題，真的只要靠經濟

邏輯就可以迎刃而解嗎？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的羅倫斯・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

1992年12月12日簽署了一份內部備忘錄，其中，

他寫道：「我們私下坦白說，世界銀行難道不應

該鼓勵更多污染性工業轉向低度開發國家嗎？」

他繼而強調：「我一向認為人口稀少的非洲國家

污染程度太低了…，我認為，把大量有毒廢棄物

倒在最低薪國家，這在經濟邏輯上無懈可擊。」

結果可想而知，他這樣的主張致使群情激憤。儘

管就經濟邏輯而言，誠如桑默斯之言，的確「無

懈可擊」。但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

對此評論：「很蠢，就連以內部備忘錄來說都

是如此。」巴西環保署署長魯曾柏格（Jose 

Lutzenburger）還為此致函桑默斯並寫道：「您

的主張非常合乎邏輯，但卻全然瘋狂。」13

對於國家戰爭的決策與軍事觀念，孫子特別提

醒此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換句話說，有關戰爭的思考與觀念，對於一個國

家的存亡興衰是如此的重要，千萬不可掉以輕

心，必須慎思、慎戰。

參、從歸納法、演繹法與辯證法

論孫子

孫子的思想與易經息息相關，而易經並非二分

法式的看待世界，而是類似佛家的「空」，亦即

「吉凶，存乎辭也。」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好還

是壞，並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而是看你從哪個

角度想。如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一樣，正面思

考裡面也存在著反面，反之亦然。因此，孫子強

調，「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有關思考的種類，作者贊同程國政在《孫子兵

法知識地圖》的論點，他主張「思考」基本上可

分為歸納法與演繹法，彼此相反卻又相成，互相

循環；另外，辯證法則屬進階性的思考，主要在

解決矛盾對立的思考方法。14

一、歸納法

所謂歸納法，簡單來說就是將不同的事物，尋

求其共相，所謂共相就是共同有的或是共同沒有

的，或是尋求其法則、規律、定理。因此，歸納

是將具體紛雜的世界現象，透過抽象化的過程抽

取其同質性的原理。如此，有助於我們將紛亂的

世界各種狀態，精簡成容易理解的環境規律。15

例如，伏羲氏將當時人類的世界歸納簡化為八個

卦象，然而到了周文王時代，由於人類文明的快

速增長，原來的八卦顯然不足以解釋世界運作的

樣貌，所以將八卦重疊成六十四卦，作為理解天

時、地利與人和的知識指標。

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卻相當的重要是，人類

至今一切知識，可以說形成於對事物的歸納。例

如，十八世紀的英國天文學家、數學家、自然科

學家與煉金術士的牛頓，被落下的蘋果打中頭部

之後，就思考著為什麼全世界的東西都是往下

掉，而不是往上飄。因此，他進行了許多實驗之

後，歸納出萬有引力定律，該項定律成為物理學

發展新的里程碑。由此可知，歸納是一切知識產

生的基礎。

歸納也是預測的重要指標，因為我們可以從

事物當中歸納出法則，並且從法則推估即將要到

來的事情，這就是預測。希臘的字彙中沒有「未

來」，是因為希臘人認為未來是過去路徑的延

伸，這就說明了，對於過去的歸納，有助於我們

預測未來。中國的《易經》坤卦也有句話叫做，

「履霜，堅冰至。」踩到地上的霜，那就意謂著

冬天即將要來臨了，這就是一種基於四季規律循

環的一種預測。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開頭

便直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6也是作者對於中國歷史的一個歸納。

有智慧的人，會去吸收古今中外偉大人物所歸

納出來的道理，如此就能夠很有效率獲得寶貴的

知識與智慧。17例如，許多企業領導人喜歡向前

人取經；永豐銀行總經理江威娜特別愛讀歷史，

可以從中學習決策之道；前亞都麗緻總裁嚴長壽

則偏愛傳記，尋找價值觀相近的偉人做為「人生

引路人」。18《孫子兵法》的形成過程中所採取

的思考，當然也不例外，在十三篇內容中，不僅

引用過去兵法的章句，整部兵法也可說是前此戰

爭經驗的歸納結晶。

二、演繹法

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在十八世紀

曾經談過，演繹法是一種邏輯論證：如果前提

（起始假設）是真的，結論必定為真。19因此，

休謨提出了「黑天鵝」的說法。簡單來說，所謂

黑天鵝，是指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它具三

大特性：不可預測性；衝擊力強大；以及，一旦

發生之後，我們會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

不如實際上那麼隨機，而且更易於預測。2008年

發生在美國並衝擊全球經濟的金融危機，就是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所論及的「黑天鵝效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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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天，美國爆發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

危機發生後，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遭到國會質詢。民主黨議員亨利瓦

斯曼（Henry Waxman）質疑道：「你發現你秉持

的世界觀、意識型態其實並不正確，如今這些都

沒有用了？」葛林斯潘則回答：「這正是讓我倍

感震驚的理由，因為就我約四十年來的經驗，在

加上可觀的證據來看，這套體系過去運作得極為

順暢。」21葛林斯潘之後也一再表示，他真的不

知道這種事會發生。22可見，葛林斯潘過度信任

經驗所歸納的知識，忽略投資環境與人的改變。

歸根結底，演繹法是將抽象的理論、定律、

法則、規律與經驗等歸納後的知識，假設為真，

再延伸到具體事物上，以驗證其有效性。畢竟，

歸納出來的知識，往往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而

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23誠如柏拉圖所指

出，了解任何一個知識範疇的方法，就是檢視其

中的個別實例。24這也就是孫子會強調「因敵制

勝」的主要原因。畢竟，「戰勝不復」，你不能

每次都用同一招式來打敗對手，因為他會學習、

會改變，他也會歸納你的行為模式，進而找出擊

敗你的方法。

三、辯證法

曾被《時代》（Time）雜誌譽為「人類潛能

的導師」，並入選為全美25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之一的柯維（Stephen R. Covey），在《第三種

