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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專題主要是為了探討臺灣的觀光發展，而主軸放在臺灣東部─花蓮。其中又

以花蓮的自然人文為主要的研究，且配合現在臺灣最為主流的文創產業，介紹一些

結合歷史的觀光景點。再者，臺灣東部的花蓮一直以來都受到日本籍旅客的青睞,所

以此次我們所做的研究，除了介紹花蓮的自然景點以外,也藉由此研究，我們發現到

在日治時期，日本在花蓮留下了許多的有形甚至是無形的文化資產。所以研究報告

主要介紹日本和花蓮有所關聯的景點。也希望往後日本籍旅客，到花蓮旅遊時，不

再只是參訪太魯閣或是原住民文化相關的景點。 

 

 

 

 

 

要旨 

臺湾の観光発展を研究するためには、この論文を作りました。主に臺湾東部に

ある花蓮を中心に研究を行います。そして、花蓮の自然と文化と歴史は本研究の

主な研究の課題です。その上、今臺湾における主流となる文化的、創造的な産業

に合わせて、歴史的な観光スポットも紹介します。 

花蓮といえば、日本人にも、たいへん人気のある観光スポットのひとつです。

それゆえ、今回の研究は花蓮の自然スポットを紹介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日本の植

民地時代に、花蓮に、有形・無形文化財を残したものも紹介します。そこで、本

研究は、日本と花蓮に関連している観光スポット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ます。今後、

日本人の観光客は花蓮に旅行する時、タロコと原住民に関する観光スポットのみ

ならず、文化的、歴史的なスポット(名所)や日治時代から残されてきた歴史的に

日本と深い繋がりのある観光スポットも訪れてほしい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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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臺灣觀光產業蓬勃發展，來臺的觀光人數逐年增長，除了中國外，日本來臺

的觀光人數近十年亦日益增加，觀光產業蒸蒸日上，為臺灣觀光帶來更多商機，然而

我們這組針對臺灣東部觀光發展作為動機並以花蓮作為主題介紹，不僅讓日本觀光客

更深入了解臺灣，更透過此機會讓國外觀光客對寶島自然風情留下更深刻難忘的印象。 

我們將會介紹花蓮地區的對外交通，大致上分為北迴鐵路與南迴鐵路，在公路交

通上，有蘇花公路與南迴公路；至於空中交通，花蓮市機場離市區約 30 分鐘車程，可

轉搭計程車與公車到市區。外國旅客來花蓮旅遊最推薦的，還是利用鐵路為最佳首選，

在火車上可以隨心所欲地觀賞太平洋或海岸山脈的美景，花蓮境內鐵路系統都有便利

的指標牌與導覽圖，提供相關的旅遊資訊，我們將會整理出觀光的精隨，讓大家了解

如何盡興的玩花蓮。 

花蓮因保有豐富純淨的自然風貌和歷史遺跡，所以每逢過年過節、國定假日，這

塊美麗的淨土總是成為大家蜂擁前往的地方，近年來也有許多農業區陸續轉型為觀光

農場、原住民的各項祭典開放觀光客參與、農村漁村體驗活動等等，致力於發展多元

觀光近年來原住民意識覺醒，年輕一輩的工藝家，回到部落重建傳統之美；而各族群

的祭典雖因時代的變遷多已精簡，但歌舞傳唱聲中，仍代代傳承著原住民獨特的文化

樣貌，我們將為大家介紹花蓮特有的觀光景點與一些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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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組因日本旅客來臺旅遊人數逐年攀升，替臺灣經濟帶來新商機。而藉由此專

題報告，得以探討臺灣東部─花蓮的自然人文，並推廣其觀光之多元性。 

而為了達成目的，如下： 

    首先研究花蓮的觀光價值及其發展沿革，結合日本旅客來臺目的來探討花蓮的

觀光重點。進而搜尋花蓮相關人文風情、自然地理等資訊，統計分析後。則實地探

訪並紀錄得以製作行程，節省旅客在安排行程時所消耗的時間，進而讓旅客能夠安

心且盡興的體驗花蓮多元的觀光特色。 

    本組所規劃的行程以鐵路為主要的交通工具，避免造成外國旅客有租車方面的

問題。而選擇鐵路也可提供旅客體驗花蓮的鐵路便當的及優美的風景。 

而本行程將著重的是花蓮的人文風采，探討花蓮的自然風情和原民文化。而本組組

員，也將實地走訪花蓮驗證所設計之行程並修改其不足之處，進而提供旅客採用。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東南亞 

資料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表 1-2-1 近十年來臺主要客源國旅客成長趨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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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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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製作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15 

 

第二章 花蓮觀光旅遊發展敘述 

第一節 花蓮發展沿革概要 

一、發展沿革 

  花蓮古稱奇萊，據《花蓮縣志》記載，西班牙人在 1622 年到這裡採取砂金，還

將花蓮地區稱為多羅滿，是臺灣原住民的天下。東臺灣開發較晚，因而保留了豐富

的原住民文化，由阿美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布農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

等六族編織出屬於花蓮的文化風貌。原住民不僅傳統文化多元，人口更是佔了全花

蓮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阿美族的人數為最多 

二、公共建設 

  建設開始於日治時期，包括農田水利興修、花蓮港築港計畫（1931 年）、蘇澳

到花蓮的臨海道路（1932 年，即今日蘇花公路之前身）在日治時期昭和 7 年（1932

年）臨海道路（今蘇花公路之前身）通車前，往來花蓮通常需要乘船、而有「陸上

離島」之稱。直至北迴鐵路通車後，花蓮的交通終獲大幅度改善。與臺東線鐵道興

建等，這些基礎建設經過國民政府進行改善或擴建後，皆成為地方重要之建設，顯

示了日治時期之建設影響花蓮後續發展相當深遠。 

三、行政制度 

  日治時期明治 42 年（1909 年），花蓮地區脫離臺東，成為花蓮港廳，獨立設

治至今。花蓮縣於 1950年 10月 15日成為第一個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實行地方自

治的縣市。臺灣東部開發於晚清，漢人至花蓮開墾是清治時期咸豐元年（1851 年），

相較臺灣其他地方遲，是臺灣漢人移墾最晚的縣市之一。其社會結構的定型也較晚，

近百年漢人移民的進入、對外交通的改善、工業開發以及產業東移政策等，在在皆

深刻地影響花蓮今日發展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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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洄瀾的歷史 

  追溯花蓮的歷史，可以遠達新石器時代，在重要的考古文物中屬於卑南

文化遺址的掃叭石柱就位在舞鶴臺地之上，揭示著後山花蓮曾有史前人類出

現的鐵證，而卑南文化時期早在 5000年前便已出現。  

  經過了蠻荒時期，花蓮開始有原住民的進駐，最早的阿美族便是在大港

口附近登陸，也就是現今的東昌村，這裡的部落文化生根發芽，甚至仍存在

著特有的巫師祭典儀式。兩大原住民部落－－太巴塱與馬太鞍有各自的會

所、古屋，系社會的結構仍舊是傳承後世的主軸，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規畫

下，我們看到了部落的文物、史跡，以及樂天知命的族群特色。 

  由於中央山腳隔絕的緣故，花蓮的開發較晚，原住民之後，漢移民的腳

步直到清朝才出現，但真正開啟花蓮的建設史頁，得從清廷割讓臺灣，後山

走入日治時期算起。 

  花蓮的日治版圖非常明顯，從各個鄉鎮遺留下的建築便可窺見，光復的

糖廠、林田山的林場、吉安的布教所（慶修院）、鳳林與豐田的菸樓，甚至

期所打造完成。有趣的是，花蓮有異於他處的二次移民潮，當第一次漢族移

民潮結束於清朝末期，本以為沒有人會再到後山開墾，沒想到日本看中了花

蓮的開發潛力，由官辦移民帶領第一波的遷徙活動，吸引商社移民的進駐，

分別在吉安、鳳林、豐田打造純日式的移民村，並且發展製菸業，種起菸

草，蓋起菸樓，也因此吸引第二波客家移民的到來，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家

鄉夢其實，移民潮的進駐，多少會有衝突事件的發生，花蓮境內比較著名的

則有新城事件與太魯閣事件的征戰，看著曾灑過鮮血的建物，我想，大家寧

可用寬恕來代替忿恨與譴責吧。古蹟的命運，有時候不一定只能走向廢棄，

歷史也不一定得用黑色的復仇文字撰寫，就如同我在花蓮所看到的轉變一

樣，透過改造，傳說可以再度回味，舊建築也能再展風華。 

  從千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遺址開始，花蓮一直都在歷經轉變。

阿美族進入這塊土地，用他們的歌舞與亮麗服飾，為臺灣東海岸刻劃彩虹般

的色彩﹔隨著西部閩南人陸續遷入，更為花蓮留下古色古香的閩南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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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之後，臺灣割讓給日本，為了開發產業並撫蕃，也讓這邊處處留下

事變遺址、兵部遺址、移民遺址、產業開發遺址﹔日人離臺後，傳教士進

入，更讓花蓮興起一間一間優美精巧的可愛教堂﹔87水災之後，閩南、客

家等族群再次進入，花蓮也因此有了曾水港麻糬、金針山與大理石輸出﹔到

了北迴鐵路與蘇花公路開通後，至此，花蓮人文的多采多姿與自然生態的耀

眼光芒，再也無法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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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年日本觀光客來臺觀光概況分析 

2005-2014年日本來臺旅客目的統計 

目的 

年份 
業務 觀光 探親 會議 求學 其他 未列明 合計 

2005 
323,06

9 
677,937 

28,14

8 
8,087 5,239 11,504 70,350 

1,124,3

34 

2006 
319,37

9 
721,351 

29,13

2 
7,444 4,423 11,170 

1,161,4

89 

1,161,4

89 

2007 
310,36

1 
737,638 

28,70

6 
7,737 4,153 11,805 65,980 

1,166,3

80 

2008 
297,40

8 
947,506 

29,03

3 
7,314 4,111 11,922 62,397 

1,086,6

91 

2009 
225,46

0 
662,644 

31,54

3 
6,763 4,038 10,922 59,291 

1,000,6

61 

2010 
265,31

2 
701,561 

31,54

9 
8,363 4,078 9,806 59,484 

1,080,1

53 

2011 
297,94

5 
902,733 

42,83

0 

10,44

9 
5,049 30,630 5,122 

1,294,7

58 

2012 
304,33

6 

1,037,0

67 

42,29

7 

10,50

2 
5,963 7,017 30,970 

1,432,3

15 

2013 
311,57

6 

1,019,1

13 

43,13

3 

10,96

1 
6,872 28,719 1,176 

1,421,5

50 

2014 
272,73

1 

1,195,3

40 

22,72

6 

10,41

2 
7,098 

125,19

4 
1,289 

1,634,7

90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表 2-2-12005-2014 年日本來臺旅客目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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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可知，來自日本的觀光客多以觀光為目的前往臺灣，接下來則是業務為

第二來臺人數最多的選項。而於 2009 年，日本來臺目的之比率皆大幅下降，但

2010 年後，有回升的趨勢尤其是觀光這方面旅客的比率攀升幅度最大。由此可知日

本的旅客，多以觀光為目的來訪臺灣。因此，藉由日本人多以觀光為目的探訪臺灣

此理由，來探討花蓮對於日本人的觀光價值。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2-2-12005-2014 年日本來臺旅客目的統計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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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花蓮觀光概述及發展願景 

