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松 林 裡 的 雨 夜，格 外 沉 靜，溫 泉 水 煙 貼 伏 著 坡 地，如 湖 波 緩 緩 湧 去，

五 里 外 的 小 鎮 燈 火，在 松 針 稀 疏 處 閃 爍；我 不 曾 見 過 這 般 靜 美 的 景 象 」作 家

李 潼 的《 瑞 穗 靜 夜 》中 寫 道 一 處 位 於 瑞 穗 車 站 西 側 約 � 公 里 的 瑞 祥 村，過 去 這 裡

曾是日本人的自由移民村「宮の里」，後由漢人進駐此地，因位處瑞穗鄉西側，而改為「

瑞西村」。但又因為這個「西」在臺語中與「死」相近，於是再改為「瑞祥村」。

在 此 仍 可 見 日 本 人 與 客 家 人、閩 南 人 在 此 的 足 跡，您 可 以 放 慢 腳 步，感 受 詩

人 筆 下 的 瑞 穗 靜 夜。過 去 這 個 小 村 庄 也 是 菸 樓 林 立，每 到 菸 葉 採 收 的 季 節，村 裡

的 大 家 忙 進 忙 出、互 相 換 工 幫 忙；除 了 節 省 許 多 請 工 人 的 費 用 外，也 增 進 了 村 民

間 的 情 感。隨 著 新 式 烘 乾 機 的 誕 生 及 進 入 W T O，老 舊 菸 樓 失 去 功 能，部 分 菸 樓 遭

改 建 成 透 天 厝，臺 灣 許 多 產 業 也 逐 漸 走 入 歷 史。走 進 瑞 雄 溫 泉 前 的 � � � 巷，廖 家 菸

樓、楊 守 全 校 長 故 居 仍 保 持 昔 日 樣 貌。楊 守 全 校 長 係 桃 園 大 溪 人，長 期 對 花 蓮 的

政 治 及 教 育 相 當 關 心，曾 擔 任 過 國 中、高 中 及 專 科 校 長，另 外 還 擔 任 過 國 大 代 表，

路 線 一  水 尾 小 鎮 逍 遙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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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一  水 尾 小 鎮 逍 遙 遊

並 開 辦《 東 台 灣 評 論 》雜 誌，長 期 關 注 花

蓮 的 各 項 議 題 發 展，如 今 其 老 屋 仍 保 持

昔 日 風 貌。走 入 巷 弄 別 有 洞 天，彷 彿 走 進

了 作 家 筆 下 的 那 個 瑞 穗 靜 夜。

午後，來到掃叭頂，走訪「好茶咖啡工

作 室 」，客 籍 年 輕 後 代 彭 瑋 翔 返 鄉 接 棒，透

過 有 機 無 毒 方 式 種 植 茶 葉、咖 啡 及 柚 子。

另 外，他 也 透 過 開 設 課 程 方 式，讓 年 輕 族

群 更 能 親 近 臺 灣 茶 品 及 咖 啡，並 推 廣 舞

鶴 當 地 茶 品 及 咖 啡。起 源 於 傳 統 客 家 的

酸 柑 茶，彭 瑋 翔 改 用 一 年 四 季 隨 手 可 得

的 檸 檬 研 發「 檸 檬 酸 柑 茶 」體 驗，帶 領

學員透過手作方式了解過去客家阿公婆勤

儉持家的精神。走趟茶園及咖啡園，更能深

度 地 認 識 何 謂「 一 心 二 葉 」、臺 灣 咖 啡 品 種

及瑞穗舞鶴咖啡的發展故事。

瑞 穗 昔 日 稱「 水 尾 」，一 說 紅 葉 溪、秀

姑 巒 溪 及 馬 蘭 鉤 溪 三 溪 交 會 之 處 即 為 水

尾 庄，從 日 本 時 期 瑞 穗 庄 的 庄 徽 酷 似 賓 士

車 廠 廠 徽 即 可 應 證 此 一 說 法。這 個 小 鎮 觀

光 景 點 不 只 如 此，準 備 好 來 一 趟 瑞 穗 走 讀

了 嗎？若 時 間 允 許，準 備 個 二 天 一 夜 體 驗

一 下 靜 夜 中 的 瑞 穗 小 鎮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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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守全校長故居

宫之里廖家菸樓

舞鶴好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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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交通：單車、機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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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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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尋蹊