選擇》一書中認為，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我們所

面對最嚴峻的問題，甚至是那些看來幾乎完全無

解的難題。有一條路可以穿過人生中幾乎所有的

困境及分歧；有一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大步向

前。它不是「你的」方法或「我的」方法；它是

一個超越你我的方法，柯維稱之為「第三選擇」

（the 3rd alternative）。25

柯維說這是任何人都未曾想過的好方法，那

絕對是言過其實，因為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這樣

的思維，柯維的貢獻則在於他更清楚簡易的為大

家說明。他說，大多數的衝突都有正反兩方，我

們都習慣用「我們」來對抗「你們」。我們是好

人，你們是壞人。我的團隊是對的、公義的，你

的團隊是錯的、甚至毫無公義可言。我的動機純

正，你的動機比較複雜。這是我的場子、我的團

隊、我的國家、我的孩子、我的公司、我的意

見。這些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種族歧視、偏見

與戰爭。對此，柯維主張，我們可以藉由一種尋

求綜效（Synergy）的流程，可以達到「第三選

擇」。26然而，追根究底，柯維的「第三選擇」

與「第三條道路」、「新中間路線」一樣，27都

是辯證法的具體應用。

辯證法可以說是思考的一種進階形式，因為

他主要的作用在於產生策略。《從A到A＋》作

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1995年在《企

業》(Inc.)雜誌發表了「打造永久的企業：擁

抱『而且』的魔力」（Building Companies to 

Last: Embrace ‘the Genius of And）一文，

在文中他提出企業之所以能卓越的關鍵，在於擁

抱光譜的兩端：持續與變革、保守與進步、穩

定與顛覆、可預期與混亂、傳承與重生、基本

原則與瘋狂。誠如菁英領導力解決方案（Excel 

Leadership Solution）總裁暨執行長黛波

拉.施洛德—索勒尼耶（Deborah Schroeder- 

Saulnier）所指出，有了辯證性思考與實際作

法，衝突就能變成對話，互相拉扯就能變成邀請

對方合作，敵人也能變成朋友，原本不可能的也

能化為可能。因此，她認為矛盾思考可以作為個

人生活與事業發展的工具，在解決問題時非常輕

鬆便能上手。282016年，鴻海總裁郭台銘即將完

成對日本夏普公司的併購時，有台灣記者提問：

「鴻海是台灣企業，台灣企業如何管理一家日本

企業呢？」郭台銘對此不疾不徐地答道：「這不

是台灣企業買日本企業，鴻海是全球企業，夏普

也是全球企業，這是兩家跨國企業的合作。」29

郭董的回答也採取辯證法的思考，即在於「執兩

用中」，從事物的正、反兩面的探討，尋求更高

一層次的、動態的發展與解決方案，為人類帶來

創意、提供動力。30

其實博奕也是辯證法的應用。只是，最好的

策略往往是在洞悉雙方結構之後所訂定的策略。

「博弈理論」（game theory）用來分析決策人

員之間的競爭或合作互動，對棋局或整體社會都

適用。31我們可以從普通遊戲（如井字遊戲或西

洋棋），得到一些賽局的通則，這類賽局擁有完

全資訊，因為所有參賽者都知道規則、可能選擇

和遊戲歷史。這表示參賽者可以對賽局有全盤計

畫，能掌握特定的應對方式來應付賽局中任何可

能事件，以純策略贏得賽局。博弈理論更重要

的意義在於，這些競賽可做為其他互動形式的類

比，用來分析真實世界的情況，例如飛彈防禦、

勞資協商、削價競爭等。32 

由此可知，辯證法的思考模式，是以歸納、演

繹為基礎所產生的更高一層思考模式，因為辯證

性思維克服人類二分法所導致的思考困境，進而

探尋不是戰爭就是和平、非你死就是我亡的雙贏

策略。理解這一點，相當有助於我們接下來所要

探討的孫子兵法思維。因為，孫子兵法沿襲易經

陰陽對立卻又相反相成的辯證性思維。33在這方

面，大多數人認為，孫子的「上兵伐謀」的意思

是以謀略來制敵勝敵。但筆者認為如此解讀，其

實窄化了孫子的思想，畢竟他認為最高的戰爭境

界是「屈人之兵」與「全國為上」。如何透過雙

贏的方式，同時可以滿足國家安全與利益，才是

孫子認為的最高境界。對此，協助敵人解決必須

和自己兵戎相向的苦衷，才是正確的第一步。畢

竟，誠如孫子兵法後面所論證，發動戰爭是要付

出相當慘重代價的。

肆、思考的基本點

無論是歸納、演繹還是辯證性的思考模式，

都必須基於一個基礎才能進行。什麼是思考的基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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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7

孫子思維探微

礎？就是「假設」，也叫做預設立場，意指在我

們還不具備對某件事情的真相知識之前，我們首

先會假想這件事情是如何，然後藉著歸納或演繹

來進行進一步確認。事實上，我們99％的知識，

都來自於假設。 34假設可說是在萬無頭緒情況

下，姑且採取某一認知所進行的思考起點，直到

證明為真或是假為止。35例如剛才提到的牛頓，

就是以「重力」作為解釋世界運行的思考基礎；

自由經濟主義鼻祖亞當斯密則以人性的「理性

與自利」作為思考經濟學的思考起點。而個「自

利」假設，隨後被沿用到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

主義之中。

既然是假設，我們對此的基本態度就是這不

一定是對的，或至少僅是暫時是對的。英國哲學

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就認

為，任何假說的關鍵特徵就是它必須有「可否證

性」，否則便是偽科學。36例如剛才提到，傳統

經濟學的基礎，是基於人是理性動物這樣的假設

才能成立。然1979年兩位以色列學者丹尼爾.康

納曼（Daniel Kahneman）和阿默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卻證明人的決策恰恰和經濟學

