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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糾糾糾    正正正正    案案案案    文文文文    

壹壹壹壹壹壹壹壹、、、、、、、、被糾正機關被糾正機關被糾正機關被糾正機關：：：：行政院。 

貳貳貳貳貳貳貳貳、、、、、、、、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自戰地政務解除以來，歷年來資源投

入付之闕如，另行政院於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亦長期忽略；充分

顯示行政院對於金門戰地文化與僑鄉文化認知不足、長期忽略之事實，

為施政的一大失策，顯有未當，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提案糾正。 

參參參參參參參參、、、、、、、、事實與理由事實與理由事實與理由事實與理由：：：： 

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不僅具有歷史價值，甚至具有世界性地位，且金門閩南文化

之傳統建築聚落、民俗文化、歷史古蹟與戰地文化（戰壕、碉堡、防空洞、坑道、戰備工

事、軍營、反共標語等）已相互構築融合出特殊迷人的特質。另金門為我國重要僑鄉，作

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介面，亦有相當具體的呈現與貢獻。對此特殊意義的金門閩南文化、戰

地文化及僑鄉文化，行政院應一併重視，並加強保存維護。但檢視自民國八十一年戰地政

務解除以來，行政院對於金門戰地文化與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認知不足、長期忽略，核有

下列未當之處，亟待檢討改善：  

一一一一、、、、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歷年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歷年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歷年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歷年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

顯顯顯顯有未當有未當有未當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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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勢險要累積戰爭景觀  

金門可稱是閩南文化之島，也是一座飽歷戰爭滄桑的島；金門的歷史及其軍事

戰略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始築

金門城，與廈門城遙相呼應，從此浯洲稱金門。由於金門地理位居我國東南，形勢

險要，明清時期以來即為嘉禾、泉南之門戶，台灣、澎湖之鎖鑰。因此，自古以來

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數次經歷人為和天災的浩劫，

仍然留下為數可觀的戰爭史蹟和珍貴的文化資產。 

（二）戰略地位影響政經發展  

鄭成功移墾台灣以後，清朝經營了二百餘年，又為日本所據，直到抗戰勝利後

才再由中國收回。乃不旋踵，國民政府南遷，金門竟再次成為反攻前哨，兩岸戰火

與長期冷戰，重新塑金門的風貌，以致「海上仙洲」的舊名，逐漸隱入歷史的煙硝

中，代之而稱者是「戰地前線」。在兩岸對峙的歷史洪流中，透過時間的考驗、空間

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革，金門就像一顆越磨越光的寶石，在不斷的戰火歷練中，綻

放出歷史的光芒。然而五十餘年來金門的戰爭氣氛，一時淹沒了金門的人文氣質。

過去金門形象的拓展與發揚，大都是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的形塑，並如此深刻

緊密地結合為一體；而金門未來的發展潛力，也許不必再依賴「固若金湯，雄鎮海

門」的軍事面，但卻更應傳承於歷史文化上「空中起百代文章」的人文面，以觀光



三
 

 
 

 

發展為主軸，進而帶動金門整體政經發展。  

（三）戰地文化已是金門居民生活與成長經驗的一部分  

金門許多現存的戰地文化觀光點，都是從觀光價值考慮，目的是供觀光客欣賞，

但從人類學的觀點而言，這些都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各村落裡面許許多多的

坑道、軍營、坑洞、碉堡等，現在都廢棄不用，非常可惜，這些戰地文化已是金門

居民生活的一部份；伴著村民每天受訓的碉堡，有大家共同的記憶與生活體驗，敘

述著當年八二三砲戰大家躲在防空洞裡的情形，這些都是成長經驗的一部分，需考

慮再利用做出更妥當的安排。而且這些戰地景觀幾乎都是用花岡石等原始材料構

築，所以和周圍的景觀並沒有太大的衝突。例如得月樓旁有一棟古厝，現在國家公

園規劃作為解說站，而在另外一邊則有一座地下坑道，並且是防空洞的入口，這種

結合讓人同時看到不同時代的建築，呈現時空交錯的美感。大家可以同時看到三種

建築跟三種時間，代表三種時代的意義，剛好可以形成歷史的景點。 

又留存於古蹟、民宅及公共設施牆壁上的反共精神標語，是金門戰地文化的另

一項特色，這些反共精神標語的特色在於它的時代意義，並和整個環境息息相關。

反共精神標語是以前戰爭時代的產物，是反共抗俄的標誌，可是反過來看，它正提

醒我們「和平」的重要，及避免再發生戰爭的重要意義。譬如在青嶼，就有「三十

一號，確保金門；三十二號，反攻大陸。」兩面非常具代表意義的反共精神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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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牆非常漂亮，是典型的閩南傳統建築，而標語也非常典型，這種建物與標語巧

