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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四年級時，我們跟著老師參加「校訂課程：舊鐵道園區走讀」，雖然從明禮國小走到舊鐵道園區

有一段距離，但是到了舊鐵道園區，聽著老師的講解與相關手冊的對應，讓我們對於舊鐵道園區有

一定的理解。接下來是園區內義工的介紹，重現曾經行駛在花蓮市街頭的窄軌道的柴油老火車，別

有一番風味。但是，現在這些場景都消失了。聽老師和義工說著舊鐵道生活圈曾經是這樣的繁榮，

但現場看來只剩下舊鐵道園區、圓環和夜市…等等，實在看不出曾經在這裡的繁榮樣貌。我們就讀

的明禮國小就在舊鐵道生活圈之內，身為明禮國小學生的我們，真的很想了解這裡。我們的研究題

目訂為「花蓮市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主要的目的是藉由一些研究方法，幫助我們重現舊鐵道

生活圈。因此，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三： 

(一)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重現 

(二)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 

(三)1980 年以後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和市街現況 

 

二、研究問題 

    透過「花蓮市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的研究，也就是研究 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

和市街的重現，可以讓我們重新回想舊市區的歷史與繁榮，這是身為花蓮人都應該知道的歷史。我

們用更活潑的重現方式來呈現。因此我們用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幫助我們重現，再用穿越式的方

式寫故事，好像我們身歷其境，但是又具有社會科學方法的佐證。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依據前述的三個研究目的，我們的訂定相關的研究方法，希望用這些研究方法達成這三個研究

目的。相關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的對應如下表所示： 

表一  研究目的與方法對應表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重現 文獻分析、分析古地圖並繪製地圖、訪談 

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 文獻分析、分析古地圖並繪製地圖、訪談 

1980 年以後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和市街現況 文獻分析、訪談、實地踏查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我們的研究有四個步驟： 

(一)文獻探討：根據老師整理的校訂課程手冊做整理，以《帶你回花蓮：穿梭街市百年》一書為整

理的主軸，輔以其它書籍和網路資料，整理成故事。 

(二)分析古地圖並繪製地圖：我們是依據故事自己繪製地圖。我們會選擇自己畫地圖的原因是因為

古地圖較為簡略，無法清楚重現鐵道生活圈的街景和交通，所以必須重繪。我們重繪主要重現 2

張地圖，一是 1940 年代初期鐵道生活圈的街市地圖，一是 1970 年代鐵道生活圈的街市地圖。

（附件一、附件二） 

(三)訪談：訪談《帶你回花蓮：穿梭街市百年》作者黃家榮先生，補足地圖不足的地方。 

(四)實地踏查舊鐵道周邊：用照片呈現之間的差異，找出 1980 年前後鐵道生活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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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定義和研究範圍界定 

(一) 舊鐵道生活圈：指以舊火車站為中心的生活圈，也就是花蓮市的舊市區。 

(二) 市街重現：我們用市街重現，主要還將交通獨立出來呈現。 

(三) 1980 年：選取 1980 年的原因是這一年北迴鐵路通車，造成整個鐵道生活圈劇烈的變化。 

(四) 194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代：論文內選擇 194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代的原因，前者是日治時代鐵

道生活圈建設最為完備的階段，直至 1945 年日本戰敗，進入國民政府時代；1970 年代是鐵道生

活圈在 1980 年北迴鐵路開通前的繁榮樣貌。 

 

貳、正文 

一、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重現 

    交通部分，我們以走讀和說故事的敘述方式，帶領讀者來趟 194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代舊鐵道

生活圈的交通之旅。除了對內交通的描述，我們更著重在對外交通的重現。 

 

(一)1940 年代初期
1
的花蓮港市交通 

    如果我們穿越到了 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市，當時是日本統

治時代，當時的花蓮市叫花蓮港市2。在 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

市，嶄新的火車站在兩年前才落成3。我們可以從花蓮站搭車到

台東站4，搭著窄軌的火車5從花蓮火車站出發，從火車車廂望

去，看著窗外慢慢穿越花蓮港市熱鬧繁華的福住通，不久就到

了充滿田野風光，進入眼簾的是未開墾的田野，直奔台東市而

去6。不過，花蓮港市最方便的交通，也只有花東縱谷的火車，

要去宜蘭可是要穿越重重山脈才可到達的呢！  

 

我們如果想要到宜蘭或台北，可是要穿越山脈，那是

非常困難的，只能選擇開車或坐公車。如果我們要坐公車

去宜蘭，可以從火車站出來，在車站旁的東海自動車運輸

株式會社搭車7，會看到很多的觀光客在等車，等著去欣賞

那壯闊的清水斷崖，驚險地穿過臨海道路，來到蘇澳站8。 

 

