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뺸臺灣監獄島뺹뼷這是柯旗化先生回憶錄的
書 名뼷뺸 監 獄 島 뺹 並 不 是 單 指뺸 綠 島 뺹쨞 火
燒島쨟뼷而是把臺灣視為一個大監獄뼶在威
權統治時期뼷國家在全台各地部署了情治單
位使用的逮捕偵訊場所뼷軍事審判的法庭看
守所뼷以及執行刑罰的監獄和刑場뼷空間本
身就是威嚇人民的象徵뼶當時以各種強硬뼵
剷除異己的手段뼷營造出人民噤聲뼵人心惶
惶的社會氛圍뼷全國人民也都被禁錮在無形
的恐懼之中뼷涉入其中的受難者與家屬뼷也
經常變成人際網絡中的孤島뼷社會隔離的效
果超越了實體的監獄뼶直到今天뼷這段歷史
仍隱隱地影響著臺灣社會뼶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完成的調查報
告中뼷初步可將這些不義遺址區分為三大情
治系統뼷包括軍方뼵警察和特務뼶白色恐怖
的執行主要由特務系統指揮뼷軍뼵警協助뼷
可任意逮捕平民뼶三個處置階段쨰逮捕偵訊뼵
審判與執行뼶戒嚴時期的뺸臺北市뺹是政治
犯主要接受偵訊뼵審判與執行的核心地區뼶

當政治犯在各地被追捕之後뼷在臺北市以外
地區뼷需先送警察局拘留所뼷然後轉送臺北
市뼶 偵 訊 期 間 的 關 押 處뼷 經 常 用뺸 山 莊뼵 招
待 所뼵 接 待 室뼵 訓 導 處뼵 留 質 室뼵 教 育 實 驗
所뺹等化名掩飾뼶審判地點為前後兩處的軍
法營區뼷軍事法庭判決後뼷有期徒刑送往集
中營或特種監獄服刑뼷若被判處死刑뼷則被
送至馬場町뼵安坑刑場等地槍決뼶

這三個政治犯的處置流程뼷其共通點不外乎
是 人 身 自 由 的 限 制 與 監 視뼶 偵 訊 的 目 標 在
於取得自白筆錄交出案情뼷因此政治犯的身
心飽受虐待與刑求뼷宛如置身地獄뼶通過形
式上的審判程序뼷讓政治犯籠罩在死亡判決
的陰影下度日뼷而他們所待的環境뼷就好像
雞籠豬寮般擁擠又悶熱뼶執行階段的目的是
뺸隔離監禁뼵勞動改造뼵思想改造뺹三大核
心뼷因此뼷離島與偏鄉正是隔離的首要選擇뼶

這一段國家侵犯人民基本權利뼵壓迫異議分
子的歷史現場뼷或因時間的變遷與都市的發
展뼷他們正逐漸在時間洪流中被人們忽略且
遺忘뼶因此뼷初步整理並標記出這些重要的
人權空間地景뼷從監禁空間的生產與部署뼷
分析國家機器如何運用空間技術處置並製造
政治犯뼷從加害者系統的角度回望歷史以反
映當代뼷是本次展覽的使命與主軸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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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政府實施

「戒嚴」，並於同年 12 月全面遷入臺灣。

「 戒 嚴 」 的 效 果 之 一， 是 利 用 非 常 態 體

制 的 力 量， 對 臺 灣 島 內 的 各 種 真 實 或 虛

構 的 抗 爭， 以『 內 亂 罪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與『 檢 肅 匪 諜 條 例 』 等 罪 名， 展

開 嚴 厲 的 整 肅 與 追 緝， 此 為 戰 後『 白 色

恐怖』的開端 。

而 白 色 恐 怖 時 期 不 義 遺 址， 指 的 是 戒 嚴

時 期 發 生 國 家 傷 害 人 權 的 歷 史 現 場。 就

些歷史現場包含了國家機器指揮、命令、

制 定 相 關 政 策 的 場 所、 軍 警 特 務 機 關 的

所 在 地， 政 治 犯 們 被 逮 捕 的 地 點， 以 及

處 置 政 治 犯 們 的 偵 訊、 審 判、 執 行 刑 罰

的所在地點。

何 謂 白 色 恐 怖

不 義 遺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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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白色恐怖時期究竟有多少人受難，可以從過去官方公布的三份不同報告，找到可供參考的線索。

在 戒 嚴 時 期， 平 民 百 姓

受 軍 事 審 判 的 原 因， 並

不 限 於 政 治 案 件， 因 此

這 個 數 字 仍 須 細 部 資 料

檢核。

國 防 部 2005 年 呈 給

陳水扁總統的《清查戒

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專案報告》

1,226人  

這是首次公開的官方數

據，但缺乏細部統計，

難以比對考證。

臺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

會根據檔案管理局的檔

案找到

1,062 人

比起 2005 年國防部的

報告，人數雖然較少，

但是每一個人的案情細

節詳細清楚。

根據臺灣民間真相和解

促 進 會 的 統 計，1950

～ 1955 年之間被槍決

的死刑犯約佔全部死刑

犯的

83% 

這 6 年是國家槍決政

治犯的高峰期。

線索二

2005 年 7 月 31 日 國 防 部 呈

給陳水扁總統的《清查戒嚴時

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報

告 》1945 至 1994 年， 國 防

部所管叛亂、匪諜、資匪案件

檔 16,132 人， 其 中 有 判 刑 或

感訓的 9,280 人

國 防 部 的 統 計 時 間 是 從

二 二 八 開 始， 但 缺 乏 詳

細 資 料 比 對 檢 核， 且 當

時對於「暴動」、「叛逆」

或「 叛 亂 」 而 列 入 案 件

統計的範圍界線不明。

線索三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金會《十五週年成

果紀念專輯》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 暨 匪 諜 審 判 案 件， 至 2014

年 3 月 8 日 止， 獲 得 補 償 人

數 7,965 人。

補 償 基 金 會 的 數 據， 經

過 嚴 謹 的 審 查 過 程， 辨

識 度 最 高。 但 不 包 含 不

予 補 償、 非 匪 諜， 或 未

能 及 時 申 請 之 案 件， 因

此 實 際 白 色 恐 怖 受 難 人

數可能更多。

目 前 已 知 真 相

線索一

1988 年 11 月 5 日 法 務 部 主

任 檢 察 官 陳 守 煌 在 立 法 院 內

政 委 員 會 議 上 報 告。1949 至

1987 年， 非 現 役 軍 人 受 軍 事

審判的刑事案件 29,407 件。

刑 罰 本 身 具 有 教 育、 應 報 及 威 嚇 的 考 量， 無

期 徒 刑 和 死 刑 一 樣， 都 是 一 種 極 限 刑 罰， 前

者 終 結 人 生， 後 者 終 結 生 命。 國 民 政 府 對 待

的 政 治 犯 世 界 級 紀 錄， 不 僅 在 死 刑， 更 多 的

是 無 期 徒 刑。 若 不 是 1980 年 代 國 內 外 人 權

團 體 的 積 極 營 救， 不 斷 地 向 當 局 施 壓， 許 多

政治犯可能一直關到老死為止。

目 前 已 知 坐 牢 最 久 的 無 期 徒 刑 政 治 犯， 服 刑

34 年 6 月 又 16 天， 關 押 超 過 三 十 年 以 上 的

政 治 犯 有 二 十 位。 三 十 年 以 上 的 監 禁， 意 味

著 當 他 們 入 獄 時， 如 果 有 一 位 嬰 兒 誕 生， 成

長， 一 直 到 完 成 學 業、 工 作， 這 些 政 治 犯 們

還沒有出獄。

審 判 的 原 因， 並 不 限 於 政 治 案 件， 因 此 這 個

數字仍須細部資料檢核。

李
金
木      

麻
豆
案
三
十
四
年
六
個
月
十
六
天

林
書
揚      

麻
豆
案
三
十
四
年
六
個
月
十
五
天

陳
列
珍      

臺
中
案
三
十
三
年
十
個
月
四
天

王
德
勝      

臺
中
案
三
十
三
年
十
個
月
三
天

李
振
山      

臺
中
案
三
十
三
年
九
個
月
二
十
二
天

劉
貞
松      

臺
中
案
三
十
三
年
九
個
月
十
一
天

王
金
輝      

麻
豆
案
三
十
三
年
七
個
月
二
十
一
天

陳
水
泉      

麻
豆
案
三
十
三
年
七
個
月
十
九
天

洪
水
流      

下
營
案
三
十
三
年
五
個
月
二
十
九
天

謝
秋
臨      

臺
中
案
三
十
二
年
十
一
個
月
十
四
天

王
如
山      

臺
中
案
三
十
二
年
十
個
月
二
十
一
天

王
為
清      

臺
中
案
三
十
二
年
十
個
月

王
永
富      

臺
中
案
三
十
二
年
九
個
月
二
十
七
天

吳
約
明      

麻
豆
案
三
十
二
年
八
個
月
十
一
天

李
國
民      

麻
豆
案
三
十
二
年
八
個
月
十
天

徐
文
贊      

桃
園
電
信
支
部
案
三
十
二
年
三
個
月

朱
煒
煌      
新
竹
紡
織
廠
案
三
十
一
年
九
個
月
十
九
天

孟
昭
三      

孟
昭
三
案
三
十
一
年
九
個
月

柯   

千      

柯
千
案
三
十
年
十
個
月
二
十
天

范
月
樵      

范
月
樵
案
三
十
年
八
個
月

Q1 白色恐怖有多少受難者？

Q2 白色恐怖有多少死刑犯？

Q3 政治犯監禁時間有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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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節從逮捕偵訊出發，介紹逮捕政治犯的偵訊地點與偵訊方法。

