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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竹東鎮立圖書館為起點，在

小鎮上踩著鐵馬，細數林業的

過往、走進畫家的殿堂、深入

庶民的生活。原來，竹東一日

輕旅行，是這麼有溫度的。

旅行與閱讀有許多相似之處，

透過閱讀，我們能「了解」這個

世界，但透過旅行，我們能「觸

摸」一切。圖書館輕旅行，則結

合了兩者的美好。

為造訪竹東鎮立圖書館，筆

者來到人稱「山歌之城」的竹東

鎮。竹東地處新竹縣中央，全境

不臨海，為典型靠山內陸小鎮。

這裡舊稱樹杞林（象棋林），有

一說是因為昔日竹東象棋樹繁茂

成林而得名。而象棋樹所燒成的

火炭品質最好，在竹東鎮志中就

記載著這麼一首地方民謠：「新

埔靚阿旦、竹東燒火炭、北埔狗

都莫愛看……。」意思是新埔的

女人如戲旦般漂亮、竹東的女人

和燒火炭的工人一樣黑，而北埔

的女人卻連狗都不想看。歌詞戲

謔莞爾，也透露出以前的人認為

竹東地方終年都在燒火炭的有趣

想像。

繁榮與凋零共存的魅力

穿「閱」時空
慢遊竹東
文、圖 ︱ 陳永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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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換星移，繁茂成林的象棋

樹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棋盤狀

的街道，陳列在西南後山竹東森林

公園山腳下。森林公園林木參天，

山歌綠廊、千級石階等多條登山步

道蜿蜒其中，而本趟旅行起點――

竹東鎮立圖書館――亦落址於森林

公園內，僅靠一條臍帶般的馬路與

繁榮市區相連，偏而不遠，卻坐擁

一山清靜。

竹東鎮立圖書館 
百年石獅鎮守

竹東鎮立圖書館是座淺色獨

幢建築，遠看像白色火柴盒錯置在

一片綠意盎然中。然而館舍左攬大

願寺、右傍普照宮，加上前方石階

兩旁各有一尊石獅坐鎮，讓圖書館

增添靈山古剎之勢。拾級而上，左

側有座賞櫻平臺，據聞春天時這兒

的櫻花、梅花綻放，美不勝收。筆

者造訪時適逢初夏，只見公園裡幾

株鳳凰樹梢末都剛綴上一小撮紅，

不難想像盛夏蟬鳴大放之時，從平

臺放眼望去肯定又是另一番絕美景

色。

走進圖書館，發覺館舍雖為

兩層樓建築，但實際空間卻略顯狹

小。對此，彭子修館長解釋，竹東

鎮立圖書館從民國 59年創館至

今，雖經多次整修，但建築體還是

保持舊時未挑高設計。也由於圖書

館地處山坡地順向坡，擴建不易，

所以造就了竹東鎮立圖書館有三個

館舍分立的殊異情況。原來，除了

筆者身處的主館（A棟），另有期

刊室（B棟）與書庫（C棟）分別

位於主館右方及右後方。館長補

充：「B棟早先是鎮公所的員工宿

舍、C棟則是一間托兒所，為了因

應逐年增加的藏書，後來才陸續改

建成館舍的。」理解了竹東鎮立圖

書館在坡地限制中建館的困難之

後，筆者反而覺得，小巧的館舍質

樸中散發著堅毅的美，就像森林公

園裡所有的植株一樣，在這片山坡

地上用力扎根、用力呼吸。況且，

圖書館能像這般矗立於森林公園

中、又有三個館舍如此特別，臺灣

恐怕沒有第二座了。閒談中，筆者

與館長提及剛看到的兩尊石獅，他

面露得意地說：「那兩尊石獅彌足

珍貴，可是有著百年歷史的清水石

獅喔！」

在圖書館的運作上，彭子修

館長認為，隨著社會多元發展，閱

1 	 竹東鎮立圖書館主館門面。

2 	 百年歷史的清水石獅鎮守著竹東鎮
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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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只是翻讀一本書，圖書館也不

