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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腳踏車徜徉池上四季，那一覽無遺

的稻田景致，是當地人努力維護下才有

的美景。在錦園村中有條浮圳，池上人

稱為盛土圳，自新武呂溪引來中央山脈

的水源，灌溉海岸山脈下的土地。因當

地人利用石塊所築成，遂高於兩旁農田

而得名，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

浮圳上方蓋了三座涼亭，名為大觀亭，

在這裡可登高遠望，感受曠野裏的陣陣

風浪，非常舒服，一旁的浮圳自行車道

也可通向伯朗大道和天堂路。

這兩條道路原本是農人的鄉間小道，在

錦園村民的共識下，在這裏看不見任何

電線竿和房子，而因廣告曝光而得名的

伯朗大道及天堂路，寬廣的視野令人讚

嘆，站在兩路的交叉點時，看過去彷彿

能直通遠方的海岸山脈，吸引許多旅客

到此拍照留念。

保
安
宮

鐵
馬
驛
站

玉清宮
二次世界大戰後，池上居民為感念天公
保佑而建成，供奉玉皇大帝，為池上地
區最金碧輝煌的廟宇。

金色豐收館
池上鄉農會成立，結合碾米工廠，提供
稻米教育、碾米製程導覽及其他農事體
驗，場館亦提供米品展示。

稻米原鄉館
由池上萬安社區成立的稻米展館，除提
供稻米知識解說，在地米食品嚐，亦提
供多樣的農村體驗行程。

池上穀倉藝術館
地方的藝術館，邀請藝術家駐村，在池
上靜心思考、創作，也與社區居民生活
貼近土地，為小鎮帶來新的激盪。

香樟大道
一條隱密的綠色隧道，在通往南橫的台
20甲公路上，兩旁種滿成排的樟樹，從
底下綠蔭而過，時而聞得飄蕩的樹香。

福德宮
池上大坡村地區的信仰中心，位於田野
正中央的土地公廟，正面著大坡池，象
徵福德正神正守護著這塊土地。

五洲戲院
池上已經歇業的老戲院，座落於寧靜的
福園社區中。院外的斑駁外牆和懷舊海
報，讓人遙想那年電影院的人聲鼎沸。

台東客家文化園區
東部客家文化的歷史展覽園區，提供客
家文物展示，相關影音、圖書收藏等，
並不定期展出池上地區相關藝術展覽。

天堂路
在萬安地區的田野上，一條蜿蜒的產業
道路，從路口看去，宛若一路延伸至南
橫公路的山凹之間。

大觀亭
位於田野正中央，左右望去均可眺望縱
谷地區的田野風光，並可見到遠處遊客
郊遊於伯朗大道上。

樂賞大坡池音樂館
由樂賞基金會成立，位於大坡池畔的展
館，每日播放歌劇交響樂等古典樂，不
定期舉辦導聽活動，教育古典音樂。

池上地牛故事館
以介紹池上斷層與產業發展歷史的主題
場館，除提供寓教於樂外，不定期展出
池上在地藝術作品。

大坡池風景區
因地震而出現的斷層窪地，湖內匯集所
有池上圳的水及縱谷的天然湧泉，清晨
可見薄霧飄蕩，春天亦見滿池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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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皆為等比例繪製，可依照比例估算移動距離。　此地圖為《走走池上工作室》設計印製。　更多資訊可上《走走池上》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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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皆為等比例繪製，可依照比例估算移動距離。　此地圖為《走走池上工作室》設計印製。　更多資訊可上《走走池上》粉絲團。

