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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篇探索台灣文化場域特性與如何落實再生的理念案例心得分享，
主要在紀錄如何落實樂活台灣願景的探索三個關於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樂活場
域之傳承與精進故事，針對彰化縣溪湖鎮溪湖糖廠觀光鐵道系統網絡諸樂活
場域的傳承與精進。整體一系列的社會實踐，乃由 2011 年由溪湖糖廠委託的
規劃工作開始，再續接 2013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的文化場域意象採集，
以及個人 2013 年至今的自發探索理論建構與場域再生的呼喚與落實要領，前
兩個故事乃著重在傳承作業；第三個故事則屬精進的作業。全文首先引介「樂
活」概念與「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概況，並針對溪湖糖廠糖鐵網絡的樂活場
域進行傳承與精進的工作。在傳承方面，進行文獻閱讀、田野調查、文化場
域意象採集與口述歷史工作，以捕捉其既有(曾有或現有)的樂活場域特性。
而進一步再精進部分，進行樂活場域的文化躍昇式文化場域再生探索建構，
那即是除具體地進行日本二座觀光鐵道樂活場域的標竿學習外，更進一步摸
索相對邏輯實證論國內交通界甚少推行距更大涵融的現象學理論，而基於台
灣神明文化神似性，故引用了現象學創始者之一德哲海德格晚期所呼喚的人
類社會需回歸於四元合一世界存在的信仰，以此作為台灣樂活場域的文化根
基。續之以其所澄明的安居世界意象展現作為溪湖場樂活場域未來再現的種
子群，並創造出具體的八張彰顯理論之手繪意象圖，以為「台灣更好行的樂
活運輸」理念與實務作法，以盡上筆者棉薄的經驗分享與智慧心得策動。 

 

摘要 

關鍵詞：溪湖糖廠、糖鐵、346 蒸氣機關車、京都鐵道、海德格、安居四元、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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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benchmark learning onkyoto Rail and Martin Heidegger, we propose a new 

orientation on prototype surveying and planning. And let Martin Heidegger the 
Fourfold thoughts not only applied to the tour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but also 
applied to the article design. Aftersugar tour rail landscape procedure, we presenting 
the world leading thoughts and some locality prototypefor sugar rail, and would 
promote Xihu sugar rail to the worldwide level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Xihu sugar refinery, sugar rail, 346 steam locomotive, Kyoto Rail,  

Martin Heidegger, dwell in the fourfold, settle b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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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觀光休閒以及觀光鐵路場域需要一套比較理想性哲理作為新思想，
以及需要模仿先進案例作為再生的參考，方可足以展現台灣觀光運輸的前瞻
特色與內外潛力，此亦即文化資產保存哲學的建構與學習國外優良案例的發
展策略，不可不慎乎！ 

審視當今哲學思潮，發現哲學家德哲馬丁。海格爾(1889 ~1976 )的安居
哲學做為台灣理想性文化取向，有其導正、沉穩又跨域統合的價值。而日本
文化首都京都嵯峨野觀光鐵道與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作為觀光運輸範例，有
著文化相融科技相連的加分效果。因此本研究嘗試以海格爾安居哲學理論為
經，京都觀光鐵道為緯，試著進行理論與實例的學習，進而提出溪湖糖廠五
分車的詩畫意象，以為其續進活化再利用與國際化的參酌。 

全文乃涵括三段探索台灣文化場域如何演進的故事，是關於我生命與溪
湖糖廠間相互探索的生命故事。紀錄了三段我不斷重新認識溪湖糖廠過去與
未來的體證經驗。第一段的故事(2011)是屬於田野調查與口訴歷史，那是源
自自 100 年 9 月 23 日起，作者協助台糖公司溪湖糖廠委託進行的「台糖
蒸汽火車意象規劃」，包括 (1) 蒸汽機車相關修復資料彙編。(2) 收集台糖
公司所有之蒸汽火車的調查。(3) 溪湖廠區現況鐵道調查與評估。(4) 溪湖
廠區蒸汽火車保存及活用建議方案。這是有關觀光軌道運輸與文化資產保存
活化的研究，完成溪湖糖廠糖鐵 346 蒸氣機關車觀光場域的初步認識。而第
二段的故事(2013)是初步精緻淬練的過程，那是 2013年 7月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委託的《臺灣文化場域意象採集》，在緊迫的時間內我們研究團隊完成了溪
湖廠區文化場域意象的創作。而今在比較無牽無掛之下，本文進一步去補足
溪湖廠區文化場域的再生新意涵，亦乃本文第三段故事的敘事所在。而本文
所經歷的故事研究主軸乃皆策重環繞在「樂活場域與觀光鐵道場域深根探索
與深耕生根」。至於我與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樂活場域之精進故事，乃屬於第三
段故事(2013~2014)，那是 2013 年 9 月我的研究團隊遠赴日本京都的田野調
查，以及因為文化震撼回國後的台灣在地生命哲理思索與滌清澄明，包括日
本京都蹉峨野觀光鐵道與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的探索，以及和台灣神明信仰
相當一致的海德格安居世界現象學典範－一套澄明四元(天地神人)歸屬一體
安居的世界，以及在此敞現信念下所創作溪湖糖廠場域八款手繪稿。如此除
奠定了溪湖糖廠糖鐵觀光場域的根基，亦提供了台灣向上昂揚轉型升級的一
套新思維，如此亦將進一步得以推廣到(產業)文化資產的論述之中。而此一
紀錄思辨「樂活場域與觀光鐵道場域深根探索與深耕生根」的論文，內容包
括回顧與省思(樂活生活概念之回顧，溪湖糖廠鐵道網絡與場域回顧)、溪湖
糖廠觀光鐵道樂活場域之傳承與精進之議題設定、（當年兩個委託研究規劃）
溪湖糖廠樂活場域傳承層次之研究內容（包括第一段故事溪湖糖廠委託的觀
光鐵道的文獻閱讀、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與第二段故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委託的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文化場域意象採集）、第三段故事（自行研究）樂活
場域精進層次之研究－關於溪湖糖廠觀光鐵道的文化躍升式再生策進(包括
日本二個觀光鐵道樂活場域的標竿學習：日本京都蹉峨野觀光鐵道、日本京
都梅小路蒸氣機關車館，以及場域現象學奠基者海德格晚年看法與澄明思想
的標竿學習:四元合一安居世界存在論、安居世界場域澄明意象藝術論)、第
三段故事的成果，包括創作作品:呈現存在的藝術作品(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文
化躍升式再生的藝術作品)，論述文本(樂活場域的新思維與新嘗試作法)，最
後則是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而後續的第四個故事將探討當樂活場域與幸
福場域相遇的挑戰課題，除再度探索樂活場域的根基外，將更進一步探索人
類社會幸福的根基，並進一步探索樂活場域與幸福場域的共同根基與文化場
域實驗場試行思維與做法。而最具體的成果乃在提出了溪湖糖廠五分車未來
體驗場域的詩畫意象語文創藝品，以為溪湖糖廠觀光鐵道發展的參酌。 

