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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埔」與「菜寮」

臺灣有許多地名乍聽之下讓人不明所

以，但其通俗親切的特性，又往往讓人想

一探究竟，「三重埔」及「菜寮」即為二例。

其實，早在三百多年以前，臺北的地形地

勢並非今之所見，而是遠在西元 1694年左

右的清康熙年間，一場大地震將臺北盆地

震成一池大湖，鄰近的三重地區也幾乎被

水淹沒，幾十年後，因淡水河沖塞淤積之

故，三重逐漸形成濕地平原，「埔」的原

意即「平原」。再進一步探究，可知早年

北部城鎮的開發，多仰賴淡水河沿岸及其

支流所形成的水運系統，當時從中國來的

大船可直接抵達新莊的頭前埔 (「頭前」意

即「一重」)，再往內陸一點的新莊與三重

交界處即「二重」，「三重埔」也就是第

三段開發的沙洲平原的意思。清乾隆 14年

(西元 1749年 )前後，淡水河以西的菜園

甚多，農人多於園中搭建簡易草寮使用或

居住，「菜寮」之名便沿用至今。

空軍三重一村位置靠近淡水河，是後

來新生的沙洲平地，也就是「三重埔」這

個地方。但因位置又稍微偏遠一些，不屬

於三重埔的主要開墾區域，因而仍以農耕

為主，直到日治時代，仍僅止於埔地與菜

園之用。之後為因應茶葉大量外銷，在近

38公頃的土地上栽種茉莉花、黃梔花、秀

英花等花種，做為製茶所需的煨香材料，

這些過程都和後來該區域的發展有著綿密

的關係。

今昔流轉下的時代演變

連接三重區與臺北市之間的臺北橋，

擁有全臺灣第一大的車流量，不僅物資補

給便利，更是保衛臺灣總督府的重要軍事

戰略要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為

防禦盟軍空襲臺北，於周圍設置多處砲彈

陣地，其中之一便位在今日空軍三重一村

的位置。6座高射炮臺與輸送砲彈的甬道

所建造而成的防砲陣地，成為戍守淡水河

的第一道防線。

民國 34年戰爭結束，日軍撤回日本，

民國 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大批軍民亦

移居來臺。根據資料顯示，自民國 34到

39年間，中國大陸約有 150萬至 200萬

軍民遷入臺灣，當時臺灣的人口也僅約有

6、700萬人之數。政府為安置大批軍眷、

解決居住問題，民國 43年開始募資籌建眷

舍，以黑瓦斜頂及竹編泥牆為房屋主建材，

圍繞著防砲陣地興建了 59戶眷舍。屋舍分

為特、甲、乙、丙四種房型，最大約 12坪、

最小約 6坪，以家戶人口數來分配。戰後

的社會百廢待舉，同時也百業待興；這是

需要療傷止痛的年代，也是曙光已現、充

滿希望的年代。大批移民遷徙來臺，雖然

是大時代的悲歌，但從人類歷史來看，其

文、圖／蘇菲

三重區位於淡水河左岸，與蘆洲、新莊、五股及板橋等區相

比鄰，東與臺北市士林、萬華等區，隔著一條淡水河遙遙相望，

又位處大臺北地區偏中心的位置，有廣大的腹地連接臺北市，是

往返兩地的重要通衢之一，也是臺北市著名的交通城市。種種地

理優勢與條件，帶動三重地區的繁榮與興盛，更顯示其自古以來

是重要的交通地位與國防要塞。

新北市空軍三重一村
重 返 砲 陣 地  重 拾 眷 村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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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處俯瞰園區廣場及砲陣地，充滿歷史氛圍。 ▲ 牆上的勵志標語，反映時代的軌跡。

氣壯山河之勢，何嘗不是一首澎湃壯闊的

交響樂曲及生命謳歌。

民國 60年代，當初原本僅做為臨時住

所的三重一村，轉瞬間已過了 20年，因各

眷戶家中的新成員陸續報到，加上竹編泥

牆經不起長年水患而致頹圮破舊，老房舍

已面臨增建的必要，經軍方同意後，眷舍

遂往上加蓋 2~3層，並向前後院空間延伸

擴建。此後 40多年，經過數次改建，才形

成如今所見的樣貌。民國 85年，因應都市

發展計畫，國防部推動「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條例」，著手對全臺共 866處國軍眷村

