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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大江大海
亞洲象林旺爺爺的
奇幻旅程
All those Rivers and the Sea.
The Magnificent Journey of Lin Wang, 
the Asiatic Elephant
羅廣仁 Lo, Kuang-Jen

「所
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

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

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

就是一生。」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著作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述著那個世代遭

逢戰爭亂世的人生寫照。人生如此，動物又何嘗不

是！亞洲象林旺、阿沛和阿蘭同樣也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翻山越嶺、走過大江大海，從緬甸叢林到中國

大陸，再上船來到臺灣，大象林旺更展開一生多彩

多姿的奇幻旅程。 

緬甸叢林亞洲象　二戰結緣中國遠征軍 

「大象長長的鼻子正昂揚，全世界都舉起了希

望」，這是1986年為臺北市圓山動物園搬遷至木柵

動物園開幕所作的歌曲「快樂天堂」的歌詞，以動

物明星大象林旺揭開序幕。聽說臺灣曾經是大象的

快樂天堂，但牠們從何而來？又為什麼會突然消失

不見？化石裡藏有珍貴的信息！不過，在林旺的生

命歷程，臺灣就是牠的快樂天堂！

臺灣動物圈養史上最「德高望重」的動物代言人

林旺，甚至已超越了大象的角色。從圓山動物園到

木柵動物園 ，一甲子的歲月中，牠是陪伴許多人

幼年成長共同回憶的「林旺爺爺」。這位動物園的

「鎮園之寶」，2 0 0 3年 2月 2 6日因病以 8 6歲「象

瑞」高齡逝世，成為世界最長壽的亞洲象。林旺一

生備受關注，然而許多人都不知道，林旺顛沛流離

的前半生。林旺早年曾在二戰期間被日軍用來拖運

彈藥及補給品的運輸象群，而後被國軍俘虜接收，

跟著遠征軍並肩作戰，輾轉從遙遠的緬甸千里跋涉

進入中國，因緣際會跟著二戰名將孫立人的部隊漂

洋過海來臺灣。

如同許多其他的亞洲象一般，大象林旺的生命史

早在年紀輕輕遠離牠生存的荒野叢林之後，就跟人

類結下了不解之緣，命運也受人類所左右。從擔任

緬甸戰地運補工作、在中國廣州興建抗日紀念碑和

陣亡將士公墓，到臺灣鳳山的對美外交，因為孫立

人將軍，改變了林旺的命運，從一頭單純的亞洲

象，成為臺灣人記憶中的「林旺爺爺」。

「林旺」，原名「阿美」（緬甸語音譯），為「林中之

王」之意，後來被媒體誤傳為「林旺」，就以「林

旺」為名。林旺屬於亞洲象，雄性，出生地在緬

甸，中國遠征軍所屬「新一軍」當初推估林旺出生

時間是在1918年（民國7年）。

1952 孫立人將軍探視大象阿沛和林旺（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1943年2月新一軍渡瑞麗江攻克南坎從日軍擄林旺內的13頭大象（遠征軍隨軍

攝影．羅廣仁典藏）

臺灣是亞洲象林旺的快樂天堂。1948林旺在高雄鳳山灣仔頭營區草地奔

馳（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1945年4月遠征軍奉命返國，率領象隊13頭大象從緬甸臘戌行軍半年，千

里跋涉經滇黔公路和山徑返回中國（遠征軍隨軍攝影．羅廣仁典藏）

二戰亞洲象在緬甸叢林協助搬運，不免遭砲火波

及「戰死沙場」（遠征軍隨軍攝影．羅廣仁典藏）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印緬戰區的遠征軍已故老兵楊

