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現代國軍官兵對國防及作戰應有的認知—*

 
講 述 大 綱 

 
魏 鏞 

 
一、武力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要件 
   孫子：「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 

二、國家安全的核心在於軍事實力及決戰意志 
   廣義的國家安全涵蓋政治、軍事、心理、經濟、社會各方

面；狹義的國家安全在於有效克制一切對於國家安全的軍事及暴力

威脅。 

三、國家安全涵蓋國外及國內的層面，對外要能有效抵禦外侮，對

內要能克制境內顛覆國家的暴力活動。 
   △根據戰略學家的分析，在廿一世紀各國在國內面對的非傳

統性攻擊的機率大增，形成國家安全上的嚴重挑戰。 

四、戰爭為不得已之手段，但是能戰始能和 
   △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美國甘迺迪總統：「我們從不因害怕而談判, 但我們從來不

怕談判。（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五、國軍「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根據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

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第一百三十八條：「全國陸海空

軍，須超出於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依上述憲法規定，則國軍應為「效忠國家」而戰，為「愛護人

民」而戰。因此參謀總長湯曜明上將指示國軍：「為何而戰，為中華

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

戰，」是完全合乎我國憲法並加以正確發揮的說法。 
 

                                                 
* 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應邀於桃園「忠愛廳」對國軍官兵演講。演講內容為當時錄音之謄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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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軍效忠的國家為中華民國 
   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

主共和國。」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

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行政院頒佈之國統綱領規定：「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

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 
 
七、國軍保護的人民，首應為「台灣地區」的人民 
   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所有效控制的地區為台灣地區，因此國軍

所保護的人民，也首應為台灣地區的人民，因此國統綱領也規定：

「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

護其安全與福祉。 
   至於海外華僑及大陸同胞的權益，則應以外交手段及兩岸關

係之處理達成保護的目的。 
 
八、戰時為國為民而戰，平時為國為民服務 

（1）建立有效嚇阻實力，有備無患 
（2）維護台灣地區境內安全 
（3）配合各級政府救災救難 
（4）維護政治中立，不涉政爭 
（5）超越地域、黨派，為全國全民效力 

 
九、根據憲法第三十六條：「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陳水扁總統

在就職中華民國總統時明確宣示：「本人深切瞭解，身為民選

的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自當恪遵憲法，維護國家的主權、尊

嚴與安全，確保全體國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

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

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

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歷史證明，戰爭只會引來更多的仇恨與敵意，絲毫無助於

彼此關係的發展。中國人強調王霸之分，相信行仁政必能使

『近者悅、遠者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道理。

這些中國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下一個世紀，仍然是放諸四海皆

準的至理名言。」 
 
十、「智、信、仁、勇、嚴」為軍人達成保國衛民的不二法門，亦為

發揮國軍戰力的重要依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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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現代國軍官兵對國防及作戰應有的認知— 

演講內容 

 

  崔樹人將軍，各位官兵同志！今天很榮幸能到這個地方演講。 

  當崔將軍這邊跟我聯繫，要講「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個題

目，我就覺得很有挑戰性。因為在這段期間，我們國內政治有很大

的變動，也面臨了五十年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這是否代表我們

的國家目標改變了，或國軍任務有所改變？我的答案是沒有，現在

還是中華民國，我們的國家經過政黨輪替，但憲法沒有更改，中華

民國政府控制的區域—台灣地區沒有更改，所以基本上我們的任務

並沒有改變，這是第一點要向各位報告的。 

  在準備今天的演講時，我感受到有一個特別的意義，那就是正

當911事件震撼了全世界，美國要對阿富汗用兵之際。去年一年我在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傑出客座研究員，就了解到那時美

國的戰略專家已經認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跟共產世界對抗了

五十多年，結果結束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當打完波斯灣戰

爭、科索夫戰爭，美國的尖端科技及軍事武力，可說是世界無敵，

但是美國國內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卻是十分令人憂心。去年9月美

國國會委託智庫研究發表了一個「美國在廿一世紀所面臨的國家安全

問題」，當中特別提到美國在廿一世紀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不只

是外來的傳統武器的挑戰，而是敵人使用非傳統武器對美國國內社

會所從事的攻擊，這個分析不幸言中。在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用

想像不到，裝滿汽油的民航機來攻擊美國經濟、企業、金融，最明

顯的地標—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然後攻擊美國國防的心臟—五角

大廈；而且兩個攻擊都產生非常大的效果。美國的五角大廈是世上

最有名最堅固，被認為是一隻鳥都飛不過去的建築，結果飛機都撞

過去了，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 

  美國本土的戰爭，除了1860年代的南北內戰外，只有1812年英

國攻入華盛頓，把白宮燒掉了。美國本土這次遭受攻擊，金融中

心—世貿大樓和國防中心—五角大廈均嚴重損害，這個狀況提醒我

們：廿一世紀的國家安全，要有新的概念，不能以傳統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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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來看問題。 

