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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區二王基督教墓園文化資產調查進度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12年 11月 9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本市永康區復國里活動中心(本市永康區復國二路 46號) 

三、主持人：林喬彬處長                                記錄：李品儀 

四、出席情形： 

(一)財團法人臺灣臺南基督教會聯合服務會(含墓主後代)：(詳簽名表)  

(二)二王基督教墓園自救會：二空基督教會-劉國珠、徐京台、徐行道；大

林教會-方永健、楊功長、龐大衛 

(三)陳以信立法委員辦公室：陳以信立委、龔義欽、黃泓源 

(四)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黃冠程科長、蔡亞庭技士、戴維良股長、施憲谷技

士、林港竣約用人員 

(五)臺南市政府都發局：鄒明志股長 

(六)臺南市永康區公所：王名弘技士、洪承德課員 

(七)文資調查團隊(臺南大學)：戴文鋒教授、楊家祈助理 

(八)業務單位：李貞瑩組長、李品儀、柯智軒、黃卉嬨。 

五、說明內容：（略） 

六、現場發言（摘要）： 

(一) 陳以信立委： 

1. 有關文化景觀申請： 

(1)走文化景觀是唯一一條路，目的是希望繼續保存，大家的墓有

很多恩典和特殊的故事，申請文化景觀能繼續保留上帝的見

證。 

(2)臺灣基督教有兩個路線：天主教和長老教會，二王基督教墓園

是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長老教會出錢買的墓地，把所有教會

的人、傳教士，以及在大陸被共產黨迫害的基督徒集中在一起

的墓園，全台灣只有這邊，沒有其他地方。 

(3)請大家幫忙，大家都有責任，找出意義、翻出意義、提供資

料，讓李新元總幹事彙整，說服委員，把上帝的見證留下來。 

(4)未來如果能變成文化景觀，政府可以出 95%，我們出 5%經費，

墓園就能成為一個見證的公園、一個恩典的公園，大家可以繼

續掃墓，大家共同來完成這個任務。 

2. 以自救會的顧問及立法委員的身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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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續請定期召開說明會跟我們說明，希望未來更多家屬參與。 

