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 

 

社團法人中華費思諾應國際會執行長

【戰爭記憶‧中台尋跡】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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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 

學歷：省立霧峰農工機工科畢 

經歷：自立晚報記者、台灣日報採訪主任、 

     國家文化總會中部辦公室執行長。 

代表著作： 

主編白色恐怖專書：《黯到盡處･看見光》、《暴風雨下的中師》等共四

本。《在威權的天空下》總策劃。 

 

現任：社團法人中華費思諾應國際會執行長 

學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所碩士 

經歷：96 年度台中市軍事遺跡、眷村及其文物普查計畫主持人 

100 年度臺中市大肚台地文化景觀軍事遺址調查研究計畫主持人 

代表著作： 

《抗與順的抉擇：乙未中彰保衛戰》 

《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口述歷史》 

《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雲林蘇家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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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記憶‧中台尋跡】 

走讀行程表 

2025年 7月 19日 10:00-16:00 

時間 地點 

10:00 從明台高中出發前往 清泉崗、大肚山 

10:00～12:00 

冷戰時期防空碉堡（西） 

冷戰時期防空碉堡（東） 

太平洋戰爭吊鐘型機槍堡 

原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 

12:00~14:00 午餐-台中都會公園 

14:00～16:30 
寶覺禪寺 

霧峰民生故事館/黑翅鳶麵食館 

16:30~18:00 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園區巡禮 

18:00~ 明台高中餐旅會館晚餐 

※走讀 google 地圖連結 

https://www.google.com/maps/d/edit?mid=1Uw8rKWyhnDxaNXR1WXaW_DO9yS

qCLDI&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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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深深捲入東亞戰場的戰

爭動員體系。當時，台灣不僅成為兵源與勞動力的供應地，也作為南進作戰的

重要軍事據點，設有多處軍事設施，包括機場、防空壕與碉堡等。台中地區尤

為關鍵，是日軍在台的重要空軍基地之一，戰時遺址至今仍隱藏於城市與山林

之間，見證了台灣人在戰火中所經歷的動員、服役、被迫參戰乃至犧牲。 

「戰爭記憶・中台尋跡」走讀行程，以實地走訪清泉崗、大肚山、台中市

區與霧峰地區的二戰歷史現場，包括：原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3102 高地與

見晴臺的防禦設施、台中車站周邊的防空壕與碉堡群、寶覺禪寺的靈安故鄉碑

（紀念台籍兵魂歸故土）及霧峰的民生故事館。由陳彥斌、蔡金鼎 2 位學者專

家帶領從戰爭遺構中追尋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希望透過本次走讀，不僅讓參與者看見台灣人在戰爭中所承受的命運，也

思考戰爭如何形塑了台灣的歷史與身分認同。更希望藉由親身踏查與深度對

話，讓這段被遺忘或模糊的歷史，再次浮現於公共記憶之中，並重新書寫屬於

台灣的戰爭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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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解說 

冷戰時期防空碉堡（西） 

戰後國軍所設置圓柱型「反空降」碉堡，構造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外型

為圓柱型，頂端為平頂式，可裝置對空重機槍與火砲，碉堡增設對空機

槍槍位，主要防止敵軍空襲擊反空降，屬於陸軍火力系統，圓柱型碉堡

地底 1 層地上 4 層，碉堡與碉堡間沒有地道相通，地底層的空間寬闊合

一，為「排」級作戰據點。 

 

碉堡前方的兩處地道入口 

 

都會公園西側碉堡已被老樹纏繞 

 

碉堡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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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防空碉堡（東） 

二戰前後，大肚山的軍事部署並沒有重大的改變，不論是日軍或後來的

「國軍」，為了掩護重要的公館機場／清泉崗機場（日本海軍飛行場，

戰後擴建為清泉崗機場）與陸軍飛行場／水湳機場（2004 年終止運

作），將大肚山劃分為北、中、南三個軍事防空區，原本有一座日軍吊

鐘型碉堡與九座戰後國軍所設計的圓柱型反空降堡，其中二座遭到拆

除，剩下七座已列為臺中市歷史建築，包括目前都會公園內東西側兩座

碉堡。 

 

  

位於都會公園東側土丘上的戰後碉堡 圓柱型碉堡地底 1層地上 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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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禁止進入警語仍清晰可見 

 