不過，你不要以為很輕鬆，光想到單程長達六小時的

車程，要穿過全長為 119 公里的臨海道路，看著司機先生行

 
1 1940 年代初期大約是指 1940 年到 1944 年左右。 
2
 1940 年花蓮港街升格為花蓮港市(黃家榮、葉柏強，2022：54) 

3
 1938 年花蓮火車站落成。資料來源：鐵道文化園區內展示資料。 

4
 1926 年花蓮站到台東站完工，全長 173 公里。資料來源：鐵道文化園區內展示資料。 

5
 軌距是 76.2 公分，屬於窄軌。資料來源：鐵道文化園區內展示資料。 

6
 日本人會建花蓮到台東之間的鐵路，因日治時代日本人對東部資源的開採，花蓮港市移民漸多的原因。 

7
 東海自動車舊址在花蓮港驛右前方在六期重劃區，已無舊跡可循（黃家榮、葉柏強，2022：73）。 

8
 1925 年，日方將蘇花徒步道拓寬到可以行駛車輛，1932 年通車，改為臨海道路。客運每日對開兩班巴士。東海自動車

運輸株式會社設址於花蓮港驛右前方，因為日本人以蘇花斷崖的壯麗風光為賣點，發行摺頁吸引觀光客，搭乘巴士前

來花蓮旅遊的遊客不少，經常客滿 (黃家榮、葉柏強，2022：73；廖高仁，2016：115)。 

 
取自 https://www.gjtaiwan.com/new/?p=30313 

 

資料來源：鐵道文化園區內展示照片 

https://www.gjtaiwan.com/new/?p=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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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在彎彎曲曲的山路9，一邊是山、一邊是海的水泥的臨海道

路，道路非常窄且長滿雜草，只能單向通車無法會車，沿路

顛頗且極度危險，尤其是清水斷崖更是驚險萬分。 

 

就算是 1940 年築港(花蓮港)已經開港使用，我們很少能

夠坐船去蘇澳或台北10，因為沒有固定的航班，只能看到許多

的貨物經由輪船入築港。但是，這時已經無法看到在南濱運

送貨物的驚險畫面，在 1939 年築港完工前，輪船要上下乘客

貨物，一般從南濱上岸，風大時則改經北濱，因為深度不

足，輪船只能停泊外海以小船接駁，快靠岸時船上拋出繩索，待命多時的阿美族壯丁一擁而上，抓

住繩索，見浪頭稍退立刻把船拉上岸11。這小船稱駁駁仔船，是使用木板拼成，靠人力划動的小船
12。這樣驚險的畫面已不再見到。 

 

總之，我們發現，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市交通非常不方便，臨海道路險而難行，只能單向通

車，且長達六小時車程，而臨海道路就是現在蘇花公路的前身呢！ 

 

(二)1970 年代13的花蓮市交通 

    如果我們穿越到 1970 年代花蓮市，縱谷內部的交通依舊不方便。我們除了可以坐火車到台東

外，還可以到舊花蓮火車站旁邊的花蓮客運總站14，搭乘花蓮客運去鳳林、光復等縱谷偏鄉以及東海

岸沿線。路線很多，補足了火車路線的不足。 

     

如果我們要去蘇澳或是台北，可以在舊花蓮火車站旁的公車站乘坐金馬號，車身左側有秋海棠

和金馬浮雕，車上還有美麗的車掌小姐。我們坐在豪華的金馬號臨崖馳騁，司機技術非常高超，乘

客有的自在，有的驚恐，有的不敵暈車噁心嘔吐15。這時行駛的路已經不叫臨海公路，它有了新的名

子，叫做蘇花公路，仍然是單線行車，管制依舊16，實在很不方便。 

     

往北到蘇澳或台北，我們還可以選擇坐花蓮輪。我們可以開著車，晚上在花蓮港與車一同搭乘

花蓮輪，大艘的花蓮輪可是人車共載呢！在美麗的花蓮輪上睡一覺，隔天凌晨抵達基隆，再開著車

出基隆港，太方便了17。 

    

總之，1970 年代的花蓮市對外交通仍非常不方便，即便我們可以搭乘最為豪華的金馬號到宜

蘭，或是乘坐花蓮輪到基隆，還是不夠便利。這時的花蓮仍然像許多離島一樣，被台灣的許多山脈

孤立，直到 1980 年北迴鐵路終於開通，我們才有更方便的交通工具去台北。 

 
9
 參酌黃家榮、葉柏強(2022)：160 

10
 在花蓮輪開航，北迴鐵路通車前，往返蘇澳、台北只有蘇花公路一途(黃家榮、葉伯強，2022：160)。 

11
 參見黃家榮、葉伯強(2022)：42。 

12
 花蓮港建造完成，並從花蓮站到到花蓮港的臨港鐵路約 5.1 公里。資料來源：鐵道文化園區內展示資料。1940 年花蓮

港啟用(黃家榮、葉柏強，2022：76)。 
13
 1970 年代是指 1970 年到 1979 年。 

14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96。 

15
 1959 年，公路局推出全新豪華巴士：「金馬號」(黃家榮、葉柏強，2022：161)。 

16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97。 

17
 1975 年開始開闢花蓮輪航線， 1983 年回花蓮港途中南濱擱淺而最後停航。 (黃家榮、葉柏強，2022：197)。 

 
資料來源：自己拍攝於吉安鄉長安街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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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 年以前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 

