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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 計畫緣起： 

 

台灣眷村數量曾經高達888個，眷村戶數更是曾經高達十餘萬戶。

然而，隨著都市快速變遷的腳步，政府為求土地能獲得更有規劃、

效率的應用，國防部自1980年以來，將老舊眷村逐漸拆遷、改建成

高樓國宅。因應著這樣的都市更新腳步，台灣各地的眷村逐步被改

建、搬撤、拆遷，這樣的老舊眷村改建計畫，讓全台灣數量眾多的

眷村以非常迅速的速度在這塊土地中消逝。過去六十年台灣獨見的

特殊眷村容貌，還有在一戶戶朱門灰瓦下發生的具體而微的小人物

歷史，正在怪手的撥弄下迅速消失。 

空間消失，居民離散，六十年前一場歷史罕見的戰亂遷徙故事

迅速失傳，六十多年來台灣所獨具的多元文化生活樣貌消失枯萎，

許多具有特殊人文價值與建築風格也不復重現。 眷村拆遷作業每天

都在持續進行，眷村保存計畫實已刻不容緩。有感於此，我們希望

透過攝影記錄的方式，特別是希望運用數位攝影之保存方式與時間

賽跑，儘可能地在拆除工作完成之前以影像方式來記錄保存台中、

彰化、苗栗、南投地區尚存的眷村文化與建築意象。 

此眷村拍攝計畫，包含靜態的眷村建築攝影、常民記憶訪談，

以及眷村地理資訊系統的建制。我們希望把握最後剩下不多的時間，

能將這些寶貴卻又即將面臨消失的人文風貌，以數位化、網路化的

方式加以保存，藉由影像與資訊保存的展示，具體推廣眷村文化對

於台灣的價值、對於時代的意義。 

二、 研究背景與目的： 

 

外省臺灣人協會深耕於台灣，從事族群互相理解及多元文化保

存的工作，多年來協會從歷史、女性、記憶等角度出發，舉辦動、

靜態影像展覽、講座、發行出版品，並召集各界學者一起關心、研

究「眷村」在台灣的文化與生活軌跡，協會累積了許多珍貴的人文

史料，「眷容即逝-眷村文化保存拍攝與訪談計劃」即是協會推動之

要項之一，針對中部地區包含：大台中地區、苗栗、彰化、雲林、

南投，進行訪查與田調，以推廣此一社群的文化特色的大眾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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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三、 研究主題 

 

本計畫以記錄眷村文化的觀點切入，在靜態攝影作品的表現上，

盡可能以樸實方式表現眷村建築原本就具有的建築之美，透過記錄

眷村宏觀的建築外貌、獨特的文化所產生之眷村日常細節甚至拆遷

前警惕文化保存之重要的荒涼景象，皆為本計畫所想表達之概念。 

本計劃內容分為兩大主題：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深入訪

談與報導寫作。 

 

(一)、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紀錄部分，紀錄的內容會以台灣中區為範

圍，包含台中市（含原台中縣）、苗栗、彰化、雲林、南投，田野調

查時會逐一走訪範圍內的眷村地址，對於尚未拆除的眷村，期待能

以攝影或口訪保留實際的空間或人文影像紀錄；至於已拆除或改建

的村落，則是記錄當下樣貌，並配合 GIS 地理資訊定位的方式，留

下遺址定位的工作。透過這種方式，希望替台灣曾經輝煌的眷村光

景留下歷史資料，也替即將拆遷或已拆遷的眷村留下曾經存在的歷

史證據。 

本計劃執行工作內容分為三階段： 

1. 第一階段：基礎資料採集及彙整： 

 中部地區眷村普查：目前台中市國防部列管眷村（軍眷村）

約 90 座，但並無資料顯示各眷村現存狀況。因此邀集學

生參與普查，對參與學生進行田野調查訓練後，逐一調查

台中地區眷村現況。 

 靜態影像拍攝與篩選訪談：普查後，依「居民與建物現存

狀況較完整」、「具文化代表特色」以及「拆遷時間迫近」

等標準篩選 30 至 40 座眷村進行地形地貌基礎拍攝。拍攝

時期，亦與居民接觸了解眷村基本資料，為下一個訪談預

作準備。 

第一階段預期產出之成果： 

 中部地區眷村普查資料。 

 中部地區眷村影像約 400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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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訪談記(約 5篇)。 

第一階段人力說明： 

召集人：奚浩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講師) 

