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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 61 海路漫行

海 eye 上台 61 線 
以海之名的幸福公路

台 61線是全臺最長的快速公路，沿著西海岸開闢。（王富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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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北起新北市八里區，南至臺南市七股區，全長約 308 公里。
全程緊貼著海岸線，臺灣海峽的波光潾潾，一路相伴。
打破了以往以陸地為重心，對海洋則保持防堵的姿態。
低打擾、低破壞、低侵犯，與沿岸生態保持微溫小距離。為的是讓人們擁有行的方便，然後重新與海洋立

約—找回昔時先民以海洋為中介的開拓精神。
來吧，重新認識它，擁抱它，這屬於我們的海。

臺灣唯一全程臨海的快速道路
台 61 線於民國 80 年核定，歷時將近三十年的建造。由於道路途中無需繳交通行費，被定位成疏運國道車潮

的替代道路，也完整了西部濱海的路網。從臺灣的地理環境來看，台 61 線更是臺灣唯一全程臨海的快速道路，
沿途可以欣賞西部濱海的特殊景致。 

臺灣西部沿海地區原有台 15 線及台 17 線兩條公路，但彼此並未銜接，運能不足。為改善西部濱海路況，政
府因此著手開闢台 61 線。公路自新北市八里起，縱向串連了桃園、新竹縣市、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義，
以及臺南共 10 個縣市，打通了海線的交通動脈。不僅拉進了人們與海的距離，也讓被時光凝結的海濱之鄉，一
個個如珍寶般被世人相傳探訪。

從古地圖的視角感受土地
由於昔日長期禁止海域活動與忽略海洋教育的結果，使得臺灣並未建構起所謂的親海文化，海濱長期被視為

邊際土地。被大海環抱的臺灣人，對海洋卻是如此陌生，關係是如此疏離。因此這一條濱臨著臺灣海峽的海洋
公路，正是讓人直接迎向無垠大海的浩瀚之美，與感受海線人為幸福生計堅忍卓絕的打拚精神。

回溯十六、十七世紀，西方人探索東亞時所繪的地圖，即見當時從海上看往臺灣西海岸陸地的繪製視角。而
採中國傳統山水技法繪製的「康熙臺灣輿圖」，則以左右橫長的觀看方式及符號寫實地描繪當時的風俗與人文
景觀。不僅顯現過去海陸交通網絡形塑的文化特質，也見證沿海地區的發展開端及先民與海的密切關係。時至
今日，西濱地區代表臺灣漢人與移民文化抵達臺灣的起源，台 61 線正是串起這些文化節點的重要軸線。

尊重生態與地景的公路思維
台 61 線在興建過程中見證了臺灣近代的社會變遷。隨著環境意識提升，台 61 線在硬體建設的基礎上，也加

入了注重臺灣西部臨海生態地景及歷史文化的軟體思維。
公路規劃時會考慮現地原有環境，進行不同工法的調整。在彰化濱海路段，便設置隔音牆、收斂型路燈，避

免夜間車輛燈光噪音干擾潮間帶候鳥，更會在候鳥度冬期間暫停施工。在南部路段，也回應公共工程節能減碳

「康熙臺灣輿圖」正是台 61 線接駁過去和未來的基礎。
（國家重要古物／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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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流量少又有海天美景相伴，夕照與夜色更是醉人，讓台 61 線成為旅人們喜愛的兜風路線。（張原瑋／攝）

公路沿線連結了海洋與陸地的美景，親海是如此便利。（李志威／攝） 西濱沿線是觀察濕地生態的最佳地點。（林建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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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落實減碳策略，嘗試平衡便利交通與自然生態兩種價值，以彰顯公路建設與環境價值嘗試取得平衡的
永續精神。

這條以大海為名的快速道路，串聯起沿線迤邐的美景祕境，呵護著蓬勃盎然的近海濕地生態，連結著一處處
人情味小鎮與產業風貌，更承載著海線人南來北往的踏實築夢。

台 61 線，以海之名，幸福持續……

台 61 線的橋梁簡化造型設計，美觀也大幅提升。（沈鈾／攝） 臨近生態棲息地的橋梁以加大跨距的設計，降低對環境生態的衝擊。（王富生／攝）

連綿的白色風力發電風車景觀，已成西濱快速公路的一大特色。（鄭維棕／攝）



王富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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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局長／陳彥伯

