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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客百年 轉動的城市記憶
本文節錄豐原客運《轉動的城市記憶  豐原客運 100 周年紀念專刊》  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整理

　　在經濟尚未發達的年代，私人運具，汽車算是生活奢侈品，公路的公共運輸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今年是豐原客運行駛一百週年，提到豐原客運，想必是每位豐原人及大山城居民生活與成長記憶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會特別拜訪豐原客運總經理賴元良先生、羅乙棋經理，述說有關百年豐客的故
事、分享珍藏的歷史照片。

豐客百年 從那一年說起

　　食衣住行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豐原客運

源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對交通運

輸需求迫切，地方上開始出現小規模客運經營，

1920 年 ( 民國 9 年 ) 左右，各地有識之士相率

集資購車，成立公司，以路線區分共有五家業

者，分別是共榮自動車合資會社、近藤自動車

運輸株式會社、明星自動車株式會社、金豐自

動車株式會社、老松自動車株式會社等五間業

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日本政府投入大

量物資，導致汽油、輪胎、零件等資材缺乏，

1942 年 ( 民國 31 年 ) 日本政府強令五間會社合

併，並以《近藤》為軸心，成立豐原乘合自動

車株式會社，這也是豐原客運公司的前身，合

併初期臺籍股東有 8 人勝於日籍股東的 5 人，

但卻是由近藤右太郎擔任取締役社長 ( 董事長 )，

管理高層也都是日籍人士，本土人才受盡排擠。

　　當時約有百名員工，48 輛客車，路線以豐

原為中心，到臺中、大甲、清水、東勢、大雅

等地，另有臺中到大坑、東勢到明治 ( 谷關 )、

水底寮、卓蘭等 9 條路線，服務範圍遍及山海

區及城市，期間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物資缺

乏，配給汽油不足，而將車輛改造，以木炭作

為主要動力來源，藉由燃燒木炭產生一氧化碳，



再以風鼓推動產生動力，當時客車不大，馬力

少，把木炭添滿足夠豐原到東勢單程使用，藉

此解決能源不足問題，才讓客運服務順利運作。

　　1945 年臺灣光復之後，會社遵照當時法令

召開臨時股東總會，日籍員工全部離職，由原

本共榮自動車合資會社的郭頂順擔任新任董事

長，並定名為「豐原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帶領臺籍人士接掌公司，同年 12 月 12 日以此

名稱正式成立。

　　1950 年申請變更登記，正式更名為今日的

「豐原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路線維

持在 7 條，依舊囊括山海線地區，只是戰爭與

戰後所造成物資匱乏，使得零件、燃料皆難求，

所幸當時推動燃料代用計畫，整備車輛與節約

物資，而挺過艱困的年代，由於大環境的艱困，

當時反倒凝聚員工的向心力，訂下良好的團隊

精神與企業文化，經營逐步穩定。

　　讓四輪轉動，四通八達一直是豐客的訴求，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基礎建設尚未發達，許多