(2)如同上次考察的結論要求擴大參與，這包含家屬的意見、學者

專家的意見，我們尊重內部的審議委員，但也要尊重家屬的意

見、尊重我們自聘的專家學者的意見，我們希望委員能有充分

資訊能做判斷，希望我們的家屬、我們的自救會、我們的學者

專家能在適當的審查會過程納入其中。 

(3)盡到我們的責任，蒐羅並提供詳細資料。 

(4)審議之前讓我們與委員可以有面對面表達的時間。 

(5)審議會時，希望自救會代表、專家學者的人可以列席陳述。 

(二) 李新元： 

1. 二王這邊以前是少年團契青年營地。澄清一個觀念，歷史不是時

間的長與短，是對社會的意義才是最重要，在文資法裡面，歷史

人文、藝術及人類行為的遺留具有保存價值。華語教派以國語禮

拜為主體的墓園可能全台灣才這一個，那時候戰後 RC材料進來之

後，像貝聿銘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外形以禱告的手作為設計，

其建築技法，型態設計，以及我們墓園墓的形制、符號意義，沒

有做任何研究調查。 

2. 對國民政府來說，其實像蔣中正、蔣宋美齡都是基督教，戰後國

民政府到陳水扁之前每一屆總統都是基督徒，我們對國民政府和

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尤其華語教派國語禮拜的研究很少。另一個

層面意義是眷村，有很多的教會都在眷村裡面，但現在眷村的保

存研究和眷村家族史都還沒有被發現，二王公墓是一個戰後移民

史，是一個還沒有被開發的研究領域，如果墓被打掉，外省基因

會不見，外省移民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希望放下歷史的成見，

在文化保存的溫度，能夠和世界交陪，走向更多四百。 

3. 故事都藏在各位的房子裡面，你的故事可以用學術方式保存，透

過不斷訴說，這行為本身就是個文化資產的保存，這不是臺南市

小小公墓的事，是在說外省族群、台灣在地社群，眷村家族史需

要趕快去開發，希望文資處去 push這件事，審議委員會是看資料

審議的，希望大家去蒐集資料。 

(三) 焦國平： 

1. 見證五十年前的恩典，最近到二王公墓，朋友介紹說這個是之前橄

欖山牧師娘的墓，拉回我很難忘的記憶，想起以前牧師娘的恩典。

高中在南門路教會參加團契，是少年人參加團體的機會，來到橄欖

山，這輩子吃飯最多的一次不是當兵，吃最多是在橄欖山，是一輩

子的記憶。沒有看到牧師娘的墓或是橄欖山，這個人生最難忘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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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就消失了。我很懷念，環境氛圍很好的，牧師和牧師娘都對我們

很好，心情不開心、不滿意的時候，都有哥哥姊姊在帶領，心情不

好的時候去找姊姊訴苦，高中沒辦法和父母說的事情都能有傾訴的

對象，這就是我今天的見證。 

2. 請教兩個問題，台灣是民主自由社會，是世界非常先進的國家，這

個政府有責任保護百姓的財產嗎？有責任保護文化嗎？保護祖先

的歷史有需要這麼複雜嗎？不要拆就好了，我台灣出生的，我爸的

祖墓在大陸，從小就聽說共產黨把祖墓都拆掉了，但我家竟然沒有

拆掉還留著，我感到很慶幸。台灣這麼民主的社會還有這麼多人爭

取想要保留，二王這邊有多少孩子在海外，我們台灣的歷史說要認

同，沒有祖墓是要認同什麼？  

(四) 民眾 A (發言時未自報姓名)： 

簡單提醒地政局和市政府，大家都不知道徵收與重劃的流程，提醒

一下地政局，為什麼我們墓園原始的名稱改成聯合會，居心何在，

再提醒地政局，這邊有 1500 門，每一個都獨立出來的話，重劃是

否成立？ 

(五) 民眾 B (發言時未自報姓名)： 

澄清大方向，上次在墓園的時候，我們所知道的是就是要拆遷搬走，

所以當時氣氛很不好。今天所講的是要保留？還是要遷走？大方向

我沒有搞清楚，兩次我都有參加，到底要遷走還是要留在這裡？兩

種議題觀念不一樣，謝謝。 

(六) 方永健： 

我是自救會的代表，方永健牧師，在 5 月 21 日那次自救會成立的

時候，我們當時在場的家屬希望把這塊墓園保留下來，這是我們共

同主張，才會成立自救會。因為墓葬的文化資產具備有歷史、建築、

族群、宗教，是種複合類型文化資產，關於審議我們會提出幾個疑

問： 

1. 希望能公布有關於審查委員的背景，是否具有審查本案的專業

知識。 

2. 審議委員中是否有官方代表，是否可以申請迴避，避免影響文

資審查公平性。 

3. 希望審議過程中，能適時於網站提供資料讓我們查詢，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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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言的機會外，也能把這次開會所討論的結果，包含審議過

程的結果，能適時地公布出來，避免讓政治力介入、黑箱操

作，或是避免財團或開發利益者的介入，希望審議過程是公開

透明的。 

(七) 徐京台： 

1. 文資處很賣力，資料方面我覺得都不錯，立場是朝文資保存目

的，我們是你們的後盾。 

2. 橄欖山大概剩十棵橄欖樹其他是雜樹，溪流變臭水溝沒有好好

保留。魏師母墓遷過來這裡了，如果再遷情何以堪? 