情治機關掌握「叛亂」的情報後，隨即對相關人士展開拘捕行動。

案件偵查初期，情治人員多採「就近審問」，利用鄰近的學校、警

局、倉庫、三合院、寺廟等地，進行初步偵訊，然後再轉送偵辦政

治案件的核心——臺北市。

也有不少政治犯直接送往臺北市，交由保安處、保密局、調查局、

憲兵司令部、刑警總隊進行偵訊。



特務審訊人犯時，常以直接的生理折磨， 來取得人犯自白與行動

情報。 

何謂偵訊 ? 

偵 訊 人 員 透 過 訊 問 手 法 和 對 偵 訊 人 員 有 利 的 時 間 和 環 境， 取 得 犯

罪嫌疑人 的自白作為罪證。白色恐怖時期的偵訊，常見使用狹窄

的 空 間 和 孤 立 的 囚 禁， 以 各 種 合 法 或 非 法 的 手 段， 利 用 人 性 弱 點

和 生 理 極 限 摧 毀 個 人 的 意 志， 讓 人 犯「 自 白 」 出 叛 亂 行 動 的 過 程

與成員網路，使特務得以繼續循線抓人。

刑求

刑求手段 拔指甲

刑求手段 螞蟻上樹

刑求手段 坐飛機

刑求手段 老虎凳

刑求手段 坐麻繩

醫 學 上 衡 量 疼 痛 的 指 數 共

有 十 分， 由 於 手 部 有 很 多

敏 感 的 神 經， 拔 指 甲 的 疼

痛程度可達最高的十分。 

脫 去 人 犯 衣 物， 倒 上 糖 水

後 丟 到 草 地 上， 吸 引 蚊 蟻

叮咬。 

刑求手段 倒掛毒打

雙手倒掛毒打 : 雙手置於背

後 吊 起， 口 中 塞 布， 雙 腳

離地，拳打腳踢。 

要 你 如 實 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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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押 於 偵 訊 監 獄 的 人 犯， 遭 斷

絕 一 切 外 界 親 友 律 師 的 任 何 聯

繫， 同 案 的 政 治 犯 也 會 被 隔 離

分 開關押。

特務人員在訊問時，各種心理戰術都會運用，利用人犯孤

立無援的猜疑心理取得自白與情報。

製造囚犯困境

切斷人際網絡

身陷偵訊室的你，不僅

與外界斷絕聯繫，同一

間押房裡更不會有熟識

的 面 孔。 時 間 越 來 越

久，你會想念家人，也

會開始猜疑：某某某會

不會也被抓了？我該不

會被供出來了？

下回提訊你是半年後的

事了，上一回提訊你還

很堅定，但這回就不一

樣了。這半年間，你陸

續聽到有人自新後順利

回家，甚至有人還當了

官。情治人員訊問時也

跟你說某某某都坦白

了，你就承認吧，對大

家都好，過不了多久就

能回家了。如此一來，

你會選擇承認，還是不

承認？

同案人犯須分開關押，

不僅可杜絕串供，更讓

人犯間漸生猜疑，產生

信任感危機，有助於人

犯在訊間時吐實。

訊問時，刻意透露案

情進展，甚至告訴當

事人同案已有人自新，

營造當事人「被出賣」

的處境，此時再以自

新減刑、回家為誘餌，

人犯只好吐露實情。

關押人犯的押房裡，通常沒有對外窗戶，獨有一盞微弱的

燈光照著，讓人難以辨認時間、白天與 黑夜，藉以擾亂生

理時鐘、癱瘓人犯的意志。

或許你熬過了刑求，被衛

兵扶著送回押房。密閉無

窗的押房，僅有一盞小燈

提供微弱的燈光，沒有時

鐘、沒有日曆，現在是白

天還是晚上？你根本判斷

不了自己被關了多久，也

許只過了一天？也許過了

一週？一個月？甚至已經

過了半年？

建構對偵訊者有利的

環境，將人犯關押在

狹小密閉的押房，讓

人犯將無從判斷時間

變化，如此則能帶給

其心理強大的焦慮與

不安感，讓其神經衰

弱，降低抵抗能力。

無法辨識的時間感

想想看…

想想看…

想想看…

快說你有罪

快說你有罪

快說你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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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治特務機關的偵訊空間隱身在大家熟悉的都市空間中，起初多沿用既

有的建築物，將內部裝修為押房與偵訊室。這些偵訊空間會隨著機關更

迭而廢除，或防空疏散政策的影響、都市發展擴大周邊居民增加，而遷

往都市近郊。

白色恐怖時期 逮捕偵訊機關流變

1940年代
末期
│

1950年代

1970年代
│
解嚴

1960年代

六張犁
看守所

保安處看守所
北所南所

博愛路
保安處

大龍峒
留質室

涼州街
憲兵隊

鳳山
招待所

刑警總隊

三張犁
招待所

安康
接待室

左營大街
三樓

保安司令部
警備總部

保密局 調查局 其他軍、憲、警單位

隱身於都市 /

郊區的偵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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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省 保 安 司 令 部 /

臺 灣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

保 安 處 看 守 所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在臺灣戒嚴時期先後主掌臺灣

保防、警備、治安的軍事機構。

根據 1951 年國防部頒布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組織規程」，保安司

令部是在「動員戡亂期間，為確保臺灣省之治安」所需而設的機構。

其下單位保安處的業務職掌包括：情報、肅奸匪諜、治安、行動、偵

訊、羈押管理、特別警衛、特殊份子考管、管訓部隊之指導。

1987 年解嚴後，警備總部所管轄的出入境、出版品審查、郵電檢查、

內亂罪的偵察與審判等業務分別移交給行政、司法單位，臺灣警備總

司令部最終於 1992 年 8 月 1 日裁撤，部分業務改由海岸巡防司令部

接管。

保安處看守所

全 稱 

1946-195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

1958-196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

起 訖

1946-1967

地址或區位 ：西寧南路 36 號所在的完整街廓

第一代東本願寺

第二代東本願寺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二 次 戰 後， 保 安 司 令 部 保

安 處 徵 用「 東 本 願 寺 」 作

為 關 押 人 犯 的 偵 訊 監 獄。

「 東 本 願 寺 」 正 式 名 稱 為

淨土真宗大谷派臺北別院，

始 建 於 1928 年 是 木 構 造

建 築， 兩 年 後 失 火 後 重 建

為中古印度佛教式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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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新吉先生的手繪稿與 1957 臺北市地形圖修正的東本願寺 / 保安處看守

所的平面配置圖。座落於西門町的東本願寺뼷四周築起高牆阻隔商圈的人潮喧嚷뼶過
去 是 為 了 寺 院 的 幽 靜뼷 戰 後 由 保 安 司 令 部 徵 用 後뼷 高 牆 成 為 切 斷 人 犯 與 外 界 一 切 連 結
的利刃뼶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陳新吉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備局、陳新吉

拘留所押房後門

拘留所入口

拘留所押房

根據陳新吉先生的手繪稿與東本願寺平面圖修正後的保安處看守所平面配置圖。保安處

看守偵訊監獄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的木柵欄牢房。每間約 3 坪大小，容納二十人，便

