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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工作是共軍的生命線，思想道德就是這條生命線的主線。當前中共正積極推動共軍軍

力現代化工作，力求轉型為一支能夠遂行多樣化任務的大國軍事武裝力量。其中，除了持續向

全世界展示各類型軍武裝備，新一代領導人習近平對於共軍思想道德建設工作也愈加重視。本

文探討強調唯物與無產階級利益之「馬列思想」，以及注重先秦諸子百家與兵學武德之「中華

文化」內涵，檢視中共為何將兩種不同特質之道德觀嵌入軍隊思想道德體系。研究發現共軍思

想道德體系在中共的新包裝下儘管內容豐富，卻顯示在眾說紛紜的價值體系中，隨著中共領導

人個人政治意識傾向而變動不定。共軍處在中國大陸改革轉型時期，許多既有的思想道德價值

觀正遭受西方民主與多元文化的強烈衝擊。此一發展趨勢導致中共未來無論由誰擔任黨政軍最

高領導人，皆無法迴避治軍與挑戰難題日增局面。中共為確保軍隊聽令共產黨指揮，思索構建

適應政局之共軍思想道德體系，惟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兼容馬列主義思想和中華傳統文化為特

色的思想道德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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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promot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ctively, and 

strives to become the armed forces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diversified military tasks. The PLA not only 

shows a variety of armaments to the countries, but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ora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ideology mor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inline of political work.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arxism-Lenin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orality and military ethics, when 

PLA tries to build the ideology morality system. We found it is a multi-content system actually, and 

changed along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 political ideology.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reform 

and transition, and the PLA faces complex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impact of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seize the PLA’s politics discipline and strengthen 

ideology morality in political work. The PLA’s military behaviors and values depend on the morality of 

Marxism-Lenin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new century, it is 

a key point that the PLA must build a solid moral found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work, Ideology morality, Marxism-Leninism,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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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思想道德根基攸關軍人、軍隊品德、品格與素質之形塑與建立，世界各國

軍隊無不重視，同樣亦為共軍政治工作之重點（顧智明，2012：2-3）。因此，

自中共建軍以來，便透過嚴密的政黨組織系統、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部門進行

思想意識形態再造。在黨管武裝、黨管軍隊原則下，中共必須貫徹軍隊在政

治、思想和組織各方面能夠絕對聽從黨中央指揮，並以建立具有理想、道德、

文化和紀律之軍隊社會主義精神文明為目標（劉蔚華，1983：3），確保軍隊內

部和黨軍關係穩定。這些思想道德內涵在1990年代以前，主要強調共產黨馬克

思列寧主義（Marxism-Leninism）思想（以下簡稱馬列思想）、毛澤東和鄧小

平思想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意識形態，具有強烈的內部集控特色。受到

中共「寓黨於軍」和「黨指揮槍」之黨國制度影響（郝詩楠，2012：65），共

軍思想道德知識體系建立在中國共產黨黨建和各世代領導人之個人政治意識形

態之下，形成了一套中共特有之理論、方針、原則、制度、機制和方法（解放

軍報，2014）。 

然而，全世界自1990年代興起了軍事事務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趨勢，各國展開以資訊技術為核心之科技建軍發展模式（Rabin, 

Hildreth, & Miller, 2007: 411），令共軍的思想政治工作開始面臨許多新的問題

與挑戰。對中共而言，軍隊政治工作現代化必須適應軍隊現代化進程，且為推

動軍事現代化之重要保證。受到「蘇東波」1的衝擊以及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民主

制度之對比影響，傳統的共產黨政治思想價值體系正遭受另一股政治意識形態

挑戰（解放軍報，2015）。因此，軍隊思想道德價值觀在面對「西風東漸」之

衝擊下，必須與時俱進，使軍隊思想政治工作能夠發揮原本功能，服從於軍隊

現代化建設（陳明顯，1998：335-336）。此一新的軍事變革趨勢，讓中共發現

要能實現軍隊現代化，必須加入更多新形勢下的思想道德元素，率先做到思想

政治工作現代化。當共軍進入「具有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進程，軍隊官兵的

思想觀念、價值取向亦隨之轉變。中共已無法迴避軍隊思想道德價值觀紊亂問

題，於近年來開始思考兼容馬列思想意識形態與中華傳統文化思想（劉宗武，

                                                       
1 係指 1989 年下半年發生在蘇聯與東歐（包括：匈牙利、捷克斯洛伐克、羅馬尼亞、波蘭、東

德、南斯拉夫、保加利亞、阿爾巴尼亞）共產國家的一連串民主改革風潮。這波民主風潮不

僅對共產集團內部意識形態的反思、政經路線的調整產生了前所未有的衝擊，對於整個世局

政治秩序的重組、敵友關係的移變，也發生了重要的影響（王景弘、高惠宇、王麗美，

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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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試圖從政治主張上提出新解，從實踐上予以引導，積極推動軍隊思想

