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國中社會人文類 

 

 

 

 

 

 

篇名： 

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    

 

 

 
作者： 

張鈞翔。花蓮縣立花崗國中。八年七班 

蕭嘉葳。花蓮縣立花崗國中。八年七班 

 

 

 

 

 

 

 

 

 

 

指導老師： 

劉盈孜 

 

 

 

 

 

 

 

 



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最近花蓮市區老屋再利用的風潮正盛行，許多老屋整修之後化身為民宿、餐

飲店，置身其中彷彿回到了以前的年代，耳邊傳來悠揚的輕音樂，吃著美味的餐

點讓人都放鬆了起來。 我們在想學校附近是否也有老屋重新整修的案例，其中

有位組員鈞翔，以前就住在松園別館附近，課餘的時間會到松園別館走走抒壓。

園中松林參天，站在觀景平台上可以看到蔚藍的太平洋，搭配著日治時期的建

築，環境優美。可是以前想到松園別館總是與靈異故事做聯想，園中很多地方也

雜亂無章，到底松園別館是如何從一片荒蕪中演變成現在充滿文藝氣息的場所，

引發我們的好奇，想要進一步的探討。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討論：我們從一開始的題目發想，就是組員們腦力激盪，思考我們

周邊環境有什麼可以研究的題材。題目確定之後，我們從松園別館為主題，

想出研究的方向及架構。第二，在去松園別館參訪之前，我們開會討論可以

問哪些與主題相關的題目。第三，小論文撰寫前，也開會釐清每一個部分要

撰寫的內容及各部分之間的關係，也互相提出可以怎麼撰寫的建議。 

 

(二)資料蒐集：上網查詢跟松園別館的歷史與規劃相關的資料。也利用假日

的時間相約去圖書館查詢紙本資料。去松園別館踏查時索取簡介與藝文活動

宣傳單。 

 

(三)訪問勘查：實地去松園別館探查，我們將每一個說明指示牌、老照片、

每棟建築及特殊的建築工法拍攝下來，也從老照片裡面去想像、推測以前的

松園別館是什麼樣貌。探查告一段落後，訪問現在經營松園別館的祥瀧文創

集團的企劃行政黃淑惠小姐，針對歷史、古蹟保存再利用與辦理活動等問題

進行詢問和互動。讓我們更了解松園別館的現狀。 

 

(四)請教專家學者：在閱讀了網路、書籍、簡介等資料後，發現有些歷史事

實每個資料的說法不同，還有關於松園別館的傳說我們想了解其真實程度，

於是我們去請教東華大學的博士生也是文史工作者的黃家榮老師，請他幫我

們解答疑惑，讓我們對於松園別館的歷史可以有更加深入的認識。 

 

 

 



松園別館的往昔與再利用 

 2 

三、研究目的 

 

(一)更了解在我們周邊的松園別館的歷史。 

(二)了解松園別館每一個時期的總體規劃及建築的利用方式。 

(三)了解松園別館再利用的過程中如何舉辦活動又曾舉辦過哪些活動。 

(四)希望可以從松園別館老屋再利用的案例中找到哪些方式是可以供後來想

要做老屋再利用的人學習的，哪些又可以再改進的部分。 

 

四、論文大綱 

 

(一)歷史沿革：這部分內容撰寫的範圍時間是從松園別館建館(日治後期西元

1942 年)一直寫到現在(西元 2017 年)由祥瀧集團經營。內容則是這期間松園

別館歷經的隸屬單位以及關於松園別館的傳說。 

 

(二)保存與再利用：探討從日治時期一直到現在整修再利用的過程。以及每

時期建築物的利用方式。最後會探討松園別館的重要資產「松樹」如何保存。 

 

(三)活動的辦理及影響： 敘述活動的類型及辦理方式，將每種類型的活動列

出幾項具代表性的活動，以及描述常年性舉辦的太平洋詩歌節是如何舉辦

的。 

 

