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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美國空軍於 1955 年 1 月進駐臺南基地，航空部隊多由南韓、琉球、菲

律賓調遣而來，初隸美國空軍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1966 年 2 月改由美國

空軍第 327 師指揮。美軍人員抵達臺南後，住宿有幾種選擇：基地宿舍、旅

館或招待所、租屋及臺灣的銀行於基地外建造之宿舍，如鄰近臺南機場的 2

處宿舍區，以及毗鄰臺南美國學校的 20 間房舍。 

臺南美國學校成立於 1953 學年，原為美軍顧問團學校，由美國海軍管

理，是臺南唯一由美軍直營的學校。1955 年更名為臺南美國小學。1957 年

更名為溫萊特學校，或稱溫萊特中學。1967 年改由美國空軍管轄。隨著駐

臺南美軍逐漸撤離，1975 年該校結束營運，逐漸走入歷史。現存圍牆及校

舍遺構，不但象徵該校的歷史場域與記憶，更是冷戰時期臺美軍事交流的見

證。

關鍵字：冷戰、臺南、美國、美軍、學校

投稿日期 2022 年 5 月 17 日、送審日期 2022 年 5 月 18 日、通過刊登 2022 年 7 月 15 日。

196

74卷第 2期



壹、前言

近年來，位於臺南市北區開元振興公園一帶的原美軍宿舍及美國學校舊

址，在保存與開發的衝突下成為民眾關心的議題。該地曾是日軍的三分子射

擊場，戰後由國軍使用，50 年代後闢建為駐臺美軍宿舍，並於宿舍旁興建

美國學校，供駐臺美軍子女就讀。隨著 70 年代美軍撤臺、美國學校關閉，

由市府闢建為公園迄今。1 現存的圍牆、門柱、建物等遺跡，彷彿將人們的

記憶帶回了冷戰時期美軍駐臺的年代。

二戰結束後，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

營，逐漸進入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冷戰時代。1946 年 2-3 月間，美國駐蘇

聯大使館代辦肯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和邱吉爾的鐵幕演說（Iron 

Curtain Speech），形塑美蘇對峙與反共的氛圍。9 月，蘇聯駐美大使諾維科

夫（K. V. Novikov）也提出了敵對意識極強的報告，指責美國反蘇並危害世

界和平。1947 年，美國以馬歇爾的「歐洲復興計畫」增強了歐美的團結。

蘇聯則成立歐洲共產情報局，協調和控制共產國家對外事務。自此，美蘇對

峙發展為兩大陣營的對峙。1948 年開始的柏林危機更進一步地促成 1949 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的對峙，軍事意義上的冷戰亦自此展開。2

 戰後初期，美國主要關懷的是歐洲、中東，由於無力處理亞洲，故帶

有中國可能東方狄托（Josip B.Tito）化的想像，成為對華政策主軸。美國

也未放棄與中共的接觸，如 1949 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中共佔領南京時，依然留駐當地，並與中共代表黃華接觸。3 但在

會議進行時，毛澤東卻向史達林表態，中國不歡迎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1　 〈「阿嬤你看」市集旁要蓋大樓 臺南美國學校殘牆去留引關注〉，《自由時報》（2021/10/12）、〈臺南原美

國學校將開發 居民怨：這樣有比轉運站好嗎〉，《聯合報》（2022/6/21）。

2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2011 年），頁 17-18；周湘華，《遺忘的危機

──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真相》（臺北：秀威資訊，2008 年），頁 30-35。

3　 周湘華，《遺忘的危機──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真相》，頁 37-38。

197

冷戰時期的臺南美軍宿舍與美國學校



的使節留在南京，他將會很樂意見到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使節離開中國。4 6

月 30 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宣佈向蘇聯「一面倒」。論者

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態度、中共需打消蘇聯對其狄托化的疑慮、共產黨的

思想等都是中共採取與美國敵對的因素。5 陳兼則認為， 1949-1950 年間毛

澤東思想挑戰了美國帝國主義，認為新中國要摧毀美帝所屬的舊世界。反美

政策的根源來自毛澤東轉變中國政治、經濟、國際觀點等的宏大計畫。6 

 8 月美方公佈〈白皮書〉7 後，「靜待塵埃落定」，而毛澤東非但不領情，

更把〈白皮書〉當作負面教材，連續撰寫數文，痛批美帝國主義。8 張淑雅

認為，〈白皮書〉發表前夕的美國對臺政策，只是美方精打細算的不作為。

決策者對目標與代價的排序，在某些情況下，個人的偏見、情緒和評價，影

響力甚至大過理性的計算。如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對國府的敵意

就很明顯，後來即便出現了韓戰，美國仍希望有人能取代蔣介石，並以扣留

美援要脅政治改革。直到韓戰爆發兩年多後，華府才開始採取較積極的保臺

措施。9

美國於 1951 年春季成立駐臺美軍顧問團，此事於 4 月 20 日公諸於

世。10 九三砲戰爆發後，1954 年 12 月雙方簽定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4　Chen Jian, “The Myth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Light of New Evidence,”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1, No.1 (Winter 1997), p. 84.

5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 49；周湘華，《遺忘的危機──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真相》，

頁 43。而華德（Angus Ward）事件則為後來中共驅逐美國外交官，更堅定立場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導

火線。參見周湘華，《遺忘的危機──第一次臺海危機的真相》，頁 43-44；或見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

（臺北：前衛，1997 年），頁 365。

6　Chen Jian, “The Myth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Light of New Evidence,” 
pp. 85-86.

7　The China White Paper。 文 件 之 標 題 為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8　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等，

參見林博文，《歷史的暗流─近代中美關係秘辛》（臺北：元尊文化，1999 年），頁 42。

9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 50；236-237。

1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Army Section, MAAG, Taiwan, History of Army Section: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Taiwan, Vol.I- Ⅲ（calendar years 1951-1953）, RG319, UD92, Box.1, p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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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Defense Treaty），美軍正式派兵協防臺灣。11 隔年，美國空軍作戰單

位進駐臺南基地，這就是臺南美軍宿舍與美國學校出現的背景。詹孟桐 2020

年的碩士論文曾對美軍宿舍進行探討。雖然文中所述多為陽明山的情況，但

其引用之原始文獻，這批美軍史料對探討臺南美軍住宿問題亦有助益。12 至

於臺南美國學校，本文主要運用該校製作的學年紀念冊（Yearbook），試圖

呈現美國學校的歷史樣貌。

貳、美軍進駐臺南基地

美軍於臺南基地各單位的進駐時間不一，有因演習或短期任務進駐

數日者，亦有長達數月至數年者。美國空軍作戰單位有來自南韓、琉球、

菲律賓者，初期隸屬美國空軍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Air Task Force 13 

(Provisional)），1966 年 2 月改由美國空軍第 327 師指揮。

一、美軍作戰單位

美軍作戰單位最早抵臺南者為美國空軍第 12 戰鬥轟炸中隊（12th 

Fighter Bomber Squadron, 12th FBS）。該隊原駐琉球，因 1955 年 1 月之鵝

媽媽演習（MOTHER HUBBARD Exercise）抵達臺南，後來於 9 至 11 月

間駐防於臺南基地。至 12 月則有第 311 戰轟中隊（311th Fighter Bomber 

Squadron, 311th FBS）部署於臺南基地。1956 年 1 至 3 月，因 WILD DUCK 

DELTA 演習，第 310 戰鬥轟炸中隊（310th Fighter Bomber Squadron, 310th 

FBS）進駐臺南基地，後調至南韓烏山空軍基地（Osan Air Base）。第 26

1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論述，參見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

《歐美研究》，24 卷 2 期（1994 年），頁 51-99。九三砲戰與停火案亦可見周湘華，《遺忘的危機──第一

次臺海危機的真相》，頁 129-138。

12　詹孟桐，〈美軍在臺灣：冷戰下的日常生活（1951-1979）〉（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20 年），頁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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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攔截中隊（26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 26th FIS）則於同年 3 月 3

日至 4 月 2 日部署於臺南基地。年底（11 月），第 366 戰鬥（日間）中隊

（336th Fighter Day Squadron）抵達臺南。1958 年 8 月八二三砲戰爆發後，

則有第 16 戰鬥攔截中隊（16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派駐臺南基地。

9 月又有第 25 戰鬥攔截中隊（25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部署於臺南。

1959 年 3 月下旬，第 26 戰鬥攔截中隊再度進駐臺南基地。1961 年 4 月，菲

律賓克拉克基地（Clark AB）之第 405 戰鬥聯隊（405th Fighter Wing）第一

分隊（Det 1）派駐臺南。1966 年 5-7 月間，菲律賓克拉克基地之第 523 戰

術戰鬥中隊（523rd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移防臺南基地。13

二、美軍飛彈部隊

因應臺海危機之可能局勢，美軍於 1957 年在臺部署戰術飛彈單位。4

月起，臺南基地開始擔當快速打擊（QUICK STRIKE）任務。5 月部署於臺

南之第 17 戰術飛彈中隊（17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其任務由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管制；行政管理與後勤補給等，則由臺南基地隊（Tainan 