專案助理一人(行政與拍攝、規劃執行聯絡) 

普查人員：大傳系具紀錄片田野調查能力之學生 5-10 人 

口述訪談人員：具相關課程背景之工作人員約 6人 

 

2. 第二階段：資料建置與呈現 

 第一階段之資料彙整完成後，將利用 GIS 技術成立查

詢平台，讓眷村基本資訊呈現於網際網路上，並成立

專屬網站與交流空間。 

第二階段人力說明： 

召集人：奚浩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講師) 

網站管理一人(資料庫建置、掌握網站程式編寫與視覺設計

之進度) 

視覺設計一人(設計網站及部落格整體視覺美編) 

網站程式設計一人(設計網站及 GIS 定位系統之程式運用) 

3. 第三階段：文化創意的轉換： 

 前兩階段資料蒐集的過程中，必然會採集到許多特殊的文

化創意與靈感。目前各縣市政府皆著手成立眷村文化館，

並鼓勵發展相關之文化創意產業，台中市文化局亦已著手

規劃。未來，此資料可與文創、教育課程或工坊搭配合作，

導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成果。 

(二)、深入訪談與報導寫作 

在中部地區眷村的田野調查實訪後，以台中為主要地區，選出

別具特色或有其議題性之村子做訪談，找出其報導之眷村在眾多已

被拆除或尚未被拆除的村子中，還留存的歷史記憶或生命故事，甚

至從村子的發展脈絡找出近代社會發展的問題。 

此階段執行期程預計於 2012 年 7 月至 9月。執行工作內容包含

深入訪查村子並訪問眷村居民，預計產出約 10 篇文章。並發佈於已



4 
 

規劃完成之網站。 

此階段人力說明： 

召集人：奚浩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講師) 

專案助理一人(行政與訪談規劃執行聯絡) 

訪談人員：具田野調查能力及報導寫作能力之學生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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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理概況 

一、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 – 第一階段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之第一階段：基礎資料採集及彙整，

執行期程自 2010 年 7 月至 9月，其工作執行表如下： 

日期 執行項目 工作內容說明 人數 

2010/7/5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

像記錄」計畫說明會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

像記錄」的計畫說明

與田野調查教學及行

前準備工作、注意事

項說明。 

14 

2010/7/12-7/15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台中市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10 

2010/7/16-7/20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台中市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10 

2010/7/21-7/23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台中市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10 

2010/7/25 

台中市眷村「田野調

查與靜態影像記錄」

之回報會議 

台中市普查結果報告

與說明、分析台中市

眷村保存與發展的各

種可能性。 

12 

2010/7/27 
中部地區眷村田調行

前行前會 

台中市之外，針對苗

栗、彰化、南投、雲

林之眷村田調做行前

準備，如：眷村位置

查詢、眷村性質討論

等。 

13 

2010/8/9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苗栗縣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4 

2010/8/11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彰化縣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4 

2010/8/16-8/19 拍攝與田調 進行台中縣眷村實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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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執行項目 工作內容說明 人數 

(實地普查)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2010/9/1 

中部地區眷村「田野

調查與靜態影像記

錄」之回報會議 

中部眷村(苗栗、彰

化)普查結果報告與

說明、分析眷村保存

與發展的各種可能

性。 

12 

2010/9/15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雲林縣眷村實地

普查計畫，內容包含

拍攝紀錄、口述記錄

及實地勘查紀錄。 

3 

2010/9/17 
拍攝與田調 

(實地普查) 

進行南投眷村實地普

查計畫，內容包含拍

攝紀錄、口述記錄及

實地勘查紀錄。 

4 

2010/9/18 

中部地區眷村「田野

調查與靜態影像記

錄」之回報會議 

中部眷村(雲林、南

投、台中縣)普查結果

報告與說明、分析眷

村保存與發展的各種

可能性。 

12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包含行前會 2 場、回報會議 3 場、眷村實地普查約

3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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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南投 同濟新村

齊媽媽正在描述當年同濟新村村落住戶樣貌、規模，以及目前居民遷移狀況。



8 
 

 
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台中縣 慈光十二村

慈光十二村位於成功嶺營區內的特定的職務宿舍，目前仍在使用但無法入營區內拍攝。此村對面

之私人土地與水源地，聚集約十數戶非列管之榮民聚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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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台中縣 銀聯一村

