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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 3月 

企劃組編輯小組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1 段 96 號 

邀請林俊明老師帶領導覽 

化龍一村大門口 

翻閱化龍一村的歷史 

 

 

  

 

 

 

教學相長見識廣
〜化龍一村導覽走讀研習活動〜 

 

文•圖/林浩洋(宜蘭縣立圖書館志工隊隊長) 

宜蘭縣立圖書館 3 月 31 日於宜蘭市化龍一村舉

辦導覽走讀研習活動，總計有志工夥伴 26 人參加，

研習活動由郭志峯主辦，邀請林俊明老師帶領導覽，

歷時 3個小時，讓學員更瞭解化龍一村的歷史文化，

進而具備化龍一村及宜蘭舊城歷史文化脈絡的導覽

技能。 

林 老 師從

化龍一村旁的

宜蘭酒廠開始

介紹，因他的父

親是酒廠員工，

林老師曾送便

當到廠區，在酒

蒸氣裊裊中尋

找父親，所以特別有感情記憶。宜蘭酒廠是臺灣歷史

最久的酒廠，也是目前唯一僅存在市中心的酒廠，它

的前身是民營的宜蘭製酒公司，於 1909 年由宜蘭仕

紳林清雲等三十多人共同創立，專事生產老紅酒（現

今之紅露酒），1922 年日本政府實施酒類專賣制度，

改歸屬政府經營，光復後由國民政府接收，後來成立

「甲子蘭酒文物館」，2002 年政府為加入國際組織

WTO改制為公司，漸漸轉型為觀光工廠，2006年「紅

露酒」被選為宜蘭縣酒，之後陸續成立臺灣紅鞠館，

紅露藝廊、酒銀行等，供參觀遊覽，酒廠已成為宜蘭

地區重要的光觀景點。 

1812 年（嘉慶 17年）宜蘭正式成為清朝的版圖，

創建宜蘭城，初始因為水運（今宜蘭河）交通為主，

所以鄰近渡頭的城北和城西，成為最繁榮之處，後日

本統治臺灣，1904 年進行「市區改正」拉直彎曲之巷

道，形成都市紋理，也拆除城牆，1924 年宜蘭線鐵路

全面通車，公路運輸也接續發展，1940 年因城內人口

壅擠、環境衛生不佳，宜蘭廳署遷至南門外，並建以

監獄、官舍、法院、銀行、街役場、公學校、小學校、

神社、公園、農林學校、蘭陽高女等，戰後 1950 年

宜蘭正式設縣，後宜蘭監獄因房舍老舊，2000 年完成

遷建至三星鄉，1997 年宜蘭縣政府往南遷移至宜蘭

市南郊凱旋里，但由於南門地區是日治以來，重要行

政機關所在，有許多日式建築、巷弄空間、參天老樹

等，於是政府保留三棟日式建築，監獄也保留門廳等，

作為歷史軌跡的見證。 

化龍一村北側緊鄰武營街，即可想像化龍一村與

軍營有相關，清代此地確是軍事基地，日治初始為練

兵場，二戰時為臺北衛戍醫院，並建有 16 棟醫療人

員日式宿舍，戰後為聯勤 204 廠（自中國天津遷來之

生產通訊器材和電池工廠）及軍官宿舍，後增建數棟

RC 磚造房舍，逐漸成為宜蘭縣內第一個眷村，後因場

地不敷使用，工廠遷至礁溪，居民則於 2012 年移居

在縣政府配合

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集

中縣內九大眷

村而新建在縣

議會旁的「中

山新邨」。 

林老師

在解說時，有

人提問「為什

麼叫化龍一

村 ?」林老師

說他也不知

道，這時有成

員站出來表

示，聽長輩說

204 廠在抗日

戰爭時，曾遷

至四川的重

慶，廠區旁有一座橋叫化龍橋，所以眷村在取名字時，

找不到好名字，最後大家覺得這名字合適，就定案為

「化龍一村」，林老師讚說，他也長知識了！還有志

工說她兒時曾在村門口的芒果樹下玩耍，此地讓她充

滿回憶。看來志工團內，真是臥虎藏龍，大夥兒得以

互相學習，增進見識。 

 

