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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8月騎完茄萣－台南美食之旅，5

位成員的陽光車隊決定9月10日騎

到墾丁兩天一夜遊，為了欣賞美景，品嚐

美食及避開多車路段，先搭火車到枋寮，

再騎到墾丁，單程約65公里。定案之後，

在台鐵官網購買乘客火車票及自行車火車

票，但無法購得。只好直接到鳳山火車站

購買，得知開車前三天才開始販售，而且

只能在櫃檯買，不能在網上購買，感覺對

旅客有點不太方便。而且區間快車不是每

一班次都設有單車車廂，只有特定班次才

有，第一節及最末一節各設6個懸吊式單車

位，單車票價是乘客票價的一半，售完只

能買下一班。為了早點取得車票，只好由

住在大湖火車站附近的吉哥於9月7日一早

6點到櫃檯購買5張去程車票，隔日再買5

張回程車票，總算搶到票，順利成行。



▲區間快車首節車廂可掛六輛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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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好事多磨，行前

一週海葵颱風來襲，從台東登陸，不僅帶

來巨大的農業損失，西南氣流引進，屏東

天氣連續數日陰雨連綿，出發前一天，氣

象預報恆春墾丁下雨機率80%。原本計畫

因雨泡湯，只得悻悻然改期至10月15�16

日。各自去火車站辦理退票，還好是區間

車不必扣手續費，如果是自強號每張扣40

元或20%。

10/15週日，屏東陰天，下雨機率

20%，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成行。雖然

住家離高雄火車站較近，但火車站施工，

站前交通複雜，選擇自鳳山站上車。8：

40騎到鳳山站前著名的燒餅油條店，生意

興隆，還有15位食客排隊等候，眼看還有

30分鐘，為了享受美食趕緊加入排隊行

列，還好10分鐘後順利買到5個剛剛出爐

的蔥肉餅，每個25元。進入火車站搭電梯

至南下月台，車票顯示首節車廂，牽車走

到標識第一節車廂位置，所幸台鐵工作

人員走過來提醒，區間快車只有10節，

而自強號則有12節車廂，所以必須退後兩

節車廂距離。今日車班準時，上了火車，

掛好單車，見到從新左營上車的隊友，互

道早安，分享剛買的蔥肉餅，大夥吃得津

津有味，直誇好吃。這節車廂前半段可掛6

台自行車，後半段有20個座位，比起舊型

的區間車新穎舒適。

約莫50分鐘後，到達枋寮火車站，

問了路旁店家，往恆春的方向。陰天適合

戶外騎乘活動，10分鐘後騎入台1線屏鵝

公路，週日南下墾丁的車輛較少，一路順

暢，經過加祿、枋山、楓港進入獅子鄉。

偶爾落山風側面吹來，感受不是很強，

騎到海豚休息站，在7-11補充水份稍作休

息，站前停了數十輛哈雷及川崎重機，亮

晶晶的排氣管，陽光下相當耀眼。繼續往

南騎，過了四重溪，大夥決定在熊家萬巒

豬腳餐廳用膳，因為這家餐廳大，佔地

廣，停車位多，現場已停6部遊覽車。點了

必叫的萬巒豬腳搭配幾樣蔬菜，萬巒豬腳

軟Q好吃，可惜客家小炒火候稍嫌不足，

但此時肚子正餓，每盤菜都被吃得精光。

再往南騎，進入墾丁半島，感覺落山

風的勢力更強，少了中央山脈的屏障，東

北季風過了滿洲丘陵直瀉而下，刮得呼呼

作響。但南下有點側順風，越騎越帶勁，

吉哥建議去恆春小鎮吃綠豆蒜剉冰。過了

舊市區古色古香的西門，往「海角七號阿

嘉的家」方向，來到門庭若市的柯家古早

味綠豆饌，標榜黑糖漿及剝殼綠豆。大夥

都點綜合口味，綿密的綠豆蒜配上有點Q

的粉粿條，附蓋滿滿剉冰，淋上黑糖漿，

簡單食材卻好吃極了，尤其炙熱午後，吃

在口裡，涼在心裡，一碗45元，大夥都說

明天回程還要再來光顧。



▲ 空中翱翔的灰面鵟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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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餐廳，門庭若市，還有排隊，只好

