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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是一群花崗國中的學生，而現在的「花崗國中」前身即是在日治初期建立

的「花蓮郡花蓮港尋常高等小學校」，所在地更是當時花蓮港街政治、軍事、經濟與教育

各層面的主要集中地域——「朝日通」（現在的軒轅路、公園路、菁華街），所以花崗國中周圍

有許多日治時期的舊建築。我們希望透過文獻蒐集、實地踏訪、隨機訪問及問卷調查等方式，

瞭解這些古老建築的歷史，喚起人們對日治時期建築的認識與重視，進而更關懷自己的鄉土人

文，思考歷史、建築、文化之於生活的重要意義，傳承在地特色文化。 

 

二、研究目的： 

    （一）調查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 

    （二）調查民眾對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的瞭解程度 

    （三）實地探訪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 

    （四）試圖從這些日治時期建築中，思考古蹟如何再利用 

 

三、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歷史沿革 

    日治時代因日本人對東部資源的開採，花蓮港市移民漸多，街名皆用「通」命名，而花

蓮當時最繁榮的街道就是「春日通」（即現在復興街一帶），是本省籍巨賈聚集之處，由這裡

往上走，花崗山這段上坡路即過去的「朝日通」（現在的軒轅路、公園路、菁華街），是當時

花蓮港街政治、軍事、經濟與教育各層面的主要集中地域。 

    花崗山邊有兩所學校，一為花蓮港高等女學校 (今之花蓮女中) ，一為日人就讀之花蓮

港尋常高等小學校（現在的花崗國中），又簡稱「花蓮港小學校」。於日治初期（一九一○年）

建立，學校僅供應日本人就讀。直到一九一九年「內地延長主義」實施，臺灣人方得以進入

學校學習，尤其學習國語（日語）正是當時最為推廣的教育方針，此時的「花蓮港小學校」

因而更名為「花蓮港市朝日國民中學」，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教育政策。可見花崗國中歷史悠

久，周邊亦是充滿濃濃的日治風情。 

     所以，我們就以花崗國中為中心，向外探尋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瞭解它們的百年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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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民眾對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了解度 

    我們利用 Google 網路問卷調查花蓮民眾對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了解度，本次

研究調查共計收回 374 則問卷。填寫調查人的年齡層分佈為：41 歲~50 歲占 28.9％，31 歲~40

歲占 19.8％，19 歲~30 歲占 19.5％，13~18 歲占 16.8％。我們根據花崗周邊日治時期歷史建

築地域分佈分為五大部分進行了解度調查：1、松園別館、花蓮港放送局 2、檢察長宿舍 3、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含將軍府）4、北濱區三大日式歷史建築(指菁華林苑、曙光橋、花蓮

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5、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周邊，以下針對各項統計結果進行分析： 

（一）松園別館、花蓮港放送局了解度調查 

調查發現松園別館的知名度最高，參觀人數最多，多因其建築吸引或慕名而來，也有

許多民眾在其他的選項內表示是因為參加藝文活動、風景優美而進入園區內參觀走訪。故

知活動的舉辦能提升古蹟建築的知名度，帶動人潮參訪，了解其背後的歷史故事。 

 1.請問您是否聽說過松園別館？            2.請問您是否參觀走訪過松園別館？ 

  

 

  

 

 

3.請問您會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4.請問您沒有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二）縣定古蹟檢察長宿舍了解度調查 

  檢察長宿舍的知名度並不高，調查發現這處古蹟建築鮮少人知，或是對此抱有高度興趣

與期望，只因現正修復中，尚未開放參觀，期待未來能一窺其獨特風貌。 

1.請問您是否聽說過縣定古蹟檢察長宿舍？    2.請問您是否參觀走訪過縣定 

古蹟檢察長宿舍？ 

                 

 

 

 

3.請問您會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4.請問您沒有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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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含將軍府）了解度調查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因含有著名景點-將軍府之故，高居知名度第二，有不少民眾曾

至此處參觀，其原因除了建築物吸引、慕名而來外，常舉辦的浴衣祭活動更是深獲民眾喜

愛，可見特別活動能為古蹟帶來活力，在未曾走訪的其他原因中，許多人表示宣傳不足，

似曾聽聞卻不知其確切地址，相關部門可就此擴大宣傳力度或改變宣傳方式。 

1.請問您是否聽說過將軍府？                2.請問您是否參觀走訪過將軍府？ 

  