紅葉尋蹊

1

路 線 一  水 尾 小 鎮 逍 遙 遊

(紅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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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葉尋蹊」，戰後由花蓮縣文獻委員會票

選出來，與太魯閣齊名的花蓮八景之一。「紅

葉尋蹊」的形成，最初是在日本時期，為了要

推廣瑞穗溫泉的觀光發展，特別地從瑞穗驛至

溫泉處，將沿路的兩旁種植樟樹，使其蔚然成

林。後因道路拓寬及公共造產等計畫將樟樹移

除，如今已不見昔日成林之綠色隧道。紅葉國

小校門旁立有一座「紅葉尋蹊」石碑紀念。

楊守全，為花蓮相當重要的政治教育

家，更創辦關心花蓮地方議題為主的刊物，

對花蓮的教育與政治功不可沒；其父楊朝枝

先生在日本時期曾擔任過瑞穗公學校教職

一職，戰後還擔任過瑞穗鄉長。父子兩畢生

奉獻於地方的政治與教育，功不可沒。楊守

全校長故居古色古香的、兩側的矮籬，彷彿

讓人又回到了����年代的日本時期。

紅葉尋蹊

楊守全校長故居

1

       「宮之里」為日本時期自由移民村一聚
落，日本政府自三大移民村招募傑出的菸
農至此拓荒，因有神社故稱「宮之里」。過去
此地菸樓林立，直到����年，菸樓數量仍相
當可觀。但隨著新式烤菸室的新設及政府政
策的轉變，菸 農 紛 紛 轉 型 種 植 其 他 經 濟 作
物，舊 式 菸 樓 也 拆 除 改 建 民 宅，目 前 較 完
整的菸樓即廖家菸樓。

宫之里廖家菸樓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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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後山菜於����年成立，因為在自家一樓開設餐廳，故取名為「老家後山菜」。其嚴選花

蓮在地食材，以傳統地方菜為主軸，結合了現今大家較重視的養生與創新料理的概念。

瑞穗吉林茶園目前由第二代青農彭瑋翔接手，在台九線路旁開設「B a h a n h a n n o n 

好茶咖啡工作室」。在此您可以享受到瑞穗冠軍的蜜香紅茶，也能享受到其自家生產的舞鶴

咖啡。另外也可以報名茶園的採茶、製茶體驗，透過阿翔的介紹與教學，認識一心二葉、小

綠葉蟬與檸檬酸柑茶的製作。

老家後山菜
4

舞鶴好茶工作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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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車站

紅葉尋蹊

宮之里廖家菸樓

   楊守全校長故居   

老家後山菜

舞鶴好茶咖啡
工作室

瑞穗車站

景點 特色

                                   集合

「紅葉尋蹊」，為與太魯閣齊名的花蓮八景之一，後因道路
拓寬等計畫，如今已不見昔日成林之綠色隧道。

「宮之里」為日本時期自由移民村一聚落，因有神社故稱「
宮之里」。今為溫泉區保存較完整之雙拼大阪式菸樓。

楊守全校長故居就位於廖家菸樓轉彎角處，有著古色古
香的古厝、兩側的矮籬。

老家後山菜嚴選花蓮在地食材，以傳統地方菜為主軸，結
合養生與創新料理的概念，為旅客到訪瑞穗必嚐的餐廳
之一。

在此可以享受到瑞穗冠軍的蜜香紅茶，也可以報名茶園
的採茶、製茶體驗，認識一心二葉、小綠葉蟬與檸檬酸柑
茶的製作。

賦歸

活動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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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二  客 庄 慢 活 遊 白 川

