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 里 鄉 為 位 於 花 蓮 最 南 的 鄉 鎮，因 其 開 發 較 晚 故 保 留

許 多 舊 貌。富 里 舊 名 為「 公 埔 」，據 說 早 年 當 地 各 族 透 過 竹 竿

設 界 線，故 而 命 名 之。現 今 在 富 里 街 上 岔 路 有 一 座 伯 公 廟，伯

公 廟 後 方 大 榕 樹 據 說 就 是 當 年 做 界 線 的 竹 竿，經 過 風 吹 日 曬 雨

淋，竹 竿 竟 冒 出 芽 來 了，相 當 神 奇。民 國 � � � 年，臺 視 公 司 翻 拍 王 禎 和 知 名

著 作《 玫 瑰 玫 瑰 我 愛 妳 》電 視 劇，就 選 在 富 里 小 鎮 拍 攝。雖 然 王 禎 和 當 時 描 述 的 是 花

蓮 市 城 隍 廟 一 帶 的 溝 仔 尾，但 經 歷 時 間 的 演 變，場 景、地 貌 全 都 已 改 變，於 是 便 在 富

里 鎮 上 尋 找 幾 處 符 合 電 視 劇 中 所 需 要 的 場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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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教 授 特 種 行 業 小 姐 們 A B C 的 教 堂 選 在 富 里 基 督 教 長

老 教 會 禮 拜 堂；媽 媽 桑 開 設 的 特 種 行 業 則 是 選 在 富 里 鎮 上 較

南 側 的 一 間 懷 舊 旅 館。

透 過 電 視 劇 的 放 送，也 一 度 讓 許 多 影 迷 為 了 尋 找 拍 攝 場 景 來 到 富 里 小 鎮。富 里 庄

役 場 為 和 洋 折 衷 樣 式 建 築，亦 為 日 本 時 現 代 風 主 義 建 築。戰 後，因 鄉 公 所 在 舊 址 旁 建

新 期 辦 公 大 樓 而 改 為 電 信 局，又 因 電 信 局 業 務 縮 減 併 入 鄉 公 所 而 設 置 之 臨 時 櫃 台。舊

庄 役 場 現 今 則 為 當 地 巡 守 隊 之 據 點。富 里 鄉 公 所 利 用 舊 鄉 公 所 設 置 之 公 埔 文 物 館 一

角，設 置 富 里 客 家 詩 人 葉 日 松 之「 葉 日 松 文 學 館 」。

過 去 農 業 社 會 為 主 的 富 里 人 口 眾 多，光 戲 院 就 有 好 幾 家，但 最 後 也 因 社 會 型 態 的

轉 變 及 交 通 便 利 等 因 素，造 成 當 地 人 口 外 移 嚴 重，戲 院 最 終 也 一 家 一 家 的 吹 熄 燈 號。

富 里 瑞 舞 丹 大 戲 院 曾 經 一 度 封 閉 許 久，成 了 自 家 雜 貨 店 的 倉 庫，後 在 第 四 代 老 闆 陳 威

僑 的 堅 持 及 家 人 的 支 持 下，決 定 重 新 復 興 這 座 老 戲 院。裡 頭 的 一 磚 一 瓦、一 桌 一 椅 都

還 是 昔 日 的 樣 子，目 前 也 會 不 定 期 舉 辦 老 電 影 播 放 及 講 座 等 活 動。

公 埔 地 名 發 源 地 之 百 年 大 榕 樹 與 伯 公 廟、懷 舊 旅 社 及 哥 德 式 教 堂 與 王 禎 和 之 約、

全 臺 最 美 的 穀 倉 車 站，自 富 里 車 站 下 車 後，沿 著 街 上 的 方 向 步 行 約 � 分 鐘 左 右 即 可 來

到 富 里 小 鎮，放 慢 您 的 腳 步，慢 慢 地 欣 賞 這 座 小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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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里車站的設計概念重新構建了「米鄉」的人文意象，其以「大地上的穀倉」為主

題發想，在不破壞整體風景的情況下，重塑了車站的效能與意象，轉化成一座低調簡練

的「米倉」，更獲得了����年香港建築師學會兩岸四地建築設計大獎。車站候車室及通

往月台的階梯牆上還有以「富里」為主的詩詞，讓這座米倉車站增添濃濃的文學氣息。

富 里 基 督 教 長 老 教 會 因 � � � � 年 花 蓮 強 震，造 成 第 一 代 禮 拜 堂 毀 損，同 年 三 月 展

開 新 禮 拜 堂 的 重 建 計 畫 改 建，並 在 � � � � 年 舉 行 獻 堂 典 禮。古 色 古 香 仿 哥 德 式 建 築 的

禮拜堂吸引許多旅客到此打卡拍照。

1.富里車站

2.富里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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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里 村 伯 公 廟 位 於 富 里

