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
是臺灣三大都會區之

一，而臺中盆地是人

口最稠密的區域，大肚台地與大

坑丘陵在其東西兩側屏障著。在

人文歷史上，惠來遺址的出土，見

證臺中盆地自古以來即為先民聚

居之所在。在地理位置上，臺中盆

地位於臺灣島中心位置，日治時

期逐漸發展成人口聚集的重要城

鎮。而海拔僅三百公尺的大肚台

地，也就成為軍事防禦的重要基

地，在二次大戰期間，扮演著守護

臺中盆地的重要角色，錯落豎立

其間的廢棄碉堡群，默默的見證

了這一段歷史演變的過程。

翻讀歷史  大肚山建碉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

珍珠港，迫使美國放棄孤立主

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使

殖民地臺灣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

軍事危機。1944年7月下旬，美

軍登陸關島，臺灣成為美軍空炸

的目標之一，臺灣也成為日本發

動對美空戰的基地。日軍為防止

美軍空降部隊由大肚溪口進入臺

中盆地，在大肚山上沿防線興建

防禦性的反空降碉堡，大肚山碉

堡群就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興建

而成。至於馬鞍型火炮掩體，則

在韓戰爆發以後，臺灣與美國簽

定共同防禦條約，為抵擋中國空

軍發動對臺登陸作戰而興建。

地道錯綜  反空降碉堡林立

目前在臺中境內的碉堡共有

反空降碉堡與馬鞍型火炮掩體兩

種類型，除了地面上可見的碉堡外

形之外，地底下的通道更是錯綜

複雜。過去在望高寮俗稱「東海古

堡」的地下坑道，曾經是許多遊客

夜遊探險的絕佳地點，後因安全

因素而封閉。而現有碉堡下的坑

道，也大多在軍方棄置時即以紅

土夯實填堵，或僅存一小段可供人

行進入，當時部隊進入的防禦路

徑，已無法一探究竟。

反空降碉堡有圓柱與吊鐘兩

種造型，其數量尚無正式統計，

分布範圍沿著大肚台地，北起臺

中市大雅區忠義村與沙鹿區的交

界，南至臺中市南屯區與臺中市

大肚區的望高寮交界處。

圖、文/ 蔡金鼎

大肚山歷史碉堡群探秘 

古炮口
睥睨下的
大肚溪

▲ 上圖/二次大戰碉堡，下圖/望高寮碉堡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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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 臺中前世今生
圖、文/ 屈慧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關華山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大臺
中地區的考古調查始

