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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車放送
用安全守護旅客

台鐵最靚報
日本信濃鐵道列車
奔馳西部幹線

在老站房喝咖啡

用愛陪伴
走過漫漫療程

坐火車．呷便當
照燒雞丁便當
一口吃的繽紛美味

中途下車 
帶著相機去旅行

舊道今生 
天送埤火車站
讓歷史再度奔馳

職人日常 
專注一生　只為一聲

伯樂識千里馬
朱簡源與大自然

癮味食光
粮心聚落　找小農搭伙

Le Temps 食光 1998
在地食材法式上桌

永保安康
號誌養護
體力與心力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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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守護旅客
春光正好，和風輕拂，正值寶島好風景，也是青春作伴尋幽訪勝的最佳時節。為了讓旅
客有愉快、舒適的乘車體驗，台鐵首要的使命就是要全方位的落實安全維護工作。 

過去台鐵的安全是由運、工、機、電四處各負其責，局內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行車保
安委員會」督導，這不是一個常態性組織，為此，我們於去年 12 月成立「營運安全處」
的專責單位，負責檢討、審核、督導、行車運轉和災防等工作；更聘請外部委員組成「行
車事故審議小組」，處理事故案件之審議，並透過定期召開安全管理委員會議，訂定健
全的考核機制，建立各項 SOP，貫徹執行行車安全工作。其間我們歷經了 2019 年春節
以及 228 連假輸運的考驗，已初步展現各項革新的成效。

有關大眾關心的普悠瑪列車，我們也完成全面檢查，並改善部分缺失，未來會持續追蹤、
辦理後續系統優化以及各項和安全有關的重要工作。

追根究柢，其實台鐵列車安全最大的守護者，還是在於第一線勞心勞力的台鐵同仁，正
本清源，我們必須要優先確保從業人員能得到充分、適當的休息，工作中得以維持良好
的精神狀態。今年 1 月，本局首度成立「台鐵心驛」員工關懷中心，北中南宜花共設置
5個關懷據點，派有醫師進駐，定期辦理健康關懷活動，為同仁提供身心諮商、輔導服務。

政源自接任以來，不間斷地到各車站以及各維修、訓練基地視察，聽取同仁的意見與心
聲，最主要的目的是致力於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提升從業人員的工作士氣。

台鐵是最深入台灣各地的交通載具，更是民眾與觀光客最熟悉、親密的夥伴，陪伴許多
人成長。未來，我們會持續推動「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與「台鐵電務智慧化提
升計畫」，用實際的行動來確保列車之安全
與準確，用安全守護每一位旅客。

台鐵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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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車站最早設立於清朝年間，舊名為山崎驛，1969 年才
更名為新豐車站。現在看到的2層樓車站是在1989年改建的，
我是在第一代站房認識了我太太。」談起甜蜜往事，新豐車
站資深員工鄭生明堆滿笑容。誰也沒想到，如今這間舊站房
在今年 1 月搖身一變為星巴克「新竹新豐門市」，當初的那份
浪漫，彷彿穿越時空，釀出一杯杯的暖心咖啡。

走過一世紀的新豐舊火車站，歷經廢站、改建等過程，近年因
新竹工業區通勤旅客增加，台鐵局於舊站南邊 20 公尺處興建
新站，2014 年落成啟用。舊站房在星巴克歷時一年半的規劃，
麻雀變鳳凰，成為全台首間以鐵道為主題的特色門市。建築保
留原本車站大廳的樣貌，以木棧板包覆，窗框擬真火車車窗，
四個角落以弧形設計收邊；舊時磁磚也洗刷得煥然一新；後門
則是當初的剪票口，緊鄰軌道，可以坐享火車呼嘯而過的景致。

這並非台鐵首次的資產活化案例，先前南港調車場都更案、
松山車站設定地上權案、台北車站商場 ROT 案等，已經率先
寫下亮眼的成績。台鐵擁有諸多老站房、宿舍等饒富歷史況
味的傳統建物，搭上現今火熱的懷舊風、軌道沿線的人潮優
勢，以及 3 月才剛剛成立的「資產開發中心」，勢必掀起新
一波的軌道經濟。目前，南港玉成段都更案招商、新高雄車
站旅館大樓將陸續完工，鄰近新豐的竹北舊站也正熱烈招商，
老鐵道建築的新故事，鑼鼓喧天，好戲才正要上場。