謹將上述所提的研撰脈絡與呈現次第，整理成圖 1，以協助體會本文三
段故事的位置、意義內容與影響。 

http://www.sagano-kanko.co.jp/�
http://www.sagano-kank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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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樂活場域傳承與精進的研撰脈絡次第 



4 
 

二、回顧與省思 

2.1 樂活生活概念之回顧 2

在以物質至上、過度生產的現代社會，普遍存在著環境破壞、資源分配
不均、凡事以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等潛在危機，為了維持地球生態及人類環
境的永續，提倡愛地球、愛健康、愛環保的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風潮開始襲捲全球，遂成為一種最熱門的社會新生活型態現象，
並且也直接對於民眾健康生活觀念影響（王登在，2010；盧妍巧，2007）。 

樂活感又稱為樂活、樂活生活、洛哈思主義、樂活族，是傳自西方的
一種新興生活型態。「樂活」一詞譯自英文的 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源起於 Paul Ray 和 Sherry Ruth Anderson 在 1998 年出
版的著作《文化創造：5000 萬人如何改變世界》（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當中。他們在美國生活公司
〈American LIVES, Ins.〉長達 13 年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形成一羣次文化
的團體，並且漸漸取代了美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以及世界觀，且將「樂活
LOHAS」解釋為健康與永續性的生活方式。「LOHAS」中，H（Health）指
的是「健康」，亦指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個人成長及另類的健康保健，例
如：消費天然有機食物、瑜珈、自然療法等；S（Sustainability）指的是「永
續」，亦指生態永續的精神，例如：可重複使用的能源、自然無毒的環保器
皿、綠色建築等。LOHAS 在台灣被廣泛稱為「樂活」，此名詞除了字面上
「快樂的生活著」的含意外，不但身體要健康且個人心靈也要安定自在，
同時兼顧地球的環保永續，進而達到身心境三者的平衡才是樂活概念的精
神所在。LOHAS 與生活緊密結合，樂活族基於對環境永續的認知而將此
理念逐步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可應用於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
領域，使人們產生新的體驗與感受，試一種正面的心理經驗，對於參與者
的自我成長與滿足具有正向的啟示與價值（蔡明娟，2011；盧妍巧，2007；
NPO 樂活俱樂部，2006；Ray, P. H. & Anderson, S. R.，2000）。 

 

2.2 溪湖糖廠鐵道網絡與場域回顧 

2.2.1溪湖糖廠的創建與發展 
 

溪湖糖廠創建於 1919 年，由鹿港仕紳辜顯榮將四所舊式糖 廍合併設立，
當時每日壓榨甘蔗 750 公噸；次年與日本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合併，定名為溪
湖製糖所；1945 年終戰後，隸屬於台灣糖業公司，改名為溪湖糖廠。1950~1960
年代台灣砂糖出口值始終佔台灣外銷的第一位，除促進農村的繁榮外，也帶
動工業的發展。這段期間溪湖糖廠在蔗糖生產方面，佔有非常重要地位，1950
年代後將彰化及溪州兩糖廠併入，遂成為彰化縣唯一仍正常運作的糖廠，也
是濁水溪以北最大的糖廠，契作面積達三千公頃。 

彰化縣鹿港溪湖員林一帶，自 1913 年起即闢建輕便鐵道（圖 1），而 1919
年起隨著糖廠擴大蔗作範圍，更大量鋪設 762 公厘之五分車窄軌鐵道以利採
收。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為甘蔗採收期，多利用台糖的「五分車」或拼裝
車運送至糖廠內製糖。糖廠內設有一個溪湖車站，早期兼作客運之用，在公
路客運業不發達的 50~60 年代，包括溪湖至鹿港、鹿港至彰化、溪湖至員林

                                                 
2 本段摘自世界宗教博物館承辦，蘇信恩、林坤誼、陳莉諭、王雅慧，貳、文獻探討，三、

樂活感研究，P70，「幸福心寧。樂活行」研究案，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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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均以台糖小火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著名的台灣國防戰備鐵路台糖南北
線，北端起點站原為台中站（圖 2），自 1959 年台中線停駛後，南北線北端
改以溪湖場站為起點，從此以後溪湖車場與車站躍升為地區中心，擁有較完
整的鐵道形貌與運轉要素。1973 年 6 月台糖投資開發彰化大城海埔地，擴建
溪湖工場為每日壓榨能力 4,000 公噸，為台糖公司各廠製糖量之首位。但隨
著國際糖價長期低迷及配合糖業政策的改變，溪湖糖廠已於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製糖，面臨關廠或轉型的抉擇。糖鐵亦在蔗作面積逐年減少下自動
減班，最後隨糖廠停工而停駛。 

2002 年，溪湖糖廠正式走入歷史；2004 年轉型為「資產管理中心中區營
運處」，2005 年改制為「台中區處」。目前的溪湖糖廠轉型為觀光工廠，透過
環境再造及規劃多功能活動區，期望成為中部區域糖業歷史文化及觀光休憩
兼備的最佳景點。 

 

2.2.2溪湖糖廠的再生活化 
 

自 2003年文建會揭櫫「產業文化資產」並推動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作業以
來，國人逐漸重視產業文資的保存，然而連年經營虧損的壓力迫使沒落的廠
區難逃拆廠轉賣的命運，故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自 2006年起推動
「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協助這些沒落產業透過資產的活化與再生利用，
開啟新的經營模式；經過幾年之補助與輔導，已有「五糖二鹽一酒」共八處
再生據點獲致良好成效，溪湖糖廠亦為據點之一，在轉型過程中執行了下列
幾項規劃研究案： 

1. 溪湖糖廠廠區整體規劃開發計畫 

2. 彰化縣溪湖糖廠製糖工廠、五分車站調查研究暨修護計畫案 

3. 糖鐵蒸汽小火車復駛計畫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案 

 

