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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0 年韓戰爆發，美協防台灣並選定陽明山山仔后為美軍顧問團的宿舍基

地，目前擁有者台銀欲將標售山仔后美軍宿舍區予財團開發。然，山仔后美軍宿

舍群落具豐富的歷史價值、建築，及生態意義，且為陽明山區最精華的平坦區域，

因此社區逐漸出現爭取保存的呼聲。 

本團隊以實習課機會進入社區，協同參與保存再利用議題，與社區互動過程

中形成諸多反省。本文以台北市陽明山山仔后的美軍宿舍保存再利用為主軸，首

先簡介宿舍群及周邊的空間特性，論述宿舍群的價值所在，再者回顧保存運動歷

程，說明團隊如何投入保存工作、觀察到社區的什麼問題，以及對自身角色的反

省，最後對於山仔后基地提出初步規劃構想，希望激發更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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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年韓戰爆發，美國為了防止共產主義擴張，成立美軍顧問團並派遺第

七艦隊協防台灣，選定陽明山山仔后地區作為美軍顧問團的宿舍基地。台灣銀行

當時作為美援資金進入的窗口，山仔后美軍宿舍便交由台銀管理。2005 年，台

銀打算將陽明山山仔后美軍宿舍區共 4.2 萬多坪的土地，切割成十三筆標售給財

團進行開發。基於台灣發展的歷史特殊性，陽明山區具高度政治空間意涵，更是

權貴階級的象徵性空間。山仔后美軍宿舍的拍賣，等於釋出陽明山區最精華的平

坦區域，建商虎視眈眈，開發危機迫在眉睫。 

有鑑於山仔后美軍宿舍群落豐富的歷史、建築，及生態意義，爭取保存的呼

聲漸起。本團隊以實習課機會進入社區，協同參與保存再利用議題，與社區互動

過程中形成諸多反省。本文以台北市陽明山山仔后的美軍宿舍保存再利用為主

軸，首先簡介宿舍群及周邊的空間特性，論述宿舍群的價值所在，再者回顧保存

運動歷程，說明團隊如何投入保存工作、發展未來使用想像、觀察社區問題，以

及反省自身角色，最後對於山仔后基地提出初步規劃構想。 

 

一、空間特性 

山仔后為『在山的後方』之意，山不是北邊的紗帽山，而是東南方的小草山。

山仔后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是通往陽明山的必經之地，且為大陽明山區中最大

的一塊平坦聚落。 

1952年，由陽明山管理局出面，以美援資金徵收農地，興建西式住宅供美

國軍眷使用。陽明山美軍宿舍分為ABCDEFGH各區，共興建217戶。美軍宿舍

是依據不同時期的需求以及美軍眷屬來台的人數而分期興建，各區依軍階或職務

高低而分配不同大小的住宅，房屋配置、空地、臨棟距離，與建物風格均不相同，

晚期興建之H1區甚至融入台灣當地的文化，使用當地建築技術與材料。現存於

山仔后地區的美軍宿舍為C1、C2、F、H1、H2區，以上五區之空間特色分析請

見下圖。 

山仔后地區除了美軍宿舍區外，西邊有 1962 年建立之文化大學，文大的建

立帶動了學校周邊產業的變革，轉以服務業為主，而其龐大的學生多在山仔后社

區內租屋，因此文大學生可說是山仔后地區重要的社區組成或參與者。假日會有

許多遊客從天母古道6上山，經由山仔后進入陽明山區遊玩。 

                                                 
6 天母古道在日據時代即已存在，是銜接冷水坑、山仔后及天母一帶的便道。在過去交通不發達

的年代，古道肩負起山仔后至台北間的交通及物流的民生功能。但現今交通便利，古道曾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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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山仔后美軍宿舍分區特色圖 

資料來源：本組整理 

 

