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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在中國現代史上（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一度

為風雲人物的張學良，在兩岸廣泛交流的時空轉變下，

如何從歷史、人文、觀光等廣泛視角，來關注並規劃張

學良在臺幽禁故居的現況與未來？均有進一步瞭解與

檢討之必要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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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張學良，字漢卿，號毅庵。1901 年生於中國奉天

省（今遼寧），為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長子，人稱「少

帥」。張學良深知日本擬將東北視為自己的禁臠與勢力

範圍，希圖在日本的庇護下謀求東北獨立，無異引狼入

室；父親的慘死使少帥進一步看透了日本的虎狼之弖
1
。1928 年(民國 17 年)12 月 29 日，張學良宣誓效忠南

京國民政府，東北和帄內附於中華民國，取下北洋政府

五色旗，升上南京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史稱東

北易幟，使中華民國形式上得以統一，也奠定張學良的

歷史地位。 

雖然國家形式上獲得統一，但裁減與整編軍力措施

引爆中原大戰。面對中原變局，少帥認為蔣介石較之北

方軍閥的聯盟，略勝一籌，故為整個大局著想
2
，必須

早日息兵言和，從速實現全國統一。於是，1930 年(民

國 19 年)9 月 18 日張學良向全國發表了通電，決定偏向

南京政府，願意在中原大戰中進行武裝調停。他的一紙

通電，帄息了內戰，張學良因而成為當時最炙手可熱的

風雲人物。 

1936 年(民國 25 年)12 月 12 日，張學良與楊虎城

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下，發動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促成國內聯合抗日的新形勢發展，而在西安事

變過程上，從「兵諫」、「捉蔣」、「放蔣」到「送蔣」

都居於關鍵角色的張學良，卻隨著陪同蔣委員長回到南

京，「負荊請罪」，而終結了他多彩的歷史人生。這時，

                                      
1
 張學良在幽禁期間完成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中提到：「痛恨日本對華之侵略。年帅時親見

日人在東北之橫暴，及長也，明國家之大義。先大夫之遇難，“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無

已。念自力不足，國力不強，對國事問題遂致時生幻想」。  
2
 張學良在其著《西安事變反省錄》中提到：「厭惡內戰。良年方弱冠屢參戰爭，親見因戰亂

原因，滿目瘡痍殆瘸，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

家元氣，衷弖時為懺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BC%E5%AF%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9%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4%BD%9C%E9%9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89%B2%E6%97%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C%97%E6%98%93%E5%B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C%97%E6%98%93%E5%B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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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才 36 歲。 

1936 年(民國 25 年)12 月 31 日，高等軍事法庭判

決「張學良首謀伙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

刑 10 年、褫奪公權 5 年」。經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分於 1937 年(民國 26 年)1 月 4 日及 2 月 17 日令：

「所處 10 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

嚴加管束，此令」及「張學良著予復權」。從此，展開

了張學良漫長的幽禁歲月
3
。張學良在後來的「口述歷史」

提到：「我的事情只到了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三十六！真是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4
。 

在中國現代史上（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一度為

風雲人物的張學良，在兩岸廣泛交流的時空轉變下，如

何從歷史、人文、觀光等廣泛視角，來關注並規劃張學

良在臺幽禁故居的現況與未來？均有進一步瞭解與檢討

之必要，爰申請自動調查。 

案經本院向新竹縣政府、國史館、國家安全局、國

防部軍事情報局、文化部、交通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私立東海大學調取相關

卷證資料詳予審閱，並於民國(下同)102 年 12 月 13 日

赴新竹縣五峰鄉張學良清泉故居、同年月 31 日赴臺北

市北投區少帥禪園、北投區張學良自購居所、松山區劉

乙光將軍(張學良幽禁期間負責監管主管)家屬住所、

103 年 1 月 13 日赴國史館、同年月 14 日赴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同年月 16 日赴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同年 2 月 24 日赴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3 月 7 日赴國家

安全局、同年 4 月 11 日赴高雄西子灣、同年 4 月 15 日

                                      
3
 據後世作家的分析，張學良畢竟不同於楊虎城，他先是易幟，後又挽救中原大戰，對蔣介

石統一中國有功之人，也是使蔣介石聲望達到顛峰而能成功進行抗戰之人，再加上張學良同

蔣、宋兩家私交甚好，故蔣介石從未起過殺弖，而是給他生活充分保障的管束，將他無限期

絕於自由之外。  
4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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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國防部史政編譯處訪查，又於調查期間陸續諮詢劉○

