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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太空總部 

羅馬尼亞團隊演出 

菲律賓團隊參加採茶活動 

 

 

  

 

 

 

童玩原宇宙再創新亮點 
〜2023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 

                                                            文•圖/許文漢(童玩節總承辦) 
2023年因應全球疫情解封，各國的國際旅遊

及文化交流活動隨之興起，而宜蘭縣一年一度的
夏日饗宴2023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童玩原宇
宙」在7月1日隆重登場，來自世界各國團隊再次
齊聚，開創童玩新紀元！ 

今年的童玩節以「童玩原宇宙」為主題，將冒
險、科技、元宇宙等元素，融入在「遊戲」、「展
覽」、「演出」、「交流」四大核心主軸，透過創新
遊戲、體驗設計，帶領遊客探索浩瀚無垠的童玩
世界，進一步找回童玩的初心，領略原來童玩也
是可以這樣玩的樂趣。 

首先在展覽部分，規劃有「多元宇宙館」、「光
影太空站」以及「探險總動員」三大主題展館，
童玩是「童心」的展現，是人類創意的源頭，從
無中生有到借用大自然及現在科技化的演進，結
合人類「想玩、冒險、探索」的天性，設計以各
種 VR、MR等虛擬科技體驗，還有實境冒險設施，
讓大朋友小朋友從傳統童玩到科技童玩一次玩
遍。「幻境森林」展館融合潔淨水與衛生、保育陸
域生態於遊戲互動中，傳達聯合國 SDGS 永續發
展的理念。 

在遊戲部分則規劃了水、陸、空、河域四大體
驗遊戲，在空域遊戲以天空塔為主體，設計有極
具挑戰性長270
公尺的高空滑
降(天際滑行)，
充滿刺激挑戰
大家膽量的14
公尺高空垂降
(地心探險)，以
及在離地約4層
樓高的地方高
空盪鞦韆(星際
擺盪)。在水域則以橫跨三池設計的「星際太空總
部」打造的全新水世界，寬45公尺、高12公尺的
霸氣外觀，讓遊客搭乘火箭升空，飽覽親水公園
美景，然後再體驗長達62公尺高速滑水道的快
感，前方並設有水擂台，看著水柱隨著樂曲起舞
以及 DJ 秀。還有「重力造浪池」營造起浮的浪
花，感受如同在海上戲水的樂趣，另有為12歲以
下所設計的海神雷達站及最受大小朋友歡迎「魔 

 幻雨林」，遊客踏在水床上彷彿宇宙漫步的驚奇。 
陸域遊戲規劃「探險總動員」闖關遊戲，河域有
划龍舟、風帆及獨木舟體驗，是遊客到童玩節必
玩的項目。 

因全球疫情緩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民俗團隊
今年再次齊聚一堂，有來自11個國家、17團國外
民俗團隊，以及亮點團隊、街頭藝人，宜蘭縣內
原住民、歌仔戲等特色團隊，共計有50多團帶來
了多元表演
節目，另還
有星際派對
遊藝踩街、
在水域遊戲
區的夜間光
影秀，讓整
個童玩節從
早到晚都精彩。 

 今年童玩節期間的每週六日推出了「國家
日」活動，藉由國外民俗團隊所展現該國的傳統
服飾、舞蹈、音樂及家鄉美食，和觀眾近距離接
觸，一起跳舞、玩遊戲、品嘗美食，讓遊客不用
出國也可領略各國文化藝術之美。另今年邀請本
縣的地方文化館
及社區擔任「接
待大使館」，向所
邀請來自於全世
界的國外團隊介
紹本縣的地方文
化特色，有效達
到國際外交、文
化交流及推廣之目的。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從1996年創辦迄今共舉
辦28年、22屆，已累積了極大的能量，2023宜蘭
國際童玩節「童玩原宇宙」透過創新遊戲、體驗
設計全新升級。國際疫情解封，國外團隊再度參
與童玩夏日盛會，44天活動入園人數更達到45萬
7,000多人次，除為宜蘭帶來可觀的旅遊人潮及
周邊產業的經濟效益外，更讓宜蘭縣的各產業亦
因童玩節在社會與文化等各層面產生擴展效果。
未來將在已奠定的基礎下，繼續精益求精，創新
突破、不斷進化昇華，讓宜蘭看見世界，也讓世
界看見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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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志工工作協調會 