貳●正文 

 

一、歷史沿革 

 

松園別館約建於 1942 年(昭和 17 年)，是當時(日治時期)的”花蓮港陸軍兵事

部”。因為擁有制高點地理優勢，可遠眺美崙溪出海口及花蓮港，加上層層松樹

遮蔽，在當時戰爭時期扮演指揮中心重要角色。 

 

1942 年 4 月 1 日是”花蓮港陸軍兵事部”開館日。當時由於太平洋戰爭(源

於蘆溝橋事變)因素，日本軍力開始吃緊。因此日本於 1942 年實施”陸軍特別志

願兵制”以招募台籍日本兵。當時的”花蓮港陸軍兵事部”主要就是在募兵與管

理兵役。兵事部部長共有三任，分別為川崎明德大佐(1) (大佐就是上校，下同) 、

印南英輔大佐(2)以及中村三雄大佐(3) 。當時的海軍三 0 三部隊曾駐紮在此。(迷

思:有許多書上或網路上會寫當時松園是”花蓮港兵事部”，而兵事部包括陸軍

和海軍。但事實上當時只有處理陸軍的事務，因此”花蓮港海軍兵事部”是錯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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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神風特攻隊曾在松園別館後方小木屋，接受由最高指揮官代替天皇賞賜

的”御前酒”和印有天皇花紋、裝滿菊花的禮物。還有些錢供他們飲酒作樂。但

是這個傳說並沒有證物可以明確佐證。而在一次的研習中也提到，松園別館應該

不是喝御前酒之地方，可能是耆老將松園別館和南埔機場搞混了。但是花蓮(松

園、南埔)其實都沒有神風特攻隊出發的紀錄。 

 

1942 年 4 月 1 日”花蓮港陸軍兵事部”開館日 

1945 年，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暫時接管台灣。 

1947 年，松園別館由國民黨政府接收，陸軍總部成為此地管理單位。此

時松園別館曾短暫作為兵工學校理化實驗室。 

1950 年代後，青年軍撤離，成為美軍顧問團軍官的休閒度假中心。 

1977 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美軍顧問團縮減在台人數，並陸續撤離。隨後松園 

別館為國有財產局接管。 

1978 年，松園撥交給行政院退輔會，由榮工處大理石工廠接管。 

1992 年，退輔會將松園別館交給花蓮農場代管 

1994 年，松園別館交由花蓮榮家短暫接管 

1995 年再度由花蓮農場接管，並於同年擬定要建國際觀光飯店，且由民間投資。 

1997 年，松園別館面臨拆除危機，退輔會公告由東帝士集團所屬的酒店為合作廠 

商，於松園別館現址要開發旅館。此消息一出，花蓮在地居民、民間團

體、藝文團體紛紛表示反對，並與各相關單位要求召開公聽會，且在會

議中強烈反對此事。除此以外，也有許多文史工作者、教授們投入松園

別館的研究，希望能保留在地文化。 

2000.7.13 松園別館獲得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查通過，訂為”歷史風貌園區” 

(注意:並不是古蹟喔) 

2001 年松園別館入選文建會舉辦的”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也獲得文建會列 

為”90 年度試辦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六個試辦點之一。主體建築規畫修

繕委由大藏建築師事務所負責。 

2002.9.23 松園別館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物。同年 12 月主體建築修復完畢。 

2003 年，公開徵選管理廠商，花東文教基金會得標。同年 11 月 4 日正式開園 

2004 年，園區許多設施陸續完工，整體呈現多元風貌。 

2006 年，再度招標，由祥瀧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經營至今。同年 11 月辦理”太

平洋詩歌節”台灣許多知名詩人到此與會。 

 

二、保存與再利用 

 

(一)保存與再利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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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園別館創建於西元 1942 年，當時是「花蓮港陸軍兵事部」，負責募兵與管