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自民國 74 年被政府列
為十四項重大建設計畫之一，興建過程中，因為經
過許多國家級的濕地、生態保育及考古遺址，因此
工程的困難度相當高。

沿線珍貴生態與考古遺址多，興建過程難度很高
興建過程中，前期由於預算有限，加上民意要求

與用地取得困難，且有平交路口及斷鏈，因此以分
段通車為主軸。後期配合國家擴大內需政策，執行
第二期計畫後，才與國道、東西向快速公路建構西
部地區完整路網。另外，由於目前有些路段通車已
十餘年，大型貨車行駛頻繁，造成新舊路面品質不
均。因此，公路總局也需在全線通車前，逐一檢視
沿線老舊的交通工程設施，以及路面的改善，讓西
濱快速公路達成全線的一致化及標準化，提供用路
人一個安全與舒服的開車環境。  

另外，西濱快速公路興建中，工程單位也陸續面
臨其他不少挑戰，包括：

一、生態敏感區域
從員林大排至西濱大橋路段，該路段屬生態敏感

區域；而八棟寮至九塊厝路段，因穿越臺江國家公
園，南臺灣宜人氣候哺育著七股豐富的濕地生態，

兩路段自然景觀、鳥類生態、文史資源，皆因工程
施工可能影響或改變生態與環境，面臨相關環境保
育質疑。

二、考古遺址探查與搶救
八棟寮至九塊厝路段，路線跨越臺江國家公園，

橋墩坐落於古代臺江內海水道上，疑似存在水下遺
址或古代沉船文化資產。另外，白沙屯至南通灣路
段附近區域已發現有：新埔遺址、白沙屯過港遺址、
四窩遺址、店子窩遺址及內湖島遺址共五處遺址。
其中店子窩遺址因位於路權範圍內，已於施工前辦
理遺址試掘及搶救發掘工作。

三、現場施工執行困難
 觀音至鳳岡路段新建的鳳鼻隧道，全線為軍方靶

場射擊演習區，隧道工區演習時由軍方進行管制，
施工人員、機具需撤離工區無法施工，演習停工約
占施工日 41%。

四、民眾抗爭用地徵收
大甲大安路段十年前地方民眾抗議高架化，不利

在地經濟發展，該路段因此將高架改為平面道路。
通車後卻因肇事率高、死傷車禍不斷，在當地民意

化不可能為雙贏的台 61

七股溪橋臨近重要生態保育及文化考古區，因此在橋梁設計及施工上必須
力求降低對環境的影響。（王富生／攝）

八棟寮至九塊厝路段在水域施工時，特別聘請水下考古專家監看，以保護
文化資產。（西濱南區臨時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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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下又改回高架道路。

人為開發有界限，維護珍貴的環境教育場域
由於台 61 線途經許多西部沿海的重要濕地，是許

多保育物種的生長環境，同時也緊鄰著候鳥棲息地
和遷徙路線，例如每年至臺度冬的黑面琵鷺約占全
球族群的56%。考量車速、燈光及噪音的影響，公
路總局努力嘗試做出對環境友善的路線調整，在不
影響沿海居民生活的狀況下，向陸地內縮，並加裝
避免候鳥誤入車道的防護措施，有效降低對候鳥生
態的衝擊。台 61 線成為西部建成環境與自然環境的
交界，讓人為的開發有了界線，同時也作為人與自
然之間溝通的媒介，讓沿海的生態環境成為最豐富
的環境教育場域，告訴大眾有如此多的瑰寶值得我
們親臨去發現和學習。

白沙屯至南通灣路段，也設置了高架橋面的生物
廊道，供野生動物安全通行，避免陸域動物生態棲
地切割。為維護芳苑大城海岸生物多樣性，平面側
車道每隔一範圍設置貫通路權兩側之小型生物通道，
以利生物移動交流。