ABG）支援。14 7 月 8 日，第 17 戰術飛彈中隊改番號為第 868 戰術飛彈中

隊（868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同年 11 月，該部隊大部自美抵達臺南，

進駐時間為 1957 年 11 月 8 日至 1962 年 3 月 25 日。1959 年 4 月，臺南基

地之第 868 戰術飛彈中隊與地勤、支援中隊等，改編為第 6214 戰術飛彈大

隊（6214thTactical Missile Group），此名稱凸顯了飛彈中隊於臺南基地的意

13　八二三砲戰爆發後，美國空軍增援臺灣各基地的部署表中，可見到第 16 中隊的 25 架 F-86D 於 8 月 25 日部署

於臺南空軍基地。參見“Recommendations for Redeployment of U.S. Forces on Taiwan, ”RG84, UD3259, Box.3
（NARA）. 前述文件亦可見，同年 10 月 2 日，16 架美國空軍第 315 航空師的 C-119 運輸機，由日本立川起

飛前往臺南，裝備中華民國空軍第 10 與第 20 運輸機大隊，用於取代老舊的 C-46。其餘單位參見「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AFHRA: http://www.afhra.af.mil/（檢

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14　當時俗稱臺南基地隊的單位，為美國空軍第 6200 基地聯隊（6200th Air Base Wing）第 2 分隊（D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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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至 1962 年 3 月 25 日，因第 868 戰術飛彈中隊撤離臺南，該隊番號再改

回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6214th Air Base Group, 6214 ABG）。15

三、美軍基地單位

1956 年 1 月 1 日，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所屬之戰術物資管制中心（The 

Tactical Materiel Control Center, TMCC）成立。第一分隊（Det 1）部署於桃

園（Taoyuan）、第二分隊於嘉義（Chiayi）、第三分隊於臺南。1957 年 10

月 14 日，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發出第 22 號命令（General Order 22），第

6200 空軍基地聯隊（6200th Air Base Wing）之第二分隊（Det 2），10 月 20

日於臺南成立，以支援飛彈中隊（missile squadron）的任務。1958 年 8 月

18 日，該隊更名為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6214th Air Base Group）。9 月以

後，多位美軍上校被臨時指派為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指揮官。如 Oattis E. 

Parks（1 September 1958 per 6214 ABG GO 1, 1 Sep 1958）、Dean A. Fling（22 

October 1958 per 6214th ABG GO 4, 22 Oct 1958）、Frederick W. Searles（9 

Nov 1958 per 6214th GO 6, 9 Nov 1958）、Joseph C. Ware Jr.（29 Dec 1958 

per 6214th GO 11, 29 December 1958）。16

同年 8 月 18 日，第 6214 通訊中隊（6214th Communications Squadron）

於臺北組建，由臺南基地之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管制。9 月 2 日起，該

隊之任務由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之第 1961 航路與航空通訊中隊（1961st 

Airways and Air Communications Service Squadron, 1961st AACS Sq）指派。

第 6214 通訊中隊主要為提供通訊，以支援第 13 臨時航空特遣隊與聯合作

戰中心（Joint Operations Center, JOC）。1959 年，臺南基地之第 6214 空軍

15　參見「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AFHRA: http://
www.afhra.af.mil/（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16　17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868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Tainan Air Base, Taiwan: http://www.mace-b.
com/38TMW/Taiwan/Tainan.htm（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
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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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大隊、第 6214 支援中隊、第 868 戰術飛彈中隊整編為第 6214 戰術飛

彈大隊（6214th Tactical Missile Group），並納入第 6214 通訊中隊、第 6209

基地中隊（6209th Air Base Squadron）、第 6214 基地中隊（6214th Air Base 

Squadron）、第 6211 美國空軍醫護所（6211th USAF Dispensary）、第 6214

器材中隊（6214th Materiel Squadron）等單位。1960 年，第 6214 戰術飛彈

大隊之會計業務轉移至菲律賓克拉克基地之第 405 空軍基地大隊（405th 

ABG），以致削減了對審計官（Comptroller）的需求。10 月 1 日至 11 月 24 日，

因臺南基地跑道維修工程，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隊部暫遷岡山基地（Kan 

Shan AB）。17

1961 年 3 月 1 日臺南基地之第 6214 戰術飛彈聯隊，設置安全總監

（Directorate of Safety）。7 月 1 日第 2165 通訊中隊（2165th Communications 

Squadron）編成，第一分隊駐樹林口（Shu Linkou）、第二分隊駐臺南、第

三分隊駐臺中（Kuan Kuan AB）。9 月 1 日，第 6214 戰術飛彈大隊承擔美

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之液態氧氣工廠（Liquid Oxygen, LOX plant）

的 勤 務。1962 年 3 月 25 日， 第 6214 戰 術 飛 彈 大 隊 與 第 6214 空 軍 基 地

中隊，更名為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與第 6214 支援中隊（6214th Support 

Squadron）。第 6214 器材中隊、第 868 戰術飛彈中隊等單位解編。4 月

1 日第 6214 空軍憲兵中隊（6214th Air Police Squadron）於臺南基地編成

（designated and organized）。1963 年 7 月 1 日，第 6214 空軍基地大隊解編，

審計室等單位遷往臺北。18 自 1957 年 10 月 14 日至 1963 年 7 月 1 日，這支

大隊可謂是駐防臺南時間最久的美軍單位。

1965 年 4 月 14 日， 第 6214 支 援 中 隊（6214th Support Squadron） 於

17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18　6214 AIR BASE GROUP LOCATED AT TAINAN AIR STATION (TAIWAN), 01-01-1962 to 06-30-1962, Document 
IRISNUM: 00440281, Air Force History Index;「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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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基地編成。1967 年 3 月 15 日第 6214 彈藥維護中隊（6214th Munitions 

Maintenance Squadron）亦於臺南基地編成，其中，第一分隊派駐清泉崗

（Ching Chuan Kang）、第二分隊派駐嘉義基地。1969 年 3 月 1 日，臺北航

空站（Taipei Air Station）的第 2165 通訊中隊之駐臺南第二分隊解編，改由

第 2128 通訊中隊（2128th Communications Squadron）進駐臺南基地。19

四、其他單位

臺南基地除了美國空軍以外，亦曾有美軍顧問團之航空基地顧問隊（The 

Air Base Advisory Team, ABOT）、美國海軍飛行隊、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隊，

以及美國航空公司等單位進駐。如 1966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29 日，美國海

軍陸戰隊第 323 戰鬥中隊（Navy VMF 323 Fighter Squadron），就自日本岩

國（Iwakuni）基地派駐臺南。5 月 22 日至 7 月 21 日，另有美國海軍陸戰隊

第 323 戰鬥中隊（Marine Fighting Squadron 323, VMF 323）、第 314 戰鬥中

隊（Marine Fighting Squadron 314, VMF 314），因短期任務（temporary duty 

travel, TDY）進駐臺南基地。1968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2 日，又有美國海軍

巡邏中隊的分隊（Navy VP Detachment, TU 72.2.2）抵達臺南。美軍顧問團

之航空基地隊，則於 1969 年 7 月 15 日，自臺南移往桃園基地。20

叁、八二三砲戰與臺南基地

冷戰時期威脅臺海的兩次危機中，以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與臺南

基地關係較深。1955 年初大陳島撤守後，美軍偵知共軍持續於鄰近金門

19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AFHRA: http://www.
afhra.af.mil/（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20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AFHRA: http://www.
afhra.af.mil/（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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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moy）、21 馬祖（Matsu）之地大興土木，構築機場、砲座與道路，

企 圖 用 兵。 國 務 卿 杜 勒 斯（John Foster Dulles） 於 2 月 的 東 亞 之 行 時，

察覺情勢比想像中還嚴重。為了制止共軍，他返國後與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討論，認為應採取強勢作法：（1）封鎖廣東汕頭

（Swatow）至浙江溫州（Wenchow）的中國沿海口岸；（2）於臺灣部署核

子武器以證明美國的決心。美國駐臺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認為封鎖

中國海岸不可行，因為此舉無疑意味著戰爭。美國海軍上將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與戰略空軍司令（Strategic Air Command）李梅（Curtis E. 