道德建設現代化。 

當前中共在外部環境方面積極鞏固國家在全球化趨勢中的影響力，令其軍

隊建設亦不斷以超越西方歐美國家為鵠的，尤其在硬實力武力裝備積極投入大

量人力、財力與物力，使共軍不再「韜光養晦」，強調「強軍」路線（董立

文，2013：67-69）。這種轉型令人關注的是的共軍採取了那些策略來處理均衡

黨國意識、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意識形態，以及阻擋來自西方民主國家以

「軍隊非政治化」、「軍隊非黨化」與「軍隊國家化」試圖改變共軍建軍等矛

盾議題。中共無法迴避且須妥慎因應這些價值觀挑戰，因而更加強調政治工作

中思想道德價值觀建立之重要性。科技愈發展，社會愈進步，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性就愈加提昇，推動軍隊思想道德建設現代化的需求也就愈迫切（相振

華，2009：123）。 

道德的力量無法創造奇蹟，但卻能驅使人們行動，正因人們採取行動，使

奇蹟得以被創造（Gross, 1962: 125）。由此可見道德對於行為結果具有極大的

推進作用。中共過去高度依賴政治意識形態思想控制軍隊，已面臨說服力不足

問題。中共認為運用道德加上思想的力量，可在既有的政治工作之外，處理好

軍人個體之間、軍隊團體之間、軍人個體與軍隊團體之間、軍隊與政府、軍隊

與民眾、國內與國外等各方面的關係。本文關注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之內

涵，分別從共產黨馬列思想、中華傳統道德文化，以及兵學武德思想三個面

向，探討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之立論基礎。 

貳、共軍思想道德體系：馬列思想 

從中共建政的黨史而論，馬克思列寧主義被視為中共領導革命、建設和改

革之思想武器與行為指南（Hayes, 2014: 223）。忽略馬列主義，中共等於失去

了精神象徵以及政黨的靈魂。中共將馬列主義視為永恆真理，在建設共軍思想

道德體系方面，自有其重要意義。馬克思（Karl Marx）、列寧（Vladimir Ilyich 

Lenin）二人的政治意識形態理路皆強調唯物論（Materialism）觀點（Boer, 

2013: 100）。因此，從「唯物」的觀點思考道德的意涵，必須建立在社會經濟

基礎之上，具有階級性、2歷史性、3獨立性（黃繼鋒，2012：28）。4首先，馬

                                                       
2 係指人們自覺地或不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行

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倫理觀念。在階級社會中，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

沒有越出階級的道德。道德總是反映著特定階級的利益。 
3 係指道德不是永恆的、抽象的，道德是個歷史範疇。按照歷史唯物論觀點，隨著經濟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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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觀察個體道德行為，注重包括個體特定生活方式與特定行為在內之所有因

素。其中又以個體生活環境中的經濟境況最為重要。由於一切強調「物質」，

致使物質生產同時提供個體在各種環境條件下生成的道德基礎。這些因環境差

異產生的道德觀，反映著個體生活狀況之全部因素，而個體生存之條件環境、

情境狀態亦隨著物質生產得以展現（孫成竹，2013：20）。其次，列寧在《青

年團的任務》（The Tasks of the Youth Leagues）指出：「我們否定從超人類和超

階級的概念中引出的這一切道德。…我們的道德完全服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

利益；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利益中引伸出來的」（列寧，

1995：289）。列寧從階級性觀點解讀共產主義「道德」概念，可概括為不同的

道德觀反映出各種階級利益對立，且導因於社會中存在之階級對立。對應至現

實社會環境，馬列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受到統治階級宰制，他

們在社會中佔據統治地位，其核心價值對社會中道德建設產生關鍵影響

（D'Angelo, 1980: 249）。因此，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之道德觀，必然是占統治

地位統治階級之道德觀。 

一、馬列思想道德論述 

（一）馬克思道德論 

從馬列主義論點檢視道德論之內涵，其理論基礎和價值觀源於馬克思主義

哲學，也是中共建黨、建政之意識形態核心體系。馬克思曾言：「物質生活的

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精神生活的過程。不是人們的意識

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地，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識」（中共中央馬

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1962：8）。由此可見在馬克思的認知中，

社會存在決定了人類的精神與道德生活，也就是物質生產的方式決定了道德價

值，而非以自然、人、神內在思想等抽象觀點解釋道德價值觀（Churchich, 

1994: 52）。 

馬克思主義的道德論是用其哲學思想和世界觀、價值觀來觀察分析倫理、

道德現象。馬克思主義認為，倫理、道德現象是一種思想的社會關係，一種精

                                                                                                                                                           
變化，必然引起政治法律制度以及包括道德在內的觀念意識形態的相應改變。也就是說，人

們在發展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道德觀念。因此，所有的道德

思想都是歷史的、不斷變化的。 
4 係指道德與其他意識形態一樣，有自己獨特的運行軌跡和相對獨立性，它歸根到底是由經濟

基礎所決定的，但並不是機械地跟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它往往會落後於或超前於經濟

