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實踐活動企畫書—社 3 陳薈如、宋正馨、曾怡靜   

 

一、 研究動機 

外婆的澎湖灣傳唱千里，彷彿是澎湖的形象記憶，然而，作曲者潘安邦家面對的

澎湖灣其實無法走在沙灘上，體驗那陽光沙灘仙人掌，因為眷村旁的海岸是軍事

用地，不得進入，如今潘安邦所在的眷村已被拆遷，曾屬澎湖灣軍事眷村中的故

事不該被遺忘，我們想把他記錄下來。 

 

二、 活動內容 

大部分前往澎湖的多為觀光客，看到的偏重旅遊的澎湖，卻鮮少有機會一探澎湖

的當地歷史文化。由於此考察活動成員陳薈如為澎湖人，因此我們有機會以更近

的距離體驗澎湖居民生活，在活動期間我們將於澎湖進行實地考察，主要以陳薈

如所居住的莒光新村為訪查地點，並與馬公篤行十村眷村保留區做比較，除行前

的收集資料與閱讀外也預計實地訪問當地民眾，以深入探究其歷史與文化脈絡為

活動重點。另外，除澎湖本島考察外也計畫出訪其他島嶼，並以環境的觀察和其

歷史文化連結，期許能對澎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預計時間 

6/21~7/4(暫定) 

 

三、 地點 

澎湖縣馬公市區(篤行眷村、龍行新村、莒光新村) 

 

四、 預期收穫 

位於澎湖馬公市的篤行十村是全台最早的眷村，為較高階級之軍官眷屬居住，莒

光新村在其旁，則是士官長家眷居住地方，目前兩者已全數遷移至龍行眷村，龍

行眷村為一新式社區大樓，我們希望透過實地訪談重溫當時眷村生活之貌，並且

比較搬遷前後的居住型態差異是否影響鄰里情感，之前大二研究法我們曾得出外

省人因語言優勢在光復初期較有優勢，然而隨著世代此優勢不再存在，相信此眷

村群更能提供更多的觀察，因為就居住在澎湖的陳同學莒光眷村中(為士官長家

眷)附近的孩童玩伴，只有陳同學一人為大學生身分，其餘都只有高中畢業，眷

村裡少見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是否和我們認為的外省人優勢有所出入，較高階級

之軍官眷屬居住的篤行眷村的教育狀況又是如何風貌? 

我們希望這次的實踐計畫可以瞭解台灣的政治歷史如何影響一地的人文風貌，這

不僅是一趟研究之旅，也是一場尋根之旅。 

 

五、 預算金費 



交通車程：往返松山機場約 200 元*3 人 

來回機票：台北－馬公機票來回票約 3000 元*3 人 

當地交通費：500 

餐飲費：1000 元*3 人 

住宿費：無 

耗材費：500 元(指筆、錄音、相片) 

總共:13600 

 

 

六、 希望補助金額 

8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