    市街重現部分，我們將以明禮國小出發，用走讀和說故事的敘述方式，帶領讀者來趟 1940 年代

初期和 1970 年代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重現之旅，好像跟著地圖來趟舊鐵道生活圈之旅，找出兩個時

代之間的市街變遷，我們會用重繪地圖的方式呈現。（附件一、附件二） 

 

(一)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市的市街 

    如果我們穿越到了 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市的市街，我們會看見當時的住民大部分都在做農，

生活窮苦，這樣的社會簡稱「農業社會」。這個時期因日本人對東部資源的開採，花蓮港市移民漸

多。我們發現這時候的街名不是用「路」命名，而是用「通」命名，除了路名，許多建築物的稱呼

都和現在不一樣呢！從我們的學校明禮國小出發，學校就是在當時的大街上，稱為公學校18，是專收

臺灣人的小學。在明禮國小的旁邊是台灣總督府花蓮醫院（今花蓮醫院），為了慶祝這間醫院創立，

日本人還在新城通(今明禮路)種了幾十棵的瓊崖海棠19。明禮國小旁還有一間花蓮港街役（今花蓮市

公所）20。 

     

我們再沿著新城通(今明禮路)走往花蓮港驛(舊花蓮火車站)走去，就會來到花蓮市最熱鬧的街道

春日通（即現在復興街一帶，俗稱「大街」），是本省籍大商人聚集之處，由大街往上走，花崗山這

段上坡路即過去的朝日通（軒轅路、菁華街）、高砂通(今公園路)和春日通 (今復興街)），是當時花

蓮港市政治、軍事、經濟與教育各層面的主要集中地域21。首先，我們會來到小學校(今花崗國中)22，

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只有極為少數台灣人可以就讀呢！從大街往上，我們來到廣大的花崗山公園
23，那裡有人民集會的公會堂，野球場、相撲場和動物園，甚至還有泡澡的水浴場24。再往下走就是

花蓮港高等女學校25（今花蓮女中），這間學校是學校的旁邊有一間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26，是統籌花

蓮地區林業的辦公室。在朝日通（今軒轅路）可以看到花蓮支廳（今花蓮縣政府）27；我們要去銀行

存款或提款，可以去高砂通(今公園路)和春日通口(今復興街)的台灣銀行在花蓮港設置辦事處（今台

灣銀行）28，對面是一棟木造建築的東台灣新報報社29。 

   

從花崗山往山下走去，沿著大街走下去，就可以走到花蓮港驛(舊花蓮火車站)，外觀是鋼筋水

泥構造，一進大門，可以看到採用拱形設計的正門，大廳挑高，前後窗戶鑲嵌以玻璃，山牆上有一

 
18
 花蓮公學校（今明禮國小）在 1897 年是設置於豐川的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萊分教場，1905 年改稱花蓮公學校，同時遷

至明禮路現址。（黃家榮、葉柏強，2022：114）。 
19
 1909 年創立台灣總督府花蓮醫院（今花蓮醫院），為此在入口（今明禮路）種了幾十棵瓊崖海棠（黃家榮、葉柏強，

2022：83；張家菁，1998：69）。 
20
 1931 年花蓮港街役（今花蓮市公所）搬到今三民街和節約街路口（黃家榮、葉柏強，2022：54） 

21
 相關資料參閱劉克襄(2013)：71－73。 

22
 1910 年花蓮港小學校（今花崗國中）（黃家榮、葉柏強，2022：115）。 

23
 1922 年花崗山公園區，內有公會堂、野球場、相撲場、動物園和水浴場(黃家榮、葉柏強，2022：126)。 

24
 1910 年代，花蓮港實施市街改正，花崗山劃為公園預定地，1922 年開放(黃家榮、葉柏強，2022：89)。 

25
 1927 年花蓮女中是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東台灣第一間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台籍學生僅占百分之一(黃

家榮、葉柏強，2022：104)。 
26
 1919 年設置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辦公處在今花女一旁的精華林苑，花蓮有三大林場，分別是林田山、木瓜山和太魯

閣林場（黃家榮、葉柏強，2022：99-100）。 
27
 1930 年花蓮支廳（今花蓮縣政府）在軒轅路上，戰後為警察局花蓮分局（黃家榮、葉柏強，2022：55）。 

