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輛雖已「年逾八旬」卻仍「老當益壯」的

老爺蒸汽機車就穩穩當當地長年停靠在那

裡。至於比 CK124歷史還要久遠的彰化扇

形車庫，則是臺灣鐵道的另一個傳奇，它

是跨越兩個世紀運送無數臺灣人共同記憶

的列車寶庫，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活的臺

灣鐵道史。

在縱貫線鐵道貫穿的中部地區，彰化

站是重要的一站，從早期運送甘蔗的臺糖

小火車，到上北下南不用轉頭的客運火車，

彰化人對火車的記憶最為久遠和深刻。無

怪乎如此，因為山海線在此交會，左邊是

山，右邊是海，山海的風土民情都在此處

在已經進入高速鐵路的時代，臺灣卻

不時有「蒸汽火車重出江湖」的新聞報導，

像是每年暑假最受鐵道迷喜愛的「仲夏寶

島號蒸汽火車行程」，就是由臺灣國寶級

的老爺蒸汽機車 CK124領銜擔綱。這輛在

民國 25年由日本車輛株式會社製造的蒸

汽機車，同型車輛僅製造了 7台，而臺灣

的 CK124是保存至今且仍可行駛的唯一一

輛。民國 102年，CK124在停駛了半個多

匯聚，火車載著仰賴濁水溪為生的人們在

時間的洪流中奔騰往前，而順著鐵軌延伸

的歷史迴廊則印滿著先祖的足跡。

舊稱「彰化驛」的彰化火車站在清光

緒 31年 (西元 1905年 )設站，是縱貫線

鐵路最早設立的火車站之一。當年鐵路開

通時，彰化古城依然完好尚未拆除，所以

鐵路並未穿城而過，這也使得彰化古城內

眾多的歷史古蹟得以完整保存。

出了彰化火車站往北，便可以看到大

大的「扇形車庫」的指標，道路很窄，一

邊是隔著圍籬柵欄的鐵軌，一邊則是緊緊

擠在一起的磚造民房，這是臺灣眾多火車

文、圖／容容

締造臺灣鐵道列車寶庫
的傳奇

彰化扇形車庫－

世紀後首度亮相，為臺鐵慶祝與日本 JR北

海道釧路支社的 C11型「冬季濕原號」蒸

汽機車締結姊妹車一週年而復駛。從此，

由臺鐵蒸汽機車所牽引的莒光號冷氣車廂

每年都奔馳於寶島的美麗山海之間，不但

成為海內外鐵道迷和遊客追捧的「大明

星」，更成功製造話題名揚國際。

想要一睹這輛國寶級的蒸汽機車的風

采，那就要親臨彰化的扇形車庫，因為這

▲ 扇形車庫共有 12股軌道，可以同時容納 12輛火車機
車入庫。

▲ 扇形車庫外，有 3輛 R型的柴電機車以亮麗的橘紅色塗裝迎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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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沿線的場景。但愈往前走愈安靜，除了

