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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眷村的前世今生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參觀記 

 

民國一〇七年(西元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或許是在雨神的光顧

下，給臺灣桃園這座英雄般的城市又增添了少許的失落與傷感。在雨中，我走

訪了位於臺灣省桃園市中壢區龍吉二街的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 

 

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民眾對於眷村或許沒什麼概念。通俗地說，眷村就是部

隊大院。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時從中國大陸有百萬軍民隨著國民黨

政府撤退到臺灣，這些軍民在往後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特殊聚落--“眷村”。隨

著時間的流逝和政治風氣的開放，眷村建築也漸漸的老舊，眷村裡的居民以及

下一代就慢慢離開到外界生活，而許多眷村就面臨廢棄、摧毀或是改建的命

運：如果所有的眷村都從地表上消失，那麼這些居民曾經存在過的記憶和證明

也會慢慢的隨著時間而風化。作為戰敗軍隊的眷村卻有些尷尬，甚至難以在現

今臺灣的教科書中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更無提及。 

 

目前定居澳洲墨爾本我的忘年交王恩禧(Oscar Wang)老師當年就是在眷村

長大的。據王老師的回憶，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政府在

大陸地區與中共的較量中節節失利，中央政府播遷臺北，王老師亦隨同家人從

湖北漢口搭機來台。那時，王老師在臺灣從念幼稚園一直到大學畢業，美好的

童年時光在眷村度過，連他的太太也是從小在眷村結緣相識。王老師今年九十

五歲高齡的岳母仍住在高雄眷村遷移過去的獅甲社區。目前高雄市還擁有全臺

灣最多的眷村數量和占地面積，是全臺灣眷村文化最豐富的地方。 

 

或許是為了更好地體會王老師的童年生活，又或許出於對眷村文化的好奇

和探究，借著第三次到訪臺灣的機會，我特地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馬祖新村眷

村實地走訪和感受一下那段已經褪色的往事與永不褪色的歷史。 

 

建造於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的馬祖新村，為桃園市龍岡地區第

一個眷村。當年為了安置駐守福建馬祖的國軍軍官們在臺灣的眷屬，而建設的

眷村，所以稱之為“馬祖新村”。馬祖新村經過陸續興建、修建，最終共有二百

一十戶居住於此。新村於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〇〇四年)正式登錄為歷史建

築，民國一〇一年(西元二〇一二年)獲中華民國國防部選定為全台十三處眷村

文化保存園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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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新村採用美式建築以人為主的設計概念，在建築工法上與各地眷村亦

有相當大之差異，不同於一般眷村多呈現魚骨式或棋盤式的竹籬笆平面配置，

馬祖新村采美式放射狀眷舍配置，從灰瓦、紅磚、庭院、紅門白條及蘋果綠窗

框，全磚造眷舍建築極具特色。三米寬的道路旁更是花木扶疏，整體眷村以八

角亭為中心，分甲、乙、丙級分配將、校及尉級軍官，最後共興建了二百一十

戶。數十年來，將、校、尉官雲集，榮景一時，遺風餘韻，流傳不輟，被譽為

“星星滿天飛”的眷村。另一個將星雲集的眷村，有著“將軍村”外號的是高雄左營

的“明德新村”，裡面使用的宿舍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據時代，沿用的日式宿舍建

築裡面曾經住下許多高階海軍將領。 

 

如果按軍種分，包括陸、海、空等三類眷村。但並不是所有軍人都有資格

住進眷村，在申請眷村房屋時必須要有主申請人和妻子，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

子女，房舍的分配依眷戶人口數、考績、結婚年限來分配。眷村初建時的名字

也很有意思，皆隱含軍種或省份涵意。例如，以“陸光”為名的眷村，全來自陸

軍家庭；“憲光”則是專門為憲兵建的眷村；而“大鵬”很明顯就是空軍眷村。 

 

據臺北市中心新村自治會會長張聿文回憶：早期的眷舍都沒有自己的廁所

和浴室，廚房也是幾家共用的，煮飯做菜輪流使用灶台。村子裡有一座公共廁

所和溫泉浴室，上廁所、洗澡全在自家外面，原來只有一間洗澡間，男生洗女

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後來加建成男女各有一間，從傍晚開始，大家都端著臉

盆去洗澡。 

 

馬祖新村中心的八角亭引起了我的興趣。此亭名為“悅心亭”，於民國七十

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將原來木造的涼亭進行整修為水泥製造之涼亭，站在橘

黃色的亭子內中心，舉頭仰望亭頂，天花板上是中國民間傳說故事“八仙過海”