28
 1912 年台灣銀行在花蓮港設置辦事處，1928 年台灣銀行花蓮港支店，設在高砂通(今公園路)和春日通口(今復興街)( 黃

家榮、葉柏強，2022：84)。 
29
 1916 年《東台灣新報》，是台灣第四家報章媒體，今兆豐銀行花蓮分行（黃家榮、葉柏強，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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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鐘，方便旅客看時間30。我們可以搭車到鯉魚尾(壽豐)，也可以搭火車到台東。花蓮港驛旁邊有花

蓮鐵道出張所31（今鐵道文化館），是當時花蓮港驛的辦公室。在花蓮鐵道出張所的旁邊有一家豪華

旅社，名叫常盤館，雙層樓房，木造瓦頂，規模宏大，一旁的花蓮鐵道出張所不得不矮上一截，是

頂級名宿，猶如現代五星級飯店，可惜已經燒燬32。不過，花蓮港驛附近還是很多旅社可以選擇，例

如入船通（今五權街）的筑揚軒33。如果我們想看海，我們可以往海的方向走去，除了美麗的太平洋

外，築港（今花蓮港）也建好了，還可以看到從花蓮港驛到築港的臨海鐵路呢！ 

     

我們來到花蓮港街最熱鬧的街道，也就是黑金通(今中山路)，黑金通猶如東京銀座，只要從火

車站走兩分鐘，就是熱鬧的市區，這時可以看見黑金通大街兩旁已經出現兩層的水泥樓房34。沿著黑

金通往西走，在黑金通（今中山路）和筑紫橋通（今中正路）交叉口，可以看到花蓮港郵便局35，我

們可以在那裡寄送信件和物品。 

     

我們還可以從明禮國小出發，從筑紫橋通(今中正路)往北到米崙(今美崙)，穿越筑紫橋36(今中正

橋) 。筑紫橋旁邊還有一棟棟的日式老房子，那是花蓮港廳軍官宿舍，也就是今日著名的將軍府
37
。

再往前行，來到美崙，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的青青草原，是日本的練兵場，屬於軍事重地38。在筑紫橋

往美崙溪出海口看去，可以看到米崙溪橋(今曙光橋)，可以看見火車緩緩經過，正在載築港(今花蓮

港)送來的貨物39。筑紫橋通往南是筑紫館40，我們可以在那欣賞歌舞伎。再往南可以看見台灣總督府

花蓮港支廳花蓮酒工廠（今文創園區）41。 

 

花蓮港市本來是棋盤式的，只因日治時代的天皇登基大道(今中華路)而打亂格局42，才會演變成

現在的花蓮金三角。而筑紫橋通(今中正路)往北至美崙、太魯閣，往南接阿美族村落。稻住通(今中

華路)是連接吉野移民村的幹道。花蓮港市的金三角（今中山路、中華路和中正路所圍成的三角形）

初步成形43。 

 
30
 1911 年第一代花蓮港驛為木造建築，1931 年改成水泥建造的第二代花蓮港驛（黃家榮、葉柏強，2022：71） 

31
 1909 年成立花蓮鐵道出張所，約在今鐵道文化館旁，鄰近黑金通(黃家榮、葉柏強，2022：50)。 

32
 花蓮港驛（今花蓮火車站）的左手邊就是常盤館（旅館）， 1932 年臺灣總督中川健巡視花蓮港即下榻常盤館，1939 年

黑金通惡火，常盤館毀於一旦（黃家榮、葉柏強，2022：124-125）。 
33
 筑揚軒在入船通（今五權街），戰後改為第一旅社，建築帶點洋風，正門廊簷下立著一根根恍若希臘建築般的柱子

（黃家榮、葉柏強，2022：126）。 
34
 黑金通就是花蓮市中山路東段，從日治時代到 1980 年北迴鐵路通車前，一直是花蓮市最繁華之地。1931 年花蓮港驛

改建，黑金通街道進行大規模修建，老舊木屋全數改建為兩層水泥樓房(黃家榮、葉柏強，2022：56)。 
35
 1930 年花蓮港郵便局原在朝日通（今軒轅路），遷至黑金通（今中山路）和筑紫橋通（今中正路）（黃家榮、葉柏強，

2022：85）。 
36
 1907 年建成筑紫橋(今中正橋)是臨海道路進出花蓮的要道(黃家榮、葉柏強，2022：66)。 

37
 1936 年花蓮港廳軍官宿舍，是日治時期花東軍事指揮官中村大佐的住所，今稱將軍府(黃家榮、葉柏強，2022：137)。 

38
 1935 年金子常光應邀繪製〈花蓮港廳大觀〉，將美崙標示為練兵場(黃家榮、葉柏強，2022：136)。 

39
 1930 年代築港，為了聯絡花蓮港與花蓮港街市，臨港線鐵道應運而生，途中以米崙溪橋 (今曙光橋)跨越美崙溪(黃家

榮、葉柏強，2022：67)。 
40
 1913 年筑紫館，是歌舞妓劇院，在今商家 net 的所在地(黃家榮、葉柏強，2022：122；張家菁，1998：72)。 