上午 10 點 11 分，第 2524 次區間車緩緩駛離彰
化站，眼尖的旅客發現，車廂的外觀好似與熟悉
的區間車銀色、藍色線條的塗裝不一樣？原來，
去年 3 月 26 日，台鐵局與日本信濃鐵道株式會
社簽訂友好鐵路協定，不僅兩地同名車站「田中
站」締結為姊妹車站，更互換列車車廂塗裝奔馳
兩地，引起台日鐵道迷紛紛搶拍期間限定的列車
奔馳英姿！

其實，早在去年 11 月 15 日，信濃鐵道就將旗下
115 系列車彩繪成台鐵的 EMU100 型自強號列車
外觀，行駛於輕井澤站至妙高高原站之間。這條
有著百餘年歷史的鐵道所在地──長野縣，因輕
井澤的盛名，是國人旅遊日本的熱門景點，台灣
旅客在異地看見自強號奔馳於雪地群山之間，無
不格外興奮。

吧檯及櫃檯上方的天花造型皆以弧型的排
列吊掛放置，讓人聯想火車的運行及來往
時空的速度感。

從新豐車站看得到星巴克新竹新豐門市。

坐在店內可以看到月台及火車。

資產活化　全面啟動

鐵道迷搶拍了沒？

在老站房
喝咖啡

日本信濃鐵道列車　
奔馳西部幹線

文／林羽亭　照片提供／星巴克

文／陳淑芬　攝影／晁小鳴、顏贊成

過去雖然也有過京急電鐵的藍色普通車與東武鐵
道的普悠瑪塗裝，不過這次信濃鐵道選定的列
車，原本的外觀與自強號截然不同，如此大幅度
重新改變外觀塗裝可說是絕無僅有，備受鐵道迷
矚目，更有台灣鐵道迷特地追星，就為了一睹自
強號行駛於長野縣雪國的風采。

這次台鐵局選定 EMU500 型電聯車，塗裝彩繪
成信濃鐵道 115 系列車的暗紅、紅、白相間與藏
青色系外觀，於 1 月 8 日正式啟航，未來 3 年
將行駛於彰化至新竹站之間的西部海線區間；目
前彩繪 4 列車廂，配合區間車調度，尚未安排
固定班次。下次走訪西部幹線，不妨留意列車外
觀，也許不期而遇搭上這列限定版彩繪區間車的
幸運兒就是你！

日本信濃鐵道列車馳騁海線。

奔馳於日本雪地的自強號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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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健康新食尚

照燒雞丁便
當

一口吃的繽
紛美味

文／林羽亭　攝影／劉德媛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食物自然也得裝扮一
番！小小的長方形便當，藏著各式繽紛菜
色，視覺與味覺雙重饗宴，讓你吃飽、吃巧，
更要吃得「漂亮」。

台北鐵路餐廳自去年 6 月推出「照燒雞丁便
當」以來，佳評如潮，口碑不斷。主菜選用
去骨雞胸肉丁，以熬煮 4 小時的照燒醬汁提
味；米飯精選一等米，放涼了依舊 Q 彈、好
吃。雞丁上鋪有紅黃甜椒，再添上紫色洋蔥
和兩款綠色時蔬，多樣色彩搭配精緻擺盤，
令人食指大動，一口咬下，雞丁彈牙，鹹甜
醬汁慢慢綻開齒間，再配口青菜，清爽滋味，
又是一番風情。

照燒雞丁便當少油、少鹽，雞丁大小適中，
體貼銀髮族以及在車上享用便當的旅客。起
初以為便當裡還有一塊粉黃雙色的蛋糕，咬
下一口，才驚覺是茄汁蒸蛋，台鐵局鐵路餐
廳經理蔡毓敏笑說，原本廚師打算製作玉子
燒，又覺得配色太過單調，就將新鮮番茄打
成泥後加上蛋液，意外呈現兩色分明的效
果，美味、美感一舉兩得。

外型不大的便當，雙手拿著，感覺沉甸甸的。
80 元的親民價位，是 CP 值愛好者首選；僅
僅 800 大卡的熱量，符合現今健康飲食的趨
勢。春暖花開，途經台北車站，記得帶上一
個照燒雞丁便當，讓繽紛的菜色，啟發您旅
途的好心情。

