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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春天，前輩囑咐我們接待林青霞女士與她的二位女兒，從宜蘭到花蓮這段旅程。
路程中有一段我們開車在花蓮縱谷的臺九線上，好一陣子後，青霞姐忍不住、很客氣地微笑說：「大
概是我在香港住太久了，怎麼這一路，都見不著什麼人啊？
」　  我回：「是啊！
要離開臺九線拐進村子裡，才會有較多的房子與人呢！
」　  正好到光復，我說起o&rsquo;rip在花蓮小村小鎮採訪的故事，與認識的人們。
我們在光復認識一位年輕神父，法國老神父退休回故鄉，年輕的宋津翰神父成為富田天主堂二十多年
來第一位阿美族神父。
要看到居民平日生活，跟在他身邊準沒錯，村子裡舉凡結婚生子滿月告別式望彌撒都要他主
持&hellip;&hellip;每天忙得團團轉熱呼呼。
　  在花蓮縣要找部落村莊，確實可以從天際線出發，極容易就瞧見一座小教堂，有教堂就代表有村
子。
進去後可熱鬧了，轉個彎，又是一座教堂，回頭，竟還有一座&hellip;&hellip;這景象花蓮在小村鎮還頗
常見呢。
這些小小教堂小小十字架，襯在花蓮的藍天大山下，真的可以感覺到，那就是與天堂最近的所在。
　  狹長的花蓮縱谷整個兒是栽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懷抱裡，居民多務農（農夫當然比神父多更
多），都是擁有超氣派的工作環境啊！
人們在這裡，自給自足地生活。
　  是呢，不走進去是看不到的。
　  夥伴維茵在這本書裡有篇文章「路過，有人家」，寫她的老家在七星潭與太魯閣之間的193縣道上
，感嘆遊覽車來去穿梭，老家這條路在外人看來就像是被遺忘的通道。
然而這也正是我們要與讀者分享的－－「路過，有人家喔」，這條無敵海景可是當地居民平日散步的
後花園，這裡有檳榔攤空個位成立的小小圖書館、還有可供小孩子盡情塗鴉的大面牆壁，你在市區特
色小店買到的手工肥皂，可能就是維茵在老家種樹成林採集香茅與咸豐草製成的；再往南是七星潭社
區，除了原野牧場的羊奶咖啡新鮮，故事更多了&hellip;&hellip;。
　  O&rsquo;rip的旅行，都是在找人，人在，環境就活了起來，便有了故事。
　  在太魯閣燕子口，二個騎自行車年輕人在身邊來回二次，夥伴說，看他們很興奮地用手語說話、
指著青霞姐&hellip;&hellip;。
青霞姐聽到後請我們將車子調回頭，下車與他們打招呼，並應邀在年輕人手臂上簽名。
上車後她與二位女兒說：「有能力給別人祝福時，要盡量去做喔。
」　  旅行，最可貴是相互交流給予祝福。
　  這本書是為了邀請你來花蓮縱谷的小村小鎮，火車是最簡易可到任何鄉鎮的交通工具。
別擔心，我們都稱這是一種「不會迷路的冒險」，或許是居住在大山大海間，花蓮人看似緩慢、卻是
自在，心地廣闊很容易交朋友，只要你坐著火車來，跟著書裡介紹的26個遊程走進小村小鎮，就會認
識當地很多認真又可愛的人事物。
當有讀者說拿著我們第一本合輯《通往花蓮的祕徑》去走自己的旅行，我就會在心裡猜想他遇到了誰
、與誰成為好朋友。
有一位讀者（也變成我們的好朋友了）說他在牛根草協會張國恭大哥一整天的陪伴下走遍鳳林，居然
看到我們也不知道的鳳林神社僅存的二隻石獅子。
　  過去我會猶豫－－到瑞穗不算近，泡完溫泉後就真的又要直接回家了嗎？
當夥伴素敏說：在地藝術家介文整理自家庭院開咖啡館了！
發現一間野菜火鍋店了！
我開心跳起來二話不說就出發。
真是好喝的咖啡，真是好吃的新鮮野菜。
介文與媽媽說：「別擔心，沒生意就當是住豪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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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鍋女主人說：「這條溫泉路，淡季時平均二個小時一輛車子開過。