  

 

 

 

3.請問您會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4.請問您沒有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四）北濱區三大日式歷史建築了解度調查 

  北濱區三大日式歷史建築是指：菁華林苑、曙光橋、花蓮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 

  調查發現民眾唯對曙光橋的了解度較高，概因地緣性方便、美麗的日出海景、單車行經

而到訪，可見地點便利性與周遭風光景色影響對民眾的吸引力。 

1.請問您是否知道北濱區三大歷史建築            2.請問您是否參觀走訪過 

 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呢？                 北濱區的日式歷史建築？ 

 

 

  

 

3.請問您會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4.請問您沒有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五）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周邊的日式歷史建築了解度調查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周邊的日式建築含：花蓮鐵道文化園區、黑金通、秋朝咖啡館、明

禮路日式宿舍。調查發現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知名度頗高，參觀走訪人數超越將軍府。小農



 日「蹟」月累——花崗國中周邊日治時期建築探究  

4 

0 50 100 150 200

建築物吸引

慕名而來

打發時間

親友推薦

其他

0 5 10 15 20 25 30

不感興趣

無特別之處

距離太遠

建築物殘破

其他

是

84%

否

16%

是

81%

否

19%

市集與音樂活動是獨特的走訪原因，而後實地探查證明文創文化活動與古蹟具互利共生關

係，古蹟為活動提供場地和文化背景；文化活動為古蹟帶來人潮，歷史建築得以活化利用。 

1.請問您是否知道這些歷史建築            2.請問您是否參觀走訪過這些日式歷史建築？ 

     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呢？               

 

 

 

  

 

3.請問您會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4.請問您沒有參觀走訪的原因是？ 

 

 

 

 

 

 

三、文獻整理與實地探查訪問 

（一）花蓮港小學校圍牆殘蹟 

    花崗國中前身為日治時期「花蓮港小學校」。學校校舍因颱風及地震侵襲而改建，雖已

不見昔日日本時代的建築風貌，不過位於軒轅路旁的花崗國中圍牆，仍可見日本時代及戰後

初期所建石砌擋土牆、磚造水泥牆面的圍牆和花師時期所建校門。這看似不起眼的圍牆，推

測它的年齡可能超過八十年以上，見證了花崗國中的歷史風華，故這片圍牆遺跡何其重要？ 

    

                                                                *圖二來源於花蓮縣 

                                                                 文化局-文化資產    

 

（圖一）花崗國中舊大門        （圖二）花崗國中舊圍牆         

 

（二）秋朝咖啡館 

    據文獻調查，秋朝咖啡館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羽鳥重郎醫生」所開辦的兒童醫院。這棟

原已是破舊不堪的荒廢老房子，如圖五。據部落客捲捲調查：原屋主因捨不得充滿亡妻回憶

的房子被拆毀，才一直沒有把它賣掉。直到喜歡老房子的賴秋淑恰好經過，被它深深吸引，

向屋主保證會維持原有樣貌及格局而改建修繕成今日的秋朝咖啡館。來到秋朝咖啡館除了享

受到老屋的檜木香，還能伴隨著書香、咖啡香沉浸在懷舊的氛圍中，找尋以往的時光記憶。 

  

 

 

(圖三)日治時期風貌   （圖四）未修繕前後的模樣  (圖五)現況           （圖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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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圖五來源於部落客捲捲，圖四、圖六、圖七為實地探訪時所攝 

 

（三）黑金通 

    黑金通位於中山路 48 號，昔日是日據時期最繁華的街道----黑金通，所以這棟建築物的

餐廳老闆就命名為黑金通，堪稱花蓮最美麗的房子之一，是所有老花蓮人共同的記憶與地標，

百年來它歷經日據時期的賀田組花蓮辦公室，再變成朝日組花蓮辦公室，再變成更生報辦公

室。於民國 40 年地震後又歷經民航公司(CAT)、中華航空公司。當年中華航空公司的幕後老

闆宋美齡，從台北運水泥來花蓮重建修復這棟建築物，但後來因水泥不夠，屋頂則用木頭替

代，故這棟建築物的現況即是下面是水泥，上面是木頭的特殊結構，成為花蓮最早的水泥洋

房。再來又成了七海報關行、安隆運輸公司(以上資料由黑金通老闆口述提供)，其間還曾開

了知名的朱貝園咖啡廳(是花蓮第一家咖啡店)，這可是 80 餘歲阿公阿嬤時髦的記憶，再來則

成了阿之寶手創館和餐廳，現為「黑金通餐廳」。 

            

