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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眷村的兩三事

還記得小時候住家附近就有眷村，當時爸

媽會對孩子耳提面命，要我們兄弟倆不要沒事就

往眷村裡跑，因為他們認為眷村的小孩比較野，

喜歡打架鬧事，惹麻煩。事實上，爸媽的警告對

我們來說，只當它是耳邊風罷了。記憶裡，眷村

裡的孩子比較好相處，個性豪爽外，還富有正義

感，愛打抱不平，並不是像外界認為的那麼可

怕。眷村好玩的事還有很多，那裡的巷弄就像迷

宮一般複雜，不僅容易迷路，還很適合玩捉迷

藏；此外，那裡一兩家由老兵開設的北方麵食

館，水餃、小籠包、雜醬麵特別可口，直到如今

仍舊非常的懷念。

我們過去會認為眷村是一個封閉的空間，那

是由於住戶的家長們多半是外省人，他們隨著政

府遷台，並將中國各地的文化帶到這裡，外省文

化的充分融合，導致巷弄間充斥著大江南北的各

式口音，與台灣其他地區形成強烈的對比；加上

一家之主因為軍職之故，必須長年在外駐守，於

是在生活上，眷屬們便養成了相互扶持的特性，

鄰里間團結性非常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特

殊的眷村文化。這種休戚與共的生存理念，在外

人眼中不免被孤立成另一種族群看待。當年許多

的眷村子弟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在未來的職業

上，同樣的也選擇了軍旅生涯一途。

長年以來，老眷村一直安靜地存在於台灣

的各個角落，我們也似乎早已習慣與它們比鄰而

居，甚至於忘記了它們的存在。很遺憾的，每次老舊的眷村正逐漸在消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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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新聞版面上看到關於眷村的消息，不是

那一個眷村失火了，就是哪一個眷村被拆了。每

到選舉期間，候選人總視眷村為兵家必爭之地，

利用老兵的愛國情操，竭盡攏絡之能事，進而鞏

固票源；但是等到了選舉過後，人們便將這群固

守於眷村的老人拋諸腦後，當初天花亂墜的承

諾，馬上跳票。眷村老人似乎一直遊走於社會的

邊緣，多半的時間�，他們是被忽略的一群，回

想老兵當年從軍報國的英姿，再看如今步履蹣跚

的身影，形成了極為諷刺的對比。

■ 眷村的形成

在台灣，眷村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時代產物，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成為中國近代

史上最大的移民潮，當年國軍也隨著撤防行動渡

船抵台，軍方為了解決軍眷住的問題，於是在全

省各地設有駐軍的地區，臨時尋找土地或現有的

房舍來安頓眷屬。由於當時政府全力推動「反攻

大陸」政策，以「一年整備、兩年苦訓、五年反

攻」的計畫目標，將大多數的國防經費投注在龐

大的反共建設上，導致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軍

眷只好就地取材或接受美援方式，以最陽春的方

式建造了第一代的眷村。這批眷村的建材極為簡

陋，除了每戶分配的坪數狹窄外，住家僅能以竹

籬笆做為屏障，居住品質普遍不佳，生活可以說

是相當的清苦。

直到了民國四十五年，當時擔任婦女反共聯

合會主席的蔣宋美齡女士發起了軍眷籌建住宅運

動，並發動民間捐款，用來興建軍眷住宅，再以

捐贈名義送交國防部來分配給軍眷使用，至此眷

村的居住品質才稍微有所改善。為了感念蔣宋美

齡女士對於軍眷生活的照顧與協助，直到今日仍

有許多眷村還是將蔣宋美齡女士的肖像懸掛於活

動中心與中山室�，當年甚至於還被尊稱為「空

軍之母」呢！

活動中心前正專心下棋的老伯伯 「空軍之母」蔣宋美齡女士桃園龜山鄉的眷村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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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名稱大有學問