一立生前回憶，在緬甸一帶，當地人習慣捕捉野生

大象加以馴服，做為林間搬運木頭的「工作象」。林

旺原為「工作象」，但1941年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

事變」爆發，林旺被入侵中南半島的日軍「拉伕」，

搬運槍砲彈糧等軍需補給品。

日軍在二次大戰封鎖中南半島海岸線，沿滇緬公

路北上進攻，企圖斷絕戰略物資輸入中國大陸。國

軍派出三個軍約十多萬人編成精銳的「中國遠征

軍」，進入緬甸地區協助殖民政府英軍作戰，為第

一次滇緬戰爭。1943年，孫立人將軍率領的「新一

軍」受命反攻緬甸，為第二次滇緬戰爭，新一軍連

戰皆捷，日軍節節敗退。1945年新一軍三十師奉

命攻打南坎，並派員過「瑞麗江」擄象，以大象搭

成橋墩，讓部隊潛行過江突擊。

當時從日軍擄獲13頭大象，林旺是其中最年輕、

健壯的一頭。新一軍三十師突擊日軍，一舉收復南

坎。楊一立說：「3天後孫立人將軍召開戰地記者招待

會，這13頭大象一時之間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照

片還發到世界各國」。從日軍擄獲的象群從此加入孫

立人的部隊，在反攻緬甸作戰中，為國軍運補，共

同作戰，成為國軍肝膽袍澤，和官兵一起出生入死。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大象就像是稀世珍品般地

罕見貴重，幅員廣大的中國幾乎沒有人見過大象，

對於孫立人將軍來說，這13頭大象不僅是「戰利品」，

也是戰友，更能開拓中國人的視野，於是決定將大

象群帶回中國，與國人分享緬北戰役豐碩的成果。

半年行軍翻越窮山惡水　千里跋涉返中國

1945年4月，中國駐印遠征軍奉調返回大陸，部

隊在緬甸臘戌機場登機，但13頭大象無法搭飛機，

只能由官兵和馴象師隨行護送，沿著炎熱曝曬的滇

緬公路一步一步前進。翻越窮山惡水，堅忍叢林濕

熱瘴癘之氣的艱惡環境，跨越緬北、雲南、廣西、

抵達廣東長達半年的千里長征，成為大象一生最具

考驗的挑戰。

回中國之路迢迢，由於天氣乾熱，路面是石子路，

在日夜兼程趕路下，多頭大象的象腳都磨破，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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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9孫立人將軍指派大象協助日軍戰俘在廣州白雲山興建新一軍印緬

