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布袋線與糖業鐵路文化記憶 

（一）、 布袋線產業文化記憶 

1. 林下山訪談 

    林下山出生於 1940 年，是台南新營人，1955 年考入台糖公司，並在人事

課服務多年，甚至升任至人事課長，先後曾調至屏東紙廠、大林糖廠、台北總

公司、生產技術服務處、北港糖廠、蒜頭糖廠，再回到新營糖廠，但待最久且

最了解的仍是他的老家新營，對於糖廠鐵道課人員也是非常熟悉 
    林下山回憶在新營服務時期住在宿舍區，常常看到火車來來去去，以前延

平路那邊有個很大的機車庫，後來遷移到比較靠近工廠的地方，糖廠裡有座廠

前車站，像他剛進新營糖廠時他常常搭乘布袋線火車出去玩，有的時候因為是

認識的鐵道司機，就能搭乘原料車前往布袋去釣魚，回家時有時搭乘原料車有

時則付費搭乘汽油車回新營，他也記得糖廠會舉辦郊遊活動，曾經有多次去南

鯤鯓就是搭乘布袋線小火車到布袋站，再轉乘公路客運南下，在公路不發達的

時代火車仍然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林下山也回憶到糖廠對面以前都是日式

宿舍，後來 1983 年宿舍區做了一次很大的改建，從本來木造房子變成鋼筋水泥

的樓房，他也是在那年正式搬過來這邊住，由於改建後可以容納五百戶，所以

宿舍區從此改名為五百戶，林下山也提到仍有幾位鐵道課員工居住在這裡 

    林下山感嘆剛進糖廠時有幾千人，現在則精簡到剩六、七百人，而且他在

新營待最久，感情最深，卻眼睜睜看著糖廠拆除，原本製糖工廠前曾有一棟紅

樓發電室，也是硬生生打掉，位於急水溪對面原本在製作酒精、飼料的新營副

產加工廠也是停擺不再營運，他認為相當可惜，他也說現在只剩虎尾、善化跟

小港仍有在製糖，對於一生奉獻給台糖的員工而言要說不難過我認為不可能 
 

2. 謝福祥第二次訪談 

謝福祥先生出生於 1938 年，是台南縣新營人，父親是新營糖廠製糖工廠員工，

幼年時期曾就讀新營國小，曾在新營糖廠宿舍區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光復後

恢復學業，並於 1950 年畢業，畢業後他考上台南二中，到 1954 年初中畢業，

並考取台南師範中學，但後來因為直升高中部的關係沒有去就讀，青年期時期

就讀逢甲大學，畢業後考上台糖公司，那時候沒有引進制度。後來分發在新營



糖廠的檢驗科，對於檢驗製糖過程所有有關的事情非常熟悉，例如甘蔗成熟

度，工廠蔗渣含水量、含糖量等等 
    謝福祥在新營糖廠時時常搭乘布袋線小火車前往新營站或岸內站，對於鐵

道也非常有印象，他還記得新營站是棟水泥建築，出站後旁邊是麵攤，他也記

得工作的地方要在廠前站下車，這站在糖廠裡面，後來謝福祥曾調往台中糖

廠，後又調岸內糖廠，岸內糖廠是他居住最久的地方，哪裡有醫務室、澡堂、

籃球場、中山堂等等他都聊若指掌，雖然現址已經面目全非，但他仍能一一指

認早年建物的原址，當然連岸內火車站也是其一，他形容岸內車站是木造的，

早年很多學生搭乘，位置在岸內國小大門出去後左手邊的位置，現在有一座甘

