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打造一回松欏之味

重現羅東林場感

日治時期的漢文概稱檜木為「松
欏」，而「欏」字恰好是「木材」與
「羅東」的巧妙組合。以「松欏」說
明羅東林場是太平山檜木的集散地，
營林所轄下的地方出張所，林場的歷
史都因它而生，而「味」字就是當時
羅東出張所內到處飄散著檜木的氣味，
總帶給人們感官呼吸上的特殊香味。
1924 年開始營運的「羅東林場」，
在 1982 年太平山結束伐木生產後而式
微，2009 年以「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之名華麗轉身，展示林業文化保存、活
化及再利用的成果，讓民眾看見臺灣林
業發展軌跡與政策變遷，理解森林生
態系多元服務價值，以及人與森林相
互依存的親密關係。未來，羅東林業
文化園區持續作為推廣森林教育、生
態保育、環境教育及深化林業文化基
底的平臺，並提升臺灣文化觀光魅力。

林業發展自太平山說起

蘭陽以盛開著黃金之花聞名的太平山，
其林相之美、材積之豐富，不僅遙遙

領先八仙山，如今也凌駕在阿里山之
上，是蘭陽足以誇耀於臺灣的一大寶
庫。開著黃金之花的太平山啊！黃金
之柱一根根地從太平山伐出，然後再
一次次地將黃金之柱的幼苗一根根地
種植回去。如此，天地與共無窮盡啊！

               《蘭陽》 幸田青綠 1925

1924 年臺灣總督府營林所羅東出
張所（林務局蘭陽／羅東林區管理處
前身，2023 年 8 月改制為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宜蘭分署，下稱宜蘭分署）成
立，取代了 1916 年設立的宜蘭出張
所，開始藉由竹林至土場間的森林鐵
路火車，將那一根根猶如黃金之柱般
的太平山檜木運下山來，並在羅東集
散之地綻放出黃金之花，造就工商業
的繁榮發展，直至 1982 年太平山伐木
終止，林產業式微，羅東林場荒廢，
只剩行政區域運轉。隨著都市發展，
1994 － 2001 年間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歷經多次關鍵性的討論及協
商，抉擇羅東林場究係編定為工商區，
近百年的歷史文化可能灰飛煙滅？抑

文／吳思儀（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秘書）

圖／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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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保存現況為目的？最終，羅東林
場 13.2 公頃劃定為「林業文化專用
區」，由林務局（2023 年 8 月改制為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保育署）
於 2003 年開始著手規劃；2004 年宜
蘭縣政府將區內 6 處文化資產指定為
歷史建築（辦公廳、勞工俱樂部、舊
檢車庫、職員宿舍、碉堡、貯木池）。
2009 年以「羅東林業文化園區」之名
轉型，正式開放遊客參觀貯木池、竹
林車站、日式木造宿舍群、製材廠設
施與火車軌道、舊火車頭等。宜蘭縣
政府 2012 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以
「羅東林場」舊稱指定登錄為「文化
景觀」，類別為「工業地景」，並完
成第一版《羅東林業文化園區保存管
理維護及活化再利用計畫》；同年宜

蘭分署也主動將區內的處長宿舍指定
為歷史建築。目前園區為宜蘭重要的
文化觀光地標，保存林業歷史遺跡，
年平均遊客數約 80 萬人。

林場與城市發展

當年輪滾入塵俗，森林的香氣飄
散在羅東這個城鎮之中，我們看到了
產業發展；當木材飄洋過海成為鳥居
支撐信仰、成為屋梁安穩生活、成為
窗櫺迎風遮雨，我們發現木材成了居
住文化；當以林業為基礎的城市，被
黃春明寫成小說裡親切的故鄉韻味，
我們看到了獨特的城市性格和產業風
貌在歷史裡生成，林業已然成為一種
城市生活的藝術能量。

▍ 昔日羅東森林鐵路的原始路線串聯太平山的歷史軸線，見證羅東鎮城市發展的背景，作為支撐蘭陽地區生態及文化旅遊
的主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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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業文化資產保存發展的脈絡
中，隱約地看出一條線索，那就是自
有形文物的保存，逐漸發展為無形文
化的保存，進而希望保有人類的珍貴
記憶，也就是歷史。日治時期 1934

