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研究報告摘要 

今年以來，經由台南的口述歷史者，我們得知那已然消失了三十多年(自美

軍撤退後)，但曾經發生在台灣的一段被遺忘的台南美軍的歷史，初步我們已找

出其脈絡了。 

早先，台灣尚在戒嚴的年代，台美有共同防禦條約，及聯盟作戰計畫，因而

美軍在台灣駐紮不少單位，台南乃臺灣唯二的美軍基地之一(嘉義亦有，但時間

不長，尚待考證之)。 

最特別的是台南美軍基地進駐過屠牛士飛彈、核彈，不僅是國共對抗中的美

國核子嚇阻基地，更是越戰期間美軍重要的後勤支援基地，冷戰時代(1950 年

~1970 年)，台南空軍基地有著不朽地位，彼時之台南美軍核武基地其重要性非臺

灣其他空軍基地可比擬，可謂冷戰歷史中珍貴的一頁。 

但也正因如此，於今仍未能一窺其風貌，尤有甚者，我們以為第二代美軍能

夠接觸且深入研究者仍是少數中的少數。 

由於台南空軍 443 聯隊(基地)給予我們的協助，我們得以有機會進入昔時台

南美軍基地實地踏查。人事已非，幾乎所有建築物皆不存在，那最具象徵意義的—

電影院，因頹傾、破舊，軍方正準備將其拆卸，令人不免有股思舊之幽情，30

年來的美軍、美僑、美眷幾乎每個人皆有在電影院看電影的經驗，那美好的年代

已隨風遠颺了。 

以下 Tom Kopp 先生(台南美軍 6214 部隊)這樣講到: 

I cannot believe it's been over a year since we got to go back on 

Tainan AB, trying to remember things on the base, Seeing the theatre 

about to get torn down. Going out to the alert area, standing inside the 

hanger to get out of the sun. I sure wish we could have seen CSC but 

didn't. I was fun to see the golf range, the fire dept. where the gas 

station was, the hospital. Where the bank, personnel office, library, Base 

Commanders office, seeing the old Japanese pill box seeing the sof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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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run down. The roundevous stil up but now offices, the chow hall, 

the church, laundry room all torn down, would I go back to visit? Hell yes 

I would, Still appreciate what Xie, Gene Hirte and the Tainan command 

for allowing us on the old base 

是的這正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因為曾經駐台南的美軍幾乎都在美國，靠著網

路我們有了更密切的交通，正在一步步努力地建構台南美軍基地的的原貌。 

此其一 

目前看到有，餐廳、游泳池、手球場、網球場、體育館、保齡球館、醫務所、

電影院，及四棟尚稱良好的美軍營舍，兩棟不確定、三處未知其用途的廳舍但仍

尚稱完好之建築物。總總，消失的建物，及房舍正是我們一直不斷地想要找出的

要務，正所謂—美軍基地的還原其原貌之重要性，這段歷史的主軸方能拉大格局，

讓我們能夠有近一步貼近與認識。 

此其二 

民國四十幾年，台南美軍即在現今南門路尾段設立了美軍俱樂部(MAGAMBO)當

時的員工現今多半都已 80 歲以上的高齡，年代久遠，加上年齡老邁之至，要拼

湊出美軍俱樂部風貌，一樣困難重重，經由幾位—彼時服務於俱樂部的老員工口

述，得知這一部門的運作，及這當中的員工之悲歡離合人生，有歡笑，也有淚水，

聽講起美軍在台南的歷史，我們也做了記錄。可惜的是，照片幾乎沒有(前已述

之原由)，就說現今原台南美軍俱樂部的外貌，及建築物皆被台南市政府拆除，

改建成勞工中心，及松柏育樂中心，實在令人扼腕，但正也是我們努力，戮力要

重建的決心與動力之源，外加—口述歷史長者還原彼時的生活，及生態。 

此其三 

1953 年~1976 年創立的—台南美國學校，彷彿消失，不存在似的。學校佔地 

極廣，卻是四面圍牆，且有警衛駐守，閒人不得靠近。因此，三十幾年來美軍撤

退後的現在，皆無法得知彼時該學校的歷史，及光景跟更多的風貌，台南的府方

及軍方，一問三不知，美國學校所屬的台南北區區長更直接表示—曾經為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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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甦棣會長(前美國在台協會副會長)的到來，動用了任一努力，皆無法得到美國