路面仍是泥巴與石頭路，崎嶇不平造成行車顛

簸或車輛故障，山區在颱風過後更是滿目瘡痍，

班車無法通行，當時豐客有「養路班」，配置

為一名班長，兩部工程車，大約 50 名的工人，

專職進行路面修復，甚至搭橋供客運車輛通行

的工作，直至後來政府全面將道路鋪成柏油，

才由政府相關單位接手維護，養路班功成身退，

轉往其他部門單位。

道路自己鋪 養路班專職維護通車順暢

　　同樣令人懷念的還有隨車售票員，俗稱車

掌，民國 70 年前，豐原客運的每一班車皆有一

位車掌小姐，除了在車上售票，招呼乘客上下

車外，還要協助駕駛員注意行車安全及整理車

廂內外，工作繁雜辛苦使得流動率也大，有趣

的是，當時豐客招募隨車售票員是地方盛事，

招募需求 50 位，卻有近 600 位報名應試，以筆

試、口試兩階段甄選，錄用後更安排嚴格的禮

儀、服務及規章等訓練，因此個個都具備吃苦

耐勞的好媳婦特質，當時許多乘客更是以豐客

隨車售票員的標準來挑選伴侶或媳婦，後來許

多車掌小姐因此嫁入名門，成為佳話。

民國 30 年代車型

車掌協助乘客上下車 中橫公路

上：豐勢路修路        下：養路班工作內容



　　除了載運乘客，6506 公車還背負重要任

務，因為一天僅一班次，為充分服務梨山地區

的居民，公車還兼具載貨、送郵件、協助辦理

監理所業務、拿藥送醫、送報、送農產等多功

能的溫馨服務，更被譽為「幸福巴士」，不過

該路線即便有交通部補貼，營運成本仍然入不

敷出，今年也是總經理賴元良在豐客服務第 50

年，他見證豐原客運的興衰，經歷經濟起飛，

921 地震，縣市合併等重大影響，豐原客運依

舊善盡企業責任，希望服務更多偏遠地區的民

眾，縱使搭乘率不如市區，仍堅持這條路線不

能中斷，2018 年行政院及交通部核准中橫便道

開放中巴通行，6506 公車不再繞道南投，更名

為 865 公車從谷關出發改走中橫便道，繼續服

務大梨山地區。

　　2017 年起，地方籌辦募書計畫，希望補足

城鄉間的資源差距，讓梨山居民即使地處偏遠，

也能擁有夢想書房，這時豐原客運便扮演計畫

中重要的一環，各界紛紛響應捐書，透過豐客

運送至梨山，時至今日計畫仍持續中，一點一

滴默默付出，盼讓梨山看見更多成長。

　　站穩豐原百年，豐客豐原站的位置，從不

同世代人們口中所得到的回應都不同。最早的

豐原站在火車站西站正前方，是一棟面對火車

站的木造平房，隨著城市進步及建設，豐客選

在現址的三民路 46 號興建車站，一樓為搭車

處，二、三樓是總公司辦公使用，後來因應服

務路線增加，職員人數成長，空間不敷使用，

才蓋了現在在乘車處旁的辦公大樓，兩棟建築

物分別於民國 48 年、66 年使用至今，全盛時

期積極拓展路線，當時在臺中、東勢、豐原、

卓蘭、谷關、大甲、清水、沙鹿、霧峰、竹仔坑、

新五村、中和等地，都有車站。

　　中生代豐原人對豐客普遍存在印象的還有

一個點－中正路 30 號，也是豐原三民書局位置

全盛時期各地皆有車站

上：雪地公車 6506
右：真世代：移動中的溫暖 -6506 公車

民國 48 年啟用的豐客車站

　　豐原客運辦公大樓的會客室裡，掛滿紀錄

豐客百年來的不同階段的車種，路線行駛的歷

史照片，其中一張是豐原客運行駛於武嶺、合

歡山公路的畫面，這張照片是總經理賴元良親

自拍攝，不僅是豐原客運駛上台灣公路最高點

的紀念，同時象徵豐客經營正值巔峰，掛在辦

公室中意義非凡。

　　6506 公車行經臺灣公路最高點－武嶺到梨

山地區，是豐客的熱門路線之一，甚至許多外

地乘客慕名來搭乘。6506 公車最早是從臺中發

車經由谷關，行駛台 8 線中橫公路往返梨山，

921 地震過後中橫公路中斷，才改由豐原發車，

並借道南投，經過埔里、霧社、武嶺、合歡山、

大禹嶺而到終點梨山，全程 167.7 公里，單程

就要 6 小時，入冬後下雪的合歡山公路只有

6506 公車行駛在這條公路上，也是臺灣唯一需

要附掛雪鍊的公車。

臺灣公路最高點－ 6506 公車 



所在。這個豐客號稱充滿歷史

與傳奇的地方在 1942 年 ( 民國 31 年 ) 以前原

本是金豐自動車株式會社的車站，五間會社合

併後此地轉為倉庫，堆積雜物。民國 74 年豐客

拆除倉庫，興建車站，作為東勢、卓蘭、谷關

線乘客的候車室，建築物上現還保留著豐原客

運的標誌。當時賴元良總經理在舊物堆中發現

一疊古老照片，如獲至寶並逐一整理翻拍存檔，

為豐客及臺灣的交通歷史留下見證。可惜這個

候車點因為班車嚴重影響中正路的交通順暢，

沒幾年便把三條路線的候車處移回三民路 46 號

的豐原站，後來才出租給三民書局使用，只是

不敵大環境衝擊，三民書局於 2019 年暫停營

業，目前仍是招租狀態。

深植在地，繼續轉動

民國 80 年的全自動洗車機

中正路 30 號的豐原客運站

民國 60 年代車型與東勢站

上：木炭車     下：過大安溪水橋

　    從 1920 年的五間會社演進到現在，豐原客

運就豐原與大山城地區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即使 921 地震、縣市合併、公車免費政