113年 6月 第 94期 

吳 芳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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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北口「制天險」石額 

隧道南口「白雲飛處」石額 

吉次茂七郎君之石碑 

平溪、深澳雙支線示意圖 

 

文•圖/吳芳蓮 (文化大使志工團) 

宜蘭線鐵道原為軍事用途而建，最早於 1906

年開始測量，當時規劃自臺北經新店到宜蘭蘇

澳，但因工程技術的原因，無法實行，後來為了

瑞芳一帶的煤礦及蘭陽地區物產的輸出，宜蘭線

鐵道改走東北部濱海地區，惟當時受預算限制，

至1917年才自八堵、蘇澳南北兩端分別動工，又

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不景氣，至1921年獲追

加預算，然而開鑿福隆大里簡（大里）之間草嶺

隧道的工程是一個瓶頸，至1924年始得貫通，

1980 年改建雙軌工程，4年完工，2002年八堵至

蘇澳全程鐵軌電氣化。 

據說猴硐村落以前聚集許多猴子，故稱之

「猴洞」，於 1920年瑞芳猴硐鐵路通車，時北臺

灣的煤礦大量輸出，刺激經濟發展，煤礦運量增

加，進而促成縱貫鐵路的興建，1924年宜蘭線鐵

道通車後，猴硐以上路段因煤礦運輸需求，使用

每公尺60公斤的鋼軌，而猴硐以下鐵道的鋼軌則

每公尺只有40公斤，因此南下北上的列車須在此

更換機車頭，猴硐成為車輛調度大站。1990年由

於瑞山礦業停產，至此猴硐的調車任務走進歷

史。 

平溪支線上的平溪小鎮，在清代只是一個人

口零落的散村，1918年由顏雲年兄弟創立臺陽礦

業株式會社，率先投入資金，由基隆河開始舖設

三貂嶺至菁桐坑的鐵路，1921年完工，長 12.9公

里稱「石底支線」，但路基欠佳、維修不易，經

營艱難，臺陽在1920年將此線以 100萬日幣賣給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經整修營運，改稱平溪線。

平溪線是為運輸煤礦而設，每天貨運、客運來往

頻繁，沿線煤

礦開發增設大

華、十分、望

古、嶺腳、平

溪、菁桐六站，

當時各站均有

輕便臺車軌道

與礦區相連。 

金瓜石線是日本礦業株式會社的礦業鐵路，

經基隆八尺門、八斗子、深澳至水湳洞，是臺鐵 

 深澳線的前身。日治時期日本買下金瓜石礦區，

建造 762公釐(五分車)的輕便鐵道，由瑞芳水湳

洞、焿子寮、深澳、八斗子通住八尺門，將金瓜

石的銅、金等礦沙運至基隆轉往日本提煉，全線

於 1936年完工，日本經由此線，共收購了 70公

噸的黃金。 

舊草嶺隧

道，是宜蘭線

鐵道開拓史上

最 關 鍵 的 隧

道，長 2166公

尺，兩端赤煉

瓦洞具有特殊

的建築美感，

隧道北口有總

督府鐵道部長

新鹿元之助所

題的「制天險」

石額，南口上

方「白雲飛處」

是總務長賀來佐賀太郎的墨寶，北口旁柏油路

邊，有「吉次茂七郎君之石碑」是紀念當年開鑿

隧道積勞疾過世的技師吉次茂七郎。草嶺隧道是

當時臺灣最長的鐵

路隧道，這第一名的

寶座直到1980年才

讓給北迴線的觀音

隧道，而宜蘭民謠

《丟丟銅仔》描述的

磅空即為此處。1980 

年進行雙軌工程時

福隆〜石城的道路，

截彎取直另築草嶺

隧道，舊隧道不再行

駛，今活化成為觀光自行車道。 

1924年至今己屆百年的宜蘭線鐵道，承載艱

辛多難的歷史，來到營運的十字路口，2024年起

改制為臺鐵公司，希望任重道遠，再創新局立不

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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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故事說演《狐狸愛上圖書館》 

 

小朋友和故事姐姐與書車合影 

 

要準備圖書館九宮格闖關活動了 

小朋友開心闖關成功 

 

狐狸愛上圖書館 
〜醜小鴨支援書車活動〜 

文•圖/邱芷涵(醜小鴨故事劇團團長) 

狐狸：抓到你了。 

老鼠：停！這裡不可以大聲喧嘩。 

狐狸：甚麼意思？ 

老鼠：就是不能太大聲啦! 