旅 行 ／ 設 計 ／ 咖 啡　Wake up your memories of village by your steps

池上東臨海岸山脈，西面中央山脈，因地殼擠壓形成海拔

260公尺以上的平原，才有高溫差的環境，以及富含有機質

的土壤，並有秀姑巒溪、卑南溪上游溪水的灌溉，孕育引以

為傲的作物。

你無法計算，在池上的日子會發生什麼樣的驚喜，但你可以

先繼續漂泊、迷路，直到遇見喜歡的地方，再拿起地圖問問

當地人現在的位置，並將情報畫在地圖上，那就是你獨一無

二的印象。

第一次見到池上，是從火車的窗外看見戴斗笠的婦人，販售

紅色商號的木盒便當，印象是溫暖的。第二次見到池上，是

從電視上播出騎著腳踏車的明星，坐在金色稻浪的茄苳樹

下，印象是悠閒的。兩種印象都和米有關，讓人自動把池上

與米聯想在一起；是優點，卻也是一種刻板印象。於是透過

在地人的引領，外地人才發現不一樣的驚喜，才有故事可以

分享給尚未前來的人⋯

村民告訴你身旁的水圳，其實是一座古蹟，是一條空中水

道。還有，伯朗大道最美的時刻不只有白天，夜晚的銀河更

動人。池上的人文內在也很豐富，從阿美、客家、閩南、外

省四大族群中，他們的文化隱身在地圖上，以美食為經緯，

見證他們的故事。吃東西是一種簡單的快樂，許多料理講究

新鮮，而越好的環境就能生長出優質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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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杯咖啡，重返原點生活

4.5公里咖啡

池上小旅行

池上的197縣道中，有一間經營十年以上的
咖啡館，老闆彭大哥從少年時期就接觸咖
啡，轉眼間已過了近四十年。他的人生色彩
就像店外的田野景色，每一個季節皆變化成
不同的姿態。曾經他是運動員、拳擊手、政
戰畢業的輔導長，也是服裝公司的老闆及藝
術家，現在的他融合人生的經歷，創作屬於
自己的空間，因此這家咖啡館除了咖啡外，
從四周氛圍與器皿中，可以發現這裡是一處
可讓人好好停留的藝術環境。咖啡館的外觀
沒有顯著的招牌，整體的色彩顯得樸實，讓
人一不小心就會迷失他的位置。也許是這種
低調的個性，平常的彭大哥沒有外出授課
時，就在店後的工作室進行創作，有時做到
一半，熟客老友便會直接到他的空間裡，聊
上一個下午。沒有空調的空間、明亮的光
線，一夥人窩著火堆閒話家常，爐上的普洱

茶杯杯慢啜，聊天的過程裡彭大哥大多都是
傾聽，用他專注的眼神，讓你緩緩的說話，
等到故事說完，聽聽他的篇章，才發現4.5公
里的誕生，以及他的藝術創作，都來自於時
間河流中的航道裡粼粼而生，包含店內的花
草與裝飾，全是用時間孕育出來，沒有商業
化下的虛華與刻意。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富興村3鄰33號
電話／0980-634-469

藏在麵碗的大時代

大陸婆婆麵食館
麵煮好了，小平房裡的客人期待已久的大盤
雞麵終於上桌，碗裡浮著一層紅通通的辣
油，看起來十分的嗆辣，但喝起來卻柔和順
口，麵條厚實有勁，雞肉與馬鈴薯燉的十分
柔軟，這是店裡的招牌菜。大盤雞麵是婆婆
在家鄉時的拿手料理，婆婆她來自山西，一
個十分遙遠的內地省份。

除了大盤雞麵，婆婆的蒸蛋與涼菜、粉蒸肉
也同樣受到歡迎，另一道傳統甜點晉糕，略
帶酒香的紅棗米甜點，更是難得一見的異鄉
美食。

如今婆婆已是七十有五的高齡了，婆婆的料
理不被高齡所侷限，希望能夠讓旅人能夠吃
到真正的山西料理，都會利用公休的時間，
親手趕製這週所需的麵條，以及包子、饅頭
與花捲。有時出完餐後，婆婆會親自出來接
待旅人，那有活力的笑聲，與婆婆介紹自己
家鄉與料理的神情，會不自覺地沉浸在婆婆
的快樂當中。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福原村慶福路27號
電話／089-862-970

