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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詭故事與我們的遺產：第九屆青年人權體驗營 

招生簡章 

 

一、活動緣起 

自 2012 年起，國家人權博物館針對青年世代人權教育推廣，已辦理八屆「青年人權體

驗營」，延續近年對人權教育的重視，提升人權保障概念，促進民主機制健全，落實法治國家

精神，表彰人權博物館設立目標，2020 年 6 月 6-7 日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辦理前導課

程，7 月 10-12 日於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辦理青年人權體驗營。 

 

    臺灣幾處不義遺址，例如馬場町、北警察署（今新臺灣文化運動紀念館）、東本願寺（今

西門町獅子林大樓）、鳳山招待所、綠洲山莊等，流傳著一些不尋常的體驗或靈異傳聞，總有

人試圖將這些繪聲繪影的故事連結上白色恐怖肅殺的歷史。2014 年，國家地理頻道推出「不

想去的詭地方」（I Wouldn't go in There），以「亞洲猛鬼實錄」為名，造訪亞洲各地與戰爭、

死亡、苦難記憶相關的遺址，其中「臺灣」一輯的主角正是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從綠島

燕子洞藏有黃金的百年傳說，卻挖掘出大量疑似原住民遺骸的真實事件，探索臺灣威權時期

逮捕、審判、監禁政治犯的往事。 

 

    城市探險家運用偵探技巧及類似CSI破案的通俗手法，解讀靈異事件與歷史遺址的關係，

強烈引起人們的好奇甚至是窺探之感。這類因戰爭、災難或暴力的迫害，承載著痛苦、哀傷

記憶等負面情緒的遺址，稱作「黑暗遺產」（Dark Heritage）；基於對歷史的求知欲，或是對

異常事物的迷戀與追求，進而造訪該地，形成一種有別於休閒愉悅、放鬆心情的觀光型態，

學者則稱之為「黑暗觀光」（Dark Tourism）。 

 

  本屆青年人權體驗營，走進曾經監禁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等監獄舊址，挑戰

自我對歷史的重新理解，正是一場嚴肅且具有高度教育意義的黑暗觀光。除了歷史的追尋，

從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縈繞不絕的傳說與鬼故事，我們更想進一步探問國家暴力與當地禁

忌、傳聞之間的關係，以及綠島園區與綠島的關係―作為一個渡假風情與黑暗遺產並存的島

嶼，綠島人如何看待白色恐怖歷史及監獄遺址的存在。 

 

    本次青年人權體驗營，我們邀請了三位在不同年代入獄的受難者蔡焜霖、簡中生、陳欽

生前輩，分享他們的受難經歷與生命故事。前導課程亦邀請在東華大學開設「鬼魅地理學」

課程的林潤華老師，主持東部政治監獄研究的陳進金老師，帶領學員認識黑暗觀光的意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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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歷史過程，作為學員尋路綠島的初步認識。上島之後，長期投入臺東生態工作的

呂縉宇老師，負責解說綠島豐富的自然人文生態；於荷蘭萊頓大學就讀博士班的朱芳儀老師，

正好回到綠島蹲點收集資料，將分享這幾年進行宗教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心得，從更多元的角

度反思綠島、反思白色恐怖。 

 

二、活動對象 

對人權議題、白色恐怖歷史有興趣的大學生、研究生，計 16 名學員，另甄選 4 名輔導

員，需曾經參與過國家人權博物館相關活動，並以前八屆青年人權體驗營學員為優先。若報

名人數超出名額限制，將依前導課程出席狀況及報名簡歷篩選，全程參與前導課程者優先錄

取體驗營。 

 

三、時間及地點 

（一）前導課程：2020 年 6 月 6 日、6 月 7 日（星期六、日），共 2 天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 號） 

（二）體 驗 營：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2 日（星期五、六、日），共 3 天 2 夜 

           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臺東縣綠島鄉將軍岩 20 號） 

 

四、報名方式 

招生時間自 2020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26 日 12:00 截止，6 月 7 日 18:00 公布錄取名單，

請搜尋 FB 粉絲頁「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導覽家族」，6 月 10 日前完成保證金繳納。 

 

五、活動費用 

本活動全程免費，惟需自行前往臺東火車站，錄取學員需繳納活動保證金新台幣 1,500

元整，全程參與體驗營可退費。 

 

六、活動回饋 

全程參與體驗營的學員及輔導員，由國家人權博物館頒發研習證書，贈送相關出版品，

學員須繳交心得一篇，形式不拘。 

 

七、講師課程 

    本次課程邀請講師詳見下表。 

 

表 1  講師名單 

前導 

課程 

黑暗觀光 林潤華（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白色恐怖 陳進金（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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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 

蔡焜霖（1950 年代政治受難者） 

簡中生（1960 年代政治受難者） 

陳欽生（1970 年代政治受難者） 

體驗 

營隊 

綠島生態 呂縉宇（臺東生態工作者） 

綠島田野 朱芳儀（荷蘭萊頓大學文化人類學暨社會發展學系博士班） 

生命故事 
簡中生（1960 年代政治受難者） 

陳欽生（1970 年代政治受難者） 

 

表 2  前導課程表 

6 月 6 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認識學員 景美園區導覽員 

10:00-12:00 不想去的「詭」地方？i-探索黑暗觀光 林潤華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不想去的「詭」地方？ii-探索白色恐怖 陳進金老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7:00 1950 年代政治受難者生命故事分享 蔡焜霖前輩 