二、美軍宿舍之價值 

山仔后地區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下方，是目前全台規模最大、區塊最完整

的美軍宿舍。就歷史角度而言，山仔后美軍宿舍群不僅是冷戰歷史下，台美關係

的重要見證，同時也是美國在台灣文化殖民的體現。 

建築意義上，美軍宿舍建物本身承襲美國現代建築和郊區住宅風格，是冷戰

                                                                                                                                            
時間被人遺忘，而在政府推廣健行活動下，休閒遊憩遂成為古道在卸下過去交通運輸的重責後，

所負起的另一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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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美式郊區住宅與現代建築在台灣橫向移植的產物，同時承載了當年台灣社會

對「現代化」的所有想像，例如廚房內的流理台、熱水鍋爐等，都告訴人們 modern 
life 是什麼樣子。它表現出台灣與現代性接軌、發展的歷程，是台灣建築史上之

重要的一環（夏鑄九、林樂昕，2007）。 

  另外，生態面上，山仔后也由於地點的特殊，成為下方城市與上方陽明山國

家公園的過渡綠帶及生態緩衝帶。今日山仔后地區除美軍宿舍外，其餘住宅用地

皆已開發蓋成公寓或大樓，只有美軍宿舍低密度的開發形式和庭院，提供水泥叢

林中的呼吸通道，它們調節氣溫、淨化空氣、保持良好的視覺景觀與空間的品質，

默默地維護著全民共有的綠資源。 

  然而，這片富含歷史與生態價值的土地，卻面臨即將拍賣開發的命運，一旦

開發之後，美軍宿舍的消失不僅是人文資產的損失，生態的破壞更是無法再以金

錢挽回，值得共同關切與保護。 

 

三、保存歷程 

2005 年，兩位熱心的居民組成「山仔后文史工作室」，企圖推動保存。保存

運動以環境生態、歷史價值為主要訴求，也試圖釐清宿舍區的土地所有權。除了

在網路上以部落格發佈消息、發起網路連署之外，現實中努力爭取山仔后地區居

民的支持認同，二來尋求志同道合的團體成為「盟友」，另一方面則向公部門爭

取機會。2005 年負責文化資產管理的文化局辦理數次會勘，並指定 141 棟建物

中的 22 棟為歷史建物，然而社區對指定結果並不滿意，希望爭取更多的保存比

例。2006 年初，山仔后文史工作室舉辦中型的競圖活動，生產出訴求保存的十

六組規劃案，刺激了主管都市發展的都發局頒訂此地禁建兩年，預定修改細部計

畫，為保存工作爭取到一段緩衝時間。目前社區與城鄉所團隊正共同討論，希望

保存運動能有更多進展。 

 

四、阻礙：社區問題分析 

本工作團隊藉由城鄉所實習課的機會，接觸到山仔后美軍宿舍保存再利用

的議題。團隊率先接洽山仔后文史工作室的成員，以分工的模式，企圖爭取保存

再利用的可能性。現階段與文史工作室的分工方式是由工作室負責媒體文宣與政

治運作，而本團隊負責針對此區透過空間觀察、社區訪談等方式更深入完整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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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日後提出可行的再利用規劃方案，向公部門與市民大眾宣傳、爭取認同。

