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光鄉及青帆村由來 

    「莒光」最早叫東沙鄉，民國 39 年更名為

白肯鄉，民國42年9月長樂縣政府在莒光成立，

轄白肯鎮及東肯鄉，第一任縣長為東海部隊政活

部副主任邱德齡(長樂縣政府設在青西里舊鄉公

所)。民國 45 年實施戰地政務，馬祖地區的長樂

縣政府及羅源縣政府劃歸連江縣政府代管，莒光

變西肯鄉及東肯鄉，民國 49 年東肯鄉及西肯鄉

合併為白犬鄉，民國 60 年 10 月行政院核定更

名為莒光鄉，同時西犬島及東犬島更名為西莒島

及東莒島。 

    「青帆村」在初期以大排為界分為青西里、

青東里，為便於管轄合併為青蕃村，在蔣經國來

島上視察時認為「蕃」字有意函「蕃仔」之意，

在民國 75 年 10 月 1 日更名為青帆村。 

      

 

 



 

 

      青蕃村「小香港」由來 

    民國 38 年中共解放福州，國軍轉進本島，

而且青蕃村為天然良港又靠近閩江口，所以大型

貨輪皆停泊於此，且常有水上飛機及大型船隻、

帆船往返，以及東海部隊船艇襲擊出入大陸的外

藉貨輪，帶來大量的舶來品如：洋煙、洋酒、絲

襪、香水、化粧品、打火機等等，且在青蕃村內

酒吧、酒館林立、夜夜昇歌、熱鬧非凡固而被譽

為「馬祖小香港」。 

 

 

 

 

 

 

 

 

 



 

 

山 海 一 家 

   山海一家原為東海部隊的聯誼招待所，以及

西方公司的住所，民國 43 年東海部隊裁撤，國

軍接收做為軍人之友社服務站，歷經三次整建，

後來由國防部財作組、地區反情組、閩北工作

站等單位進駐，以上單位徹離後，軍方將其整

修為官兵差勤住宿及招待國防部、陸總部將校

官住宿及招待場所，在國軍外島兵力精簡後由

軍方歸還縣政府，於民國 104 年由政府投資歷

經三期工程投資經費近一億元改建山海一家，

做為多功能民宿，委外經營。 

 

 

 

 

 

 

 



 

 

             東 海 部 隊   

    民國 38 年中共解放福州，國民政府命令當

時反共突擊隊的王調勳司令在福建招募殘兵殘

將轉進川石島後立刻開往西犬島，當時共有官兵

3,000 餘人，並改編為福建省海上保安第一縱隊

(即東海部隊)代號海保部隊並開始在西犬島構築

防禦設施，該部隊人數最多時曾達 4,200 多人。 

    民國 40 年國軍進駐，東海部隊改編為福建

省反共救國軍閩北地區司令部，到了民國 42 年

部份人員調防金門(應戰金門 823 砲戰)，到了民

國 43 年東海部隊裁撤，納入國防部情報局，改

為「國防部閩北工作處」，東海部隊走入歷史。 

 

 

 

 

 

 



 

 

              中 正 門 

    中正門為東海部隊進駐時期所構築的城牆，

防禦攻勢也稱青蕃港，是中工碼頭未建設完成前，

漁業及商業兩用的港口，與交通及民生物資運輸

補給的重要港口，民國 60 年代由軍方購船台供

貨物缷載及人員下船。 

    中正門在東海部隊建構防禦攻勢時為一座

土城牆，土城牆建構時間長達三年，於民國四十

一年四月一日完工，後來經過三次整建，最後一

次整建是民國七十九年陳樂團任鄉長及謝抏運

所長任內完成，迄今再沒有改建了。但是中正門

的主建築架構沒有改變過。 

    東海部隊建構時最早牆上標語 

        「活捉朱毛漢奸 

        打倒蘇俄鬼子」 

    後改為 

       「消滅萬惡共匪 

       解救大陸同胞」 



 