偶爾有上下南北的火車轟隆而過，幾乎只

剩下夏日蟬鳴的聲音。由於鐵軌的阻隔，

少了東西向的平面交通，沿途人車稀少。

倒是有關鐵道列車的彩繪在這裡比比皆

是，無論是一小塊的綠地公園，還是民宅

的牆面，鐵軌旁的矮牆，都塗鴉著各種鮮

豔的火車圖像，而且都少不了「黑頭仔車」

的蒸氣機車。這裡的人們與火車朝夕相處，

不論是新穎快速的普悠瑪號、太魯閣號，

還是平凡樸實的電聯車，各式各樣的火車

不停地在家門前穿流不息已成為活日常，

與鐵路比鄰的居民生活慢悠無爭，一動一

靜就這樣和諧共存任時光流淌。

彰化城有近 300年的建城歷史，除

了古蹟廟宇眾多，再加上彰化火車站位於

山海線的交會點，有關老火車的資產保存

也極為的豐富，彰化扇形車庫便是其中的

代表。與彰化火車站僅相距短短數分鐘的

腳程，有人說它就像是一個「火車頭的旅

館」。彰化火車站迎送南來北往的旅客，

有人回家、有人路過，皆要有「落腳之

處」，火車頭亦如此，火車跑得快，全靠

車頭帶。火車到站若要暫時修整一下，那

扇形車庫無疑就是火車頭停駐的「家」。

遠遠地已經看到鐵軌交錯中的扇形車

庫，不過要從鐵軌下方的人行地下道穿越

方可抵達。位於彰化市彰美路一段 1號的

扇形車庫，大門上掛著「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彰化機務段」的公署牌子，這個讓

全臺鐵道迷都為之瘋狂的扇形車庫，因為

還擔負著日常臺鐵機車修理維護的重責大

任，所以並沒有像其他已列為古蹟的觀光

景點那樣大張旗鼓的歡迎參觀，平常上班

時間僅在下午的 1點到 4點對一般民眾開

放，在滿足大眾的參觀需求之外，也兼顧

不致影響鐵路彰化段的正常運營。

早期當地人有一種說法，說「彰化火

車站內有一種『機關庫』，火車頭只要開

進這種『機關庫』，就可以把火車做 360

度的大轉彎。」。鄉人口中的「機關庫」

講的就是扇形車庫，不過以前扇形車庫並

未對外開放，所以連當地人也鮮少看過火

車頭在「機關庫」裡轉彎的畫面。直到民

國 83年，臺鐵要在彰化火車站扇形車庫的

地點，興建中部電聯車的維修基地，欲拆

除已經功能式微的扇形車庫，眾多的地方

文史工作者和鐵道迷發起保存扇形車庫的

行動，並奔走呼籲中央地方，這時候社會

大眾才漸漸知道彰化扇形車庫的存在。之

後在多方努力下，臺鐵將電聯車維修基地

改建於彰化車站的南側，扇形車庫也在民

國 89年經彰化縣政府公告為縣定古蹟得以

永久保存，成為彰化的又一文化地景。

彰化扇形車庫始建於民國 11年，至

今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當時是為了因應

縱貫線鐵路龐大的蒸汽機車的保養維修，

以及加水加煤的需求而興建。在那個蒸汽

火車的年代，扇形車庫內停滿了各式各樣

的蒸汽機車，每當蒸汽機車蓄勢待發時，

噴出的蒸氣白煙瀰漫在整個車站上空，場

面蔚為壯觀。但隨著蒸汽火車時代的結束，

▲ 彰化扇形車庫呈現十分規則的幾何之美。

▲ 彰化扇形車庫的外觀是一幢黃色的巨大建築。▲ 彰化扇形車庫的入口是臺鐵彰化機務段的場區入口，所以
平常上班日只有下午時段開放民眾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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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扇形車庫內的蒸汽機車被柴電機車取

而代之，如今鐵路電氣化，柴電機車也逐

漸退出臺鐵運營，扇形車庫於是在積極尋

求保存的同時也轉變成一種文化財對社會

民眾開放，讓民眾來此了解臺灣鐵道的這

段發展史，並親眼目睹只有電影中才會看

到的畫面，所以自開放參觀以來，受歡迎

的程度與日俱增。但今年遭逢新冠疫情，

基於防疫安全考量，扇形車庫在年初暫停

對外開放，直至國內疫情趨緩，才宣布從

5月 27日起有條件解封重新對外開放，開

放時間也有所調整。個人參觀進入場區要

先在左側的警衛室實名登記，然後沿著右

側的參觀動線指示，進入扇形車庫。

工場的入口有些狹窄，一幢圓形的 3、

4層樓高的巨大土黃色建築擋在眼前，屋

頂還有煙囪式的通風口，由環狀開放式的

玻璃大門可以清楚看到內部停放著各式的

火車機車，原來這裡是扇形車庫的後方，

機車的維修與保養便在這個車庫裡進行，

車庫雖前後相通，但想要一睹扇形車庫的

全貌，參觀民眾必須緩步繞過半圓的高牆，

才能走到扇形車庫的正前方。

繞過高牆，會先看到 3輛漆著橘紅色

車身的編號 R的柴電機車，其中 R28是臺

灣鐵路最初實用化的柴油動力機車，同型

車之數量也是臺鐵擁有之機車最多者。此

型柴電機車於上個世紀 60年代由美國製

造，雖使用近 60年，但機件設計精良且保

養得宜，多數車輛目前還在現役運轉中，

是臺鐵西部幹線貨物列車牽引的主力車種

之一。另外兩輛編號 R156、R157則是上

世紀 70年代自美國引進的柴電機車，當時

進口數量是 20輛，牽引動力提升，性能較

優，除了用於牽引貨物列車，偶而也可見

該型車牽引莒光號或復興號行駛。

這 3輛臺鐵元老級的柴電機車一字排

開，在陽光下顯得耀眼生輝，以迎賓之姿

歡迎著參觀民眾。

由柴電機車中穿過，眼前豁然開朗，

扇形的車庫以優美的弧線現身天際，讓人

驚嘆。所謂扇形，顧名思義就是車庫建築

物沿著放射狀的鐵軌形成扇狀，中央是調

車轉盤，朝車庫方向總共有 12股軌道，以

99度朝車庫方向分散。12股軌道對應的就

是 12間停車庫，而車庫頂上的 12支煙囪

狀通風口皆有編號，以方便識別，意即扇

形車庫可以同時容納 12輛火車機車。調車

轉盤上有一台迷你的小房子，它是讓機車

自由進出扇形車庫的轉盤控制室，可別小

看大，它可是能轉動重達上百噸機車的「小

巨人」。

▲ 站在觀景台上，彰化扇形車庫的環繞全景一覽無遺。

▲ 重達百噸的巨大火車機車就是靠著這個調車轉盤進出
扇形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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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們琢磨和想像它是如何轉動龐

