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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24  記者 歐士豪 文

這幾年來與眷村相關的新聞中時而出現，從彩虹眷村的拆除與否到王偉忠的「寶島一村」和「光

陰的故事」如何受到好評，寶島一村和光陰的故事透過描寫懷舊過去引發共鳴，彩虹眷村則是透

過公共藝術的方式成功免於被拆除的命運。隨著眷村拆除爭議新聞不斷，又伴隨著以懷舊眷村做

為賣點來吸引群眾的各種活動，一時之間眷村成了熱門話題。

 

眷村緣由與轉變眷村緣由與轉變

眷村的設立是為了提供住所給那些隨著民國政府遷徙到台灣的國軍和國軍的眷屬們。眷村在台灣

是一種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團體，其集中式的居住型態、多元省籍背景，及居民共享的生命經驗

，在匯集了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人們，在文化上本就有著多樣性。但因眷村士兵們多認為總有一

天要「反攻大陸」，對眷村外的交流互動自然少，後以「竹籬笆」來代稱，亦顯示眷村的封閉性

。

隨著時間與社會的改變，居住在眷村中的外省人數量已大量減少，多數眷村已經成半廢棄狀態，

政府從七零年代開始就已開始規劃眷村的改建，隨著眷村改建條例的實行，眷村的數量逐年的減

少。眷村居民也在都市發展、外出就學、搬離和通婚慣例之中漸漸成為台灣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從小生活在眷村的人們所帶有的眷村文化正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消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公布之後，政府開始對老舊且閒置的眷村進行改建與拆除。眷村逐年拆除後，取而代之的是

高聳的大樓住宅，眷村特有的人情味難以重現。居民外出搬離，同時也將這種特殊文化的一部分

帶出籬笆外，和主流文化衝擊與整合後成為台灣社會的部分。有的消失，有的則融入，成為文化

中的一部分。政府為了社區發展與都市計劃，眷村的拆除與原居民的安遷問題也浮上檯面。但老

舊眷村改建不僅是眷民居住的問題，還牽涉到居民的共同生活記憶和社區形塑等等問題

 

文化保存　眷村的去留文化保存　眷村的去留

眷村隨著住戶與時間的離去變得空蕩老舊，隨之而來的是治安與環境的問題。棄置的空屋引來遊

民，環境缺乏清潔也造成附近社區的困擾。近年來因眷村議題變得熱門，文化的保存成了民眾與

政府間爭議的問題點。眷村附近的民眾希望廢棄的眷村趕快拆除，好解決生活環境的問題，期望

保存文化的團體則透過各種管道來延遲眷村的拆除。若是拆除，只需動員一次人力就可以徹底解

決民眾希望的治安與環境，但有著歷史的眷村建築就這樣消失，雖只是眾多眷村中的一個，但對

眷村文化的保存無疑是一種壓力。若是不拆，治安與環境問題就需要更多人力來維護才能解決，

為回應社區民眾的要求，更需要有心的人來經營這些廢棄的舊屋子。

 

另類的保存方法另類的保存方法

台中的彩虹眷村與高雄的自助新村都因為社區彩繪吸引人潮，至今得以保存。這些眷村中的居民

大多已搬離此處，僅留下少數幾戶仍居於此。藉由網路的傳布與遊客的介紹讓這些地點變得熱門

，成為觀光景點。台中的彩虹眷村是老退休老兵黃永阜為了排遣無聊而畫的，在遊客的推廣下變

成熱門景點。高雄的自助新村學習同樣的方法，由學生來進行彩繪，讓老舊的眷村短期內充滿觀

光客。彩虹眷村與自助新村兩者皆是利用藝術彩繪來讓更多的人知道眷村的存在，進而改變了眷

村即將拆除的命運。因為這兩個案例，讓眷村再次被民眾關注，原本的眷村已回不來，留不住眷

村的人，在如今已人去樓空的村子裡，卻留下眷村的歷史。在賦予眷村新的風貌與價值後，也開

啟了眷村保留的另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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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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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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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繪藝術讓眷村得以保留（圖片來源／四方通行旅遊網）

眷村文化本來的組成是建立在眷村居民與眷村建築兩個要素之上，眷村裡的人和眷村本為一個完

整的整體。如果沒有人，這些建築其實只能是磚泥灰土，但人們生活過的痕跡，卻是留給後代一

個重新認識舊時代的管道，讓他們足以想像那些曾經英勇、年輕的軍人們在這裡精彩刻劃生活歷

史。讓後代理解，在這塊土地上，曾有這樣的一個環境以及時代，並培養出獨特的眷村文化。

 

歷史與眷村一同拆除歷史與眷村一同拆除

眷村中保留的大量過往人們生活的足跡都隨著建村改建的腳步，有的被放棄，有的雖著磚瓦坍塌

埋藏於土推中。在那之上更有都市更新後的預定建地，人們被迫移動，放棄居住幾十年的老眷村

。在都市發展的大前題之下，推土機摧毀原本緊密聯繫的敦親睦鄰、彼此互助的支援，也推掉外

省族群在台灣生活半世紀的縮影。

現代化的有效利用土地不是把台灣特有的歷史產物用怪手剷平，在眷村生活已無法重現的今日，

眷村居民們個個都融入了都市的生活，現存的眷村成了保留眷村文化關鍵。文化無論大或小，都

有保存的價值。即便眷村對現代已成過去，眷村作為其文化所依存的環境，環境消失絕對是加速

眷村文化的消逝。

狹小的村裡所形成的文化尤其獨特，而處於這個文化的人正快速減少，若不保存，眷村可能在近

幾十年內全數消失，所以更值得研究、探討如何記錄與保留這種只有在台灣才會出現的文化。在

居民都離開後，老兵逐漸凋零，眷村文化中重要且僅存的建築一旦拆除，本來就快消失的文化便

無重新回復的可能，保存更是困難。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來了。文化的保存不是只用來

緬懷過去，當眷村一個個拆除後，未來就只能從博物館中重新看到籬笆內的風貌。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留或拆　眷村兩難課題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總編輯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