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位於綠島東北

角，占地面積為 32公頃，前身為保安司令部

新生訓導處（1951年〜 1965年）、之後改成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2年〜 1987年），

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發監執行的

主要監獄。

1、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時期
民國 40年〜 54年（1951〜 1965）

在綠島設立「新生訓導處」，係對政

治犯進行監管、思想改造。自民國 40年

（1951）起，全臺政治犯少部分送到新店

安坑軍人監獄軍法處分所，大部分送往綠島

「新生訓導處」集中管理。

「新生訓導處」人數最多時達到 2,000

人，分為三大個隊。每個大隊再分為四個中

隊，共計 12中隊。每一中隊約 120至 160人。

民國 40年（1951）至 43年（1954）間，有

近百人的女生分隊（第八中隊）和來自中國

福建省南日島的共軍俘虜。政治犯加上軍方

管理人員總數近 3,000人，與當時綠島人口數

相當。

「新生訓導處」初期的政治犯，必須要

上山砍柴、海邊打石咾咕石，陸續建設克難

房，係當時新生訓導處重要的建設工作。

目前可見到的高牆，俗稱「萬里長城」。

是「新生訓導處」初期政治犯們，在海邊歷

時數年勞動打石、搬抬及砌形而成的圍牆，

總長約達 1300公尺。當時，政治犯曾自嘲，

「新生們笑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自己去海

邊打咾咕石再把自己關起來」，目前園區僅

存的一段約一人半高長 60公尺的圍牆。 

「流麻溝」為新生訓導處重要天然水

源，溪水全長約 3公里。據稱，溪中盛產「鱸

鰻」，故名「鱸鰻溝」，後來因諧音誤傳，

才演變成「流麻溝」。在民國 86年之前，綠

島的「酬勤水庫」尚未興建，全由政治犯設

計集水系統與蓄水池等水利工程，解決該地

區的供水問題。這套供水系統，除了穩定供

應該地區所需灌溉、飲用、清潔等生活用水，

甚致在運動會時，還在平日洗澡用的蓄水池

中，進行克難的游泳比賽。

為期 15年的「新生訓導處」，對政治犯

管理，採取「思想改造」之再教育方式。韓

戰結束（民國 42年 7月）後，國防部在新生

訓導處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

強迫政治受難者「自願」在身體，刺上「反

共抗俄」政治標語，惟這項強迫運動，並末

獲政治犯們支持。最後，不了了之。

民國 42年（1953）7月綠島「新生訓導

處」，發生了陳華、楊慕容、吳聲達等叛亂

案（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共槍決 14人。

事後，國防部管將考核成績不及格，刑期屆

滿「思想未改正」的政治犯，另轉送小琉球

職訓總隊服勞役。

二、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綠島位在臺東市的東方，距離約 33公里的太平洋上，面積約 16平方公里，臺灣第四大島

。原名火燒島（亦稱雞心嶼或青仔嶼），島上居民以閩南人為主。

日據時期的明治 44年〜大正 8年（1911~1919），臺灣總督府曾在綠島設置「火燒島浮

浪者收容所」。昭和 12年（1937），臺灣總督府劃設「火燒島庄」，屬臺東廳台東郡管轄。

民國 37年（1948）更名「綠島」，延用至今，歸屬於臺東縣管轄。



「新生訓導處」設有附屬的醫務所（原

址於民國 75年改建）。醫務所由醫學院的政

治犯擔任醫生。醫務所門診包括：耳鼻喉科、

內科、外科、婦產科、眼科等醫師，為官兵、

受難者，以及綠島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中正堂」過去作為綠島警備總部官兵

集會的場所，當時的綠島居民也會到這裡來

參加綠島全鄉的慶祝活動，觀賞或進行表演

節目。

早期的「福利社」遺址，多數是咾咕石

石堆砌的房舍。福利社入口處設有三根古典

樣式之石柱，福利社圍牆上設有下半圓之開

口，入口兩側分別有一白底紅字為「嘉賓雲

集」及「高朋滿座」之字樣，當年除販賣日

常用品外，還設置洗衣部和照相部，協助政

治犯之生活所需。

新生訓導處全景 (陳孟和手繪提供 )

新生訓導處福利社大門現況

新生訓導處所穿著之「新生服」（鍾興福提供）



2、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時期
民國 61年〜 76年（1972〜 1987）