年《羅東街市區計畫平面圖》的出
版，可以看出羅東林場標示為「營林
所用地」，而在其中寫上「營林所出
張所」、「竹林驛」、「貯木池」、
「預定貯木池」等 4 處地點，可謂是
因應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羅東街役場
（羅東鎮公所的前身）規劃的市區發
展藍圖也大刀闊斧地進行，以迎接產
業大躍進的時代來臨。而今宜蘭縣的
羅東鎮，是全臺灣最小的鎮，面積只
有 1,134公頃，比桃園國際機場還小，
在過去 1924 － 1989 年間因成為木材
集散地而繁榮又再沒落。隨著城市的
發展，宜蘭縣政府 1993 年完成竹林
地區都市計畫，至 2014 年正式啟動，
羅東林場面臨南、北、西側界面變
動、新闢道路穿越園區南側等課題，
因此園區必須有所因應，同時也與時
俱進，為讓林業文化的保存、活化及
再利用更加升級，旋於 2014 － 2015

年完成《羅東森林鐵路活化運用調
查評估計畫》，並接續完成 2016 －
2018 年《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整體規
劃》、2018 － 2019 年《羅東林業
鐵路產業文化系譜調查研究暨展示規
劃》、2019 － 2020 年《地景營造細
部規劃》及《羅東林場歷史建築及歷
史建築潛力點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2021 － 2022 年並修訂《羅東林場文
化景觀保存管理維護及活化再利用計
畫》，盤列園區發展過程需要面對的
以下 5 個課題。

確認園區核心價值

近年羅東林場的舒適環境，每年
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加上周邊都市
計畫區的開闢，園區的定位易往觀光
遊憩及公園綠地的方向傾斜，有必要
再次確認園區應由文化資產上的觀點
出發，並以人文、歷史與文化為核心
的發展方向。

提升林產業印象自明性

產業的印象需來自強烈的環境印
象，比如遊客到宜蘭看到南方澳滿港
的漁船漁獲自然產生漁業的印象，到
三星望見大片的蔥田、上將梨果園有
農業的印象；至於林業的印象，應該
有大量的原木堆置或於貯木池保存，
加上蒸氣機關車庫及運作的木工廠，
好讓林業印象及歷史文化自然深刻的
傳達給入園的大眾。

展示主題加強羅東林場的調研及闡述

各展館偏重以太平山為主體進行
展示及說明，園區本身的說明反而較
缺乏深入的探索及研究保存。園區與
周邊羅東地區發展的關聯、相關衍生
的庶民生活文化、相關的建築、地景
與社會生活的研究，都需要進行調研
及訪談耆老以獲得考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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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業文化園區中發展獨具特色

臺灣四大林業文化園區的發展年
代、規模大小、設施完整性及內容各
有不同，未來必須加強發展園區特色，
如強化貯木池與鐵道的相互關係、整
體園區生活生產生態均集中而未受分
割等特性。

打造林業文化國際觀光魅力

園區位於羅東市區，也臨近高速
公路及轉運站，近年通往大臺北及花
東地區的交通更加便利，國內遊客人
數越趨增加，國外觀光客亦同，因此
園區除需升級整體軟硬體及服務品質
外，也要以打造國際觀光景點之思維
方向發展，例如園區周邊的 149 巷土
地將規劃建置全臺首座國產重木構建
築、國產材利用、展售空間及行政空

間，以開拓多元國產材展示空間，落
實國產材多元運用及相關驗證標章制
度推廣，達成 ESG 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而既有行政空間占據園區最佳區位，
則可轉型為全臺第一座林業故事館，
作為林業文物及文化資產收藏保存研
究基地。

羅東林場的核心價值

規劃與設計是文化再生的文法，
總結過去的所有，向未來訴說。應該
如何貯存林業時光？時間就存放在各
式各樣的容器裡，像檜木貯放在池子
裡那樣。羅東林場是一個少數仍為現
在進行式的歷史文化園區，而且持續
往未來前進。

▍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的核心價值，也是羅東林場過去的歷史地景，是未來保存、活化、再利用的重要發展基礎。