資料提供：
豐原客運
《轉動的城市記憶  豐原客運 100 周年紀念專刊》

特別感謝：豐原客運賴元良總經理、羅乙棋經理

策、新冠肺炎疫情，豐客面對大環境所受的衝

擊不小，影響之大，豐客轉型，多元化經營，

配合時代演進添購電動車輛、低底盤公車，完

善乘客服務與環境需求，現在還是秉持企業社

會責任，堅持服務偏遠地區的居民，今年 81 歲

的賴元良總經理曾在駐豐原的外商公司服務，

他回憶，那時員工們就像一家人，一起工作，

參與地方慶典，有著革命般的情感，現今他仍

將這份感動帶入公司的經營方針。今年是他進

入豐客第 50 年，許多珍貴老照片，都是由賴總

經理親自拍攝，細心保存與珍藏，希望豐客不

因時代變遷而消失，與市民的生活一同成長，

繼續轉動。



淬鍊在地的純淨味道

文 / 圖：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圖 / 臺中市農會

　　推開憬初尋的大門，視覺與嗅覺的旅行就
此展開，檜木縱橫交錯築起屋頂，螢火蟲挑選
過的咖啡豆香氣與檜木相爭到你的鼻腔，用咖
啡開始環遊世界，最後還充滿口腔的，是四角
林咖啡最純淨的味道。臺中市農會伴著農民跨
越了幾個時代，現今亦挑起農業轉型的責任，
將大自然給予的農作物，精雕細琢成為值得信
賴的良品。

　　臺中市農會 ( 註 1）座落於豐原中山路與圓

環南路熙來人往的路口，偌大的白色建築見證

臺中農業的發展，隨著時代產業結構變遷，現

今農業存占比例不如過往，但更凸顯農業在國

家的重要性。在面臨時代轉變的過程，大眾的

飲食習慣與環境也隨之改變，曾經我們追求快

速便宜的食物，對於製程細節不甚了解，但經

過幾次爆發食安事件，大眾對食品的來源、製

程要求意識抬頭，不再只追求”吃飽”，而是「有

意識」地去選擇「好」的食物。臺中市農會以

協助農民為基礎服務，追求農業永續與創新，

長期引領著臺中農業的發展方向，在時代的劇

烈轉換裡，訂出「產製銷一條龍」的目標，引

導農民從了解自己的作物到銷售，開創新的農

業結構。以四角林咖啡莊園為例，農會在 101

年即在 100 多公頃的四角林咖啡莊園內，開始

種植咖啡樹，經過近 10 年的努力鑽研種植、處

理、烘焙、沖煮等技術，如今成立「憬 ‧ 初尋」

咖啡店，開始直接與消費者見面。

農民之家 時任農林廳廳長金陽鎬致贈匾額



　　四角林咖啡莊園位於東勢區，海拔高度約

落在 550-750 公尺，林相豐富、水質清澈、土

質肥沃，過去以種植觀賞用植物，以生態教育

的角度提供服務，但長期以來經營效益未達目

標，甚至有了關閉農場的打算。不過，當農會

同仁回頭看整座農場的優渥的天然資源，放棄

實為可惜，幾經考量討論，提出轉型種

植經濟作物，同時規劃具教育意義

的農場計畫，也能貫徹農會作為

農民領頭羊開創新路的精神，於

是 101 年起開始在 100 餘公頃

的農地上種植 7 千餘株的咖啡樹

苗。

　　螢火蟲對於棲息環境的選擇極為嚴

苛，純淨的水源、沒有光害、沒有化學物質等

條件，螢火蟲所在之地必定純淨無干擾，而四

角林咖啡莊園就是被螢火蟲選擇之處。原本就

豐富的生態，農作物自然能在這塊土地獲得最

純淨飽滿的養分，夏季時分，夜晚的農場裡螢

火蟲如繁星閃爍穿梭農場，好不熱鬧，在這樣

環境裡產出的咖啡豆會是什麼味道呢 ?