  花蓮縣位於臺灣本島東部，西臨高聳的中央山脈，東臨太平洋（菲律賓海），

是臺灣面積最大的縣級行政區，縣治花蓮市為東臺灣第二大城，但其都會區則為東

臺灣最大都會區。 

  人口主要聚集於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東側的沿海地帶，其以自然觀光資源著名，

境內有太魯閣國家公園。 

  花蓮，對於都市人來說總帶著陌生、美麗觀感的後山，追溯起它的發展歷史，

早從新石器時代起，此地就遺留下如富世遺址、掃叭石柱等人類生活蹤跡；航海技

術發展後，原住民陸續踏上這片淨土，早期阿美族在現今東昌村登陸，帶來他們特

有的部落文化、神靈信仰，揭開花蓮悠久歷史的序幕。 

  花蓮因保有豐富純淨的自然風貌和歷史遺跡，所以每逢過年過節、國定假日，

這塊美麗的淨土總是成為大家蜂擁前往的地方，近年來也有許多農業區陸續轉型為

觀光農場、原住民的各項祭典開放觀光客參與、農村漁村體驗活動等等，致力於發

展多元觀光；但花蓮的交通設施尚不足夠供應這麼多的人潮及車潮，所以道路拓寬

與街道改建為改造花蓮的首要目標。 

  而前往花蓮的交通方式也亟需改善，例如：增加火車班次和縮短移動時間；蘇

花、中橫、南橫、南迴路段的公路修築和路況安全維護等，務使往來花蓮變得更安

全和便利。考量到歷史與自然資源得來不易，未來發展的藍圖，應以維護自然生態

和歷史文化為主，休閒觀光等相關副產業為輔，才能永續經營、生生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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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評估花蓮觀光發展的價值 

  針對各開發案與活動節慶，應設計更完善的事前評估與配套措施再付諸執行。

評估工作應涵蓋自然生態與社會人文面向的影響與衝擊，全面評估之後方能產生適

合的配套措施，以助政策的推展。活動或開發案完成之後，亦須進行事後的效益評

量，投入的設計、經費、人力等，究竟達成多少效果，實際上帶來的衝擊又有哪些。

政府目前的事後評估工作，僅計算觀光人數、收益金額等，並未討論遊憩壓力對環

境帶來的衝擊，以及在朝向永續的目標之下未來可行的改善之道。以近期炒熱的曼

波魚季為例，此種大型的節慶活動，固然吸引大批人潮與焦點，然年年大量捕撈曼

波魚，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有多少，魚群復育的速度是否趕得上捕撈的程度，同樣的

活動設計可以維持多久的吸引力，漁民的生計獲得多少的實際幫助，產業的轉型是

否確實成功等等，均是政府在活動之前應事先規劃考量的，如今至少必須在事後加

以評估研究，這樣的活動才有可能是永續性的。 

  再以蘇花高興建為例。「蘇花高最嚴重的問題是路線規劃不當及漠視替代方

案」，九十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引人爭議的除了規劃過程的黑箱作業之外，爭議，

與對替代方案的漠視，也成為地方團體不斷要求重新評估，甚至進行二階當中付之

闕如的社會影響評估，更使社會文化面的衝擊不得而知；而路線規劃的政策環評的

呼聲不斷出現。 

  而近千億的高速公路，規劃之時政府竟無設計相關的配套措施，直至動工在即

才開始著手發想。環境影響評估中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如水質、地質、空

氣、噪音，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重大建設對該地區的經濟、人口、社會秩序

等問題。因此配套措施除了興建停車場與現有道路花蓮觀光產業之發展拓寬，還有

更多的面向必須加以考量，例如治安與安全、社區整合、社會服務品質、人際關係

等社會經濟文化層面，甚至進行整體規劃，才足以面對通車後的各項衝擊。北宜高

通車之日已不遠，其對宜蘭的自然與社經環境所帶來的實質影響，是蘇花高在動工

之前最好的借鏡之一。在先決的各項條件皆不同，甚至更不利的情況下，避免重蹈

類似的問題，更完整而仔細的評估是絕不可缺的。 

  成功結合原住民生態文化資源花蓮縣居住著許許多多的原住民，他們的文化江

世花蓮觀光地區的重要項目之一，要如何將花蓮豐富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加入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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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觀光的利益之中，並且改善原住民在地位和經濟，以及保護原住民的古老文化，

是花蓮在發展觀光時非常重要且必須重視的一個地方。花蓮縣瑞穗鄉的溫泉為代表，

提出結合原住民文化的願景，讓這裡成為臺灣最大的溫泉聖地，一進去的感受有如

自己化身原住民的感覺，有原住民的木雕首飾，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樣也能

變成原住民部落的文化，讓別人無法模仿，成為花蓮觀光發展的重要地方。 

  原住民的文化以及傳統，是極具有觀光發展的地方之一，由獨特的習俗，服裝，

言語創造出花蓮獨特的觀光發展，並讓原住民在社會地位提高，同時也可以帶動花

蓮觀光地去的發展，由於原住民的獨特地方，正吸引外地觀光客來花蓮的次數日日

增加，但政府為了增加地區利益，強制改善特定地區的土地變化，這往往都對原住

民是重大的傷害，對原住民而言，山是他們的家，他們也因為有山，才有這些獨特

的地方，才能讓花蓮觀光再度發展，所以無論是哪個單位，都必須好好溝通了解，

讓花蓮地區的觀光直上不下，這樣花蓮的觀光比率才會足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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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探討花蓮之美 

第一節 自然生態 

  花蓮幅員遼闊，山林廣佈、溪流縱橫，橫跨亞熱帶、熱帶兩氣候區，境內涵蓋

太魯閣國家公園、花東縱谷、東海岸三大區域，外圍有溫暖的太平洋黑潮流經，提

供野生動植物豐富良好的棲息環境，隨著水文、氣候、地形等條件的變化，展現多

采多姿的生態系面貌。 

 

一、太魯閣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面積 92,000 公頃，是一座三面環山，一面緊鄰太平洋的山岳型

國家公園，由立霧溪貫穿其間，連接了山海。峰壑相連、山高谷深是地形上最大的

特色，區內有 90%以上都是山地。另外的特殊地形還有圈谷、峽谷、斷崖、高位河

階以及環流丘等等。 

  太魯閣國家公園一天之內便可歷經亞熱帶到亞寒帶、春夏秋冬四季的多變氣候，

隨著海拔高度的不同，闊葉林、針葉林與高山寒原等植物景觀也跟著變化，臺灣藍

鵲、臺灣彌猴等動物也讓此區的生態面貌更增添了一筆風貌。 

此外，這裡還有史前遺跡、部落遺跡（太魯閣族）及古今道路系統等人文史蹟，人

文色彩頗為濃厚。由於可及性高，而且人文資產豐富、地景變化十足，沿途景點多、

步道便利，是生態旅遊極佳的地點。 

 

1.太魯閣峽谷有世界級的美 

  由立霧溪切鑿形成的太魯閣峽谷，是一部令人嘆為觀止的地質史，太魯閣峽谷

的前身是海底沉積物，經過多次高溫、擠壓變質，以及 400 萬年前造山運動抬升、

河水下切，才逐漸形成。由於大理岩，有著緊緻、不易崩落的特性，經河水下切侵

蝕，遂逐漸形成幾近垂直的峽谷，造就了世界級的峽谷景觀。 

  區內山巒交錯，超過 2,000 公尺的山區面積更佔全區一半，列入臺灣百岳的就

有 27座，境內以南湖大山、奇萊連峰、合歡群峰、中央尖山等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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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拔落差大氣候垂直分布 

  山清水秀的太魯閣，區內多高山峽谷，容易產生雲海、霧氣、彩霞、雪景等天

象景觀，這大自然所賦予的特殊景觀資源，使太魯閣充滿靈氣與神秘感。另外，由

於高山孤立，每座高山都受到生殖隔離的作用，成為生態獨立的高山島嶼。高落差

地勢造成亞熱帶到亞寒帶氣候垂直分布，滋養種類繁多的動植物，高山島嶼特性造

就許多珍貴的特有物種。 

 

3.石灰岩區植物最是特別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森林茂密原始，園區涵蓋海濱到高山的變化，落差 3,742 公

尺，複雜多變的氣候、地形及植群，超過 1,500 種植物分布其間，成為野生動物的

重要棲息地。臺灣 80%的留鳥、半數的陸生哺乳動物、250 種蝴蝶，數以萬計的昆蟲

種類，都可以在這裡發現。 

  植物中又以生長在石灰岩環境的植物最為特別，像是太魯閣繡線菊、太魯閣小

米草、太魯閣小蘗、清水圓柏等等，都是太魯閣僅見的特有種類。另外，南湖大山

群峰也是臺灣高山生態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每年的雪季有 4 個多月，高冷的環境很

適合高山動植物生存，因此保留了許多特有及罕見的種類，石灰岩植被和高山植物，

可說是太魯閣國家公園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資源。 

 

4.太魯閣族遷入超過 200年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蘊藏著史前遺址、太魯閣族文化及古道系統等豐富人文史蹟。

目前園內及周邊發現 8 處史前遺址，其中最著名的是「富世遺址」，位於立霧溪溪

口，屬國家第三級古蹟，在此發現直立於地表的單石，為距今 2,000 年的新石器時

代晚期文化。本區原住民太魯閣族，兩百多年前從濁水溪上游遷居至此，他們選擇

立霧溪流域靠近山腹的小臺地聚居，目前發現的部落遺址有 79 處，比鄰山水，太魯

閣人過著狩獵、捕魚、採集與山田焚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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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方面，從仁和至太魯閣間沿清水斷崖的道路，早期名為北路，於清領時期修築，

為蘇花公路的前身；合歡越嶺古道是日治時代修建，以「錐麓大斷崖古道」保存較

完整；園內最著名的中部橫貫公路，開鑿過程艱辛，一斧一鑿的血汗拓建，成就這

條風景優美的國家景觀道路。 

二、石梯坪 

  石梯坪位在花蓮縣豐濱鄉石梯灣的南側尾端，整個區域是一個面積極大的海岸

階地，海蝕地形十分發達，海蝕平臺、隆起珊瑚礁、海蝕溝、海蝕崖等觸目皆是，

尤其是壺穴景觀更是堪稱臺灣第一。 

 

1.歷史人文 

  石梯坪部落是由港口部落的部分族人遷移至

此形成的，主要族群是阿美族，其次是漢人，語

言以阿美族語為主，漢語其次。祭典儀式、音樂

舞蹈和生活方式，和相距 2 公里的港口部落類似，

其中六月中旬的捕魚祭，和七月下旬的豐年祭為

此一地區的主要活動。 

2.地理環境 

  石梯坪是花東海岸珍貴的珊瑚礁海岸，珊瑚生長原在鬆軟的熔結凝灰岩之上，

受海水的沖蝕，少數幾處具有小型海蝕平臺；因此，珊

瑚就形成在被沖蝕的平臺上，地殼抬升而形成珊瑚礁平

臺。 

石梯坪整個區域是一個面積極大的海岸階地，海蝕地形

十分發達，沿濱有海蝕溝、海蝕門、海蝕壺穴、溶蝕盤

等海蝕地形發育。離水的桶狀海蝕壺穴為本地特殊地景。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 石梯坪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2 石梯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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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蝕溝 

  在石梯坪，可以看見許多狹窄的「溝」與海岸線垂直，

這些凹入海岸的溝，是海水沖蝕形成的，所以稱為「海蝕

溝」。 

  在單面山北側，有一條東西向的海蝕溝，底下已被海

浪沖蝕甚寬，但表面卻只有一條窄縫，每有大浪撞擊時，

大量海水沖入，並由狹縫中噴出，空氣壓縮的爆鳴聲與海

水噴泉相應，頗為壯觀。 

 

4.潮間帶 

  從石梯坪南區遊客中心旁的步道走下，會到達一處

廣闊的潮間帶，農曆初一、十五前後幾天的中午，大退

潮時，是觀賞潮間帶生物的最好時機。 石梯坪常見的海

膽有梅氏常海膽、白棘三列海膽、口鰓海膽等。常見的

寶螺有古時候當貨幣的黃寶螺、金環寶螺、雪山寶螺、

阿拉伯寶螺。礁岩上，亦可發現石鼈和蜑螺。  

三、白楊步道 

  白楊步道原為臺灣電力公司的施工道路，如今已整建為平緩寬闊的步道，適合

週末來此健行。步道從入口至水簾洞一段，長約 2 公里，來回約需花費 3 小時，而

途中也需經過 7 個隧道，沿途可欣賞峭岩山壁、溪水潺流的景觀，其中在第三個隧

道附近，轉入了塔次基里溪流域，為峽谷景觀較壯麗的精

華路段。 

步道沿途行經白楊橋後，白楊瀑布自遠處山壁的高處直洩

而下，並彎流至下層瀑布，構築成壯麗的風景，從觀景臺

上可清晰仰望，從峻嶺間傾瀉而下的白練瀑布，景象令人

嘆為觀止。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3 石梯坪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4 石梯坪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5 白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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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人文 