3. 橄欖山造就了基督徒的成功，大概全台老基督教會，九成以上

的牧師，都去過橄欖山。 

4. 關於審議會的名單問題，現在法律嚴謹，各方面如果有舞弊的

話，大家也不樂見。有沒有基督徒或教會人士，這些對基督教

的歷史比較了解在名單裡面?。可以找像尤明彥、徐德修，他

們在橄欖山簽署說願意讓政府來使用，到現在他們也不知道，

建議名單要好看，除了公平性沒問題，這種人才是需要在裡

面。 

(八) 李文雄： 

1. 墓地對家族以及地方來說，是很重要的。以前聽到事業做不好

或成功的時候，都會去墓地。台南市基督教墓地就像陳立委說

我們這個墓地和其他不一樣，我是台南神召會的，神召會成立

於 1901年，大陸昆明到共產黨佔領的時候，因為他們是無神

論，所以搬來台灣時名稱是中國神召會台灣區域會，到現在也

是這樣，因此長官來問我們為什麼是「中國」神召會，很是尷

尬。 

2. 當初墓地遷移的計畫是怎麼？如果是公家的需要遷那沒話講，

但是私人財團法人、私人墓地，怎麼說劃一劃就一起拆，正當

性站不住腳。 

3. 如果有人去佛羅倫斯辦公時，聖十字教堂裡面都是石棺、石

門，裡面照常在禮拜，禮拜時都很熱鬧，平常時就是開放給觀

光客，裡面都是很有名的人在裡面，這是觀念的問題。比如吳

尚新，就是現在吳園的頭家，他的墓在十三甲那邊，後來被拍

賣掉，就遷到延平郡王祠，再後來說那邊放墓不適合，遷來大

南門城，放在地板，而現在不知道遷到哪裡，其實它裡面沒有

骨頭只有墓牌只是紀念，希望觀念改變。 

4. 趁這個機會，希望能在這 0.6公頃建立一個聖教堂，屬於台南

基督教的公墓，還要有塔，台灣房子很多，並不是說房子很

少，因此才要來討地，是政府房產把持的不好，只會蓋。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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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買房子很簡單、很平實，現在有仲介，只能漲價，這很有問

題。 

5. 關廟有一塊地很大，如果墓園無法申請成為文化資產，希望政

府可以給百姓方便，讓我們在那邊建塔、建教堂，未來若要進

塔要跟管理員報告，亡者過去到現在的事蹟，要有個簡單的

誌，整個塔就變成一個圖書館、墓地的資料館，讓大家喜歡來

這裡玩，台灣的歷史都在這邊。 

6. 挖墳的事上帝都有在看，二王的墓葬一層又一層的堆疊，很多

是清代的墓，但墓區年代很久了，不整理不行，而我們墓園不

是，每年清明都有追思禮拜，各教會都來，用歡喜的心來，沒

有注意就把它毀掉，這是不行的事情。 

(九) 杜蓉玉： 

1. 我是外省第二代，我們家是基督徒，也是眷村出來的，二空教

會的，祖母爸爸姐姐他們三個都是大陸來的，我姐姐比較早意

外過世，在那邊已經五十多年，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是血濃於

水、我們要再一起，我們希望能夠在原地裡面，我媽去年過

世，還在等著什麼時候能相聚，結果只能夠出不能進，真的是

很心痛。 

2. 本身是地政事務所，據我所知，徵收沒聽說過，我們是一個法

人，法人是一大群人，不知道要重劃，沒有收到訊息，不知道

補償要給多少錢，無從得知消息從哪裡來，我們都是善良老百

姓，現在才知道有文化資產這條路可以走，神給我們互助，感

謝神給我們這條路可以走。但有些善良的人就遷走了，我們很

心疼，環境越來越雜亂，本來我們覺得這裡是一個像天堂一樣

的地方，一年不如一年，據我在地政事務所那麼多年，沒有辦

過徵收墳墓。 

3. 水交社那邊之前辦徵收公辦重劃的時候，我記得有幾個人家，

他是新房子，不參加鬧了很久，也沒徵收掉。我們真的沒有得

到資訊，不知道徵收和重劃，知道之後就是要徵收了，沒有出

頭的機會啦。現在我希望這個美的像天堂的地方，我媽媽還等

著進去，希望我以後也可以進去，為甚麼要徵收墓地，希望主

管機關體諒家屬的心，我相信你們沒有聽到每個人心聲，只有

所謂的法人，那個法人是誰？ 我們都不知道，只能默默的承

受，上面說甚麼我們就只能照做，開放的時候，我還去整修祖

先的墓地，我們在大陸都可以做到這樣，在台灣這塊地，我們

已經認為台灣是根了，等到那一天的時候，我都沒有辦法決

定，能不能跟我爸爸、我媽媽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文

資，只能走感情角度，請上面長官們體諒所有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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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民眾 C (發言時未自報姓名)： 