41
 1922 年台灣總督府花蓮港支廳花蓮酒工廠（今文創園區），1930 年代擴大，廠區建物二十一棟，規模不小。 

42
 原有的中華路是「花蓮的過去」，屬於日本時代連接花蓮港街和吉野村（日本的移民村）。由前述可知，在日治時期的

花蓮港市和移民村為其精華區，就是以中華路來連接的(劉克襄，2013：71－73)。 
43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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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天皇登基大道(今中華路)以東叫福住通，放眼望去都還是水田44。離開鬧區，我們沿著黑金

通西行，來到表參道(今林森路)右轉，一轉彎，我們就迎來第一鳥居。繼續前進至今新城通(今明禮

路)有第二鳥居，再前行為第三鳥居。我們穿過一座長長的吊橋，這座吊橋有美美的名子，叫做宮の

橋(今尚志橋)45，在吊橋上可以欣賞美崙溪的風光。再往前，爬上百餘級石階進入神社內苑，第四鳥

居在望，靈獸手在兩側，最終抵達終點，拜殿46。從美崙山的神社往下望去，可以看見一棟棟的日式

老房子。沿著黑金通再往西走，過表參道，到達花蓮港刑務支所（今花蓮監獄）47。在花蓮港刑務支

所的旁邊有兩間學校，分別是花蓮港廳立農林學校（今花蓮農業職業學校）和家政女學校（今花蓮

商業職業學校）48。 

 

1940 年代初期的舊鐵道生活圈是以花蓮港驛為中心，發展出金三角的街市，以黑金通最為繁

榮。在這個街市內很多旅社、公家機關、學校、公園、銀行、報社…等，整個街市也趨近完整，花

蓮港市的雛形也日漸成形。 

 

我們問了黃家榮老師花蓮市街的問題，如下表所示： 

訪談問題 黃家榮老師的回答(2021.9.21) 

根據老師這本書，我們有興趣的是 1940

年代初期日本人和台灣人的生活樣態有沒

有不一樣？例如我們讀到日本人讀小學

校，台灣人讀公學校，除此之外還有嗎？ 

以前日本人說日語，台灣人大多數人說閩南語，北京話是台灣

光後才改的，因語言不同，所以日本人讀小學校，台灣人讀公

學校，台灣人也可讀小學校，但是日語要很好及認同日本，才

可以讀小學校。 

 

(二)1970 年代的花蓮市的市街 

    如果我們穿越到 1970 年代的花蓮市，會發現這時候的街名是用「路」命名，而是不再用「通」

命名，除了路名，許多建築物的稱呼都和 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市不一樣。由於這個時期台灣的社

會開始轉型，大部分的台灣人的工作從農業逐漸轉成工業，我們稱這樣的社會為「工業社會」，這個

時期，花蓮的市街和交通也跟著轉變。 

     

1970 年代花蓮港市已經改稱作花蓮市。從我們的學校明禮國小(前公學校)出發沿著新城通(今明

禮路)往東邊走區，我們看到幾十棵的瓊崖海棠的綠色隧道，過了花蓮醫院(前台灣總督府花蓮醫院)

就可以來到花崗國中(前小學校)，這間學校不再是小學，已變成國民中學。從菁華街往上走，會來

到中正公園(前花崗山公園)。你還可以到中正公園旁邊反共救國團報名寒暑假各種營隊呢49！再往下

走，可以來到花蓮女中(前花蓮港高等女學校)。 

     

 
44
 花蓮港市街的發展和鐵道息息相關，從「站前」的黑金通逐漸向南擴張到「站後」，日治時期將臺東縣鐵路以南、今

中華路以東稱福住通，以西稱稻住通 (黃家榮、葉柏強，2022：58，145)。 
45
 1910 年完工宮の橋(今尚志橋)是一條吊橋，連接北岸的花蓮港神社 (黃家榮、葉柏強，2022：69)。 

46
 1916 年花蓮港神社建立，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87。 

47
 1937 年花蓮港刑務支所（今花蓮監獄），所在地為今自由廣場（黃家榮、葉柏強，2022：102-103）。 

48
 1942 年花蓮港廳立農林學校（昔花蓮農業職業學校）遷至建國路現址。1941 年設立家政女學校（今花蓮商業職業學

校）在今校址（黃家榮、葉柏強，2022：108，112）。 
49
 1952 年成立反共救國團，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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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花崗山往山下走去，沿著軒轅路走下去，就可以走