理兵役事宜。因為松園別館屬於軍事建築，而日治時期的軍事建築共同特色之一

係走廊為混泥土搭蓋而成的拱廊式建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西元 1947

年松園別館由國民政府接收，曾短暫作為兵工學校的理化實驗室。在兩岸呈現武

力對峙時期，美國在韓戰後援助我國，派遣美軍顧問團為當時軍事援助之一，於

是西元 1950 年代松園別館被規劃為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軍官休閒度假中心(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Hostel，簡稱 MAAG Hostel)。西元 1977 年，中美斷交後，

松園別館不再作為軍官休閒度假中心，隨後由國有財產局接收。之後一直到 2001

年建築進行修繕，長達 24 年的廢棄荒蕪。中間歷經退休輔導委員會、花蓮農場、

花蓮榮民之家等單位的接管。期間兩度面臨拆除危機，西元 1995 年，花蓮農場

接管後，打算要興建國際觀光飯店，並由民間投資。西元 1997 年，退輔會打算

以「旅館建地」出售，也已經公告由東帝士集團所屬天祥晶華渡假酒店為合作廠

商，於松園別館現址規劃要開發旅館。但就像祥瀧集團的黃小姐所說：「財團一

定會拆掉建築(松園別館)，他們只是要這個地理環境。」所以消息一出，民間團

體「愛花蓮自救會」、「花蓮國際藝術村協進會」、「青少年公益組織」、「花蓮觀光

協會」，以及花蓮許多居民、藝文團體紛紛反對，並在他們奮力奔走下促成了有

在地立委陳永興、鍾立德與藝文界人士、文建會、退輔會、營建署、國有財產局

等單位參與的公聽會，並從法律層面探討興建旅館的正當性。一連串的保衛運動

後，松園興建五星級飯店的事情才喊停。 

 

西元 2000 年 6 月 30 日松園別館獲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查通過訂為「歷

史風貌特區」。但松園別館真正受到花蓮縣政府的重視要等到藝文界人士在此辦

活動之後。當時花蓮師範學院(今已併入東華大學)美勞系副教授、藝術家潘小雪

結合當地數個藝文及環保團體在 2000 年 7 月共同辦理了「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

展」。潘小雪從民眾對展覽的反應調查中，發現民眾會來參與活動是因為這裡空

間很美而不是受到藝術吸引。從這個結論也訂出之後松園別館歷史風貌公園整建

工程的方向：盡量不擾動原有空間感。同年 7 月 13 日松園別館由花蓮縣政府編

定為「歷史風貌專區」。 

 

文建會於 2001 年推動 「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潘小雪老師所屬的文化環

境創造協會(以下簡稱文環協會)於是撰寫松園別館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透過花蓮

縣文化局向中央爭取成為「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之一。當年得到了「文建會

90 年度閒置空間再利用試辦點」的專案經費。之後花蓮縣文化局開始與退輔會

簽合作契約整建松園別館及辦理系列活動。 

 

隔年(2002 年)，花蓮縣政府同時向營建署申請修繕經費(硬體)以及向文建會

申請經費補助辦理委外招標營運管理再利用(軟體)。其中向營建署的補助申請是

由城鄉局出面以『松園別館歷史風貌公園』的名義申請，後成功取得經費補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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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打造城鄉新風貌」的硬體設施整建工程。此案還獲得當年度營建署「創造台

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的創意佳作獎。松園別館整建工成的招標規定建築師必須

搭配藝文團體共同投案，避免日後空間使用不符藝文團體的期待。經由公開徵

選，選出唯一的投標廠商大藏建築師事務所與文環協會這個團隊。硬體規劃設計

由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實際整修的工程則是由慶仁工程顧問公司得標進

行修復；文化環境創造協會則負責規劃供民眾參與的活動。 

 