LeMay）則支持對中國大陸使用核子武器。3 月 31 日，李梅甚至告訴空軍

參謀長特文寧（Nathan Farragut Twining），部署於關島（Guam）的 B-36 轟

炸機已經準備好了。隔天，中共宣稱，4 波次 18 架美軍戰機分別由南方與

北方飛越中國領土示威。杜勒斯、艾森豪等也透過媒體談話，認為核子武器

原本就是戰略武器的一種，以扭轉美國民眾對核武的態度。22 4 月 20 日，雷

德福上將與助理國務卿羅伯森（Walter S. Robertson）來臺，向蔣總統（Jiang 

Jieshi）報告杜勒斯與艾森豪的計畫。23

在此情勢下，中共展現了願意談判的態度。周恩來於 4 月印尼舉行之

亞非會議上宣稱：「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

打仗。」8 月 1 日中共與美國召開了日內瓦大使級會議，這是中共建國後首

21　金門於美國文件中亦常拼寫為 Kinmen, Jinmen, Chinmen。

22　但適得其反，此舉激起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參見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2, No.3（1985）, pp.637-660；

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 年臺海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77 期（2012 年），頁 43-44。

23　參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張少書（Gordon H. Chang）教授，透過艾森豪文書（Eisenhower Paper）、杜

勒斯文書（Dulles Papers）進行之研究。Gordon H. Chang, “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4 (1988), pp. 96-123. 有關 1955 年之危機，亦可見 D. F. 
Fleming, “Our Brink-of-War Diplomacy in the Formosa Strai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9, No.3（1956）, 
pp.535-552. 但雷德福、羅伯森並未說服中華民國減少金馬駐軍，參見 Bennett C. Rushkoff, “Eisenhower, Dull-
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1954-1955,”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6, No.3 (1981), pp.47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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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美國進行雙邊會談。24 看似情勢和緩，但根據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

中共從未放棄外島作戰。1956 年 4 月中情局之特殊國家情報評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宣稱，中共可能在六個月內發動對沿海島嶼

的攻擊，由於進攻金、馬可能會遭致僵持性抵抗與美國的干預，因此共軍應

會選擇烏坵（Wuchius）等較小的目標。25

美方也未放棄以潛在性核武威嚇中國的戰略。26 1957 年 5 月，原隸屬

第 9 航空軍（Ninth Air Force），駐紮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空軍基地（Orlando 

AFB, Florida）的第 17 戰術飛彈中隊，調派至臺南。該隊使用屠牛士飛

彈（Matador, TM-61C）， 可 掛 載 核 武 彈 頭。 至 11 月， 該 隊 大 部 已 進 駐

臺 南。 隔 年 2 月 1 日， 正 式 納 編 太 平 洋 空 軍 司 令 部（Pacific Air Forces, 

PACAF）。27 5 月 2 日在臺試射。28 不僅如此，東亞島弧之南韓與日本琉球，

也陸續進駐美軍的戰術飛彈部隊。南韓為 1958 年 7 月進駐烏山基地（Osan 

AB） 的 第 310 戰 術 飛 彈 中 隊（310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裝 配 屠

24　林博文，〈從美中檔案回顧五○年代兩次臺海危機──九三砲戰與八二三砲戰的歷史意義〉，《歷史月刊》，

257 期（2009 年），頁 90。有關日內瓦大使級談判的論述，參見張淑雅，〈文攻武嚇下的退縮：美國決定與

中共舉行大使級談判的過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5 期（1996 年），頁

379-424；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美國應付臺海危機策略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期（下）（1993 年），頁 61-106。

2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ossibilit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Certain Offshore Island,”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00-4-56, 10 April 1956。另一份 1954 年預測 1957 年情勢的報告亦

持相同看法，認為中共不會對主要外島進行大規模攻擊。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ommunist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through 195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10-7-54, 23 November 1954。

26　 如美國空軍規畫在臺灣、澎湖部署可掛載核武彈頭的屠牛士戰術飛彈一事，助理國務卿羅勃遜（Walter 
Robertson）向國務卿杜勒斯表示，此舉將形成對自由中國的保護傘，鼓舞軍心士氣。參見“Agreement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o Permit Disposition of Matador Flight on Taiwan and Penghu,”  Mar 6, 1957, RG59 A1 5221 
Box.2（NARA）.

27　17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868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Tainan Air Base, Taiwan: http://www.mace-b.
com/38TMW/Taiwan/Tainan.htm（ 檢 索 日 期：2017 年 3 月 10 日 ）；868th Tactical Missile Training Squadr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868th_Tactical_Missile_Training_Squadron （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該文

參考資料引自 AFHRA 及 George Mindling and Robert Bolton, U.S. Air Force Tactical Missiles（作者自費出版，

2009 年）。此外，美軍規劃屠牛式飛彈部署地點，主要設施（Main Facility）在臺南空軍基地，新竹、臺中、

澎湖另有支援設施（Support Facility）。參見“Matador Missile Flight, ” RG84, UD3259, Box.3（NARA）.

28　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 年臺海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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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士飛彈；29 琉球為 1961 年進駐嘉手納基地（Kadena AB）的第 873 戰術

飛彈中隊（873rd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與第 874 戰術飛彈中隊（874th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兩隊裝配權杖飛彈（Mace, MGM-13）。30 這是

當年美軍為防堵中共、蘇聯、北韓等共產國家武力擴張的戰略。

5 月屠牛士飛彈部署臺南後，中情局於 6 月分析中、蘇面對美軍核子武

器威脅可能的因應之道。美方認為，中共在此威脅下會向蘇聯尋求長程核彈

的技術，並強化東南沿海的防禦能力。部署於南韓的核彈，不只升高蘇聯

領導人於北韓部署核彈的想法；對中共而言，南韓的核彈比臺灣的核彈更

具威脅性，會強化中共自蘇聯取得核子武器的想法。31 筆者認為，南韓比臺

灣更具威脅性的原因為屠牛士飛彈的射程（約 1,000 公里）。烏山至北京為

647.32 公里，可見北京確實在南韓發射飛彈的範圍內。而臺南至北京在 2,000

公里以上，遠在射程之外，對華北的威脅較低。部署於臺南的飛彈向北可至

上海（930.4 公里）、向南可至廣州（711.82 公里）、西北可抵長沙（932.97

公里），威嚇範圍主要為海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江西、湖南等東

南省份。32

面對美國部署中程飛彈（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s），

中、蘇會有何反應？ 1958 年 4 月，中情局認為此舉會使北平（Peiping）心

生憂慮，因缺乏反擊能力而顯得脆弱。亞洲各國中，則日本和菲律賓會出現

中立主義者的抗爭和反美情緒，反對部署中程飛彈。北平不但會利用這些抗

爭阻止美軍，也會向蘇聯要求更先進的武器。33 中情局也沙盤推演，一旦共

29　Osan Ab Airport: http://www.airports-worldwide.com/korea/osan_ab_korea.php（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6 日）。

30　873rd TACTICAL MISSILE SQUADRON, Air Force Order of Battle, Created: 5 Nov 2011: http://ww35.usafunithis-
tory.com/PDF/0800/873%20TACTICAL%20MISSILE%20SQ.pdf（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8 日）。

3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bable Sino-Soviet Reactions to US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Systems,”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00-7-57, 11 June 1957.

32　各地之距離，利用 google map 測量。

3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bable Sino-Soviet Reactions to US Deployment of IRBMs on the Soviet Bloc Pe-
riphery,”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00-4-58, 15 April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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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攻擊金、馬，美方將採取有限度的核武攻擊。雖然日本已宣稱不會讓核武

基地出現在自己的領土上，但美國仍會協助中華民國（GRC），34 以選擇性

的核武攻擊半徑 500 海浬（nautical miles, n.m.）35 的軍事目標，包括了上海

（Shanghai）、南京（Nanking）、廣東（Canton）地區的目標。在美國決心

防衛金、馬之下，中共可能會放棄，即使這會使他們失了面子。36

臺海危機期間，除了在臺南部署屠牛式飛彈外，美國也輪調可裝載核武

的 F-100 戰機中隊來臺，37 並軍援臺灣無核武能力但性能較佳的 F-86 戰機，

以執行傳統任務。如駐臺南機場之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大隊下轄第一、三、九

中隊，就在八二三戰役期間全面換裝 F-86 軍刀機。此外，由於共軍對金門

封鎖行動異常嚴密，10 月美國也緊急調撥 C-119G 運輸機 16 架到臺南基地，

以強化國軍的戰術運補能力。38 雖然臺海危機，是在美軍飛彈威嚇、蘇聯不

支持中共，以及華沙大使級會談等情勢下落幕，39 但潛在的核武威嚇也是使

共軍放棄攻勢的主要原因。40 臺南部署的屠牛式飛彈更是臺灣反擊力量的核

心。由此可見臺南基地當年的軍事地理地位。

34　中情局之報告多以 GRC 簡稱中華民國政府，其意為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35　一海浬為 1.852 公里，500 海浬約為 926 公里。

3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s 
in the Far East,”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00-7-58, date unknown.

37　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 年臺海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頁 50。

38　金智，〈走過時空記憶的臺南空軍基地 1937 － 195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7 期，（2012 年 )。

39　（1）有關美軍核武威嚇，以及艾森豪最終不採行核武的分析，參見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 年臺海

危機與美國的外島政策再思考〉，頁 17-59；孫紹正，〈美國國安會主要成員在 1958 年臺海危機期間之決策

爭辯與妥協〉，《國防雜誌》，26 卷 3 期（2011 年），頁 55-59。（2）有關中蘇問題，參見王文東，〈1958
年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的原因探析〉，《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 卷 11 期（2015 年），頁

54。（3）有關華沙會談，參見中情局的分析：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bable Chinese Communist and 
Soviet Inten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100-11-58, 16 September 
1958.