學校的資料與訊息，區公所單位談到這個—神秘又幽密的機構，只能徒呼負負，

束手無策，徹底的消失與被遺忘了—直到最近(9 月)，我們藉著一張黑白照片，

試著聯絡上一位曾經於台南美國學校任教的—林東山老師(台南人，老師現居台

北，已經 80 歲高齡，無法來到台南)，方能稍稍一解這段空白之憾，林老師 50

年前任教於該校，歷經十年，看這光景，我們未來應該能夠一窺這間學校的歷史、

見聞、生活之記錄了。 

此其四 

口述歷史人在台南的陸續被發掘、被發現，這讓這段起先我們以為挑戰不可

能的任務漸漸地有了眉目，我們也將其用心地記錄下來。但時間的殘酷，屬於那

個年代的見證者也多半凋零了，他、她們的年齡多在 70~85 歲之間，我們於訪視

當中，每每擔心不已。去年，一位楊安先生病榻中仍然接受我們的拜訪，後續偶

有再造訪幾次，但今年五月他已溘然離世了。 

由於經費受限，我們一直很想能將現今仍健在的口述歷史前輩、長者們建置

影音影像的保存記錄，但事與願違，我們竟是無能為力。至今，仍無法做影像留

存下來，那將是台南的一段珍貴的文化資產啊! 

慶幸的是—我們經由他，她們的口述、轉述，並且拍照後，也有機會將其公

諸於世。 

此其五 

關於美僑的部分，總的來說，受限於人力不足，我們也只能行進到初探的地

步。天主教，抑或基督教在台灣傳教其時歷史久遠，不再多述。 

然則那屬於台灣駐有美軍的年代，雖屬近代，就這一甲子年的事，但彼時臺

灣社會極其貧困，生活艱辛，傳教士們克勤克儉地篳路藍縷，對照的台南鄉親、

信眾，有了信仰之依靠，神父，或牧師們的教諭，聽道比什麼都重要。因此幾乎

沒人能有美國籍的傳道者或宣教士的照片或其身邊之物。這令人頗為遺憾，準此，

凡此種種，一如前述，基督教，或天主教於台南美軍時期的記錄、記載一樣付之



~ 4 ~ 
 

厥如。在台南南區大同路上，及中西區的南寧街上，一為基督教三一教堂，一為

天主教聖若瑟教堂，最俱代表性。我們打從這兩處教堂走訪開始，一樣地困難，

只能一點一滴得深入，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呈現美軍年代代表性的天主教與基督教

在台南傳道和宣教的歷史。 

#台南美國學校場域之範圍直到 9 月中旬方才確認，並且校園最南方唯一一

棟建築物起先一直以為乃當年留存之建物，經許繼文先生確認這校地並無保留任

何之建築物。校園的結構亦非現今的方正矩形，是斜面向的整個校地，三十多年

來該校的左右兩邊—多出現今的林森路，及長榮路，可惜至今仍然無法重建校園

的風貌(因毫無可供參考的資料) 