到了 2003 年，原負責規劃活動的文化環境創造協會負責人潘小雪認為由藝

術家組成的文環協會較沒有經營管理的概念，在潘老師的引介下財團法人花蓮文

教基金會將委託營運管理計畫書送交花蓮縣文化局來投標，當年由該機構得標，

於是花蓮縣文化局委託財團法人花蓮文教基金會負責經營管理，一直到 2005 年

為止。2006 年至今委託祥瀧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而花蓮縣政府從 2003 到如

今每年都會編列松園別館委外營運管理的經費，並進行監督。 

 

(二)保存與再利用的實際作法 

 

1、建築的修繕 

 

2001 年由文化環境創造協會所撰寫的松園別館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當初所

提出的整建規劃方式是「先辦理活動再決定如何整建和空間未來的使用方向」，

藉著觀察藝文活動舉辦時，建築物每個空間的使用、藝術展演的空間需求、入口

意象、遊園動線、人口承載量、休憩類型等項目再搭配空間體驗、民眾訪談、專

家建議，再規劃如何專業執行，這種規劃方式在《印象松園》一書中稱為「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式規劃式規劃式規劃式規劃」((((吳進書吳進書吳進書吳進書、、、、姜家珍總編輯姜家珍總編輯姜家珍總編輯姜家珍總編輯，，，，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與一般的整建工程是「先修空間再

想如何使用」 的方法大不相同。 

 

2002 年由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硬體規劃設計。建築師甘銘源在進行規

劃時採用「減法」設計的概念；「「「「松園的條件非常好松園的條件非常好松園的條件非常好松園的條件非常好，，，，所以減少不必要的東西是所以減少不必要的東西是所以減少不必要的東西是所以減少不必要的東西是

最佳的作法最佳的作法最佳的作法最佳的作法」」」」((((劉瑞如劉瑞如劉瑞如劉瑞如))))。例如：種植松樹的庭園，保留沙質土壤，沒有鋪設任何

硬舖面，保留荒野的感覺。在面對大家的不同意見時，甘建築師以「「「「維持外觀只維持外觀只維持外觀只維持外觀只

作質材修復作質材修復作質材修復作質材修復，，，，內部空間依使用機能變動內部空間依使用機能變動內部空間依使用機能變動內部空間依使用機能變動」」」」((((劉瑞如劉瑞如劉瑞如劉瑞如)))) 為原則，再依大家的意見設

計幾項方案，考量利弊得失後再做決定。雖然建築師表示要減少不必要的東西，

不過為了方便大家更容易參觀仍是有增建一些設施，譬如增設透明電梯(無障礙

設施)、松樹旁的木棧道、生態池(生態池本來是一個人造的蓄水池，利用水的意

象，想要讓其中生態更豐富，所以有增建外圍的池子成為生態池，池中所種植的

植物、動物都是臺灣原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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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保存及整修建築物，祥龍文創集團企劃行政黃淑惠小姐表示：「當

初建築師在整修時是先了解結構再請專業設計師進行規劃，主結構不改變，敗壞

的地方重新補強。例如主建築屋頂進行翻修，舊的屋瓦拆除，用是適合這裡的工

法進行屋頂整修。」我們去松園別館到了主建築的二樓看到原本的舊屋頂改成透

明玻璃，依據建築師的說法是為了將松樹林中變化豐富的樹影導入屋內，企劃行

政黃淑惠小姐也說：「用透明玻璃增加採光，可以省電，自然光也是很好的展覽

方式。」 ，屋脊兩旁的透明玻璃下方有兩片帶有松針圖案的鐵板，黃小姐說：「鐵

板可以撐起來變成屋頂，可以遮光。」而因為敗壞而拆除的地方，例如：原本入

口的右側有一間守衛室，因為損壞太過嚴重而拆除了。 

 

 

 

圖一：透明電梯 

圖三：屋頂的透明屋頂及松針鐵板 

圖二：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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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間利用的調整 

 

 

