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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8 蘭陽歷史散步 
 

行程表 

預定時間 參 訪 景 點 景 點 內 容 

08:00~ 出發（冬山鄉 三清宮） 

08：30~09：40 
慈林教育基金會 

（五結鄉） 

慈林紀念館＆台灣民主運動史料館 

解說：慈林教育基金會 

10：00~12：00 
蘭城新月歷史散步 

（宜蘭市） 

宜蘭酒場（甲子蘭酒文物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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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說：仰山文教基金會志工 

12：20~13：30 

午餐 

& 

陳定南教育基金會 

解說：陳定南教育基金會 

14：00~15：20 金車宜蘭威士忌酒廠 解說：金車酒廠 

15：50~17：10 
利澤簡老街導覽＆ 

鹹鴨蛋製作 DIY 
解說：利澤簡文教促進會 

17：30~19：00 
蘭陽風味晚餐 

（二結 11 號穀倉對面舊倉庫，大二結文教促進會主辦） 

19：30～ 冬山鄉 三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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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第 10 回新台灣史研習營－蘭陽歷史散步 
 

 

【慈林教育基金會】 

創辦人林義雄介紹： 

 

太平山林場工人的獨子 

1941 年生於台灣宜蘭 

台灣人把他的經歷  

當作這塊土地悲情苦難的譯本  

他本人則堅持用他的一生  

示範身為台灣人的精神價值  

為慈林教育基金會創辦人。 

 

 

林義雄先生著作 

▲1977 年 《虎落平陽》，與姚嘉文先生合著大談強權政治下司法的黑暗，

曾經險遭查扣為台灣選舉史的珍貴史料。  

▲1978 年 《古坑夜談》，與姚嘉文先生合著  

▲1978 年 《從蘭陽到霧峰》  

▲1989 年 《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是他研究多國民主政治、懷抱台灣

理想的結晶早在六年前，他就 把台灣 和台灣人民當作他的責

任，清楚的闡述他的治國理念。 (《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網

路版) 

▲1989 年 《心的錘煉--淺談非武力抗爭》他認為今後台灣的改革，應該有

一種非暴力的抗爭，避免產生不 好的事情使社會人性的優良面

能激盪出來，朝向真善目標邁進。 

▲1991 年 《去國懷鄉》 

▲1995 年 《希望有一天--充滿喜樂的台灣》是他行動和理想的記錄，林義

雄心目中的台灣是一個充滿喜樂 的世界。 



 83

▲2002 年 《白樺、菩提、避邪符--林義雄俄羅斯、印度日記》  

 

 

「慈林紀念館」 
 

「慈林紀念館」已經宜蘭縣政府審查通過，正式登錄為宜蘭縣歷史建築。此

紀念館是林義雄先生及其夫人方素敏女士為紀念他們在「林宅血案」中被殺害之

母親及雙胞胎愛女而設立。 

 

  
 亮均、亭均生前合影於信義路舊家大門前 

 

發生於 1980 年 2 月 28 日的「林宅血案」，至今已近 30 年而尚未偵破。當時

因「美麗島事件」而被捕下獄的林義雄一夕之間失去了慈母林游阿妹女士和雙胞

胎愛女亮均、亭均。 

1990 年歲末，林義雄、方素敏夫婦自美返台。隔年 1991 年 3 月，他們邀集

至親好友成立「慈林文教基金 會」並興建「慈林文教中心」以為會址。  

1993 年林義雄、方素敏夫婦為紀念母親及雙胞胎愛女而計劃成立紀念館，

唯當年位於北市信義路三段之案發現場如今已成為義光教會，因此決定整修位於

「慈林文教中心」對面的林家老宅作為設館之地。這裡就是林游女士 20 歲時與

林同先生結婚、30 歲時失去丈夫，年輕守寡的她和在這裡所生養的一子三女同

住的房子。林游女士於 1974 年隨長子義雄一家，遷入台北市信義路三段 31 巷

16 號。於 1980 年 2 月 28 日，60 歲的林游女士和 7 歲的雙胞胎孫女在那裡被殺

慘死，長孫女奐均被刺六刀重傷，後經急救脫險倖存，一時政治謀殺的陰影籠罩

全台灣。 

如今 30 年的歲月匆匆而過。林義雄、方素敏夫婦走過死蔭之幽谷，在傷痛

之處播下愛，將一己之悲痛昇華成對人世之大愛。當年血案中倖存的長女林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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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今已健康、開朗地長大成人、結婚生子。今年在林義雄擔任黨主席任內，台

