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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的老家劍潭，1915年間淡水線鐵路在此增設一站，名為「宮ノ下」。這是配

合圓山上的台灣神社落成而修建。二次戰後，隨著台灣神社被拆除，宮ノ下站

也因而廢置。鐵道及車站的興廢榮枯，經常反應了社會政治及經濟文化的時空變遷。

這本有關台灣鐵道的書，以圖文並茂的內容搭配大量的百年老地圖（台灣地形

圖），具體而生動地述說台灣各地鐵道興衰與地方發展的故事，既是認識台灣地理歷

史的佳作，也是規劃深度旅遊路線的重要參考。對於兩位年輕作者努力的成果，我深

表讚賞與支持。

賴進貴（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系主任）

台
灣環島鐵路，耗費超過一百年時間才得以完成。而因應各種需求，也伴隨出現風

情萬種的支線與極具特色的產業鐵路。本書的二位作者，能以身體力行的方式，

從文獻、古地圖的蒐羅，到親赴各地的探查，復佐以豐富的文物或老照片，呈現了本書

猶如台灣近代史縮影、且讓人悠然神往的壯麗格局。推薦您閱讀本書，領略鐵路之美及

其文化價值。更推薦您實地搭乘火車，與此書一同進行豐富的鐵道文化與歷史巡禮。

范植谷（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

鐵
道的樂趣有諸多類型，其中廢線遺跡巡禮算是一種有別一般的類型。鐵道是運

送物資、載送人的交通機關，然而廢線遺跡的探訪家卻不停地尋訪已無列車行

駛的鐵道路線、車站、其他設施。

雖然廢線最終得淪為被雜草埋沒、從人們記憶中逐漸消失的命運，然而在被遺

棄、遺忘的同時，鐵道設施也開始露出令人驚艷的「表情」。本書的兩位筆者走遍全

台各地、一而再三地悉心調查，全是為了一窺廢線之美。

淪為遺跡的鐵道設施，當然無法言語，但卻同時靜靜地發出強烈的訊息，期盼各

位讀者能從本書感受體會。深切期盼本書能跨越鐵道的範圍，進一步讓社會大眾關懷

台灣文化、土地歷史，這是筆者最大的期望。

片倉佳史（知名日籍作家，著有《台灣風景印》等書）

近
年來，台灣的休閒與旅遊文化已走入更具深度且多元的層級。從前較少人關心

賞玩的各種廢棄軌道與鐵道遺跡，其實是讓我們深層理解這片土地歷史脈絡與

地理特性的最佳切入點。這本書首度詳細整理全國各式各樣鐵道舊線的點滴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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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拼湊出百年來台灣複雜又紛擾的歷史軌跡，嚴謹考證且詳細解說的文章，配合豐

富精采的圖片，帶我們進入了一道多采多姿的時光隧道，恨不得馬上親臨現場，實在

體驗這些遺跡所帶來的懷古情調。

因登山的共同興趣結識了本書的作者古庭維，讓我從只在山岳王國中鬼混的狹小

視野一下拓展開來，原來山裡的舊鐵道有這麼多故事。台灣的土地有多少寶藏值得發

掘，這本書的兩位作者，已經打開了其中一扇窗戶獻給你我。

崔祖錫（知名山岳探險作家、社區大學登山課程老師）

當
《糖業文協會訊》創刊時，鄧兄因賜稿與協會就有互動，之後在98年10月提供

〈從興盛到凋零的糖鐵〉一文，諒必在新書糖鐵篇會重登，是經典大作。

相信生活在此地關心台灣鐵路的社會各界人士來說，能在自己的嗜好領域之外，

要覓得各種知識，豐富人生，充實生活，堅信閱讀此書後必會感受到，擁有許多回憶

的台灣鐵路在歷史的長河，所建構的台灣傳統社會文化與經濟，此書是最好的通識涵

養課程，頗值一讀和分享經驗。

陳明言（台灣糖業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

工
業革命浪潮在19世紀中後期隨著台灣鐵道的興建而引領這塊土地開始面對一波

波現代化的衝擊。

透過兩位鐵道愛好者的追溯履勘，讓我們得以窺探台灣豐富的鐵道發展歷程。短

短不過百多年的歷程，台灣的鐵道卻已歷經幾個世代的變遷；在小小的海島國境之

內，除了一般客貨的鐵道之外，居然擁有礦業、林業、鹽、糖、化工，甚至於工程用

的等等鐵道，曾經伴隨著歷史的興衰更迭。

除了因時代的脈動，人力拆遷所造成的改變外，大地更展現了令人讚嘆的返歸自

然能量，將過客的痕跡隱埋於土石蔓草之間。隨著作者踏勘的腳步前行，不禁使我臆

想起，在這一吋吋的遺跡所蘊藏的歷史環境、文化氛圍、社會變遷與融合衝突因素交

互運作下，是否也隱藏著一段段如丹．布朗（Dan Brown）在《失落的符號》（The 

Lost Symbol）中，圍繞在19世紀中葉完工的美國國會大廈及後陸續興建的史密森尼

博物館群（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陰影下所衍生的精采故事，等待著我們挖掘呢？

江金山（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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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著《台灣舊鐵道散步地圖》，滿懷豪情台灣頭尾走透透，全線踏破書中的每一