督導佩瑜報告各項服務工作 

文•圖/邱詣軒(羅東文化工場志工) 

 

身為羅東人也是羅東運動公園的導覽志

工，數年前很感謝時任班長張坤壽的邀約，讓

我成為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的一員。時光如

梭，一轉眼已過了數年，這期間我在羅東文化

工場與志工夥伴們相處，獲得許多學習機會，

成長了很多，尤其在展覽館服務時，與遊客互

動交流，從中得到很多的寶貴資訊，獲益良

多，同時更瞭解了宜蘭藝術人才，也更能體會

到宜蘭的歷史文化。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是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的文化志工團隊之一，由於不同服務性質

的需求，文化局的志工團隊尚設有：文化大使

志工團、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宜蘭美術館志

工隊、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志工隊、圖書館

志工隊、醜小鴨故事劇團等。原先我在醜小鴨

故事劇團説了十多年的故事，現今轉而投入

羅東文化工場擔任導覽解說人員，在展館內

除了為遊客講解展品、分享羅東歷史藝術文

化之外，我還會贈送自己做的手作 DIY 作品，

免費送給遊客或在地鄉親們，讓大家來到了

羅東文化工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又有可以

帶回家做紀念的小禮物，期待他們再次的來

訪。     

目前羅東文化工場的展館暫時休館，志

工夥伴安排在服務臺服務，解答遊客的各項

詢問，也接受遊客團隊申請園區的解說，為他

們講解羅東的歷史與文化、工場景觀及特殊

建築。這座由建築師黃聲遠率領團隊進行規

劃的場域，是座造型前衛獨特，卻又兼顧人文

歷史、城市特色和生態節能的文化園區，很引

人注目，路過民眾無不佇足觀望許久。展館雖

然暫時休館，文化工場的志工夥伴卻都在蓄

勢待發、累積經驗能量，準備在繼續開展後更

加發光發熱的服務，為到來文化工場觀光及

參訪的好友們，提供最佳的解說內容，當然也

希望能提供自己身為羅東人對羅東文化歷史 

 的了解與使命感，可以讓更多外地人了解羅

東，進而喜愛我們的羅東。 

這些年來志工服務的生涯，有了很多學

習及領悟，使我的生活得到更充實、更多彩，

在各項活動見學中，很多知識常識從零到熟

悉，如今我也到

了年過半百的年

齡，知道人生的

學習是沒有間斷

的。而我做人的

原則，只知道要

如何讓自己更順

暢自然，生活簡

單平凡，隨時隨

地能夠幫助別人

也幫助自己，在

志工服務時，更

希望將自

己對羅東

歷史人文

的認識，

分享給遊

客們，使

他們也開

心了解羅

東文化工

場的周遭環境及所有的歷史文化，讓他們來

了還想帶更多人來認識羅東文化工場。志願

服務工作是國際潮流的趨勢，尤其文化領域

對人類的生活影響深遠，何其重要，能當一個

文化志工感激在心中，我以文化志工深感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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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性的銓釋與表達 

流金歲月〜荷影 
          /沈東榮 

沈東榮老師展前導覽 

 

山林《夏山蒼翠如滴》 

荷塘《相逢》 

 

 

文•圖/泥 洹(宜蘭美術館志工) 

