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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友誼穩固的幾種說法 
● 黃煥堯

 

 

 

在以前的時代，曾經有人這麼形容好朋友間的鐵桿關係，其中包括這幾句話：「一

起扛過槍」，「一起同過窗」，「一起分過贓」， 「一起嫖過娼」。 就依前兩種民諺的說

法來分析，一起扛過槍的意思就是曾經在戰場上並肩作戰、同生共死過的交情，這也

是人一生中很難遺忘的一段經歷，因此如果有這種袍澤情誼往往就是一輩子的交情。

1950 年代韓戰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解放軍在戰場上身受重傷，他叫身邊另一位戰友不

要理他自己先走，結果他戰友不管不顧他的要求，拚了老命把他從戰場上一路的背回

來，結果兩個人好不容易到達醫療站的時候，護士發覺在韓國的酷寒環境下，他們兩

個的身體已經因為流出來的血水在低溫下結凍而分不開，後來只好用醫療工具把他們

兩個人黏結在一起的皮膚切開，才能讓兩人分離開來接受治療。有這麼一段不平凡的

戰場經歷，兩個人的友情大概一輩子都很難消失。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中，看到這種袍澤情誼。書中的男主角拚盡力氣把他受了腳傷的最佩服

的老戰友老卡，咬緊牙關、硬生生地扛回去戰地醫院，到達終點時，男主角把老卡放

下來後，整個人是累得兩眼直冒金星、兩腿因氣力用盡而抖個不停，結果連站都站不

起來，可是他心裡面還是很高興老卡終於得救了。哪知道後來醫生跟他講老卡人已經

死了，因為就在他把人送回來的過程中，老卡的太陽穴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一片彈片穿

過，因此運回來的時候人其實已經沒氣了，男主角只好抱著複雜茫然的心情回部隊去

。從這些例子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戰場上的士兵彼此常會把生命交付到對方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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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緊急危難的時候，很多人不僅不會迴避，甚至於不計風險、不顧生命威脅，拚了

老命也要把對方從火線上救回來，這就是所謂一起扛過槍的深刻友情。 

一起同過窗指的是曾經同學過的關係，年輕時候的求學經驗中，同學往往是其中

的主角，它也是人際關係或者所謂的人脈中，比較主要的一環。我們看中華民國歷任

的元首，其經歷只要是留學國外某個國家，他上台之後，往往同一地區的留學生就較

容易獲得重用，比如說留美派的總統執政後，曾經有美國留學經歷的高學歷人士，就

容易獲得執政者不次拔擢，在內閣或者官場中占一席之地。比如說李登輝時代的黃大

洲等人就符合這種情況。同理，留日派的元首上台後，有日本留學經歷的人往往也會

獲得重用，如蔣介石上位時，何應欽等的一票從日本士官學校（日本的陸軍官校）畢

業的軍官，就紛紛獲得蔣介石的任用，位居要津，形成一股龐大的軍中勢力。另外，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黃埔軍校，其實也培養了不少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青

年才俊，那些人雖然在服務的政權方面有所差異，但是彼此卻存在著校友的關係，不

是同學就是學長學弟，因此黃埔軍校中的學生往往被歷史界認為是國共一家親。即便

是中國共產黨的很多高階的將領，在抗日戰爭時期，遇到蔣介石時還是要尊稱一句「

校長」，這就透露了彼此在黃埔軍校中的關係。姑不論後來國共內戰時期兩黨的血腥鬥

爭，黃埔確實是為中國的軍事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只是其傷亡率也是駭人聽聞，總共

培養了約二十一萬的學生，在經歷過中國近代的一系列戰爭後，倖存的只有區區的兩

萬，其他十九萬人全都喪生於戰場上，存活率不到一成。戰爭對精英人才的損耗，實

令人唏噓慨歎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