街 上 中 山 路 與 永 安 街 交 岔 路

口 處，這 座 伯 公 廟 後 方 的 大 榕

樹 據 說 為 富 里 舊 名「 公 埔 」由

來 的 發 源 地。村 民 在 樹 下 蓋 起

了 一 間 小 伯 公 廟，至 今，這 間

伯 公 廟 仍 是 村 庄 相 當 重 要 的

信 仰 之 地。

富里庄役場為東臺灣少見的日本時期庄役場建築，����年才將東里村與富里村合
併稱為大庄區。當時的區役所設在大庄，直到����年，才將區役所遷至公埔（富里）。戰後，
富里庄役場改為富里鄉公所，直至����年新鄉公所辦公室於舊址旁竣工，舊辦公廳舍才
改由「電信局」進駐，之後再由社區巡守隊進駐。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樣式，至今為東台灣
少見，顯得格外珍貴。����年，富里鄉公所於第二代鄉公所的舊房舍打造「葉日松文學館」
，並在牆上以一首首詩詞，傳達著文字的溫度與鄉情，讓民眾造訪感受純樸民情。

3.富里村伯公廟

4.富里庄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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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富臨旅社

富臨旅社位於富里庄役場南側旁的懷舊

小 旅 社，敞 開 的 大 門，門 上 還 有 一 塊 寫 有「 富

臨 旅 社 」的 匾 額。該 旅 社 於 � � � � 年 � 月 � � 日

開業，其木製拉門、洗石子的櫃檯及洗石子地

板 相 當 懷 舊，在 那 個 年 代 可 說 是 十 分 高 級。

� � � � 年，臺 視 公 司 翻 拍 王 禎 和 知 名 著 作《 玫

瑰玫瑰我愛妳》電視劇即在此拍攝。但隨著老

闆 年 事 已 高，懷 舊 旅 館 不 敵 歲 月 的 摧 殘 及 新

式旅店的競爭，如今也吹熄燈號了。

瑞 舞 丹 大 戲 院 為 � � � � 年 代 富 里 地 區 四 大 戲 院 之 一， � � � � 年 營 業，至 今 已 經 快 一

甲 子 的 時 間。其 一 樓 為 倉 庫，二、三 樓 則 為 戲 院，之 後 隨 著 人 口 外 移，戲 院 也 漸 漸 沒 落，

並 於 � � � � 年 結 束 營 業。� � � � 年，第 四 代 老 闆 陳 威 僑 決 定 復 興 這 座 老 戲 院，目 前 常 不 定

期 舉 辦 老 電 影 播 放 及 講 座 等 活 動。

6.瑞舞丹大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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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間 景点 特色

集合

富里基督教長老教會是台灣東部歷史最悠久的長老教會
之一。電視劇《玫瑰玫瑰我愛妳》就選在此拍攝。

伯公廟廟後方的大榕樹據說為富里舊名「公埔」由來的發
源地。至今，該廟仍是村庄相當重要的信仰之地。

富里庄役場現由社區巡守隊進駐。為東台灣少見古色古香
的日式建築樣式，顯得格外珍貴。

門上有一塊寫有「富臨旅社」的匾額。《玫瑰玫瑰我愛妳》電
視劇即在此拍攝，如今已吹熄燈號。

����年，第四代老闆陳威僑復興了這座老戲院，目前常不
定期舉辦老電影播放及講座等活動。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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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或 許 看 過 海 浪，但 應 該 鮮 少 看 過「 稻 浪 」。自 玉 里 站 沿

著臺九號公路一路向南前進，約 � � 分 鐘左右即可抵達東里村。東里村為臺九

線公路上相當重要的客家小鎮之一，隨著臺東線鐵道的改線，東里車站也往

西側遷移了數百公尺的距離。步上東里車站第二月臺，映入眼簾的是一整片

的稻田。放水時，這一片稻田猶如上帝的鏡子。插秧完的三、四月或是第二期

的暑假過後，整片綠油油的稻田隨著微風吹來，猶如海岸山脈後方太平洋上

的 海 浪。收 割 前 的 七 月 及 十 二 月 左 右，黃 澄 澄 的 稻 子 也 是 別 有 風 采。東 里 車

站的月臺精心設計成猶如浪花似的波浪造型，午後與後方海岸山脈沖下來的

雲瀑共同形成有趣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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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往 南 走 約 七 公 里 有 一 座 竹 田 村，其 是 個 客 家 味 相 當 濃 厚 的 客