狐狸：你少廢話，你馬上就是我的了。 

老鼠：不不不…這裡的每一樣東西都要用借

的，包括我，也不是你的。 

狐狸：為甚麼？ 

老鼠：因為這裡是圖書館。 

狐狸：讀…書館？ 

老鼠：不是啦，是圖書館！ 

狐狸：甚麼是圖書館？ 

    早在一個多月前接到要協助化龍臨時圖書

館的書車活動時，我腦海裡馬上就浮現這本有趣

又好玩的繪本《狐狸愛上圖書館》，於是就設計了

寓教於樂的繪本故事說演加上圖書館九宮格的

闖關活動。 

    1月 30日，

這屬於寒假的上

午，來參加活動

的孩子們都很雀

躍，一開始宜蘭

縣政府文化局的

專業導覽人員先介紹整個園區的歷史，以及周邊

重建設計的巧思，然後回到長廊稍作休息，接著

由醜小鴨故事劇團進行了一連串的互動節目。 

    糖果姐姐首先帶著大家跳一支簡單的帶動

唱，暖暖大家的身子，接著精彩的繪本故事說演

《狐狸愛上圖書館》就開始了！劇中雪碧姐姐飾

演狐狸，一路追趕飾演老鼠的糖果姐姐，卻不知

怎麼地，尾隨了老鼠的逃亡路線進入了圖書館。 

 而狐狸對於圖書館是什麼以及圖書館的各項規

定根本就一無所知，於是老鼠利用圖書館公規與

特性，圖書館必須保持安靜，而館內所有的東西

均非私有，成功的保護自己，也讓狐狸愛上圖書

館。故事說演生動又活潑，搭配書車與周遭兒少

館、樂齡館等書香環境，成功挑動孩子們閱讀的

心。 

    在巧妙的主題延伸安排之下，圖書館九宮格

闖關活動，就開始由閱讀漸入「悅讀」了。冰淇

淋媽媽和美兒姐姐負責抽籤問答，冰淇淋姐姐負

責摺紙和彩繪，行動書車負責提供書籍，書車叔

叔也為每個同學準備了小禮物，並引導孩子們認

識樂齡書坊、兒少書坊、行動書車及電子書業務，

雪碧姐姐負責圖書館打卡拍照等行銷闖關，而糖

果姐姐負責解

答問題，每個關

主各司其職也

相互搭配，就是

要再一次加深

同學們對圖書

館的印象，進而

走入圖書館，不

僅身體閱讀也

心靈閱讀。 

    圖書館真

是個好地方，各

項疑難雜症，只

要來圖書館借

閱，任何問題幾

乎都可以得到

解答，當然也可以辦理線上電子書借閱，讓學習

無遠弗屆，距離不再是問題。還有，2024「書香

飄蘭城」行動巡迴書車的到場服務，只要有書車

在的地方，就可以欣賞實體書籍，也可以現場辦

理借閱，這貼心的服務，不知溫暖了多少偏鄉的

大小朋友。最後要說到協助書車活動的醜小鴨故

事劇團，每場次皆是絞盡腦汁，設計不同融入說

故事與推動閱讀的方法，只為了讓大小朋友都能

愛上閱讀、享受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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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觀光酒廠的歷史建築 

宜蘭設治紀念館 

化龍一村未來是我們說故事的空間 

大夥在化龍一村合影 

漫步蘭城 品味底蘊 

文•圖/張晶華(醜小鴨故事劇團) 

