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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達四通資電領航 

五動科技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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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兵起源- 

通信兵的初始，源起於黃埔建校第 4期，工兵科

下設立的「通信隊」 。 

民國 17 年國民政府創辦「軍事交通技術學校」，

是通信兵脫離工兵而與運輸合稱為交通兵開始。 

民國 18年以交通部隊為基幹，成立「交通兵團」，

以無線電、有線、 

汽車、鐵道等 

大隊編成。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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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通信兵起源- 

民國 23年春丘煒將軍成立「陸軍通信兵學校籌備

處」，交通第 1團改為陸軍通信兵團，通信兵遂脫

離交通兵正式稱為「通信兵科」，此時即為獨立成

為單一兵科開始，而通信兵之父丘煒將軍，在通

信兵獨立起的同年，因積勞成疾而歿，將星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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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兵起源- 

民國 25年 9月 1日，

「陸軍通信兵學校」

於南京丁家橋成立，

是為通信兵科與獨立

通信部隊建立之始。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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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校軌跡- 

民國 26 年抗戰興

起，首遷湖南臨

澧，27 年再遷廣西

興安，28 年又遷貴

州麻江，33 年戰事

吃緊奉遷四川油

溪，36 年抗戰勝利

復員還都設於南京

郊外馬鞍山。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25 58  

29 28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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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遷校軌跡- 

徐蚌戰事逆轉後中共南竄，於 38年元月遷駐湖南耒

陽，6月奉命遷移台灣，至廣州候船遷移來台，8月

抵達基隆，9月轉運至宜蘭，39年 4月於宜蘭金六

結復校，隸屬於聯勤總部，44年改隸陸軍供應司令

部通信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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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45  

43  45  



8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遷校軌跡- 

民國 51年 8 月 5日，歐珀颱風侵襲宜蘭，造成 1員

死亡，93員輕重傷，營房全倒 17棟，全校陷入癱瘓。 

同年 8 月 31 日，本校時任副校長張庭菊少將奉命至

桃園地區勘察新校址，車行經桃園龜山不幸車禍殉

職，舉校哀痛；9月由校長李世昌少將至中壢楊梅一

帶勘查新校址，選定楊梅鎮月眉村及中壢鎮山仔頂兩

處，後決定新校址於山仔頂。 

民國 54年 7 月 10日，遷入桃園平鎮山子頂至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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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55 30  

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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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心沿革-創業為艱、兢兢業業、9次遷徙奠定通信之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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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象徵-引領通資電幹部的指標圖騰 

 

-隊徽- 

盾形：鞏固團結精實國軍戰力 

藍白紅三色：效忠國家發揚黃埔精神 

金色瑞穗：蓬勃生長創造資電優勢 

忠誠三線：通資最急貫徹三大要求 

閃電：傳承歷史確保全程暢通 

交叉運行軌道：網網相連達成支援任務 

50 09 01  
 

60 11 30  

25 09 01  
 

50 08 31  

84 12 1  

60 12 01  
 

84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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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象徵-引領通資電幹部的指標圖騰 

 

民國 25年至 58年沿

革史收錄之總統蔣中

正先生訓詞內容 

-訓詞-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以曾於本校視導及隊慶時，以

「組織第一、情報優先、通信最急」勉勵通信人員

係負擔全軍作戰勝敗責任之關鍵。 

2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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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象徵-引領通資電幹部的指標圖騰 

 -校風- 

由第六任校長王根榮將軍依陸軍官校校訓「親愛精

誠」，訂定中心校風「忠誠勤敏」，這四個字，在科

技時代體現不同的詮釋- 

在兵科傳承上 -忠於專業、精益求精 

在教育訓練上- 誠懇務實、創新思維 

在人才培育上- 勤學不懈、青出於藍 

在學術研究上- 敏銳前瞻、引領科技 

2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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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象徵-引領通資電幹部的指標圖騰 

 

-隊歌- 

民國74年7月1日迄今              陳祖康詞 林慶培曲 

51│ 331325─3 21 3│ 2  12─1 3│ 

國家  干城軍中神經 這 是通 信    的  搖籃 戰 技 

│5533 5│ 6622 3│ 451 3 4│5─05 1│ 

須精練學  術   要貫通獻  身   作無名 的 英  雄    支  援 

│333  21 3│53 2 17 1│2─012│3─023│ 

三軍協  同諸  兵   種作     戰求 迅 速     需確  實    守秘 

│4─0 34│5─054│3 2 3 176│523105│ 

密     要更  新    親    愛 精    誠奮    發勵 行發 

│5─ 5323│1─005│5─5323│1─ ─0│ 

揚   吾校精    神     發       揚吾校   精      神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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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主官- 

首任校長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先生兼任，交通

部俞飛鵬上將兼任副校長，全般校務均由當時交輜學

校教育長兼本校教育長徐庭瑤中將綜理，民國36年由

教育長李昌來將軍新任，其中28度易長並經歷數次組

織變革及更名，民國106年11月1日由葉瑞家將軍接任

指揮官迄今。 

25 38  

兼校長委員長 

蔣中正 

25年9月1日 

至36年10月1日 

兼副校長 

俞飛鵬上將 

25年9月1日 

至30年2月1日 

 39 54  

第1任校長 

李昌來將軍 

36年10月1日 

至42年5月1日 

第2任校長 

任世江將軍 

42年5月1日 

至44年1月31日 

第3任校長 

李參育將軍 

44年2月1日 

至47年6月30日 

第4任校長 

胡其生將軍 

47年7月1日 

至50年8月31日 

第5任校長 

李世昌將軍 

50年9月1日 

至54年8月31日 

第6任校長 

王根榮將軍 

54年9月1日 

至58年5月31日 

  

 組織遞嬗-培育通資電菁英的組織團隊 

 

55 68  

第7任校長 

陳信將軍 

58年6月1日 

至60年9月10日 

第8任校長 

石岳將軍 

60年9月11日 

至63年11月20日 

第9任校長 

李中賢將軍 

63年11月30日 

至65年11月30日 

第10任校長 

劉克源將軍 

65年12月1日 

至66年9月15日 

第11任校長 

陳樹起將軍 

66年9月16日 

至6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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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遞嬗-培育通資電菁英的組織團隊 

