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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在西元 1895-1945 年這半世紀間曾經受到日本統治，因此不管是在公共建設、農業、

通訊、教育、交通等方面，都留下許多日本文化的歷史痕跡。在我們的家鄉─花蓮，具代

表性的有松園別館、文化園區、舊鐵道、慶修院……等日式建築，這些地方是目前古蹟復

興工程規劃完整且被賦予新生命的成功案例，每到假日往往吸引許多人潮駐足觀光。 

 

花蓮縣北端有座美崙山，矗立在奇萊平原上，具有天然制高點優勢，戰爭期間易掌控

出入南濱海面的船隻及南機場航機起降，是日治時期台灣東部的軍事要地，因此設有花蓮

港兵事部辦公室、分屯大隊等等。然而作為當時軍官宿舍群的「將軍府」，雖鄰近市中心

卻經常被遊客或在地人忽略。我們歸納出幾點原因，一來是將軍府戰後主權歸屬問題很多，

使得目前負責管理的民生社區缺乏經費與資源，僅能由老一輩的居民擔當志工工作，園區

內也沒有導覽手冊可供遊客做參考。二來，目前記載將軍府的文獻內容多集中在日治時期，

關於戰後復興新村的歷史紀錄相對缺乏，以及過往研究多以官方與學術角度探究將軍府的

建築工法、重建工程及社區營造議題。再者，時間流逝對建材的傷害、天災對建物的摧殘，

都為將軍府在保存及再造之路上增添許多困難。 

 

二、研究目的 

  

    每一個地方、每一棟建築、每一個角落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但是將軍府的故事並沒

有機會被發揚。上面所述的諸多因素，造成將軍府相比起花蓮其他已經完成古蹟活化的成

功案例，較不廣為人所知，儘管它坐落於市中心附近的主要道路旁，儘管人們可能每天路

過，卻甚少有人會刻意走進，也忽略了它所承載的豐富的歷史記憶。當了解到將軍府的困

境及現況後，我們希望能透過整理文史資料、口述歷史的方法，為將軍府重新建構出更完

整的歷史面貌。不過由於許多曾居住在府內的耆老大多凋零，或已年邁而記憶有限，因此

我們轉而透過當時居民的第二代、民生社區幹部以及花蓮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多方口述，期

望能盡量還原這座老軍用宿舍群自身的樣貌與故事，以及如今的發展與保存情形，讓它顯

得更有溫度並為人熟知，進而讓在地居民能夠與在地歷史和古蹟形成更強烈的情感連結。 

 

三、研究方法           

       

  研究小組收集花蓮市區早期街道規劃圖、花蓮文化局委託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編

訂的《美崙溪畔日式宿舍調查研究計畫書》，以及其他相關碩博士論文等多項文獻資料後，

統整出將軍府在日治時期的建立背景以及發展情形。再者，利用口述訪談補充對於戰後將

軍府改建為眷村的這段歷史，以及曾經生活在眷村裡人們的故事。透過學校師長介紹，我

們聯絡到了花蓮市民生社區里里長吳明崇先生（圖一，以下稱吳里長）、民生社區總幹事

陸鎮平先生(以下稱陸先生)、地方文史工作者黃啟瑞老師（圖二，以下稱黃老師）以及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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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特色料理餐廳—邊城老闆娘狄懋蓮女士（以下稱狄姊），經由多次訪談及實際走訪將

軍府，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將軍府的歷史發展、內部構造及保存情況。 

 

                               

 

四、研究架構 

 

 

圖（三）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繪製） 

 

貳、正文 

 

  一、美崙山腳下的日式軍舍 

 

    (一) 將軍府的誕生 

 

  花蓮縣位於台灣東部，西靠中央山脈，東向太平洋，其中花蓮市位於花蓮縣北端，南

倚七腳川溪與吉安鄉為鄰，北面又與新城鄉接壤，而花蓮市與新城鄉之間有一塊廣闊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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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與吳里長採訪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圖（二）黃老師解說美崙軍事要地的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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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平原，這裡為百年來原漢聚落發展的起點 。奇萊平原上有一條美崙溪，流經美崙山並