富源村為瑞穗鄉重要的客家庄，早在光緒��年（����）就有因清政

府「開山撫番」政策進入後山的清軍駐紮於此。保安宮城隍廟建於光緒��

年（�� � �）年，是花蓮地區最早設置的城隍廟，主祀霞海城隍。另外，富源國

小曾是當時清軍駐紮與此的軍營位置所在，過去因瘴癘之氣及水土不服、與當地原

住民間的事件也造成許多士兵傷亡，當時即在軍營附近埋葬。日本時代當地農民開墾

意外將這些無主遺骨出土，後統一集中於富源國小前的昭忠祠安置，直到戰後才由地

方仕紳集資興建「昭忠祠」，據說這是東臺灣三座清代忠烈祠之一。

另外富源村內廣東庄山邊開庄伯公廟也是當地鍾家早年翻山越嶺來到此地見大石

外形猶如伯公，於是便在此蓋伯公廟，至今香火仍絡繹不絕，附近阿公婆初一、十五及重要

節日都會準備供品來此參拜。車站前的永樂食堂創立於日本時期，至今已是第三代接手。

延續阿公婆的好手藝，每天早上嚴選大骨、洋蔥等配料熬煮湯底，招牌什錦麵除海鮮外，還

有豬肝等配料，相當豐盛；客家紅糟肉、土雞肉…等都是必點的拿手好菜。富源車站旁的
81



路 線 二  客 庄 慢 活 遊 白 川

常民文化館現今展示許多村民從家中貢獻出來的各式文物，從擂茶
器具、農耕器具、黑膠唱片…玲瑯滿目。除了展示文物外，還是當地重
要的客家歌謠教室，年輕時參加過無數歌唱比賽獲獎無數的地方代表

鍾湧春先生返鄉除了積極參與地方政治外，晚間帶領著村庄阿公婆一起學
客家歌謠，組千歲合唱團，充實阿公婆的日常。

沿著狼頭山，由廣東路的靚染工坊過桂花巷沿著興泉圳一路往北走，日本時期富

源村的神社遺址，昔日是地方相當重要的神道教領域，莊嚴及寧靜、高聳的紅檜大鳥居、

石燈籠林立。戰後，臺灣人沒人拜神社，民國��年代的一場強颱吹毀了大鳥居，狛犬經歷

了幾次的遷移，現在送到了常民文化館前。走訪清代古剎、品嚐當地客家食堂，還可預

約當地的擊鼓體驗，在地方社區營造的推廣下，將每年城隍爺誕辰時才看的到的各村

較勁畫面擴大為邀請全臺及世界知名鼓隊來到富源小鎮交流觀摩，至今已列為客家

��節慶之一。透過地方擊鼓教練的指導，體驗一下震撼又有趣的擊鼓體驗。建議您放

慢腳步，細心體驗與感受富源客家庄親切又熱情的小鎮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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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文物館

白川神社

水管頭伯公廟

富源社區活動中心擊鼓體驗

富源車站

永樂食堂

保安宫城隍廟

廣東開庄伯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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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交通：火車、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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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站，抵瑞穗站後再轉花蓮客運至富源站下車)
花蓮客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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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二  客 庄 慢 活 遊 白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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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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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文物館

富源社區活動中心擊鼓體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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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源 保 安 宮 俗 稱 拔 子 城 隍 廟，
� � � � 年 由 清 政 府 設 於 水 尾。隔 年，
謝 芳 榮 先 生 建 茅 屋 一 間，取 名「 保
安 宮 」，奉 祀 城 隍，屬 霞 海 府 城 隍。
此 廟 為 花 蓮 地 區 最 早 的 城 隍 廟，至
今 仍 保 存 城 隍 夜 巡 探 訪 民 間 的 習
俗。另 外，此 廟 也 是「 鼓 王 爭 霸 戰 」
的 發 源 地，至 � � � � 年 止 已 舉 辦 了
� � 屆，如 今 已 成 為 客 家 � � 節 慶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活 動 之 一。

富源車站創立於����年�月�日，其舊名「拔仔停車場」之「拔仔」來自阿美族語「潔白

清澈的溪流」。����年��月�日，拔子地名改為白川，站名也一併改為「白川驛」。����年�

月��日，再改為「百庄」站。隔年，站名配合地名正式改為「富源」站。 

保安宫城隍廟

富源車站

哺 

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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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 庄 開 庄 伯 公 廟 位 於 富 源 村 廣 東 庄 山 麓，鍾 家 是 當 時 最 早 進 入 拔 仔 庄 的

移 民 之 一。鍾 家 先 人 到 此 開 墾 時，在 廣 東 庄 北 邊 山 下 發 現 這 塊 大 石 頭，頗 有 伯 公

的 化 身，於 是 就 在 此 拜 大 石。從 古 至 今，這 裡 的 居 民 每 天 都 會 到 此 祭 拜。後 來 在 地

方 人 士 的 商 討 並 獲 得 地 主 的 同 意 下 重 建，於 � � � � 年 竣 工。

日 本 時 期 於 今 富 源 村

曾 建 有 一 座 神 社 ─ 拔 子 社。

昭 和 � � � � 年，改 稱 為 白 川

神 社。拔 子 社 於 � � � � 年 �

月 � � 日 鎮 座，神 社 現 址 仍

遺 留 幾 座 廢 棄 之 石 燈 籠 遺

構，而 僅 剩 的 神 社 狛 犬 目

前 保 存 於 富 源 車 站 旁 的 常

民 文 化 館 前。

白川神社

廣東開庄伯公廟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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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樂 食 堂 係 擁 有 超 過 七 十 年 歷 史 的