 

68 86  

第12任校長 

張正昉將軍 

68年12月7日 

至71年3月11日 

第13任校長 

夏正宗將軍 

71年3月12日 

至73年2月29日 

第14任校長 

趙廣豫將軍 

73年3月1日 

至75年6月30日 

第15任校長 

凌根成將軍 

75年7月1日 

至79年8月31日 

第16任校長 

黃舜卿將軍 

79年9月1日 

至82年3月31日 

第18任校長 

張近海將軍 

83年1月1日 

至86年6月30日 

第17任校長 

李振鳴將軍 

82年4月1日 

至82年12月31日 

86 102  

第19任校長 

蕭文彬將軍 

86年7月1日 

至89年1月31日 

第20任校長 

陳正棋將軍 

89年5月1日 

至92年7月31日 

第21任校長 

曾家驥將軍 

92年8月1日 

至94年5月31日 

第22任校長 

高坤林將軍 

94年6月1日 

至96年8月1日 

第23任校長 

姜國慶將軍 

96年8月1日 

至97年3月15日日 

第25任校長 

楊登欽少將民國

101年4月1日 

至102年12月31

日 

第24任校長 

翁錳揮少將 

97年3月16日 

至101年3月31 

103  

第1任指揮官 

董玉文少將 

103年1月1日 

至104年9月30日 

第2任指揮官 

簡華慶少將 

104年10月1日 

至106年10月31

日 

第3任指揮官 

葉瑞家少將 

106年11月1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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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遞嬗-培育通資電菁英的組織團隊 

 
-組織變革- 

中心的組織為適應軍事需要，多次變革，教育計劃之

擬訂，訓練班隊的性質、數量，亦隨時代需求有所更

易，經歷對日抗戰、剿匪、戡亂等危難，歷經9次遷校

，輾轉來台並經歷數次組織變革及更名。 

 8遷-台灣宜蘭金六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軍訓部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軍訓部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軍訓部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軍訓部 

通信學校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聯合勤務總司令

部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軍訓部 

通信學校 
轄聯合勤務總司令

部 

通信學校 
轄聯合勤務總司令

部 

通信兵學校 
轄國防部 

陸軍通信兵學校 
轄陸軍技術勤務訓

練指揮部 

民國 25 年至 58 年組織遞嬗圖 

 



18 
  

 組織遞嬗-培育通資電菁英的組織團隊 

 

 

 

-現有團隊- 

中心目前下轄計畫考核處等７個幕僚行政處室，４個

教官組，另有學員生總隊、通信兵部隊測考中心、本

部連及教勤連４個直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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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務-引領科技先鋒 創造通資電長材 

 -兵科教育- 

依國軍整體建軍規劃，針對地面通資電兵科屬性及專

業知識技術，實施戰鬥、戰技之專業專長課程，從方

法及程序導向戰鬥實作，並結合未來作戰形態、部隊

實務，輔以兵科協同軍種聯合作戰課程，奠定基層官

、士、兵執行任務應具備之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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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抗戰時期的通信訓練 

 

-一般通信教育- 

早期一般通信教育區分基

礎教育、軍官及軍士（學

兵）教育， 各式般隊共計

通信兵科學生教育、通信

技術員訓練班、通信勤務

班、戰時通信軍官訓練

班、戰時無線電軍官短期

訓練班、通信軍士訓練

班、戰車無線電話軍士訓

練班教育、練習大隊學兵

教育等 28個教育班隊，訓

練近六萬名軍士。 

早期教育訓練依史料及前輩口述之「抗戰時期之教育訓練班隊」為主，

可分為一般通信訓練、特種通信訓練及特殊通信訓練等３大主軸。 

39 11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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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抗戰時期的通信訓練 

 -特種通信訓練- 

特種通信教導隊於民國20年由軍政部成立，創辦初

始僅有狼犬45頭及官兵78名，區分軍犬、軍鴿及馬

術，初期軍犬訓練因設備不良導幼犬易致夭折，於

34年設計了「三二」式犬舍及運動場，同時自行繁

殖補充終於改善，另外，特種通信教導隊於民國32

年改為通信鴿教養所，軍犬採啟發競賽淘汰式訓練

，通信鴿區分為固定鴿、往復鴿、移動鴿及夜間鴿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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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抗戰時期的通信訓練 

 

-特殊通信訓練- 

計有機務人員訓練

班、雷達訓練班、日

文電報偵聽班等特

殊通信教育班隊。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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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抗戰時期的通信訓練 

 

45 1  4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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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務-引領科技先鋒 創造通資電長才 

 -部隊訓練- 

依據整體防衛作戰構想，針對國軍地面部隊之通信部

隊及部隊通信訓練制定訓練方針及訓練方法，使部隊

訓練有所依循並藉由精實且效率的部隊訓練，確保作

戰時各層級指管通勤鏈路暢通，有效支援整體作戰。 



25 

 

 

  

 教育訓練-各式現代通資電裝備介紹 

 

-戰術區域通信系統- 

本系統在完成放列開設後，可構成有線電、視訊、保密話機、軍線及網

路，通信品質穩定，是作戰時的通信中心，構成網路化機動通信骨幹，

於救災、演訓或作戰時，可藉由調整天線方向或機動部署收容各級部隊

之延伸節點，構成本軍機動通資網路。 

-機動數位微波系統- 

本系統用於旅級及營級間，為陸軍野戰部隊指管通資平臺，具備乙太

網路標準界面，可延伸國軍網路，並運用一對一及對多之部署模式，

提供單位語音電話、資訊、傳真及視訊會議等延伸功能，藉以強化指

揮管制、發揮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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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各式現代通資電裝備介紹 

 -維星系統 可攜式終端- 

本系統具自動對興及通性特性，不受地形影響，可隨時隨地架

設通連，提供視訊、數據信號傳輸，建立山區、孤困地區通信

，延伸作戰或救災。 

-維星系統 車載動中通- 

本系統具行動中衛星通信能力，於救災行動時可用於指揮管

制、影像及情資傳遞，達成快速機動部署通連，以滿足緊急

指揮任務需求，維星通信系統可提供視訊、語音、數據信號

傳輸，具系統自動追蹤能力，一般平坦道路車速可達110km/h

，使用渦輪柴油6700cc之福特F550載具，可運用於民間救災

、及作戰指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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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各式現代通資電裝備介紹 