一如當初，簡單的過日子

如初 丼
如初是位於中華路上一間專賣丼飯的店，外
頭有著古早台式的拉門，走進店內會聽見一
首首經典的台語歌曲。當【黃昏的故鄉】以
董事長樂團古今相通的樂風響起，正勾勒起
兒時祖父母老家的畫面，才發現這股聲音是
從店內舊碗櫥所發出來的，這畫面開啟了我
的記憶。
　
他們是正港南部人，也是愛吃愛煮的情侶
檔，過去在墾丁飯店一起共事了五年，辭職
後透過親戚介紹來到池上開店。關於丼飯，
那是滿滿的食材鋪在熱騰騰白飯上的料理，
可以一手捧晚一手動筷大口滿足，身為頭號
粉絲的重元深知丼飯的優點。店內共有五道
丼飯可選擇，蔥鹽豬、腐乳豬、醬燒雞、蕃
茄奶雞、綜合生魚片丁，每種皆根據老闆身

邊現有的資源來決定，開店只會準備預計要
賣的量，賣完就沒有了，避免發生因過量導
致丟棄食材的情形。
　
「一如當初、吃得簡單、吃得健康、吃得美
味」，從他們的丼飯中感受到兩人的理想，
問起池上生活與過去相較的心得，他們說過
去在飯店工作的日子總是戰戰兢兢，身為第
一線的人員，就算吃飯時間也處於備戰狀
態，且下班後疲倦的只想窩在家裡，如今開
店雖需扛下更多的責任，但幸運的是自己的
料理能被當地人及旅客所接受，兩者心境大
不相同，到了休假時便和地方朋友一起享受
放鬆的時光：「簡單的過日子，賺得夠生活
就可以了。」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華路55號
電話／0909-588-511

走出自己與土地連結的路

Bike de koffie
充滿咖啡、手作米果香，並以木質風味打造
的空間，此地的主人阿洋，過去跟許多人一
樣，遠離家鄉到都市裡打拚，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他穿梭咖啡豆業務，做出興趣之
餘，也考取烘焙、調酒、中餐丙級執照，並
使用行動咖啡單車開始賣咖啡。

最後在姊姊的鼓勵下，阿洋終於理清自己想
要的是什麼，決定回到熟悉的土地，在鄉村
尋回他的樂趣、以及熱情。回來後阿洋認為
池上這麼美，非常適合放慢步調，於田野中
悠閒野餐，而野餐時，若可以帶著方便食用
的貝果，到了美麗的地方，席地而坐，一口

咖啡一口貝果，這絕對是很美好的享受。
　
阿洋以姊夫所種植的池上米，透過烘焙的手
法製作扎實的米貝果，一段艱辛的研發時間
開始了，經歷過一次次的嘗試，做出數以百
計的半成品後，終於讓他做出讓自己滿意的
貝果，外層酥脆，內層則鬆軟中帶著Q勁。
　
細細品嘗沾著手工製作的果醬的米貝果，其
新鮮水果風味搭配米香，形成一種獨特的酸
甜滋味，這美味來的一點也不簡單，其中有
著阿洋與姐夫一家人滿滿的用心。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鐵花路14號
電話／0980-868-945

在豆腐的香甜中，愛上台灣黃豆

豆芳華
除了製作豆腐的體驗課程外，豆腐哥也細選
台灣各地出產的食材，製作豆腐餐給客人享
用。有陶缸熟成釀造的陳源和醬油，小農種
出的冠軍米，以及自種蔬菜，並且告訴我們
每道菜的製作方法，讓每個人在家也可以自
己做出獨具特色的豆腐料理。豆腐哥以西式
專長突顯豆腐原有的香與甜，當中的柴魚味
增、炸醬、義式番茄等不同組合，搭上各以
黃豆、黑豆做成的豆腐，還有混合台產馬鈴
薯粉、豆渣所作成的豆渣餅，搭上簡單擺盤
就是一場樸實享受的農家宴。

