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梭溪城 　春聯找到家！
　　過年了！整個大溪都瀰漫著溫馨愉快的年節
氣氛，新任館員加菲卻很緊張，因為原本要送給
讀者的春聯居然消失了，案發現場只留下這張字
盤，你能解開謎題，讓加菲安心過年嗎？

解
謎
攻
略

帶著《一本大溪》拜訪
字盤提示的三個地點。

看了一年的《一本大溪》你有
沒 有 問 題 想 問 呢？ 新 開 闢 的
Q&A 專 區， 每 期 將 回 答 一 則
讀者提問，提問被選上的幸運
讀者將獲得精美禮物一份，另
外， 也 別 忘 了 關 注 木 博 館 FB
粉絲專頁喔！

要如何參加《一本大溪》
Q&A 專區呢？

Q&A 專區

大溪尋寶遊戲第一彈

難道春聯就在這些地方？

將三個地點保管的解謎印章
蓋在字盤上，蓋完所有印章
就能解開謎底！

完成後向木博館壹號館 ( 大溪區中
正路 68 號 ) 的服務人員出示蓋完
章的《一本大溪》，即可兌換獎品，
活動期間從 2/13 到 2/28，數量有
限，送完為止喔！

1 .

2 .

3 .

紅字為提示地點

只要掃描下面的 QR code，
填寫表單就可以了喔！

新年快樂！
感謝大家一年來的支持，
《一本大溪》邁入第二年了！

Q :

A :

字盤閱讀方向

第 一 商 行 遶
學 木 文 旺 春
大 博 壹 號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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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烊的人情味－繁忙的年節老店