桶放在門口，環境惡劣通風差，牢房臭氣難聞。

一到保安處之後就開始

刑求，讓我做老虎凳、

灌水、電刑，並採取疲

勞 轟 炸 審 問， 不 得 睡

覺，也不給水喝，簡直

生不如死。 —盧兆麟

政治受難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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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

資料來源：Google ear th

照片提供：張維修

根據陳新吉先生的手繪稿與 1957 臺北市地形圖修正的六張犁看守所平面

配置圖。二戰後，保安處入駐前日本志願兵訓練所址，添建營舍，作為保

安處看守所分所。後山就是六張犁公墓。因為靠近山區，看守所十分陰暗

潮 濕， 押 房 內 沒 有 任 何 衛 生 設 備， 僅 有 一 個 高 約 十 四 吋 的 塑 膠 桶 作 為 便

桶。每天清晨各房在士兵的看守下，被關押的人犯輪流出去到馬桶、盥洗。

六張犁看守所 博愛路保安處看守所

北市大安區臥龍街 240-2 號

( 目前現址為海岸巡防總局人員研習中心 )

推測為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 號

警 總 保 安 處， 位 於 臺 北 市 博 愛

路 保 安 處 的 一 樓 和 地 下 室。 面

積 不 大， 閉 路 監 視 系 統 是 其 特

色。 此 處 偵 訊 監 獄 刑 求 嚴 厲，

從 疲 勞 偵 訊、 灌 刑（ 辣 椒、 汽

油）到電刑都有。

所 有 固 體 的 東 西 都 變 成 像

液 體 那 樣 在 流 動， 就 像 達

利 ( Salvador Dali  ) 的 超

現 實 主 義 畫 作 那 樣。 而 且

因 為 長 時 間 沒 有 休 息， 微

血 管 破 裂， 又 缺 乏 水 分，

小 便 解 出 來 都 是 血， 我 實

在很想死了算了。                 

                        —劉辰旦

政治受難者說…

全 稱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保安處看守所

全 稱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保安處看守所

起 訖

1950 年代晚期 -1992

起 訖

1950 年代晚期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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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保 密 局 /

 軍 事 情 報 局

國防部保密局是 1950 年代前期偵辦政治案件的主力，其前身為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負責保密防諜工作。

1949 年 1 月 保 密 局「 奉 准 分 列 為 公 開 與 秘 密 兩 部 分 編 制 」；1950

年 6 月 恢 復 正 式 編 組， 於 臺 北 士 林 芝 山 岩 附 近 設 立 局 本 部。1955 年

情報機構改制，重新劃分任務。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原有保

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接管，該局自此專責執行戰略

預警情報蒐集、研整之任務。

以下介紹兩個和國防部保密局有關的逮捕偵訊地點。

南所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 號內，南所原址位於延平南路 133 巷底以南。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資料來源：Google ear th

全 稱 

國防部保密局 南所

起 訖

戰後 -1955

南所為兩層樓高的鋼筋水泥樓房，有地下室，約有二十間押房。建物內中央為走道，

兩側為一間間狹長型押房。押房除了三面牆是水泥製外，虎頭門、地板與天花板均

是木料製成。後方牆上開有小窗，窗口有鐵欄杆。虎頭門僅 1.5 公尺高，出入均需

低頭，門下方有個送飯菜的小洞。門旁的牆上也有個讓看守監視人犯的小洞。天花

板中央裝有一盞小電燈。每間押房約 3.7 至 7.4 平方公尺（約一坪至兩坪多），容

納二十至三十名人犯，極擁擠而悶熱，人犯需輪流站著、坐睡、倚牆坐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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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所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稻江商職、延平北路 23 巷、伊寧街之間。

研究團隊清查了周邊的地籍資料，株式會社高砂鐵工所」所在地

為「臺北市太平町 7-12 番地」，今日為「橋北段二小段 563 地

號 」， 地 址 是「 大 同 區 伊 寧 街 46 號 」。 從 土 地 登 記 資 料 得 出 北

所範圍如圖所示。藍色是目前已知曾經為高砂鐵工廠所有土地，

黃色是目前已知從來非高砂鐵工廠所有土地。

1950 年 3 月 30 日辜顏碧霞因為支助、掩護鹿窟事件中受難的文

學家呂赫若，於家中被捕。保密局隨即「借用」高砂鐵工廠，工

廠被迫停業。同年 6 月，保密局已將高砂鐵工廠改裝完成，為北

所。政治犯們陸續被送至此處關押，辜顏碧霞亦於 6 月 9 日被送

至被所關押。

辜 顏 碧 霞 在 服 刑 期 間 曾 向 臺 灣 省 政 府 財 政 廳 申 請 高 砂 鐵 工 廠 停

業。

資料來源：本調查研究團隊製作 / 中研院人社中心

全 稱 

國防部保密局 北所

起 訖

195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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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口述，推測為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一帶

調查局的前身為國民黨內的情報組織。1928 年以陳立夫為核心的情

報 組 織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組 織 部 調 查 科， 後 來 改 制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1949 年 4 月 1 日內政部調查

局於廣州成立，中統系統從國民黨內部單位歸屬政府單位。

1955 年調查局改隸司法行政部，隨保密局的改組，接收保密局的國

內保防業務，調查局之大陸工作移交改組後的軍事情報局。調查局和

軍情局於各縣市調查站裁併為一。調查局專責「國內安全」的任務，

軍情局則專司大陸工作。

調查局從大陸遷至臺北後，曾改建大龍峒保安宮附近的祖厝，作為關押偵

訊人犯的留質室。後來酒泉街研議拓寬，周邊房舍陸續新建改建更新，調

查局逐將留質室遷至臺北市東邊更偏遠尚未開發的三張犁地區。

蔡 寬 裕 先 生 口 述 的 大 龍 峒 留 質 室 平 面， 當 時 被 關 押 的 人 犯 常 可 聽 見 附 近

戲台唱戲的聲音，遠處可見染織廠的煙囪。

資料來源：蔡寬裕

大龍峒留質室
內 政 部 / 司 法 行 政 部 /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全 稱 

1950-1956 內政部調查局留質室

1956-1958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留質室

起 訖

195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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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351 號

三張犁招待所坐落在一望無際的田野間，沿著新基隆路二段 13 巷（吳

興 街 舊 稱 ）， 四 面 被 高 牆 圍 起 的 其 隱 密 性 更 適 合 作 為 調 查 局 的 偵 訊 空

間。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第一留質室業務簡報、三張犁招待所簡報

三張犁招待所

全 稱 

1958-1966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第一留質室

1966-1967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留質室

1967-1973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三張犁招待所

起 訖

1958-1973

三張犁留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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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雙城路 12 號

由 於 三 張 犁 招 待 所 周 邊 地 區 的 發 展， 人 口 逐

漸 增 加， 隱 密 性 降 低， 調 查 局 再 將 該 單 位 遷

至 新 店 安 康 山 區， 改 稱 安 康 接 待 室。 安 康 接

待 室 坐 落 在 一 個 小 山 丘 的 高 地， 對 外 聯 繫 只

有 一 個 出 入 口， 建 物 本 身 僅 一 層 樓 高， 卻 配

有地下室，格外低調隱密。

目前空間原持當年樣貌，但閒置荒廢中。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照片提供：張維修 

安康接待室

昔 日 三 張 犁 招 待 所 座 落 的 街

廓，現在是臺北市很常見的四、

五層樓步登住宅公寓。

資料來源：Google ear th

呈馬蹄形排列的押房區，押房僅一坪半大，四面水泥牆與鐵柵

房 門， 鐵 柵 門 外 深 垂 厚 布 帘， 而 燈 又 是 在 走 廊 上， 使 得 押 房 陰

暗而悶熱。不僅看守嚴禁人犯彼此說話，每當有新的人犯進來，

所方會預先拉下所有的厚布帘，徹底阻隔人犯間的交流。押房

形成絕對密封的黑盒子。

資料來源：陳新吉

全 稱 

1974-1980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安康接待室

1980-1987 法務部調查局安康接待室

起 訖

197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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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89 號

1949 年，臺灣省警務處成立刑警總隊，專門負責政治偵防的工作。

刑 警 總 隊 利 用 建 於 1933 年 的 臺 北 警 察 署 建 築 辦 公。 該 建 築 內 附 設 的

拘留所，由木柵欄建成，牢房呈扇形分布，設有中央台監控。另有一

間高約 120 公分、半坪大的地下水牢。政治犯在此多半「過水」幾天，

不久即移監他處。

刑 警 總 隊 內 拘 留 所 特 殊 的 半 圓 環 形

押 房。 平 面 圖 右 側 有 七 間 排 成 扇 形

的 押 房， 另 一 側 則 有 兩 間 組 成 半 圓

形 的 小 押 房， 管 理 者 的 中 央 台， 位

於中間地區，便於監視人犯。

照片提供：張維修

全 稱 

臺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拘留所

起 訖

1949-1958

刑 警 總 隊 拘 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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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涼州街 28 號