販售資訊：台北車站台鐵便當本舖 1 ～ 5 號店
　　　　　午餐及晚餐時段各限量供應 50 份
便當專線：（02）2361-9309
服務時間：9:00 ～ 17:00
※ 時令蔬菜隨季節而調整

新裝潢的台鐵便當本舖 2 號店洋溢懷舊工業風。

5

默默付出的柔性力量

用愛陪伴
走過漫漫療程

文／編輯部　攝影／張方宇

3 月 8 日，台北運務段關懷小組聚集在段長室，
舉行早晨例行的會議，突然大門一開，台鐵局長
張政源捧著玫瑰花走進，在婦女節當天，送給這
群默默付出的關懷員大大驚喜，更致贈「肩頸音
樂按摩枕」，提醒她們在向外界付出的同時也要
記得紓壓，溫馨氣氛瀰漫全場。

去年 10 月 21 日普悠瑪事件發生當天，台北運務
段隨即啟動關懷小組，不間斷地親至醫院照護傷
患，帶著同理心、愛心和熱情，關懷、陪伴傷患
走過漫漫療程。「沛帛一點點的動作和聲音，都
讓我們感到無比開心。」護理師羅啓文口中的孩
子，即是年僅 7 歲的男童謝沛帛，她和關懷員陳
佳臻、許思婷，仍清晰記得見到沛帛的第一天，
他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手腳處於痙攣狀態，令
身為媽媽的三人極度不捨。

為了鼓勵謝沛帛開口發音，她們用湯匙餵他喜歡
喝的蜂蜜水和蘋果汁，也常按摩他的手腳，和他
聊天、唱兒歌、說故事，一起度過整個療程並關
心醫療進度。兩天前，許思婷突如其來詢問：「你
讀哪個國小？」謝沛帛用緩慢的聲音回答：「卑、
南、國、小。」她和陳佳臻瞬間落淚，立刻打電
話和羅啓文分享，從原本只能發出ㄣ和ㄘ的聲
音，到可以模仿他人說話，再到可以對話，大幅
度的進步令她們感到驚艷與欣慰。

「我們可以保證，沛帛在復健和治療的路上不會
孤單。」羅啓文和陳佳臻紛紛表示，照護已經不
是工作了，再早或再晚都願意付出。許思婷也說：
「就算以後他不需要我們了，還是會很想去他的
學校，看看他上課的樣子。」採訪結束，她們說
還要再去看「我們的沛帛」，真摯的情感，早已
在眉宇之間流露無遺。

台鐵局長張政源（右 6）在婦女節當天為台北運務段關懷小組加油打氣。

護理師羅啓文（左）和關懷員陳佳臻（中）、許思婷
（右）以母親同理心陪伴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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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人文交織
春遊宜蘭線

帶著相機
去旅行

和煦春日，帶著相機搭乘宜蘭線列車，投
身壯麗山水之間，93.6 公里的綿延鐵道

將東北角獨有的自然與人文資產一一串連，旅
人們藉著鏡頭，捕捉、記憶旅途中每時每刻的
美好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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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嘉育　攝影／劉德媛、陳飛　
照片提供／達志影像

躺在湖上的單面山

蘭陽博物館

寧靜水面映照著灰藍相間的石材建築，彷
彿鏡中世界般令人想一探究竟。這便是蘭
陽博物館名聞遐邇天水一線的極致風景，
吸引許多旅人專程前往一睹風采。蘭陽博
物館外型參考北關海岸常見的單面山形
象，打造成三角錐形的幾何建築，牆上的
石材紋路則是將韋瓦第的《四季》轉化成
符號。遠遠走來，會被這獨特的畫面吸
引，不停按下手中快門。

進入館內，可見「山之層」、「平原層」、
「海之層」及「時光廊」四個樓層，分別
展示著對應的常設展覽。獨特的設展方
式，刻意類比宜蘭的地理環境，將宜蘭豐
富的自然、人文資產濃縮於一館，讓來訪
旅客得以深入了解當地的所有美好。

如何前往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頭城站下車，轉乘公車 131、1766、紅 1（週末行
駛），至蘭陽博物館站或烏石港站下車。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 750 號
（03）977-9700
9:00 ～ 17:00（週三公休；全票 100 元、團體票
80 元，16:30 起停止售票）

