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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安
庄
伯
公
福
廠
是
每
年
美
濃

重
要
民
俗
︱
入
年
假
和
二
月
祭
的

祭
祀
場
域
。
福
廠
於
祭
典
前
搭
建

，
內
設
神
壇
供
奉
﹁
美
濃
暨
列
福

德
正
神
﹂
、
﹁
得
勝
公
爺
之
神
位

﹂
、
﹁
水
口
里
社
真
官
神
位
﹂
等

神
牌
，
後
由
福
首
們
引
領
八
音
團

和
伯
公
轎
，
迎
請
清
朝
瀰
濃
庄
各

伯
公
至
福
廠
內
奉
祀
，
待
儀
式
活

動
結
束
後
，
再
一
一
送
神
、
卸
壇

。
這
種
在
無
廟
、
無
神
的
空
間
，

因
歲
時
祭
儀
而
搭
建
祭
祀
空
間
進

行
祭
祀
的
民
俗
相
當
古
樸
。
據
研

究
指
出
，
福
廠
背
後
的
祭
祀
組
織

是
以
李
華
妹
為
管
理
人
的
﹁
福
德

爺
會
﹂
，
此
神
明
會
大
約
創
設
在

1
8
4
9
年
︵
清
道
光
2
9
年
︶

之
前
，
距
今
1
6
7
年
，
歷
史
相

當
悠
久
。

為
促
進
居
民
對
於
美
濃
歷
史
研

究
的
理
解
與
交
流
，
特
別
邀
請
高

師
大
歷
史
所
李
文
環
教
授
，
以
及

玉
謄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洪
仰
政
建
築

師
，
分
享
瀰
濃
永
安
庄
伯
公
祭
祀

空
間
研
究
調
查
的
階
段
性
成
果
，

以
凝
聚
在
地
文
化
的
保
存
共
識
，

共
同
延
續
庄
頭
中
綿
延
悠
久
、
最

為
重
要
的
歲
俗
節
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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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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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年
6
月
4

日
︵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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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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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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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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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進
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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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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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協
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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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教
授

14:00
｜

15:30

︽
文
化
空
間
工
作
坊
︾

永
安
福
廠
及
伯
公
屋
空

間
修
復
設
計
說
明
會

午
休
︵
午
餐
自
理
︶

洪
仰
政
/ 

玉
騰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主
持
人

每日扛木頭由門前經過的人，就有幾十，聽說從

光復以後便是如此。然而這只是這一隅所見，而別

的地方呢？合起各地的數目和年數，其所造成的災

害該有多麼大，是可以由四處採得精光的裸山看到

的。還有更明顯的例證─旱魃！由濫伐造成的風雨

的失調，將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那些人是否想到

了呢？

 ——鍾理和日記 1951.3.21

柚木連同鐵刀木、金雞納樹，都是日本殖民時期

在台灣林業發展的經濟樹種或戰略物資，種植的區

域約略以今日之美濃雙溪水底坪溪為界，以東屬於

殖民政府的「官林」，殖民政府在石門以下種植大

量的相思樹，石門後往上的山坡則種了鐵刀木、柚

木。世居大埤頭的耆老黃新勤說，不單是直向的筆

直，橫向的也筆直，就是像豆腐角一般整齊排列。

柚木在美濃當地稱為「船底樹」，屬家具建材

的優質材料而頗具經濟價值，在混凝土建材興起以

前，成了夥房、菸樓的桁樑建材。也因賣木頭的價

錢遠高於一般工資十倍以上，1945 後，日本撤離

台灣，山林管理呈現真空狀態，美濃廣興一帶，不

少居民因此鋌而走險到雙溪山谷中盜採國有林的柚

木，以改善窘困的經濟。從鍾理和短篇小說〈貧賤

夫妻〉描述其妻平妹也曾為了生計不惜入山盜採柚

木，因躲避警察追捕而跌倒於溪流受傷的情景可見

一斑。 

伐採柚木的範圍從美濃六秀坑、發誓坑，甚至

遠溯至杉林枋寮金興、六龜地區。世居九芎林燒炭

坑的耆老邱金榮回憶，村民通常從天亮之際出發，

腰間掛鋸子與柴刀，並用布巾繫上一大盒便當，循

小徑進入發誓坑後，先把便當藏好，找到適合的木

頭，扛回到發誓坑大概已過中午，這時先吃一半便

當，然後開始鋸木削皮，按照柚木大小進行修整，

再往外走到船頭附近，一邊等待天黑，一邊把剩下

的飯吃完，待山林課下班後，才背負柚木下山。 

柚木輕者 5、60 公斤、重者達近百公斤，揹柚

木是 4 ～ 5人的集體行動，通常沿原路而回。對於

如何躲避山林課追捕？廣興耆老鍾菊妹、柳樹塘耆

老溫富妹對此都有共同的回憶。她們說，揹木頭的

人從船頭石出來後，沿溪走到九芎林圳雙溪河的入

水口，利用水流將木頭帶至現今食水坑加水站附近

再去接。不僅省力，又能藉由涵管避開山林課的監

視。但是如果遇到林務警察緝捕，則須要翻越尖山

後方的稜線，沿著水底坪溪出山谷。假使在朝元寺

有人守衛，則須再次翻越稜線到擔水坑或伯公坑，

緣溪下行走大埤頭一帶回家。

這條柚木之道，戰後也成為見證台灣白色恐怖的

歷史小徑。1949 年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後，

懷抱理想主義的美濃青年如李旺輝等走向這條逃亡

之路晝伏夜出，躲藏潛行。他們奮不顧身投入歷史

大浪潮當中，以無悔的青春付出代價，為受壓迫的

台灣人民，尋找通往光明的新出路。 

總結柚木之道三個人文意義，一是見證了日本殖

民時期的林業經濟，二則鍾理和筆下堅強客家女性

特有生命韌性的文學場景，三為白色恐怖時期理想

青年的亡命山徑。（採訪整理：林吉洋、劉孝伸、

邱靜慧）

受訪者：黃新勤（1936 年生）、邱金榮（1930 年生）

          溫富妹（1939 年生）、鍾菊妹（1937 年生）

柚木之道—鍾理和文學場景

▲ 劉孝伸（右）訪談鍾菊妹伯母（左）。

▲ 竹頭角郡柚木造林地（圖片來源：林務局）。

屏東佳冬福廠至今仍堅持木造結構，由居民合力搭建。 美濃國中學生協助結壇。 今年永安庄伯公新年福由在地社團和學校共同協力完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