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豐原中心找回自己
近10年鐵路高架化暨豐原火車站體改建的工程即將落成，

百年來不曾停止運輸的軌道，將會帶領豐原走到哪裡？

而我們又將如何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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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碗充滿溫度的湯麵，溫

暖我的記憶。

       它是城市成長的血脈。

       豐榮水圳：是水圳正式

名字，涵蓋一般所熟知的，葫

蘆墩圳；與東邊的八寶圳，這是

1939年的故事，原取水口的碑文現在還挺立在

那邊，見證著時代的變遷。我一直覺得「豐

榮」這個名字有著當時統治者對它的期許，然

而我比較喜歡前一個名字：豐原水圳，那年

1920年，水圳跟著城市一起被統一命名，那時

的一街十庄，在水圳所涵蓋範圍內，

取自日本肇國神話中「豐葦原之瑞穗國」，被

更名為：豐原郡 (Toyohara)； 水圳滋養著城市

，使它成長、茁壯，4年後全郡的人們在上湳坑

，132號番地上，帶著所有人的期待，將神話名

字的靈魂，千里迢迢，來到東京的皇宮裡 ； 面

對 93 年前的紀錄，我們固然無法肯定，皇宮裏

的主人是否有吃到這口飯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血脈給予我們的養分，始終如一且不求回報。