  
圖 1  1913 年建造的輕便鐵道，從鹿港

經溪湖到員林（楊清仁顧問提供） 
圖 2 南北線台中區路線 

來源：台灣的糖業鐵道圖說集［B5］ 

 

在專家輔導及取得糖廠員工共識下成立「346光音文化園區」，藉由 346
蒸氣小火車復駛與廠區改造來形塑園區獨特的觀光形象。目前溪湖糖廠是國
內眾多糖廠中最具規模與文資最豐富完整者，不但廠房內部設施保存良好，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6 
 

保留原先製糖用的壓榨機、鍋爐、分蜜機等，經由規劃及整理展示後，並有
專人負責導覽解說，已成為中部知名的遊憩園地。 

然而為了吸引更多文化觀光與休閒遊憩的人潮，台灣目前各再生廠區
管理單位均挖空心思不斷創新點子，為了開闢新的觀賞遊覽區塊，拆除廠
區內老舊停用的設施似乎天經地義，往往不自覺地破壞許多寶貴的文化資
產，也導致各再生據點之日益相似化、活動庸俗化，成為永續經營的隱憂。
溪湖糖廠也是如此，其部分糖鐵軌道已因整地埋沒，儲水設施也被部份拆
除，顯見糖廠主事幹部對於文化資產的價值缺乏正確認知，其觀光遊憩之
規劃手法已落入窠臼，長此以往不僅毀損寶貴資產，也降低遊客再來的意
願，對於產業文資保存及轉型再生均有不利影響。 

2.2.3溪湖糖廠的再生活化 
 

346 蒸汽火車於民國 37 年由比利時 TUBIZE 廠製造，在台糖公司服務 28
年後退休。民國 38年-43年服務於溪州糖廠，民國 43年-66年服務於溪湖糖
廠。346 蒸汽機車，主要以燃煤產生蒸汽動能，進而推動火車行駛，因老舊
銹蝕等因素，於民國 96年 3月將其鍋爐拆除置換並呈現新生命。 
 
2.2.2.1 346蒸汽火車的機械諸元 
鍋爐床面積 0.72平方公尺，體積 1.7立方公尺 
蒸汽壓力：13公斤/平方公分 
煙管：86根 
 
2.2.2.2  346蒸汽火車的復活小故事 
2006至 2009年獲得文建會補助，推動「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計畫」，從廠區
的基礎環境及舊有設備的改善開始，2007年底修護完成 346燃煤式蒸汽小火
車車頭，是年 12 月 9 日 60 歲高齡的 346 蒸氣火車正式復駛營運(圖 4~8)。
目前，這部古董蒸氣小火車於每個周六正常運駛載客，成為溪湖糖廠的悠閒
遊憩特色，不但吸引附近鄉鎮的居民，國內遊客亦呼朋引伴前來搭乘觀光，
也成為國際火車迷前來觀光及拍攝紀錄的重要焦點。 
     而在如今 346蒸汽小火車復駛之後，在永續與傳承之際，如何呼應日本
2標竿案例與海德格的呼喚，以四元安居景象，進行再生計畫，則將是本文
探索與嚐試創作之所在。 
 

 
 

圖 4 整修前 346 蒸汽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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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46 蒸汽小火車復駛慶祝活動  圖 6 五分車之旅的路線與意象點群 

 

 
 

圖 7 行駛中的 346 蒸汽小火車 

2.3 溪湖糖廠觀光鐵道樂活場域之傳承與精進之議題設定 

有關樂活場域的研究，樂活場域究否有無更深邃的信念信仰，而就以台
灣的獨特文化場域 3

最後「糖鐵蒸氣小火車復駛計畫規劃及可行性評估」，乃為推動鹿港、
溪湖與田尾觀光而生，故聚焦在北向延伸復駛的規劃與可行性評估。而今中
部科學園區發展至二林，是否讓 346小火車復駛至舊濁水站的路線再延伸到
中科、導入中間設站、將終點站再延伸至中科廣場區等等，皆是值得再研究

而言，就可否找到適合台灣現有的文化論述與哲理根基，
將是樂活場域全球在地化與在地全球化的重要基石，此乃重大上位的議題。    

另外 2.2.2所述三項規劃研究案中影響較大者為屬於整體綜合性規劃
的「溪湖糖廠廠區整體規劃開發計畫」。經審視後，發現該規劃所採用的知
識養份乃傳統景觀學，缺乏土木（鐵路）文化資產的概念，因此對於糖業鐵
路設施以及附屬設施的保存未予重視；至於「彰化縣溪湖糖廠製糖工廠、五
分車站調查研究暨修護計畫」研究案，又是落入純建築修復取向忽略永續發
展導向，該研究對於活化再利用與展場設計缺乏規劃，造成先作好空架子以
後再思考活化的窘境。按理應在修復之前，對未來的經營方式有具體的架涵，
方可進行修復，如此將比較經濟與週延。 

                                                 
3 當然這種說法也可受用於溪湖糖廠觀光糖鐵文化場域特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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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課題。 

總之過去若干規劃構想今日來看已不符時宜，廠區的整體配置與個別設
施的存廢均有檢討的空間，尤其是重新認識糖鐵設施的價值與豐富其遊憩內
容，都是活化精進方向的探討重點，而這也是本文再探討的背景。 

 
 

 

圖 8  346帶來的五分車懷舊鄉野之旅 

三、第一、二段故事：2011、2014 兩委託研究－ 
溪湖糖廠樂活場域傳承層次之探索 

自 100年 9月 23 日起，作者協助台糖公司委託的「台糖蒸汽火車意象
規劃」，進行 346蒸氣小火車文化資產清查，包括 1.蒸汽機車相關修復資料
彙編。2.收集台糖公司所有之蒸汽火車的調查。3.溪湖廠區現況鐵道調查與
評估。4.溪湖廠區蒸汽火車保存及活用建議方案。 

以本文溪湖糖廠鐵路為例，進行再生規劃時，須先研究其可能之鑑賞群
--鐵道迷之類型與興趣。日本鐵道迷的喜好社群依據日人研究，包括攝影派、
搭車派、車站車場派、時刻表派、模型玩具派、收集派(火車零件、紀念車票
等)、多媒體派(收音、拍影像等)、鐵路設施派(主要是技術面)、考古學派(特
別關心已經廢除的路線等)、資料考察派(保存鐵路、建立資料庫)、 美食派(鐵
路便當、月台上的麵店等)、繪圖派(CG、素描)、女性派(身為女性的火車迷)
共 13類，這些未來顧客的需求及喜好，規劃者應深入了解，方能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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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初步的構想為大車場展示與修復計畫（圖 9），重建溪湖車站及調車
場，進行完整運轉流程，包括補煤（圖 10）、補水（圖 11）、轉車盤（圖 12、
13）等公開展演項目，加深民眾對蒸汽機車頭運轉的印象，進而展示動態文
化資產的功能；另外修復日本時代蒸汽機車（圖 14）與類似勝利號汽油客車
（圖 15），再徵集數部蒸氣機車，設置輕便蒸氣小火車博物館，增加展示及
復駛的車種。 