於花蓮港南邊的北濱公園出海流入太平洋。清領時期的漢人及官兵相繼來到東部屯墾時，

美崙山至美崙溪口一帶便是清軍駐紮的軍營要地。 

      

  日治初期花蓮港市廳設置於花蓮溪口附近，每當夏天溪水暴漲便會遭受侵襲所苦，

1900 年 9 月政府將花蓮出張所移至花蓮港街（今新港街），這一帶成為人民及官署聚集

的發展中心。後來經由 1909 年的「街路取締規則」、1924 年「花蓮港市區部分變更計畫」

將花蓮市區兩條主要道路黑金通（今中山路，圖片綠色部分）、筑紫橋通（今中正路，圖

片黃色部分）分別拉直拓寬，建構出如今花蓮市區棋盤式街道樣貌。           

 

                                                              

        

 

 

 

 

 

 

 

 

 

 

 

    明治 39 年（1906 年），企業家賀田金三郎來花蓮開發樟腦時建設私營移民村，過程

中與北埔山下的威里社原住民發生嚴重衝突，官方為平定動亂而派駐步兵第二聯隊轄屬

下的第三大隊來到花蓮，駐紮在美崙山腳下的分屯大隊兵營區（今花蓮憲兵隊營區），營

區內現今還留有當時建築，部分屋況保存良好，經過申請便可以進入參觀。順著營區前方

主要道路向北走，看見的松園別館是當時日本陸軍駐花東地區最高指揮部。營區對面是提

供花東地區日籍軍官住宿的宿舍群，即本文主角─將軍府，然而最初的屋主其實並非一位

「將軍」，而是任職於花蓮分屯大隊且為東部最高指揮官的中村三雄大佐（大佐在中文的

意義即是上校，上校在日本軍隊階級僅次於將軍）。從宿舍群向南，跨過筑紫橋和美崙溪

這裡設有衛戍病院（今花蓮署立醫院），是為傷病軍人提供醫療服務的地方。 

     

    戰後，一名退休的國軍將領單志成將軍入住於此，「將軍府」之名則由此而來。當單

將軍 80 多歲前往鳳林榮民醫院休養以後，將住處交託給一名隨從管理因此而逐漸荒廢。

直到民國 82 年時，當時任職化學兵學校的教務長─劉漢英先生在得知單將軍有位姪女在

台灣後經過各種管道，利用通信與其姪女聯繫溝通，最後同意他搬進此處，直至民國 94

年眷村改建計畫之後方才搬離。在居住期間，曾發生一次嚴重的颱風將門前的兩棵老松樹

吹倒，導致原本的圍牆倒塌、將軍府本體也出現損毀的問題。為了修復建物，才利用現代

圖（四）昭和六年（1931）花蓮港市街道圖 

(資料來源 https://goo.gl/d4R7GX，研究小組引用並加以繪製） 

https://goo.gl/d4R7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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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泥及夾板木工的方式來修補，形成今日的現狀。                          

 

 

 

 

 

 

 

 

 

 

 

 

                                                                                                 

                                                                                          

(二) 走入將軍府看見日式宿舍群                                               

 

    由花蓮市中正路入口處進入將軍府，左手邊一排建築由近而遠分別是環境教育中心、

將軍府邸、軍官宿舍；右手邊則是一整排的軍官宿舍群。將軍府邸已於民國 94 年經文建

會升級為縣定古蹟，其他建築群則屬歷史建築。當初中村三雄大佐及單志成將軍便是入住

於如今已是縣定古蹟的將軍府邸當中，只不過現在花蓮人口中所說的「將軍府」指的是包

含縣定古蹟及歷史建築在內的宿舍群體。 

 