40　中情局亦認為臺海的情勢，證明了中共對於美國的核武力量相當敏感。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mplication 
for the Free World and the Communist Bloc of Growing Nuclear Capabiliti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100-5-59, 3 February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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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南美軍宿舍

美軍單位與人員進出臺南基地後，住宿便成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據

1965 年的美軍文件，美國人員將家眷帶來或接到臺南後，解決住宿問題的

方式有以下幾種：旅館、招待所、承租私人房屋、臺灣銀行團建造之宿舍

（Bank of Taiwan, BOT）等。41

一、旅館 / 招待所

根據 1965 年的美方文件，臺灣與嘉義有幾間西式（Western - style）

旅館可供美軍家庭住宿，如位於臺南市區的臺南大飯店就是其中之一，42

大部分的軍人家庭在找到房子前多會暫居旅館。旅館費用，視房間大小

與居住環境，日租金從 5.5 元起跳。不過，有臨時住宿津貼（temporary 

lodging allowance）的美軍家庭，每日可補助 11-16.5 美元，因此即便如臺

南大飯店的高級旅館，都能符合大部分美軍家庭的預算。43 若是住在招待所

（Hostels）44，費用更為低廉。1960 年代的情況為：士兵（enlisted）每日補

助 75 分美元，軍官 1 至 1.5 美元。45

41　美軍文件上的 Bank of Taiwan, BOT，雖可直譯為臺灣銀行，但此類出資銀行頗多，如臺銀、土銀、彰化、第一、

華南等公營銀行均是，並非僅指臺灣銀行。

42　另一間位於臺南被提及的是 Long Beach Hotel。參見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7.

43　美軍十分推崇臺南大飯店的食物、娛樂與住宿品質。更重要的是，價格符合大部分美國人員的預算。參見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7.

44　Hostels 意指小旅館或旅社。但若檢視〈軍協計畫美軍顧問團眷屬宿舍案〉中，臺美間有關招待所公文往來，

則 Hostels 應譯作招待所。1955 年時，預計提供給 1,500 位美國人士住宿的招待所，經費 6,000 餘萬元，由聯

勤向臺灣銀行貸款，並與美軍顧問團商定還本付息計畫。臺銀的貸款則由國庫擔保，以租金收入償還。參見

〈軍協計畫美軍顧問團眷屬宿舍案〉（1952/06/27 至 1955/09/12），國史館典藏號：040-010105-0027，頁 3-27。

45　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39. 此與 1955 年美軍個人住宿開銷每日平均 1.25 美元之記載相近。但比較

像樣（decent）的房屋一般都會超過 1.25 美元的支出。〈軍協計畫美軍顧問團眷屬宿舍案〉（1952/06/27 至

1955/09/12），國史館典藏號：040-010105-0027，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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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屋

根據美國軍人的租屋經驗，1962 年時臺北的租金就已高過臺南許多。

當年在臺北租兩房的房屋，月租金約 85 美元。三房為 140 美元。若是四房，

可達 250 美元。臺南租金相對平易近人，承租一棟四房、有小院子的房屋，

每月只需 45-75 美元。不過，駐臺美軍不能自由承租私人房屋，必須透過美

軍的地區協調官（Area Coordinating Officer）指派到各地的住房人員（housing 

officer）管理。46 根據 1965 年的美軍文件，臺南的租屋管理單位為位於臺南

基地的中央住房辦公室（Central Housing Office）。美軍的租屋方式為「順

位協議」（chop），是一種由欲承租之美國人與屋主間的協議。當房屋空出

可承租時，第一順位者有權優先承租，若是無意租下該屋，即可換上第二順

位，依此類推。所有美軍人員均需遵守此制度，以防止有人透過喊價租屋，

破壞了原租金的合理性。而美軍人員承租任何房屋都必須獲得住房辦公室的

許可。47

三、臺灣各銀行建造之宿舍（BOT）

   1952 年 6 月 27 日前，美軍顧問團（MAAG）已與美國共同安全署

（MSA）、美援運用委員會（CUSA）、聯勤（CSF）等單位數次討論美軍

宿舍問題。認為有必要改善美軍顧問團人員的生活條件，讓他們有意願在第

二輪勤務（second term service）時待下來。這些宿舍也是了美軍眷屬而準備。

美軍需求為 175 棟二至三房的宿舍，興建經費為 2,300 萬元。嚴家淦（C. K. 

46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23. 250 美元之記載參見 UST-
DC, Taiwan Report, 1960’s, pp.39-40.

47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8.

209

冷戰時期的臺南美軍宿舍與美國學校



YEN）認為這筆錢或可透過私人銀行及臺灣公營銀行（Bank of Taiwan）、48 

中央信託局（Central Trust of China）的支援下籌措。7 月 17 日，臺灣省政

府財政廳行文予第一、彰化、華南銀行，說明此事由聯勤主辦，房屋式樣、

面積及租用等手續，應洽聯勤總司令部。而聯勤也在隔天行文美援會，說明

已請銀行團協助尋求已興建的房舍，而這批房屋將用於高雄、臺中、臺南的

美軍顧問團眷屬（Housing for MAAG dependents ）。至 7 月 31 日，此方向

出現變化，這批美援顧問團職員宿舍，經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聯勤總部、美

國軍援顧問團會計長洽商，「決定臺中、嘉義、臺南三地所需宿舍二十幢

（棟）分由彰化、華南、第一等三家銀行出資……盼於本年十二月聖誕節以

前完工，轉租顧問團使用。49」這些宿舍應是較早的一批，由公營銀行出資

興建，然後轉租給美軍及其眷屬居住。當時的情況是，銀行承作後，再轉包

予施工單位興造。如 1952 年，臺灣土地銀行出資，發包予經濟部機械工程

處興建圓山西人眷屬宿舍 27 棟宿舍與臺中宿舍等，又如 1953 年經濟部機械

工程處提交臺灣土地銀行的公文提及之陽明山二期美軍眷屬住宅 39 棟宿舍

等，均是此模式。50

1955 年 6 月時，因應美軍顧問團將增派 1,800 人來臺，行政院為此召開

會議討論。當時另案由臺灣銀行出資興建 270 棟宿舍，扣除此 270 人的需求

後，其餘 1,500 多人，則以三種方式因應。（一）50%（750 人）興建或購

買房屋。（二）30%（450 人）租賃現成之房屋。（三）20%（300 人）徵

48　此處如以意譯，Bank of Taiwan 亦可指公營銀行。

49　〈軍協計畫美軍顧問團眷屬宿舍案〉（1952/06/27 至 1955/09/12），國史館典藏號：040-010105-0027，頁 70-
77。

50　〈美軍顧問團職員宿舍〉（1952-1960），國史館典藏號：045-050504-0182，頁 38、41-42。該卷為臺灣土地

銀行之〈美軍顧問團職員宿舍〉卷，第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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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撥用公、私有房產。所需之費用由財政部飭由臺灣銀行墊付，待相對基

金撥付或自籌財源辦理追加預算再行撥還。51

 此類由臺灣的銀行興建之美軍宿舍，僅提供美國國防部人員（DOD 

personnel only）居住。這些宿舍中，兩房房型的月租為 60 美元，4 房為

100 美元。臺南的 BOT 宿舍為 20 間（20 Hse Comp），52 每間都有比嘉義

BOT 宿舍大上許多的庭院。還有毗連（adjoin）的政府子弟學校、53 大型的

遊樂場（play ground），以及與當地民眾區隔的隱私（privacy from the local 

populace），都是該區吸引人的條件。臺南地區的美國國防部人員住房問題

由 6214 支援大隊負責處理。54

 根據美軍的地圖，55 1970 年代臺南的美軍宿舍有三處：

（一）位於今機場路與大同路三段之間，約在大同路三段 358 巷至 456

巷之間的 10 間宿舍（10 Hse Comp）。

（二）位於今機場路與大同路三段之間，約在大同路三段 490 巷南方的

8 間宿舍（8 Hse Comp）。

（三）臺南美國學校（JWM School）北邊的 20 間宿舍（20 Hse Comp）， 

位於今 開元振興公園。

51　〈軍協計畫美軍顧問團眷屬宿舍案〉（1952/06/27 至 1955/09/12），國史館典藏號：040-010105-0027，頁 42-
43。

52　該處有 12 棟淺色屋頂房屋以及 5 棟黑色屋頂房屋（其中三間為雙併式住宅），所以 17 棟建物可容納 20 個家庭，

故 稱 20 間。“The Yeager Family’s 1970’s Sojourn at Tainan”,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
com/2018/05/the-yeager-familys-1970s-sojourn-at.html. . 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

53　原文為 government dependent school，意指溫萊特學校。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8.

54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8. 