  中華民國政府這五十年來所面臨的威脅，基本上來自海峽對

岸，但是我們隨時隨地也不是不提防其他的國家對我們造成威脅

的。我們台灣地區的安全，也不能說沒有其他方面來的影響。不過

這裡我要特別提出一點，就是對911事件，我國政府是對美國政府表

示對於這次他們受到攻擊我們非常同情，而且我們是跟他們站在一

起的，並表示會對台灣地區將來機場的安全臨檢加強，不使恐怖份

子用台灣或者作基地或過境。但是我要向各位報告一點，就是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跟中東的回教國家多年來是保持友好關係的；我們不

捲入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間的衝突。事實上我們跟以色列從來沒有建

交過，反而曾與許多阿拉國家建交，基本上我們是不捲入這個以阿

之間的衝突的。我們對恐怖份子的行為是不贊成的，對於美國遭到

攻擊，我們表示同情的，但是我們並沒有必要在這個過程中捲入了

回教事件和西方世界的衝突。 

    講到我們國家的安全，講到我們為何而戰，我們就先溫習一下

中國最有名的軍事理論專家孫子的看法。現在全世界談到戰略一定

談到孫子。美國國家的國防大學，美國的軍事機構尤其高級將領一

定都讀孫子，那麼孫子怎麼談到國家安全問題，孫子說：「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個兵字是廣義的，不

限於打仗。國防，這是國家的大事情，死生之地；打戰當然就會碰

到本身的安全問題，面對死亡挑戰，那我們一定要弄的很清楚。至

於「存亡之道」，一個是我們本身的存亡，一個是國家的存亡，所以

不可不察。所以用兵這個事情，國防的事情，軍事的事情，不但軍

人要懂，文人也要懂，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存問題，這是我們

國家的生存問題，這是我們社會的生存問題，每個人都要懂。那麼

請問國家怎麼安全？國家安全的核心在那裡？國家安全的核心在於

我們的國防實力和決戰的意志，這就跟各位今天在這兒你們的業務

有關係了，怎麼說？就是我們國家要存在，那麼你想要存在，別人

不要你存在，你要求發展，別人不要你發展，怎麼辦？最後就是武

力。所以說國家的存在，甚至國家的產生是跟武力有關係的，所以

國父說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下面還可以加句

話，國家是靠武力的維繫，來確保它繼續存在的，這是很重要的概

念。 

    所以我們雖然說與人為善，中華民國是愛好和平的，希望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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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來侵略我們，可是自19世紀以來，中國就面臨強鄰環伺的歷