作罷。正好隔壁的滇緬餐廳還有空位，

看看菜單及價目表還算合理，經過下午的

騎乘，肚子早已咕嚕咕嚕叫，點了6菜1

湯，白飯吃到飽，沒想到口味與泰式麻、

辣、酸非常類似，好吃下飯，覺得意猶未

盡，還加點一道辣炒海鮮。結帳時每人分

攤450元，還算合理沒有被當冤大頭。原

路走回，轉入小路，沒想到落山風還在狂

吹，晝夜怒號。今晚雲層仍厚，不見星

月，小徑漆黑，夜涼如水。回到民宿客

廳，大夥討論明日行程，早餐自理，可以

叫外賣，8點送達，為了早一點到枋寮品嚐

阿達海鮮午餐，大夥放棄恆春的綠豆饌，

決定8：30出發，四個小時應該可以騎到

枋寮。我則建議清晨5：50騎往帆船石，

爬坡上社頂公園，繞墾丁森林公園一圈，

再下坡回民宿。但大家都想睡飽一點，只

有每年都來墾丁拍灰面鵟鷹的我興致勃

勃。睡前看了氣象預測，明日墾丁晴時多

雲，菲律賓海域有熱帶擾動氣流，可能影

響灰面鵟鷹的出海飛行。打開窗戶睡覺，

沒想到落山風吹得窗簾呼呼作響，只好關

窗開冷氣。

繼續往南騎，轉入外環省道，看到

黃底黑字非常醒目的彰化銀行恆春分行招

牌，備感溫馨。經過戀戀星辰湖畔莊園牽

車轉入碎石小徑，盡頭是渡冬水鳥最喜歡

的龍鑾潭。此時，落山風吹得白浪拍岸，

多陰的天空大地蕭瑟，天蒼蒼野茫茫，風

蕭蕭湖水寒。沼澤區偶見蒼鷺、大小白鷺

鷥棲息水邊，空中少了澤鵟、魚鷹、黑

鳶、灰面鵟鷹等猛禽有點遺憾。4點左右

經過夏都，到了墾丁國家森林公園牌坊，

轉入小路，一幢幢顏色鮮豔的民宿如雨後

春筍般往遠處延伸。山下的牧草一邊已收

割變黃，另一邊青翠綿延至遠方丘陵，落

山風吹拂下，風吹草動，幾隻黃牛悠閒的

在山腳下吃草。進入“海的小嶼”民宿，

大廳乾淨簡潔，隔著透明落地窗，坐在沙

發上，大尖山的鄉村美景近在眼前。大夥

把單車停在屋內走廊，週日非屬旅遊例

假日，全棟沒有客滿。我分配到三角窗的

306房，視野很廣，希望明日清晨就能坐

在陽台欣賞在天空翱翔的灰面鵟鷹。晚餐

前大夥在客廳集合，吉哥說9月訂房時每間

雙人房1,450元，因颱風過後，入住前一天

才延期，訂房網酌收手續費，本次每間房

1,880元，雖然多了430元，但不必計較太

多，玩得盡興要緊。

晚餐決定到墾丁大街走走逛逛，

華燈初上，兩旁攤位擺滿人行道，僅留

中間車道，人潮雖多，還不至於摩肩擦

踵。各式各樣吃喝玩樂，五花八門，眼

花撩亂，專賣調酒的年輕妹穿著小可愛

及超短熱褲，吸引男士們的目光。泰

式、義式、日式、韓式、粵菜、滇緬菜

等，異國風味十足，好不熱鬧。大夥決

定吃泰式料理，我推薦位於大街尾端，

鄰近青年活動中心一家泰式餐廳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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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天微亮之際，大尖石上空初露

被朝陽渲染的金絲邊白雲，範圍不多，其

餘黯然無光，趕緊拿手機拍照。一小群灰

面鵟鷹無視落山風的吹襲在空中盤旋，忽

高忽低，忽左忽右，目不暇給。趕緊騎著

公路車往帆船石出發，經過昨夜車水馬龍

的墾丁大街，此時只有一兩家便利商店還

在營業，異常安靜。過了凱撒飯店，停在

路旁拍面向大海的青蛙石。來到著名地標

帆船石，此時陽光從東方山頂穿雲而下，

海水輕輕打在礁岩激起陣陣白色浪花，幾

隻水鳥在珊瑚礁沿岸自顧覓食。順著消防

隊旁的公路往社頂公園騎，經過外牆五顏

六色的民宿區，沿著山路蜿蜒而上，突如

其來的風切，騎得搖搖晃晃。路邊停著一

輛轎車，手拿長鏡頭的鳥友正聚精會神拍

著凌空而過的灰面鵟鷹。越往山頂坡度越

陡，只注意上空的鷹況，來不及換檔，氣

喘噓噓的我只好牽車，邊欣賞呼嘯而過的

國慶鳥。來到籠仔埔，T字型的小徑上聚集

7位鳥友，架著定焦鏡對準迎面而來的落單

灰面鵟鷹與少數赤腹鷹。

走入20公尺旁的小高地，已有五頂

僞帳架好，面對右側樹林的枯木，靜靜等

待回頭鷹的停歇。幾年前我亦曾在這裡搭

僞帳，等候赤腹鷹與灰面鵟鷹的停留，去

年好友亦在此拍到稀有的黑冠鵑隼，不知

羨煞多少鳥迷。再往上騎，來到凌宵亭的

小徑入口處，凌宵亭位於樹林內，高度約

5-6樓高，在海底隆起的珊瑚礁上建有木造

涼亭，可容納數十人，北望佳樂水，東望

太平洋，南望巴士海峽，龍磐公園的雷達

及鵝鑾鼻燈塔一目暸然，是最佳賞鷹地點

之一。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猛禽協

會，專門紀錄秋季各類鷹種及數量，事後

查證墾丁秋季過境猛禽調查，10/16當日有

12,753隻灰面鵟鷹、103隻赤腹鷹出海。

因騎單車不方便進入森林，只好放棄登

亭，續往回程騎。過了墾丁國家公園一路

下坡，速度超過45公里，享受風馳電掣的

追風快感，過彎時還得“點煞”減速，不

用5分鐘回到墾丁大街，剛剛上坡的辛苦早

已忘到九霄雲外。民宿附近的景色在朝陽

照射下變得更美麗鮮明，門口前廣場停了

幾輛日式重型機車，陽光下金光奪目，一

位車友正在檢視車況，我過去打招呼，原

來重機車隊來自新竹，利用週末兩日環島

一圈，昨晚深夜才住進民宿，他們靠的是

馬力，我們則是靠體力，但追風的樂趣一

致。外賣早餐8點送達，大夥在客廳邊享受

早餐，邊聊天，邊欣賞美景。8：40準備

騎回枋寮，隊友特別提醒落山風的威力非

同小可，必要時牽車，安全是回家唯一的

路。



▲回程的路上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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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來到餐廳前，比預計時間快半