太平洋戰爭吊鐘型機槍堡 

日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一共在中部（臺中、彰化）興建有五座吊鐘型機槍堡，

除了這一座位於「中大肚 3102 高地機槍堡」，另有陸軍台中飛行場（水湳機

場）機槍堡、北大肚海軍公館機場（清泉崗機場）機槍堡、南大肚望高寮（夜

景公園）機槍堡；以及在鹿港飛行場機槍堡（位於今彰化福興鄉）。 

 
位於都會公園北側的中大肚 3102高地機槍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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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一共在中部 

（臺中、彰化）興建有五座吊鐘型機槍堡 
310高地小型機槍堡有三層， 

高度 8米，厚度為 1米 

 

台中都會公園 

今日的台中都會公園接近大肚臺地之最高點，面積 88 公頃，由內政部營建署依

據《臺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所規劃，並於 2000 年開放啟用。在

1990 年代以前，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是軍事防衛的重要基地。戰後國

軍擴大並延續日軍駐防的作戰陣地佈署，中大肚山共有 310 高地作戰陣地指揮

所、林厝反空降陣地、南忠義砲陣地、北忠義砲陣地；310 高地戰鬥指揮所目

前仍處於戰備使用狀態；林厝反空降陣地是指現都會公園與大雅區橫山里一帶

之開闊地為保護此一地區，加強其防禦能力，戰後軍方依都會園路東西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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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遊園北路與西屯路二線交接點，北至東海路，建置 10 座反空降堡，與眾多

的伏地機槍堡，仔細尋找仍可見其遺跡。 

 

 

臺中都會公園原為軍事高地 

 
公園內仍可見各式防禦陣地 

 

高地上的土丘通常是陣地所在 

 

 

原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 

臺中飛行場為大型四層機槍堡，高度 10.2 米，310 高地屬於小型三層機槍

堡，高度 8 米，二者厚度均為 1 米；大型機槍堡地上空間功能分別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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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儲藏軍需品和彈藥」、「二層：

對空火炮」、「三層：槍關槍」、

「四層：對空機關砲」。完整的碉堡

防禦工事含地道出入口與 25 米深的

地下坑道，可連接另外兩座小型碉堡

或相鄰的野戰工事。 

 

 

原臺中飛行場吊鐘型機槍堡 

 

寶覺禪寺 

寶覺寺是位於臺中的臨濟宗佛寺，日昭和 3 年（1928 年），由東海宜誠禪師發

起興建，首任主持有「藝僧」雅稱的妙禪法師，在日治時期就創辦佛學院與幼

稚園。二戰結束遣返在台日人，不僅財產全數充公，國府還規定每人僅能攜帶

 

解說牌上的歷史背景 

 

碉堡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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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日圓現金，行李則以能「自行搬運」為限，因此，寶覺寺留有許多在台往

生日人的牌位，一直是舊臺中市區日本人重要的參拜與觀光景點。1961 年，日

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分別在北、中、南三地興建「日本人遺骨安置所」，中部

就設在寶覺寺。從此，每年 11 月 15 日，「寶覺寺慰靈祭」成為台日友好的象

徵，即使兩國斷交後仍照常舉行。1990 年 11 月 25 日，已故李登輝總統親臨寶

覺寺，現場擠滿了上千位台日雙方白髮蒼蒼的長者，他們全是為祭悼日本時代

被徵調到南洋的 3 萬 3000 名台灣人的英靈，他們共同捐資豎立一座「靈安故鄉

紀念碑」，以告慰戰死的台灣亡靈，直至今日，11 月 25 日「寶覺寺慰靈祭」

仍是台日雙方追求和平的重要集會。 

 

 

英魂觀音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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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安故鄉碑碣 

 

魂歸故土碑碣 

 

霧峰民生故事館 

霧峰民生故事館原為「民生診所」舊址，戰後 1946 年由林鵬飛醫師經營至

1990 年退休，是許多霧峰人共同記憶。林醫師退休後移居臺中市，診所日益荒

廢，經地方團體廖淑娟、孫崇傑等人士呼籲奔走，2014 年霧峰區農會買下了老

房子與屋前空地，將其打造成「霧峰民生故事館」。一樓介紹林鵬飛醫師生

平，並保留舊時的診療室；二樓特展－「神靖丸紀念展覽室」，講述一段 1945 

年 1 月 12 號，一段鮮為人知的悲情故事。除此之外，為展現食農教育與霧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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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一樓的「農學食堂」與二樓的「黑翅鳶米的前世今生」特展，都是值

得遊客駐足的好地方。 

 

 

霧峰民生故事館有很多臺灣二戰的故事 

 

 

霧峰農會同時經營食堂，推動食農教育 

 

 

神靖丸的故事是重要的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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