陣亡將士公墓（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大象阿沛胃腸出血，瘦弱病容  

（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作者羅廣仁整理父親羅超群留存的攝影底片，

找到大象阿蘭的骨骸標本底片，但未記錄這骨

骸標本在那拍攝和送到何處（羅超群攝影．羅廣

仁典藏）

孫立人將軍時常抽空探視大象阿沛 

 （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孫立人將軍特別為林旺和阿沛安排了「象房」，

指派陸軍官校馬匹教養所所長郝宏文負責照顧

（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起駐紮在陸軍訓練司令部大操場（現在的陸軍官

校），但是大象阿蘭不久就因水土不服而去世。

林旺和阿沛由陸軍官校馬匹教養所所長郝宏文負

責照顧，安排圈養在南營區甘蔗園內，以甘蔗葉為

主食並飲用曹公圳水，孫立人將軍派人特別整理了

在山腳邊的一個倉庫做為「象房」，部隊安頓穩定

後，還固定為林旺和阿沛編伙食費，郝宏文記得當

年一個上尉月薪大約74元新臺幣，「林旺領九個上

尉的薪俸當伙食費，因為牠食量真的很大。」

 林旺、阿沛「兄弟情」

離鄉背井，千里行軍的大象群，僅剩林旺和阿

沛相依為命，但1951年10月阿沛也因胃腸出血多

日而過世。孫立人將軍攝影官羅超群回憶說，當

時趕到「象房」看到林旺跪坐在阿沛身邊哀喙、悲

鳴，任人怎麼趕都趕不走，禁不住鼻酸。阿沛過

世後，孫立人將軍將阿沛的骨骸標本贈與臺灣博

物館典藏。

林旺和阿沛感情至深，長久以來讓人誤以為阿

沛是林旺的「元配」，許多口述歷史和文獻也是這

樣記錄。臺灣博物館今年（2018年）慶祝 110週年

修建公墓安息同袍英靈  大象悲鳴官兵動容    

日本投降！代表國民政府負責接收廣州的孫立人

將軍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修建一座「陸軍新編第一

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讓在異域犧牲的弟兄們有

安息之所。在多方籌畫、親自勘查地形之後，最後

選擇黃花崗烈士公墓對面的白雲山坡，作為告慰忠

魂的場所。興建公墓的工作，除了日軍戰俘，曾和

國軍並肩作戰大象們也參加修建公墓工作，舉著長

鼻運送著笨重的建築材料。

孫立人將軍攝影官羅超群當年在加入新一軍前還

是廣州大光報的攝影記者，採訪過興建陣亡將士公

墓的過程，他生前追憶公墓落成典禮指出，當陣亡

將士公墓落成那天，孫立人將軍率領官兵致祭時，

林旺等3頭大象也為捐軀的袍澤發出深沉悲鳴，同

為捐軀的袍澤悲悽，令全體官兵動容。

三天兩夜　飄洋過海來臺灣　

平靜、安定的生活總是短暫，苦難的中國才剛

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稍獲喘息，馬上又轉入國

共內戰的砲火中。1947年孫立人將軍臨危受命出

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並派到臺灣高

雄鳳山訓練新軍，3 頭大象也跟著再一次遷

徙。對於林旺來說，4月在廣州珠江碼頭踏上

3 ,500噸商輪「海基輪」的那一刻，從此就與臺灣

歷史緊密連結。

志願從軍的年輕男女一個個扶梯而上「海基輪」，

3頭大象則是透過船上的巨大吊桿，將繩網圍住大

象的肚子，吊到前甲板上。當2,000多名新軍官兵

像沙丁魚般地擠在船艙時，赫然發現甲板上有「三

位稀客」，而這 3頭大象都用鐵鍊栓住後腿，避免

在海基輪航程行進途中晃動，影響大象們產生重心

不穩的現象。

歷經三天兩夜海上航程，海基輪駛進臺灣高雄

港，林旺、阿沛和阿蘭終於運抵臺灣，站上拖板車

由火車拉行運送到高雄鳳山灣仔頭營區，和部隊一

化膿。而由於象隊不屬部隊正式編制，沒有配給糧

草，因此士兵們還沿途為象群「化緣」張羅食物，而

象群也表演前進、後退、趴下、擺耳朵、伸鼻子、打

滾等簡單動作募捐買糧，但因為長時間累積疲勞和

營養不良，在途中還是有6頭大象不支倒地。

剩下7頭大象，孫立人將軍趕緊派車運送，最後

平安到達雲南曲靖霑益營區。孫立人為將中國駐印

遠征軍戰功傳揚各地，因此將其中4頭大象分別運

送至北京、南京和上海、長沙等大城的動物園。林

旺和阿沛及阿蘭等3頭大象則隨新一軍接收廣州而

被飼養在廣州中央公園。在廣州的圈養生活，沒有

行軍的疲憊和戰地的槍林彈雨，有的是每天固定三

餐的豐美青草、飼料，還有絡繹不絕的「象迷」來

探望，是牠們最平靜悠遊和風光的一段歲月。 

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利品的名聲伴隨中國遠征軍