家 庄。在 竹 田 義 民 亭 參 拜 義 民 爺，並 前 往 義 民 亭 後 方 的 葉 佳 錦 傳 統 米 食 早

餐 店，品 嚐 水 粄、米 糕、米 漿 等 道 地 的 客 家 傳 統 米 食，相 當 有 飽 足 感。

最 後 一 站 位 於 羅 山 村 雞 鳴 園，在 師 傅 的 指 導 下 體 驗「 炒 」米 香。不 同 於

其 他 地 方，羅 山 村 的 米 香 是 用 炒 的，在 大 鍋 炒 好 後，將 芝 麻、花 生 以 及 柑 橘

皮 等 倒 入 攪 拌，再 將 米 香 倒 進 模 子 裡 用 大 滾 輪 壓 平 後 裁 切 便 大 功 告 成。

一趟九號公路巡「客」人，從東里到竹田，參拜義民爺，品嚐巷弄的客家美

食，除非是當地人，不然可是鮮少人會知道這一家當地人才知道的美食。步上

月臺，映入眼簾的稻浪美景，相信會讓您想多停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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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時期，因日本人的拓墾計畫，吸
引了不少桃竹苗等地的客家人移居至花蓮地
區，但過去因瘧疾四起、蟲害及收穫歉收等
影響，生活相當地辛苦。戰後，村民返回新竹
縣枋寮義民廟迎請義民爺之令旗、割香火回
竹田村民宅供奉。經歷數次的重建，於����
年完成最後一次的改建工程，即為今貌。至
今在寺廟右側空地，還保留著����年代義民
廟的石刻楹聯，以及歷代木刻雕版的籤詩、
七星劍、舊式神轎等文物。至今每年逢農曆
七月二十一日的義民節，不分客家人或閩南
人皆會來此朝拜。另外，義民廟之神轎班也
是花蓮南區相當有特色的文化。

東 里 車 站 係 每 天 平 均 約 � � 人 進 出 的 小 站，卻 有「 臺 東 線 最 美 的 車 站 」之 稱。東
里 車 站 原 位 於 臺 九 線 公 路 旁，� � � � 年 隨 著 臺 東 線 鐵 道 的 改 線，往 西 側 遷 移 至 現 今 位
置 處，舊 站 則 規 劃 為 鐵 馬 驛 站。通 過 地 下 道 來 到 第 二 月 臺，便 會 被 眼 前 的 美 景 所 吸
引，整 片 無 邊 無 際 的 綠 色 稻 田 映 在 眼 前，不 同 季 節 到 訪 會 有 不 同 的 景 色 風 貌，稻 浪、
天 空 倒 影 映 入 眼 簾，真 的 是 一 大 享 受。

1.東里車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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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 記 客 家 早 餐 店 面 非 常 樸 實，沒 有 華 麗 的 裝 潢，但 手 藝 一 點 也 不 馬 虎。傳 承 母
親 的 好 手 藝，只 為 保 留 堅 持 手 做 的 客 家 米 食 原 味。除 鹹 碗 糕、油 飯、紅 龜 粿，還 有 米
漿、包 子 與 饅 頭，碗 粿 還 有 甜 粿 與 鹹 粿，甚 至 還 有 代 客 訂 做 麻 糬 等 客 製 化 商 品。

4.

「 炒 米 香 」？不 是 應 該 是 用「 爆 」的 嗎？傳 統 客 家 農 夫 相 當 勤 儉，為 了 節 省 能 源，會
想 應 用 各 種 方 式 減 少 浪 費。使 用 大 灶 加 入 黑 色 鹽 巴，再 加 入 糙 米，不 到 幾 分 鐘，生 米 就
炒 成 米 香。透 過 篩 子 將 米 粒 挑 出，再 加 入 芝 麻、花 生 與 剛 上 鍋 的 麥 芽 糖 與 新 鮮 橘 子 皮，
最 後 再 以 最 快 速 的 方 式 將 半 成 品 倒 入 模 具 中，壓 模、切 割 就 完 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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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間 景点 特色

 集合

東里車站有「臺東線最美的車站」之稱。稻浪、天空倒影
映入眼簾，真的是一大享受。

在寺廟右側空地，保留著����年代義民廟的石刻楹聯，
以及歷代木刻雕版的籤詩、七星劍、舊式神轎等文物。

葉記客家早餐堅持手做的客家米食原味，一起品嚐水
粄、米糕、米漿等道地的客家傳統米食。

不同於其他地方，羅山村的米香是用炒的，在師傅的指
導下體驗「炒」米香。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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