3月 31日參與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舉辦的「蘭

城走讀研習」，負責導覽走讀的是林俊明老師，大

家暱稱他小明老師。     

小明老師首先介紹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宜蘭

囝仔，宜蘭高中畢業即在外地就學，大學畢業後

以景觀設計所學，在臺北從事相關工作，數年後

回到宜蘭家鄉，因緣際會開始進行在地文史調

查，牽動了與文化資產的機緣，也因為工作而啟

開了重新認識宜蘭，同時也進入北藝大文化資產

研究所進修，持續秉持熱愛鄉土的熱忱，以專業

知能與教育推廣的理念深耕家鄉。    

當日由林老師帶領走讀了宜蘭南門周邊的

各點歷史建築，獲得更多的認識，受益良多，這

是非常有意義又充實的一天，希望與夥伴們分

享。 

一、宜蘭酒廠創立於1909年，由宜蘭仕紳林

青雲先生等 38 人共同集資創立，專事生產著名

的老紅酒，原為民營的宜蘭製酒公司，於 1957 年

定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宜蘭酒廠」，於 2003

年加入 WTO後轉型改名為「宜蘭觀光酒廠」，2006

年經縣民投

票選定宜蘭

縣縣酒的聞

名遐邇「紅露

酒」。 

宜 蘭 觀

光酒廠是臺

灣年代最悠

久的酒廠，也

是唯一僅存在市中心的酒廠，目前廠內還保留五

大歷史建築：行政室、甲子蘭酒文物館、TTL 主

題館、紅麴館以及紅露藝廊。（林老師提到他父親

也是宜蘭酒廠的員工） 

二、宜蘭設治

紀念館：1906

年日人在宜

蘭城的市區

改建過程中，

將清代的舊

衙署搬遷至

此，所以宜蘭

設治紀念館

從日治時期就是縣長公館。戰後宜蘭設縣也以此

處為行政首長官邸，就是一般人所稱的縣長公館 

 。對過時的老式建築，一般的做法是老舊房屋不

能住，把它打掉重新建造，但縣長公館後院一百

多年的老樟樹如果截支斷根或移植他處，不知仍

可存活？若將官邸及園區內的植栽生態保留下

來，既能成為珍貴的歷史教材，又讓後人與歷史

更接近，豈不甚具意義?於是在1997年整建修復

後，成立宜蘭

設治紀念館

見證宜蘭的

發展史。 

三、化龍

一村原是礁

溪電池廠兵

工眷舍，在老

兵逐漸凋零

及幾十年的

歲月摧殘洗

禮後，建物空

間早已不堪

使用，現經過

重修整建已

將廢墟改成

歷史文化的

活用空間。 

四、武營街又名打鐵街，原是清兵訓練和刀

鋸製修的場地，因社會型態改變而逐漸沒落，目

前只是製修簡單鐵器及日常鑰匙的修配。 

五、護城河在日治時代被稱為「八千代川」，

40 幾年前在馬路加蓋後從此隱身變暗渠。聽林老

師說著說著，也喚醒了我好多兒時的記憶：在光

復國小前的小河中，常看見男同學們穿著短褲游

泳、戲水、大打水戰，還有學校旁宜蘭酒廠製酒

時，紅糟香味瀰漫在空氣中，陣陣撲鼻，往往讓

正在發育中的莘莘學子們饑腸轆轆……，點點滴

滴都是我兒時的甜美時光啊！ 

最後小明老師語重心長的說：當我們在導覽

古蹟或歷史建築時，如果能加上先人日常生活中

發生的小故事，再將人與事的內容融入，解說時

就會更顯得溫暖風趣，也更有溫度。 

宜蘭是個文化底蘊非常豐厚的地方，歡迎鄉

親夥伴帶著外地的親朋好友來舊城廊道，隨著先

輩們的腳步用心感受、緬懷過去，大家一定會有

不一樣的體驗和感動喔！ 

 