到舊花蓮火車站，前面依舊有圓環。我們從舊花蓮火車站

走出來，通過圓環噴水池往西三分鐘就進入熱鬧的花蓮市

區，街道上有許多汽車行駛，兩旁的水泥樓房也不少，旅

館、小館、銀行林立，接洽辦理金融業務者絡繹不絕50。

著名的金龍大旅社就坐落在中山路和舊花蓮火車站圓環的

路口，旁邊是花蓮客運總站51，乘載著無數旅遊和趕忙上

學的學子，為縱谷偏鄉和東海岸沿線鄉親解決交通大問

題。在北迴鐵路還沒有通車前，交通不便，鐵公路班次又

不多，旅人必須過夜，隔天再搭車北上或南下。花蓮車站

附近旅社林立，一度多達十餘家呢52！轉個彎往中山路走去，你可以去逛逛洋房百貨53，有最新的舶

來品和名牌品呢！ 

 

    從中正路往北到美崙，穿越中正橋。中正橋旁邊還有一棟棟的日式老房子，著名的將軍府依舊

存在。再往前行，來到美崙，映入眼簾的是不再是一片的青青草原，這時美崙已有許多房舍，許多

政府機關例如花蓮縣政府、縣議會、法院、縣警局…等等都已遷到美崙54。培育國小教師的搖籃花蓮

師範學院也坐落於此地55。在中正橋往美崙溪出海口看去，可以看到火車緩緩開過曙光橋，依舊載送

花蓮港送來的貨物56，這時的花蓮港已經是國際港57。從中正路和中山路口，你可以看到花蓮郵局，

再往南，日治時期的筑紫館已改成天山戲院58，再往南可以看見花蓮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在酒廠的

對面，也就是中正路和中華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中美戲院59。穿過圓環，沿中正路再往南，可以看到

美琪戲院60。 

     

從中山路轉林森路過鋼筋混泥土的尚志橋，這裡不再是日本神社，已經改建成花蓮縣忠烈祠61。

而林森路已經不是神社下的表參道，而是繁華的市街，這時花蓮市市街的中心已從金三角轉化成大

三角62（林森路、中山路和中正路）。從美崙山的花蓮縣忠烈祠往下望去，已經不再是一棟又一棟的

日式老房子，改為鋼筋混泥土的房舍。從忠烈祠經尚志橋往南，還可以看到水泥建築的花蓮市公所

 
50
 1960 年代黑金通改名為中山路，仍是花蓮市最熱鬧的地段之一 (黃家榮、葉柏強，2022：56)。 

51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96。 

52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62。 

53
 洋房百貨是花蓮市最具規模的百貨。 (黃家榮、葉柏強，2022：144)。 

54 1951 年百年大地震，許多政府機關都受到損毀，縣長楊仲鯨下令縣政府率先遷至美崙，空下的花蓮縣府廳舍由花蓮市

公所進駐。 (黃家榮、葉柏強，2022：143，166)。 
55 1960 年花師遷至美崙校區（黃家榮、葉柏強，2022：115）。 
56
 1930 年代築港，為了聯絡花蓮港與花蓮港街市，臨港線鐵道應運而生，途中以米崙溪橋 (今曙光橋)跨越美崙溪(黃家

榮、葉柏強，2022：67)。 
57
 1963 年花蓮港升格為國際港(黃家榮、葉柏強，2022：194)。 

58
 參見 2021.9.21 訪談黃家榮，NET 服裝店對面有天山戲院。 

59
 參見 2021.9.21 訪談黃家榮。 

60
 參見 2021.9.21 訪談黃家榮。 

61
 參見黃家榮、葉柏強(2022)：154。 

62
 1970 年代的舊鐵道生活圈，花蓮市不斷的擴大，這時的街道已經已經從西元 1930 年代在花崗山附近的本省籍大商人

聚集之處俗稱「大街」的「春日通」（即現在復興街一帶），再擴充到有 1940 年代初期的小三角，更擴充到 1970 年代

的大三角（林森路、中山路和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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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再往南穿過中山路，國聲戲院就坐落在林森路上64。沿著中山路再往西走，花蓮監獄依舊在。在

花蓮監獄的旁邊有兩間學校，分別是花蓮農業職業學校和花蓮商業職業學校。 

    

總之，1970 年代的花蓮市正在蛻變，在工業社會的轉型期間，市街的許多木造的日式房子已逐

漸改為鋼筋混泥土的房舍，火車站前的中山路依舊繁榮，但市街擴大，中心從金三角轉化成大三

角，戲院、旅社、市場林立，美崙也成了舊鐵道生活圈的新市街。 

     

我們問了黃家榮老師花蓮市街的問題，如下表所示： 

訪談問題 黃家榮的回答(2021.9.21) 