 

 

1. 環境教育中心 

 

  進入將軍府左方所見的第一棟建築，在日治時期乃是台南衛戍病院花蓮分院院長

的住所，經文化局的重建修復後，將此改為圖書室用途；因為台灣位於日本南方的地

圖（五）將軍府平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 QGIS 系統繪製） 

圖（六）將軍府平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繪製） 

圖（七）將軍府俯視空拍圖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利用 QGIS系統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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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於是圖書室名為「南方文庫」，內部存放不少中文、日文書籍，也是目前東

部唯一的日文閱覽室，平日均有開放供民眾借閱使用。 

 

 

 

2. 將軍府 

 

  第二棟（圖十）即是將軍府的建築主體。建築特色為和式與西洋融合的混合式的

建築。從外觀來看有仿洋的單棟別墅外貌；而內部則有日式拉門及作空間收納用衣櫃。

內部現存放有花蓮市區模型（圖十一），是志工們花費約十萬新台幣製作而成，完整

還原日治時期花蓮港廳的街景。例如筑紫橋、黑金通、朝日小學、台灣銀行、花蓮醫

院、花蓮舊車站……等。 

 

圖（十）將軍府        圖（十一）花蓮港廳模型    圖（十二）將軍府內的畫布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3. 宿舍群  

 

    將軍府園區內中央柏油路右側分布著一些較為低矮的建築群，為當時軍官宿舍，

建築物從外觀看與一般日式屋宅差異不大，但內部地板塌陷、窗戶毀損屋況老舊，尚

有待經費維修，如（圖十三）、（圖十四）所見。 

 

圖（八）環境教育中心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圖（九）南方文庫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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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式建築特色 

 

(1) 通風口 

 

    日式宿舍群中可以看到架高的地基（圖十五），並且設置通風口（圖十六）、

（圖十七），這是日本人為了適應台灣潮濕炎熱的氣候，以及避免屋舍建材加速毀

壞所做的設計。 

 

 

      

 

 

 

 

       （圖十五）地基            （圖十六 ）通風口          （圖十七）通風口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 

 

(2) 煙囪 

 

  在將軍府邸外保有兩根紅磚煙囪口（圖十八），照片中左一為廚房的煙囪，左

二則是衛浴的煙囪，平時作為燒飯、燒洗澡水排放的柴火廢氣使用。但由於年代久

遠而斷裂，後以水泥將其出口堵住，形成現在的模樣。（圖十九）為環境教育中心

的煙囪，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設計，但由於怕發生斷裂，遂以水泥包覆原本的紅磚式

煙囪。 

圖 （十三）宿舍區毀損景象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圖（十四）宿舍區毀損景象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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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將軍府外的煙囪                      圖（十九）環境教育中心旁的煙囪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3) 衛浴設備  

 

  （圖二十）為將軍府原本的衛浴設計，水由左邊的孔排出。戰後入住的軍眷們

將此改建為（圖二十一）的樣子，做成較方便的馬桶及排水系統，因此在旁邊增添

了化糞池設施。 

 

               

 

 

 

 

 

   二、歷史記憶中的三兩事―眷村生活回顧 

     

    走過日治時期到戰後的將軍府，因著歷史及政治因素的變遷而增添了多樣的文化色彩

與爭議。我們透過吳里長牽線而訪問到民生社區總幹事陸先生，以及目前經營雲南特色料

理餐廳的狄姊，兩人都曾經是復興新村的居民，記憶中仍裝載著部分眷村改建前的回憶，

透過這次的談話，他們也向我們分享了當時生活的點滴趣聞。 

   