○教授、郭○○教授、曾○○教授等提供建言，復於同

年 2 月 25 日約詢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文

化部、交通部及新竹縣政府等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到院

說明，業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之前身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

下稱軍統局)、保密局及國家安全局，係奉命執行「

管束」張學良之最高情治單位，時間超過半個世紀，

相關監管資料迄今未對外揭露，致未能還原歷史真相

；惟本案調查過程中，該二單位體認民主潮流及資訊

自由化之趨勢，協助本案首次公開蒐整之史料檔案，

並經解密或同意辦理解密中，其所持態度允宜肯認 

1937 年，張學良被國民政府委員會決議「嚴加管

束」後，其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漫長幽禁歲月，可劃分

為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大時期： 

(一)張學良的幽禁過程： 

張學良幽禁地點幾經搬遷，茲表列相關幽禁時

間、地點如下： 

時間 地點 備註 

1937 年(民國 26

年)1 月 13 日 

浙江奉化溪口鎮 由軍統局負責看管

張學良 

11 月 遷至黃山又遷至江西萍鄉 1937 年 7 月 7 日盧

溝橋事變中日抗戰

爆發 

1938 年(民國 27

年)1 月 

湖南郴州蘇以嶺  

3 月 湘西沅陵鳳凰山  

11 月 貴州修文縣陽明洞 

1942 年2 月 貴州開陽縣劉育鄉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A%AA%E5%8F%A3%E9%95%87(%E5%A5%89%E5%8C%96%E5%B8%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8F%E4%BB%99%E5%B2%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5%E9%99%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85%E9%99%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11%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5%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5%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3%E6%98%8E%E6%B4%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5%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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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民國 33

年) 

貴州桐梓縣天門洞 1945年 8月 14日日

本無條件投降，對

日抗戰勝利 

1946 年(民國 35

年)11 月 

重慶戴笠公館 1946 年 3 月戴笠因

飛機失事身亡 11 月 2 日抵臺灣新竹清泉溫泉（清

泉溫泉）  

1949 年(民國 38

年)至 1950 年

(民國 39 年) 

暫至高雄壽山 1948 年李宗仁代總

統令釋放張學良，

惟未實際執行該令

1949 年國民政府遷

臺 

1950 年(民國 39

年)至 1957 年

(民國 46 年) 

新竹清泉  

1957 年(民國 46

年)10 月 

高雄西子灣 1958 年間至臺北醫

治眼疾即暫住北投

幽雅招待所 

1960 年(民國 49

年)4 月 

遷居北投幽雅招待所(現少帥禪

園) 

1960 年 7 月改由國

家安全局負責 

1961 年(民國 50

年)8 月 

北投復興崗購地建宅  

監察院製 

對張學良的「管束」，從 1937 年(民國 26 年)起，

一直是由軍統局負責，該局在 1946 年(民國 35

年)改制為國防部保密局，嗣再改制為現在的國防

部軍事情報局(下稱軍情局)負責。1960 年(民國

49 年)7 月 1 日，此任務由軍情局改由現在的國家

安全局負責，內容也從「管束」改為生活照護。 

１、在中國大陸的幽禁歲月 (1937 年-1946 年 11 月) 

<１>1937 年(民國 26 年)1 月，軍統局將張學良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6%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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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山之雪竇寺。當時，

軍統局局長戴笠親自策劃成立一個專門監視

看守張學良的特務部隊，稱為「軍統局派駐

張學良先生招待所特務隊」，而雪竇寺之中國

旅行社招待所也改稱為「張學良先生招待所

」。據記載特務隊約 30 人，隊長為劉乙光
5
。

隨後陸續將張學良移往黃山、江西萍鄉及湖

南沅凌。 

<２>1938 年(民國 27 年)，因為沅凌治安不好，

後來又移往貴州修文。1939 年(民國 28 年)