圖 9 初步的構想為大車場展示與修復計畫 

  
圖 10 補煤公開展演地點－原加煤所
在（攝影：黃宇新） 

圖 11 補水公開展演的原設施圖像 
來源: 41 年 6 月印行的「糖業手冊」
初版（分上、下冊）［B1］ 

 

  
 
圖 12 轉車盤公開展演設施與地點 
（攝影：黃宇新） 

 
圖 13 轉車盤的原設施圖像 
來源: 41年6月印行的「糖業手冊」
初版（分上下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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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修復日本時代蒸汽機車 604 號，1920
年雨宮製作所製造。是台糖唯一保存的雨
宮製作所車輛。（攝影：黃宇新） 

圖 15 修復類似勝利號汽油客車 
（攝影：黃宇新） 

 
四、第三段故事：2013~20141 標竿學習自發研究－ 

樂活場域精進層次之探索 
 

~關於溪湖糖廠觀光鐵道的文化躍升式的再生策進~ 
 

本段提出「雁群理論的標竿學習」以及「哲知領航的標竿學習」兩種學習方
式，並將之大略地運用在本文的書寫中。 
標竿學習為組織學習較為具體的方法，在今天西風東漸、東風萌芽之際，台
灣刻正進行一場場希望在混沌中再生的努力，而秉持過去經濟奇蹟的發展模
式，運用「雁群理論的標竿學習」(圖 16)，首要為在亞洲之中以日本為領頭
雁，可為一般習以為常的方法。唯雁群理論的問題是，它對跟隨者而言可謂
尾隨理論，無法在迎頭趕上之際繼續超越成國際一流的領航人，亦即永遠緊
跟與落後，況且若在惡劣情勢下，也有可能發生跟錯對象的悲劇後果。因此
在面對台灣的豐富、自在與諸多不確定無常的特性下，本文另提出台灣標竿
學習的另一方式，那即是運用具有領航全球的哲知作為規劃者的思想，此一
謂之「哲知領航的標竿學習」(圖 17)。 
 
 

  
 
圖 16 雁群理論的標竿學習 

 
圖 17 整體的學習與左上哲知的學習 

 
所謂哲知領航的標竿學習，可以組織學習領域的發揚者彼得。聖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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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組織學習的系統圖來說明，如圖 17所示。該圖由左上弧線區、中間圓形
區，以及左下三角形區，依序為隱含(衍生)的秩序、深層學習的領域、行動
的領域三者構成整體的學習。而所謂哲知領航的標竿學習，乃指就揭露左上
弧線區所謂隱含(衍生)秩序的哲知進行體會，進而影響深層學習的領域與行
動的領域。亦即哲知指導學習與行動，而學習與行動回饋並具體化哲知。 

 以下將以觀光鐵道為例，作一初步的試作，並作為後續全盤系統再生規
劃的熱身練習。 

鐵路設施無論更新或活化再利用，都免不了會對既有設施進行改造，廠
區配置時可能因為空間有限，而規劃先拆除舊物後在原地新建，或設計時基
於安全需作結構補強，鐵路規劃師都會面臨是否要改變既有設施的價值判
斷。 

而為了匡正價值判斷，必須尋找標竿案例與標竿思想，以為價值觀建立
與作法觀摩之參考。其一範例乃日本文化首都京都嵯峨野觀光鐵道與梅小路
蒸汽機關車館，其二典範乃海德格安居世界觀： 

 

4.1 日本二個觀光鐵道樂活場域的標竿學習： 

日本京都蹉峨野觀光鐵道、日本京都梅小路蒸氣機關車館 
 

身為日本文化首都的京都，確實在發展觀光鐵路上，有許多值得台灣學
習的地方，而台灣各個案若能再進一步以其特性與願景再予以相比對時，相
信一座座的文化園區，將朝向建構精緻的再生文化場域展現出來。 

 

4.1.1嵯峨野觀光線 
1897 年，京都到嵯峨間鐵道開業，當時為嵯峨線，後來納入 JR 山陰本

線。1989 年，山陰本線雙軌電氣化，截彎取直的新線完工通車。而嵯峨野觀
光線原是山陰本線上嵯峨嵐山站到馬崛站之間的舊線，而目前從京都搭過來
到馬堀的就是新線了，鐵道路線大致與保津川峽谷平行，搭乘小火車正好可
以好好欣賞這沿岸的河谷風光，吸引國內外旅客欣賞。(圖 18) 

嵯峨野列車是沿保津峽行駛的旅遊觀光專用的小火車。觀光列車的起點
為嵯峨站，終點站為龜岡，運行公里 7.3km，往返一趟需要 1 小時時間，列
車每天往返 8次。 
  小火車沿保津川行駛，兩岸青山郁郁蔥蔥，峽谷下方保津川激流湍急，
沿途移步換景，遊客可透過車窗觀賞保津峽和保津川的美麗自然風光，別有
一番情趣。 
  在景色優美的地方和重要景點列車會減速行駛，以便乘客從容不迫地眺
望四周的迷人景色。而相對嵯峨野觀光線 7.3km，而溪湖糖場 346 五分小火
車觀光線來回約 7公里，沿途美景同樣有田園野趣(圖 19)，故可就車站與沿
線景緻進行標竿學習。 
嵯峨野觀光鐵道的起點為嵯峨站，經過嵐山站、保津峽站來到終點龜岡站，

合計 4站，運行公里 7.3km，往返一趟需要 1小時時間，列車每天往返 8次，

沿線圖示如圖 20。嵯峨野觀光鐵道導入分站特色、採光車廂、聲景與雕塑（圖

21~24）等等，值得標竿學習。 
 

http://www.sagano-kank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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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嵯峨野觀光線小火車沿保津川行駛，沿途自然風光別有情趣 

 
圖 20 嵯峨野觀光小火車路線與分站圖http://www.sagano-kanko.co.jp/ 
 

 

 
 