  白楊步道是西元 1984年臺電為了開發「立霧溪水力發電計畫」，所闢建的施工

道路之一，當時臺電陸續完成 6條施工道路，引起學界、媒體、營建署關注，擔心

一旦計畫完成，立霧溪中游的水皆被引用發電，

下游河床將乾涸，靠立霧溪水切割所形成得太魯

閣峽谷，將無水而難以繼續發育，峽谷景觀將大

受影響，經建會彙集各方意見決定擱置「立霧溪

水力發電計畫」。白楊瀑布美麗的景觀，也因施

工道路的闢建，才得以讓人容易親近。 

2.地質地形 

  地質 : 片岩、黃鐵礦、石英礦或水晶。 

地形 : 走在白楊步道上，隨時可欣賞峽谷溪流景觀。長滿植物的山壁上有苔岩流，

隧道裡也會滲出如小雨滴般的水，甚至有從隧道頂端傾洩而下，如水濂一樣的大水。

步道倚著瓦黑爾溪和塔次基里溪蜿蜒曲折前行，一側是深谷，另一側有時是陡峻的

山壁，有時是平緩的山坡。 

3.生態環境 

  步道全線動植物生態非常豐富。沿途稍留意，可在樹梢看見到中海拔的留鳥，

灰喉山椒、紅嘴黑鵯、赤腹山雀、繡眼畫眉，成群出沒，還有叫聲尖銳的頭烏線。

臺灣彌猴也可說是這裡的常客。 

  因步道是石灰質地質，在裸露的峭壁上，常可

看到見的有臺灣蘆竹、萬年松、車桑子、無患子等

岩生植物；坡度較緩的地方，樹木多了，層次也較

豐富，最常見的是臺灣土產的山肉桂；溪谷邊緣最

多的是向楊植物，像黃麻、構樹、五節芒、山鹽青

等。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6 白楊步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7 白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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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楊瀑布 

  白楊瀑布位於三棧溪切入立霧溪的河口處，由於立霧溪溪水流量大，因此侵蝕

度遠大於三棧溪，河床間形成明顯落差，而形成壯觀的白楊瀑布景觀。昔稱為「達

歐拉斯瀑布」，泰雅族語為「斷崖瀑布」之意。

走出第五隧道，可見飛瀑傾瀉而下，幾經轉折

而注入塔次基里溪。湍急的水流注入水潭，而

強勁的水流激濺起水花，受陽光照射下，劃出

美麗繽紛的彩虹，景色迷人。而瀑布下方設有

觀景平臺，在此可近距離的感受瀑布的魅力，

也可觀賞塔次基里溪匯入形成的明淨水潭及峽

谷風光。 

五、燕子口步道 

  沿著中橫公路到達燕子口，立霧溪峽谷在此變得更狹窄了，從這裡向西延伸到

慈母橋，是立霧溪峽谷最膾炙人口的一段。燕子口步道從燕子口到靳珩橋，途中可

欣賞太魯閣峽谷、壺穴、湧泉、印地安酋長岩等

景觀。 燕子口步道現有簡易的人車分道設施，惟

路面狹窄，經常造成交通壅塞情況，因此太管處

便在這個路段，新開鑿兩座隧道，及興建一座橋

樑，讓車輛行駛隧道，舊公路則改成單向之步道

及車道，工程完成後，步道可延伸到錐麓斷崖，

讓遊客能在步道上自由欣賞峽谷景觀。 

1.歷史人文 

  靳珩公園是為了紀念中橫公路開闢期間，不幸犧牲的靳珩段長所建，公園中有

靳珩段長塑像、合流工程處殉職員工紀念碑、及小型商店，而商店外的觀景平臺，

則是欣賞印地安酋長岩最佳的位置。燕子口步道可說是一條兼具地形、生態與人文

特色的步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8 白楊步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9 燕子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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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地形 

  燕子口的地形是立霧溪水歷經久遠的歲月所切

割雕琢出來的，像印地安酋長岩即是其中一個令人

嘆為觀止的佳作；石灰岩崖壁上的壺穴，並非是燕

子鑿出來也不是燕子窩，是地下水出口和立霧溪水

侵蝕所造成的，燕子們於其間覓食嬉戲，因而得名。 

 

六、砂卡礑步道 

  砂卡礑步道原稱為「神秘谷步道」，近年才改回原名，是泰雅族語「臼齒」之

意，相傳泰雅族祖先在開墾時挖到臼齒而得名。砂卡礑步道沿山壁闢建，行於步道

上，沿途可欣賞溪水的碧綠清澈、美麗的岩石褶皺及蓊鬱的林木景觀，也因步道循

壁修築，須特別小心頭頂上方突出的峭壁。除此之外，沿路的生態景觀豐富，展現

無限的生機，為最佳的自然觀察地點。步道兩旁坡度平緩處，高山林木鬱鬱而生；

坡陡之處，岩生植物低矮遍佈。茂密的山林及清澈的溪水，也提供適合動物的棲息

環境，溪中常見魚、蝦、蟹、水生昆蟲及蛙類，步道上則能瞧見昆蟲、蝶類、蛇類

及山鳥的身影，偶爾還能發現哺乳類臺灣獼猴，滑盪於樹林間。 

 

1.歷史人文 

  砂卡礑位於砂卡礑溪與立霧溪的匯流處，日據時代，太魯閣族據守河谷險要，

茂密森林中陰涼的路徑交錯難辨，日人不得其入，而得「神秘谷」之美名。 

砂卡礑步道是日治末期時所興建，目的是為發展立霧溪峽谷的水力發電。1940 年，

日本政府於太魯閣興建立霧溪發電廠，在溪畔興建水壩，並開鑿輸水隧道，引立霧

溪水至發電廠發電，輸水隧道在砂卡礑溪谷的上方，以大型水管銜接溪谷兩側，將

水輸送至發電廠。因此，步道最初修建的目的，便是為維修水壩及大小水管而建立。

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後，便將此路規劃成景觀型步道，並加強沿線的安全措施，增

設觀景臺及解說立牌，讓遊客在徜徉大自然中，還可以做自導式的學習。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1-10 燕子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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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生態 

  步道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沿途常見青斑鳳蝶、紫斑蝶、枯葉蝶等翩翩飛舞，

有時更可看到群蝶吸水的奇觀景象；而仔細聆聽，

紫嘯鶇的叫聲尖銳，但唱起情歌卻婉轉動聽；清

澈見底的溪床，是魚、蝦、蟹、水生昆蟲及蛙類

的溫暖故鄉；步道上，各種昆蟲、蝶、蛇、山鳥，

短暫休憩覓食；偶而，抬頭一看，茂密林葉間還

能發現臺灣彌猴嬌小的身影。  

 

3.地理環境 

  砂卡礑溪流路程短，水流湍急，且水中含沙量少，因此即使是颱風豪雨之後，

溪水仍能保持清澈湛藍。在此可觀察匯流口附近堆疊著的石頭，這也是因岩石崩落

後未經常長距離的滾動，而保有大塊巨石的樣貌。 

砂卡礑溪水終年清澈碧藍，彷如遺世的秘境，整條步

道沿砂卡礑溪向前延伸，而河床上巨岩林立，當溪水

流經此處的大理石岩，其釋放出所含的碳酸鈣成份，

而使溪水呈現碧綠湛藍的顏色，景緻十分迷人。 

 

 

 

七、長春祠 

  於中橫公路長春隧道西口，坐落一座精巧莊

嚴的長春祠，外型為唐代廟堂式的建築，古典而

雅致，祠內供奉著爲興建中橫公路而殉職的 225

位築路英雄，而祠旁的湧泉由山壁間傾瀉而下，

形成白絹飛瀑，為中橫公路著名的「長春瀑布」。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1 砂卡礑步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2砂卡礑步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3長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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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人文 

  民國 47 年(1958 年)，中部東西橫貫公路修建期間，為了紀念闢建中橫公路而

不幸罹難的築路人，而在此修建長春祠，祠中也刻有殉職築路人的姓名。 

 

2.地理環境 

  沿著長春祠周圍的環形步道，壯闊的峽谷風情及幽幽的曲流風光，盡收眼底。

而祠後的之字型階梯，約莫 380 階。又因河水不斷衝刷坡腳，而致使邊坡平行式的

後退。 

八、長春祠步道 

  沿中橫公路長春橋頭旁的舊道而下，即是

長春祠步道，再沿著山壁小徑行走，便可尋覓

長春祠。步道延伸至長春祠的後方，此處可見

的是坡陡的「之」字型階梯，又因其延伸而上，

而得「天梯」之美名。若循天梯而上，可經觀

音洞、太魯閣樓而抵鐘樓，俯瞰立霧溪的曲折

河道及峽谷，可飽覽獨特之美景。 

 

九、錐麓古道 

  錐麓古道，為日治時期合歡越嶺道的一部分，沿途留有部落遺址、紀念碑等，

極具歷史文化價值，因此被劃設為「史蹟保存區」。民國 97 年，經太管處整修維護

後，重新對外開放，欲前往參觀的民眾需提前向太管處提出入山申請。錐麓古道部

分路段橫越錐麓大斷崖，路面狹窄，與立霧溪溪谷垂直落差約 500 公尺，屬於挑戰

性高的步道。 

1.歷史人文 

  錐麓古道早期是太魯閣族各部落間的聯繫要道，原路徑只有 30 公分，僅容得下

併合的雙腳。直至民國 6 年，日本人強徵太魯閣族壯丁，以繩索綑綁腰際，自斷崖

頂垂懸而下，以鑿洞埋設炸藥，將小徑拓寬至 1.5 公尺，以便通行或載運火砲，開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4長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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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過程既艱辛又危險。 

 

2.地理環境 

  錐麓斷崖和福磯斷崖皆由大理石岩所構成，因地

势不斷隆升，又因立霧溪侵蝕下切作用劇烈 

，而切穿三角錐東南稜，因大理岩不易崩落而形成險

峻的斷崖地形。 

 

十、錐麓古道 

  錐麓古道是合歡越嶺道的遺跡，也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唯一的「史蹟保存

區」，因路段險峻，某些路段甚至崩毀。近年在太管處的整修維護下，繼民國 93 年

完成燕子口－巴達崗－大斷崖－紀念碑路段修復工作外，全程亦陸續修復，並配合

步道承載量管制的方式，讓山友提前申請進

入，目前開放全線 10.3公里。錐麓古道修築

於海拔 750 至 780 公尺之間，行於其間，雲

霧繚繞，高聳山崖矗立眼際，彷彿置身於仙

境，此也為古道最精華的路段。 

 

十一、錐麓斷崖 

  行過靳珩橋，來到中橫公路 178K 之處，垂直

陡立的大理石峭壁矗立眼前。因立霧溪切穿三角

錐山之稜，而形成兩斷崖，公路上立霧溪對岸為

錐麓斷崖，而另一側則是福磯斷崖，兩斷崖相距

僅 20 多公尺。斷崖下的公路段為一寬闊的路面，

由此仰望高聳的斷崖，似乎望不見斷崖頂端，若

仔細觀察，將發現兩峽谷頂端所透出的天空線條，

由西向東宛若臺灣的外形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5錐麓古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6錐麓古道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7錐麓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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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慈母橋 

  慈母橋位於綠水東側約一公里處，以大理石為護欄，別具特色。立霧溪在此有

幾近九十度的轉彎，而荖西溪在此注入立霧溪，是兩

溪的匯流口，因此這裡稱為「合流」。從慈母橋向東

望去，仍是大理岩峽谷，以西的峽谷則變得開闊。  

  慈母橋是一座形狀美麗的紅色大橋，位於天祥以

東 3公里處的中橫公路上，為立霧溪與其支流荖西溪

的匯流處。  

   