    陸先生回憶：「以前的美崙溪溪水湍急、水量大，河道很寬又乾淨，常有原住民在河

旁抓文蛤。後來，鐵路局的花蓮機務段在鄰近溪旁興建火車頭修理廠（970 花蓮縣花蓮市

豐村路 3-4 號），導致許多修理廠的廢水排放入美崙溪，河川被汙染後人們就不再抓魚。

在地居民經過美崙溪河岸需要划小筏渡河；而花女旁的菁華橋，當時又叫情人橋，會有情

侶兩個人划小型船約會。每到端午節的時候，居民就會在尚志橋到中山橋（含中正橋）之

圖（二十）較早前的衛浴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圖（二十一）化糞池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https://maps.google.com/?q=970%E8%8A%B1%E8%93%AE%E7%B8%A3%E8%8A%B1%E8%93%AE%E5%B8%82%E8%B1%90%E6%9D%91%E8%B7%AF3-4%E8%99%9F&entry=gmail&source=g
https://maps.google.com/?q=970%E8%8A%B1%E8%93%AE%E7%B8%A3%E8%8A%B1%E8%93%AE%E5%B8%82%E8%B1%90%E6%9D%91%E8%B7%AF3-4%E8%99%9F&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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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舉辦划龍舟比賽；但是美崙溪在政府搭建堤防以後河道變窄，剩下原本河道的三分之二，

河川水量減少後，間接影響了龍舟賽的舉行。」 

 

  狄姊回憶起自己幼年時光時說道：「當時住在軍官宿舍的居民大約有 10戶，彼此敦親

睦鄰，附近治安良好，夜不閉戶，甚至會經常互邀到對方家裡吃飯，在空閑的時候也常和

鄰居朋友玩類似鬥片的遊戲；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美崙溪畔附近蛇的數量相當多，鄰居

媽媽們會把抓到的蛇放血，直接掛在電線桿上剝皮後把蛇肉加生薑煮成湯來喝。 」 

 

  將軍府做為日治時期的軍官宿舍而保留相當豐富的日式文化遺產，二戰結束隨著日軍

的離開，將軍府改由國防部接管。民國 38 年陸軍兵工學校與化學兵學校先後進駐東部，但

由於當時進出東部的交通不便，兩年後學校便轉移到台北市，民國 57 年再移師進駐桃園。

閒置後的將軍府則改作為戰後軍眷宿舍使用，包含將軍府內宿舍群及周邊其他 115 戶的居

民規劃為復興新村，直到民國 93 年，住戶們配合老舊眷村重建計畫下才紛紛搬離。 

 

    狄姊說：「當年陳水扁總統任職期間推動的都市更新計畫中，希望將當時仍是軍官宿

舍的將軍府打造成適合觀光客遊玩的文創園區，因此復興新村的居民被迫拆遷，搬遷過程

中國防部按軍階給予兩種補償方式，一種是直接將補償金換成美崙地區的國宅，一種是直

接補償現金......。因為當時仍是軍官宿舍的將軍府地理位置良好，又緊鄰美崙溪畔，有

寬敞的庭園，離市區又近，有鬧中取靜的地段優勢，所以原先很多人都不想搬遷，但在都

更計畫下，政府下達斷水斷電的通牒，才迫使原先的住戶陸續搬離；當時有不少大陸來台

第二代的居民在外地已有房子，所以大多選擇了後者的現金補償方式。」 

        

 

 

 

 

 

 

 

 

 

 

 

 

          從陸先生和狄姊的回憶中可知，當時的軍官宿舍及周遭環境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將軍府

有著很大的不同。兩人皆提及國防部本來為蓋大樓使用而計畫把將軍府賣掉，後來經由民

生社區居民、吳里長與文史工作者等多方人士四處奔走與努力下，透過花蓮文化局呈報至

文化部（原：文建會）與國防部進行協商，成功地讓國防部把將軍府交由文化部管理。民

國 83 年，花蓮縣文化局委託民生社區協助維護將軍府，至民國 94 年文建會正式把將軍府

圖（二十二）訪談陸先生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圖（二十三）狄姊採訪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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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為縣級古蹟及歷史建築，至此曾經歷多次被拆除、颱風重創及土地變賣等危機的將軍