憲兵司令部軍法看守所（1950 年至 1957 年），位於臺北市涼州街。

該 址 前 身 為 總 督 府 更 生 院。 戰 後 由 憲 四 團、 憲 兵 司 令 部 陸 續 進 駐。

憲四團為 1950 年代槍決政治犯的主力部隊之一。

兼 具 軍 事 警 察、 軍 法 警 察、 司 法 警 察 三 重 角 色 的 憲 兵， 是 白 色 恐 怖

時期偵辦政治案件主力之一。憲兵司令部早期設在更生院─鴉片戒治

所，憲兵逮捕的人犯送到此關押，一度因空間不足還向永樂國小借用

兩間校舍充作押房。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

全 稱 

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起 訖

1950-1957

憲 兵 隊 看 守 所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

目 前 該 建 築 已 被 拆 除， 現 址 為 空

地作為停車場使用。

涼州街

重
慶
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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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代 初 期 海 軍 總 部 情 報 處 臺 灣 工 作 隊 租

用「 左 營 大 街 142 號 」 作 為 辦 公 與 關 押 人 犯

的空間。1953 年由海軍總部偵查台繼續租用，

至 1954 年海軍總部遷往臺北後才退租。

照片提供：林孝穎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252-262 號

目前研究發現，海軍的偵訊空間有左營大街三樓與鳳山招待所

兩 處 保 存 的 比 較 完 整。1949 年 國 民 政 府 遷 臺 之 際， 海 軍 進 行

內 部 的 派 系 整 肅 工 作， 並 於 1950 年 代 大 規 模 逮 捕 意 圖 投 共、

率艦逃亡、批評時政的官兵，送至左營大街三樓與鳳山招待所

刑求偵訊。

左營大街三樓的現況，與

當年的樣貌變化不大。這

一 排 五 連 棟 三 層 樓 的 店

屋，外觀是綠色與土黃色

洗 石 子， 讓 人 難 以 聯 想，

這裡曾經海軍著名的刑求

偵訊監獄。

軍 隊 內 的 偵 訊 空 間 －

 軍  以 海 軍 為 例

左營大街三樓

全 稱 

海軍總司令部情報處

臺灣工作隊拘留所

起 訖

主要在 1950 年代前期

當 初 關 我 的 時 候， 三

樓 的 特 務 當 面 對 我

說， 寧 可 錯 殺 一 百，

不可錯放一人。

                 —曾耀華

政治受難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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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 10 號

原 日 本 海 軍 鳳 山 無 線 電 信 所。 戰 後 由 海 軍 接 收， 基 地 的 中 心 掛 上

「 海 軍 來 賓 招 待 所 」 的 門 牌， 名 為 招 待 所， 實 為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情

報處用以偵訊、拘禁海軍官兵的空間，又稱為鳳山招待所。

1952 年 以 前 主 要 監 禁 在「 山 洞 」（ 大 碉 堡 內 ），1952 年 後 則 主

要監禁在「普通號」與「優待號」（藍柱紅瓦的日式黑瓦房舍）。

大碉堡（山洞）

照片提供：張維修

普通號與優待號的建築外觀

鳳山招待所

大碉
堡（

山洞
）

優待
號／

普通
號／

辦公
室／

審訊
室／

會客
室

全 稱 

海軍總司令部情報處看守所

起 訖

1949-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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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經過漫長的偵訊、審問階段， 最後被軍事檢察官起訴，就

會進入 軍法審判階段。

青 島 東 路 軍 法 營 區 原 為 日 本 陸 軍 倉 庫，1949 年 軍 法 機 關 陸 續 進

駐， 並設有看守所。爾後，因防空疏散 政策及都市發展需求，原

址標售後， 遷建到景美軍法學校，改建景美軍法 園區，營區內的

法庭是最主要的 審判空間，大家熟知的美麗島大審 就在第一法庭

內公開舉行。 

政治受難者說…

圍牆裡面的房子，分成好幾區，我被 分在第一區。

第一區像個大倉庫，中 間一個寬走道，走到兩邊隔

成許多小 間，用粗木條隔開。我被分在第五 房。房

裡光線黯淡，門很矮很小，我 一鑽進去，首先看到

的便是馬桶。房 裡有七、八個人，擠在一堆，躺下

來 則 必 須 對 腳 地 一 個 緊 挨 著 一 個。 我 的 心 直 往 下

沉，我想 : 這輩子完了。 

                                                — 張家林 



送 入 軍 法 看 守 所 之 後

對政治犯的管理較為鬆綁

相 對 於 偵 訊 階 段 嚴 防 串 供 的「 同 案 同 間 」 規 定， 送 至 軍 法 看 守 所

的政治犯有機會與同案或親友關押於同一處。

政治犯可以與外界聯繫

家 屬 在 政 治 犯 送 至 軍 法 看 守 所 後 才 會 收 到 通 知， 得 知 失 聯 的 親 人

關押的地點。此時，所方開放政治犯與親友間的通信、物品寄送，

帶人犯經起訴或判決後，也允許人犯與親友面會。

在 戒 嚴 時 期， 情 治 機 關 執 行 逮 捕， 完 成 偵 訊， 釐 清「 叛 亂 」 案 件

全 貌、 取 得 政 治 犯 自 白 後， 無 論 人 犯 是 否 為 軍 人， 均 交 由 軍 法 審

判。

叛 亂 案 件 主 要 由 保 安 司 令 部 ／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審 理， 部 分 案

件 由 國 防 部 軍 法 局、 各 軍 種 之 軍 法 處 審 理。 軍 法 看 守 所 成 為「 叛

亂犯」的集中地──政治犯在此等著，等候決定其生命長短的最終

判決。

Judgm
ent

審
判

家屬送物單

對於無法與親友會面的政治犯而言，親友送來的生活用品、食物是牢獄生活中心理、生理

的慰藉。政治犯拿到這些物品，也常常無私的與難友們分享。

親友捎來的消息

在看守所的許可下，政治犯終於能藉由通信與親友聯繫，透過隻字片語彌補錯過的生活片

段。本件為葉盛吉的父親至軍法看守所的信件，信中告訴兒子其妻子郭淑姿平安生下男孩。

資料來源：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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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安、恐懼與等待中度過

政治犯在牢房裡等待開庭，日復一日看著看守點名押人出庭——有的人帶回起訴的

罪名，估量自己的刑期；有的人帶回來判決結果，考慮要不要上訴；有的人沒有回

來，帶上法庭聽完判決後，馬上送往刑場執行死刑。

1951 年看守所增設死刑房。人犯在槍決執行前一晚移致死刑房關押，在此書寫遺

書，翌日清晨出庭聽宣判後，送往刑場行刑。

自覺逃不過死刑的政治犯，寫下遺書，或在紙片留下給愛人、家人的隻字片語，作

為生命最後的交代。這些遺書一直到半世紀後才歸還家屬。

郭慶在判決確定前、判決後和執行處決前書寫的遺書。

黃 賢 忠 在 執 行 處 決 前 兩 天 和 當 天 書

寫的遺書。

獄內外之囚久違的會面

獄內獄外，同樣為囚。家屬的心境，流露在探視時的紀錄，該帶哪些東西、談及生

活瑣事、提醒的話等。本件為陳中統的妻子蔡憲子所寫的會面筆記。

資料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接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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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為何不槍決？

白色恐佈時期，政治犯軍事審判的結果必須經過軍事長官的「核定與覆議」。軍事法庭判決後，

由保安司令部司令層層上簽，經過國防部與總統府的長官們加註意見後，最後呈到總統核定。

因此許多判決書上可以看見當年蔣介石總統加重刑度，甚至被要求處死的批示，如「應即槍決

也可」、「處以極刑可也」、「應判死刑」等不勝枚舉，這種做法使得量刑刑度超越法律規定，

且未說明理由，任意的程度令人膽戰心驚。

蔣 介 石 總 統 批 示 原 判 五 年 的 徐 會 之

「應即槍決可也」。

蔣介石總統將原判 15 年徒刑的黃溫

恭改為死刑。

畫作複製品提供：陳武鎮

陳 武 鎮 先 生 的 創 作「 判 決 書 」 系 列， 將

蔣 介 石 當 年 在 法 官 判 決 書 上 覆 判 文 字 入

畫， 扭 曲 的 人 體 呈 現 出 獨 裁 統 治 下 的 痛

苦深淵。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軍事審判流程

與一般司法審判相較，軍事審判過程不需公開，只有兩個審級，最終判決需經由軍事長官核定

（例如蔣介石），軍審法官的人選由軍事長官指派或核定，行政權直接介入司法審判。平民受

軍事審判，難以獲得獨立公平，有公信力的判決。

逮捕羈押 收押庭

審判庭

發回更審

覆判終結定讞

(以書面通知

覆判結果)

