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

活 

動 

報 

導

走尋青番公的故鄉－蘭陽風土、歷史與價值

－－第10屆新台灣史研習營
吳念容

學員、彰化縣鹿鳴國中教師

早在學生時代時，因研究關係開始接觸到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是一

個致力台灣史料收集與台灣精神傳遞的單位。基金會辦過鹽分地帶文藝營、

夏季學校、新台灣史研習營等活動，工作之後閒暇之餘，便召集學妹一同參

與。第一次接觸是在第8屆的新台灣史研習營，當時活動辦在台東，台東地區

的族群、文化與認同，四天三夜的行程讓我收穫滿滿。這次第10屆的活動舉

辦在宜蘭，其實我自己也到宜蘭多次，但旅遊多是走馬看花，無法深入了解

這個地方的風土民情。但以前就常聽到大學同學以他們為宜蘭人感到驕傲，

對自己的家鄉有強烈的認同與熱情，加上「宜蘭經驗」在此成為仿效的對

象，我想這應該就是宜蘭的成功。自從雪山隧道開通後，到宜蘭的交通更方

便了，一路上盡收眼底的是蘭陽地區的優美景象，首站就去品嘗宜蘭在地小

吃米粉羹，之後直奔研習地點冬山鄉三清宮。

三清宮是道教總廟，環境非常清幽雅緻，背山面海，山明水秀，望向蘭

陽平原，真令人心曠神怡。參拜之後，還有些許時間就到下面的梅花湖健行

踏訪。在報到之後，發現很多熟面孔，原來很多人都很熱衷參與這個研習，

更有人已經參加10屆了，真是不簡單！在廟方導覽介紹時，認識三清宮供奉

主神：玉清元始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以及上清靈寶天尊，是道教無極界最高

神祇，神像穩重莊嚴。大家當時會想，三清宮看起來廟齡不算久，可是為何

稱為道教總廟呢？原來在1970年時，為了提倡倫理道德、復興中華文化與開發

梅花湖周圍，在這裡籌備建造了道教總廟三清宮，作為一般寺廟的示範廟。

在 蔣 經 國 先 生 與 宜 蘭

當地人士的支持下，順

利興建完成。這裡很特

別的是，三清宮不焚燒

金、紙錢，只有清香、

素果、鮮花來供奉，有

誠意的祈求，有節能減

碳的環保。

    第 一 天 活 動 的

開始，有引人入勝的感

覺。見到慕名已久的詹

素娟老師，來講述噶瑪
照片（1）：第10屆「新台灣史研習營」學員於三清宮正殿前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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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人的歷史變遷，詹老

師在這方面研究多年，

調查深入用心，講解更

是生動豐富。噶瑪蘭族

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十

四族中其中一支，「噶

瑪蘭」有平原的人(集合

名 詞 ) 之 意 ， 跟 居 住 在

平原溪流、低濕沼澤地

帶有關。也曾和日本人

交易，活動範圍北到淡

水，南到花蓮大港口，

是一支擅水的民族。跟哆囉美遠(哆囉滿)、猴猴、西部熟番、花東的「加禮

宛」等，有密切的相關，族群是會遷徙和融合的。在清朝光緒年間發生的加

禮宛事件，花蓮的加禮宛和撒奇萊雅對付清軍戰敗，再遷徙到更南邊，像是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還是保留噶瑪蘭族語彙的用法。雖然時空不同，但是

文化、血緣、語言卻是將這一兩百年來的族群遷移的痕跡，一一串起。

晚上的課程更是讓學員們意猶未盡。請到的是宜蘭在地學者邱水金老

師，談從考古看宜蘭歷史，邱老師從宜蘭的象徵龜山島說起，「龜山會踅

頭、前山變後山」，我

們從北部南下宜蘭，角

度、觀點的不同，自然

眼界也就不一樣。老師

分享了他參與宜蘭淇武

蘭遺址考古的經驗，在

搶救這些噶瑪蘭先民的

文 物 ， 是 跟 時 間 在 賽

跑。由於以前的人住在

低漥的平原地帶，很多

陶罐等都深埋地底下，

挖 掘 工 作 十 分 辛 苦 不

照片（2）：邱水金老師講授：從考古看宜蘭歷史。

照片（3）：學員上課情形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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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邱老師讓學員感到特別的原因是，他會用他擅長的宜蘭腔與學員們交