文化志工園地  第 94期  5/8 

林萬士老師工作室參訪 

視網膜與石頭展在宜蘭美術館 

毓繡美術館大門留影 國史館參訪導覽 

視網膜與石頭展 

 〜參訪藝術家林萬士老師〜 

文/趙麗芬(宜蘭美術館志工隊)  圖/宜蘭美術館 提供 

手中的司康仍有餘溫…，林老師笑著說，為了給你們熱熱的吃，我可是

一早起來做的呀!令人費解，明明很酷的他，卻做出讓人感覺幸福的事，是

暖男。 

回想 4/22 藝術家親自導覽那天，初次見到的林老師，眼神中充滿不在

意，拿著麥克風便說，我的作品就是這樣，我沒法一張一張解說，你們自己

看，甚至調侃，本來不擺放這麼多作品。 

看大小的石頭似飛天襲來、又像老僧靜止空中或水中，迴旋中的是無止境

的自轉迷途?還是循著軌道?依著方向?波紋

自空中撒下或往兩旁側身緩去，漸次沒入，也許在另個空間轉出立體，

讓視網膜帶領攀高或落入深淵。穩定的筆觸，讓人屏神，觀者向時空問

答，思考著的是線索嗎?將往何方?老師沒說，我們且等待…，一旦開啟

創作思維，平易近人的林老師也是能言善道的，參訪兩個多小時，排排

坐著聽的志工們，如沐春風，感受藝術家真性情，啊!意猶未盡。 

 

 

參訪毓繡美術館&國史館 

文/趙麗芬(宜蘭美術館志工隊)  圖/宜蘭美術館 提供 

自 2019 年加入美術館志工隊縣外見學，參訪

過新竹橫山書法藝術空間、臺南美術館、亞洲大學

美術館及三義富貴美術館，被貴賓似的接待，備感

榮幸。 

今年到訪南投毓繡美術館，低調的清水模入

口，映入眼簾看似簡單清幽的園區，卻處處有著館

主經營美術館的考量與巧思。入場務必寄物，絕不

可攜帶手機，身無長物一身輕，只佩掛上耳機，安

靜地打開視網膜前行。導覽員李先生挺直的體態身

型，煥發出精神抖擻，說明館主希望訪客改掉用手

機看作品的習慣，拍照記錄無法專心感受作品的魅

力，以至辜負策展人及藝術家的創作。 

李先生溫和的眼神，平靜的語氣，掌握愉悅互

動，搭配手

中的平板，

豐富的學養

更顯現他解

說 前 的 準

備，優雅從

容的態度，

引導觀畫者

進入藝術家

創作理念、

運用材質的

思考、作品對燈光的苛求，讓讀畫的訪客從細節裡，

體會作品挑起的故事或意象。能與創作者產生些 

 許共鳴嗎?或從自身經驗解讀?導覽者會是那道橋

樑嗎? 

後記:如果毓繡美術館李先生是一場靜態低調

且心領神會的導覽方式，那麼下午國史館陳文筆先

生常設展導覽，就讓我大開眼界。也許他熟稔館藏

和展區，信手拈來歷史文物、原民采風、近代家族

人物滔滔不絕，讓人嘆為觀止。從入口處大陶瓶上

的千字文談起，有典故、有聯句還套進軍中用語，

這樣一位博學的導覽者，加上他充滿愉悅的表情，

生動趣味極了，不由得緊緊跟進他的腳步，一窺展

場裡的寶，而他也滿足大家的期待，言無不盡，回

應大家的提問。 

兩場截然不同的導覽風格，他們發揮自己的特

色，也在對的場域發展出自己的專長與導覽風格。

或許你是不

太喜歡說話

或導覽，但喜

歡分享或欣

賞的人。身為

志工，我們都

各有所長，更

重要的是學

習與服務的

熱誠，能在值

勤時盡貴賓似的待客之道，讓訪客感受現場營造的

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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嶐嶺古道入口地標 
七星堆前石碑合影 
 

（32路牌處）夥伴砍樹除草後的舊軌步道合影 
 
 

                 

臺鐵福隆段舊軌跡團巡&走讀嶐嶺古道記述 

                                                      