進行土地重劃及改建，此大型拆遷及改建

政策，引發許多人對保留眷村文化議題的

重視，而空軍三重一村是新北市僅存保留

尚稱完整的眷村，民國 87年，全村進行會

勘，90年起，新北市政府委託社區營造、

文史工作者等相關團體進行眷村文史踏查

及研究訪問，共同完成多部眷村文化歷史

調查報告。

民國 93年，空軍三重一村文史保存

與轉型的旅程於焉展開，包含在地居民與

企業、三重一村村民、民間社團、社區營

造人士、藝術及文史工作者，以及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與三重市公所等政府單位，

透過多方磨合凝聚起共識，朝著共同目標

邁進。民國 95年空軍三重一村登錄為歷

史建築，成為新北市眷村類文化資產之首

例，從一處優質的封閉型社區，發展成為

一個擁有豐富文化進程與歷史內涵的公共

空間。

獨特且稀有的「砲陣地」遺跡

全面修復後的空軍三重一村，以「新

北市眷村文化園區」的全新面貌呈現，並

於 107年 11月起對外開放。園區占地 1.38

公頃，是北部地區僅存的防砲眷村。位在

三重市區的繁華地段，清幽的環境及特有

的砲陣地景致，不只受遊客歡迎，更是附近

居民每日悠閒散步的後花園。沿著正義南路

走到 86巷，左側四棟黃磚色建築現做為連棟

小劇場之用。往前步行 1、20公尺左右就來

到「遊客中心」，屋前的三棵大榕樹，走過

百年榮枯興衰，是眷村歷史的最佳見證。園

區內遍植桂花、梔子花等香花植物，也是有

別於其他歷史建築園區的重要特色。來到遊

客中心左前方的空地，這是往年眷戶及村民

們活動的廣場。遠遠的就看到廣場地上一個

土黃色大圈圈圖案，再走近一點，發現靠近

中央位置還有一個小圈圈圖案，從小在三重

一村出生長大的導覽志工李慕媛小姐告訴我，

這就是「砲陣地遺跡」。原來，當年日軍在

今之空軍三重一村位置建造的6座防空砲座，

戰爭結束後，砲臺移走，6座砲座也在興建眷

舍時遭到掩埋，直到近年進行眷舍改建及修

復過程中，才陸續發現其中 2座砲座遺跡，

看著地面上的磚塊及砲臺的痕跡，即使未曾

經歷戰亂的年代，仍能揣想當年戰事的急迫

與險峻。如今，砲陣地已成供人憑弔的遺跡，

更成為園區最重要的特色及風景之一。

砲座遺跡旁的一大片地勢稍高的空地，

以前是小山坡，現在是公園及假日市集群聚

的廣場，而地底下便是以前輸送砲彈槍藥及

做為掩體的地下甬道。一走下甬道，入口處

的彈藥置放台很具臨場感，裡頭四通八達的

走道和隔間，若無人指引，很有可能會持續

在原地打轉，果然是仿造「迷宮」形式所興

❶ 三棵百年榕樹高聳參天、樣貌挺拔。
❷ 甬道入口處的右方即彈藥置放臺，左邊往下走就是甬道。
❸ 甬道裡的空間同時也做為防空洞之用。

❶

❷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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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整治過後的甬道，加裝了燈光及溫度