但在與社區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了一些社區內的問題需要釐清與反省。 

社區面臨的問題 

從過去到現在，山仔后地區的居民成分可說是相當複雜且多樣。自美軍宿

舍建立時代起，山仔后地區由最初僅有農民的情況下，加入了美國軍官及其眷

屬，呈現多元的文化。至今社區由 AIT 人員、一般台灣承租戶、文化大學學生租

戶、陽明山農民……等不同生活型態與背景的居民組成，皆說明了山仔后社區是

一個充滿異質性的地區。 

本工作團隊針對研究議題，首先將「山仔后社區」定義為目前仍居住在山

仔后地區的居民，包括美軍宿舍裡之承租戶、宿舍周邊外的居民、文大師生以及

山上農民團體等。 

時至今日，美軍宿舍議題的知名度漸開，但足以撼動公部門的力量卻仍然

有限。積極參與保存與再利用者其實只有少部分的租戶、附近地區居民，以及農

民團體，仍然處於少數人與被動的公部門單打獨鬥的狀態，危機尚未解除。目前

美軍宿舍社區所遇到的困難有三： 

1. 主體性不明確 

本工作團隊目前已與基地周邊的部分居民接觸，初步了解他們對於基地的

看法與再利用的想像。在數次與山仔后社區居民訪談、參觀等活動過程中，我們

發現在美軍宿舍地附近穿梭的人雖不少，卻多屬流動性質，致使宿舍區缺乏明確

的主體性。原因在於先前礙於地主台銀欲分區拋售宿舍，許多不願生事之租戶早

已搬離，現存住戶只剩下四成左右；其次因無直接危及到居民生活，關心此議題

的居民有限，且幾乎來自於陽明山其他地區。而鄰近社區的文化大學學生數量眾

多，卻因流動率高，鮮少與這個地區互動、回饋。導致目前美軍宿舍中的主體性

相當弱，也使得規劃時有「不知為誰而戰」的疑慮。 

2. 社區力量未凝聚 

因主體性不明確，現存居民的凝聚力孱弱。進入社區後，團隊發現積極關

心此議題者不多，看法也很分歧，其他部份居民認為一般民眾無法干預政府的作

為，部份則認為只要不破壞現有生態，不反對建物被拍賣改建蓋豪宅別墅，因此

大多採取較為保守且被動的作法。另一方面，社區居民對於再利用的意見各自不

同，有待進一步整合與溝通協調。換言之，真正參與保存活動的人相當少，遑論

有強大共識。所以目前社區動員力不足，有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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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鄰近的文化大學雖然擁有與山仔后美軍宿舍緊密的地緣關係及學術

資源，師生除了不太注意日常進出的生活環境，也較少對美軍宿舍的發展與利用

有實際的行動。總之，文大學生與周邊社區的關係是斷裂的。以上種種因素，導

致現在我們接觸社區中所謂的積極力量，其實僅限於某些熱心的租戶或周邊居

民，使得代表性不足、社區力量微弱，難以與公部門抗衡。 

3. 外界忽視社區危機 

目前外界較少關心山仔后地區的危機原因如下：首先，地主台銀目前暫無

檯面上拍賣開發宿舍等動作，難給外界立即性的刺激。加上美軍宿舍群知名度有

限，外界對山仔后歷史、生態等價值認知不足，另外現今普羅大眾多難擺脫「開

發等於進步」的邏輯，抽象價值要超越資本競逐有其難度。最後談到宿舍租戶本

身的背景，從過去到現在，美軍宿舍租戶的社經地位都在平均之上，面對其所居

環境的危機，爭取保存容易被聯想成優勢階級自保自利的行為，比起弱勢團體的

議題，更難得到一般大眾的共鳴。 

 

五、自省：社區互動歷程 

與社區接觸與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了社區目前在凝聚共識與主體性整

合上的困難與窘境外，同時也必須檢討我們與社區互動過程中的瑕疵。事實上，

我們與社區所建立的關係一直停留在與協會或團體的接觸了解，及零星的個人訪

談上。但身為一個專業團隊在進入社區時到底要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我們和工作

室的角色該如何區辨？我們是作為工作室的垂直執行單位，還是平行工作室的合

作伙伴？跳脫開工作室的人際網絡，我們自己建立的社區基礎又在哪裡？  

因此除了原來就關心山仔后美軍宿舍議題的居民外，我們尚未串連更多關

心山仔后議題的聲音，不管在周邊大多數的商家、居民，或是其他的美軍宿舍租

戶中，大多無法了解目前山仔后少數人所醞釀出的成果和力量。另外，面對社區

內既存的意見分歧與利益衝突，我們也經常受到居民意見的左右，例如社區內有

疾呼生態價值的聲音，同時也有以經濟面衡量而贊成開發的意見；面對美軍宿舍

的大片土地，各團體間也有截然不同的想法，是全區保留抑或是部份售出？是開

放作為社區公共空間？或是以商業的角度來做後續經營？社區內無法整合的意

見與難以平衡的利益關係，讓規劃者的角色與定位產生模糊不清的狀況，我們一

方面想要解決社區內的需求問題，一方面卻又無法找出各團體間的共識與平衡。

兩難困境使我們經常在決策及定位自身時躊躇猶豫。 

 根據以上省思，我們期待與社區建立更深厚的關係，幫助社區脫離現有的

困境，持續合作推動美軍宿舍保存再利用計畫。我們除了以學術單位的身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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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做為社區與公部門的中介之外，首要在社區內部也要做一個協調者的角色。