條舊鐵道，挑戰鐵道迷的極限；或是就那麼隨興地挑一條舊鐵道，全家老小，

無所事事，閑適散步，感受一下往日舊軌跡的光景；也可以騎著腳踏車隨意漫遊舊鐵

道，看盡大城小鎮的風華，來一趟沒有火車的另類鐵道旅行。這就是拿到《台灣舊鐵

道散步地圖》後，我最想做的事了！

嚴裕欽（中華民國鐵道文化協會會長）

鐵
道文化在一般人所熟知的文化領域裡並非顯學，而其興起也不過是近20年的事

情，在一個鐵道路線、建築、文化均急速消失的年代，一個鐵道研究者很難全

面性地去紀錄原來的鐵道史跡，更遑論消失已久的舊鐵道。志忠兄與筆者因為鐵道結

識十多年，深入研究鐵道舊線跡，上山下海足跡遍及全島，可謂之鐵道文化界中生代

之考古學者。庭維老弟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從鐵道攝影、舊線跡踏查、鐵道刊物編

輯等各項專才具備，可說是鐵道研究領域裡新生代的代表。

本書的出版可說是欲研究鐵道文化者的福音，帶著《台灣舊鐵道散步地圖》就可

以悠遊台灣不同年代的鐵道環境，體會鐵道建設的開端。期盼志忠兄與庭維老弟因本

書的出版，為鐵道文化再注入一股研究風潮。不僅僅是鐵道研究者，筆者也誠摯推薦

此書給所有讀者，台灣近代史都與鐵路脫離不了關係，閱讀此書定會讓您更了解台

灣，進而更愛台灣這片土地。

馬昌宏（半線鐵道文史工作室總幹事）

坊
間所見眾多鐵道方面之著作以車輛與其相關工程技術簡介或風景為主，目前對

於舊路線之踏查、追尋、憑弔等兼具感性與知性之著作卻付之闕如。幸有鄧志

忠、古庭維二位優秀鐵道業餘研究者，將累積多年苦心研究舊、廢線跡心得，毫無私

心地藉本書之出版公諸於世，讓埋沒於荒煙漫草之舊、廢線跡得以重見天日，並能抬

頭挺胸地陳述著當年曾經對台灣這一塊土地所做出之傲人貢獻；相信經由本書之閱

讀，眾讀者必定如沐春風，亦能夠對於各地之產業鐵道，甚至各地之城鄉發展沿革能

有更深入之認識與瞭解。

蘇奕肇（「街貓的鐵道網站」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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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民政府剛撤退來台的時候，若不是糖業鐵路和其他產業鐵路擔負起工業原料

產品的運輸重任，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絕不可能這麼輝煌！但這些勞苦功高的

產業鐵路卻也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被拆除殆盡。他們的事蹟也漸漸被人遺忘，消失在

歷史的洪流中！所幸，志忠和庭維兩位青年，憑著興趣和毅力，整理出這本台灣鐵道

運輸歷史的絕佳參考書，憑其兩人多年的地理實察經驗，替讀者歸納出一套有系統的

鐵道史料，這份心力，難能可貴。回憶余紀錄台糖鐵道轉眼18年，蒙志忠和庭維兩位

晚輩不嫌棄，以筆者之研究方法分析記錄出珍貴史料。間接也了卻鄙人對台灣糖鐵的

作一完整紀錄之心願，欣喜之餘，特為文推介，期盼讀者諸君經由本書，能一窺傳統

產業鐵道之一斑，並進而互助合作，替凋零無幾的糖鐵留下一些雪泥鴻爪，是所切

盼！

張聖坤（南瀛鐵道工作室前理事長，屏東縣東隆國小教師）

拜
讀完由志忠兄、庭維兄合力編寫的《台灣舊鐵道散步地圖》，詳細的內文解

說、豐富的影像紀錄，說這是本認識台灣鐵道舊線跡的工具書，一點也不為

過。部分鐵道雖然早已消失不見，取代的是親近民眾的環境改造，我們仍可藉由書中

的圖文介紹，瞭解並想像該路線早期的榮景與沒落；舊鐵道上兩條冰冷、鏽蝕的軌

道，蘊涵的卻是台灣鐵道百年的文化風情，作者的用心考察與深入介紹，實在值得肯

定。在此邀請您一同循著舊鐵道的軌跡，享受一趟別具深度的鐵道漫遊。

LUKE楊鴻嘉（鐵道網站「路總部」站長）

認
識古庭維也有十多年的時間，對於鐵道的事務他總是不遺餘力。還記得我們認

識的地點，是在最近才復駛的舊山線鐵道，當天還一同由勝興車站走路到魚藤

坪斷橋拍攝火車經過，才一轉眼時間，舊山線已經變為一條觀光鐵道。看到《台灣舊

鐵道散步地圖》這本書時我相當感動，因為這本書一一勾起我們小時候的回憶，一一

紀錄被遺忘在角落裡的鐵道，讓老一輩的可以回味，讓年輕一輩的可以新知，這是一

本適合所有人觀看的書籍。我們都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

灣事」，就讓這兩位作者利用這本書告訴我們舊鐵道的故事吧。

陳俊霖（南方公園鐵道社團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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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湊台灣舊線
完整地圖

