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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動機： 

經過中山路時，我的目光時常會被一面高聳的牆與牆內一根根黑、白、紅相間的柱

子給吸引，讓我不禁想起以前國小老師曾經說過，那裡早期是一間監獄，如今已改建為

自由廣場。早期是多少年前？為什麼要改建成自由廣場呢？以前監獄內的情景和現在有

何改變？在我心中產生了不少想要解決的問題。 

二、目的： 

1 初步了解花蓮舊監獄的歷史。 

2 探究改建成自由廣場後風情的改變。 

3 解析改建可能的原因。 

4 蒐集花蓮居民對於花蓮舊監獄的想法與意見。 

 

貳、正文 

一、基本簡介 

  （一）歷史介紹 

花蓮監獄創設於民國 26 年 3 月 2 日日據時代，稱為「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 

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於民國 35 年改稱「台灣第一監獄第二分監」 

民國 36 年又改稱「台灣花蓮港監獄」 。 

民國 40 年 7 月 1 日改名「台灣花蓮監獄」 。 

民國 71 年 1 月，花蓮 監獄 搬遷 到南 華村 ， 舊監 獄從 此荒 蕪。   

民國 91 年，花蓮市公所重新利用這塊閒置空間並成立城垣藝術創意空間。 

民國 94 年，經龍王颱 風侵 襲損 害後，花蓮 市公 所針 對該 處進 行 規劃 設計 及一 系

列施 工， 並由 花蓮 市 長重 新命 名為 城垣 園 。  

民國 100 年，花蓮市公所再度進行拆除整建，並由花蓮民眾票選命名為「自由廣場」。 

  （二）地理位置 

   位於花蓮市中山路，中山路與明智街交叉口，占地三千多坪。 

二、改變與改建 

  （一）改變的情形 

      1、日治時期的改變–「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 

    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的興建工程分為兩期。 

    第一期興建內容有拘置場、病舍、炊事場和單身宿舍。由台灣總督官房營繕課技師

安田勇吉設計及監造，建築工程部分則是由角谷庄六承包，於西元 1935 年 5 月 18 日開

工，同年西元 1935 年 10 月 4 日完工，為期大約五個月。 

    第二期興建工程包含事務所廳舍、工廠、女舍、圍牆。同樣是由台灣總督官房營繕

課技師安田勇吉設計，卻是由受刑人們自行興建，於西元 1935 年 10 月 15 日開工，僅與

第一期工程完工相差十一天，西元 1937 年 2 月 10 日完工，工期約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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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建物配置圖） 

（圖二）西元 1945 年美軍繪製之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 

      2、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改變–「台灣第一監獄第二分監」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於民國 35 年改稱「台灣第一監獄第二分監， 」

民國 36 年又改稱「台灣花蓮港監獄」 ，至民國 40 年 7 月 1 日改名「台灣花蓮監獄」 ，

原座落於當時仍屬郊區之花蓮市中山路，台灣光復後經濟工商業蓬勃發展，兼以北迴鐵

路通車，原址花蓮市鬧區漸已影響收容人矯治處遇之成效。經報奉行政院核准編列預算

後，覓得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 6 段 700 號現址遷建，於民國 69 年 10 月 27 日興建，

71 年 10 月 10 日竣工，同年 11 月 23 日遷入辦公。總面積約 12 公頃，圍牆內面積約 4.5

公頃，建築特色為環形、密閉式，形狀呈八角形之八卦式建築。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

改制改稱「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至今。 

    3、現在改建後的「自由廣場」 

    現在的自由廣場已不再是以前死氣沉沉、氣氛凝重的地帶，經過花蓮市公所的改造

之下，從居民避而不及的監獄變成適合全家郊遊踏青的廣場，不過卻不缺歷史元素，在

廣場內仍然能夠看見過去監獄時期的痕跡與建築，例如：隔開馬路與自由廣場的高聳圍

牆或是靜靜站在角落的兩座瞭望台，有時也會辦理各項活動。 

  （二）改變與改建的原因 

      1、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的改變 

     花蓮位處台灣東部，百年前被稱為蠻荒未開之地，日治時期花蓮居民非至宜蘭不

能受法審判，由於交通不便有單獨設立刑務所之需，台灣總督府便於西元 1935 年開始

興建「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 

      2、台灣第一監獄第二分監改變之原因 

     原身座落於當時仍屬郊區的花蓮市中山路，也就是現在的自由廣場，在台灣光復

後經濟工商業蓬勃發展，北迴鐵路通車後，原來的花蓮市鬧區已影響收容人矯治處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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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才搬遷至現址。 