 

    

 

(圖七)屋頂上的木頭結構、（圖八）舊有水泥牆、（圖九）現黑金通餐廳外觀 

(圖十)日治時期、(圖十一)民國時期、(圖十二)阿之寶時代  *圖片為實地所攝或翻拍店內舊照 

             

（四）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在日治時期建置了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也就是現在鐵道文化館的前身。花蓮鐵道文化

園區被譽為全台僅存最完整的窄軌鐵路基地遺址。目前開放一館、二館，一館為原鐵道部出

張所，座落在現今花蓮客運總站旁。潘秀靜在旅遊資訊王網站的撰文中表示：「原本用途是

提供日本工程師來台出差住宿的地方，為 1932 年建造的四合院型的木造建築，入口是復古

印象的車站設施；左側設有站長室，提供相關展示文物，開放體驗穿站長制服拍照；右側為

展示花蓮發展理史的老照片；正廳則為西洋式尖塔型造型屋頂，提供不一樣的建築線條美感。」 

    二館與一館僅隔一條街，於 1946 興建的木造建築分為負責鐵路保養治安的工務段與警

務段兩單位，房屋構造幾乎、以卡榫工法接合，工務段辦公室展示、鐵路枕木、辦公室原貌、

打鐵工房設備；警務段辦公室改為展示中心，內有電話、餐盒、制服、車票、票櫃等鐵路局

相關、細件，另有、水泥建築的拘留所，內有兩間圍著鋼條的房間，是當時刑事案件關閉處。 

    我們在探查鐵道園區二館時，很幸運地遇上了只有在星期六早上九點到十二點設攤的花

蓮好事集，也很榮幸的訪問到了花蓮好事集的理事長-阿迪克，理事長說他們會辦在這裡一

方面是為了做生意，一方面是為了活化這裡的日式建築。好事集所售商品的比例為 85%有機

的葉菜類及水果、10%文創商品和 5%加工品。日式建築成為小市集的美好時光背景，定期

舉辦的市集也為日式建築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兩者交互蓬勃發展。 

 

（五）花蓮火車站加水塔及儲水塔 

    花蓮火車站加水塔及儲水塔位於花蓮市福町路上，這座相當特殊的加水塔及儲水塔從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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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留存至今，在尚未改用柴油機車頭之前的蒸汽機車頭時代，花蓮到臺東的臺東線鐵路約 2、

3 個站，就會找個大站設置一個加水塔，供蒸汽機車頭加水使用。民國 71 年隨著北迴鐵路的

開通，原本的機關轉運等設備全數拆除，只有這座約近三層樓高的加水塔及儲水塔，幸運的被

保存下來，而這座加水塔及儲水塔的保存，也見證了過去蒸氣機車頭南來北往的交通史。 

 

  

  

 

(圖十三、十四)鐵道園現況、好事集合照 (圖十五)水塔與儲水塔  （圖十六）明禮路日式宿舍 

 

（六）臺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 

    臺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約建於昭和 5 年（1930），位於花蓮市中山路北側巷弄

內，用料與工法都屬一流。花蓮文化局資料顯示：「單層日式木造建築，寬廣的前庭與內凹的

大門玄關，格局方正且建物精良。正門有西洋列柱式結構，屋頂兩側分別是寄棟造與入母屋破

風，中間則以千鳥破風式樣建成，屋後為日式住宅常見的半戶外「ㄣ」字型迴廊，寬敞而優美。

另外，處長官邸前後庭園也有不同風貌，官邸大門入口處植有龍柏；屋後有池塘、彎曲水道，

而在入口處右側還有一座小型的防空洞，裡面可作為戰爭避難及指揮中心，相當罕見。」於民

國 93 年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文化局正努力修復中，期待它盡快再現絕代風華。 

