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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的犯罪矯治機構可追溯至清雍正 12

年同安縣丞移駐金門時，主管政務及訟獄聽判於

縣丞公署內（現址為金門基督教會）所設置之看

守所。民國 4 年金門正式設縣，首任縣知事（即

今之縣長）左樹爕在縣署的西側新建監獄及看守

所，大幅改善囚犯的監禁環境。民國 27 年 10 月

日軍佔領金門，縣府被迫遷往大嶝；34 年 10 月

光復後旋即實施軍事管制，以致司法業務一度停

頓；迄至 39 年雖恢復辦公，惟受限於軍管局勢

及資源困乏，遂租用東門里（後遷租南門里）民

房為看守所。民國 45 年 3 月縣司法處改制為福

建金門地方法院，看守所亦隨同改隸，並於 47

年 4 月遷至金湖鎮新市里現址，嗣於 52 年奉司

法行政部令改制為「福建金門監獄」。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法務部矯正署成立，機關全銜變更為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並與「金門少年觀

護所」及「金門看守所」合署辦公。

回顧金門監獄的發展軌跡，實深受戰地政務

的束縛與影響。其中尤以「租用民宅當牢房」，

堪稱獄政史上最滄桑而慘淡的史頁。當時租用的

三合院閩式建築，原本是成功隊（現今之兩棲蛙

人部隊）向民間徵借的，後來分租給看守所使用，

雖然彼此訂有租賃契約，但因民房是 3 人共同持

有，然每年支付新台幣 60 元的租金並未由 3 人

平分，以致未收到租金的屋主（一說係礙於「官

軍權勢」；另說是成功隊的伙食優渥，經常提供

米糧予屋主，致其感銘在心而無意收租），竟延

至民國 67 年間始向監獄索討。由於監所無權過

問繳付租金後之分配情形，且依看守所留存資料

顯示概已如期付租，這筆迷糊帳才未掛記至監獄

頭上。

民國 43 年以前，中共的炮彈是打不到縣府

所在地的金城鎮區域的。其後因武器日益精良、

射程涵蓋面不斷擴張，基於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

之考量，金門地院乃向金湖地區農民購買土地，

並興建完成戰時疏散廳舍，正確位址約是現在監

獄舍房的所在。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過後，法

院疏散廳舍不再使用，看守所方從金城的租用民

宅遷入。最初僅有簡易的房舍建築，既沒有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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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談不上維安設施，晚上天氣燥熱、蚊蟲又多，

犯人集中在路旁的木麻黃樹下就寢。由於因陋就

簡且管制不嚴，亦曾發生收容人利用夜色昏暗，

偷把囚米拿回家用之事件，經管理員盤點囚糧後

始發覺並糾正，顯見當時監獄草創時之窘困境

況。

民國 40 年至 60 年間戰地燈火管制嚴格，夜

間供電侷限於人口較為集中的金城及山外等鬧區

街坊。當時的金門監獄位處偏避鄉間，並不在供

電的區域範圍內，因此，每到夜晚，四周均是漆

黑一片，舍房照明全憑馬燈（如照片 1）。由於

燈火的光線本即微弱，且以煤油做燃料，直接置

掛房內會有失火而衍生戒護事故之虞，以致夜間

的囚情監控始終處於模糊不清的半真空狀態。直

至民國57年購置一台5Ｋ手搖啟動式發電機後，

燈光設備不足問題才獲得紓解。但因發電機供電

能量有限，僅夠做為舍房監視照明之用，無法再

供辦公處所或職員宿舍使用。

八二三砲戰 2 年後，中共實施「單打雙不

打」，通常是雙號晚上十二點過後，就不定時的

施打炮彈，因此可以說每天都會打的意思。這段

期間，監獄管理人員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除了

既有的勤務事項外，更要定期清整防空洞，半夜

炮擊時須快速疏散人犯，因防空洞內既濕又悶，

部分受刑人寧死也不願躲避，故意牽拖推延、惟

恐不亂，更造成戒護安全上的沉重負擔。民國 54

年 10 月 21 日，金門監獄的司法新邨宿舍即被大

嶝的匪炮擊中，還好人員均已前往防空洞避難，

而幸未造成重大傷亡（如照片 2）。至於監獄圍

牆內的防空洞，原本位在崇善舍西側前方約 10

公尺處，直到民國 87 年房舍進行改建工程時，

始予拆除（如照片 3）。

戰管時期的金門，經常實施各種不同類型的

軍事演習，居民不分男女均須全副武裝參演，金

門監獄同仁也不例外。從典獄長到司機工友，每

位同仁均須著軍裝並配置七九步槍，整齊的隊伍

照片 1：馬燈的設計簡單，既方便、耐用又省油，要明亮或是

暗淡，只要輕輕轉一下燈芯的長短即可。

照片 2：民國 54 年 10 月 21 日金門監獄司法新邨宿舍第 1 臥室

客廳遭大嶝匪砲射中後設施毀損情形。

照片 4：金門監獄員工參加民防自衛訓練，同仁均著軍裝並

配戴歩槍，背後為監獄圍牆，其上書寫愛國標語。

照片 3：防空洞位置約在舍房前方 10 公尺處，出入口在籃球

架後方。

照片 5：演習集合及宣達政令情形，站在隊伍前方點名者為當時之

典獄長魯培瑤先生（現已退休）。

照片 6：南雄育樂中心係民國 48 年間由 69 師雄獅部隊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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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部隊在進行操練；特別是典獄長身著軍服、