所主張的相反，既不客觀也不理性。康納曼與特

沃斯基確認，人比較在乎的是趨避風險，而不

是追求最高利潤。37也無怪乎著名經濟學家凱因

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言一語中的：

「市場上非理性的狀態可能會持續很長，甚至到

你破產的時候。」不過，誠如蘇西.歐曼（Suze 

Orman）所言，人在花錢的時候，經常很情緒

化，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因此也不會理性的預

算。38

人類無法接受創新的概念和新事物，這並不

僅限於無知的人。常常最有知識的人，才會更受

限於既有的知識，使他們思考僵固，排斥所有新

想法。39美國甘迺迪及詹森總統時代的國防部長

羅伯‧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以被稱

為「最棒及最聰明」的人之一聞名，但他和他的

同僚擴大越戰規模，堅信如果越南落入共產黨之

手，整個東南亞都會隨後淪陷，而美國的安全

會遭到危害。他們的確信不是來自任何認真的

分析。事實上，直到1967年，才會針對這個關

鍵預測的認真分析，那已經是做出擴大戰事的決

定之後許多年，但除了總統以外沒有給任何人閱

讀，這位最聰明的國防部長也是數十年後才知道

有這份報告存在。「我們的決策基礎有嚴重的缺

陷，」麥納瑪拉在他的自傳裡寫道：「我們未能

嚴格分析我們假設，當時或之後都沒有。」40

更有甚者，我們往往不把觀察結果當做假設，

反而當做既定事實，沒有詳加查證，導致我們會

相信其實並不存在的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可

以發現一般人會基於某項理由、立場與感情因

素，將假設作為認知事件的不變基礎，就算事

實證明假設有誤，也無法撼動此一預設立場。

美國康乃爾大學心理學教授湯馬斯‧吉洛維琪

（Thomas Gilovich）指出，如果懷有預設立

場，往往只看到自己喜歡的事證，做出自己偏好

的判斷。41社會心理學家康妲（Ziva Kunda）也

提出相同看法，認為我們確實容易相信自己想要

相信的事物，但也會考量客觀佐證，以及能否

「解釋得合情合理，冷靜客觀的說服自己。唯有

找到充分佐證，才會做出結論。」這顯示，一般

人往往自認客觀，絕少認為自己的某個想法毫無

根據，純屬盲信。42換句話說，由於我們幾乎總

有辦法找到幾個支持佐證，一旦預設問題失之偏

頗，我們往往得以印證自己偏好的論點。因此，

受到個人偏好的影響，我們會不斷蒐集例證，消

除模糊空間，最終得到自己喜歡的結論。基於這

樣的原因，社會上常常出現一些看似無誤但其是

大錯的迷思（Myth）。43

「當事實改變，我會改變想法」，赫赫

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表示，「你會怎麼做呢？先生？」不

過，一般人會產生「認知失調」（congnitive 

dissonance）的狀況。認知失調這個術語是費斯

汀格用來描述我們感受的的內在緊張感，此外，

還有我們的信念受到證據的挑戰時。44從心理學

「認知失調」的角度而言，扭曲事實以符合自

己的利益，或是給自己行為一個合理化基礎，

可以說是人之常情。45億萬金融家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常說，他的成功的一個關鍵部

分，是他抽身後退的心理習慣，如此，他可以評

斷他自己的想法，並提供不同視角給他自己。46

比恩（Billy Beane）：美國大職棒聯盟球隊的

總經理，因路易士（Michael Lewis）的著作及

好萊塢同名電影「魔球」而聞名，他徹底顛覆棒

球界傳統對球員價值的假設，讓球隊在參數範圍

內使用統計資料來提高競爭力。47 

至於孫子的思考，則是基於「五事七計」所

構成的綜合力量對比，作為思考與評估起點。因

此，孫子指出，「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

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而「先知者，不可取於

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

伍、從戰略思考指標論孫子 

無論是《易經》還是兵法，提供三個判斷的

標準，作為我們認知與行為的輔助，那就是「力

量」、「空間」與「時間」。48凡合於力、空、

時三項條件者，可以接受並採取行動，符合愈少

者則表示情報與消息愈有問題。除了作為篩選資

訊是否可用之外，力、空、時三項元素還可以作

為擬定策略構成條件。

一、力量

（一）力量具有相對性質

我們有時候會在不明敵我力量對比的「自不量

力」情況下，輕率與對方開戰或競爭，悲劇因此

無法避免。一個國家、組織或個人的力量，其實

沒有絕對的強或弱，那看要跟誰比。一個力量弱

的人，遇到比他更弱的，相對而言就成為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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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一個力量強大的人，碰到更強大的對手，

相對而言就成為弱者。孫子也非常重視力量虛實

的相對性，作為兵法策略的基礎應用。

（二）力量強弱具有多元性

面對全世界正規軍力最強的美國，許多國家

採取所謂的「非對稱作戰」，也就是打游擊戰、

金融戰或對美國本土進行類似「九一一」的恐怖

攻擊，都是這個策略的運用。例如，美國在面對

中國時擁有超過20年的軍事戰力優勢，雙方若打

一場非核武的正規戰爭，勝負誰屬無庸置疑。然

而，北京卻擁有著最龐大數額的美債，一旦必

要時大量拋售，雖然對大陸也會造成傷害，但美

國金融崩盤性傷害機率更高。49所以，是強還是

弱，看你從哪一個角度、哪一個面向切入而定。

以此觀之，孫子的「道、天、地、將、法」與間

諜的運用，在在顯示力量多元性的互補或增強性

思考。

（三）力量並非靜態的

力量永遠在改變，而且隨著時間、力量消耗與

地理位置而消長之中。因此與許多人想像的不一

樣，無論多細微，力量都呈現變動的狀況，只是

不到明顯的程度，一般人不易察覺罷了。這就是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一直關注誰會是下一個想要

