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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

是在監獄主管機關及文史工作者等各界人士的積

極爭取下，嘉義舊監於91年6月10日正式列入市

定古蹟。94年5月26日更獲內政部公告升格為國

定古蹟，讓這具有特殊建築史及文化意義的古老

監獄，在歷經古蹟修繕後，得以於100年底用獄

政博物館的新身分，結合歷史保存、古蹟空間活

化與永續經營之目標，重新賦予舊監新生命。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典獄長陳進豐表示，

日本網走監獄當初在爭取保留時，因遭社區居民

強烈反對，只好花費巨額費用搬遷原有建築，在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園地上重新組裝建造成網走

監獄博物館。但是臺灣的獄政博物館是採取原地

修復整建，更能呈現原汁原味的監獄古蹟風貌。

在臺灣其它日治時期所建造的監獄遭到一一拆毀

後，嘉義舊監隨處可見早期的日式監獄建築特殊

工法以及許多極具歷史意義的監獄文物，可說是

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具體見證了臺灣獄政發

展與法治社會演進的軌跡。

扇形放射狀建築設計  
科學化掌控全監受刑人

嘉義舊監整體的原始建築構想，是採取西方

早期提倡的現代化監獄之理想原型。當時的日本

政府積極向西方國家學習現代化獄政制度，採納

美國賓州「東方州立監獄」的規劃概念，主要包

括放射狀主體形態、中央軸線與對稱原則等特

徵。

當通過監獄厚實巨大的阿里山檜木大門後，

行政大樓的最前端是全監決策執行的重心──典

獄長室。在這個場域裡，典獄長必須充分了解整

個監獄的狀況，還包括必須了解每位職員的各種

基本資料，所以牆上掛有服務於嘉義舊監的職員

名錄。雖然早期裝置在典獄長室的警示燈到近期

的廣播通訊系統、現代化的監視控制系統等設備

早已拆卸，但仍可遙想當時典獄長不用走出辦公

室，即可掌握全監的景象。

接著，繼續往前行，位於正中間的中央台是

全監收容人動態的掌控中心，在不脫離視線的要

求下，面對眾多的收容人，扇形放射狀舍房無疑

是最節省人力的科學化設計。當年只要在中央台

坐鎮一人，每棟舍房走道再各設置一人走動查

巡，總共僅需8名輪值的管理人員，便可掌控收

容人的動靜，平時白天受刑人開封、收封，進出

舍房都必須經過中央台點名、搜身、檢查、向天

照大帝祈福後，才由主管帶入工廠工作或入舍

房。

男女牢房 嚴為區隔

男子舍房總共有智、仁、勇3翼扇形舍房，

上方均設有空中巡邏道，俗稱「貓道」。其採用

木結構及閣樓式的天窗設計，日治時期舍房主管

巡視舍房時，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爬上空中走

道，透過木頭間的細縫監視收容人的一舉一動，

任何騷動都逃不過舍房主管的眼睛。其中，智舍

及勇舍的建築結構與空間設計是一樣的，前面有

20間大小不同格局的雜居房，後段是40間獨居

房；中間的仁舍前方則是獨居房，作為新收、重

刑、違規隔離拘禁之用。一排排暗黑的牢獄長

廊，一間間狹窄的牢房空間配以一座矮小的馬

桶，不禁令人強烈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無形

中也發揮了潛移默化的效果，不斷告誡著人們

「歹路千萬不通走」。

 獄政博物館坐落於嘉義市維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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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古蹟  深化法治教育功能

走趟獄政博物館  相招去坐監 
文、圖／潘云薇

功成身退的嘉義舊監獄，在轉型為獄政博物館後，透過展覽、活動等寓教於樂的形式，讓原本用來監

禁收容人的牢房，變身為多功能的法治教育場域。

監獄，是拘禁囚犯的嚴肅場域，一般人無法

任意進出，甚至對它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由嘉義

舊監轉型而成的獄政博物館，徹底翻轉監獄令人

望之生畏的刻板印象，主動邀民眾入監，希望透

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過往遙不可及

的未知地帶，實地接觸監獄環境，認識臺灣獄政

的發展過程，以達到法治教育的宣導功能。

古蹟活化再利用 賦予舊監新生命

創建於日治時期大正8年（西元1919年）的

嘉義舊監，是國內保存最完整，且具有重要歷史

文化價值的舊監獄建築群；與日本的網走監獄，

並列世界僅存的兩座賓夕凡尼亞式監獄建築。民

國83年嘉義監獄從嘉義市維新路搬遷至嘉義縣鹿

草鄉新監後，曾於拆除與保留之間有所爭論；但

 一排排黑暗狹窄的牢獄長廊，不斷提醒著參觀者「歹路千萬不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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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僅繫於一念之間；還有以鉛字模創作的