一種生活

春
特
輯

老城年味一條街－中央路× 老店 × 迎新春
一份地圖

初一來走春－道地的大溪行程

一些推薦

/ 一次團圓 /

　　快過年了！在這團圓的時節，大溪人紛紛動

了起來，期待跟家人一起圍著豐盛的年菜，分享

彼此一年的生活，現在就讓我們跟著他們的腳步，

一起過個道地的大溪年吧！

　　打掃完畢，趕快抓起購物袋，直奔中央路！大

溪作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從清代起，興盛的河運

就將全臺灣各地的貨物，運送到這條在地人慣稱為

「市場」的街上。除了老城區居民，也吸引三層、

內柵、員樹林的農家，甚至是角板山地區的原住民

挑著農產品前來販售，串聯起熱絡的買賣往來。

　　大溪早年由閩、客共同開墾，日常生活與節慶也融合

了雙方文化，俗諺說：「甜粿過年、發粿發錢、菜包包金、

菜頭粿好彩頭。」其中菜包可不是麵皮包子，而是用粿皮

包蘿蔔絲與蝦米的客家風味傳統米食！一些在地大家族也

會召集四方親族，舉辦盛大的祭祖活動，像是月眉李金興

家族就有每年初一下午的三獻禮儀式，紀念對家族有莫大

貢獻的裕德媽。

　　來到大年初一，虔誠的大溪人最重要的行程就

是扶老攜幼地從老街區內的福仁宮、普濟堂開始，

走過康莊路、勝利街，一直參拜到蓮座山的觀音亭，

時至今日還有部分大溪人遵循傳統，徒步進行這趟

行程，路上遇到鄰居好友也會互相道賀，成為大溪

一道獨特的年節風景，而信仰往往就在這身體力行

的過程中，傳承給下一代。

　　結束了莊嚴的參拜巡禮，大溪人也會在回程路

上郊遊踏青，品味家鄉的美好風光。或者回到街區，

到親朋好友家串門，喝茶聊天、玩玩麻將骰子，分

享新年喜氣，這些活動就是大溪人說的「走春」。

大溪曾是一方商業重鎮，對在地商人、店家來說，

走春不只是傳統習俗，人潮帶來的伴手禮需求也是

新年的第一波商機喔！

採買年貨
分享年菜

參拜祈福

串街走春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捲起袖子，開始大

掃除！部分傳統的大溪家庭一年會有兩次大掃

除，分別在除夕與農曆六月二十四的關聖帝君聖

誕前夕，在這兩個重要的時刻，家裡每個角落都

要一塵不染，神桌也要奉上新鮮豐盛的供品，一

切務求盡善盡美，表現出大溪人對生活與信仰的

堅持。

除舊佈新

回大溪，過好年
傳統大溪的年節活動

年糕

菜包
菜頭粿

發糕

1



　　1950 年代隨著戰爭結束，大溪人重拾自己的生活，中央

路上從雜貨米鋪、裁縫理髮到新潮的照相館，具有「三步一

間店」的盛況。在邱瓊淑的帶領下我們拜訪了愛鎮協會的聚

會場所，希望從老一輩口中探尋老城的故事，聽聞來意，老

大溪人用溫暖的神情開始訴說，言語勾勒出往昔的輪廓。那

是衣食器物還充滿手作溫度的年代，記憶中某個年前的上午，

年輕的他們穿梭在人潮間，或挑著一擔年貨，或在攤前秤斤

論兩，愉快地忙碌著。

　　走在時光彼端的中央路，記憶中的招牌已經模糊，取而

代之的是：「有個賣布的我們叫他賣布球！」「買鹽找阿蛙

伯啦！」「像那個旺盛書店，大溪人都說『旺發』，因為他（老

闆）的弟弟叫旺發，在賣冰塊，買文具就說『去旺發家』。」

人名串聯起面孔，在樸實的年代，這種親切的方式比起商號

更好記憶，溫暖的互動刻進人們的生活，成為老街本色的基

底。如今他們都已是家中的長輩，過年的事自有孩子打點，

但他們仍會聚在一起，向孫子講述當年的種種，將生活與文

化連同他們的記憶流傳給下一代。

阿公阿嬤的街市記憶

返鄉遊子的故鄉原畫

老街媳婦的生活風景

2018 年的中央路現況，合珍香餅舖的招牌依然

屹立在此。

　　時光匆匆，來到能以「起飛」形容的 1970 年代，前段故

事的老大溪人已成家立業，他們的孩子正是簡秀雯這個世代。

生於內柵的簡秀雯自小隨父母務農，身為長女的她，記憶中每

逢過年都與母親搭公車來到老城區，母親總牽著她到路口豆花

攤，讓她吃碗豆花並看管採買的物品。她坐在板凳上看著雜貨

店前堆著糖果的景象，便許願有天能住在這裡。飽含憧憬的願

望，道出當時農家孩子眼裡的中央路就像條閃亮的大道。

　　成年後簡秀雯嫁入老城區的雜貨店，當時雜貨店除餅乾糖

果，還販售各種南北乾貨及季節性商品，簡秀雯記得每到年

　　到了 1990 年代，世人對大溪的認識已經從熱鬧的商業據

點，轉變成充滿故事的老街，在變動與歲月的沖刷下有些店家

退出了中央路的舞臺，左萱曾祖輩經營的萬益布行也在其中，

曾經用來記帳、打點布行事務的木桌，在主人卸去店家身分後

被搬回自家繼續使用，在每個過年團圓的時刻擺滿水果與點

心。回憶童年印象，左萱說那是張巨大、沉重的桌子，需要好

幾個大人合力才能搬動，鐵製的抽屜把手蝕滿生活的痕跡，這

獨特的存在吸引了好奇心，當她用小手吃力地拉開陳舊的抽

屜，溫和的木頭香氣伴隨著前兩代人的生活飄散出來，老城故

事的靈魂也許就是透過這種奇異的方式，深深植入一個大溪小

孩的體內。

　　每逢過年回到大溪，儘管城鎮的面貌持續在改變，踏入家

門的那一刻還是能看見那張熟悉的木桌上，鮮紅的盤子盛著奶

奶從中央路買來的糖果點心，年年重複的場景在遊子的胸口凝

聚成回家的感覺，也就是這一份感觸，促使左萱用自己的手將