- 羅東林場的價值 -

傳承下一代的核心是 ?
Landscape

（歷史地景）

三大地景

產業

生活

保育

陸上貯木場

宜蘭分署辦公室

員工宿舍

鐵道工

貯木工

製材工

修理工

運材工

評估三大活景 五大林工

保 

存
復 

舊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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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重要的核心價值有三大地
景、三大活景與五大林工。三大地景
可分為產業、生活、保育：
・產業地景：林場起源的核心場景有
運材、貯木、製材。目前區內遺址改
變最多的是林業軌道相關遺址、貯木
池上大量檜木、有滿滿木香的製材廠
等產業場景，未來配合發展規劃，將
適度進行重點復舊或透過活化手法，
強化產業地景遺址的空間及活動發展。
・生活地景：林場發展的變遷縮圖。
區內自日治時期至今的木構建築，是
林場生活百態的核心，可分為建築及
景觀兩方面，透過完成文化景觀保存管
理維護及活化再利用計畫進行保存價
值等級的分類，作為未來發展的準則。
・保育地景：林場轉型的活證人。近
年來全球保育意識提高，林業保育署
也將保育視為重大政策。園區的貯木
池過去雖作為貯木使用，但隨著時代
變遷，已成生態池，除了維持既有景
觀外，未來將維護其生態多樣性，避
免受到過多的人為干擾，以傳遞自然
保育的重要性。

三大活景為辦公大樓、陸上貯木
場與員工宿舍：
・宜蘭分署辦公大樓：不變的管制中
心。1924 年羅東森林鐵路通車後，於
現在的中正北路上設立羅東出張所，
後因日式辦公廳不敷使用，於 1970 年
改建為三層大樓，1972 年增建為四
樓，雖已不見原本歷史樣貌，但位置
不變且持續在此辦公，扮演了象徵性
的角色，未來將朝向資訊公開化，向
大眾宣導林業保育署的價值與理念。
・陸上貯木場：現行營運中的林場產
業。林場最初設置有陸上貯木場二區，
堆放從太平山運送下山的木材，太平
山停止砍伐後，陸上貯木場面積縮減，
現在主要堆放人工林疏伐及盜伐的木
材，民眾前來林場時仍可感受到以往
陸上貯木場的功能。
・員工宿舍：現代的林場生活。區內
保留了以往林場工作員工的宿舍區，
目前有些荒廢、有些則轉變作為展館
使用，其中最可貴的是，仍有現職員
工居住在此，來這裡的遊客可以感受
到居住的生活感，惟員工宿舍分布零

▍ 貯木池在過去輝煌的林業文化中，以檜木堆疊出深厚的歷史價值。隨著伐木事業的終止而轉變為一個兼具環境教育、自
然生態及休閒遊憩功能的生態池；不但如此，城市的微氣候調整，是這個時代貯木池與蒼鬱綠林最重要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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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管理不易，未來將採集中化，以
利分區發展及巷道出入管制。

羅東林場之所以能夠有輝煌的林
業產業歷史，除了空間設施完善外，
不可或缺的是「人」的參與。過去林
場「五大林工」為每日巡視鐵道的「鐵
道工」、在貯木池分類木頭的「貯木
工」、修理蒸汽機關車的「修理工」、
搬運木材的「運材工」、在製材廠加
工木材的「製材工」。因為有這些人
的努力付出，才讓羅東林場能完整的
運作，因此要呈現林場原風貌時，除
了空間設施恢復外，也希望將這些工
人的身影融入地景中。

歷年發展策略及成果

深耕林場、熟悉土地紋理來龍去
脈，在時代轉彎的地方，就可以信手
拈來歷史與土地精神，創造新的定位、
意義與價值。

園區雖辦理過多次的整體規劃，
但近年隨著周遭都市環境的快速發
展，面臨北側宜蘭縣第二行政中心興
建、南側竹林二階都市計畫開闢、西
側中正北路交通動線調整及周邊土地
使用強度調整等重大變動，致使必須
採滾動式盤點園區各項資源，以縫合
與周遭工程界面的地景營造需求，充
分活化園區與對應環境變遷，朝向多
元型態發展，並整合軟硬體設施之政
策與配套，創造林業特色基地，以漸
進式完備園區機能，確保遊憩服務品

質，提升產業經營價值，同時保存及
活化林業文史，藉由不同歷史建築導
入人的使用行為，讓氛圍說故事，再
現 20 世紀之林場感。歷年發展成果可
分為 6 年一個階段的初、中、近 3 期。