圖 21 嵯峨野遊覽小火車機車頭 圖 22 日本京都嵯峨野遊覽小火車車 

頭與兩種車廂(一般、採光車廂) 

 

http://www.sagano-kank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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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聲景(左)與路線主題雕塑(右) 圖 24 採光車廂 

  

 

4.2.2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 
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是日本鐵道文化保存最經典的實例，博物館入口建

於 1904年，原本為京都的舊二條驛。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位於日本京都府
京都市下京區，是由西日本旅客鐵道經營管理，以蒸汽火車頭為主題的鐵道
博物館。(圖 25)而相對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溪湖糖廠目前典藏四部蒸汽小
火車頭(346;364，326，604)。(圖 26，27) )，故可就機關車展演進行標竿
學習。各部沿革慨述如下： 
1.346號: 溪湖糖廠復活行駛保存的 346號，1948年比利時 AFB製造。2007 
年 12月首開台糖復活蒸汽機車使用燃煤鍋爐的首例。 
2.364號: 1948年比利時 TUBIZE製造。 
3.326號: 原屬於虎尾糖廠，1940年日本車輛製造，曾經長年保存於月眉糖 
廠，最後移交至溪湖糖廠，由台糖蒸汽火車蒸情博物館保存。 
4.604號: 原本放在鹿港民俗藝術館，又移到埔里糖廠，2008年 8月移置溪 
湖糖廠蒸情博物館。 
 

 

 

圖 19 溪湖糖廠 346 五分小火車觀光線 

 
圖 25 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扇形

車庫(圖片來自館方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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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台糖蒸汽火車展示館的 346火車頭 圖 27 台糖蒸汽火車展示館內的

364，326，604 與乳牛號火車頭 
梅小路機關車館在京都車站附近，搭上 205 號巴士往梅小路公園即可到

達梅小路公園，該公園也是京都著名的景點，而蒸気機関車館在它隔壁。 
在入口處的資料展示館，也就是過去的二条驛站房，該展示館擁有精緻的靜態與互動
展示。一岀展示館即可以看到停駐許多蒸汽機車的扇形車庫，總共有 19 輛蒸汽機車，
其中七輛是動態保存。梅小路機關車館擁有扇形駐車廠、展示館與短程展演與乘坐體
驗，值得標竿學習。(圖 28~圖 32) 
 

。 

 
 

圖 28 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原有車場平面圖 
 

  
圖 29 梅小路機關車館扇形車庫 
［建築］ 

圖 30 梅小路車館蒸汽機車之旅 
［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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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機關士攜

帶品典藏與展示［文物］ 
圖 32 梅小路蒸汽機車修護工具 

典藏與展示［機具］ 
 

4.2 場域現象學奠基者海德格晚年看法與澄明思想的標竿學習: 

四元合一安居世界存在論、安居世界場域澄明意象藝術論 
 

海德格自幼受神學家庭薰陶，後受歐洲哲學薰陶，熟悉各種語言並得以
深入希臘古文明文獻。後向超驗現象學胡賽爾學習，歷經二戰戰事與人間紛
擾的省思，海德格針對歐洲文明走向，繼胡賽爾所提「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
現象學」後，提出另一更根本性深刻的洞察與指引，那即是意義(存在)的危
機和形而上學的再建構。 
海德格的觸角除了審視歷代哲學家家族外，更審視現代人的存在狀態，發現

哲學家們正處於哲思放逐在精神家園之外，而一般人則在沒有精神家園的世

界中。海德格協助一般人找出回家的路，為後續的文明再生播下種子，其論

說事理脈絡說明如下。 
 

4.2.1 海德格安居世界觀意識 
 
就匡正價值判斷，尋找標竿思想方面，發現了海德格〈圖 33〉思想體系，

他曾引用荷爾德林詩人〈圖 34〉古詩發展出歸屬於四元一體的安居世界觀〈圖
35〉。在海德格後期思想中，其具體世界是希臘似地，也進行了其對技術世界
接納、探索與進行意識導正的內轉論述，確實對永續新時代的集體轉向有其
啟發性。 
海德格說：『人的安居乃在大地（Earth）之上，又意味著在天空（Sky）下，
這還意味著面向諸神（God）的駐留，以及屬於人（Human beings）的彼此共
生，這蒼穹、諸神、大地、凡人四者在源始一體中交融為一』。這段話為人生
意義感與主體歸屬感，填注了安身立命之音符。     
而在溪湖糖廠與糖鐵風光景緻中，大片的大地田園、敞現的開闊天空開朗、
彰化平原中的眾多土地公廟，以及在天地之間諸神互視下澄明了台糖凡人的
工作與生活景象，其敞現的諸澄明感，恰恰足以彰顯海德格安居世界觀，也
可以作為後續再生的發展取向(圖 36~37)。因此本文除即舉薦海德格安居世
界觀為人類再歸屬取向的一種嚐試外，更將以其諸義納入溪湖糖廠與糖鐵再
生構想的規劃精神，並建構文化意象、品牌意象與藝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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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海德格 

 

圖 34 荷爾德林 

 

圖 35 歸屬於四元一

體的安居世界觀 

 
 

圖 36 日本時代甘蔗車駛向溪湖糖廠 照片出處:台灣糖業卷 

 

 
 

圖 37 溪湖糖廠與糖鐵風光景緻其諸敞現性，恰恰足以彰顯海德格安居世界觀 

典範，也可以作為後續再生的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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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海德格安居世界觀對世界與台灣的意義 

在西方哲學界中深具東西方共同根器者，要屬海德格安居世界觀了，依
據吳汝鈞著西方哲學析論 4

在海德格認為，「古典哲學家」經常大多是自我放逐於精神家園之外的人，遠
離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天天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般人，則普遍的意識到自己
是被拋入這個世界—這個沒有精神家園的世界。海德格為拯救歐洲精神大廈
於既倒，一方面批判西方邏各斯傳統，尤其是啟蒙運動之精神（理性），另一
方面，重召日耳曼森林之精靈來灌注，再生一個類似（泛神在此）的精神世
界，一方面追根尋源，要回到前蘇格拉底之哲學精神之家園。」

，海德格哲理與禪相當互通，其所鋪設的哲知，
乃為在宗教場域前緣的歸屬情境，並揭示為新時代新世界場域的描述。該場
域將技術框架世界、藝術呈現表現皆納入一安居世界的存在之中，具有永續
新世界的圖像與底蘊。 
若說台灣的文化園區場域，仍需具有呼喚未來美麗世界的意識內轉綜效，那
麼海德格安居世界觀，將足以喚醒我們藉由文化園區場域再生的構思，去試
探人類文明的轉圓與台灣文明曙光的澄明。 
 

