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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白燈塔公園舊稱庭石公園，位於民運社區美崙市場旁，是民運社區最明顯的

公共場域與地標。自民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後，白燈塔公園就有著明顯的改

變。不僅公園的景觀設施改變，維護與利用也有顯著的改變。白燈塔公園不僅

是社區居民的休閒場域、社區的地景座標，也連結著學校與社區。身為社區的

一分子，對於白燈塔公園的過去、現況與未來發展，我們保持好奇與探索的

心，希望對白燈塔公園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期望公園是一個多元的公共空間及

功能。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藉由探討白燈塔公園的歷史，以瞭解白燈塔公

園的改變與現況及社區居民對公園的看法；除了充實地方文史資料外，也藉以

提供里長及社區發展協會，作為白燈塔公園的改進及未來發展與規劃的參考依

據。 

 

三、研究問題 

 

  1.白燈塔公園的蛻變歷程 

  2.興建白燈塔裝置藝術的緣由 

  3.社區居民對白燈塔公園的看法 

  4.白燈塔公園與學校的連結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是以調查法、訪談及文獻蒐集等方式完成小論文的探究。 

 

五、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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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白燈塔公園的蛻變 

 

（一）公園的前世--從停石、庭石到白燈塔公園 

                                                   圖一 白燈塔意象 

    民運社區位處花蓮市東北邊陲，一般稱下美崙，以中美路、中興路及港口

路為界，成一三角形的小區塊。社區面臨太平洋，濱臨花蓮港、文化局。至

105 年 8 月止，統計現有戶數 937 戶，人口 2245 人；其中男性 1109 人，女性

1136 人，平地原住民 208，山地原住民 69 人，面積 0.6270 平方公里。其中白燈

塔公園緊臨美崙市場、美崙浸信會、美港長老教會，為社區唯一的公園。 

    白燈塔公園面積約為 10354.744 平方公尺‚原本只是一個停放石頭，雜草叢

生的地方。因為當時工廠將石頭外銷到日本，要等花蓮港的船，故先將石頭或

石材堆積停放於此。民國 55 年日本的需求不再，石材無法外銷，只好堆置在此

停放，日久稱為「停石」，意謂停放很多石頭的公園，一般居民稱為石頭公園。 

    民國 66 年 5 月，由美侖獅子會前總監，也是花蓮縣議會前議長葉祐庚贈送

庭石給該會，由時任第六屆會長陳海泉邀請日本米子 GREAT 獅子會，日本福

岡筑前獅子會二姊妹會共同集資，由花蓮市公所提供現址土地，動工興建，成

為有著高岩假山、小橋流水、綠林成蔭的日式庭園風格的容貌。「停石」轉而為

「庭石」，正式稱為庭石公園。四十多年來美侖獅子會視庭石公園為其精神堡

壘，象徵台灣與國際接軌，而且每一年美侖獅子會都定期在該公園辦理活動及

維護環境。 

    民國 102 年白燈塔新地標揭牌，103 年移除假山庭園，105 年經過林美靜里

長及社區居民的努力與聯署將庭石公園改名為白燈塔公園，並由花蓮市公所於

當年 11 月正式公布，於是白燈塔公園誕生了。 

 

（二）白燈塔公園蛻變的歷程 

 

     白燈塔公園自民國 55 年至今，近 50 年的時間，風貌已大為不同，其蛻變

分為幾個階段：如下表一： 

訂定

主題

確定方
向、蒐
集資料

調查訪
談、文
獻蒐集、
書籍與
期刊網
路資源

整理

資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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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白燈塔公園的蛻變歷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1 民國 99 年以前 以假山庭園景觀為主的公園 

2 民國 99 年 12 月 籃球場改建 

3 民國 102 年 10 月 白燈塔新地標揭牌 

4 民國 103 年 5 月 移除假山庭園景觀 

5 民國 105 年 3 月 公園微整形，在公園草坪設立相框景

觀 

6 民國 105 年 9 月 連署送件改名為白燈塔公園公園 

7 民國 105 年 10 月 大船景觀裝置設立 

8 民國 106 年 5 月 新建遊樂設施建立使用 

     

從表中可看出民國 99 年 6 月自林美靜女士當選里長，並於 100 年申請成立

了「花蓮市民運社區發展協會」後，即義務認養白燈塔公園，從此公園開始有

了一番新風貌，重大的改變，讓人耳目一新。 

 

