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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訴：為紀念並彰顯蔣渭水先生對臺灣民主

之貢獻，宜蘭縣政府刻正規劃於該縣「櫻花

陵園」之「渭水之丘」為其墓園，惟涉及水

土保持、產業道路、軟體創意、經費及遷葬

等諸多跨中央部會及地方機關協調整合事

宜，基於重視歷史與文化價值，並積極回應

地方政府之陳情，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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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蔣渭水先生（1891年2月8日~1931年8月5日），號

雪谷，臺灣宜蘭人，為臺灣日治時期醫師、民族運動者，

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的創立者，是日治時期最重

要的反殖民運動領袖，逝世時被臺灣人民尊稱為「臺灣

人之救主」、「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為紀念並

彰顯蔣渭水先生對臺灣歷史之貢獻，及強調落葉歸根，

其後人計劃將蔣渭水先生的靈骨從臺北六張犁墓園遷葬

回宜蘭，經與宜蘭縣政府討論後，選定位在縣內規劃完

善、海拔約750公尺的櫻花陵園，並邀請建築師設計蔣渭

水紀念園區。惟涉及水土保持、產業道路、軟體創意、

經費及遷葬等諸多跨中央部會及地方機關協調整合事

宜，本院基於重視歷史與文化價值，並積極回應地方政

府之陳情，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案經於

民國（下同）102年3月18日赴宜蘭縣櫻花陵園「渭水之

丘」預定地現場履勘，以及函請文化部、內政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宜蘭縣政府等權責機關

說明與調閱相關卷證資料，全案業調查竣事，謹臚列調

查意見如下： 

一、蔣渭水先生是日據時期最重要的反殖民運動領袖，被

臺灣人民尊稱為「臺灣人之救主」、「政治社會運動

第一指導者」。38年政府遷臺初期，亦藉其逝世20週

年紀念活動發揮穩定民心作用，允宜表彰其歷史上之

地位。 

(一)蔣渭水先生一生倡立四個影響全臺灣的事業，其一

為史上第一個全臺性的文化組織「臺灣文化協

會」，其二為第一份臺灣人的報紙「臺灣民報」，

其三為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

黨」，其四為第一個全臺性的工會組織「臺灣工友

總聯盟」。在這四個組織當中，發軔最早即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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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21年10月17日的臺灣文化協會。協會創立會則

明列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其一系列

推展民眾文化提升之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

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開

辦各類知識講習會等各類文化活動，不但為1920年

代臺灣啟蒙運動之濫觴，同時更可視為20世紀臺灣

「本土文化」與「世界文明」的接軌。在此期間，

由於當時日本統治臺灣採取民族歧視政策，導致絕

大多數被統治的臺灣人與極少數統治階層日本人

的民族對立，蔣渭水先生所推動的前述4項事業，

經由巡迴演講與大眾講座、各種請願、示威、遊行

與罷工，積極「走到民眾裡去」以啟發民智，且因

「治警事件」入獄，仍不改其志，以及揭發霧社事

件與阿片事件與日據當局抗衡，最後因「撼動當局

施政」而遭取締告終，其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發

展史上，有其深遠影響。蔣渭水先生逝世後，被臺

灣人民尊稱為「臺灣人之救主」、「政治社會運動

第一指導者」。嗣38年末，大陸情勢逆轉，政府撤

退來臺，蔣中正總統於39年3月1日重行視事，為了

安慰228事件後受傷的臺灣民心，5個月後，於同年

8月，由國民政府為蔣渭水舉辦一場空前的20週年

逝世紀念會，當時黨政要員雲集，蔣中正總統並親

手筆書「民族正氣」匾，以表彰其對臺灣的貢獻。

由是觀之，可見蔣渭水先生其在臺灣人心中歷史的

地位。 

(二)蔣渭水先生之歷史角色1： 

１、鄉土情感： 

鄉土感情為蔣渭水先生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

                                      
1 蔣渭水傳 -臺灣的孫中山，監察委員黃煌雄著‧全球第一本蔣渭水傳記，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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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動力，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對生長地方的熱愛之