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的原因。有關力量的變

動性，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所強調的「敵進我退、

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50就說明了

敵我雙方在敵強我弱的情況，會隨著敵人的力量

持續消耗而相對我方力量逐漸增強，一旦超越敵

人就是攻擊敵人的好機會。51嘉南藥理大學國際

長余元傑教授認為，目前中國大陸在東海與南海

的區域戰略，以及對美國的戰略都採取類似的思

維，力量不敵對手時，尋求妥協空間並願意做出

戰略撤退，隨著力量彼消我長到彼此對等時，就

會採取戰略相持的策略，一旦力量超越敵手後，

就會毫不考慮採取反攻的策略。52孫子亦然，不

同兵力規模，則有不同的策略思考，因此強調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

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四）力量是關鍵性的巧力

無論中醫或中國武術，點穴是以小力獲得大

效益的方法。在西方，法國的拿破崙也曾強調，

所謂的戰略，就是將兵力集中在對戰爭具有關鍵

性地方的策略；即使到現在，前國防部副部長林

中斌也認為，資訊時代中共解放軍對台的作戰方

式，是「點穴戰」，同樣也是避實擊需思維的運

用。同樣的，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

其回憶錄指出，中國傳統政治，從漢朝到毛澤東

掌控政府與共產黨的方式，就是製造黨派鬥爭、

在位高權重的人士間挑撥，好讓內鬥越演越烈、

互相猜忌、對立，並從中獲得掌控全局的力量。

53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Kissinger）在《論中

國》（On China）一書裡也認為，「分而治之」

是中國從古至今內政與外交的極為重要的關鍵手

段。54孫子在兵法中也強調，我專為一，並力求

將敵分為十，藉此形成擊潰敵方的「巧力」。

二、空間

空間是擬定策略第二個必須考量的因素，孫子

兵法對於空間有很清楚的敘述，但他提到的是物

理性的空間，而事實上空間還含有順序與關係等

結構性空間。

（一）在物理空間上致勝的關鍵在於「以逸待

勞」

在作戰上，攻方所付出的傷亡代價，往往是守

方的三倍，若不諳地形、錯置兵力部署，將更雪

上加灀，讓敵方有機可趁。三國時期，劉備的大

將關羽被殺，令劉備非常憤怒，於是親自率領軍

隊攻打吳國。蜀軍從長江上游順流進攻，軍隊氣

勢如虹，連連獲勝，士氣高昂，最後來到彝陵、

哮亭一帶，深入吳國腹地。陸遜對蜀軍觀察了一

段時間，對隨從說：「蜀軍的戰線綿延數百里，

難以兼顧首尾，而且又在山林紮營，犯下了兵家

大忌。看來我們的時機已到」。吳軍突然發動進

攻，令蜀軍一時措手不及。55陸遜這場戰爭中創

造了以少勝多、後發制人的戰例，成為歷代將領

的重要參考。

有關物理空間的另一個重要案例，非「退避

三舍」莫屬。西元前633年，楚國和晉國的軍隊

在作戰時相遇。晉文公為了實現他許下的諾言，

下令軍隊後退九十里，駐紮在城濮。楚軍見晉軍

後退，以為對方害怕了，馬上追擊。晉軍利用楚

軍驕傲輕敵的弱點，集中兵力，大破楚軍，取得

了城濮之戰的勝利。「退避三舍」說明了以退為

進，讓楚軍因為驕傲而露出失敗的破綻，讓雙方

力量因此而有決定性的改變。

（二）空間可區分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

不過，囿於時代的限制，孫子未能預見虛擬

空間時代的到來。1994年，亞馬遜成立網路書店

時，美國已經被三大書商所壟斷，要在實體店

面打敗這些大型書店，機率非常低。然而，亞

馬遜從虛擬空間開拓市場的結果，迫使其他書

店跟進，但由於為時已晚而遭到財務重整的命

運。至於亞馬遜呢？現在已經不是單純賣書了，

其商品數量跟台灣人數相當，2300餘萬種。哈瓦

斯廣告集團（Havas Media）策略暨創新資深副

總裁湯姆‧古德溫（Tom Goodwin）2015年3月3

日在科技新聞網站TechCrunch.com上發表文章裡

頭指出：「Uber是全球最大的計程車公司，但連

一部車都沒有；Facebook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媒體

網站，但不製造任何內容；阿里巴巴是全球市值

最高的零售業者，但沒有任何庫存；Airbnb是全

球最大住宿提供業者，但沒有任何房產，豈不妙

哉？」這段內容，不僅被《世界是平》的作者湯

馬斯‧佛里曼在第七本著作中引用，56年初一場

兩岸經濟研討會上，我因為聽到台大經濟學教授

林建山在言說中，引用古德溫的說法，來闡述經

濟發展前景，因此印象特別深刻。從虛擬連結物

理存在的服務，不僅大行其道，甚至還成為現下

許多企業公司的致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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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上，中國因為在實體軍力上不是美軍

的對手，雙方差距大約二十年，但卻在網路上不

斷攻擊美國各個重要部門的網站，竊取資料並植

入病毒，因而引起華盛頓的抗議與制裁。在現今

國際社會中，要真槍實彈交戰有其難度，因此在

兩國爆發政治齟齬或衝突時，虛擬的網路交戰早

已開打。駭客可以破解防火牆，進入美軍指揮控

制系統，再偷偷植入外來代碼，這足以造成一場

災難。以2003年至2006年這段時間為例，中國駭

客針對美國的國防和航太系統，發動了一系列精

心策劃的網路攻擊。57在發現和防堵安全漏洞之

前，「泰坦雨」（Titan Rain）攻擊已經從美國

國防部、五角大廈、太空總署、洛斯阿默斯實驗

室（Los Alamos Laboratories）、波音公司、

雷神公司和其他各單位竊取到許多機密軍事數

據。「泰坦雨」攻擊清楚說明中國如何以網路戰

這種以小博大的非對稱戰術來瓦解敵軍的正規軍

力。58

2013年，北京再度故技重施，這回潛入美軍

諸多高科技武器控制系統中，包括F-35聯合攻擊

戰鬥機、V-22魚鷹傾斜旋翼飛機、終端高空區域

防禦導彈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Missile System）、愛國者先進能力

反導系統（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ies 

Antimissile System）、神盾彈道導彈防禦

系統（Aegi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甚至是美國非武器的飛行器系統「全

球鷹」（Global Hawk）。59光是機密武器情資

外流已經夠嚇人，但在這些事件中，真正可怕的

地方在於中國大陸不只是要情報而已。現在看起

來，他們到時只要輸入專案控制碼，便能擁有美

軍的完全控制權。60

三、時間

時間是擬定策略的第三個考量因素，孫子同樣

對時間有相當明確的概念，但是一般人認為他提

到的是物理性的時間，卻不深究孫子更重視「知

可以戰與不可以戰」，以及「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中的時間消長意義。

（一）時間轉變力量

春秋時代的「臥薪嘗膽」成語的典故，就是說

明時間重要性的絕佳教材。春秋時代，越王句踐

被吳王夫差打敗了；夫差要句踐夫婦到吳國去，

擔任守墓和養馬的工作。句踐雖然被俘擄，但是

並沒有打消復國報仇的志願。句踐回國之後，立

志要洗雪滅國的恥辱，經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越國強大起來以後，終於打敗吳國。61一般

成語教材都會拿此比喻，「人要刻苦自勵，決心

圖強，以達到自己已定的意願。」但卻忽略了20

年寒暑的等待與時機的掌握。對孫子而言，陰

陽、寒暑與時制都是能夠轉換成力量的重要時間

因素。

（二）時機決定成敗

在過去科學發展的歷程中，許多發現地球並不

是宇宙中心的科學家，因為違反了聖經的教誨與

論點而最終遭到拘禁甚至殺害。在這一點，達爾

文是相當聰明的，他雖然從「小獵犬」號探險歸

國就發現演化論的觀點，並在1839年完成《物種

起源》的論述，但卻隱忍了20年直到宗教界較為

寬容，且另外一個競爭對手華萊士也即將要提出

「演化論」時，才勇敢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儘

管遭到媒體的諷刺，但仍然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

科學家之一。

其他方面的案例也很多，有許多現今知名的

音樂家與畫家，在拍賣會上總能因賣到極高的價

格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但事實上他們大多數

人在生前因為不被欣賞而飽嘗窮困潦倒之苦。不

過，畢卡索卻創造出有利於他的時機，他將自己

的畫作大方分送給媒體記者，而這些媒體記者為

了抬高畢卡索畫作的價格，因此不遺餘力地為

他宣傳，使他與他的作品身價大漲而享有盛名。

有趣的是，美國經濟學家大衛‧葛蘭森（David 

Galenson）發展出一套統計方法，用以計算哪些

藝術作品才有意義。如果你問他最知名的作品是

什麼，根據他計算的結果是畢卡索的「亞維儂的

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nyo）。62就孫

子而言，其對時機的思考展現在，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同時，他也強調，不可勝在己，