                                                     文•圖/陳婉蓉(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 

福隆地區大家較熟悉的有：福隆海水浴場、

福隆沙灘藝術節、福隆車站便當…，之前一直以

為除了這些，再沒什麼值得一提，殊不知此地還

隱藏著多項不為人知的歷史建物，比如福隆舊軌

跡、淡蘭古道、嶐嶺古道…等等，今天文化資產

保育志工們特地前往這些歷史古蹟團巡。 

我們從福隆火車站出發，路經福隆街 2巷→

龜壽谷街→穿越高架道→舊軌跡路段(32 路旁指

示牌)砍樹除草→丁字路口→福德廟→外隆林街

→跨越行人道→百年雙株大榕樹下，最後到了鐵

馬驛站(舊草嶺隧道管控中心)，這裡是舊草嶺隧

道(制天險)北入口，也是淡蘭古道、嶐嶺古道(福

隆段)的入口。接著從新仁宮旁邊沿外隆林街進

入→丁字路右轉上山坡路→叉路右轉 Z字路再上

山→內隆林土地公廟→淡蘭古道、嶐嶺古道(福

隆段)從此經過進入嘎瑪蘭(宜蘭縣)。 

悠遊嶐嶺聚落觀蘭陽八景之一《嶐嶺夕煙》，

嶐嶺古道是最早的淡蘭古道，在清嘉慶十二年

(1807)以前便已完成，據說當年(嘉慶元年)吳沙

就是走這條古道進入噶瑪蘭，開啟漢人拓墾蘭陽

平原的歷史。 

嶐嶺古

道的歷史記

載，早於草

嶺古道，而

草嶺隧道建

於 1921 年，

1924年10月

貫通的。在

此之前北宜

鐵路北邊火車只到達貢寮站，南邊只到達大里

站，中間被雪山山脈所阻隔，仍須翻山越嶺，即

走嶐嶺古道，十分不便。 

舊草嶺隧道長2165公尺，為當時臺灣最長的

隧道，工程浩大，費時三年才順利完工，工程師

吉次茂七郎積勞成疾而逝，於是在隧道口附近立

碑以為紀念，其後，北宜鐵路即通隆嶺古道漸少

人走，而漸趨沒落。 

 大夥兒開步前往嶐嶺古道 ，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春天百花開，應該是附近居民種的，讓我們神

清氣爽，走起路來精神百倍，沿途聽著陳老師的

講述跟解說，看著老師講話的眼睛發光發亮，可

以感受到老師是用感情和生命熱愛這一片土地。

隨著路徑走著，走到32路牌處，進入探勘砍樹除

草的步道，雖然僅短短的一小段，也讓我們感受

到那種森林之美及鐵道之美。 

接著走到臺鐵舊草嶺隧道口，看到這個宜蘭

縣的關鍵工程，隧道在1924年通車，是當時東南

亞第一長的鐵路隧道，全長2165公尺，肩負台北

與宜蘭之間的交通重任。舊草嶺隧道的南北口，

分別刻有「白雲飛處」、「制天險」兩份墨寶，紀

念當年的艱辛工程。臺灣民謠《丟丟銅仔》，就是

以火車通過舊草嶺隧道時的情境為靈感創作，陳

老師帶大夥兒走向嶐嶺古道，享受大自然的洗

滌，整個身心感覺舒壓療癒，非常感謝本組夥伴

的幫忙，讓這次團巡可以圓滿達成任務，更感謝

陳老師的帶領講解，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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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與神農大帝 

極北靈神匾 

聖尊與聖座 

龍柱原未油漆 
(訪談藍國棟先生夫婦) 

三川殿排樓格扇之「軟團螭虎香爐」及「軟團螭虎花瓶」雕刻  

                 