      3、自由廣場的改建 

     民國 71 年 1 月，花蓮監獄搬遷到南華村，舊監獄從此荒蕪，荒廢了大約二十年的

時間。所以民國 91 年，花蓮市公所將這塊地興建成城垣藝術創意空間，與民間藝文團

體共同舉辦「原住民漂流木藝術節」。民國 94 年，龍王颱風來襲，吹壞了大部分的造景

設施，花蓮市公所針對該處進行規劃設計及一系列施工，並由花蓮市長重新命名為城垣

園。民國 100 年，花蓮市公所再度進行拆除整建，並由花蓮民眾票選命名為「自由廣場」。 

三、自由廣場改建後風情 

  （一）自由廣場中風情 

      1、內部造景 

        （1）「森巴辣嬤」     

     一進到自由廣場，就能看見一座接近三公尺的吸睛木雕，而這座木雕叫做「森巴

辣嬤」。這座「森巴辣嬤」的藝術創作部分由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洪莫愁、

吳偉谷老師率領學生邱秀縈、林儀柔、林珊如、許妤琁、陳焌瑋等團隊製作，技術協助

則由木雕師陳建造、林進展設計師及奇智風雅工作團隊等人共同合作，花了 1 個多月製

作而成。 

    「前花蓮市長田智宣表示「森巴辣嬤」創作理念，是用誇張的創意手法來展現森巴

的精神，以熱情歡樂、純樸及原始的本能為主題，表現出花蓮的人文風情、藝術氣息、

多元族群及迷人的生活文化。」（國立東華大學，2016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www.ndhu.edu.tw/files/14-1000-93827,r2390-1.php?Lang=zh-tw） 

    「森巴辣嬤」的設置讓自由廣場添加了活潑熱情的元素，使自由廣場變成老少咸宜，

休閒遊憩的好去處，也成為了自由廣場的亮點。 

  （圖三）「森巴辣嬤」    

   （圖四）「森巴辣嬤簡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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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ㄈ字高牆」 

    監獄，給人的印象就是高聳的牆與陰森的氣氛，而花蓮舊監獄的圍牆也有保留下來。

從高處看，牆就像是注音符號裡的「ㄈ」，所以許多人都稱呼它為「ㄈ字高牆」。 

    目前遺留的監獄圍牆，建立於昭和 10 年（1935 年）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成立之

初，是刑務所最早興建的建物，還是囚犯自己搬石頭蓋圍牆，而牆內石頭有的很大顆也

有的很小顆，是因為當時水泥屬於高價建材要省用水泥。 

    其中長度最長的牆上還印著「力行自我革新」六個大字，勉勵受刑人們可以改頭換

面增進自己，不要再和從前一樣犯錯，並找到自己的專長和價值。 

（圖五）「力行自我革新」 

      （3）「瞭望台」 

     園區內有兩座瞭望台，用來確保園區的安全與秩序。現在則變成第三級古蹟，與

圍牆一起成為自由廣場的重要元素。 

 
（圖六）瞭望台            （圖七）瞭望台 

       2、曾舉辦的活動 

  政府將舊監獄改建成活潑熱情的大廣場後，許多民眾來到此處休閒遊憩，也有許多單

位在此舉辦活動，增加了自由廣場存在的價值，成功利用閒置土地。 

民國 102 年 11 月 21 日花蓮市公所請來阿美族巫師進行除穢祈福儀式，並邀請曾在監獄

服務現已高齡 88 歲的退休監獄管理員曾水源，一同來見證歷史。 

民國 103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4 日止，舉辦「當我們銬在一起‧幸福牢牢擁抱你」之活

動。 

民國 103 年 4 月 4 日國稅局在自由廣場內舉辦租稅宣導活動。 

民國 103 年 6 月 28 日花蓮市公所與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共同在自由廣場舉