1.根據老師的這本書，1970 年代舊

鐵道生活圈有電影院嗎？分布在

哪？ 

2.1970 年代舊鐵道生活圈有旅社

嗎？分布在哪？我們查到有金龍

大飯店，還有其它旅社嗎？ 

3.1970 年代舊鐵道生活圈有市場

嗎？分布在哪？我們查到有復興

市場，還有其它市場嗎？ 

4.1970 年代一般人民的生活是怎樣

的？例如人民的穿著？比較窮困

還是富有？ 

5.1970 年代舊鐵道生活圈有溝仔尾

的發展怎麼樣？我們看到的是溝

仔尾 1980 年至 2000 年是溝仔尾

商圈的全盛期。 

1.有博愛街跟光復街有天祥戲院，就是現在的阿斯瑪飯店。NET 服裝

店對面有天山戲院，後期有國聲、美祺(戲院)，文山戲院以歌仔戲

為主，還有中美戲院在中正路及中華路交叉口附近，就是舊遠東百

貨。 

2.五州、大新旅社，王子大飯店，圓山飯店。南區來花蓮聯考都住五

州、大新旅社。 

3.最早的中央市場，在公正街包子店那裡，中央市場轉型複合市場，

復興市場最早是縣政府所在地，現在大家稱為綜合市場。1951 年花

蓮發生大地震，縣府搬到現在美崙山的位置，花蓮市公所搬進來，

後來花蓮市公所才搬到現在的位置，後來這位置就改為復興市場。 

4.我們看一下舊照片，這邊的上班族以紅毛溪為界，紅毛溪以北為上

班族，這都穿的很時髦，還滿富裕的，紅毛溪以南就比較貧困。 

5.溝仔尾原本的一條溪，原來的紅毛溪，總是會淹水，後來 1930 年

代整治拉直，那時家用廢水都在排在裡面，那個年代污染較少，只

是會臭，後來 40 年代因為地震、颱風的破壞，就在河道上面蓋了

一些房子給受災戶住，60 年代又發生火災，又再加蓋。後來百貨加

入，溝仔尾就繁榮起來。前市長本來要規劃花蓮的清溪川，後來變

成香榭大道。 

 

三、1980 年以後舊鐵道生活圈的交通和市街現況 

(一)交通現況 

時至今日，交通方便多了。花蓮人要去台北，不用再千辛

萬苦的坐金馬號公車穿越單向的蘇花公路，也不用晚上乘坐花

蓮輪，隔夜到基隆。一切交通的改善開始是 1980 年 2 月北迴

鐵路開通。這時候我們已經不能在舊火車站坐火車，要去西邊

的新火車站坐火車。這時，去台北火車的班次又多又方便。 

 

    隨著 2010 年蘇花公路遊覽車事故，開始有不少花蓮人要

爭取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在鐵路方面，2013 年普悠瑪列車

也陸續投入北迴鐵路；在公路方面，2020 年蘇花改善公路通車，取代部份的蘇花公路路段，花蓮的

交通又更加的順暢且安全，花蓮市也演變成西部人喜歡造訪的地區。 

 

 

 
63 1977 年花蓮市公所遷至林森路新廈(黃家榮、葉柏強，2022：226)。 
64 參見 2021.9.21 訪談黃家榮。 

 
照片來源：鐵道文化園區的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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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街現況 

花蓮市的現在景象是隨著新舊火車站的遷移而變化的。在 1980 年 2 月北迴鐵路通車後，呈現出

「海岸、舊車站商圈」的「舊中心」和「內陸、新車站商圈、慈濟園區」的「新中心」兩個商圈。

「新中心」是指在西元 1980 年代隨著火車站的轉移，慈濟人文的加入興起現在的大花蓮65。為了

「舊中心」和「新中心」的聯繫，花蓮市整建中山路。中山路是「花蓮的未來」，是聯繫兩個中心的

最短街道66。從此，花蓮市出現的兩個中心，如下圖所示： 

 

 

 

 

 

 

    在 1980 年，一個花蓮車站分新、舊，整個花蓮市正在分化成兩個中心。但是不管如何發展，金

三角一直是金三角，始終是花蓮最繁盛的地區67。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溝仔尾商圈已不復見68，取而

代之的是花蓮香榭大道，有名的蚵仔煎、烤肉、包心粉圓…等火紅名店，今日也都從溝仔尾遷至東

大門夜市或花蓮市區。1980 年代北迴鐵路開通後，花蓮市已經有許多百貨公司的進駐69，不管是新第

一百貨，還是後來的遠東百貨，都可以細數著花蓮的進步與繁榮。 

     

