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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里龍山

太順診所 曾錦元醫師

里龍山四季常綠、生態豐富，登此

山可欣賞台灣海峽的美麗水平

線。登山口有兩個，北登山口在往龍

峰寺產業道路上，南登山口在竹坑村

的苦苓溪出海口，兩條步道在海拔700

公尺的鞍部休息區會合，然後單線往

三角點前進，地圖上看起來像英文字

母〝Y〞，南北兩登山口到休息區單

程各約2.5公里，皆需花兩小時，鞍部

休息區到三角點約1.3公里需時1小時

30分鐘，距離雖較短，但路陡且快速

爬升300公尺，較需體力。由高雄出發

的話，台26號公路1.55公里處左轉可

一路到北登山口，台26號公路4.5公里

處左轉就是竹坑步道的南登山口，屏

鵝公路包含台1號線及台26號公路的西

半部及東半部，台26號公路以〝ㄩ〞

字型繞著台灣最南端，西段伴著台灣

海峽走，東段則遠望太平洋，東段未

開發部分就是阿塱壹古道。

太喜歡里龍山了，所以我分別

於2008年11月16日、2010年4月18日及

2012年2月5日造訪里龍山三次，一般

人最常走的方式是由南登山口上山，

再由北登山口（龍峰寺附近）離開山

區，全程含休息需時8小時，雖然疲

累，但保證你下次還想再來，台灣南

部的郊山建議你最好春、夏、秋、冬

各來爬一次，因為四季花朵及景觀皆

不同。

里龍山標高1062公尺，位於屏東

縣獅子鄉，鄉公所的精神堡壘上安放

一隻大獅子，獅子鄉不產獅子，鄉名

源自獅子頭山，屏鵝公路上經過枋山

再往南4公里可見到獅子頭溪出海口

的獅子頭山，垂直面海的白色山壁宛

如獅頭，1945年台灣回歸台灣人懷抱

後，因此山而命名獅子鄉。獅子鄉是

屏東縣面積最大的鄉鎮，原住民以排

灣族為主，五、六月份愛文芒果盛產

銷售全台。豐年祭在八月份舉行，以

人頭紋作為族群的圖騰。

三次登臨里龍山皆由南登山口竹

坑步道前進，高屏地區有四條國家級

登山步道，即里龍山登山步道、北大

武山登山步道、南大武山登山步道、

小鬼湖登山步道，住在高雄市的人攀

登里龍山可以當天往返，其他步道皆

需三天兩夜才能完成。我來里龍山三

次皆由台26線4.5K處的南登口上山，

▍會員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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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將此條路線稱作里龍山步道竹