史，中國一再受人欺負，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英國、法國、德國、

日本，全部來侵略我們，還有蘇俄，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台

灣是17世紀以後中國和西方列強及西化的日本與我們衝突的焦點，

所以台灣北部是西班牙人控制，南部是荷蘭人控制，然後日本統治

了五十年。國父本來不是要革命，而是要改革，他還寫信給李鴻

章，「上李鴻章書」，希望做一個溫和的改革者，但是1895年台灣割

讓給日本後，讓國父認為非要革命，推翻滿清不可。甲午戰敗，台

灣割讓日本，本來遼東半島也要割給日本，後來別國干涉，才改以

賠款方式保住了遼東半島，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這

是中國恥辱的50年，台灣是中國人犧牲了二千萬人的生命才收回來

的，這是中國人歷史上的痛史，因為中國人在1860年開始推動同治

中興，日本在1860年代推動明治維新，兩個國家在同個時間開始邁

向現代化，結果日本成功了，中國因為各種原因失敗了，失敗的結

果，中國的強盛、中國的現代化就延後了一百多年，而日本1895年
打敗了中國，取得亞洲領導的地位，1905年打敗蘇聯，取得世界領

導地位，不過1941年打美國是錯誤的，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所以

今天我們談國家安全、談國軍奮鬥的意義時，我們不能忘了這段歷

史，數典忘祖，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們談國家安全、談

國軍奮鬥的意義，我們是站在自己的領土上，經過日本人50年統治

的歷史上在奮鬥，奮鬥的目的不只為了這個島，也為了整個中國未

來的命運。 

  下面我想談一下國家安全有哪些層面，有二個，一個層面是對

國外而來，境外的敵人要能有效抗拒；第二，對內我們要能夠克制

所有能夠顛覆我們國家的活動，所以國家安全有兩個層面：外面的

強敵我們有力量把它打敗，使它不致對我們的安全造成威脅，對境

內顛覆我們國家的活動要能有效克制。這裡的顛覆活動是對國家說

的，用非憲法的手段來顛覆國家，這算顛覆。如果不同的政黨，在

野黨，用合乎憲法的程序經過選舉，合法的政治程序希望改變政

府，這不算顛覆，在非民主國家一切與現行政府作對的都算顛覆活

動，在民主國家只要根據憲法、根據法律從事政治活動，來改變政

府的結構，改變政府的政策是很自然的事，中華民國政府在這方面

是已經成功了，政權和平移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奮鬥五十

年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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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要談，戰爭是必要的手段，但我們對戰爭是什麼態度？現

代國家對戰爭的態度是：戰爭是不得已的，採取非戰爭的手段是我

們要努力的方向，但核心問題是：你能戰才能和，你不能戰就不能

和，我們的和平不是在敵人的憐憫底下取得，我們的和平是要憑自

己的實力，因為你要戰可能會付很大的代價，可能會戰敗，可能面

臨無法預測的結果，使對方不想戰，這樣才行。因此孫子在二千多

年前就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非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所

以孫子認為最高級的戰是謀略戰，用方法把戰爭的因素消弭掉，故

上兵伐謀，這個謀包括各種方式，各位官兵所努力的心理戰，政治

作戰也都是謀，你們是上兵的一部份，非常重要的，你們的成功可

使兩岸不一定非要走上戰場不可，而且可使我們取得有利的形勢。

在混亂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孫子是幫吳國打敗楚國，孫子

基本的策略是有足夠的軍力可以使用，但不一定每次都以軍力作為

最高的手段，美國甘乃迪總統講過很有名的話：“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翻成中文就是：

我們從不因害怕而談判，但我們從來不怕談判，這句話當年孫院長

在一項重要會議談到中國問題時，曾將其反過來說：「我們從來不怕

談判，但我們不能因為怕而談判」這說明了很重要一點，談判一定要

有實力，若是因為怕而談判，最後只有投降。今天台海兩岸很多人

主張要談，談是可以的，但你要先問：台灣有無能力自衛？若無能

力自衛，一國兩制就接受了，到時升起五星旗。台灣現在有些人莫

名其妙，認為一國兩制也可以接受，他們不了解這「一國」並非抽象

的中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兩制」並非是中華民國體制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體制，而是社會主義體制和資本主義體制，所以「一國

兩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可以有一暫時性的、過渡性的資

本主義體制，最後還是要納入社會主義體制。當然，以香港人實行

「一國兩制」的情況來看，香港人開玩笑說到時可能是大陸的社會主

義體制漸漸向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靠攏，雖是玩笑，也有部份事

實，我們現在都可以看到大陸的節目、舞台劇，他們穿著之花俏程

度，可能是窮過頭，現在有錢了就特別要色彩鮮豔花俏，大陸現在

的資本主義氣氛可能比我們還濃厚，但是「一國兩制」在他們的現行

政策下，我們還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國家的基本性質改變了，如果

香港當時不用升起五星旗，並正式納入大陸政治體制中，那還另當

 6



別論，但現在是共軍進駐香港，香港是大陸正式統治的領土，即使

中共說不一定會派軍隊至台灣，但台灣一旦接受「一國兩制」，國

旗、國歌以致教科書都要改了，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下面我要談到今天的主題，「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民主國家

最基本的是憲法，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中華民國之國

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第一百三十八條：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於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

愛護人民。」所以答案在這裏，國軍的目的在：效忠國家，愛護人

民。根據憲法的定義，國軍就是為效忠國家而戰，為愛護人民而

戰，我接受你們的演講邀請後，從你們這邊看到湯曜明參謀總長的

指示：「為何而戰？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

華民國百姓的安全福祉而戰。」我認為湯上將的解釋和我們憲法的內

涵是完全吻合的。這樣講各位可能還覺得抽象了點，為效忠國家而

戰，為愛護人民而戰，講得具體些，我的體會，可分為幾方面：第

一、為保衛我們的制度而戰。中華民國在這裡運作，是根據憲法所

產生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中華民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我