　　保持原始無汙染的種植方式固然辛苦，但

這也是臺中市農會一直以來的堅持，也是無法

計算價值的成就。經 10 年的嘗試與修正，咖啡

豆品種達十餘種，不僅在咖啡豆的種植禁得起

考驗，後續果實的處理到生豆的產出、烘焙，

都不斷在試驗裡調整，農會同仁拜師學習，鑽

研進修技術，數據化的管理也讓咖啡豆維

持在一定的標準，不僅如此，最後的

沖煮技術也沒有放過，只為完整呈

現四角林「螢火蟲咖啡」最純淨的

樣貌。

　　臺灣過去以茶聞名世界，大眾的

飲食習慣在近幾年有明顯的轉變，嗜咖

啡族群大幅提升，然臺灣最早大面積種植咖

啡在古坑、阿里山一帶，在臺中市農會的帶領

下，臺中山城越來越多轉種植咖啡樹的果農，

臺灣的咖啡產地結構已悄悄改變。

尋找最初的純淨咖啡

螢火蟲的選擇
四角林咖啡莊園內林相豐富，環境天然純淨

　　當螢火蟲咖啡的輪廓已經描繪完成，臺中

市農會的責任不只如此，為了提升中部地區整

體咖啡豆農與咖啡產業，成立咖啡店作為銷售

平台勢在必行，於是臺中市農會與烘豆師黃宥



　

　　倉庫建物約在 1955 年完工，過去存放大量

農務用品，因有持續的使用維護，整體建物保

存良好，檜木構成的屋頂，是常用在大垮具空

間的偶柱桁架式架構，並以懸柱作為輔助加強，

高處四周的橫軸氣窗上，可見十字、海棠花樣

式的壓花玻璃，窗戶亦可正常使用，空間大致

保存原本的樣進行整修，另外搭建的二樓場域，

可俯瞰一樓寬敞的擺設，也可接近屋頂欣賞早

期木匠全用木材固定的榫接式工法。既存的倉

庫架構再加以點綴，以大量的木製、黑色鋼構

元素，最後呈現工業風格的空間感受。 

上：十字刻花玻璃氣窗增加古樸氣質
下：倉庫改造前內部狀況良好

澄先生合作，

在 農 會 辦 公

室 的 後 方 倉

庫，開設「憬

初 尋 」 咖 啡

店。

　　咖啡的種植、烘豆已達一定的水準後，臺

中市農會開始尋找銷售的機會，能夠直接沖煮

與顧客面對面，將螢火蟲咖啡的純淨細膩口感

直接呈現是最好的，於是在研習的過程中認識

了烘豆師黃宥澄先生，幾次的合作之後，彼此

的默契與目標都很契合，半年之內在緊鑼密鼓

地籌備下，憬初尋於今年（2020 年）9 月 1 日

開始試營運。 

引導消費者認識咖啡



　

 　　或許是臺中市農會這 10 年一路走來，經過

許多跨領域的挑戰，深刻感受咖啡的博大精深，

從種植的條件、原豆的處理方式、沖煮咖啡的

手法，甚至水質的要求，每一個細節都是經過

精密的計算才可得到一杯純粹的咖啡。有感於

此臺中市農會開始致力於推廣臺灣精品咖啡，

自 2019 年開始主辦「臺中市精品咖啡評鑑」，

今年適逢憬初尋環境已完備，自四角林咖啡莊

園來到豐原舉辦，另臺灣精品咖啡豆的年度盛

事「臺灣國產精品咖啡豆評鑑」也在此舉行，

未來臺中市農會也會持續開辦咖啡相關課程，

強化咖啡飲食文化的深度。

　　臺中農作腹地廣大，種植作物種類富多樣

性，除了稻米，還有豆類、小麥等，這些農作

物又是如何轉變為食材與我們在生活中相遇 ?