坑線，我個人認為它比北登山口的里

龍山步道主線漂亮，因為竹坑線有大

石盤溪（苦苓溪）常相左右，每次來

到登山口就想起台灣知名作家苦苓，

十年前他為情所困，婚姻觸礁，毅

然決然，告別紅塵，遁入雪霸國家公

園，由基層幹起，成為出色的山林生

態解說員，開啟了另一番寫作生涯，

出了幾本頗受歡迎的生態解說書，山

林高山救了大作家「苦苓」。

根據統計漫步於里龍山有幾種特

殊動物植物可以見到，即1.藍腹鷴2.黃

灰澤蟹3.竹雞4.褐樹蛙5.穗花蛇菰6.台

灣杜鵑花7.姬紅蛟蝶8.黃裳鳳蝶9.山露

兜10.長花九頭獅子草11.台灣獼猴12.史

溫候攀蜥13.台灣扇角金龜，2008年

11月、2010年4月、2012年2月我去造

訪里龍山三次，計畫夏季八月再去爬

一次，那麼里龍山一年四季的風貌就

可以有個完整的欣賞與觀察，三次的

造訪筆者只看到編號5.6.10.12.四種植

物，一座山的山景、山花、溪水四季

不同，筆者往後文中提到有趣的動植

物會在動植物名稱之後註別月份及海

拔高度。

由竹坑登山口爬里龍山，從海

拔5公尺到700公尺的鞍部休息區有苦

苓溪相隨，巨石及清澈溪水常年不

斷，由台26號道路4.5K處左轉即進入

登山步道，轉彎處有個店家「大陸羊

肉舖」，由排灣族原住民經營，是家

20年老店，口味特殊，許多登山客下

山後在此晚餐，車子進入步道後0.3

公里，海拔50公尺處有大型停車場，

西望台灣海峽金色波光閃爍，水色滄

茫，白色大花咸豐草到處開（一年四

季），小黃蝶群聚飛舞（2月份），完

成團體照後開步走，高雄市醫師登山

隊老少共76人（2012年2月5日）。

起步走20分鐘山路旁葛藤已經開

出紫色長串花朵，（圖一，2008年11

月，海拔150公尺），40分鐘後需攀繩

過溪，（圖二，2008年11月），2012

年我再次造訪時，此處已經搭了個便

橋，奪去不少野趣，讀者可以觀察

到，即使是冬季苦苓溪水量還是那麼

充沛，水質剔透到底。到達海拔700公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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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鞍部休息區的兩個小時過程中，

闊葉林擋住陽光，加上苦苓溪的水

氣，一點不覺苦悶，溪水在不同海拔

面形成處處水潭，真想躍入裸泳和里

龍山做一次完完全全的契合，見圖三

（海拔350公尺，登山後一小時），

從海拔200公尺到600公尺，山徑兩旁

可以見到特殊的花卉－長花九頭獅子

草，見圖四（一年四季），各位山友

除了可以在里龍山見到這朵花之外，

高士佛山、墾丁國家公園皆可見到她

的蹤影，2012年2月19日我在高雄縣旗

尾山見到一叢長花九頭獅子草，再往

北就未曾發現，這朵花只長在南台灣

700公尺以下山區，兩片花瓣一大一

小，粉紅帶紫，有如小孩吐舌，在到

達鞍部以前皆未見到藍腹鷴、台灣獼

猴，由於山區廣大、山頭處處，里龍

山的獼猴不會像高雄的柴山獼猴那麼

霸道、耍流氓，都躲得非常隱密，登

山客不受騷擾，你可以放心地邊爬山

邊吃東西，不會有身後竄出的獼猴來

搶食、來掃興、來煞風景。

根據資料藍腹鷴大小如雞，在台

灣牠已經被宣佈為瀕臨絕種的保育類

生物，背部有白羽毛，腹部是藍色羽

毛，非常美麗，台灣最大的聚集地在

高雄縣六龜北方的出雲山，出雲山是

台灣三大自然保護區之一，2012年8月

筆者很想再去里龍山尋找藍腹鷴的芳

蹤。

登高至400公尺處發現了穗花蛇

菰，（見圖五，2008年11月），一根

紅色的菰，直挺挺地，外形很像籚

筍，竹坑步道海拔500公尺處，在4月

份時開了不少串串白瓣紅心的月桃

花，史溫候（Swinhoe）攀蜥四處遊

走，篇幅限制無法展示照片。經過兩

小時的奮鬥終於來到海拔700公尺的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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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部小公園，約500坪大小，有原木

