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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中國軍隊的主力，從清初以來即有不同的變化。滿清入關前後，八旗是最主要的

勁旅，當時被稱為滿洲鐵騎，可謂是打遍華夏無敵手的一支名滿天下的部隊。可是八

旗勁旅雖然厲害，它也還是逃不過時間演變的走下坡定律，承平時日一久，戰鬥力往

往就跟著下降，最終被其他軍事力量取代。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清初歷史進展到三藩

之亂時，清廷平亂的主力，已經由八旗移轉至綠營。而綠營的運用從康熙到乾隆，是

它的全盛時期。但是綠營也與八旗一樣，經過一定的期間也步入衰微的境地。所以嘉

慶初期所發生的川、楚匪亂（平定此亂事總計耗掉軍費貳億兩），其平亂的主要勢力已

經不在是朝廷的正規軍—八旗與綠營，而是由團練來担綱主要角色，團練是由地方部

隊組建訓練而成的軍事力量，它其實與國家的正規軍已經有明顯的角色差異。 

到了道光末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地方部隊的重要性更進一步明顯提升，平亂的主

力是知名的湘（湖南）軍、淮（淮河流域）軍，朝廷最主要的軍事行動都需要這些部

隊的大力參與，可以看的出來地方部隊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出當時的正規軍。但是湘

淮軍的特殊性質，並不止於它是由地方部隊所蛻變而成，它也培養出一種只聽命於指

揮官或者直屬將領的風格，而不再是由朝廷可以任意調度的部隊，換句話說，私軍─

─私人部隊的現象已經開始萌芽，這也為後來的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種下了潛藏的

因子。 

湘淮軍之後，繼之而起的中國軍隊主力為北洋軍，北洋的意思是這支部隊的軍官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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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是由北洋（天津）武備學堂這個軍事學校畢業而來。所以他們被稱為北洋

系或北洋軍。記得在上世紀的 9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曾經拍過一部有關北洋軍的歷史

影集，其中一幕是慈禧太后要校閱袁世凱一手創建的北洋部隊，結果當時出現在太后

眼前的師長與高階軍官們著實令人大吃一驚，因為這些人中居然有一大批日後名列北

洋政府的總統、總理與執政，其對民國初年政局的影響實無出其右。 

北洋政府執掌中國的政權到民國 17 年，因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終結。從此又進入

另外一個新軍事勢力崛起的階段，那就是黃浦系的國民革命軍。這一支部隊號稱<黨軍

>，當時是由中國國民黨所培植出來的一支知名勁旅，因此有這一種稱謂。國民革命軍

的戰績從東征、北伐到抗日等等軍事行動，它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當然也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與犧牲。據統計黃浦軍校歷年來畢業的學生總數約 21 萬人，其中有 19 萬都

在戰場上殉職，戰死沙場的比率之高委實令人瞠目結舌。 

國民革命軍在中國的角色到了 1945 年，國共第二次內戰開始以後，就逐漸為中共

的人民解放軍取代。，解放軍也是由中國共產黨所一手創立，不過因為強調與人民站

在一起，所以雖然有黨軍的內涵，但是在對外宣傳上，比較不強調這一點，所以從它

的名稱看起來，就可以了解到它與國民革命軍的差異。人民解放軍到現在一直都是中

國部隊的主力，現階段倒是還看不出來還有哪一方面的軍事勢力可以取代它。此外，

解放軍本身在過去數十年中也經歷了數次大規模的整頓與改革，這對它的新陳代謝應

該也有一定程度的強化作用，這對延長它的軍事活力，避免過早步入衰退的境地，必

然會有某些正向的助益，而接下來解放軍會有什麼樣的性質演變，那可能就需要近一

步的觀察。綜觀以上所述，吾人可以瞭解到，[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

句名言正是形容近代中國軍事主力變遷的最好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