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臺東縱谷吧！在鄉間小路、在茶園之間、在大樹底下，在這裡時間會變慢、

視野會變寬，再帶本書、慢慢走、連呼吸都可以慢得很自在。

1 	 高臺俯看龍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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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本書來縱谷 
徜徉鄉間風情

在鹿野、關山鄉間「慢活」

文、圖
            施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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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縱谷線一直是臺灣的熱門景點，無論是池

上的「金城武樹」、關山親水公園的鐵馬之旅或者

鹿野高臺的熱氣球，對於長年在都市生活的人來說，

都有著不凡的魅力。但事實上，縱谷迷人的不只是

特色的小吃、秀麗的風景，如果能靜下心，帶著書

本徜徉在鄉間，或許還能夠感受到更不一樣的日式

鄉間風情，隨意走走，看似老舊的房舍，其實是刻

劃時間歲月的歷史建築。

來到臺東，可以跟著在地人一樣，奉行慢活哲

學，不必急急忙忙趕路，靜下心來體會臺東的悠閒，

除了必遊的知名景點外，如果能夠帶著幾本書，騎

自行車或漫步鄉間小徑，隨便找處草地或樹下閱讀，

呼吸時感受青草樹木的芳香，這是都市少有的享受。

現在就從鹿野鄉立圖書館出發，認識曾是日本

殖民村的過去，在這個小而美的圖書館休憩片刻，

品味書香。

鹿野，從圖書館出發

感受寧靜鄉村之美

位於臺九線旁的鹿野鄉立圖書館，在歷任鄉長

及館長的精心經營下，已成為全國各項公共圖書館

評鑑的常勝軍，但事實上，早年的鄉立圖書館因位

置不理想，使用情況欠佳，所以後來在民國 78年遷

到鄉公所旁現址，民眾使用率大增，現在已經成為

小朋友愛去的地方。

鹿野鄉立圖書館於民國 88年起獲評定為績優

圖書館，之後不斷透過文建會（文化部前身）各項

獎勵輔導，圖書館不斷蛻變升級，近十年幾乎都能

在各項評鑑中脫穎而出，甚至可說是臺東縣經營最

好的公共圖書館，經常舉辦各式講座、讀書會或展

覽等活動，與民眾建立綿密的互動關係。

即使是遊客身分，也歡迎你到此一遊，親身體

2 	 鹿野圖書館。

3 	 鹿野圖書館。

4 	 鹿野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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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公共圖書館不凡的魅力。

從臺九線循著高臺的指標，沿途茶園與鳳梨田

妝點出東部別有的風情，不久即可登上鹿野高臺，

每年夏天的熱氣球吸引數十萬人潮慕名而來，高臺

過去是茶園，滿山遍野的茶樹散發芳香，只是隨著

茶業衰退，如今已經成為大草皮，夏天是熱氣球升

降場地，平常則是附近居民休憩的場地，從高臺飛

行傘起飛場往下看，可以欣賞對面的美人山，山下

和關山一樣充滿日式建築風味的龍田村全景盡收眼

底。

除了高臺之外，內行的遊客還會選擇武陵、龍

田的綠色隧道，在這裡你甚至可以無拘無束地躺在

馬路正中央，看著藍天上的白雲冉冉飄過，心情為

之平靜。

接著你不妨走訪龍田村，這裡最大的盛事之

一，就是重建日治時期的鹿野區役場。有 95年歷史

的鹿野區役場過去屬於臺糖，也是在瀕臨拆除情況

下被搶救下來，但卻選擇不向政府申請經費，而是

純以當地民間力量完成，4年前也被指定為歷史建

築。

幼年住當地的周老太太在區役場差點被拆時曾

幼年住當地的周老太太在區役場差點被拆時曾到

訪，她回憶幼年生活的點點滴滴，臨去時忍不住在

老屋前哽咽說「我還有孩子可以照顧，你（區役場）

怎麼辦？」

區役場可說是龍田村的代表建築，一走進龍田

村，就能感受到日本人棋盤式都市規劃風格，寧靜

的鄉間，整齊畫一的格狀馬路，這也是日本人在臺

灣統治留下的印記之一，同時也造就龍田村和其他

地方不同的風格。

全村的文教中心龍田國小，則是有名的「森林

國小」，有別於一般教育風格不同的森林國小，龍

田國小則是種了滿校的樹，除了操場要給學生活動、

教室要讓學生上課，校園裡到處都是樹，名副其實

的「森林」國小，學生們天天都在享受森林浴、芬

多精。

其中還有幾棵縣政府列管的珍貴樹木，例如一

進校門就可以看見鎮校之寶老白榕，樹齡約在 120

年左右。校園裡的一角，還有日治時期的幼兒園和

校園宿舍，只是外人無法進入，遊客可以在外感受

時光的恩澤。

走出校園，沒幾步又是一棵位在路旁的大樹，

這棵苦楝樹可是大有來頭，被稱為慈濟樹。原來半

個多世紀前慈濟證嚴法師苦行悟道，在沒有計畫情

況下，以手中剩餘金錢隨便買了火車票，結果只能

到鹿野，就在鹿野龍田落腳修行兩個多月。

證嚴法師當時就常在這棵百年苦楝樹下和樹民

談論佛法，後來她成立慈濟，這棵樹就被稱為慈濟

5 	 龍田國小。

6 	 高臺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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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春夏時樹葉青翠，樹冠非常漂亮，秋冬則葉落