可勝在敵，因此如何掌握時機，是作戰致勝的重

要關鍵考量。

陸、孫子的核心思考

香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馮睎乾教授指出，大

眾對語言學習有個盲點，總以為有海量詞彙就能

提升語文能力，卻看不到「意念」才是水平高

低的關鍵。例如洪邁《容齋四筆》記蘇軾談作

文，說你想在市集購物，先要有錢，想寫好文

章，先要立意。63袁枚《續詩品》說：「意似主

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紅樓

夢》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詩：「詞句究竟

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這個「意」包括

「理」，不在詞彙多寡，更取決於邏輯思維。64

所謂「意」，就是思考的起點，也是孔子一以貫

之的「道」。而孫子的思想，也有其一以貫之

道。

一、本質思考

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Roland Berger 

Ltd.）執行董事、資深合夥人、慶應義塾大學特

聘教授平井孝志（Takashi Hirai）在《本質思

考：MIT菁英這樣找到問題根源，解決困境》中

指出，「現今的時代，想要在思考時導出結果，

並以此為根據做出決策，最重要的就是不被眼前

的情報和表象事物迷惑。」他稱這樣的思考叫做

「本質思考」；65仔細思考一下，我們會發現所

有中西方大師級的智者，也就是那些如司馬遷所

論，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者，都具備穿透紛亂事物表象，看到問題本

質的能力。例如達爾文先生從「適者生存」解釋

物種的變化之道；佛洛依德從性趨力說明人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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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後的心理動機；經濟學者以「人是經濟理性

的動物」為論述起點；政治學家則以「人是政治

性動物」作為思考的基礎。此外，不論你是否同

意，影響20世紀甚鉅的馬克思從「階級鬥爭」看

到人類歷史演進的動能。

比較現代一點的，因為《蘋果橘子經濟學》

而爆紅的兩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在續集

之後，決定將他們的思考核心技術與假設，公

諸大眾；67國內以預測聞名的經濟專家王伯達，

也在著作中提供自己能夠精準預測股市、金融

動態的方法及判斷的指標；68《世界是平》暢銷

書的作者湯瑪士・佛里曼在《謝謝你遲到了》書

中，也對願意分享人生故事的停車場員工博吉亞

（Ayele Z. Bojia）傳授專欄寫作的「心法」，

就是寫作目的在影響別人、激發反應，而非只是

告知，因此必須從某個角度切入，令人折服，才

能夠扭轉讀者的想法和感覺，改採全新觀點來看

一個議題（說到底，他的心法就是在前面所述的

「假設」下功夫）。69當然，剛才所提到的至聖

先師，則是以「忠恕」作為一以貫之的精髓。孫

子呢？

二、孫子以「虛實」一以貫之

台大歷史系教授呂世浩論及，中國文化認為，

萬事萬物皆有兩端，陰陽、虛實、正反、表裡等

等都需涵蓋，才是完整的整體。70根據統計，中

國歷代註解批校《孫子》者210家，版本近400

種。71但綜觀自古以來《魏武帝注孫》、《十一

家註孫》、《武經七書》，到現代的《孫子兵法

與現代戰略》、《孫子兵法與周易》等，無一不

是逐句逐字地解釋、考究，雖說如此有助於我

們理解《孫子》的思想，但卻往往「小學而大

遺」，無法深入孫子思想的骨髓。例如，曹操在

「孫子序」一文中指出，「孫武所著深矣。審計

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

訓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

解焉。」可惜，他自己也有解釋錯誤的地方，而

遭到其他孫子研究者所批評。

另外，程國政的《孫子兵法知識地圖》雖然

從資訊角度為思考基礎，將《孫子》做一個系統

性的分類與說明，這實在有利於讀者能夠以更簡

明的方式去理解《孫子》；然而，對於孫子為何

將「用間」擺在最末章，他卻百思不得其解。除

了後人偽作的可能性之外，他認為或許孫子僅在

充數而打破先前系統性的安排，毫無道理的增添

「用間」一章。程國政所忽略的是，《孫子》並

非以資訊系統作為思考起點，因此程國政的資

訊系統起點來看《孫子》雖然在相當程度上若合

符節，但終究有其分歧之處。72但若重回以「虛

實」為思考起點，來審視《孫子》或許更能貼近

孫子有關兵法的想法，至少「用間」篇不會如此

突兀。

《孫子兵法》是孫子對於戰爭思考的結果，

但這思考不是只有孫子的，而是歸納自前人的兵

學智慧，並在實際作戰中進行演繹與驗證而來。

由於《孫子》以系統而精鍊的思考模式，完整的

概括戰爭全程應思考的要素。因此明朝茅元儀在

《武備誌》「孫子兵訣評」中有云：「先秦之言

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

遺孫子」。《孫子》之所以與眾不同之處，在於

孫子以「虛實」作為思考的基礎。這一點，唐太

宗就說得十分明白，他在《李衛公問對》中對李

靖說道：「朕觀夫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

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焉。」

三、虛實，存乎辭也！

東方思維和西方思維最大的不同，在於看待事

物永遠有陰陽兩面，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想要

生生不息，就必須陰陽並存。73《易經》上說：

「吉凶，存乎辭也。」意思是說，這件事情是好

是壞，並不是好壞本身，而是你如何看待。在沒

有確定事物性質之前，它處於佛家所謂「空」的

狀態。孫子顯然也是如此思考虛實，雖然他當然

沒有說出「虛實，存乎辭也」這樣的話，但從孫

子所說的「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以及「以

迂為直、以患為利」的主張，就可以知道虛與實

不僅是動態而非靜態的，更重要的是，虛實是相

對的和多向的。動態容易理解，相對也很容易明

白，但多向則是指某一件事情在一（或多）方面

是虛的，但在另外一（或多）方面則是實的，這

有一點像是德國哲學家的「二律背反」，再說清

楚一點，就是凡事都有兩面性。

孫子主張事物的兩面性，造就虛中有實、實

中有虛。有趣的是，1966年出生，卻因為八個月

大時的一場高燒導致小兒麻痹症，因此必須終

身拄著枴杖的「火星爺爺」在TED×Taipei演講

中指出，「你們看我拿著枴杖，我是不是『沒

有』你方便？我的確『沒有』你方便，但是，

我遇到的天使一定比你多。」讓台下聽眾為之動

容，並報以笑聲和熱烈掌聲。74火星爺爺透露，

因為Google去問眼鏡不能做什麼，因此創造出

Google眼鏡；Apple去問手錶不能做什麼，因此

Apple Watch誕生，這些過程就是把「不能」變

成「能」。其實，人類的演化過程，就是一部把

不能變成能的歷史。75「爺」、「孫」倆談的其

實是同一個道理，虛實不僅是相對的、動態的，

有時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如果創意夠，甚至可

以以虛為實（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亦同）。

柒、結語

本文是筆者戰略研究與兵法教學多年來的上

課部分內容整理而成，從前面分析可知，孫子的

思考具有普遍性，這包括歸納法與演繹法互補互

強的運用，然而柯維所論的「第三種思維」的嶄

新解決問題方案，其實對中國而言再熟悉不過的

陰陽、虛實、正反的辯證性思考。從中，也可以

看到孫子以虛實作為思考獨特的基礎，因此我們

不僅可以從虛實的角度系統性的解讀十三篇的內

容，同時也能說明為何用間篇放在最後壓軸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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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不過，誠如北京「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翟東升所強調，「今天的戰略思想家，從