蔗轉運台在那邊，他也在這站上下車很多年，後來有摩托車後就比較常騎車，

甚至他調往佳里糖廠時也是每日從岸內-佳里騎車通勤 
    謝福祥也熱愛攝影，曾經參加糖廠攝影社與同事一起學習拍照，甚至花了

一個月的薪水買了八厘米攝影機玩錄影，也因此記錄下了許多糖鐵的吉光片

羽，像廠前站前面繁忙的延平路平交道他有有做紀錄，以及 1970 年代甘蔗運輸

轉型成機採時，他也記錄下了鐵路轉運台的畫面，甚至長官乘坐汽油車從新營

往佳里視察的過程他也有留下影像，實為難能可貴 
    謝福祥退休後仍居住於岸內附近的鹽水鎮，對他來說看了大半輩子的糖廠

及鐵路拆除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他還記得在布袋線廢止客運前曾經到太子宮站

回味，但當時車站已經趨近荒廢，站牌的字跡也因為即將廢止不再油漆，他希

望有朝一日布袋線仍然可以恢復客運，讓後世子孫也能看到什麼是糖業鐵路的

全貌 

3. 詹永瑞訪談 

詹永瑞是台南縣果毅後村人，青年時期就到新營糖廠服務，1960 年代因為老一

輩司機開始退休或老去，糖廠蒸汽機車數量又多，所以到處招募人員進糖廠駕

駛火車以及替火車升火，果毅後村就招募了四、五位進糖廠擔任臨時工，詹永

瑞就是其中之一，當時鐵道課人員還訝異的說年紀這麼小要怎麼學升火? 但在

許多師傅指導下詹永瑞努力學習，凌晨三點就要開始替蒸汽火車升火，好讓司

機能在四、五點前出發，後來他也順利的正式當上司爐 
    當上司爐的他開始跟著司機跑路線，另外他也到台南考駕駛證照，順便累

積公里數，要跑大約三千公里才能拿到證照，而最快的方法莫過於行駛營業

線、南北線這些長又班次密集的線路，詹永瑞還記得他常駕駛蒸汽機車牽引布

袋線的列車，從新營經廠前、修理工廠、東太子宮、太子宮、鹽水、岸內、義

竹、埤子頭、安溪寮、前東港到布袋，晚上末班車他會在布袋過夜，隔天早上

再駕駛 6:30 分的火車返回新營車站，然而司機都是輪調的，所以他也會載運散

鹽車，他形容散鹽車會開到東太子宮站卸鹽，卸完後一定要洗車，不然車身很



容易鏽蝕，另外像果毅後線、大內線、鐵線橋線、宅子港線、南北線他也都行

駛過，對於新營糖廠鐵道相當了解 
    詹永瑞說早年機關庫很大，晚上 11 點前就要在機關庫升火或發動柴油機車

頭，司機兩人、車長一人、顧火車的一人，一共四人一起出發，然後載糖去高

雄籬子內，到隔天早上剛好卸貨，再從籬子內開回新營糖廠，回廠時還會順便

載運玉米、肥料、煤炭，他也回憶新營糖廠鐵道課員工很多，路線維護品質算

是比較好的，鐵道也比較平穩好開，像他在行駛永康糖廠南北線路段時就會覺

得品質不佳，還有像南北線鳳山站有座大坡，有時候還要分成兩趟才能順利將

整列車開上鳳山坡 
    詹永瑞退休後又被烏樹林休閒園區聘回來擔任領班，負責駕駛及維護火

車，園區內有輛 370 號蒸汽機車，詹永瑞是少數仍會駕馭這台蒸汽機車的人，

但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又二度退休，但只要每逢活動、或是有民間人士包租 370
號，詹永瑞仍會回到熟悉的烏樹林駕駛火車，替更多後世的人創造美好的鐵道