過去，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社區像眷村一般那

麼強調名稱，而且那麼容易根據名稱，聯想居民

的背景。根據資料顯示，眷村的村名其實是具有

時代意義的，可以根據名稱，判定它們所屬的軍

種。例如，屬於陸軍的眷村有：「陸光」、「莒

光」、「精忠」、「自立」、「力行」等；空軍

的眷村有：「大鵬」、「虎嘯」、「建國」；

海軍的眷村有：「海光」、「潛龍」。至於聯

勤的是「飛駝」、「明駝」，憲兵的眷村則是

「憲光」。此外又有以經費來源命名，如：「僑

愛」、「婦聯」、「慈仁」、「貿商」、「貿

易」、「影劇」，最後還有一種是為前駐軍所建

的眷村，像「金門新村」、「馬祖新村」等。只

要看到眷村入口水泥柱上的名稱，我們幾乎就可

以百分之一百的猜出它們原來所屬的單位，簡單

明瞭。

眷村的名稱似乎是當地居民永遠的標籤，也

格外凸顯他們與其他社區的差異性。曾經有一段

時間，台灣的閩南族群似乎刻意地與外來的軍眷

保持距離，因為生活習性的差異，以及語言上的

隔閡，零星的衝突時有所見，但同時也強化了軍

眷們團結的意識。    
第二代眷村的隔局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王開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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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龜山的眷村

這幾年要不是桃園縣政府積極舉辦了幾屆

眷村文化節，在媒體上大肆鼓吹宣傳下，恐怕就

連許多當地的居民至今還不敢相信，原來在桃園

縣竟然就有將近八十個眷村，數量之多，勇冠全

台。長年以來，桃園地區的居民由於太熟悉與眷

村比鄰而居，從未曾感受到眷村文化與自己的生

活有何關聯，甚至絲毫沒有察覺到周遭老舊眷村

在時間洪流的衝擊之下，已逐漸消失殆盡。眷村

文化節活動的舉辦，無疑地是想要藉由具體的行

動，喚起民眾對傳統眷村的重視。

根據地方文史資料記載，在桃園龜山地區共

有九個眷村之多，它們幾乎涵蓋了所有的軍種及

相關的單位，密度之高，僅次於中壢地區。筆者

在眷村隨處可看到這樣勵志型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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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會開車路過桃園龜山鄉的

眷村，偶爾心血來潮也會溜到眷村裡閒逛，穿梭

於老眷村的巷弄之間，順便拿起相機，記錄一些

不期而遇的景象；同時也想藉著周遭的環境，浸

淫在一股懷舊的氛圍之中。

如果細心觀察將不難發現，眷村的結構其

實是軍營的化身，井然有序，階級分明，是建築

上的一大特色。而房舍的排列，如同集合的隊伍

般，整齊劃一，至於狹窄的巷道結構，似乎刻意

地讓每一戶人家的關係拉近，也促使社區間的凝

聚力在無形之中逐漸形成。

另外的一個特色是我們可以在眷村的牆面

上，看到許多極富時代意義的標語，這些標語經

常以藍色圓形為底寫上白色文字的方式，或是以

白色油漆粉刷的牆面上書寫紅色的文字，內容不

外乎強化居民守望相助、愛國情操、保密防諜或

者只是提供幾個養生的口訣與大家分享。諸如此

類的教條式標語，在今日的社區當中已不多見也

格外凸顯了它們的可貴之處。

桃園龜山鄉的眷村雖然蘊藏著豐富的文化

資產，但也隨著老舊房舍的相繼改建，面臨到前

所未有的浩劫。為了即時搶救這些珍貴的歷史見

證，「桃籽園文化協會」於九十二年年底克服萬

難，終於在當地的陸光三村文康活動中心原址，

成立了「眷村故事館」，館內展示了為數眾多的

眷村文物、照片與無數的眷村記憶，希望能夠為

地方文史盡到一點心力，同時也讓參觀者親身體

驗當年樸實的眷村生活。

牆上的標語在提醒居民隨時不忘做好守望相助

桃園眷村文化節開幕當天熱鬧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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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經帶領班上的同學，一同參加眷村