4.2.3 近代存在危機與具歸屬感生活世界的再生－海德格的呼喚 
海德格試圖對當今技術疏離天命橫行霸道滋生人類文明浩劫，進行導向永續
性源頭的倡議，並進一步對技術與藝術同源共構的本質進行探討與引導，足
以提供今日人文者、建設者與科技者在體會其哲思匡正行動，故亦可為臺灣
今後淬煉文化，創造新文明給予啟示。 
 

4.2.3.1 海德格的創新變革 

5

「海德格認為人生的基本感受是煩、畏懼與向死的存在，而生存的煩，來自
對生存空間的擴張慾望;畏懼，源自於別的民族與文化的報復；向死的存在，
乃不惜為民族的振奮而與死相搏。這些，只不過是深層的人類感受的具體化，
而科學化、商業化、機器化的世界前景，可能會導向世界一致化，使人類之
精神深度趨於平淡，這也是更為思想家恐懼的事情」

。此即「海
德格在《建築。居住。思考》和《人詩意地棲居》中，取代了笛卡爾之〈我
思故我在〉而代之的〈人詩意地棲居…..因為棲居在……〉的方位。我思(理
性)變成詩意，我在(人之本質)變成具體環境的存在者。 
 
4.2.3.2 海德格的立論 

6

                                                 
4吳汝鈞著(1992 年)，現象學二、海德格與禪(P240~269)，西方哲學析論，文津出版社［E3］ 
5賀承軍，想回家－尋求永恆之道，建築－現代性、反現代性與形而上學，p199，田園文化，

1997.4 
6賀承軍，建築－現代性、反現代性與形而上學，p186，田園文化，1997.4 

 

 
4.2.3.3〈保護同源四元〉場所精神的必要 
海德格認為，在場所上，我們所關心的也正是場所(建築、建造物)的意義結
構，場所的意義結構超越於建造的具體形態之外，其意義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al)。在這場所存在論中，我們終於找到了建造物的存在論的
畛域。再來就是如何在今天不正當技術與科學所造成的扭曲世界中，重新找
到具超越(transcendental)意義的正向世界與科技發展、藝術展現？那就是
天地神人四元一體化與護持化的安居世界。 

 
4.2.4 護持四元安居世界的再生－海德格澄明的新時代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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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所引領的新時代場域乃針對西方過去形而上學與工具理性，作一
根本的省思，並提出一套新的形而上學與樹立安居哲學。而新時代場域又是
如何地隱捲來顯呢?這需從當今時代西方傳統世界的病情談起。 

西方傳統中以過去形而上學和工具理性作先導，於是產生了物質與技術
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也可以說是以人為中心的把人與物對立起來的世界。傳
統的本體論中的主體是人，而人為本體的傾向是人的經驗和情感被極端化，
以及人自我中心化的意向性。相對地是，海德格認為人對自然和技術應該採
取克制自我的態度，使人的語言和思考受教之於天地之間，而不是征服天地
於天地之間。 

另外，就影響發展之技術方面，如今看來，早期技術對於人類的神聖感
消失了，而新技術對發展有了決定性地作用，而且經常不是往天地人進行庇
護的作用。正是因為這一點，海德格構思了重建神聖的存在方式，亦即在現
代生活條件下，重現一種希臘泛神時代的技術泛靈論。此一新的形而上學將
可為新時代文明的基石。以下即其主張： 
 
4.2.4.1. 四元一體的安居存在－海德格安居場域 

在海德格詩意地棲居一書封面中，摘引錄以：「通過思，我們才第一次
學會安居于存在的天命的超越之境。。。人只有作為存在的牧者，等待著
存在的真理，他才能指望躍于存在的天命，而不至于落到一味求知的水平。」
(圖 38) 

海德格說出人安居的奧秘，乃在日常生活的經驗體驗之中，而歸屬於天
地神之間，人才能真正的存在，他提出了存在世界的四根堂柱－天地神人，
如圖 39所示。這是人的安居四元，彼此之間之中的和諧，是人得以歸屬的
安居存在。他鼓勵人要歸返在這安居之間。 

4.2.4.2.『人，詩意地安居』 

 海德格(圖 21)強調詩的重要，他強調只有詩，才能傳遞存在的聲音。確實，
只有詩畫才能傳遞安居意象。他最喜歡德國詩人荷爾德林（Holderlin）(圖
22)的一首詩，「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安居于這塊土地之上」（“Full of 
merit, yet 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 

 

  

 

圖 38 海德格詩意地棲居一書 

 

圖 39 海德格詩。語言。思一書，其中第

四章建築。居住。思想談及安居四元 

 

4.2.4.3 安居四元「安居四要」意象與安居精神 

安居四元，乃指人在天地之間，須歸返於蒼穹、大地、諸神、凡人中。海德
格宣揚「人，詩意地安居」。他說：『歸返「安居四元」（Dwell in The Four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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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歸宿，人的安居乃在大地（Earth）之上，又意味著在天空（Sky）下，
這還意味著面向諸神（God）的駐留，以及屬於人（Human beings）的彼此共
生，這蒼芎、諸神、大地、凡人四者在源始一體中交融為一』。海德格在《人，
詩意地安居》論述中說；『安居，意即處於和平中，外于自由中，自由在其本
質上保護一切。安居的根本特徵就是這種保護，祂遍于安居的整個領域』。 

4.2.5 小結：新時代世界規劃的立足點 

海德格揭示了人生在世的安居奧妙，亦即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安居
于這塊土地之上。而其內在性的歸屬一體，乃與蒼穹、大地、諸神、凡人同
在，且歸於一。此乃回歸天命的框架，亦是人類文明再生文化演進與技術發
展展現的大方向，四元一體的詩性存在將是人類思想回歸生活世界的新時空
新世界。也是改善環境促進人文認同與媒合內在歸屬的一大良方。此即人文
與規劃精神的新造，亦為吾人進行溪湖糖廠五分車未來體驗場域規劃的立足
所在。 

 

五、第三段故事具體成果的分享－ 
溪湖糖廠五分車場域詩畫意象與其澄明藝品 

溪湖糖廠現今的發展，乃緣自 2006文建會輔導再生計畫，並進行修復
346蒸氣火車頭專案，於 2007年年底完成修復，自 12月 9日復駛，溪湖糖
廠開始往 346光音文化園區轉型。而經這幾年的營運，除了蒸氣小火車頭出
名外，似未建立明確的文化意象，故首重進行文化意象蒐集，以及文化品牌
意象的建構。 