流，福佬話的發音語調各地區皆有不同，聽起來特別有趣。

第二天課程活動由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老師開講，談宜蘭民主運動與台

灣民主政治發展。從日治時期台灣民眾黨的創辦人蔣渭水說起，蔣渭水為宜

蘭人，當時就致力於政治活動，參與社會運動。之後有郭雨新等人的出現，

在省議會有五龍一鳳投入政治。自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爆發，雖是在戒嚴

時期，但人民追求民主的心聲已逐漸浮現，多人先前有跟隨郭雨新先生，也

都是受到他的影響。林義雄先生是宜蘭子弟，參與民主政治推動，但卻慘遭

滅門血案，讓人深感難過與憤怒，怎可用如此手段對付無辜的人民！但林義

雄先生化悲憤為力量，繼續為台灣民主運動努力，提倡非暴力、人民做主運

動、反核四，建立非核家園等，這樣的精神讓人為之動容。在第三天參訪慈

林基金會的時候，感覺到林氏夫婦的用心，還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史料中

心，林義雄先生更是親自到場，跟學員們談談他的心路歷程，實在難得。還

有宜蘭歷任縣長，像是陳定南、游錫堃等人對宜蘭的整治，讓宜蘭更加進

步，成為其他縣市學習的榜樣。後來游錫堃先生本人也親自到研習會場，講

述他個人在宜蘭的執政經驗，個人印象較深刻的是有縣史館、社區總體營

造、一鄉一特色，所以有兩三個成功就算是宜蘭行銷的成功。今日，宜蘭三

星蔥、礁溪溫泉、童玩節、蘭雨節這一連串的產品、活動，已打響宜蘭名

號。

 這 次 研 習 ， 很 多

學員期待見到黃春明老

師，終於看到他的廬山

真面目了。和藹可親的

模樣，加上生動活潑的

講述，讓冷冷的天氣增

添一點暖意。黃春明老

師近年忙於兒童劇團的

巡迴活動，在2005年創

辦了宜蘭人的文學雜誌 照片（4）：黃春明老師演講：九彎十八拐－來聽黃春明講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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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彎十八拐》雙月刊，鼓勵宜蘭人發表創作，有一個分享的園地。老師有