抗日的壯舉，再加上大象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如此新

奇，每天當林旺、阿沛、阿蘭一醒來，面對的就是

一波波好奇的中國人，大人帶著小孩，將中央公園

擠得人山人海，為的就是一睹這些大象的風采。

家住廣州中央公園附近，當年還是 22歲大姑娘

的黃遇貞回憶說，1946年那時候，廣州人只有從電

影「泰山」看過螢幕上的大象，從未接觸過真實的

大象 ,這 3頭大象真是讓廣州人開了眼界。中央公

園還豎立了一個牌子寫明這3頭大象是中國遠征軍

從緬甸擄獲的戰利品，贈送給廣州市政府和人民，

署名是「新一軍三十師師長唐守治」。

舉辦「小心 ! 象出沒 !」象群特展，讓林旺、阿沛和

馬蘭標本同臺，博物館研究人員在策展過程，從

骨骼結構才發現阿沛是公象，是因體型較小，象

牙不明顯，才一直被誤認是母象，終於為阿沛驗

明正身，釐清多年來的誤會，也確認林旺和阿沛

的「兄弟情」。

走過二戰烽火歲月 大象外交鞏固邦誼  

自從阿沛過世後，林旺顯得孤獨，不再像以前那

樣活潑、頑皮，孫立人將軍每天視察部隊，總會抽

空探望、陪伴林旺，安撫林旺焦躁不安的情緒，林

旺遇到孫立人將軍，總是變得乖順，似乎只有孫將

軍鎮得了牠。但從緬甸國際戰場揚名中外之後，林

旺就已注定不是一頭平凡的大象，在臺灣外交戰場

也嶄露頭角。

參加二次世界大戰、與國軍並肩抗日的響亮名

聲，讓林旺在鳳山新軍訓練基地成為僅次於二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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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領風騷半世紀  

共同記憶四代人

2002年 10月 14日，母象馬蘭

因患淋巴癌病逝，林旺失去老伴

備感孤單，加上患有關節炎而疼

痛無力，食慾不振，在2003年2

月 26日凌晨被發現側臥在池邊

突發休克去世，享壽 86歲，成

為當時文獻記載中，全世界最長

壽的亞洲象。

時任臺北市長馬英九授與林旺

「臺北市榮譽市民」的榮耀，並贈

輓聯「獨領風騷半世紀，共同記

憶四代人」，橫批「世紀象瑞」。為

了留存「永遠的林旺爺爺」，臺北

市立動物園特別將林旺的皮毛骨

骼製成世界最大亞洲象標本，放

置於教育中心供人參觀紀念。

打過仗、在兵慌馬亂中被俘、以致虛報年齡、連

名字也改了；離鄉背井跟國軍一路播遷來臺，鐵捍

子的兄弟阿沛也先牠而去，最後與小牠多歲的馬蘭

將孫立人的閃亮明星。當時美軍協防臺灣，美國國

會議員和美軍將領來臺訪問，總會在孫立人將軍的

安排下「拜訪」大象林旺，向這位參加過二次世界

大戰的戰友致敬，林旺稱職的「禮賓」角色，也為

國家做了成功的「大象外交」。在臺灣與中共緊張

對峙的氣氛之下，林旺以與世無爭的大象身分，巧

妙地成為戰爭年代中的和平力量。

告別軍旅 入主動物園

1954年，孫立人將軍從陸軍總司令調任總統府

參軍長，不忘幫戰友林旺安排，透過當時臺北市

長吳三連做月下老人，10月 31日親自將林旺送達

臺北圓山動物園和年幼的母象馬蘭結連理，林旺

正式從軍中「退役」，也成為碩果僅存的「象榮民」，

和馬蘭過著老夫少妻的圈養生活，成為家喻戶曉

的明星動物。這段老少配纏綿了半世紀。30年後

動物園搬家，為了迎接功勳彪炳、勞苦功高的活

國寶，木柵動物園還特別建新家「白宮」，讓林旺

與馬蘭安度晚年。木柵動物園從林旺 66歲開始，

都在每年 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為林旺舉辦慶生

會，這位二戰老兵成為陪伴許多孩子童年的「林旺

爺爺」。

1969年，林旺罹患直腸腫瘤，經手術治癒，但從

此性情不穩，傷害獸醫與管理員的事件時有所聞，

還曾憤怒追逐母象馬蘭、用尖牙重腳施暴，隔年動

物園基於安全考量，不得已將林旺的一隻腳用鐵環

固定，這段鐵環歲月持續到1977年。林旺遇到孫立人將軍，總是變得乖順（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臺灣是亞洲象林旺的快樂天堂。1948林旺在高

雄鳳山灣仔頭營區大啖牧草（羅超群攝影．羅廣

仁典藏）

攝影大師郎靜山也慕名到鳳山拍攝大象林旺

（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大象馬蘭在圓山動物園擁有人氣，受歡迎

（羅廣仁 攝影）

臺灣是亞洲象林旺的快樂天堂。1948林旺在高

雄鳳山灣仔頭營區（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1953年孫立人將軍陪同中國之友美國諾蘭參議