初期：2003 － 2009 年

羅東林場自 2003 年通過劃定舊
址為林業文化專用區，翌（2004）年
農委會（2023 年 8 月改制為農業部）
核定林業保育署規劃辦理「臺灣林業
文化園區案」，宜蘭分署開始著手啟
動規劃，依現況的特性分為林業展示
區、宿舍群、藝文區、行政管理區、
自然生態區、綠地、步道與停車場；
2007年展開實質修建工程約 20餘件，
以進行部分鐵道遺址修復、舊建物轉
型展示館、貯木池景觀營造、舊建築
群立面簡易修復、區內動線整建等為
主；2008 年成立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推動環境教育；2009 年園區正式對外
開放，遊憩設施有竹林車站、森產館、
森活館、森趣館、竹探館、藝文區、
百年舊書攤、蒸氣機關車、鐵道、卸
木平臺、竹林咖啡館、貯木池、環池
步道及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此期間相關出版品共有 2003 年
《雲海灌溉的森林─太平山國家森林
遊樂區》、2003 年《太平山詩畫作品
集》、2006 年《太平山古往今來─林
業歷史》、2007 年《太平山的故事─
口述林業歷史》、2008 年《太平山古
往今來─風華再現》等 5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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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2010 － 2016 年

為了妥善保存、維護及再利用珍
貴的林業文化資產，園區逐步落實未
來發展需求、理想的地景復原、空間
營造及經營管理，使文化景觀資產及
生態環境場域得以保留，繼續呈現蘭
陽平原發展的歷程，提供民眾休閒、
教育及見學等多樣化功能。園區內林
業遺跡區（貯木池、羅東林鐵、卸木
平臺等）讓遊客見證過去林業風華；
展示館以靜態布展為主，並以太平山
為解說主體，強化歷史脈絡；自然教
育中心推出環境教育課程，多元主題
及延伸教學場域深受學校、機關、企
業的歡迎，於 2012 年取得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及第一屆環境教育優等獎；
戶外生態區宜人的景致吸引遊客絡繹
不絕，於 2013 － 2014 年連續兩屆獲
內政部頒發友善遊憩場所獎項、2015

年獲得財政部頒發國有公用財產活化
運用第二名，2018 年更獲行政院評定
獲選第一屆「政府服務獎」。

此期間相關出版品共有 2012 年
《世紀之森─蘭陽林業百年場記》、
2014 年《桃色之夢─太平山百年自然
發現史》、2014 年《羅東林鐵─蒸情
記憶》、2015 年《羅東勁好玩─羅東
林業文化園區》等 4 本。

2014 年開始，園區發展面臨課題
為面對宜蘭縣政府都市計畫的啟動，
該如何因應及進行跨機關協商？北側 5

間舊建築陸續改以檜木修復後，應如
何轉型運用？所以宜蘭分署再次進行
園區盤點及規劃，以鋪陳對接後續都
市計畫工程實施。舊建物整修後，依
據國產法進行標租與民間廠商合作，
除了可借重其多元創意，也可節省機
關營運成本，遂於 2016 年完成園區第
一件標租案，以木竹文創商品及輕食
展店 2 間，為園區帶來新形態營運模
式，也滿足遊客遊憩需求。

近期：2017 － 2023 年

園區整體發展面臨外部及內部課

▍ 區位被周邊都市計畫及城鎮開發所包圍，當宜蘭縣府 2014年啟動都市計畫，宜蘭分署亦展開相關調研及規劃設計，
2017－ 2023年進行縫合城鎮發展工程，以及提升林業文化觀光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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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部是指都市計畫的影響，內部
則是園區如何更活化經營？確立定
位及核心價值？保存林業元素？為了
銜接宜蘭縣府都市計畫工程，宜蘭
分署 2017 年啟動地景規劃及建設，
2018 － 2021 年爭取文化部補助款
1,000 萬，林業保育署也向中央爭取 4

年（2021 － 2024）中長程專案建設
經費約 2.5 億。

園區的發展為了不與林業文化有
脫節感，文史資料勢必為規劃設計的
重要參考基礎，例如建築、景觀、15

號蒸汽火車頭及 7 噸柴油機關車的修
復等，因此宜蘭分署著手進行多件調
研案，擴大老照片及文物徵集，完成
120 位耆老訪談、調查羅東林業鐵路
系譜、出版 9 本新書。為了有系統性
的將這些成果進行彙整，也期能被廣