回憶。 
 

4. 沈春雄訪談 

本訪談另將逐字稿附錄於成果報告書最後，本段不再贅述。 

5. 徐立順 

 
徐立順出生於 1931 年，原居住在中國安徽，是外省籍的鐵道課員工，戰後他與

家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當時政府徵用中國兵協助修復糖廠，他就在那個時候

進入台糖公司服務，起先他被派往樹子腳農場，當時的樹子腳靠近海邊，是片

蠻荒之地，十幾歲的他因為沒飯吃而且害怕離家遙遠，所以懇求課長把他調回

糖廠，剛好機關庫缺人手，他就順勢當上司機員，並且開始學習駕駛火車 
    徐立順起初駕駛汽油車，當時有 510 號及 533 號兩台，專門跑隆田、二重

港，他回憶到佳里站後會經過蕭壠、後庄、新麻豆、麻豆再到隆田，往北門線

則是會經過佳里興、大灣、學甲再到北門(二重港)，後來改駕駛溪州牌內燃機

車，除了跑原料線之外也時常跑南北線，與他搭班的常常是黃來夫，徐立順印

象最深刻的是黃來夫明明比他早進糖廠，駕駛火車也比他久，結果在南北線鳳

山站跨越省鐵時他居然不會開，常常爬坡爬不上去，後來還是他提醒對方怎麼

駕駛比較恰當才漸漸熟悉，不過也因為這樣兩人變成很要好的朋友，可惜黃來

夫及他的小孩皆已過世，令人惋惜，徐立順也時常載運散鹽列車，他回憶到每

日一早都要到七股載運散鹽，再開往新營東太子宮站的轉運台卸鹽，他們一列

車會分兩趟卸，小火車在上面大火車在下面，靠高低落差轉裝，通常兩節車廂



可以裝滿一節台鐵的車廂，轉裝時他們會將車頭停在樹下休息，有時候大火車

沒來他們就得等待很久，列車裝卸完後還會再另外牽引這列車去布袋裝散鹽，

然後再回到東太子宮轉運台卸鹽，最後再開回佳里糖廠，連續跑幾趟這種累人

散鹽車後才能休息一天，徐立順覺得當時真的非常忙碌 
    1977 年德馬牌機車引進，徐立順改駕駛 143 號德馬牌機車，他讚賞德馬牌

是歷年來最好的機車，不但好開而且也好保養，他在佳里糖廠服務多年直到

1990 年代退休，雖然他一口外省腔在鐵道課中顯得格格不入，但他其實講著流

利的台語，與大家相處融洽，也不時提攜後輩，令人尊敬! 