基礎，並對經濟基礎起促進或阻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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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現象。它依附於物質的社會關係，即依附於物質利益關係（王敬華，2008：

155-156）。物質生產方式決定了道德價值觀，社會存在則決定了人類的精神與

道德生活。因此，道德觀源於物質利益關係，也是物質利益關係在人們思想、

觀念中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的道德論，重視人們行為的物質效果，重視無產階

級者之利益（海南省文明辦，2009：75）。同時，馬克思主義還認為，共產主

義的理想與信念至關重要。為共產主義理想和信念而奮鬥、而獻身、而自我犧

牲，則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體現（魏英敏，2003：4）。由此可見，中共以唯

物與無產階級利益之馬克思道德論，作為執政之基，亦為軍隊思想道德體系建

構之根本。 

（二）列寧道德論 

與馬克思所處年代大不相同，列寧繼承與擴大運用馬克思主義道德論觀

點，將抽象的認知觀點，化為在蘇聯領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建設社會主義之

具體作法（章海山，1999：83），不僅體現於革命與政權建設，更欲以其道德

價值觀當作統治蘇聯之思想利器。列寧認為無產階級道德即是共產主義道德，

其本質特徵是集體主義，完全服務於無產階級鬥爭的利益（江西共大總校馬列

主義教研室資料室，1976：64-65）。列寧在蘇聯致力於共產主義道德建設，其

目的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與防止資本主義再度興起。他曾言：「趕走沙皇地主

和資本家並不困難，但要消滅階級，要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計畫經濟、重新教

育、改造小私有者，則是十分困難的」（周錫榮，1988：190）。因此，進行共

產主義道德教育便成為列寧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實現共產主義之重要手段

（Zajda, 2014: 110）。1920年10月2日，列寧在蘇聯共產主義青年團第三次代表

大會上首次提出「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為：「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

家」，領導幹部的道德素質必須服從與服務於廣大人民群眾之根本利益（章海

山，1991：393）。列寧藉此宣揚蘇聯紅軍與工農群眾為保衛蘇維埃政權之付

出，隨後亦成為毛澤東引申提出「為人民服務」之主要內涵。 

列寧對共產黨人的思想道德論述主要見於《偉大的創舉》（A Great 

Beginning）和《青年團的任務》著作中。首先，在領導幹部道德建設具體作法

方面，列寧認為必須透過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養成勇於犧牲、無私無畏、團結

奮鬥、剛毅英勇與嚴守紀律等革命品德。此外，道德教育與道德建設亦須服膺

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結合革命熱情與經濟發展。其次，在共產主義道德建設

方面，列寧提出「領導幹部道德教育與群眾實踐相結合」、「領導幹部道德理

想與物質利益相結合」、「領導幹部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相結合」以及「領導

幹部道德知識灌輸和領導幹部道德榜樣示範相結合」等四種方法（尹杰欽，

2008：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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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與列寧二人強調唯物觀，否定精神層面與宗教信仰之道德意識，成

為共產主義道德論之主要特色，亦是國際共產主義萌芽之精神內涵，構成1917

年「十月革命」後共產黨統治蘇聯主要的思想道德根柢，更被中共歷代領導人

奉為圭臬，至今仍為中共黨國體制思想道德體系之準據。 

二、毛、鄧二人承襲之馬列主義道德觀 

（一）毛澤東之馬列主義道德觀 

身為中共政權的第一代領導人，毛澤東承襲馬克思主義，亦於1938年10月

中共第六屆六中全會政治報告中倡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5。毛澤東以其認知

的馬克思主義道德價值觀領導工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並且將「為人民服務」

作為其共產主義道德論之基本原則，亦即：「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

不脫離群眾；一切從人民的利益出發，而不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利益出發」

（章海山，1999：84）。1945年4月，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毛澤東

直指：「這個軍隊之所以有力量，是因為所有參加這個軍隊的人，都具有自覺

的紀律；他們不是為著少數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利，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

利益，為著全民族的利益，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毛澤東，1991：

1039）。 

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必須緊抓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高度約束共產黨和

社會。1949年9月21日，中共召開中共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共同綱領》，其中第42條提到：「愛祖國、愛人民、愛勞動、愛科

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陳有和，2014：2）。

「五愛」不僅成為毛澤東對共產主義道德觀之主要內容，且被寫入《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儘管鄧小平在「八二憲法」中又將「愛護公共財產」修改為

「愛社會主義」，惟毛澤東基於對馬列主義認知所提出的道德觀仍影響中共和

共軍至今（李光耀、牟宗豔，1999：16）。 

                                                       
5 毛澤東認為：「離開中國特點來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洞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

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說，按照中國

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

編，20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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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鄧小平之馬列主義道德觀 