府終獲得保存。然而，因將軍府過去牽涉到政府部門間資產轉移的諸多問題，導致無法順

利進行後續的修復工作。直到 2017 年，在蕭美琴立委的協助下，商請文化部次長前來花蓮

勘查將軍府，並透過多次開會協商，終於順利以申請專案的方式取得經費，未來預計委由

建設公司修復持續受風災侵擾的將軍府。 

    

                 

圖（二十四）花蓮市區空照圖          圖（二十五）花蓮縣蕭美琴立委（右一）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利用 QGIS 系統繪製）   與文化部次長李連權前往將軍府現場會勘 

                               （資料來源 https://goo.gl/oBLmej） 

 

三、將軍府的未來展望 

 

    將軍府目前於星期二至星期日皆開放參觀，但如果需要專業的解說與體驗 DIY 活動則

須事先電話預約。每年八月份文化部會在將軍府舉辦浴衣節，吸引不少情侶穿著免費的浴

衣在樹下散步拍照、留念，也會有限定時段的 DIY 體驗活動，是將軍府最熱鬧的月份。 

     

    文化部在 2017 年，打破過去單棟的、個案式的文化資產保存，提出「再造歷史現場」

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整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

近年來將軍府在經過蕭美琴議員、吳里長及文史工作者等多方爭取後申請到一筆再造歷史

現場 1 億 4700 萬元的經費，預計在 2018 年下半年動工，所有經費皆是給將軍府使用。除

了修補殘破的地區外，吳里長希望能打造一個小京都，讓人置身其中能感覺到日治時期的

特有文化。 

 

參、結論 

 

  將軍府歷經近百年的歲月流逝以及天災人禍，一次一次的摧殘，一次又一次的修補，至

今依然屹立不搖的依偎在美崙溪畔。對於遊客來說，現在的將軍府或許是認識花蓮日治文化

及體驗日本風情的景點之一；然而對於一部分的在地人來說，將軍府已不單純是一棟古老的

建築，而是有著深厚的情感與記憶的歸屬。在投入專題研究之初，我們發現由於將軍府早期

礙於經費及資源的不足，鮮少能有專業的導覽資訊，以往參訪的經驗也大多是走馬看花的過

程，將軍府歷史資料提供不全，很難令人了解其今昔的全貌。因此在研究過程中，除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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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重建將軍府的歷史發展脈絡外，透過師長的幫助，我們聯絡到里長、居民與地方文

史工作者並獲得採訪機會，得以填補些許將軍府散佚的回憶，並幫助自己對於家鄉在地文化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多次探訪將軍府的過程中，讓我們在學習的實質面上不僅增進了歷史知能，也學會了探

究、問題解決的方法與技巧；經由志工們專業導覽解說下也更了解將軍府的建築結構，讓我

們對東洋美學的建築巧思似乎也有了淺白的認識；而透過採訪所接觸到的人事物經驗更讓我

們明白生活中有許多投入關懷並為了保留在地歷史文化而無償付出的幕後工作者。儘管過去

將軍府的產權問題與修繕經費短缺是古蹟再造的一大難題，但在里長和里民的合力投入爭取

下，近年來的將軍府不僅生機盎然，也增添了許多熱鬧氣氛。 

 

         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現今仍保存下來的古蹟，不僅是都市

生活中的一片淨土、提供人們休憩的場所，更是一道連接人民與過往之間的橋樑，加深人民

對土地的情感與認同。我們的家鄉─花蓮，是一個歷史文化涵養非常多元的地方，這塊土地

上承載著原住民族、漢人文化、日本文化、戰後眷村與新住民文化，如此豐富的歷史記憶環

繞在我們身邊，身為青年學子的我們擔負著的不僅是認識與保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傳遞給

下一代的責任，讓歷史文化的脈絡能永續地深植在這塊我們生長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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