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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邊，

淡水和汶水交會處，

就是談文。

走進隱身於臺 1線省道旁這間無人售票的火車

站，映入眼簾的是白牆上懸掛的兩幅筆意瀟灑的題

字，使得小小古驛站透出幾許清韻。腦海中忽然閃

過古人的一句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除此之外，車站內空無一物，牆上的布告欄貼著小

小一張火車時刻表，背後則是一張美麗列車長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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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禮的照片。環顧四周，只有滿室陽光明

亮，此時此刻，彷彿置身於一個人的車站、

一個人的候車亭，連時間都靜止不動。

這是「海線」上的一個小站－談文。

說她小，她真的一點都不大，談文車

站緊鄰著縱貫線省道，可是她比省道的路

肩矮了一大截，竟然「屈居」在公路的駁

坎之下。不知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保

護車站本體，主事者在車站與公路兩三公

尺的距離之間搭起一塊鐵皮浪板，如此一

來，從公路上望過去，車站僅露出人字形

的黑色屋脊，若非遠遠地看到豎立於省道

旁的臺鐵藍色標誌以及「談文車站」的白

色招牌，我們差點就與她擦肩而過。

但她似乎又很大，沿著公路旁的斜坡

道走進車站，裡面空空蕩蕩，白色的牆面、

❷

❶ 談文車站緊鄰著縱貫線臺 1省道，可是比省道的路肩
矮了一大截，竟然「屈居」在公路的駁坎之下。

❷ 談文車站為典型日式木造結構，外觀簡單樸實，昔日
稱「談文湖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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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黃色的木板框架，還有占據了牆面一半

的方格窗，室內熠熠生輝 ，只是四下裡並

沒有候車的旅客。

她其實很古老，從上世紀民國 11年臺

灣縱貫線「海線鐵道」完工通車，談文車

站就是自苗栗竹南站「山線」、「海線」

分岔後，南下的第一站，算一算，明年就

是她 100歲的生日了。

臺灣縱貫線鐵道會有所謂的「山」、

「海」線之分，起於日本領台初期的軍事

考量，最初的縱貫線鐵道計畫案，因軍方

擔心鐵道沿海岸線修築易被海上的船艦砲

擊而避入山區，這便是現在所稱的苗栗到

臺中的「舊山線」。然而縱貫線實際通車

後發現，「山線」路段坡度過陡，火車的

運輸效率大打折扣，於是到了民國 7年，

當臺灣縱貫線鐵道運作 10年之後，因經濟

連年發展，南北物流運輸量吃緊，鐵路貨

運出現飽和狀態，並發生嚴重的「滯貨」

現象。為因應激增的客貨運輸量，當時的

鐵道部提出縱貫線鐵道迴繞路線計畫，在

竹南與彰化之間另築海岸線鐵道。這條海

岸線鐵道從民國 8年起建，至民國 11年完

工通車，全長 85公里，若將起訖站計入則

為 91.7公里。如此一來，新的縱貫鐵道過

竹南之後迂迴海岸線，在竹南站以下，設

談文湖（今談文）、大山腳（今大山）、

後龍、公司寮（今龍港）、白沙墩（今白

沙屯）、新埔、吞霄（今通霄）、苑裡、

日南、大甲、甲南（今台中港）、清水、

沙轆（今沙鹿）、龍井、大肚及追分等 16

個車站，並於臺中王田附近與「山線」會

合後，進入彰化，此即通稱的「海線」。

「海線」通車後，地勢平坦的海線

路軌讓當時蒸汽火車的拖曳力大增，一度

取代「山線」成為臺灣縱貫鐵道的主線。

木造車站白色的牆面、米黃色的木板框架，還有占據了

牆面一半的方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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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臺灣光復後，客運仍依循慣例走「山