豆腐哥說，台灣一年進口兩百多萬頓的黃
豆，其中基改大約佔了九成。這些黃豆有些
當作榨油食用，但更多直接做成豆腐、豆漿
給民眾食用，不僅香氣甜味不足，還有可能
殘留過多的農藥，因此他想推動在地、擁有
社區型態的豆腐店，增加台灣黃豆的栽種面
積，也可以幫助小農獲得穩定的市場，並透
過體驗、學習製作豆腐的方式，推廣小農們
所種的有機黃豆。現在有豆腐哥的力量，以
單純的動機，告訴人們台灣黃豆的魅力，如
今在他的社區豆腐店中，越來越多旅客願意
停下來認識豆腐，明白這塊與我們飯桌息息
相關的食材，不應該那麼陌生才對。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萬安村4鄰23號
電話／089-863-888

到老餅舖裡尋找時代的記憶

慶豐餅舖
慶豐餅舖至今已有八十多年。黃師傅依舊記
得當年的街景。那時池上的鬧區不在火車
站，而是靠近伯朗大道的錦園村，每逢過年
拜節、祭祀祈福時，由於慶豐是池上、富里
地區第一間餅舖，人們都會來到家裡來買
餅。此外舉辦廟會時，廟方都會請客，當時
有富里的人前來參加，才有機會將糕餅賣到
富里，批發給當地店舖。

1970年代池上人口開始外移，餅舖賣的種類
漸漸少了，以往過年的四果、中元節的糕
子，在訂單減少的情形下，現今已走向歷
史，除了過節時廟會訂製的壽麵壽桃外，就
剩下封仔餅在店內常態販售。封仔餅對於池
上人而言，是過去物資缺乏時，全家人中秋
節一起吃餅、團圓的時光，因此老一輩的熟
客仍會定期到餅舖購買封仔餅，或者宅配給
外地工作的孩子，食物成為家鄉的記號。以
往封仔餅只有白豆沙的口味，現在加入了綠
豆、紅豆、芋頭、地瓜，讓封仔餅從月餅變
成了日常點心，也提供鄉鎮農會販售。

2015年，在慶豐餅舖的廚房裡，黃師傅和兄
長，以及年邁的老師傅，繼續烘烤著封仔
餅，儘管三人加起來超過兩百歲，依舊利用
空閒時間，在老櫃檯前和旅客聊起父親留下
來的木製模板。上頭的菊花花瓣依舊深刻，
似乎還能印出當年騎著腳踏車在窄小木橋
上、送貨送出一身冷汗的孩子，以及父親經
歷財產被查封，仍一手扛起所有責任、專注
製餅的模樣。雖然菊花模板的主人不在了，
精神與傳統仍活在他們的心中，讓封仔餅化
作時代的滋味，在味蕾裡繼續流傳下去。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33號
電話／0937-862-223

老書店的無限可能

池上書局
當網路興起，徹底改變人們購書的習慣，以
及超商雜誌的引進，漸漸的這間橫跨三代、
傳承七十年的老書店，漸漸感受到村民學子
們不再光臨，甚至供應書也不再供書的困
境，一不小心老書店將被時代所遺忘。回到
民國八十五年，當時曹姐與先生還在台北工
作，聽聞公公要將書局關閉，內心不捨的先
生，便決定搬回池上接手老書店。

現在池上書局不僅有作家藏書，更是當地朋
友知悉藝文活動的重要管道。在這棟老書局
的外牆玻璃上，貼著許多年度舉辦的藝文活
動，在最顯眼的位置提醒你未來的行程裡，
可以來一點不一樣的藝文步調。書局也提供
駐村藝術家所需的創作料材，為池上與藝術
家連結通道，我們也可以期待在將來的日子
中，繼續看見藝術家在池上孕育出的作文，
與大家共同欣賞在地之美。來到池上書局，
就等同進入池上的藝文管道，這樣的優勢是
網路書局難以取代的，而如此會聚在地藝文
的力量，每一天正不斷地茁壯，為池上的將
來創造無限的可能。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22號
電話／0937-862-223