對判決不服，再上訴

審判終結定讞

偵查庭

在押房收到起訴書

(部分政治受難者並未收到

起訴書即出庭受審)

秘密審訊

審理庭 調查庭 辯論庭

平民為何要受軍事審判？

1949 年的戒嚴令讓臺灣人民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緊急狀態。戒嚴法第八條規定，「戒嚴時期，

接戰地域內，關於刑法上左列各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包括內亂、外患、

妨害秩序、公共危險、偽造貨幣、有價證券及文書印文、殺人、妨害自由、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恐嚇及擄人勒索罪、毀棄損壞等罪。此外，觸犯「懲治叛亂條例」者，也一律由軍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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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前中正路）以南、林森南路（前上海路）以西、青島東路以北、鎮江街以東的街廓內。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Google ear th

照片提供：陳新吉 / 拍攝者：陳美霓

青 島 東 路 軍 法 營 區 的 東 所、 西 所 及 軍 事 法 庭， 主 要 出 入 動

線均在青島東路一側，軍法局的所在地，今為喜來登飯店。

全 稱 

1949-195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

1958-196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

國防部軍法局、國防部軍法

覆判局等軍法單位共駐 

起 訖

1949-1967

青 島 東 路 軍 法 營 區 今昔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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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審理政治案件的主要軍法單位皆坐落於青島東路軍法營區，包含保安司令

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國防部軍法局、國防部覆判局、各單位的看守所等，

1952 年前臺北軍人監獄亦位於此地。

1966 年臺灣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青島東路）營區平面圖

青島東路軍法營區包含國防部軍法局、軍法覆判局、軍法局看守所、警衛排及警備

總部軍法處、看守所、警衛連、警總印刷所、眷舍三戶等。

資料來源：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歷史建築暨國防部汽修大隊建築調查研究案 / 中研院人社中心  

1920-1921 年測製地圖

從 1920-1921 年 間 日 本 時 期 水 道 圖 中，

陸軍經理倉庫的相關建築配置。

1949 年臺灣省臺北市營產平面圖

1949 年 臺 灣 省 臺 北 市 營 產 平 面 圖， 顯 示 當

年接收日產時的最初樣貌以及各棟建築物的

使用概況。

2 辦公室 / 3 監獄 / 4-5 營房

8-9 廚房 / 10 辦公室 / 11、13 宿舍

22 廁所 / 23 衛兵室 / 24 禁閉室

25 接見室 / 26 廁所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沿用日軍陸軍倉庫改建的軍法營區 軍法單位共同使用的營區

戰後軍方接收日本陸軍經理部倉庫，交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等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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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防空疏散計畫及臺北市都市發展需求，中央指示警備總部及

憲兵司令部以外的監獄與軍事機構，應遷出臺北市，出售原土地

及房舍，作為在市區外另覓地建築的經費。

1961 年 臺 灣 警 備 總 部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首 次 提 出 軍 法 營 區 疏 遷 計

畫， 經 多 年 討 論 與 規 劃 後 決 定 遷 至 景 美 的 軍 法 學 校 用 地，1966

年青島東路營區房地標售後隨即展開遷建工程。

疏遷計畫

1963 年臺灣警備總部司令部軍法處營房疏遷計畫中的「作業依據」指示：除警

備總部及憲兵司令部外，臺北市內監獄及軍事機構均應遷出市區，將原有土地及

房屋出售，所得提供各機構在外覓地興築房舍。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1966 年 12 月，青島東路軍法營區由李儒芳標得之後，軍法單位必須在一年後將房地騰空移交，

但是搬遷到景美的看守所與辦公空間尚未完工，遷建作業無法在時限內完成。

經協調後，各軍法單位先遷至景美，使用既有建物，未來再增建辦公營舍；政治犯則送往軍法

處看守所安坑分所、保安處六張犁看守所中繼。1968 年保安處催還六張犁看守所，但安坑分所

仍無法容納所有政治犯，只得在新建的景美看守所驗收前，將部分政治犯先行遷入新押房。

在 景 美 看 守 所 完 工 之 前， 軍 法 處

將 看 守 所 在 押 人 犯 轉 羈 押 於 六 張

犁與安坑。

軍法處呈請參謀總長核定軍法處在新建看守所完工驗收前先行使用。

從 青 島 東 路 搬 遷 到 景 美
政治犯在疏遷過程中的臨時關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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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至 景 美 的 軍 法 營 區 維 持 青 島 東 路 時 期 的 空 間 配 置， 軍 法 處 與 軍 法 局 分

處 營 區 兩 側， 覆 判 局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景 美 軍 法 營 區 的 空 間 配 置 是 延 續 青

島東路軍法營區所具備的空間。

軍法營區遷建工程布置圖

不少在軍法看守所服刑的政治犯參與了看守所的新建工程，包含拆除既

有建物、新建工程監工、看守所空間規劃等。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里復興路 131 號

全 稱 

此營區前身為軍法學校，1967 年併入政工幹校後遷離。景美軍

法營區內有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國防部軍法局、國防部軍

法覆判局等軍法單位共駐，也設立軍事法庭，1977 年增設第一

法庭，美麗島大審在此公開審判。

起 訖

1967-1992

景 美 軍 法 營 區

政治犯參與遷建工程的規劃與施工

仿造青島東路軍法營區的空間配置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役 的 蕭 坤 汪 監 工， 他 在 未 入

獄 前 就 是 工 程 師。 另 外 還 有

手 工 藝 工 廠 的 外 役 馬 曜 暉，

協 助 規 劃 外 役 工 廠 區 域 的 配

置， 粟 同 和 我 則 參 與 庭 院 規

劃。   ——陳新吉

政治受難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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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
ent

政 治 犯 家 屬 們 的 接 見 探 視， 均 由 軍 法 營 區 的 側 門 進 出，

直接到會客室登記。短短 100 公尺路徑，銜接許多獄外

之囚們與政治犯之間的一點點聯繫。

政 治 犯 在 景 美 軍 法 營 區 待 審 期 間， 從 看 守 所 提 出 到 審 判 法

庭的必經之路，公正廉明的四個大字是沈重的集體記憶。

見 面 這 件 事 對 受 刑 人 來 說 非 常 非 常

重 要， 所 以 爸 爸 很 希 望 我 們 固 定 去

看 他， 即 使 每 次 只 有 很 短 的 時 間。

那 時 候 交 通 並 不 像 現 在 方 便， 需 要

等 車， 雖 然 我 們 家 去（ 景 美 ） 看 守

所 的 距 離 實 際 上 上 沒 有 很 遠， 但 那

段 時 間 卻 只 剩 下 漫 漫 長 路 的 印 象。

總 覺 得 那 路 程 很 漫 長， 然 後 到 了 看

守 所 不 到 幾 分 鐘， 時 間 馬 上 就 到

了。 

      —朗亞玲（受難者郎俊家屬）

照片提供：張維修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照片提供：張維修

照片提供：張維修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照片提供：張維修

探親之路        審判之路        

會客室

仁愛樓

仁愛樓

會客室

軍事法庭

審判之路

探親之路

第一法庭

政治受難者家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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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把 對「叛亂犯」的顧忌轉化為一座又一座監獄，審判過後就

交 由 相 關 單 位 執 行 判 決。 無 期、 有 期 徒 刑 與 感 化 處 分 者， 監 禁 在

軍 法 看 守 所、 臺 北 軍 人 監 獄、 內 湖 新 生 總 隊、 綠 島 新 生 訓 導 處、

新 店 軍 監、 台 東 泰 源 監 獄、 綠 島 綠 洲 山 莊 與 生 教 所 等。 而 因 為 兩

岸 局 勢 的 變 化 和 政 治 犯 們 的 獄 內 抗 爭， 使 得 監 禁 從 集 中 營 式 的 半

開 放 形 式， 轉 向 高 牆 隔 離， 從 外 島 轉 回 本 島， 又 回 外 島 的 來 回 變

動。

另 有 部 分 的 政 治 犯 由 軍 事 審 判 決 定 了 生 命 的 盡 頭， 送 往 新 店 溪 一

帶、 馬 場 町 以 及 鄰 近 新 店 軍 監 的 安 坑 刑 場 執 行 槍 決。 最 終 章， 由

家 屬 領 回 或 在 六 張 犁 墓 葬 區， 直 到 1993 年 被 發 現， 槍 決 後 的 歷

史現場才完整公開。

刑罰執行空間變遷年表

軍法處看守所、集中營和特種監獄、軍人監獄、感訓監獄、刑場、集中埋葬地



特種監獄集中營



1949 年 7 月 起， 內 湖 國 校（ 今 臺 北 市 內 湖

國小）已被軍隊進駐泰半，1950 年金門大捷

後，徵用更多的校舍作為改造匪俘的集中營，

名 為「 新 生 總 隊 」。 白 色 恐 怖 時 期 擴 大 收 容

更多的政治犯進行思想改造，1951 年起，才

分批將政治犯遷至綠島。

環境如何呢 ?