各位長官、各位先輩，我今天一直聽到大家在講審議委員會 17 個

人，這個案子拍板定案的是審議委員會還是審議委員會的長官們？

我只問一件事，拍板定案的人是誰？能不能給我們答案？ 是這 17

個審議委員會的人呢？ 還是他的長官？ 

七、 書面意見： 

(一)王文輔： 

1. 二王基督教墓園，民國 60年至今，其地目為墓地，現今墓主都是有

對價關係取得使用。市府重劃徵收應獲得現今使用者(墓主)家屬同

意方可進行。 

2. 目前市府徵收重劃作業皆不合法，程序問題也不合理。 

3. 原二王基督教公墓委員會為何能更改現今名稱，請地政局回覆。 

(二)李瑞亮： 

文資處：辛苦了。加油! 耶穌愛你。 

(三)杜蓉玉： 

1.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8 條第一項第二款所云：主管機關勘選市地

重劃地區時應評估土地所有權人意願。本案所有權人雖為法人名義，

實則約為 1400門墓主共有。然墓主後代未得到徵詢，重劃實施草率，

既不夠公開，也罔顧逝者安靈，不公不義，令人悲痛、遺憾。 

2. 本人乃眷村第二代，祖母、父親、二姊，民國 38年從對岸來到這塊

土地，不久家人受上帝恩典全家信主。而後 65年二姊意外過世，再

父親、祖母相繼榮歸天國，這三位親愛家人雖去天國，而在世上尚

有這一方墓園讓子孫緬懷，猶如天堂相聚。遙想近 50年前，初到墓

園，從二空小眷村坐著破舊公車搖搖晃晃轉車換車一個多小時到永

康基督教墓園。雖然當時是荒郊野外，可是這是過世的弟兄姊妹美

好的家鄉，整齊，有管理，綠美化，我們家屬也得到些許安慰，至

今年節掃墓未曾間斷。 

3. 民國 65年初至墓園時，已經在 A區有許多墓了，據了解是一些不辭

辛勞，無私奉獻，為基督信仰傳遍各地，而埋骨於此的傳教士。他

們雖然肉體已亡精神常存。他們的作為是我們基督徒所感佩的，也

足以為這塊土地的基督徒表率，他們為基督教在臺灣的歷史佔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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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吾等後人豈能無視他們的曾經，輕易抹煞。 

4. 市地重劃區域規劃應避免爭議土地，本墓園在重劃區域內僅不到一

公頃，且為邊角地帶，不是如鐵路地下化無法更動。既然發起自救

組織，能否請主管機關傾聽民意，將本墓園劃出重劃範圍內，不勝

感激。 

5. 另，吾母於去年過世目前尚暫厝中洲塔內，期待天上、地上早日與

過世家人相聚。這是我們子女們的心願，祈願主辦方能體恤民意，

盡速處理。 

八、 文資處說明： 

(一)文資審查程序 

本處委託臺南大學辦理本墓園文化資產調查，委員分次進行現場勘

查，待所有墓葬完成文資調查及現場勘查程序後，會做文化資產價

值評估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如認定成為列冊追蹤之標的，將進入

審議會辦理，將可能有三種狀態： 

1. 持續列冊追蹤 

2. 解除列冊追蹤 

3. 進入審議程序 

若進入審議程序，將辦理審議會現勘，並做最後決議，可能為兩種

狀態： 

1. 指定或登錄為文化資產 

2. 未指定或登錄為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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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方式 