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先後歷經打倒四人幫、罷黜華國鋒等政治權力鬥

爭，穩固政權，並且開啟中共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工作，其內涵承

襲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道德論，結合當時中共面臨改革

開放，經濟發展制度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度，但在思想政治工作仍然緊

抓不放等環境背景，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理論，為中共

政權奠下道德建設之發展方向與具體措施（章海山，1999：89）。其中，鄧小

平繼承了馬克思主義有關義利關係之價值觀點，並加以運用在政治統治方面。 

鄧小平統治中國大陸的年代是一個結束革命狂飆，力求政治穩定與現代化

發展的時期。基此，鄧小平一方面繼承馬列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則是

對共產黨員之政治道德提出具體要求，目的在建立堅強的領導班子（鄧小平，

1994：8）。有關鄧小平共產黨員領導幹部之道德規範體系內涵，可歸納為：立

黨為公、執政為民、依法辦事、公正無私、敬業盡忠、忠誠積極、實事求是、

力戒浮誇、顧全大局、團結奮鬥、尊重上級、愛護下屬、同心同德、團結一

致、遵紀守法、率先垂範、廉潔清正、艱苦奮鬥、接受監督、自我審察、堅持

真理，以及修正錯誤等（尹杰欽，2008：85）。 

自中共建政以來，毛、鄧二人為共產黨思想政治和道德建設劃出明確路

線，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有所依循。儘管他們並未針對共軍思想道德價

值觀撰寫專著，惟仍在會議談話中提出認知觀點，其中既有高層次的共產主義

道德要求，例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不利己、專門利人，一不怕苦二不

怕死（李佑新，2013：86）；也有普遍性要求，例如：愛祖國、愛人民、愛勞

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等。中共領導人受到馬列思想深刻影響，以其認知

的唯物社會主義道德觀要求人民，也用於軍隊思想道德建設。然而，隨著中共

與全球事務接軌，講求人權、自由、民主、法治之普世價值觀滲入中國大陸，

過去一切從「物質」為思考的道德價值觀亦逐漸面臨教條、封建等守舊評價。

對中共新一代領導人而言，必須設法賦予思想道德價值新義，而中華文化便成

為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之另一個新論述。 

參、共軍思想道德體系：中華文化 

為了凸顯中華傳統文化對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之重要意義，中共現將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視為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中國軍網，

2015），而優秀傳統文化亦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系列重大成果的基本精神相

呼應（高文兵，2015）。在「中國夢」政治符號（political symbol）導引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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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在2014年11月召開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提到了鑄牢軍隊官兵軍魂意

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要求「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充分發揮優秀傳

統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國心、民族魂，助推中國夢、強軍夢的

實現」（新華網，2014）。共軍重視思想道德建設，保留了馬列思想，並且設

法追溯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兵學武德思想，兼容而成要求共軍行為之標準、規

範。 

一、中華傳統道德文化 

中共政權與共軍發展密不可分，軍隊特殊的政治地位，除了要忠於黨國、

維護國家安全，更須在必要時刻達成穩定政局之政治任務。此一特殊的功能角

色令中共形塑軍隊思想道德體系融入了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

有關三達德、慎獨、剛毅等先秦諸子百家提出的道德觀。中共將這些倫理道德

思想內涵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連結，冀能強化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

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之核心價值觀。 

（一）內在修為 

習近平主政後極力倡議儒家思想，6對共軍而言則是著重包括「智仁勇」三

達德之道德內涵對軍人品格陶養的作用。孔子是中國歷史上首位將「智」作為

道德規範與品格建立標準者。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無論是孔子或是孟子也都期

許弟子必須充滿智慧，才能達到「仁者不憂、知者不惑、勇者不懼」（李學

勤，2001：223）境地。儒家思想認為，智能讓人明辨是非，掌天地自然之道，

明世間萬物之理，智也是政治智慧，可以推動社會進步、國家繁榮、世界發

展，並且增進人類文明良知良能（蘭敏，2014：294-295）。智者也能做到徑渭

分明、明察秋毫、認識規律，且能因勢利導、勇於進取、自強不息，是智德的

表現（崔雪茹，2014：13-15）。中共將這些精神意涵化為實際行動策略，認為

儘管人的智商先天不同，為只要透過勤奮好學、持之以恆，便能依賴後天的努

力累積智慧。「智」的意涵，在共軍的思想道德價值建構中，在於要求軍隊不

斷學習與創新。 

 

 
                                                       
6 例如：2014 年 2 月 25 日，習近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講到：「深

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

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人民日報，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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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共將「仁」視為軍人做人處世之基本準則。「仁」最核心的內容

