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前言：本文緣起
前年到去年，各方陸續傳來本人任教所在的成大力

行校區，一棟「家寶醫學研究室」即將拆除的消

息。進一步向總務處探詢，總務處以考古所需要空

間及景觀設計，是考古所同意拆除為理由，但再向

考古所當時所長劉益昌教授詢問，劉教授卻說這棟

樓雖然當時是考古所在使用，但只是借用，他從

未說過主張拆除的說法。如此，筆者在多方詢問下

仍無法確切知道，究竟為了什麼理由這棟樓非拆不

可？只聽到校園空間規畫委員會委員告知，他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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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這是一棟危樓，但這棟樓實際上經希望保存

的前八0四家屬委請土木技師進行結構鑑定，卻指稱

該樓目前結構安全無虞。這不但讓人為兩造間的巨

大落差感到困惑，學校先前急於拆除，又舉不出非

拆不可的理由，確實也讓人匪夷所思。

「家寶醫學研究室」位在小東路成大力行校區，進

小東路大門後直走到底沿車道左轉的左側第二棟，

是一棟長10公尺、寬7公尺的兩層樓鋼筋混凝土建

物。於1973年10月5日由當時中華醫專董事長楊家

醫學研究室的保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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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取在維基百科「家寶醫學研究室」詞條。h t t p s : / /

zh.m.wikipedia.org/zh-tw/%E5%AE%B6%E5%AF%B6%E9%86

%AB%E5%AD%B8%E7%A0%94%E7%A9%B6%E5%AE%A4

寶出資新臺幣35萬元興建，隔年6月建好後贈予804
總醫院，並於1975年7月22日與陸軍804總醫院（現
改名國軍桃園總醫院）進行簽約，開始全國首創的

軍民建教合作案例1。此後這建築除了作為醫院醫護

人員休憩使用，也開始讓中華醫專醫護學生可以到

醫院實習。1986年又加蓋三樓為圖書館，成為如今
三層樓的模樣2。原建物為白色，前方立面左側整片

磚紅色瓷磚作為裝飾，後在2015年蘇慧貞校長上任
後，曾經過簡單整修，成為力行校區的工友班備勤

室，供當時的工友休憩、沐浴和換洗之用 3，後在

2019年考古所進駐於其前後兩側建築後，提供考古
所作為倉庫使用。

回顧家寶醫學研究室之建成，從國軍桃園總醫院

「百年大事紀要」中可以看到1973年4月巨人少棒隊
隊員到八0四醫院進行體檢，是不是因為這個因緣，
讓1972年6月起開始擔任中華醫專(今「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董事長，同時身兼臺南棒球委員會及壘球
委員會主委，在1973年帶領巨人少棒隊遠征威廉波
特，並且拿到世界少棒冠軍的領隊楊家寶想到，而

興起與八0四醫院合作，讓中華醫專的護理科與醫事
檢驗科學生來醫院實習 ? 可以確定的是，1973年間
這個健教合作案的促成經由與楊家寶相當熟悉的聯

合報記者溫福興，與八0四總醫院秘書吳照煌居中聯
繫協調，最後才在1970年代中期促成這樁美事。這
在當時曾是大事一件，台視公司因此也有檔案影片

留存4。由於這棟樓出資人是楊家寶，建築遂命名為

「家寶醫學研究室」，並由當時擔任八0四總醫院院

1  國軍桃園總醫院「百年大事紀要」，https://www.aftygh.gov.tw/about/cate2/sn3/。
依經濟日報1973.10.6新聞則稱捐款30萬元。

2  徐明福，〈臺南市市定古蹟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調查研究與修復計劃報吿書〉，臺南市: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6: 2，頁70。 

3  〈成大蘇慧貞校長關懷基層，工友班備勤室煥然一新〉，成大新聞中心，2015。

4  參紀錄短片－【戡亂時期下的軍民合作思潮－家寶醫學研究室】，其中台視授權之檔案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Sp0w3AoGA&t=96s

長的焦文魁題字後，作成黑色大理石為底之直式金

字「家寶醫學研究室/院長陸軍少將焦文魁題」等字
樣鑲在建築前面左側紅磚立面上，「家寶醫學研究

室」字樣上面則有軍醫院的統一院徽(如下附圖)。

15

○○○●○○○ 	



二 . 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
雖然之前規畫設計學院院長鄭泰昇說，家寶醫學研

究室在2003年市政府文資審議時就有指定成大校
內該保留的歷史建築，而2016 年成大校園規畫與
應用委員會也已指定成大校內需保存的歷史建築，

兩次盤點中家寶醫學研究室都未被列入需保留建

築，意指家寶醫學研究室建物本身並沒有太大的保

留價值。　

但需考慮的是，八0四總醫院時期建築原先共三十一
棟，於1987年正式遷離，2000年醫院現址撥交國立
成功大學後，2003年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七棟建
築被臺南市政府公告物為臺南市定古蹟，而2004
年7月則拆除804總醫院戰後興建之非屬古蹟之建
築物27棟，目前僅剩４棟，這些八０四總醫院時期
建築雖然目前均在使用中，但學校未來卻無要保留

