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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山城故事　品茗生命之甘醇

銀髮族慢遊石碇
　　細焙旅行的溫度
在天空清朗、氣候涼爽的秋季，為銀髮族安排一趟輕旅行，慢遊

新北市石碇區這座清幽的山中小城，聆聽屬於在地的生命故事。

烏塗溪親山步道是銀髮族健行、踏青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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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備有簡易型血壓計，供銀髮長者測量

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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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說生命故事」分享主題「石碇之心—石碇里」。（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提供）

時序進入秋季，涼爽宜人的天氣正適合旅

行。銀髮族相約走出戶外，由新北市石碇區雙溪

口的淡蘭吊橋出發，進入淡蘭古道石碇段，沿途

眺望山中美景，遙想淡蘭古道百年前的繁華景象，

約莫走 2公里路程至石碇西街，接著往碇坪路一

段行進，抵達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 
邀長輩一起來說生命故事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備有簡易型血壓計，

銀髮長者稍作休息後可先測量血壓，了解身體狀

況，再前往樂齡閱讀專區、茶文化特色專區或期刊

閱覽室，挑選幾本書籍、期刊報紙，坐在專為長者

設置的椅子上，享受寧靜自在的閱讀時刻。

每個月第三週週四下午 2點到 4點，圖書館

教學室會舉辦樂齡讀書會「大家來說生命故事」

走讀人文石碇、樂活與傳承活動。長輩們可以一

邊品嘗茶香的甘醇，一邊聆聽石碇耆老鄉親分享

屬於在地的生命故事。

「大家來說生命故事」始自臺灣中國砂輪公

司創辦人白永傳書寫的自傳《感恩的一生》， 此

作品在 2006年獲日本自分史學會國際大賞，也

是首位臺灣人獲得此殊榮，之後白永傳教育基金

會於臺灣正式推廣全民寫自傳課程。永傳生命故

事推手團隊團長蔡素節認為，自傳對一般人而言

太過沉重，因而改以說生命故事的方式，與永傳

生命故事推手團隊副隊長蕭惠月一同向新北市立

圖書館石碇分館提案自薦，2011年 6月開始了

「大家來說生命故事」活動。



石碇是銀髮族旅行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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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說生命故事」活動造訪百歲製茶師李葉煙全（右二）。

（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提供）

2年前，因烏塗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組組

長戴保堂的加入，讓「大家來說生命故事」從個

人擴大與地方結合，發展成石碇 12個里的生命

故事分享。每次舉辦「大家來說生命故事」前，

戴保堂與蕭惠月必須前往各里進行田野調查，拜

訪耆老、著手資料採集，製作成投影片，邀各里

耆老鄉親現身分享故事，並將精采故事收錄成冊。

活動至今已邁入第七個年頭，白花婆婆—

潘宜子堅定旺盛、不屈不撓的堅韌生命力，與敬

業樂群、熱心公益的精神；笠林茶棧店家主人邱

敏球烹調絕不後悔雞湯的農家情懷；新北市石碇

區老人會、烏塗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高三層為

完成父親願望、延續祖先信仰，先後籌劃改建多

間土地公廟，讓愛與善在這片淳樸土地蔓延盛開

的美麗事蹟；學員陳好夫講述阿公口述的石碇地

名由來、傳唱即將失傳的相褒歌……，累積了許

許多多石碇的生命故事。「這些屬於當地的文化、

過往的生活點滴，透過『大家來說生命故事』重

新被找回來。」陳好夫說，昔日農業社會收成後，

晚上大家會聚在空地一起談天，將故事傳承下來，

今日隨著社會發展，石碇的老舊文化逐漸消失，

希望藉由「大家來說生命故事」，讓年輕人深入

了解、傳承石碇的故事。

今年「大家來說生命故事」將與華梵大學產

業與社會創新學院合作，期許透過學生的注入，

達成青銀共創的目標。助理教授何立智希望經由

課程平臺，結合社區需求，增加學生社會實踐的

機會，讓地方的文化傳承、文創活動更為豐富。

另外，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也結合茶文

化特色館藏，舉辦閱讀地方產業「閱茶心」講座

活動，像是 9月 7日的「茶與陶的對話—泡茶

的生活樂趣」、10月 12日的「茶藝之美—茶

道精神之美學」、11月 9日的「春天裡的一抹

綠—日本抹茶道」、以及 12月 1日的「閱茶

心之茶席成果（戶外課程）」，銀髮族皆可經由

活動參與加深對茶文化與生活美學的了解。

茶葉為石碇的主要產業，因而積累出豐厚的茶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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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東、西街 
細說茶業重鎮史