 -37C無線電機- 

37C系列無線電機為本軍連、營、旅級階層所使用之調頻無線電機，具

有跳頻、內建保密器、GPS定位、中繼轉發、遙控與數據傳輸等功能，

其數位化、抗干擾及保密安全特性，特別適合中、短距離與較長距離

的語音、數據通信，可進行保密通信並與戰術區域通信系統、機動數

位微波及交換機等多種系統介接互通。 

-手旗及布板- 
手旗及布板為通信傳遞的基本功，所有的通信兵都必須學會。 
手旗聯絡由數字、英文及字母三種符號組成，利用國語傳音及國語
傳形傳遞信息，標準手旗係以兩面手旗組成，藉紅白兩色三角形布
質，合製而成正方形旗面。 
布板之種類可區分為信號布板及位置布板，信號布板用途乃地面人
員以布板編排成有限度之符號，對友機顯示識別與聯絡信號用之；
位置布板用於地面人員對友機顯示我軍部隊在前進時或與敵人接
觸時之位置或界線。 

3 7 C  

 



28 
   

教育訓練-各式現代通資電裝備介紹 

 -工程搶修車及光纖熔接車- 
網傳作業對使用之「工程搶修車及光纖熔接車」為提供國鈞網路
傳輸作業機動性搶救修復光纖網路快速之重要裝備，車長6.2公尺
、寬2.4公尺及高3.2公尺。 
工程搶修車配備發電機、空壓機、鑿岩機、切路機、夯實機、抽
水機及瓦斯氣體探測器等裝備。 
光遷熔接車配備時域反射氣、光纖熔接機、電纜路徑定位器、脈
波回跡及發電機等裝備。 

-迅安機動指管車- 
訊安機動指管車平時停
靠於指揮所內，擔任迅安
機房備援系統；戰時機動
指管車配合指揮所轉移
，機動製戰術位置開設機
動指管中心接替指管任
務，迅安機動指管車配備
LVT-11無線電裝備，以
LINK-16天線及時接收海
軍及空軍情資，有效整合
陸、海、空三軍共同作戰
圖像，以提供指揮官及時
下達決心及參謀作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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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務-引領科技先鋒 創造通資電長才 

 -基地測考- 

通信兵基地訓練為國軍地面通資電部隊訓練成效的總

驗收包含陸軍、資通電軍、海軍陸戰隊及憲兵的通資

電部隊，都必須依訓練週期進訓通信兵基地，藉由實

戰化的測考模式以及專業戰術教官的評鑑與指導，打

造能戰、敢戰的通資電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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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測考-為通資電部隊戰力嚴格把關 

 -通測中心- 
通測中心自58年12月成立。駐地及訓場設置於新營長勝營區，期間
經歷「嘉禾」、「崑崙」及「陸精」案等兵力調整計畫，84年奉命搬
遷至岡山嘉興營區，後續因應「精實」、「精進」、「精粹」案於102
年11月更名為「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通信兵部隊測考中心」
，並改隸於通信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104年9月因兵力駐地
調整，遷至龍潭龍堡營區，同年12月因考量龍堡營區腹地狹小，多
處老舊不敷使用，配合兵舍整建規劃一房平鎮中心本部虎嶺營區，
於109年12月時因應測考模式需要，駐地移防至北測中心。 

68     69

 

84  

104 9   104 12  

10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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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本部通測中心為貫徹教、訓、測合一，以「強化通資部隊實質化專業技
能、磨練通資幹部實戰化軍事素養」為宗旨，期許通資部隊完成基地訓
練後具備「鞏固通資戰力」、「創造資電優勢」、「鏈結指管神經」、「整合
通資網絡」與「達成作戰目的」之訓測目標，以通資電能有效支援聯合
作戰指管通聯為測考核心價值。 

-通信兵部隊測考模式- 
測考模式自104年「基地集中進訓」起，因應駐地調整於105年修訂為「
作戰區集中進訓」，後配合上級政策指導，於108年修訂為「作戰區集中
進訓，使用實戰化測考想定」迄今；而本部更秉持「作戰靠指揮，指揮
靠通信」之一貫信念，靈活運用通資部隊異質系統整合能力，磨練部隊
指揮程序、專業技術與應變處置作為，使其能熟悉作戰場景，並能同步
驗證作戰計畫可行性，為國軍地面通資部隊堅實戰力做嚴格把關，期能
符合防衛作戰時期聯合作戰指揮需求。 
 
 
 

基地測考-為通資電部隊戰力嚴格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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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務-引領科技先鋒 創造通資電長才 

 -學術研究- 

隨現代通信技術及資訊科技的發達，通資電兵所運用

的裝備與技術也更趨專業與多元，為使國軍通資電技

術與時俱進，除律定由教官針對國軍通資電運用定時

撰寫學術論文也擴大向外界邀稿，每半年發表通資電

學術半年刊，另每年實施小型軍品研發及辦理通資電

學用會報，藉以累積通資電學術能量，增進國軍通資

電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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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研改小資大效益/提升裝備好效力 

 中心藉由「小型軍品研發」，擴增本軍維修能量、改善教學品質、 簡
化作業程序、節約操作人力、彌補現有武器裝備不足，解決消失性商
源問題，並激勵各單位研發創新之風氣，俾以「小投資、 大效益」方
式，提升武器裝備妥善率、壽限及整體使用效能。 

-研究成果- 
自103年迄今共自行研發可攜行組合式電纜接續架、 37系列車裝天線
桿節強化器、新式野戰分線箱、資訊設備訓練模擬系統、無人看管網
路節點告警連網系統、營區線路管理系統及莫爾斯電碼解譯器介接裝
置等成果。 

-99

 

-99

 

-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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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通資半年刊- 
本軍《陸軍通資半年刊》係專業
性研究刊物，旨在介紹通信、電
腦網路戰、電子(戰)及科技新知
，提供本軍通資電各級幹部學術
創作園地，並增進研究風氣與知
識交流，提升國軍各級幹部軍事
素養，本刊創始為《通信半月刊
》自民國35年8月創刊，於68年
首次更名為《通信電子學術通報
》，並配合單位改隸及更銜歷經5
次更名；另於93年3月修訂為《
陸軍通資半年刊》迄今，屬本軍
兵科專業性雜誌，發行至今已有
60餘年。 

