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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在公路總局所轄管的公路中，台8線中橫公路是我最想行旅的路線之

一。除了太魯閣峽谷雄偉壯麗的景色名聞國內外，更強烈的印象來自當年

政府率領榮民弟兄胼手胝足開拓中橫公路的艱辛歷程，以及，國家科技防

災中心201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颱風對山區省道之致災風險值（1990–2007

年）以台8線公路之88%為最高，高致災風險值，突顯這條山區公路養護

之難度。就在今年10月7日，台8線中橫公路東段在178.5K燕子口附近，

無風無雨一場突如其來的崩坍，造成公路阻斷。電視新聞輪番播放邊坡崩

塌過程的紀錄影像令人觸目驚心；而不時收到同仁傳來的路況簡訊，每一

則都讓遠在180公里外的我們，揪著、懸著的心，直到獲知恢復安全通行

的那一刻才放下。從築路到養路，逾50年的時間縱深中，先後公路人持續

為這條路在打拼，路不僅承載了腳步，更傳承了責任與使命。

公路總局在民國百年選了數條省道─台1線、台9線《相邀，來去台

9—山海相隨的475公里》、台7甲線中橫支線及台8線中橫公路等，委請專

家學者由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紀錄各該公路的特色。而台8線中部橫貫公

路從民國40年的初勘、45年的開工、49年的完工通車至今已有五十餘年

的歷史，尤其隨著時代的變遷，中橫公路的故事更具歷史價值，在這條公路

上所發生的種種動人故事，宛如大時代下的紀錄片，而你我都可以在其中

找到似曾相識的記憶。施工期間懷抱使命的公路人有施工時的執著、堅忍

和人定勝天的毅力，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的榮民弟兄有著對故鄉的思念情

懷，來自四面八方的施工人員與在地人產生生命共同體情感的相知相惜，

以及更多不同環境背景的築路人，共同編織出令人動容的故事。而完工後

的中橫公路，道路養護與時俱進，中橫公路除了壯麗景觀與交通功能外，

更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而今，由於自然災害的變化莫測與賞景人潮的持續

增加，對公路人而言，如何傳承中橫公路的傳奇則是一項新的考驗與試煉。





本書作者李瑞宗教授為本書安立「天命行腳」之名，藉由此書使五十

餘年前一群或許名字早已被遺忘的築路人與這條公路之間的生命故事躍然

紙上，重回人們心中。論語為政篇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五十知天命固然是孔老夫

子自況其生，又同時勸誡不違背自然法則之論，在民國百年中橫公路完成

通車五十又一載之際，證諸公路總局不再強調以因應交通量的改善為工程

建設目標，而以工程減量、道路養護、路容景觀、安全防護及交通管理為

主的作為，已然不謀而合，實雖不中亦不遠矣。

值此跨越民國百年之際，深深期盼今日公路人，「把路養好，把橋顧

好」，在造橋鋪路之時，除工程技術的提升之外放進更多的「同理心」，為

用路人提供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更與有情眾生善結「心路情緣」。

百年交通，臺灣路好行。愛臺灣，從路開始。

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





處長序

歲月雖如梭，但總會在不經意的剎那留下永恆，在偶然中寫下歷史。

中橫公路於民國45年7月7日開工，49年5月9日舉行通車典禮。彷彿

昨日，歷歷浮現，由公路局的菁英所帶領來自各地的軍人、榮民、民工、

職訓、青年，這些築路前輩們，他們用汗水，血淚共同寫下中部橫貫公路

的精彩回憶。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一鋤一鏟以手工打造出貫穿中央山

脈，聯結東西部的交通要道，也將那令世人驚豔，美景天成的太魯閣自然

仙境，渡化人間，迎向國際，成為世界級的旅遊勝地。

走過50個年頭的中橫公路，正昂首邁向另一個50，岩壁上公路前輩所

留下人工鑿刻的築路痕跡，還在默默的傾訴著過往歲月，公路上的橋梁、

隧道、斷崖峭壁、蜿蜒曲折的道路，仍然負責任的執行它永遠的承諾─

「服務用路人，一路順暢」，而那些陪伴著公路前輩渡過手工築路艱苦歲月

的夥伴─圓鍬、十字鎬、鋤頭則已功成身退，懸掛在本處「後山公路文物

館」的展區上，驕傲的向世人細訴它昔日的英雄事蹟。

伴隨著歲月的成長，台8線中橫公路，在公路人持續的努力用心呵護

下茁壯，它已蛻變為兼具美麗外表及安全取向的景觀道路，更是東部地區

最重要的國際觀光景點，讓絡繹不絕的國內外遊客，驚異連連，讚詠大自

然的神奇，尤以中橫公路東段的懸崖峭壁更是國際級美景，沿線之所以壯

觀挺拔，是出露之岩層表面經過長年的地殼運動產生風化裂解，自然剝離

及大小坍方、落石，造就了今日壯麗的地質景觀，中橫公路於民國45年

定線後，公路人就已準備好接受長期挑戰；近年來公路防災管理工作，已

昇華至學習與大自然共處，行車安全與民眾便利如何取得平衡點，適時封

橋、封路已是公路養護不可忽視的課題。當遊客正在享受名譽海內外，鬼

斧神工的大自然傑作，而公路弟兄們所面對的是山區道路，窮山惡水且艱

鉅的養護工作，美麗與哀愁，真是一個地點二樣心情。





中橫公路已走過半個世紀，在此行腳無數的海內外遊客，已印證它

