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縣石岡鄉歷史車站風華再現

五分車站 載木材也載人

劉宏基鄉長小時候就常聽長輩講述五分車站的歷史，因此，這座已

經消失的古早車站與周邊環境的情景，一直清晰地在他的腦海中留

存著。

劉宏基鄉長說，日據時代，臺中的八仙山和宜蘭的太平山、嘉義的

阿里山並稱臺灣三大林場，日本人在八仙山開發林場，所生產的木

材利用索道、流籠、「五分車 」林業鐵路的台車等方式運到新社，

再輾轉運到和盛村上方的迴車場，那邊有相當大的儲木場，一批批

的原木堆積如山，再用五分車拉到豐原的儲木水池（現在臺中縣政

府所在地）。

事實上，平地所生產的甘蔗和臺中山城四鄉鎮民眾當年要出入豐

原，也皆以五分車鐵路為交通工具。這條五分車鐵路建於日本大

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八月，早年是由本省中部一家私人鐵路

公司「臺中輕鐵公司 」經營，全長 13.1 公里，由豐原開出後經翁

子、半張、朴子、埤頭、石岡、社寮角、梅子、學校邊（現在的土

年）、到土牛（現在的和盛村），再接上述的林業鐵路通往八仙山。

之所以稱這種火車為「五分車」，主要是它的軌距是 76.2 公分，約

為歐美標準軌距 143.5 公分的一半，五分指的就是一半的意思。

把五分車站蓋回來

找回歷史原味、留住原鄉的記憶，

這樣的城市和居住環境才能教人回味再三、流連忘返。

臺中縣石岡鄉和盛村早年有一座「五分車站 」，

隨著伐木產業沒落，也跟著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改由軍營取而代之。

歷史洪流再度淘洗這個小村莊，石岡鄉長劉宏基便抓住這次機會，

讓早年的五分車站風華再現，同時也為周遭居民開闢了一處休閒遊憩的綠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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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撤出後，原址成了綠意

盎然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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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石岡鄉和盛公園的五

分車站只留建築立

面，凸顯當年盛況。

02  恢復五分車站的外

觀輪廓，讓歷史記

憶重現。

03  有了這座公園，當地

居民不但多了休閒空

間辦活動也有了大型

戶外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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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車站退位 軍營進駐

林業鐵路的終點站就在和盛村口土地公廟對面的

巷子裡，後來日本人的林場由農委會林務局接管，

並在這座五分車站周邊建員工宿舍，至今還有人居

住。隨著伐木產業沒落，和盛村的五分車站功能也

跟著式微，後來政府另開東豐鐵道，作為國防運輸

之用，這條五分車鐵道就被廢除，正式走入歷史。

鐵道和老車站消失，國軍的「九八八營區 」隨後進

駐，早期這裡有三個營區，約有八百多位軍人，分

別看守著彈藥庫、指揮部和糧倉，但在九二一大地

震之後，隨著石岡鄉內多個軍事駐紮點相繼撤離，

九八八營區空間也因此閒置下來，並且慢慢地成為

和盛村社區中的髒亂點，居民在此擅自占地為王，

有的搭建鐵皮屋當成自家倉庫，有的利用活動遮蔽

物設立私人車庫，景象顯得破敗凋敝，影響了社區

的景觀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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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城鄉新風貌 把五分車站蓋回來

有鑑於此，石岡鄉公所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了「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決

定將舊營區翻轉為居民休閒遊憩的公園綠地，最令人驚艷的是劉宏基鄉長的

創意點子：把五分車站蓋回來！

「要讓歷史的記憶永續傳承，讓下一代子孫記得先人曾在此流血流汗、打拚

奮鬥，知道感恩、惜福，提高子孫對家園的認同感！」劉宏基鄉長闡述這段

心路歷程，特別強調文化資產保存對家園的重要性，只可惜車站已毀，只能

從文史資料中盡量找回早年五分車站最真實的味道。

營建署對於五分車站歷史風華再現的構想十分支持，核定的預算分兩階段執

行。石岡鄉公所建設課長劉素幸表示，第一階段的經費支持鄉公所進行當地

的文史調查，透過當地耆老的訪談等口述資料，加上老照片、文獻的蒐集，

為五分車站的歷史風貌描繪較為詳細的輪廓，等這個階段的工作告一段落，

營建署才核撥第二階段補助經費，進行規劃設計與發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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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園的規劃過程中，