研究發展-研改小資大效益/提升裝備好效力 

 

-108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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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優質團隊-塑造和諧舒適環境 

 -We are Family 營造通資電大家庭- 
中心除了在教、訓、測、研等核心任務持續精進努力，在國軍已經進入
全志願役的時代，打造優質的服役環境也是目前國軍各單位努力的目標
，本中心在現任指揮官葉瑞家將軍的領導之下配合陸軍司令部推動We 
are Family的核心價值，也積極推動各項軟硬體的改革與改善，營造使
官兵有家的感覺。 

-改善官兵生活- 
陸續針對生活區裝設了139台冷氣，讓我們的弟兄
姊妹在忙碌的操課後能有舒適的休息環境，改建
女官寢室及增設哺乳室，使女性同仁有更安全舒
適的生活環境，並將原有健身房與通測中心大樓
合併打通，提供官兵室內健身環境。 

-精進膳食作業- 
為使官兵吃得均衡、選擇多元且均衡飲食，指揮官葉少將自106年起不
斷精進伙食菜單，研發小菜、副食海鮮粥、義大利麵、燉飯令人垂涎三
尺的菜色，並為維持官兵體態及均衡飲食，增設輕食區及五穀米，改善
舊式配膳檯成為自助式餐檯，並針對餐廳實施佈置，使官兵吃得愉快。 
 

We ar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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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終身學習- 
為使官兵提升競爭力，中心鼓勵官兵利用晚間及假日時間民間學校公餘
進修，取得專科以上學歷，並與中原大學簽訂策略聯盟，開設在職碩士
班教學點，使官兵能在工作之餘在營即能取得碩士學位。 

-舉辦社團活動- 
中心於108年底陸續
成立虎嶺鐵騎社、手
工皂社、木工社、體
適能社及壘球社，於
每週三下午及每週
四第七、八節課提供
官兵調劑身心管道
，提升工作及訓練效
率。 

打造優質團隊-塑造和諧舒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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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數位學習環境- 

因應國軍全募兵轉型及訓練政策興革，提升訓練中心教學質量及部隊自

學自訓能力及推展數位教學，中心自107年訂定「改革教育模式、發展

遠距教學、擴充學習資源及導入教學平臺」等4個發展方向，自108年起

試行班隊駐地學習，建立部隊教學點，籌建「AR擴增實境」軟體及「虛

擬攝影棚」系統，期能提升教學質量，並普及駐地自學教材，支撐部隊

自訓政策，加速軍事教育訓練數位轉型。 
 

 通資電未來願景-科技智慧發展 多元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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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資電未來願景-科技智慧發展 多元自我提升 

 -建構擴增實境教學- 

中心以「營造多元化學習環境」及「引領現化代科技建軍」為目標，依

循數位教學4個發展方向，108年導入「AR擴增實境」軟體技術，作為主

戰及高價值通裝教育訓練使用，優先以三軍通用「37系列無線電」為試

行裝備，以發揮專案投資效益，全案區分「技術導入、試行驗證及量產

建置」三階段，採「傳統教學」及「數位學習」2種授課模式，比較訓練

成效、自學效果及教學作法等差異後續將視驗證成果，檢討修正軟體功

能及運用作法，並精進數位化教學模式，期能於110年后執行量產(教學

平板電腦)撥發部隊，並逐步導入各式武器裝備AR教學軟體，以達到「教

育資源整合、行動學習普及、數位教學轉型」之目標，俾有效提升各訓

練中心教學能量與部隊駐地訓練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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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多元專業職能- 

為使官兵能在工作之餘能充實自我，增進自身專業及培養邏輯思維能力

，中心結合行政院「型塑學習型政府行動方案」與勞委會「國家證照制

度」政策，中心於106年開始與健行科技大學開設烘培丙級證照、中餐

丙級證照及網路架設乙級證照班，自行開班計有通信技術乙丙級、網路

架設丙級，預計110年將規劃建置網路架設乙級證照班，並與中原大學

開辦營區碩士班教學點，今年已有14人取得相關證照及碩士學歷。 

通資電未來願景-科技智慧發展 多元自我提升 

 

為全面提升官兵素質及鼓勵培養第

二專長，中心陸續與鄰近週邊大專

院校合作，簽訂策略聯盟，迄今與

中心合作之大專院校計有中原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

清華高中等，目前仍持續洽談教學

點合作之學校為中國科技大學及龍

華科技大學，110年預計於中心開設

四技及二專班，期使官兵能於工作

之餘仍持續自我砥礪及不斷精進，

以替未來生涯規劃做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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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科技智慧校園- 

中心身為陸軍通資電專業專長之訓練中心，更肩負以科技帶動陸軍轉型

使命，近年逐步推動智慧學習、智慧校務、智慧教室、智慧安全、數位

廣播、數位圖書館等各項革新，朝智慧校園目標發展並開創本軍數位學

習之先驅，將中心教學資源、軍品研發、系統應用進行整合，從而實現

學習零距離、資源雲端化，藉由智慧化服務及智慧化管理模式，提供共

享、共用的智慧校園環境，達到創新教育之永續共創模式。 

通資電未來願景-科技智慧發展 多元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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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我想你 

     好好珍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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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的學生證-顛沛流離的年代 十九歲的少年 

 

-檔案徵集源起- 

109年1月1日陸軍司令部詢問本中

心，有一位民眾強克祥先生透過軍

史館，想捐贈他父親-「強理卿」先

生的檔案，內容是「陸軍通信兵學

校-四川遷校」時期的「畢業證書」、

「准考證」、「軍證」以及「軍團級

的訓令」，詢問中心是否可以接收，

於是我們馬上與物主「強克翔先生」

聯絡。 

本中心經歷了九次遷校，雖然在歷任校長、先輩的努力下，順利保存我

通信兵的根基，在那個戰亂的年代，遷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每遷乙次

都是幾千公里的事情，甚至橫渡台灣海峽，可攜帶的物品自然不多，所

以本中心現存在大陸時期的文物檔案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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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的學生證-顛沛流離的年代 十九歲的少年 