涼亭，原木野餐桌，更有一年四季不

斷流的溪水可供泡茶、煮麵，南北兩

登山步道在此會合，想攻頂者稍做休

息即出發，不想攻頂，在此休息一個

半小時等同梯隊友回來，更有人帶來

吊床在此小睡，吸取山風靈氣，張進

添是我的山友，他已經完成台灣百岳

登頂壯舉，再加上三十座山頭就可完

成兩輪百岳登頂紀錄，看過不少高山

美景，他來到鞍部休息區，讚嘆著：

「此處磁場真好！」

我來里龍山三次，每次都有攻上

三角點的慾望，鞍部到三角點只有1.5

公里，但是落差有300公尺，有許多路

段多處呈八十度，需要攀繩、拉樹根

而上，鞍部到三角點來回需二小時。

在海拔800公尺處發現許多穿山

甲的洞穴（2012年2月5日），中南部

三、四十座筆者曾經造訪的山岳之

中，只有浸水營古道也見過穿山甲洞

穴，其他皆無所見，穿山甲對於環境

生態的要求條件非常高，可見里龍山

是好山也有好水。

從700公尺的鞍部到三角點（1062

公尺）這段路約有1.3公里，砂岩風

化而成的黃土山路經過雨水洒過便非

常滑溜，好在有林務局設置的助攀繩

索及橫於路徑的樹根幫忙，否則要登

頂非常困難，這段路我遇到多次金髮

碧眼的山友，二千公尺以下的郊山會

受到外國人的青睞很少見，筆者在玉

山、庫哈諾辛山、合歡北峰這些百岳

級高山倒是常常見到西方山友。

終於來到海拔900公尺處，一大

片的台灣杜鵑林，樹幹有我的大腿那

麼粗，白色風鈴狀的花朵長滿枝頭，

（圖六，2010年4月），七、八公尺

高，沒有鳥瞰點可攝入全貌，圖七

是台灣杜鵑飄零的落花，花心處有紅

色斑點，「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

花」，這是古詩描寫杜鵑花的名句，

杜鵑花有兩大類，高大喬木型的躑躅

類及矮小灌木型的杜鵑類，前者有台

灣杜鵑、西施杜鵑，後者有紅毛杜

鵑、金毛杜鵑、烏來杜鵑、志佳陽杜

鵑，在台大校園及陽明山公園所看到

圖六

圖七

屏東縣里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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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屬灌木型類的杜鵑花，在里龍山

台灣杜鵑林的底層，不時會有珍稀的

白色野牡丹探出頭來，一般野牡丹花

是五瓣，而這個品種只有四個花瓣，

見圖八（2012年2月），它有個別名

「小金石榴」，含蓄的台灣菫葉也時

時在海拔900公尺處開出可愛的小白

花，偶爾可見紫色喇叭狀的馬藍之

花。

一陣辛苦努力後終於登上三角

點，三角點有塊巨大龜殼狀砂岩，可

以站立二十人，西望台灣海峽，海天

蒼茫一色，西邊的枋山小鎮房舍如白

色糖粒撒地，北望南湖呂山、北湖呂

山、下里龍山，南望龍鑾潭、恆春

鎮、巴士海峽，東望則山巒片片。筆

者登頂三次，有二次雲霧瀰漫山頭無

法遠眺，三角點周遭一百公尺內在4

月份也可見到叢叢開紅花的紅毛杜

鵑，台灣閩南語稱紅毛杜鵑為「滿山

紅」。一座山可以同時看到喬木型的

台灣杜鵑及灌木型的紅毛杜鵑，太神

奇了，北大武山2000公尺處也有一片

台灣杜鵑純林。

坐立山頭，遙想1874年的牡丹

社事件常令人感傷，斯卡羅族的牡丹

社及高士佛社和日本人曾在眼前所及

的大地上相互廝殺，日本人坐船一個

月來此報仇，真敢，斯卡羅原住民為

鄉土而戰，真勇!事件發生後，日本

向清朝求償，清廷以南台灣的原住民

為化外之人，非歸其所管為由，將責

任推得一乾二淨，日本皇朝遂派「西

鄉從道」司令領軍直接進攻牡丹社及

高士佛社的斯卡羅人，斯卡羅人是卑

南族及排灣族通婚後產生的原住民部

落，兼具兩個族的習俗，1870年代最

大部落在豬朥束社（現在的滿洲鄉

里德村）其次是龍鑾社、牡丹社、

高士佛社，斯卡羅族人戰死多人，

而日本軍隊則因疫癘，病死大半，

雙方損失慘重，遂由豬朥束社21歲領

袖JagarushiGuriBunkiet出面調停，日

本政府感謝Bunkiet的功勞贈送大量禮

物。清廷於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有

感於南台灣防務重要，遂懇請Bunkiet

協助建立恆春城，同時賜姓「潘」

給Bunkiet，「潘」及「藩」，非常相

近，從此Bunkiet有了華人姓名，潘文

杰，潘文杰控制了阿塱壹古道，依領

主權收取過路稅收，儼然南台灣（滿

州、恆春）之王，同時帶領斯卡羅族

漢化，1895年日本人領據台灣，潘文

杰又配合日本政府，鼓勵族人接受日

式教育，1904年日本政府收回潘文杰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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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權，潘文杰一夕