 

         聯 合 辦 公 大 樓 

    聯合辦公大樓最早期為莒光鄉民眾服務站

「中國國民黨黨部」，民國 45 年馬祖物資供應處

成立，在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各鄉物資

供應分站，將莒光民眾服務站遷離至莒光鄉公所

內，後因鄉長與站主任不合又將服務站遷到舊農

改場莒光分站，而物資供應之成立在於實行戰地

物資、囤儲調節、平抑物價、調節物價，凡是黃

豆、油、汽油、煤油、糯米、蓬萊米、火柴、酒

類、糖等皆由政府管制配售，直到民國 81 年 11

月 7 日政府終止戰地政務，由連江縣政府接管，

到了民國 91 年連江縣政府組織再造馬祖物資供

應處裁撤，自此物資供應處走入歷史。 

    聯合辦公大樓在民國 90 幾年在劉縣長立群

及姜鄉長繼興任內爭取中央經費歷經四年時間

與建完成。 

    而鄉公所左側當初為「戲台」，是早期民間

各項表演的場所但在田沃中正堂興建後走入歷



 

 

史，由鄉公所接管做為倉庫並於興建聯合辦公大

樓時，由政府賠償 30 萬元做為陳元帥廟基金，

配合大樓興建拆除。 

    現在圖書館位置是最早期「戲台」位罝，後

來被政府徵收興建為「救興總會」之倉庫，並於

曹爾思鄉長任內拆除倉庫改建為「莒光圖書

館」。 

    聯合辦公大樓對面為舊有的莒光鄉公所，最

早為一層之瓦房構造，也是最後長樂縣政府及西

肯鎮公所所在地，後改建為三層樓之水泥建物，

一樓為市場店面、二樓為住家，三樓則為鄉公所，

後因被認定為危樓，民國 109 年拆除興建為「山

海一家海館」。 

 

 

 

 

 

 



 

 

西 莒 衛 生 所 

    早期西莒衛生所位於天后宮旁，民國 46 年

設立隸屬連江縣政府衛生院，派駐保健員一名、

軍方支援軍醫及護理人員各一名，後因房舍太小，

民國 75 年政府爭取經費，於現在郵局旁興建二

層樓建物做為衛生所，正式派醫師進駐，首任醫

師兼主任為地區青年林宜秀。民國 94 年連江縣

政府醫療效益提昇計劃，爭取衛生署經費在半嶺

頂地方興建三層樓之西莒衛生所，提升編制增加

放射師、藥劑師與護士，並開始有了台北市各醫

科支援，國軍 803 軍醫院長期派駐各類醫師，補

足醫療人力不足。 

 

 

 

 

 

 



 

 

          敬恒國中小沿革 

    民國 39 年莒光鄉成立第一所小學「白肯小

學」，位於青蕃村澳仔建立校舍一棟 3 間，第一

任校長為東海部隊副政務處副司令林華璇先生，

民國 42 年白肯小學更名為「吳航國小」，並遷校

至敬恒國小之現址，校長為陳宜茂先生。 

    為何稱吳航國小呢？因福建省長樂縣別稱

「吳航」，取其名代表要反攻大陸，在長樂縣復

校意義深遠。 

    民國 57 年敬恒國中成立，民國 59 年元月

政府實施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將國中、小合併，

更名為敬恒國民中小學。 

            

 

 

 

 

 



 

 

             青蕃神泉 

    「青蕃神泉」供應著早期青蕃村近五百戶使

用之水井，為一座山泉水長年泉水不斷湧出，本

座水井未曾乾枯過。民間傳說，早期山泉出水處

有外形似蛇又像鰻魚一般之動物經常在此出没，

因而號稱神泉。 

    後有農復會將水井整建，建造水泥井及水泥

平台供民眾洗衣服及洗滌等使用，水井水溫冬暖

夏涼，在王大捷鄉長任內為使井水不受風沙污染

而興建了圍籬，至今仍是青帆村主要民生用水。 

 