從東方的美學角度開始欣賞沈東榮老師的

創作，很容易以理解彩墨山水的氣氛進入畫面與

完成的「作品」相逢，靜靜地仔細欣賞，隨著光

線角度變動，肌理與筆觸依稀漫漫浮現，複雜的

畫面構圖敘說著時間流動的脈絡，金色絢麗，佔

滿大部份的空間，透過一層一層迭覆筆觸，帶入

輕鬆卻毫不單調的投射裡頭。 

讓視覺循著「荷」的花苞走著，時間的稜線

似乎有些交錯，新生的青春、含苞待放的蓓蕾，

在畫面上顯然有些乾縮，金色荷葉推擘季節洶湧

波濤，不明顯的荷葉邊際、寫意的線條與水墨表

現模式的色塊契合連繫，似乎感受到風的穿梭。

擾動水影天光，僅管在畫面構圖上只佔一小塊的

面積，藏在層層枯葉的掩藏縫隙當中，卻直接映

入觀賞者的眼簾，與我們對話著。 

詩歌使用簡單的語彙勾勒著生命節奏，「空 

 間」隨著畫面被圈鎖住

了，展出的「作品」敘說

著曾經「擁有」，因此，「觀

者」隨著視覺透入的影

像，勾起自我經歷的經

驗，解釋著畫面所傳達的

念頭，有時，與個人的經

驗相倣，成為「順向」的

解說，有時卻不同於經驗 

，形成衝擊的激蕩，疊加出抽象化的想像，如同

夢幻娑婆。 

立秋剛過，秋趣殷染，天晚透寒，擬七言絕

句與之對話： 

《秋思》（押寒韻） 

金風透影噤寒蟬，荷藕秋郊彩筆殘。 

涼意漸深傳芯秀，緣閑沐雨滴珠彈。         

誌於燃燈書軒 

 

 

〜看沈東榮畫展有感〜 
文•圖/徐雅菁(宜蘭美術館志工) 

當宜蘭美術館要展出畫家沈東榮先生的「物

我兩望、蘭陽臥遊」畫展時，孤陋寡聞的我，之

前完全沒看過他的畫作，但是，一見其畫，就忍

不住跟群組裡的許多朋友推薦，務必要騰出時間

來會會沈東榮的油畫江湖，他可是專注浸潤其中

三十年之久，練就了一身輕功上竹林的功夫。 

畫家沈東榮的畫作有什麼吸引力呢？對我

而言，那是一進入展場就有被山林、荷塘圍繞的

幸福感，無聲的畫，卻充滿滌淨心靈的力量，讓

人從喧囂躁動的世界安靜下來。 

身為宜蘭美術館的

志工，得以在開展前，先

聆聽沈先生的展前導覽，

現場充滿喜樂讚嘆、交流

熱絡的氛圍。本次畫展

「物我兩望、蘭陽臥遊」

分為五個子題：《山林、荷塘、家園、色彩、靜物》，

約 70 幅畫作。沈先生仔細分享在作畫中，運用

膠砂打底的實驗過程、水墨與油彩融合出某種令 

 人嚮往的意境；他和友人登山見到台灣杉柏，以

畫來深入關注它們；他在蘇澳老家，經年陪伴在

屋旁花開花落的荷塘、竹林，彼此深情對望；老

件桌上的柿子、瓶花，彷彿在空氣中流動著淡淡

花果的香氣；而紅綠

藍黃白色系的春夏

秋冬，變成一種凝視

與心之祕境，畫作展

現了畫家對大自然

的歌頌和哲思。 

對我而言，這一

切的美，反映出天地

有一位全能的創造

者，正如畫作背後有

一位功力深厚的畫者一般。 

宜蘭有非常多位美術領域的前輩與新一代

的畫家，我們何其有幸可以在其中浸潤陶冶。推

薦大家前來宜蘭美術館，欣賞沈東榮先生的畫

展，相信會讓您過目難忘，展期 7/2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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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場大小朋友開心大合照 

 

醜小鴨故事老師們活動結束後合影 

 

我們在化龍一村臨時圖書館說故事

文•圖/邱芷涵(醜小鴨故事劇團團長) 

好熱鬧喔！原來這是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化

龍一村臨時圖書館，今天是假日說故事的時間。 

天氣好好喔〜有好多、好多的爸爸媽媽帶著

小寶貝，特地來參加醜小鴨故事劇團的故事活

動，也有家長帶著更小的弟弟妹妹在外面等…，

一問之下，才知道活動太受歡迎，都客滿而無法

進入了呢！只好讓哥哥和爸爸在裡面，而媽媽和

更小的弟弟妹妹在外面等，真是抱歉啊! 