至於芳苑至大城鄉路段，施工因應度冬候鳥等保
育類生物，於度冬時期部分路段禁止機具分貝聲大
的工項施工，並加強監測頻率及生態教育訓練。此
外，在鳥類敏感區，施工期及營運期於路段前後設
置禁止鳴按喇叭告示牌，以降低對鳥類活動之干擾。
員林大排至西濱大橋路段，為避開紅樹林潮間帶及
候鳥過冬濱海生態區域，將路線往內陸偏移 200 至
300 公尺，創造生態與交通建設雙贏。

經過工程單位的努力，研究報告也指出，員林大
排至西濱大橋路路段施工前後及營運期間的環境監
測顯示：陸鳥種類沒有減少趨勢。而王功橋、永興
橋與西港橋水域，蝦蟹魚貝類、水生昆蟲的生態種
類與數量，變動也不大。

至於考古遺址保存方面，在八棟寮至九塊厝路段，
為避免水域施工破壞可能存在的沈船遺跡，施工前特
別聘請符合文資法規定的水下考古專家和團隊，進行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並在施工期間進行施工監看。

而店子窩遺址搶救發掘，也委託專家教授進行試
掘計畫，在工區內橋墩共五墩，進行遺址搶救發掘
與保存。更與在地文化有約，開放學生至遺址參訪，

達成文化資產永續的教育意義。

落實工程減碳， 
獲得「全球道路成就獎」環境減輕類首獎

台 61 線在興建過程中，努力取得工程與環境的
平衡與雙贏，西濱工程落實工程排碳評估與減碳是
其公路品牌的一大特色。公路更以「八棟寮至九塊
厝工程碳管理及環境減輕策略」榮獲國際道路協會
（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 IRF） 全 球 唯
一 的 2019 年「 全 球 道 路 成 就 獎 」（Global Road 
Achievement Awards, GRAA）環境減輕類首獎。

 這次的獲獎工程從規劃設計階段便導入環境減輕
措施，如綠化植披、地下水入滲、既有紅樹林保護
與棲地補償等。公路總局也分析不同設計對碳排放
的影響，再配合交通量的轉移、樹木與植披的種植，
可減少約 164 座大安森林公園年吸附量，發揮減碳
最大效益，同時，公路總局從 2012 年開始推動道路
工程碳管理工作，而西濱快速公路八棟寮至九塊厝
路段，正是第一個進行碳管理、盤查，及取得碳足
跡查證聲明書的工程。

台 61 線在興建過程中見證了臺灣近代的社會變
遷。隨著環境意識提升，在硬體建設的基礎上，也
加入了注重臨海生態地景及歷史文化的軟體思維，
展現了公路建設與環境價值嘗試取得平衡的永續精
神。而西濱快速公路完成後，路線連接西部沿海重
要港口、工業區、觀光休憩景點等，且為不收費的
快速道路。因此可預期成成為與國 1 及國 3 的替代
道路，有效疏解車流，成為臺灣第三條活絡經濟、
發展觀光的重要城際運輸幹道。

台 61 線八棟寮至九塊厝路段榮獲 2019 年全球唯一「全球道路成就獎」
中的環境減輕類首獎。（西濱南區臨時工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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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 信仰文化 
海線人們的心靈寄託

台 61 線緊貼著海岸線，海洋該餵飽多少人
家呀。只是海也是無情的，討海人又怎麼
能與巨浪拚搏？莫不過期待媽祖婆的神庥
庇護……大甲鎮瀾宮、鹿港天后宮，鼎盛
香火裡，該承載著多少虔誠的祈願哪！
西南沿海則聚集了許多王爺廟，同樣也是
台 61 線獨具一格的人文風光。

媽祖是西海岸人民的守護神，台 61 沿線布滿大大小小的媽祖廟。（林建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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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的媽祖婆
臺灣墾民將臺灣海峽稱之為「黑水溝」，跨越黑水溝