《孫子》這樣的古典兵法中尋求智慧，也應當充

分意識到它勢特定時代下特定遊戲規則，不能簡

單地移植和模仿。」76例如，在十九世紀以前的

軍事家包括拿破崙在內，由於科技發展緩慢，因

此在戰略著作中都不重視科技的作用，這在網路

興起、人工智慧加速進展的時代，顯然有其限制

因素。如何繼承孫子思考技術，演繹於資訊時代

的戰爭，另期能突破時空限制持續發揚光大，有

賴於吾人客觀洞悉孫子思維「虛實」，並能進一

步「以虛為實」。

許成準著、黃琳雅譯，圖解超譯孫子兵法（新北市：楓樹林出版社，

2016年5月）頁2。

布里辛斯基於本文完成初稿後於2017年5月26日過世，張加，「陸美

建交推手 布里辛斯基逝世」，聯合報，2017年5月27日。

參見蘇靜主編，孫子兵法指南書（北京市：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

頁9-14。

賴廷恆，「全球政要愛讀中國書 《孫子兵法》夯」，旺報，2016年12

月22日。

吳建德，「孫子思想探微」，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60期，2017年9月，

頁12。

John Rampton, “25 Books Jeff Bezos, Mark Zuckerberg, and 

Other Top CEOs Recommend”, Inc., July 8, 2016, http://

www.inc.com/john-rampton/25-books-top-ceos-recommend-you-

read.html

孫偉帥、邵龍飛，「孫子兵法研究︰創新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在蘇

州舉行」，中國軍網，2016年11月23日，http://www.81.cn/big5/

jwgz/2016-11/23/content_7373477.htm

轉引自「中國外交戰略遵循《孫子兵法》」，中國評論新聞網，2015年

5月8日，網址：http://hk.crntt.com/doc/1037/4/3/4/103743443.html

?coluid=59&kindid=0&docid=103743443&mdate=0508064038

洛蕾塔.拿坡里奧尼（Loretta Napoleoni）著、秦嶺、小路譯，流氓

經濟（Rogue Economics: Capitalism’s New Reality）（台北市：

五南出版社，2012年出版二刷）。

牛頓，「給羅伯特‧胡克的一封信」，引自維基語錄，自由的名人名言

錄，https://zh.wikiquote.org/zh-tw/艾薩克‧牛頓

1

2

3

4

5

6

7

8

9

10

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與丹.賈德納（Dan Gardner）

著、蔡裴驊譯，超級預測：洞悉思考藝術與科學（台北市：日月文化

出版社，2019年9月）頁52-3。

Thomas Gilovich,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 : The 

Fallibility of Human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93) p.171-172.

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cal），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Det Enda 

Konet)（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16年2月）頁81。

程國政，孫子兵法知識地圖（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8年7月），第

四章。

中野明著、林詠純譯，別急著下結論：善用演繹法、歸納法（ロジカ

ル・シンキング実践ワークブック）（台北市：楓書房，2017年7月）頁33。

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市：好讀出版社，2008年2月），頁13。

陳芳毓，「讀書不用讀整本！學CEO用簡單６步驟，快速挑出書中菁

華」，經理人，2015年11月4日，http://www.managertoday.com.tw/

articles/view/51510  Brooks，「用最有效率的方法來閱讀 , 你

要先了解聰明人是怎麼讀書的 !」，520YAY，2017年10月21日，http://

www.520yay.com/2017/10/30.html

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吳研儀譯，哲學的40堂公開

課：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道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在哲

學的小旅程（台北市:漫遊者文化出版社，2016年5月）頁298。

參見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著，黑天鵝效應：如何及早發現最不

可能發生但總是發生的事（台北市：大塊文化，2008年4月）。

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cal），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Det Enda 

Konet)（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16年2月）頁127。

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著、廖月娟譯，灰犀牛：危機就在眼

前，為何我們選擇視而不見？（The Gray Rhino: Hoe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台北市：天下文化

出版社，2017年4月）頁33。

林正弘，邏輯（第三版）（台北市：三民書局出版社，2008年6月）頁

56-88。

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吳研儀譯，哲學的40堂公開

課：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道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在哲

學的小旅程（台北市:漫遊者文化出版社，2016年5月）頁22。

史蒂芬.柯維（Stephen R. Covey）著、姜雪彰、蘇偉信譯，第三種選

擇：解人́ 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維（The 3rd Alternative: Solving 

Life’s Most Difficult Problems）（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3

年3月）頁26-7。

同前註，頁29-30。

「第三條道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歐洲政治中出現。

人們曾經把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選擇稱為「第三條

道路」，把介於自由競爭式的資本主義與國家壟斷式的資本主義之

間的選擇也稱為「第三條道路」。參見郭武平，「全球化與第三條道

路」，https://www.google.com.tw/url?

黛波拉.施洛德—索勒尼耶（Deborah Schroeder- Saulnier）著、

郭恬君譯，跳脫只能二選一的矛盾思考法（The Power of Paradox: 

Harness the Energy of Competing Ideas to Uncover Radically 

Innovative Solution）（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15年6月）頁15-16、

125。

楊艾俐，郭台銘霸業（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年4月）頁18。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譯，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

扮演上帝（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頁188。

Myerson, R.,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Osborne, M. and A. Rubinstein，A Course in Game 

Theory,(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4).

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北京市：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頁12-60。

竹內薰，假設思考，撼動世界的新力量！（99・9%は仮説思いこみで判

断しないための考え方）（台北市：漫遊者文化，2014年1月）。

佐渡島庸平，我們用假設創造世界（台北市：采實文化，2017年5月）

頁36。

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吳研儀譯，哲學的40堂公開

課：從「提問的人」蘇格拉底道電腦之父圖靈，與大師一起漫步在哲

學的小旅程（台北市:漫遊者文化出版社，2016年5月）頁301。

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cal），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Det Enda 

Konet)（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16年2月）頁129。

Suze Orman, The 9 Steps to Financial Freedom: Practical 

and Spiritual Steps So You Can Stop Worrying, 2nd 

paperback ed. (New york: Crown/ Random House, 2006).