如果你有機會翻開台灣的古地

圖，從山濱到海邊、從城市到鄉村，

到處都鋪設了各種用途的鐵道路線，

常會驚訝地說「原來這裡以前也有鐵

路啊！」，如果再有機會你可以按圖

索驥地來到現場，不難發現多多少少

都可以找到這些消失鐵道的蛛絲馬

跡。若能加上舊地圖、舊照片、當地

居民訪問的佐證，與衛星空照、GPS

定位等等現代科技的協助，一條早期

鐵道的印象便由此拼湊起來，這就是

「鐵道舊線跡踏查」的樂趣。其實舊

線跡踏查不僅僅是尋找舊鐵道經過地

點的痕跡而已，還包含了對這條鐵道

的歷史與人文紀錄，因為鐵道是人類

產業文化的一環，常常和地方的繁榮

經濟與歷史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鄧志忠

係，當我們審慎考究這些已經消失的

鐵道地圖時，絕對會從中得到許多意

想不到的收穫！

唸書時嘗試著探索台灣其他的鐵

道路線，後來發現除了台鐵火車之

外，阿里山森林小火車與南台灣縱橫

交錯的糖廠鐵道更是有趣，於是陷入

無法自拔的境界，放假時常背起相機

探尋台灣每個有鐵道的地方。後來在

不滿足於搭火車、拍火車的心境下，

探索自己能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任何一

條鐵路，心中總認為「當你對某件事

有興趣，就會想要更深入了解背後的

歷史！」，在追火車之後，便開始循

著舊地圖，找尋台灣所有消失的鐵

道。從十幾年前探查月眉糖廠甲后線

開始，我探訪了台灣各處的鐵道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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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不僅重新開啟了那些塵封已久的

軌道記憶，也驚覺原來寶島台灣有那

麼多美麗的風光與人文之美，而在過

程中也認識了許多朋友與志同道合的

鐵道迷，古庭維就是其中一位，從收

集名片式火車票開始，一起合作寫鐵

道文章，也先後擔任了「鐵道情報」

雜誌總編輯，而且還發現許多我們除

了鐵道之外的共同興趣（例如我們都

喜愛生物與古典音樂），最重要的是

這本書的催生！

台灣的鐵道環境一直在變化，而

且變化得相當快速，從我喜歡鐵道的

當時，台灣的鐵道正處於大拆特拆時

期，台鐵的許多鐵路支線與工廠側

線、台糖鐵路、鹽業鐵路等，都是在

我研究鐵道的黃金十年所拆除，這與

當下的政策有極大的關聯，不過這幾

年台灣軌道環境稍微有不同的氛圍，

大家開始意識到鐵道的方便性、環保

性與娛樂性，高鐵、高捷與許多連絡

支線的興建與通車。在這本書截稿時

舊山線的復駛還讓我與古庭維討論相

關章節的調整，但是那種心情是喜悅

的，畢竟大多數喜愛探訪舊線的鐵道

迷心中，一定會夢想這些消失的鐵道

能有那麼一天再次重現世人眼中。

雖然我十幾年來的探查結果曾經

陸續在「鐵道情報」與「鐵道旅行」

雜誌上發表過，但那些都只是鳳毛麟

角而已，仍然有許多路線文章尚未發

表，這本書可以說是集合我們兩個人

探查研究的菁華，不過限於篇幅與出

版導向還是無法將我們踏查的成果全

部刊出，實為遺憾！希望能藉由讀者

的支持與鼓勵，再次感動出版社，能

有機會再將其他的踏查成果付梓。

能完成這本書除了古庭維與主編

惠雅姐協助外，還有許許多多曾經幫

助我、鼓勵過我的朋友與師長，原諒

我因為篇幅無法一一列出，但沒有你

們就沒有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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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的先驅──
台灣舊鐵道

翻開世界各國的開發歷史，不論

一世紀前的列強、被殖民國，或現在

的新興都市、國家，鐵道永遠都是一

個地區進行開發的鑰匙。台灣的鐵

道，最早可追溯至1870年代，八斗子

官煤井的開採；串聯城鎮的幹線鐵

道，則是1890年代完成之北部路線。

不論這些大小鐵道是否真正堪用，它

們無疑都扮演了開發拓荒的先驅角

色。寶島台灣，物產豐隆，日本時代

政府積極開發各項資源。鐵道永遠都

是最好用的一把金鑰。大者如全島鄉

鎮之串聯，小者如一條礦坑道，各種

鐵道應運而生，由最細處擴展至整個

國家，形成綿密、強有力、有效率的

運輸系統。不論礦業、糖業、鹽業、

化工業乃至於林業，只要以現代化之

管理方式開發，就少不了鐵道的幫

古庭維

忙，差別僅在規模和設備而已。常有

人說台灣是鐵道王國，不如說那是台

灣在氣候、地形、地質上得天獨厚，

才擁有如此美妙之土地，才使得幾

千、幾百年來的先住民、新移民，都

能享用到寶島甜美的資源。

既然在這個國家的發展過程，鐵

道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那麼閱讀鐵道

歷史，也等於瀏覽台灣近代史。「廢

線跡踏查」是鐵道趣味中，相當特別

的一項，講求史料蒐集與實地探訪。

從小，我就對鐵路幹線上分歧而出的

支線深感興趣，漂亮圓弧的遠端，消

失的盡頭，究竟通往何方。幸運地，

當我有能力開始研究這些廢鐵道時，

鐵道趣味界已有許多前輩立下基礎，

同時也進入網路時代，更多數位化的

資訊，更便利的交流管道，甚至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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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在滿足了我的童年願望。曾