灣社會亦以民主、和平之方式完成政黨輪替。「林宅血案」作為一歷史事件，在

台灣近代民主運動發展史上有其一定之影響與地位。 

 

 

「台灣民主運動史料館」 
 

成立緣起 

公元 2000 年，台灣實現有史以來第一次的政黨輪替，初步完備了民主制度

的建立。但一年來，人們崇拜權威、對公共事務冷漠疏離，政治人物鄙斥政治道

德、肆無忌憚地玩弄權鬥以遂私慾等等反民主的現象仍充斥社會。這些現象警惕

著我們，台灣的實際政治距離民主的理想有多麼遙遠，也使人深深覺得充實民主

教育、提昇國民的民主素養，使民主價值更普遍深植人心，是建設台灣成為民主

國度必須致力的事工。因此，慈林教育基金會將秉創立宗旨，再開闢一個以展示

台灣民主運動史為主軸的「台灣民主運動館」，藉以發揮民主教育的功能，深化

民主價值於人心，鼓舞民眾積極參與公共事務，而使國民的心智、情感及道德潛

力充分發揮。 

「台灣民主運動館」設立於宜蘭慈林文教中心，以收藏、展示台灣百年來民

主運動之珍貴文物史料，紀錄台灣民主發展之歷史，並規劃民主教育課程、出版

「民主」相關之著作，俾使一般國民及學生能藉由參訪體會、討論激盪，分享前

人爭取民主的經驗，而從中獲得啟發、鼓舞或警惕，進而堅固民主之信仰並努力

實踐。 

 

經營理念 

＊ 歷史的紀錄者-- 

收藏、展示台灣百年來民主運動的珍貴文物史料，未來亦將有出版的規劃。 

＊ 民主教育的實踐者-- 

將努力朝「民主教室」的目標前進，並推出一系列民眾參訪及中小學戶外教

學的活動，舉辦以「民主」為題的演講、寫作、繪畫比賽，鼓勵研究台灣民

主相關問題，藉以普及民主教育、提昇國民的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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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特色 

＊ 豐富的史料-- 

館內展示百年來台灣民主運動史料，資料十分珍貴而豐富。 

＊ 多元選擇的導覽服務-- 

慈林的解說員志工親切和善，還能依照團體的需要為您安排適當的參觀動

線，提供戶外教學團體相關的行程安排。 

＊ 結合蘭陽特色的「蘭陽知性之旅」-- 

外縣市的參訪團體除了走訪「台灣民主運動館」外，還能參考「蘭陽知性之

旅」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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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城新月歷史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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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酒廠 

宜蘭酒廠原名宜蘭製酒公司，1910 年由宜蘭士紳林青雲先生創立，戰後歷

經多次變更，於 1957 年定名為台灣省菸酒公賣局宜蘭酒廠。 

2002 年 7 月 1 日，台灣省菸酒公賣局正式改制為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首任董事長由財政部次長王得山兼任，同年 10 月 16 日，由台北大學商學院院長

黃營杉接任。身為一個百年老酒廠，宜蘭酒廠最值得稱傲的，是它保留了許多日

治時代的老式建築，進入宜蘭酒廠，就猶如進入一個歷史的空間，紅麴酒香沈浸

的除了是一段過往歲月外，更沈浸著飽含時代美感與人文特質的歷史空間，為宜

蘭留下彌足珍貴的時代見證。 

戰後，宜蘭酒廠也提供了在地人許多的就業機會，許多人大半輩子奉獻在酒

廠，亦有一家三代都在酒廠服務，在他們心中，宜蘭酒廠不僅是工作場所，更是

像一個老朋友般，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廠方並於 1998 年 12 月 12 日成立了甲