芷涵擔任醜小鴨故事劇團團長一職，也特地

在化龍一村的新場地為這場故事活動做紀錄，一

方面可以了解劇團志工們的服務過程，一方面也

可以為夥伴們打氣加油，並且一起參與故事活

動，增加團隊向心力。 

今天的故事要開始囉〜有小語姐姐、小熊姐

姐、玉英奶奶，還有小毛哥哥和小格姐姐為大小

朋友說故事，大家聽得不亦樂乎，仿佛乘坐故事

魔毯飛到另一個國度了呢！最後加碼的氣球戒

指，更是整個故事活動的最高潮，只見家長努力

的與寶貝共同創作，當創作成果一出現時，小朋

友小小手兒帶著戒指，相當逗趣，哈…愛聽故事

的孩子真是可愛呢！ 

文化局建築物進行補強工程，暫時閉館，縣

立圖書館遷駐宜蘭市化龍一村臨時圖書館，而說

故事場地，就在化龍 A2 棟。醜小鴨故事劇團為

了服務粉絲們，也特別作了影片指引，期望能讓

粉絲們快速地尋找，然後就可以固定來與故事奶

奶、哥哥、姐姐們同歡囉。 

說到故事新場地，雖然空間不大，但這可是溫馨

十足的地方喔，再加上親切又有趣的故事劇團老 

 師們來為大家說故事，難怪家長們都說：在化龍

一村聽故事，參加名額有限，一定要早一點來才

進得來，呵呵…感謝大家了！ 

感謝粉絲們對醜小鴨的喜愛，藉由故事活

動，不僅可以建立小寶貝的早期素養，讓閱讀就

像呼吸一樣自然，透過親子共讀，還能有正向的

人格養成。醜小鴨也會準備更豐富、更精采的故

事活動來分享給大家，讓我們期待每一次的故事

相約喔。 

醜小鴨故事劇團說故事時間： 

一、假日故事劇場： 

1.宜蘭文化中心圖書館(暫移化龍一村)：每

周日上午 10點〜11點 

2.羅東鎮立圖書館(李科永)：每個月第 2、

4 個周日上午 10點〜11點 

3.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館)：每個月第 1、

3 個周日上午 10點〜11點 

4.冬山鄉立圖書館(順安館)：每個月第 1個

周六上午 10點〜11點 

5.蘇澳鎮立圖書館：每個月第 2、4 個周日

上午 10點〜11點 

二、小寶貝聽故事(適合 0〜5歲小朋友)： 

1.宜蘭文化中心圖書館(暫移化龍一村)：每

個月第 3個周六上午 10點〜11點 

2.羅東鎮立圖書館(仁愛館)：每個月第 3個

周六上午 10點〜11點 

3.蘇澳鎮立圖書館：每個月第 3個周六上午

10 點〜11點 

歡迎愛聽故事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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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故事的親子檔 

大小朋友都很專注聽故事喔 

逐家準備做伙來去買魚仔 

 

〜台語繪本說故事活動心得分享〜      
文•圖/林惠君(醜小鴨故事劇團) 

 

  「來！來！來！佮阿公來去踅菜市仔！」，鈴

鈴姐姐今天要說的繪本，是一本台語繪本，作者

是曾經擔任醜小鴨故事劇團的培訓講師〜海狗

房東所寫的。回想起在上培訓課程時，海狗房東

介紹了好多好多的繪本，讓人聽得如癡如醉，更

想把每一本書都看過幾遍後，趕快跟每一位來圖

書館聽故事的大小朋友們分享，還記得當天課程

結束時，我負責載他去宜蘭火車站搭車，一路上

也聽到他不斷的鼓勵我，繼續用台語說故事，最

好有更多的阿公阿嬤都來聽故事。 

    回到說故事當天，我剛開始說阿公跟孫子，

準備騎腳踏車一起去菜市場買菜了！馬上有小

朋友說：「應該是阿嬤才會去買菜吧!因為阿嬤才

會煮飯給我們吃啊！ 

」另一位小朋友又接著說：「我們家都是阿公騎機

車去市場買菜，買

回來阿公挑菜，阿

嬤 煮 給 大 家 吃

喔！」就這樣，我的

故事從阿嬤交代阿

公去菜市場，要買

哪幾樣菜開始。但

是，偏偏一路上，小

孫子一直混淆阿公

要買的菜名，於是，

阿嬤交代要買的高麗菜、洋蔥和小黃瓜，最後竟

然變成花椰菜、紅蘿蔔和筊白筍了！ 

 