小時，餐廳前停了3台遊覽車，這才了解先

前的電話為何沒人應答。進入餐廳鋪滿碎

冰的保冷箱，擺著許多雙眼亮晶晶不知名

的海魚，正好有二桌食客剛剛離席，桌上

杯盤狼藉，服務人員忙著收拾，幸運不必

等侯。看了菜單，飢腸轆轆，覺得樣樣都

好吃，在櫃檯人員的介紹下，點了3�4人

套餐，加點酥炸牡蠣、花枝丸、烤軟絲、

炸銀魚，約莫15分鐘陸續上菜，生魚片、

櫻花蝦炒飯、白灼鮮蝦、乾炒高麗菜、炒

西施舌、龍膽石斑味噌湯，最令人驚艷的

是酥炸白帶魚，魚骨分開，魚肉大火油炸

瀝乾，佐烏醋、糖、醬油調製的特殊醬

料，鋪滿青蔥，淋上些許香油，整條炸得

金黃的白帶魚骨捲成圓形，頭內尾外，淋

上醬汁，造型特殊，禁不起樸鼻香味，先

夾再說，一入口舌尖上的味蕾立刻被喚

醒，記憶中的古早味回來了，大夥稱讚不

已。一桌10道佳餚加上水果甜點，幾乎

一掃而光，連白帶魚骨也被拆解祭入五臟

廟，所剩一點菜尾，只好玩數支，數中的

人吃。飽餐之後，結帳每人510元，實在

物超所值，下次一定要再來。

出了民宿，轉入屏鵝公路，奇怪轉彎

處怎麼沒看到麥當勞招牌，仔細一看，大

門深鎖，難道是小犬颱風來襲吹走M字招

牌，事後看新聞才得知，經營20餘年的

麥當勞因地處墾丁大街前頭，餐廳前的路

邊劃了紅線，沒有得來速車道，吸引不了

開車遊客，而颱風帶來損失，修復費用不

貲，選擇吹熄燈號，令人不勝唏噓。

此時落山風由東北方陣陣吹來，渹渹

渢渢，瞬間強度達6、7級，相當於輕度颱

風的威力，逆風下的自行車搖搖晃晃，尤

其騎板輪的公路車，輪胎內側裝有輪板，

面寬風阻大，更是難騎。空曠地區陣風吹

襲，彎型手把控制不易，為了安全，車友

Maggi一度停下牽車。騎了一小時經過恆

春飛機場、熊家餐廳來到車城鄉農會超

市，休息補充水分。女店員微笑招呼，鄉

下純樸的人情味猶然而生，點了熱咖啡，

苦中帶甘，一股暖流直下心頭。女店員親

切的說墾丁半島的落山風上週才吹起，要

騎過楓港，東邊有山脈屏障就會平息。聽

完感到欣慰，最難騎的路段已騎過一半，

應該越騎越輕鬆，下午一點以前應該可以

順利到達餐廳。

週一的屏鵝公里北上車輛相對少，偶

而大型卡車從外線道呼嘯而過，對於時速

30公里的公路車，仍是略感震撼。路旁高

大的木麻黃在落山風的吹拂下，稀稀疏疏

作響，前面互相領騎的吉哥與Maggi越騎

越快，時速來到35公里，我落後約300公

尺，後面還有兩位隊友殿後約3分鐘。經過

楓港落山風果然不見，轉而吹一般的東北

季風，領騎在一家賣洋蔥的小店前停下等

候，全隊集合喝水休息10分鐘，電話聯絡

餐廳先訂位，或許生意太好，沒人接聽。

接著一路馳騁，沒有休息，直上枋寮。



▲枋寮阿達餐廳

73 5 & 66060 73 5555 6666

落山風是屬於下坡風，恆春半

島的中央山脈高度降低至400~1000公

尺左右，每年從10月到次年4月，東

北季風翻過山脈而下，強勁的下坡

風直撲恆春半島西岸。

註

大約還有50分鐘到鳳山，設定好鬧鐘，不

一會兒就夢見周公。鐘響醒來已過九曲堂

站，下一站鳳山站，準備好下車，向隊友

揮手珍重道別，結束這次墾丁單車之旅，

期待下次11月中旬騎中寮山。

距離15：50區間快車還有1小時，大

夥牽車到附近的85度C，喝柑桔綠茶解膩

閒聊。15：40牽車到北上的火車月台，自

行車票寫著front car首節車廂，走到標識

第1車廂位置等候。車來，迅速上車，已掛

3台公路車，正覺得納悶，抬頭一看，才

知道這是末節車廂，若要牽車穿過九節車

廂到前頭，有點麻煩，只好先掛3台車，兩

台橫放走道。不久女性列車長經過，我主

動詢問坐錯車廂要不要緊，她回覆：「除

非有其他單車上來，要讓位，否則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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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軒林國軒

我的臺灣城鄉之旅，大概跑了60個

城鄉，甚至遠到台東金峰鄉和宜蘭的南澳

鄉，其中在本刊發表了14篇，因為沒有

繼續發表，而停了下來，由於我沒有電腦

處理的能力，常常需要等兒子撥出時間幫

忙，所以空了好幾年沒有投稿，當時所拍

的照片，有的是用單眼相機，有的用手機

拍攝，目前收存在哪裡，也不清楚了，以

致空有文稿但無照片，而且可能當時的照

片，跟現狀也有差異了，因此只能讓城鄉

之旅留下殘篇。

既然本島的城鄉之旅可能劃下句點，

因而想，不如到離島走走，以補足缺陷，

似乎也不錯，所以我已經前後走訪了金門

和澎湖，尚缺最後的離島�馬祖列島，因

此在10月底（2023）規劃了4天三夜的馬

祖之旅，為臺灣城鄉的離島之旅，完其終

篇。

由於已經去過二處離島，覺得可以

駕輕就熟了，所以沒有事先了解馬祖的地

形情況，便隻身到松山機場，隨便的買到

機票就前往了。當我到了南竿機場下機之

後，覺得一片茫然，便在遊客中心詢問最

熱鬧的地方是哪裡？小姐告訴我是介壽

村，於是在他們的資料中，找了一家合法

民宿，並要民宿老闆到機場接我，就這樣

的先把住宿安頓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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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列島位於福建省的閩江口，共有四