聽過有些人對廢線踏查的看法，認為

鑽研逝去事物，冰冷無趣，完全不能

與運行中的大小火車相提並論。但我

認為，這不僅是尋找廢鐵道殘跡而

已，在實地了解人文風貌、產業發展

過程中，重回時光隧道，置身於歷史

溯源的軸線上，其實是熱愛這片土

地、這個國家的態度。

能參與這本書的構成，當然得感

謝晨星出版社徐姊的耐心，還有鄧兄

的引薦。我們興趣相像，收集車票、

追逐糖鐵、到荒郊野外踏查，結識十

餘年，原先各自努力，最後共創此

作。最要感謝父母親，父親從我讀中

學起，時常開車帶我四處走訪台灣，

經營出版的母親則讓我從小耳濡目

染，都對我的鐵道研究幫助極大，希

望您們沒有後悔。感謝台大火車社鄭

銘彰、黃智偉、洪致文、謝廉一、江

易原、梅凱、杜怡和、楊森豪、劉文

駿、邱意琳等學長姊的鼓勵及分享、

「出草」時的接應；林佳慶、鄭安

佑、張心怡、陳思銘無數次的同行；

交鐵會李宇晨、李啟源、高中麻吉王

恭鶴及鄰居蔡貴美阿姨提供南部住宿

地點；歷史調查同好蔡宜儒前輩、游

富傑、黃偉嘉，給予極多建議和指

導；古仁榮、林志明、許乃懿、張聖

坤、黃威勝等前輩提供珍貴收藏或寫

真，使本書增色不少；崔祖錫、丁彥

中、周俊男在登山方面的協助，沒有

他們，就沒有歷險拍到的林鐵遺跡。

要感謝的人真的很多，遺漏在所難

免。

此作耗時數年才完成，過程中曾

忍痛刪去許多章節，但期能拋磚引

玉，增進同好分享。不論您是否為火

車迷，這些鐵道及產業歷史現場，都

值得實際走訪體驗。本書即將付梓之

際，帶著嵐山索道現況照片拜訪古仁

榮先生，聽著老前輩娓娓道來當年盛

況，感念時代的變化，我也不禁思

考，遺跡只會變多，這些土地的故

事，是否能傳承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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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桃園、高雄↙