辦原住民古調發表會。 

民國 104 年 11 月 29 日東華大學製作之森巴辣嬤進駐自由廣場，並舉辦慶祝典禮。 

民國 105 年 4 月 30 日花蓮縣洪門協會號召花蓮各公益社團於自由廣場前募集血液響應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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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 年 6 月 13 日起，花蓮好事集遷移置自由廣場舉辦攤販活動。 

 （二）周遭風情---花蓮居民之看法問卷統計 

我們總共發放 56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54 份 無效問卷 2 份。相關內容統計如下： 

問題 1、我知道花蓮舊監獄的位置，統計結果如（圖八）： 

   

 (圖八)問題 1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超過一半的居民知道花蓮舊監獄的位置，約 22％的居民並不知

道花蓮舊監獄的位置。 

問題 2、我知道花蓮舊監獄已被列入縣定古蹟，統計結果如（圖九）： 

 
(圖九)問題 2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大部份的居民知道花蓮舊監獄已被列入縣定古蹟，有約 20％的

居民並不知道花蓮舊監獄已被列入縣定古蹟。 

問題 3、花蓮舊監獄被列入縣定古蹟是一件正確的事，統計結果如（圖十）： 

 
(圖十)問題 3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居民都同意花蓮舊監獄被列入縣定古蹟是一件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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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我知道花蓮自由廣場的位置，統計結果如（圖十一）： 

 

(圖十一)問題 4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超過 80％的居民都知道花蓮自由廣場的位置，約 10％的居民

並不知道花蓮自由廣場的位置。 

問題 5、我知道花蓮自由廣場以前是監獄，統計結果如(圖十二)： 

 

(圖十二)問題 5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約 65％的居民知道花蓮自由廣場以前是監獄，有約 25％的

居民不知道花蓮自由廣場以前是監獄。 

問題 6、我出門踏青時曾選擇去花蓮自由廣場，統計結果如(圖十三)： 

 

(圖十三)問題 6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 36.4％的居民出門踏青時曾選擇去花蓮自由廣場，曾未選擇

去花蓮自由廣場的居民有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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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我知道花蓮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瞭望台為古蹟，統計結果如(圖十四)： 

 

(圖十四)問題 7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 60％的民眾知道花蓮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瞭望台為古蹟，有

20％的民眾不知道花蓮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瞭望台為古蹟。 

問題 8、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廣場的現有景觀格格不入，統計結果如(圖十五)： 

 

(圖十五)問題 8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約 33％的民眾同意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廣場的現有景觀格格

不入，有約 30％的民眾不同意自由廣場外的圍牆與廣場的現有景觀格格不入。 

問題 9、自由廣場外的圍牆拆除較有利於花蓮市景觀的整體規劃，統計結果如(圖十六)： 

 

(圖十六)問題 9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約 25％的居民同意自由廣場外的圍牆拆除較有利於花蓮市景觀

的整體規劃，有約 30％的居民不同意自由廣場外的圍牆拆除較有利於花蓮市景觀

的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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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0、政府將空地闢建成自由廣場是一件正確的事，統計結果如(圖十七)： 

 
(圖十七)問題 10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大部份的居民認為政府將空地闢建成自由廣場是一件正確的事，

有 5.5％的居民不同意政府將空地闢建成自由廣場是一件正確的事。 

問題 11、我知道過去城垣園的位置，統計結果如(圖十八)： 

 

(圖十八)問題 11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約 40％的居民知道過去城垣園的位置，也有約 40％的居民

不知道過去城垣園的位置。 

問題 12、我過去出門踏青時曾選擇去城垣園，統計結果如(圖十九)： 

 

(圖十九)問題 12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約 20％的居民過去出門踏青時曾選擇去城垣園，約 45％的

居民過去出門踏青時不曾選擇去城垣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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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城垣園改建成現今的自由廣場後，感覺更讓人願意親近，統計結果如(圖二十)： 

 

(圖二十)問題 13 統計表 

 