鄉六島，其中北竿和南竿是以島名為鄉名，至

於莒光鄉則含有西莒島和東莒島，東引鄉則含

有東引島和西引島，其中東西引兩島之間，已

經以海堤連接成一個島了；至於馬祖列島島

際之間的交通，並不方便，東引甚至是靠基隆

到馬祖之間，每天一班的補給航班而已。

馬祖的居民，以福建長樂縣的移民較

多，部分由連江縣移入，所以當時的馬祖，將

一些島嶼規劃為長樂縣轄，部分則劃為連江縣

轄；在民國45年時，當時政府將馬祖防衛司

令部的戰地政務，改由戰地政務委員會接管，

並將長樂縣政府劃歸連江縣代管，以迄於今，

馬祖之被歸為連江縣轄，就是因此而來。

馬祖的歷史，可以朔及非常早的史前

時代，根據莒光鄉志的記載，民國90年

代，當時中研院歷史研究所，曾組成了考

古普查隊，在東莒島的大坪村進行田野徒

步調查，結果在織坪隴採集到一些貝殼、

石器和陶器，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東西，

可見當時就有人居住在此。

真正有文字紀載的，可能是宋人梁

克家所撰的「三山志」，文中記述「上下

竿塘、大小亭山、桑嶼、關嶺、蛤沙、北

茭鎮、俱在現東北海中。」文中的上下竿

塘，就是現在南竿鄉和北竿鄉。

明朝初期，因為海寇的侵擾，曾在南

竿鄉設置營寨，派兵駐守，後來因為日本

倭寇結合海盜，對抗朝廷，所以朝廷訓令

沿海居民，遷居內陸，並不得入海，而造

成上下竿塘因此荒廢。

到了明代中期，海禁逐漸鬆弛，隨

著貿易的開展，於是內陸居民又紛紛遷入

馬祖列島墾荒，而造成竿塘兩島的快速發

展。迨至清初，當時有很多的居民，接濟

明鄭的抗清勢力，所以在清．康熙年間，

又開始遷海民於內陸。

跟民宿老闆一聊，才知道馬祖和金

門、澎湖的地形，是截然不同的，馬祖完

全沒有三尺的平地，而且道路的坡度都很

陡，尤其公共運輸不方便，除了南竿鄉和

北竿鄉有一小時一班公車之外，莒光鄉

（東莒、西莒）不但沒有公車，甚至也沒

有租車服務，雖然有機車出租，但是我又

不會騎機車，所以只能望機車而興嘆，既

使我會騎機車，但已85高齡的我，全境要

騎著上下陡坡，亦是相當危險。

雖然沒有機車，但我還是能夠完遊馬

祖，是意想不到的結果，尤其在莒光鄉的

東西莒島，當地沒有車子出租，但是我卻

能夠走完兩島，應該是很難想到的結果，

所以我另以「談我在馬祖東西莒的旅遊奇

緣」一文，投稿本刊，以增益這次馬祖旅

遊的內涵。

馬祖列島位於台灣西北方，是台灣最

北的國土，由36個大小島嶼所組成，行政

區屬於連江縣，離台灣本島的距離有180

公里，但是離大陸福建省的黃岐鎮卻不到

15公里，總面積為29.6平方公里，地理

上位於大陸的閩江口，整個列島，就如灑

在閩江口一串閃亮的珍珠，扼住了閩江口

的出入交通，近代都曾被法國和日本佔領

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馬祖，傳說是林默娘父親溺水，她

跳入海中，負父屍上岸，鄉人為了紀念她

的孝心，因而命名媽祖，所以馬祖列島的

原名是媽祖，後為避媽祖名諱，而改稱馬

祖。另有一說，是民國後，為了軍事上的

戰鬥意義，將媽祖的媽字邊之女字去掉，

變成今名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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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竿鄉共有9個村莊，為介壽

村、復興村、福澳村、珠螺村、馬祖

村、四維村、津沙村、仁愛村和清水

村，鄉的行政區設在清水村。但是縣政

府則在介壽村。

二、北竿鄉：

北竿鄉位於南竿鄉北，離南竿3公

里，面積有9.3平方公里，與南竿福澳

港水道航程約20分鐘，鄉公所設在塘岐

村，共有7村，即白沙村、坂里村、芹

壁村、午沙村、僑仔村、后澳村、塘岐

村，人口約3,000人，北竿機場設於塘岐

村，為馬祖第二大島。

三、莒光鄉：

莒光鄉的面積是5.01平方公里（東

莒島2.64平方公里，西莒島2.37平方公

里），鄉公所設於西莒島青帆村，兩島

之間的水道航程約15分鐘，到南竿則約

50分鐘，下轄五個村莊，西莒島有青帆

村、西坵村、田奧村，至於東莒島則有

大坪村和福正村，人口約1,500人。

四、東引鄉：

東引鄉是國境最北的城鄉，面積4.4

平方公里，是馬祖最小的城鄉。轄有樂

華村和中柳村二個村，人口約1,500人。

東引離台灣本島甚遠，只有海路每

天一班，從基隆出發到南竿的補給航班

經過，其中到東引鄉，航程大約4小時；

南距南竿福澳港則約100公里，航程亦

約3小時，所以從基隆到南竿，全程要7

個小時，交通非常不便，因此要先到南

竿再轉往東引，必須要多安排二天的行

程，我此次到馬祖，因為碰到馬祖舉辦

跨島馬拉松，原來只排四天的行程不敢

再延長，怕沒有班機可以回臺灣，所以

對東引只能割愛，而留下遺憾。 

到了道光年間，海禁鬆弛，於是大

批移民又開始進入竿塘，讓馬祖再現居民

聚集，耕漁稠密的現象，尤其光緒十年

（1884）的中法戰爭，因為馬祖戰略位置

重要，所以曾被法國的遠東艦隊佔領，直

到艦隊司令孤拔染疫去世，中法議和，法

軍全數退出馬祖。

進入民國，馬祖亦不平靜，還是時有

爭鬥，盜寇仍然橫行；在民國26年對日抗

戰期間，曾被日本「和平救國軍」佔領，

直到民國34年日本戰敗，回歸國民政府。

馬祖回歸我國之後，因為島上資源缺

乏，又處在敵前，所以中央政府在民國45

年，成立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實施軍政

一元化，才度過難關。直到民國81年，馬

祖戰地政務解除，民國88年成立馬祖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開始營運，才揭開馬祖神

秘面紗，並朝向觀光領域發展。 

馬祖列島共有六個較大島嶼，目前

是劃為四鄉，即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

（含東莒島和西莒島）和東引鄉（含東引

島和西引島），全區都是丘陵地形，起伏

甚大，幾乎是地無三尺平，僅有的介壽村

縣政府前平地，則作為大菜圃，而福澳港

區的平地，則用作運動場。

認識馬祖，除了村莊之外，應該也要

知道一些軍事據點的位置，這些軍事據點

的號碼，好像是代表一個區域的位置，就

如早年臺灣鄉下的一些地方，沒有門牌號

碼，常以第幾「寮」來表示位置。

茲將四鄉的行政區域，列之於下：

一、南竿鄉：

南竿鄉面積10.43平方公里，如

果連幾個無人島計入，則有10.64平方

公里，是馬祖本島最大的城鄉，人口

約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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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壽村也是公車總站的所在