子蘭酒文物館，宜蘭古稱蛤仔蘭、噶瑪蘭或甲子蘭，本廠酒文物館以甲子蘭為名，

一方面凸顯宜蘭酒廠歷史悠久，一方面藉此推廣本廠以甲子蘭為註冊商標之產

品。本館由建造於 1935 年的舊材料倉庫所改建，建物本身充份展現該期的建築

特色，在本廠修繕為文物館後，網羅了酒廠百年歷史縮影，走進文物館，首先由

好幾十年老酒甕所堆砌的酒甕牆迎賓，一樓的大廳展示著各種酒香副產品及多種

美酒，您可先至二樓展覽室參觀後，再回到一樓品嚐酒廠特製的美酒及酒香製

品，無論是在地的金棗酒、紅露酒，還是酒廠特製的酒頭清冰、金棗酒冰、酒果

凍、酒蛋等，都是令人回味再三的好滋味，而這些也是饋贈親友的好伴手。 

 

宜蘭設治紀念館 

宜蘭設治紀念館的前身，是歷任地方首長的官邸。「設治」是「設官治理」

之意。宜蘭係於 1812 年（清朝嘉慶 17 年），方由大清帝國設廳任官。歷經清治、

日治與國府時期的統治，對於宜蘭的人民、土地，及政治、經濟與文教，都留下

不可磨滅的影響。 

當時的郡守多由日本人擔任，楊基詮為第一個由台灣人擔任的郡守；戰後

這裡由國民政府接收，並改為縣長宿舍；於今在宜市蘭南門計畫中，特別加以

留，並依原樣整建、開放為宜蘭設治紀念館。縣政府拆遷，舊城改貌之際，本

館開創出一個兼具鄉土歷史ˋ知性教育及休閒的空間，展示內容有五大主題鋪

陳宜蘭設治進 200 年的歷史、文化與社會變遷 。 

官邸建於 1906 年（日本明治 39 年），占地 800 坪，建築面積 74 坪，它融

合了日本木造房舍與西洋古典建築的形式，是一幢和洋混合式的建築傳統和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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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格局，展現出日本居家的輕盈精巧；外觀上更可看到特有的雨淋板及日式屋

瓦。洋化造型則以會客室為代表，厚實穩重的磚牆構造，搭配比例瘦長的窗戶及

室內天花板的雕花，更顯出會客室的豪華與氣派。 

 
舊農校校長宿舍(九芎埕藝術廣場音樂館) 

日治初期，南門外官舍群，是作為宜蘭廳內統治階級之住宅，其佔地廣闊、

規模宏大，其中包括歷任宜蘭地方首長官邸（今為宜蘭設治紀念館）、以及舊主

秘公館(武藏坊日本料理店)、舊農校校長宿舍(九芎埕藝術廣場音樂館)。我們第

一站來到舊農校校長宿舍(九芎埕藝術廣場音樂館)，此時裡面正在進行揚琴音樂

演奏，老婆帶著兒子入內欣賞叮咚悅耳的揚琴演奏，我則趁此機會先瀏覽附近百

年的官邸建築，與參天古樸的老樹群。 

       宜蘭農林學校設立於 1926 年，農校校長宿舍位在廳長官邸旁，以彰顯農校

校長地位崇高。做為統治階層之官舍，在內部格局及外觀上，最能表現出日本意

象的建築風格。附近有和式木屋圍以紅磚牆，長巷靜苑，林木扶疏，處處散放出

尊貴的氣氛。 

 
 

舊宜蘭監獄署 

        神秘又陌生的宜蘭監獄創設於明治 29 年（1896），為殖民政府統治宜蘭

後建造的第一批行政衙署之一，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囚禁受刑人的基地，初名為「宜

蘭監獄署」，明治 33 年（1900）定名「台北監獄宜蘭支監」，之後歷經數次更

名，1947 年才稱為「台灣宜蘭監獄」，一直沿用至今。 

 