有 一 半 的 教 室 做 為 改 造 匪 俘 的 集 中 營， 教 室

內沒有課桌椅，而是一般軍營的上下舖臥室。

集 中 營 四 周 用 鐵 絲 網 包 圍 起 來， 跟 學 校 之 間

僅 用 一 道 竹 籬 笆 做 為 分 界。 每 一 面 鐵 絲 網 邊

都有二至三個衛兵崗亭。

新生在這做些什麼 ?

新 生 們 日 常 的 主 要 活 動， 是 學 習 政 治 教 育 課

程， 包 括 三 民 主 義、 孫 文 學 說、 建 國 大 綱、

建國方略、民生史觀等。

沒 有 水 可 用， 僅 靠 著 早 晚 點 名 時， 每

人 分 到 的 一 杯 水 刷 牙、 洗 臉。 校 園 內

有 一 灘 死 水 池， 水 中 因 為 長 青 苔 而 呈

綠 色； 我 們 也 顧 不 得 水 池 骯 髒， 因 為

身 體 上 的 黏 污 更 難 以 忍 受， 一 經 准 許

就用毛巾沾池子裡的水來擦拭身體。

                                        －盧兆麟

校 舍 跟 校 舍 之 間 的 埕， 臨 時 弄 兩 條 溝

仔當廁所…最大的問題是用水…每個中

隊 有 一 個 鐵 桶， 從 水 池 取 水， 放 入 明

礬 沉 澱 雜 質 等 到 隔 天 起 床 後 才 能 用 …

跳 蚤 比 螞 蟻 還 多， 真 是 嚇 死 人， 晚 上

被 叮 得 都 無 法 睡 … 大 家 都 叫 家 裡 買 這

個（DDT） 來， 要 睡 覺 時 就 噴 一 些 在

身上。

                                       －吳大祿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 42 號

一座位在小學校園裡的集中營，思想改造的起點
政治受難者說…

全稱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內湖新生總隊

起訖

1950

1952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總隊駐用內湖國校部分校舍

遷離

內 湖 新 生 總 隊

內湖國小

內湖大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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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內 湖 國 校 家 長

會 與 臺 北 縣 議 會 議 員

葉 金 火 等 曾 經 提 出 陳

情， 要 求 駐 軍 單 位 及

新生總隊遷離。

因 為 軍 法 處 空 間 不 足， 獄 方 決 定

將 一 部 分 可 以 接 受 感 訓 的 人 移

出， 便 借 內 湖 國 校 的 一 半 空 間，

圍 起 一 道 竹 籬 笆 做 分 界。 牢 房 只

有 兩 間， 男 女 受 刑 人 各 一 間， 是

由一般教室所改建。

                                 －連世貴

路 面 都 是 石 子 路， 就 這 樣 翻 山 越

嶺， 走 了 好 幾 個 小 時， 早 上 出 發

下 午 3 點 才 到 內 湖。 但 到 的 時 候

卡 車 已 經 把 人 載 走 了， 只 看 到 一

些 家 屬 還 在 哪 裡 徘 徊， 地 上 一 片

狼 籍， 到 處 都 是 來 不 及 丟 上 車 的

紙盒、包裹。

      －劉敏（受難者吳聲潤家屬）

政治受難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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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綠島鄉公館村將軍岩 20 號，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東側。 1951 年 保 安 司 令 部 在 綠 島， 原 日 本 時 代 火 燒 島 浮 浪 者 收 容 所 舊 址 設 置

「新生訓導處」。從檔案資料中可見當時選擇綠島的原因：

一、叛亂犯人數激增，遠超出軍人監獄與軍法看守所的容量。

二、蔣介石指示「叛亂犯應隔離監禁」。

三、「叛亂犯受毒甚深……泯不畏死，如遇敵機襲擊，恐其利用機會煽惑

衝逃，一旦虎兕出柙，將有礙於市容觀瞻」。

四、 新 生 訓 導 處 之 感 化 教 育 有 利 於 清 除 叛 亂 犯 之 思 想 毒 素， 達 改 造 新 生

之效。

1951 年 保 安 司 令 部 開 始 分 批 遷 移 內 湖 新 生 總 隊 的 政 治 犯 到 綠 島，5 月

17 日第一批政治犯搭乘 LST 登陸艦，在中寮漁港外登陸，他們被統稱為

「新生」。

資料來源：聯合報

新 生 訓 導 處

全 稱 

1951-195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1958-1965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

以離島作為隔離的屏障

移送綠島

起 訖

1951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在此設立新生訓導處，並遷移內湖新生總隊至此

1962 泰源監獄落成後，政治犯陸續被遷移過去 1965 新生訓導處裁撤，     

僅少數政治犯被滯留在綠島指揮部

資料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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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聯合報

新生們的日常勞動

新生們上政治課

1951 年新生們初抵訓導處時，僅有兩排營舍與兩三間瓦石搭起的廚房。

其 他 的 營 房 建 設 倚 賴 新 生 到 海 邊 採 集 海 岸 邊 的 硓 石 古 石（ 珊 瑚 礁 岩 ） 搬

回營區建造克難房和圍牆，把自己關起來。

新 生 訓 導 處 屬 於 集 中 營（concentration camp） 類 型 的 監 獄， 管 理 上

稍 微 開 放， 藉 由 採 買 或 墾 殖， 有 一 些 接 觸 外 界 社 會 的 機 會。 新 生 們 在 此

接受帶有「洗腦」性質的政治課程，並擔持繁重的「勞動」以達「改造」

之 成 效。 勞 動 項 目 包 含 打 石、 房 舍 建 造、 搬 運 補 給、 生 產 日 常 所 需 的 食

物與器具、開闢耕地、引進新作物、挖鑿水渠等。

當 時 媒 體 是 國 家 控 制 下 的 宣 傳 機 器， 撰 文 盛

讚 宣 傳 新 生 訓 導 處 對 新 生 們 的 生 活 以 及 思 想

改造成果。

採石蓋監獄 綠島的新生氣象

政治受難者說…

浩 浩 蕩 蕩， 經 過 光 復 北 路

陸 橋， 到 基 隆 換 搭 大 型 登

陸 艇。 登 陸 艇 在 海 上 前

行， 搖 搖 晃 晃 了 一 整 天，

等 到 大 家 吐 到 差 不 多 完 全

癱軟的時候，綠島到了。

                       －陳篤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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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島 的 新 生 中 不 少 人 有 醫 學 背 景， 如： 胡 鑫 麟（ 眼 科 ）、 胡 寶 珍（ 皮 膚

科 ）、 林 恩 魁（ 外 科 ）、 王 荊 樹（ 婦 產 科 ）、 蘇 友 鵬（ 耳 鼻 喉 科 ）、 呂

水 閣 等 多 位 醫 師。 他 們 利 用 簡 陋 的 醫 務 所， 自 費 請 家 人 寄 藥 來， 非 常 克

難 地 成 立 手 術 室， 在 思 想 改 造 課 程 以 外 的 時 間， 為 官 兵、 新 生 與 綠 島 當

地 居 民 看 診。 一 直 到 今 天， 當 年 醫 師 政 治 受 難 者 們 組 成 的 醫 療 站 仍 是 綠

島史上，醫療資源最豐富齊全的時代。

蘇友鵬前排左一 / 胡寶珍前排右一

胡鑫麟二排右二 / 王荊樹三排左一

照片提供：蘇有鵬 醫師

綠島醫學站 泰 源 監 獄

臺東縣東河鄉北源村 32 號

全 稱 

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

起 訖

1962 落成開始集中各地政治犯至此

1970 發生泰源事件

1972 政治犯遷移至綠島綠洲山莊

1957 年規劃擴建綠島新生訓導處既有房舍，建造容量以三千名為

原則的特種監獄。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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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2 月 8 日， 泰 源 監 獄 裡 一 部 分 的 政 治 犯 基 於 臺 獨 理 念， 籌 畫 發

