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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蘭古道為清代淡水廳到噶瑪蘭廳的主要交通道路（現今臺北到宜
蘭），從軍事防守、先民遷徙、通商的交通要道。身為發展較早的歷史
古道群，淡蘭古道的文化底蘊豐厚，整路上生機蓬勃自然景觀壯麗，古
道主要分成三區，北區屬於軍事防守、傳遞公，中區則是先民為生存、
耕山開闢的生活民道。承載著從拓墾到族群械鬥及和解的庶民記憶。沿
途可見梯田駁坎及石砌土地公廟等先民信仰寄託，多處步道沿著溪畔，
本次將由其中的小土地公廟（整個區域約有300座）為核心，試著走在
先民的路上，並納入在地參與與實踐，以及現今發展狀況之，進行的一
趟串連各地古道的巡禮。 

計畫內容



計畫日程紀要



D1：8/12（三）	
九份－瑞芳 大粗坑古道	

從台北出發後，搭著火車到侯硐，從
車站一路走到登山口，整路的艷陽讓
腳步快不起來，在爬山前的路上遇見
了旅程中的第一坐百年土地公，拿出
相機拍攝了大粗坑土地公，再進行完
例行的拍攝之後，爬上旅程中的第一
條古道，爬了許久的時間之後，經過
殘留的大粗坑聚落遺址後，繼續走了
許久之後從九份下了山，在九份的102
號道路旁，參觀了兩座廟中廟形式的
百年古廟，在簡單記錄後，沿著九份
的城市巷弄穿梭，最後坐著公車去到
瑞芳的住宿地。 

九份福山宮廟中廟	



D2：8/13（四）	
九份－猴硐  小粗坑古道 

在瑞芳吃完早餐補充完咖啡因後，坐
上公車前往昨天結束的地方，今日打
算要走小粗坑古道，在入口處不遠處
的地方，拍攝了一座貼滿美麗磁磚的
保安祠，接著沿著古道續行，不久後
便到達山中的一座山神廟，經過一連
串正式的拍攝與紀錄後，向山神道
謝，便繼續行走的路，後又在接近出
口的地方，拍攝了今日的第二座土地
公，離開古道時遇見一位政要入山的
當地人，稍作寒暄後前往火車站，結
束第二日的拍攝。 

猴硐小粗坑古道山神廟	



D3：8/14（五）	
瑞芳－貢寮  新社慈仁宮 

離開瑞芳到了福隆，沿著小路去尋找
平埔族的蹤跡，走在貢寮保育濕地田
寮洋的路徑上時，能夠感受到陣陣吹
來的風，在尋找稱為「新社」地名的
地點時，就能夠知道與原住民可能有
點關係，經過一段路後到了巴賽祖師
廟，巴賽人據說是最早進入東北角的
一群人，後來又到平埔族與漢人合祀
的慈仁宮，廟公與我稍做解說與介
紹，將此地的樣貌勾勒得更清楚些，
在廟的後方不遠處，有一座已經將神
像遷移但保留廟體的小土地公，一樣
進行拍攝後離開。 

貢寮巴賽祖師廟	



D4：8/15（六）	
雙溪		石筍產道、丁子蘭坑

在尋找牡丹後方產業道路的時候，依
照gps定位去尋找時，可能因為資料的
定位有些偏移，不能夠依照定位而是
需要以路徑去尋找，在走過這幾條路
的時候，好像在把雙溪的路網織成更
精密的線，不過也是找到了兩座小土
地公，後來去了丁子蘭坑拍攝屬於當
地的小土地公，正式的拍攝結束後，
沿著溪谷走著一小段路，踏著水路可
以暫時忘卻整路的炎熱，如此優美的
地方要開發成水庫的話，實在難以想
像。 

雙溪石筍永安詞	



D5：8/16（日）	
卯澳		水湳洞、卯澳漁村

離開九份後到附近的水湳洞找一座在
山腰處的土地公，拍攝結束後前往卯
澳參與當地故事館的協助，協助其展
覽內容與規劃進行討論與建議，結束
一連串展覽討論後，向當地發展協會
的理事長訪問當地信仰的發展史，卯
澳地區的利洋宮主祀提籃觀音為台灣
少見，放問後對當地的信仰觀以及發
展更加理解與深刻，後來受到當地人
家的邀請，與他們共用晚餐，那鮮甜
魚湯的滋味實在難以忘懷。 

卯澳灣	



D6：8/17（一） 
卯澳、馬崗	福卯古道 

一早前往福卯古道尋找土地公，在出
發不久時看見前方草叢有騷動，四隻
小山豬從溪谷往反方向逃跑，似乎是
被我驚嚇到，過去的訓練中遇到山豬
要盡快安靜的離開，但當下還是非常
感動的靜靜的等待他們離開，隨後在
岔路口拍攝土地公時，遇見一位當地
的柯大哥在整理水管，與他稍作攀談
後便離開，隨後去了馬崗故事館協助
展覽佈置，藉由當地海女阿嬤引介，
去採訪了當地最老的一位90歲的乩
童，將這個地區的信仰建立更完整的
系譜。 