地，總站附近臨海，有稀疏的漁船

停靠，岸邊有一座小公園，旁邊是

一座建在山坡的玄天宮，下山坡左

側是山隴獅子市場，再沿著馬路往

縣政府走，左邊有一處「山隴城」

的老街，比較有特色。

在縣政府旁邊，則有一家手作

繼光餅很有名的店家，繼光餅是馬

祖著名的點心，有馬祖漢堡之稱；

然後沿著馬路下坡到街道轉角處，

則有一家「兩岸特產專賣店」，觀

光客可在此購買伴手禮。

（2）26據點：

26據點當年是一個防禦坑道，

位於南竿機場南側，可能是防衛機

場用的軍事據點，坑道正好挖在機

場下方。

我下機後，公車站牌旁邊掛著

一個26據點牌子，認為是景點，所

以問機場附近的人如何走，我便沿

著他們的指示南行，20分鐘就走到

了，不經意的走到26據點，站在據

點的平台上，迎著海風，可以看到

壯麗的海景，這裡平常並沒有導覽

參觀，因為碰上馬祖國際藝術節，

這裡也是一個參觀據點，所以設有

導覽員導覽坑道內部。

坑道口很小，裡面的坑道也很

窄，想當年阿兵哥在裡面生活，其

艱苦可知，我進入坑道後，空氣開

始稀薄，加上坑道落差有的超過40

公分，行走吃力，所以我只能半途

而廢。

我是自由行到馬祖，沒有考慮去的

時間，所以無法一睹馬祖最負盛名的「藍

眼淚」生態奇觀，通常「藍眼淚」會出現

的時間是在四、五月份，因而留下些許缺

憾。

個人旅遊的方式，比較自由，自然和

跟團旅遊大異其趣，下面我就依序介紹我

所參觀過的景點和感覺。

一、南竿鄉

1. 介壽村

（1）介壽村市區：

介壽村是馬祖最熱鬧的村

莊聚落，舊稱「山隴」，存留的

平地也是馬祖最寬闊的，目前連

江縣政府就設在山坡上，其下方

有一片寬闊的黃金平地，卻當作

居民種菜的菜圃，真令人感到意

外，我的看法，可能是提供介壽

村民需要的蔬菜，而且馬祖的平

地又很少，所以也有把聚落中心

的黃金地點，當作活動空間使用

的用意。

村莊中央是一條百公尺長

的大馬路，由海邊公園直達大菜

圃，菜圃上方山坡，即是縣政

府。但見馬路兩旁，店鋪林立，

我在馬祖四天時間中，大概只看

到在這裡有這麼一條馬路，其

他都是沿著山坡蓋房子，高低錯

落。

由於我向縣政府索取縣志，

據局長告訴我，因為這裡沒有空

間蓋行政單位的房子，所以文化

局等一些單位，都是在清水村那

邊，要我去那裏要。



▲八八坑道

73 5 & 6 65

         

• 蔣經國紀念館

蔣經國紀念館位於清水村的山

頂，面向海灣澳口，眺望甚佳，是和

一些縣政府的單位連接在一起。不遠

處，就是南竿鄉公所，我的南竿鄉

志，就是向鄉公所要到的。

蔣經國紀念館的館舍，是採用台

北中正紀念堂的仿古格式建造，於民

國83年完工，建築宏偉，裡面陳列蔣

經國視察馬祖的一些老照片和紀錄，

可以讓我們回憶當年戰地馬祖的一段

艱苦歲月。

附近還有一棟「馬祖民俗文物

館」，可以順道參觀。

3. 馬祖村（又稱馬祖港或馬港）

馬祖村位於南竿的西北方向，也

稱為馬祖港，簡稱馬港，早年是馬祖主

要的海港和軍港，在福澳港開港之後，

而沒落成為一個小漁村，現在的馬祖港

似乎不像是港口，只有看到海邊都是沙

灘，停泊了幾艘軍用搶灘的小艇，這裡

最有名的景點是一座「馬港境天后宮」

和屹立於山頂的媽祖神像。

（3）南北坑道：

這一條坑道，長百多公尺，

高、寬則各約4公尺，軍用大卡車

可以直接開進去，位於聚英路口

下方，是目前還在使用的坑道，

我到的時候，還看到軍車拖著大

砲準備進入，坑道內，每隔一段

距離，就有一個四方形的大空

間，應該是當作軍隊聚集用的。

坑道的管理沒有很嚴格，且

位於低凹的樹林中，地點隱密，

很難發現它的所在，我是由當

地人帶我進入，所以沒有受到阻

攔，也是這次旅遊難得的機緣。

（4）八八坑道：

坑道離南竿機場步行約20

分鐘，原為躲避海盜的山洞，

全長200公尺，國軍進駐馬祖之

後，鑿高挖深，闢為戰車坑道，

歷時10年才完工，完工時，剛好

是蔣公88歲生日，因此命名為

「八八坑道」。

坑道附近，即是馬祖酒廠，

馬祖酒廠釀出的高粱酒、老酒，

也是到馬祖必買的著名伴手禮，

馬祖酒廠是馬祖唯一的公營事

業，目前坑道交由馬祖酒廠管

理、使用。

2. 清水村

清水村目前是南竿鄉的鄉治所在

地，除了鄉公所設置於此之外，部分

縣政單位也是設置在這裡。

清水村，有一條幾十公尺長的老

街，是民國47年左右形成的街道，有

幾十間店面，至今迄無大變化，目前

市況並不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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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海坑道

