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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沉淪的軍中文化—從洪仲丘

事件談起 
 
●洪茂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壹、前言 

  作者和洪仲丘雖素昧平生互不相識，但仲丘即將退伍前夕慘遭凌虐致死的不幸遭

遇，一直在我腦海中浮現一波又一波漣漪，傷感不已。記得五十多年前，我服預官役

時，親眼目睹軍紀渙散，百感交集。例如軍隊在野外演習空閒之餘，連長率士官和老班

長聚賭；充員兵若違紀不聽從指揮，嚴者用繩索綁住雙手吊在樹幹上，雙腳只能微貼地

面，處罰心狠手辣不忍卒睹；更離譜的是，連長毫不避諱，帶女人到營房過夜，不以為

過。這些形同常態事例，至今仍記憶猶新，印象深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半個世紀

後，軍中黑幕猶在，仲丘卻逃不過折磨，飲恨離開人間。 

貳、洪仲丘效應的省思 

  一位前途光明，行將進入成大交管所攻讀碩士學位的優秀青年，其飽受超乎反人性

虐待，冤枉致死經過，立即引發社會譁然，各界紛紛起而撻伐。這個轟動台灣社會的新

聞，因其衝擊面既深且廣，如短短七天內更換三位國防部長，和自動快速聚集二十五萬

人，並以青年為主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場面壯觀，為歷年來所罕見。這項臨時起義的社

會運動，或可稱之「洪仲丘效應」。何以洪仲丘命案會觸動舉國上下那麼高度的關切，

其背後透露什麼樣的訊息，倒值得全民冷靜省思。在此，謹提三點： 

  其一，最值得關注者，往下沉淪的軍中文化，陷入空前危機，學到什麼教訓？ 

  其二，國防管理機制，結構脫序，螺絲鬆了，運作走樣，重創國軍形象。 

  其三，台灣社會力的覺醒，已展現新公民運動的威力，對嶄新的國防樣貌有何取

代？是否能痛定思痛，帶來制度改造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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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沉淪的軍中文化 

  首先，軍中文化向下沉淪的態勢，不由得令人感慨萬千。一般熟知的通病，舉凡老

兵欺負新兵，不按操兵手冊，以整人為樂，其惡性循環導致悲劇重演；一旦發生事故，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企圖掩蓋事實真相，息事寧人，規避責任；若事情鬧大，就官官

相護，運用特殊關係，自欺欺人，草草結案；中級以上軍官，升遷為先，無視人格尊

嚴，逢迎拍馬，過年過節送禮歪風盛行；退役將領假公濟私，享受特權，如使用交通工

具和駕駛兵，呼之即來，理所當然。以上總總，無疑地，是國軍進步的絆腳石。 

  其次，有關國防管理機制，儘管受過現代化教育，和軍隊國家化的調整，但改革的

績效遠遠落後其他領域。國防組織體系，是保障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嚴謹效率和士氣

如同軍隊靈魂，規劃必須嚴謹，作業講究效率，訓練提升士氣，均馬虎不得。不過，洪

仲丘事件發生後，整個國防機制的缺失暴露無遺，其中最令人不解，諸如辦案態度不夠

嚴謹，效率其差無比，仲丘死因調查四個星期，真相交代不清不楚，仍未見水落石出，

上至總統、國防部長，下至旅長、軍事檢察官，說話前言不對後語，與民眾的認知相距

甚遠；國防部財大氣粗，對在軍隊中「意外」死亡，眾多案件不但沒記取教訓，反而拿

納稅人的錢意圖封口私了；此外， 最受國人非議，中華民國栽培的不少將領，如過江之

鯽，到中國「朝聖」不以為恥，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如此，這批曾以建

設「反共堡壘」為職志的高級軍官，豈能讓小老百姓放心。 

肆、結語 

  最後，洪仲丘效應對台灣社會力的發展空間，有莫大催化作用，一來新公民運動強

度提升，喚醒社會各階層的關心；二來自發性的社會運動，文化創意多采多姿，更具吸

引力和影響力；三來有正義感的青年挺身而出，無懼官方威嚇；四來政府部門不敢再一

手遮天，或蠻橫無理的封殺反抗聲音。相信，洪仲丘效應有助腐敗的國防體系，注入新

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