利洋宮90歲乩童	



D7：8/18（二）	
貢寮 隆嶺古道 

從石城出發經過漁港，想起當時下山
後和朋友在這聊著許多故事，這次從
反方向出發，沿途拍攝三座土地公
廟，雖在同條路徑上，但每一座的樣
子與造型都有些許差異，我想這可能
就是令人著迷的地方，在下山拍攝最
後一座土地公的最後，行李打包好正
要離開時，看見數百隻的蜜蜂盤旋在
我要離開的路徑上，腦中閃過一堆畫
面，最後向土地公說明及祈福後，整
群蜜蜂很快地就散去。 

隆嶺古道七星堆	



D8：8/19（三）	
貢寮		草嶺古道

一早踏上另一條古道，相較昨日的路
線這天算是比較簡易許多，但沿路的
文化與歷史卻更為豐富，沿途拍了四
座土地公，沿路可以看見當時為了鎮
壓此地的瘴癘之氣，進而設立的「虎
字碑」與「雄鎮蠻煙碑」，這裡的土
地公廟也有著自己的故事與情懷，但
當日實在觀光客眾多，雖不太影響拍
攝，但對於此步道的印象總是許多未
準備好的觀光客，在開放山林之前教
育或許是更重要的反思。 

草嶺古道虎字碑	



D9：8/20（四） 
梗枋 

聽說梗枋的大石頭海灘附近，有一顆
刻有「福神」字樣的大石頭，經過半
個小時的找尋，總算在一處不起眼的
地方找到了它，難以想像當時是如何
在此刻上字樣，且還能佇立在大海的
一旁上百年，還能再過了這麼久之後
有人在海岸邊發現它，雖然政府已列
入文資保存，但一旁未有任何指示與
保護的東西，不知是保持原狀還是加
以標示才對它最好。 

梗枋福神石	



D10：8/21（五）	
雙溪	雙泰產業道路 

離開了大里，從大溪一路往西到雙
溪，這條路是淡蘭古道路網中，土地
公廟分佈最為密集的一段路，前前後
後走很多次，但從未完整的走過一
次，這次算是完成了一直以來的願
望，在拍攝的過程中不段重複的類似
的動作，但是把土地公廟好好拍攝的
心不曾忘記，所以花了一整天只拍攝
了五座土地公。 

雙泰產道土地公	



D11：8/22（六） 
頭城	 

在許多天的踏查之後，正好遇上葛瑪
蘭的豐年祭，之前曾在頭城做過許多
田野的考察，多半是歷史與生態的觀
察，正好遇上這次的節日，葛瑪蘭的
音樂與舞蹈雖然還在重新復振，但也
見識了另一個文化的重新啟動，也遇
到國際交流課堂的老師，也遇到了好
多有趣的人，在葛瑪蘭族的歌聲下度
過了一個美好的日子。 

葛瑪蘭奇力板社豐年祭	



D12：8/23（日）	
雙溪  雙溪一十四

與雙溪在地空間「雙溪一十四」聯絡
已久，但一直未有機會拜訪，正好藉
著這次在雙溪的機會，參與他們舉辦
的活動，也正好能夠分享一些個人植
物學的經驗，走讀了雙溪市區的一些
植物分佈，也稍微做了工作方參與，
同時也加深了與這個地方的連結，更
談成了之後的合作。 

植物學導覽	



D13：8/24（一）	
雙溪	虎豹潭古道 

可能是快要結束旅程，今日的行程安
排的特別滿，一共走訪了七座的土地
公，在虎豹談古道的山腰路徑上，前
後先是拍了三座最古樸與原始的土地
公，在山裡的這幾間總還是最經典，
沿著山徑下山後，再沿著產道把上次
為拍攝完的幾間補拍完成，雙溪區的
一部分土地公廟算是有所概念，也更
加對於此有了連結。 

雙泰產道土地公	



整趟路程的最後一天，還是必須要踏
上回程的，在整理好行李之後，又去
了一趟丁子蘭坑，去看那美好的山與
美麗的水，美中不足的是一旁的挖土
機還在施工，不知道能為當地留下什
麼，但雙溪總是給我許多壯闊的山
景，還有最好的記憶。 

丁蘭坑谷	

D14：8/25（二）	
雙溪	丁子蘭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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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趟旅程安排的行程其實並沒有完全走完，但也意外地參與了許
多當地的活動與事件，這些或許比原訂的行程來的更加珍貴，或
許拍攝與行動僅只是一個契機，藉由此契機去開啟許多未知的事
物，也要抱持著隨時能夠接受「意外」的心，這些事情會讓自己
更有廣度與深度。 

計畫執行後檢討及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