 故事一說完，有小朋友馬上就大聲說：「這下糟

了！阿公和孫子回去一定會被阿嬤罵。」另一位

小女生說：「阿嬤應該很厲害，買什麼，就煮什

麼。」聽完後換我說：「今天我們不買菜，來買魚。」

所以，我拿出準備好的幾尾魚和幾個加薦袋仔，

讓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買魚。剛開始，拿到袋子

的小朋友想把全部的魚都買走(全放入袋中)，我

還沒開口，旁邊的媽媽就告訴孩子，要留幾尾給

別人啊！聽到這位媽媽這樣說，真的要幫她拍拍

手，有了她這樣教導孩子，不但讓我們的活動能

順利進行下去，也是很好的身教，培養孩子有同

理心也懂得分享的道理。   

    每次一到週日說故事時間，映入眼簾的不是

提前來圖書館且已經坐好的死忠粉絲，就是開始

說故事後，陸陸續續進來借書也順便聽聽故事的

聽眾們。在故事說演的整個過程中，常會有坐不

住或是一直往前坐，整顆頭都快擋住整個繪本的

小朋友，但是，說也奇怪，只要故事姐姐一提醒，

他們就會回到該待的位子坐好，我們就能好好的

把故事說完。我猜想，大家應該都不想讓故事中

斷或沒說完就結束吧！ 

    算一算，擔任故事志工的我，快要邁向第 10

年了!已不記得說了多少本故事書，完成第幾次

的戲劇表

演，參與過

幾種的 DIY

手作活動，

或是歌曲

唱跳手指

謠的小遊

戲…等，但

是有件事是可以非常確定的，那就是擔任醜小鴨

故事志工，繼續說故事的心，是不會改變的。來！

讓我們一起來聽(說)故事吧！我是愛說故事又

愛唱唱跳跳的鈴鈴姐姐！ 

 

 

 

佮阿公踅菜市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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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豐萬圳渠首工 

金豐萬圳取水道 

 

糞箕湖圳渠首工 
新建工程紀要碑 

糞箕湖渠首工 

 

新城溪系水圳〜金豐萬圳&糞箕湖圳
〜文化資產志工隊團巡〜 

文•圖/蕭勝隆(文化資產保育志工) 