靈魂中繼承的故事描繪出來，她說：「對我來說不只是畫了一

個回家的故事，也許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回家的方式吧。」

　　年關將近，與左萱一樣離鄉闖蕩的大溪人還有很多，每到

此時植入他們體內的老街靈魂都會開始鼓動，引領他們在除夕

前的寒冷中找到回家的路，大溪的孩子知道，家的溫度不在空

氣裡，而是在生活與記憶，在每一個熟悉的聲音與氣味裡，而

老城的故事也會隨著他們的生活足跡，流傳到更遠的未來。

帶路人

邱瓊淑

擔任大溪愛鎮協會關懷據點志工

職務，平時照顧在地老人生活，

父親曾在中央路菜市場賣魚。

帶路人

簡秀雯

大溪文化協會理事長，也是老街

雜貨店的媳婦。

帶路人

左萱

漫畫家，將故鄉的回憶與遶境文化繪

製成漫畫《神之鄉》，受到國際矚目，

作畫期間專程回到大溪長住考察。

合珍香餅舖內收藏的中央路街景舊照，據說已

有七十年歷史，仔細看還能發現寫有店家舊名

「味珍香」的招牌。

前，一簍簍象徵大吉大利的橘子就會佔滿門口。年節時候農家

休耕，商家卻最是繁忙，白天打點店面，回家仍不得閒。1970

到 80 年代，大溪的各行各業迎接新年，木藝匠師熬過繁忙「大

月」後，最大的娛樂就是到各店家串門子、聊天打牌，聯絡感

情之餘，也商議來年的安排，這是繁榮的另一種表現。接待工

作自然落在老街媳婦身上，持續忙碌整夜，稍歇後又要準備開

店，生活雖然辛苦，卻也使農家小孩在這過程中逐漸蛻變成堅

韌的老街人，承擔起上一代的生活本色。

細數年歲更替
三代人的街市回憶

撰文│趙書德

舊照片提供│合珍香餅舖

/ 一個故事 /

　　回顧大溪的發展歷史，豐富的物產

與河運為這裡帶來了旺盛的商業活動，

城鎮也隨之興起，我們熟悉的大溪老街

街區是由今日和平路、中央路、中山路

等所組成，而中央路一直以來擔任著供

應大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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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對金，願望才能上達天聽。

中央路

黃打鐵店

正吉號打鐵店

朝發布行

第一商行
全昌堂

合珍香餅舖

麗影照相館

美光理髮廳 德昌中藥房 國際書局、攝影

傳統農業社會的冬季是休耕期，
農家都會趁著這段期間來修理或
添購新農具，因此年前一個月是
打鐵店最忙碌的時候。

61 號 / / 1916 年開業

/ 大正末期 (1920~1926) 開業

/ 1971 年開業
/ 1970 年開業

/ 1877 年開業

/ 1905 年開業 / 1905 年開業

/ 1952 年開業
/ 1946 年開業

/ 1930 年開業

/ 1960 年開業

52 號 /

71 號 /

得勝路 3 號 /

72 號 /

118 號 /

120 號 /

145 號 / 149 號 /

161 號 / 167 號 /除了農具，打鐵店也販售、修理
菜刀，過去角板山地區的原住民
也會來中央路選購番刀，大溪煤
礦產業盛行的年代，各種採礦工
具也仰賴打鐵店製作。

過去約從農曆 12 月開始，
媽媽們就會來選購做衣服的
布料，現在主要出售裝飾神
桌用的紅絨布，為家裡再添
一抹吉祥的大紅色。

過年吃的粿、粄都需要米，講究的
家庭還會根據米食的種類調配糯
米、蓬萊米和在來米的比例，餡料
裡的香菇、蝦米也是關鍵，這時雜
貨店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年節胃口大開之
際，也要注意別
讓大魚大肉弄壞
身體，這裡的萬
靈丹用天然草藥
製成，專門治療
各種腸胃症狀，
是百年來大溪人
享受豐盛年菜的
堅實後盾。

糕餅、生仁糖與寸棗不只是人們
喜愛的美味，也是大溪人家中神
桌上不可或缺的要角，有些講究
的大溪人會特別前來下訂，到了
上供的當天才來取新鮮的糕餅。

除夕守歲、初二回娘家，年節中
幾個特別的團圓時刻都適合拍上
一張全家福，將家人的笑臉保存
起來，全家福是家族的故事，也
是老城的故事。 傳統習俗裡，小年夜前一定要去理

髮、洗頭，用清爽的形象迎接新年，
理完髮還能在門口來上一份臭豆腐
配菜頭粿，討個好彩頭。

年菜的餐桌少不了香香的滷菜，這裡
的特製滷包也是大溪年菜背後的功
臣，想趁過年進補也可以買些人參、
何首烏，燉一鍋暖暖的藥膳雞湯。

除了拍照，這裡也兼賣相機，
供計畫過年出遊的顧客選購，
1970 年代曾在半小時內賣出三
臺。各式春聯也會在年前一個月
陸續擺出，提醒行人年節將至。

林振馨香舖

大溪人依循傳統，從農曆 12
月 16 日的尾牙開始一直到元
宵節，各種祭祀活動都需要香
燭金紙，送神、拜天公、初一
賀正、初五開工，時辰和金紙
種類都不得馬虎。

滷包秘方的味道
只有嘗過才知道。

保存出遊回憶，
相機可不能少。

生意不斷上門，
鐵鎚刻不得閒。

除舊佈新，
神桌也要換新衣。

老主顧還是習慣
老師傅的手藝。

直接從漁夫手裡買
到的大魚翅是這裡
的鎮店之寶！

吃大餐也要顧身體 !