故事館的開幕活動，記得當天一大早，故事館門

口鑼鼓喧天，爆竹聲震耳欲聾，醒獅團在廣場前

表演滿場飛，參觀者陸續抵達，一時之間車水馬

龍，景況好不熱鬧，當年眷村過年的景象彷彿又

在此地重現了，同學們也興奮的紛紛拿起相機記

錄這難得一見的盛況。龜山眷村故事館的場地雖

然不大，但是館方竭盡所能的向當地住戶蒐集寶

貴的資料，豐富了它的內涵，也讓這些略顯殘破

的記憶，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 眷村的改建

近年來，隨著老兵的逐漸凋零，眷村第二

代人口又不願苦守老舊的屋舍，造成住戶大量外

移的現象，老眷村已從過去的熱鬧景象，演變成

今日蕭條的模樣。昔日由木頭、磚塊與黑瓦建造

桃園龜山鄉眷村故事館內的展覽內容 故事館內有許多令人懷念的文物

的房舍，受到了長年的風吹雨淋，大多已不堪使

用，再加上電路老舊，電線短路導致火警的消息

時有所聞。多年前軍方為了顧及居民的安全，改

善老兵的生活品質，曾推動立法籌措經費，開始

逐步向當地居民進行溝通協調，試圖降低地方抗

爭事件的發生，以利計畫的推行。另一方面，國

防部為了要一次徹底解決安置榮民與有效利用建

築空間的老問題，在這幾年努力推動眷村改建計

畫，將這些殘破不堪的房舍用怪手一一鏟平，並

在原址大興土木，建造台灣第三代新式的眷村社

區。對於這些大半輩子居住在陰暗狹窄空間的老

兵而言，或許是遲來的春天，但是他們也必須面

對老家與舊時回憶同時消失的無奈。再沒多久，

曾經輝煌過的老眷村時代，將告正式結束，而唯

一留下來的只有數說不盡的故事與淡淡的感傷。

若是從正向角度來思考，眷村的改建，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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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美意，除了可以解決軍眷住的問題之外，

新建的公寓大樓不僅能改善市容，土地更可以充

分利用，未嘗不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改革呢？

■ 老眷村的最後巡禮

雖然筆者並非來身自眷村，但是對於眷村的

生活型態並不陌生，一方面是由於舊家不遠處便

有眷村，小時候基於好奇心，經常會溜到那裡一

窺究竟；另一方面，自幼便是住在公務人員宿舍

長大，居民擁有不同的省籍，因此多少能夠體會

到眷村情形，多元文化的衝擊與濃郁的人情味。

由於地緣關係，偶爾會與待在「桃籽園文化協

會」擔任志工的同學，聊到眷村的近況。同學提

到，目前桃園龜山的老眷村已全數完成遷村，而

且也即將在這一兩年之內全數拆除，現在文化協

會所能做的事，只能努力地將僅存的憲光二村，

向國防部爭取保留，協調未來是否規劃成為眷村

博物館的可能性。

看來此時此刻，是該向老眷村正式告別的時

候了；兩三年前，一個初秋的午後，在憲光二村

還可以看到幾位老伯伯聚在巷口的榕樹下，悠閒

地下棋聊天，老黑狗忠實地陪在主人的身旁。如

今，這番景象已不復存在，只希望目前這群老人

一切安好，都能在新建的眷村大樓裡舒服地安享

晚年。

即將被拆除的眷村

居民早已撤離，只留下廢置的房舍。

老屋、老兵、老狗呈現了眷村最後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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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精忠五村原來的模樣

精忠五村拆除後，原址只剩荒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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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縣龜山鄉的眷村

分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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