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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的
前世今生
文、圖／容容

「紙」為宜蘭好山水

東北季風吹起，正是芒花飛舞時節。這股強

勁的風形塑了宜蘭的山、宜蘭的海，也勾勒出臺灣

最美的蘭陽平原，三角形的蘭陽平原是臺灣第三大

的平原，由於蘭陽溪的沖積和地形的升高，千百年

來不斷更新著宜蘭獨特的自然地景，而太平山的森

林、蘭陽溪的河川則構成最珍貴的宜蘭元素—綠。

今日的宜蘭，森林美學和山林記憶正成為一種在地

精神、文化價值和生活態度。

北宜鐵路穿越整個宜蘭，火車駛出石城隧道後

就是美麗的蘭陽平原，有如歌曲旋律般，從山洞出

來映入眼簾的是海、是綠野仙踪的冬山河、是斜牆

斜頂的蘭陽博物館⋯⋯，遠眺更能看見孤懸於海中

的龜山島，這不一樣的山島景觀，都讓踏上這片土

地的遊客備感驚喜，心兒就會跟隨著噶瑪蘭公主，

開啟一趟探索尋寶的旅程。

我的目的地是臺鐵的中里火車站，她位於羅

東車站的前一站、一個無人值守的小站。除了我， 

竟然沒有別的旅客上下車，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小

小的無人招呼站卻交錯著很多條鐵軌，可以看得出

有些是早期貨運列車的軌道，現在已不再使用，如

今的中里車站只剩下輸運旅客的功能。當我走出車

站，詢問一百公尺外鐵路平交道旁的看守值班員， 

他告訴我，因為中里車站停靠的列車班次太少，當

地人寧可捨近求遠，去幾公里外的羅東車站搭車。

中里車站因配合地下化穿越工程，自 108年 12月

4日起至 109年 8月 29日將暫停營運，改以公路▲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的前身是「臺灣中興紙業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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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至鄰近二結或羅東站轉乘，小小的中

里車站將更加無人光顧了。

中里車站旁是連片的工廠廠房，最醒

目的是一支高聳的大煙囪，不過大煙囪的

頂部缺損了一大塊，留下被破壞的痕跡，

顯然早已不再使用。大煙囪的四周圍，還

有一幢幢已經廢棄的廠房，雖然都只剩下

光禿禿裸露的水泥外牆，但高達數層的堅

固外觀仍可以想見當年工廠的規模。這座

偌大的廢棄廠區占據了中里火車站前後

長達數百公尺的範圍，難道中里車站內那

些已經荒廢的貨運鐵軌就是為這座工廠而

設？而這座已經廢棄的工廠又有怎樣的前

世今生呢？

穿越了平交道，眼前是一整排的貨櫃

屋，櫃體上噴塗了鮮豔斑斕的彩繪，生硬

的外表頓時變得柔和，讓貨櫃有了生氣，

橘色「中興社區」四個大字醒目而招搖，

這裡是宜蘭縣五結鄉的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所在地，看起來一切都是嶄新的，也展露