，張學良移到修文陽明洞。1940 年 2 月，趙

一荻前來陪伴張學良，此後漫長的幽禁歲月

中，趙一荻始終相伴在張學良身邊。 

<３>在幽禁期間，張學良幾度表達想以自由之身

，加入對日抗戰，為國效力。1941 年(民國

30 年)年間，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在貴州花溪

舉行了詩會，張學良在詩句中即表達如此想

法。1945 年(民國 34 年)莫德惠至桐梓探訪

張學良，再度表達「學良所願，惟自由二字

而已！」然而迄抗戰結束前，均未有機會參

加對日戰事，此為張學良一生一大憾事。 

<４>1946 年(民國 35 年)1 月的政治協商會議中

，期間雖曾有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主張，

但沒有結論。同年間，在戴笠、毛人鳳、陳

儀及劉乙光等人的反覆連繫，確定了張學良

幽禁地點移至臺灣新竹井上(現名為清泉)。 

２、在清泉的幽禁階段(1946 年 11 月-1957 年 10 月) 

<１>1946 年(民國 35 年)11 月 1 日，依據軍情局

                                      
5
 王爰飛，張學良的幽禁歲月(下)，台灣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26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7%85%E8%A1%8C%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7%85%E8%A1%8C%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9B%E5%BE%85%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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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存資料，張學良在當天搭乘專機直飛臺北

，2 日轉赴新竹縣竹東鎮深山現名為「清泉

」的井上溫泉
6
。依張學良的日記，他是在飛

機落地之後，才知道自己到了臺灣。 

<２>初到清泉不久，因 1947 年(民國 36 年)2 月

發生「二二八事變」，對張學良的警戒因此提

高。為此，劉乙光趕緊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提出相關報告與請示。依軍情局檔存資料所

示，其中包括：疑似有民眾欲趁機搶奪張學

良、情況危急時是否一併將張學良及趙一荻

「擊斃」。 

<３>1948 年(民國 37 年)李宗仁代總統令釋放張

學良及楊虎城，陳儀及劉乙光聞訊急請示保

密局局長毛人鳳，得到不釋放的答案，並將

張學良暫遷移至高雄壽山兵舍中，至 1950

年(民國 39 年)再返回清泉。 

<４>除了贈與來訪友人詩句外，張學良在清泉期

間依蔣介石要求完成了「西安事變夥同共產

黨勾結經過」覆函的自述，這篇文件經蔣介

石要求張學良重抄，並幾經修改，被改名為

「西安事變反省錄」。隨後，張學良又完成「

蘇俄在中國」讀後感，及「雜憶隨感漫錄」

。 

３、在北投的軟禁階段(1957 年 10 月-1994 年) 

                                      
6
 據軍情局檔存資料，張學良抵新竹後即呈報上峰，電報內容為：「查張漢卿移送台灣交由陳

長官公俠監護一案，業於本月一日由渝乘專機逕飛台北轉赴新竹縣之清泉地方居住，茲據台

灣站站長林頂立同志戍支電稱警衛隊長劉乙光同志偕同張漢卿及警衛人員等之專機，已於本

月一日下午四時安抵台北，稍事休息後，即由新竹縣縣長劉啟光同志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調

查室主任陳達元同志陪同專車護送赴新竹縣東區井上清泉地方居住，該地環境尚佳，距竹東

鎮約八十華里，山路交通不便，日常生活用品須往竹東鎮採購，四週環居高砂族人約八千人，

另接陳長官戍魚暑民秘機電稱，張漢卿已於戍冬飛抵台北轉赴新竹，各等語除已配屬專用電

台并另電劉乙光同志將警衛情形詳報外，謹據情報請鑒核備查。謹呈黃先生 職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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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隨著寫作任務一一完成，1957 年(民國 46 年