枝現，另有一番風貌。

村裡還有一處村民出物資設置的民間文物館，

許多民國前後的文物都可以看到，舉凡農耕器具、

生活用品都有。

曾有居民打掃家中時，要把一些老舊物品扔

掉，鄰居卻發現是早年文物，告知後才免於被當成

垃圾，卻也傳為笑談，後來附近民眾打掃時，總會

提醒「別把傳家的寶貝當垃圾扔了」！

近十年來，過去滿山遍野的茶園，成了現在鳳

梨、香蕉果園，不過鹿野特產福鹿茶雖逐漸淡出，

新的紅烏龍卻應運而生，一樣可以享受品茗閱讀之

趣，鄉內也因此設置了紅烏龍產業形象館，專門介

紹地方特色產業。

紅烏龍最大的特色是冷泡熱泡皆宜，茶色看來

像是紅葉，喝起來卻有烏龍的甘醇，特別是冷泡更

有風味，曾有好茶的洪飛騰為它寫詩「紅色茶湯鮮

果香，甘醇回味撲鼻梁，一心二葉手工採，冷泡滋

味透心涼。」

說起這紅烏龍，本來臺東茶業改良場是為了研

發果茶，卻意外造就出紅烏龍來，如今紅烏龍不僅

用於沖泡，還有茶農研發出食譜來，以茶入菜，更

有特色。

關山，看日式建物

鐵道驛站、天后宮、鐵馬行

與鹿野相鄰的關山鎮，是全臺灣人口最少的

鎮，人口已經跌破 9,000人大關，人口外流的情況

下，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家，但卻也因此保存了許多

早年的文史建物。走在鎮上，日式建築處處可見，

無論是舊火車站附近的日式宿舍群，還是關山警分

局旁邊的舊鎮長官邸，都見證了早期地方的發展歷

程。

關山鎮立圖書館位在關山國中旁，附近是寧靜

的民宅和學校，置身其中會讓人有遠離塵囂的感覺，

圖書館只有 26歲，正處朝氣蓬勃的時候，是當地民

眾滋養心靈的好去處，也是鎮民親子共讀的絕佳選

擇。

位在關山火車站旁不到 100公尺的舊火車站，

昔日是鐵道驛站，如今則是鐵馬驛站，是保存相當

好的日式建築，已經被指定為歷史建築。舊火車站

採用日本北方農家風格建成，如今是東部幹線唯一

的日治歐風建築，過去在 19世紀，法國不少公共建

築都採用類似風格。

舊火車站斜對面的站長宿舍由日治時期臺灣總

督府鐵道部興建，不過早年是以磚砌底座，再以竹

編夾泥為牆，但因年久失修殘破，鐵路局一度考慮

拆除，在地方文史工作人士奔走下保存，如今改成

8 	 關山圖書館。

7 	 慈濟苦楝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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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於本篇介紹內容有興趣，歡迎

各位讀者親自到臺東縣鹿野鄉立圖

書館，只要出示於鹿野鄉立圖書館

的 Facebook打卡畫面，並且至書香

遠傳粉絲專頁按讚，前 10名的讀者

即可至鹿野鄉立圖書館櫃檯領取精

美好禮 1份。

FB：https://www.facebook.com/

bookboommagazine

木屋，和早年風貌略有不同，是附近日式宿舍建築群

的代表建築之一。

去年被各方呼籲搶救的關山嘉賓旅社也在這一

區，這家外觀毫不起眼的旅社，見證了關山鎮的發展

和沒落，已經有 77年歷史，曾住過國寶級歌手文夏

等人，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客潮衰退，去年鎮公所計畫

拓寬道路，差點被拆。

專家實地勘查發現嘉賓旅社使用的樑木迄今依然

完好，保存程度比松菸、華山還好上數倍，可說是臺

灣早年建築的典範，才讓它保存了下來。未來屋主考

慮讓它重新活化，成為文化驛站，結合當地的文史建

築及資料，作為展場。

鎮上的信仰中心天后宮，媽祖神像已有 120年歷

史，但因多次遷徙，寺廟「只」有 85年。從一戶民

宅奉請到如今建廟，還曾在日治時期遭逢宗教迫害，

不得已改名為寺，但信仰卻深植民間，也因此度過日

本人皇民化運動中的「寺廟總整理」浩劫，流傳迄今，

香火鼎盛。

提到關山，就不能不提到自行車，更不能不想到

親水公園，這座生態公園搭配 15.2公里長的環鎮自行

車道，沿途規畫許多 DIY小站，是臺灣發展自行車旅

遊的始祖，內涵豐富，在最高點的觀景亭可俯看全鎮

風景。

9 	 關山鎮長舊宿舍。

10	 關山舊火車站。

11	 嘉賓旅社。

12

10

11

9

12	 關山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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