 

1090227 

-過程- 

於109年2月27日我們拜訪了強克翔先生，收下了相關的文物，

過程中強先生娓娓道出他父親強理卿先生的故事，在民國38年

3月時報考當時遷徙四川的通信兵學校「第四通信技術員訓練

班第三期」，那年他才19歲，民國38年6月畢業，於同年8月隨

著國軍一起轉進來台，告別他熟悉的家鄉，一轉眼數十載，強

理卿先生在台灣告別了人生舞台，但他最後仍繫著那時他當兵

的種種，服役時的相關文件也好好的收藏著，他的家人在整理

遺物時才發現這些，所以他的兒子強克翔先生便覺得，雖然他

父親不是什麼大人物，也不知道這些文件是否有珍藏的價值，

但是他覺得這是屬於那個時代的證明，也是國軍歷史的軌跡，

與其讓這些文件隨著他父親入土，不如讓這些文件去見證那個

時代，於是詢問軍史館是否有收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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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封的學生證-顛沛流離的年代 十九歲的少年 

 -檔案修復- 
在我們取得強理卿先生的檔案
後，發現經過時間的淬鍊，紙張
已變得薄如蟬翼邊緣也破碎崎
嶇，為了使檔案能更完整的保存
，所以我們針對檔案實施了修復
，何為檔案修復呢？就是在針對
破損的檔案以同樣材質的紙張
作為襯底，經過漂白、漿黏、整
平及風乾等繁複的程序使其復
原，這需要專業的人士及技術才
能完成，所以我們將准考證、軍
證、畢業證書及軍團訓令都做了
修復工作，並於修復完畢後，在
109年7月24日再次拜訪強先生
展示修復成果，並實施專訪。 1 0 9 0 7 2 4 

  

  

- 38 - 109/180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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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的學生證-顛沛流離的年代 十九歲的少年 

 -人物專訪- 

我叫做強克翔，我的父親是強理卿，安徽省繁昌縣人，民國19

年生，我父親在國共內戰時期被國軍徵招入伍，在那個國共內

戰局勢不穩的年代，他跟著國軍輾轉反側來到台灣，他是個很

念舊的人啊，來了之後一開始不能回去也都沒辦法跟原本的家

人連繫，後來開放了之後，他有再回去那時候通信兵學校在馬

鞍山的校址看看，可是都已經人事已非了，物換星移，那個地

方根本已經跟原本的樣子不一樣了，他回來講給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也都覺得很感慨，然後我父親他也是算很會保存東西，他

走了之後，我們整理他的東西就發現了這些學生證之類的，對

我來說我當然是覺得滿不捨的，父親在投身軍旅之後，到了台

灣退伍後就服務公職，他與他的同學們有時候還會再一起聚會

，分享他們當兵時的過往，所以我看到他留下來的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我父親應該也會想把這些東西捐出來給國軍，畢竟這

個是真的他們這一輩，為了中華民國的國家付出跟奉獻的證明 

58 -  
- 110/18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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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的學生證-顛沛流離的年代 十九歲的少年 

 

65 -

 

- 110/18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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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中心民生用水的主要來源，是矗立於中心的最高點的一座水塔，她有個
特殊的名子叫「庭菊塔」，106年10月，山仔頂的天氣一如往常冬季時的
陰雨綿綿，這天中心外出現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老先生跟衛兵說
他叫張永綱，他的父親名字叫「張庭菊」，曾經在通校服務過，經輾轉
得知通校現在好像改名叫通訓中心，所以想進來營區看看是不是他父親
服務的單位，追憶對先父的思念，但因一時之間無法驗證身份，留下聯
絡方式「電子郵件」後，就請他先離開了，另衛兵覺得耳熟的是「張庭
菊」這個名字，似乎在哪裡聽過…… 

-遷校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張前副校長庭菊少將，民國4年4月6日生，河北省饒陽人，中

央軍校十二期通信班、美國通校高級召訓班及陸軍參謀大學正

八期畢業，經歷抗日、戡亂等戰役，民國26年6月上海之役，

時任第三戰區通信排長，擔任常熟、無錫、蘇州等第通信線路

構築，在日軍空炸及襲擊下於崑山車站遭受空襲右臂負傷；民

國35年戡亂戰役，時任陸軍裝甲兵教導總隊通信組代組長，隨

指揮所赴徐州剿匪，受頒獎狀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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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張副校長民國38年隨國民政府來台，44年10月任本校教育處處

長，48年2月1日調升教育長，51年4月1日調升副校長職務，張

前副校長於本校服務期間，致力於教訓本務，實施擴大招訓由

14個教授班擴增至36個教授班，大幅提升我校教訓能量，民國

48年3月13日獲頒忠勤勛章，為我通信兵人才培育不可多得之

推手。 

 

 

222
- 110/1800/3/1/3 

249
- 

110/1800/3/1/3 

234
- 110/18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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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民國51年本校因歐珀颱風侵襲，全校癱瘓，為延續我通信兵發

展，通信署計畫本校西遷，張前副校長時任上校副校長，為尋

覓此新校址多次親自勘查，民國51年8月31日於勘查途中，座

車行經桃園龜山因車禍殉職，噩耗傳來震驚全校，師生哀慟涕

零，感慨我通信兵痛失英才，同年10月16日經總統核定張前副

校長追晉陸軍少將，感念其犧牲奉獻之績。 

 

 

 

51 51/211/15/3730/1-2 

 

51

51/211/15/3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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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過程- 

一開始我們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情，寄出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張先

生，內容大概是對於第一時間無法讓他入營向他致歉，另外就

是邀請他參與82週年隊慶，一圓進來尋跡的心願，沒想到，張

先生真的回覆了，在一次又一次的信件往來後，張永綱先生終

於在82週年隊慶時與妻子陳瑩女士及其友人，一同入營同慶，

並且參觀了隊史館及庭菊塔，在一進隊史館內，站在介紹張庭

菊副校長的專欄前時，他馬上熱淚盈眶，說道他美國的家中也

有一張一模一樣他父親的照片，並且跟我們分享隊史館各級長

官墨寶的展示櫃內，有他小時候認識的長輩，他沒想過在他父

親因公殉職後，在他有生之年還能回到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走走看看睹物思情，我們就像在聽一個長輩說他的故事，一個