站在隊伍前面清點人數，儼然軍中長官的模樣，

真是全國唯一、絕無僅有的特殊景象（如照片4、

5）。每次演習前後，監獄均會進行槍枝的擦拭

及保養，每年更須配合金門防衛司令部及自衛總

隊實施武器裝備檢查。此外，另須指派專人至第

三士校（現今之幹訓班）參與講習，目的在於熟

練「高級匪俘處理中心」之相關作為；參訓對象

含括金門日報社長及金防部校級政戰軍官，內容

著重在勸服高階匪軍戰俘，進而獲取敵軍資訊或

情報；研習期間要配合班隊的起居作息，過著如

同軍人一樣的規律生活。因此，當時的金門監獄

除一般受刑人的矯治教育外，同時亦肩負戰俘收

容及處遇的特殊功能。

在一切仰仗軍方的戰地管制時代，金防部政

五組轄下有個播放電影部門，每月都會巡迴各村

落放映忠黨愛國、宣揚政策、忠孝節義或愛情文

藝片等，多少提供聊備一格的休閒活動。由於當

時的典獄長與軍方互動關係良好，金防部電影隊

乃按月蒞監播放影片，民國 67 年間甚至還曾將

所有受刑人帶到南雄育樂中心（如照片 6，位置

約於現今金門農工操場後方）觀賞電影。這種特

殊的待遇與福利，同時期的台灣地區收容人是無

法享受到的，算起來該是金門監獄教化活動的一

大特色。此外，由於民生物資缺乏、囚服費用不

足，收容人使用的棉被大都向軍方借用得來，迄

至民國 75 年法務部編列專案預算後，被服方由

監獄自行購置。

就監獄的矯正教育內涵而言，視訊或影像教

學等均是稀鬆平常的教化事項，但要在未施用任

何戒具的情形下，將收容人帶到圍牆以外的電影

院去觀賞影片，卻是一件了不起、不可思議的大

工程。近幾年來，彰化監獄在「優人神鼓」的技

術指導下，由受刑人籌組而成的鼓舞打擊樂團應

邀到各音樂廳、體育館等場所表演，博得社會各

界的一致好評與廣大迴響。類此矯正機關結合社

會資源、共同從事教誨教育的作法，身處前線戰

地的金門監獄堪稱是深諳此道的先驅者，由此亦

可驗證軍事管制其實並非一無是處的。

民國 76 年 7 月戒嚴體制終結，緊接著金馬

戰地政務亦於民國 81 年 11 月解除，台灣地區各

行各業迅速呈現出百花崢嶸的拓展態勢。此時的

獄政業務面向日趨多元而寬廣，監所的觸角亦跨

出高牆、向外延伸，終至深植於社會各角落。尤

其是在「一監所、一特色」的發展指標下，各矯

正機關均創建出專屬的招牌作業項目。金門監獄

於民國 95 年間，與福建更生保護會等公益團體

合作辦理「點燃願景之燈－ 2006 技訓飛揚圓夢

計畫」，除向金酒公司募得 50 萬元及金門地檢

署提供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公益捐助金 22

萬5千元外，其餘部分概由更生保護會負責募集，

合計投注總經費 107 萬元，用以開辦串珠、手工

麵線、鐵工及機車修護等技職類科。其中「手工

麵線班」即為「鼎金養生麵線坊」之前身，其後

更發展成為金門監獄的作業特色，創造年產值逾

600 萬元之營銷績效。

秉持精益求精及多角化經營的理念，金門監

獄在福建更生保護會的支持與協助下，於 101 年

4 月間派遣專人前往馬祖學習「魚麵」的製作方

法。歷經了無數次的試作與改良後，終於開發出

天然有機、美味可口的養生魚麵，並預計於 101

年底正式上市。「鼎金魚麵」採用當季新鮮魚肉

絞製的魚漿，混入一定配比的特級中、高筋麵粉，

經過拌、揉及壓、塑型，再曝曬至充分乾燥後乃

成。由於工序嚴謹、紮實，且過程絕不添加色素

或防腐劑，因此，不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口感

更顯得滑順而Ｑ彈，堪稱健康美食之極品。

從魚麵的研發過程中，再次印證了矯正與更

生保護業務連攜的緊密性。這種整合相關單位資

源、借助民間團體力量來協助監所辦理教化工作

的模式，正是當前矯治對策的主軸核心與必然趨

勢。金門監獄為犯罪矯治機構的一環，在嚴密安

全管理、穩固戒護囚情的前提下，今後當廣泛結

合社會各界之公益暨志識團體，傾全力專注於收

容人之技能訓練、教誨教育等人性再造工程，期

能有效遏制犯罪、發揮司法最後防線的功能。

( 作者為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典獄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