的圖騰。八仙分別為漢鐘離、張果老、韓湘子、李鐵拐、呂洞賓、何仙姑、藍

采和及曹國舅。 

 

生活在眷村內的小孩兒們問到爺爺奶奶們為什麼是八仙過海的時候，大家

都只笑著說：“因為亭子八個角嘛！”。但其中或許也意味著自己如同八仙過海

一般漂洋過海來到臺灣的經歷。 

 

說起在眷村中生活長大的孩子們，宋楚瑜、李安、侯孝賢、楊德昌，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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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林青霞、張雨生、任賢齊、馬英九等這些耳熟能詳的臺灣名人，他們身上

卻又有一個共同的鮮明烙印——是的，他們都來自眷村。 

 

很多文獻稱眷村為“濃縮的中國社會”，眷村人來自五湖四海，身份證上的

籍貫幾乎可以拼貼出一個中國地圖。甚至有這麼一個說法，眷村這個“小中國”

承包了很大一部分的臺灣“軟實力”。 

 

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六月，韓戰結束。國軍禁婚令解除，許多

青壯軍人希望可以傳宗接代，軍眷房舍的興建因而受到重視。國府開始有目的

地發動民間捐款並由財政拔款，大舉興建眷村，民間捐款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宋

美齡所主導的婦女聯合會，當時在全臺灣共協助募款籌建完成五萬多棟眷舍。

婦聯下面附設托兒所，很多眷村孩子都在這裡長大，臺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

也曾透露，自己幼時在宋美齡辦的托兒所裡就讀。很多眷村人對宋美齡都心存

感恩之情，她被眷村人視為“蔣母親”。有人說，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挨眷村

人的罵，但惟獨宋美齡不會。 

 

現任臺灣文化部長鄭麗君曾說過，要保存眷村文化，並不只是修復建築

物，而是讓建築物承載的文化得到再生，讓下一代能夠見到臺灣眷村文化的獨

特歷史。現任高雄市長許立民也認為，眷村文化是臺灣近代史上不能抹滅的一

頁，來自大陸各省的百萬軍民同居一處，這麼多元、異質的存在也豐富了臺灣

文化。 

 

自民國一〇二年(西元二〇一三年)開始第一期文創實驗進駐計畫至今，馬

祖新村以邊修復邊活化的眷舍的方式，將修復的過程成為一個動態形式，透過

活動辦理間，民眾也能來到馬祖新村參觀，從中瞭解馬祖新村未來規劃，並且

給予建議及共同期望，將眷村歷史文化重生轉化成創藝行動再生。 

 

為保存馬祖新村眷村文化特色，修復工程采分期進行。“桃園光影”為原馬

祖新村活動中心，已於民國一〇四年(西元二〇一五年)整修完成，是桃園市第

一個藝術電影館，園區內也將陸續完工，預計民國一〇八年(西元二〇一九年)

全面開放。未來將打造馬祖新村為具有眷村特色之創意空間、拍攝空間、文創

工作室、電影放映空間及親子藝術體驗區等多功能眷村文化影視創意園區。 

 

園區內的桃園光影電影館，從舊活動中心變成了新戲院。一樓擁有電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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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空間，二樓將禮堂改造為放映廳，安排各種主題的電影免費播放，推廣電影

文化。 

 

知名紀錄片導演吳乙峰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要透過紀錄片呈

現人們所經歷的悲歡離合，就能感動人心。桃園提供了馬祖新村這個基地，是

我落腳此地進行電影文化推廣的原因。 

 

透過懷舊聲影與駐村藝術家之手，使馬祖新村綻放全新意象。邀請民眾品

嘗昔日同舟共濟的人情往事，重新與土地建立連結，讓珍貴的歷史不被時代沖

刷埋沒。 

 

除桃園的馬祖新村之外，臺灣史上總共 886 處的列管眷村聚落。其中位於

高雄左營的“將軍村”明德新村目前已完成 4棟建物改造的博物館，未來也會將全

部 57 棟房舍組合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眷村文化保留園區，希望能留下即使在全世

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大規模軍眷村落的文化資產，形塑臺灣多元的人文歷史。

(完) 

 

馬祖新村交通線路指南：從桃園中壢火車站後站搭乘公車 5098 路至馬祖新

村站下步行十分鐘可達。 

 

寫於民國一〇七年(西元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淩晨，修改於七月二十九日下

午 

 

歡迎讀者對本文發表您的評論、意見或建議，請發送至電子郵箱：

winterwang@alu.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