情，以醫生身分，蔣渭水先生自可過著無憂無慮

的物質生活，且可為子孫置業留產，而享盡天倫

樂趣，受到世俗羨慕。但由於與生俱來的鄉土感

情，對鄉土所受歧視與壓迫的不滿，以及期待鄉

土改革與進步的殷切，蔣渭水先生不僅毅然決然

地拋棄世俗生活，致力於喚醒島人的工作，在過

程中且進一步昇華出一種使命感。綜觀蔣渭水先

生一生，便始終在鄉土感情與使命感的驅使與號

召下，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鞠躬盡瘁。  

２、本土運動： 

日據時期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方法，為經由

中央力量牽制地方施政，本土運動不僅經由中央

力量牽制，也經由國際力量，以及更重要的，經

由動員島內的民眾力量牽制。蔣渭水先生為本土

運動的推動者，也為本土運動的犧牲者，蔣渭水

先生領導的本土運動，就其主張、關係及本質而

論，本是一種澈底而不受隸屬的民族運動。這種

民族運動因為是澈底的，自和一些利權運動家不

能相容，因為是不受隸屬的，又和隸屬於日本社

會團體的「農組」不同；從這些不同與不能相容

之點，不僅愈能看出蔣渭水先生領導的本土運動

的意義，也愈能看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

位。 

３、漢民族情操： 

蔣渭水先生的漢民族情操，從生活上到主張

上，表現得頗為一貫。據蔣渭水先生之子蔣松輝

談，他的父親在家裡常以中國話和家人交談，也

延請中國人到家裡教中國話。在各種場合，包括

開會與照相，穿的衣服多為中式長袍；文化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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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推出的書，都是「中國名著」；因參加中國

政治運動被日據當局判刑 6個月的政治犯莊海

涵，在出獄後，蔣渭水先生曾與其共同出現演

講；中國時人到臺灣時，蔣渭水先生必與之聯

絡，蔣先生也與在臺的中華會館保持聯繫；臺灣

的雙十節與孫中山紀念活動，蔣渭水先生均熱心

參加；蔣先生為「產婆」的臺灣工友總聯盟，其

組織即以南京總工會為主要藍本；蔣渭水先生影

響下的臺灣民眾黨，也深受孫中山影響下的中國

國民黨的影響，民眾黨的主張與運動之中，包括

恢復漢文教育、撤廢渡華旅券、派代表參加孫中

山的奉安大典，以及反對日本再度對華出兵等，

均含有漢民族情操。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先

覺者」這種感人的漢民族情操，實象徵近代臺灣

人士「磅礡的正氣」。 

４、對孫中山的認同：  

亙日據時代，中國人士之中，影響臺灣同胞

最深遠、最為臺灣同胞尊敬的，便是1926年，當

國民政府尚未北伐、中國尚未統一時，即被「民

報」尊為「國民之父、弱小民族嚮導者」的革命

領袖孫中山。孫中山對臺灣同胞的影響，以及臺

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尊敬，均可從臺灣同胞在孫中

山逝世前表現的關切之情，以及逝世後表示的追

悼之意，得到深刻的印象。在臺灣同胞之中，受

孫中山影響最深、最勤於研究孫中山思想，並活

用其主張的，便是蔣渭水先生。辛亥革命時，蔣

渭水先生正就讀於總督府醫學校，由於孫中山的

影響，蔣先生在學中，曾有「要退學去內地，留

學早大政治科」的念頭，因為「政治家比醫家對

人類的活動範圍較大」。在醫校時代，蔣先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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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暗殺袁世凱計畫與國民捐運動，也都與對孫中