日治時期，松園別館的主建築前棟有處理軍事公務的辦公室兼廚房、伙房、

洗衣間、睡房等宿舍設施。後棟為一間一間的值班官兵休息室。後方小木屋是軍

官聚會所，房間牆壁上面的方框為放置天皇照片的神龕，傳說神風特攻隊出任務

前就是在此處被賜與御前酒。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松園曾招待美軍人員，從入

口處進入後右方的建築(今慢慢生活館)在當時是廚房。松園別館整修時，把以前

的一些設施處理掉，再修建為咖啡館、餐廳、展示空間等。例如：主建築後棟因

為長年荒廢，損壞嚴重，也為了之後要用於休憩場所，於是將大部分隔間的窗與

牆都拆掉，變成幾乎全開放式的空間，目前此處是松園餐坊。 

 

保存與再利用的前期，花蓮縣政府還未委外經營時，民間團體文化環境創造

協會撰寫計畫協助花蓮縣政府整建改造松園別館。此時松園別館再利用的使用方

向是提供大眾容易接受的藝文活動使用為主，空間利用除了文學館外，還包括主

題書店、咖啡座、小型戶外劇場及室內劇場、藝術工作室及行政辦公室等。 

 

自從祥瀧股份有限公司接收經營之後，目前松園別館內的五處建物，利用方

式如下： 

� 主要建築一樓：台灣禮品館、管理中心、松園餐坊、小包廂。 

� 主要建築二樓：松園故事館，提供跟松園別館有關的藏書以及作為座談會場

地、展演空間。 

� 後棟建築：現為松園餐坊，販售簡餐、飲品、點心 

� 側棟建築：現為慢慢生活館，販售文創商品與松園紀念商品。 

圖四：松園別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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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屋：展演空間，開放租借。 

� 防空洞：防空洞體驗活動。 

 

3、松樹的保存 

 

1921 年日本人為了在臺灣發展林業引進琉球松試種，其特性是防風抗鹽。景

色一致美觀，但整區都同樣的樹種，傳染病、蟲害是琉球松的最大問題，因為會

發生群聚傳染的狀況，特別是松線蟲的問題很嚴重。因為傳染病、蟲害、惡劣天

氣等原因，大約在 2001 年松園還有是 60 機棵松樹，到如今只剩 31 棵。為了避

面松材線蟲的侵害，農業局案老樹保護條例，每年為期兩個月的藥物治療來防

治。文化局並以專案邀請專家另行施打藥劑加以預防。另外是蛀蟲的問題，像 4

號松已經被蛀到空心了，保存的方式為先用鐵架支撐讓它不要倒，裡面再灌注填

充物，並且打蛀蟲防治藥劑(吊點滴)的方式來保存。 

 

三、活動的辦理及影響 

 

松園別館整建的規劃，就是依照辦理活動的相關訊息來尋找方向。所以松園

別館所辦理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就從活動的辦理、活動類型以及影響來論

述。 

 

(一)活動的辦理 

 

依照松園別館的企劃行政黃小姐所述，松園別館的活動與展覽是透過以下三

種方式來策劃： 

      1. 藝術家找文化局尋找展覽場地，文化局覺得此展覽適合在松園別館舉 

辦再轉介到松園別館。 

      2. 藝術家覺得他的展覽很適合松園別館這個場地直接找松園別館接洽 

      3. 祥瀧文創集團的行政人員或館長去找年輕藝術家來展覽。 

 

(二)活動的類型 

 

松園別館的活動有四大類型： 

1.藝文、藝術品展覽：2017 年 7-8 月有卑南族藝術家的漂流木展覽。松園

別館的展覽以花東藝術家為主。 

2.辦講座：以藝術文學類為主，如石瑛媛石瑛媛石瑛媛石瑛媛（（（（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藝術進駐創作藝術進駐創作藝術進駐創作藝術進駐創作

(https://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66_47495.html) 