能否迎來離鄉背井所欲獲得的溫飽？一切都未知未定。
但早期墾民實在太需要心靈的慰藉了，於是把家鄉信仰
的神祇也給迎了來。

趙翼在《陔餘叢考》即這麼記載：「臺灣往來，神蹟
尤著，土人呼神為媽祖，倘遇風浪危急，呼媽祖則神披
髮而來，恐嵇時刻。」

媽祖不只維繫著對原鄉濃烈的思念；同時還是這群剽
悍漢子在黑水溝載浮載沈之際，最及時可靠的幫助。在
這樣海洋女神的信仰基礎上，供奉媽祖之廟宇，如鑲嵌
之明珠般，散落於台 61 線旁。

竹南龍鳳宮
位於苗栗縣竹南鎮內，創建於清道光 16 年。
龍鳳宮一直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也是竹南的地標，

更與當地的中港慈裕宮合稱為「內外媽祖」。媽祖廟宇
向來每年都會舉辦遶境活動，以巡視轄區是否一切平安
順利。「內外媽祖」的遶境，曾經停辦了 22 年，到了
2019 年才復開始遶境，對所管轄的 53 庄一一巡視。遶

竹南龍鳳宮有著世界最大的媽祖神像，相當醒目。（鄭維棕／攝）

大甲鎮瀾宮是全臺媽祖信仰的重鎮。（鄭維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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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時，隊伍來自社會各階層，人們帶著還願、祈福
的目的踴躍參與。

 這裡有著全世界最高大的媽祖神像，高達 45 公
尺，從台 61 線上遠遠即可望見慈眉善目的媽祖，庇
護著往來的人們。

龍鳳宮一旁即是龍鳳漁港，漁港最多的，便是平
價且又新鮮的海鮮快炒、汆燙；吃得一頓飽之後，
再到附近的跨海大橋走一走，吹吹風，或許多少可
以忖想早期先民奉迎媽祖來臺時，那迫切需要被平
撫的焦慮與不安。

白沙屯拱天宮
位於苗栗縣通霄鎮，於清朝同治 2 年創建。
宮廟離海極近，是由白沙屯的漁民共同籌資興建

的。除了香火鼎盛之外，每年一次的「白沙屯媽祖
往北港徒步進香」活動，已經持續近兩百年。進香
路程來回 400 公里左右，沒有固定路線，整個行程
都由白沙屯媽祖當時的旨意決定。神轎會臨時停下
來安慰某一個哭泣之母親，或轉個彎突然回頭前往
醫院探病，為患者們加油打氣等。看似意外而突兀

的舉動，都顯示出媽祖的貼心關切；這些都被信徒
津津樂道，也堅信其靈驗。

拱天宮的徒步進香活動，長達 10 天 9 夜，且每年
報名人次屢創新高。信徒們迎請媽祖前往外地寺廟
拜會，與其他神明交陪、捻香或禮貌性的參訪。隨
行信眾特稱為「香丁腳」。香丁腳一詞，源起於早
年農村社會，有能力參與進香的，大多是家境允許
的家族。各家會派出家中最強壯、身體最魁梧的壯
丁，來擔負起進香的重任。途中不只要協助接替扛
抬神轎或頭旗等。連在夜間行進的時候，也要追著
馬前鑼的鑼聲，緊緊跟著神轎前行，非常具有古早
味與宗教涵蘊。發展到現在，只要能夠完成全程或
半程（單程）的「香丁腳」，都可獲得拱天宮製作
的錦旗，用來彰顯追隨媽祖的精神與毅力。

拱天宮附近有秋茂園、臺鹽通霄精鹽廠觀光工廠，
以及過港舊隧道、海角樂園、過港貝化石層、好望角
等。還有很多不起眼的店面，簡單炒麵、黑白切……
卻都是動輒已經超過 4、50 年的道地「老店」，賣
的就是口碑，還有一試成主顧的回「吃」率。

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為全臺距離最長的進香活動。（林建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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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屯媽祖進香時，不論男女、種族，均可參與扛轎。（林建豐／攝）

達人帶路
採訪團隊在世居竹南鎮
的劉坤瑝先生的導引下，
登上他臨近龍鳯宮的自宅屋頂，果然臺灣海峽的潾
潾波光，與壯闊的台 61 線盡收眼底，還有龍鳳漁
港錯落的漁船，在海風吹拂下，也彷彿規律地輕輕
擺盪著。一般遊客登上龍鳳宮媽祖神像的最頂部
（約 12 樓高），也能擁有同樣的遼闊美景。