是「愛人」。仁者愛人，是指尊敬長輩、愛護下屬、忠於主君、遵守祖制等方

面之態度（沈智、王德重，2013：230）。「仁愛」二字也是一種重視個人內心

修養，協調人際關係之道德原則。《論語》中關於仁愛的闡述非常多，例如：

「夫仁者，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除了自己要具有立身通達的能

力，還要兼顧他人（沈智、王德重，2013：413）。將儒家思想中仁民愛物的精

神用於軍隊建設，以仁愛之心待人，矛盾和衝突便會減少；國與國、家與家、

人與人就能和平友好。中共冀能藉此提昇軍隊的道德層次，建立良好的軍事形

象。 

第三，在「勇」方面，即是指勇敢，這是當前中共建軍最重視的工作。

「勇」不僅是備受推崇的美德，亦為中華民族精神重要標誌之一。勇與智是密

不可分，《論語》中說：「巧而好度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

即在表示要勤於思考，善於謀劃，方能立於不敗之地（李永田，2006：14）。

這是因為智者具有敏銳的觀察、分析、思考能力，因而可以依循事物發展規律

行事；而勇者則是在個人內心中產生無所畏懼的精神，展現見義勇為之行為方

式，這是軍人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培養勇敢的品德，保衛國家的財產不受損

失，保衛人民的勞動成果與生命安全，不僅對國家在和平時期自身的成長，而

且對戰時消滅敵人、有效保護自己皆十分必要。 

第四，中共亦將慎獨視為軍人自我修養的方法。「慎獨」是中華傳統文化

極其重要的一個概念，源於儒家，是儒家修身養性的心法，講求道德的高度自

覺和日常嚴格的自律。在歷史典籍《禮記‧大學》、《禮記‧中庸》便提出

「君子慎其獨」思想（馮時，2007：506）。中共將此內涵與曾子提出「吾日三

省吾身」之自我修養方法相結合，運用於軍隊思想道德建設。特別是在當前許

多對共軍體制具有挑戰之各種價值言論、意識形態，常被中共視為必須全面阻

擋，並且建構一套具有說服力之論述觀點時，培養慎獨的精神與能力也就變得

重要。慎獨體現的是一種在道德上嚴以律己之自律精神，要求人們堅定自己信

念，堅守自己的良心尺度，重視自己道德意識約束力（賴廷謙、閻鋼，2004：

258）。因此，慎獨之道，重在培養自己的責任與良知，以要求作為道德主體之

個人，能夠自立、自律、自省、自重。 

（二）外在表現 

隨著文明素質不斷提昇，當前各國軍隊在追求現代化轉型之際，亦講求出

師用兵必須符合正義之正當性與合法性原則。因此，中共在軍隊思想道德建

中，自然無法忽視包括文明禮儀、剛毅堅忍、見義勇為等三種意涵在內之軍人

道德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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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明禮儀展現於軍人外在行為。共軍和各國軍隊一樣，皆希望能夠

建成一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為達此目的，中共除了必須在軍人個體要求具

備崇高的道德修養、高端的軍事技術外，還要提昇軍隊行為必須文明、禮儀。

在策略手段方面，中共要求軍隊要達到「有理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紀律」之「四有」要求（顧智明，2013：456-462），還要以科學文

化知識充實新知，以高尚品格獲取社會、袍澤敬重，實現軍人人格的美德（王

聯斌，2002）。 

其次，剛毅堅忍為軍人內在本質之具體表現。《論語‧子路》言：「剛、

毅、木、訥，近仁」意指剛毅、果決、樸實、口拙，是接近人生正途的簡明原

則（傅佩榮，2013：267）。因此，從「仁」的角度而言，具有剛毅堅忍的品格

也就能向仁者無敵的境界接近。以此品格內涵作為軍人道德價值觀要求之標

準，是要讓軍人養成剛毅堅定、剛強不屈、處險不驚、臨危不懼的個性。這是

軍人自信的表現，也是剛毅堅忍的內質。 

第三，見義勇為是軍人應具備的素質。「正義」無論在儒家、墨家、法家

都是非常受到重視之傳統道德規範。勇敢的表現則是勇於任事、敢於負責、主

持正義、伸張正義。《論語‧為政》言：「見義不為，無勇也」，指的是遇到

符合道義的事不敢做，是懦弱（傅佩榮，2013：106-107）；如果見到違反社會

道德規範之事，不敢挺身而出，就是沒有勇敢精神。具備勇氣，不冒失魯莽、

不膽大妄為、暴力野蠻，懂得運用智慧與仁愛精神，實現正義。這些道德價值

觀對共軍而言是一種陶冶與目標。 

二、中華兵學武德思想 

當共軍開始重視思想道德教育時，關於中華傳統兵學思想歷史淵源以

及蘊含肌理也成為了其道德價值體系建構之重要思考。因此，從中華傳統

武德發展之歷程展開論述探討，並且結合中華武德優良傳統與當前共軍軍

事發展趨向，正是目前共軍思想道德建設特色，並以國防精神建設課題為

重點。 

首先，以價值觀而論，國防精神建設主要目的在塑造正確的軍人價值觀，

其中包括：第一，正確認識軍人的職業價值；第二，正確認識軍人的人生價

值。前者必須藉由價值關係加以認識與確定。中共將軍隊、共產黨與國家三者

間的關係連結，認為任何軍隊都是國家、民族的軍隊，都是為能保衛本國、本

民族之利益而戰。因此，軍人的價值觀就立基於保國、保族、保民。只是在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中共將自身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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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領導核心，代表