位在臺東縣東河鄉的「泰源監獄」，

自 民 國 5 0 年 起 開 始 興 建 ， 於 民 國 5 4 年

（1965）完工。隨即將綠島「新生訓導處」

的政治犯，分批移監至「泰源監獄」服刑。

民國 59年（1970）2月，爆發「泰源事

件」後，國防部又在將軍岩旁的「新生訓導

處」，趕建高牆式監獄，於民國 61年（1972）

竣工。稱國防部感訓監獄，即「綠洲山莊」，

將泰源監獄及臺灣各地軍事監獄的政治犯移

監到此。在綠島的環島公路，座落在「將軍

岩」旁的岩石上，可以清晰看到刻上「綠洲

山莊」四字。

「綠洲山莊」是典型的封閉型監獄，四

周高牆聳立，在牆壁繪製了各種愛國標語：

「堅定反共」、「苦海無邊」、「毋忘在

莒」、「回頭是岸」、「滅共復國」……。

「綠洲山莊」整座監獄主體建築為牢

房，內部結構為六角形，伸出四棟監舍。內

部共分為八區，大小牢房共 52間；每區沿

一條長廊深入，兩邊為囚室，而四周的草地

則是供犯人放風之用。當地人習慣稱為「八

卦樓」，爰因從綠島的過山古道鳥瞰「綠洲

山莊」，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八卦。「綠洲山

莊」曾於民國 76年（1997）解嚴之後，進

行過大整修。

綠洲山莊設有「獨居房」，位在監獄西

側隱蔽的房區，是政治受難者所說「監獄中

的監獄」。

另外，綠洲山莊的「行政大樓」，為當

時辦公大樓及會客地方。會客室早期是一個

圓桌像客廳一樣，讓來探監家屬和受難者面

會場所。「舉善橋」為昔日探望政治犯的家

屬，前往會客室探視親人必經之橋樑。

「綠洲山莊」內展示白色恐怖時期的

相關史料。窄小的監獄，幽暗沉重的氛圍

籠罩著，令人不寒而慄。即便在多年後的現

在，那份沉重仍然揮之不去。牆內斑駁良痕

跡，記載著每一段傷痕、每位政治受難者的

名子，象徵著生離死別，如同一道道深可見

骨、錐心之痛的歷史笞痕。

「綠洲山莊」監獄大門及探親會客出

口處，是每位囚禁者屆滿出獄的最後一道牆

面。

3、解嚴後的綠洲山莊
民國 76年〜（1987〜）

民國 76年 7月，解除「戒嚴」之後，

國防部警備總部轄屬的「綠洲山莊」，不

能再監禁「非軍人」；綠洲山莊僅剩下不到

40位政治犯，全數移監到法務部設在綠島的

「崇德司法監獄」（臺灣綠島監獄）。綠洲

山莊的最後一批「政治犯」，包括：王幸男、

達飛、張化民等人。

國防部的最後一批政治犯撤出「新生訓

導處」後，原址改成收容被判感訓的流氓。

此時，為解決房舍不足問題，警備總部徵收

「流麻溝」東側土地，成立「第三職訓總

隊」，收容全臺被判感訓的流氓。

隨後，國軍「勵德訓練班」曾短暫進駐

綠洲山莊，後由國防部移轉給法務部，並交

由臺灣綠島監獄代管。民國 86年（1997）

法務部著手整建「綠洲山莊」，擬做為綠島

監獄之分監。

在民國 87年（1998），復因當時的立

法院施明德委員等十六人提案，要求保留並

設置史料館。經立法委員建議保留原貌以做

為監獄博物館，停止翻修。

民國 88年（1999）12月 10日，綠島



「人權紀念碑」落成，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出

席，首度代表政府向政治受難者道歉。民國

89年（2000）11月 24日，行政院核定由交

通部接辦「綠洲山莊規劃成立史蹟館或紀念

館」案。

民國 90年（2001）〜 91年（2002），

觀光局進行「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

重點包括了兩項。其一為，「人權紀念園區

整體規劃」，包含：人權紀念園區主題及內

涵之探討；現有建築物基本資料調查與保存

再利用之初步規劃設計；未來人權紀念園區

之空間配置、景觀、自然生態及必要新增建

築等初步規劃設計。

其二為，「綠洲山莊史蹟館或紀念館之

規劃」，包含：國內外史蹟館或紀念館規劃

案例之蒐集。與本案有關之文獻及資訊之蒐

集匯整；國內外人權案例之蒐集整理。第三

為，「經營管理計畫」。

「綠洲山莊」隨後交由交通部觀光局東

部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執行復原工程，發展成

為監獄博物館，並於民國 94年（2005）正

式被臺東縣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

起解 (陳孟和手繪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