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斷裂的海》到《前線島民》

• 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

•（國史館：1947南京成立、1957在台復館）

• 1950年韓戰

•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 1955年大陳島撤退（作為一種可能性的預演）

• 1956年實施戰地政務

• 1958年823砲戰、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是否協防金馬

•關注1950年代以降的「斷裂」之下，金門與馬祖的常民生活，進
而嘗試闡釋居民的認同與精神危機







關於金門跟馬祖的五個初步問題：

•金門與馬祖所經歷的「戰地政務」究竟是什麼？

•人在其中會遭遇什麼？

•經歷了戰地政務之後，人會展現出什麼外在特性？

•戰地政務後出生的金馬青年世代是什麼狀態？

•我們（台澎金馬共同體成員）可以怎麼做？

•以下我將試著回答



金門與馬祖所經歷的「戰地政務」究竟是什麼？
島嶼陣地化 /堡壘化



戰地政務是什麼？

•「戰地政務，戰時為配合軍事需要，執行國家政策，而於戰地所
實施的一種民事行政工作。」（國防部，《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
戰地政務紀實》）

• 1956年行政院頒布「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於金
門與馬祖分別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以軍政一元、軍民一體為
概念的軍事管理系統，從「管、教、養、衛」四大要務著手，對
人民之日常生活進行宵禁、燈火、入出境、電信、金融、電器用
品進行軍法審判等多種管制，直到1992年11月7日終止。

• 1928年國民政府即頒佈〈戰地政務委員會條例〉1954年國防部決
定編組戰地政務工作隊，並於大陳島試辦，由大陳防衛司令部司
令指揮大陳區行政公署，為戰地政務的首次試辦。











人在其中會遭遇什麼？
面臨「雙重邊界」、生活被武器化













經歷戰地政務之後，人會展現出什麼外在特性？
發展迷向、政治失語、補償心理















戰地政務後出生的金馬青年世代是什麼狀態？
半戰地記憶 /半「台灣」的混血兒

















我們（台澎金馬共同體成員）可以怎麼做？
從「認識台灣」到「認識台澎金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