石碇地區曾是北臺灣三大茶市之一，淡蘭古

道、乃至於石碇西街、石碇東街的形成，以及歷

史文化的發展，皆與茶產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迄今茶葉仍是地方主要的產業。

往石碇西街走，集順廟與石碇國小前的廟

埕廣場，過去曾是茶葉交易的集散地，不僅奠定

石碇西街的繁榮，也帶動了石碇東街的發展。雖

然在北宜公路開通後，逐漸退去茶市的地位，但

因石碇的氣候、地質適宜茶葉生長，生產的包種

茶和近年來推廣的美人茶，品質始終保持優良水

準。銀髮長者不妨造訪當地的茶樓或販賣茶葉的

店家，品茗在地好茶。文山包種茶葉尖自然捲曲、

茶葉呈翠綠色，茶湯芳香淡雅；而東方美人茶的

茶葉則呈現多種色彩，在熱水沖泡後舒展起舞，

散發出成熟的果香與近似蜂蜜的甘甜。

接著，散步至石碇東街，可看見特殊的建築

形式—「吊腳樓」。這是為解決腹地狹小限制，

所發展出來的特色建築。早期居民為了在山區建

築理想的房屋，便以柱子撐高，將房子懸空蓋在

溪上，並形成特殊的內街，稱為「不見天」。因此，

過去石碇東街俗稱內月仔，又稱隧道街或亭仔腳，

便是意指曬不到太陽的不見天街，這裡也是昔日

商家進行交易買賣的地方。

走進不見天街，除了可逛逛店家、品嘗美食，

還有一間百年石頭屋，約建造於 1906年（民國

前 6年），原為中藥鋪，因而保留許多石器與古

老的製藥器材。屋內還有為躲避美軍空襲於二次

大戰期間所開鑿的防空洞，在當時並非一般人家

所能擁有，透過這些珍貴的保存，讓參觀者可以

懷想古厝過往的繁華光景。

百年石頭屋原為一間中藥鋪。

碇東街以柱子撐高的建築形式為「吊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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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塗溪親山步道 
保存珍貴史跡

石碇除了是昔日茶市重鎮，在臺灣煤礦業興

盛時期，也曾為北臺灣重要的煤礦產地；如今礦

業雖然已沒落，但仍遺留下不少遺跡。銀髮長者

沿著烏塗溪親山步道，可看見烏塗溪景觀橋，有

一座日治時期的運煤橋遺跡，橋墩上鋪設了一小

段運煤臺車鐵道與煤礦工推著煤車的塑像，呈現

出採煤的歷史記憶。

漫步在烏塗溪親山步道，不但能了解石碇的

歷史、文化、產業，亦可沿途觀察自然生態、欣

賞奇景。烏塗溪觀景橋下，溪水清澈，魚兒優游

其中，還有兩塊巨石，因形似大小山豬而得名，

是相當特殊的天然地理景觀；接著往前行走，抬

頭仰望，高達 65公尺的烏塗溪高速國道 5號橋

墩，曾是臺灣最高的橋墩，目前排名第三。而橋

墩旁的水泥牆上有石碇藝術家楊敏郎的作品「龍

蟠巨石護河川」，並題有詩句「龍穿雲霄麟光閃

閃／石碇山城聞蛟聲／門跨蒼穹流水潺潺／烏塗

溪畔指鯉影」，為親山步道增添一份人文氣息。

沿途樹林遮蔭，途中還有一棵大板根，它的

氣生根是熱帶植物擴張地盤的武器，其特殊生長

方式，是大自然的活教材。再繼續往前，便是摸

乳巷聚落，它的由來源自石碇北 47 鄉道未打通

前，有一小段寬度窄小的山路，走路一個不小心

就會跌落溪裡，山壁恰巧有兩顆突出的石塊，仿

如一對石乳，農夫挑運農產品時，一手挑著扁擔，

另一手抓著石乳保持平衡，才能避免跌落溪谷，

這個狹窄的山壁小徑，當時被戲稱為「摸乳巷」，

因而得名。

續行，抵達終點烏塗窟聚落，可至烏塗樟空

子造訪人稱「煙伯」的百歲製茶師李葉煙全，向

他討教傳統製茶的技術與精神，以及長壽秘訣，

透過銀髮長者彼此的對話，深化旅遊的完整度，

讓石碇的生命故事永傳下去。

若對於本篇介紹內容有興趣，歡迎各位讀者
親自到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只要出示
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的 Facebook打卡
畫面，並且至書香遠傳粉絲專頁按讚，前 10
名的讀者即可至新北市立圖書館石碇分館領
取精美好禮 1份。

石碇保留日治時期的運煤橋遺跡。

石碇藝術家楊敏郎的作品「龍蟠巨石護河川」。石碇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