「愛」，訴說出母愛的偉大與溫暖。

此外，在眾多展示主題中，值得一提的，還

有名揚臺灣由各監獄收容人參加全國花燈競賽，

獲得燈王的歷屆作品，不但能讓收容人習得一技

之長，也能讓他們從花燈的製作過程中找回自信

心與榮譽感。99年臺灣燈會全國花燈競賽，新竹

監獄以「五福臨門」勇奪機關團體組燈王的作

品，便是由收容人運用100多萬支牙籤，歷經5個

多月製作完成的精采作品。牙籤化身而成的虎

毛，紋理清晰、細緻，整體作品栩栩如生，充分

表現出老虎的威武氣勢。

爭取中程計畫經費  
建置博物館完善功能

若想進一步深入監獄參訪，目前獄政博物館

採團進團出的方式，周二至周日每天固定4個時

段於入口處集合，由導覽志工帶領民眾入館參

觀。陳進豐表示，為了讓全國唯一以「監獄建

築、法治矯正教育」為主題的獄政博物館，徹底

發揮文化實力，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已向行政

院呈報「獄政博物館中程計畫書」，爭取列入明

年度的預算，主要支用於附屬設施之修建、古蹟

本體內部裝潢及景觀工程，以完成博物館展場各

項設備、裝潢及園區景觀之完整性。

獄政博物館是一處歷史悠久的監獄古蹟建築

群，景觀之美可融入當地文化，豐富的文物典

藏，則可充實人文素養，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也

能是一處體驗教育的處所，同時更蘊含法治、矯

正教育的精神，肩負古蹟導覽、文物展示、觀光

遊憩等多元功能。陳進豐也希望，未來獄政博物

館能扮演全國中、小學推廣法治教育的重要角

色，讓學生透過現場感受與輕鬆活潑的課程，深

入認識法治的內涵與形式。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典獄長陳進豐希望有機會將參

訪獄政博物館納入國中、小的法治教育中。

 獄政博物館透過人型裝置藝術增加館舍展覽的活潑

度。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才藝班的收容人將古蹟的古物

殘遺，化身為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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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嘉義舊監，男女監禁的牢房是區隔

開來的，拘禁女性收容人的地方稱為婦育館，建

築格局為男性受刑人區域的濃縮，設有各類型舍

房，還有一個收容3歲以下小孩的處所。女收容

人的小孩因母親入獄服刑無人照顧，所以跟著母

親在獄中一起生活，小孩的作息時間與收容人是

一樣的，晚飯收封至上午開封前與母親同住舍房

內，白天母親在工廠作業時，小孩才集中在育嬰

室接受照顧與管理。

多元化展示 帶給民眾視覺新饗宴

為了讓民眾深入認識嘉義舊監的歷史，獄政

博物館也透過重要文獻檔案、照片、文物及多媒

體互動體驗，包括早期各式的腳鐐手銬、笞刑

具、棟扎、收容人及管理人員的服飾、各類監獄

模型、日本人交接清冊、機關名牌等展示；並充

分運用趣味的互動式拍照看板、人型裝置藝術，

增加館舍展覽的活潑度，同時也讓民眾進一步了

解現代的臺灣獄政制度已朝人道主義、管教方式

健全、醫療品質提升等方向邁進。

獄政博物館內的舊監廢材再利用藝術創作展

覽，更是充分展現監獄正向教化的成果，以及法

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才藝班收容人的創意巧思。

收容人將古蹟修建挖掘出來的黑瓦、檜木、手

銬、牢房門鎖、鑰匙及印刷用的鉛、銅字模等古

物殘遺，化身為46件藝術品，幾乎每件作品都隱

含著收容人對自己罪行的省思及嚮往親情、自由

的心境。其中，作品「突圍」寓意作者在禁錮中

學習，追求自由的真正涵意；而作品「一念之

間」意味著不論是善與惡、黑與白、自由與枷

鎖、黑暗與光明，一個人要往天秤的哪端走，往

 中央台是全監收容人動態的掌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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