北海坑道位於鐵板村右側海

邊，與大漢據點為攻守一體的軍事設

施，坑道的工程，比金門翟山坑道的

規模還大，是呈井字型的水域坑道，

水道高18公尺，寬10公尺，漲潮時水

深8公尺，退潮時為4公尺，可供100

多艘登陸小艇使用（金門翟山坑道只

可供42艘小艇使用）。

坑道地點，位於南竿遊客中

心左側海邊，附近即是馬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進入坑道參觀，必須

先注意漲朝時間，因為漲潮時，海

水會淹沒旁邊步道，而無法進入坑

道；想當年開鑿的機具簡陋，卻能

夠在花崗岩的山體中，開鑿出如此

偉大的工程，真是令人敬佩。

至於大漢據點，則是屬於乾坑

道，無論在金門，或是馬祖的26據

點，都是同類的坑道，而且我已到

過壯麗的南北坑道，雖然這個坑道

和北海坑道，都是位於南竿遊客中

心附近，我也是予以略過，沒有進

入。

（2）馬祖日報

馬祖日報前身為登步報，係為

紀念登步大捷而誕生，於民國44年更

為現名，目前位於仁愛村廣場，原隸

屬於馬祖指揮部，戰地政務終止後，

歸由縣政府經營，現在的報址，範圍

很大，有一棟很美的建築物，躲在樹

林里，可能是行政單位使用的建物。

至於入口處左側，則是馬祖故事館，

它和對向建築物，位於入口兩側，圍

牆上標有「今日的馬祖日報，明日的

馬祖歷史」的標語，應該就是一棟報

社的主要建築。

• 馬港鏡天后宮

馬港境天后宮初建於嘉慶年

間，是馬祖境內最大的廟宇，近年

由於與湄洲媽祖廟爭取正統祖廟的

地位，造成知名度大增，目前的廟

貌是民國90年重修的，尤其在民國

90年元月開放兩岸小三通之後，又

曾多次跨海到湄洲媽祖廟進香，所

以香火鼎盛。

至於山頂媽祖的巨型塑像，資

料稱，是民國98年完工的，高度

28.8公尺，是全台灣地區最高的媽

祖神像，應該值得參訪。可惜位於

山頂，還要上山下山，腳力不足，

只好望媽祖神像遙拜而興嘆。

在公車站牌附近，有一段「馬

港觀光商圈」的小街道，街道旁邊

還設有咖啡座，遊客可以稍微駐足

休息一下，品味離島的咖啡風味，

享受短暫的悠閒時光。

4. 仁愛村（當地人習稱鐵板村）

因為在這裡的海邊，突然浮出一

塊獨立的岩礁，這塊岩礁因而稱被為

「鐵堡」，曾經是軍事據點，佈有一

班的兵力駐紮，村庄名稱的由來，是

不是因為這一塊的岩礁而得名，不得

而知。

由海邊越過山坡，再沿著山坡

平台下坡到另側海邊，這裡有二處非

常具有觀光價值的軍事坑道「北海坑

道」和「大漢據點」，也許因為這種

觀光資源，所以鄉公所把「南竿遊客

中心」設在這裡的山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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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以欣賞蔚藍海景，也可以

觀看到綿長的海岸線，是馬祖僅有的地

點。

2. 芹壁村

芹壁村位於北竿鄉西北方，村庄

的住宅都是建在山坡上，這裡是一個澳

口，海水清澈如鏡，所以又稱為「鏡

港」、「鏡澳」，也被美稱為「馬祖地

中海山城」。

澳口岸邊有一小片沙灘，沙灘外的

海中，則有一塊岩礁，狀似海龜，村人

稱呼它為「芹囝」，正好與沙灘相望，

這一片海洋，就是被稱為地中海的地

方，資料稱，這裡也是四、五月時，觀

賞藍眼淚的地方。

在民國60年代，由於漁業沒落，

所以村民大多外遷謀生，聚落因此荒涼

隳落，目前芹壁村的民宅，是民國86年

受到聚落保存觀念的影響，很多外出謀

生的村民，又紛紛回鄉修復，而形成現

在的景觀，是馬祖傳統建築最具代表性

的聚落，很值得仔細欣賞，所以很受國

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

5. 福澳村（馬祖最大的港口）

福澳村（福澳港）位於南竿北側

凹陷的海岸，由於商港的啟建，而一

躍成為馬祖最重要的港口，可泊萬噸

商船，現在是馬祖往來基隆、北竿、

莒光和東引的船運碼頭，也是小三通

「馬祖�馬尾」航線的碼頭，交通地

位非常重要。

因為造港的關係，所以填海

為陸，而在港邊產生一塊海埔新生

地，在馬祖，很難得的有這麼一塊平

地，所以縣政府把它闢建為「縣運動

場」，當作縣民活動的地方，這是我

在馬祖看到的唯二較大的空地。

在港邊的馬路旁邊，立了一座福

澳開港紀念碑，在紀念碑附近，還有

一座「白馬尊王廟」，初建於清末，

民國88年重修，相當美觀。

二、北竿鄉

北竿鄉是馬祖第二大鄉，根據資料

稱，在宋元時期就有人居住，當時福建的

長樂縣和連江縣，便開始有人涉海到北竿

塘謀生，由於海盜的侵擾，明清兩代都是

執行海禁，直到清、同治年間，才再陸續

遷入，這可由廟宇的興建年代都是同治年

間，可以得到證明。

北竿曾經是馬祖的政經中心，北竿機

場就是在民國83年就啟用了，早於南竿機

場的92年，在南竿機場開場後，政經中心

開始移入南竿，因此北竿繁榮的景象，一

下子變成蕭瑟。

1. 白沙村（白沙港）

白沙村是北竿對外的港口，從南

竿的福澳港搭交通船約20分鐘即達，

船班一小時一班。

▲北海坑道內供遊客搖櫓的小舟



▲芹壁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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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壁立石

