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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忠貞新村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忠貞新村

2007-09-30  圖文／ 林暐家 

一條條窄小的巷弄，紅色大門上貼著殘破不堪的春聯。一條老黃狗懶洋洋的在巷一條條窄小的巷弄，紅色大門上貼著殘破不堪的春聯。一條老黃狗懶洋洋的在巷

口抓著蝨子，旁邊的稚童正賣力的踢著毽子。再往裡面走，在一個只容得下一人口抓著蝨子，旁邊的稚童正賣力的踢著毽子。再往裡面走，在一個只容得下一人

通過的防火巷前方，一個白髮老人呆坐在巷口。幾位老奶奶在屋簷下織著毛線，通過的防火巷前方，一個白髮老人呆坐在巷口。幾位老奶奶在屋簷下織著毛線，

享受傍晚時分的溫暖餘光。這是享受傍晚時分的溫暖餘光。這是2007年年4月月5號的傍晚，不過時間卻好像凍結在四號的傍晚，不過時間卻好像凍結在四

十年前的今天。景象依舊，不過人事已非。十年前的今天。景象依舊，不過人事已非。

新竹市眷村形成的時間是和部隊移動有密切的關係，在眷村成立的時間上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時程：

第一個時程：抗戰勝利後爆發國共內戰，國軍部隊尚未撤退來台之前，這部分屬陸軍的基隆要塞新竹總台駐地的軍官戰鬥團軍眷

為主，如東光新村、湳雅新村。 

第二個時程：大陸變色後，國軍部隊播遷來台，時間在民國三十七年底、三十八年後，新竹市眷村絕大多數均屬此類，這類多半

是同一單位或部隊的同袍為鄰。

第三個時程：婦聯會在五、六零年代募款興建，安置有眷無舍官兵的眷村，如陸軍的公學新村、貿易八村，空軍的廿二村等，這

些眷村大抵以軍種為單位，而非單一部隊。

(資料來源:台北明湖國中時光探險隊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gsh2006/gsh4294/chinese/ccivilization7.htm)

 

而忠貞新村就是屬於第二個時程，也就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所設置的眷村。忠貞新村大致上是由：建新路、建功路、建功二路和

建新路51巷所圍成的範圍。行政單位上屬於新竹東區建功里、軍功里。而鄰近的地名例如：金城、建功、建中、赤土琦，也跟眷

村文化脫離不了關係。其中金城新村更因為將軍雲集而有「將軍村」的美名，將軍村居民多為軍階較高之眷戶，設有防空洞，具

有濃厚的眷村文化地景元素。忠貞新村也有個別名－－「寡婦樓」，因當年聯勤總隊撤退時，前方正在作戰，眷屬先撤至此地，

此地原為日據時期的大倉庫，當時居住一百多位與丈夫失去聯絡的眷屬眷戶進駐後，以簡易的布簾與木板等隔間，形成屋內有屋

的奇特眷村空間。

 

以下照片拍攝時間分別為2007年4月5號 PM 3:00~5:00 天氣陰、2007年4月12號 AM 10:00~12:00 天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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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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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通常又稱作＂竹籬笆＂，因當時國民政府只是把眷村作為一個臨時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極其簡陋。最初只是以茅草和竹子

為主要材料，到後來才有磚塊和水泥。而多數眷村成立當初並沒有做好完善的環境社區規劃，導致巷弄狹小、缺乏公共空間。忠

貞新村經過多次的都市規劃後，更新的區域加上原有設計不良的巷弄，更造成門牌辨識困難以及公共衛生工程難以推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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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在老兵的心目中代表著中華民國的唯一象徵，也是中國國民黨的精神所在。每到國家重要節日，家家戶戶門口無不掛上

國旗，整個村子旗海飄揚，霎時壯觀。然而在愛國意識逐漸薄弱的今日，＂十月十，旗海飄＂的景象，也只有在眷村才能看的到

了。

 

 

 

 

 ►牆上用粉筆寫著＂中國＂的字樣，隱約透露著收回祖國土地的渴望。老兵們有著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感＂。在他們心中，台

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土地。

 

 

 

 

►此為社區廣場一角。斗大的蔣公肖像就正對著廣場中央，歷經時代的變遷，蔣公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不過右聯＂以國家興亡

為己任＂的牌子，早已不堪風雨的吹打倒臥在一旁。先總統蔣公對於眷村居民來說，幾乎等於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也是反攻大

陸的唯一精神指標。每到蔣公誕辰紀念日時，＂蔣公祝壽歌＂傳遍眷村大街小巷，每個人無不高興唱頌。甚至有些老兵過度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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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每天做任何事都必須請蔣公開釋。而全台最大的蔣公廟就在忠貞新村旁，建功二路上。每年蔣公誕辰紀念日，眷村的榮民

都會到此緬懷致敬。

 

 

     

 

►眷村人的政治態度是顯而易見的。當年遷進眷村的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國民黨軍人及家眷，他們服從於國民黨，是國民黨最

忠實的擁護者。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往往只要黨部一通電話，眷村人就會按照指示投票給國民黨所支援的候選人，為此還有＂鐵

票部隊＂的稱號。

 

然而在今日，眷村後代的政治態度不復以往，這裡不再是國民黨的票倉。政治味逐漸在眷村裡退散，留下的是一個個固守家園、

期待中國國民黨有朝一日能帶領著他們反攻大陸的老兵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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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放鞭炮、貼春聯的習俗在現代已越來越少見，不過對眷村人來說，再熟悉不過。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對於過春節的習俗，

眷村人和本省人也有著不盡相同之處。放鞭炮可說是最具春節特色的習俗了。早期在眷村，每年的除夕夜，鞭炮幾乎要響徹一夜

，而這在眷村之外，是絕不可能的。

春節時分在眷村裡鮮少看到千篇一律的印刷體春聯，大部分都是眷村人自己動手寫的春聯，而且每家門上的春聯更是充滿了學問

。其中不乏對家人的期待，或是對反攻大陸的期許，有些甚至直接把愛國歌曲當做對聯的更是不少。

 

 

 

►隨著後代紛紛走出眷村，如今這裡只剩下年邁的榮民和那些託給老人家代為照顧的小孩們了。這些人對於社區公共事務幾乎無

能為力，也鮮少發表意見。社區的重大工程與決策往往無法推行，不然就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這是造成現代眷村沒落的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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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五十多年來，不少榮民仍抱著＂反攻大陸＂的美夢，因此一直未婚，到七十多歲還是孤身一人。為了排解寂寞，他們通常都有

一隻忠心的老狗陪伴著。也有一些娶了大陸新娘，但她們沒有身份證，找工作十分麻煩，生活也很十分艱困。

 

至今許多榮民仍住在陰暗、擁擠的房子裏。沒有兒女經濟依靠的他們，每月只有少許的老人津貼，僅能維持生活。榮民已成為台

灣社會最貧困的階層之一，眷村也常被稱為＂鬧市裏的貧民窟＂。

 

 

不了解眷村，就難以了解台灣的今天不了解眷村，就難以了解台灣的今天

近年來，政府多次大面積強制拆除眷村。少數台獨人士甚至認為眷村是大陸攻打台灣的基地，必須廢除。幸好多數台灣人越來越

重視到眷村文化對於台灣歷史的重要性，紛紛試圖保留眷村文化。當年因特殊歷史時空因素所誕生的眷村，如今卻隨著老榮民的

凋零而慢慢消失淡去。但那些曾經在眷村裡發生的一切，卻將陪伴著台灣人的記憶，歷久彌新。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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