結果：從統計結果得知，有約 70％的居民認為城垣園改建成現今的自由廣場後，感覺更

讓人願意親近，有 5.4％的居民不認為城垣園改建成現今的自由廣場後，感覺更

讓人願意親近。 

四、列為古蹟之原因 

「1.花蓮舊監獄遺蹟記錄了過去人權的諸多教訓，為人權發展演化重要物證及地方

發展史上重要證據，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2.該圍牆遺構為原有構造，可了解當時

監獄建築構造，類型上在國內文化資產亦較稀少，具稀少性，不易再現。3.和公園可充

分結合，具再利用潛力。」（花蓮縣文化局，2016 年 9 月 30 日取自

http://210.241.6.99/zh-tw/CulturalHeritage/Detail/120）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款、第 5 款。 

 

参、結論 

「傳統中國法體制內，並無西方式的監獄。日本領有台灣的第一年即西元 1985 年，

才引進西方式刑法的處罰方式」（王泰升，西元 1999 年）。上述這段話，明顯地顯示出

了日本政府來台對台灣監獄的改變之大，而最初的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經過了大約八

十年也變成了現在的自由廣場。 

一、討論本文內容 

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改建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委託並不是受刑人親自建造，

而第二階段則是受刑人自行動手建造，包括把他們限制住的那座圍牆，導致自己把自己

關住的局面，但是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了。台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改名為

台灣第一監獄第二分監是台灣光復後，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管理台灣的時期，監獄

制度同時也改變了許多，因為制度的改變，名稱也改變了三次：台灣花蓮港監獄、台灣

花蓮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我想名稱的改變，也代表了制度的進步與使時間向

前前進的必要改變因素，即使改變了地理位置，但在歷史中，它所佔的位置與背負的使

命是不會改變的。監獄遷移後，那塊它曾經待過的土地荒廢了許多年，才被花蓮市政府

改建成城垣 園， 卻又 因為 颱風 壞了 城 垣 園 內 的 造 景 與 設 施 又 陷 入 荒 廢 。 不 過 ，

這次 荒廢 的時 間比 上 次還 要短 大約 三十 年 ，就 被花蓮市政府改建成了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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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了熱情與活潑，廣場前的森巴辣嬤歡迎著大家來訪，假日的市集招來了居民共同分

享好產品，廣場內的活動廣場吸引了一家大小來奔跑玩樂，完全沒有了過去監獄的冷清

與威嚴。雖然現在自由廣場內的監獄氣息已經消失，但是，監獄的蹤跡還是留了下來，

並沒有因為時代的演變而毀去，ㄈ字高牆、瞭望台仍然靜靜的佇立在廣場的角落，默默

的看著周遭風情景色的改變，也被國家列為古蹟。從ㄈ字高牆與瞭望台的身上能看見漫

長的歷史故事，看著它們，好像進入了日治時期的古老照片中，轉過身，看到的又是現

代的景色和許多來遊玩的人們的身影，過去與現代的結合，造就了現在的自由廣場。 

二、討論問卷結果 

發放問卷詢問民眾的意見，民眾都認為花蓮舊監獄被列入縣定古蹟是一件正確的事。

另外也蒐集到了一些成果：問題 4 之知道花蓮自由廣場位置的民眾約有 80％，問題 11

之知道過去城垣園位置的民眾約有 40％，知道自由廣場的民眾數量明顯多過知道過去城

垣園位置的民眾兩倍，改建為城垣園年份為民國 94 年，而改建為自由廣場之年份為民

國 100 年，所以有可能是出生年代所造成的影響，不過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因為重

建為自由廣場後，廣場內的色彩繽紛搶眼，又坐落於車水馬龍的大馬路旁，經過的人們

無不被吸引目光，有時也會在廣場內舉辦活動的關係，才讓民眾對自由廣場的認識度大

為提升。但是，問題 6 之出門踏青時曾選擇去花蓮自由廣場的民眾有 36.4％，僅與曾未

選擇去花蓮自由廣場的民眾 34.5％相差 1.9％。雖然時常有活動在自由廣場中舉辦，但

是那些適合參加活動的年齡層都偏向成年人，例如：花蓮縣洪門協會號召之捐血活動、

當我們銬在一起‧幸福牢牢擁抱你之活動，若要改善這個問題，我建議能夠舉辦一些適

合兒童或各年齡層都能參與的活動，例如：繪畫寫生比賽、古蹟相關知識闖關等等，適

合家長帶著家中孩子一起參加，因此發現自由廣場這個良好場地，進而選擇到自由廣場

出門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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