 

 

  民國 79 年因颱風來襲，荖西溪山洪暴發，造成慈母橋

橋墩受損。新橋於民國 84 年 5 月完工，橋長 136 公尺，寬

9.9 公尺，為斜張鋼橋，它在護欄的設計上也是採用白色大

理石，橋頭橋尾各設有一對白色大石獅。  

 

   

慈母橋東側橋頭建有「慈母亭」，是先總統蔣中正為紀念母親王太夫人所建，而橋

中段旁的青蛙石上有「蘭亭」，看似青蛙頭上戴著皇冠，這是經國先生為紀念其母

所建。 

 

十三、九曲洞 

  九曲洞隧道全長 1220公尺，是中橫公路最長的隧道。

全長二公里的九曲洞步道，是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段，

步道緊倚著高山深壑，向下俯瞰則是急湍的立霧溪水，

兩岸山壁緊峙，鬼斧神工與險峻的地勢令人讚嘆震懾。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8慈母橋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19慈母橋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20 九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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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人文 

  九曲洞步道原本是中橫公路舊道，為疏解中橫公路交通及讓遊客便於欣賞峽谷

景觀，維護遊客安全，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擬定人車分道計畫。民國 85年九曲洞

隧道開通，讓車輛行駛隧道，原中橫路段則改成人行步道，使遊客能在沒有車輛的

干擾下，悠閒地欣賞太魯閣峽谷景色。沿途樸拙的隧道與山壁，仍保留著當年開鑿

中橫公路時敲打鑽子留下的鑿痕。此外，早年日本人為開採立霧溪砂金所開鑿的

「採金道路」，懸在步道外岩壁窄小的路跡仍清晰可見。九曲洞步道路面寬闊平緩，

是一條大眾化的遊憩步道，和戶外的地質教室。 

 

2.地質地形 

  九曲洞附近山壁有多條岩石裂縫向上延伸，這是斷

層，斷層是地殼運動擠壓造成岩石斷裂錯動的地形。由

於造山運動劇烈，因此斷層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都可以

輕易發現。 

 

 

3.生態環境 

  遨翔在峽谷中的燕子，是這裡最容易看到的鳥類，他們在峽谷中覓食，也在隧

道中築巢養育幼鳥。上升氣流則是受峽谷地形影響而產生大氣流動的一種特殊現象。 

 

十四、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位於蘇花公路和仁至崇德之間，長約 12 公里的路段。其中清水山東南

大斷崖，絕壁臨海面長達 5 公里，非常壯觀。行於此路段，呈現眼前的險峻的殘岩

斷壁與無垠無際的汪洋萬頃，而如此驚險的路段也讓人不禁緬懷拓荒者的艱辛，如

同閱讀山海與人之間驚心動魄的感人篇章。 

 

 

資料來源：太魯閣國家公園 

圖 3-1-21 九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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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1-22 清水斷崖 

 
 

1.地質地形 

 

  臨海懸崖所連成的大塊石崖，海拔高度從海平面至 2408公尺的清水山，沿線山

嶺高聳，地勢陡峻，幾成 90度角拔起於太平洋，高度均在 800 公尺以上，氣勢雄偉。

千萬年來巍然矗立於臺灣東

岸。 蘇花海岸地區歷經多次板塊

碰撞與隱沒作用， 

又位於山海交接地帶，造就斷層

崖壁、三角洲、溪谷及海岸等豐富特殊地質地形

景觀。  

 

十五、匯德景觀道路 

  位於匯德隧道北口處，匯德隧道長約 1460公

尺，是蘇花公路上最長的隧道，其中有一段舊蘇

花公路已規劃成為匯德景觀步道，開放路段長約

700公尺，於步道約 600公尺處臨海路段，設有 1

座觀景臺及｢臺灣十景—清水斷崖｣石碑，為眺望

欣賞清水斷崖海岸景致絕佳地點。  

 

 

十六、七星潭 

  七星潭是花蓮縣唯一的縣級風景區，乍聽之下似乎是一個星星狀的湖泊地形，

但初到七星潭，肯定會被那新月型的海灣給迷惑，又稱月牙灣的七星潭是個湛藍的

礫石海灣，海灣的末端依著高聳的中央山脈，那幅山海邂逅的畫面讓多少人為此陶

醉。位於新城鄉東北角海濱的七星潭，除了弧形海灣令人著迷外，海水潔淨蔚藍，

清晰可見浪濤中的石礫，原本只是一處平靜的小漁村，因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

環境，加上簡單的賞景步道、海邊亭臺、觀日月樓、賞星廣場等設施，讓遊客都能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1-23 清水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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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徜徉於碧海藍天之中。夜間無光害的海灘無論賞星、賞月或只是單純想聽聽石

礫與海濤的歌唱都是最佳選擇。 

 

1.歷史人文 

  歷史記載，一九三六年日本人為興建沿海飛行場，將原本的七星潭填平，七星

潭住民遷到現在的七星海灣一帶居住並自稱是七星潭人，久而久之該海灣也被稱作

七星潭。 

昔日七星潭是小漁村，雖該海域缺乏天然灣澳，但因黑潮流過，帶來各種迴游的魚

類資源，沿岸的流水深且急，近海魚群在此匯集成天然漁場。早期七星潭捕魚方式

是以「牽罟」，也就是乘著竹筏出海撒網，

再由人力拉拔上岸的方式捕魚。至日治時期

引進定置漁業的技術。目前七星潭由北至南

有東昌、朝金、嘉豐等三處定置漁場，依地

形、潮流設置漁網，不同季節的魚群會隨潮

流進入漁網，漁民一天分清晨、中午和傍晚

三個時段作業，也有漁民在旺季時駕著塑膠

筏出海捕魚。 

 

 

2.自然生態 

  七星潭設有濱海生態的解說牌及利用防風林闢建的海濱植

物園區，這兒是觀察海濱生態的重點區塊。尤其是以木麻黃為主的防風林，有效地

阻滯了強烈的東北季風和來自海洋的鹽害，保護了新城大漢和北埔一帶的村莊和農

地。若是看到海面上一條條白色圈圈圍起來的就是定置漁網，這是七星潭最著名的

捕魚方式，這可不是任何海域都可以用的，還必須有洋流經過，從菲律濱海域沿臺

灣東部向北流的黑潮正好經過這裡，帶來了豐富的漁穫。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1-24 七星潭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1-25 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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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環境 

  七星潭實際上是受大陸板塊與歐亞板塊造山運動擠壓形成的星月型海灣。從七

星潭到奇萊鼻北側海岸，因地殼隆起形成海階地形，由於季風的影響，海岸受到海

浪不斷的衝淘刷洗，侵蝕型的海岸一覽無遺。在奇萊鼻處的海岸線向海突出，海灘

因而遍佈著河流所遺留下來的大小石礫，這些

石礫在海浪經年的來回淘洗下，成為渾圓的鵝

卵石或晶瑩剔透的小石子，由於海浪回洗力量

大，沙都被帶回海底，留在灘上的，便只有一

大片潔白、晶圓的美麗小石。此處的石頭還有

一個特色，充滿粗細不同的線條，為石頭中的

礦物被擠壓後再凝結而成，因而有「石畫岩」之稱。 

4.舉辦活動 

  七星潭是看日出、賞星、賞月都相當適宜的礫灘，不僅是遊客喜愛，因其鄰近

花蓮市區，連在地人都習慣下班後三不五時來海邊散步，享受夏日餘暉與海灘風情。

是個只要喜愛自然的人就會喜歡的地方，不需要特別安排旅遊活動。當地原為漁村

的社區也發展出深度旅遊的模式，每年在暑假期間都會有傳統捕魚方式「牽罟」的

體驗活動，並且提供遊客認識社區的漁村文化的機

會，歡迎遊客與社區發展協會接觸。此外，沿著七

星潭自行車步道長揚再海風中更是許多人來到七星

潭必嘗試的旅行方式之一，而在這裡也有相當多單

車行在此提供租車服務。 

 

 

十七、七星潭自行車步道 

  全國首創的花蓮兩潭自行車道騎乘路線為七星潭至鯉魚潭，總長 35.3 公里。從

「德燕濱海植物園區」開始為自行車步道起端，進入七星潭風景區，可沿著美麗的

月牙灣畔乘風旅行，是整段單車道風景秀麗的部份。再往南可透過木梯上至四八高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1-26 七星潭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1-27 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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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1-29 七星潭 

 

 

地、環保公園之後進入花蓮港跟南濱公園區，這段路程緊臨花蓮港，常和貨輪並肩

前進，宛如鐵馬巨輪激烈競賽，非常有趣。 

十八、七星潭遊客藝文中心 

  由七星潭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的遊客藝文中心位在社區祭祀中心鎮星宮前，於民

國 100 年成立的遊客中心，讓遠方來的遊客能有一個舒適休息的地方，在感受到美

麗海灣的熱情後，無論炎炎夏日或寒冷冬季，都能喝喝咖啡、看看報紙，了解七星

潭在地的人文故事及自然景觀。中心裡陳

列了許多具有花蓮在地社區特色的紀念品

供遊客選購，另外有豐富的導覽資訊，社

區將有專人免費為遊客導覽解說，讓人除

了感受這片壯麗的美景外，更深入的了解

七星潭的在地文化。 

 

 

十九、礫石海灘 

  七星潭最為人知曉的莫過於壯麗的海

灣，夏季約早上五點多就可以到海灘旁期

待在黑暗中乍現光芒的太陽，躺在礫石灘

上看見天空從黑暗轉為微亮，在看火紅的

太陽從海面上升起，日出東方照亮七星潭，

海面波光粼粼讓人充滿光亮與希望。夜晚時，

於農曆十五前後到海灘上感受海上升明月又是另外一種收穫，還可以享受海水與礫

石親吻的激情聲響，讓人如同沐浴在一場音樂饗宴中。若要賞星則要趁沒有月光的

晚上，無光害的海灘除了可以上一堂完整的星象課外，連銀河都會清晰地出現在眼

前。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1-28 七星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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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花蓮地區的對外交通分為三種，首先是火車屬於環島鐵路網一部份的北迴鐵路

與南迴鐵路；在公路上，則有蘇花公路和南迴公路；至於空中交通的部分，花蓮市

機場距離市區約 30分鐘車程，可再轉搭計程車或公車到市區。 

前往花蓮旅遊最推薦的交通方式，第一推薦則是自行開車遊覽，優點是能夠隨興停

駐觀賞沿途所發現的美景，不會錯失任何一處令人流連忘返的景色，再者花蓮境內

公路系統皆有便利的指標牌與導覽圖，提供相關的旅遊資訊。 

在此報告中，則是以火車作為交通工具，遊玩花蓮。搭乘火車的機動性，雖然無自

行開車遊玩來的方便。但，選擇火車的話便可安心的欣賞花東縱谷和太平洋的美麗

景色，搭配池上地區的火車便當，一次滿足視覺和味覺，是非常奢持的體驗。 

 

以下是四種交通方式的介紹： 

 

一、自行開車 

臺北出發： 

有 2006 開通全臺隧道總長第一的，雪山隧道、北宜公路或是濱海公路，經蘇澳通過

蘇花公路（臺 9 線）到達花蓮後，便接臺 11線到達東海岸。開車的沿途皆能夠欣賞，

臺灣東部的海景及花東縱谷延綿的山景。 

 

高雄出發： 

若是由高雄出發，有兩條公路可供選擇。分別為南橫公路以及南迴公路。 

南橫公路： 

 南橫公路，到達池上後，轉臺東方向，接臺 11線，經東海岸至花蓮。 

 南橫公路，接臺 9線往北，經縱谷至花蓮。 

南迴公路： 

 南迴公路，往臺東方向，接臺 11線，經東海岸至花蓮。 

 南迴公路，至屏東縣楓港，接臺 9線往北走，經縱谷至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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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麗娜輪 