出愛鄉愛土的關懷力量的凝聚，為老舊的

社區換了新顏，注入了新活力。

重生的不僅僅是這個老社區，與社區

命運緊密相連的那些廢棄老廠房也隨之蛻

變活化，現在已經成為蘭陽平原上一處讓

人驚豔的新亮點，這就是在國內漸漸打響

知名度的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火車行到二結埔，二支煙囪平大

箍。」，這是早年當地流傳的一句順口溜。

臺灣光復之初，火車行過宜蘭的二結車站，

會看到兩支大煙囪聳立於蘭陽平原上，這

兩支大煙囪在田疇阡陌的蘭陽平原上顯得

很突兀，它們就是當年二結紙廠與糖廠的

兩支大煙囪。一座為造紙而生，一座為糖

業而興，可謂早年宜蘭屈指可數的兩大支

柱產業。由於蘭陽平原地形平坦且為多雨

氣候，使得水利資源豐沛，土壤十分肥沃，

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稻米成為宜蘭代表

性農作物，世代農耕不曾被取代過。但有

了二結紙廠和糖廠後，改變了當時宜蘭農

村的產業結構，當地人不再臉朝田水背朝

天，機械化的工廠作業使在地居民獲得比

種田更為豐厚的工資和福利，進而提升了

周邊社區的經濟與發展。由於紙廠規模越

做越大，便在四結與二結廠區間設置了輕

便鐵軌連接兩廠，同時成品紙張大量外運，

與紙廠咫尺之遙的臺鐵中里車站就一度川

流不息，一件件重達數噸的紙品通過鐵路

運往基隆、臺北，中里車站名號因而盛極

一時。

行至五結鄉臺九線的中正路二段，就

能看到一片掩映在綠樹中的廠區，這片廠

區就是曾經維繫著臺灣紙業命脈和獲得輝

煌成就的臺灣中興紙業，如今功成身退，
▲ 園區入口的舊廠區辦公室被打造成一件「腦力現場」公共藝
術。

▲ 文化創意園區室內一隅。

▲ 曾經是宜蘭五結地標的紙廠大煙囪依然屹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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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新生為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進入園區先享受到的就是綠意，平整