　　為了鼓勵農民配合「稻田轉作」政策，與

青年農民合作，契作非基改黃豆與小麥，堅持

無農藥殘留，使用黃豆原豆、無化學添加物的

製程，精釀出「大純釀極品豆麥醬油」等系列

產品，並附上產銷履歷，有臺中市農會在源頭

全力把關，食品安全讓安心透明化。

堅持純釀

右一：臺中市農會本體建築於民國 41 落成啟用至今

數據化管理讓咖啡風味更加穩定 幸運的話品嘗咖啡的同時可感受烘豆的氣味

右二：臺中市農會建築內部天花板，早期工匠以手工切線角，　
　　　壁面以漆喰工法增加美感，現代裝潢實為少見



　　不論是四角林螢火蟲咖啡，還是大醇釀極

品豆麥醬油，沉著的醬色蘊含著在地的淬鍊，

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每一個在崗位的農民、

臺中市農會的夥伴、咖啡師、釀造師，各自完

成眼前的任務，將最好的成品呈現在大眾面前，

能夠深深喜愛並且堅持下去的原因，是每一位

品嘗過的人，他們的臉上展現出滿足的表情，

相信臺中市農會已經帶領我們找到最純淨的味

道。

淬　鍊

特別感謝：
臺中市農會
林育葦總幹事、林柔嘉秘書、
會務部吳銘輝主任、邱文彬先生接受採訪，
並提供導覽及其相關資訊

憬  ‧  初尋咖啡
咖啡師 / 黃千育小姐、林品安先生
林喬凱先生協助建築結構解說

◇四角林咖啡莊園導覽預約
提供 10 人以上團體導覽，提供園區導覽，
咖啡果實採摘、前置處理、烘豆及沖煮的
實作體驗

預約專線：04  25262110
◇憬初尋 /Startin' Coffee Roasters
週一至週日 9:00-18:00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31 號

依《農會法》第 6 條規定，農會分為下列三級：
1、鄉（鎮、市、區）農會。
2、縣（市）農會及直轄市農會。
3、全國農會。
臺中市農會屬 2 級農會，各農會單位獨立作業。

註1

左上：台中市農會林育葦總幹事 ( 右 ) 與林柔嘉秘書 ( 左 )　　右上、右下：提供單品手沖及義式咖啡
左下：農場沖咖啡體驗　

大醇釀極品醬油是臺中市農會的主力商品



日本時代葫蘆墩
賀年片丸一型元旦戳

圖 / 文 游振傑

      每個人對自己的家鄉都有一股莫名的情感在，都想了解自己鄉土的人文歷史。再追憶豐原地方及日本

時代的一些人文歷史故事時，也是另一種郵趣。

　　二十世紀初始，日本本土於明治 33 年 ( 西

元 1900 年 )12 月 17 日，郵便局為寄送賀年郵

件之服務，針對賀年郵件做特別寄送處理。即

在前一年 12 月中、下旬交寄到的賀年郵件集

中，銷蓋新年 1 月 1 日郵戳，並於元旦時第一

班次予以寄出，以達到賀年之意。

　　而臺灣則於明治 37 年 ( 西元 1904 年 )12

月 24 日始實施「年賀狀郵便特別取扱規程」。

規定一次需交寄 10 件以上，並需在郵局窗口交

寄，才能按照賀年特別郵便處理。此時郵局所

使用的郵戳為丸

一型。

　　 爾 後， 於

明 治 39 年 ( 西

元 1906 年 ) 3

月 20 日公布實

施使用櫛型戳的

「交通日付印規

程 」， 同 年 10

月 1 日 改 為 臺

灣型櫛型戳記。

葫蘆墩賀年片及丸一型元旦戳集錦

      從明治 40 年 ( 西元 1907 年 )1 月 1 日起，

開始使用朱 ( 紅 ) 賀年櫛型戳記，附圖 1 為嘉義

局所使用的例證。

「年賀郵便」( 賀年郵物 ) 的歷史

　　是故，明治 39 年元旦之前，即從明治 29

年 ( 西元 1896 年 ) 日本領台以來，所有新年 1

月 1 日的元旦郵戳都為丸一型的「日付印」日

戳。整整使用了十個年頭的光景。

　　每個人對自己的家鄉都有一股莫名的情感

在，都想了解自己鄉土的人文歷史。個人是個

集郵愛好者，當然亦想探知日本時代在豐原使

用之丸一型葫蘆墩元旦戳的來龍去脈，而在明

治 30 年至 39 年的十個年頭，個人只蒐集到 3

個元旦戳，只得求教於集郵先進們增個人郵識，

感激不盡。

　