福隆 石城 大里 大溪 龜山 外澳

頭城站
下車

八堵

暖暖

瑞芳

猴硐

三貂嶺

雙溪

貢寮

在中里站附近的中興文化創意園區，捕捉舊工廠與新文
創融合的美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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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盎然的草原中，矗立著一座座紅磚建築，
斑駁的外牆娓娓訴說著光陰的故事，黯淡的色
澤是曾經辛勤的印記。在水泥尚未普及的年代，
每一幢房屋都是磚窯燒製的一磚一瓦堆砌建成。
隨著市場的改變，紅磚退流行，需求量大不如
前，磚窯也跟著功成身退，走入歷史。

別稱「目仔窯」的津梅磚窯，是全台磚窯中保
存最完整的一處。設計上採傳統的十三目連環
建築，旁邊坐落著一根高達 37 公尺的大煙囪，
讓畫面呈現拔地而起的壯闊。磚窯本體與舊式
建築相同，由紅磚砌成，歷經百年的風吹日曬，
甚至地震、風災，依舊屹立不搖，彷彿在向世
人昭告舊時時代的一流品質。

宜蘭站
下車

光陰的一磚一瓦

津梅磚窯

宜蘭站下車，經宜興路二段轉東園路，沿
環河東路直行，再走宜蘭橋前往津梅路，
約 8 分鐘車程即可抵達。
宜蘭縣宜蘭市津梅路 75 巷 13 號

如何前往

地      址

頂埔 二結礁溪 四城

中里站
下車

羅東站
下車

當產業沒落，被遺留下的建物會與現代文化擦出
什麼火花？中興文化創意園區給了最佳解答。中
興文創園區前身是建於 1935 年的中興紙廠，規
模曾為全台最大，生產量更是東南亞第一。然而，
這般成就仍未讓它逃過產業變遷而衰退的命運，
最終於 2001 年停工，但遺留下的廠址卻也迎來
了嶄新契機。

搭上文創的潮流，中興紙廠轉型為文化創意園區，
不僅有文創市集，更善用獨特的歷史背景，設置
「紙說中興造紙故事」常設展，寓教於樂地將舊
時代的造紙知識傳輸給來訪旅客。而紙製的裝置
藝術及整修過後的機室，展現出新潮流與舊時代
交融的奇特風景，在旅人的鏡頭中留下深刻身影。

春神攜著徐風暖陽悄悄到來，將大地從冬日的荒
蕪中喚醒，舒適的天氣最適合到郊外踏青。羅東
站附近的長埤湖畔，也在春神的輕撫下，萬物復
甦、翠綠一片。走在環湖步道上，青山碧水環繞，
時不時可以見到母鴨與小鴨享受天倫之樂，溫馨
的一幕為心頭捎來些許暖意。

長埤湖早期又名九芎湖，海拔高約 200 公尺，
湖泊具有自動調節水位的功能，四周樹木林立，
在日據時期為軍事馬場用地。而在軍隊撤離的現
在，宜蘭縣政府興建了環湖步道供民眾散步遊覽
山林景緻，令此處儼然成為尋幽探勝之地。而隨
著各年齡層的遊客增加，區內也陸續增設休憩涼
亭、露營區等設施，讓所有來訪旅客都能在此找
到樂趣。

老紙廠尋寶趣 青山碧水秘境尋幽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 長埤湖風景區

如何前往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如何前往

地      址

中里站下車，向南走中里路朝中興路二段
前進，於中興路三段右轉，直行至台九線
右轉，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 6-8 號
（03）969-9440
10:00 ～ 18:00（週三公休）

羅東站下車，往南走站東路朝東宜二路前
進，於台 7 丙線向右轉，往三星直行至天
送埤，順著指標往長埤湖，車程約30分鐘。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八段旁（台七丙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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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送埤火車站
讓歷史再度奔馳

冬山站
下車

若提及「伯朗大道」，第一個聯想到的，多半
是台東池上那條遠近馳名的綠色大道，但其實
離台北只有一條雪隧之隔的宜蘭，也有一線種
滿稻穗的道路，正等待旅人前來。

冬山站附近的三奇村伯朗大道，寬敞水泥道路
四周遍布一望無際的稻田，兩旁可愛討喜的稻
草人，默默守護稻穗成長。漫步其中，一邊享
受世外桃源般的寧靜，一邊被稻草人的笑容感
染，讓人忍不住會心一笑。另一旁更設置高台
供旅客俯瞰稻田全景，攀爬而上，感受春意到
來，稻穗枝枒爭相成長，綠意盎然，令人感受
到強大生命力，按下快門，留下這美麗、永恆
的自然美景。

