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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藝術創作展現眷村新風貌之認同感調查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1945 年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收回日本台灣總督府管轄區域，已經逐

漸有中國大陸各省居民與官兵來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為了解決 150 萬以上激增人

口帶來的居住問題，開始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以軍種、職業、特性

等，分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為現在所知的「眷村」。 

 

  走在舊城左營，穿梭在大街小巷都能感受濃厚的古老氣息，沿著主要幹道左

營大路往南從海功路到必勝路一帶，詼諧角度來看這裡可稱是左營的「眷村大本

營」，而話題最火熱的，莫過於超過 60 年歷史的自助新村。近年來的都市更新

計畫，讓許多拆遷的眷村慢慢走入歷史，而預計 6 月即將拆除的自助新村，雖然

方案未定，但已激起在地的一股追逐「眷」戀熱潮。 

 

  塗鴉起緣來自於兩位大學生由老榮民口中得知眷村即將拆除，使得當地學生

以藝術創意結合眷村文化，藉著彩繪與 3D 的 KUSO 壁畫，讓即將消逝的眷村又

再度活絡起來。用色大膽顛覆一般人對眷村的刻版印象外，新世代的想法與巧

思，讓眷村的大街小巷甚至每個轉角，都有煥然一新的生命力。 

 

二、研究動機 

 

  政府為了配合都市更新計畫，積極開發鄉鎮地區的老舊社區，使得許多值得

流傳的記憶與保存事物遭受破壞或抹滅；在歐美國家，政府及民間機構極力保存

文化，政府相關單位雖然每年皆有編列預算做為文化產業用途，但「文化」本義

之廣，要保存或推廣的事物之多，能用於保存的經費並不多，對於舊文物保留除

了具保存意義外，更也是文化永續的一個關鍵（黃麗娟，2010）。 

     

  國內閒置空間再利用主要跟隨文化政策而進行，而當地居民對閒置空間再利

用之預期品質與實際知覺為政策執行成功的重要因素。政府盼能藉由此政策、實

際執行者與當地居民的看法，了解此政策的成效。同樣擁有閒置空間的自助新

村，因為眷村裡的公共設施簡陋、衛生狀況又不好，即將面臨被拆除的問題。近

年來因兩名女大學生恣意在此揮灑象徵青春的塗鴉，讓左營自助新村不再是閒置

空間，進而轉變成帶動地區觀光發展的藝術眷村。所以本研究打算探討左營居民

對閒置空間再利用之認同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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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自助新村範圍約有四萬一千零七百平方公尺，藝術創作形成眷村新的風貌，

再加上 2011 年由文化局所創辦的文化公車，更帶起了左營自助新村的繁榮，所

以深入了解居民，是研究的目的，本組研究目的茲分述如下： 

(一)了解當地居民對於保留眷村文化的意見。 

(二)了解當地居民對於藝術創作和眷村文化結合之認同感。 

(三)探討眷村新風貌是否帶來新風情。 

(四)探討眷村新風貌所帶入的人潮是否當地居民造成不便。 

 

貳●正文 

 

一、認同感 

 

  有關「認同」之管理及行銷文獻，多從組織認同的角度進行探討，整合了管

理及行銷領域多位學者對認同的研究，區分出三種基礎：關係（relationship）、行

為（behavior）和象徵（symbol），並分別有不同的理論支持（彭淑珍，2011）。 

 

  根據上述資料，小組討論後結果為，自我認同是屬於個人對於自己內心想法

之肯定，社會認同相同的也是個人對於社會之肯定，進而會產生關係、行為、象

徵的表現就是認同感。 

 

二、眷村的起源 

 

1949 年（民國 38 年）一群來自大江南北的大陸人隨著國民黨政權大批抵台

群聚而居，據說當時為了避免 228 事件後遺症同時策劃使用由大陸運扺台灣的

92 萬兩黃金藉由薪資米糧散播全台，所以辦理集合式的「眷村」，由軍、公、

教、中央民代按職等之不同抽籤安排各種坪數等級不同的無產權宿舍（潘國正，

1995）。 

 

  根據上述資料，小組討論後結果為，早期的眷村是為了避免 228 事件之後的

飢荒，因此才成立的眷村，為了統一發放糧食，當時是屬於集合式的眷村。 

 

三、眷村的現況及困境 

 

（一）現況 

 