線」，而大部分的貨運則走「海線」。這

種「山、海線」分庭抗禮的局面直到縱貫

線全線鐵道電氣化工程完工後，火車爬坡

不再窒礙難行，繞遠路的「海線」才被「山

線」取而代之，「海線」的地位遂降為支

線鐵路。

卻也因為「海線」行駛花費時間較長

而退居次要地位，沿線車站設施改造牛步，

反讓許多老站房得以原汁原味保留下來，

這其中就有 5座車站以起建之初的原貌留

存至今。殊為可貴的是，這 5座車站都屬

於簡易型瓦頂木造驛，不但起造年代相同，

連建築樣式和規格型制也幾乎一模一樣。

最為典型之處，就是每座車站的三角形屋

簷下，都開著圓形的「牛眼窗」（亦稱老

虎窗）。

如今，這 5座木造車站被鐵道迷暱稱

作「海線五寶」，且被地方政府列為歷史

建物加以保護。其中前「三寶」位在苗栗

縣境內，分別是談文、大山和新埔站，後

「二寶」則在臺中，分別是日南和追分站。

眼前所見的談文車站為典型日式木

造結構，外觀簡單樸實，昔日稱「談文湖

驛」，可能早期這裡是有大湖的，前詩所

提到的「汶水」應該指的就是這座湖。車

站由整齊排列的眾多樑柱巧妙的支撐起站

房本體，看似單薄的牆面輔以「米」字形

木板來加強固定，屋頂為二披水式，覆蓋

著厚實的日本黑瓦。由於海線地帶東北季

風強且空氣中含鹽分高，所以採用木造結

構和黑瓦是適應環境的選擇。從車站的正

面觀之，屋頂的兩端只有左側呈現一個較

大的斜面，很像被一分為二的半幢建築；

但是由背面望去，則是「歐山式」屋頂，

與正面全然不同，中間還開了一扇文藝復

興時代巴洛克風格的「牛眼窗」。「牛眼

窗」是臺灣眾多日式建築中最常見的設計

手法，安裝於屋頂上，供通風採光之用。

民間另有一說法：「牛眼窗」像牛眼一般

瞪著路人，是教人要遵守秩序、循規蹈矩。

可惜眼前這扇保存完好的「牛眼窗」被臺

鐵「談文」站名的巨大站牌遮去了一半，

有些煞風景也破壞了美觀。除此之外，站

體前後屋頂的下方還有突出的帶狀傾斜雨

淋板，簷下設有廊道具遮陽與避雨功能。

在出入口的設計上，談文車站僅設有

一個無門的旅客出入口，其大小和位置正

好與進入月台的剪票口相對相通，大約有

十步之遙。這是方便旅客在進入車站購票

時，就能一目了然看到月台上列車停靠的

狀態，而出入口玄關前方的遮雨簷廊柱是

成雙成對的，其頂端還有裝飾性的花窗。

仔細觀察談文車站的結構，從小面積

的外牆剝落處可以看到這座木造車站的牆

垣內部，是用長條的竹片以井字狀綁紮，

再將黃泥、稻草和石灰混合，填入竹片內

夯實而成。這種「古早味」就地取材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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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牆」看似簡單輕薄，卻十分強韌，阻風

性和耐震性一點不輸現代鋼筋水泥的建

材，而且有防白蟻的功用，所以車站即使

經歷了百年的風風雨雨依然結構完好，令

人讚歎。

談文車站的月台為單島雙線的島式月

台，此種月台又名中置式月台、中央月台

或中間月台，其形式為路軌在兩旁，而月

台被夾在中間。不論南下、北上，旅客都

要在同一座月台上候車，載客量有限。也

因此，談文車站目前為臺鐵車站中規模最

小的招呼站之一，僅停靠短程區間車，單

日上下車的搭乘人數近廿年來都平均在兩

位數上下。

在這座島式月台上還有一座用水泥打

造的浪板形候車亭，這是臺灣光復後所增

建的車站設施，其他海線車站也都有，惟

外觀大同小異。從月台望向站房，發現其

左側還有一間紅磚的小房子，據現場值班

的臺鐵工作人員介紹，那是以前「海線」

鐵道尚未電氣化之前，站務人員需要在此

等候列車經過時跟火車司機交換「路牌」。

如今時過境遷，火車進站早已不用再交換

路牌，但站務人員以手勢指揮准予火車通

行的標準程序並未改變。

站在島式月台上，目光穿過候車亭的

大面積開窗，談文車站正好被「框」進窗

內，像極了一幀帶有濃濃懷舊氣息的老畫

談文站島式月台上的一株茄苳樹，老幹

新綠，與百年老車站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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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修復工程。不明就裡的我們只能繞