令人熱淚盈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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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人物專訪逐字稿- 
我的名字叫做張永綱英文名字是Mark Chang ，我是民國36年生今年73

歲，師大附中畢業台大地質系畢業，民國59年到美國在加州柏克萊大學

得到地球物理學的碩士學位，做石油探勘的工作，我父親張庭菊1962年

在桃園車禍過世，我的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職業軍人，在嚴肅中帶有慈

愛，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雖然我們長時間在台北，最後七、八年的歲月

，父親都長年在宜蘭通校，大概一到二個月回家一次，尤其是當時公路

還沒普及，回家父親總是要翻山越嶺。 

   父親很注重我們的教育，因為他本身留美，所以他很注重我們的英

文，還有就是我的父親滿會打太極拳的，他一直想教我們可是他在家的

時間真的太少了，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學會，現在我七十幾歲了才覺得後

悔當初沒有好好學，我父親在世的時候，當時的生活其實也是相當拮据

，軍人一份微薄的薪水要養家糊口，當父親過世後家庭更是辛苦，這麼

多年來，一直到我母親去世後，我們家在台灣的直系親屬等於就沒有了

，所以慢慢在美國為生活打拼，漸漸對父親以前的事情就淡忘了，但是

我們經常有機會回台灣拜訪，也都會到六張犁的山上去憑弔我父親的墳

墓。 
 
 

對中心而言，任何歷史跟檔案的脈絡要有跡可循，對我們而言都是可遇不
可求的，為了更完整的呈現張副校長的事蹟，我們又再次利用電子郵件往
返及視訊聯繫上在美國的張永綱先生，並對他實施視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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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2017年12月，我回台北過新年，有一天我女兒就問起我父親的事情，

說祖父的營區在桃園，是否能去看看呢，所以才帶起我想去尋根的念頭

，我父親走的時候我才高中的時候，我還記得我父親走的時候那天下午

沒有人在家，一堆軍人扶著我母親哭哭啼啼地回來，然後跟我們說爸爸

沒有了，當下我還沒反應過來，父親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我大

哥，父親去世後，大哥覺得在台灣無依無靠了，所以就離開台灣到美國

去重新開始，後來就陸陸續續全家都來了美國，如果我父親沒有過世，

也許今天我們就會留在台灣，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局面了。 

   一開始我找宜蘭通校，但是已經找不到了，但是在桃園找到了一個

類似的訓練中心，終於最後找到現在這個訓練中心的位置，我還記得那

天應該是12月20幾號的樣子吧，大門是關著的兩個衛兵站在那裏，有個

士官長聽到我說明來意後，就記下了我的聯絡方式，我也沒想到還有機

會可以在我七旬的年紀可以讓我尋根，真的是非常驚喜，回來看到我父

親的史料，真的是讓我對我父親增加了許多了解，比方說王根榮校長，

然後讓我感觸最多的是庭菊塔，因為我有聽說有這麼一個紀念的文物，

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也很感謝你的協助及葉指揮官的招

待，尤其在我5、60年前我父親工作的機構，而且我覺得對於中心的檔

案史料能夠找得出來，而且保存非常好，我覺得真的很訝異，我真的相

當佩服，也相當感激，希望能夠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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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老先生-遷校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我還有一個心願，就是你們在2018年給我們的招待，讓我感到
我父親為了通信兵以他的生命來報答，所以我希望捐助新台幣300
萬元也就是美金十萬元，希望在中心裡可以成立一個獎學金或相關
的作為能夠紀念我父親，希望你將我的意願傳達給你的長官，能讓
我完成我的心願，希望大家在新冠肺炎的這個階段，大家都要保重
，希望葉指揮官跟大家都身體健康，也希望有希望再拜訪你們。 

-後記- 
張永綱先生為了延續張副校長庭菊少將培育莘莘學子的精神，期望捐款

300萬台幣當作獎學金鼓勵學子努力向學提升自我，這在軍中史無前例，

也沒有相關的法規可循，在尋求各式的可能性及管道的努力之下，最後

取得張永綱先生的首肯，將以建立「庭菊館」數位多媒體教室的方式，

為通信教育埋下深耕的種籽，目前種籽正努力的發芽中，讓我們期待它

的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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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即「署名」，又稱下款或簡稱款，係在書畫上題署姓名

、字號、書寫年月、詩、跋等，落款有上款、下款之分，作者

姓名稱為下款，書作贈送對象稱為上款，上款一般不寫姓只寫

名字，以示親切，如果是單名，姓名同寫，在姓名下還要寫上

稱謂，一般稱「同志」、「先生」，在下面寫「正之」、「正書」、「

指正」或「囑書」、「囑正」、「雅正」、「惠存」等；上款可寫在

書作右上方或正文結束以後，但上款必須在下款的上方，以示

尊敬。 

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花押 

  花押也作「畫押、押記、花書、五朶雲、花字」，朝鮮稱手

決，是代替簽名的一種簽署樣式，通常會取姓名中的一至二字

採用連筆速寫、交錯相疊，有時還會加入一些符號，因此形狀

千奇百怪，帶有藝術性，常用於書法作品上，它是個人化的署

名，當中會使用不同的筆跡及符號，使個人化的署名更美觀，

在一定程度上還有防偽的功能，相當於我們現代人的「藝術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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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與花押起源- 

落款源於「款識」，原本是青銅器上的銘文對 澆鑄這一器皿

原由的說明，後沿用為對書畫作品作者及內容的說明，落款

內容為作者姓名（包括字、號）、時間、書寫內容甚至包括書

寫地點、環境或氣候、心情等。 

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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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押相傳源於中國的北齊，《北齊書·後主紀》云「連判文

書，各作花字是也，花字亦謂花押」，到了北宋已有許多使用畫

押的記載，如歐陽修在《歸田錄》云「俗以草書為押字。」，宋

人朱彧《萍洲可談》卷一云「押字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

之類，但草書不甚謹，故或謂之草字。」，所以也可說「花押」

發於唐，興於宋，盛於元，又稱「元押」，此外，花押是一種為

了方便而發明的簽署方法，正式文件也會使用，如在晚清時，

李鴻章在簽署《馬關條約》、《辛丑條約》時使用了花押，因為

相較於簽名，個人化的花押反而較難偽造。 

 

