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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草屯台灣聖山/噶哈巫文教協會/台灣省諮議會 

人權與文化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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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與文化巡禮 
2017/7/17參訪行程表 

時間 行程 說明 

08：20～09：00 車程（明台→台灣聖山）  

09：00～11：15 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民主廣場碑林區（12 座） 
自由廣場碑林區（50 座） 
鐘樓園區（4 座紀念碑） 
山頂園區教堂園區 
神社園區教育中心 
第一＆第二教育走廊 

11：15～12：30 午餐（台灣聖山）  

12：30～13：15 車程（→噶哈巫文教協會）  

13：15～15：30 
噶哈巫文教協會導覽埔里四庄番
（蜈蚣崙/大湳/守城/牛眠）+牛眠長
老教會簡報 

1 宗教變遷(蜈蚣崙/大湳) 
2 語言發展(守城) 
3 文化復振(牛眠) 
4.牛眠長老教會室內簡報 

15：30～16：10 車程（→台灣省諮議會紀念園區） 回程行經 228 事件烏牛欄
戰役紀念碑，車上解說 

16：10～17：40 參訪台灣省議會會史館 

參觀資訊區—走讀會史、聲
音區---聆聽會史、電子書與
展示區—數位會史、趣味互
動區—體驗會史 

17：40～19：30 晚餐（台灣省議會議蘆餐廳）  

19：30～19：45 賦歸（→明台&朝陽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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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簡介 

 
 
楔子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宗旨為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聚焦

於推行台灣的文化與教育。基金會自 2004 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

神」運動，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獨立建國的

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簡言之即是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

國家。此運動以 228 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 59 位台灣神典範所歷

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

材，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深耕文化基礎。 
 
推動方式是運用台灣傳統信仰祭祀禮拜的習俗，強調信仰的神聖性，第

一階段從 2004-2010 年，運用社會運動方式宣揚台灣神的事蹟，以做為記

憶的召喚。第二階段由 2007 年底至今，建設「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

區」的信仰根據地，以扮演記憶場域中界（連結、喚起記憶）的功能，

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強化 228 台灣神的神聖性。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

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線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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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山簡介 
園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交通路線），自 2007 年底開始建置，是

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紀念場域，園區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

期望從這個園區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從最簡單的生活周遭環

境開始，以最基本的鄉土單位著手而往外擴的同心圓方式學習。 
 
景點大略 
由於聖山景點眾多，在此呈現的路線為入口處到制高點，沿途景物依序

介紹。 
 

 
民主廣場碑林區（12 座）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在園區舉辦 228 追思活動，追思台灣神的犧牲奉獻，

喚起台灣人的民主意識。2013 年開始，舉辦各類的紀念活動，除了把園

區當成教育場所，更舉辦象徵性的儀式，強調儀式的文化現象，及其背

後保存記憶的莊嚴性與文化抵抗，以台灣主體的觀點來詮釋歷史事件與

創造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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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廣場」的碑林區，現有 12 座紀念碑，以宣揚先賢先烈的事蹟與精

神。 
 
蔡同榮博士紀念碑 
張炎憲教授紀念碑 
圖博英雄塔 
慰靈碑 
鄭評烈士紀念碑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 
反中國殖民教育的少年先行者──林冠華紀念碑 
鄭正煜老師紀念碑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Lynn Miles）紀念碑 
台獨啟蒙者──廖文毅追思碑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 

 
教堂區 
聖山自 2010 年開始舉辦 228 等相

關紀念活動，在長者腳程可及的第

一層路線，展示歷年的活動照片，

使訪客對聖山過往活動有概略認

知。 
 
此處有沉思與祈禱的教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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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碑林區（50 座） 
為了彰顯台灣民族英雄對台灣民主的貢獻，2017 年建構「自由廣場」，

共立 50 座台灣英雄紀念碑，做為民主教育的長久追憶，鞏固台灣民主建

國基石。 
 
台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 
國際蛇毒大師、台獨領航者－李鎮源 
不當唐山客，願做開基祖－廖中山 
實踐公義、執正氣之刃的法學大師－林山田 
捨身政治改革的獻祭者－陳文成 
民主運動的思想種籽－雷震 
運轉台灣民主契機的領袖－黃信介 
始終不變其志的民主巨塔－盧修一 
突破禁忌反威權的廉能先行者－陳定南 
焚而不燬的行動思想家－鄭南榕 
台灣獨立運動的開拓者－黃昭堂 
以音樂榮耀台灣的天使－蕭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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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民醫國的台灣新文學先驅－賴和 
台灣佛教的入世革命僧－林秋梧（證峰） 
228 抗爭的火炬－王添灯 
悲天憫人的正義使者－吳鴻麒 
社會正義防線的司法使徒－李瑞漢 
進擊威權的人權守護者－林桂端 
大無畏的行俠仗義者－湯德章 
鐵血護衛公義的檢察官－王育霖 
為民喉舌．大愛無畏－阮朝日 
為「人民」做「報導」的先聲者－宋斐如 
為仁行動．為義發聲－吳金鍊 
醫界的光與熱－施江南 
上醫醫國，捨命護台－黃朝生 
慈悲喜捨．濟世名醫－郭章垣 
仁心仁術無國界的醫德典範－簡錦文 
東台灣醫療、教育的開拓者－張七郎 
國境之南的大愛典範－葉秋木 
勞工運動的衝鋒號角－黃賜 
愛鄉愛民的勇者－林界 
為民主揚帆的海洋之子－王石定 
仁心仁術．為民請願．一生懸命－黃媽典 
原民自治先覺者．阿里山上的尼采－Uyongu Yatauyungana 
淌血保台的抗暴急先鋒－張榮宗 
以美術點亮台灣的油彩化身－陳澄波 
厚德仁慈．大悲無界－潘木枝 
熔鑄民主的修行者－盧鈵欽 
政改、司改的開路先鋒－林連宗 
為人民站在最前線的民主基柱－陳屋 
執上帝公義之劍．反擊邪惡勢力的基督使者－徐春卿 
急公好義．扶弱抑强．敢言敢行－李仁貴 
「言人所不敢言」的跨世代反抗者－楊元丁 
棄醫學法．公正不阿的砥柱－林旭屏 
柔情鐵漢．硬骨精神－張雲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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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上帝之道．赴義犧牲的天使－蕭朝金 
反制暴政．志行剛烈的勇者－陳復志 
無懼時代考驗的剛烈青年－許錫謙 
儒雅勇者．開拓台灣金融基石－陳炘 
教育牧羊人－陳能通 
 