老 麵 店，在 日 本 時 期 即 已 存 在。目 前 交 棒

給第三代，每日嚴選新鮮的大骨熬製而成

的 湯 頭、豐 富 的 海 鮮 配 料、軟 Q 的 手 工 麵

條，這就是永樂食堂的招牌什錦麵。另

外，客 家 傳 統 的 紅 糟 肉、白 斬 土 雞 肉

也都是食堂相當熱賣的商品之一。

門 牌 土 地 公 廟 歷 史 相 當 悠 久，日 本

時 期 前 就 存 在。當 初 只 是 一 處 拜 石 頭 公

的 伯 公 廟，後 來 才 蓋 小 祠 祭 拜。� � � � 年

及 � � � � 年 曾 整 修 改 建，因 此 處 恰 好 有

興 泉 圳 流 過，昔 日 鐵 路 局 規 劃 一 條 通 往

車 站 的 水 路 提 供 給 蒸 汽 機 車 頭 加 水 使

用，故 亦 稱「 水 管 頭 伯 公 廟 」。這 座 伯 公

廟 還 有 另 一 個 稱 呼 ─「 門 牌 伯 公 」。

水管頭伯公廟

永樂食堂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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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社區活動中心擊鼓體驗

「拔仔庄常民文化館」原為鐵路局
的倉庫。富源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後，便
向臺鐵承租此閒置空間，再透過社區志
工的力量，蒐集早期當地富源村農村的
生活文物，尤以保安宮舊時的匾額、香
案，更可見其刻工精美。目前文物館除
了文物典藏、展示外，也作為研習課程
教室、社區關懷站、樂齡教室、老人福
氣站及樂齡食堂等功能之用。

富 源 村 擊 鼓 活 動 可 追 溯 至 古 早 當 地 民 間 信 仰 保 安 宮 城 隍 廟 之 城 隍 聖 誕 祭 典。

城 隍 聖 誕 祭 典 中，陣 頭 綿 延 數 里，震 懾 人 心 的 鑼 鼓 陣，以 人 力 合 挑 大 鼓，沿 途 競 技，

百 餘 年 來 歷 久 不 衰。民 國 � � � 年（ � � � � ），第 一 屆「 鼓 王 爭 霸 戰 」後，每 到 七 月 便 邀 請

各 地 知 名 鼓 隊 來 此 競 鼓。現 今，富 源 村 已 成 為「 鼓 王 爭 霸 戰 」之 發 源 地，透 過 社 區 教

練 的 指 導 下，讓 旅 客 體 驗 打 鼓 樂 趣。

常民文物館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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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車站

保安宮城隍廟

廣東庄開庄
伯公廟

興泉圳單車道

白川神社

水管頭伯公廟

永樂食堂

常民文物館

富源社區活動
中心擊鼓體驗

富源車站

   

老家後山菜

舞鶴好茶咖啡
工作室

瑞穗車站

活動行程規劃

景點 特色

集合                                 

為花蓮地區最早的城隍廟。至今仍保存城隍夜巡探訪民間
的習俗。

鐘家先人到此開墾時，千辛萬苦地在廣東庄北邊山下發現
這塊大石頭，頗有伯公的化身，於是在此拜大石。這裡的居
民每天都會到此祭拜。

興泉圳為當地百年水圳，可由入水處始沿著水圳畔單車步
道往光復鄉大豐村前進。

僅剩的神社狛犬目前保存於富源車站旁的常民文化館前。

此處有興泉圳流過，昔日鐵路局規劃一條通往車站的水路
提供給蒸汽機車頭加水使用，故稱「水管頭伯公廟」。

招牌的什錦麵每日嚴選新鮮的大骨熬製而成的湯頭、豐富
的海鮮配料、軟Q的手工麵條。

館內展示了早期的生活文物，尤以保安宮舊時的匾額、香
案，更可見刻工精美。

富源村為「鼓王爭霸戰」之發源地，透過社區教練的指導下，
讓旅客體驗打鼓樂趣。

賦歸��:��。（����區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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