　　明治 28 年至 29 年間，葫蘆墩一地無設置

野戰郵便局，明治 29 年 4 月 1 日，軍政改為民

政後，明治 30 年 9 月，葫蘆墩才開辦郵便局，

始有葫蘆墩丸一型戳記的出現。

茲將個人收藏之葫蘆墩丸一型郵戳的五枚賀年

明信片求教如下：圖 1 嘉義使用之朱（紅）色
賀年櫛型戳（取材至網路）



一、明治 30 年 12 月 23 日者

二、明治 31 年 1 月 1 日者

三、明治 38 年 1 月 1 日者

四、明治 38 年 12 月 29 日者

　　圖 4 為明治 38 年 ( 西元 1905 年 ) 寄日

本本土貼菊切手一枚之明信片。

　　正面，菊郵票上銷蓋丸一型”臺灣葫蘆

墩三十八年一月一日イ便 ( 黑色 )”郵戳。”

臺”、”灣”兩字為正體字。

另丸一型到達戳不清。

背面為鉛字印製之圖樣，文字部分乃

「恭賀新年 併テ平素，疏遠チ謝ス ( 併謝平素

之疏遠 )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

      賀田組輸送部葫蘆墩出張所 菰田哲」，

下方為臺北東門街之市景。

　　圖 5 為日俄戰爭後，”戰役紀念”黑白明

信片。由東京印刷株式會社製。

圖 2：明治 30 年 12 月 23 日寄出之明信片

圖 3：明治 31 年 1 月 1 日之明信片

圖 4 明治 38 年 1 月 1 日之明信片

　　圖 3 為明治 31 年 ( 西元 1898 年 ) 寄日

本東京日郵小判 1 錢明信片。

　　其上銷有丸一型　灣葫蘆墩三十一年一月

一日イ便 ( 茶褐色 ) 郵戳，”　　”字為異體

字。另丸一型到達戳不清。

　　背面書寫為明治 31 年 1 月元旦之「恭賀

新年」等之祝福。

　　其為元旦當天郵戳，與上枚圖 2 情況一

樣，「賀年郵便物特別取扱規程」尚未出現。

更比日本本土在明治 33 年 12 月 17 日針對賀

年郵件做特別寄送的整理早了 2 年。

　　圖 2 所示，為明治 30 年 ( 西元 1897 年 )

日郵小判 1 錢明信片。其上郵資符誌銷丸一型

「　湾葫蘆墩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口便 ( 茶

褐色 )」郵戳。”　”字為異體字。無到達戳。

　　背面書”三十一年一月元旦”及”謹賀新

年”等之賀辭。

　　雖非元旦當天郵戳，顯然仍十足的賀年明

信片。從時間點觀之，確定是「年賀郵便」規

程之前的先驅郵件。



五、明治 39 年 1 月 1 日者

戳。（貯金戳上，臺為繁體字，”湾”及”芦”

為簡體字 )