北
昔日台灣各地大小鐵道遍布，首都台北市也不例

外。現今的台北市擁有複雜的捷運路網，不斷地

繼續延長中；而在日本時代，除了縱貫線之外，

台北市內還有淡水線、新店線、松山機場線以及

三張犁線等與縱貫線相同軌距的支線。淡水線原

本是建設縱貫線的材料搬運線，後來變身成為首

都內通勤用的鐵道；新店線是少數與官線同軌距

的私鐵之一，並且不以經營貨運為唯一目標，相

當特別。前者後來改建為台北捷運紅線，搖身一

變成為第一條高運量捷運路線，而後者則在

1950年代不幸早夭，黯淡地改建為一般道路，
雖然其後段與捷運綠線完全重疊，但早年的風貌

只存於沿線居民久遠的記憶中。

都 會 通 勤 圈

01

台
14



台北市

台北縣

北投普濟寺

→

往基隆、宜蘭

八 里 鄉

五 股 鄉

蘆 洲 市

新 莊 市

板 橋 市

縱
貫
線
鐵
路

中 和 市

永 和 市

新 店 市

泰 山 鄉

三 重 市

天母

士林

淡水

台
北
縣 台
北
市

台
北
縣

台北市

淡水

竹圍

北投

石牌

明德

芝山

劍潭

圓山

古亭

公館

萬隆

景美

七張

新店
（郡役所前）

中山

士林

雙連

松山

萬華

堀江

和平

螢橋

板橋

西門

民權西路

台電大樓

台北

中正紀念堂

新店市公所

奇岩

關渡

忠義

紅樹林

唭哩岸

復興崗 新北投

舊忠義

舊石牌
（舊唭里岸）

王家廟

長安

小南門

大坪林

宮ノ下

舊雙連

舊古亭

仙公廟

水源地

舊公館

舊新店

二十張

大坪林公學校前

舊大坪林

製壜會社前

1

2甲

1
甲

9
甲

3

9

3

64

64

15

2

1

1

1

3

3

　往桃園、高雄↙

都 會 通 勤 圈

15



台北市

台北縣

北投普濟寺

→

往基隆、宜蘭

八 里 鄉

五 股 鄉

蘆 洲 市

新 莊 市

板 橋 市

縱
貫
線
鐵
路

中 和 市

永 和 市

新 店 市

泰 山 鄉

三 重 市

天母

士林

淡水

台
北
縣 台
北
市

台
北
縣

台北市

淡水

竹圍

北投

石牌

明德

芝山

劍潭

圓山

古亭

公館

萬隆

景美

七張

新店
（郡役所前）

中山

士林

雙連

松山

萬華

堀江

和平

螢橋

板橋

西門

民權西路

台電大樓

台北

中正紀念堂

新店市公所

奇岩

關渡

忠義

紅樹林

唭哩岸

復興崗 新北投

舊忠義

舊石牌
（舊唭里岸）

王家廟

長安

小南門

大坪林

宮ノ下

舊雙連

舊古亭

仙公廟

水源地

舊公館

舊新店

二十張

大坪林公學校前

舊大坪林

製壜會社前

1

2甲

1
甲

9
甲

3

9

3

64

64

15

2

1

1

1

3

3

　往桃園、高雄↙

大台北的鐵道印象

淡水線

歷史沿革
台鐵的支線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大

量停駛，這些停駛支線中，最廣為人知、

同時也最被注意到的，就是淡水線。淡水

線也是歷史最悠久的台鐵支線，開始興建

時縱貫線才剛完成基隆到台北的改築而

已。而興建淡水線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

運輸淡水港的物資，也能幫助縱貫線中部

段的工程。

當時由於物資缺乏，且縱貫線建設迫

在眉睫，因此基隆至台北間廢棄舊線拆下

來的材料便派上用場，應用在淡水線的工

程中。全線於1901年（明治34年）8月25

日通車，開啟了這段百年熱線。同樣在這

天通車的，還有台北到桃園間的新線，從

此火車改走萬華板橋鶯歌；第二代台北車

站也在當天啟用，位置在現今台北車站西

邊的空地。淡水線起點是新的台北站，終

點淡水，通車時沿線共有圓山、士林、北

01A

↓淡水線之路線、站名圖。藍色圓圈代表今日

捷運站位置，若無特別註明則與傳統鐵道時期

同站名車站位置大致相同。紅色圓圈代表舊車

站位置，站名前加上「舊」代表該站在捷運通

車後位置更動。

路線資料

鐵道部淡水線台北＝淡水︰1901年8月25日通車，軌距1,067mm
台鐵局淡水線︰1988年7月16日停駛

←台鐵時代淡水線的車票。北

投和石牌都是許多台北市民熟

悉的站名，不過票面上「臺灣

鐵路局」和「票價5元」等資
訊，恐怕是許多年輕人無法想

像的事情。典藏／鄧志忠

←往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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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桃園、高雄↙

↓位在台北市太原路與市民大道路口的「後火車站懷舊廣場」，係依原本的台北後站

站前廣場重建而來。原本的木造站房已不幸於1989年被燒毀，市政府為營造氣氛，
因此又放置圖中之車輛，欲模仿1930年代之圓頭「大型汽油車」。但此車輛卻由舊
東線窄軌小火車改造，造型相去甚遠，變成四不像。攝影／古庭維

←在1945年美軍測繪的地圖，可以看到台北車站（Taihoku）
當時的規模。車站東南側的機務段擁有一座扇形車庫，此車庫

在興建地下化台北車站時被拆除；西北側分出去的支線，通往

貨車車場（Freight yard），是原本大稻埕車站所在地，更是
清代台北車站原址。由東北側分出的路線就是淡水線，第一個

車站大正街（Taishogai）在戰後改名為長安，站旁的學校是
建成小學校，戰後改為台北市政府，市政府搬遷後如今成為

「台北當代藝術館」。圖中右下角的City Hall（市政府）在戰
後成為行政院所在地。

路線資料

鐵道部淡水線台北＝淡水︰1901年8月25日通車，軌距1,067mm
台鐵局淡水線︰1988年7月16日停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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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投溫泉路的普濟寺，為

台灣罕見的日本真言宗佛寺。

1905年（明治38年）由鐵道部
員工集資捐獻建成，原名鐵真

院，寺裡奉祀的主神為「湯守

觀音」，意即守護溫泉的觀音

菩薩。古樸典雅的普濟寺，如

今為台北市定古蹟。攝影／古

庭維

投及淡水等站；1902年時，淡水線的起點移至大稻

埕車站，該站的位置就是位於河溝頭街的第一代台

北站；1915年（大正4年）大稻埕改回貨運站，淡水

線起點又改到新設的北門站，同時增設的還有大正

街、雙連、宮ノ下、唭里岸等站，但1924年淡水線

起點又改回台北；1930年時，江頭驛（1903年設

站）的位置經北遷600公尺成為後來的位置，同年設

立的還有竹圍站；另外經由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

一的努力，由北投至新北投的「泡湯」路線也於

1916年完成，這是一條完全以觀光為目的的小路

線，在台灣鐵道歷史上絕無僅有，然而在太平洋戰

←新北投附近的捷運高架橋

下，仍保有無柵欄平交道之遺

跡。是舊淡水線的見證之一。

攝影／古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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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石牌附近的路線圖。圖中車站位