之間利益全失，二年

後 就 過 世 ， 抑 鬱 而

終，享年52歲，和平

主義者、溫馴的領導

者，敵不過政治的現

實，同時族人因接受

兩次執政當局的優勢

文化的同化，斯卡羅

族於壹百年內被稀釋

於強勢族群的文化大

熔爐裡，斯卡羅族慢

慢於人們的記憶中消

失，坐立於里龍山三

角點，望著南方恆春

滿州大地，前塵往事，任何人都不免

要逐波於時代的大洪流裏而無法從紛

紛擾擾的人事漩渦中脫身吧？

欣賞完三角點的美景後，大部分

人於下午1點由此下山，部分山友在

三角點進用午餐順道賞景，部分山友

會回到海拔700公尺的鞍部休憩小公

園，筆者最喜歡午餐後於鞍部原木涼

亭的地板上鋪地午睡，下午2時下山。

要是循竹坑步道下山，在海拔200公尺

處有多處平緩溪流形成的水潭可以泡

腳，如果由北登山步道下山的話，可

以好好欣賞裸露岩壁所呈現的漂亮紋

理，及多處巨榕氣根抱石的奇妙生態

表象，2012年2月5日筆者隨高雄市醫

師登山隊是由北登山步道下山，在海

拔500公尺左右竟有多株楓樹，葉子

已經轉紅，卻未落葉，「人面楓葉相

映紅」。北登山口海拔約100公尺，

自北登山口到海平面台26線公路之間

產業道路來回盤旋而下有多家廟宇，

例如：鯉龍山人文紀念館（靈骨塔，

主事者求吉利，用鯉不用里）、龍峰

寺、無極殿、圓東庵、普濟禪寺，門

前皆有欣賞海景停留點。附上登山簡

圖，結伴來登里龍山，記得，登山至

少要3人行才安全，千萬不要獨自1人

登山，里龍山一年四季皆有登山客，

筆者遇到過新竹、彰化、台南、嘉義

的遠方登山客，山路被踏得非常明

顯，不會迷路，山崖崖壁又長滿灌木

叢，安全感十足不會引發懼高症，因

為萬一失足還有灌木接住不會往下滾

落。再提醒一次，有人8月份要去里龍

山，打電話約我，帶我去！

屏東縣里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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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一個羊肉味的小鎮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蘇瑞勇醫師

陰陰竹裡隱啼鳥，迢遞岡山百里途。

四顧昏林煙歷亂，獨憐疲馬步踟躕。

溪橋崩後旋深淺，野店燒殘乍有無。

遙望南村何處是，徘徊歧路問樵夫。

~清，施世榜＜岡山道中＞~

清時鳳山縣的岡山地區，北以

二層溪比鄰台南平原；南至典寶溪；

西為蟯港潟湖地形；東以大烏山與旗

山地區為界。全境以大、小崗山為中

線，東麓的田寮、燕巢兩區，大都屬

於惡地形，西麓直達海岸，為嘉南平

原的南端。阿公店溪（舊稱濁水溪）

由東而西貫穿全境。

清代文獻中，「岡山」皆用來

指出鳳山縣北界的大崗山、小崗山及

其鄰近地域，故相關岡山的描述，字

裡行間都能感受到山巒起伏的意象，

山巒配上蒼鬱的林木，文人便以＜岡

山樹色＞為名，成為「鳳山八景」之

一。

大崗山與小崗山，都是珊瑚礁

岩臺地，從平坦的高屏平原中兀然突

起的小小山崗，非常醒目，是高鐵、

台鐵南下高雄的地標。大崗山、小崗

山均築有健行步道，林木蒼鬱，而且

山上寺廟眾多，是南部有名的佛教聖

地，也有許多不錯的景點。小崗山東

側，在日治時期昭和17年規劃興建水

庫，直至戰後的1952年才完工，稱之

「阿公店水庫」。

1661年，明鄭時期，實施軍屯

制度，部將屯墾岡山的前鋒庄、後協

庄一帶，岡山漸成市集。1684年，鄭

克塽降清，萬年縣被改成鳳山縣。當

時台南府城為全台首要之地，又是中

國移民的登陸地點，人口聚集，於是

與台南比鄰的鳳山縣就成為台南平原

人口過剩壓力的疏解管道之一。而岡

山地區位於府城到縣治興隆庄（今左

營）「府治大道」的必經之地。沿

線聚落、市集崛起。這時「半路竹街

（路竹）」、「興隆庄街（左營）」

成為岡山地區第一波發展所形成的市

集，遠較鳳山地區的「埤頭街（鳳

山）」為早。

岡山地區進一步的開發，是仰

賴高屏溪東岸屏東平原的開發。康熙

40年代後，屏東平原已搖身一變為府

治糧倉，這時新園街（舊東港）、萬

▍企劃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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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街已崛起為屏東平原的兩大市集。