認同海德格安居哲學的啓發，並呼應海德格所倡導的『藝品乃澄明四元
合一世界存在的表現物』，故依此進行藝品創作，並以安居世界為超越與再生
的未來世界進行形塑，並以此為繪畫取材與繪畫表現的創作模式。作者認為
溪湖糖廠的文化品牌意象，亦即園區場所整體精神，乃緣自於期盼台灣人與
神明常在、自在純樸的願心再生，希望溪湖糖廠，包括廠舍區域與糖鐵廊帶，
成為一提供集體傳統記憶場域、地方認同、精實建設與盼望未來生活的地方，
故以『歸返』－安居糖莊為意象總中心；再以『回到「純真年代」、體驗「懷
舊旅程」』為子題，觀光活動的體驗內涵，則可用 18個字來涵括：「歸返安居
糖莊」、「回到純真年代」與「體驗懷舊旅程」，至於其文化意象的澄明 7

                                                 
7詳﹝E5﹞P.79 澄明源乎照亮，澄明乃是一切在場者何不在場者的敞開之境。 

則以
金色的超越意象、社區的歷史意象與糖鐵旅客的體驗意象來敞現。 

5.1「歸返安居糖莊」金色的超越意象與其四重性品牌意象 

台灣糖廠曾為台灣創造了美麗的金色糖砂世界，亦是安居樂業的社區生
活，可為詩意存在的典範場域。「詩意存在」可參考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宣揚
揭示「人，詩意地安居」及「安居四重性」來規劃，他說：『無家可歸是安居
的真正困境，而返歸在「安居四重性」（the fourfold）是人的歸宿，人的安
居乃在大地之上，又意味著在天空下，這兩者還意味著面向諸神的駐留，以
及屬於人的彼此共生。大地和蒼穹、諸神和凡人，這四者在源始的一體性之
中交融為一』。依此體會進行調查，找出足以表達「歸返安居糖莊」至少八幅
描述「歸返，安居糖莊」的文化意象，如圖 40所示，其中突顯蒼穹者如圖
41，突顯大地者如圖 42，突顯諸神與凡人者如圖 43。藉由圖像，我們感受到
若干的品牌意象，諸如溪湖糖廠那木造宿舍的大地(圖 44)、糖廠景致糖鐵風
雲的蒼穹(圖 45)、廠外糖鐵終點站(圖 46)、鄉野土地公神明與諸神(圖 47)，
以及替346火車頭鍋爐加煤司爐(圖48)與製造台糖冰品女作業員(圖49)的凡
人們，散發出超越時空的金色光華，這種種呈現出歸返在安居的金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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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歸返，安居糖莊」的文化意象 圖 41「歸返，安居糖莊」突顯蒼穹者的文化意象 

5.2「純真的年代」社區的歷史意象與其品牌意象 

溪湖糖廠營運最盛時期為 1970年代，當時台灣民風純樸、糖廠工場村的
生活簡單、社區意識單純與所需資源自給自足，深具產業社區之典範。此一
文明點滴對當今社會大眾與國際訪客，至今仍然散發出一股濃濃的人情味與
吸引力，故以「純真的年代」來形容當時的社區生活樣貌，經過清查，初步
回到純真年代社區的糖莊部份歷史意象如圖 48所示，其中可為屬於品牌者，
諸如：純真年代大車站（圖 51）、純真年代製糖與製冰(圖 49)、純真年代的
生活等等生活意象。 

 

  

圖 42「歸返，安居糖莊」突顯大地者的文化

意象 

圖 43「歸返，安居糖莊」突顯諸神與凡人者的文

化意象 

5.3「懷舊的旅程」糖鐵旅客的體驗意象與其品牌意象 

在現況意象中，深具文化、科技與美學價值的品牌意象者，首推台灣唯
一真正復駛的「346蒸氣小火車」，加上製糖工場外觀以及五分車整個機廠
軌道網路，此三者均為值得感受的場景，故以「懷舊的旅程」來涵括上述三
者之意象饗宴。經過清查，初步回到懷舊的旅程文化意象如圖 52所示，諸
如：懷舊旅程 1903年的台車、懷舊旅程 346的遠親、懷舊旅程 346廠內展
演與懷舊旅程出廠漫遊（圖 53）。 

5.4 澄明「品牌意象」文創商品展示與推廣意義 

上述三項意象規劃主要在形塑整體氛圍，雖屬於故事、感官的建設，但
與硬體建設應等量齊觀共同編織。整體氛圍可依超越的金色意象「歸返安居
糖莊」、歷史意象「純真的年代」社區意象與「懷舊的旅程」346鐵道廠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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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來呈現溪湖糖廠文化意象，透過三種系列氛圍來塑造她新一世紀的風華。 

文創作品者亦即海德格所謂的藝品，海德格所稱的藝術乃指「場域敞現
精神真理的表達物」。溪湖糖廠品牌意象文創作品藝品如圖 54所示，藉助文
創作品的推廣流傳，可以豐富遊憩的體驗，不僅藉展示設施及體驗活動來行
銷土木（鐵路）資產的美與人文感受，更進而啟動續接的文創作品設計，延
伸遊憩的回憶長度，提高附加價值來增加園區之收益。而更加肯定的是，亦
有所謂藉之能為促使海德格所催生之新時代的早日實現，來作一觸媒，以輔
助意識的內轉之推廣意義。 

 
 

圖 44歸返，安居糖莊  Letting-dwell at Sugar Refinery 

 

圖片中木造宿舍建造於 1920 年作為主管眷屬宿舍，座落於溪湖糖廠內。「安居糖莊」
希望呈現的是一種靜諡安逸、互通有無，充滿人情味的鄰里關係，雖然各司其職，
但卻和平、自由、快樂地共同生活著。就像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人，詩意地安居》
論述中所說；『安居，意即處於和平中，外于自由中，自由在其本質上保護一切。
安居的根本特徵就是這種保護，祂遍于安居的整個場域』。 

 

 
 

圖 45金色年代  The Golden Days 
遙望溪湖糖廠起伏的天空線，煙囪彷彿訴說著過往的金色年代—透露出製
糖業影響台灣經濟一甲子的風華。溪湖糖廠創建於 1919 年，由鹿港仕紳
辜顯榮將四所舊式糖廓合併設立大和製糖株式會社，次年與日本明治製糖
株式會社合併，定名溪湖製糖所，當時每日壓榨甘蔗 750 噸，戰後隸屬於
台灣糖業公司，改名為溪湖糖廠。 
 