山的憧憬有關。綜觀蔣渭水先生一生，孫中山不

僅是他在談話與文章中提到最多的一個人，也是

影響他行事與主張最深的一個人。  

(三)綜上，蔣渭水先生是日據時期最重要的反殖民運動

領袖，經過「十年如一日」的奮鬥與犧牲，逝世後

被臺灣人民尊稱為「臺灣人之救主」、「政治社會

運動第一指導者」；38年政府遷臺初期，亦藉其逝

世20週年紀念活動發揮穩定民心作用，允宜表彰其

歷史上之地位。 

二、宜蘭縣政府及家屬支持蔣渭水先生墓園移靈，選定在

其出生地，一個俯看故鄉山水太平洋的地點，興建「渭

水之丘」及「雪谷步道」景觀工程，宜蘭縣政府對於

移靈計畫允宜積極推動。 

(一)蔣渭水先生於昭和6年（西元1931年）7月罹患傷

寒，8月5日病逝於臺北醫院，享年40歲。由於傷寒

是法定傳染病，遺體必須當日火化，蔣渭水先生的

正式告別式，經葬儀委員會決定於8月23日在臺北

永樂座舉行「大眾葬」，安葬於臺北大直的大直山

公墓。1942年，臺灣捲入大東亞戰爭，大直山公墓

被徵為要塞，蔣渭水先生骨灰罈被迫遷移安放在關

渡慈航寺10年。41年，蔣渭水先生的舊同志陳其

昌、白成枝印刊「蔣渭水遺集」，募款捐建，遷葬

於臺北六張犁芳蘭山麓，蔣渭水先烈紀念塔上，鐫

刻遺囑「臺灣革命運動，業已進入第三期，吾人預

期之勝利亦迫在眉睫，凡我同志務須不屈不撓極力

奮鬥，而舊同志尤須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

志，鞏固吾人精神力量，為同胞解放努力，是所至

囑。」，然哲人已遠逝但精神永存，惟蔣渭水先生

位於六張犁墓園臺北市政府60餘年未曾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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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且該處道路寬度及腹地不足，民眾不易親近

瞻仰，致蔣家遺族有遷葬的想法，宜蘭縣政府得知

訊息即著手推動規劃偉人安息地「渭水之丘」。  

(二)宜蘭縣政府為紀念蔣渭水先生，選定在其出生地，

一個俯看故鄉山水太平洋的地點，興建「渭水之丘」

及「雪谷步道」景觀工程，該地點位於宜蘭縣境內

烘爐地山之櫻花陵園內（為宜蘭縣政府所轄），為

宜蘭與臺北交界，可眺望整個蘭陽平原，宜蘭河、

冬山河、蘭陽溪三河交會入海，及宜蘭精神指標龜

山島，且鄰近佛光大學及淡江大學宜蘭校區。而擬

辦理之工程項目如下： 

１、渭水之丘及大眾參道工程：所需經費新台幣（下

同）2,070萬元。 

２、雪谷步道：a.主線、回程、烘爐地及林美步道之

延伸；b.太平山白櫻、霧社櫻、杜鵑等臺灣原生

種植物，所需經費3,500萬元。 

３、登山休憩所：渭水之丘服務設施及公共廁所，所

需經費1,200萬元。 

４、小礁溪道路改善：區內道路及H區停車場，所需

經費4,000萬元。 

５、移靈活動：1,000萬元。 

６、以上工程經費合計：1億1,770萬元。 

(三)業務分工： 

１、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宜蘭縣政府。  

２、經費來源：縣款及中央款。 

(四)各項工程預定及實際施工進度： 

「渭水之丘及大眾參道工程」已完成基本設

計，設計內容將進一步與蔣先生家屬說明，預定104

年3月完工，所需經費2,070萬元由宜蘭縣政府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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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其餘後續工程俟財源狀況設計辦理。  

(五)辦理經過： 

１、本案於100年8月家屬至櫻花陵園現場會勘，同年

10月召開渭水之丘選址記者會，各方共識蔣渭水

先生將移靈至櫻花陵園作為偉人安息地。  

２、嗣後宜蘭縣政府即與蔣家家屬進行多次討論研

議，達成設計應雋永超然，不受流行影響，回應

自然環境，呈現歷史地位，同時與眾生平等的氣

度之共識。目前辦理渭水之丘景觀工程設計理念

圖示及說明如下：  

 

 
 渭水之丘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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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之丘設計理念圖 

說明： 

1.有機的圓形：凝聚人心，環視山海。 

2.形體單純寧靜，環境才是主角。 

3.渭水先生帶領大家一起俯看故鄉、山水、太平洋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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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水之丘周邊相關景觀工程圖 

說明：有大地工程的堅毅陽剛，態勢又柔軟無比，與渭水先生柔性抗爭的精

神一致。 

(六)綜上，宜蘭縣政府及家屬支持蔣渭水先生墓園移

靈，選定在其出生地，一個俯看故鄉山水太平洋的

地點，興建「渭水之丘」及「雪谷步道」景觀工程，

宜蘭縣政府對於移靈計畫允宜積極推動。  

三、蔣渭水先生的生平事蹟已為社會各界共同認同、肯定

與推崇，因此對於移靈計畫，行政院允宜共襄盛舉，

促成美事。 

(一)80多年來各界對蔣渭水先生不同階段的歷史追念

紀要： 

日期（民國） 說明 

20.8.8 臺灣新民報刊登蔣渭水逝世消息，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羅萬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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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山等昔日戰友撰文哀悼。 