們要繼續推動民主國家定期辦理選舉，人民有權監督政府，人民有

信仰宗教、遷徙、就業的自由，這是我們的制度。所以第一就是為

我們的制度而戰，為我們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戰，為我們自由的

經濟制度而戰，為我們平等安全的社會制度而戰，為我們未來繼續

發揚文化傳統的制度而戰，這就是第一，為制度而戰。 

  第二、為保衛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去過大陸和國外的人會發

現台灣的生活方式跟他們的還是有所不同，而比較起來也會發現台

灣的生活方式其實是不壞的。舉例來說，我去年一年在美國史丹福

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傑出客座研究員，美國是世上最先進的國家，

可是要去看病，在台彎還是方便的多。在美國看病醫生不隨便開

藥，要先做一堆檢驗，看你是感冒還是過敏，然後叫你下禮拜再來

看，常常你感冒都好了，醫生還沒開藥，你還要付檢驗費。美國前

總統柯林頓夫人希拉蕊當年推動全民健保，美國未通過，但台灣現

在實施全民健保，這是我們奮鬥而來的制度。 

  美國晚上沒宵夜可吃，那像台灣這麼方便，在美搭計程車，只

有大城市較好找，不像台灣處處皆有計程車，總之在台灣生活是很

自由安全而方便，我們要非常珍惜這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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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現在雖然較開放，但中國大陸信仰宗教、從事政治活動、

從事學術意見的表達還是有很多限制，最近大陸的政治自由還有萎

縮的現象，因為他們反對法輪功，採取很多限制的手段。所以我們

是為何而戰，我們要為保衛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 

  最後一個，我們在台灣的奮鬥，不只是為台灣地區，也為全中

國人民可能再過自由平等均富的生活而戰，因為我們的憲法還是個

統一的憲法，不是分裂的憲法，台灣地區的奮鬥對大陸還是有影響

的，大陸現在經濟雖然改善，但大陸人都知道台灣是一個更自由更

富足的社會，所以我們在台灣的奮鬥跟未來中國人民能過自由平等

均富的生活有關係。 

  我們知道國軍效忠的對象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怎樣的國

家，我們看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

之民主共和國。」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

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現在雖然只控制台澎

金馬，但並未放棄中國大陸，只是中華民國有效控制的地域不包括

中國大陸，行政院頒佈的國統綱領說：「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

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所以目前不論是憲

法的規定還是政府白紙黑字的政策，都還是一個統一的政策，這是

我必須清楚說明的。不過根據國統綱領，中國境內的現實是：一個

中國底下有二個政治實體，政治實體是什麼，就是實際存在的政治

制度，所以大陸有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政治體系，我們這裡是中華

民國的政治體系，兩個政治體系之間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我再重申

一下，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所實施的制度和中國大陸

所控制的地區和中國大陸政治體系之間的關係，是體系對體系，是

實體對實體，不是國家對國家，講國家對國家是違憲的，所以我們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一個中國底下兩個政治實體的對抗，為什麼

對抗？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為我們的民主政治，為我們的自由經

濟，跟大陸封閉的政治體系來對抗，這是非常重要的定義！國軍為

什麼要戰？為我們的制度而戰，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戰，為我們人

民的福祉而戰。 

  有人會問：這明明分開是兩個國家嗎？但憲法不是這樣說的，

還有很重要的，對中共來說，如果台海兩岸是制度對制度，根據他

們的說法，這是中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是可戰可不戰的，因為

國共幾十年來是不斷相互鬥爭，有時候，如對日本帝國主義，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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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有時候是抗爭，如勝利之後國共互相打仗，但只要是中國