動革命。由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謝東榮採取行動，

利 用 衛 兵 換 哨 時 搶 奪 槍 械， 卻 陷 入 與 警 衛 連 對 峙 僵 局， 六 人 奪 槍 逃 亡。

軍方動員大批部隊予以捕獲，除鄭正成外，其他五人判處死刑，5 月 30

日槍決。泰源事件爆發後，泰源監獄的管理轉為嚴密，取消外役工作。

1957 年 10 月 規 劃 將

特 種 監 獄 設 於 小 琉 球，

擬 利 用 黃 添 樑 資 匪 按 沒

收 之 財 產 款 項， 撥 充 籌

設特種監獄之經費。

1960 年 8 月 因「 八 七

水 災 」 後 國 庫 已 無 力 支

應 該 筆 經 費、 沒 收 款 項

不 足， 決 定 在 台 東 泰

源， 先 行 興 建 容 納 500

人 的 監 獄， 未 來 另 有 財

源再擴建。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政 府 於 1957 年 規 劃 擴 建 綠 島 新 生 訓 導 處， 設 置 收 容 三 千 名 政 治 犯 的 的

種 監 獄， 隨 後 規 劃 改 至 小 琉 球， 最 後 因 為 籌 建 經 費 不 足， 先 在 台 東 泰 源

興建五百人規模的監獄，1962 年完工啟用。

專為叛亂犯而設立的特種監獄 泰源事件

EXEC
U
TIO

N
執
行

74 75



臺東縣綠島鄉公館村將軍岩 20 號，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西側
泰 源 事 件 爆 發 後， 當 局 決 定 將 泰 源 監 獄 擴 建 工 程 經 費 移 作 綠 島 趕 建 特

種監獄，地點選在新生訓導處西側。1972 年落成的綠洲山莊為典型的

高 牆 封 閉 式 監 獄， 採 賓 州 式 放 射 狀 的 構 想， 設 計 成 十 字 剪 刀 狀， 同 樣

便於中央台的監控管理。

十字剪刀狀的空間架構

照片提供：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泰源事件後趕建的高牆監獄綠 洲 山 莊

全 稱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起 訖

1970 泰源事件爆發後，國防部在綠島緊急興建特種監獄，兩年落成

1987 年解嚴最後 36 名政治犯移至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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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綠洲山莊一翼的長廊。大部分的政治犯關押在一樓，身份特殊或「頑劣份子」

則關押在二樓。有別於泰源監獄時期可以到圍牆外服外役，綠洲山莊則是運用圍牆

內，押房外的空間作為外役區，將人犯的活動完全限制在高牆內。

大部分的政治犯關押在一樓，身份特殊或「頑劣份子」則關押在二樓。相對於泰源

監獄時期可以到圍牆外服外役，綠洲山莊則是運用押房空間作為外役區，將人犯的

活動完全限制在高牆內。

照片提供：蘇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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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處看守所

在尚未判決前的政治犯是羈押在看守所쨞Detention center쨟뼷
監獄쨞prison쨟是判決後執行監禁刑罰的空間뼶因為監獄的空間嚴
重不足뼷因此뼷當年的軍法處看守所也有部分空間成為監獄뼷稱之
為뺸代監執行뺹뼶代監執行的看守所뼷與監獄的功能相同뼷也設有
外役區뼵工廠或工程隊뼷利用政治犯的廉價勞動力對外接單生產뼶
對政治犯來說뼷獲得外役工作可以有多一點生活空間和外界社會接
觸的機會뼶



青 島 東 路 軍 法 處

   看 守 所

全 稱 

1949-195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1958-196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全 稱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

起 訖

1949 進駐前日本陸軍倉庫

1967 點交房地，遷入軍法學校

起 訖

1950 購置新店街的戲院改裝為新店分所

1955 遷移至新店軍監，原址續建碧潭戲院

青島東路軍法營區內東側

根 據 陳 新 吉 先 生 手 繪 圖 與 青 島 東

路軍法處看守所空照圖繪製。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陳新吉

新 店 分 所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 159 號

（現為碧潭公有零售市場）

距離新店碧潭吊橋不及 100 公尺，人潮往來

密 集 的 新 店 街 上， 檔 案 上 標 注 的 陸 軍 第 七 號

營 房， 就 是 保 安 司 令 部 軍 法 處 看 守 所 的 新 店

分 所 所 在 地。 把 老 戲 院 改 為 監 獄， 成 為 人 犯

疏散之處。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中正路

青島東路

上
海
路

鎮
江
路

1949 年進駐前日本陸軍倉庫，改為青島東路軍法

營區的單位之一，因位於營區內的最東側，又簡稱

為 東 所，1967 年 隨 著 整 個 營 區 的 搬 遷， 再 遷 入 景

美軍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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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坑 分 所

全 稱 

1952-1958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安坑分所

1958-1972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安坑分所

全 稱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起 訖

1952-1972

起 訖

1967 改建前軍法學校營區為軍法處看守

         所，隔年遷入部分人犯。

1972 年大部分政治犯移往綠洲山莊。

1992 警總裁撤後，交由軍管區。

新北市新店區莒光路 42 號，新店軍人監獄信監，現為新店戒治所。

新店軍監落成後，軍法看守所以其中的一區信監作為安

坑分所，並陸續增建工場與農場。外役起先以洗衣、燙

衣、縫紉等監舍內的工作為主，爾後增加可外出的工作，

如：耕作、養豬、採石、土木工程隊等。

資料來源：陳新吉

藏身於軍監內的獄中獄

新北市新店區秀朗橋南側

一 道 牆 將 仁 愛 樓 區 隔 成 兩 股 截 然 不 同 的 空 間 氛 圍， 未 判 決 的 人 犯 羈 押 在 左 側 押

房，唯有放封才有機會離開押房。經判決在此服刑的人犯則關押在圍牆的另一邊，

在外役工廠裡勞動，甚至有「外出辦公」的機會。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景 美 看 守 所 /

   仁 愛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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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監獄 感訓監獄



1947 年 6 月臺北軍人監獄在青島東路營區設立，關押軍事犯與「叛亂犯」。

1950 年 12 月蔣經國視察後指出軍人監獄收容人犯已逾量，建議新建可容四千人

之軍人監獄，提供足夠的勞動空間，讓人犯自己自足。

青島東路軍法營區內

臺 北 軍 人 監 獄

全 稱 

國防部臺北軍人監獄

起 訖

1945 改建前日本陸軍倉庫為軍人監獄 

1952 遷至新店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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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監獄的管理

戰後第一座新建軍人監獄

採賓州式放射狀設計，政治犯集中在智監、及仁監。

軍 監 的 押 房 約 30 ㎡ 大， 每 間 關 押

20-30 人。 因 軍 監 供 水 系 統 不 良，

尾 端 押 房 因 水 壓 不 足， 以 致 人 犯 用

水 受 限。 獄 方 即 以 此 作 為 關 押「 頑

劣 份 子 」 的「 反 省 房 」， 除 限 制 人

犯 的 用 水 量 外， 更 縮 短 人 犯 的 放 封

時間。

新店軍人監獄空照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 159 號（現為新店戒治所）

新 店 軍 人 監 獄

全 稱 

1952-1973 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

1973-1987 國防部新店監獄

起 訖

1952 新建

1987 解嚴後停止關押政治犯

司法行政部針對新店軍人監獄私刑酷打人犯

調查報告，視察後確認私刑確有其事，典獄

長楊又凡被拘押法辦，低調處理。

政治受難者說…

裡 遊 監 視 眾， 一 邊 走

一 邊 還 上 下 震 動 .. . 張

倚 融 也 遭 此 項「 坐 飛

機」般酷刑而暈過去，

久久不醒。

                 －張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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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所是對政治犯進行洗腦教育的大型監