  民國 96 年 11 月 21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修正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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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存修法第 1、4、11、14 條等，將文化保存精神納入眷村改建條例，國軍

老舊眷村改建或做為眷村文化保存之用，得運用國軍老舊眷村及不適用營地之國

有土地，興建住宅社區處分或為現況保存（李宜霖，2010）。 

 

（二）困境 

 

  時代變異，老舊眷村在推土機及怪手的推挖下，慢慢消失不見，而當時的第

一代眷民也逐漸凋零，第二、三代則因眷村改建及事業、婚姻等的種種因素慢慢

搬離眷村，當年眷村活絡喧囂的景象已不復見。隨著都市文明潮流的演進，眷村

文化在時代脈動中逐漸被淹沒。要保存一個時代特有的文化，必須多方面的努力

經營（眷村文化館）。  

  

  根據上述資料，小組討論後結果為，左營自助新村為一個能夠促進高雄觀光

產業發展區域，一旦被指定為文化景觀，就具備保存的價值。 

 

四、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調查是以「實地問卷調查法」進行，問卷發放方式採隨機抽樣，有意願之

左營居民協助填寫問卷。 

 

(二) 研究對象 

 

知道自助新村此處的左營居民。 

 

(三)問卷設計 

 

  本專題是以問卷調查作為測量之工具，問卷內容可分為二個部分。 

第一部分：了解居民對自助新村周圍環境及歷史之概況為何? 

第二部分：了解居民對自助新村整體認同感。 

 

(四)資料分析方法 

 

  此研究利用圓餅圖、長條圖或 Excel 簡單之統計數值，分析受訪者基本資料、

約略概況、整體認同感，使讀者可以容易掌握資料之數據，並增加應用之可能。 

 

六、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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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營居民所填寫的問卷分析後，可得知大部分居民認同自助新村結合藝術

展現眷村新風貌，雖然會因參觀人數眾多導致喧嘩聲過大、環境髒亂、交通擁擠，

但也提升了當地的觀光發展與經濟成長。 

 

(一)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概況之了解分析 

 

1、左營居民對左營眷村由來之了解分析 

 

圖 2-1-1 左營居民對左營眷村由來之了解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了解左營眷村的由來為 59%；否為 41%。依照上述

資料，我們可得知了解左營眷村由來的居民居多。 

 

2、左營居民知道自助新村彩繪壁畫由來之分析 

 

圖 2-1-2 左營居民知道自助新村彩繪壁畫由來之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知道自助新村彩繪壁畫的由來為 57%；否為 43%。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知道自助新村彩繪壁畫由來的居民居多。 

 

3、左營居民認為彩繪壁畫提升當地形象之分析 

 

圖 2-1-3 左營居民認為彩繪壁畫提升當地形象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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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認為彩繪壁畫會提升當地形象為 83%；否為 17%。

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認為彩繪壁畫會提升當地形象的居民居多。 

 

4、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會影響左營的潔淨度分析 

 

圖 2-1-4 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會影響左營的潔淨度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會影響左營的潔淨度為 39%；其次是

否為 29%；無意見為 32%。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認為自助新村會影響左營

潔淨度的居民居多。 

 

5、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吸引的人潮會造成擁擠之分析 

 
圖 2-1-5 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吸引的人潮會造成擁擠之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吸引的人潮會造成擁擠為 51%；其次

是否為 20%；無意見為 29%。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認為自助新村吸引的人

潮會造成擁擠的居民居多。 

  

6、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增加左營的噪音汙染之分析 

 
圖 2-1-6 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增加左營的噪音汙染之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會增加左營的噪音汙染為 4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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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 33%；無意見為 23%。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認為自助新村增加左營

噪音汙染的居民居多。 

 

7、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能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之分析 

 

圖 2-1-7 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能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之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認為自助新村能吸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為 71%；

其次是否為 8%；無意見為 21%。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認為自助新村能吸

引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的居民居多。 

 

(二)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整體認同感分析 

 

1、 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之認同感分析 

 

圖 2-2-1 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之認同感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自助新村為 38%；其次是同意為 39%；尚

可為 23%。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同意自助新村的居民居多。 

 

 

 

 

 

 

 

2、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有助於您對左營產生歸屬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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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左營居民對自助新村有助於您對左營產生歸屬感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自助新村有助於自己對左營產生歸屬感為