岡山地區位居屏東平原至府城的必經

之地，在「府治大道」沿線的「中衝

街」（橋頭中衝崎）、「阿公店街」

及「大湖街」順勢崛起。

當時，岡山地區原野荒涼，到

處都是野生蓁林，所以名為「竿蓁林

街」，這是岡山最早的地名。後來傳

說當地一條溪流邊有一老翁開設一家

茅屋為店，為往來商旅提供服務，給

早年拓荒者帶來不少方便，因此老翁

開的店，就被大家稱做「阿公店」，

連店旁的溪流也稱為「阿公店溪」。

日治時期，日本人懷念其母國的岡山

縣，遂將阿公店改名為「岡山」，沿

用至今。

「竿蓁」是台灣的一種野生禾本

科植物，群生於沼澤或河畔的多年生

草本常見藥用植物，當地土名又叫做

「船仔花」，竿蓁遍地成林就成為岡

山的自然景觀。原住民語「船仔花很

多的地方」音為「Agongtoen」就

成了「阿公店」。

康熙時，陳聖彪在其＜岡山

＞詩中，不也形容船仔花滿地的

岡山云：

『高阜野花紅灼灼，平疇春

水綠閒閒』。

這時「阿公店街」居民就在

今維仁路及和平路交叉路口，建

立一座媽祖廟，成為信仰中心。

廟口前稱「街頭」，沿著維仁路

到今岡山國小處稱「街尾」，這條街

坊南北延伸，是當時岡山最重要的街

市。臨街兩側的布市、醬菜間、米粉

間、豆腐店、木屐店、打鐵店、漢藥

店等林立，且大都集中在廟口附近。

300多年來，岡山漸漸地發展出三條

老街坊，即今維仁路、平和路與開元

街，如今岡山老街的古建築已隨著歲

月的逝去而逐漸消失，但走訪間，仍

可探出一些蛛絲馬跡，見證古鎮往昔

的風華歲月。

日治時期，為貫徹南進政策，選

定岡山為日本海軍南進的空軍機場，

大量的日軍進駐，也帶來開元街一帶

燈紅酒綠的繁榮景象，如舊戲院、朝

鮮樓、永逢樓等，老一輩的岡山人直

呼這條街為「開錢街」。

1930年代，每天清晨由附近鄉

下，阿蓮、田寮、燕巢等地農民，

用牛車載農產品來到平和路的「述古

堂」藥房附近作買賣，於是平和路

和平路的述古堂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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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人稱中街）形成新市集，此時

中街的地位逐漸取代原先的開元街。

戰後，原日治時代海軍航空隊

的南進基地，變成台灣空軍的大本

營，空軍官校、機械學校、通訊電子

學校等，都遷來岡山復校。而且有30

多座眷村，包括電影＜竹籬笆的春天

＞主要的場景二高村，就在岡山眷村

拍攝，所以在八萬人口的岡山區人口

中，外省籍移民佔有兩萬多人。

遊岡山最好從台鐵岡山站為起

點。原本近百年的岡山舊火車站，它

是日治時代中型車站的典型代表，除

了整座車站是用檜木建構外，就連跨

越鐵道連接第一、二月台的天橋也是

木造的，古色古香，堪稱全台最特殊

的火車站之一。

後因業務繁盛，小站不能容納，

遂有改建之議。1966（民國55）年，

省政府否決鐵路局原地擴建計畫案，

決定東遷380公尺設立新站，並於1985

（74）年7月1日動工，預定四年完

工。唯因施工期間，遭受地方人士對

施工品質質疑及土地徵收等因素，導

致索賠、抗爭不斷，一延再延，直至

1993（民國82）年10月29日才全部完

工。並於同年10月30日正式營運。

岡山舊火車站已有百年歷史，是

台灣現存的最古老車站之一，頗具保

存價值，地方人士一再爭取保留為古

蹟。然而，不幸又詭異的，1995（民

國84）年11月3日凌晨1時10分許，發

生一場無名大火，燒得片瓦不留，遷

建保存計劃胎死腹中，徒留遺憾。

 座落在舊台一線省道旁的岡山水

塔，在2001（民國90）年10月，曾榮

登國內2001歷史百景票選第25名。該

水塔高30公尺，為鋼筋混凝土構造，

迄今已有80多年歷史。它創建於1937

（昭和12）年，同一時期，在鳳山區

也有座鳳山水塔，然目前已被拆除。

巨大而古老的水塔還在那裏，在

岡山高高的天空裡，父親說，它不再

讓人覺得那麼高！卻覺得老了！不再

運轉了吧！

小時候的父親，曾知道一個秘

密，他發現從四面八方飛來空襲的美

國轟炸機，總在水塔上空重新編隊

集結，轉向，然後一起朝日軍機場

飛去，原來當時岡山最高標的物的水

塔，變成美機的空中路標。

不再運轉的水塔，現在裝的是滿

滿的回憶。（王家祥，2004＜岡山水

塔＞）

座落在省道一線與大德一路交

叉口，美侖美奐、氣勢雄偉的岡山基

督長老教會，引人注目。1987（民國

76）年，因馬路拓寬而被拆除，今日

的岡山教會乃是第八任牧師李不易動

工興建，1990（民國79）年完工。禮

拜堂佔地面積約960坪，樓高五層，是

一座足以容納千人以上的現代式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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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外形設計線條簡約，兼具典雅與