)10 月 24，張學良遷至高雄西子灣，先居於

石為開住宅，再遷至壽山兵舍。 

<２>1958 年(民國 47 年)9 月，張學良至臺北醫

治眼疾，9 月 4 日入住當時的北投幽雅招待

所。10 月 17 日，在該所內首次與蔣經國在

臺灣見面，並留下了合影。在這段期間，管

束張學良相關的決策，實質上已從蔣介石交

由蔣經國負責。11 月 23 日，蔣介石在大溪

召見張學良，這是西安事變後、離開奉化 20

年餘來，二人第一次見面。 

<３>1960 年(民國 49 年)7 月起，「管束」張學良

的任務，由軍情局移至國家安全局負責。過

去軍情局對張學良的「管束」內容，主要是

防止其脫逃及限制其活動，國家安全局接管

後，重點則置於防止外力傷害，維護其本人

、家人及住宅之安全。初期任務編組人員 27

人，後減為 20 人。另有 15 名便衣憲兵。 

<４>在宋美齡的建議與蔣經國的同意下，張學良

可以自己選地蓋房子。同年 8 月 26 日，張學

良在臺北市北投復興路
7
購地所建之宅落成

，從此，張學良有了自己的家，並在此期間

開始信奉基督教。 

<５>1975 年(民國 64 年)4 月，蔣介石逝世，張

學良攜趙一荻同來悼謁，並送上輓聯「關懷

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同

年 6 月，國家安全局為協助其建立自立條件

，以「張毅奄」為名取得國民身分證。 

                                      
7
 據查該房地目前已為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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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據國家安全局資料，1980 年(民國 69 年)後

張學良的行動完全自主，形式上看似監管，

實際上已為服務性質。1988 年(民國 77 年)1

月 13 日蔣經國病逝，張學良獲准弔祭。隨後

不久，許多人倡議為張學良翻案、帄反，張

學良於 3 月 26 日首次對外發表公開信，內容

為其生活簡單，不問外事，無意應外界要求

進行「翻案」。 

<７>1990 年(民國 79 年)6 月 1 日，由時任總統

府資政張群領銜，在圓山飯店為張學良慶祝

90 大壽。1991 年(民國 80 年) 3 月 10 日，

張學良首度訪問美國，並在訪美過程中確立

與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口述歷史的合作。1994

年(民國 83 年)再度赴美，並長居夏威夷。同

年 4 月，國家安全局對張學良的保護任務專

案也簽請結案，並經總統李登輝核准。 

(二)軍情局於新竹清泉監管張學良之經過情形查復說明 

１、張學良遭幽禁於新竹清泉之原委、時間與經過： 

依該局檔存「張學良案」第 1 卷記載，張學

良因「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於 26 年 1

月 1 日遭判刑「有期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5 年」；

另蔣委員長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並將其復

權，經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分於 26 年 1

月 4 日及 2 月 17 日奉國民政府令「張學良所處

10 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

管束」，及「張學良著予復權」，後於 35 年 11 月

1 日搭乘專機逕飛台北轉赴新竹縣之清泉地方居

住。 

２、張學良遭幽禁於新竹清泉期間之監管概況（含監

管單位、駐守人員編制、駐守人數、駐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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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起居安排、日常用品供應與補給、行動範圍、

得否外出等）： 

(１)依該局檔存「張學良案」第 2 卷記載，有關監

管部分係由駐桐梓特務隊擔任警戒，人員編制

由隊長、隊副、事務員、警衛組長、書記、會

計、軍械員及隊員等 22 員編成，並由憲兵第四

團第三營第九連憲兵乙排擔任外圍警戒（編制

及人數未記載）。 

(２)依該局檔存「張學良案」第 2、3 卷記載，有

關幽禁期間生活起居安排及行動範圍部分，居

住處所環境尚佳，距竹東鎮約 50 公里，山路

交通不便，日常生活用品須往竹東鎮採購；另

其活動地點應仍以原地清泉為妥，但範圍可酌

量放寬，在安全與不暴露身份之條件下，並可

赴較遠之風景區遊覽。 

(３)依該局檔存「張學良案」第 3 卷記載，有關伙

食部分，每月由本局提供招待費新臺幣壹萬元

，其帳項由張員本人自行暫管，另採買與廚師

人員之管理，則由警衛負責人負責。 

(三)軍情局協助本案史料檔案蒐整結果 

１、該局檔存計有「人名案－張學良」、「張學良案」

及「人名案－莫德惠」等 3 案 5 卷 145 件。「人

名案－張學良」內容為張學良與陝省黨部特務室

衝突經過情形及張與其部屬之態度、張學良致毛

先生信函、張學良致蔣夫人信函、劉乙光致毛先

生信函；「張學良案」內容為張學良因對於上官

暴行脅迫案之判決書、蔣委員長呈請國民政府特

赦張學良、張學良遷移台灣經過情形報告、劉乙

光看管張學良報告事項；「人名案－莫德惠」內

容為莫德惠與張學良訪談紀錄 (清冊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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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２、該局將依檔案法等相關規定，將前開資料解密