在神輿的隊伍中，常見乩童的身影。 
（林建豐／攝）

隨行的「香丁腳」要協助接替扛神轎或頭旗。
（林建豐／攝）

進香時，媽祖的首席護駕千里眼及順風耳也會隨侍在鑾轎旁。
（林建豐／攝）

信眾浩蕩的隊伍可見信仰的力量，也是西濱住民們的心靈寄託。 
（林建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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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鎮瀾宮
位於臺中市大甲區，創建於清乾隆 35 年，至今已有

兩百多年歷史。
每年農曆三月初，各地信徒便開始「搶搶滾」，

自發性組成進香團。追隨著鎮瀾宮媽祖，到嘉義新
港奉天宮遶境進香。而這長達 8 天 7 夜的徒步參拜，
事實上正是先民們墾拓的路徑；而過程中繁複的祭
祀儀典，非常具有原生性，也都是媽祖信仰在地發
展的珍貴文化資產。另外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每
一年進香活動的規模會不斷地擴大？不也在反映民
間信仰與臺灣社會的同步變遷嗎？大甲媽祖的進香
遶境活動，已經被 Discovery Channel 評價為世界
三大宗教盛事之一；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是
「世界非物質活的文化遺產」。

參訪鎮瀾宮，除了不可錯過的遶境活動之外，順
便也可到大甲鐵砧山、后里馬場等景點觀光。周圍
美味小吃，更叫人吃起來也顧不得形象了。

鹿港新舊天后宮
鹿港天后宮位於鹿港鎮內，於明萬曆元年創建。
由於早年鹿港為天然港，與中國商貿往來頻繁。

為求航海安全，是以信眾對媽祖崇祀極為重視。加
之文化薈萃，寺廟裡所有建築，一梁一柱、木雕、
石雕、彩繪均出自於名匠手藝。目前已被列入國定
古蹟。是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媽祖廟之一。

這裡也是全臺唯一奉祠湄洲祖廟開基媽的廟宇，
分靈分香出祖的達兩千餘座，信徒遍布全臺灣，終

年香客絡繹不絕。
這座位於中山路的天后宮，是由民間發起的，又

稱為「舊祖宮」。想當然耳，有舊的，自然有新的，
而「新祖宮」則是由官方興建的。「聽說」起建新
廟宇之後，媽祖不想搬家，於是形成了目前新舊天
后宮並立的模樣。新祖宮是乾隆皇帝平定林爽文之
亂後，特命官方興建，擁有全臺少有官道。立著「文
武官員至此下馬」碑，所有文武官員來臺就職，都
需要前來朝見，極顯媽祖之神威浩蕩。

每逢媽祖聖誕農曆一月至三月的進香旺季，鹿港
小鎮便一片人聲鼎沸，彷若又活了過來，回到昔時
曾經有過的繁華。

西螺福興宮
於乾隆 25 年間（西元 1760 年），由閩籍移民所

奉祠，位於西螺鎮內。
又稱「太平媽」，主掌雨水與米穀豐收。由於關

係到業戶是否獲利，因此，業戶們都積極參與廟宇
捐修活動，並藉此凝聚佃戶們的向心力、進行管理。

在這裡，村民們於正月與秋收之後，都有請「太
平媽」到村莊作客的習俗，俗稱「謝平安」。而太
平媽出巡，則稱為「太平媽巡田水」，是全臺唯一
在農曆 9 月農作物收成後，舉行的出巡遶境活動。
路線不同於一般宗教慶典的單點式往返。而是具有
濃厚的在地特色。「巡田水」這三個字，也可以忖
思人們與媽祖的關係：想想看，太平媽可是每一分
稻田、每一條田梗都仔細看過呢，西螺米又怎麼會

鹿港的百年香舖見證了當地千帆雲集、香火鼎盛
的繁華歷史。（鄭維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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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天后宮至今將近四百年歷史，為國定古蹟。（鄭維棕／攝）