寫了一些關於宜蘭的詩，跟他以前的經驗有關，很多宜蘭子弟以前到台北都

是走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他用撕畫貼出了童趣的九彎十八拐景象，配合

詩的朗誦。還有龜山島的詩和撕畫，更讓人會心一笑。老師用在地的台語辭

彙告訴我們，「番仔殺他」(台語)就是「很倒楣」的意思，第一次聽過，真是

有趣。

陳永興醫師講述台灣醫師的社會人文關懷主題，以前有拜讀過陳醫師

的著作，對於台灣醫療史的研究略有涉獵。從日治時期後藤新平建立衛生行

政體系，大台北醫院、土人醫師養成所、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立，對於人員培

育與醫療、防疫等有很大的成長。還介紹了很多對台灣醫療有貢獻的醫師與

傳教士，在宜蘭的陳五福醫師成立慕光盲人重建中心，羅東聖母醫院的OKI

醫師等，尚有其他國家的醫師願意投入偏遠醫療。陳醫師講了一句令人省思

的話，外國人都願意到偏遠的東部地區奉獻，可是台灣有些人卻覺得花東很

遠，美國很近。這番話聽起來不免諷刺，有醫術更要有醫德。最近創辦彰化

基督教醫院的蘭大衛兒子蘭大弼過世，到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是台灣需要幫

助的窮苦人，我對他們的付出深懷感恩。晚上林清池先生講述太平山林業開

發史，太平山以前以生產檜木材聞名，更是日治時期台灣三大林場，現在保

留的森林資源，都是我們的資產。

在兩天的課堂後，展開了蘭陽歷史散步活動。首站出發到慈林基金會，

參觀台灣民主運動史料館，林義雄夫婦也特地到場跟學員見面，看到他這樣

一路走來，將心力投入在民主運動上，人民做主的想法，藉由苦行環島宣傳

理念，非常敬佩。第二站來到蘭城新月，由仰山文教基金會的志工帶領，徒

步觀察講解宜蘭設治紀念館、主秘公館、農專校長宿舍、舊宜蘭監獄署、五

穀廟、東嶽廟、忠靈塔、獻馘碑、舊米穀檢查所、丟丟噹廣場，親身體驗置

身於宜蘭的歷史隧道中。

中午參訪了陳定南教育基金會，並在此用餐，陳定南的夫人張昭儀女

士也歡迎學員的到訪。陳定南教育基金會在2007年成立，以實踐陳定南的兩

個遺志為宗旨：一是督促廉能政府，另一是導正迷途青少年。而正在籌建中

的陳定南紀念館，得到很多感念陳定南的人熱心捐款贊助，陳青天的形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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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逝後，仍是大家所

景仰的對象。之後參觀

員山鄉金車企業宜蘭威

士忌酒廠，前陣子新聞

報導台灣的噶瑪蘭威士

忌在英國隱名品嘗大會

中，獲得評審與老饕們

的推崇，享譽國際。原

來這威士忌是來自宜蘭

的好山好水好氣候，偌

大的廠區有會議中心可

聽取簡報，還有參觀威

士忌酒廠的生產線，最後在酒堡裡品嘗試飲Kavalan Whisky，琥珀色澤帶有淡

淡的果香味，真是不錯！

利澤簡老街是因渡口而生的街道，在這裡的信仰中心永安宮供奉媽祖，

這廟的方位很特別，是背海面山的方式，跟傳統建築風水考量不同，據說是

當時搏杯媽祖指示同意的。這裡有一項號稱全國獨一無二的「走尪」民俗活

動，每年附近居民都會

聚集在永安宮前，進行

大神尪或神轎的賽跑競

技，相當熱鬧。短短的

街道上還有利生醫院、

利生戲院、利澤簡教會

等，在在顯示這地區以

前的繁榮景象。學員們

並在當地的利澤簡文教

促進會親手試做了鹹鴨

蛋，每人都滿載而歸。

晚餐則是由大二結文教

照片（5）：蘭陽歷史散步，參訪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林

光義（右立者）致詞。

照片（6）：結業式，本會秘書長張炎憲頒贈結業證書並與學員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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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會準備了蘭陽風味晚餐，在外活動一天，飢腸轆轆的大夥在二結舊穀倉

享用這豐盛的美食。

最後一天活動接近尾聲，張文義老師講噶瑪蘭二二八。張文義老師以前

在做宜蘭地區二二八的口述歷史，以前很多人很不願意去講這段歷史，在戒

嚴與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小老百姓面對過去親人被殺害的記憶是選擇不提，

後來政府對這些受難家屬有了道歉，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才為人所知。歷史無

法抹滅，但是要謹記教訓，勿讓歷史悲劇重演。課程結束，很多學員分享了

參與的感想，我們如果多方面去看待事物，少些偏執和忽視，減少政治對立

與衝突，真正用心經營我們所居住的土地，看到的是更寬廣、幸福的未來。

這四天三夜的研習，飛也快的結束了。這次也是新台灣史研習營的第

十屆，十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手中接過主辦單位的證書，對基金會的

用心，工作人員的熱忱，深感讚許。這一次，學員們滿載的不只宜蘭的伴手

禮，更有一顆飽飽的宜蘭精神，傳遞到台灣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