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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日郝柏村將軍升任參謀總長。25日，蔣經國總統與郝總長長談，最後蔣對郝作出六
點指示，其中第一點為「作戰以擋得住第一擊為最重要，能撐得住第一擊即會有變化。」（《八
年參謀總長日記》上卷，頁24）這段對話可說是台灣60餘年來國防戰略的最重要官方表述之一：
以人來講，一個是三軍統帥，一個是參謀總長，兩位台灣國家安全的最重要人物；以時來講，台
灣剛剛與美國斷交，還在處變不驚的餘震中；以內容來講，「擋住第一擊為最重要」揭櫫了「防
衛固守」的野戰戰略理念，迄今仍左右台灣的軍事安全思維。但其中最引人思索的是「即會有變
化」這五個字，特別是當馬英九總統在美國媒體上講出「絕對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打仗」時，這
五個字更耐人尋味了。

  

      台美同盟時期，雙方於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負協防台澎的條約義務，但蔣
介石不以此為滿足，他要的是美國政府支持他反攻大陸，如果不能出兵相援，那至少可以提供裝
備；如果不能贊同，那至少不要反對。為此，蔣介石千方百計，甚至到半誘半拐的地步：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蔣介石希望挽回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即令面對解放軍極可能一舉解
放台灣的壓力，仍在28日迅速地向美方政府提出願意派遣3萬名部隊入韓增援美軍。此舉看似荒
謬，但岌岌可危的國民黨政權瞭解，拉住了美國，才會有生機。《共同防禦條約》原文不涵蓋金
門與馬祖，但金馬對國民黨政權有反攻大陸的重大政軍意義。因此，儘管美軍再三勸告台北，金
馬無險可守，撤兵為佳，但蔣反其道而行，大幅增兵金馬。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時，金馬
兩地已不成比例地駐軍達11萬人。這讓美國政府面臨到兩難局面：若美國放手讓金馬陷共，對台
北將是政治與軍事上的嚴重打擊；但美國政府實在也不願意為這幾個小島與中國交戰。最後，雖
然美國不惜高調地抬出核子武器來嚇阻中國，在戰術上卻是異常小心深恐護航美軍捲入戰鬥。就
台灣的立場，蔣介石的高風險策略確實奏效；但就美國的觀點，擔心被台灣拉進對中戰爭的陰影
，從此之後揮之不去。因此，當1963、1965年台灣政府兩度提議反攻大陸並要求美方給予支援時
，華府均予以拒絕。 

      1979年美中建交，華府高層官員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終於獲致建交成果而彈冠相慶，但對台
灣而言，在國家安全上最大盟友的背離所引起的震撼不言而喻。特別是在軍事安全上，台美《共
同防禦條約》不復存在，而以《台灣關係法》中「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
嚴重關切」等模糊的語句來取代原來條約的協防義務。在此之後，台灣必須自行來承擔防禦台灣
的任務，在軍事戰略上正式轉向攻守一體的概念，並在反攻大陸與防衛台灣之間開始穩定地朝後
者傾斜。而台美雙方儘管沒有軍事上的同盟關係，但仍舊維持包括武器採購、情報交流、教育訓
練等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兩軍將領間更因共同的反共理念而互動頻密。台美在最敏感的軍事合
作關係上的深度與廣度，遠非中國所能追及。 

      而這正是蔣經國對郝柏村前段談話的時空背景。蔣經國一方面用郝柏村推動尖端武器（也
包括核武器）的研發，重擬美軍撤台後的軍事戰略，打好自力防衛台灣的軍事基礎；另一方面，
加緊對美外交工作，打穩美國國會對台支持的基礎。在內外努力的同時，蔣相信：只要台灣不會
被中國一下子打垮，就算沒有條約義務，美國也會出面相助，而這就是「即會有變化」。這樣的
政軍戰略是當年台灣能處變不驚自立自強的基石。 

      兩國之間，利益上的不一致並不罕見；有時，更因立場的不同而根本無法避免衝突。蔣介
石不會不知道：美國不樂見到他增兵金馬；蔣經國不會不知道：美國正盯著台灣中科院的武器研
發；李登輝總統不會不知道：美國多想看到他打消訪問康乃爾大學的計畫；陳水扁總統不會不知
道：美國對台灣舉辦公民投票非常感冒。儘管每個個案內容殊異，但歷任的總統在思考上都先以
台灣為本體，然後再設法調和台美關係衝突所造成的損害。他們的相同處在：儘管台灣的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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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困難，整體戰略結構對台灣的限制極為嚴苛，但從兩蔣到陳水扁都希望，也大部分都做到：作
為一個國家的領袖，要能夠發揮台灣自身的能動性，讓國際戰略結構能夠朝向有利台灣的方向改
變。戰略是可能的藝術，從兩蔣、李登輝到陳水扁，無不亟思在「即會有變化」的基礎上發揮這
種可能，一步一步讓台灣有更多的戰略行動空間。 

      在2005年後，台灣的三大軍購特別預算案幾已確定觸礁後，有一種講法開始在華府方面傳
播開來：台灣沒有自我防衛的決心，一心只想要美國人來幫台灣打仗。三大軍購特別預算案未能
過關，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固然要概括負責，但在野國民黨的杯葛是主因。2008年馬政府上台
後，先是傳出有暫緩軍購之議，惹起一片譁然；而三大軍購中最敏感的潛艦購案，開了兩年會，
還是原地打轉。但在國防軍事上，當今執政的馬政府是台灣自1949年以來最不重視國防的一任政
府，軍事演習變少了，政治整肅變多了；尖端武器的研發喊停了，親中傾中的腳步加快了。馬政
府一廂情願地認為在經濟上依附中國，就可以藉機會極大化，而把中國的軍事威脅極小化。但中
方沒有馬這樣的天真情愫，馬執政之後解放軍對台的軍事準備一點都沒有放鬆，這兩年中國導彈
部署的數量持續依進度增長，足為明證。在過去沒有任何一位台灣總統執政時會讓民眾對軍隊表
現失望，但馬這位三軍統帥在過去兩年在國防上的鬆弛，終於在一場八八水災現形，不僅沖垮了
一個國防部長與馬英九的民調，民眾對軍隊的長期信心更是一次付諸流水。 

      於此同時，兩岸軍力差距持續朝向有利中國方面傾斜，差距逐漸拉開。國內有些人士更是
倡言：面對解放軍的質與量優勢，台灣軍力顯無勝算，倒不如專心經營好兩岸關係，省下來的國
防預算反而另作經濟發展之用。這種國防無用論的論調，雖然沒有完全變成馬政府的政策，但是
在馬政府許多親中傾中的政策背後看得見同樣的思維邏輯。於是，2005年時在華府的說法，這時
有了點不同，變得更為尖酸：如果台灣沒打算自我防衛，那美國為何要為台灣犧牲自己的子弟。
 

      這樣的語句傳回台北，一定會讓我們的國安官員聽了很不舒服。但馬政府寧願歸責於他人
，也不願自省自己在國防上的怠惰；只會賭氣撂狠話，而不去思考突破戰略環境的束縛。當你的
同學挑戰你：「如果你自己不打算好好唸書，我幹嘛要花時間精力來幫你唸書」，如果面對這的
質疑的人是兩蔣、李登輝或陳水扁這幾位三軍統帥，大概都會是「我一定好好念給你看」，而保
持「一旦念不好再請你幫忙」的可能空間，但我們現在這位怠惰國防的三軍統帥卻是這樣地賭氣
回答：「我才不會叫你來幫我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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