任何一棟的規畫，意謂這些建築未來隨時有被拆除

的可能。

就歷史的延續性來看，八０四總醫院在臺南存在的

時間遠比日軍衛戍病院要久，照顧的病患當不少於

衛戍病院，為何日軍衛戍病院大部份建築幾乎已獲

得全數保留，甚至列為古蹟，但八0四總醫院時期的
建築，卻可能一棟都無法保留?　如此一棟不留的規
畫是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況且如果連目前僅存

四棟中最有紀念價值，有人物、有故事、有影片、

有題字，脈絡最為完整的家寶醫學研究室建築都無

法保留，那麼其他僅餘的幾棟當然更沒有保存的可

能了。因此，即使這一棟家寶醫學研究室過去並未

被認定為歷史建築，我們還是值得思考，學校這樣

的做法合理嗎？連文化資產保存法都賦予公民對認

為值得保存的文化資產，可以重新提報保存，意謂

隨著時間過去，歷史建築的認定是有變動的可能，

何況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本來就應該讓在力行校

區空間中的各階段建築都有一定的保留紀念。

5  參中華電視公司存檔影片「歷史上的今天」1973.09.05:「中華
巨人少棒隊獲世界冠軍凱旋歸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SxhVfXr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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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從建築背後人物故事的角度
就這棟樓本身的建築形式結構與工法而言，它看起

來可能沒有什麼讓人特別驚喜的特色。但除了在臺

灣醫療史上，這棟建築代表臺灣軍方醫院與私立醫

校建教合作的第一個案例，另外值得注意的應是這

建築背後人物的故事。在1970年代初期，臺灣正面
臨外交局勢的巨大挑戰，包括1971年10月25日臺灣
退出聯合國，1972年9月29日臺日斷交，中華民國曾
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隨著

中國大陸勢力崛起，許多邦交國開始朝中國大陸靠

攏，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臺灣歷經
一波又一波的斷交潮，邦交國數量從原本的70個，
銳減至不到30個，臺灣可以說面臨著被國際孤立的
黑暗命運，最後在1978年12月16日，連曾經與中華
民國有過深固邦誼的美國，都選擇斷交。在這段黑

暗的外交史中，從1969金龍少棒隊，1971與1973巨
人少棒隊，乃至後面少棒、青少棒、青棒之不斷奪

得世界冠軍，可以說是在當時艱難的國際處境中，

臺灣人找回自己尊嚴與自信心的重要依據。這也是

為何每次冠軍回國總是萬人空巷，舉國歡騰。1973
年由楊家寶領軍出征的巨人少棒隊，不但贏得世界

冠軍，而且創下許多世界紀錄，全國人民欣喜若狂

歡迎他們的情景相信至今還遺留在筆者一輩童年的

深刻記憶中5。這段歷史雖然不與家寶醫學研究室直

接相關，卻與捐贈者楊家寶(1934~2011)有關。

附圖為1973巨人少棒隊領隊教練經理與

所有隊員照片(宋正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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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22.4.30筆者與焦國平先生訪談1973年巨人少棒
隊球員之一的黃金勇，他回憶領隊楊家寶時提到，

他非常崇拜楊家寶除了楊家寶和他一樣出身貧寒，

靠母親撫養長大，因此很早就輟學在菜市場賣中藥

維生，因為勤奮努力才成為企業家；當時楊家寶經

營製藥生意，還跨足飯店業、教育界6，教育興學，

為臺灣培養醫療專業人才；而且當時他不僅擔任巨

人少棒隊的領隊，帶巨人小國手們從臺灣第一走向

世界第一，還資助辦理棒球比賽，甚至安排及負擔

隊員集訓時的生活起居及經費。他們襠時都是從未

離開過家的小男孩，楊家寶樣樣都親自打點照顧，

甚至擴及隊員的家庭，這使得隊員們對他一直感念

在心。另外，黃金勇還憶及，楊家寶當時事業如日

中天，有企業家的霸氣，但卻事母至孝，母親講話

時，他卻一句話都不敢回嘴。而楊家寶擔任家鄉大

灣一家廟的主委，只要廟方與地方有需要，他都會

慷慨解囊，事業有成後，即使蓋起新房，隔壁老家

的舊茅草屋卻還留著，這讓之前一樣住在破舊茅屋

裡的黃金勇感觸良深，佩服楊家寶是個義氣又念舊

的人。7

其次，題字於上的當時八0四總醫院焦文魁院長為今
中國河北正定縣人，自1950年10月起服務於八0四
總醫院，到1979年卸職退休，曾於1972年2月1日起
任陸軍八零四醫院第十任院長8，任內七年多，焦文