3. 橋仔村聚落

橋仔村位於北竿島的西北端，

與大坵和高登二島遙遙相望，因為不

會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所以雨水充

足，小河流很多，而有許多小橋梁，

被稱為橋仔村，是不是由此而來，不

得而知。

也因為港灣避風，所以形成天然

良港，操櫓張帆，漁業發達，早期漁

獲大多銷往福州，是往返大陸的轉口

港，因而形成聚落，曾是北竿的第一

大村。

現在在聚落中，由農委會啟建

一座「橋仔漁村展示館」，讓居民緬

懷他們先民篳路藍縷的漁海遺跡。在

漁業興盛時，村庄一共蓋了8座廟，

當今日漁業沒落，居民外移，變成廟

比人多的景象，曾有「廟村」，的雅

稱。

4. 塘岐村

塘岐村位於北竿島的東北方向，

北竿機場就在村庄的北方，北竿公車

的終點站也在這裡，村莊右邊是以一

座海堤和離島的後澳村相連，後澳村

因此跟塘岐村連結在一起，村內設有

一座「戰爭和平紀念公園」，因為要

步行往返，時間不夠，所以略過。

在公車站牌附近，有一座「水

部尚書公府」的廟宇，廟貌巍峨，廟

聯：

民族英雄尚書公滿門忠烈日月齊光；

忠肝義膽宋良相咸高節正義壯河山。

我在清晨到達芹壁村，進入參觀

時，但見山坡的巷弄，曲折蜿蜒，錯落

有致，而且都是花崗石建築，非常美

觀，現在裡面有很多住家，經營民宿和

餐廳，而且看起來生意很好，我上坡到

村內時，看到很多年輕遊客上上下下，

因為他們的租車，都只能停在山坡下的

馬路邊。

• 芹壁天后宮

媽祖，是馬祖人民最主要的信仰

對象，所以在芹壁的半山腰，也有一

間迷你的媽祖廟，還是國家三級古蹟

呢！

這座芹壁境天后宮，初建於清、

同治12年（1873），已有百餘年的歷

史，而被縣政府列為縣定古蹟，由於

廟的內部，受到煙燻的影響，加上外

觀的頹廢，所以由縣政府文化局撥款

維修，而於民國111年修復完竣，即

是今貌。

這是一棟連廟埕大約30坪的小型

建築，其實在花崗岩構成的山體中，

挖出這樣一塊的小小平台，就已經是

不容易了，但能滿足聚落居民的信

仰，可以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青帆村中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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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澳的馬路邊，有一座「中

正門」，是當年軍方構築的城牆防

禦工程，下方岸邊，便是當年軍方

的補給港口，現在供海巡署分署使

用，在新港啟建之後，目前只有少

數漁船停泊，中正門雖有維修過，

但還是維持原貌。

（2）「威武陳元帥」廟    

廟在中正門附近，非常堂皇美

觀，傳說陳元帥人稱陳大哥，由於

厭惡貪官魚肉鄉民，將縣令打死，

而出海逃往，因為不願被俘，所以

沈船而死，成仁後肉身漂流到青帆

港，三天三夜還在原處，村人嘖嘖

稱奇，於是向他許願，如果出海，

可以滿載而歸，應驗的話，將予以

安葬並立廟供奉，聽說都有應驗，

因而建廟存留至今。

（3） 菜埔澳地質公園（菜埔澳據點）

我在西莒找不到交通工具，但

在碼頭碰到一位司機，願意把我帶

到山頂的205高地；我下車後，想

要往山下走時，忽然有一位太太，

騎著機車，在我身旁停了下來，問

我要到哪裡？我說，我從台灣來，

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然後她回我，

那我順路把你帶到菜埔澳地質公

園。

三、莒光鄉

莒光鄉是由西莒島、東莒島及幾座無

人島所組成，位於馬祖最南端，距離南竿

需要50分鐘的航程，而且由南竿到莒光，

每天只有三個航班，單月是先到西莒再到

東莒，雙月反之，所以到莒光鄉，必須注

意航班時間。

目前在莒光旅遊，交通工具方面沒租

車服務，只有出租機車，所以並不適合年

長的老者前往，老者既使會騎機車，但是

島上道路都很陡，也有安全的問題。

導覽的柯鄉長，在鄉志的序中，寫了

一幅對聯，列之於下：

千秋莒光  歷滄海桑田  披荊斬棘創偉業：

萬里閩海  得天時地利  繼往開來奠宏基。

1. 西莒島

（1） 青帆村（又名青蕃港）

到西莒，下船的地方就是青

帆村（港），所以是西莒島的門

戶，早年前往閩江的貨輪，都是

在青帆的澳口補給，當時貿易盛

行，市廛非常熱鬧，因為商家和

民宅都是建在山坡上，加上美國

人居住於此，常有美國貨出現，

所以曾有「小香港」的美譽。

莒光鄉公所就設在半山腰，

我就是在這裡索取到莒光鄉志

的；右方山上則有一棟山海一家

的樓房，據稱是當年美國以「西

方公司」名義，在這裡蒐集情報

的地方，現在的建物是經過改建

的，目前經營住宿；青帆港也是

莒光鄉最熱鬧的地方，它曾經是

馬祖唯一設「鎮」的地方。



▲西莒坤坵的趙大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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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蛇山

其實我在205高地時，是要往左

下坡，就會走到蛇山的，但是覺得

到西莒，只看了一個景點很可惜，

所以改往菜浦澳。

蛇山位於青帆村的西北方向，

步行大概40分鐘可達，我是靠另一

位劉姓司機帶我前往，而節省了往

返走路的時間。

蛇山是西坵村坤坵海邊四個

岩礁串成一串的景觀，由於最遠處

露出水面的岩礁，宛如長蛇的蛇頭

而得名，漲潮時與西莒是分開的，

但是退潮時，則以沙灘和西莒島相

連，這時，人們可以步行走上岩

礁，也可以在此撿拾貝類，目前劃

為燕鷗保護區。

在休憩區旁邊，立有一座小而

可愛的「趙大王」廟，傳說民國38

年，在這裡的海灘，飄來了一尊木

質菩薩，有一條紅蛇由菩薩鼻孔伸

出來，隨即消失，居民感其神異，

於是立廟供俸，還說趙大王是蛇

精，所以附近海邊的四個岩礁，是

不是因此命名為蛇山，不得而知。

2. 東莒島

東莒島比西莒島稍微大了一

點，但是卻只有二個村庄，即大坪

村和福正村，其中大坪村較具規模

也較熱鬧。

下船的地方就是猛澳港，這

裡是東莒的對外通航港口，只有碼

頭，沒有看到市廛，旁邊的猛澳沙

灘是由閩江水流出的河沙沖積而成

的，是馬祖難得的沙灘景觀，非常

有名。

菜埔澳位於西莒的東北方，這裡

的花崗岩呈放射狀伸入海中，景觀奇

特，而且峽灣很美，有著多樣的地形

和地貌，非常值得仔細欣賞。

進入地質公園，必須經過一座

跨越岩石的橋樑，橋頭邊，有一尊大

砲屹立其中，站在這裡，仍可以感受

到當年兩岸對峙的緊張氣氛；而在附

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岩石的節

理，以及岸邊羅列的石塊。目前在地

質公園突出海岸的花崗岩中，還留有

坑道，仍然有阿兵哥駐紮在裡面，所

以坑道不能進入。

（4）田沃（澳）老街

由菜脯澳沿著道路的陡坡往山

頂走，大概30分鐘，看到指標寫著

「田沃村」，於是往田沃村前進。約

200公尺，就看到路邊寫著「田沃老

街」，於是拾級進入。

老街裡面，民宅非常隳落的錯

落在山坡中，走了一圈，沒有看到人

跡，忽然有一對夫妻，正在挖取傾塌

牆壁的花崗石，男生善意地告訴我，

要我不要再走回去，因為下坡了要再

上坡太累，他指引我沿著附近的一條

步道，緩步上去，步道景觀亦佳，往

下可以看到澳口，我依他的指示走上

去，十幾分鐘便走到了大馬路，路旁

看到一家軍醫院，門楣標著「莒光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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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正聚落（福正村）  