1.自行開車： 

路線一：國道五號：由國道一號(中山高)至汐止系統交流道轉走國道五號(北宜高速

公路)，過雪山隧道由蘇澳交流道下往臺 9 號方向行駛，到花蓮市後，循中山路南行

至底，左轉至海濱路，接港口路，再右轉至港濱路即可到達。 

 

路線二：由國道三號(二高)至南港系統交流道轉走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過雪

山隧道由蘇澳交流道下往臺 9 號方向行駛，到花蓮市後，循中山路南行至底，左轉

至海濱路，接港口路，再右轉至港濱路即可到達。 

 

2.大眾運輸： 

(1)可於圓山轉運站(圓山捷運站旁)、南港展覽館站搭乘國光號 1879 直達南方澳碼

頭。 

(2)葛瑪蘭客運 (臺北轉運站/科技大樓站/板橋轉運站) 到羅東轉運站轉搭國光客運

1766(頭城-南方澳 30分/班)在進安宮站下車。 

(3)蘇澳火車站搭乖國光客運 1766(頭城-南方澳 30 分/班) 或是搭武荖坑風景區-豆

腐峽風景區的接駁車到進安宮站下車 

3.GPS帶路： 

花蓮港：N 23.980355‧E 121.620028 

蘇澳火車站：N 24.595012‧E 121.851339 

南方澳遊客中心：N 24.584456‧E 121.864367 

 

三、火車鐵路 

車站資訊 

臺鐵火車時刻表查詢：http://www.railway.gov.tw/tw/ 

臺鐵客服電話：0800-765-888（限市內電話） 02-21910096 

花蓮火車站電話：(03)8355941 

http://www.railway.gov.tw/tw/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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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火車站地址：花蓮市國聯一路 100號 

 

四、飛機航班 

臺北-花蓮 

復興航空： 

http://www.tna.com.tw/ 

訂位與客服專線：4498123 

手機訂位專線：(02)4498123 

 

高雄-花蓮 

華信航空： 

http://www.mandarin-airlines.com/ 

訂位與客服專線：(07)8026868 

 

交通部民航局花蓮航空站 

http://www.hulairport.gov.tw/ 

連絡電話：(03)8210768 

傳真：(03)8210750 

服務時間：07:00～21:30 

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機場一號 

 

注意事項 

蘇花公路，常有濃霧與落石，請小心駕駛。 

路況資訊：交通路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 

路況語音查詢專線：(02)23113456#1968 

廣播路況資訊：警察廣播電臺 http://www.pbs.gov.tw/ 

聯絡電話：(02)23888099 

路況提供免費電話：0800-000123 

http://www.tna.com.tw/
http://www.tna.com.tw/
http://www.mandarin-airlines.com/
http://www.mandarin-airlines.com/
http://www.hulairport.gov.tw/
http://www.hulairport.gov.tw/
http://www.thb.gov.tw/
http://www.pb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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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文風采-原住民文化 

一、阿美族(Amis) 

1.人文特色 

(一)嚴密的年齡階級組織： 

雖然會所制度已經消失，但年齡階級的運作依然

盛行於阿美族的村落。而且長幼有序，服從勞動

的觀念依然保存於日常生活當中。 

(二)具感染力的歌舞： 

親和力強、節奏、旋律易感染周遭的人是阿美族

歌謠的一大特色，幾乎各族原住民族都會唱一、

二首阿美族的歌。 

(三)活潑亮麗的服飾： 

從花蓮到臺東，阿美族的服飾大致上分為北、中、南三大系統。但各村的差異性也

不小，故無法一概而論。 

 

2.飲食 

阿美族的野菜世界可謂原住民飲食文化中最佳的代表。根據統計阿美族人日常食用

的野菜至少超過一百種以上，從根、莖、花、葉、果，直到各種山產，溪產、海產

等。 

阿美族的知名美食「杜崙」，是以蒸籠將米蒸熟，

可以捏成飯糰，也可以倒入臼中搗成糕狀，為阿美

族人主食。真正的杜崙是不加任何餡料的，現今栗

米糬則發展出紅豆、綠豆、綠茶、蜂蜜等多種口味：

除小米外，亦有用紅糯米製作。 

阿美族還有一種獨特的「石頭火鍋」：將檳榔葉

柄開頭處的葉梢摺疊成便當盒狀的鍋子，然後倒

入清水與食物，另外同時將石頭加熱，等到石頭燒到紅熱狀態，再以竹片削成的長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1 阿美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2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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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子夾出一粒粒滾燙的石頭，放入檳榔葉製成的鍋子中，一鍋只要三、五個石頭、

連續沸騰三次，食材馬上香味四溢。這樣的料理

方式，是昔日阿美族人在山上工作打獵時，利用

隨手可得天然資源發想出的料理方式。 

 

3.服飾 

衣服為次要的消費生活，平常並不重視，其主要

在禦寒保暖，在節慶時盛裝，男性表現其年齡階

段中之地位。 

衣服可分為常服和禮服。常服：男子冬天穿皮衣、皮雨衣、麻布外衣、丁字褲、夏

天則上裸而下用一丁字褲護陰。女性則有長袖

短衣、短袖上衣，下有圍裙，在夏天上身赤裸，

下身為一裙。 

禮服：為盛裝時穿，男友羽冠、綁褲、長外上

衣。女有珠冠、裙、有袖上衣、男女各有檳榔

袋，十分美觀。 

 

4.居住 

大多集中居住，多數部落為大聚落。因防衛之需要，部落周圍以竹枝排樹為籬，每

一家庭周圍種植檳榔與椰子等樹木為成庭院。一般家庭由住屋一棟、廚房一小間，

畜舍三、四間組成。住屋地基為長方形，有橫長與縱深式，以正門開在縱面或橫面

為區別。其建材以木材、竹、藤與茅草為主。以木材為樑柱，木板或竹片或茅管築

壁，茅草蓋頂，以藤皮捆綁，藤條製床，室內之大部為藤床。屋頂為兩坡式。前面

簷下有廊柱，牆短而屋頂面積甚大。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3  阿美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4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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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度祭典 

(1) 捕魚祭： 

大致在六～八月之間，捕魚祭代表年度的終止。傳統上以毒籐毒魚，目前多改為撒

網、垂釣或漁撈。為男子的活動，女性禁止參與。 

(二) 豐年祭： 

是阿美族的過年。原始意義為感謝神露的宗教活動。 

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初。各村有自發性的豐年祭，時間由一～七天不等。是真正表

現阿美族文化的祭典。 

按照傳統的習俗，豐年祭在夜晚揭開序幕，第一天禁止女孩子參與，最後一天則是

女孩子必須全部參加。並由女孩子的歌聲作為結束。 

舞蹈時也有一個社會規範:依次由年齡階級高者帶頭領唱，每一階級依序圈舞，不能

混亂。未到或遲到者甚至要罰錢 

 

二、太魯閣族(Truko) 

1.人文特色 

(1)太魯閣族為父系社會 

以山田焚墾的農業為主，婦女多善織布，以精湛繁複的編

織技術聞名。紋面、獵首(出草)是過去太魯閣族的獨特習

俗 

(2)紋面精神 

對於族中男子而言，代表著具備勇士與英雄的精

神，女子紋面代表擅織及美德，尤其紋面是女子

論及婚嫁的必備條件；傳說中只有紋面的族人，

死後才能通過祖靈橋到靈界。 

(3)在太魯閣的傳統習俗中，狩獵不僅要學會野外求生，登山技術更要高人一等。 

首先要瞭解獵物的生態環境，觀察獵物的路徑，知道捕捉的時間、地點和工具，認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5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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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可食的植物、辨識毒蛇等，懂得如何渡河、砍材取火等技能。狩獵是太魯閣族男

性展現英勇及智慧的指標，也是族群合作的象徵。擅長狩獵的人是受到族人的敬重。 

2.飲食 

靠山吃山的太魯閣族，傳統食物以肉食為主，包括山豬、

山羌、山羊、猴子、及飛鼠。以甘藷、芋頭及粟為主食，

竹筒飯、香蕉飯是最具特色的食法。加上唾手可得的野

菜，如山蘇、過溝菜蕨、山萵苣、野莧菜、黃藤等。還

有溪魚、溪蝦，都是太魯閣族豐美的佳餚。 

族人非常講究飲食禮儀，平常家人可以一起用餐，但是

一定要先等客人食畢，小孩子才可以上桌，同時必須把

最好吃的內臟，獻給最年長的人吃。吃飯前要向

祖靈獻祭，如敬酒儀式，吃完飯也要從嘴巴到至

肚臍擦上灰燼，意思是感謝祖先賜給我們豐盛的

食物。 

早期太魯閣族的食器都是就地取材，竹子做成杯

子，木頭做成碗盤。現在許多以餐廳改良傳統

飲食推出的太魯閣風味餐，除了山產外，加上

土雞、麻糬等配菜，讓旅客也能愉快地品嘗太

魯閣族的傳統美食。 

3.服飾 

太魯閣族服飾具有濃厚的表現創意，並由不同

的圖紋來表示民族的特徵，在織物的款式、形

制、色澤、紋路及質地上，都隱含著這個民族

特出的風格。太魯閣族是運用服裝上的表現，

資料來源：原住民

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6 太魯閣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7太魯閣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8 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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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絲萬縷的組合出他們的紋樣信仰，和他們紋面的習俗也有關聯。 

太魯閣族的男女服飾： 

太魯閣族傳統服裝的形制式綜合了縫製式及披掛式服裝的形式，傳統服裝分為日常

服與工作服、禮服等。 

日常服：太魯閣族人平日休閒在家時的穿著，大部分是素色麻布衣。主要達到保暖

遮身就可以了。 

4.居住 

傳統上，太魯閣族的部落規模小、人口數

偏低，一般部落都只有數十人左右，超過

兩百人的部落非常少見。太魯閣族聚落的

特徵為分散式的部落型態，其型態特徵為

一個部落內家屋分佈多處，有單戶也有幾

戶同住。每個家戶與其鄰居間的距離最小

都在 20 至 30 公尺以上，甚至同一個部落，

卻分佈在幾個相互分離的住區，彼此相距

數公里的路程。太魯閣族的部落呈現不規

則的分布狀態，是沒有規劃性整齊排列的聚落，部落內的人大多同屬一血緣者居住。 

散居型態及血統組合的形狀下，一個部落內會擁有數個或十幾個社區。每住區的成

員，其之間通常是同胞兄弟或父方的兄弟。以太魯閣族東部地區聚落來說，由於原

山區地理條件的限制，使得族人散居的方式，一個住區人滿之後，就必須分出人員

到其他適宜的地點另覓居地。 

太魯閣族居住的空間之選擇，考量其安全性、防禦性，以及具有生活所需條件的空

間，大多選擇於山腰臺地的區域。聚落空間可以分為部落區及狩獵區。部落內空間

類型亦可分為家族私有區域或部落公有區域。家族私有區域包括家屋、耕地，部落

公有範圍包括原野、道路、河流與湖泊。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9 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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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祭典 

(一)重要祭儀-祖靈祭： 

對祖靈保持敬畏與崇拜是太魯閣族原始信仰，每年到了小米收割之後或小米入倉後，

舉行祖靈祭，族人會以虔誠的心祭拜祖靈，感謝祖靈之庇佑，今歲五穀豐收家庭安

康美滿。 

祖靈祭又稱作豐年祭，實際上豐年祭是以祭

祀祖靈為核心，約八月間這時是農閒時期，

男子上山狩獵，女子在祭典前完成織布與釀

製小米酒。族人集聚在跳舞狂歡，享用美食。

如果有正在戀愛中之男女即將成婚，長老會

將他們介紹給族人，並宣布他們將會正式結

婚成家的訊息。活動持續至傍晚才結束，在

長老再次帶領感謝祖靈期望明年農作更豐收

祈禱完畢，整個祭儀才算全部結束。 

 (二)感恩祭 

太魯閣族以「感恩祭（Mgay Bari）」為每年舉

行最大祭儀活動，傳統上太魯閣族人播種及收割

前，祭司得先去野外樹叢裡四天準備祭神的工作。

獻祭時間是在半夜月亮剛出來的時候，進行為期

一天的祭神儀式。 

祭神完，，族人們帶著祭祀過的物品返回部落，

而此時部落的族人們都希望拿到祭司手中的那

一份供品。部落族人從祭司手中接過摘小米用

的小米竹片刀來（象徵性）的來遮取小米並開始唸著（語意）：『神阿！今年由於

祢的眷顧，我們生活很順利，並且度過豐收的一年，也讓我們生活飽足，我們將我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10 太魯閣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11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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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13  噶瑪蘭族 