」但三四年下來她仍持續天天準備最新鮮的野菜。
　  歌手莫言帶我們回到花蓮最南的部落，他的家鄉，帶我們走水圳砍竹子當碗筷煮麵吃，與我們討
論如何在家鄉推體驗行程，午後分手道別沒多久又接到他電話，謝謝我們到他家鄉，那刻他竟已經在
玉里車站要北上，原來還要趕去臺北演出。
這樣忙碌的歌手莫言，一次在璞石演咖啡館演出，被東華大學的顧瑜君老師捉到，問他願不願意到豐
田「五味屋」教孩子彈吉他，第二天莫言依約出現情義教學&hellip;&hellip;　  就是有這些好人在家鄉
用心過日子，花蓮縱谷，持續散發出溫暖吸引著我們。
　  一再往返，永遠都會有新鮮冒出來，是最棒的旅行。
　  用這本書與你分享「路過，有人家喔」，希望你也能認識他們。
我猜想並期待，或許你也會因為認識了花蓮在地人而想一去再去，於是便一路產出了許多的「處處，
友人家」，美好的情誼，漸漸灑滿花蓮美麗的縱谷。
　  這是我們的夢想。
旅行，也可以是實現夢想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鐵道．縱谷．友人家>>

内容概要

　　◎這是一群花蓮在地人，共同創作的花蓮深度旅行專書　　◎從花東縱谷沿線的火車站出發，探
訪各有特色的小城風情　　◎傾聽在地人的小故事、品嚐最道地的小吃美食、體驗最美的花蓮風情　
　這是一群花蓮在地人，共同創作的花蓮深度旅行專書地人，共同創作的花蓮深度旅行專書。
這本書導覽的不是太魯閣、七星潭&hellip;&hellip;等觀光景點，而是以鐵道串起花蓮的大小城鎮，再以
步行、單車、摩托車等交通工具深入一個個小社區，認識當地人、傾聽在地人的小故事、品嚐最道地
的小吃美食、體驗最美的花蓮風情。
　　為了邀請你來花蓮縱谷的小村小鎮，火車是最簡易可到任何鄉鎮的交通工具。
別擔心，我們都稱這是一種「不會迷路的冒險」，或許是居住在大山大海間，花蓮人看似緩慢、卻是
自在，心地廣闊很容易交朋友，只要你坐著火車來，跟著書裡介紹的26個遊程走進小村小鎮，就會認
識當地很多認真又可愛的人事物。
　　我們看見，每個社區與部落，都有它獨特的面貌，是由在其間生活的人們和環境，共同醞釀出的
。
人們其實不是被環境所限，甚至，可以改變共同生活的地方。
豐富的創造力與共好的心態，是如此重要。
我們書寫，先為讀者找到縱谷的6種面貌，有值得踏訪的好地方、有努力經營在地特色的熱血人物。
讀者可以依著書，從花蓮縣由北到南的大小車站出發，一個點、一個點地尋訪，我們說的每個特色點
的故事、找到故事中的在地人或店家或美景，串出屬於自己的旅行故事、縱谷面貌&hellip;　　這本書
是為了邀請你來花蓮縱谷的小村小鎮，火車是最簡易可到任何鄉鎮的交通工具。
別擔心，我們都稱這是一種「不會迷路的冒險」，或許是居住在大山大海間，花蓮人看似緩慢、卻是
自在，心地廣闊很容易交朋友，只要你坐著火車來，跟著書裡介紹的26個遊程走進小村小鎮，就會認
識當地很多認真又可愛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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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O&rsquo;rip好傢伙　　O&rsquo;rip的夥伴們不是「為工作而工作」，寫的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在生活中旅行，與自然貼近、關心不同族群&hellip;&hellip;認同人類、自然、地球相關連的重要
性。