6. 陳景春訪談 

陳景春出生於 1928 年，是台南縣官田人，幼年時期就讀官田國小，後來因

為家裡沒錢讓他繼續升學，1942 年他進入新營糖廠鐵道課擔任臨時工，負責擦

車、清爐管、鏟煤等粗重的工作，後來美軍頻繁空襲，許多司機或司爐不敢駕駛

火車，1944 年他被叫去做司爐的工作，在當司爐時他就曾經被美軍戰鬥機掃射，

還好他跳入水溝沒有遭殃，他也曾經目睹新營副產旁架設的高射炮將美軍戰鬥機

擊落，後來他還跑去現場湊熱鬧，見到兩位美國飛行員被矇上眼睛帶走，1945 年

台灣光復，他仍繼續在鐵道課擔任臨時工。 
    1945~1946 年他被派往鐵路局台北機廠受訓，並正式成為司機員，新營糖廠

從日本時代到戰後初期的路線非常多，由於陳景春 1944 年就開始當司爐跑廠外

的路線，所以對鐵路相當熟悉，像大內線曾有兩座臨時橋跨越曾文溪，這條路線

因為司機都不敢開，常常是派他走這條線到頭社載甘蔗，他也回憶布袋線從日本

時代就在運鹽，無論是哪條路線陳景春都能背出裝車場的數字位置以及車站名稱，

他回憶從新營發車往布袋依序會經過本社前(廠前)、修配廠、東太子宮、西太子

宮、南門、鹽水、岸內、義竹、埤子頭、安溪寮、前東港、布袋、半路店，新營

往學甲則是八老爺、鐵線橋、十六甲、下營、大埤寮、大屯寮、瓦寮、山寮、學

甲，他形容學甲線是戰後才開始試辦，當時大受歡迎，後來甚至延長到佳里糖廠，

而在他印象中大內線也有試辦過客運，而且沒有上報給鐵路局，雖然陳景春不記

得確切年份，但推測應該是民國 41~43 年左右，據回憶大內營業線起初試辦是使

用“勾仔平車”在載客，以蒸氣機車牽引，沿途停靠八老爺、龜子港、六甲、七

甲、角秀、官田、兵營前跟大內，因為沒有車站所以沿途旅客上車後再找車長購

票，後來糖廠改用大型汽油車行駛，本務機是 508 號，早晚各開一班，但是大內

線沿線居民都以種田為主，生活非常貧窮，來搭乘火車的人非常少，所以試辦沒

多久就停辦。 
    團隊也特別詢問了有關日本時代公用線的問題，公用線是日本時代末期日軍

緊急徵招各製糖會社路線所蓋的一條戰備鐵道，但根據文獻僅使用了三個月日本

人就戰敗，公用線並不像南北線一樣僅有一條主幹線，而是擁有多條選擇，對於

其完整的路網至今仍不明，陳景春回憶公用線走的是學甲線，但也有另一條大內



線可以往南走，公用線在這裡的走法是從廠前站出發，經下營庄線急水溪橋後轉

進大內庄線，沿途再經過六甲、官田、大內村，然後在一個叫蒙正的地方蓋臨時

橋跨越曾文溪接上灣裡糖廠的山上線，再沿著新化、埤子頭、歸仁一路通往車路

墘糖廠，蒙正這座公用線臨時橋可以在百年地圖中的「日治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

圖」中找到，我也從糖廠文獻中證實 1944 年 12 月臨時蓋了這條路線作為戰備運

輸，更令人訝異的是陳景春走過這條路線，他形容戰時關廟地區的軍營需要木車

輪作為戰備用途，所以戰爭期間他駕駛蒸汽機車大老遠從新營將車輪運到關廟。 
    陳景春知識淵博，經驗豐富，要在 2023 年遇到他這樣的耆老已經是難能可

貴，如果每個糖廠都能有一位這樣的國寶在世不曉得該有多好，可惜事與願違，

現在開始問已經嫌晚了，陳景春與新營糖廠的每台蒸汽機車結伴多年，卻眼睜睜

看著他們被解體，令他感到非常惋惜，再過十年，火車沒有了，可能也沒有認識

火車的人。 

7. 黃耀輝 

黃耀輝出生於 1938 年，是彰化縣彰化市人，家住彰化扇形車庫附近，二戰

時因為彰化火車站常遭到轟炸，所以曾搭乘鹿港線到市郊疏開，光復後他就讀

中山國小，員林國中等等，1955 年他考上台糖公司，到新營糖廠鐵道課服務，

並擔任運務股的員工 
    由於黃耀輝是運務股員工，對於營業線相當熟悉，像他回憶布袋線有新

營、修理工廠前東太子宮、鹽水、岸內、義竹、安溪寮、前東港、布袋，布袋

線後還可以通到一個叫半路店的地方，那裏是台鹽的範圍，而鹽場自己有火

車，台糖的鹽車會在布袋站轉給他們牽引，裝完散鹽後再牽引回布袋，黃耀輝

說以前布袋線有兩種列車在行駛，一種是汽油車、一種是混合列車，汽油車早

年吃酒精，只有單節就能行駛，混合列車則是客車跟貨車連在一起行駛，早年

車站也有分站等，例如一等、二等、三等、招呼站，設立標準跟客貨運的吞吐

量有關，黃耀輝也曾在車站待過，所以對車票也很熟悉，像早年車站販售名片

式車票有分一般票、半價票、孩童票、去回票、軍人票等區別，令外還有指定

式、薄紙票等等，種類相當多，甚至早年還有提供包車服務，倘若學校需要校

外教學或遠足，就會發文連絡糖廠希望能包租小火車，他們運務股再安排班次

前往那些指定地方，通常是去尖山埤、布袋的較多。 
    黃耀輝也回憶新營糖廠有很多三線式軌道，亦即有 762mm 及 1067mm 兩

種軌距，通常台鐵貨物例如煤炭或玉米到新營車站之後會連絡他們運務股，運

務股再派車去新營車站牽引，另外像是散鹽的部分也是要事先聯絡，因為台糖

是兩節至三節散鹽車能裝滿一節台鐵敞車，在東太子宮站旁邊的鹽轉運台進

行，所以鹽車有幾台就要估好需要幾節台鐵敞車，黃耀輝也提到區間閉塞都是

用閉塞機及通卷環來進行，站長經由操作閉塞機後取得一顆珠子，再裝進通卷

環中交與司機拿至下一站，以免發生列車對撞或追撞的憾事 



    1979 年黃耀輝調至岸內糖廠，並升任為運務股長，他說早年營業線非常繁

榮，大站旁邊都有運送店，早年的菜或漁產都會託火車運送，那幅繁忙的景象

讓他印象深刻，可惜都已經消失殆盡，最後他在岸內糖廠退休，退休後也時常

與大家聚會、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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