 
教育中心 
以雙語（漢文、英文）方式介紹「台灣神信仰」的推廣歷程，包括信仰

的形塑、審議原則、深入人群到簡居山中的推動等，期盼建構當家作主

的信仰觀與深耕普世價值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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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區 
2015 年底落成的台灣神社，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振台灣人的「自

尊」，為了「教育」，為了「台灣烈士」的追思，為了台灣人民能緊繫

台灣國魂，建立此「台灣神社」以彰其德，保留其等「大愛之行」，為

台灣續存，獨立、建國，留下「教育」資產。 
 
台灣神社 
保台地藏 

  
第一教育走廊 
展現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舉凡專制威權統治、反共愛國教育、禁忌

年代、受難者故事、打破禁忌、平反歷史等圖文並茂的歷史資料（此區

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

紀念基金會提供）。 
 
另一面呈現的是聖山歷次揭碑活動照片紀實，讓與會者或來不及參加到

的訪客，重溫、見證當時感動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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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育走廊 
展示戒嚴時期解密的公文資料（此區為 2007 年「再見蔣總統反共．民

主．台灣路」巡迴展資料，由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以及台灣神

事蹟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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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樓區祈願空間（4 座紀念碑） 
位於半山腰的鐘樓園區，有高 1.7 公尺、重 800 公斤、狀似日式梵鐘的

「228 自由鐘」，搭配一高一低的鐘樓斜屋頂設計，輔佐鐘聲柔和的振動

與傳導。響鐘祈願時，低沉渾厚的鐘聲迴盪在天地間，激發台灣民主建

國意志。 
 
此區有 4 座紀念碑，彰顯台灣現代化、建國運動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一

頁。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 
泰源事件紀念碑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 

 

山頂祈禱空間 
位於園區制高點的祈禱空間，是台灣神信仰象徵的重要所在地。2009 年

春天，「台灣神聖碑」立碑，天地人的許諾，如同說明文所揭示：「效

忠先人保台、護台、建國之精神，承續此等天命，始生至死，為台灣的

民主建國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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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聳的台灣神追思牆，由深淺不一的花崗石片砌造，排列成凹凸起落的

牆面，其中的起伏與色澤花樣，因陽光照射角度不同，呈現自然的紋理

及陰影的變化，代表台灣在民主路上的坎坎坷坷，建國之路不會是一路

順遂，也必需要有努力不懈的心理準備。 
 
台灣神聖碑 
台灣神追思牆 
 

 
道在自然－生態點滴 
豐碩的生態物種，是園區的另一特色。有些物種的生態習性或棲地環

境，需要無污染的大自然或人為干擾較小的棲地，尤其是能提供豐富的

食物來源之處。聖山除了符合這些綜合的因素，尊重一草一木，與自然

共存的環境態度，並以相信自然之中另有一個世界的「道在自然」，秉

持以平常心欣賞萬物、尊重生命，當可以自由來去的動物逐漸現身，顯

示生物怡然自得在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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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噶哈巫及當代認同與振興 

噶哈巫(Kahabu)在歷史上最早的紀錄，是荷蘭戶口表記載之 Aboan 
Poalij，清代文獻記載為「樸仔籬社」，即今日台中市新社、東勢、石岡
等地區。約在 200 年前，受到漢民的大量移墾壓力，逐漸棄守故里，來
到埔里的眉溪兩岸另闢家園，分別是｢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
蚣崙｣。當地漢人稱之為四庄番。 

1999 年的 921 地震，震碎辛苦經營的家園，也喚醒四庄沉睡已久的
族群意識。在人力、物力的挹注，與居民的努力之下，噶哈巫的文化重
新自廢墟中誕生。中斷 50 年之久的牽田祭典，依照耆老的記憶與口述恢
復舉行，自今從未間斷。文化復振的種子深耕於這塊土地，並結實累
累。 

噶哈巫族人很早即參與全國性平埔事務，推動平埔正名運動。2002
年間也成立了｢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在語言推動方面更是成果豐
碩，1999 年自今，已編撰九年一貫教材、九階教材以及種子師資培訓、｢
族語話當年｣耆老固定聚會、族語夏令營、母語歌謠創作等，2015 年更將
族語教學落實地方、培養社區耆老教師。 

噶哈巫不管是在集體記憶、語言保存以及族群邊界都尚稱完整，加
上全力復振文化，正名之路也曾走來篳路襤褸，困難重重…..。而今政府
巳允諾恢復族群身份，盼望更加速進行相關法案通過，讓遲來的歴史正
義安慰年邁的耆老，也給年輕的下一代認同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