讓「好好生活」成為重點，是O&rsquo;rip實踐並樂於分享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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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作者為花蓮旅人誌、站長）當我決定參加七月底劉克襄老師的花東鐵道之旅，與他一同漫遊花
蓮鐵道時，剛好O&rsquo;rip玉萍來找我，希望我為新書寫一篇序，這本書關於花東鐵道旅行。
突然間，怎麼覺得一切似乎安排好了似的，我想或許在這趟旅行的火車上，在這樣的氛圍裡，能寫些
什麼&hellip;。
火車過了「吉安站」，繼續往南，不久花東的縱貫線「台九線公路」出現在火車的左側，與鐵道並行
，這樣晴朗無雲、讓人猛爆汗的大熱天，騎單車、騎機車似乎都是件苦差事，坐在列車上，風徐徐吹
來，白花花的陽光把車窗外的田野照得亮眼，總覺得生活就是這樣美好。
窗外移動不止的風景，從市區漸次推展，甩開稠密。
沒多久火車過了「干城站」，被時光遺忘的小車站。
我想起干城站旁有棵「巴基魯（麵包樹）」，這季節正開始結果，再不久就有好料可以吃了。
這樹只在花東才有，果實的味道會讓花東遊子想家&hellip;。
在木瓜溪之前，在火車與中央山脈之間，有一大片水田，開闊的地平線漸漸取代狹促的天際，填滿整
片視野的蔥綠。
我想所謂的目的，或許真的就只是小小的車站而已，我不算是個鐵道迷，只知道未來的日子，想看這
樣視覺無礙的小站風景，不會多了（目前花東線正鐵路電氣化中，過不久，鐵路兩側將豎滿電線桿）
！
車跨過木瓜溪，往右看中央山脈，是巒巒疊疊的山脈，這奇萊山脈群真美，是許多鐵道迷們鏡頭下的
一幅景，過了橋水田就不復見，日本的風味卻濃了起來。
我們整群人在「壽豐站」下了車，下車的車站大廳除了我們，還有一兩個在地人，出了月台，便各自
騎著機車走了。
壽豐街上的古早味甘蔗冰，店門口依然塞滿了遊客，在這接近中午的寂靜壽豐街上，顯得有點格格不
入。
這家店這幾年在網路上竄紅，有幾次想來吃上一碗冰，總會遇到這般景象。
除了冰，相信有許多人沒注意到，這街上其實還留著許多日本時代留下的老房子，有豬肉攤、有雜貨
店，依然還住人，依然有濃濃的古早味&hellip;。
下一站是「豐田」，那曾是日本人在這花東縱谷，重要的移民村。
從「豐田站」出了站，是筆直的小街道，日本人在這兒留下的痕跡，鳥居、文史館、學校、廣島式菸
樓&hellip;都有日本味，我們慢慢地享受這鄉間小站悠緩得連空氣都停滯的午後，總覺得無聊累了就躺
在月台長凳上打個小盹，也是無所謂的隨性。
出站後，拐個彎走地下道過去後頭，就是省道台九線了，跨過馬路，那頭還有個老舊的大同戲院，這
樓見證了這兒曾有個採棉花、開採石綿，後來開採豐田玉的輝煌的年代。
是啊！
花蓮不只有歷史的深度，自然的閒情，花東吸引人的還有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這才是活生生、最有
趣的一環。
O&rsquo;rip的伙伴們玩耍了起來，在辛苦小農的有機田地旁、在手作雕琢的工作室裡、在這由花東鐵
路串起來的小鎮上，都有這一群人的蹤影。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因為O&rsquo;rip，原本需從經歷與感受中堆疊起來的未知數，透過他們這樣串門子
、交朋友，現在有了連結，明朗了起來，也許下次經過這些大街小巷，你就不會陌生，不會再匆匆一
瞥&hellip;。
「這是我們喜歡的花蓮！
」火車繼續往「南平」慢行，左邊有山，右邊也有山，我回到位子上，放下相機，靜靜享受這一切，
光影流轉。
這趟旅程總會告一段落，但似乎你的旅程才剛開始，是時候讓身體出發了！
拿到這書了，那就帶著書來花蓮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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