徜徉在稻穗田間

三奇村伯朗大道

新馬 蘇澳

如何前往

地      址
電      話

冬山站下車，往東南走中華路朝中正路前
進，於成興路左轉，再於三奉路左轉，約 7
分鐘車程即可抵達。
宜蘭縣冬山鄉三奉路 77 號
（03）959-0799

天送埤車站內可見各式舊時文物與照片。

青煙裊裊、汽笛鳴響，一道黑色身影從山林中緩緩駛來。太平山
森林鐵路小火車，載運著大批木材，停駐在天送埤火車站，這樣
的景色是當地居民的共同記憶。隨著林業沒落、火車停駛，鐵道
上的車站一個個被拆除，唯獨天送埤火車站被保存了下來。

木造建築半戶外空間設計，天送埤火車站外頭還有一座碩大的
「轉車盤」，昔日用來調轉火車頭。太平山林鐵原是以天送埤為
中繼點，前半段沿著蘭陽溪南岸行駛，軌道常遭大雨沖毀，造成
兩、三個月的交通中斷；後半段是平坦的蘭陽平原，路況相對良
好，交通順暢。因此，每當前半段發生交通中斷，後半段的火車
就得在天送埤折返或休息，轉車盤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獨特的淡藍色外觀，與陽光和藍天相互輝映，這般美好的景色，
吸引偶像劇《下一站，幸福》與電影《聽見下雨的聲音》前來取
景，讓此處儼然成為幸福的落腳處。近年吹起復古文創風，車站
內也裝飾了舊時太平山火車時刻表及照片，更復刻了縮小比例的
太平山火車，供民眾搭乘。

眼前的一抹天藍，吸引住旅人的鏡頭。走過近百年時光，天送
埤火車站如今煥然一新，將埋沒的歷史，再次光鮮地呈現在眾
人面前。

日據時期，太平山森林鐵路途經土場至竹林，共有十座車站。創建於 1921 年的天送埤火車站
位於鐵道平原段銜接山區段的重要樞紐，不僅運送木材，也對外營運載客。1979 年太平山林鐵
停駛；2002 年地方政府重新整修；2018 年推出復刻版太平山五分小火車。

歷史
小語

文／楊嘉育　攝影／劉德媛

淡藍色木造建築是天送埤火車站的特色。

這一站，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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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以潔　攝影／陳飛

台鐵謀生　藝術終生

伯樂識千里馬
朱簡源與大自然

把臉湊到直逼畫框的咫尺距離，才發現那些栩
栩如生的山林鳥獸，全是貝殼。

服務台鐵長達 20 多年的朱簡源，上班駕駛火
車在縱貫線和北迴線馳騁；下了班，最令他醉
心的莫過於貝殼畫創作。出生大溪的他，小時
候就喜歡到海邊玩耍，看著岸邊千奇百怪的貝
殼，總忍不住撿回家把玩。長大後接觸到貝殼

畫 創 作， 和
他 的 天 性 與
興 趣 一 拍 即
合， 自 此 和
藝 術 結 下 不
解之緣。

朱簡源運用的材料泛稱「迷你貝」，從指甲貝、
寶螺、藤壺，到餐桌上常看見的淡菜，甚至海
膽的牙齒和刺都算在內。「貝殼畫是材料導
向，你有什麼材料就做什麼創作。」他笑說自
己幾乎走遍了本島與離島的海岸線，腦中彷彿
有張「貝殼地圖」，不同季節與區域的貝殼種
類，漲退潮的時機，他都瞭若指掌。

「用天然的形狀與顏色，呈現在畫作上，才是
貝殼畫的真諦。」朱簡源作品的最大特色，就
是堅持不切割、不染色，畫上的每一筆，都是
真實的貝殼。牆上的白鷺鷥畫作，藤壺化身羽
毛、魚骨頭變成腳，尖尖嘴巴則是海膽的刺；
另一幅碩大老虎，張嘴怒吼著從高山奔馳而
下，身上的每一根毛髮，都是一顆顆不同顏色
的螺，虎牙使用魔鬼海膽的牙齒，全幅畫共用
上 9 種不同的貝殼，「底座的膠若是乾了，貝
殼就植不上去，因此創作時不能間斷，總共花