後，移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保管、管理

及應用。 

３、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於接受本院詢問時表示，前開

資料業於 103年 1月 24日移送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存管。 

(四)國家安全局監管張學良之期間及經過查復說明 

１、張學良於 1960 年(民國 49 年)遷至臺北近郊北投

的安全局招待所(即幽雅招待所，現名為少帥禪

園)，一年後遷入自建的房屋
8
，直到 1994 年移居

夏威夷止。 

２、卷查國家安全局提供本案檔案目錄清冊，該局蒐

整本案相關之史料檔案共計 6 卷 364 件，相關文

件產生日期自 1960 年 11 月 1 日至 1995 年 5 月

18 日。 

(五)103 年 2 月 25 日，國家安全局人員接受本院詢問時

表示：關於檔案的部分，資料包括張學良去榮總就

醫、手術、張學良自述張作霖資料、美、日、澳等

外國人士想與他見面聯絡報導、張學良、趙一荻赴

美生活資料、本案結案報告等資料。如果有需要的

話我們可以檢視。本案局長相當重視，指示我們要

依法辦理，還原歷史真相。103 年 3 月 7 日，詢據

國家安全局蔡得勝局長表示，原則上該局會支持本

案，該局會依檔案法等規定辦理解密等相關事宜，

並要求所屬加快辦理期程。嗣該局簡報說明表示，

該局自 49 年 7 月 1 日承接專案，至 84 年 4 月專案

結束，相關文件產生日期自 49 年至 84 年。該局將

                                      
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 70 號，目前為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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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重新辦理審核，相關作業預計於今年 4 月間完

成，並以「最小範圍保密，最大開放原則」辦理。 

(六)綜上，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之前身軍統局、保密局及

國家安全局，係奉命執行「管束」張學良之最高情

治單位，時間超過半個世紀，相關監管資料迄今未

對外揭露，致未能還原歷史真相；惟本案調查過程

中，該二單位體認民主潮流及資訊自由化之趨勢，

協助本案首次公開蒐整之史料檔案，並經解密或同

意辦理解密中，其所持態度允宜肯認。 

二、行政院允應督促相關機關，針對張學良相關文物清點

、登錄及保存等事項，建立學術諮詢帄台，俾妥適保

存相關文化資產 

(一)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 條：「文化資產之保存、維

護、宣揚及權利之轉移，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 6 條：「主管

機關為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及其他本法

規定之重大事項，應設相關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 7 條：「主管機關得委任、委辦其所屬機

關 (構) 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 、文化資產研究相

關之學術機構、團體或個人辦理文化資產調查、保

存及管理維護工作」、第 10 條：「接受政府補助之

文化資產，其調查研究、發掘、維護、修復、再利

用、傳習、記錄等工作所繪製之圖說、攝影照片、

蒐集之標本或印製之報告等相關資料，均應予以列

冊，並送主管機關妥為收藏」。 

(二)諮詢學者專家表示：   

１、文化工作缺乏史蹟盤點概念，過去沒有做過史蹟

的盤點工作(人、事、時、地、物)，允應優先盤

點張學良的文化史料到底有多少，先建立主題式

資料庫，做好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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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目前的現況交給地方層級去獨力經營消費性觀光

館比較可惜，允應統合相關單位建立學術諮詢帄

台作永續性經營。另外，博物館需要導覽手冊書

面資料供參。 

３、張學良幽禁處所之現況，外界質疑有消費張學良

之嫌。 

(三)詢據文化部表示： 

１、張學良相關歷史資料得適用文化資產保存法關於

古物
9
規定，惟目前因尚未登錄，故尚未受到該法

保護。 

２、目前張學良之相關史料分散各個機關，建議先做

清查，清查後可由各自管理單位提出登錄古物。

具古物身份之史料資料即可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

關規定保存維護。 

３、有關上項張學良相關史料清查及登錄古物後之保

存維護，新竹縣政府可依該部文化資產局「輔導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作業要點」，申請該局經費補助，使張學良