17:00- 賦歸  

6 月 7 日（星期日） 

09:00-09:30 報到  

09:30-11:30 不想去的「詭」地方？iii-探索景美園區 景美園區導覽員 

11:30-12:00 押房體驗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1970 年代政治受難者生命故事分享 簡中生前輩、陳欽生前輩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行前說明 景美園區導覽員 

16:00- 賦歸  

 

表 3  體驗營行程表 

7 月 10 日（星期五） 

12:10-12:30 報到 臺東車站 

12:30-13:30 前往富岡碼頭搭船 富岡碼頭 

13:30-14:30 前往綠島 南寮碼頭 

14:30-15:00 前往民宿 南寮碼頭→晶華景觀民宿 

15:00-15:30 認識環境 晶華景觀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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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8:00 走走綠島-自然人文生態探索 綠島燈塔、環島公路、公館村 

18:00-19:00 綠島風味晚餐 公館小屋 

19:00-21:00 小組交流 晶華景觀民宿 

21:00-23:00 盥洗 晶華景觀民宿 

23:00- 就寢 晶華景觀民宿 

7 月 11 日（星期六） 

08:30-09:00 早安，盥洗 晶華景觀民宿 

09:00-09:30 早餐 晶華景觀民宿 

09:30-12:00 新生的意義-探訪新生訓導處 模型館、第三大隊、人權紀念碑 

12:00-13:30 午餐 綠洲山莊視聽教室 

13:30-15:30 監禁的命運-探訪綠洲山莊 禮堂、八卦樓 

15:30-16:30 押房體驗 八卦樓 

16:30-17:00 休息 綠洲山莊視聽教室 

17:00-19:00 世代相談 綠洲山莊會議室 

19:00-20:00 晚餐 綠洲山莊視聽教室 

20:00-21:30 綠島人的傳說與心靈 i-田調經驗分享 綠洲山莊視聽教室 

21:30-23:00 盥洗  晶華景觀民宿 

23:00- 就寢 晶華景觀民宿 

7 月 12 日（星期日） 

08:00-08:30 早安，盥洗 晶華景觀民宿 

08:30-09:00 早餐  晶華景觀民宿 

09:00-12:00 綠島人的傳說與心靈 ii-田調地點走訪 十三中隊、燕子洞、溫泉聚落 

12:00-14:30 午餐，前往南寮碼頭 綠島大街 

14:30-15:30 回返臺東 綠島→臺東 

15:30-16:00 回返臺東車站 富岡碼頭→臺東車站 

16:00- 賦歸 臺東車站 

 

7 月 10 日 

（星期五） 

學員於臺東車站集合，搭乘遊覽車至富岡碼頭登船，航行 50 分鐘後抵達綠

島，抵達位於公館村的晶華景觀民宿稍事休息後，由臺東知名生態工作者呂

縉宇老師解說綠島自然人文生態，走訪 1951 年 5 月 17 日第一批政治受難

者上岸的綠島燈塔，最靠近新生訓導處的公館村，以及受難者心中永遠的紀

念碑三峰岩。 

晚上在公館小屋，品嘗由綠島阿姨叔叔準備的風味晚餐，例如在來米漿和花

生混和，加入九層塔後煎成的「芡粿」，是每年必不可少的綠島點心。 



5 

 

7 月 11 日 

（星期六） 

學員於象鼻岩前出發，從當年政治受難者走的產業道路開始，沿著「萬里長

城」走進「新生之家」大門，參訪模型館、第三大隊，了解 1950 年代新生

訓導處集中營式的生活，感受蔡焜霖前輩 21 歲初抵綠島的苦難生活。 

下午接著是綠洲山莊的導覽及押房體驗，體驗八卦樓高牆式監獄的燠熱難

耐，並由簡中生、陳欽生兩位前輩分享牢獄歲月的點點滴滴，以及遙想故鄉

親人的孤寂心情。 

晚餐後，由朱芳儀老師分享這些年在綠島進行宗教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心得，

為什麼綠島人認為蠟像館、十三中隊、燕子洞「很陰」？與白色恐怖歷史又

有著什麼樣的關連？綠島人對於白色恐怖歷史及監獄遺址抱持著什麼樣的看

法？這個夜晚我們將走入綠島人的心靈世界。 

7 月 12 日 

（星期日） 

上午，跟著朱芳儀老師實地走訪田野調查的地點，到埋葬相關人士的十三中

隊、壟罩死亡陰影的燕子洞，以及朝日溫泉至溫泉聚落一帶，體會聚落空間

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午餐後揮別湛藍的太平洋，準備返回甜蜜的家。 

 

八、防疫措施 

1. 前導課程及體驗營期每日測量體溫，使用酒精雙手消毒。 

2. 前導課程及體驗營報到時，須填寫「兩周內是否有國外旅遊史」調查表。 

3. 全程配戴口罩並使用團體導覽設備，請自備口罩及耳機。 

4. 晶華景觀民宿 4 人 1 間，請遵守民宿防疫規定，勿任意調換房間。 

5. 臺東車站集合時測量體溫超過 37.5 度者，即無法參加後續課程，建議活動前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若有任何問題請立即通知工作人員。 

6. 上島後測量體溫超過 37.5 度者，即無法參加後續課程，由工作人員安排返回民宿休息，

協助返家事宜。 

7. 因配合防疫措施導致無法全程參與的學員，將全額退還保證金。 

8. 防疫期間依政府政策隨時調整防疫措施，請配合工作人員指示，諸多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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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詭故事與我們的遺產：第九屆青年人權體驗營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其他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系  

飲食習慣 □葷    □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過去 14 天是否 

有國外旅遊史 
□是，               □否 

曾參與人權館 

舉辦活動 

 

 

 

 

簡歷與報名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