三月份團巡主題是「金豐萬圳及糞註 1 箕湖

圳」巡禮，初接到本次團巡任務時，才知道原來

溪南也有用「金」字註 2開頭命名的水圳，長久以

來我所聽到的溪南水圳是林和源圳及林寶春圳，

而溪北的水圳是金同春、金大安圳、金結安圳、

金瑞安甸圳等，並不知道溪南還有這麼一條「金

豐萬圳」。 

團巡的第一站先到金豐萬圳，本水圳舊有水

路係位在台九省道，過武荖坑溪橋的右手邊約

100 公尺的蘇澳新城派出所後方，車子可以停在

派出所(現已裁撤)外停車格或直接開到後方亦

有停車空間，然後往南行約 50 公尺就會碰到水

圳本體，之後再往西(即武荖坑溪)前行，即可走

到金豐萬圳的渠首工事(擋門頭)，目擊本圳的渠

首工可以發現，沿著武荖坑溪(今稱新城溪)溪床

還有一段長約 200公尺的取水路，這也是本圳的

一大特色，

沿途奇石

層疊，是一

個絕佳的

賞石景點，

沿著圳體

往中下游

走，會發現

已顯斑駁

的兩側護

欄，顯見此

水圳開發

歷史的久

遠 (按 :本

水圳始建

於清嘉慶 19 年(西元 1814 年))，水圳沿途經過

虹鱒休閒餐飲(已停業)、安永心食館後方、法華

寺後，穿過台九省道沿新馬陸橋上可見到明渠，

之後就變成暗渠，而也就在暗渠之前尚可見到一

條可以支援到糞箕湖圳支線的水道，「金豐萬圳」

又稱「馬賽圳」，灌溉範圍橫跨蘇澳地區內的馬

賽、新城、隘丁、功勞埔等民庄，面積約 379甲。 

 接著前往第二站，沿著蘇澳信大水泥南聖湖

廠旁邊的小路，直走就可以碰到糞箕湖圳的渠首

工事，位在蘇澳垃圾焚化爐(已廢棄)旁，首先映

入眼簾的是新建渠首工復建工程紀要碑，碑中提

及本新建渠首工事係因民國

98 年 10月芭瑪颱風侵襲，造

成豪雨並將取水設施及攔河

堰嚴重損壞而重建，此圳旁小

路即昔日要到武荖坑溪戲水

的自行車道，而在新豐隆碎石

廠旁，可以看到一個水閘門將

圳水引到金豐萬圳的支援水

路。而在台九省道台鐵蘇澳新

站旁左轉後，往水圳路方向的

路旁涼亭處停車後，可以走到

金豐萬圳復注入糞箕湖圳的

一段水路，煞是有

趣。本水圳主線一樣

穿過台九省道往前

流經一個村莊，再從

台二戊旁流到阿里

史溪，灌溉面積約

212 公頃。 

此外沿此路旁

還可見到當初台鐵

建造新城站的舊鐵

道(後建的蘇澳新站

向南移)及日治時期

所挖掘的新城遺址

(大坌坑文化)，走這二段水路如果不是對圳路非

常嫻熟的話，絕對無法體會到難得一見的先人智

慧及清代遺址，真要謝謝陳財發老師帶領各位文

資朋友走這一趟，大家也都覺得不虛此行。 

註 1：糞字應為畚字誤繕 

註 2：以「金」字開頭命名亦即「股份有限公

司」之意，如： 

   「金同春」意即「同春股份有限公司」 

   「金豐萬」意即「豐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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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夥伴於文資建材銀行留影 

台中太陽堂餅店識別 
標誌出於顏水龍之手 

參觀台南公會堂 

吳園水榭（王育德紀念館設館處） 
後方為遠百大樓 

 

 

  

《緣起》 
臺灣有留下文字紀錄的「歷史時代」，概從 17世

紀初葉開始。 
話說 1624 年荷蘭人在明朝官吏的鼓勵下，放棄

了澎湖而進佔台灣的大員，這是台灣第一個外來的頭
家，嗣後明鄭政權取而代之，直到清國時期治理重心
仍然設在台南，即使日本時代治台行政中逐漸北移，
但也不損台南自來就擁有「台灣第一府」的歷史地位。 

緣此，2023 年文資保育志工隊《府城采風》增智
見學活動的主調性，就是要來一趟《行旅府城角落、
採集古味風華》，藉以深化「在地史觀」，豐潤「在地
史識」。  
《見學心得》 

第一天走訪的地點包含了臺南市文資建材銀行、
顏水龍紀念館、吳園藝文中心等等。 
壹、首站我們來到台南市文資建材銀行，為何會稱之

建材銀行呢？ 
一、台南市早在 2017 年就意識到文資保存及資

源再利用的重要性，選在蕭壠文化園區旁的糖廠倉
庫，建造文資建材銀行。全國各地都有捐物件過來，
每個案子過來都會做完整的履歷，慢慢建立起彼此的
關係，為我們解說的專員也希望能有越來越多人來參
與、投入文資建材銀行，這也是其最主要的宗旨：延
續舊材生命，推廣惜物再用 ，並轉化加運運作，傳承
傳統技藝。建築是乘載人類歷史文明的重要資產，如
果能創造古建材新價運，不但可以保存傳統，又能創
新永續的目標。 

二、歷經 6 年推廣，建材銀行現已具備全國知名
度，這從外縣市主動洽詢捐贈舊料的案件數量逐年攀
升即能得證。為提升舊料使用效率，建材銀行團隊會
視情況，依照申請者的需求尺寸，加工整修適合的門
扇、窗扇提供申請者使用；或根據申請者的工程圖面
與施工師傅討論，據以計算出最經濟的舊料需求數
量。整理後汰除的舊料，則轉化運用於木作教育推廣
活動，如由團隊帶領後壁國小創意工作營，讓學生使
用舊料製作大型畫框、裝裱作品等，這些主動出擊，
目的就是盼能將材料損耗儘可能降低，減少資源浪
費。   

三、文資
建材銀行隸屬
台南市文化局
文化資產管理
處，是一個獨
立的單位，營
運計劃有兩位
教授做計劃方
向，除了兩位
工作同仁還有很多的顧問，負責蟲害、勞安的、拆除
及協力廠商等，保存好材料這是銀行的目標。120 坪
的儲存空間收藏各式各樣尚未達到古物或文物的料
件，讓老房子不會因沒舊物料修復在文化資產 ，就會
產生問題而放棄，改以新物件來替代。 