郝廣才，有一天（台北，格林出版社，2017年1月）頁92。

Robert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Vintage, 1996) p.33.

Thomas Gilovich,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 : The 

Fallibility of Human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93) p.73.

Thomas Gilovich,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 : The 

Fallibility of Human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93) p.111.

有關流行於社會錯誤觀念的精采事例，可參見果殼網，謠聲一變，別

被流言嚇傻了！（台北市：九・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

馬修昔德（Matthew Syed）著、威治、朱詩迪、林佑丞譯，失敗的力

量：Google、皮克斯、F1車隊從失敗中淬鍊出的成功秘密（台北市：

商周出版社，2016年6月）頁110-1。

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與丹.賈德納（Dan Gardner）

著、蔡裴驊譯，超級預測：洞悉思考藝術與科學（台北市：日月文化

出版社，2019年9月）頁235-6。

George Soros, Soros on Soros: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New York: Wiley, 1995).

李奧納德（Kelly Leonard）、約頓（Tom Yorton）著、黃靜雅譯，即興

力：反應快是這樣煉出來的（Yes, And: How I Improvision “No, 

But” Thinking and Improves Crea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Lessons from the Second City ）（台北市：遠見天下，2016年8月）

頁176。

李黎明，轉軌：變遷中的戰略思維，（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8

月）。

KBS《超級中國》製作團隊著、鄭匡宇譯，你  不敢正視的超級中國：

看13億人口、中國錢如何吞下全世界（台北市：今周刊出版社，2016

年2月）頁108。

徐焰，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11月）頁

21-22。

 Alexander V. Pantsov ,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p.36-82.

余元傑，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與兩岸關係（新北市：大揚出版社，

2017年3月）頁3-38。

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廖月娟譯，旁觀者：管理大師

杜拉克回憶錄（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6年5月）頁334-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pp.442-463.

參見羅貫中，三國演義。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著、廖月娟、李芳齡譯，謝謝

你遲到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指引（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年1月）頁149。

Brian Mazanec, “ The Art of (Cyber)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es, vol. 16, 2009, pp.3-19.

Jason Fritz, “ How China will Use Cyber Warfare to 

Leapfrog in Military Competitiveness”, 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er for East-west Culture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8, 2008, pp.28-80.

Mark Clayton, “Chinese Cyberattacks Hit Key US Weapons 

Systems: Are They still Reliabl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8, 2013.

Ewen MacAskill, “ Obama to Confront Chinese President 

over Spate of Cyber- Attacks on US”, Guardian, May 28, 

2013.

呂世浩，霸王之夢。

凱特林.馬歇爾（Katrine Marcal），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Det Enda 

Konet)（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16年2月）頁73。

「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

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馮睎乾，「學好中文，使乜識普通話？」，蘋果日報（香港），2016年06

月05日。

平井孝志，本質思考：MIT菁英這樣找到問題根源，解決困境（台北

市：遠見天下出版社，2016年9月）頁19。

 謝冰心意瑩等主編，新譯古文觀止（台北市：三民出版社，2012年）

頁446。

Steven D. Levitt, Stephen J. Dubner, Think Like a Freak: 

The Authors of Freakonomics Offer to Retrain Your Brain 

（Chicago: William Morrow, 2014）.

王伯達，預見未來：王伯達的思考力與全球五大浪潮（台北市：天下

文化，2012年）。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著、廖月娟、李芳齡譯，謝謝

你遲到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指引（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17年1月）頁36-7。

呂世浩，霸王之夢，頁5。

李健，「《孫子兵法》版本探究」，收錄在蘇靜主編，孫子兵法指南書

（北京市：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頁102。

程國政，前揭書。

呂世浩，霸王之夢，頁26。

鄭淳予，「一場說49次「沒有」的演講 ８分鐘振奮70萬人」，今周刊，

第950期，2015年3月5日。

洪寶山，「來自火星的爺爺 敢向沒有借東西」，理財周刊，第759期，

2015年3月12日，www.moneyweekly.com.tw

翟東升，「我不唱贊歌，否則無法進步」，收錄在蘇靜主編，孫子兵

法指南書（北京市：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頁29。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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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059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7