以家為出發點，走進美好的回憶

田味家
在台灣的小吃中，杏仁茶配油條一直是經典
的古早味，但現今許多人喝到的杏仁茶，大
多以香料沖泡製成，雖有杏仁香，卻少了杏
仁的營養成分。老闆力尤姊從研磨開始，選
用南杏與芝麻一起研磨，熬煮時加入米漿，
不以化工原料來增添濃稠感，和剉冰的黑糖
水一樣，著重火候的控制。

從剉冰、酸梅湯、杏仁茶的製作，直到牛汶
水獲獎，力尤步步實現每年推出田邊點心的
期許。即使當初創業的出發點，是來彌補瓦
斯行的淡季收入，但力尤承襲媽媽的手作功
夫，將下課後的田邊點心端到田味家裡，也
顯現爸爸對於創業的行動力，充滿不輕言放
棄的能量。現在田味家即將邁向第五年，力
尤說接下來的計劃，要將店內的氛圍點綴成
下課後的情境，讓來訪的人吃得到甜甜的課
後點心，也走入一個充滿童趣的環境。對我
們而言，池上能擁有一間甜入人心的客家點
心店，並且在每個階段都能吸收顧客給予的
意見，以手工製作有記憶點的味道，是一處
充滿幸福的所在。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42號
電話／089-864-438

帶著異鄉的心讓自己走走

走走池上工作室

因為喜歡花東，所以休假的時間很常往返這
裡，再一次的機緣下，租下了池上一間六十
年的老房子，將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從都市搬
來鄉村，也是仰賴網路科技的進步，讓自己
可以在喜歡的環境，透過網路工作。

【走走池上】是工作室，也是一個半開放式
的空間，提供了私人的書籍與雜誌，每個位
置也設有插座。我們歡迎旅人來到這裡，放
慢腳步翻閱書籍，品嚐我們喜愛的咖啡或飲
品，以他鄉的角度為我們寫下精彩動人的故
事，也讓走走池上得以透過你們的視角，得
以更寬廣遼闊，並帶來更多的感動與驚喜。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99號
電話／0986-367-216

一碗因信念而生的牛肉麵

甘味堂

因為養病而移居池上，索性在當地開業，因
考量身體的狀況，店裡頭賣的東西其實不
多，諾大的牆上，掛著用木板裝飾的菜單，
牛肉、牛筋、榨菜肉絲、炸醬四種主食，加
入特製米麵條，以及悄悄話、翡翠、豆陣三
樣小菜。老闆將牛肉燉煮軟嫩又保留口感，
湯是蔬菜鮮甜的味道，沒有過多的油與鹹，
米麵條吃起來像烏龍麵的滋味，卻又更多了
稻米專有的甜，三者搭在一起，讓人驚艷，
的確是與眾不同。在用餐前，老闆說米麵條
烹煮需要經過久一點的時間，因為每一把米
麵都要換上新的滾水，才能煮透麵心，而且
用過的水殘留過多澱粉質，影響的是下一碗
麵的口感。

老闆選池上米作為麵條的主要材料，並以低
鈉且不含防腐劑的製作手法，逐漸獲得大家
的認同，開店至今生意非常好，但為何一個
禮拜只有開幾天呢？原先只想做宅配，但因
為受到熟客朋友的請託，才決定以現煮的方
式接待，但現行的身體狀況還是得定期回到
醫院複診，並且利用剩餘時間處理宅配上的
訂單。並將妥善將時間分配好，捨棄盲目的
利益追求，才能走得長久，像細水般長流。

地址／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90號
電話／0935-260-000

走走池上更多資訊請搜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