55　“The Yeager Family’s 1970’s Sojourn at Tainan”,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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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南三處美軍宿舍。根據左、右兩圖，臺南的美軍宿舍有三處：（一）
位於今機場路與大同路三段之間，約在大同路三段 358 巷至 456 巷之
間的 10 間宿舍（10 Hse Comp）。（二）位於今機場路與大同路三段
之間，約在大同路三段 490 巷南方的 8 間宿舍（8 Hse Comp）。（三）
右圖則可見，臺南美國學校（JWM School）位於 20 間宿舍（20 Hse 
Comp）的南方。（四）左圖中標示 USI 的街區，在今生產路以北，
疑為美國新聞處（USI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宿舍。該
處現為公英一街周邊特色街區，已納入府城歷史街區（緩衝區）計畫。

資料來源：“The Yeager Family's 1970's Sojourn at Tainan＂, Taipei Air Station: http://
taipeiairstation.blogspot.com/.

至於美軍宿舍與溫萊特中學（Jonathan M.Wainwright School）的關係，

美方資料明確表示：美國學校與 20 間宿舍僅有「鄰接」（adjacent）、「毗連」

（adjoin）關係而已。56 加上溫萊特中學不僅是南臺灣最大的美國學校，也是

南臺灣唯一有高中課程的美國學校，嘉義、左營、屏東等地的美國學生，在

臺讀中學也只能到溫萊特學校。57 因此，溫萊特中學並非專門提供 20 間宿舍

的美軍子弟就讀而已。會座落於此，應是政府轉用此原為靶場的土地，扣除

興建宿舍後尚有空地。土地既是國有，在當年政府配合美軍需求的形勢下，

較容易取得。加上進出學校需通過宿舍區大門與校門雙重管制，對美軍子弟

的安全與管理亦較有保障。

56　located adjacent to “20 House Compound”, 引文見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
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8-9.

57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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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宿舍 20 間位於今開元振興公園；美國學校位於今開元振興公園、

振興人文童話公園，現存遺跡為開元路旁之兩處美軍宿舍門柱與圍牆、美國

學校圍牆，以及一棟美國學校僅存之房舍。

四、臺南基地宿舍

 無家屬陪同的飛行員（Airman）住在臺南基地內的宿舍。但有些未有

家屬陪同的人員，還有一些無家屬陪同亦無授權的人員，則在基地外租屋。58

圖 2　美軍宿舍 20 間（位於今開元振興公園）與美國學校（位於今開元振
興公園、振興人文童話公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底圖為臺南市舊航照影像（1975 年）。臺南美國學校關閉於

同年，此圖為最接近當時情況之圖面。編號 A-D 為現存遺跡。A、B 為美

軍宿舍門柱與圍牆、C 為美國學校圍牆；D 為美國學校僅存之房舍。

58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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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冷戰時期臺灣的美國學校

 美軍顧問團來臺後，至 1960 年代，已有多所美國人員、眷屬可就讀的

學校或進修課程，涵蓋了托兒所、幼稚園、59 小學、中學，或美國大學借用

校舍等開辦的大學、碩士學位。另外也有軍方設立的語言學校。60

根 據 美 軍 協 防 臺 灣 司 令 部（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USTDC）編印給美國駐臺人員（US Servicemen）的 1973 年《臺灣報告》

（Taiwan Report）， 在 臺 的 美 國 學 校 可 分 為 美 國 國 防 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直營學校，以及美國國防部簽約學校（Contract Schools）。

簽約學校為私人營運機構，但與美國政府間訂有合約，提供符合國防部贊助

學童（DoD – Sponsored Children）的教育課程。這兩類學校，由美國國防部

提供幼稚園至高中的學費，但須符合軍方補助（Command Sponsored）人員

眷屬的資格。不符合者，則須自行支付學費，每年大約為 250-1,300 美元。61 

至於美軍人員能否得到軍方補助，與調派期限、派駐地點、支援眷屬的資

源是否足夠等條件有關。62 以致出現了無軍方補助的人員（Non-Command 

Sponsored personnel）。63

59　 托兒所（nursery）、幼稚園（kindergarten）是兩種不同的階段。幼稚園為小、中、大班，一般招收 4-6 歲的學童。

托兒所為進入幼稚園前的階段，一般招收 2-4 歲學童。美國文件介紹各校概況時，有加以區分。如提到道明

學校時，This is a contract school and tuition is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except for the nursery and kindergarten. 
參見：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7. 又如天主教聖文生

堂附設托兒所與幼稚園（St. Vincent de Paul Church Nursery and Kindergarten），學校名稱亦加區分。參見：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65. 21 世紀後，因臺灣陸續制定的法律影響，才出現改制後「幼兒園」的名

稱，泛指大多招收 2-6 歲學童的機構。

60　綜整美軍 1962、1960’s、1965、1973 之文件，合計應有 10 餘所學校。詹孟桐統計之「美國學校在臺分布」

表列之 7 所，係引用 1973 之文件。參見詹孟桐，〈美軍在臺灣 : 冷戰下的日常生活（1951-1979）〉，頁

52。

61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64.

62　Obtaining Command Sponsorship Before an Overseas Tour: https://www.militaryonesource.mil/moving-housing/oco-
nus-moves/logistics-and-family/obtaining-command-sponsorship-before-an-overseas-tour/. 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63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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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1973 年的情況亦須補充。根據美軍駐臺單位編寫的相關文件，

1960 年代時，有些學校的學費得由家長支付，可見當時或非簽約學校，會

列在文件上，應該僅是提供美國家長和子弟選校參考。即便是簽約學校，幼

稚園學費亦多由家長自付，美國政府主要是補助小學至中學的學費。甚至就

讀軍方學校的幼稚園學童，連搭乘軍方提供的校車亦須付費。

綜整美軍文件，1960-1970 年代初期在臺的美國學校，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美國國防部簽約學校

這些簽約學校多由傳教士或教會創立，包括當時規模最大的臺北美國

學校（Taipei American School, TAS）。64 根據 1962 年的資料，臺北美國學

校由學生家長會運作，家長會成員包括美國軍職或非軍職人員與中華民國籍

（Chinese Nationals）人士。1962 年時，該校有兩個校區。主校區位於市區，65 

包括 7-12 年級與青年中心（Young Center）。士林（Shih -Lin）則是有 30 間

新教室的校區，幼稚園與 1-6 年級在此上課。幼稚園學費由家長支付，每年

大約為 200 美元。小學至中學各年級的學費，則由美國政府負擔。66 臺北美

國學校後來整個遷至士林，擁有 72 間教室。67 其他的簽約學校則有位於臺

北的道明學校（Dominican School）、伯大尼基督教學校（Bethany Christian 

Grade School）、天主教聖文生堂（The St. Vincent de Paul Church）、聖博德

天主教幼稚園（Saint Patrick’s Catholic kindergarten），以及位於臺中的馬禮

遜學校（Morrison Academy）等。

64　許多中文網頁記載，謂臺北美國學校是美國國防部的下屬或直屬學校，惜為誤傳。外文網頁如 wiki: Taipei 
American School 則編修確實，與美軍紀錄相同：“TAS is a contract school”。參見美軍刊物，如美國空軍

編印給非軍職僱員（U.S. Air Force Civilian Personnel / Employment）的手冊：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7. 又如：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59. 該文件為複印

本，掃描檔置於退役之駐臺美軍的部落格：https://ustdc.blogspot.com/。出版年不詳，上傳者認為應在 1960 年

代（1960’s）。序言落款為 6987 安全大隊（6987th Security Group）指揮官，該文說明該文件主要介紹臺北與

樹林口空軍基地（Shu Lin Kou Air Station）。但檢視整份報告，內容亦包括臺灣各地。

65　當時的主校區應在長安東路。

66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7.

67　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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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國防部簽約學校

地區 學校名稱 簡介

臺北

臺北美國學校

（Taipei American School）

（1）1962 年文件記載，臺北美國學校的主校區位於

市區，包括 7-12 年級課程與青年中心（Young 
Center）。士林（Shih -Lin）校區則有 30 間新教

室。包括幼稚園與 1-6 年級課程。該校為美國國

防部簽約學校，幼稚園學費由家長支付，每年大

約為 200 美元。小學至中學各年級學費，則由美

國政府負擔。

（2）1960 年代文件記載，臺北美國學校位於士林，

擁有 72 間教室。該校為美國國防部簽約學校，

學費由美國政府負擔。但幼稚園學費由家長支

付。

（3）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為美國政府簽約學校。

道明學校

（Dominican School）

（1）1962 年文件記載，道明學校為天主教學校。由

來自菲律賓的道明會修女（Sisters of the Domini-
can Order from Philippines）運作。課程基礎為美

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擬定的 Guiding Growth in Christian Social Liv-
ing。該校創立於 1960 年，包括托兒所、幼稚園

及 1-8 年級課程。所有在道明學校就讀的學生均

須穿著制服。

（2）1962 年文件記載，道明學校為美國國防部簽約

學校，學費由美國政府支付。但托兒所、幼稚園

的學費由父母支付，每年約為 140 美元。

（3）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為美國政府簽約學校。

伯大尼基督教學校

（Bethany Christian Grade 
School）

（1）1962 年文件記載，該校為基督教世俗學校。包

括幼稚園及 1-6 年級課程。由父母支付學費。

（2）1960 年代文件記載，該校包括幼稚園及 1-6 年

級課程。由父母支付學費。

（3）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包括幼稚園及 1-7 年級

課程，為美國政府簽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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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天主教聖文生堂附設托兒

所與幼稚園

（St. Vincent de Paul Church 
Nursery and Kindergarten）

（1）1962 年文件記載，該校位於天母（Tien 
Mou），性質為托兒所。

（2）1960 年代文件記載，該校學費由父母支付。

（3）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由仁愛修女會（Daughters 
of Charity）營運，為美國政府簽約學校。

聖博德天主教幼稚園

（Saint Patrick’s Catholic 
kindergarten）

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位於草山（Grass Moun-
tain），由方濟會（Franciscan）修女營運。為美國政

府簽約學校。

臺中
馬禮遜學校

（Morrison Academy）

（1）1960 年代文件記載，該校基督教學校。包括 1-12
年級課程。臺、美子弟均可就讀。

（2）1973 年文件記載，該校鄰近清泉崗空軍基地

（Ching Chuan Kang），包括幼稚園與 1-12 年

級課程。為美國政府簽約學校。

資料來源：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p.59, 63;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p.37-38;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p.64-66.