二、興建白燈塔的緣由 

 

（一）民運社區與花蓮港 

 

    花蓮港早年俗稱為「築港」，花蓮港築港時每天約有五、六百人進行挖掘工

程，極為辛苦艱困，1939 年 10 竣工完成。1944 年二次大戰時，港埠設施因盟

軍飛機空襲炸毀癱瘓；光復後陸續修復，進行一至四期的擴建工程。白燈塔建

於 1942 年 3 月，1980 年 6 月 22 日因擴港工程而被炸燬。 

    當時隨著築港，建港完成後，許多人到港邊定居，因為擴建拆遷鳥踏石漁

村，居民遷居，逐漸而成如今的民運社區。對於民運社區老一輩的居民而言，

花蓮港是他們小時候的戲水區、遊戲場、工作地，補給區，鳥踏石漁村更是他

們曾經的家，白燈塔就成為居民心中永遠的記憶，對於花蓮港、白燈塔他們有

一份難以言喻的深厚情感。 

 

（二）公園白燈塔的矗立  

 

    過去庭石公園假山水池流繞，公園四周被大片風景石包圍，造成許多視覺

死角，公園也顯得較為陰暗,成為地方治安的死角。 

    當社區營造工作持續進行，為了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一個代表社區意

象的地景或裝置藝術必然隨之產生，以作為社區的地標。在居民話語的圍繞催

化下，設立白燈塔的構想自然就孕育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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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靜里長為了反映民意，自行張羅經費，邀請藝術家製作白燈塔裝置藝

術，作為社區的精神意象。經過一連串的努力，克服困難，終於在 102 年 10 月

白燈塔新地標揭牌，由書法家李轂摩題字，矗立在公園一角。而在地方民代爭

取下，花蓮市公所亦於 103 年 5 月出動怪手將巨石移除，並重新整地、綠化。

由此白燈塔伴隨著民運社區，在夜晚中綻放光明。 

    白燈塔除了是社區居民共同的記憶外，白燈塔讓公園更美麗，讓社區更有

特色。白燈塔象徵著：堅持屹立、指引方向、莫忘祖先開闢家園的初衷及守護

家鄉的精神，是社區居民的精神支柱。 

 

三、社區居民對白燈塔公園的看法 

 

（一）白燈塔公園的現況 

 

    白燈塔公園現有石柱、石獅、涼亭、舞台、遊樂器材等設施，如表二 

 

表二：白燈塔公園現有設施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石柱 2 椅子 6 

石獅子 6 景觀相框 3 

涼亭 2 船造型景觀 2 

舞台 1 遊樂器材（搖

搖馬、鞦

韆、、單槓、

溜滑梯等） 

12 

巡守隊房子 1 

白燈塔景觀 1 

電箱 4 標語 4 

籃球場 1 電燈 18 

樹 61 廁所 1 

     

    由表二可知白燈塔公園是一座設施完整，綠意盎然、景觀優美的公園；配

合周邊的美崙派出所、美崙浸信會、美港教會、美崙市場、恩典咖啡、統冠超

市等，生活機能健全，因此成為社區居民早晨跳舞、健身、晚上運動，休憩聊

天、親子同遊的好場域。一些活動亦皆以公園為活動地點，望著白燈塔，公園

已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居民訪談 

 

    然而關於白燈塔公園的使用與感觀，在地居民的想法如何？這是值得進一

步探究的，於是現場訪談一些居民對白燈塔公園的看法，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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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居民對白燈塔公園的看法 