20.8.13 

日人經營的新高新報讚譽蔣渭水為「臺灣人之救主」，此文由臺灣人黃

師樵主筆，在日據時代能同時贏得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尊敬的，蔣渭水實

為第一人。 

20.8.29 臺灣新民報全程詳細報導蔣渭水的大眾葬，「臺灣空前的葬式」。 

35 

一、戰後初次舉行紀念「精神不死」的抗日先烈蔣渭水紀念會，講台上

懸掛他所催生、創建及領導的臺灣民眾黨黨旗，「3顆星」代表黨的

三大綱領。 

二、蔣渭水逝世15週年，政府接收臺灣以後的「民報」於隔天8月6日的

相關紀念報導。 

36.5 
國民政府在228事件後的第3個月，由行政院長張群致贈「志慮忠貞」匾，

以撫慰臺灣受傷的民心。 

39.8 

一、38年政府撤退來臺，蔣中正總統為了安慰228事件後受傷的臺灣民

心，由國民政府為蔣渭水舉辦了空前的20週年逝世紀念，當時黨政

要員雲集，蔣中正總統親手筆書「民族正氣」匾。 

二、當時的臺北市長吳三連發表感言，自稱其學生時代，蔣渭水的偉大

精神「對我影響至深，啟示至多」。 

65.8.6 

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為紀念蔣渭水逝世45週年，於新生報發表

「台灣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另於當年撰寫出版全世界第一本「蔣

渭水傳」。 

67 
蔣渭水的出生地宜蘭縣議會，經由徐友勝議員提案通過決議，要求於每

年8月5日擴大舉行蔣渭水逝世紀念會。 

68.8 

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為追念蔣渭水逝世48週年，發起沿宜蘭渭

水路排滿花圈，並舉辦演講會，政府有關單位卻搜查黃煌雄家宅，沒收

出版物宣傳品，故發表「大家來紀念蔣渭水先生：悲憤的抗議-我們沒有

向蔣渭水先生致送花圈表示追念的權利嗎？」乙文。 

70.10.5 
立法委員黃煌雄為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50週年，於立法院總質詢發表

「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見證」質詢稿。 

72.8.5 
立法委員黃煌雄於立法院書面質詢，促請政府儘速整修蔣渭水先生之

墓。 

81 前衛出版社出版「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者」，作者黃煌雄。 

90.8.5 

蔣渭水逝世70週年紀念，由臺灣研究基金會、國史館、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主辦，臺大醫學院、中國時報、義美食品公司等單位合辦。陳水

扁總統親自參加，並特別題詞「台灣精神」，這是國家元首第1次參加

蔣渭水紀念會。 

94.12 

馬英九市長主政下的臺北市文化局出版大眾葬紀錄片，片中記錄蔣渭水

兒時故居、家族照與病床臨終照，8月5日的移靈火葬、23日出殯的大眾

葬喪儀等，歷史意義彌足珍貴。 

95.6.14 
為紀念臺灣日治時期出身宜蘭的抗日領袖蔣渭水，臺灣首條橫跨東西部

的北宜高速公路（國道五號），行政院命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 

95.8 

一、臺灣研究基金會主辦的蔣渭水逝世75週年紀念會，邀請副總統呂秀

蓮、行政院長蘇貞昌、臺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共同出席，這

是蔣渭水逝世以後，臺灣兩大政黨-民進黨和國民黨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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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同時出席紀念蔣渭水紀念會。 