立下的不朽豐功偉業，公路上每個景點、橋梁、隧道、彎道，都有著它自

已的故事；長春祠內奉祠的築路英靈、靳珩公園靳珩段長的殉難事蹟，他

們為中橫公路付出生命，讓生命的價值無窮。今天大家都知道中橫公路

之美，當大家在享受前人餘蔭的同時，為彰顯公路前輩的堅苦卓絕犧牲奉

獻，我們將塵封許久的老照片、老檔案、老故事再一次串聯，重新擦亮築

路歲月的光環；昔日的點滴，需要推手轉化成今日的回憶，小故事內有血、

有淚、有無奈、有熱忱，深藏著多少情感交織，勾勒出築路闢建的辛酸與

喜悅，公路人蓽路藍縷之築路精神與風範，更是我們所要傳承與堅持的。

公路前輩們，不論他們來自何方、所為何來，卻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催

生中橫公路從無到有，從有到永續；今天當我們走訪中橫之際，如果回想

到開山闢路時，在荒嶺野地、懸壁深谷中工作的築路人，那樣的情境，如

何不令人動容，撥動起我們內心的激動與感動，我們真的懷念他們，讓我

們將這些記憶，重新寫入，成為我們大家共同的回憶。

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處長





前　言

記憶，有可能失憶。

曾經是鮮明的記憶，有可能突然失憶，那麼，藉著別人的回憶來享受它吧。

真巧，中橫公路修築的那段歲月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我出生於1957年2

月，中橫公路開工方始半年，完工的1960年5月，我才是3歲學語的小孩。能有

機會撰述此事，我其實也在細數自己走過的腳步，還有一路相隨的臺灣社會動態

與變貌。

2011年6月，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的後山公路文物館開幕，我亦受邀

觀禮。典禮上，毛治國部長致詞之前，先向台下的公路局前輩陳精微先生表示敬

意，說他大學時代就讀過陳先生撰寫的《高速公路之設計》專業技術書籍。這是

我第一次看到陳先生，他同時帶來一本中橫公路的老相簿，如實記錄許多過往風

景、施工細節、個人的生活片段，許多都是未曾見過的。陳精微當年拍攝的照片

令人動容與激賞，我一邊翻閱，一邊內心澎湃，不斷想像當年那段闢路築橋的日

子，那麼逼近，那麼栩栩如真。這段機緣的延伸，還得要靠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

工程處人事室魏家民主任的熱心支持，他為此奔走，向張運鴻處長力薦，蒙公路

總局的審議通過，終於有此書的誕生。

我對中橫公路的無名嚮往與熱力，早已蘊蓄十年。雖然竭盡所能蒐集資料，

也勤於實地勘查，但一直沒有令我動心的地方。所能讀到的資訊，不是勞苦功高

的榮民弟兄，就是堅苦卓絕的工程成就，不然就是勤於探視的蔣經國先生，還有

政府的英明政策。因著這次與陳先生的結識過程，捻亮了中橫公路的許多明燈，

透過參與者的回憶，如同一座座隧道與橋梁，在空虛的地圖上跨越溪谷且清楚串

接了。所以，這本中橫公路著作不只試圖揭示當年的施工艱鉅，我更關注參與者

內心的惶惑與不安，身處荒山絕地的無奈，他們家人的無助感受與悲苦體驗。這





些關注與寬容，才是本書的著力之處，才是中橫公路的生命所在。

也許是這股專注與熱誠，感動了地神與山神，陳精微先生幫我連繫了魏建

為、吳繼伯、羅仕崑等先生得以進行多次的訪談。這些可愛的老先生總認為中橫

公路已經講完了，隔一段時間我又帶來一堆問題考問他們。陳精微先生又介紹林

多幸女士讓我認識，她是陳廉泉段長的妻子，對這條公路有著一生的感謝。魏建

為介紹我與于家駒先生認識，得以詳細請益。此外，邵仁光、蘇鶴壽、趙世治等

諸位公路局前輩，他們拿出私人珍惜的照片，與我分享築路的心情。蘇鶴壽先生

告訴我于寶楞的電話，胡玉娟小姐幫我找到林水波的地址，陳營富課長幫我聯繫

到林澄燦，每個人都對這本書寄予厚望。加上公路總局陸續徵集的老舊相簿，國

立臺灣大學珍藏的狄寶賽相簿，這些都使本書在影像廣度與內容深度益顯不凡。

國史館的公文檔案、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央社的文字與影像紀錄，呈現了更清

楚明朗的細節。遍尋文獻的過程中，我還要特別感謝三個人曾經協助我，他們是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洪淑芬編審、公路總局圖書室馬千惠小姐、洛韶工務段林登

茂先生，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書不會這麼周延完備。

最後，承三位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增補了許多我忽略的地方，在此表示由

衷的謝意，他們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蔡龍保助理教授、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曾偉宏處長、花蓮文史專家葉日松先生。另外，臺灣大學張祖亮教授總是對我的

研究提供意想不到的協助，他幫忙找到榮民與罪犯，訴說不同的觀點與際遇。來

臺大念書的馬來西亞僑生盧友義，一人打完這本書的手稿，謝謝他。塵封了五十

年，也許真的是機緣到了，它們首次與國人見面，道不盡的苦樂人生亦含蘊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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