置在石牌庄，北方鐵道左彎處則是唭里岸

庄，然而車站名稱卻是「唭里岸（きりが

ん）」，這很可能是由於設站位置及站名爭

議妥協之結果。在捷運通車的今天，不管是

唭里岸或是石牌都各自擁有自己的車站了。

↑清代的台北車站在大稻埕

（位於今天的中興院區一

帶），在1901年才遷離，但原
址並未廢棄，而是改為大稻埕

車站。從1902年一直到1915
年，大稻埕是淡水線的起點

站。（圖取自台灣鐵道史）

爭最末期的1945年（昭和20年），曾因戰備考量而

將此線鐵軌拆除改作他用。

戰後的淡水線，除了大正街改名長安、宮ノ下

改名劍潭、唭里岸改名石牌、江頭改名關渡之外，

還插入了王家廟以及忠義兩站。改建捷運之後，車

站數目增加一倍，但大部分沿用台鐵站名的車站，

位置皆有不同程度的更動。最「麻煩」的要屬石牌

一帶了，捷運石牌站較台鐵時代北移，南邊插入了

明德站，其北邊的捷運唭哩岸站則又是石牌在日本

時代的舊站名。

由於行經都會通勤圈，淡水線的客運和其他支

線慘澹的情況截然不同，每到尖峰時段便人滿為患，

假日前往淡水的遊客也絡繹不絕，設備老舊的鐵路無

法發揮更高的效率，在傳統鐵道沒落的年代，自然也

沒有人會想將路線進行升級，反而是「去之而後快」

地全線拆除改建極為昂貴的捷運系統。除了客運之

外，在改建之前，淡水線也有貨物列車，圓山站外有

大同公司側線，淡水站外有殼牌倉庫側線，忠義與關

渡則有嘉新大統線，穀斗列車在當時也算淡水線的常

客。當然，在完全以通勤為目的的捷運系統興建後，

這些貨物列車便永遠停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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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31日，一輛巴士欲闖越錦西街平交
道，卻被柵欄、鋼索等設施卡住進退不得。危急之