們種的農作物及飼養的動物獻給祢，現在我們再獻上對祢的感恩，希望祢歡喜接

納。』 

 

三、噶瑪蘭族(Kebalan) 

1.人文特色 

(1) 噶瑪蘭族是母系社會，巫師皆為女性，且首

領以推舉的方式產生。族人把刺桐花開的時節，視

為新年之始，而特有的文化「香蕉織布」，利用香

蕉樹的植物纖維搭配特殊的編織方式，是相當珍貴

的技能。 

(2) 噶瑪蘭族人最可貴、最引以為傲的地方，在

於日常生活作息中保存了噶瑪蘭文化。以新社族人

而言，保留了噶瑪蘭語言、風俗（如新年祭祖

palilin）、以 metiyu為中心的祭儀（如 pagalavi，

patohoka等）、以及與農漁業相關的祭典（如入倉

祭、海祭），噶瑪蘭族人也恢復或創造了一些傳統

文化（如歌謠舞蹈、豐年祭，香蕉絲織布等），還

建構出與噶瑪蘭族人相關的族群圖騰（如大葉山欖

gasop等）。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

訊網 

圖 3-3-12  噶瑪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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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飲食 

    噶瑪蘭人好生食，「所食者生蟹、烏魚，略加以鹽，活嚼生吞，相對驩甚」。

今日噶瑪蘭族除以稻糧為主食，因臨海之故，各式漁產如醃鹹魚、海膽、海參、各

類海菜海螺為族人家居宴客常見菜餚，此外，族人好食野菜，平日採集之山菜及海

菜到達八十多種，其特有生菜料理，如青苔拌鹽，為噶瑪蘭族獨有的料理。 

3.服飾 

    噶瑪蘭族人栽麻織布為衣，噶瑪蘭族擅長紡織與刺繡，他們使用移動式水平背

帶織布機，以苧麻為主要原料，夾織各色的毛線。噶瑪蘭族更以樹皮或香蕉樹幹抽

絲，再與麻線混織成禦寒蔽體的衣服。 

    噶瑪蘭族最珍貴的傳統技藝為香蕉絲編織，是由香蕉樹取其假莖瓣曬乾撕成蕉

絲的一種編織技藝。花蓮新社的噶瑪蘭婦女目前仍保存著傳統的香蕉絲織布法，相

當罕見。這是噶瑪蘭人的傳統衣著，不過在噶瑪蘭族原鄉蘭陽平原早已經成為絕響。

香蕉絲織布已成為噶瑪蘭族文化復振的紋樣，向世人證實噶瑪蘭人的真實存在。噶

瑪蘭族人香蕉絲紡織的流程為理經、上架、纏梭、織布等。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14  噶瑪蘭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15  噶瑪蘭族 



 

50 

 

 

 

 

 

 

4.居住 

    在房屋型態構造上，噶瑪蘭在房屋型態構造上則

為樁上住屋，馬偕在蘭陽平原所見的平埔族住屋大概

仍多屬樁上住屋但已有漢化趨勢。馬偕極度讚揚樁上

住屋型式認為漢化是一種退步；房屋。平這些木雕版

噶瑪蘭語稱為「asivok」，為社中年長者在閒暇時雕

刻製成，用以裝飾房屋增加美觀。但至清末時，由於

附近地區匪亂，舊屋多數被焚燬，雕刻屋版也隨著消

失。 

 

5.祭典 

(1)除瘟祭 

噶瑪蘭族的慶典中以除瘟祭(kisaiiz)最具特色，是傳統治病及女性入巫的祭儀；而

海祭則是為了感謝大海的賜與和上蒼的庇佑所舉辦的。特殊祭典另有新年祭祖

(palilin)、入倉祭等。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16  噶瑪蘭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17  噶瑪蘭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18  噶瑪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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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祭 

在出海前獻祭海神等精靈，祈求平安與豐收。

「海祭」是噶瑪蘭人一項很古老的傳統活動，

每年初春到炎夏之間，花東海岸噶瑪蘭族的四

個部落會選擇一到數天的時間，在靠近部落的

海灘上舉行海祭，以祭拜祖靈及掌管海洋的神

靈。過去的海祭主要是噶瑪蘭人在出海前獻祭

海神等精靈，祈求平安與豐收。首先，主祭人

誠心恭請海神接受供品，並庇佑噶瑪蘭人來年

討海生活豐收、人人平安；祈福之後，將漁網

與生豬肝放置於竹筏上順著潮水推送而出，恭請海神接受噶瑪蘭人的誠心獻禮。 

 

四、撒奇萊雅族(Sakizaya) 

1.人文特色 

(一)撒奇萊雅族屬於母系社會，採入贅婚，從妻

居，因主要分佈於花蓮奇萊平原，因此同時兼有

漁業以及狩獵等經濟產業。近代因甚早接觸噶瑪

蘭族人，從其學習水田耕作，因此水稻的種植歷

史甚早。 

(二) 撒奇萊雅族的部落裡，同樣有與阿美族

相似的年齡階級，據日本學者的田野資料所記

載，在日治時期德興（sakor）的年齡階級

（sral）是每 5年進階一次。男子從嬰兒成長到 15歲的時期，這個階級為幼年級

（wawa）。15歲到 23歲為青年級（kapah）的預備階級，必須要參加青年組前階級

的未成年組，這個階級稱為 Masatrot，他們必須開始住宿在青年集會所裡頭

（taloan），服從上面階級的命令和指揮，接受訓練。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20  撒奇萊雅族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

網 

圖 3-3-19  噶瑪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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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飲食 

撒奇萊雅族同時兼有漁業以及狩獵等經濟產業，小米和旱稻是最重要的作物。

近代因甚早接觸噶瑪蘭族人並學習水田耕作，因此水稻的種植歷史也頗久遠。因為

撒奇萊雅人多居住於依山傍海的環境，所以海產類也成為平日飲食中不可或缺的一

項食材。早年的主食以小米為主，近年來因為大量種植水稻，所以水稻已經取代了

小米成為撒奇萊雅人的主食。 

3.服飾 

撒奇萊雅族的服飾意涵族群血淚史。依族群歷史，

以「土地有心」的概念，設計以土金色為主色的

服裝，以暗紅長袍搭配，代表族人逃亡時的鮮血

與暗夜的逃亡。至於頭飾的綠色鑲邊，代表部落

的刺竹圍籬；並以淚珠為墜飾，是族人忍辱生族

人忍辱生存的眼淚，於服飾中呈現族群辛酸及不

忘故土的決心。 

 

 

4.居住 

早期撒奇萊雅族人的聚落係採取集居狀態，聚落外圍均種

植濃密的刺竹林便於防衛敵人進犯，同時也建築高聳的瞭

望臺，可以觀察敵情。以前撒奇萊雅族人集合聚會所以及

一般房舍的構造，主柱以堅固耐用的木頭為材料，橫樑則

以竹子為主，鋪設厚實的乾芒草，用黃籐綑綁固定，依據

部分耆老的說法，有時會在屋脊部分紮出像鳥尾

般的高翹形狀。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21撒奇萊雅族族 

資料來源：原住民數位博物館 

圖 3-3-22撒奇萊雅族族 



 

53 

 

5.年度祭典 

(1) 巴拉瑪火神祭 

與傳統豐年祭不同，為撒奇來雅族後人對祖先的追思祭典。，體驗及追緬先民落難

情境。在祈福儀式後，舉行火葬儀式燃燒火神太花棺，祈求火神的靈魂能與族人一

起浴火重生。 

(2)豐年祭 

豐年祭（malaliki）：用木鼓敲擊並在了望臺

上喊叫集合，要參加豐年祭的年齡階級者要馬

上到集會所集合。由頭目會交代擧行時間。預

備階級者則在集會所練習跳舞。所有人都盛裝

參與。第二天擧行盛宴（paklang，關於好事

情的聚餐請客），全部落的人到河中捕魚，然

後在家中吃糯米團，配着抓來的魚吃。 

 

 

(三)收藏祭 

將收成的小米或旱稻（tipus）收藏，但是禁止讓小孩子看到也禁止沒有下過田耕作

的人碰觸。完成之後做糯米糕，此時，隻能吃樹豆和豬肉，做好的糯米糕則用來祭

拜稻神。 

年終時，每戶人家須將當年狩獵物全部拿出來烹煮，並和部落的人共同分享，迎接

新年開始。 

  

資料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資訊網 

圖 3-3-23撒奇萊雅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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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1柴魚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2 黃金蜆 

第三節 在地特產 

一、在地特產 

(1)曼波魚 

曼波魚又名翻車魚(MolaMola)，有著圓圓扁扁的龐大身軀，尾巴短小，加上大大的

眼和嘟起的嘴，外型十分可愛討喜。曼波魚隨黑潮洋流經過花東海岸，是花蓮新城

外海的常客，又稱為曼波魚的故鄉。曼波魚的肉質彈牙、富含膠原蛋白，是養顏美

容的聖品。花蓮在每年 4、5 月的曼波魚盛產期，擴大舉辦曼波魚季，好讓更多人有

機會認識這麼可愛又美味的海洋生物。 

 

(2)柴魚 

鯖科魚類是製作柴魚的主要魚類，包括鯖魚、鰹

魚、鮪魚等，其中鰹魚所製作出來的柴魚最為甘

甜。柴魚獨有的製法與風味，使得料理搭配時更

能誘發出食材的鮮純，成為日本料理中調味的重

要角色。位於七星潭附近的七星柴魚博物館，更

完整介紹了鯖科魚類的一生，另有展售多種食

品供遊客選購。 

 

 

(3)黃金蜆 

花蓮養殖業者利用沙礫地冒出的湧泉活水，養殖顆顆肥

美、品質絕佳、外表呈金黃色的「黃金蜆」。位於壽豐

的立川漁場是國內唯一通過黃金蜆淬取加工 HACCP

認證及 ISO22000 國際認證的水產食品加工廠，立川

漁場不僅培育出多汁鮮美的黃金蜆，更設有休閒體

驗區，讓遊客能夠體驗古時候「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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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3金針花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4 花蓮米 

(4)西瓜 

花蓮擁有潔淨、排水良好的沙礫地，因此能夠培養出清脆且具有「沙沙」口感的優

質西瓜。炎熱的夏季，來花蓮肯定要吃一下這些由農民辛苦栽種的甜美果實，花蓮

縣政府也積極輔導各產區鄉鎮農會建立品牌，目前已有「玉里大西瓜」、「秀姑巒

溪大西瓜」、「鳳林西瓜」、「果艷西瓜」等，每一粒品牌西瓜皆會貼上在地的品

牌標章。 

(5)金針花 

每逢七月至九月 - 金針花開的季節，花蓮玉里的赤科

山以及富里鄉六十石山便呈現黃金般的亮麗色彩，一

大片的金黃地毯常常讓遊客流連忘返。金針花不但具

觀賞價值，口感也相當香甜，色澤黃豔無比。金針花

又有「一日花」之稱，因成熟的花苞為期只有一天，

隔天清晨就是花苞綻放的時候，能夠品嚐到這些

美味金針花的我們，都要感謝當地辛勞的農民。 

 