員探訪曾參加二次大戰的大象林旺並合影，還

為照片親筆簽名留念（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

藏）

1954.10.31孫立人將軍送大象林旺到圓山動物園與母象馬蘭結連理（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1954.10.31孫立人將軍送大象林旺到圓山動物

園與母象馬蘭結連理（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

藏）

1954.10.31孫立人將軍送大象林旺到圓山動物

園與母象馬蘭結連理（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

藏）

駐華使節和眷屬參訪陸軍，林旺擔任重要「禮賓」角色（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成婚，大象林旺一生傳奇又精采的際遇，宛如「老

兵」的翻版故事。林旺不僅見證了歷史，也在臺灣民

眾心中烙下難以抹滅的深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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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裡來 !火裡去 ! 搶救孫立人、林旺歷史影像

一本厚厚的相片冊，在孫立人手中一頁頁翻閱，

林旺的身影映入眼簾，孫立人似乎停格在 44年前

送林旺到圓山動物園的離別那一刻！羅超群問道 :

「記不記得？牠就是林旺啊 !」孫立人俐落地回答 :

「我當然記得。我知道的。」還一手指著攝影官羅

超群兒子羅廣仁坐的小椅子說 :「這就是和林旺一

起來臺灣的阿蘭的腳墩做的。」之後，孫立人一陣

沉默，入神地看著與林旺的合照，陷入深深的記

憶裡。

羅廣仁回憶1988年11月27日孫立人將軍90大壽

生日前夕，陪同父母帶著相冊到臺中向上路向孫立

人將軍祝壽的過程點滴，可以感受到，孫立人與林

旺的共同回憶裡，那種情感是跨越歲月、時空，永

遠都堅貞不移。

羅廣仁記得 10歲那年，父親羅超群帶著他到圓

山動物園，說要去看一位老同事，走到一頭大象面

前時忽然停了下來，說道 :「牠就是我的老同

事！」羅廣仁回憶說 :「林旺聽到父親呼喚，就從遠

處慢慢走過來，甩甩鼻子，很高興的樣子。」父親

羅超群還帶著深厚情感的語氣跟林旺說 :「以前我

們都在鳳山，現在又在臺北碰面了。」

1981年7月的莫瑞颱風肆虐全臺，造成北部嚴重

水患，羅超群當年住在臺北市基隆路公寓的一樓也

遭淹水波及，水深及腰。羅廣仁回憶當年晚上 11

點多，父親將兩張小椅子放在大圓桌上，兩人就坐

在桌上各自抱著大皮箱，等到第二天清晨 5點水

退。年紀小小的他還指著泡在水中的電視機問：

「那些東西不用救嗎？」父親羅超群回答 :「不用了，

這三個皮箱比較重要。」

世間因緣，歷史吊詭，當孫立人因為政治情勢，

不見容於當局，注定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要被抹

成空白時，羅超群卻悄悄地「搶救了孫立人」，站

在歷史裡極不顯眼的位置上，冒著生命危險，以三

大箱阿兵哥檔案照，當著情治單位保密局人員的 面，一把火銷毀，用「狸貓換太子」的手法，保留

三大箱孫立人將軍的照片和底片，其中也連同林旺

和阿沛的影像，就這樣悄悄地從屏東帶到臺北，讓

這一段珍貴且具意義的歷史暫時塵封，等待了 30

年終讓歷史還原現場。 

林旺生平

1918年 中國遠征軍推估亞洲象林旺1918年出生於

緬甸叢林

1945年1月 中國遠征軍新一軍三十師在反攻緬甸的南

坎戰役，派員渡「瑞麗江」擄獲日軍象隊包

括林旺在內的 13頭大象，以大象搭成橋

墩，讓部隊潛行過江突擊