道車站的後方從剪票口觀察車站的內部設

施，雖然格局與談文車站雷同，但是多了

一個售票窗口，窗口前面還豎立著一支像

日圓貨幣單位「円」的紅色木質柵欄，是

為了規範旅客排隊購票。

正巧遇到車站的一位清潔人員，她

得悉我們的來意，便一五一十跟我們講述

車站為何要做修護。原來大山車站在民國

108年 12月的某一天，不幸遭一輛酒駕的

小貨車從正面衝撞，造成車站站體的木造

結構嚴重毀損。看到事故發生時所拍攝的

現場畫面，真是怵目驚心，由於百年老車

站遭受如此嚴重的「傷害」事件，臺鐵緊

急啟動古蹟修護，預計近期內就會完工。

而這一「撞」讓大山車站被迫暫停使用，

人工售票也停擺，旅客僅能從臨時通道刷

電子票證進出站。

我正扼腕無法拍到大山車站的正面樣

貌，沒想到這位熱心的車站工作人員欣然

提供她所拍攝的昔日車站的照片，其中還

有某電視台劇組兩年前來大山車站拍戲取

景的劇照。但見畫面中，大山車站竟變成

了「臺北車站」，原來這座百年老車站因

與臺北車站的第一代站房頗有相似之處，

所以為劇情所需，拍攝劇組就將大山車站

改頭換面，變成了「臺北車站」的「替身」。

「海線」木造車站還有一個共通的建

築語彙，那就是從月台望過去，站房旁多

片。這時，剛好有一趟區間車進站，下來

一群歡聲笑語的婆婆媽媽，她們跟月台上

穿著黃背心的臺鐵工作人員打聽附近「網

紅」的向日葵花田在哪裡，然後簇擁在老

站房前留下這趟火車旅行的印記。她們的

臉上洋溢著青春般的笑顏，身後百年的車

站就像是一位飽經風霜的老紳士，與月台

上一株茄苳樹勃發的新綠交相輝映，老幹

新枝、欣欣向榮。

離開了談文車站，我們出發到大山

車站，月台站牌上標示兩站之間的距離僅

6.8公里，但沿著省道前行路程並不短。談

文站為苗栗造橋鄉所轄，而大山站則歸屬

苗栗縣後龍鎮。不像談文車站周邊幾乎沒

有住家孤單而立，大山車站則地處鬧區，

昔日曾是「海線」上重要一站。車站面對

著一條筆直的大馬路，不遠處還有公路客

運的招呼站。大山站舊稱「大山腳」，但

我們環視車站周邊卻沒有看到任何高的山

地，詢問之下，原來所謂「大山」是臺語

「山崙」的鄉民講法，「山崙」是指地勢

較一般平原為高的小山丘。巧合的是，大

山車站的位置也比站前市街低很多，所以

「大山腳」之名倒也貼切形象。

據歷史資料記載，大山車站的站體是

以臺灣所產的杉木建造，杉木質地十分堅

硬，所以車站建築一直保存得很完好。但

在我們造訪之際，面對馬路的站房一側卻

被施工圍籬包覆著，顯然車站正在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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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了一間突出的廂房，作為辦公室之用。

廂房有時在左，有時在右，位置並不相同，

而大山車站的廂房在月台側的右邊。

從談文車站到大山車站之間還有一個

鐵道「獨一無二」的景象，那就是鐵軌僅

鋪設單軌。反觀無論從談文站北上，還是

從大山站南下都已經是雙軌並行，據說這

是受地形狹窄所迫，所以區間車每每行經

談文站和大山站之間時僅能單向通行。站

上跨越鐵軌的人行天橋，便能一目了然看

到這種前後單軌、雙軌不同的情形。也因

此，除談文站外，其他車站都有南下、北

上兩個月台。

從天橋上俯瞰大山車站，可以看到修

復前後的明顯差異，屋瓦的顏色最為明顯。

倒是三角形屋簷下的「牛眼窗」沒有再被

站牌遮住，古樸美觀。更遠處靠近海岸的

風力發電機也歷歷在目，似乎預告著「海

線」離海愈來愈近了。

新埔車站是我們此行的最後一站，這

座介於白沙屯和通霄兩站之間的小站，一

樣緊鄰著臺 1線省道，但卻是「海線」各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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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埔車站是座以檜木打造的車站，這