項

次  

稱

呼  

背景資料 訪談內容摘要  

1  A

男 

警

員  

美崙派出

所 4 年   

✽公園治安算很好，有巡守隊，沒有重大刑事治安事

件  

✽居民反應或投訴的最多的是打籃球妨礙安寧及打架 

  的事件 

2  B 

婦

女  

住這裡約

15 年，從

事自助餐

工作   

✽現在的公園較人工化‚之前有山比較自然。 

✽肯定里長用心努力，現在這樣也不錯，比較明亮‚假 

  山未移前很髒、很多垃圾，常有人在喝酒。 

✽籃球場的紅色欄干夏天很刺眼。 

✽公園樹雖多但規劃的不是很好。 

✽涼亭沒有辦法躲雨 

3  C 

年

輕

媽

媽  

住附近快

滿一年 

✽爬格子遊樂器材在上溜滑梯的地方‚下面沒有安全 

  網‚旁無護欄‚格子的洞太大‚小孩子會掉下去。 

✽公園較髒、有些垃圾掛在樹上。 

✽有樹卻沒有什麼規劃 

✽建議公園可以多放一些公仔較活潑。 

4  D

先

生  

老家在美

崙市場 

✽現在的公園比較好‚多了遊樂設施。 

✽缺點：少了遮陰的地方及樹沒有規劃  

✽遊樂設施的安全需要再加強 

✽垃圾比較多  

✽公園可以成為一個藝文展示的空間，但不知道要如

何 

  得知藝文活動的消息。 

5  G

先

生  

從小就住

這裡 

  

✽現在改變後的較好 

✽贊成改名—白燈塔公園 

✽居民亂丟垃圾‚居民的公德心待改善。 

 

  由居民的訪談可得到幾點以下結論： 

 

1.對於現在的白燈塔公園的規劃大都肯定。 

2.假山移除後視線、光線較明亮，治安也變好，假山的髒亂問題也獲得解決。 

3.遊樂設施的安全問題亟需改善。 

4.公園的垃圾問題，有待居民公德心提升改善。 

5.公園樹植栽的規劃有待改進。 

6.公園可以更活潑，多一些藝文活動，但資訊要讓居民容易、方便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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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朋友對公園的看法 

 

    小朋友是公園最大的客戶，公園是他們遊樂場、遊戲區，因此有必要探詢

小朋友對公園的看法：經以學習單方式問卷調查明恥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共 38

人，回收 26 份，回收率 68.4﹪。調查結果如下： 

 

1.小朋友較喜歡現在的公園，因為遊樂設施較多。  

2.小朋友覺得公園最好的部分是有籃球場和遊樂設施。 

3.小朋友覺得公園最不好的部分是廁所的整潔。 

4.小朋友覺得廁所衛生整潔的改進及遊樂設施、運動器材的增加及大樹要增加

的為多。 

 

（四）白燈塔公園現況的問題 

 

    小結居民及小朋友對公園現況的問題的看法如下： 

 

1.環境方面： 

（1）廁所的清潔衛生待加強  

（2）垃圾多  

（3）樹木的規劃待改進  

2.設施方面：遊樂設施的安全與維護亟需改善 

3.其他： 

（1）公園缺乏整體景觀的規劃  

（2）欠缺知道公園舉辦藝文活動的管道  

 

三、白燈塔公園與學校的連結 

 

（一）明恥國小海洋教育校本課程 

 

    明恥國小位於民運社區，長久以來學校與社區維持良好與密切的互動。明

恥國小將海洋教育與生命教育作為校本課程的兩大主題，其中海洋教育以「戀

戀鳥踏石 傳遞家鄉情」作為海洋課程教學進行的方案。其中將民運社區、白燈

塔公園、花蓮港等皆納入課程教學的場域。 

    此方案從民國 99 年至 101 年的「民運采風話社區」開始，繼而 101 年至

102 年的「戀戀洄瀾護海洋」，接著 103 年的「魚躍明恥畫校園」及 104 年至今

的「愛鄉近水親近海」的課程發展歷程，持續進行。如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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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戀戀鳥踏石 傳遞家鄉情」方案發展歷程 

「民運采風話社區」的課程重點是帶領學生進入社區，認識社區的文史地景，

接著進入第二階段的「戀戀洄瀾護海洋」課程，與社區結合從事海洋保育及協

助各項社區營造活動工作的進行。 

    整個海洋課程的重點在於花蓮港、鳥踏石漁村、白燈塔、民運社區、白燈

塔公園的文史及明恥國小校史等內容的認識瞭解，藉由追溯、喚醒這些歷史的

記憶，以凝聚居民的社區意識與向心力，同時也讓小朋友以行動認識鄉土、親

近家園，培養小朋友愛鄉愛土的情懷。 

 

（二）白燈塔公園作為教學的場域 

 