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

人民的根本利益。黨的最高理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楊邦榮、種

博，2012：5）。由此一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陸唯一合法執政黨，軍隊自然

必須聽「黨」指揮，忠誠於「黨」。 

其次，在歷史典籍方面，中共的論述也極為廣泛，例如：孫武：「進不

求名，退不避罪，唯人是保，而利合於主，國之寶也」（語農，1993：167-

168）；孫文：「捍族衛民者，軍人之天職」（中華民國各界紀念國父百年誕

辰籌備委員會，1965：91）等，皆被中共作為建立共軍軍人價值之論點。隨

著戰爭型態轉變，共軍也開始瞭解「不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命

題。 

再者，有關軍人的人生價值，中共亦試圖從中華傳統武德中找出價值內涵

與實現途徑。中共強調軍人「人格」發展之重要性，並且認為人格完善是求發

展所必須的要件，也是建功立業、自我實現之形式，為國犧牲更是軍人人生價

值之最高境界。修德、精武與強身，三方面關於德、智、體之完善發展，則是

提昇軍人價值之途徑（王聯斌，1998：23）。由此內含底蘊而形於外時，在軍

旅生涯中躬行實踐艱苦奮鬥，勇於獻身等道德價值，這是共軍當前亟欲實現與

重視之軍人內在特質形塑重要工作。中共欲將中華傳統武德之精神內涵嵌入共

軍思想道德價值體系，期許武德人格修養成為軍隊在武德實踐中之內核，並且

具體落實在育才、用兵等各個方面。 

肆、共軍思想道德體系之建設歷程與取向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說，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

者和弘揚者。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都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中國軍

網，2014）。這段出自習近平出席紀念孔子誕辰2,565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的

講話，透露共軍的思想道德體系亦已成為一種以兼容馬列思想與中華文化為特

色之複合體系。共軍思想道德體系之建設歷程不僅與中共建政後的政局穩定息

息相關，更受到領導人個人政治意識形態所牽引。 

一、思想道德體系建設歷程 

自1927年「南昌暴動」開始，中共歷經「三灣改編」，深切體認到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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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思想治軍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共軍也格外注重軍隊的道德

教育，包括馬克思主義道德理論教育（侯斌、楊維磊、涂修忠，2009）、為

自己、為人民打仗的理想信念教育（葉綱，2007：33-35）、堅持共產黨對軍

隊堅強領導的軍魂教育（南京政治學院黨的創新理論研究中心，2014）、全

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王紹先，2014）、為國家盡忠的愛國主義教

育（侯健，2000：16）等等。這些都是為了有效制約和引導官兵行為，而在

各個時期制定之道德規範。此外，共軍的思想道德建設還包括如井岡山鬥爭

時期，紅軍制定之「三大紀律六項注意」7，後來修改為「三大紀律八項注

意」8，並且在與國民革命軍的內戰期間，由共軍以訓令形式重新統一頒布。

這些共軍的軍人紀律要求，也是被視為必要的道德規範，沿用至中共建政

後。 

1978年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共軍開始被灌輸必須「始終要忠於黨，

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社會主義」（馬天保，2002：33），發揚革命和拼

命精神，嚴守紀律和自我犧牲精神，大公無私和先人後己精神，壓倒一切敵

人、壓倒一切困難的精神，堅持革命樂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利的精神等

「五種革命精神」（葉水舟，2003：83），以及成為有理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紀律之「四有」革命軍人，開展愛國奉獻、革命人生觀、艱苦奮鬥和尊

幹愛兵教育（錢振勤、劉淑萍、朱其美，2010：79），制定頒發「聽黨指揮、

愛國奉獻、愛軍習武、尊幹愛兵、嚴守紀律、堅守氣節、艱苦奮鬥、文明禮

貌」之《軍人道德規範》（朱早良，2002：145-146）。當前在習近平主政時

期，共軍面臨的又是一種新環境、新形勢，以及新的領導作風，在「中國

夢」、「強軍夢」發展主軸下，習近平等中共中央軍委領導核心將更加深入抓

緊歷史使命教育、理想信念教育、戰鬥精神教育，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

（杜煒，2014），培育「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

譽」之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 

習近平治軍不再強調「韜光養晦」，採取與世界各國保持「相互尊重」的

外交原則（The Economist, 2014），令共軍在面對綜合性、複雜性、多變性共存

的國家安全形勢時，又須再強化「強軍」之思想道德元素。除此之外，共軍的

角色變得更多元，所處的環境更複雜，面臨的考驗更加嚴峻，對於軍隊官兵的

                                                       
7 三大紀律係指：行動聽指揮、打土豪籌款子歸公、不拿老百姓一個紅薯；六項注意係指：上

門板、捆鋪草、說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王旭寬，2012）。 
8 1930 年 9 月 25 日，共軍總政治部印發《紅軍士兵會章程》正式收入「三大紀律、八項注