了 1 ～ 2 個禮拜。」

近年他更思自我突破，跨足木
雕、泥塑、毫雕創作，一概都
是取材於自然，任何腐朽，在
他眼裡都是美的化身。千里馬
眾多，但伯樂只有一人，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朱簡源最了然
於胸。

有一種聲音，聽過就不會忘，那是迴盪心田的
共鳴，久經歲月仍悠揚在耳，林烈旗製作的銅
鑼，就是這種聲音。

人未到，聲先到，嗡嗡聲響穿透宜蘭鬧區喧
囂，林午鐵工廠就在眼前。日據時代林午三兄
弟開立工廠，承包機械修理、車體打造的工
作。有一天，一位客人拿著壞掉的銅鑼請林午
修理，完全沒碰過銅鑼的他硬著頭皮收下，誰
知道修復後銅鑼竟比原來的還要好。自此，就
陸續有銅鑼訂單上門，林午鐵工廠也決心專注
銅鑼工藝。

第二代傳人林烈旗回憶，小時候常常在工廠玩
耍，爸爸便會吆喝過來幫忙，做著做著，就當
起了爸爸的學徒。他說，製鑼最關鍵的工法落

文／張以潔　攝影／陳飛

銅鑼鐵匠　傳承甲子

專注一生　只為一聲

在調音，銅鑼的發聲靠敲打中間的鑼臍，將震
動傳至四周，引起共鳴；鑼面的凹凸，可控制
音調高低與長短。1970、80 年代時，知名打
擊樂家朱宗慶首度來訪，希望可以代為製作音
階鑼，但當時並無調音器，林烈旗找來做那卡
西的哥哥，用鋼琴和口琴的音階去對銅鑼的音
準，純用人耳辨別。現今，林烈旗的銅鑼已經
可以達到 47 個音階，也幫優人神鼓、蘭陽戲
劇團等製作專用鑼。

隨著兒子林浩賢的加入，林烈旗研發出許多新
產品，一改傳統圓形外觀，做出八角鑼，更開
發出各式花紋鑼面。他說，調音時須敲打鑼
面，傳統認為坑坑巴巴的樣子很醜，所以都藏
在反面，但現今機械化普及，敲打的痕跡反倒
顯得渾厚優美，父子倆突破傳統製程，先打出
花紋，再調音與上色。

漫長歷史，繁瑣工藝，林烈旗緩緩道來，採訪
結束，又回到崗位，鏗鏗打鐵聲，誠誠懇懇，
仔仔細細，一生只做這一件事。

八角鑼（左）與花紋鑼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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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以潔　攝影／劉德媛 文／張以潔　攝影／陳飛

冬山車站下，火車轟隆隆地急速而過，旅人川流不息，唯有「粮心聚落」
的時空是靜止的，伴隨著重複播送的輕音樂，彷彿來到了農村。

說這裡是農村倒也貼切，店長陳可為 30 歲之際，辭去了台北科技公司的
工作，來到宜蘭販賣在地友善農業的產品，更自己當起了農夫。「以前的
工作不斷競爭，社會也沒有因自己的努力而變得更好，但友善農業卻是可
以對環境、生態和人類共好的事情。」3 年前，他與宜蘭縣農業發展基金
會合作成立粮心聚落，是宜蘭第一座小農直賣所，店內空間一半做餐飲、
一半販售小農商品，吃得到的東西幾乎都買得到。

招牌餐點「日式茶米飯」，呼應了冬山「茶米之鄉」的名號，米飯選用自
家栽種的台中秈 10 號，「全台只有宜蘭是一期稻，土地地力好，直接使
用雪山流下來的水。」上頭鋪滿季節時蔬與宜蘭傳統煙燻豆皮，搭配冬山
河上游「中山休閒農業區」的紅茶，帶有甜甜的果香和花香。獨特的「米
麩霜淇淋」更是一絕，糙米在鐵鍋炒熟後磨成粉，只加糖和鮮奶調味，完
全不使用乳化劑。

市面上友善食材的售價難免高昂，但陳可為收購在地小農的惜福品，降低
餐點價位，讓大家都能吃到健康的食物，「這也是我們對農友的承諾，有
東西就送來，我幫你銷。」隨季節變化的菜單，可以感受到宜蘭農產豐富
樣貌，金棗、番茄、香瓜、土鳳梨、柚子、洛神……來粮心聚落吃頓飯，
道道都是限定版的當令美味。