 

 

 

(圖十七) 鐵路局管理處長官邸修復中（圖十八）檢察長宿舍修復前   (圖十九)修復中 

 

（七）明禮路日式宿舍 

    花蓮市明禮國小是在 1897 年 12 月建立，原名「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萊分教場」，之後更

名「花蓮港公學校」，戰後更名「明禮國小」，這棟日式宿舍位於明禮國小對面，面積二百一

十四坪，目前建物地基、環境完整，其主要構造、軸組、屋架與屋面亦尚稱完整，是具原有

規模的獨棟官舍，「和洋折衷風格」的住屋是花蓮地區日式宿舍的類型特色，具保存價值。 

 

（八）檢察長宿舍 

    檢察長宿舍為日治時期 1936 年在花蓮設置「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暨檢察局」，供檢

察長居住的處所，讓花東地區民眾不必再舟車勞頓前往宜蘭、台北訴訟。戰後國民政府繼續

將這座宿舍提供作為花蓮地檢署檢察長居住之用，直到 1993 年左右，因為新建檢察長官舍

完工啟用，方功成身退。參閱文化局資料得知檢察長宿舍為日式木構官舍，出自早年包下花

蓮許多重大建設營繕工程的日本人「吉村佐平」之手，有其工藝價值和洋折衷風格雙併式是

其最大特色。花蓮縣定古蹟檢察長宿舍的外觀，雖以日式建築風格為主，但入口門廊卻受西

式裝飾主義風格影響：兩根門柱分別雕刻著幾何圖樣、門廊右側的牛眼窗裝飾及進門後左側

西洋式交誼廳的天花板等。目前修復工程仍在進行中，之後才會開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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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松園別館 

    松園別館為日治晚期 1942 年日本海軍兵事部辦公室，舊名「花蓮港陸軍兵事部」，我們

訪問黃家榮老師知悉：「在昭和 17 年間，因應日本的南進政策及太平洋戰爭需求，所以臺灣

地區開始進行募兵政策，所以必須設置一處類似今「兵役科」的單位(兵事部)，來進行募兵

與管理兵役。」由於直對北濱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口，具天然置高點優勢，可俯瞰美崙溪入海

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可掌控出入南濱的船隻及南機場航機起降，成為日軍當時在花蓮

的重要軍事指揮中心。松園別館主體建築物為折衷式二層洋樓，沒有華麗的裝飾，而更注重

功能與實用價值，其文化價值、發展地位可參考張哲銘先生的論文<花蓮日式宿舍群之數位

開發研究>。松園於民國 89 年 7 月 13 日由花蓮縣政府設定為「歷史風貌專區」，並展開整修。 

    松園別館內百年老松成群，而松園之松的由來：日本人早年受中國松竹梅的影響，所以

對此三種植物相當的喜愛，當時日本人為了在台灣發展林業，採了毬果到台灣試種，由於琉

球松具有抗鹽耐風定砂的特性和功能，初來乍到的首批琉球松即種植在靠海的恆春和花蓮市，

果然在兩處的環境適應良好。於是陸續有少批毬果再被引進台灣育苗種植，園區松樹皆由樹

齡十歲以上小樹移植，栽種至今樹齡均超過百歲。 

    松園別館內有設置防空洞，現提供民眾體驗活動，據黃家榮老師敘述：「太平洋戰爭末

期，約昭和 19-20 年(1944-1945)，盟軍(美國、中華民國)皆會派飛機到臺灣進行空襲，以美國

為主要攻擊，為了讓在此工作的工作人員有處可緊急避難之處，故在松園別館內設置防空壕。」 

    現今松園別館吸引了許多遊客，我們訪問了從桃園、澳洲來的觀光客，他們深被這個地

方的風景和歷史故事吸引，進而前來參觀。館方對古蹟的維護也相當用心，我們看到他們醫

治生病的老松、修補漏水的屋頂，延長了古蹟的壽命，而且也舉辦了相當多的藝文活動：如

端午詩歌節、太平洋詩歌節等，有效提高了知名度，讓藝文活動與歷史風貌結合，是古蹟活

化相當成功的例子。 

    如同張哲銘所說：「歷史建築所代表的不僅是硬體軀殼，更蘊含豐富的人文記憶，因此

除了通過空間再利用的機制來保存建築本身以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保存這些歷史空間所蘊藏