忠靈塔 

       1936 年忠靈塔自武營遷座於宜蘭公園內，原有鳥居、引道、石燈等設施。塔

下安埋松尾大尉等 13 名日本將兵的分骨，曾與靖國神社同步舉行盛大祭典。本

碑推測應為日治時期追念效忠國家而殉職英靈所設，為蘭陽境內唯一保存之「忠

靈塔」。宜蘭市公所於 2001 在「獻馘碑」前方重設水泥基座，將碑石立於基座

上，並將原有殘缺一角以水泥修補呈現狀。 

 

獻馘碑 

      宜蘭市建於 1909 年的最古老中山公園內的一角，同時也矗立一座肅穆的石砌

碑塔，由當時宜蘭仕紳集資籌建的「獻馘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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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馘碑」的「馘」字是殺頭之意。早期宜蘭山區之泰雅族尤其是南澳蕃是

出名的勇猛慓悍，並有出草獵人頭之習。日治時期第五代統治者佐久間左馬太上

任後，祭出「五年計畫理蕃事業」(1910~1914)。由總督率軍親征，以武力攻擊

太魯閣山區。在「五年計畫理蕃事業」實施前的 1908 年 4 月，由宜蘭隘勇線強

力封鎖食鹽及所有民生物資，壓迫南澳蕃輸誠。隘勇線提出歸順的條件之一，就

是交出過去的戰利品--首級。 

1908 年底南澳與溪頭兩社終於答應談和，南澳蕃大頭目帶領族人下山，以

南澳蕃重誓的埋石方式，發誓從此以後不再出草，並答應繳出馘顱骨及兵器。歸

順儀式結束後，南澳蕃與平地人交換物品，帶著渴望已久的食鹽等民生物資，歡

欣鼓舞地回到山上。自吳沙入蘭開墾之後，原住民與漢人的血腥衝突，畫下句點，

漢蕃恩怨從此一筆勾銷。 

     當時宜蘭仕紳為了紀念心腹大患得以解除，於是籌募經費，在 1909 年，

興建了這座大南澳大理石的碑塔「獻馘碑」，深深埋下泰雅人所獻出的武器、與

所馘獵的頭骨，期望和平永留於世。因為這座和平紀念碑，超越不同時空與族群，

無任何政治圖騰，故不受當時統治者意識型態干擾，不像日治時期之神社大部分

被拆毀或改建，而保留至今。 

 

 

舊米穀檢查所宜蘭出張所 

       舊糧食局宜蘭辦公廳，建於日治時期大正年間，1946 年為台灣省糧食局廳

舍，前身為舊米穀檢查所宜蘭出張所。紅磚屋迎賓客廳於 90 年登錄為歷史建築

物，其以簡潔素平之磚砌牆身及日式寄棟頂表現出和洋混合之風格，故稱之為紅

磚屋。紅磚屋原為宜蘭米穀檢查所，負責用來檢驗、評定本地所產稻米品級，然

後分別銷售，當時人車往來十分熱鬧，光復後曾被台灣省糧食局及鐵路局使用。

經整修後，宜蘭縣政府於此設置為紅磚屋迎賓大廳，現為宜蘭縣風景區管理所經

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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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金會】 

 

「陳定南教育基金會」使命 

本會以推動直接民主，督促廉能政府，落實法治教育，維護青

少年健康成長為宗旨，辦理下述業務：  

 興建陳定南紀念館，作為推動本會各項宗旨之基地。 

 督促廉能政府，提升行政效能與品質。 

 推動憲法及法治教育，培養守法公民。 

 提升公民意識，培養公民能力，型塑公民社會。 

 監督國會與媒體，喚醒社會正義力量。 

 行使直接民主及作為國家主人之能力。 

 