於19 0 0年日本學者

鳥居龍藏、森丑之助進入中部山

區進行人類學調查，而臺中市發

現的第一個考古遺址是臺中公園

（神社），也是由森氏發現的。

四千年前古早臺中人的故事

臺中市目前已知的遺址地點

有168處，從各遺址時空分布的

地點來看，臺中地區的遺址資料

就像一部史書，自四千年前開始

上演古早臺中人的故事，在不同

的時空環境下，也發生了好幾次

的器物風格、聚落型態和文化行

為等的轉變，直到漢人社會移入

臺中盆地，取代、同化了平埔族

文化，開闢了自己的村庄居地。

您相信史前臺中人居住的地方，

可能就在我們住家附近未經擾動

的農田或菜園裡，那兒埋藏遺留

著先民日常生活使用過的石器、

陶器嗎？

平埔族祖先創番仔園文化

根據歷史文獻和語言學者的

研究，在漢人遷入之前，居住在臺

▲ 城市考古，見證臺中歷史。

榴砲陣地 馬鞍型火炮掩體

臺中境內馬鞍型火炮掩體共

有十八座，每一個連隊負責八座，

而砲陣地中的主砲是八吋牽引式

榴砲，此炮介於240砲與155加農

砲口徑之間。240砲只有在金門

才有配置，臺灣本島配置以八吋

砲與155加農砲為主，而從砲陣地

的柱鋤溝深度與縱深，可推斷臺

中的火炮掩體應為八吋牽引式榴

砲。之後因自走式機動火炮成為

主要的對空武器，火炮掩體失去

其作戰功能而遭廢棄，直至今日，

大肚山仍是天弓飛彈部署的連部

重要基地，可見大肚台地戰略地

位之重要性。

整合研究  

保存戰時歷史物證

碉堡的廢棄象徵其軍事功能

的喪失，隨著作戰思維的轉變與

武器的改良，不論是反空降碉堡

或火炮掩體都已經失去既有的功

能與任務。2005年底，軍方拆除

臺中市境內位於望高寮的兩座碉

堡，引發地方文史團體的保存與

搶救聲浪，文化局順應民意，將

位於臺中市境內的十二座碉堡登

錄為歷史建築予以保存，並隨即

進行軍事遺跡普查計畫，得以初

步記錄碉堡的歷史沿革與風貌。

惜臺中縣境內碉堡，當時無法一

併列入保存，因而導致2007年大

度山花園公墓內的兩座碉堡，又

在無預警的狀況下遭到拆除，令

人惋惜。

期盼在縣市合併後的臺中市

境內大肚山碉堡群，得以整合研

究、深入調查，或以文化景觀登

錄，提具再利用計畫，建構完整而

特殊的大肚山地景風情，保存第

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的歷史

物證。

作者簡介

蔡金鼎

臺中市軍事遺跡、眷村及其文物

普查計畫主持人

1 2

3

1 位於可愛動物園區旁的吊鐘型碉堡。

2 火炮掩體成為望高竂的重要地景。

3 位於都會公園內北側停車場的圓柱型

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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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區的平埔族群，分屬於道卡

斯族(Taokas)、拍瀑拉族(Papora)、

巴宰海族(Pazeh)以及巴布薩族

(Babuza)等四個族群，其實他們

之間語言、文化、生產方式大致相

似，僅以血緣氏族聯姻的部落長

時繁衍而成族群。這四大族群中

有幾個大社即位於今日的大臺中

境內，據《台海使槎錄》記載：「大

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

長名大眉。」這個番長在文獻中被

稱為「大肚番王」，他在鼎盛時期

統轄二十七個村社，後來有十個

址，而惠來遺址正朝向國定遺址

努力當中。

啟動遺址保存機制

未來臺中必須啟動遺址的保

存與發展機制，因為中部地區的

考古研究工作尚有許多待解決的

問題，需規劃相關的管理維護計

畫，並進行遺址的保護及教育工

作。為什麼要保存考古遺址？遺

址的保存有許多的理由，從考古

專業的研究價值、保存歷史記憶、

凝聚社區意識，到形塑國民精神

村社脫離，長期直接統轄之地維

持在十七或十八個村社。根據考

古學者的研究，臺中地區鐵器時

代的番仔園文化就是平埔族群祖

先的遺留。

四處遺址 

保存先民文化軌跡 

由遺址出土史前時代的墓

葬與遺物，加上遺物器型比對

分析和碳十四科學定年結果得

知：大臺中都會區包含牛罵頭文

化（4,500~3,000 BP，註：BP是

氣質等。這幾年開發建設工程與

考古遺址間的爭議，引發學者、官

員、議員、里長、文史工作者、建

設業主之間的衝突、角力與妥協。

不論是實質的經濟利益或是文化

價值，必須轉化為論述以尋求多

方的平衡，然而遺址卻有其脆弱

與不可取代性、一旦破壞了就影

響追溯變遷歷程，無法拼出這塊

土地過去完整的圖樣。

透過教育傳承歷史記憶 

考古過程揭發亦見證臺中地

區其實有更深遠、清晰的前世今

考古學界慣用的計年方式，即

指距1950年發明碳十四年代測

定法的那一年起算）、營埔文化

（3,000~2,000 BP）和番仔園文化

（2,000~400 BP）。而中科友達光

電廠區也出土歷史時期漢人的窯

址，說明了臺中地區埋藏著四、

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綜合遺物

及遺跡證據，可知經歷過漫長的

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先民的

生計活動從採集、狩獵到農耕。

迄今臺中惠來遺址、牛罵頭、清

水．中社、七家灣已為指定遺

生，之前各遺址的發掘物大多蒐

藏在博物館與中研院，現今牛罵

頭文化園區、小來公園已闢成教

育園地，由文化局志工導覽解說；

2010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推出

「城市考古」特展，迎接中、小學

師生共同體驗城市出土古物。這

些努力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從社

會的觀點來看，它表現了世界民

族的具體成就，從教育的觀點來

看，它是臺中人長期經驗和知識

的結晶，也是教育下一代的實體

標本，更是文化創新的基礎。

1 3
5 6

4

2

1 臺中地區已登錄的遺址有168處。

2 古早臺中人的生活模擬場景。

3 臺中地下埋藏著四千年的歷史與文化。

4 1717年諸羅縣誌所呈現的大肚台地與平埔族聚落。

5 距今四千年牛罵頭繩紋陶出現在重劃區怪手下。

6 古蹟日活動，惠來國小師生參觀小來公園，在導覽志工的解說下認識遺

址保護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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