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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許多人小時候都曾經看過或者聽過這句話「保密防諜，人人

有責」，說明了保防不只是特定人群的責任，更是一種要落實到全民身

上的一種重要觀念，如此構築一道綿密的防護網。以三國時代的曹操

為例，這個人不但多疑善變，工於心計，而且最善於保密防諜。當時

不僅滿朝文武隨時都受其監視，就連漢獻帝的一舉一動，也都在其掌

控之中。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其實非常擔心敵對勢力的反撲，尤

其是親近朝廷的皇親貴冑。因此誅殺董承將軍(其妹為董貴妃)的「衣帶

詔」事件，一方面可以說是曹操保防工夫到家，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董

承遭到滲透、事蹟敗露的慘痛代價。董承欠缺保密的警覺，竟在承受

如此重大之極機密任務後，由於粗心大意，先後洩漏血書及圖殺曹操

的計畫讓王子服知道；後又講夢話洩漏機密讓吉平知悉；更重要的是

沒有注意到「隔牆有耳」的防範，讓妻妾奴僕輕鬆窺探主子的隱私。

最後不懂得殺人滅口，毫無警覺性地讓奴僕有機會逃走告發，導致最

後因洩密而招禍。 

然而在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中，雖然曹操仍然維持著一貫

的保防觀念展開情報戰；但是面對孫、劉雙方天才軍師的合力防堵，



儘管互派詐降兵將前去敵陣營刺探軍情，這次曹操卻完全落居下風，

甚至還被龐統滲透到內部破壞了整個軍事計畫與結構。等到孫劉聯軍

確定曹操軍會採用「連環船」的戰法後，趁著風向轉變的天象助威，

一夜之間利用火攻殺得曹軍完全潰不成軍。 

古書孫子兵法曾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從此句經典名言中

即可以明白，作戰之前軍力部署妥當，並且對敵軍軍情瞭若指掌，一

旦戰事真的爆發了，就可以料敵機先，出其不意，克敵制勝，知道刺

探敵情的重要性。而上述所舉的相關例證，可以明白情報蒐集及保防

的重要性；古人如此，何況我們身處通訊科技極為發達的今日，我們

更應該體會它的重要性。身為保家衛國的中華民國軍人其中一分子，

不管在業務上或職責上，凡掌理或接觸到重大機密的人，隨時都要保

持一顆警覺的心，加強本身的保防意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重

大機密與任務，有意或無意地讓不相干的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家人及

親朋好友，才不會將機密洩漏於無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