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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記要

工作小組編撰44554  古建誠
　 　 古 建 誠 1 9 5 3 年 出 生 ， 苗 栗 人 。 從 小 成 績 優
異 ， 高 中 時 就 讀 苗 栗 高 中 ， 畢 業 後 參 加 軍 事 聯
招 ， 考 進 陸 軍 官 校 4 4 期 。 選 兵 科 時 選 了 裝 甲 兵
作為軍旅生涯發展的方向。

　 　 古 建 誠 在 同 學 印 象 中 充 滿 自 信 ， 且 善 於 雄
辯，勇於維護自己的理念，自許為擇善固執。他
做事嚴謹，潔身自愛，言談舉止一絲不苟，隨時
抬 頭 挺 胸 ， 很 少 看 到 他 服 裝 不 整 、 行 為 舉 止 隨
便。學生時代就自我期許甚高，得了個「將軍」
的綽號，比較親近的同學則稱他為「古古」，但
取四聲發音類似「固」，有暗嘲他固執的意味。

　 　 1 9 7 5 年 官 校 四 年 級 時 遭 逢 先 總 統 　 蔣 公 去
世 ， 我 期 同 學 在 實 習 幹 部 帶 領 下 發 起 「 歃 血 宣
誓」、「留營效忠」系列活動，古建誠代表同學
參加歃血儀式，事後並接受記者的訪問，表現出
一腔忠義，豪氣干雲，令人印象深刻。

　　歃血宣誓後他還意猶未盡，組了個讀書會，

邀 集 了 些 志 同 道
合 的 同 學 經 常 性
的 聚 會 ， 讀 書 分
享 觀 念 、 分 析 時
事 、 勵 志 精 進 ，
相 互 激 勵 扶 持 ，
以 求 延 續 發 揮 這
股 愛 國 情 懷 。 寒
暑 假 期 間 也 不 時
邀 集 同 學 到 其 苗
栗家中做客聚會，暢談國事。聚會時他勇於宣揚
自己的理念，經常找同學充當聽眾。他很早就認
為要透過從政，經由政治來掌握權力，以改變時
勢，來實現他的理想。

　　1975年8月古建誠畢業分發至117步兵師戰
車771營，駐地在金門。在金門服役時他寫了篇
批評官校教育制度的文章，提出多項興革建議。
據聞時任校長的言百謙中將大為不滿，提出嚴厲
駁斥。指出不是讀過軍校就代表了解軍校教育，
學 生 的 立 場 和 國 家 、 軍 隊 、 學 校 的 立 場 未 必 一
致，不能把個人認知當作真理，提出無的放矢的
批評。事件一時傳得沸沸揚揚，他卻依然故我，
不改其志。

　　1976年11月與莊謙亮對調，返回官校任副
連 長 ， 滿 一 年 後 依 規 定 外 調 。 在 部 隊 晃 盪 一 段
時間後，1978年8月考進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
所，修讀碩士學位，師從國民黨的重量級人物許
新枝。許新枝曾任桃園縣縣長、台灣省政府民政
廳長、內政部政務次長、監察委員、三菱電梯董
事長等職，在黨政都有影響力，這或許是古建誠
後來參加立法委員選舉的動力來源。先總統蔣公去世，代表歃血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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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0 年 他 分 發 至 新 成 立 的 7 0 4 戰 車 群 7 7 9
營，任營級參謀，當時楊金烽同學也在704群，
但 屬 7 7 3 營 。 傳 聞 古 與 營 長 不 合 ， 鬥 得 不 可 開
交 ， 古 直 接 向 時 任 六 軍 團 司 令 的 許 歷 農 報 告 ，
調離779營，赴軍團任職。依時間推算，他派職
時 研 究 所 尚 未 畢 業 ， 但 進 修 期 間 屆 滿 （ 限 時 兩
年 ） ， 回 軍 服 務 ， 最 後 在 1 9 8 4 年 研 究 所 畢 業 ，
取得碩士學位。

　　就讀文化大學期間，仍不忘初衷，經常邀集
同好組讀書會，暢論國政、針砭時事。據曾參與
的相關人士表示，古建誠一本正經，除了指定讀
書報告之外，還要求參加者必須服裝儀容整齊，
不得遲到早退，展現軍事管理的風範。 岸局勢的。

　 　 為 了 實 現 從 政 報 國 的 理 想 ， 1 9 9 2 年 古 建 誠
同學參加了我國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以無黨籍
身份投入台北市第二選區（南區）的競選活動。
這 次 改 選 是 自 1 9 4 9 年 政 府 遷 台 後 第 一 次 的 中 央
民意代表大幅改選，以解決老民代日漸凋零，且
無 法 代 表 台 灣 民 意 的 問 題 。 在 人 孤 勢 單 的 情 況
下 ， 1 2 月 1 9 日 開 票 以 低 票 落 選 。 他 本 以 為 參 選
過程中可以得到媒體的關注，有機會發表言論，
影響社會，但似乎連這個效果都沒有。

　　當年各路人馬爭相出頭，參選人數爆炸，區
域立委部份由14個政黨總共推出214位候選人，
加 上 無 黨 籍 的 1 1 6 人 ， 總 共 3 3 0 人 爭 奪 1 0 6 個 席
位。結果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囊括近九成選票，
無黨籍僅朱高正一人當選。那麼多人搶奪媒體的
目光，顯然古建誠沒有分到任何版面，被淹沒在
眾人之中，沒有留下一點波瀾。

　　古建誠同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便很少和官校
同學往來，幾至音訊全無。最後傳來他因病去世
的消息，壯志未酬，想必心中充滿了遺憾。

　 　 印 象 中 他 曾 寫 過 一 本 有 關 兩 岸 間 軍 事 局 勢
的書，雖然沒有在市場上掀起任何波瀾，但他卻
表示：他認為中共當局看了他的書以後，深受影
響，甚至立即作出兵力布署上的調整。時間久遠
已經查不到原書的蛛絲馬跡，但基於他那本書的
能見度，以及大部隊兵力調整所需要的時間，一
般認為中共是因為他的著作而作出兵力調整的可
能性不大。但他還是認為中共的反應顯示了他在
兩岸關係中的真知灼見，以及他是有能力影響兩

測量課程野外實習

立志作大事，愛從高處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