的草地和一抹綠映紅，那是從南到北走到

哪在這個季節都會讓人眼睛一亮的臺灣欒

樹，樹木並不高大，但十分的茂盛，這些

都是園區闢建後新的綠化。入口有兩座孤

零零的建築，很陳舊沒有門窗，一眼就可

以望到二樓的旋轉梯，斑駁的外牆經過加

固，屋頂還被一個鳥籠狀的鋼構架套著，

一隻金屬大鳥站在籠子的頂端。靠近點看，

原來這是一件公共藝術，鳥籠其實是人的

頭形，由巨大的不鏽鋼焊接形塑，從外看，

就好像一個人的腦洞大開。「大腦」的內

部有幾支風向儀，寓意中興創意基地提供

的場域，能給予如同人類無限的創造力精

神，並為宜蘭在地原創生活、創造性思考

與實踐力推波助瀾。而頭頂上的大鳥其實

是一隻啄木鳥，象徵著工、匠、師不畏艱

苦，辛勤努力的堅持，正所謂「頂真」(形

容認真，把事情做到最好 )精神。房子的

露臺還有一個景觀流水裝置，傾洩而下的

水流，傳達了透過不斷「流動」的思緒，

在虛實動靜之間，產生源源不絕的靈感。

這間舊房子的前身曾經是中興紙廠的

行政辦公室，後來一度做為員工的宿舍，

其內部十分簡單，除了木質的窗框，已經

空無一物。「腦力現場」這件公共藝術以

「自由人」的靈感設計了很多大型器皿和

物件，如民國 99年臺北花博的公共藝術、

民國 102年雲林農博的裝置藝術等，他將

這些設計圖紙懸掛在這間老屋內，讓遊客

從人的「身體」進入到房子裡，再直達「大

腦」，彷彿走進一個新奇的異想世界。

我繞到老屋的背後，回頭看到的卻是

另外一番景象，屋子背後有一棵老榕樹，

葉子已經落盡，徒留伸向天空蕭瑟的枝椏，

「人腦」的作品與枝椏融為一體，啄木鳥

彷彿站立在樹上，樹、屋、人、鳥成了一

體。

廠區前段是一片小廣場，水泥的地面，

還殘留著以前建物的地基，這裡可能也是

老廠房，如今則變成開闊的戶外場域，幾

件大型公共藝術分占著不同的角落，成為

參觀者互動拍照的平台。一座通體純白的

希望鐘佇立著，外型像教堂，也像合攏的

手掌，寓含著希望、祈福。希望鐘與周遭

的舊廠房形成強烈的對比，這裡是年輕人

和攝影者取景的最愛。孩童追逐著闖進幾

塊站立的七彩積木空間，每塊積木都有一

面逗趣的人臉，好像漫畫描繪著男女老幼

喜怒哀樂的表情，這件公共藝術的名稱就

叫「真相真像表情貼」。有趣的是，每塊

拼板的另外一面都空白著，寫著「真相真

像塗鴉樂」，但可能是出於對公共藝術的

尊重，竟然沒有人在上面留下塗鴉。作品

的留白也留下了想像空間，或許設計者只

是想引發參觀者的好奇與思考，如果是你，

會在這一面畫出怎樣的「自己」和怎樣的

表情。草地上的戶外藝廊是一座六格矩陣

的空間裝置，將 12幅巨大的繪畫作品以櫥

窗的形式佇立在草地上，每件繪畫作品都

是宜蘭縣各國高中同學們的集體創作。參

觀者觀賞每件作品，必須穿梭在畫作之間，

沒有約定的參觀動線也沒有成俗的觀看方

式，或站或坐、或靜或動，參觀者可自由

想像這些作品所欲表達的敘事。這種穿梭

立體化的展示打破了畫廊的中規中矩，讓

觀看藝術作品不再那麼生硬，參觀者進入

情境並且能與藝術作品產生活潑的互動。

廣場右手邊的第一座廠房是文創園區

的服務中心，為了盡量保持原貌，園區沒

有對舊廠房做過多的修飾，只是更新了門

窗和屋瓦，裡面的空間很大，走進去的感

覺很溫暖，整體布置有著淡淡懷舊的氛圍，

館內設有「紙說－中興造紙故事」及「宜

蘭椅常設展」。

宜蘭與造紙的淵源，自中興紙業始，

▲ 從背後看，「人腦」的作品與大樹的枝椏融為一體，
樹、屋、人、鳥成了一體。

▲ 「真相真像表情貼」這件作品，每塊積木都有面逗趣的
人臉，如漫畫描繪著男女老幼喜怒哀樂的表情。

▲ 草地上的戶外藝廊是一座六格矩陣的空間裝置，將 12幅
巨大的繪畫作品以櫥窗的形式佇立在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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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紙及工業用紙，中興紙業當時不僅