銀聯一村位於台中大里市銀聯路，道路將兩百多戶村子隔為兩區。訪查時建物已拆除，僅留下活

動中心與村外公園涼亭「子清亭」。劉雲霓先生為該村原眷戶，民國十六年生，早年為黃杰舊部， 

曾經在越南富國島待過四年，五十多年時住進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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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苗栗縣 袍澤新村

已拆遷，訪查時仍殘留外牆及門戶輪廓，但村內已是一片荒蕪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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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台中市 農場新村

位於台中市東區的農場新村，範圍不大，約 52 戶，已遷離，截至訪查為止是台中市仍完整保留

建物與公共設施的村子。原居民田先生已移居至附近之富台國宅，但每天仍會回村散步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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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實地普查之照片 

彰化縣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入口牌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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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回報簡報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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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調查回報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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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普查結果 

「田野調查與靜態影像記錄」之第一階段的執行成效，我們針對中部地區包

含：大台中地區、苗栗縣、彰化縣、雲林縣、南投縣大約 149 個軍眷村實地走訪，

確認其位置，且針對眷村現況作一紀錄：拆遷、改建、未遷未拆、已遷未拆，並

拍攝超過 400 張照片，以下為 2010 年 7 月至 9月中部地區眷村訪查結果： 

(表格一)：眷村狀況記錄表 

 拆遷 改建 未遷未拆 已遷未拆 不明 總計 

台中市 50 29 4 4 - 87 

台中縣 10 9 6 6 1 32 

苗栗縣 6 1 - - - 7 

彰化縣 4 2 1 2 - 9 

雲林縣 2 2 - 4 - 8 

南投縣 3 2 - - - 5 

(表格二)：眷村位置及村史 

編號 台中市 

1 台貿五村 台中市南屯區建功南 2巷 12 號 

2 干城六村 台中市南屯區春安里 11 巷 3 號 

3 馬祖二村 台中市南屯區春安里 7巷 23 號 

4 陸光八村 台中市北屯區陸光八村 3 巷 1號 

5 陸光九村 台中市北屯區陸光九村 10 巷 64 號 

6 陸光十村 台中市北屯區陸光十村 2 巷 68 號 

7 莒光二村 

台中市新興路莒光二村 7 號 

特定職務官舍。蔣經國先生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為協助安置師團長級以

上軍中幹部眷屬，於民國 50 年代，在全台興建六處以莒光為名眷村，

與一般眷村不同者為，以「莒光」為名的眷村，以軍中實際帶兵的師團

長級幹部為發配對象，同時有兩個以上軍種進住，台中市莒光二村、莒

光五村為此型態。 

8 莒光五村 

台中市中清路 112 巷 3 弄 2 號 

眷戶主要遷入陸光新城。居民為外島團長級以上及本島少將級主官。類

似眷村全台有六處，第一批包括板橋莒光一村(陸海空與警備總部)、台

中莒光二村(陸軍與空軍)、高雄的莒光三村；第二批興建台北土城莒光

四村、台中莒光五村、高雄莒光六村。 

9 中興新村 台中市三民路三段 77 號 2 樓 之 4 



16 
 

編號 台中市 

與台中市政府重建合建 RC 六樓建築。原為中興新村，眷戶主要遷入興中

國宅。 

10 太平新村 台中市太平路 1 號 

11 金剛新村 台中市精武路 205 巷 13 號 

12 建國新村 台中市北區錦州里錦村東 5 巷 101 號 

13 文武新村 台中市北屯路 8 巷 52 號 

14 第一宿舍 台中市復興路三段 312 巷 13 號之 2 

15 陸光七村 台中市西屯陸光七村 7巷 13 號 

16 影劇二村 台中市西屯路二段 113 巷 20 號 

17 預立三村 台中市西屯路預立三村 1 弄 8號 

18 銀聯三村 台中市西屯路銀聯三村 1 巷 27 號 

19 華夏二村 台中市西屯華夏二村 1 弄 9 號 

20 三民新村 台中市四維街 2 巷 13 號 2 樓 

21 良民新村 台中市西屯路一段 167 巷 4 號 

22 第五宿舍 台中市模範街 3 巷 15 號 

23 迅雷新村 台中市育英街 76 之 6 號 

24 育溪新村 台中市旱溪街 159 巷 8-1 號 

25 紅棉新村 台中市旱溪街 139 巷 12 弄 2 號 

26 南京新村 台中市南京路 106 巷 148 號 

27 光華新村 

台中市進德路 40 巷 20 弄 20 號 

眷戶主要遷入國宅陸光新城。村名為「光復中華」之意，光華新村之眷

戶並非同時期同批自大陸來台，而是由各地之軍士官因調配基地的緣故

而來到此處，官階的差異也頗大。初期的眷村也是利用竹管、泥土來建

造房舍，後因八七水災造成房舍的損毀，而後自行進行改建，遂有今日

較堅固的房舍。光華新村的組成較為奇特，不符合一般眷村的型態，村

子裡軍士官混雜，還有美軍顧問團的租屋處，原本國防部安排居民進住

福聯新城，因住戶反對而作罷，民國 95年普查時並沒有進一步的遷村計

畫。 

28 農場新村 台中市尚武路 143 號 

29 陸裝新村 台中市進德路 40 巷 43 弄 9 號 

30 忠勤新村 台中市精武路 217 巷 34 號 

31 富台新村 台中市富台街 3-1 號 

32 貿易三村 台中市北屯新興路貿易三村 189 巷 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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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台中市 