營建署審查委員會發

揮「減量」的把關角

色，也讓鄉公所掌握

了城鄉風貌改造計畫

的核心價值。

02  公園讓周邊房地產價

格往上推升，頗受居

民歡迎。

03  公園由眾多環保志工參

與維護，成效不錯。

04   鄉公所學到事前低度開

發的設計，有利於降低

事後維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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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取得、居民溝通 兩大難題均克服

「取得土地和居民的溝通協調，是最難的兩件事！」劉宏基鄉長表示，五分

車站和舊營區的土地所有權包括國防部、國有財產局、林務局等單位，公文

往返、召開協調會的次數難以計數，所幸最後「功德圓滿 」，在各單位的支

持下，老車站再生和公園用地終於露出曙光。

接著就是和當地居民的溝通工程，劉宏基鄉長發揮極大的耐心，舉辦公開說

明會，向占用營區的居民說明改建為公園的種種好處，包括排水系統重新規

劃，以降低淹水機率，以及為附近居民提供首座公園綠地等，都是提升居民

環境品質的「利多」措施，也有助於未來房價、地價往上推升。

受到鄉長苦口婆心的誠意感動，那些占地為王的居民一一撤退，換來中古木

參天、綠意盎然、蟲鳴鳥叫的休閒公園之後，「這麼好的休閒環境和景觀生

態，教人看了心情就變好了！」附近的居民真切的感受，道出這一切的努力

沒有白費。

規劃設計圖遭退件 低度開發有利維管

「設計案被營建署退件好幾次才通過！」劉素幸課長

回想那段規劃設計圖送審的過程，至今還印象深刻。

她表示，原本鄉公所想提供居民停車空間，同時真的

把老車站依原樣式蓋回來，但根據營建署「創造城鄉

新風貌」的精神，必須符合工程減量、營造綠意、

美質的優質空間等原則執行，因此取消了停車場等

硬體設施，連老車站的屋頂也不做了，只保留車站立

面，區內原有大樹均依現況保留與修剪，以維持原有

生態環境，降低人為開發的環境破壞。

事過境遷，劉素幸終於體會到營建署嚴格把關和堅持低度開發的用心。她指

出，五分車站及休閒公園平時均由鄉公所維護管理，除了撿垃圾、修剪樹木

之外，幾乎不必花錢維護，加上平時社區組織三十幾人的「環保志工隊」，專

門負責清潔維護工作，讓鄉公所一點也不費力，「設計之初就考慮設施減量，

現在的營運管理就省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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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好的休閒環境和景觀

生態，教人看了心情

就變好了！

01



文化資產保存  有利推展觀光

劉宏基鄉長指出，石岡鄉的產業發展

主力，將由過去的農產品轉型為農業

休閒觀光，文化資產保存將可助觀光

一臂之力。

因此，除了和盛村的五分車站再現歷史風華，鄉內的梅子村也有一座舊五分

車站，九二一大地震後也重建為「五分車懷舊公園 」，並特別從虎尾糖廠購

買 1 輛 16 噸重的老火車頭，讓老一輩民眾勾起兒時美好回憶，同時讓後代

一窺前人蓽路藍縷的精神，結合東豐綠色走廊自行車休閒活動，為石岡的觀

光產業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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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種樹綠化還是公園的

首要工作。

03   原本要把早年的五分

車站蓋回來，但礙於

補助政策，只保留車

站立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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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