是臺灣規模最大的造紙工廠，也一度成為

東南亞最大的造紙廠。但中興紙業的繁盛

光景在報禁解除、政府進出口政策鬆綁之

後面臨挑戰。民營化的聲浪中，中興紙廠

部分以民營企業「興中紙業」的身份存續，

持續生產紙製品，而全區主要的空間範疇，

則轉型為今日的「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古早的中興紙廠曾經歷過二戰砲火的

摧殘，隨著政治局面的變化與經營者的替

換，造紙的技術也歷經多次改良更新。原

料從最初就近取得的二結糖廠甘蔗渣、羅

東鬼萱、林場木料到海外進口的木材，紙

廠的造紙技術不斷提升，也迎合著社會和

時代的需求。曾經，在紙廠對面現宜蘭監

理所的一大片土地，就是紙廠存放造紙原

料木材的貯木池。對於居住於宜蘭二結到

五結地區的居民而言，紙廠是大家的共同

記憶和驕傲。中興紙廠曾生產過臺灣的鈔

票用紙，那時造紙機房周遭都圍上鐵絲網，

員工上下班皆需要仔細的搜身檢查，以確

保工廠內的有價證券用紙沒有外流。此外，

在勞工權益尚未抬頭的年代，中興紙廠就

已經建立起完備且令人稱羨的員工福利，

諸如女性員工有哺乳時段、有員工子弟學

校與幼兒園，以及每日載送員工上下班、

學子上下學以及婆婆媽媽們上菜市場的接

駁公車等。除此之外，紙廠內部還設立有

冰菓室、洗衣部、理髮部、雜貨店等，更

不定期舉辦公司活動，如運動會等，中興

紙廠儼然自成一個生活功能完整且成員互

動緊密的社區。

透過展示的老照片，今人得以看到紙

廠在戰爭時期遭遇空襲的可怕景象、見到

員工收到每月配給的衛生紙所露出的欣喜

之情，也看到運送至園區的造紙原料，如

何由原料經過每一層的加工製作，最後成

為整理股員工手上的紙品。這些圖文所堆

砌的記憶故事，讓我們得以乘坐時光列車，

重回那個艱苦卻光榮的年代。

展廳內有一面牆掛滿了各式各樣黑色

的鐵皮模板，中興紙業早年生產的紙製品，

除提供內需外，亦會出口至鄰近國家，於

是在出口的紙品包裝外或貨櫃上，就用鐵

皮噴漆模板標明紙品的磅數、規格、類別

等。其中有一塊刻著「中華民國臺灣中興

紙業公司羅東總廠第一廠」字樣的模板，

紙廠的歷史就通過這些鐵皮模板，深深烙

印在宜蘭這片土地上。

中興文創園區目前所保留下來的建築

卻也隨著中興紙業的結束而終止。最早在

日治時期，民國24年，中興紙業的前身「臺

灣興業株式會社」在宜蘭二結創立。當時，

日本對於紙的需求孔急，然日本國內的紙

漿原料供應不足，在供給能力不足以供應

需求的背景下，日人遂在二結糖廠附設的

製紙工廠內安裝製紙機器，利用甘蔗渣製

紙，此為臺灣應用甘蔗渣原料造紙的先河，

也是宜蘭地區機器製紙的開端。戰後隨著

政權移轉，紙廠由國民政府接手營運，易

名為「羅東紙廠」，並與其他紙廠合組為

「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48年，

中興紙廠從臺灣紙業公司獨立出來，正式

成為「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成

為國內低價新聞用紙的唯一供應者，並兼

製獎券紙、衛生紙、道林紙等其他文化、
▲ 老廠房的建築的外牆變身為裝置藝術。 ▲ 紙廠中山堂一堵寫著「親愛精誠」標語的灰牆。

▲ 以前是紙廠儲放木料的簡易倉庫，現在規劃為民眾休憩、
市集和戶外展演空間。

▲ 文化創意園區內部以「前店後廠」的空間來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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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以前紙廠儲放木料的簡易倉庫，儲

存進口乾紙漿的漿料倉庫，放置亞硫酸、

澱粉等其他製紙化學原料的物料倉庫，利

用散漿機將回收紙攪拌為紙漿的儲漿倉庫

等。園區以其舊建築保存的完好程度，分

別規劃成為多媒體講座空間、民眾休憩、

市集和戶外展演空間。有的倉庫空間極大

且堪用，園區就以「前店後廠」的空間設

置，規劃作為孵育微型文創產業的育成基

地。不過在這些舊倉庫的外牆上，還依稀

可見「嚴禁煙火」、「閒人勿進」的安全

生產標語，就連腳下的井蓋，也都鑄造著

「中興」字樣，由此可見廠區自成體系的

規模。

中興紙廠曾經在民營化的過程中一度

紛爭不斷，很多製紙機器遭到變賣，由於

這些大型機具無法從倉庫的大門進出，於

是很多廠房的門窗或屋頂遭怪手破壞，有

如被砲火摧殘過。今日的園區在確定舊廠

房結構無安全之虞後並未作任何修復，而

是原樣保存，一方面可以讓參觀者撫今追

昔、憑弔那段歷史；一方面則將這些建築

的外牆變身為裝置藝術，像是應用鋼板切

割之素材，將中興紙廠過往的風華故事及

製紙的六道過程：伐木、去皮、製漿、抄紙、

壓光、裁切等，以剪紙與紙雕的概念一一

呈現，成為一種「墟實境地」，帶給參觀

者不一樣的視覺震撼。

還有「目光異趣」這件「互動裝置」，

也很特別，一間廠房的所有窗戶都大開著，

窗戶內則是各種不同表情的巨大圖板，民

眾可以隨意移動、推拉這些表情圖板，於

是人的喜、怒、哀、樂就這樣以戲劇張力

的方式呈現，這似乎也滿足了窗外的人想

要「窺視」的心態，從而創造出不一樣的

驚喜和驚奇。

民國 90年中興紙廠停工結束經營，

宜蘭造紙業就此揮別歷史舞台，中興紙廠

廠區也隨即沉寂。在歇息了 13年後，民國

103年紙廠由宜蘭縣政府接手，透過工業

遺構保存與活化，啟動了文創應用、育成

扎根等再造策略，開啟中興老廠房重生運

用的新契機。

中興文創園區的最大特色是工業遺構

和歷史建物，園區內保留了工廠最原始的

樣貌，包括磚牆斑駁的廠房、已不見屋頂

的中山堂，樹木隨意地攀爬於園區中。貌

似頹圮古蹟的廠址，以最原始的樣貌封存

保留。園區同時也將代表宜蘭元素的綠融

入到園區的各個角落，中興園區的虛擬導

覽員名叫「崔崔」，就是源自樹木的英文

「tree」，而參觀者只要用手機掃描園區內

的 QR code，就可以跟著「崔崔」來一趟

跨越時空之旅。

中興文化產業創意園區的重新的創意

及展現，讓蘭陽平原上多了一處揮灑文化

創意的據點。隨著創意人才及旅客回流的

群聚效應，逐漸累積創作的能量與多元的

藝術，隨著園區融入的綠化種子，將持續

成長茁壯，迸發屬於蘭陽文化的新生命。

▲「目光異趣」的互動裝置民眾可以隨意移動、推拉這

些表情圖板，於是人情緒就這樣以戲劇張力的方式呈

現。

▼ 很多殘破的舊廠房如今變成了另類的「樹屋」。

▲ 與園區相鄰的中興社區也有了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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