(6)花蓮米 

花蓮少有工業污染，空氣清新，水質純淨富礦物質，栽種出

的稻米自然優質、口感 Q 嫩有彈性，且花蓮是全臺栽種有機

米面積最廣的縣市，產量可觀。而原住民傳統黑糯米營養價

值高，有助調和脾臟、補氣益血，是天然保健食品。黑糯米

的種植，不但延續原住民務農歷史，更代表了花蓮多元文化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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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YAHOO 

圖 3-4-5 富麗米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6 四高八地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7 花枝羹 

(7)富麗米  

在臺灣最清淨的花蓮東地區，融合優良的土壤與水質，創

造出臺灣「富麗米」的美譽；通過層層考驗，外銷日本、

加拿大的富麗米，深受臺灣各地消費者的喜愛，造成搶購

熱潮，也多次受邀參加國際食品展。米粒大而飽滿、透明

度佳，不論是光澤、咬勁還是甜度都是上上之選。 

 

二、在地美食 

(1)四高八地 

 

這間餐廳的名稱雖然叫做「高地」，但是並不是

在山坡或是郊外，而是在花蓮市中心的一家小餐

館，原來這裡的老闆來自花蓮七星潭附近一個美

麗的「四八高地」風景區，而其名稱則因位於海

拔 48 公尺高度而 命

名。 

 

 

1.花枝羹 

大部分來這裡用餐的客人都會點一碗花枝羹，與一 碗

滷肉飯，花枝羹可以選擇勾芡沙茶的濃度，也可 以不

要沙茶，也就是原味清湯。 

2.滷肉飯 

乍看之下也是很平凡無奇很多人來這裡就算不吃花枝，

也要點碗滷肉飯來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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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8滷肉飯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9 泰式米噹碳烤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1泰式烤肉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2 烤鮮魚 

而這碗滷肉飯特別的地方在於滷肉都是用當天新鮮的五花肉切塊下去熬煮的。 

烹調過程中不會加入甘草、八角、花椒、冰糖、味精這些調味料反而只很純粹使用

鹽巴、醬油去讓豬肉入味優點是薄鹽、低脂、比較

不油膩而且採用東部特等米種連飯都粒粒分明、香

軟好吃。 

(2)米噹泰式碳烤 

在自由街的鐵皮屋裡，沒有裝潢沒有燈光效果，唯一的佈

置品就是老闆的幾根釣竿，愛釣魚的老闆也愛吃魚，曾經

在泰國學了幾年的廚藝，店裡特調的泰式辣醬麻辣的滋味

會讓你回味無窮。 

1.泰式烤肉 

搭配了大量的九層塔，豬肉醃漬過，口感很鬆軟，

味道鹹香，附上一碟泰式酸辣醬沾著吃，下酒也

是不錯的

選擇。 

 

 

 

 

 

2. 烤鮮魚 

每 天的魚貨都不一樣，不像是一般漁船撈網的，而是老闆

和 釣友一條一條釣上來的，想要吃什麼魚都是要靠緣份，

魚 肉的口感,魚刺多不多問老闆就知道，選好想要吃的魚記

得 問清楚價錢，畢竟海鮮這種食材都是以時價為準。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0泰式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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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3 美琪烤玉米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5 海埔蚵仔煎 

 

(3)美琪烤玉米 

烤玉米之所以好吃，在於上面那些邊烤邊冒泡

的醬，香香辣辣的，而且玉米粒一咬就從玉米

梗上分開的爽快。 

 

(4)海埔蚵仔煎 

1973 年就創立的【海埔蚵仔煎】到現在也有幾十 年

的歷史位於小巷弄中。 

份量跟外頭賣的差不多，可是整份是紮實的放了很多的白菜在裡頭，而且蚵仔都蠻

大顆很新鮮又好肥嫩，醬帶了點微甜卻又隱約有些微的辣，好吃的蚵仔煎除了食材

新鮮，好吃的醬料才更能襯托蚵仔煎的美味。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4 海埔蚵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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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8 楊子萱愛玉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1 炸彈蔥油餅 

(5)楊子萱愛玉 

【招牌愛玉】創於 1979 年也是間老字號，招牌愛玉不會太甜夏

天喝挺清爽解膩。 

 

 

 

 

 

 

(6)炸彈蔥油餅 

 

 

手工現桿的餅皮，油炸金黃色，加入雞蛋後，就

是花蓮傳統古早味的蔥油餅。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6 楊子萱愛玉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7 楊子萱愛玉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19 炸彈蔥油餅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0 炸彈蔥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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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22公正包子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4 廟口紅茶 

(7)公正包子 

最有名的包子，最好吃的就是它的麵皮，Q彈還帶著淡淡的甜，很新鮮。 

 

 

 

 

 

 

 

 

(8)廟口紅茶 

 

 

 

廟口紅茶最大的特色,，就是將傳統方式煮泡出來的紅茶或是其他飲品存放於二樓，

以特殊的鋼管設計使其可以傳導到一樓，若當您要點杯紅茶時，只要水龍頭一開，

就可立即享用了呢！ 

傳統式的蛋餅，咬的時候那兼的酥脆餅非常的迷人，蘿蔔糕也是一項不錯的選擇，

傳統的醬汁淋上後相當對味，搭配冰涼涼的飲品一起品嚐，可以當早餐亦可當宵夜。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6 廟口紅茶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3公正包子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5 廟口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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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7 順富裕刀削麵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28 花蓮薯霜淇淋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29 麻糬 

(9)順富裕刀削麵 

看刀削麵側面便知刀削麵師傅功夫了得刀工

細膩，麵條削的相當薄，目測約 2~3mm 間。

口感不錯，整體料理味道也不會過重。順富

裕的味道偏清淡了些，如果想吃味道重一點

的再額外添加調味料就可以。 

 

 

(10)花蓮薯霜淇淋 

 

選用在地花蓮薯做的雙淇淋，濃郁的薯香配上香脆的餅乾，是夏天的首選。 

 

 

 

 

 

 

 

三、在地伴手禮 

(1)麻糬 

阿美族人稱麻糬為「杜侖」，昔日是族裡慶典或節

日才吃得到的名貴點心。現在，香Ｑ可口的麻糬則

是花蓮最有名的特產之一，口味經常推陳出新，

且容易購買，在花蓮市區每隔幾步就會看到一家

賣麻糬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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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30 花蓮薯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31 剝皮辣椒 

資料來源:花蓮觀光資訊網 

圖 3-4-32 提拉米蘇 

(2)花蓮薯  

花蓮薯是番薯加工後的甜食，先將番薯蒸熟，去

皮後絞碎，整形再塗抹蛋汁，以烤箱進行烘烤而

成。在日治時代即風聞全臺，當時是由日本人安

富君在花蓮開店，並與店內的師傅研發而成。花

蓮薯口感鬆軟香 Q，入口即化，甜而不膩，可說

是最佳伴手禮。 

 

 

 

(3)剝皮辣椒 

鳳林鎮剝皮辣椒遠近馳名，除了傳統製造技術

外，辣椒本身的品質也是關鍵，鳳林鎮得天獨

厚的少雨氣候，使辣椒日照充足，因而色澤豔

麗、飽滿，品質優良。剝皮辣椒的香味跟辣勁

十足，這樣的好味道，嗜辣的朋友來花蓮一定

要品嚐。 

 

(4)提拉米蘇 

近年來興起的花蓮提拉米蘇，不僅是在地名產，

更是網路上熱門的團購美食。店內招牌為提拉

米蘇蛋糕，因價格平實，香甜順口，是這幾年

伴手禮的後起之秀。店內也販售其他口味的蛋

糕，如黑岩蛋糕、紅豆派等等，都十分值得品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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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4-33 薯條兄弟  

(5)薯條兄弟 

 

洄瀾薯道是一家以手工原味、不含防腐劑為經營理材

的花蓮薯專賣店，薯條兄弟是他們伴手禮的其中之一，

酥酥脆脆的口感令人上癮著想一口接著一口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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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ppt.cc/1jmOR 

圖 3-5-2 新城天主堂船型教堂 

 

第四節 熱門景點 

 

  依山傍水的花蓮地區，景點多以自然景觀為主，其中揚名國際的太魯閣國家公

園，在園中的沙卡噹步道便能體驗到自然生態的多樣性，以及燕子口步道和錐麓古

道那巧奪天工的地勢。不過花蓮景點並非只有自然景觀，隨著近年觀光業的發達，

花蓮也有許多人文娛樂方面的景點。 

 

一、新城天主堂 

隱身於新城鄉巷弄之間的天主堂，此景點的特色處不僅，外觀恰似諾亞方舟而已，

更特別的地方是此天主堂的前身為日治時期的新

城神社，包含日本的神道教和歐洲的天主教，這

兩種不同信仰的建築，也因著歷史的演變加上神

父的智慧，進而相融相生。進入新城公園後，映

入眼簾的牌樓，原本是神社的第一鳥居，接下來

左轉直到到底，便可看見神社的第二鳥居，不過

上頭卻是寫著「天主教會」，而從鳥居望向拜道，

兩旁花木扶疏清淨幽雅，參道旁佇立紅色石燈籠。 

 

 

船型教堂的前方，綠色藤枝佈滿了整個牆面，

看見了這座建築生生不息的生命力。石燈籠各

自聳立於教堂的左右兩邊，有趣的地方是，石

燈籠上方十字架依稀可見。接下來往前走，來

到神社遺址的第三座鳥居，除了石燈籠外，鳥

居兩旁還保留著狛犬，儼然日式風味十足的神

社建築。

不過仔細觀察便能發現神社和天 主堂共存

資料來源：
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1089/tony1089.html 

圖 3-5-1 新城天主堂牌坊 

http://ppt.cc/1j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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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ppt.cc/5Sq69 

圖 3-5-3 新城天主堂鳥居 

 

資料來源： 

http://goo.gl/pT3VEW 

圖 3-5-4 新城事件紀念碑 

資料來源： 

http://goo.gl/K8MDz

u 

圖 3-5-5 聖洗池 

的跡象。穿過鳥居走到盡頭，原本的神社本座，已改為現在所看見的聖母亭，亭前

供著一尊聖母像。 

 

1.歷史人文 

於 1896年底，因

「新城事件」的發生，

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

太遂於事件發生的地

點，建造簡易紀念碑，

以悼念死去的將官士

兵，1937 年更在原地以水泥材質重新建造神社。

臺灣光復之後，神社遭到破護日漸荒蕪，1962

年由天主教會購得該地，改建為天主堂，雖經幾

度增建，但日治時代神社的地基、石燈、鳥居等建築遺蹟，在神父們的維護下，保

存完好，尤為珍貴的是「新城事件紀念石」仍保留在庭園中。 

 

新城天主堂於 1956年在神

社原址興建，整體建築造型

的美感，堪稱東部之最，船

型教堂兩側的長窗，鑲以彩

繪玻璃，整齊成排，洗石子

牆面爬滿藤蔓；教堂內陳設

潔淨簡單，卻莊嚴

神聖，後方右處有

個聖洗池，原為洗

淨雙手及身心的手洗石，如今被置放在教堂內，成為

教徒眼中的聖水，左方則有小小的告解區。 

http://ppt.cc/5Sq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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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goo.gl/RC1hBb 

圖 3-5-7 新城天主堂聖母像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8松園別館館景 

資料來源： 

http://goo.gl/4sqY6c 

圖 3-5-6 新城天主堂堂內 

 

 

 

天主堂內綠意盎然，形成一種清幽宜人的環境。

有趣的地方是，即便是在植物中，也能看見宗

教共存的跡象。天主堂內，高高聳立的數株黑

松。是日本人所喜愛種的植物，具有莊嚴的意

義。且，在日本一般的神社所使用的社木有杉、

松等樹，日本人也稱這些社木為「神木」或

「神樹」。 

 

 

 

因為歷史演變，讓東西方這兩個不同信仰的建築

結合在一起。來到這裡，不僅能夠看見日式神社

中的鳥居、石燈籠和狛犬，與天主堂的十字架、

聖母像共存共榮，散發出安定祥和的靜謐

力量。 

二、松園別館 

  松園別館位約建於民國 32 年，曾為花蓮港

「兵事部」辦公室，與鄰近的「放送局」

（現中廣公司花蓮臺）、「海岸電臺」（現

中華電信）與自來水廠（現自來水公司美崙

淨水廠）等處松林連成一片，視野直對北濱

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口，具有天然制高點優勢，

可俯瞰美崙溪入海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

輕易掌控出入於南濱海面船隻及南機場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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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10松園別館館內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9 松園別館館景 