四、台南文資建材銀行核心理念，便是希望古建
材能被妥善應用，不只可以解決古蹟修復不易取得舊
料的問題，更能運用於新建築中增添歷史色彩，達成
資源再利用，文資保存的雙向永續目標，若建築不能
被留下，那至少讓珍貴的古建材能再有新歸宿。 

 貳、麻豆總爺藝文中心的顏水龍紀念館 
顏水龍是台灣傳統工藝復甦及近代美術設計的

奠基者與推動者，更因對工藝、設計的關懷，進而成
為研究、描繪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先驅者。而除了工藝
美術推廣外，他也是臺灣企業
識別標誌（CIS）的肇始者，
例如臺中太陽堂餅店之識別
標誌作品 、食品包裝與該店室
內設計即出於顏水龍之手。 

參觀顏水龍紀念館，彷
彿走進一段歷史的長河。從顏
水龍先生的個人經歷與人生
軌跡中，深刻體會他對文學與
社會的貢獻。透過展品、圖片、
資料的方式，讓我更貼近且瞭
解這位臺灣文學巨擘，非常運
得參觀的地方。 
參、吳園藝文中     
心 

「吳園藝
文中心」原屬荷
蘭通事何斌的
庭園舊址，道光
初，承販台鹽致
富的吳春貴之
子吳尚新收購
此地，並聘名匠
沿著地勢高低
建構庭園。園區
是最近整理出來的，最主要参觀兩個很重要特色的建
築物： 

一個設在地下室裡面為王育德紀念館 ，所典藏文
物是為珍貴文化資源，提供後續學者研究及民眾認
識；園區在日治時代到戰後非常曲折，吳家家道中落，
產權為臺南廳所有，另一棟是在 1911 （明治四十四）
年興建了臺南公館，為和洋式建築，馬薩爾風格的牆

壁，羅馬式的柱子，很特
色的建築物；西南方建
有當時知名的四春園旅
館。 

台南人從清朝開始
到日治時代出現很多優
秀人才 近幾年發掘名
人文學、醫學、藝術等各
領域人才輩出。 

宜蘭縣文資志工隊
感謝主辦單位給我們這
個機會，也感謝財發老
師及志工副隊長和幹部
們的辛苦付出，讓我們

這次參觀行程順利且收穫滿行囊。   
 (未完待續)   

指導老師/陳財發 
文•圖/ 

李春榮 賴惠箕 陳月鶴 顏佳葉 鄧如芬 薛秀圭 
林水盛 劉麗雪 曾秀貞 吳芳蓮 張寶玥 楊秋霞 

整理/李慧玲 

 

行旅府城角落 採集古味風華 

        見學活動心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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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楠歩道入口 

獨立樟 員山金城武樹 

在望林找龜平台遠眺龜山島 

肖楠成林的燈篙歩道 

 

 

                              

                                                    文•圖/吳芳蓮(文化大使志工團) 

 