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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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花押及落款可展現每個人不同的性格，一筆一劃如何著墨

，力度如何展現，都代表此人與生俱來的風格，然而，性格可

以培養，風格也可以默化，為了避免有心人士貪圖方便，臨摹

長官的筆跡偽造文書，國軍文書管理作業手冊明訂各級長官的

筆跡判行卡，以為必要時判斷及核定真偽之依據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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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各時期部份長官落款及墨寶 

 

 

 

23.3-26.9 

1  

 

33.10.1-42.5.1 

2  

 

42.5.1-44.2.1 

3  

 

44.02.1-47.7.1 

 

 

56.9.16 

 

25.9.1-27.3.1 

 

48.3.1-50.10.1 

 

53.8.1-58.3.1 

7  

 

58.6.1-60.9.10 

6  

 

54.9.1-58.5.31 

4  

 

47.7.1-50.9.1 

5  

 

50.9.1-5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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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第9任校長 

李中賢將軍 

判行卡 

64年1月 

第10任校長 

劉克源將軍 

判行卡 

65年1月 

第11任校長

陳樹起將軍 

判行卡 

66年9月 

第19任校長 
蕭文彬將軍 
判行卡 

86年7月 

第20任校長 
陳正棋將軍 
判行卡 

89年5月 

 

27.3.1-28.8.1 

 

34.8.16-35.12.1 

 

36.10.1-38.6.13 

 

38.9.1-44.6.1 

 

51.5.1-55.3.13 

13  
 

 
71 3  

14  
 

 
73 1  

15  
 

 
75 1  

22  
 

 
95 1  

16  
 

 
79 9  

17  
 

 
82 4  

18  
 

 
83 1  

21  
 

 
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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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任
陸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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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于
豪
章
上
將
墨
寶 

校
友
王
令
孝
墨
寶 

  

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格 

1

 

 

103 1  

23  

 

 

96 8  

24  

 

 

97 7  

25  

 

 

101 7  

2

 

 

105 2  

 

 

 

 

10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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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花與落款-隨筆之間 展現自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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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印章的別名，印章古稱「圖章」，後多稱作「璽」，自秦始皇起

，「璽」為帝王專用，官、私所用稱「印」，元末明初時陶宗儀

攥「欽定四庫全書」內「說孚」卷第九十九篇，林洪於「文房

圗贊」內統整將十八種文具號「十八學士」美稱，其中「印書

記」學士，姓「篆」，名「少章」，「號」明信公子，即為圖章

之別稱，另清代厲荃攥「事物異名錄」內「文具部」亦納「圖

章」並針對陰刻、陽刻實施說明，同時記載「篆，字少章，號

明信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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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印章起源- 
  印章亦稱「圖章」，古稱「璽」，《後漢書．祭祀志》謂「自
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
以檢奸萌」。 
  秦統一六國後，皇帝所用的專稱「璽」，以玉為之，故後世
有「玉璽」之稱，官、私所用的均改稱「印」，漢代官印中始
有「章」及「印章」之稱，唐以後，皇帝所用或稱「寶」，官、
私所用又有「記」、「未記」、「關防」、「圖章」、「花押」等名稱
。 
  印章在世界上已有五千年歷史，西方的兩河流域、埃及、印
度均見印章使用，可唯獨在中國，印章不僅歷三千年不衰，往
上躋登篆刻藝術巔峰、往下普及民間印鑑，更外擴影響日本、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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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印之間- 

璽印的起源或說三代或殷代，至今尚無定論，根據遺物和歷

史記載，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在戰國時代已普遍使

用，起初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証，戰國時璽印勃

興盛，各國璽印各具特色。 

 

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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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印章成為當權者權益的法物，為當權者掌

握，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官印外型走向規整，印形、印鈕都

有定制，私印也方整布局，至魏晉南北朝承漢制，竹簡及封泥

淘汰，成了「調朱紅、印紙張」的新篇章，於是隋唐以後的官

印不斷加大，乃至宋元明清時關防職銜印記也碩大且朋，官印

與私印遂截然分流，此時期主要是以銅印為璽印的發展時期。 

  唐宋迄元的文人私印，多先摹印（以篆書布印稿）再請工

匠鑄刻，元末王冕始取花乳石刻印自印，明文彭、何震大力投

入篆刻，遂蔚為文人治印的滔滔洪流，沿至清代至民國，清室

舊藏銅印，為台灣研究璽印的重要史料。 

 

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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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若璽印代表著帝王的權力，關防則象徵著將帥的兵權，古代

見「官印」如見軍令，而隨著早期國共內戰期間無情的戰火

燎原，先賢先烈極其不易才將部分印信保留下來，使得後進

之軍士能緬懷早期創業維艱以至今日榮光。 

 
一、國軍常用印信： 

(一)印：永久性之機關、學校及部隊使用之。 

(二)關防：臨時性或特殊性之機關、學校及部隊使用之。 

(三)職章：領有印或關防之機關、學校及部隊主官使用之。 

(三)部隊代號條戳：配有部隊番號代號單位，於戰時與各單

位或民間行文時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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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用代替印信用之章戳： 

(一)簽字章：以「函」行文時，文後主觀簽署蓋用之。 

(二)條戳：以書函、開會通知單、通報、每日公報行文時，文

後蓋用單位條戳。 

(三)部隊代號條戳：配有部隊番號代號單位，於戰時與各單位

或民間行文時蓋用。 

二、公文用章戳： 

(一)職官章：採橫式格式製作，供各級撰擬簽稿及批示、核判

蓋用。  

(二)騎縫章：簽、稿及公文各在2張以上時，於騎縫處中間平正

鈐蓋用。 

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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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中心各時期印信 

民國 38 年 8 月至 44 年 1 月 

「通信兵學校」時期印信 

民國 44 年 2 月至 53 年 12 月 15 日 

「陸軍通信兵學校」時期印信 

嘉禾案後民國 58 年 12 月 16 日 

更名「陸軍通信電子學校」時期印信 

103 年更名 

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迄今印信 

前任指揮官簡華慶少將任期內 

各式章戳(104 年-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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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任校長姜國慶將軍 

