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龍騰斷橋暨舊山線鐵道沿線地貌改造

懷念的殘缺之美

民國 87 年 9 月 23 日，

臺鐵舊山線鐵路最後一班南下列車從苗栗三義勝興車站開出後，正式結束營運，

不過舊山線鐵路沿線的勝興、泰安車站和龍騰斷橋三處歷史建築和古蹟，

以及鐵軌、隧道、橋樑等設施都保存完整，

沿線也蘊藏豐富的人文史蹟和原始的自然景觀，

每逢假日遊客如織，至今仍是國人遊憩的熱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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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山線車站頗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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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山線 百年歷史縮影

舊山線鐵路不僅是一段鐵路，也是一段近百年歷史發展的縮影，蘊含著成就

臺灣與東亞這塊土地的大地運動史、人類遷移史、政權移轉史、鐵道發展史

及交通工藝發展史，透過這條錯縱交疊的歷史線索與空間，讓大家得以窺見

特殊的山線文化。因此，苗栗縣政府期待藉由「舊山線鐵路風景特定區」的

劃定，透過全面性的規劃，完整保存與傳承珍貴的文化資產，帶動這裡的觀

光與產業發展。

為儘速讓舊山線復駛帶動三義鄉鐵路舊山線地區發展，苗栗縣政府提出

「龍騰斷橋暨舊山線鐵道沿線地貌改造計畫 」，以三義地區作重點發展，以

龍騰斷橋藝術園區為引爆點，結合舊山線鐵道沿線的地貌改造設計，整合

區域景點、歷史建築、產業特色和宗教藝術，打造出更具競爭力、獨特性

的地景生活空間和藝術山城。

103

懷
念
的
殘
缺
之
美 

 

苗
栗
縣
龍
騰
斷
橋
暨
舊
山
線
鐵
道
沿
線
地
貌
改
造01  龍騰斷橋的殘缺之美

令人讚歎。

02  勝興車站是舊山線的

靈魂。

03  保留原味、留住居民

的兒時記憶，是地貌

改造的核心價值。

04  透過地貌改造，將讓

三義這座藝術山城更

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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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改造 因應未來發展需求

舊山線獲得行政院納入環島觀光鐵路計畫的一環，並已規劃復駛，因此，縣

府團隊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的城鎮地貌改造計畫中，選定以勝興車站周邊及

龍騰斷橋景觀塑造為主，採分期分年實施，希望在鐵路舊山線復駛前，讓當

地環境呈現出世界級觀光景點應有的水準。

龍騰斷橋是舊山線的知名景觀，紅色斑駁的磚造斷橋遺蹟，被譽為「臺灣鐵

路藝術極品 」。它已有近百年歷史，建造時採磚拱、鋼板樑和鋼桁樑分段構

成，跨越景山溪支流的龍騰溪溪谷之上，在民國 24 年 4 月 21 日的大地震中

嚴重損毀，因不堪修復遺留至今。

龍騰斷橋 臺灣鐵路藝術極品

如今龍騰斷橋留下的殘缺遺跡，流露出一種

難以言喻的「殘缺之美 」，不論從斷橋半殘的

拱口仰望新橋，或依偎著斷橋滿山遍野的油

桐花，都吸引無數遊客前來懷舊，更不知謀

殺多少攝影師的底片，成為鐵道攝影的最佳

取材地點。

龍騰斷橋除了深具古樸之美，也見證了兩次大地震。在九二一大地震中，龍

騰斷橋再次受創，後經文建會及內政部營建署規劃設置「九二一震災紀念

物 」，目前與舊山線的勝興車站，並列為舊山線兩大熱門旅遊景點，縣府並

經常在龍騰斷橋舉辦音樂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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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規劃團隊為舊山線沿