的生命記憶」。（張哲銘，2012，花蓮日式宿舍群之數位開發研究）所以他將松園別館、將軍

府設計成 3D 影像，欲經由影像導覽帶領民眾親臨其境遊歷，保存在地文化特色。從上述可

知，保存文化資產有許多方式，可善用科技數位化將歷史文化展演在民眾眼前，尋回生命與

歷史空間的記憶鎖鏈，讓在地人代代相傳我們的特色文化。 

    

                                 

 

 

(圖廿)館舍修護工程      （圖廿一）老樹的醫治         （圖廿二）訪問松園旅客 

 

 

 

 

（圖廿三）放送局         （圖廿四）曙光橋            （圖廿五）林務局宿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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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廣花蓮電台（原台灣花蓮港放送局） 

    花蓮港放送局與松園別館、自來水淨水場相鄰。於 1944 年(二戰結束前一年)成立，屬於

地方放送局，花蓮港放送局的新聞評論，由台北放送局(中央局)以四路載波或專用電話傳送

到地方轉播局。黃家榮老師講述：「日本時代花蓮港放送局對臺灣島內以閩南語、客家語、

福州話廣播，對島外以北京話、閩南語、粵語、英語、馬來語、暹邏語播出節目。戰後中廣

花蓮臺除了可以在廣播頻道聽外，還可在電腦上聽。民國 34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放送協

會並改組為臺灣廣播協會，隸屬中國國民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民國 50 年，臺灣廣播電

臺合併中國廣播公司。」據文化局資料顯示其主體構造建於日據末期，為磚木混合一層樓建

築，有 70 餘年歷史，係台灣廣播歷史發展花東地區重要實體物件，具歷史文化價值。 

 

（十一）曙光橋 

    曙光橋之名稱來自於站在橋上可迎接第一道曙光而來。在臺東線鐵道停用以前，這座橋

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座鐵道橋樑，當時稱為「米崙溪橋」。後來隨著北迴鐵路的竣工、花蓮

車站西遷，整個鐵路業務也跟著遷移，昔日臨港線鐵道及鐵橋也就跟著荒廢。花蓮縣政府取

得臺灣鐵路局的土地使用同意後，將原本的火車鐵橋鋪上木棧道，成為了提供自行車及行人

行走的景觀橋。2005 年（民國 94 年）3 月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   

 

（十二）林務局宿舍 

     林務局宿舍原為「殖產局營林所東部出張所職員宿舍」。戰後，則做為林務局員工宿舍。

這棟建築何時興建目前已不可考，不過資料記載：「殖產局營林所東部出張所於昭和 4年（1929）

搬遷至此」，所以研判該宿舍應該也在此時興建。文化局資料顯示：林務局宿舍為乙種屋頂

採雙併式宿舍，建築屋頂屬「仿背心式屋頂（切角頂）」設計，內仍保有木桁架結構，屋頂

上的六邊形通風氣窗，其目的是防止木構造屋架受潮。建築外觀以雨淋板搭建而成，可惜戰

後住戶因使用上的需求及治安上的顧慮，在其木造結構外搭建空心磚牆及鐵皮作為阻隔。今

房舍已無員工使用，整棟建築大致保存良好，只有山牆外牆部分龜裂而已。 

 

（十三）舊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                                                                                                                   

    花蓮女中創校於昭和 2 年（1927），當時校名為「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建於昭

和 4 年（1929），依照建築面積，為「高等官舍第三種」，等級相當於今日鄉鎮市長公館，可

見當時高等女學校校長受尊重的社會地位。戰後也成為花蓮女中歷任校長住宿的宿舍。民國

60 年代左右，因設備老舊等因素，當時的校長另尋居處，直到最後一位居住者陳老師搬離

此老宅後，這棟校長宿舍就此荒廢。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為日式木造宿舍，全棟使用

檜木建材，格局為傳統日式房屋配置，外牆則使用雨淋板設計，此設計除了可防雨外，還有

隔溫的功效，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代由北美洲引進的工法，屋頂形式特別，具有時代意義。 