二、臺北市政府將大同區錦西街錦西公園改名為蔣渭水紀念公園。 

三、臺灣研究基金會出版「蔣渭水紀念文集」。 

四、宜蘭縣政府決定以蔣渭水的號「雪谷」為名，在縣史館外的綠地廣

場成立「雪谷紀念園區」。 

96.7.9 
臺灣研究基金會為紀念臺灣民眾黨創立80週年，舉辦「歷史與政治的對

話」座談會，邀請馬英九與謝長廷兩位總統候選人公開對話。 

97.9.27 

馬英九總統出席「第1屆蔣渭水學術研討會」，致詞表達對蔣渭水的追

思與敬意。總統表示，以蔣渭水對臺灣民主社會啟蒙的貢獻，實應有更

好的墓園，希望大家一同思考如何改進。 

99.8.5 

中央銀行發行5,000萬枚面額10元的「蔣渭水先生紀念流通幣」，用以紀

念其影響臺灣民主與文化運動。這是政府首次以民間人士為背景發行的

紀念幣。 

99.8.22 

馬英九總統在新一期治國週記中引用蔣渭水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

有力」，該付對聯還高掛於他的辦公室門口，呼籲朝野政黨團結，共為

臺灣奮鬥。 

99.9.10~12 
臺灣「音樂時代劇場」於國家戲劇院發表以蔣渭水一生為藍本的音樂劇

「渭水春風」。 

99.10.17 舉辦「第2屆蔣渭水學術研討會」。 

100.8.5 

馬英九總統出席蔣渭水先生逝世80週年紀念會並致詞，前行政院長唐飛

及前司法院長頼英照也出席與會，現場播放約12分鐘長之3D虛擬實境紀

錄片：台灣孫中山-蔣渭水。 

100.10.16 

為紀念民主運動先行者蔣渭水逝世80週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戲劇館命

名為「蔣渭水演藝廳」。馬英九總統親臨參加，並為「蔣渭水演藝廳」

揭牌。 

100.10.17 
蔣渭水先生創立「臺灣文化協會」90週年紀念日，馬英九總統上午特地

前往蔣渭水紀念公園參加「蔣渭水紀念銅像」揭幕典禮。 

101.10.3 
CNEX「青春有為」紀錄片影展於當晚7時，於信義誠品舉行「總督府風

暴-『臺灣第一反』蔣渭水」的世界首映典禮。 

(二)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最具影響力，最令日治當

局寢食難安，最能喚醒沉寂的民族與社會良知，最

能確立台灣人尊嚴與體現台灣精神，逝世後被台灣

人尊稱為「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台灣人

之救主」的蔣渭水，逝世迄今已80多年。在這80多

年來，在歷史的滄桑變化中，台灣社會對待蔣渭

水，歷經幾個不同階段的發展。 

１、20年8月，當蔣渭水病逝後，他的老戰友及支持

愛戴他的台灣同胞，為他舉辦了一個日治時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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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之中空前的「大眾葬」。此後，蔣渭水在自

己出生的土地上，幾乎無聲了20年。 

２、隨著大陸情勢逆轉，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為了

爭取民心，並撫慰因228事件受傷的台灣人民，

蔣中正總統於39年3月1日重行視事，5個月後，

即8月5日便為蔣渭水舉辦逝世20週年紀念會，並

且贈匾「民族正氣」，當時參與紀念會的黨國元

老及各界人士多達2千餘人，乃當時一大盛事。

之後，蔣渭水又再經過20幾年的沉寂。 

３、65年，黃煌雄出版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其後

多年，結合黨外民主人士，以文章或以座談會方

式，來表達對蔣渭水的追念，使「蔣渭水」又得

以「復活」。 

４、又復20餘年，89年台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90年

陳水扁總統參加蔣渭水先生逝世 7 0週年紀念

會，並且題詞「台灣精神」，這是歷史上第1位以

總統身分親自參與的紀錄。 

５、95年的蔣渭水先生逝世75週年紀念會，邀請了包

括當時的副總統呂秀蓮、行政院長蘇貞昌及臺北

市長兼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等一同追思，這也是歷

史上第1次包括臺灣主要政黨的代表性人物同時

參加。 

６、96年，馬英九、謝長廷分別被國民黨與民進黨提

名為總統候選人，在臺灣民眾黨創立80週年之

際，他們兩位首次以總統候選人身分在蔣渭水身

影下對話，將追念蔣渭水的活動推進到最高層

次。100年8月5日，馬英九更以總統身分親自出

席蔣渭水先生逝世80週年紀念會並致詞。 

７、近年來，台北市在馬英九市長任內，成立了全國

第1座「蔣渭水紀念公園」；宜蘭縣在呂國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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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內，將宜蘭縣的政治心臟地帶劃設了「雪谷園