意」，除原來的六項之外，另外加上「不得隨便屙屎」和「不搜敵兵腰包」兩條（王旭寬，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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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念、價值追求、戰鬥意志和心理素質等顯現出更高要求。在中共抓緊政

治的要求下，共軍的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會更加積極，以求官兵忠誠使命、獻身

使命、不辱使命的思想境界（程偉，2014），為履行新世紀、新形勢下的歷史

使命，鑄牢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提供強大的精神動力。 

二、思想道德體系建設取向 

共軍歷經80餘年改革、轉型、發展歷程，在當前軍事事務革新時期，面對

的是多元複合之內外環境安全威脅與價值觀挑戰，重視思想道德建設已成為共

軍政治工作之重點。特別是在習近平主政後，中共力求軍隊必須「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作風優良」（光明日報，2014）。為了保持共軍部隊為人民服務的

性質、作風，要求軍人拘謹、不驕躁，建立文明威武之師軍隊形象，貢獻於捍

衛國家主權、保衛人民財產、維護世界和平，以及促進共同發展等目標，思想

道德價值觀都將成為強大的精神優勢，持續強化其價值體系之建立與論述能

力。 

共軍的武德與思想道德價值觀與中外軍隊優良道德傳統相關，並且實現

於中共土地革命時期至改革開放後各階段革命性變革，進而成為當前共軍思

想道德主要內涵。共軍建軍迄今，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

近平等人紛紛強調軍隊必須堅持馬列主義同時，也展開對中華傳統倫理道德

思想，以及中華傳統軍事理論之研究與兼融。檢視當前共軍思想道德價值體

系建設，其內涵納入了馬列思想以及中華傳統文化中優良的倫理道德思想

（朱金瑞、單薇，2001：39-42）。此外，來自於前蘇聯時期之紅軍建軍模

式，也為共軍道德建設提供豐富的參考借鑒，無論是中共革命建政，取向改

革開放，或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這種來自中外思想道德價值建設之具體

實踐，皆為共軍道德建設奠定了堅實基礎，進而導致共軍的思想道德價值觀

與他國軍隊的思想道德內涵有所同卻也有所不同，成為一種獨特的革命軍人

思想道德體系。 

共軍思想道德建設內容以正面評價描述可謂十分豐富；然而另一層意義則

表示在眾說紛紜的價值體系中，呈現出隨著中共領導人個人意識傾向而持續變

動不定。因此，共軍的思想道德要求內容，在各個時期產生了不同的規範要

求，且跟隨時間進程、軍隊任務使命之變化而改變。在這段變遷過程中，共軍

形成眾多道德原則與規範。簡單而論，共軍的思想道德基本原則是對共產黨絕

對忠誠，這已成為共軍建軍以來不變的傳統，也是為了反映在中共對國家、人

民根本利益領導之要求。其次，共軍思想道德的核心被形塑為全心全意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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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且被列為共軍的根本宗旨，被視為軍隊生存發展之力量根源以及思想基