前衛，連續高聳的尖形拱窗，鑲嵌著

墨色玻璃，從二樓直到屋頂，高貴大

方，高度並隨著屋簷逐次縮減，是本

建築的最大特色。

岡山教會不僅是擁有千名教友

的大教會，同時也是見證台灣228事

件的重要場域。蕭潮金牧師，彰化縣

社頭人，台南神學院畢業後，先在台

南南門教會服務，於1940（昭和15）

年被派至岡山教會。他同時是岡山地

區「三青團」團長，他原本以降低衝

突、收容難民，本著基督寬容的心來

對待當地民眾，卻被當局冠以「收容

暴民、聚集暴民」的罪名加以逮捕、

刑求，乃至於槍決。

現今的平和路已看不出當年老街

（中街）的樣貌。然而中街的「述古

堂藥行」迄今仍在經營，可謂歷史悠

久的老店。它的額頂上的招牌是用棉

花、石灰及黏土黏製而成，字體

活潑順暢，如今「藥行」兩字早

已脫落，剩下「述古堂」三字

牢牢地黏在上頭。注意看這些遺

留下來的老店面都是日治時期所

建的巴洛克西洋式樣建築立面，

而更早的有「亭仔腳」的「土埆

厝」，幾乎無存，有的只是一些

紅色磚瓦間夾雜著一些泥土塊的

斷垣殘壁。

也是「老街級」的維仁路，

更難聞嗅到老街的蛛絲馬跡，幾乎是

一條嶄新的寬闊街道呈現。在維仁路

與平和路的街角，原有一座媽祖廟，

是岡山區民的信仰中心。在廟口附近

聚集了各式各樣的店家，熱鬧異常。

日治時期，道路拓寬，媽祖廟被拆，

後來輾轉於中山公園重建「壽天宮」

奉祀。

維仁路上「德昌羊肉」是岡山

的羊肉名店。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岡

山區的羊肉店近80家，在加上未登記

者，可能高達百家，難怪整個岡山區

聞嗅起來總有一股說不出淡淡的腥羶

中藥味，說岡山區為「羊肉小鎮」實

不為過。

除了德昌羊肉外，著名的羊肉店

很多，如一新、太新、源山、明德、

尚新……等，讓人眼花撩亂，而且每

家所提供的羊肉菜色也大同小異，

不外是羊肉米粉、沙茶羊肉、當歸羊

肉、羊肉炒苦瓜、涮羊肉、帶皮羊肉

流經岡山區中心的阿公店溪

岡山，一個羊肉味的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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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清燉羊肉湯、鳳梨羊肉等，名目