新生百貨行 / 1945 年開業138 號 /

過年是除舊佈新的時節，百貨店
在過年前一個月就會開始準備過
冬的衣服和棉被，穿上新衣、蓋
著新被，好像生活的每個細節都
沾上了喜氣與新鮮感。

蓋暖暖才能過好年。

寸棗與又名天公豆的生仁糖
都是拜天公必備的點心。

中央路從過去就是大溪的精華地帶，匯集了照顧在

地人生活所需的各行各業，而內柵、三層等周邊地

區的居民也習慣將各種農產、山產帶來菜市場販售，

這幅景象看來頗有新年趕集的韻味，也確實表現出

這條街上鮮明的生活滋味。

老城年味一條街
中央路 × 老店 × 迎新春
插畫│鍾予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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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烊的人情味
繁忙的年節老店

撰文│趙書德     攝影│蘇雯祺、彭行之

　　順著街道而行，走進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市場」

的中央路，熙來攘往的人潮、食物氣息與談笑聲，交

織出大溪老城最充滿日常生命力的一景。

　　時近年節，與人們生活需求緊密相關的中央路，

也更加熱鬧歡騰起來，流動於此的除了買賣，還有建

構起大溪生活的文化與傳統，現在就讓我們穿過人群，

來探訪老店櫃檯後的另一群大溪人。

/ 一種生活 /

　　開業四十餘年，第一商行是大

溪人辦年貨的好去處之一，年前

幾乎每天都有客人上門採買做粿用

的糯米粉和調味料，郭明雄帶著微

笑，俐落地招呼、取貨，結帳時不

忘閒談幾句，往來之間流露出熟悉

與信賴，也正是老店的迷人之處。

　　紅白兩色的招牌下懸吊著年味十足的肝腸臘肉，分

類堆放的乾貨幾乎佔去騎樓一半的空間，它們來自臺灣

各個角落，甚至遙遠的異國，無論何時看來都是一幅富

足的景象，也就是這些食材成就大溪家庭的年菜餐桌。

　　頗有歷史的店內商品種類卻多得驚人，在此地立足

近半世紀，郭明雄的眼界開闊，經常思考如何滿足見多

識廣的大溪人，他也常走訪外地探尋新奇商品，每有新

貨到，他便在店裡店外貼上手寫的字條提醒客人，像是

門口的「咖啡」、「烏魚子」，櫃臺後方的「椰子油」。「因

為我們是第一商行，當然要做到第一嘛。」說這句話時，

郭明雄臉上透露出樸實可靠的自信，也正是這種自信，

讓第一商行在這變化的年代，依然能以充滿人情味的方

式，成為大溪人最堅實的後援。

第一商行

合珍香餅舖
　　烘烤後的香甜氣味飄散，一塊

塊皮薄餡多的月光餅，出爐後擺上

合珍香充滿歲月痕跡的櫃臺，吸引

著店門外來往的人們，為這份甜美的懷舊駐足。

　　以月光餅聞名的老店合珍香如今已傳承至第四代，游

川逸一家肩負百年傳承的招牌，以及祖輩對品質的堅持，

從每天早上七點開始備料、製作，提起自家的餅，游川逸

笑道：「說起來也挺矛盾，對我們大溪孩子來說，這其實

是平常吃到不感興趣的食物，但當你離鄉一段時間，總是

不禁懷念起這個味道。」

　　每年過年只休初一的合珍香，大約在年前一個月左右，

就會開始忙碌起來，這段時間不時有訂製供品糕餅的客人

上門，除了平時的月光餅、綠豆椪，也兼賣酥脆的寸棗與

俗稱「天公豆」的生仁糖，這些熟悉的美味是神桌上不可

或缺的要角，也是百年來大溪人對過年共同的味覺記憶。

　　從日治時期起，林振馨香舖的祖先

就以製香為業，而後才在中央路上開

設販售香燭金紙的商店，至今仍使用

各式木本香料輔以草藥，製作出代表

大溪人信仰的氣味。現代燒金祭祖的習俗已經逐漸式微，但虔

誠的大溪人有自己的堅持，傳統習俗風氣濃厚的大溪，人們仍

維持傳統親自到店裡選配香燭，老闆林繼銘也會細心介紹，成

為林振馨香舖長久以來的經營特色。林繼銘解釋，大溪有閩南

林振馨香舖

人也有客家人，習俗不同影響金紙的選擇：「以過年來說，

基本必備的有天金、壽金、福金、刈金、大白壽金這五種，

合稱五色金。」同一種金紙對不同族群也有不同的用法，

燒的場合也不盡相同，唯有透過與客人互動、瞭解後配置

的組合，才最符合傳統與顧客的需要。

豐富的商品種類
，源自於郭明雄

對「第一」的堅
持。