大的火車機車時，忽然聽到火車進站的鈴

聲，只見一輛柴電機車正由火車站方向開

過來，準備駛入調車轉盤，同時看到一位

舉旗的臺鐵工作人員走進轉盤控制室。

哇，火車頭進扇形車庫的畫面要上演

了！

只見這輛編號 R47的橘色柴電機車緩

緩駛上轉盤，待它完全停穩後，剛才的工

作人員先將機車固定在轉盤的軌道上，然

後再透過控制室操作著轉盤開始順時針轉

動。短短幾十秒，轉盤已停妥在這輛機車

即將進入的車庫軌道前，這時，機車又慢

慢駛離轉盤，開進車庫內。有趣的是，蒸

汽機車因為只能往前行駛，不像柴電機車

前後都有駕駛艙可供雙向前進，所以蒸汽

機車需要在調車轉盤上迴轉才能將車頭轉

向前方。

調車轉盤並非彰化扇形車庫獨有，在

臺鐵眾多的大型調車場都有此類設施，但

扇形車庫卻是臺灣僅存的一座了。在臺灣

鐵路電氣化之前，臺灣原有 6座扇形車庫，

分別位在臺北、新竹、彰化、嘉義、高雄

和高雄港，但隨著鐵路電氣化，其他扇形

車庫均遭拆除或廢棄，彰化扇形車庫成了

碩果僅存的一座。以彰化在縱貫線鐵路所

居的特殊地理位置，更顯現此一扇形車庫

在臺灣鐵路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與歷史

性的價值。

為了便於參觀民眾能一覽扇形車庫的

全貌，臺鐵特別在調車轉盤的一側搭建了

觀景台，參觀民眾可以登上觀景台，居高

臨下將整個扇形車庫盡收眼底。這裡不但

是拍攝扇形車庫全景的的最佳取景點，當

南下北上的列車經過，呼嘯轟隆的畫面近

在咫尺，更讓人有一種身心受震撼的悸動。

至於扇形車庫內停放的蒸汽機車，每

一輛都是國寶級，身世顯赫。像是民國 6

年由日本製造的 CK101蒸汽機車就是臺鐵

首輛修復並動態保存的蒸汽火車，該蒸汽

機車於民國 87年 6月 9日鐵路節復駛成

功，完成環島鐵路懷舊之旅後進駐彰化扇

形車庫。晚於 CK101的 CK124則是第 2

▲ 參觀遊客爭睹難得一見的火車機車進出扇形車庫的畫面。

▲ 臺鐵工作人員先將機車固定在轉盤上。 ▲ 就定位後，機車開始駛離轉盤，進入扇形車庫。

▲ 即將進入扇形車庫的柴電機車正從鐵軌上緩緩駛過
來，準備進入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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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引人側目，

而在他們身後正靜靜停靠著 CK124蒸汽機

車，古老與現代似乎穿越時空在此交會，

也在這一刻碰撞出美麗的火花。

每個人對火車，多多少少會有一份深

刻的記憶，不管是甜蜜的邂逅，還是感傷

的別離，當你看到這些充滿歷史感的老火

車時，一定能找回此份記憶，這是屬於每

個行旅人對火車的一份情懷。

彰化扇形車庫是臺灣鐵道唯一留下來

的活歷史，更何況它還是蒸汽機車復駛計

畫的基地，擔負著蒸汽機車的保存和修復

的關鍵角色。當 21世紀臺灣已進入高速鐵

路的時代，因應都市的發展，鐵路高架化

輛修復並動態保存的蒸氣機車。另外一輛

CT273蒸汽機車則是臺鐵速度最快的蒸汽

機車，時速可達 100公里，因其優美且流

線的外型而贏得「蒸汽機車女王」和「貴

婦人」的美譽，這輛蒸汽機車也在民國

103年的鐵路節復駛。

有了這些國寶級的蒸氣機車加持，讓

彰化扇形車庫的名氣也愈來愈響亮。

在工場的一隅，還站立著兩尊以廢棄

的火車零件所打造的「鐵甲武士」，這些

具有臺鐵正字標記的高大威猛的「鐵甲武

士」，在臺鐵多個重要的車站都可見其蹤

影，也為場區增添了藝術的生命力。

這時，扇形車庫前有一群年輕人高喊

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城市發展的當務之急。

彰化火車站一樣面臨著這樣的挑戰，而鐵

路高架化也勢必讓以動態保存的彰化扇形

車庫無容身之地，如此一來，未來想要看

到蒸汽機車或柴電機車進出扇形車庫的畫

面將不復見，這無疑對臺灣鐵道文化資產

的保存是一大損失。其實換個角度思考，

能否將彰化扇形車庫以動態博物館的形式

永久保存下去，值得政府好好規劃。

▲ 彰化扇形車庫外牆上是當地社區美麗的塗鴉。

▲ 站在扇形車庫的觀景台上看火車也是一件浪漫的事。

▲ 國寶級的 CK124蒸汽機車就安穩地停泊在彰化扇形車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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