#台南舊市區的中正路自日據時代以來即位在市中心且算是最熱鬧的區域，

經考證後美軍進駐台南後，所謂聲色犬馬的娛樂，他們也是在中正路活躍著，這

當中的娛樂場所我們找出了幾處，後續仍在追蹤中，相信找回中正路的昔日風華，

已是指日可待了，麗娜 Club、維娜斯 Club、黑貓 Club、查理 Club，那失落的回

憶啊……。 

台南美軍年代，在東區的大同路 2 段上有一家專為美國太太、媽媽，開設的

美容院，也在這回的踏查後，找到了當時服務於該店的美容師，這相當珍貴。原

因是—該美容院開業時間不算長，當時的員工要能找出，相當困難，我們才找出

2 位，但尚未能做訪視。一位拒絕受訪，一位人在美國，但我們將要克服困難，

未來能做呈現及記錄之。 

台南美軍年代，屬於第 1 代之美軍，及第 2 代美軍前期，彼時到美軍或美國

人家庭中幫傭的(House Girl 或 House Boy)台灣人，至今我們找到 House Boy 1 人，

House Girl 則毫無動靜，美軍全盛時期的幫傭人數應該不少，這在彼時的健康路、

大同路上經常看得到，多半她們總是騎著腳踏車，穿梭於美軍眷區場域，時光飛

逝，幾十年過去了，竟至找不到台南極特殊的行業的 House Girl 或 House Boy 們

了(算來他們多是 70~80 幾年齡了)，想來應是多半凋零了……。 

1. 台南美軍基地的場域(附圖)經由多次的踏查，我們得知現存餐廳、游泳

池、手球場、網球場、體育館、保齡球館、電影院、四棟宿舍、醫務所、三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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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名稱、三棟不知其用途之已拆除的房舍，或營舍目前仍無法得知其前身為和

用途及功能，但重新建構該基地乃我們未來一定要完成的地一要務。 

2. 台南美軍俱樂部:現今完全消失，慘的是至目前為止完全無法看得清楚

昔時風貌，沒有人有該俱樂部的照片，或圖檔，屬於那個年的人物，多已離開人

世。至今，美軍俱樂部的研究仍是我們最困難的一部分，期待有一天能重現光明? 

3. 台南美國學校:今夏我們多次踏查、田調、訪視，情況一如前述九月間

許繼文先生的出現，我們方得知整個校園外圍的結構並非現今風貌，印證了我們

早先看過的校園地圖。是的，原先學校校地是斜面的土地，非現今看到的方方正

正地形，但一樣毫無進展，沒有任何參考可供研究，我們正試著記錄於當時保存

至今的校園樹木，期望能找出一絲絲紋理，但何其困難啊……。 

4. 美軍及美僑:在台南的足跡稍稍有點眉目，這當中的分佈概況我們只得

一點清楚，尚未能建構出來，但美僑(如傳教士與宣教士們)則依然混沌不明，無

法掌握。 

5. 台南口述歷史者:陸陸續續被我們找到，或發掘、訪談、訪視中，我們

一步一步清楚美軍在台南的情況，及生活，這正是我們最大努力的目標，唯有藉

由他們的幫忙，我們的研究方得以走下去。 

補充(一): 

原先我們的實施計畫乃台南美軍基地、台南美軍俱樂部、台南美軍的附設幼

稚園、台南美國學校(1~12k)，我們可以將其還原，不想，實際研究、考證後，方

才知曉，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能夠找到口述歷史者(跟上述者有關)根本是幾

希? 

上一代的長輩們跟台南美軍或美僑(傳教士們有交集的，俱都已不在人世居

多了，若現仍安享晚年者，記憶也多半喪失，外加毫無多餘的照片、圖檔，經常

使得我們毫無所獲，失望離開，這是相當現實的一面。因此更要加快腳步。  

補充(二): 

關於—執行上的困難，計畫容或有變更: 

起先我們預計能夠找出 20 人以做訪視及記錄，但無法做到(年齡是極大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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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外加經費之故，至今我們仍然付不起任何費用好將口述歷使者們建置紀錄

片的拍攝，令人遺憾，不只楊安先生已於五月中過世。早年，美軍顧問團剛在台

南穩定下來時期做著園藝、修繕工作的劉吉慶先生也是八十歲高齡，身體早已崩

壞，行動不便，記憶俱已消失多半，景況令人擔憂。 

總總，總總因素成因—我們也只能做到這般範圍了。 

研究、考證仍然再繼續中。 

總結: 

綜合來說，由於這是頭一回的研究，起先以為也就是一段不到 30 年(1950 年

~1980 年)的台南之一段消失的歷史，今年以來深入調查後，始知這其實是一個極

為龐大的研究工程，窮其一生部之是否能完成如此志業，就從我們在地口述歷史

者開始了，來年我們定有更大，更多的發現，相當期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