 

 

 

 

 

 

 



 

 

  井邊五位將軍(有求必應廟) 

    「井邊將軍廟」是一座陰廟，供俸五位將軍，

當初是一座建在石頭上不到一人高的小廟，此廟

無人祭拜，人們經過此處皆有陰森森之感覺，如

有路過皆快步走過不敢看廟。王大捷鄉長任內，

民間籌措經費拆除倉庫，在允許建地範圍內興建

了現在的廟宇，供民眾參拜。 

    廟宇興建完成後發生了怪事，廟旁「青蕃神

泉」水質開始出現變化，先是井水變的混沌，接

著陸續變為水泥色及青色，村長劉宜台發現該現

象百思不解，後經請示井邊將軍得知，青蕃神泉

乃歸將軍所管轄，因各廟宇皆有擺暝及過生日，

唯獨井邊將軍廟沒有，將軍生氣顯靈了，衪透過

神泉水質變化來引起鄉親注意，經請示後得知擺

暝時間為農曆正月二十日，聖誕為農曆十月初二，

村民答應其要求後，井水立刻恢復清澈，村民嘖

嘖稱奇。          

 



 

 

七爺、八爺石像 

    七爺八爺石像位於 23 據點旁，為兩塊雙連

高矮之石柱，據民間傳說該石像位於海邊守護著

漁民，有人將此兩塊石像認為是「情人石」。 

    政府在此興建污水處理廠時，施工廠商將八

爺石像弄倒，發生了工程無法進行、廠商諸事不

順，經請示威武陳元帥告知是因為廠商將八爺石

像弄倒而受到處罰，廠商請示威武陳元帥如何化

解，陳元帥指示必須供奉三牲禮祭拜及捐獻，且

必須將八爺恢復，依指示辦理後工程順利進行。

後來廠商又發生了怪事，再次請示威武陳元師得

知施工者又將八爺埋入土裡，必須再次祭拜捐獻

並將八爺恢復原狀，工程才順利完工。 

    而「情比石堅」四個字乃是莒光守備旅政戰

主任朱台全認為兩塊石像宛如情侶一般相依偎，

於是稱此為「情人石」，主任請軍中工匠在石像

下方雕刻了「情比石堅」四字。 

 



 

 

威武陳元帥廟 

    威武陳元帥廟是馬祖地區唯一金身葬在原

址的主廟，陳元帥建廟時稱為陳將軍廟，鄉親稱

為「陳大哥」。 

    陳元帥為福建鶴上人，當初為仇視縣衙貪官、

魚肉鄉民，於是將縣衙、縣令殺死，被官兵追殺，

回家欲帶領母親及妹妹逃亡，因母親年邁囑咐盡

速帶妹妹開船逃亡，後被官兵駕船追捕，應不想

被捉拿，決定將船鑿洞沈船致使與妹妹雙雙遇難，

陳元帥肉身飄至青蕃港久久不離開，漁民也沒將

浮屍撈起，經過數日漁民見其屍仍在該處深覺有

異，於是對浮屍發願，若今日出海能補獲滿船黃

魚歸來願將其撈上岸，漁民當日就補獲滿船黃魚，

漁民稱奇就再度發願，若當日能捕獲無頭黃魚滿

船，將會將屍身撈上岸，當日真又捕滿船無頭黃

魚，漁民見此現象乃為神蹟，固將浮屍沿岸邊抬

上，抬至現今陳元帥廟的岩石上時，浮屍有如千

斤重再也抬不動了，因此漁民就用兩個鍋鼎上下



 

 

合起，將浮屍葬於此，並建小廟。後來才發現此

為靈穴，爾後神蹟不斷，鄉親將廟擴建供人參

拜。 

    威武陳元帥廟座立於海邊，經四次擴建才完

成今日之規模。威武陳元帥廟建廟至今已有二百

多年歷史，在世界各地皆有分廟供人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