3.節慶類活動：過年時會請來訪的遊客寫祈福卡、五月份詩歌文學書寫、

鬼節活動、七夕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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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態導覽：松園別館定期會舉辦夜間生態觀察，活動的參加對象為幼稚

園到小學三年級的學生 

 

目前松園別館長期舉辦且很有名的活動是「太平洋詩歌節」從 2006 年開始

舉辦之後，每一年都定期舉行，到今年(2017 年)已經是第 12 屆了。當初會辦這

個活動是因為這裡是藝文界想保留的環境，所以藝文界的人很積極的在松園別館

辦理活動，花蓮在地詩人(也是花崗國中的退休老師)陳黎老師覺得詩是一種簡短

且強而有力的敘述方式，想要以詩為主題舉辦活動，在取活動名稱時，覺得松園

別館緊臨太平洋，可以用太平洋這個意象。陳黎老師在詩方面很有撰寫的能力，

也常翻譯了外國詩作，認識很多國內外的詩人所以由他發起及策劃太平洋詩歌節

在適合不過了，初期活動當中他找了席慕蓉、余光中等詩人參與活動。近年來的

太平洋詩歌節也找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的華人詩人、漢學家等，太平洋詩歌

以現代詩為主。 

 

參●結論 

 

一、藝文團體主導松園別館的整建方向 

 

從松園別館再利用的過程我看到民間團體在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當初

注意到松園別館這個地方的就是藝文團體，他們發現這個地方的美，在松園舉辦

漂流木環境裝置藝術展。起初撰寫松園別館閒置空間再利用計劃的也是花蓮文化

環境創造協會這個藝文團體，所以在一開始松園別館就定調為藝文空間。而且整

體建築的規劃也是依照辦理藝文活動時來觀察空間利用的使用情況、遊園動線、

人口承載量等再來規劃建築物的整建方向。所以閒置空間除了政府的力量介入之

外，還需要民間團體、社區居民共同關心，共同投入心力來努力。 

 

二、傳說的需要多方面的資料考證 

 

我們在網站跟書籍上都有看到神風特攻隊出任務之前在松園別館喝御前

酒。但在實際訪問松園別館的行政人員卻說資料上花蓮沒有神風特攻隊起飛的記

錄，開飛機執行任務的神風特攻隊隊員中也沒有花蓮人。在一次研習當中，為我

們介紹松園別館的文史工作者黃家榮老師，為我們說明日治時期的軍事建築都是

這種拱廊式建築之後，接著就拿出一張南埔機場建築的照片，與松園別館的相似

度高達百分之八十，老師接著就說耆老應該是把松園別館與南埔機場弄錯了。所

以一些書中的說法或傳說都需要再查書籍或是詢問一些專家學者來佐證。這讓我

對於網路上的資料都會持保留的態度，要積極去查證之後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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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建後的松園別館少了「靈氣」多了人氣 

松園別館從美軍撤離一直到開始整建 2001 年中間經過 24 年的荒廢，早期花

蓮人對這邊的印象就是一片荒煙漫草，建築物傾頹，再加上日治時期曾有神風特

攻隊在此喝御前酒及軍官自殺的傳言，花蓮人想到松園別館總是會想到一些靈異

故事。如今整建之後的松園別館，先後有花蓮文教基金會、祥瀧文創集團的用心

經營，整潔的環境，古色古香的建築，蒼鬱的松林，陣陣的松針咖啡香，成為花

蓮人休閒的好去處。 

 

四、歷史建築與古蹟的差別 

我們原本以為松園別館是古蹟，查過資料及訪談過後才知道松園別館是歷史

建築。松園別館的行政人員黃小姐說：「松園別館建成到現在 75 年的時間，可能

是政府覺得松園別館年代不夠久遠的關係。」也因為是歷史建築，整修時受到的

限制比較少，所以才可以拆掉毀壞的部分，也才能將敗壞的屋頂換成玻璃，不過

這種作法到底好不好就見仁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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