　　落地戳為丸一型，非如圖 5 之櫛型戳，字

型皆不清。

　　明信片背面，書寫「謹賀新年」、「明治

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及「臺灣葫蘆墩郵便電信

出張 吉村松次郎」。

　　明治 36 年 ( 西元 1903 年 )10 月 1 日，葫

蘆墩郵便局改為臺中郵便電信局葫蘆墩出張所。

後明治 42 年又改為「葫蘆墩郵便出張所」。

　　十年間，葫蘆墩的丸一型元旦賀年戳記只

有 3 個，有待繼續追尋蒐集。

　　他日有機會再結合明治 40 年以後的葫蘆墩

及原櫛型元旦戳，或許可以追憶出豐原地方再

日本時代的一些人文歷史故事，那將是另一種

郵趣吧。今從葫蘆墩的賀年郵品坐井觀天，祈

有朝一日，全然完備臺灣的賀年片和元旦郵戳，

斯時個人的《日本時代臺灣「年賀郵便」研究》

得以修成正果，還有帶諸前輩和郵友先進們多

給予指導和鼓勵。

上圖：明治 38 年 12 月 29 日之明信片
下圖：明治 38 年 12 月 29 日之明信片

圖 5A

圖 5B

圖 5C

圖 6：明治 39 年 1 月 1 日之明信片

徵求啟事
徵求日本時代豐原之信封、明信片、名人手札、繪葉書及貼有印
花的單據或證書等等。
凡：車站（停車場）、街景（大通）、老字號店鋪、慈濟宮（媽
祖廟）、公學校、郡街役所、警察署或派出所、製麻會社、
豐原水利會等舊照片、地圖、圖像及相關之紙質使料文獻。

有意讓售或提供影印件者請洽：
日本時代豐原地方文史工作室  游振傑
手機：0933535768 通信處：40099 臺中市郵政信箱 6 號

　　 正 面 乃 郵 寄 日 本 神 戶， 貼 菊 切 手 1.5 錢

一枚，銷丸一型　灣葫蘆墩三十八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イ便日戳。”　”字為異體字，”湾”

字為簡體。

　　到達神戶的落地戳，為 ( 明治 )39 年 1 月 8

日，卻為日本本土櫛型戳記，可能為較早使用

櫛型戳之實例。郵程計 11 天，圖 5C。

寄信人是臺中廳葫蘆墩支廳服務的藤田實藏。

當時臺中廳下轄葫蘆墩支廳。明治 34 年 ( 西元

1901 年 ) 臺灣總督府改原臺中縣為臺中廳。

背面，除印有大山大將像和兩張圖片外，另書

寫「恭賀新年」及「明治三十九年一月元旦」

字體端正，頗富美感。

　　圖 6 為明治 39 年 ( 西元 1906 年 ) 寄日本

近江之日菊片。

　　正面郵資符誌上銷　湾葫蘆墩三十九年一

月一日イ便 ( 黑色 ) 郵戳。”　”為異體字，”湾”

為簡體字，有別於當時使用無便號的為替貯金



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整理

謝文達百年飛行紀念活動

　　百年前的臺灣之光，因嚮往自由而躍上天空，不畏時局的舉步維艱，挑戰成功，完成叛逆夢想目標的
第一人。本次在多個地方文史社團共同促成之下，舉辦「豐原飛嚮曲」紀念活動，圓滿達成。

　　2020 年 10 月 17 日是出身葫蘆墩的臺灣第

一飛行家謝文達進行鄉土訪問飛行的 100 週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臺中市公民學社等多個地方文史社團共同促成，

在豐原區田心公園舉辦「豐原飛嚮曲」紀念活

動，並於豐原區書香卓越典範圖書館策辦「臺

灣第一飛行家謝文達特展」，首次公開珍貴文

物、照片與飛行模型（展期至 11 月 15 日）。

　　謝文達兒子 91 歲的謝東漢耗費近十年紀錄

與研究父親謝文達的一生，並自費出版《徘迴

在兩個祖國》書籍，這天他親臨紀念活動，感

謝臺中市政府，並感性地說：「彷彿看見了父

親」，真摯情感感動現場所有人，隨後進行「百

人百機齊射」，並為田心公園內的「新高號」

模型機揭幕。



　　「臺灣第一飛行家謝文達特展」策展人黃

信彰表示，許多文物、照片都是第一次在臺中

展出，特別訂製「新高號」（伊藤式惠美五型

機）、「臺中號」等飛機模型，展示謝文達的

生平事蹟及相關文獻文物。1920 年由於日本人

高壓統治，謝文達駕駛「新高號」，從臺中練

兵場上空進行「鄉土訪問飛行」，凝聚當時殖

民時期臺灣人的民族自信心，帶來極大影響力。

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即以謝文達首航的 10 月

17 日創立大會，1923 年他更參與臺灣議會設

置請願運動，駕駛飛機在東京散發 20 萬張請願

宣傳單，表達反對日人集權統治和要求實施議

會政治訴求。

有關謝文達的故事，可參閱
《葫蘆墩期刊》第 31 期
電影《尋找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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