文•圖/林麗貞(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 

羅東奠安宮俗稱「帝爺廟」或「上帝爺廟」，主

祀玄天上帝，附祀神農氏。其實本廟原本主祀神農

大帝，廟稱為「五榖王廟」現主祀是玄天上帝是有

其故事的。「東勢」(羅東)先民以務農為主，崇敬

「神農先帝」，於 1851 年(咸豐元年）集資建一間

土埆厝奉祀，為「五穀王廟」。清嘉慶末年，一位大

陸人士攜帶一尊「帝爺公」神像來臺，寄居於今鹿

埔村龍目井，該地莊民欲建廟奉祀，因番害之故，

「帝爺公」客居於「五榖王廟」。此時，羅東莊內發

生瘟疫，「帝爺公」顯靈解決瘟疫問題，居民為了感

謝神恩於 1822年 （清道光 2 年）7月，重建木造

磚牆之宮廟，之後經神農先帝同意扶正玄天上帝為

鎮殿主神，廟

名命曰「奠安

宮」。鹿埔人請

杯（筊）求證，

而與鹿埔人約

定初一在鹿埔

過火，初三在

奠安宮過火，

羅東巡境亦由

鹿 埔 人 抬 神

轎。       

開基玄天

上帝無鬚，後來

新塑的鎮廟神

尊是以短髭為

造型。本宮廟前

有月眉圳，日治

時代庄役場設

在附近，在三川

殿前步口廊有

大正 11年改增築費用寄附者芳名捐提碑，因風化，

斑駁的字體已看不清。奠安宮建築是對場之作，從

窗、束木、獅座、吊籃、雀替等等都有顯著差異，

前殿的「神靈北極」匾，由受到贊賞北畔大工向給

賞的士紳表示致謝，則是佐證奠安宮對場之實。 

奠安宮由大木匠師林泉生負責整體規劃，三川

殿「長枝八卦藻井」是蘭陽地區唯有的，由俗名阿

鎖(查是陳己元)與阿鐘師設計。2008年(民97年)的

大整修由林永順、陳永法團隊修護，藻井也是全卸

下再依編號原樣裝回。1906年羅東街發生大火，羅

東公學校借奠安宮上課，在石柱上刻有「注意 污

腳勿踏椅頂 廟內切勿睡眠」警語。 

奠安宮現貌是 1922年〜1923 年間日本時代整

建而蓋成的，爾後的修建也都循此建築主體進行， 

 1973年(民62年)鎮長林洪焰所主持的修建各項費

用，都銘刻在廊柱上。2008年(民97年)的修建，包

括三川殿殿左右樑椼，屋頂的福祿壽神改塑作。主

殿修建包括玄帝紅木細雕五龍捧聖殿座、「畫龍點

睛」交趾堵、陪祀三十六官將麒麟堵、青斗石蟒龍

堵，中庭庫房詩詞是陳燦榕撰寫，內殿中庭庫房詩

詞是陳忠藏提字，宜進木業奉獻紅木二千五百才。

正殿的龍柱本未上漆，此次修建改漆紅色套底。門

神及左右迴廊的彩繪是由游錫麟老匠師和其三位

公子承攬施作。前殿原有磨石子蟠龍為防震基地須

附鋼筋而拆除。前廊麒麟堵原是水泥鑄模現改青斗

石造。1973年及1986年的修建剪黏都是林再興施

作。冬山匠師游清治續傳林再興衣缽，游敬宅、游

吉源等匠師是游清

治藝師薪傳之學員。

2008 年的重修屋頂

全面翻新，添加24節

氣與36官將的新作

交趾陶，部分為手工

捏塑，部分是翻模，

為嘉義晶州郭錦州

作品。  

本宮建築及匾

額常見有慶安社、

元亨社、元英社、永

安社、保安社、積善

社、溫和社、忠義

社、協議社等，都是

當年的神明會所寄

附，正因如此每年

農曆的三月初三，

是玄天上帝的誕

辰，昔日的「帝爺生」，羅東鎮家家戶戶大擺流水席

宴請親友，俗稱羅東大拜拜。近年來羅東鎮公所邀

集羅東夜市攤商、餐廳業者辦理流水席，讓傳統慶

節以文化節型態重新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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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內      容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地 點 
常設展「紙說 中興造紙故事」 1月 1日~12 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常設展「老懂軒」  1月 1日~12 月 3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視網膜與石頭：林萬士個展〉展覽 3月 23 日~6月 30日 宜蘭美術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支援衛生局失智繪本說故事 4月~9月 宜蘭縣各圖書館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召募新志工 4月 2日 中興文創園區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宜市幼-本園班 4月 3日 宜蘭市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香格里拉渡假飯店 4月 4日~6日 五結鄉 
文化大使志工團「跟著大甲媽祖進香遶境文化活動」 4月 7日~8日 臺中彰化雲林嘉義 
〈視網膜與石頭：林萬士個展〉導覽解說讀書會 4月 17 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團巡〜宜蘭線鐵道開通百年–頭城站 4月 21 日 頭城鎮 
林萬士老師工作坊參訪 4月 28 日 林萬士老師工作坊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縣外見學參訪 4月 30 日~5月 1日 南投縣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5月 2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大使志工團上半年縣外文化參訪 5月 4日~5日 新竹縣市 