二、美軍文件未註明為美國國防部簽約學校

 這些學校分布於臺北、新竹、臺中，均為教會創辦的學校。如基督復

臨安息日會學校（Seventh Day Adventist School）、新竹學校（The Hsin-chu 

School）、靜宜學校（Providence School）等。

表 2　未見美國國防部簽約記載之教會學校

地區 學校名稱 簡介

臺北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學校
（Seventh Day Adventist 
School）

1962 年文件記載，該校包括 1-8 年級課程。由父母支
付學費。

新竹
新竹學校
（The Hsin-chu School）

1962 年文件記載，該校教師與設備由新竹天主教方
濟 會 提 供（Hsin-chu Franciscan Catholic Mission），
提供 1-9 年級課程。高年級則為函授。

臺中
靜宜學校
（Providence School）

1960 年代文件記載，該校為天主教學校。包括 1-12
年級課程。臺、美子弟均可就讀。

資料來源：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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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國防部直營學校

 1960 年 代 時，DOD 學 校 由 海 軍、 美 軍 協 防 臺 灣 司 令 部 等 單 位 管

理。美軍直營的四所學校均在南臺灣，包括嘉義的華盛頓學校（George 

Washington School）、臺南的溫萊特學校、左營的魯斯學校（Stephen B. 

Luse School）、屏東的陳納德學校（Claire L. Chennault School）。

這些學校都在南臺灣，是因為當時南部地區缺乏英語授課學校，必須由

美軍自營。68 

 1962 年時，四所美軍直營學校中有兩所的規模僅有一間教室；另兩所

規模較大，每個年級可以有一位教師或整合調配。學校人員包括一位學校總

監（School Superintendent）、兩位校長（Principal）及 28 位教師，均隸屬

「中央非軍職僱員辦公室」（Central Civilian Personnel Office），總監辦公

室則在高雄。各校均有一位職員（School Officer）。1960-61 學年度（school 

year），四所軍學校所有的學生約 500 人。各校均提供 1-8 年級課程，唯 9-12

年級（高中課程）由臺南的溫萊特學校辦理，曾提供函授課程，後改為到校

上課。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另有一間正式的語言學校，提供初級與中級的中

文課程。有兩位教師提供週一至週五的課程，課程以小時計。69 

四、大學及研究所

 根據 1962 年的資料，美國的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於臺北、臺南開設大學課程，提供給美國在臺政府僱員或眷屬進修機會，

課程共有 19 個學系，一年最多可拿到 30 個學分。修課的學生可望在 4

68　美籍友人練克煒（Carl Thelin）告知。練克煒在臺多年，現為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助理教授。如對照表 1
及表 2，當時的簽約學校與教會學校確實都在臺北、新竹、臺中。

69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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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取得大學學位。學位包括文學士（B.A., Bachelor of Arts）的普通學科

（General Studies）或理學士（B.S., Bachelor of Science）的軍事學科（Military 

Studies），學費需全額自付，每一學分為 10 美元。該校另提供免費的中文

課程，開放給所有的美國人。70 1973 年的資料指出，馬里蘭大學在臺課程，

每年（calendar year）有五個梯次，每梯次為 8 週，每週有 2 個晚上授課，

授課時間為 3 小時。臺北的上課地點在臺北美國學校。1973 年的資料亦出

現了南加大（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教育學院的理學碩士學

程（M.S., Master of Science），授課地點亦在臺北美國學校。入學者必須符

合該校研究所入學要求，包括大學學位、成績表現、GRE 考試分數等。每

梯次授課 6 週，每日授課 3 小時，週五至週日安排於下午上課。每一門課相

當 6 個學分。符合入學資格的美國人員，可能（may）可以得到美國政府的

學費津貼。71

陸、臺南美國學校的建立與變遷

臺南的美國學校位於今振興人文童話公園與開元振興公園東南側一帶，

而開元振興公園大部分土地為美軍宿舍區，僅東南角為學校校區。此公園原

本是日本時代臺灣步兵第 3 聯隊的「三分子射擊場」，為日軍靶場。日本投

降後，此地充作國軍靶場，後來再被改建為美軍宿舍及美國學校。72

70　Headquarters, Pacific Air Force, Taiwan: Area Information Pamphlet, 1 July 1962, p.38.

71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66.

72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2018），頁 17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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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南美國學校空照疊圖（1975 年輪廓、2022 年底圖 ）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臺南美國學校成立於 1953 年，是第一所在臺南成立並由美國軍方管

理的子弟學校。由於第一位入學的學生為美軍顧問團子弟，故當時取名為

臺南美軍顧問團學校（Tainan MAAG School）。建校初始的數月間（first 
months），採用卡爾弗（Calvert）的家庭教育制度，讓孩童在家中自習上課。

1955 年，更名為臺南美國小學（Tainan American Elementary School）。1958
年時再更名為溫萊特學校。73

學校的名稱來自於二戰期間在菲律賓抵抗日軍侵略的美國將領溫萊特將

軍（Jonathan M. Wainwright）。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溫萊特接替於 1942 年

3 月撤往澳洲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指揮菲律賓美軍，指揮美

菲聯軍抵擋日軍，但仍無法避免兵敗的命運。74 被俘虜的溫萊特曾被關押於

73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I; “In Memoriam b.1953 – d. 1975” via〈臺南美國學校文資提報簡報檔〉

（2018 年 9 月 6 日）。感謝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

74　Louis Morton, “Reviewed Work: 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 by Jonathan M. Wainwright,” Military Affairs, Vol.10, 
No.3 (Autumn, 1946),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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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先後待過花蓮港、玉里以及木柵三個戰俘營。75 美國國防部在臺直營

的四所學校，包括屏東的陳納德學校、嘉義的華盛頓學校以及左營的魯斯學

校，多是以美國歷史名人，或者在中美關係史上中扮演過關鍵角色的美國人

來命名。76 臺南美國學校則是美國國防部在臺直營的四所子弟學校中，學生

人數最多、規模最大者。南臺灣的美軍子弟就讀中學時，都必須搭乘校車到

此上課。

1954 年，海軍聘請來自美國德州泰勒（Tyler）的班·哈策爾（Ben F. 

Hartzell）與他的夫人波妮（Ponnie Hartzell），成為臺南美軍顧問團學校最

早的夫妻教師。同年入學的小學生約為 35 人。77 根據 1962 年的學年紀念

冊，時任校長的哈策爾擁有史蒂芬奧斯汀州立大學（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學士，以及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教育碩士（M.ED.）

學歷。78 至 1967 年，校長由漢貝爾（Kermit T. Hanber）擔任。79

圖 4  臺南美國學校首任校長班·哈策
爾（Ben F. Hartzell）

圖 5  臺南美國學校第二任校長漢貝
爾（Kermit T. Hanber）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
1962, No pages.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75　John H. Chase, “The New Military History : 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 and His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 of the 
Jap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Honors Thesis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Richmond, 1 May, 2009, pp. 19-28.

76　“Taiwan’s international schools no longer havens for foreigners,” Taiwan Today, August 18th, 2006, https://taiwanto-
day.tw/news.php?unit=45&post=24025.

77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 I.

78　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1962, No pages.