為應用，於 2018 年申請文化部補助經
費，在宜蘭縣史館的專業協助下，建
置「蘭陽地區林業資料庫」，於 2022

年正式開放；典藏系統將林業資源分
為公文、圖說、出版品、影像、文物
器具、口述歷史、文化自然景觀、建
築物土木設施及遺址等八大類型，並
依各類型史料分別訂定詮釋欄位；網
頁除可讓民眾公開閱覽外，也因應後
疫情時代增加線上策展的功能；目前
資料庫持續增加相關文件，部分出版
品未來也會逐步收錄至系統中，有助
於蘭陽地區林業文化資產的再生運用
與教育推廣。

為了讓遊客對於林業主題相關的
展館能有耳目一新及吸睛度之感，有
4 間舊建物採新穎之手法精緻布展，
以「種•森•林•鐵」為題，分別

▍ 以檜木修復後的 4間日式建築轉型為「種‧森‧林‧鐵」主題館，分別呈現種子到森林的意境、國產材五感親子互動、
森林文學、羅東林鐵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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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種子到森林的意境、國產材五感
親子互動、森林文學、羅東林鐵文史。
有鑑於經營預算及人力有限，舊有建
築整修後，透過標租與民間合作展店，
再增加了木育、林場書店、國產材、
輕食等特色，園區已有 6 間主題賣店，
公私協力合作，也保有林業底蘊，提
升整體服務品質，形塑園區新氣象。

都市計畫與園區的界面整合工程
成果有 8 項：
・ 重新調整南入口廣場，及意象導入

昔日製材廠歷史脈絡，而既有的 5

棟建築物也完成修繕，此案並獲臺
灣景觀大獎優質獎。

・ 北入口廣場地景重塑、跨竹林圳棧
橋更新，未來將連結宜蘭縣府第二
行政中心。

・ 西側界面整合宜蘭縣府人本步道
工程，優化臨路景觀，提高園區自
明性。

・ 南廣場及停車場搭配宜蘭縣府新闢
道路及遊覽車停等區，解決園區周
邊交通紊亂問題。

・ 南北兩廣場整建工程的成功案例，
榮登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專業景觀
雜誌封面（LANDSCAPE DESIGN 

2003 NO.151），內頁更有多達 10

頁篇幅介紹。
・ 原遊客中心移至南廣場，並以國產材

布展，服務品質及空間美學再升級。
・ 西側行政大樓立面完成整修，景觀

美化。
・ 西側緊鄰中正北路的歷史建築舊場

長宿舍修繕、林工之家日式建築群

▍ 有鑑於經營預算及人力有限，舊建築整修後，標租予 4間民間廠商合作，已有 6間主題賣店，公私
協力合作，也保有林業底蘊，提升整體服務品質，形塑園區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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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廣場銜接市地重劃工程及新設道路穿越園區，北廣場緊鄰宜蘭縣府第二行政中心新建工程，於規劃
設計前透過挖掘歷史，以呈現前身為舊址之構想下，將運材及製材做為主題元素，重現林產業地景的
故事性，並融入林業環境教育及導覽解說之功能。

修繕兩案預計 2024 年完成，將提
高林業城鎮新風貌。
此期間相關出版品共有 2017 年

《太平山樹木花草集》、2020 年《走
讀羅東製材產業》、2020 年《松欏之
味─日治時期羅東林場紀事》、2020

年《太平山森林步道繪本》、2022 年
《再凝望─戰後太平山》、2022年《翻
轉林業從校園開始》、2023 年《原風
景─戰前太平山》、2023 年《松欏曼
波─戰後時期羅東林場紀事》、2023

年《路觀圖─太平山公路與林道》等
9 本；其中有 5 本獲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書刊獎。

活化園區、延續歷史意義

伐木時代的歷史天命，換來旅人

的步履和城市的閒情，當鐵道穿梭時
空，鷺鳥飛掠水面，喚醒木紋理的脈
搏，棧道旁群樹撫風觀雲，曾經汗水
風霜和鳴鳴森鐵，新領土地倫理的使
命，轉換藍圖和跑道，林業的活化運
用，向永續環境邁進。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完整保存林業
設施、聚落、貯木作業設施、載運機
具等，為太平山林業發展的活歷史。
延續園區為太平山森林鐵路的起終
點，與傳承貯木、製材、林政管理的
歷史記憶，進行園區空間之保存、復
舊與再利用，結合生態、文化、教育
與社區產業發展，提供林業保存、環
境教育、文化創意、休閒體驗等多元
複合機能，期望未來能成為「保存林
場記憶、體現臺灣林業發展歷程」的
文化空間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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