礎。第三，共軍思想道德的主軸是愛國奉獻，這是中共運用中華民族愛國主

義、中華傳統道德價值觀要求軍人職責使命之本質，藉以反映軍人道德情操。

除此之外，儘管共軍總政治部於2001年頒布了《軍人道德規範》，惟其內涵仍

隨著胡、習二人全力繼承和政治局勢發展而有不同的新詮釋，這是屬於變動的

部分。 

共軍思想道德價值觀除了體現在其宣導之道德原則與規範，也被要求內化於

官兵思想行為，以及官兵具體行為形成之軍人精神中。按照中共的邏輯思維，認

為政治思想或意識形態皆來自於科學與革命的統一、理論與實踐的統一。因此，

共軍軍人思想道德之價值內涵也是按照這種思維而形成許多與軍人道德生活融為

一體之軍人道德精神。例如：井岡山精神、長征精神、延安精神、西柏坡精神等

等（劉金田，2011：1）。此外，共軍也非常重視道德楷模之形塑（劉鳳健、丁

葵桃、鄭哲，2014：86-90）。中共藉由這些人的事蹟與人格形象，對當時的共

軍軍人道德投射其具體實踐典範。中共前領導人江澤民曾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

軍80多年來之所以能夠戰勝千難萬險，不斷從勝利走向勝利，一個重要原因就在

於始終是「一支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軍隊，是一支敢於戰勝一切困難和壓倒一切

敵人的軍隊，是一支有理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律的軍隊」（江澤民，

2003：337）。時至今日，共軍面對新時期的變革與安全形勢挑戰，仍然重視軍

隊思想道德建設，且被視為軍隊獨特的強大精神力量。 

共軍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形成之道德原則、行為規範，已對軍隊官兵

思想行為產生重大影響，對軍人個體、軍隊思想政治建發揮重要作用。若將

思想道德與價值觀兩者相較，可發現共軍的革命價值觀與道德內涵相似，皆

為規範個人行為之內在標準。因此，對中共而言，欲在軍隊形塑適應新形勢

之思想道德體系，便需要重視價值觀之導正與建立。價值觀能夠影響個人行

為與社會風氣，在注重勞動生產力運用方面，亦被中共視為決定建設物質文

明之重要因素。各行各業的價值觀與勞動生產力發展直接相關，軍隊的戰鬥

力亦是如此。其中，成熟的價值觀成為價值體系形成之核心，而價值觀的核

心價值體系則在集中表達一定的基本價值理念，進而將它視為自己的旗幟

（焦國成，2007：8-12）。由此可見，共軍思想道德體系亦按照此一發展脈

絡被建立，最後形成各種制度，規範軍隊個體與總體行為，其中內含各種品

格與内在精神，使各種制度具有相適應之特質。思想道德與價值觀是共軍共

同遵循之行為規則、標準和尺度，它同樣關係共軍軍隊制度之建立、變遷與

創新。本文按照此思維程序，歸納整理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示意圖，如圖1

所示。 



論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馬列思想與中華文化 

128 

 

 

 

 

 

 

 

 

 

 

 

 

 

圖示說明：     表示在強軍路線下，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強調注重包含馬列思

想、中華道德與兵學武德內涵在內之軍隊思想道德建設。 

表示強固共軍思想道德建設體系之冀望目標與影響因素。 

表示以共軍思想道德建設達到充實軟實力建設目標後產生的內

部、外部效應。 

 

圖1 共軍思想道德體系建設示意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 

伍、結論 

當前共軍面臨的是全球化時代，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主流。然而，

在此大環境條件下，仍存有許多區域爭端、民族衝突等局部的戰爭威脅，其中

也包括中共本身在內。無論是基於民族意識，抑或是政治意識形態因素，中共

認為高技術條件下的現代戰爭依然充滿挑戰，除了在習近平上任後不斷強調強

軍興軍等關心軍力發展外，更認為建立符合新時期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對於共軍

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中共而言，兼容馬列思想與中華文化之思想道德是共軍獨具特色與作

用之強大精神戰力。在中國大陸內部，當前正興起關於諸多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改革轉型之主張與討論，其中亦包括被中共視為西方民主國家「和平演變」政

權之「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以及「軍隊非政治化」等價值觀。此

共 軍

思想道德建設

內 部 黨 政 領 導 

大國軍隊道德認知 

多樣化任務軟實力建設 強軍路線 

鞏固聽黨指揮

與國際軍事事務接軌

中華道德 

兵學武德 

馬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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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習近平上任迄今極力宣傳的反腐敗政績，亦已出現從政治體制改革除弊

之評價。這些對於在政治議題上一向採取保守態度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必須採

取抓緊不放鬆的策略。作為中共政權穩定力量的解放軍，更須要求思想的統一

與一致性。此時，過於強調馬列主義政治意識形態，已面臨說服力不足之瓶

頸，若改以軍隊道德為新包裝，兼容傳統政治思想要求，也就能夠以「新瓶裝

舊酒」甚至是「新瓶裝新酒」的方式，教育與說服軍隊建立齊一的行動標準與

道德規範。共軍要緊貼思想道德教育之內涵必須結合時代發展、緊貼使命任

務、緊貼官兵實際，深入開展歷史使命教育、理想信念教育、戰鬥精神教育，

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大力培育「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

使命、崇尚榮譽」之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強化中心思想，確保具備有效

達成新世紀新階段歷史使命之能力。 

習近平成為中共黨政軍最高權力領導人後，不再強調胡溫時期所主張繼續

韜光養晦，並且改以強軍興軍作為共軍總體發展路線。我們關切的是過去這支

不斷被強調要「聽黨指揮」的軍隊，在面臨習近平強勢領軍，又無法迴避在現

實生活中各種多元價值觀正萌發於中國大陸內部，這些來自中西方、古代、近

代、當代的思潮對共軍的思想道德體系建設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認為，習近

平上任後如同歷代領導人一樣，積極地將個人意識灌輸到軍隊思想政治體系，

透過思想道德的包裝，成為當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論述與教育重點。這種隨

著個人領導風格而轉變的軍隊道德標準與西方歐美國家以及和國軍傳統武德內

涵有著極大不同。另一方面，在中共堅持馬列主義政治思想原則下，一切以物

質、利益為考量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未來仍將隨著中國大陸內外情勢而調

整、修正其思想道德內涵。可以確定的是，中共以及共軍對思想道德價值體系

的建設會持續地重視，從瞭解共軍發展的角度而論，一方面對共軍能在超越物

質、超越政治的道德價值觀方面抱以期許；另一方面，仍須持續掌握共軍思想

政治以及道德價值觀的轉變。這些無形力量會直接影響共軍的外部行為，對戰

爭的看法、對和平的態度、對正義的立場，而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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