調節設備，顯得乾淨舒適，並無陰暗恐怖

之感，中間有一段還搭配數位科技，以聲

光體驗感受空襲警報響起時的景況，讓民

眾體會當年在甬道裡躲空襲的氛圍。此外，

甬道共有 10個出口及數個凸起的「豎井」

(甬道通風口 )，這些獨特景觀都成了園區

引人駐足流連的最佳賣點。「甬道是我小

時候的秘密基地，每天一放學就往甬道跑。

雖然不像現在有充足的燈光照明，裡面黑

壓壓一片，牆上土塊剝落、地上泥濘不堪，

不小心就會跌倒，其實相當危險，但我們

還是喜歡在裡面鑽來鑽去的玩耍，像是探

險一樣⋯⋯，甬道真的滿滿的都是我小時

候的回憶。」，李慕媛懷念的說。走在甬

道裡，彷彿進入時光隧道般，穿梭往來於

古今之間。

見當年全家大小一起總動員工作的盛況。

「眷味飄香」除了透過原景重現，看到舊

式白色磁磚廚房擺設、美援物資的配給食

材，也看到來自大江南北各個不同省籍的

道地家鄉菜，在這裡，彷彿看到眷村媽媽

們互相串門子，切磋廚藝、交換心得的模

樣。園區另一頭，門牌號碼 15號的「村長

的家」，為空軍防砲司令部上校王鴻鈞與

林國英夫人的房舍，從民國 43年的初次建

造，至今共經歷 7次改建，上校次子王繼

新是最後一任村長，此宅為村長家客廳的

原貌保留，從門外一腳踏進村長家時，就

像回到自己老家般溫馨親切，讓人感動又

懷念，這應該就是所謂「家」的味道吧。

13號的「兒童體驗館」以「家家酒－兒童

遊戲體驗室」的概念，讓小朋友透過辦家

家酒的遊戲方式，體驗眷村廚房的特色。

該館的頂樓平臺是熱門的打卡景點，當天

色漸暗華燈初上，頂樓的燈光逐漸點亮之

際，除了欣賞萬家燈火的夜景，連棟連戶

的頂樓平臺，讓我又對從前左鄰右舍大夥

兒一起觀星賞月，大聲吆喝、閒話家常的

畫面充滿了想像。

「家」，是凝聚向心力的地方，而眷

村就像是個大家庭，濃厚的人情味，維繫

著村人鄰里間的情感。空軍三重一村從守

護臺北地區的軍事堡壘，因其「砲陣地」

遺跡之獨特性，以及深刻的眷村歷史與文

化脈絡得以保存下來，成為守護北臺灣眷

民生活記憶及眷村文化的指標園區。而空

軍三重一村的存在，除了砲陣地遺跡的文

化價值及眷村原貌的重現之外，還有一點

想要傳達的就是：「家」存在我們每一個

人心中，那份永恆不變的溫暖精神象徵與

意義，任時光流轉，依然是每個人永遠的

牽掛。

走過光陰的故事

除了「甬道體驗」與「砲陣地遺跡」

二大特殊景觀外，園區內還保留多處眷村

的特色與文化，以圖文展示、文化體驗及

數位科技等先進設施，展示村民的生活記

憶，傳遞眷村濃厚的在地歷史與文化傳承。

例如砲座遺跡旁有四戶附設庭院的獨棟紅

門建築，原為官階最高的將軍眷舍，現在

是眷村及軍事文化的展示空間：「剛毅

心‧鐵漢情」陳列了空軍軍服、軍帽、軍

徽⋯⋯等軍旅生涯的軍事配備，展現當年

空軍健兒保家衛國的凌雲壯志；「溫柔的

力量」呈現早年臺灣加工出口業興盛的年

代，呼應政府倡導的「家庭即工廠」口號，

家庭主婦均以修改衣服等家庭代工來增加

收入、貼補家用，縫紉機、裁縫刀、剪貼

器具⋯⋯，都是家家戶戶的必備工具，可

▲ 當年家家戶戶勤奮做代工，充分呼應政府「家庭即工廠」的
口號。

▲ 白色磁磚廚房，勾起許多臺灣人的舊時記憶。 ▲ 頂樓連棟連戶的平臺，築起鄰里間情感的橋樑。

交通資訊

●	 空軍三重一村位於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86巷開車設導航至「正義南路 86巷」
●	 公車可搭乘 211、221、261、306、704
至「正義南路底」

●	 搭乘捷運中和新蘆線至「台北橋」站，再

步行約 10分鐘即可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