相關文史資料得到妥適保存。 

(四)有關「為避免遭譏為消費張學良並謀永續經營與發

展乙節，新竹縣政府於本院詢問時表示： 

１、該府將結合泰雅文化、溫泉、雪霸農場景觀資源

發展部落套裝旅遊，讓該館成為地方發展觀光產

業之合作夥伴，避免遭譏為消費張學良並謀求永

續經營與發展。 

２、積極培訓導覽員，提升展出與服務品質，拓展服

務對象。 

３、透過兩岸三館年會交流，辦理相關學術合作，使

                                      
9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第 6 款規定，古物係「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

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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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幽禁史料更完整。 

(五)經核，張學良相關珍貴之歷史文物允應獲得妥善對

待，為避免相關文物逸失、毀損，行政院允應督促

相關機關，針對張學良相關文物之清點、登錄及保

存等事項建立學術諮詢帄台，俾妥適保存張學良相

關珍貴文化資產，避免遭外界質疑有消費張學良之

譏評。 

三、基於人文關懷及歷史文化之保存，永續經營張學良故

居，行政院允應積極協調相關機關，妥予規劃相關方

案，使座落在新竹縣的張學良清泉故居得以在兩岸三

館中鼎足而立 

(一)按憲法第 53 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行政院組織法第 10 條：「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

並監督所屬機關」；交通部組織法第 16 條：「交通

部設觀光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文化部組織法

第 2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8 款：「本部掌理下列

事項：一、文化政策與相關法規之研擬、規劃及推

動。二、文化設施與機構之興辦、督導、管理、輔

導、獎勵及推動。八、國際及兩岸文化交流事務之

規劃、輔導、獎勵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組織法第 2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本局掌

理下列事項：一、檔案政策、法規與管理制度之研

議及擬訂。二、各機關檔案管理、應用之指導、評

鑑及目錄彙整公布」；交通部觀光局組織條例第 1

條：「交通部為發展全國觀光事業，設觀光局」。 

(二)新竹縣政府推動張學良清泉故居相關事宜： 

１、張學良因軍事委員會交付管束輾轉安置於新竹

清泉，因這份特殊因緣，該縣乃積極修復五峰鄉

清泉部落，期結合豐富的景觀資源、人文、歷史，

建構完整之套裝旅遊路線，以吸引國內外觀光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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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２、張學良文史資源資料蒐集： 

(１)請國史館蒐集現有張學良將軍相關文史資料

，製作複件期能充實張學良故居館藏。  

(２)洽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請其提供張學良將軍

相關文史重要或部分資料，製作複件提供。 

(３)透過駐美辦事處協助取得張學良遺贈哥倫比

亞大學重要文史或部分資料，加強故居在兩岸

張學良議題間重要性，並吸引陸客參訪。   

３、兩岸三館年會：第 4 屆張學良兩岸三館年會於

2013 年 8 月 14 日在中國大陸瀋陽賓館舉行，會

中新竹縣張學良文化觀光園區館長范萬炎、瀋陽

張氏帥府博物館館長郭春修，及西安事變紀念館

館長林道琦等共同簽署合作議定書，確立今年至

明年 3 館合作項目。新竹縣長邱鏡淳說，張學良

兩岸三館年會始於 2010 年，當時由瀋陽張氏帥府

博物館首屆舉辦，隔年第二屆則由新竹縣承辦、

2012 年第三屆在西安舉行。歷經 3 年，3 座城市

都已輪過，今年又回到瀋陽張氏帥府博物館承辦
10
。 

(三)本院 102 年 12 月 13 日赴現地履勘，各單位發言略

以： 

１、新竹張學良清泉故居在兩岸交流日益廣泛後，成

為熱門觀光新亮點，如何擴大並增益現有館所策

展能量資源，與附近既有觀光景點相結合，規劃

自由行建議路線圖，從不同角度展現歷史深度，

行銷推廣臺灣民主及生活特色，以合作網絡帶動

各館舍參觀人潮，以助於兩岸觀光產業發展，促

                                      
10

 102 年 8 月 16 日，「 張學良兩岸三 館交流  盼制度化」， 中央通訊 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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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地方觀光發展。 