不去，不想去，整條路都是上坡，挺累人的，

登山健行對我來說真是酷刑，一直是退避三舍，

沒想到一個契機，竟然改變了整個想法，從此樂

此不疲。 

《燈篙》一詞在 google 搜尋網路，是這樣

寫的：「中元節時天上飛的孤魂，無法落地，人們

用丈長的竹竿，祭品吊掛在竿頭豎立，供拜孤

魂。」至於員山崩山湖的林道，為什麼稱「燈篙

林道」，就不知道了。而早年有堰塞湖，在員山山

腳下而得名「崩山湖」的，今湖水已崩潰流盡，

成為幾尺寛的雙月湖，取名雙月湖是崩字的《山

朋》拆解而來。 

燈篙林道全長

3.5 公里，海拔最高

點約 520公尺，早年

曾種植柑橘，後來剷

除整片山坡改種肖

楠。林道從 0.7公里

停車處上山，至 1.4

公里處分兩條路，一

為鋪柏油路的車道，

兩旁是宜蘭地區最

美的櫻花林道，種植

有昭和櫻、吉野櫻、

富士櫻、山櫻花等

等，非常漂亮。櫻花

盛開在 2月至 3月，

十分壯觀，還有一棵

擎天的獨立樟，即是

員山金城武樹。另一

條為碎石路較多的

肖楠歩道，該歩道上

的肖楠即是 20 多年

前植栽的，如今棵棵

高聳挺拔，在夏天還可看到花似小人兒的白鶴

蘭，也非常奇特。 

到了山頂上，二路合而為一，直上「望林找 

 龜」的平台，一覽無遺的蘭陽平原，直達太平洋，

看見了矗立海中的龜山島。一路上山友絡繹不

絕，有些是每月或每週必到的常客，有些自外地

慕名而來，這些外地來的山友，漸成常客的也不

少，甚至耳聞「走過各種地方，還是這裡最棒」。 

每個人汗流浹

背、頭髮濕如雨淋，

嘴裡卻喜不自勝的

大呼好涼快!常聽

說：大熱天，不可大

口喝冰水，或驟入

冷氣房，因為毛細

孔是張開的，風邪

容易入侵，但大自

然的清風無比涼

爽，卻無此顧慮。 

近日山友瘋迷

的燈篙步道，是由

數位土地所有者共

同整地、闢建，無償

提供的。這些地主

十分體諒登山客，

每約 20 分鐘步程

的路邊，便有大小

不一的平整大石鋪

成桌椅，供山友們

休息、喘口氣，更提

供泡茶、聊天，太令

人感動了。遇颱風

過後，熱心的地主立馬清除路中倒樹，還僱請長

工掃落葉、清除雜草，一併服務到家，山友們也

十分珍惜，自動捐錢蓋廁所，讓大家方便。 

山風徐來，滿眼翠綠，空氣清涼，舒暢無比，

讓人體會到「山中無歲月」，只記得才上來不多

久，一轉眼天已向晚了。 

在這暑氣逼人的下午，上山一趟洗滌身心，

真是心滿意足。 

 

 



文化志工園地  第 91期  9/9 

112年 Q3(7月〜9月)活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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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使志工支援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開幕 7月 1日 五結鄉 

文化大使志工團辦理志工聯誼桌遊活動 7月 3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7月 6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幹部會議 

 

7月 11日 宜蘭市文發所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幹部季會 7月 12日 線上會議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團巡-嶺腳老街 

 

7月 16日 新北市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工作協調會 7月 25日 線上會議 

〈物我兩望蘭陽臥遊-沈東榮的油畫江湖〉展前導覽 7月 28日 宜蘭美術館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幹部會議 7月 28日 宜蘭美術館 

〈物我兩望蘭陽臥遊-沈東榮的油畫江湖〉開展 7月 29日~11月 12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辦理志工聯誼桌遊活動 8月 7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8月 9日 宜蘭演藝廳 
〈物我兩望蘭陽臥遊-沈東榮的油畫江湖〉 
  志工第一次讀書研討會 8月 9日 宜蘭美術館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縣內參訪 8月 11日 宜蘭縣 

文化大使志工支援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閉幕 8月 13日 五結鄉 

〈物我兩望蘭陽臥遊-沈東榮的油畫江湖〉開幕式 8月 19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團巡-艋舺散步趣 

 

8月 20日 台北市 
文化大使志工團辦理志工聯誼桌遊活動 8月 21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大使志工團辦理自然生態走讀-南澳朝陽步道 8月 23日 南澳鄉 
醜小鴨故事劇團支援宜蘭縣嬰幼兒閱讀 
啟動嘉年華記者會開場演出 8月 23日 宜蘭市立圖書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踏尋三貂嶺舊鐵路隧道 8月 24日 

 

新北市 

文化大使志工團工作協調會 8月 24日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SOLO—身體影像藝術展導覽培訓 

 

8月 25日 羅東文化工場 

SOLO—身體影像藝術展開幕 

 

8月 26日~10月 10日 羅東文化工場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參訪二結穀倉稻農文化館 9月 2日 五結鄉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宜蘭縣藝術家(沈東榮)工作室參訪 9月 4日 五結鄉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季會 9月 6日 宜蘭美術館 

文化大使志工團幹部會議 9月 7日 宜蘭演藝廳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幹部會議 9月 12日 宜蘭市文發所 

醜小鴨故事劇團故事表演 9月 14日 宜蘭市立幼兒園 

 中興文創園區志工隊走讀福山植物園 9月中旬 員山鄉 

文化資產保育志工隊支援討海文化保育協會鯖魚祭 9月 17日 南方澳 

宜蘭美術館志工隊志工季會 9月 20日 宜蘭美術館 

羅東文化工場志工隊幹部季會 9月 20日 羅東文化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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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