再只是借、還書、自修的場所。為

了加強推廣閱讀及圖書館利用，竹

東鎮立圖書館舉辦了許多活動吸引

民眾參與，如電影讀書會、結合圖

書館周邊生態資源的親子環保講

座、說故事比賽、各式表演、好書

交換活動等等。此外，彭子修館長

也想讓圖書館成為在地歷史文化的

保存地，他舉例：「竹東是山歌城，

以前的人聽到山歌就會想到竹東，

但現在這樣的連結似乎斷了…竹東

也辦了幾十年的山歌比賽，這些比

賽的影音資料，其實應該有人替它

們建檔、保存下來。」館長也擔心，

這些保存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與

空間，現有的館員與館舍恐怕無法

負荷。「不過，現在內政部均衡城

鄉發展計畫中，有個『竹東風情小

鎮』建設計畫，如果通過，竹東鎮

立圖書館就有經費可以遷館，新館

址應該會在竹東高中附近，那裡有

比較大的腹地。」館長說。筆者一

方面祝福館方未來能有更大的館藏

空間，但另一方面，又對現有的館

舍在遷館之後可能不再運作感到遺

憾。或許這座森林公園中的文化堡

壘，命運就像終將被海平面淹沒的

威尼斯城一樣，美麗，卻也在消逝

中。想一親芳澤，只能趁早了。

竹東最美的風景

竹東鎮有許多歷史人文遺跡，

且景點與景點間相距不遠，儼然一

條文化廊帶。筆者原計劃租借腳踏

車來趟小鎮慢遊，但幾經打聽，發

現竹東並無腳踏車租賃店家。未料

館長得知筆者的需求後，竟大方出

借了一部機車。「圖書館的車上面

噴有公所字樣，擔心你騎在路上被

盤查……這輛沒問題，是我們同事

自己的車。」館長一面說，一面遞

上機車鑰匙。沒想到尚未出發，筆

者就已經看到了「最美的風景」。

蕭如松藝術園區

驅車下山日近中午，筆者先

飽嚐當地人推薦的「老街」粄條

後，再前往就在店家附近的蕭如松

藝術園區。這裡原是臺灣美術史上

重要的客家籍水彩畫家蕭如松老師

故居，修復後於民國 79年正式開

3 	 竹東鎮立圖書館彭子修館長。

4 	 竹東鎮立圖書館主館（A棟）二樓研
習室。

5 	 森林公園中山歌綠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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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園區除了展示蕭如松老師生前

繪作及其使用之器具、文物、文件

與物景之外，這裡也是竹東地方藝

文展演與文化休憩重要場所。

園區內有故松居、松畫廬、

松和廬、松言堂及松香廬五大館

區，皆保有木製結構的日式建築宿

舍原貌，古色古香，偶有婚紗拍攝

前來取景。其中松香廬作為「藝術

家咖啡廳」，旅人可在此喝咖啡小

憩，閱讀咖啡廳提供的雜誌、畫冊

及藝術相關書籍。筆者最喜歡展示

蕭如松老師生前所繪作品的松畫

廬，若仔細瞧，會在松畫廬一角找

到蕭如松老師畫作的文字介紹，其

中記載著蕭老師生前說過的一句

話：「我這一生也不過只是一個業

餘畫家，有些悲哀、有些可笑。不

管怎樣，我都會盡力而為。」悉心

體會蕭老師的心境，再去欣賞館內

展示的畫作，會有不同的領悟。

林業展示館

離開蕭如松藝術園區後，沿

著竹東鎮主要道路東林路往竹東火

車站方向走，會經過客家三大傳統

市場之一竹東中央市場，不妨稍作

停留遊逛一番。再經過東林路圓環

後，林業展示館就在左側不遠處。

林業展示館原為建於民國 32

年的植松材木竹東出張所，後改為

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在日

據時代，竹東因交通便利、水電充

沛，林業在此頗為興盛，大量製材

商、伐木工人匯集於此，是個商賈

往來、人車絡繹的木材小城。有鑑

於林業對竹東歷史的影響甚鉅，在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的協助下，

林業展示館於民國 95年正式啟

用。

篁城竹簾文化館就在旅遊服

務中心對面，在這裡可以參觀竹簾

實際製造過程。文化館製造的竹簾

材料取自鄰近竹東的尖石、五峰深

山桂竹，歷經採竹、清洗、開竹、

定寬成形、蒸煮、挑選、炭化及編

織等多道繁瑣程序後，才能製成竹

簾成品。

從當地耆老口中，筆者得知

一處或許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景點

6 	 蕭如松藝術園區。

7 	 蕭如松藝術園區中，松香廬作為「藝
術家咖啡廳」，旅人可在此喝咖啡

小憩，閱讀咖啡廳提供的雜誌、畫

冊及藝術相關書籍。

8 	 林業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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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巷。古市巷按竹東鎮現有

的道路編制，位於東寧路三段 70

巷。「在日本時代，這條巷子可是

全鎮最熱鬧的地方，地上鋪的還是

石磚路！」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婦如

此向筆者介紹。然而實際到訪，舊

時的石磚路早已改鋪成水泥道路，

巷內也多是住家，一間名叫「銀

座」的理髮廳可能是古市巷內唯一

的店家。在日本，每個城市最熱鬧

的商店街會被稱為銀座，筆者猜想

理髮廳之所以取名銀座，說不定也

是呼應古市巷舊時的繁榮景象。短

短幾十尺的巷弄，筆者靜靜走過，

卻彷彿走過一個時代的興衰。

曉江亭輕便車站

東寧路往竹東高中方向走，

過東寧橋前留意右側有座西式建

築，其牆面斑駁但依稀可辨「曉江

亭」三字。曉江亭是昔日的茶亭兼

輕便車站，輕便車在以前是竹東人

到內灣、芎林等地的重要交通工

具，如今早已不復見，徒留巴洛克

風格的曉江亭矗立在東寧橋橋畔，

見證公路興建後現代的車水馬龍。

中興河道洗衫坑

東寧橋與曉江亭間有條通往

橋下的小步道，順著步道下去，映

入眼簾的景象會讓人有種時空錯亂

感。筆者看見當地民眾三三兩兩、

蹲聚在河邊以木棍搗衣。直至傍晚

回到圖書館，請教了館長才知道，

東寧橋下這條河叫作中興河道，在

日據時期被稱為「洗衫坑」，由於

水源乾淨，婦女們都在河邊洗衣聊

天，成為周遭居民的社交場所。令

人訝異的是，這項傳統竟還能保留

至今。

一日將盡，竹東的過去與現

在仍在筆者的腦海中碰撞，虛虛實

實疊合的情景讓人有種奇特的感

覺。在這個小鎮中，有種躲過時間

洪流沖刷、層層積累在這塊土地的

生命，散發著繁榮與凋零共存的魅

力……雖說不上所以然，但它獨特

的韻味卻讓人深深為之著迷！

9 	 曉江亭。

10	 東寧橋下這條河叫作中興河道，在
日據時期被稱為「洗衫坑」，由於

水源乾淨，居民都在河邊洗衣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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