儘管花蓮市不斷擴大，舊鐵道生活圈也有許多的變化。舊花蓮火車站和鐵路的拆除，本來供鐵

道行駛的鐵軌也一一鋪上柏油，變成一般街道。圓環改建為石來運轉，對面是東大門夜市，成了花

蓮最著名的夜市，廣大空地平時是夜市的停車場，也不時辦著演唱會或大型活動。只有鐵道文化園

區孤單的坐落於此，好像在慢慢陳述著舊鐵道生活全過往的繁榮光景，引人追憶。 

 

總之，花蓮市的市街不斷的擴大，不斷的進步，不但有舊中心，更出現以新花蓮火車站為中心

的新中心，這也讓花蓮市邁向新的紀元，成為花蓮縣最大的城市。 
 

參、結論與研究困難 

一、結論 

(一) 1940 年代初期的花蓮港市交通不便，縱谷內可搭窄軌小火車從花蓮市到台東市，要到蘇澳可不

容易，只能到火車站旁的東海自動車株式會社搭公車去蘇澳，但是臨海道路險而難行，只能單

向通車，且長達六小時車程。1970 年代的花蓮市交通較 1940 年代初期方便，縱谷內除了可選擇

搭小火車外，還可以選擇搭花蓮客運到各個偏鄉。但是要到蘇澳或北部，也只能選擇單向通行

的金馬號或半夜乘坐花蓮輪，這時花蓮市好像一些離島一樣，對外交通仍然不便。這種交通不

便的狀況直到 1980 年北迴鐵路通車之後才逐漸改散。 

(二)1940 年代初期以舊花蓮火車站和金三角為中心的花蓮港市的市街成形，市街內有學校、銀行、

郵便局、公園、神社、火車站、公車站、戲院…等等，生活機能佳，火車站前中山路是舊鐵道

生活圈最為繁華的地方。 

 
65
 1986 年慈濟醫院開業，參見劉克襄(2013)：71-72。 

66
 參見劉克襄(2013)：73。 

67
 戰後至今，金三角一直是金三角，始終是花蓮最繁盛的地區，地價也最高。(黃家榮、葉柏強 2022：146)。 

68
 1980 年至 2000 年是溝仔尾商圈的全盛期 (黃家榮、葉柏強，2022：213)。 

69
 1981 年，北迴鐵路開通的第二年，新第一百貨開業。1991 年遠東百貨進駐(黃家榮、葉柏強 2022：224)。 

 

 

舊中心 新中心 

海岸、舊車站商圈、大三角

 林森路、中山路和中正路 

內陸、新車站商圈、慈濟

園區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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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0 年代舊鐵道生活圈逐漸擴大為以大三角為中心，站前的中山路仍然是舊鐵道生活圈最繁榮

的地方。此外，花蓮縣政府及許多公家機關已經搬到美崙。 

(四)1940 年代初期是日治時代，舊鐵道生活圈內的許多路名和建築物名稱，在 1945 年日本戰敗以後

都已改變，這樣的改變在 1970 年代的舊鐵道生活圈的市街地圖可以清楚呈現。 

(五)現今的舊鐵道生活圈中的舊火車站、舊鐵道…等建築已經消失，只留下鐵道文化園區進行觀光

和文化的研究。 

 

二、研究困難 

(一)企圖整理最重要的文獻 

    還記得今年七月《帶你回花蓮：穿梭街市百年》一書出版，我們發現終於有一本比較系統整理

花蓮市的專書。另一方面，我們也跟著老師參加「校訂課程：舊鐵道園區走讀」，在閱讀帶你回花

蓮：穿梭街市百年》一書之後，發現手冊中的資料不足和錯誤，所以我們以這本書為整理的主軸，

輔以其它書籍和網路資料。 

(二)說故事的方式呈現不易 

    在撰寫本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企圖以《帶你回花蓮：穿梭街市百年》一書為主軸，整理出 194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代的舊鐵道生活圈的生活重現，想要用說故事的方式帶著讀者一起走讀，卻發現

本書所記載的時間較為零散，而且往往用研究的方式去撰寫，整理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們用引註的

方式來呈現，這樣一來可以減少讀者閱讀故事的困難。但是撰寫過程也讓我們吃足了苦頭，往往在

非常零散的時間中慢慢從明禮國小出發，就好像當初我們參加「校訂課程：舊鐵道園區走讀」一

樣，一點一滴的拼湊走讀的故事，也時常無意間就掉落在某個日治時期的專有名詞裡。我們真的要

說，整理文獻成故事真的很辛苦。也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能選擇公家機關、學校、道路、銀

行、郵局…等等進行初步的重現。 

(三)重繪地圖的困難 

   除了古地圖較為簡略，無法清楚重現鐵道生活區的市街和交通，所以必須重繪之外，我們還遇到

說故事方式呈現的困難，這也使得在繪製 1940 年代初期和 1970 年代鐵道生活圈的市街圖時更加難

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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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940 年代初期花蓮港市市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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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970 年花蓮市市街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