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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之東─迎春門

照片上的東門城，二層樓，而樓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八角形的窗子，宛如

兩隻大眼睛，瞪著望向前方，這兩隻大

眼睛視野遼闊，當時沒有樓房，出了迎

春門就是郊區，有一望無際的原野。而

望出清朝連橫的〈迎春門遠眺〉：「迎

春樓上對春風，北衛南屏一望中。」，

他的另一首〈城東雜詩〉：「迎春門外

草如煙，累得詩人拜杜鵑」。

清乾隆年間，修築的東門城有兩

個名稱，刻在城門上，城外的名稱為

「東安門」，右側有「乾隆元年」字樣，

城內的名稱為「迎春門」。清彰化人陳

肇興的「春牛埔接鯽魚潭，綠竹蒼松翠

色參。」，東門外是一大片空曠地帶，

直達鯽魚潭。每年立春前，在大東門外

廣場舉行迎春禮，廣場放著一頭泥塑的

牛與站立在牛右邊的牧童，這隻牛稱春

牛，牧童稱芒神，又稱春神，是主宰草

木和各種生命生長之神。政府官員穿上

正式官服，以柳枝象徵牛鞭，鞭春牛農

耕，而後將春牛迎進城，兒童爭相摸牛

耳祈福，所以，大東門又稱迎春門，大

東門外廣場稱春牛埔。宋朝高承《事物

紀原》：「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

牛以示農耕早晚。」，《後漢書‧志‧

禮儀》：「立春之日，⋯⋯京師百官皆

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

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

示兆民」。這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習

俗，中國以農立國，一年開始的春天，

舉行這樣的儀式，以示不忘本，更將這

個門命名為「迎春門」。

這條路是府城東邊的重要道路，

「迎春門」是府城東邊重要的城門，她

不是始終是晴空萬里，也有風起雲湧的

時刻。

筆者從網路上搜查《臺灣百科全

書》，並到圖書館翻閱連橫的《臺灣通

史》以及洪波浪與吳新榮主修的《臺灣

東門城的兩個名稱，城外的名稱為「東安門」，右側有「乾隆元年」字樣，城內的名稱為「迎春門」。

「迎春門」、「東安門」，是東門城的一體兩面。

88 89YUAN MAGAZINEMAR 2021

同
心
源
地



日甲午海戰，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

灣，日本無法憑一紙條約拿下臺灣，而是

用武力攻下臺灣。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き

たしらかわのみや よしひさ しんのう )率

領近衛師團參與攻臺行列，在戰鬥中，他

受重傷或罹患霍亂，說法不一，總之，他

無法像正常人般的活動。光緒 21年 (西元

1895年 )，他躺在竹擔架上，由他指揮的

近衛師團官兵抬著，從東門城進入臺南市，

借住現在林百貨東面，中正路與忠義路口，

府城富商張紹芬家裡；後來轉到莊雅橋，

現在司法博物館對面吳汝祥的家裡，一個

星期左右過世。多少人走過這個城門，都

未留下痕跡，唯獨這個人躺在竹擔架上，

被人抬著進入這個城門，留下了歷史紀錄，

標示著日本殖民時期的開始。 

中國的傳統建築講究方位，所以街道

狹窄彎曲。光緒 27年 (西元 1901年 )，日

本殖民時期初期，臺灣有了汽車，城牆與

道路格局不適合汽車，所以日本殖民政府

實施都市計畫，拆除城牆，規劃道路，迎

春門的東城牆拆除後成為今天的勝利路，

汽車無法通過城門，將這座城門規劃為圓

環，道路繞著城門一圈。

臺灣光復後，這座城門已坍塌，戰後

一段很長的艱困時期，迎春門前的空地與

城牆成為一些人的棲身之地，城門是現成

的牆壁，於是城門四周圍繞著黑油布搭建

的竹蓬，在這裡做起小買賣過活，誰在意

這是座城門呢？還是生活重要！小學時就

讀臺南空軍子弟學校，每天從崇誨新村坐

軍用大卡車，到水交社臺南空軍子弟學校

上學，都會經過迎春門，這裡像貧民窟。

高中畢業旅行的早上，我在這裡吃了燒餅

油條，喝了豆漿才上遊覽車。

70年代，這座城門已傾頹；民國 64

年，政府依據日本殖民時期的樣貌重修，

重修後的二樓似乎較高，仍然留下兩隻八

角形的大眼睛望著遠處，但她無法遠望，

整條東門路都矗立著高樓大廈，這些高樓

大廈擋住了視線，現在人再也寫不出《迎

春門遠眺》的「迎春樓上對春風，北衛南

屏一望中。」以及「迎春門外草如煙，累

得詩人拜杜鵑。」這樣的詩句。

前幾年，市府恢復舉辦古代的春牛祭，

當年的迎春牛是經過城門走入城內，現在

是繞著城門外的馬路走進城內。現代化社

會總算給傳統習俗騰出個空間，傳統習俗

豐富這個古老城市的內涵。

如今，迎春門老神在在地蹲踞著，她

張著大口靜靜的趴在那兒，刀光血影與廝

殺震天的戰役，已是遙遠的過去；人力車、

牛車、腳踏車等交通工具，隨著時間洪流

在這裡進出，也逐漸遠去。一個多世紀前，

東門路不通過迎春門，而是繞過她，人車

在城門四周繞行。她，相當認命，道路不

通過，偷個清閒，不也是自在逍遙嗎？

縣志卷八人物志》、《平臺記事本末》以

及《臺南市志稿卷七》，找到戰爭的紀錄：

康熙 60年 (西元 1721年 )，清康熙年間

的朱一貴事件，這裡是刀劍飛舞，廝殺聲

震天的戰場，清總兵歐陽凱率軍四百人防

守大東門，戰鬥中，被刺下馬，砍掉頭顱，

其他各級帶兵官多人戰死。半個世紀後，

清乾隆 51年 (西元 1786年 )林爽文事件，

刀劍又在這裡飛舞，楊廷理以臺灣同知代

理知府的身份率三千八百人駐守大東門，

林爽文部眾在城下喊話：「城中欲求生者，

急降；不然，將屠城！」。楊廷理與守備

邱能成、李步雲率領二十人從小東門出擊

圍城的林爽文部眾，阻遏林爽文的攻勢。

楊廷理，乾隆 51年 8月 20日擔任臺灣同

知，不久碰到林爽文事件，他守城有功，

獲得乾隆皇帝擢升為臺灣道兼提督學政，

加按察使銜，他藉口獲得關公暗中幫助，

而大修武廟。乾隆 54年 (西元 1789年 )，

他捐獻一塊匾「大丈夫」給武廟，高掛在

武廟入口上方的橫樑上。臺南有不少匾，

能以簡單的幾個字，勾繪出其精神者不多

見，這塊匾被列為府城第四大匾。臺南公

園林朝英的重道崇文坊上可以看到他的題

字和名字，「重道振儒風坊表榮袞海外，

崇文遵聖治爵銜寵錫雲中。臺灣知府前台

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楊廷理拜題」。這位

乾隆 12年 (西元 1747年 )出生於廣西柳

州的人，在遙遠的海島留下生命的紀錄。

照片中的道路穿過城門進入城內。中

今日的迎春門，車子只能繞行，無法穿過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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