軍官與甜點的故事

夏日午後，下起了一陣滂沱大雨，走進了

「果菓森林」，老闆和老闆娘笑容可掬的迎接

著每位來訪的客人並細心地介紹著玻璃櫃內精

緻如藝術品般的甜點，而這些皆出自老闆「郭

吟丞」的巧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闆曾與

你我一樣是名捍衛海疆的海軍軍官，他畢業於

海軍官校96年班，曾擔任單田軍艦艦務長、逢

甲軍艦作戰長等職務。

今年5月他卸下了雪白的制服，參加了退除役

官兵職訓中心複合式烘焙班，6月底成立了「果

菓森林」，什麼樣的原因讓他決心退伍，一頭栽

進烘培的世界呢？身為海軍的你我都知道，因

任務性質使我們在海上漂泊的日子經常是漫長

且音訊全無，不希望讓年僅三歲的兒子在成長

過程中缺乏父親的陪伴，在和太太討論之後，

他決定離開服役11年的海軍。

那什麼樣的原因讓他與烘焙展開了邂逅呢？

他的妻子在閒暇時，喜歡烤些小點心，這啟

發了他學習烘焙的契機，他說一開始他對麵粉

低、中、高筋是一竅不通，除了參加烘焙班

外，他還買了許多烘焙知識與食譜的書籍，在

開業前，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經歷了無數

次失敗的成品後，才製作出完美比例的蛋糕。

那選擇「創業」是什麼原因呢？許多人都說

軍人退伍只能當保全、保險，或加盟雞排店，

他說他並不認同，或許創業的過程相當艱苦，

但是回憶起官校一年級的苦，這點挫折其實沒

有什麼。而且，烘焙是他的興趣也是個「幸

福」產業，他期待看見每位顧客享用完他親手

製作的甜點後，露出開心的神情。

天空放晴之際，享用完了美味的「小清新檸

檬磅蛋糕」，了解了甜點背後蘊藏的故事後，

帶著收穫滿滿的心情，踏上捷運準備新的旅

途。

後記

在這兩個多小時與學長的談話中，學長其實

不只告訴了我創業的初衷，他更是分享了「人

生哲學」。

曾經和我們一樣身為官校生的他，用他部隊

11年的經驗，告訴了我官校4年的生活教育，

其實是有意義的。在新生隊或許覺得生活相當

艱辛，但那些訓練是為了使每位官校生具備抗

壓性。此階段，每位學長姐們都稱新生為「小

老虎」，因為這時新生就像海綿一般具有高學

習能力且充滿熱忱。他對明年將任官的我耳提

面命，要將「小老虎」的精神延續至部隊，不

論到哪個單位都要保持學習的熱忱，並且記得

「滿招損，謙受益」，隨時保持謙虛的態度，

才能學習到更多事務。

再者，「多閱讀」，他分享了一則小故事，

在官校畢業之前，他從未交過女朋友，不太擅

長經營兩性關係的他，因此他讀了許多討論兩

性之間議題的書，之後也順利結交到女朋友，

如今也已結婚生子。然而，他用這個例子是來

告訴我「書中自有黃金屋」，要保持學習的習

慣，這也是身為一名軍官必備的。

此外我記得他在談話過程中，多次告訴我

「不要害怕」，在部隊不要害怕被罵，因為這

樣你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如同做蛋糕，不要

害怕失敗的成品，那樣才能配製出完美比例。

最後，創業並非是個簡單的工作，但是學長

憑藉著高度的學習熱忱，和他那無懼的精神，

是「果菓森林」從無到有的基礎。如同他告訴

我的，從軍中退伍後，除了具有一定經濟基礎

外，在這社會上，必須從零開始，在軍中所訓

練與磨練的態度，是在社會上打拼的本錢。

軍官與甜點的故事
著者／陳鈺婷
海軍官校正期108年班

在軍旅生涯中，

你是否曾想過「退休」呢？

你是否曾為退休後的人生規劃感到徬徨呢？

又或者你和我一樣只是個學生，

卻對10年或20年後的生活感到迷茫呢？

那來聽聽「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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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訓不外乎四大核心，3000公尺，手榴彈投擲，打靶以及震撼教育，尤其震

撼教育，想來我們這輩子是很難忘記了。在經歷過為期數週繁複瑣碎的練習後，

終於迎來了震撼教育，很不幸的，那幾日的天候都非常的不佳，儘管如此，我們

依然上陣。這一日飄著小雨，我們踏上了那充滿積水的測驗場地，第一站是彈

坑，因為下雨的緣故，裏頭全是積水，但我們依然全部躺了進去，後面的幾站只

要是伏進的基本上都是用游的了，也是個很有趣的體驗吧!戴上防毒面具後完全看

不到路，以及通過外壕時的重重考驗，現在回想起來，都有點訝異自己是怎麼跑

完的了，只記得跑完後大家那副終於結束了這一切的表情。

震撼教育已然結束，即將回到海軍官校，憶起當初那天堂般的日子，我們簡直

是期待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這時，我們還不知道真像是多麼的殘酷。那天早

晨，依然飄著小雨，換上了帥氣的白丙後，三軍之中海軍顯得相當突兀，海軍的

同學們各個容光煥發顯得相當有自信，頂著細雨，我們終於乘了歸程的車子，回

到海軍官校後開始發現，沒錯，一切都跟我們所想的不一樣，這裡的要求跟陸官

相比簡直高出好幾個層次，規矩，禮數等也都不盡相同，一切都得從頭學習，壓

力頓時如山嶽般壓在我們頭上，完美的體現了何謂生活即是壓力，睡覺，吃飯，

洗澡等都充滿了壓力，而面對這些壓力，免不了的開始了一波退學的風潮，就連

我也曾有過退學的想法。軍人節那週放假時，收假當天，一大早起來情緒就顯得

有些低落，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有哪些事情還沒做又或者要注意哪些細節等等，

而父母們都看在眼裡，父親慢慢的走來，只是跟我說了一句，不論你做了甚麼決

定，我們都支持你，當下眼淚不可控的流了下來，這是家人們對我的關愛，但我

卻不能因此而退縮，就因為這句話，堅定了我留在海軍官校的念頭，讀軍校也許

不自由，也許充滿了許多壓力與規定，但讀大學卻得擔心畢業後的工作問題，而

我們則不需要這方面的問題，只要能撐過去，這些都會是我們的。

當其他同學考完試正在盡情遊玩時，我們做出了不同於周遭同學的選

擇，「軍校」。在同學們盡情享受高中階段的最後一個暑假時，我們背著

沉重的行李，步入了海軍官校，第一次進入軍校，或者拘謹，或者不安，

氣氛顯得有些沉重，完成了報到後便與家人道別，開始了我們的適應週。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適應週簡直是天堂，隔三差五的夜點不說，偶爾還

有電影看，自我時間也都很充足。當時的我想著，原來軍校生如此幸福，

而後來的事實充分的告訴了我們有多麼天真。

即將開始為期兩個月的入伍訓，背上比剛進來時更龐大的行李，乘著遊

覽車，我們開始了黃埔菜兵的生活，車上同學們彼此打氣，盡可能的讓氣

氛不那麼沉悶。到了陸軍官校後，班長們開始展現他們那鍛鍊久的嗓門，

咆嘯與嘶吼聲使我們很快的進入了狀況，海官是最後一個到的軍校，使得

我們的時間顯得有些倉促，行李一鼓腦兒的扔在地上就前去集合了。在海

官待慣了的我們，剛開始時完全無法跟上部隊的步調，生活除了趕之外還

是趕。也開始有人撐不下去而紛紛退訓。事後回海官才了解到，原來這些

都不算甚麼，跟海官的新生比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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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   065  不同的選擇－海軍官校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7

海軍官校士官109年班 張育銘不
同
的
選
擇

進入海軍官校後，我才真正體會到軍裡的服從和紀律，那是在外

面在家中生活所沒有的，而且每天的行程都很固定、規律，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餐廳禮儀，海軍對餐廳禮儀非常的講究，二分之一板

凳、挺胸背打直、平行筷、以碗就口、動嘴不動筷，動筷不動嘴，

但我從第二個禮拜就逐漸適應這種步調快又有規律的生活了。

海軍的傳統－新生隊是一段要學會面對壓力的時期，雖然在這段

期間不斷的被學長姐糾正，但也是因為這段時期，我們一年級新生

才必須學會所有關於海軍官校的基本，加入海軍官校後，我還有一

個期許，那就是加入龍舟隊，既可以鍛鍊身體，又可以體驗到海軍

獨特的一面。

會選擇進入海軍，有一部份是因為對於海軍的理想，穿著白丙

的帥氣，另一部份則是因位和朋友一起約定的夢想，那就是努力存

錢，一起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工作室，所以既然選擇好了，我就不會

退縮，不管壓力再怎麼大，不管學長姐再怎麼兇，也不會忘記自己

擁有的理想及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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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軍
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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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