     它是孕育土地的搖籃。

     再把時間往前拉，先民

們篳路藍縷，在這塊大甲溪

畔台地上耕耘著，在渡海禁

令下，只准男丁支身來台年

代裡，渡過黑水溝，自大安

港上岸，翻越大肚山黎；要

面對閩客械鬥 、平埔與高

山原住民之間衝突，  為的是希望在夢想裡新天

地的成功。面對先民的夢想，我們可以想像；

面對生活的艱辛，我們難以體會。

        我一直很欽佩當年大肚王國岸里社的族長

，潘墩仔，他面對當時的情勢與對於社內永續

發展問題下，願意以看似吃虧的方式「割地換

水」提議與漢人合作開鑿水圳。當水流過這片

土地時，悠悠284年過後，社口的萬選居、岸

里、大社潘宅，沒有被時代的洪流沖散，葫蘆

墩的名字，沒有被城市的發展代謝。水圳的水

像座搖籃，孕育了這塊土地上過去、現在與未

來。

        歷史的發生，絕非單一或偶然，而是一連

串地組成。   

        在雲霧繚繞的南湖大山谷間，片片綠葉所

滴下的水珠，滾滾而下，匯集成為大甲溪水，

蜿蜒奔流大雪山系間，經過石崗水壩，分岔而

入水圳，流經這塊土地，穿越金黃稻穗田梗

旁，來到我的面前，細碎的波浪像首平淡的

歌，誠實地唱，告訴著我們：關於它跟我們之

間的一百種藍；我憶起了「敦盛」的歌詞：

人生五十年，

與天地長久相較，

如夢似幻。

得獎感言：

我喜歡故事。
也喜好以故事交流，並嘗試做一個說故事的人。
非常開心與榮幸可以在這個平台上與一群傑出者

分享彼此對於斯鄉斯土的故事，每一顆烙印在紙

上的丹青，都是吉光片羽的精煉，藉此讓我們的

感動得以交織。
深信：只要有能言善道的講者，能願融入其中的

聽眾，以及精神不死的態度，故事就能一直流傳

下去。

屬於這片土地的故事。

宋承翰 

        他一直坐在車站前，小張高中通勤舊台中

市區時，每日來往車站都會朝他看去。

        那時車站天圓地方，橙褐色馬克磚就是木

頭，白磚是石頭，綠色遮雨棚像一片長得奇高

的草，小張覺得那人簡直遊牧民族，破漏衣服

一直有風竄出，颳得他的制服沙味滿滿。

        后里來的人通常不多，只要站對電車門，

十五分鐘小憩是不成問題的。小張不太闔眼，

女孩在潭子上車，綠色制服是他的水草，剩下

的十分鐘，就在半看書半看她的時光裡追逐。

        傍晚五點二十整，有班北上電車，小張知

道她都搭這車次，下課後便氣喘吁吁地從一中

街奔跑。女中離車站太緊，她已經安靜站好，

拉著吊環，顛簸時搖搖晃晃。小張要是靠得近

，一身汗便要灑出；要是遠一點，就換眼睛流

汗。

潭子過後，小張常不小心打盹，幾次閃神

坐到后里，趕緊換車搭上反向班次。大多時候

，小張會在聽到「豐原站要到了」醒來，於客

語版本時飛快下車，那聲「下車」聽來像「喝

茶」，女播報員溫柔的嗓音讓小張覺得她說話

時可能就是這樣。

他還坐在站前，那個已經不噴水、沒有音

樂的廣場，因為久坐（或許久臥），大片黑色

沉積物於木椅上彷彿沃土。小張習慣周匝幾圈

，他自認自己也逐水草而居，眼前人是前輩，

得好好膜拜。

        小張曾向母親分享這人，當然不是她，母

親並不同意高中生談情說愛。小張說整座車站

就那人最癡情，人來人往，獨他晝夜不捨。母

親笑著說以前沒有遮雨棚，柵欄圍起中間土地

，設下幾個出入口，摩托車都停那。小張好奇

戀上葫蘆墩驛
母親也常到車站？「你爸還沒娶我時，常送我

搭車回台南。」母親瞇著眼笑，「那時中間有

一座時鐘塔，你爸的車總是快它幾分，出站見

了面時卻忙說剛到。」

小張想著父親不知母親下車後，就忙在二

樓高的豐原站上看他，還沒有綠色草原的年代

，這裡分秒計算著愛戀。「她知道我在看他嗎

？」小張覺得任一位女孩久了應該都會明白。 

小張繼續搭著車，天圓地方的站體讓出入

的人游牧起來。沒有說出口的話隨小張考上大

學後被帶到台北，離開故鄉草原，他在水泥叢

林裡看到更多他，沒有她。

十多年後，台鐵終於高架，小張提著包裹

立在新的後站裡，覺得很多地方都不遠了，走

過太多地方，時空觀已變化。但那個人不多的

后里還是讓小張覺得遠，沒有說過的愛是他走

失已久的一匹馬，大學那段日子小張走得不快

，常被時間丟掉，被台北的同學笑。

他還在，坐在還沒改建好的前站廣場裡，

逐水草而居，那張木椅不久會變得新穎，讓他

看來更老。「他也在尋找遺失的那匹馬？」小

張突然想開口問他。

得獎感言：

雖還年輕，我也看過兩座豐原車站了。

新舊都好，時代本沒有對錯，

只是還貪戀著古早的味道。

【佳   作】

第一屆葫蘆墩文學獎

極短篇小小說類

陳曜裕





幸福路上 電影放映
宋欣穎 導演映後座談

放映日期│8月12日(日)

時間│14:00開始(13：30入場)

地點│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入場│免費入場，需索票（辦法逕洽04-25286069）

發 行 人：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總    編 楊宏祥：

地    址 臺中市豐原區大明路228號：

聯絡電話：04-2528 6069  傳    真：04-2528 3080     網    址：www.fuludun.tw

投稿信箱：hongshan@ms2.hinet.net 、fuludun@gmail.com 

美編印製：戈雅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www.togoya.com.tw

編輯委員：陳清龍、林宣宏、周智明、謝慶富、鄧年益、游惠玲、連佳振、邱世文、郭銘勳、

陳豐榮、鄭國雄、劉世貴、范源炎、唐志勇、陳錦發、邱居亮、劉其安、羅英裕、

楊宏祥、吳秋津、吳艷順、陳明溪、王鈞毅、張  麥、鍾良貴、羅隆錚。

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

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頁面  1
	頁面  2
	頁面  3
	頁面  4
	頁面  5
	頁面  6
	頁面  7
	7.pdf
	頁面  1
	頁面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