1945年 4月 中國遠征軍奉調返國，象隊則從緬甸臘戌

以徒步方式返回廣州。在千餘公里 的長途

跋涉下，僅林旺等7七頭大象倖存

1946年1月 林旺及阿沛、阿蘭等 3頭大象抵達廣州，

圈養在廣州中央公園。對日抗戰勝利，在

孫立人將軍的指示下，參與「陸軍新編第

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的興建

 1947年4月 孫立人將軍奉命來臺灣訓練新軍，林旺等

3頭大象 4月在廣州珠江碼頭搭「海基

輪」經3天兩夜航程到臺灣高雄港。大象阿

蘭水土不服去世。林旺與阿沛圈養在高雄

鳳山灣仔頭營區相依為命，參與對美國

「大象外交」

1951年10月 林旺患難同袍大象阿沛因感染寄生蟲，胃

腸出血多日而過世

1954年  孫立人將軍將林旺贈送給臺北圓山動物園

和年幼的母象馬蘭結連理，林旺正式從軍

中「退役」，也成為碩果僅存的「象榮民」

1969年 林旺罹患直腸腫瘤，經手術後治癒，但從

此性情大變，傷害獸醫與管理員的事件時

有所聞

1983年 動物園為林旺舉辦第一屆的慶生會

1986年 原圓山動物園搬遷至木 ，林旺也隨之搬遷

至木柵動物園新居「白宮」

2002年10月14日 林旺的愛妻馬蘭因患淋巴癌病逝

2003年2月26日 林旺病逝，享壽86歲

大象林旺與孫立人將軍（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大象阿蘭的4個腳墩製作成象腿椅，擺設在書房長年陪伴孫立人將軍

（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提供）

1954.6孫立人將軍調任總統府參軍長前與攝影官羅超群在陸總辦公室合

照（羅廣仁 典藏）

封塵30年的大象林旺照相底片（羅廣仁攝影）1988.11.25 孫立人將軍90大壽生日前夕，攝影

官羅超群與妻子黃遇貞、兒子羅廣仁到臺中敬

贈相冊為孫將軍祝壽（羅廣仁提供）

1988.11.25 孫立人將軍90大壽生日前夕，攝影

官羅超群敬贈相冊生日禮物，孫將軍看著照片

侃侃而談當年往事（羅廣仁攝影）

以影像記錄歷史的新聞尖兵
羅超群 1922-2001 

廣州大光報記者、新一軍政治部少校照相官、陸軍

訓練司令部少校照相官、陸軍總司令部少校新聞官暨

電影攝影官、僑光社記者。

羅超群在抗戰時期任廣州大光報攝影記者，1945

年採訪抗戰勝利新一軍接收廣州和代表政府受降新

聞，羅超群因景仰孫立人將軍，而投效新一軍三十八

師，追隨部隊開拔東北，擔任隨軍攝影工作。

1949年大陸淪陷，孫立人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

羅超群擔任少校新聞官，以影像記錄當年國軍撤退來

臺和克難建軍過程，也為國軍抵禦共軍武力犯臺、捍

衛  臺澎金馬安全的艱苦奮戰做見證。古寧頭戰役、

大陳撤退、金門八二三砲戰及九二海戰，羅超群帶著

照相機、扛著攝影機，出生入死，無役不與。

羅超群1957年自軍中退役，轉任僑光新聞攝影通

訊社記者，記錄了臺灣社會50年代發展的實況，攝

影作品廣獲國內外報章雜誌採用。

1955年，孫立人將軍因部屬涉匪諜案引咎辭職，

被「幽禁查考」，當局下令銷毀一切有關孫立人的資

料、照片，其中包括大象林旺、阿沛的影像。羅超群

面臨「白色恐怖」威脅，冒生命危險保護珍藏照片、

底片，並於1988年孫立人將軍獲得平反後，讓這些

影像紀錄重見天日。羅超群冒死為歷史留下的見證資

料，記錄了國軍抗日緬甸遠征、國共東北作戰、大陸

淪陷國軍撤退臺灣、孫立人將軍在臺灣練新軍、創幼

年兵總隊和女青年大隊，以及和大象林旺在鳳山及轉

贈圓山動物園等史實，在33年後彌補了戒嚴時期留

白的歷史片斷，成為歷史學家研究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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