獄，主要針對被判決交付感化者、女性政

治 犯、 刑 期 將 屆 以 及 徒 刑 已 執 行 期 滿 但

「有再行感化之必要」的人犯。採軍事化

管理，以上課為主，勞動為輔，政治教育

與生產教育並重。思想考核未通過者不得

出獄。政治犯住在宿舍，平日在教室內學

習政治課程與一般學科如：英語、數學、

文學、歷史、地理、會計等，需定期考核

學習成果；另外要參加生產班，學習裁縫、

農藝等。

1960 年 10 月 泰 國 警 察 考 察 團 團 員 姚 樹 農 上 尉

（YAO SULHINON） 參 訪 生 教 所 後， 在 曼 谷 英

文 世 界 報 發 表〈 民 主 的 洗 腦 方 法 〉 介 紹 生 教 所，

經中央社翻譯後刊登在中央日報，透過這份譯稿，

認識當局所欲展現的生教所樣貌：

（「清水」是土城區一部分的舊地名。）

新北市土城區仁愛路 23 號

生 產 教 育 實 驗 所

全 稱 

1954-1974 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

1974-1987 臺灣省仁愛教育實驗所

起 訖

1954 臺灣省政府興建，保安司令部管轄

1987 解嚴後裁撤

洗腦教育的大型監獄

1954 年，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提案建議政府

興辦「反省院」感化思想錯誤罪犯。

資料來源：中研院數位典藏計畫

資料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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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場與埋葬



馬 場 町 ＆ 安 坑 刑 場

全 稱 

安坑刑場

全 稱 

馬場町刑場

起 訖

1954-1987

起 訖

1949-1954

白色恐怖早期主要以新店溪河灘地為槍決地，據檔案記載行刑地點包含馬

場 町、 水 源 路 一 帶、 川 端 橋 南 端。1952 年 國 防 部 新 建 新 店 軍 監 後， 隨 即

在 一 丘 之 隔 建 造 安 坑 刑 場， 最 遲 至 1954 年 啟 用， 成 為 日 後 政 治 犯 槍 決 的

刑 場。 臺 灣 地 區 政 治 受 難 人 互 助 會 自 1993 年 以 來 每 年 在 此 舉 辦 白 色 恐 怖

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

底圖資料來源：中央日報

臺北市萬華區馬場町紀念公園

昔日肅殺的刑場，目前已經闢建為紀念公園。

新北市新店區安華路一帶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照片提供：張維修

照片提供：國家人權博館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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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葬
政治犯遭槍決後，官方會通知家屬在期限內至極樂殯儀館領屍，並於領屍時向公

家機關繳納「領屍費」。許多家庭礙於經濟條件抑或是因為恐懼，無法在期限內

領屍，有些死者則是在臺灣沒有親友可以幫忙處理後事。

1949-1954 年間遭槍決、無人招領的屍體會直接送往臺北市六張犁山坡處，極

樂殯儀館所有的極樂公墓埋葬。在這當中，國防部曾於 1951 年暫准將屍體交國

防醫學院浸洗三個月，若無家屬認領者作為大體教學之用，再另外火化存放在極

樂殯儀館的靈骨塔內。

全 稱 

六張犁墓區

起 訖

1949-1954

臺北市信義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戒嚴時期政治受

難者第一、二、三墓區與靈骨塔。

1993 年 5 月 28 日 臺 灣 地

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曾

梅蘭，在六張犁公墓的竹林

下 找 到 1952 年 被 槍 決 的 二

哥徐慶蘭墓塚，引起社會大

震撼，此處墓園的黑暗歷史

始得重見天日。

2016 年 6 月 4 日， 臺 北 市

政府文化局指定戒嚴時期政

治受難者墓園為文化景觀。

照片提供：張維修

照片提供：漂浪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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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能明白了嗎？

白色恐怖時期的死刑犯執行過程是最黑暗哀傷的一部分，執行命令的憲兵，

在清晨到看守所不預期的點名槍決名單，最後伴隨著赴刑場的政治犯，只剩

下安息歌與腳鐐的回音。當年死刑的執行如何進行，有許多說法，根據已整

理公開的檔案資料，我們可以藉由李媽兜的案例，了解當年其中一種死刑宣

告、槍決、收屍、公告、通知、沒收財產的流程。

臺 灣 省 保 安 司 令 部 發

布執行槍決公告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行

文臺北市政府「隔日

將槍決兩人，請備棺

兩具，往刑場收屍掩

埋並具報。」並副本

給極樂殯儀館。

「 你 們 能 明 白 了

嗎？」 審 判 官 詢 問

兩 人。「 能 明 白

了。」 隨 後 兩 人 在

宣 判 筆 錄 上 捺 了 指

紋。

臺灣省保安司令

部通知李媽兜、

陳淑端家屬至極

樂殯儀館領屍。

李 媽 兜、 陳 淑 端

伏 法 後， 臺 灣 省

保 安 司 令 部 請 臺

南 縣 政 府 派 員 查

封兩人財產。

1953 年 7 月 19 日 在

各 大 報 紙 刊 登 李 媽 兜 等

「叛亂犯」已伏法。

臺 灣 省 保 安 司 令 部 行 文 臺 北 憲 兵

隊（ 憲 四 團 ） 請 隔 日 一 早「 派 員

率 兵 前 來 本 部 軍 法 處， 將 李 媽

兜、 陳 淑 端 兩 名 簽 提， 綁 赴 本 市

川 端 橋 南 端 刑 場， 執 行 槍 決 並 具

報。」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 1953/ 7/17
· 1953/ 7/17

· 1953/ 7/17 · 1953/ 7/18

· 1953/ 7/18

· 1953/ 7/18

· 1953/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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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建被抹滅的歷史，要先把空間建置起來。
有了空間，故事才能填進去詮釋，歷史才能離
真相近一點點。

                             — 陳孟和 (1930-2017) 

                         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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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諾一個不會重蹈覆轍的未來

本展覽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進行白色恐怖不義遺址調查的初步成果，在

浩瀚檔案尚未完全開放解密的時代，期待有更多人參與調查研究或資料的勘

誤補遺，讓白色恐怖不義遺址可以成為全民的公共歷史寫作。

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將繼續投入不義遺址的調查研究與推廣工作，

納入政治受難者被捕地點、主要案件活動場域、國家執行白色恐怖命令的現

場等等更廣泛的不義遺址，將個別、零星的地點，串聯起來形成臺灣人權文

化地景網絡，以實際的行動來反省並承擔歷史責任，讓受難者以及家屬有所

慰藉，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按圖索驥記憶這段幽暗的過去，從牢籠中解放，

獲得真正的自由，共同走向未來。

空間記憶與轉型正義

空間的轉型正義，是為了記憶那一段不正義歷史， 重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

連結，反思我們獲得真正 自由的可貴。許多白色恐怖處置流程的歷史現場， 

可能正面臨消失、年久失修或者土地開發的壓力， 有些歷史現場至今尚未真

正開放，甚至快要消失在 人們的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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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 高 雄

高雄場地地點在鳳山招待所內的普通

號。展場設計為循環動線，以單一出入

口，讓參觀者可以環繞展場一圈，外側

設置體驗區以及專門介紹人權博物館的

前進基地。

展場以三角形凸起的設計，提示參觀者

進入每一個不同政治犯流程處置的階

段。另外製造 L 型的空間介紹每一個不

義遺址的歷史現場。

R
O

VIN
G

 EXH
IB

ITIO
N

巡
迴
展
全
台

112 113



第二站 臺 中

臺中展出地點為臺中市政府大樓的

中庭。中庭為開放空間，周邊有

十二根公共藝術柱子以此來界定範

圍。空間設計也是朝向一個半開放

式的架構，保持中庭四周開放特性

的同時，讓觀者的動線可以隨著敘

事結構的安排自由移動。

主要動線從右至左，首先是展區

一，拿到受難者敘事的導引文件，

進入展區二的逮捕偵訊空間介紹，

以及體驗區。展區三為審判部分，

景美軍法營區與青島軍法營區、各

據一邊說明，然後進入展區四的執

行空間。出口處銜接人權博物館前

進基地的專屬空間。

R
O

VIN
G

 EXH
IB

ITIO
N

巡
迴
展
全
台

114 115



第三站 澎 湖

展示的執行方式，極需因應場地的優勢及限制，靈活地做

變化，澎湖的場地較小，所以改變了先前展版的作法，再

入館的地方以站立式的資訊版，吸引著名中目光，其餘不

義遺址的地點則在特展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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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 綠 島 人 權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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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站 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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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站 臺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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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站 基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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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國 家 人 權 博 物 館

首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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