趁著這兩年禁建的機會中，對內除了盡速與周邊的居民持續接觸，聽取更多不同

的意見，在不同的意見中找尋對山仔后最好的再利用共識；另外透過社區活動，

例如整理某些荒廢的美軍宿舍庭院、舉辦小型集會，讓封閉的美軍宿舍重新開放

給社區居民或一般人，在這些日積月累的工作中取得知悉者的地域認同感，進而

團結力量對抗未來的開發威脅。對外則串連其他相關的 NGO、生態文史工作團

體，舉辦一些對外能見度較高的活動，像是工作坊、公聽會、媒體傳播等，傳達

這個議題的危機與深度價值，增加山仔后美軍宿舍的知名度，當以上累積的能量

足以引起社會的討論，使公部門與土地所有權人必須正視議題時，山仔后社區和

美軍宿舍的未來才有更大的發展空間。 

 

六、空間發展策略與想像 

本團隊暫以前述所提三大核心價值（歷史、生態、建築）為永續規劃的中心

理念，就歷史面而言，美軍宿舍建物保存，可使大眾學習以正面的態度面對歷史

經驗；就生態面而言，宿舍再利用、綠資源之保留代表永續經濟及健康生活形態；

就建築面而言，建築物配合氣候特性設計，與今日流行之綠建築要素若合符節。 

因此，我們根據空間觀察與資料彙整，並綜合目前的訪談結果，建立初步規

劃策略：美軍宿舍之再利用應為複合性使用，生活空間的規劃可粗略二分為兩種

型態，一是對內開放性較高的社區空間，二為對外營運來支持美軍宿舍財務運

轉。而規劃原則有二：一為社區與外來者的使用不造成雙方衝突，二為一切的消

費活動與運作須健康、低污染，以永續生活型態為目標。 

因此，我們透過規劃，鼓勵宿舍內及周邊社區的居民共同參與後續經營，透

過服務勞動提升對地方的認同。期許將來山仔后美軍宿舍能維持簡約健康生活形

態，並穩定創造經濟收益，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我們期許山仔后可以成為一個

「綠意盎然的人文社區」。 

 

七、結論 

山仔后地區見證了不同時代下的文化，交織出豐富且多元的文化氛圍，但這

片富含歷史與生態價值的土地卻面臨即將拍賣開發的命運。儘管現階段公部門已

頒訂禁建兩年，預定修改細部計畫，但社區內主體性不足、力量尚未凝聚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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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山仔后美軍宿舍保存再利用的社區參與歷程反省 
 

卻成為保存美軍宿舍工作中另一道必須跨越的障礙。作為規劃者的我們，該如何

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讓社區居民達成共識，來換取山仔后更大的發展空間？在面對

社區內既存的意見分歧與利益衝突時，規劃者又該如何保持中立的態度，不受居

民意見左右？ 

  因此，相較於直接的社區設計，與社區居民建立信任感更是目前議題操作的

重心。團隊更希望透過上述各種對內社區團結與對外串聯合作的方式，提升社區

居民與一般民眾的認同感，反思過去開發利益的價值觀，進而推動公部門與土地

所有權人對議題的重視，讓山仔后地區能有一個與開發不同的新方向與新發展。 

團隊在與社區、公部門以及學界的互動參與過程中，逐漸明瞭社區參與的複

雜性與困難度，除了必須提醒自己抱持開放且積極的態度與社區各界溝通之外，

更須隨時自我反省在過程中可能出現任何的疏漏或偏頗，嚴格省視自己的立場與

觀點。在進行社區設計之前，了解社區的問題，省思自己可以給社區什麼樣的協

助，是團隊在操作這個議題時學習到的重要課題。對我們來說，社區參與的這條

路或許才剛開始，但今日的積累或許將成為明日的基礎，為文化資產保存闢拓一

面希望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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