際，擔任看柵工的高施傳先生，奮不顧身替巴士解

圍，繼續要清理軌道上的障礙物時卻遭到列車撞擊，

送醫不治。隔年的鐵路節，「高施傳義士紀念碑」在

雙連站由交通部長張繼正揭幕，典禮隆重。雙連站拆

除時，此紀念碑也被拆除移走，捷運完工後才在雙連

文昌宮前重組，不過樣貌已與當年不同。攝影／古庭

維

→普濟寺的「村上彰一翁碑」。時任鐵道部運輸課長的村上彰一，除了捐獻興建溫泉管

線，也促成新北投支線的興築，普濟寺也是由他籌建完成。當地人為了感念他，於是在

普濟寺內立了此碑。目前紀念碑外形完整，但許多文字已被破壞。攝影／古庭維

↓台北捷運列車通過圓山大飯店之景。以極高造價興建的現代化系統，一百多年前是以

克難方式拼湊出的材料搬運線。攝影／古庭維

路線現況
台鐵淡水線在1988年停駛後，包

括新北投支線在內全線改建為捷運。捷

運淡水線屬於紅線的一部分，起訖點為

中正紀念堂與淡水站，1997年3月中山

站至淡水站通車，年底通車至台北車

站，隔年通至中正紀念堂，紅線的另一

段則為信義線。目前淡水線的列車與新

店線和中和線直通運轉，新北投線則以

三車組電聯車往返兩站。

新穎的捷運電車象徵城市的進步，

但沿線仍有多處舊線遺跡供人緬懷。曾

是淡水線起點的「台北後站」，木造站

房不幸於1989年燒毀，近年市政府在原

址太原路口規劃懷舊廣場，還陳列一輛

「大型汽油車」，可惜的是這輛車是東

線窄軌小火車改造而來，非本來行駛之

火車。

捷運地下段的區間，目前作為線狀

公園，過去的路線清晰可辨，其中在雙

連文昌宮前有「高施傳義士紀念碑」乙

座，紀念1970年的平交道事故。另外在

新北投的普濟寺，則有一座「村上彰一

20



↓捷運唭哩岸與奇岩站之間的磺港溪，仍保有古樸的舊橋台，是淡水線現存最古老的遺跡。橋台上新架設的

鐵橋，也是線狀公園的一部分，如今是當地居民常用的通道。攝影／古庭維

↘喧鬧的捷運淡水站東南側，有一處靜謐的角落，就是殼牌倉庫遺址，已被指定為台北縣定古蹟。殼牌倉庫

具有百年歷史，戰前主要之功能為儲油，油槽在大戰期間遭受轟炸焚毀，但目前內部還保有鐵道、地磅、月

台和油管等設備。攝影／古庭維

旅遊何處去

臺北後站懷舊廣場

位在台北市太原路與市民大道路口，搭乘各種交通工具至台北車站即可抵

達。

淡水殼牌倉庫

位在捷運淡水站東南方，步行約2分鐘。

順遊景點

台北故事館

士林夜市

新北投溫泉街

淡水老街、漁人碼頭

淡水測候所

翁碑」，是地方感念村上對新北投線的貢獻而設

立。

在路線遺跡方面，新北投附近的巷口，仍留有

平交道阻隔條，見證過去曾有平面鐵道經過；捷運

奇岩站南方的磺港溪留有古樸的橋台，目前是居民

散步、慢跑的通道，也是台灣極少數20世紀初的鐵

道遺跡之一；圓山站外的大同公司工廠，目前仍可

看出台鐵側線進入廠區的位置，淡水站外的殼牌倉

庫，則留有月台與軌道，目前已登錄為歷史建築，

同時作為淡水社區大學校本部。

建於1916年，並於1937年改建的新北投木造站

房，在停駛後被民間業者購買而遷至彰化台灣民俗

村，是台鐵淡水線僅存的車站建築，近年新北投地

區已發起購回老車站之活動，然而是否成功仍是未

定之數；其餘車站目前已全數拆除，只剩石牌站的

宿舍與倉庫等零星建物。要拜訪這些捷運沿線的遺

跡相當輕鬆，買張捷運一日票就可達成，有空不妨

來個捷運之旅，也見證這段百年歷史的演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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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車到碧潭的愜意

新店線

歷史沿革

在台灣受限於鐵路法，鐵道幾乎都由國

營事業經營，看不到百家爭鳴的鐵道公司；

但在日本時代，台灣和現在的日本一樣，都

是私鐵林立的地區。最大宗的私鐵是糖業鐵

道，但在戰後由國營的台糖公司接收。與官

線相同軌距的私鐵不多，最特別的就是由萬

華通往新店的新店線了。新店線由台北鐵道

株式會社經營，起點萬華為了與官線區隔，

當時稱為「北鐵萬華」站。由萬華出發，至

新店共10.4公里，萬華至公館於1921年（大

正10年）1月23日通車，公館至新店則在同

年3月25日通車。

這條路線有兩個特殊之處，第一是唯一

與官線同軌距的私鐵客運線，第二則是唯一

使用過「牌券式閉塞」的台鐵路線。通車時

沿途設有螢橋、水源地、公館、十五分（今

萬隆）、景尾（今景美）、大坪林及新店等

站，之後不同時期又加入了堀江、馬場町

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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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唭里岸）

王家廟

長安

小南門

大坪林

宮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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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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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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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桃園、高雄↙

路線資料

台北鐵道株式會社新店線萬華＝新店︰1921年3月25日全通，軌距1,067mm
台鐵局新店線︰1965年3月20日停駛

↓新店線之路線、站名圖。藍色圓圈代表今

日捷運站位置，若無特別註明則與傳統鐵道

時期同站名車站位置大致相同。紅色圓圈代

表舊車站位置，站名前加上「舊」代表該站

在捷運通車後位置更動。我們可以發現，其

實新、舊路線的走法相當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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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

唭哩岸

復興崗 新北投

舊忠義

舊石牌
（舊唭里岸）

王家廟

長安

小南門

大坪林

宮ノ下

舊雙連

舊古亭

仙公廟

水源地

舊公館

舊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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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林公學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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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壜會社前

1

2甲

1
甲

9
甲

3

9

3

64

64

15

2

1

1

1

3

3

　往桃園、高雄↙

路線資料

台北鐵道株式會社新店線萬華＝新店︰1921年3月25日全通，軌距1,067mm
台鐵局新店線︰1965年3月20日停駛

圖中的停車場、籃球場及工地，過去都是新店線水源地站的

範圍，其輪廓仍然依稀可見。攝影／古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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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改和平）、古亭、仙公廟、製壜會社前、二十

張、大坪林公學校前、七張及郡役所前等站。其中的

大坪林站，大約在現今捷運七張站之位置，與捷運大

坪林站相隔甚遠。景尾則是中途大站，連接來自石

碇、深坑與木柵的台車線，這條台車線是台北南部運

送煤礦的交通要道，即現在的木柵路與北深路（106

縣道），同時也是興建新店線最大的誘因之一；終點

新店鄰近名勝碧潭，同時也是聯通烏來與坪林等地的

轉運站。新店線除了運輸台北盆地南側的煤礦、木材

等物產，也期待首都與周圍衛星城鎮間的客運能帶來

營收。

然而這條路線並未如淡水線一樣，漸漸形成都

會通勤圈熱線，在日本時代只能靠政府補貼勉強經

營，戰後由台鐵收購，不到二十年便放棄經營，雖然

沿線煤礦業者反對，仍於1965年3月20日停駛，貨運

功能由同年4月3日通車的中和線取代，並於1968年

拆除改建成一般道路。

其實台北南區的公館到景美、新店間，自古以

來就是交通要道，台北鐵道株式會社投資建設不是沒

有道理。雖然新店線只存活短短44年，但現在的捷

運新店線，在古亭以南，許多站名與當年北鐵新店線

完全相同，路線也幾乎重疊，算是還給北鐵的投資眼

←日本時代行駛於新店線的汽油車，

圖中的學生是台北高等農林學校（後

來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的

學生。水源地曾經是許多師生每日通

勤的車站。

←非常珍稀的新店線車票。台鐵新店

線的大坪林站，大約在現今捷運七張

站之位置，與捷運大坪林站有一段差

距。典藏／林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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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個「公道」，同時也讓新店線這個名稱在三十多年