  
圖 46 集蔗場  Sugar Cane Colle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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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糖廠 1973 年投資彰化大城海埔新生地，每日甘蔗壓榨量達 4000 噸，
產糖量曾為台糖各廠之首，甘蔗集中於集蔗場，再由糖鐵五分甘蔗車運往
製糖廠的構內車場，作者藉由攝影與繪圖希望保存文化遺跡與人文圖像。 
 

  
圖 47 土地公廟 Shrine of the Earth God 

 

 
福德正神是台灣民間信仰的神祉之─，讓信男信女心靈獲得安頓，這座土地
公廟奉祀於溪湖糖廠外的田野。土地公的正稱是「福德正神」，民間稱祂為
「土地公」。土地公職司社神，相當於村長或管區，負責考查聚落內人民的
言行、善惡。土地公守護聚落、家宅的平安，也是墓園的守護神，保佑農作
物豐收，人民婚喪喜慶也都要請示祂．土地公也被視為財神爺，商家在每月
農曆的初二、十六，都要準備水果或牲禮，燒金紙來祭拜土地公，祈求財源
廣進、生意興隆，稱之「作牙」。 
 

 
 

圖 48 溪湖糖廠司爐 Fireman at the Xihu Sugar Refinery 
溪湖糖廠 2002 年停止製糖，並於６月開辦觀光小火車活動．2006 年文建會
輔導再生計畫，並進行修復 346 蒸汽火車頭，於 2007 年底完成修復與復駛，
開始往「346 光音文化園區」轉型，採整體保存方式開放民眾參觀。圖片中
為司爐為 346 蒸汽小火車加煤的樣貌，這是屬於糖廠獨有的場所記憶，作
者希望藉由攝影與繪圖保存文化遺跡與人文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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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製作冰淇淋的女士 Ice Cream Maker 

 
在炎熱的仲夏裡，除了乘坐五分車感受一下懷舊旅程的氛圍之外，來一盒
香 Q 軟滑的冰淇淋是令人難忘的故鄉滋味，圖為溪湖糖廠製作冰淇淋的過
程，也是糖廠文化產業的一環，藉此文化意象創新，傳述地方故事場域精
神。 
 

 
 

圖 50 「純真的年代」社區的歷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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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純真年代」懷舊旅程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純真年代］懷舊旅程 
 
從這裡到那裏 

乘載著悲˙歡˙離˙合 
從過去到現在 

映照著陰˙晴˙圓˙缺 
五分車之旅 
傳遞著濃˙情˙蜜˙意 

生命，是一種純然的感動 
 

 

 
 

圖 52 體會懷舊的旅程的部份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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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懷舊五分車之旅  Remembering the Narrow-gauge Railway 

 

346 蒸汽小火車行經花隧道、鄉野彎道、舊濁水溪橋來到舊濁水溪旗站的甜

蜜旅程，全長約 3.5 公里，圖片中為 346 小火車行駛在彎道中的景緻，作者

藉由攝影與繪圖期望保存文化遺跡與人文圖像，凝視地方場域的歷史發展軸

線，希望文化意象不僅是旅行者的驚鴻一瞥。 
 

 
 

圖 54 溪湖糖廠品牌意象文創作品藝品 

 

六、三段故事的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 

6.1 三段故事的結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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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一開創新領域的初步嚐試，本文乃以標竿學習進行溪湖糖廠品牌意象

的製作，初步結論與建議如下： 

6.1.1 結論 

(一)1919年創建的溪湖糖廠，曾為台灣創造美麗的金色糖砂世界，而在戰後
嬰兒潮在糖廠出生的我們記憶中也是安居樂業生活的社區，曾是一詩意存
在場域。而今在德國哲人海德格所宣揚的「人，詩意地安居」帶動下，帶
動起我們在當年純真年代的詩意存在回應。而今本文以海德格所提示的以
「安居四元」（Dwelling in The Fourfold）紀錄糖廠場域與糖鐵五分車
意象，確實相當貼切。 

(二) 德國哲人海德格所宣揚的安居哲學為一新時代的典範，須更進一步精研，
可提供台灣一學習的機會，並推廣到相關領域上。 

(三) 日本文化首都京都嵯峨野觀光鐵道與梅小路蒸汽機關車館可作為觀光
運輸範例，亦可提供溪湖糖廠五分車場域參酌。 

 
6.2.2 建議 
在本文初步結論與成果下，初步建議如下： 
(一)本研究個案溪湖糖廠所提出的八款品牌文化意象(圖 38~47，49，51)，

雖尚待補充完整，但仍可提供溪湖糖廠作為五分車觀光運輸改善計畫之
參考。 

(二)溪湖糖廠活化再利用的歷程，是國人不斷摸索向前行的過程。建議進行    
   更多的標竿學習，並建議溪湖糖廠能進行相對完整的系統性意象清查與品

牌意象評選，以及研擬相配合的發展準則，以提供溪湖糖廠再生的規劃設
計施工營運參考，也希望此案例成為糖廠與糖鐵活化與再利用的新標竿。 

6.2 後續探索：當樂活場域與幸福場域相遇 
   本探索暫告一段落，展望不久的未來，除再探索樂活場域根基外，更進一

步探索人類社會幸福的根基，並進一步探索樂活場域與幸福場域的共同根
基與文化場域實驗場試行思維與做法。在這一方面，我們需碰觸的不只西
方樂活生活形態的生活形式，以及跟隨海德格重啟世界哲學回歸日常生活
世界，以及歸返上地神明與諸神的相互環繞中。我們終於回到人類社會的
最高價值與一般價值的分際與追求，而除與宗教神靈相處外，我們回到更
廣闊的生命信仰，試圖探索在文化場域中，一個如台灣如此具體的大島，
臺灣文化場域究竟如何找到幸福，那是一種場域演進辯證論的思考，我想
京都大學源自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的西田哲學學派與東京麗澤大學源自廣
池千久郎所發端的道德科學(Moralogy)，一起為東方社會所安頓的政府社
會與個人家庭的成長模式，將是台灣文化場域文化躍升中，值得進行標竿
學習之所，而這未竟的探索旅程，需再一次作者、溪湖糖廠與典範之間相
互學習與分享，那就等候新的時刻再探索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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