福正村是東莒島北方凹陷的澳

口，曾經是東莒島最繁榮的村落，

因為漁業的沒落，造成人口外移，

聚落因此逐漸荒廢。

這裡有平緩的沙灘，是馬祖少

見的沙岸地質景觀，有豐富的潮間

帶，生態豐富，所以福正村有「東

莒的冰箱」之稱。

目前這個聚落，因為人口大量

外移，顯得有點沒落，但是留下了

一幢幢石屋，在馬祖觀光產業快速

成長的今日，變成是聚落最珍貴的

遺產，它與附近的東莒燈塔相伴，

都是觀光產業最好的素材。

（4） 東莒島燈塔（又名東犬燈塔，國家

二級古蹟）

東莒島燈塔原來的名稱很多，

有白犬山燈塔、白肯燈塔、東犬山

燈塔、東犬島燈塔等，當地人習稱

「蕃仔塔」，現在的名稱是民國60

年核定的。

（1）大埔石刻

由猛澳碼頭下船後向南，即

可到達大埔石刻，這一片石刻，目

前放在「懷古亭」裡面，用玻璃裝

著，是國家三級古蹟。

大埔石刻是民國42年被國軍

發現的，刻文記載明、萬曆年間，

宣州沈有容生擒倭寇69名，卻不傷

一兵一卒，由閩人蕫應舉題文石刻

的。

茲列石刻全文如下：

萬曆疆梧，大荒落 地臘

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

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

應舉題此。

站在懷古亭前面，眺望清遠，

山腳下，有一塊浮出水面的岩礁，

望之，非常的漂亮，這塊岩礁在

退潮時，人們可以走沙灘前往；往

更遠的地方，則可以清晰的看到林

頭嶼，我到的時候，在無名岩礁的

旁邊，則看到擱淺著一艘貨輪，導

覽的柯前鄉長告訴我，它是一個月

前，誤入岩礁而擱淺的。

（2）熾坪隴考古遺址

這個遺址，位於大坪村附近山

坡，據標誌的文字稱，是中央研究

院歷史研究所考古隊，從民國90年

到95年間，總共四次，在這裡挖掘

出上萬件石器、貝殼和骨骼，證明

幾千年前，在這裡就已經有人居住

了，挖出的文物，現在是放在民俗

文物館。

▲大坪聚落的石屋

後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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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介紹的這尊巨砲，是

放在外頭的，這一尊可以自由參

觀，但是不是屬於壕溝的那兩尊

之一，則不得而知，因為這尊巨

砲是位於往東莒燈塔的道路附

近，但是位置不明顯，而且是躲

在碉堡裡面。

導遊的柯鄉長，在前往東莒

燈塔時，特別告訴我，一定要去

看這尊據稱是馬祖最大的巨砲，

到達後，一看，真的維護得亮亮

的，躲在碉堡裡，我想可見整個

大砲連，就是在顧這幾尊大砲。

這尊大砲，當年對國軍固守

馬祖，應該是有很大的貢獻，所

以才特別做了如此周全的保護，

而且維修得很好，沒有讓它餐風

露宿。不過我根據莒光鄉志裡面

的敘述，則略有不同，說這兩尊

巨砲是霧砲（應該是指壕溝的二

尊巨砲），目前這二尊巨砲，被

移置到民俗文物館；現在躲在外

面的這一尊，是受到村民的抗議

而重置的，應該不是那兩尊霧

砲，因為它不在營區裡面。

馬祖這一片位於台灣北疆的列島，就

如一串珍珠，環繞在閩江口，想當年國共

對峙的年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可知。但

在民國81年戰地政務解除之後，脫掉了它

神秘的外衣，開始邁向觀光的領域前進。

馬祖列島因為屬於花岡岩地形，所

以海岸都是花岡岩羅列，根本無法開闢馬

路，因此馬路都是高高低低的行走在山陵

之間，每一條馬路，都必須爬到山頂，

塔身是由花崗石砌築而成，漆

白色塔身，非常亮麗，據資料稱，

清朝在鴉片戰爭失敗後，開放福州

為通商口岸，為辨別福州的方向，

英國人要求在東莒島北側，興建燈

塔，所以清廷在同治11年（1872）

興建完成。

目前，東莒島燈塔被列為國家

二級古蹟，塔高19.5公尺，光程達

31公里，比較特別的是燈塔下面，

有一道30公尺的矮牆，由營房直通

到塔門，它的作用是怕守塔員手上

的油燈，在前往點燈時，被強風吹

熄；早年燈塔是由外籍人士管理，

本地人是當長工的，所以附近的營

房，都是漆白色牆壁的洋式建築，

與燈塔相輝映，非常美觀。

（5）東莒巨砲（大砲連）

在進入東莒燈塔前，面向大

海的方向，有一個大砲連的重要軍

事據點，據所立的看板稱，整個營

區沿著海岸，綿延數百公尺，目前

裡面還有指揮部、觀測所和營房等

等，但是據點則是用鐵鍊圍著，還

說壕溝有兩尊8吋榴彈砲陣地。

▲東莒巨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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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竿鄉志（民國100年12月）

2. 莒光鄉志（民國95年5月）

再往其他的地方而去，這是非常特殊的道

路景觀；而且每個島嶼都有很多小港澳，

這些小港澳，便會形成一些小聚落，觀光

馬祖，就是在體會這些聚落之美。

國內的一位作家苦苓先生，有一首

「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的詩，我把他列

在下面，當作本文的類感想，詩句如下：

每個人都需要一座島嶼，

做你的情人，

東莒這個島嶼，

能「帶來絕對的孤獨」

極端的安靜，

以及完全的自由。

這首詩是苦苓先生對東莒島的感覺，

其實每位到馬祖的訪客，穿梭在各小島

間，望著沒有人跡的沒落巷弄時，看到的

隳落景象，會很自然的產生一種落寞的孤

獨，這豈僅是苦苓先生的感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