    明恥國小海洋教育校本課程訂於每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的前三周實施，以六

節彈性課程及二—四節的校外課程的規劃進行教學。白燈塔公園屬於中年級的

教學內容，除了請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員進行社區及公園的導覽解說外，學生

針對公園作寫生、環境打掃及社區地圖繪製等內容。 

    課程的設計是希望能達到社區有教室的目的。學校與社區能夠有所連結，

公園除了是學生的遊戲場外，更希望學生能對公園、社區的地景、歷史有深一

層的認識；進而產生對自己的家鄉關愛並期望其將來發揮守護家鄉的力量。 

 

四、白燈塔公園未來的規畫與發展 

 

（一）問題反應與解決 

 

    本小組針對居民對於白燈塔公園的看法與建議及明恥國小五年級學生的調

查結果轉知給社區發展協會的林文彬先生及林美靜里長。 

    對於居民的肯定，里長很謙虛。至於公園遊樂設施的安全問題，里長已知

曉，早有里民反映，里長已盡力爭取經費。事實上經反映後，白燈塔公園的遊

樂設施已於 106 年 5 月整修換新完成，安全問題已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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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種及規劃雜亂的問題由來已久，當初是居民將家中的樹種隨意栽種在公

園中，才造成這問題。目前已禁止居民植栽，市公所已注意這問題，並定期派

人修剪樹枝、除草。 

    廁所的整潔問題早為居民詬病，目前市公所已每日派一位擴大公共就業人

員，負責早晚清潔一次廁所，以改善此問題。 

    至於垃圾，這是令人頭痛問題。之前里長有擺放垃圾桶，方便到公園的人

丟棄垃圾。沒想到竟成為居民丟棄家中垃圾的去處，導致垃圾四溢，更為髒

亂。如今拿走垃圾桶，雖然亟力宣導、豎立標語，仍有部分民眾亂丟垃圾或遛

狗不處理狗的排遺很不衛生。 

    目前除了宣導外，里長有結合社區發展協會及熱心民眾定期清潔打掃公

園，但效果不佳，仍需要居民公德心的發揮以維護公園的清潔。至於藝文資訊

管道的問題，里長除了透過傳單、公布欄外，也設立了臉書，隨時將藝文展演

或社區的相關訊息上網公告，以方便民眾知曉。 

 

（二）未來的規畫與發展 

 

    對於白燈塔公園的未來發展，經詢問里長，里長的想法是： 

 

1.以公園為中心，結合周邊的特色商店，形成一燈塔商圈，以促進地方的經

濟。 

2.能在燈塔附近尋找一塊地建立社區活動中心，以供居民聚會活動之用。 

3.現有的籃球場能加蓋一屋頂遮陽、避雨，方便居民運動。  

4.延續辦理民運社區小旅行活動促，以增進地方的瞭解及提升社區能見度。 

5.定期在公園辦理音樂晚會等活動以凝聚居民的情感。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以上的研究與探討得到以下的結論：        圖三 夜晚的白燈塔公園 

                                                       

1.隨著時代的改變，白燈塔公園已由單一的庭園式公園轉變為多功能兼具觀

光、藝文與休憩、運動的公園。 

2.興建白燈塔裝置藝術是要白燈塔公園成為民運社區的地景與精神意象，並希

望白燈塔的精神能繼續傳承與發揚。 

3.居民普遍肯定里長的用心，認為公園景觀較前優美、明亮、遊樂設備更新、

增加，治安問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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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反映遊樂設施安全、廁所清潔問題已改善，垃圾雖有社區發展協會及善

心志工協助清潔但效果有限；仍需居民發揮公德心。樹木規劃已禁止濫種。 

5.里長對白燈塔公園未來的規畫是希望能打造成白燈塔商圈以促進地方經濟。 

6.白燈塔公園與學校的連結主要在課程上，以明恥國小海洋教育校本課程為中 

  心；向外擴充，並輔以一些藝文活動、環保工作的參與。 

 

（二）建議 

 

1.認養白燈塔公園除了社區發展協會外，應擴大為一個活動，讓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維護公園之景觀、環境與安全維護。 

2.遊樂器材應定期檢修。 

3.社區發展協會應要有更多的年輕人參與。 

4.應結合居民找尋社區特色，研發製作社區特色商品。 

5.關於白燈塔公園或地方的故事老照片仍需繼續深入挖掘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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