繁多，只能各取所好。至於羊肉的來

源，原本由附近燕巢、阿蓮、田寮山

丘放養的本土山羊，後來供不應求，

也從澳洲、紐西蘭進口羊肉，當然味

道、品質就有差異，還是本土放養山

羊，肉質細緻新鮮，清甜有味。

德昌羊肉的後頭就是「岡山中山

公園」。公園是老人的天堂，在涼亭

內、樹蔭下都設有卡拉OK，老人家

不斷接唱，頗有較勁的意味。不過聲

音有點蒼涼，畢竟歲月不饒人，甜蜜

滑潤的嗓音不再。涼亭內三五成群老

人，喝茶、聊天，甚至下棋、賭博，

怡然自得。

 1942（昭和17）年，岡山神社

列格為高雄州四個鄉社之一。是當時

「一郡一社」制度下的產物，岡山郡

的一街六庄（岡山街、彌陀庄、路竹

庄、湖內庄、阿蓮庄、田寮庄、燕巢

庄）的神道祭祀中心。如今，從公園

路與維仁路的交叉口，在接近圖書館

前，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紅色中式

牌樓，此乃岡山神社的鳥居改建，神

社原址改為壽天宮。儘管神社建築不

再，但兩側林木茂密，散發著寧靜氣

息，與過往神社刻意營造的莊嚴肅穆

氛圍相似。

壽天宮主祀媽祖，香火鼎盛，距

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老廟古樸不失

莊嚴，廟方保留原古廟，而在老廟後

方興建五層樓高富麗堂皇的中國北方

宮殿式建築，供奉玉皇大帝，而與原

先閩式廟宇建築搭配得天衣無縫，只

要細看斧鑿猶在。

岡山地區以趕集形式成為固定市

集的「籮筐會」已有200多年歷史，是

台灣目前僅存的民俗趕集活動。延續

多年的籮筐會已是岡山地區附近幾個

鄉鎮非常重要的市集活動，甚至有遠

至其他縣市慕名而來的參觀人潮。

岡山籮筐會每年固定三次，依例

在農曆的3月23日媽祖誕辰日、中秋

節前夕的8月14日及9月15日的義民節

舉行。昔日每至此時，人們以一根扁

擔、兩個籮筐，挑著自己的產品來到

市集，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添置生

活用品，包括收成的農產品、竹椅、

竹籃等生活用具，鋤頭、牛軛等謀生

工具，都在交易之列，故謂「籮筐

會」。

如今傳統的趕集模式已大不如

前，隨著工商業社會發展，目前充塞

著現代聞名的產品，花卉、服裝飾

品、餐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尤其

在華燈初上時，人潮熙來攘往，整個

籮筐市集更像一個大型觀光夜市。雖

然現代化商品充斥，但仍然可在某些

攤位發現古早農村況味，如竹椅蓑

衣、大小蘿筐、鋤鐮刀斧、傳統草藥

等琳瑯滿目，遊客到此，覺得處處新

奇，但交易並不熱絡，然而賣者也不

以為意，期盼待價而沽的人出現，延

續舊傳統習俗意義深遠，至於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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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溫飽而已。

再走溪東路，這是沿著阿公店溪

而建的道路，由此順著溪畔走，可到

達岡山南路的前高雄縣文化局（文化

中心）。阿公店溪源自燕巢區及田寮

區境內的烏山頂，蜿蜒貫穿整個岡山

市區，再西行經永安區，至彌陀區舊

港附近流入台灣海峽，全長38公里，

是原高雄縣第三大河。

本區作家蔡文章曾為文希望「如

果阿公店溪有畫舫」，他在＜高縣行

腳＞這樣寫著：『我一直覺得岡山有

阿公店溪是得天獨厚的恩寵，不相信

可以站在任何一座橋上觀賞周遭的景

致，你會發現我所言不假。只是溪水

不夠澄清，水的流量不夠大，否則溪

中若有畫舫，那無疑是人間佳境！我

說是「如果」，是因為生於斯、長於

斯，對故鄉總有一種期待，期待它會

更美好。』

高 雄 市 皮 影 戲 館 在

文化中心（原高雄縣文化

局 ） 右 側 ， 它 是 繼 宜 蘭

縣的台灣戲劇館之後，第

二座獨具地方戲劇特色的

文化據點；同時也是全國

首座皮影藝術的專業博物

館。

皮 影 戲 又 稱 「 影

戲」，在台灣則稱「皮猴

戲」。於清朝嘉慶年間由

潮州藝人傳入台灣，以高

雄市的岡山、鳳山為中心往外擴展到

台南、屏東一帶，形成相當受歡迎的

戲劇。在廟會節慶中，戲台上魅力精

緻的皮偶結合光影、曲折的劇情、妖

嬈的唱腔以及鑼鼓喧天，往往造成令

人目眩神迷的奇幻世界，深受大人小

孩的喜愛。

皮影戲是高雄市特有的文化資

產，高雄市也為台灣皮影戲的重要發

源地，極盛時期，多達數百團。日據

時代，殖民政府的皇民運動，皮影戲

遭受壓抑而轉入地下，沉寂多年，戰

後才恢復盛況。到了1970年代開始式

微，目前，全台灣只剩下高雄市的五

個皮影劇團，即東華、復興閣、永興

樂、合興及福德等。其中歷史最悠久

的是大社區的東華皮影戲團，前團長

張德成於1989（民國78）年獲頒民族

藝師殊榮；而彌陀區復興閣皮影戲團

也曾獲薪傳獎。

壽天宮前後殿無縫結合

岡山，一個羊肉味的小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