妙的結合，正是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相互揉和的代表，意義非凡，應作妥善的保存

維護。但兩岸三通以後，有些機關為了表現友善，把金門、馬祖過去一些反共精神

標語，像殺豬拔毛之類，開始在破壞。我們必須深切體認，反共精神標語是戰地生

活的一部分，已經成為金門的戰地文化與特色，必須以對待文史的態度來看待它。 

綜上，如何保存金門戰地文化相關材題與史蹟，巧妙地將戰史、民俗、人文、古

蹟構築融合出特殊迷人的特質，發展成未來觀光的主軸，顯為中央與地方權責機關思

考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重要課題。  

（四）應將戰地文學納入，以豐富戰地文化之內涵。  

金門戰地文化和台灣戰地文學之間的關係密切，台灣文學裡面有很多部分是軍

中作家、作品，這些作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他們在金門的時候寫的作品；

另一個是寫有關於金門的戰爭、生活。戰地或戰鬥文學在台灣文學佔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談台灣文學沒有提到戰地文學，那這台灣文學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希望未來在

編鄉土文學教材之時，可以加入戰地文學的部分，不管是中學、高中或大學，不要

忘記有這麼好的金門戰地文學可以編入。其次是相關研究單位研提研究計畫時，也

能夠將研究領域加入台灣戰地文學的研究。金門戰地文化如能進一步含括戰地文

學，當更能豐富戰地文化之內涵。  



五
 

 
 

 

（五）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資源投入，付之闕如，

顯有未當。  

金門在歷經四十多年兩岸戰火的洗禮，留下許多戰壕、碉堡、防空洞、坑道、

戰備工事、軍營反共標語等戰地史蹟文物；所以金門近代因軍事戰略地位而隨著歷

史發展形成的戰地文化，是無與倫比的。金門可稱是閩南文化之島，但也是一座飽

歷戰爭滄桑的島。金門獨特之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非常值得作為鄉土歷史的戶外教

材、傳統聚落觀光遊憩地以及學術研究的對象。但審視自八十一年解除戰地政務以

來，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獲行政院有關部會經費補助情形（詳如下

表），二機關約各獲補助經費四０一、一四五千元及一一七、九九三千元，但補助範

圍僅限於閩南文化之保存維護，項目包括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保存維護、歷史古蹟之

整修維護、民俗文化活動之舉辦與鄉土教學之推動，歷年來無任何專門科目經費投

入金門戰地文化之保存維護，充分顯示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之特殊意義認知不夠

之事實，此種輕忽金門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心態，顯有未當，亟待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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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行政院長期忽略行政院長期忽略行政院長期忽略行政院長期忽略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洵有未當洵有未當洵有未當洵有未當。。。。    

（一）金門先民大量移民南洋 

金門係中國東南沿海的邊陲小島，開發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早期因中原漢

族人士避禍江南而被開闢，惟囿於土地貧瘠，面積有限，且農業生產不足，謀生不

易，隨著人口的日漸增加，在面臨生存的壓力下，乃迫而必須轉往外地謀生。清道

光年間「鴉片戰爭」戰敗，開放「五口通商」，廈門闢為商埠，成為中國東南沿海五

個通商口岸之一，與南洋交通日繁，南洋地區在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下，

行政院補助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推動閩南文化保存維護工作情形表  

金門縣政府（補助金額千元）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金額（千元） 補助項目  

八十九年度以前  八十九年度  八十九年度以前  八十九年度  

閩南傳統建築聚落

保存維護  
 一四、九九七  

五九、三八三  五八、六一０  

歷史古蹟保存維護  二三０、六九六  三五、一二０  
  

民俗文化保存維護  三四、八八二  七八、八００  
  

鄉土教學  五、二五０  一四００  
 

 

戰地文化    
 

 

合計  四０一、一四五千元  一一七、九九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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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開發殷切，需要大量的勞力，促成西化較早的中國閩、粵居民，以廈門及泉州