「陳定南教育基金會」簡介 

2006 年 2 月，肺腺癌第三期的陳定南先生，於當年的 11 月 5 日病逝台大醫

院，享年 63 歲。遺囑交代遺體送回宜蘭福園，不設靈堂、不辦公祭、72 小時內

完成火化，素樸風範，為青天形象畫下完美句點。     

在政治氛圍低迷紛擾之際，令人扼腕地，陳定南離開了這塊瀝血經營的土

地，他的行徑，鮮明地對照為政者的該與不該。參政者鮮被期待，陳氏風格卻是

政壇夜空少數閃耀的星體！   

哲人已逝，面對陳定南先生留下的五百多箱遺物，有志之士思及能為陳定南

先生做些甚麼？於是有了籌建陳定南紀念館的計畫與構想。成立陳定南紀念館，

更希望背後有一強有力的基金會作為後盾，未來並以紀念館作為大本營，來實踐

光大陳定南的遺志。 

經過幾個月來的籌備與策劃，終於在 2007 年 6 月 25 日完成財團法人陳定南

教育基金會的登記。陳定南教育基金會以傳承陳定南精神，實踐陳定南先生最後

兩點遺志(督促廉能政府及導正迷途青少年)為創會宗旨，除積極籌募基金以興建

陳定南紀念館，典藏其一生重要手稿、史料...等文物外，並以推動法治教育、培

養公民能力及提升社會正義力量為會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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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車宜蘭威士忌酒廠參訪】 
 

1. 
金車員山 Whisky 酒廠目前全年無休且開放時間為 09:00-19:00，歡迎民眾

免費參觀與試飲。 

2. 免費專員導覽時段為：10:00 11: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假日) 

3. 

每時段導覽時間約為 60 分鐘(每梯次 200 人為限) 導覽內容為 

‧會議中心聽取金車企業簡介約 15 分鐘 

‧Whisky 酒廠生產線參觀約 20 分鐘 

‧酒堡試飲金車 Whisky 約 25 分鐘 

4. 
參觀時嚴禁吸煙、嚼食檳榔、大聲喧嘩、攀折花木及任意丟棄廢棄物，以

維護環境整潔。 

5. 金車酒堡備有大型停車場 (假日請配合交管人員停放車輛)。 

6. 園區內道路行車時，請依速限行駛(時速 30 公里以下)並注意人員安全。 

7. 
進入園區時發給每位遊客參觀證，離開時識別證套需繳回，參觀證如喜歡

可留作紀念。 

8. 
旅遊行程建議請參閱下列網址內容： 

http://www.kavalanwhisky.com/news/news.aspx?ID=7 

9. 

金車宜蘭威士忌酒廠 聯絡方式： 

電話：（03）922-9000 分機 1104，洽林小姐  

地址：宜蘭縣員山鄉員山路 2 段 3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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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澤簡老街歷史散步】 