宜蘭美術館社區美術教室：壓克力繪畫體驗課程 5月5日、11日、19日 宜蘭化龍一村 
醜小鴨故事劇團縣外參訪走讀導覽觀摩學習 5月 6日 臺北市萬華大稻埕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第 2次幹部會議 5月 8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幹部會議 
 

5月 8日 仰山文教基金會 
中興文創園區藝術自造祭 5月 9日~6月 11日 中興文創園區 
聽見石頭的聲音：礦物風景創作工作坊 5月 11 日 宜蘭美術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宜市幼-東園分班 5月 14 日 宜蘭市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召募新志工面試 5月 14 日 五結鄉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縣外見學：南臺灣訪古廟、探知趣聞軼事 5月 17日~19 日 臺南、高雄、屏東 
「操演繪畫性，在極簡與觀念主義之後」專題講座 5月 18 日 宜蘭美術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第 3次團員大會 5月 24 日 宜蘭化龍一村 
宜蘭美術館藝文．曉學堂–龍化你心一石之秀玩型染工作坊 5月 25 日 宜蘭化龍一村 
文化大使志工團支援宜蘭人市集 X 化龍揪茶隊 5月 25 日 宜蘭化龍一村 
宜蘭美術館新志工召募及全體志工增能訓練  5月 25 日~26日 宜蘭美術館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縣外參訪 5月 26日~27日 臺南市、嘉義縣 
醜小鴨故事劇團支援參訪宜蘭化龍一村 5月 28 日 宜蘭化龍一村 
文化大使志工團支援庄頭劇場藝日限定〜文化平權巡演 5月 31 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文化大使志工團支援庄頭劇場藝日限定〜文化平權巡演 
 

6月 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支援庄頭劇場藝日限定〜文化平權巡演 6月 1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醜小鴨故事劇團支援守護海洋故事表演 6月 1日 頭城鎮九號咖啡 
文化大使志工團支援國際童玩藝術節召募工讀生面試 6月 2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宜蘭美術館社區美術教室：壓克力繪畫體驗課程 6月 2日、9日 宜蘭化龍一村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第 3次幹部會議 6月 5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6月 6日 宜蘭演藝廳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頭城育立幼兒園 6月 6日 頭城鎮 
林萬士展覽四人座談 6月 15 日 宜蘭美術館 
社區美術教室：版畫工作坊〜創意版畫實作與體驗 6月 15 日、29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團巡宜蘭線鐵道開通百年： 
貢寮舊軌跡巡禮(貢寮鐵路地景)。 6月 16 日 新北市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第 2次志工季會 6月 19 日 宜蘭美術館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教育研習 6月 19 日 羅東文化工場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志工隊第 2次志工會議 6月 25 日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文化大使志工團教育研習〜志願服務內涵與倫理 6月 27 日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文化大使志工團工作協調會 6月 27 日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週日 宜蘭市化龍一村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1、3週日 羅東鎮仁愛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2、4週日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 2、4週日 蘇澳鎮立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假日故事欣賞 每月第 1週六 冬山鄕順安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寶貝聽故事」 每月第 3週六 宜蘭市化龍一村 

 
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寶貝聽故事」 每月第 3週六 羅東鎮仁愛圖書館 
醜小鴨故事劇團「小寶貝聽故事」 每月第 3週六 蘇澳鎮立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