33 空醫新村 台中市北區大雅路 241 巷 1 之 22 號 

34 忠貞新村 台中市五權路忠貞 2巷 29 號 

35 水湳東村 台中市中清路 22 巷 30 號 

36 實踐新村 台中市大連北街 127 巷 12 號 

37 中海新村 台中市北區中達里 12 鄰大雅路中海 2 巷 16 號 

38 水湳西村 台中市北屯區仁愛里 11 鄰中清路 59 巷 19 號 

39 賴厝新村 台中市北區育德里 19 鄰賴村忠義 3 巷 15 號 

40 賴村新村 台中市北區育德里忠義 1 巷 17 號 

41 安康新村 台中市健行里大雅路 37 鄰 241 巷 16 弄 27 號 

42 復華新村 台中市北屯區新平里復華巷 32 號 

43 北屯新村 台中市北屯區北屯路 50 巷 2 弄 4 號 

44 變電新村 台中市北區雙十路二段 38 巷 6 號 

45 大鵬三村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98 號 

46 貿易九村 台中市西屯區貿易北 4巷 50 號 

47 邱厝新村 台中市北區大雅路 100 巷 2 弄 9 號 

48 慈恩二村 台中市北屯區貿易巷 120 弄 19 號 1 樓 

49 光華新村 台中市北屯區北屯路 47 巷 16 號 

50 
大石里東

村 

台中市西屯區大石里 4巷 13 號 

大石里東村、大石里新村、大石里西村合稱大石里，眷戶主要遷入國宅

陸光新城。以水湳機場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各單位軍士官為主，眷舍建

於太平戰爭之後，日本為安置當初陸軍航空隊(簡稱 38 部隊，今水湳機

場)與海軍大雅飛行場(今清泉崗機場)的飛行軍官所興建，一共有三排

14 戶，與澎湖馬公篤行十村 64 戶同為眷村第一期日遺房舍，屋頂衍架

為檜木，相當珍貴。民國 37 年，空軍先遣飛行人員入住，一棟房舍同

時容納兩戶以上人家，之後由於水湳機場勤務加重，軍眷增加，便於原

日遺房舍旁搭建房舍達 300 餘戶，直至民國 42 年，居民自大河里劃出，

獨立稱為大石里，東、西、新村為部隊識別之用。 

51 
大石里新

村 
台中市大石里 1 巷 14 號 

52 
大石里西

村 
台中市西屯區大石里大石 3 巷 55 號 

53 
下石碑西

村 
台中市中清路 65 巷 81 號 



18 
 

編號 台中市 

54 
下石碑新

村 
台中市中清路 65 巷 59 弄 26 號 

55 虎嘯東村 台中市東區進化路 

56 虎嘯西村 台中市東區進化路 

57 虎嘯中村 台中市東區力行路 

58 光大一村 台中市五權路 259 巷 

59 光大二村 台中市五權路 261 巷 18 弄 

60 光大三村 台中市大雅路 1 巷 

61 華中二村 台中市富中街 38 巷 27 弄 

62 慈恩九村 台中市崇德路 

63 平等新村 台中市五權路 425 巷 2 弄 

64 模範新村 台中市模範街 12 巷 

65 忠孝新村 台中市大明街 17 巷 

66 興邦新村 台中市大雅路 460 巷 

67 武德新村 台中市力行路 256 巷 

68 
新北雙十

新村 
台中市北屯路 56 巷 

69 一德新村 

台中市北屯舊街 2巷 58 之 7 號 

眷戶主要遷入國宅陸光新城。眷村名稱由來：取自國歌中「一心一德」

之詞，而命名之，在一德新村不遠處，另有一心新村(尚武路青龍宮附

近)，部隊來台之前為山東青島糧秣廠之成員，一德新村原址地權本屬此

地林姓大戶人家所有，後因聯勤部隊需要，便協商地主在此購地，係有

一德新村的成立。原為土墼建築，後因八七水災房舍嚴重損毀，才以半

磚木造方式重建，以防水患，後因眷戶人數日增，日後又分多期增建，

也有眷戶自行增建，房舍變得零亂不堪。八二三砲戰後，始有其它部隊