               

 

 

(圖廿六、廿七) 舊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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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美崙溪畔日式宿舍和將軍府 

       在美崙溪中正橋畔上，有一整排的日式建築，以檜木搭建而成，這些建築與松園別

館建築的時間差不多，裡面有著一間「單棟式」（將軍府）和十四間「雙拼式」的日式建築

（各階級軍官的住所），整齊劃一的建築群形成了完整的小型住宅區。這些宿舍(包括將軍府)

於日治時期昭和 11 年(1936 年)建立，其歷史至今已有 90 餘年，有著濃厚日式房舍聚落的風

情。建築空間內部使用和洋折衷的配置方式與生活形態，日式建築在台灣受限於土地取得不

易，故在服務性空間與通行性空間方面，會視其能力配置、機能許可簡化或縮小空間。 

    陳怡臻在旅遊資訊網上撰文：「當時將軍府是花東軍事指揮官中村大佐的故居，據說當

時附近的居民並不知道中村大佐的身分，只知道有位官階很高的大將軍住在此地，便將此處

稱為將軍府。整個日式建築群以指揮官房舍為中心向四周擴展，有陸軍病院院長官舍、戰俘

收容所長官舍、初階軍官住所等，這裡自成完整的小型住宅區。」台灣光復後日軍撤離，國

軍接收土地及日治官社做為國軍眷村住宅使用。於 2005 年，花蓮市開始推動都更，多處日

式宿舍落得拆建的下場，好在當地居民及各界志工積極連署保存古蹟的行動下，經中央古蹟

審查委員通過才列入縣級古蹟。 

   劉進成先生瞭解到該宿舍群分別有修繕經費、文創商品細緻度不足、無法販售社區商品、

建物結構安全等問題，故在論文<花蓮縣歷史建築營運管理之評估研究-以美崙溪畔日式宿舍

群為例>中提出營運問題的建議方案，期許公部門整合各界資源，發展良性互助的夥伴關係

等。一同深入思考該宿舍群未來理想營運形態，作為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典範，詳細論述可參

閱其論文。 

 

 

 

(圖廿八)將軍府            (圖廿九)將軍府 

叁‧結論 

 

一、根據我們的問卷結果可以發現松園別館的知名度最高，再來依序是：將軍府、鐵道園區、

北濱區，最不具知名度的是檢察長宿舍，應該是它還沒開放供民眾參觀的緣故。而大家會

參訪的原因多是因為建築物吸引人及慕名而來，可見只要古蹟修復好，建築本身就具有吸

引力，名氣大增更促進民眾走訪參觀，了解日治時期歷史與建築之特別，古蹟建築也增加

了都市景觀的多樣性。而我們實際訪問觀光客選擇參觀這些建築物的原因，多是因網路推

薦熱門景點，所以身在資訊時代，網路鄉民的評價至關重要，而且建築物的歷史背景是他

們參訪的最大動機。 

二、這些古蹟參觀的人潮和修復狀況成正比，鐵道園區因為地利之便，在加上好事集的設攤，

人潮最多，正如好事集理事長所言：在古蹟設攤可以帶來人潮，魚幫水水幫魚，讓古蹟活

化運用到最高點，提升花蓮市民生活空間的內涵，乃古蹟再利用成功的案例之一。 

三、我們實際走訪這些景點發現可以將歷史建築點串聯成歷史風貌面，規畫成日治文化一日遊

的活動，除了歷史故事講述、建築物之獨特欣賞、海岸無限風光，還有將軍府的浴衣體驗、

黑金通的美食、秋朝的咖啡、鐵道文化園區的小市集，可以說是充實之旅，具台灣文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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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為生活帶來踏實的小確幸。感謝政府和民間的多方努力，讓這些歷史建築重現風華，

讓我們能有幸得窺日治時期的建築之美。期待那些正在修復中的古蹟能早日重現舊時光輝，

講述悠久歷史文化。所以，我們將花崗國中周邊的日治時期建築串連成一日遊路線圖，期

許在不遠的將來能發展成花蓮文化深度觀光路線之一。 

 

         

                                                        手繪一日遊路線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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