線的地貌改造盡量保

持原味。

02  舊山線復駛將帶動附

近新一波的發展。

03  苗栗縣政府提出舊山

線沿線的地貌改造計

畫，拉抬觀光產業。

04  舊山線沿線的地貌改

造計畫是為將來的發

展做準備。

05   舊山線鐵道正好串起

一連串的生活環境博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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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山線鐵道 串起生活環境博物館

舊山線擁有綿延的隧道奇觀，春天時有雪白的油桐花相陪，搭配沿途蒼翠的

林木，景緻美不勝收。舊山線的勝興車站也很有來頭，它位於三義鄉勝興

村，建於民國前 5 年 4 月，是臺灣西部鐵路的最高點，縣政府在 88 年公告

指定為古蹟。

縣府團隊改造當地地貌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整保存斷橋藝術與傳承舊鐵道文化

遺產，將勝興車站塑造為鐵道文化村，落實以藝術文化為主體的休閒遊憩活動

型態，提升深度旅遊的觀光價值，並藉由改善舊山線沿線聚落的環境品質，運

用生態工法，落實永續發展的經營理念。

因此，透過生活環境博物館（Eco Museum）的觀念和操作手法，縣府將

勝興車站的室內與戶外規劃為鐵道文化展覽園區、鐵橋博物館、鐵路招呼

站、車行道路等，讓舊山線回復行駛前的懷舊意象，創造一個人文的觀光

休閒新風景區。

社區參與 尊重民意

縣府建設局表示，整理車站周邊環境時，原本要

移植 6 株南洋杉，但許多民眾反映，少了這幾

株南洋杉，車站的風味和記憶中的印象就會變了

調，因此和規劃團隊克服困難，努力做到現地保

留。另外，為了一口水井，鄉公所也和規劃團隊

傷透腦筋，原本顧慮遊客安全打算封井，但居民

再度反映，這口水井養活無數的鄉民，小時候來

此打水也是重要的生活記憶，於是再設法留住這口井，改以打水浦結合古樸

材質的地坪舖面解決安全疑慮，同時兼顧居民的期待。

不過，碰到停車問題，縣府和規劃團隊就更傷腦筋了。停駛多年的舊山線可

望復駛，行政院經建會已認定舊山線三義至龍騰斷橋段具高度觀光價值，決

議讓火車重新上路，讓民眾重溫火車過山洞情景。

因此，縣府團隊決定不在寸土寸金的勝興車站周邊開闢停車場，一方面土地

取得困難，二來因應舊山線復駛，可透過運輸管理方式，讓遊客從三義搭舊

山線觀光火車進入勝興車站，一來紓解停車需求與壓力，同時也能帶動三義

木雕村的觀光人潮，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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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舊山線復駛 解決營運管理疑慮

舊山線復駛眾人期待，不僅讓目前勝興車站偏於靜態的遊憩模式增添動態的

樂趣，一旦復駛後帶動更大的懷舊之旅人潮，增加臺鐵的盈收，對日後環境

的維護管理、文化資產永續保存將更是一大利多。

「目前最大的困難點在如何營運。」縣府建設局城鄉發展課表示，由於鐵路

法明定鐵路只能由鐵路局經營，中央還在思考解套方法，讓將來有機會開放

採委外經營（ＯＴ）的營運模式，提高經營效率，回饋該地的永續管理。

另一個困擾是眾多的臨時攤販難以規範，雖然在地貌改造規劃時，規劃團隊

已利用設計手法請攤販自律，以免影響周遭環境品質，但縣府團隊認為，除

了期待有制度化的行動加以約束，更盼望街區整合成立街區組織，發揮自律

精神之外，還能兼顧原來的文化資產特色，與公部門持續合作，提出創新方

案，透過行銷宣傳達成預期的觀光客倍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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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舊山線沿線將以「生活

博物館」形式保存。

02  勝興車站周邊環境改造，

規劃團隊煞費苦心。

03  眾人期待舊山線復駛。

04  晨霧中的舊山線景緻

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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