79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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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美軍顧問團學校興建之初沒有校舍，哈策爾夫婦常常要更換地方教

書，軍方不斷租用建物、教會空間、政府設施等，可見當時的環境相當克難。

1954 年，教室租用一間日式旅社（Shamrock，三葉草），9 個年級的學生都集

中於此。1955-56 學年度，校本部的第一棟校舍竣工，包括圖書館和醫護室，

遊戲區的設施也逐一設計、完工。因應學生不斷增加，該校增聘一位教師。

1957-1958年間，校本部的第二棟與第三棟校舍竣工，兩棟空間形成U型分布。80

1957 年，趙露西（Lucy Chao）女士以一部使用了 20 年，並受損過的打

字機建立了辦公室。81 1959 年，函授課程為正規學程取代。中學部集中於校

本部位於圖書館與圍牆之間的一座簡易建物（帳篷）內上課。在此艱苦的條

件下，竟然出現了第一位畢業生霍茲（Michael Hotz），他是當時全校知名最

高的田徑明星，校方也頗引以為傲。同年，青年中心（Young Center）落成，

用以舉辦畢業典禮。1960-1961 年是該校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學生人數已達

350 人，是創校時的 10 倍。「8-4 計畫」也因各年齡層學生俱全，可以完整實

施。82 新建之多功能室（Multi-Purpose Room）增入第三棟校舍，主要給小學

使用。而青年中心則轉變成中學部的教室，聘有 6 位教師。函授課程取消後，

從左營、屏東、嘉義來臺南上課的的學生，於青年中心接受中學教育。83

 由於學生增多，青年中心的場地不敷使用，美國海軍於 1961-1962 年間，

租下臺南市商會大樓的 1-2 樓，做為初中部（Junior High）和高中部（High 

school）學生的校舍，84 整個中學部遷至商會大樓。校本部留給有 6 個年級的

小學部使用，新的傢俱也從美國本土運抵。就在此學年度，溫萊特中學舉辦了

第一屆科學展。高中部合唱團也首度組成。一家營造公司（Eagle Construction 

80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I.

81　“In Memoriam b.1953 – d. 1975”via〈臺南美國學校文資提報簡報檔〉（2018 年 9 月 6 日）。

82　意指小學 6 年、初中 2 年、高中 4 年的美式學制。

83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 Ⅱ .

84　美式學制中，Junior High 指兩年制初中；High school 為四年制高中；Senior High School 為三年制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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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取得了興建高中部校舍的合約。至 1962-1963 學年度，由於高中部校舍

尚未完工，小學生改為只有上午到校上課，中學部學生為下午時段。85

圖 6  臺南美國學校校園與周遭建物 86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底圖為臺南市舊航照影像（1975 年）。

A：臺南美國學校大門。　B：學校大門與第一棟校舍間，1969 年出現之建物。

C：第一棟興建之校舍（辦公室），建於 1955 年。  D：不明。

E：主要校舍。圖書館所在地。    F：主要校舍。 
G：不明。疑似倉庫或體育用品室之建物。　H：連接辦公室與圖書館兩棟校舍之長廊。

 I：水塔。  　　 W1：學校正門圍牆。  W2：校園後圍牆。

W3：校舍區圍牆，緊臨空地。　　　　    W4：操場圍牆，緊鄰民宅。

85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p. Ⅱ - Ⅲ .

86　依據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p. I - Ⅲ，及各年度畢業紀念冊蒐錄之相片，並參考由 RICHARD 等
美國校友回憶的校園手繪圖，該圖收入〈臺南美國學校文資提報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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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萊特中學為完全中學，分為中學部和小學部。1962 年時，該校中學

部共有 6 個班 / 年級，但該年畢業學生僅有 3 位，其餘班級則以美國印地安

人部落或人物、象徵語等命名，高年級至低年級為 Hot Rod Injuns、Beatnik 

Injuns、海華沙（Hiawathas）、Li’l Braves、Papooses。87 這 5 個班總計 132

名學生，平均每班約 26 人。小學部有 6 個年級，273 位學生。1 至 4 年級各

有 A、B 兩班，5 至 6 年級均僅一班。平均班級學生數為 27 人，為小班制。

年級越低，人數越多。88 1963-64學年度時，該校有335位在校生、教師22名。

中學部則分為初中部（7-8 年級）、高中部（9-12 年級）。89 

學生來源方面，以 1965 年為例，溫萊特學校包括美國陸軍、海軍、海

軍陸戰隊、空軍人員的子弟。而這些軍人子弟（military dependents）是不需

要付學費的。大部分的教師來自美國本土，但也有少數幾位美國軍眷太太擔

任代課老師（substitute teacher），偶爾一位軍眷太太成為全職教師。是年，

該校有 400 位學生，其中 70 位就讀高中。90 不過，由於美軍經常派遣各地，

應該很少有美軍子弟能在入學後完整讀滿 12 年。如美軍上尉耶格爾（John G. 

Yeager）於 1973 年 4 月從德州調至臺南基地，一家人就住 20 間宿舍。耶格

爾的太太史妲拉（Starla）回憶，孩子在溫萊特學校讀書，可以很安全的步

行或騎腳踏車到校。鄰居的女兒也在溫萊特讀高中部，但鄰居一家只在臺南

待了 6 個月就被調往菲律賓。1974 年 11 月，耶格爾調到臺中清泉崗基地，

但家人還是留在臺南。直到收到通知，臺南美軍基地將於 1975 年 6 月關閉，

87　Injuns 指美國印第安人；Hiawathas 為美洲原住民史前傳說人物；Li’l 指小印地安人（little Indian）；Papooses
指印地安小孩。

88　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1962, No pages.

89　四個年級為：高中一年級（Freshman, 9 年級）、高中二年級（Sophomores, 10 年級）、高中三年級（Juniors, 
11 年級）、高中四年級（Seniors, 12 年級）。參見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p.21-46.

90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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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直到 7 月 21 日才搭機返美。91 可見耶格爾的小孩在溫萊特學校也只就

讀兩年左右。

除了美國空軍子弟外，其他軍種的子弟亦可在溫萊特學校，但時間亦不

長。如曾任美國在臺協會前臺北辦事處長的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曾在 1963 年到 1965 年間隨擔任美軍顧問（陸軍第二軍團顧問組）的父親楊

恩（Mason J. Young Jr.）就旅居高雄。母親海倫則在高雄隸屬美新處的廣播

電臺擔任英語節目廣播員，楊家三名子女分別在左營、臺南的美國校就讀，92

而楊甦棣就是溫萊特學校的校友，93 可見陸軍和美新處子弟亦可就讀，但時

間並不長。此外，由於南臺灣缺乏英語授課學校，臺南美國學校亦有平民子

弟就讀。如駐美代表蕭美琴的弟弟（Kejin）就是校友之一。94 他的父親是臺

灣人蕭清芬牧師，母親為美籍邱碧玉（Peggy Cooley），來臺後擔任臺南神

學院音樂教師，95 可見並非軍人子弟。

表 3　1962 年溫萊特中學之中學部學生

班級 學生數

Hot Rod Injuns 18

Beatnik Injuns 28

Hiawathas 41

Li’l Braves 17

Papooses 28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1962, No pages. 整理、統計自各班名單。

91　“The Yeager Family’s 1970’s Sojourn at Tainan”,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com/.

92　鄧克雄等，《美軍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 年），頁 317-324。

93　〈AIT 前處長楊甦棣臺南母校 圍牆被拆了〉，《自由時報》（2017/05/23）：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
breakingnews/2077081.

94　美籍友人練克煒（Carl Thelin）告知。

95　蕭清芬，〈我的女兒美琴〉，原載於蕭美琴，《一個人也可以》（臺北：方智，2004 年）。潘黎如，〈她

的種種風華──蕭邱碧玉的故事〉，《台灣教會公報 》（2022 年 11 月 2 日）。網址：https://tcnn.org.tw/ar-
chives/129061. 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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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62 年溫萊特中學之小學部學生人數

年級 班級 學生數

六 - 25

五 - 30

四
A 26

B 22

三
A 23

B 23

二
A 29

B 27

一
A 33

B 35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1962, No pages. 整理、統計自各班名單。

溫萊特中學的管理約在 1967 年轉移至美國空軍。根據 1967 至 1968

年該校畢業紀念冊，學校職員錄就出現了基地指揮官：舒林（Alvin G. 

Schuering）上校、庫克（Marvin L. Cook）上尉等多位軍士官，學校護士亦

為美國空軍派遣。顯示美國空軍此時已成為溫萊特中學的上級單位。96 在純

樸又保守的南臺灣鄉下，溫萊特中學的師生過著與美國本土完全不脫鉤的日

子。美式教育展現在學校的辦學還有學生的社團生活。

96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 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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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南美國學校大門口之校名標示與圍牆。臺南美國學校約在 1967 年
改隸美國空軍，但拍攝當時仍為美國海軍所屬。此照片出現於 1967
年的畢業紀念冊，亦可能為前一年拍攝。圖片左方之圍牆不高，但上
方有加裝鐵絲網。圍牆後方即為校園，可見大門與各校舍間相去不遠。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圖 8　臺南美國學校於 1967年改隸美國空軍，圖為 1968年該校畢業生合照。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Jonathan M. Wainwright, 1967-1968, No pages.