時光倒回 1998 年，小學六年級的女孩，暗戀著隔壁班的男孩，親手做了
他最愛的巧克力塔，想在畢業前夕表白。但告白沒有成功，卻令女孩愛上
了做料理的樂趣，16 年後開設了餐酒館「Le Temps 食光 1998」。

說起開餐廳的原點，張雅雯臉上仍是當時那個少女心的燦爛笑容，法文與
中文並陳的店名，如同店內料理特色，用法式手法，烹調在地食材。創意
料理源自張雅雯遠赴法國求學期間，常用台菜和寄宿家庭媽媽切磋，意外
搭起的連結。

大溪的野生海蝦和薯條一同炸得酥脆，搭配迷迭香和蒜味美乃滋，開胃菜
「大海蝦味先」彷彿法式鹹酥蝦，令人一口接著一口；「瓜仔雞燉飯」使
用 18 個月熟成的起司和松露醬，顛覆傳統醬瓜料理；五結的櫻桃鴨配上
有機洛神花醬，搖身一變為西餐主菜；連南澳剝皮辣椒也可以成為義大利
麵的主角。料理不使用味精，僅靠鹽、糖和胡椒提味，她說：「我們有責
任告訴客人，什麼是真的食物。」

念舊的張雅雯笑稱自己「很黏宜蘭」，店內裝潢隨處可見舊時物品，因為
家裡從事雞肉販售，logo 就以公雞為主視覺。她很開心能與客人相互陪
伴，在食物和店內空間裡找到慰藉。張雅雯還是 1998 年那個女孩，料理
時的那份心意，依舊存著少女的溫暖甜蜜。

如何前往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招牌餐點

如何前往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招牌餐點

冬山站下車後，沿著車站軌道橋下直走即可抵達。
宜蘭縣冬山鄉中正路 1 號
0986-275-490
9:00 ～ 17:00（週二公休）
日式茶米飯、米麩牛奶霜淇淋

宜蘭站下車後直行，在宜興路一段左轉，再於和睦路 6 巷右
轉，步行 3 分鐘即可抵達。
宜蘭縣宜蘭市和睦路 6 巷 10-1 號
（03）931-1197
11:30 ～ 14:00、18:00 ～ 21:00（週三公休）
大海蝦味先、嫩煎櫻桃鴨胸、剝皮辣椒海鮮麵、瓜仔雞燉飯

粮心聚落
Le Temps 食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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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從右側的軌道駛來，七堵號誌分駐所主任丘中岳向中央一
指，火車突然左彎，不偏不倚地駛向中間的軌道。神預測的祕訣
無他，就是觀察軌道上的「轉轍器」。

這是台鐵電務段號誌分駐所同仁都具備的能力，因為號誌設備是
行車安全的關鍵。除了改變列車行進路線的轉轍器，要知道列車
所在位置，就得依靠「計軸器系統」與「軌道電路」；若遇緊急
狀況須限制列車速度，就要靠「ATP（列車自動保護系統）」發
揮功用；而最為人知的平交道，也算是號誌的範疇內。

「對於現代化的鐵路運輸，如何在有限的路線容量加大運量，安
全、快速地輸運旅客，這是號誌設備扮演的角色。」丘中岳說，
七堵站為西部幹線列車的始發站，也是西部與東部幹線的分岐站，
因此轉轍器數量多達 183 具，「如果發生故障，列車就無法進出
車庫或過站，連帶影響南下屏東、北上基隆及東往花蓮的列車。」

他回憶，去年曾有一具轉轍器時好時壞，從晚班、日班再到晚班
的人員都無法解決，他驅車從家裡趕往七堵時已經凌晨，一直到
早上 6 點才找出問題，「原因出在電纜，只能一段一段去測試。」
而現今列車密度高，在軌道上作業的同時，得隨時注意自身及工
作夥伴的安全。對此，丘中岳也透過彈性化的排班與調度，讓同
仁盡量獲得充分休息。

火車呼嘯而過，號誌人員身穿黃背心的身影，是不少旅客都曾看
過的畫面。他們在軌道旁默默揮汗工作，不眠不休地為旅客守護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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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以潔　攝影／劉德媛

號誌設備與軌道路線焦不離孟，號誌人員的工作環境經常就在軌道旁。

軌道上號誌設備的訊號與電流會傳至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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