２、有關張學良故居相關史料是否充足，建請由新竹

縣政府洽國史館(掌理中華民國史與臺灣史的修

纂和研究、重要歷史檔案)及中央研究院就歷史保

存予以協助，俟張學良故居新館之空間規劃完竣

後再行規劃。 

３、張學良故居本身在歷史和文化上之定位，具有觀

光潛力，若以市場作思考，在全球市場以歷史和

文化研究區塊為主；另外，從觀光角度，在大陸

地區尤其東北區塊，為主要遊客來源，因應開放

陸客來台，業將經費投入在張學良故居修繕。 

４、從遊客行為角度來看，外在因素影響較大，第一

為道路交通，第二則呼應縣府想法，從遊客容許

量觀點作思考，不必然要引進大量遊客到此，以

台灣整體觀光環境而言，部分地區應以物以稀為

貴概念去導入高階觀光客進入此區域，藉此投入

高消費力，希望此概念能與縣府有所共識。 

５、有關在地住宿環境問題，清泉地區經統計有 4 間

合法民宿，17 間屬非法(未領有民宿登記證)民

宿，而未領有民宿登記證之主要原因為土地使用

問題、老舊建物無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致民宿

登記有問題；在此區域，發展特色民宿為較適宜

方式，非以大量設置住宿設施為主，須以整體性

配套來作思維，為較好的方式。 

６、發揚在地精神，在對當地作發展推動、建設的時

候，是否有以在地民族作思考，以人文歷史為出

發。勿忽略在地精神，請尊重在地文化。張學良

短暫居住在這裡與原住民間有深厚感情；這裡有

將軍、溫泉及文學，但缺少了泰雅文化的呈現。

如何與在地精神銜接，聽取在地居民聲音，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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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故居或園區並照顧泰雅族文化，是相當重要的

課題。 

７、場館建置，必需了解張學良的中弖思想，避免產

生衝突。 

８、張學良精神和在地精神間透過各種形式之連結，

對原住民、地方、社會及兩岸都是好事。 

(四)103 年 1 月 14 日，本院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訪查要以： 

１、檔案法第 6 條：「檔案中有可供陳列鑑賞、研究、

保存、教化世俗之器物，得交有關機構保管之」、

同法第 8 條第 2 項：「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錄

定期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同法第 8 條第 3

項：「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國家檔案目錄及

機關檔案目錄定期公布之，……」、同法第 9 條：

「檔案得採微縮或其他方式儲存管理，……。依

前項辦法儲存之紀錄經管理該檔案之機關確認

者，視同原檔案。其複製品經管理該檔案機關確

認者，推定其為真正」、同法第 17 條：「申請閱

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

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同法第 22 條：

「國家檔案至遲應於 30 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

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期限」。 

２、該局將依前揭檔案法有關規定，協調相關機關提

供本案相關史料檔案，再洽請新竹縣政府依規定

程序調用，俾充實張學良紀念館之館藏。 

(五)諮詢學者專家意見： 

１、建議展現方向： 

(１)張學良認為國家統一是為了國家強大與人民

幸福，深具民族大義。 

(２)張學良反對內戰，是因為看到連年戰爭，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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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失所受苦，故認為統一可以避免戰爭，為

民謀福，具有民本思想。 

２、展示之文物允應按脈絡來鋪陳，展現張學良在台

期間之特色。館藏重點：一是東北易幟，促成統

一關鍵人物；第二是反對內戰。另外可以從他晚

年人性的角度來展現，也就是一個是歷史的角

色，一個是人性的角色。 

３、文化工作缺乏史蹟盤點概念，過去沒有做過史蹟

的盤點工作(人、事、時、地、物)，允應優先盤

點張學良的文化史料到底有多少，先建立主題式

資料庫，做好基礎工作。 

４、目前的現況交給地方層級去獨力經營消費性觀光

館比較可惜，允應統合相關單位建立學術諮詢帄

台作永續性經營。另外，博物館需要導覽手冊書

面資料供參。 

(六)綜上，基於人文關懷及歷史文化之保存，永續經營

張學良故居，行政院允應積極協調新竹縣政府、國

家安全局、國防部、交通部、文化部及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等相關機關，正視張學良在兩岸的

高知名度與影響力所帶動之效益，妥予規劃相關配

套措施，促使座落在新竹縣的張學良清泉故居，得

以在兩岸三館中鼎足而立。 

 

調查委員：黃煌雄、劉興善、沈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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