26%；其次是同意為 33%；尚可為 39%；不同意為 2%。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

得知尚可認同自助新村有助於自己對左營產生歸屬感的居民居多。 

 

3、左營居民對認同舊眷村結合藝術創作展現眷村新風貌分析 

 

圖 2-2-3 左營居民對認同舊眷村結合藝術創作展現眷村新風貌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舊眷村結合藝術創作展現眷村新風貌為

43%；其次是同意為 38%；尚可為 18%；不同意為 1%。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

得知非常同意舊眷村結合藝術創作展現眷村新風貌的居民居多。 

 

4、左營居民對認同左營自助新村會改變您的價值觀分析 

 

圖 2-2-4 左營居民對認同左營自助新村會改變您的價值觀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左營自助新村會改變自己的價值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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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其次是同意為 39%；尚可為 31%；不同意為 5%。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

得知同意左營自助新村會改變自己價值觀的居民居多。 

 

5、左營居民對認同女大學生在眷村裡創作藝術分析 

 

圖 2-2-5 左營居民對認同女大學生在眷村裡創作藝術分析比例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女大學生在眷村裡創作藝術為 45%；其次

是同意為 36%；尚可為 15%；不同意為 3%；非常不同意為 1%。依照上述資料，

我們可得知非常同意女大學生在眷村裡創作藝術的居民居多。 

 

6、左營居民對認同自助新村將被拆除分析 

 

圖 2-2-6 左營居民對認同自助新村將被拆除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非常同意自助新村將被拆除為 7%；其次是同意為

7%；尚可為 17%；不同意為 30%；非常不同意為 39%。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

得知非常不同意自助新村將被拆除的居民居多。 

 

 

 

 

 

 

7、左營居民對於如果自助新村不必被拆除，且政府將規劃成觀光地區認同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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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圖 2-2-7 左營居民對於如果自助新村不必被拆除， 

且政府將規劃成觀光地區認同感分析圖 

 

  依照圖中資料，左營居民對於如果自助新村不必被拆除，且非常同意政府將

規劃成觀光地區為 42%；其次是同意為 25%；尚可為 25%；不同意為 5%；非常

不同意為 3%。依照上述資料，我們可得知非常同意政府將自助新村規劃成觀光

地區的居民居多。 

 

參●結論 

 

一、結論 

 

(一) 了解當地居民對於保留眷村文化的意見 

 

  當地居民對於保留眷村文化的意見，由圖 2-2-3 可得知，非常不同意眷村拆

除為 39%，由此可見當地居民希望左營自助新村不被拆除的人數較多。 

 

(二) 了解當地居民對於藝術創作和眷村文化結合之認同感 

 

  當地居民對於藝術創作與眷村文化結合的想法與認同，由問卷調查後可得

知，大部分的居民是非常認同藝術創作和眷村文化結合的。 

 

(三) 探討眷村新風貌是否帶來新風情 

 

  左營居民同意藝術創作是在老舊眷村中注入新生命、新活力，把原本舊的居

住環境增添一些不一樣的元素及創意，進而發展出觀光與休閒的功能。 

 

(四) 探討眷村新風貌所帶入的人潮是否當地居民造成不便 

  由上述分析圖(噪音污染、潔淨度、人潮擁擠)可得知，人潮眾多確實會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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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帶來許多不便，例如：垃圾隨地可見和喧嘩聲太大…等，嚴重影響當地居

民生活環境品質及安寧。 

 

二、建議 

 

(一) 政府多加參考意見 

 

  請政府聽聽居民的意見，眷村是那些老榮民從年輕時就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們

彼此聯絡感情的地方，如今要拆除掉眷村，使那些老榮民搬到他們一點也不熟悉

的城市居住，在加上居民在台多無親屬，希望政府能夠多聽聽居民的意見。 

 

(二) 認同眷村 

 

  改為觀光地區比被拆除更為被認同，左營自助新村為一個能夠促進高雄觀光

產業發展區域，高雄市政府是否該更嚴謹的看待要不要拆除此眷村。推動台北中

心新村眷村保存的張聿文表示，保存這件事必須要有一個身分，也就是文化資產

保存法裡法定的身分，一旦被指定為文化景觀，就具備保存的價值。雖然本眷村

或許無任何文化景觀，但是卻能帶來許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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