航機，加上濃密的松針樹蔭有如大傘保護，成為日軍在花蓮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

戰爭結束後，此地由國民政府軍隊接管，曾作為美軍顧問團的軍官休閒度假中心。

爾後則交由行政院退輔會管理迄今。民國 89 年由花蓮縣政府將松園別館編定為「歷

史風貌專區」，九十年獲選文建會「閒置空間再利用」試辦點之一，並入選為「臺

灣歷史百景」。 

 

1943 年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在中途島一役慘敗後成立神風特攻隊（kamikaze），以

「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自殺

攻擊模式，企圖挽救日本即將戰敗的

局面，而當時由臺灣東部所出發的神

風特攻隊，傳言隊員在出征前就是在

松園接受天皇所賞賜的「御前酒」，

為園區憑添許多想像空間。 

 

褪下沈重的軍事外衣後，松園重新整修後於

民國九十三年對外開放，由專業團隊打造專

業的藝文展演空間，為朝向藝文跨領域合作

機制之文化創意產業實驗園區而努力；松園

自九十七年起連年舉辦太平洋詩歌節，邀請

余光中、楊牧、陳黎、陳克華等多位華語文

壇重量級的老中青三代詩人與文學家齊聚太

平洋岸，為松園注入豐沛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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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11自強夜市繁景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12自強夜市攤販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13自強夜市攤販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3-5-14自強夜市攤

販 

三、自強夜市 

花蓮自強夜市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多元化的美食，

除了傳統的臺式小吃，麵線、蚵仔煎，鹹酥雞、

春捲、臭豆腐，亦或是異國美食，壽司、拉麵、

手工薄皮 Pizza，多樣美食族繁不及備載。等著

各位遊客去發掘。除此之外，戶外的居酒屋更

是自強夜市特殊美食，食材種類多得令人眼花

撩亂，絕對可以滿足饕客們的各種需要，來到

花蓮一定要來享受一下這邊的各種美食。 

 

 

 

自強夜市的攤販大約 40 幾家，過去大多是在花蓮市舊火車站六期重劃區擺攤，也有

在東洋廣場，還有少數是流動攤。因為政府將六期重劃區的土地收回，他們無法繼

續在當地營業，就由目前夜市的股東，找到位於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及和平路的交

叉路口旁一塊私人用地後，招攬許多獨具特色且美味的小吃攤販在此營業。由於這

裡附近有停車場，交通便利，而且菜色多樣，價錢又便宜，大多是現煮現賣，所以

成為花蓮著名的小吃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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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goo.gl/sW6poB 

圖 3-5-15花蓮美食地圖 

資料來源： 

http://goo.gl/Mtrffj 

圖 3-5-16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資料來源： 

http://goo.gl/yvsfq9 

圖 3-5-17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內

部 

四、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位在花蓮市的舊火車站，於

1908 年，日本國會核准興建花東線鐵路，總

督府便在花蓮北濱一帶著手設立花東線鐵路營

運中心，各種鐵路設施便依序完工。當時花東

線並未與西部鐵路串連，因此更設置了出張所、

警務段、工務段等機構，宛如一個小型鐵路局。

由於花東線鐵路及花蓮港的設立，帶動周圍地

區的發展，成為當時東部最繁華的地段。直到

1988 年，花蓮車站遷站後，舊站叱吒輝煌的年

代才告一段落。火車站雖然遷走了，但一些舊

機關設施仍保留著。經百年風雨，雖有所損壞，

但卻是臺灣窄軌鐵道基地遺址保留最完整的地區。因此在文史工作者及當地居民的

奔走下，眾多建築及設施陸續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由於具備相同的歷史背景及地理

的群聚性，因此被縣府文化局設為鐵路文化園區，希望能透過這些設施的活化，使

此處成為花蓮的觀光旅遊中心。 

 

 

五 、

吉安慶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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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goo.gl/vUhvGV 

圖 3-5-19吉安慶修院入口 

資料來源： 

http://goo.gl/iu5w75 

圖 3-5-20吉安慶修院八十八尊佛

像. 

花蓮的吉安慶修院，創建於西元 1917 年，

臺灣正處於日治時期，當初為安定日本移民

所建造，其次也是為了傳教。慶修院經歷了

日本移民時代的風光，但也殘破了半個世紀。

但近幾年來，在花蓮縣政府文化局以及地方

文史工作者等各方的努力之下，不僅修復了

慶修院的建築，擺放於庭院內象徵八十八種

煩惱的八十八尊神像，也重 

新雕刻。如今吉安慶修院則是唯一保存完好的日式寺院，也被列為三級古蹟。 

 

慶修院的前身是日本真言宗高野派「吉

野佈教所」，除了是日治時期移民過來

的日本人最主要的信仰中心外，更具備

醫療所、課堂室以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

各式功能。寺內所供奉的主神有弘法大

師、不動明王以及毘沙門天王，慶修院

建築主體遵循日本傳統建造，以木頭構

架為主，屋頂為日本式四柱攬尖，最為

特別的是四角銅板型式的「寶壇」。庭院內草木茂盛，生機勃勃，環境清幽，充滿

禪意。 

而擺放於庭院中的八十八尊佛像，祂們象徵著八十八種煩惱，同時也代表八十八種

願力，是吉野布教所創辦人，川端滿二及當時移民，遵循空海大師的遺規，行遍日

本四國八十八所寺院請回供奉，因巡行四國八十八處靈場，為日本密宗的傳統，但

因路途漫長達約一千三百公里，在二十世紀初，遂有於廟內集中供奉八十八所寺廟

的主佛的小石像，供不便巡行參拜者，在同一個地方進行參拜。而慶修院內石佛原

已遺失僅存十多尊，由花蓮縣政府維護後，已將其餘石像新刻補足。 

六、林田山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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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

http://goo.gl/BkzzW4 

圖 3-5-21林田山文化園區全景 

資料來源：http://goo.gl/QtRn1c 

圖 3-5-22 魚鱗黑瓦屋古蹟 

林田山位於萬里溪以南、馬太鞍溪以北、中央山

脈以東的河谷地形，曾是東部山林伐木最大的集

材場，也是東部最早開採的林區，當時在此發現

溫泉，便將泉水引出修建旅社經營管理，繁榮風

華於一時，因此留下許多建築房舍、商店、劇院

等人文遺跡。且，建置長達六十八公里，直至海

拔兩千五百公尺的運材鐵道，運下紅檜、扁柏、

肖楠等高級林木，舊稱「摩里沙卡」，即「森

坂」之意。 

 

林田山從日據時代的開發就不採用炸山、大面

積開墾等易破壞水土保持的工法施工，而使用

較為原始、傳統的方式展現建築與自然生態環

境融合的藝術，堪稱是現今在提倡生態工法的

典範，而建築房舍也採用當時的模式建築之，至今保留完整，也形成聚落特色。前

人遺留下來的辦公室及住宅等建築物，大部份

是用檜木所興建打造的魚鱗黑瓦屋，為避免濕

氣的影響和改善通風，房屋採取高腳式建築。

漫步於充滿古式與日式風情的建築群之中，彷

彿將人帶入了歷史場景中，見證了林場的興盛與哀愁。 

 

民國 76 年禁伐林木政策後，本區山林的許多高級林木終於有喘息的機會，漸漸回復

到昔日蓊蓊鬱鬱的自然景象。現在的林田山兼具自然山林、人文藝術的氣息於一身，

遊客可沿步道階坡逐行，探賞舊舍與滿園蒼鬱的景態，沉緬過去風光的情境，又能

重臨大禮堂、戲院設施等舊地，追尋前人的步跡與留下的器物，還有機會聽到林田

山文史工作室人員敘說「森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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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特色民宿 

一、磚窯居 

位於花蓮富里鄉最南端，騎腳踏車只需五分鐘就可

抵達臺東池上鄉，這裡不但是個民宿，也是擁有歷

史建物八卦窯的富南窯場，60 年代老闆徐振龍的父

親接手經營紅磚燒製，80 年代因紅磚式微而關閉，

徐振龍與妻子將荒廢的舊窯場重新整理，改裝成樓

中樓客房，還將園區內一座超過百年的八卦窯申請

成為歷史建物，成為遊客參觀、聚會的場所。 

 因周圍環境原始，磚窯的隧道還居住著約五百隻

臺灣葉鼻蝠，每天傍晚五點左右會出外覓食，清晨

四點會回隧道休息，徐振龍有時會帶著遊客去欣賞蝙蝠出動的壯觀景象，也成為民

宿一大特色。 

 

房間裡看到的磚牆，就是火頭磚，住宿的房間就

是磚窯改建的。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6-1-1磚窯居 

資料來源：自行拍攝 

圖 6-1-2 磚窯居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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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行程推薦 

 

 

 

Ｄａｙ１(六十石山▪市區參觀)07:00出發 

臺北→六十石山→花蓮→午餐→民宿 check in →松園別館→將軍府→

晩餐→民宿 

 

Ｄａｙ 2(花東縱谷 海↔山)  09:00出發 

民宿→磯崎部落→石梯坪→午餐→新社→雲山水→光復糖廠→鯉魚潭→

自強夜市→花蓮鐵道園區→民宿 

 

Ｄａｙ 3  (太魯閣)09:00出發 

民宿 check out→清水斷崖→燕子口→午餐→慈母橋→長春祠→東西橫

貫公路→七星潭→晚餐→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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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專題主旨於探討臺灣東部的觀光發展的可能性，也讓臺灣東部不再只是花蓮─太

魯閣和臺東─知本溫泉，諸如此類的刻板印象。在臺灣東部的「宜花東」中，我們

選擇了「花蓮」作為我們的研究城市，全體組員也都實際前往花蓮探查，尋找花蓮

是否還有更多觀光發展價值，而且能夠向外國觀光客尤其是日本觀光客推薦的景點。

當然在此探訪中，組員也都深刻的體會到花蓮的人文以及自然風情，更是發現花蓮

的文化不是只有原住民，與日本之間有關的文化更是族繁不及備載。另外，近年

「文創產業」的風潮，在臺灣各地都出現了「文創園區」的景點，而花蓮也不免俗

的也創立了文創園區，結合了鐵道遺址和周邊景點。以便帶動附近的觀光產業。借

由以上幾點，在臺灣東部的觀光發展上，往後不再只是向日本人推薦「臺灣原住民

文化」亦或是「花蓮太魯閣」等的相關觀光資訊，能夠將花蓮更多的面向展現給觀

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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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2009/08/14、通往花蓮的祕徑、遠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1/02/01、玩味花蓮、慈濟大學 

2010/4、樂活在花蓮、長晉數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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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分工表 

小組分工表 

班級 日四 A 

報告名稱 針對臺灣東部觀光發展 以花蓮為例 

小組討論日期 2015/3~2015/11 預定繳交資料日期 2015/11/25 

工作項目 指定工作承擔者 工作內容 

小組長兼時間紀錄

者 
董宣妤 管控、紀錄與回報小組各項業務進度 

報告溝通者 全員 
負責與老師討論報告名稱、內容，並向

小組成員回報溝通結果 

資料搜尋者 陳米帆 

1.    負責提供報告溝通者與報告撰寫者需

要的各項資料 

2.    須對所找資料負責整理編目歸入各章

節並建立參考文獻 

報告編寫者 鄭偉伶 按照大綱及資料編寫報告內容 

報告校訂者 鄭恬心 
校正報告及 PPT內的錯字並在期限內上

傳至 Elearing 

PPT製作者 全員 製作專題報告 PPT及報告時撥放 PPT 

上臺報告者 全員 負責上臺報告 

 



 

80 

 

專題報告修正要點 

評審老師建議 

 

修正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