 
利澤簡堡 

因著利澤簡渡口而生的利澤簡老街，從北邊渡口開始，永安宮位於老街的南

端，它的斜對面也就是老街另一端的零售果菜魚肉市場。老街可視為永安宮的廟

口街，街屋自渡口向南延伸至廟口，東西相向共 40 多間，都設平直的亭仔腳方

便商賈來往與大批貨物的進出。全盛時期，當地人宣稱是「溪南第一街」，年關

將至的半個月前，各式南北貨的買賣大排長龍，據當地老人閒談常提及過去連宜

蘭大街上的有錢人也常到利澤簡採買年貨。 

今日老街的空間和部分建築格局，是在日治時期確立的。根據目前街戶和耆老的

口述，日治時期的老街已不若清朝末年繁盛，大多從事進口批發生意。然而清代

老街的風貌，今天已不可考。 

早期陸路難通，水路成了運送物資的主要方式，清領時期的噶瑪蘭，北有烏

石港，南有加禮宛港，成為南北二個吞吐口，緊臨加禮宛而有水路之便的利澤簡

乃成為溪南重要的貨物集散地點，如今港口淤積河道取直，過去的熱鬧繁忙已難

再現，加上鐵路開通，羅東興起，昔日的溪南第一街乃迅速沒落。橫跨冬山河的

利澤簡橋，長虹臥波紅綠相映，成為醒目地標，象徵利澤地區的風華再現。 

 
利生醫院 

利生醫院是利澤地區除了永安宮以外，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安靜的座落在利

澤簡老街北邊的起頭，其包括原有利生醫院以及利澤簡信用組合兩間建築，前者

創建於大正 11 年（1922），後者興建於昭和 10 年（1935），戰後初年也成為五結

鄉農會利澤簡分會的所在。1973 年林木溪醫師的長子林崑智醫師，有鑒於林家

與信用組合的淵源關係，遂買下這棟二樓建築作為醫院使用。現在此棟建築一樓

為林木溪醫師孫子林茂長醫師的牙醫診所。  

人吃五穀雜糧，誰能不病不痛？診所在鄉下地區扮演現代觀音的角色，緊臨

冬山河舊河道的利生醫院就是大利澤地區民眾健康之所繫；利生醫院除為鄉民健

康把關外，建築亦相當有特色，它原為低矮建物，後收購隔鄰「利澤簡信用組合」

（即五結農會前身），並於 1935 年原址改建成現今的規模，典雅的造型，令人印

象深刻。 

 
利澤戲院 

利澤戲院是戰後 1960 年代，地方士紳林順利等頭人共同集資經營。最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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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是台語電影全盛時期，整年放映電影，提供社區休閒娛樂，更是自由戀愛男

女青年約會的好去處，利澤簡橋頭華燈初上的見面，看完電影男生用腳踏車護送

女生回家的景像，是現今 6、70 歲長輩甜蜜的回憶。當然偶而也有像電影情節一

般的父母，反對自由戀愛，拆散姻緣的真實情況，再加上電影播放時的催淚效果，

電影院中總有隱隱約約的哭泣聲，當然在那年代電影的影像有些時候會如下雨般

的不清不楚，同時中場因機器要散熱、換片，就由戲院的服務生賣些花生、糖果

和飲料。戲院旁的利澤簡港也設腳踏車寄放處，新片放映前也會有「三輪廣告車」

到各村宣傳，車子一到各庄頭總會吸引一群小朋友追逐。戲院的興衰也像台語片

一樣，在羅東新市鎮成型、利澤簡到羅東交通改善後，羅東的興盛加速利澤簡的

沒落，電視的普遍為利澤戲院的營運劃上最後的一刀，也結束她風光的歲月，僅

剩招牌在幽幽低訴昔日的風華。 

 
利澤簡教會 

利澤老街上有一間水泥的洋樓，裝飾以十字架，是基督教長老會的禮拜堂。

加拿大人馬偕生於 1844 年（道光 24 年），1871 年（同治 10 年）27 歲渡海來台

宣教，從淡水滬尾開始傳教。1881 年（光緒 7 年）後馬偕開始到宜蘭傳教，走

過險峻的淡蘭古道，共創立 34 所教會，1884 年（光緒 10 年）在流流社、婆羅

辛仔宛社設立教會，1886 年（光緒 12 年）在加禮宛社和利澤簡設立教會。   

1883 年，馬偕抵達蘭陽平原，開始他行醫傳教的行腳，利澤簡也留下他的行跡。

當時的信眾以噶瑪蘭人為主，最早的教會在流流社，但後來僅存的卻是 20 世紀

初在利澤老街上所建的長老教會。 

 
永安宮媽祖廟 

座落於老街的永安宮，最早興建於 1826 年，經多次翻修，廟基與座向都是

媽祖指定，朝西而不面向大海的媽祖廟是溪南所僅見； 

在利澤簡地區，最負盛名的民俗活動，就是號稱全國獨一無二的「走尪」。每年

的元宵節，傳統上八大庄居民會聚集在歷史已有 180 餘年的永安宮，進行抬大神

尪或神轎的賽跑競技，稱為「走尪」，活動非常刺激熱鬧。然而「走尪」並不是

一個獨立的活動，而是利澤簡地區的元宵媽祖繞境的一環，是神轎巡視完八大庄

以後，最後所有神轎在永安宮前「過金火」向媽祖道謝，也預約平安富庶的來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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