(民國 96 年 8 月) 

第 24 任校長翁錳揮將軍 

(民國 97 年 7 月) 

第 25 任校長楊登欽將軍 

(民國 101 年 7 月) 

第 1 任指揮官董玉文將軍 

(民國 103 年 1 月) 

第2任指揮官簡華慶將軍 

(民國 105 年 2 月) 

現任指揮官葉瑞家將軍 

(民國 106 年 12 月) 

 

明信公子-自古權力的象徵 天子諸侯的代表 

 

第9

任
校
長
李
中
賢
將
軍(

民
國6

4

年1

月) 

第10

任
校
長
劉
克
源
將
軍(

民
國6

5

年12

月) 

第11

任
校
長
陳
樹
起
將
軍(

民
國6

6

年9

月) 

第13

任
校
長
夏
正
宗
將
軍(

民
國71

年3

月) 

第14

任
校
長
趙
廣
豫
將
軍(

民
國73

年1

月) 

第15

任
校
長
凌
根
成
將
軍(

民
國75

年1

月) 

第16

任
校
長
黃
舜
卿
將
軍(

民
國79

年9

月) 

各時期部份長官職官章 

第19

任
校
長
蕭
文
彬
將
軍(

民
國8

6

年7

月) 

第2
0

任
校
長
陳
正
棋
將
軍(

民
國8

9

年5

月) 

第2
1

任
校
長
曾
家
驥
將
軍(

民
國9

3

年1

月) 

第2
2

任
校
長
高
坤
林
將
軍(

民
國9

5

年1

月) 

第17

任
校
長
李
振
鳴
將
軍(

民
國8

2
年4

月) 

第18

任
校
長
張
近
海
將
軍(

民
國8

3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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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學術類通報- 

早年於抗戰時期為研究學術、交換知識、評述時事並且記載校

況，於民國35年7月成立通信月刊社，發行「通信半月刊」 ，

社員有社長、總編輯各一人，另社總編輯、總務兩股，編輯股

設主任一人，編輯二至五人，總務處設主任一人、經理、印刷

及發行庶務幹事等四人，分掌編輯、印行事宜。 

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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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此時刊物內容分時事論壇、學術論著，校閱點滴，文藝等專

欄，於35年8月1日創刊每月發行兩期，是為本中心學術月刊起

始，37年7月以「通信半月刊」名稱與當時中央軍校校友消息

通信的刊物名稱雷同，自第四期起改為「現代通信」 ，同年

冬，因戡亂戰爭逆轉，本 校奉令遷湘而告停刊。 

 民國44年春，本校因科學日益進步、軍事通信逐漸繁複，對
通信學術之研究亟應提倡，乃恢復過去刊物定名為「通信週刊」
，發行十期，備受各方稱許歡迎，惟因篇幅太短，紛紛邀強擴
版並增加內容，為循各方要求，遂于當年秋天改為「通信月刊」
，其內容包括通信知識介紹，通信作業活動之研究，通信修護
之研究，研究發展、學術講座、通信史話，通信一般狀態之報
導及質疑等專欄，每月百發行，自44年9月1日起至47年4月1日
共發行32期後奉上令暫停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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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48年2月本校遵照

第七屆軍事會議重要決

議案第六案第二條「須出

版學術研究刊物，灌輸有

關機械電子等基本學識

，提高軍官士兵之科學知

識水準」之指示，著由計

畫訓練處編譯組負責籌

辦，擬定刊行規定報核，

另為提高通信學術研究

之興趣及各及通信人員

之科學知識水準，擬定「

通信學術通報」徵稿簡則

，函送有關單位廣泛徵求

文稿，本刊自民國49年1

月起發行至民國58年6月

止計發行31期，廣受各方

好評紛紛來函請求贈送。 

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44.9.1-47.4.1 

49.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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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民國68年更名為《通信電子學術通報》，後續又因配合組織

變革先後更名5次；另於93年3月修訂為《陸軍通資半年刊》

迄今，屬本軍兵科專業性雜誌，發行至今已有60餘年。 

68-93.3 

-本校文化刊物  各時期週報- 

早期為闡揚遺教，增進軍事知識，提高官員生寫作興趣，以

簡易書報方式於民國29年秋籌辦通校月刊，並于同年度8月13

日出版，大致分特載、專業、論著、學術、研究、校聞、文

藝等欄，最初案月發行，嗣當時遷駐麻江山城，交通梗阻，

印刷材料補充困難，乃改每季一刊，並於每年「九一」校慶

發行紀念特刊，迄33年9月止共發行25餘期，同年冬天，日寇

進犯黔南，本校奉令南遷乃告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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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通校週報- 

民國35年冬，由時任教育長李昌來將軍(後為本校第一任校長)

，基於協調聯繫、互助合作、加強團結訓勉官兵員生，繼則以

力行親愛精誠，實行學術交流，自我經驗之介紹，各部門工作

成績之觀摩，四項要求來充實學校，並予以發揚光大，乃籌辦

「通校週刊」，創刊號於民國36年元月13日出版，本刊以八開

六頁裝訂，內容包含校長訓詞，時事評論、專載及科學新聞等

等，先後出版80期後以戡亂戰事逆轉本校奉令遷台停辦。 

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3 6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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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後通校週報- 

民國39年秋，本校遷駐宜蘭，原戡亂時期停刊之通信週報亦積

極恢復出版，經三個月籌備後因限於經費及印刷等條件，乃改

為32開4版之通校簡報，於39年11月16日創刊，迄43年任世江

少將任校長時，以改進、充實及精化三大要求，改為袖珍合訂

本，每周出版一期，後於出版至307期時奉令暫時停刊，至48

年奉國防部令發展軍中文化活動，乃籌備復刊，並改為月刊以

八開新聞紙，雙面新五號字印行，於48年9月1日(308期)起復

刊發行，惟後因歐珀颱風導致宜蘭校區校舍損毀，多數史料檔

案遺失，以致目無復刊資料可考。 

  

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39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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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學術月刊及周報-專載通信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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