游川逸一家遵循傳統，每天製作出新鮮的糕餅，

店內還保有過去的木製餅模。

顧客問起燈具的尺寸，林繼銘
俐落地拿出尺來測量解答。

有
沒
有
感
覺
到
我
們
店
裡
跟
其

他
地
方
賣
的
東
西
不
一
樣
？

我
最
喜
歡
趁
人
不
注

意
偷
吃
蝦
米
！

開業老闆─郭明雄

我們開業有一百一十幾年了！

第三代老闆─林繼銘

第四代老闆─游川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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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來走春
道地的大溪行程

攝影│彭行之

推薦協力│大溪文化協會、在地民眾

/ 一些推薦 /

　　俗諺說：「初一早，初二早，初三

睡到飽。」年初一是傳統習俗中走春的

日子，但走去哪可是有學問的，由幾位

在這裡生活、工作的「大溪通」一起推

薦他們的道地行程，讓你不只走得熱鬧

也走出門道。

　　打鐵寮古道連接大溪、三層、復興與三民，從前有挑夫往來，將白石山

的豐富山產運送到三層。沿路多有山溝，為了往來安全，在地先民曾集資興

建三座磚砌古橋，並立有建橋紀念碑，行走其中能品味到自然與人的生命力。

　　不想爬山也可到大漢溪河畔走走，從前荒蕪的河岸重新規劃為生態濕

地，不但還原了自然景觀還兼具水資源再生效果，可以漫步岸邊享受悠閒景

致，在清新的環境裡飽覽大漢溪風光。

　　早年大溪河運繁忙，眾多工人、挑夫就近於普濟堂和福仁宮

後方搭建草屋而居，後來磚房建起形成錯綜複雜的狹巷，「草店

尾」與「迷宮巷」之名由此而來。從福仁宮旁的小巷走進，水井

不時出現在視線中，寧靜的巷道中充滿在地人的生活氛圍，讓人

不禁越走越深，草店尾小客廳就藏在迷宮巷中心地帶，歡迎你進

來喝茶聊天，聽聽大溪故事。

　　福仁宮是大溪的信仰中心之一，一般遊客通常只參拜供奉開漳聖王的正殿，

虎邊廂房財神殿卻少有人知，每年除夕夜會發放發財金，如果趕不上，初一到初

五也有興安社發送的紅包喔。

　　觀音亭作為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重要的信仰場域，自古傳承著來此迎「香

旗」回家敬奉的習俗，從山上的觀景臺向南望，可遠眺河道及石門水庫，另一側

的樓頂休息區也可向北眺望崁津大橋及老城區。

鍾永富─愛爬山的大溪人，

對走古道很有心得。

廖春景─街角館達文西瓜藝文

館館長，熱愛賞花踏青。

高慶榮─街角館日日田職物所館

長，結合文創與傳統的在地青年。

吳敏惠─大溪社頭文化研究者，家

中收藏了福仁宮的發財金紅包。

范煥彩─大溪文化協會導覽員，從事

導覽工作多年，對古道如數家珍。

簡秀雯─大溪文化協會理

事長，道地的老街媳婦。

左萱─漫畫《神之鄉》作者，也是大溪

小孩，創作期間曾回鄉專注考察。

走遊踏青
─ 打鐵寮古道、大嵙崁生態濕地

穿街走巷
─ 草店尾迷宮巷、小客廳

祈福巡禮
─ 福仁宮、觀音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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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小客廳旁的花園設有桌椅供遊客歇腳。

某個轉角、一條深巷，開始愉快的迷路。

複雜的巷道內共有八座水井，等待遊客來尋找。

4

5

6

往白石山路段的濟安橋紀念著先民開

闢的故事。

大漢溪畔的自然景觀。

太平橋兩側的新綠更顯古道深遠，引

人尋探。

1

2

3
夜晚的福仁宮香客成群，財神爺的發財紅包不只

保佑發財，也象徵著未來一年的好運氣！

劉清剋─街角館下街

四十番地工房的館長。

全家人一起到處拜拜，

是我的童年回憶！

觀音亭的階梯是許多大溪人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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