1. 文資處公開調查團隊所製之墓葬調查

表，歡迎民眾一同參與資料補充與勘

誤，方式如下： 

(1)掃右方 QR code進入協作平台，可

進行查閱、勘誤及資料補充。 

(2)辦理現勘時，文資處會函知墓主後代與會，家屬及關心民

眾可當場提供相關資料予委員。 

(3)將相關資料寄送至：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3號(許石音樂圖

書館地下 1樓) 

2. 民眾參與審議會方式如下： 

(1)審議會辦理時將發送開會通知單，函知所有權人和墓主後

代與會，關心此議題者亦可出席旁聽申請發言。 

(2)亦可準備書面資料提供給委員納入評估。 

 

(三)文化資產的審議 

文化資產是全台灣人的資產，成為文化資產有一個基準，要依文資

法相關規定辦理審議的程序。 

(四)有關官方代表迴避 

18位審議委員中，只有一位是文化局長，因為是召集人，是政府代

表，他在審議市政府的案子中是當然必須迴避，本處開始審議討論

市府案件前，委員們會互相推派出一位代表擔任這審議案的主持人。

在迴避的部分，文資法有規定，請大家放心。 

(五)審議會委員的組成 

審議會委員的名單、背景、服務單位、專長，在文資處官網都能很

清楚看到(https://tmach-culture.tainan.gov.tw/，點選路徑如

下：首頁➔政府資訊公開➔文化資產審議會)。每個委員專長不同，

大致可分為建築、歷史、藝術、都市計畫、法律等不同面向。本案

在審議前先做調查，將相關資料提供給委員評估，開會時亦能邀請

其他有特殊專長背景的專家擔任協助的角色提供專業意見。 

(六)參與審議會與公開透明 

開會會通知被審議的墓主後代及地主參加，並保留時間讓大家發表，

每人原則上三分鐘，如果有很多想表達的也可以先提供資料予本處，

將於會前給委員以補充不足，事後的會議紀錄也會放到網路公開。 

https://tmach-culture.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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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讓基督教背景或專家參加審議 

因為審議會的組成是固定的，審議會委員任期是兩年一任，不是每

案、每次審議會聘一次。審議過程中，自救會或有關基督教的專家

參與審議的管道，一種是和民眾共同出席，做意見表達，但會議過

程會保留時間優先讓相關人做意見表達，或先提供書面意見納到會

議資料裡，讓委員能事前閱讀做充分了。 

(八)墓園現在是否可以使用，未來成為文化景觀後呢，園內空地呢？ 

尚未有文資身分前，依照土地所有人(即聯合服務會)既有的管理維

護規則進行。若未來成為文化資產，例如文化景觀，因文化景觀範

圍較大，範圍內每個區域的管理維護方式會有所不同。文化景觀比

較彈性，會依使用者的需求和文化價值做綜合考量去擬定保存維護

計畫，未來審議會審議後，若取得文化景觀身分，屆時會再開說明

會和大家說明與討論各區的使用方式。 

(九)墓主後代通知方式 

本次說明會本處是直接通知土地所有人(即聯合服務會)，並請其轉

達給墓主後代；但考量本案性質及民眾訴求，之後會請戶政事務所

協助查詢墓主後代資料，並發文給聯合服務會核對資料是否有遺漏。

然而因為戶籍地和通訊地時有不同，如有通訊地址和戶政資料不同

之情況時，麻煩民眾主動告知文資處，未來現勘、小組審查、審議

會都會發文通知墓主後代。 

(十)定期溝通說明 

未來仍會召開說明會和大家溝通說明，增進彼此相互了解。 

(十一)審議會程序說明 

優先請相關人入場，關心此議題的民眾亦可旁聽及申請發言。文資

處會先就審議案的相關背景、資料做簡報說明，報告完後主席會詢

問相關人的意見，這時就是讓審議委員聽相關人的陳述，再來就是

書面的意見；另因為每人發言原則三分鐘，若發言的人太多時間怕

不足，可以先準備紙本資料給委員參考。 

九、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