後復活。這樣的情況與淡水線還真有幾分類似。

路線現況
台北捷運新店線屬於綠線的一段，由西門經中

正紀念堂通往新店，綠線的另外一段則為西門經中

山站通往松山的松山線。老新店線早在1965年就走

入歷史，是戰後第一條停駛的台鐵支線。當時的社

會完全沒有歷史文物保存或是城市記憶的概念，當

→在汀州路靠近萬華一帶，可以發現只有新大樓（右

邊）將大門口開在路邊，舊樓房則是背對著大馬路。

這是因為汀州路的前身是新店線鐵路，而一般人並不

喜歡將大門口對著嘈雜的鐵路。攝影／古庭維

↓水源地站宿舍是新店線最後

的大型遺跡，在2004年進行古
蹟指定，但同時也遭台鐵拍

賣，得標者欲進行拆除時才知

是歷史建築；最後此建築稍微

遭到破壞，買主也放棄購買，

道盡鐵道文化資產保存的無

奈。區域內老樹茂盛，其實是

規劃作為新店線紀念空間最佳

場所。攝影／古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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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沒有所謂的停駛紀念活動；四十多年來城市迅速

發展，相關遺跡幾乎完全灰飛煙滅，因此所剩無幾的

遺跡更是彌足珍貴。

新店線在拆除之後改建為一般道路，大致來說

就是汀州路與羅斯福路及北新路。觀察汀州路在萬華

的起點處，由縱貫線（現在的艋舺大道）分歧向東南

彎出的線型非常明顯；這段路有許多樓房「背對」汀

州路，符合一般人不將正門開在鐵軌前的習慣，也見

證了鐵路經過的往事。同樣能見證鐵路身世的，還有

在金門街、廈門街與銅山街口一帶，汀州路的路面較

兩旁高出許多，這是由於鐵道路線在坡度上有所限

制，因此地勢較低處以路堤通過，改建道路後這項特

徵並未隨之消失。

新店線曾有過多達17座車站，但目前已經完全

找不到任何一座站房。不過在河堤國小附近的人行

道，其實正是直接蓋在古亭站的月台上，只是經過歷

次修改，愈來愈不像月台了。此外，螢橋、水源地與

公館等站址，目前仍可觀察出站場範圍，其中最完整

的是水源地車站。

水源地是距離台灣大學最近的一站，許多台大

師生在鐵路停駛前，每天搭火車通勤到水源地，這是

許多人無法想像的往事了。之所以命名為水源地，是

因為鄰近1909年啟用的自來水廠，也就是現在的自

來水博物館。園區入口前就是水源地站場範圍，汀州

路與羅斯福路三段316巷口的空地，正是當年的站前

←圖中富田町的「高等農林

校」，源自於1919年成立的
台北農林專門學校，在1922
年改名台北高等農林學校，隨

後再於1928年改制成為「台
北帝國大學」，也就是現在的

台灣大學；原本的農校遷至台

中後，成為今日的中興大學。

圖中可見「台北鐵道」的路線

行經富田町，附近有水源地

（すいげんち）及公館（こう

かん）二站。水源地是鄰近校

門口最近的一站，而公館站之

位置則與現在的捷運站不同。

↓由於鐵道興建時對坡度有一定

之限制，以免影響列車行駛，因

此鐵道路基通常會盡量保持在一

定的高度。在新店線拆除改為汀

州路之後，有許多地方出現了這

樣路面比兩旁還高的情況。攝影

／古庭維

↑汀州路與羅斯福路三段316巷
口的這塊空地，正是水源地站的

站前廣場，廣場旁三角形屋頂的

咖啡店，據說就是依車站的行李

房改建而來。攝影／古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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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何處去

水源地車站宿舍

搭乘公車或捷運在捷運公館站下車，步行約5到10分。

順遊景點

國立台灣大學

自來水園區

景美夜市

碧潭吊橋

廣場，而人行穿越道的位置大約就是月台的所在

地。廣場旁的咖啡店，據說是依車站行李房改建而

來，緊鄰著的是新店線最大的遺跡，已經指定為歷

史建築的車站宿舍。車站宿舍在2004年進行古蹟指

定，但同時也遭台鐵拍賣，得標者欲進行拆除時才

知道是歷史建築，最後建築稍微遭到破壞，買主也

放棄購買。

這間宿舍幾乎是台鐵新店線最後的見證，區域

內尚有多棵列管老樹，實在應該由市政府妥善活

化，發揮其不凡的文化價值。其實若與寶藏巖、自

來水園區和台灣大學等觀光資源妥善地結合，勾勒

出水源地、公館一帶的發展風貌，相信會成為一套

相當完整的文化之旅。

↑自來水博物館主要之建築為1908年落成的唧桶室，已有百年歷史，目前是市定古蹟。若此園區能與水源地
車站宿舍、寶藏巖和台灣大學等觀光資源妥善整合，相信能創造一條動人的旅遊線。攝影／古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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