魁曾敦請當時成大建築系主任王濟昌教授為八0四總
醫院設計庭園，締造「醫院公園化，公園化醫院」

環境，使病人在此得以放鬆身心。亦曾利用空地設

立全臺第一個直昇機停機場，以便垂直救援緊急病

患。同時，其任內並用心推展義診，甚至親自帶領

任內同仁下鄉免費醫療。屆齡退休後在臺南市開辦

「焦文魁皮膚專科診所」，秉持服務精神，對貧苦

病患給予義診，也贏得無數病患的感謝。其皮膚科

醫術精湛，不但聲譽斐然，也曾因此獲聘為蔣宋美

齡夫人、蔣緯國、曾任三軍大學校長的余伯泉上將

醫治皮膚痼疾，贏得良醫稱譽。而其八0四醫院院長
任內熱心推動義診等公益，也獲蘇南成市長頒發臺

南市第一號榮譽市民，並有證書。2021年年尾更正
式獲選入列臺南歷史名人。

四 . 從力行校區校地的取得過程來看
雖然，紀念一個人並不一定需要以建築來紀念，然

而，如果回顧力行校區校地取得的歷史，前成大羅

雲平校長擔任校長期間(1964~1971)即有興建醫學院
的構想，他與時任八0四總醫院皮膚科醫師的焦文魁
常在搭火車北上開會時相遇同車，因此焦文魁院長

曾協助向國防部爭取，1974.1.1到1975.7.31期間，成大
因此也聘請焦文魁擔任成大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9，協

助規畫成大未來發展，因此在獲知八0四總醫院未來
有搬遷計畫時，亦第一時間告知後來繼任的倪超校

長。當時此事雖未立刻成案，但後來八0四總醫院於
1986年遷至桃園虎頭山，2000年臺南八0四總醫院現
址撥交成大。八0四總醫院對成大醫院和力行校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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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取得確實有襄助之功。更不用說成大過去曾經

有段時間仰賴八０四總醫院醫護人員擔院校內健檢

與保健之服務。現在不只聽說成大要拆目前所剩最

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而且未來可能八0四時期建築一

棟都不留，這對眾多還生活在臺南的前八0四總醫院

醫護人員而言，多少給人過河拆橋，人去茶涼的感

受，讓人情何以堪？

何況拆除的訊息出來後，連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長

也親自前來關心和探勘，希望成大能再加考慮，因

為這棟樓也是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歷史的一部份。

因此，保留這棟建築並不在是否要紀念楊家寶或焦

文魁等特定的歷史人物，而在於為何成大身為具有

重要社會責任的大學，對於過去八0四總醫院這個存

在時間遠超過日治衛戍病院，且對成大力行校區校

地之取得具有貢獻的歷史，為何並無什麼積極的尊

重態度？

6 楊家寶為中華醫專(今中活醫事科技大學)第三到六屆董事長，
時間自1972~1986。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官網「歷任董事長」
https://www.hwai.edu.tw/p/405-1000-35520,c93.php?Lang=zh-tw

7 內容除部份為筆者從訪談資料中增補，主要參考如下家寶醫
學研究室粉絲專頁「支持臺南文史，支持保留家寶醫學研究
室」2022年5月1日文，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E
%B6%E5%AF%B6%E9%86%AB%E5%AD%B8%E7%A0%94%E7%A9%B6%E
5%AE%A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

8 按其〈文魁回憶錄六―院長歷程〉內文，其眞正接任院長為
1972年2月28，惟之前為代理院長，因此軍方紀錄往前追溯
在1972年2月1日為正式擔任院長https://medium.com/@howard_1
217/%E6%96%87%E9%AD%81%E5%9B%9E%E6%86%B6%E9%8C%84-
%E5%85%AD-%E9%99%A2%E9%95%B7%E6%AD%B7%E7%A8%8B-
5d77e46f10bf

9  參〈文魁回憶錄七―院長歷程〉，https://medium.com/@howard_
1217/%E6%96%87%E9%AD%81%E5%9B%9E%E6%86%B6%E9%8C%84-
%E4%B8%83-%E6%A6%AE%E5%8D%87%E5%B0%91%E5%B0%87-
7dc254c4e884

左｜附圖為1973年焦院長至成大拜訪倪校長(焦國安提供)。

右｜附圖為1973	年12月22日在	804	總醫院內接待教育部長	羅雲平博士(焦國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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