新祖宮為清官方所建的天后宮，現貌為民國 59 年全面重修。（李志威／攝）

大甲鎮瀾宮全年香火鼎盛，信徒絡繹不絕。（鄭維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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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豐收呀？
因著酬神活動的進行，也衍生出各式民俗文化活

動。布袋戲即是其中之一，新興閣鍾任壁、五洲園
黃海岱家族，都是由西螺發展出來。

西濱沿線的王爺信仰
與瘟疫、死亡連結的王爺信仰；正反映出墾拓社

會的原型與幽微心理……
臺灣民間信仰，有將男性神明統一以「王爺」來

尊稱的傾向。因而有「大仙王爺公，細仙王爺囝」
這句俗語出現。王爺，正是除土地公之外，臺灣廟
宇供奉最多的神祇。

廟宇供奉的王爺，以「李池吳朱范」這五姓最多，
常常五位一體，合稱「五府千歲」。如果單獨供奉
的一、二位的，也可稱為「二王爺廟」「三王爺宮」
等。

到底王爺信仰如何發展形成？成書於清朝乾隆年間

香火鼎盛的新豐池和宮奉祀池府王爺，是全台王爺信仰的重鎮。由於
附近還有紅毛港遊憩區、新豐紅樹林等景點，亦是台 61 線旁重要的休
憩景區。（李志威／攝）

西螺福興宮的太平媽，是臺灣唯一在秋季舉行的媽祖遶境活動。（林建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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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府志》，曽經提到瘟神來到陳永華宅第，預
告了鄭氏將亡之事：「辛酉年，疫。先是，有神曰天
行使者來居陳永華宅，永華與相酬接。自是，鄭之主
臣眷屬凋喪殆盡。」

之後連橫提出了王爺是庶民為紀念鄭成功而隱誨
祭祀的看法。至於劉枝萬則認為王爺是瘟神。林美
容指稱是由「三百六十進士死於非命」為主所發展
出來的系統。

前述的各種看法，某種程度都與「死亡」掛勾，
也連結著可能會導致集體死亡的瘟疫。明顯與臺灣
墾拓社會發展以及被稱為「瘴疫之地」的歷史有關。
為了讓疫病遠離、有請王爺把疫病押解走、以保境
內平安，隨之發展出了：平安祭與燒王船、建醮等
文化習俗。

目前王爺廟大多集中在西南沿海。被《米其林臺
灣綠色指南》評鑑為三星級景點—南鯤鯓代天府，
主祀五府千歲，分靈廟遍及海內外，總數超過兩萬
座。擁有「臺灣第一府」「王爺總廟」美稱；廟宇
本身也是國定古蹟。

嘉義布袋新塭嘉應廟，每年農曆 3 月 27 日，共有

20 王「客王」聚集在布袋鎮新塭外海一艘無形的王
船上，王船順著海水漲潮進入新塭漁港作客；然後
嘉應廟供奉的尹王爺和九龍三公也會盡地主之誼的，
也會有數十頂神轎衝下水來迎接，「衝水路，迎客
王」。

布袋鎮過溝的建德宮，每年農曆 6 月最後 3 天，
會展開火燈夜巡。以安營、夜巡，來保護境內平安，
不再有無辜或意外死亡。早期沒有路燈，所以居民
都會拿著火把進行，這是布袋鎮過溝地區特有的民
俗活動，已經被嘉義市政府指定為重要的文化資產。

還有臺南將軍苓仔寮保濟宮，早期這裡以木造房
子為主，加上製造棉被業極為興盛，易生火災。因
而在保濟宮池王爺的指示下，舉辦送火科儀。固定
在每年農曆冬至的前一晚舉行，已經延續超過 130
年之久。家戶貼「水符」以鎮火，沿途店家住戶和
路燈都必須關燈，避免火鬼因為燈光而被吸引回來。

另外像新竹南寮代天府，主祀五府王爺，也已經
都超過 50 年歷史；還有新竹新豐池和宮，主祀池府
王爺，興建於清朝道光年間，儘管歷經了歲月的洗
滌，仍然屹立，領受信徒們不住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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