人，是可打可不打的，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如果兩岸是國與

國。那就是愛國者和賣國者的問題了，那是非打不可的，這是很重

要的一點。陳總統就任後說。我就任後不會把兩國論入憲，這是非

常重要的宣示，一來是合乎憲法，二來是避免因為國家定位問題而

打仗。 

  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既然是一國底下兩個制度的競爭，那

國軍要保護人民，是保護哪裡的人民呢？是保衛全中國的人民嗎？

答案是：不是，因為中華民國現在有效控制的地區是台灣地區，台

灣地區的人民是我們國軍應該優先保護的人民，雖然我們沒有排除

大陸人民也是我們的人民。國統綱領規定：「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

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所以根

據憲法與國統綱領，我們國軍保護的應是以台灣地區人民的福祉與

安全為優先。那有人會問：那海外僑胞和大陸嚮往自由的人民，怎

麼辦？海外僑胞是透過政府對外關係及外交作為加以保護。大陸同

胞是要看我們怎麼處理兩岸關係，同時透過各位政治作戰和心理作

戰的過程來間接保護他們的權益。我想這樣的定義是大家可以接受

的。 

 我再重申一次。國軍為何而戰？為保衛中華民國而戰，為保護

人民而戰，具體來說，為我們的制度，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活，為

台灣地區同胞安全與福祉而戰，為全中國人民可以重新來過自由、

平等、均富的生活而戰，這是我們目前的任務。 

 國軍目前是備戰的狀況，台海兩岸沒有解除敵對的狀態。但是

在平時，國軍有沒有任務呢？有，國軍平時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

有效嚇阻的武力，使中共不輕易啟戰端，現在台海兩岸軍事對歭的

狀況稍微緩和些，一方面是因我方的實力增加，也因美國對我的安

全關係強化了。另外，911事件後，因中共境內也有藏獨，新疆的疆

獨，新疆內部的回教勢力也與中共有強烈的對抗，中共在克制回教

勢力叛亂行動與美國是一致的，所以中共和美國關係有改善。所以

台海兩岸的安全狀態是比較緩和的。 

 但是怎樣維護台灣境內的安全，我想政府將來要在這方面加

強，因為在二十一世紀，怎樣維護國內安全，使外來勢力不在你境

內實施恐怖活動顛覆國家，還是我們要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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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幾次救災活動，我們都看到國軍展現高度的愛護民眾，

解決民眾困難的能力。所以國軍平時從事救災救難，這也是國軍為

何而戰的一種。此處的「戰」，廣義的解釋就是為人民服務。國軍為

人民服務時，是不能有地域、黨派之上之偏好，這對台灣地區是很

重要的，因為台灣有來自各省的同胞。某些政客、政黨特意凸顯省

籍，也有人用「族群」這個名稱。我是非常不贊成用「族群」，族群

是 ethnic group，這是用在不同文化、血統、種族，才用 ethnic 
group，所以台灣不應用不同族群，而是不同省籍，只有原住民和漢

民族（包括閩南，客家）才勉強可以用族群。在漢民族裡用族群是有

意分化的。國軍就是要超越地域，而這個地域就是指族群。 

 而超越黨派呢？就是不介入戰爭，軍隊國家化。軍隊不能成為

戰爭的工具為民主國家首要的條件。如果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不同

的人可以帶不同的軍隊來開戰的話，那麼民主就結束了。所以民主

國家的前題就是，國軍一定是超乎黨派之上的，這對我們今天民主

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我要引述陳總統在就職宣言中所說的兩段話，因為總統

的宣示代表了三軍整個指標性的作用。他在就任總統時說：「本人深

切瞭解，生為民選的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自當恪遵憲法，維護國

家的主權、尊嚴與安全，確保全體國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不

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不會更改國

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

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他繼續說：「歷史證明，戰爭只會

引來更多的仇恨與敵意，絲毫無助於彼此關係的發展。中國人強調

王、霸之分，相信行仁政並能使『近者悅，仁者來』，『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的道理。這些中國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下一個世

紀，仍然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至理名言。」我覺得陳總統的這番話很重

要，因為過去曾經有人擔心陳總統是民進黨的總統。民進黨到目前

為止，台獨黨綱還沒有拿掉，他會不會宣佈獨立呢？民進黨在過去

曾經主張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在將來他會不會宣布中

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國家呢？這一段談話很明確的表示

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兩個國家。中國底下，兩個政治

實體的對抗，才是我們現在國家真正的立場。而且，陳總統不會在

任內宣布台灣獨立，也不會把台獨作為公投，這是很重要的昭示。

而這樣對國軍來說也是一個很明確的提示，就是這一個總統，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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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他會根據憲法來扮

演三軍統帥的角色。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裡可以很有信心的說：我

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依照憲法來運作。而國軍呢？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我們就是為我們的國家而戰、為我們的制度而戰、為我

們的生活方式而戰、為全中國人民重新獲得自由、平等、均富的生

活而戰。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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