1967 年擔任校長的漢貝爾（Kermit T. Hanber）表示，辦學的目的是為

了把學生教育成能對社會有貢獻的自由人。這些在海外的美國學生，也被要

求要學習、欣賞駐在國的文化，並感謝美國的盟國。97 1969 年，回任校長的

哈策爾，在畢業紀念冊裡鼓勵同學造福社會。他表示，美國的教育制度是訓

練學生的責任感與獨立思考能力，讓學生做出有智慧的決定。在臺灣讀書能

97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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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一個獨特的海外教育機會，讓他們無論對自己、對鄰居、對國家，

還有對世界都做出有智慧的決定。98 而位於臺南的溫萊特中學，不只從教育

上要求學生學習美國精神，也安排讓學生參訪臺灣各地。如 1965 年的畢業

紀念冊，就有一個「迷人的臺南」（Tainan Daze）章節，蒐錄許多臺灣各地

照片。99

溫萊特中學教職員亦有部分工作人員是華人。如 1965 年的紀念冊上，

除了趙露西外，還有一位袁茱麗葉（Julie Yuan）擔任秘書。100 1969 年時，

另有一位名為安吉拉（Angela Lee）的女性擔任秘書。101 可見學校似乎保留

秘書職缺由華人女性擔任。其他的臺灣人教職員工，還有 1 位教師：林東山

（Tong San Linn，音譯）、102 5 位校警和 9 位司機。除了溫萊特中學 6 部校

車各有一位司機外，左營和嘉義的學校亦有校車司機。103

1960 年代初，校車原先由美國海軍提供，車上安排「導護」（Monitors）

人員，導護人員或為委託（mandatory）或為僱用（hired）。雖然有時可以

付費使用，但海軍的校車並不提供幼稚園學童搭乘。104 根據 1965 年的資料，

校車後來改由美國空軍 6214 戰鬥支援大隊（6214th Combat Support Group）

提供，用來接送美國子弟上下學。家長亦可搭乘，但須擔任校車上導護人員

的角色。105 導護的工作包括確保學童在正確的停靠站下車，或者開導心情沮

喪的青少年等。106

98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1969, No pages.

99　 JMW High School, The Dynasty 65, p.133-141.

100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5, p.14.

101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1969, No pages.

102　 JMW High School, Jonathan M. Wainwright, 1967-1968, No pages.

103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104　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p.63-64.

105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9.

106　USTDC, Taiwan Report, FY 1973,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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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時，嘉義的華盛頓學校，班級僅有 1-6 年級，7-12 年級要到溫

萊特中學上課。107 1967 年時，華盛頓學校仍為小學部，該年度有 45 位學生。

左營的魯斯學校亦為小學部，該年度有 66 位學生。108 所以，嘉義和左營的

校車主要是接送高年級學生至溫萊特中學上課。1973 年時，溫萊特學校的

學生包括幼稚園至 12 年級。魯斯學校則有幼稚園至 8 年級。109

圖 9 　嘉義華盛頓學校 圖 10　 左營魯斯學校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資料來源：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溫萊特中學的校園組織也充分展現了美式校園培養民主思想與學生自治

的精神。學生除了組織學生會（Student Council）外，亦招募幹部，發行校

園新聞（Newspapers Staff），並協助舉辦校園活動如科學展等。110 社團方面，

臺南美國學校擁有合唱團、棒球隊、籃球隊、女子籃球隊、田徑隊、排球隊

及啦啦隊等。而該校棒球隊、籃球隊、田徑隊的教練，均為駐臺美軍。籃球

隊也常與臺南及其他地區的學校比賽，一方面將美式運動推廣到臺灣，另一

方面結識本地的球友。以 1965 年為例，籃球隊僅該年度即與外校競賽 16 場，

107　Information Office, 6214th Support Group, “Welcome to Tainan and Chiayi Air Bases Taiwan,” Nov., 1965, p.9.

108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7, No pages.

109　USTDC, Taiwan Report, 1960’s, p.63.

110　JMW High School, Warrior, 1961-1962, No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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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數 9 勝 7 負。特別是與臺北美國學校之戰，臺南美國學校以 41 比 37 贏得

勝利，被譽為該校的榮耀。111

至於溫萊特中學學生對臺灣的情感，則可從畢業生的回憶中略知一二。

如該校校友 Richard 指出：「大約有 150-175 個孩子確實從臺南美國學校中

學部畢業，這些孩子幾乎都與學校有著強烈的聯結，但不論你是從臺南美國

學校畢業，或者你只是短暫停留，每個曾待在臺灣或臺南美國學校的生活經

驗都是特別的。」112 而在溫萊特中學的畢業紀念冊上，許多臺南的商家、機

構也紛紛獻上祝福。如臺南三一浸信會、臺南美軍漁獵俱樂部、中正路上的

紀念禮品店等。113

柒、結論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第一次推動與中國親善的想法出現於

1967 年的世界之旅，是年 3 月當他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拜會羅馬尼

亞尼政治領袖西奧塞古（Ceausescu）時曾云，中國是一個擁有 7 億人口的

大國，如果仍然孤立於世，在 20 年內便將威脅世界和平。尼克森也預測美

國將從越南撤軍，而中（共）美關係便會恢復正常。10 月，他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認為亞洲的盟邦應該儘快為他們自己的安

全建立屬於亞洲的架構。由於美國捲入了越戰，無論是國內形勢、預算、軍

事和其他限制，已經無法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和世界也該加快掌握

中國的現實情況，長遠的看，中國可做為穩定世界的夥伴，要將其納入世界

111　JMW High School, Dynasty 65, p.85.

112　“A letter to Taina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MACH), City of Tainan, Taiwan” via〈臺南

美國學校文資提報簡報檔〉（2018 年 9 月 6 日）。

113　JMW High School, Jonathan M. Wainwright, 1967-1968, No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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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中。114 

 待他當選總統後，中共與蘇聯於 1969 年爆發衝突。珍寶島事件讓毛澤

東感受到莫斯科對中國安全的巨大威脅，迫使他尋求與美國之間較佳的關

係。此事也成為中（共）美兩國破冰的契機。1972 年 2 月，尼克森訪問北京。

21 日下午 2 點 30 分，尼克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拜會了毛澤東、

周恩來。隔天下午與周恩來協商具體問題時，尼克森重申美方的五項原則，

第五項為：在他先前描述的框架下，美國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承諾一

旦越戰結束，美國將從臺灣撤軍。115 27 日的《上海公報》，美國對撤軍問

題聲明：「美國――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

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

力量和軍事設施。」116 

美軍駐臺可攜帶核武的 F-4 戰鬥機中隊，在美國將 20 架翻新的 F-5A 戰

鬥機交還空軍後，於 1974 年 7 月底前撤出臺灣。最後一支美軍在臺的 F-4

戰機中隊，則在美國交付我空軍 28 架 F-5E 戰鬥機後，於 1975 年 5 月底，

由清泉崗基地調往沖繩嘉手納基地。所有駐臺南的美軍 P-3 巡邏機任務則預

定於 1975 年 6 月 9 日停止運作。117 美軍眷屬亦收到通知，臺南美軍基地將

於 1975 年 6 月關閉。118

114　Chris Tudda,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12), pp.1-2. 《外交事務》的文章可見於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st, 
1967, Link: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67-10-01/asia-after-viet-nam.

115　Chris Tudda,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12), p.14; 185. 

116　美國在臺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 - 1972」。網址：https://web-archive-2017.ait.org.
tw/zh/us-joint-communique-1972.html. 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117　S. Mahmud Ali, 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1989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5), p. 87. “Taiwan in 
1975, ”: https://ustdc.blogspot.com/2009/02/taiwan-in-1975.html?m=1. 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

118　“The Yeager Family’s 1970’s Sojourn at Tainan”, Taipei Air Station: http://taipeiairstation.blogspot.com/. 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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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美軍撤離臺南，溫萊特學校也在 1975 年走入了歷史。該校校友仍

對這段往事眷戀不忘，返美後不但陸續成立了校友網站、部落格，也曾在

2010 年 10 月 13-17 日於美國俄勒岡州的尤金（Eugene, Oregon）舉辦同學會。

部分過去住在「20 間」的美國人也曾回來探訪故地。雖然僅存殘跡，但在

他們的心中，依然充滿著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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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ilitary Housing and School in Taina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u, Cheng Yu *　Chin, Chih **

Abstract

The deployment of US forces to Tainan began on January of 1955. 
Some of the combat units were from South Korea, Okinawa and the 
Philippines.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y were belonged Air Task Force 13 
(Provisional). On February 1966, the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327th 
Division of the US Air Force. 

When the American serviceman came to Tainan, the could choose 
base living quarters, hotels or hostels, rental house and the dormitories 
constructed by the banks of Taiwan. Two housing aeras were located 
near Tainan Air Base. 20 Housing Compounds were adjacent to Tainan 
American School. 

Tainan American School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1953 and 1954. 
It was originally the Tainan MAAG School under the US Navy and the 
only school in Tainan under US military control. In 1955, the school 
was renamed Tainan American Elementary School then JMW School or 
JMW High School in 1957. The school was put under US Air Force in 
1967. 

Follow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US forces in Taiwan, the school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Republic of China Naval Academy.

**　Professo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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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losed in 1975. The remains of the school’s fences and a structure 
become the symbol of US-ROC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during the Cold 
War.

Keywords：Cold War, Taina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Forc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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