區」；而在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將國道五

號公路定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97年馬英九

就任總統後，中央銀行更史無前例地發行蔣渭水

流通紀念幣；99年的「渭水春風」音樂劇及101

年的「總督府風暴-『臺灣第一反』蔣渭水」紀錄

影片，則將追念蔣渭水的相關活動從政治跨向文

化領域。 

(三)綜上，經過長期的不公與冷落後，蔣渭水先生的一

生行誼，從以上種種從民間到官方，從地方到中央、

從政治到文化的紀念活動，終為社會各界與朝野政

黨所共同尊敬。馬英九總統更於97年9月27日出席

「第1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時表示，以蔣渭水

對臺灣民主社會啟蒙的貢獻，實應有更好的墓園，

希望大家一同思考如何改進。因此對於移靈計畫，

行政院允宜共襄盛舉，促成美事。  

四、鑒於內政部、文化部、農委會等與宜蘭縣政府就有關

蔣渭水移靈事宜，容有協調整合之空間，行政院允宜

責成相關部會以積極的態度，研擬協助方案，全力督

促玉成。 

(一)本案係為使民眾能認識「臺灣人之救主」、「政治

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蔣渭水先生之精神，由宜蘭

縣政府協調其家屬將蔣渭水先生遷葬至櫻花陵園，

並規劃專區興建渭水之丘、雪谷步道、登山休憩所

及小礁溪道路改善等工程以資紀念，惟涉及水土保

持、植栽、產業道路、軟體創意及遷葬等事務，目

前遭遇問題及亟待協調解決事項如下： 

１、宜蘭縣政府表示，興建渭水之丘景觀工程經費達1

億1,770萬元，櫻花陵園整體工程興建之初，縣府

已借貸8億元，該府財政拮据，倘再負擔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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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實屬沉重，該府盼望中央能全額補助負擔。  

２、蔣渭水先生移靈遷葬渭水之丘後，原產業道路恐

不敷使用，道路亟需拓寬修建，相關經費盼望中

央亦能全額補助負擔。 

(二)文化部、內政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意見： 

１、文化部： 

(１)蔣渭水先生領導臺灣文化協會，透過文化自覺

喚醒民族意識，為臺灣民主、本土運動奠定基

礎，其時代意義及啟蒙精神為臺灣現代史上值

得珍惜的一頁。 

(２)建議考量家屬建議，墓園之規劃應雋永超然，

不受流行影響，以回應自然環境，呈現歷史地

位，同時與眾生平等的氣度。 

２、內政部： 

(１)查91年7月17日公布施行之殯葬管理條例（下

稱殯葬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對於教育、

文化、藝術有重大貢獻者，於其死亡後，經其

出生地鄉（鎮、市、區）滿20歲之居民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並經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得於該鄉（鎮、市、區）內適當地點

設公共性之紀念墓園；嗣因紀念墓園須經其出

生地鄉（鎮、市、區）滿20歲之居民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乙節窒礙難行，爰該部推動修法已

刪除上開條文。惟主管機關仍得於已設置之公

墓內，規劃專區作為紀念墓園，以資紀念。  

(２)次查101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殯葬條例第3條

第2項第2款規定，有關縣（市）立殯葬設施之

設置、經營及管理，為縣（市）主管機關之權

責。本案究其性質乃縣府依權責就轄內殯葬設

施之經營、管理及設置所為之計畫，該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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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惟補助特定個人紀念墓園，非屬該部年

度預算執行項目，爰請宜蘭縣政府評估本計畫

必要性、急迫性及相關財務規劃，自行籌措財

源興建。 

(３)本案屬地方自治事項，宜蘭縣政府得依權責自

行規劃辦理，惟所附資料未進一步提供遷葬相

關規劃，該部就規劃遷葬應注意事項說明如

下： 

<１>骨灰或起掘之骨骸，除殯葬條例另有規定

外，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

理。 

<２>骨灰得擇於公墓內採行骨灰葬，惟每一骨灰

盒罐用地面積不得超過0.36平方公尺。且應

以平面式為之，但以公共藝術之造型設計，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３>骨灰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得擇以樹葬、

骨灰拋灑或植存。 

３、農委會： 

(１)「渭水之丘」墓園興建腹地現有植栽應妥善移

植，考量位處衝風地帶，不適宜種植太平山櫻

等櫻樹，建議可栽植流蘇、九芎、大頭茶等耐

風樹種，得由該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協助

栽植；相關事宜請宜蘭縣政府洽該處討論。 

(２)有關請該會林務局補助3,500萬元建設「雪谷步

道」部分，該局步道相關預算年編列僅8,500

萬元，須維護全臺灣152條步道路線，且未有

補助地方政府之項目預算，但該局可派步道小

組協助縣府勘查步道路線，提供設置步道之相

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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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案內所提小礁溪道路改善部分，因依財政收支

劃分法及地方制度法，農路改善與維護屬地方

政府辦理事項，自90年度起為配合中央補助制

度之改進，改由行政院以一般性補助款統籌分

配給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另該會為配

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於98~100年特別預

算曾編列80.5億元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因該計

畫為特別預算且屬1次性專案計畫，故特別預

算結束後，101年起農路維護已回歸地方政府

辦理，因此目前並無編列相關經費可協助。 

(三)綜上，鑒於內政部、文化部、農委會等與宜蘭縣政

府就有關蔣渭水移靈事宜，容有協調整合之空間，

行政院允宜責成相關部會以積極的態度，研擬協助

方案，全力督促玉成。 

 

 

調查委員：黃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