點就十分與眾不同，車站明顯高於路面，

是「海線五寶」中唯一有登階的車站。若

從馬路上看新埔車站，她就像一幢小木屋，

車站入口的玄關門廊為雙柱，頂端有格子

狀裝飾，從下往上看過去，顯得很有特色。

可能備受青睞的原因，新埔站的綠

美化也做得最好，高大的木麻黃垂下綠絲

條，像拂麈為這座百年古驛滌去鉛華。遊

客到此除了可以觀賞非常美的海岸夕陽，

其實只要稍稍放慢腳步，徜徉在廊簷之下，

就能隨處入眼尋覓到舊時歲月的痕跡，細

細品味午後陽光與斑駁的木造結構映襯之

美，沉浸在光影幻變古今虛實空間。而從

站內透過玄關看出去，大海在望，一種樸

實又不失單調的和洋情調油然而生。

來一趟「海線」之旅，不但可以從這

❶ 大山車站的三角形屋簷下，圓形的「牛眼窗」，
十分吸睛。

❷ 大山車站島式月台上用水泥打造的浪板形候車亭，
這是臺灣光復後增建的車站設施，其他海線車站

也都有。

站中最靠海的車站。這段「海線」，也是

看夕陽最美的一段。一路往海邊去，青翠

的鄉間風景逐漸被寬廣的海岸線所取代，

道路延伸往南往西，也正是通往臺灣海峽

的方向。

在進入新埔站之前，會先經過一處對

外開放參觀的私家花園，名為秋茂園，是

早年旅日華僑黃秋茂先生的私人園邸。因

園內古木雕塑眾多，如今已是當地一處頗

為熱門的觀光景點。

每年的白沙屯媽祖繞境是苗栗海線的

一大宗教盛事，很多參與繞境的信眾會搭

火車而來，也會順道看看這座臺灣西部最

靠近海岸的火車站。加上近年「網美」的

宣傳，新埔車站的名氣和熱度都遠超過談

文和大山站，而最能吸引鐵道迷和文青朝

聖的臺鐵老車站，名單中也一定有新埔站。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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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鄉村古驛站發思古之幽情，沿途更可欣

賞臺灣海峽的山海美景，而火車行駛在高

架鐵路橋上也是令鐵道迷趨之若鶩的入鏡

美景。因臺灣西部的溪流多為東西走向，

所以南北向的鐵道遇溪流就必須仰賴高架

橋通過，所以透過高架鐵路橋欣賞臺灣西

部溪流入海之景，也是「海線」另一特色。

苗栗雖以山城聞名，但其海岸線也綿

延 50多公里，濱海公路雖不是全台最長，

卻以狹彎著稱。乘著「海線」飛馳，沿途

有濕地、沙灘、漁港、風力發電、歷史古

蹟和田野風光，每一段都有著不同的特色

景點。近年來苗栗縣政府大力推動「雙鐵」

旅行，以「海線」鐵道結合「綠光海豐自

行車道」，沿途串接起「中港溪自行車

道」、「126線自行車道」、「128線自

行車道」及「130線自行車道」。遊人沿

著鐵道追風，「鐵龍」與「鐵馬」並駕齊驅，

盡情暢遊、恣意騎乘，更能享受「海線」

逍遙的樂趣。

綜觀臺灣百年現代化的歷程，這些老

車站功不可沒；而今，更因著這些老車站

的存在，拉近旅客遊子彼此從陌生到熟悉

的距離。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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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的小站，

跟著旅人的腳步，

慢慢變老。

海風，

從未停止問候，

直到把山崙註雕塑成車站。

媽祖，

在海與車站之間，

終年守望。

讓月台，

變成一座橋，

這頭是海那頭是家。

❶ 新埔車站是座以檜木打造的車站，也是「海線五寶」中
唯一有登階的車站。

❷ 新埔車站外，高大的木麻黃垂下綠絲條，像拂塵為這座
百年古驛滌去鉛華。

❸ 徜徉在廊簷之下，尋覓舊時歲月的痕跡，細細品味午後
陽光與斑駁的木造結構映襯之美。

❹ 一張車票，為旅行留下最棒的回憶。

註：山崙，臺語指地勢較一般平地為高的小山丘。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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