眷戶搬遷於此，但仍多以聯勤退員為主。 

70 合作新村 台中市自強街 45 巷 75 號 

71 
四知十二

村 
台中市練武路 48 巷 22 弄 

72 
四知十六

村 
台中市自強街 45 巷 

73 忠勤新村 台中市文心路四段 956 巷 5 弄 

74 博愛新村 台中市進化路 135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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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台中市 

75 樂群新村 台中市雙十路二段 54 巷 

76 大同新村 台中市三民路三段 127 巷 

77 一心新村 

台中市尚武里尚武巷 

眷村名稱由來：取自國歌中「一心一德」之詞，而命名之，在一心新村

不遠處，另有一德新村。 

78 精武新村 台中市精武路 

79 良民新村 台中市西屯路一段 165 巷 

80 南京新村 台中市武德街 12 巷 16 弄 

81 中華新村 台中市福音街 

82 綜合一村 台中市健成路 328 巷 2 號 

83 綜合二村 台中市東山路一段 91 巷 1 號 

84 工學新村 台中市工學路 

85 綜合新村 台中市建成路 328 巷 

86 憲光七村 台中市三民路 

87 崇德新村 台中市進化路 



20 
 

 

編號 台中縣 

1 精忠新城 
台中縣潭子鄉頭家村精忠八村 1號 

(台中縣潭子鄉頭張路一段 101 號對面) 

2 華夏三村 
台中縣潭子鄉譚興路二段 169 巷 13 號 

華夏集建。 

3 忠勤新村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路 756 號 

4 新石新村 

台中縣石岡鄉新石新村 6 號 

九二一地震建築結構受損危屋，領取補償金後遷移。 

新石新村在和盛街往新社方向爬坡前右側的八寶圳旁，和盛村地標的

正對面，新石新村是早期的「敦惠莊」，是民國四十四年間國軍-砲彈

步隊到土牛地區駐防。此村共有 63 戶房舍，作為陸軍兵公屬第三彈

藥庫的官兵、眷屬的居住地。921 大地震後變成危樓，經過規劃重建，

已變成新社區，裡面設有活動中心、籃球場、棟距之間配有草地、花

園。 

5 敬軍新村 

台中縣大雅鄉三和村港尾路 93 號 

原為裝甲兵宿舍，後移交為步兵眷舍。房舍初期建築形態為竹泥建

築，後整修為磚造建築。 

6 華中三村 

台中縣潭子鄉大德一路二段 21 巷 2 號 

此村房舍為政府提供居民「華夏貸款」作為建築資金，居民自行建築

或發包工兵單位建造，台中西屯區華夏二村亦是此形態眷村。 

7 明駝新城 
台中縣潭子鄉明駝新城 2 之 2號 

該村已於 81 年重建，為十七期一般職務官舍。 

8 明駝二村 
台中縣潭子鄉 

該村已於 81 年重建，為十七期一般職務官舍。 

9 四知六村 

台中縣潭子鄉栗林村 

聯勤司令部管轄眷村，民國 59 年建村，村名「四知」取自於「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為期勉兵官行事清廉不貪不取、為國盡忠之意。

10 
敬業新城 

敬業新村 

台中縣潭子鄉嘉仁村十四鄰 

該村已於 80 年重建，為十六期一般職務官舍。 

11 西豐新村 台中縣豐原市豐西路 40 巷 

12 預立二村 

台中縣太平市中山路二段 405 巷 

台中以「預立」為名之村有三處，預立一村位於北區邱厝仔段，國防

部文獻未記載，預立二村位於太平市，預立三村則位於西屯路二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