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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首位原民二級上將 徐衍璞 戰略所博班策勵未來

卓爾不群

【記者林雨荷專訪】「當有一天國家需要你的時候，就必須要以生命來奉獻這個國家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目前就讀本校戰略所博士班的徐衍璞將軍堅定地說。

奉獻軍旅44年，59歲成為台灣首位具有原住民血統的中華民國國軍二級上將。 

小時候的家境並不富裕，父親是民國38年跟著國軍從山東撤退來台的軍人，母親是來

自宜蘭南澳鄉泰雅族姑娘，「那時候原住民部落的生活較為困頓，我媽媽在小學畢業

之後，就到台北幫傭了。」媽媽帶來的身教，養成了他往後吃苦耐勞及適應各種環境

的能力。 

民國65年，徐衍璞以優異成績錄取成功高中，那時剛好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第一期

正式招生，老師及父親鼓勵他，從軍報國將會是個人生涯中一個很好規劃，所以選擇

就讀中正預校，開啟了軍旅生活。從預校畢業以後，徐衍璞直升陸軍官校，在這7年

間，徐衍璞接受完整的兵科軍事教育以及國軍的養成訓練，是培育他成為堅強軍人的

重要過程。 

「人生要有自己的目標，我選擇投入軍職，就必須全力以赴。」幾十年的軍旅生涯中

，從基層軍官一路晉升上將，徐衍璞貢獻他的所知、所學、所能，面對不同職務所帶

來的各種挑戰，他總是全力以赴，謙虛的認為自己比較幸運，所以能讓長官看見他的

努力。 

「我父親是一個大陸撤退來台的老兵，退伍時的職務是國防部勤務指揮部的上兵，他

應該沒有想過有一天他的兒子可以升到上將，但不是奇蹟，這需要靠個人不斷的努力

。」軍旅生活戰戰兢兢，徐衍璞一路走來，曾任陸軍第十軍團參謀長、陸軍副參謀長

、人事室次長、陸軍第六軍團指揮官等重要軍職，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不斷挑戰自我。 

「一人不為功，團隊最重要」是徐衍璞在民國95年「漢光22號演習」中學到的課題

，當時他負責整個火力、兵力展示的全盤策劃指揮工作，他認為任何成功需要靠一個

團隊，團隊整體的協調合作是達成任務成功的重要基礎，在整個三軍聯合的演習當中

，各單位需要放下成見，彼此間相互協調、合作，更要放棄軍種的本位主義，以成功

作為彼此間的重要標的，在這樣的狀況下演習才能圓滿達成。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是徐衍璞的人生態度，就讀中正預校的日子裡，當時的校長

周世斌對他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從一早起床繞校園跑步到晚自習，周校長總是悄悄

地關注我們，我從未見過他疾言厲色對幹部或學生。」 

「基本上我不生氣、罵人，但是部隊紀律一點也不鬆散，且能達成所有任務」。他認



為謾罵、責備、處分不會是處理事情的最好方式，溝通勝於一切，應以部屬的立場設

想，在一個好的氣氛下，大家就會主動把自己的事做好，但也不會因此讓軍隊工作停

滯，他時常鼓勵同仁要以身作則、具備同理心才能去做適性、適切的領導。 

被部屬形容為「最大缺點就是人太好」的徐衍璞，雖然一身軍服，但身上流淌著泰雅

族熱情的血液，親和力十足。「我一生都以身為原住民的血統為榮。」國防部副總長

執行官參謀鄭緯綸中校認為徐衍璞是「優秀、親和力十足、認真負責的好長官」，他

回憶與徐衍璞初次共事，是在民國95年，徐衍璞時任21砲指部指揮官，「他默默關懷

腳莫名腫起來而不良於行的我，還派車載我到三軍總醫院看診，讓我非常感動。」經

過多年再次與徐衍璞共事的鄭緯綸觀察，這些年來，徐上將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仍以

誠懇、熱心的態度對待部屬，沒有官架子的他，讓人如沐春風，願意為他付出。 

擔任國防部陸軍六軍團指揮官時期，徐衍璞促成淡江大學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

ROTC大學儲備軍官團暨策略聯盟」，並在關渡指揮部成立教學點，讓學校與部隊合作

將就學、就業相互結合，並讓所有的官兵有機會在營區內有機會學習淡江課程。 

「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人生，而教育可以改變一切。」因此即使工作繁忙、需要

犧牲陪伴家人的時間，他仍以身作則、鼓勵同仁們在職進修，並透過閱讀擴充涵養。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是非常悠久且頗負盛名的系所，並且培育了很多厲

害的人才，那時我開始思考自己到了這個階層以後，是不是能有機會再給自己一個學

習的機會」不斷精進自己的他，今年進入本校繼續攻讀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學位，即

便工作繁忙，他仍認為「學習」對於個人的未來的工作、生涯規劃都是經驗的累積「

活到老、學到老，尤其學習、讀書充實自己，讓自己具備更多的實力和能力，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 

今年1月，徐衍璞晉升上將時，由總統蔡英文親自授階，他說：「總統在授階時給我

很多的勉勵以及期許，階級的提升代表責任的加重，尤其現在國軍面對兩岸嚴峻的情

勢，中共幾十年來對我們的威脅從來沒有減少過，所以國軍對於保國家的安全與福祉

，這樣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未來，他除不斷精進自己外，亦將不辜負國家、總統

、人民的託付，勤奮不息，為國家奉獻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