為口岸，大量外移，金門鄉僑遂於此時開始紛紛經由廈門往南洋發展。金門先民移

民南洋形成之僑鄉文化，是閩南文化、戰地文化以外另一個很大的特色。金門僑民

移居遍及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等地區，其中新加坡約有

十五萬人，在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等南洋地區則約有有二十五萬人。  

（二）對家鄉回饋之概況及影響。 

金門鄉僑遠赴外洋謀生，基於光宗耀祖的心情，將所賺取的僑匯匯回金門，用

以贍養僑眷、建設僑鄉的一種空間改造行動，藉由僑匯，將南洋殖民建築樣式移植

回金門，並與閩南地方傳統建築結合成了獨具特色，中西合併的「洋樓建築」兼具

中式文飾、傳統建築形式等多重建築工法的整合，是一種異質性「金門閩南文化」

呈現。後來金門鄉僑之貢獻，則著重在獎學興善，對於家鄉的回饋仍極盡用心。  

民國初年僑匯所興建之洋樓及傳統閩南文化，近年來在許多專家學者的投入之

下，開啟了金門建築與民俗學研究之風，且在各有關機關的協助下，致力於洋樓建

築之研究、設計與修護，己初具成效。現存傳統聚落中較具代表性且需積極規劃運

用的洋樓建築有：  

１.前水頭金水國小及得月樓洋樓群： 

水頭作為金門對外通商口岸，以其特殊地理位置，是僑匯文化的代表性聚落，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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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國小及其後方得月樓洋樓群又是其中主要而且具典範性的建物，主要係當地移居

印尼的僑民捐錢興建，在金門僑匯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至於位於後方的洋樓群共

計五棟，結合金水小學與週邊空地整體規劃，未來可作為金門僑匯文化中心或社區

藝文活動場所，甚至可考慮配合陳列展示引進遊客參觀，同時由社區提供民宿服務，

以帶動聚落之再生發展。 

２.珠山大夫第與薛永南洋樓 

珠山大夫第屬較早期的僑匯建築，經考證係前清時期菲律賓僑商返鄉「捐官」興建

的「官阺」，是一規模宏大、建置完整且負盛名的雙落雙護龍傳統閩式建築。至於薛

永南洋樓將來可作為珠山民俗藝術展示館。除了例行性的靜態展示外，亦可規劃作

為社區學習中心，同時發揮傳統建築工匠技藝傳承的教育功能，希望此館將來不但

成為傳統建築史料館，更是傳統建築技藝研習中心。 

（三）行政院長期忽略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亟待檢討改善。 

金門為我國重要僑鄉，早期南洋移民對金門閩南文化維護延續貢獻重大，但有

關先民移民南洋史之建構及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卻長期受到忽略。不但未納入成

為政策的一環，且幾乎未曾以任何預算來支持對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這對具獨特

地位之金門僑鄉文化而言，不僅是一大損失，亦顯示行政院施政的一大失策，顯有

未當，亟待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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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應儘速動員資源，全力協助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認真對

待此時期之歷史資料，共同致力建構一幅完整金門的南洋史，並妥善保存維護金門

僑鄉文化。例如金門縣政府擬於目前編撰之縣誌人物誌中，加重華僑的比重與份量，

於總數六十個人之中約佔有五十位。此種對移民南洋人物之價值定位與史實記載，

正是保存此時期歷史資料方式之一，值得肯定並擴大推展。另如果能有系統規劃一

套金門僑鄉叢刊，將僑居各地金門籍作家濃厚金門鄉情的作品編輯成冊，把僑鄉文

化更擴及涵蓋文學層面，亦將形成金門另一個特色。同時，基於整體考量僑鄉文化

之保存維護，相關機關於規劃建置縣史館、文物館或金門文化園區時，應包含華僑

博物館之建置，且應實地參訪南洋各地之華僑博物館，廣為蒐集金門先民早期至南

洋各地的奮鬥歷史與寶貴文物，例如當時的僑匯、僑訊（華僑報紙）、民信局（民間

郵局）等資料，俾能完整規劃保存此時期之珍貴史料，並藉此與各地華僑博物館建

立未來交流管道。  

綜上所述，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自戰地政務解除以來，歷年來資源

投入付之闕如；另於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行政院亦長期忽略；充分顯示行政院

對於金門戰地文化與僑鄉文化認知不足、長期忽略之事實，為施政的一大失策，顯有

未當，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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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五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