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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觀光協會長期致力於台灣觀光行銷
推廣，秉持以觀光拓展外交的核心概

念，為台北國際旅展及台灣美食展主辦單
位，並發行《台灣觀光》中、日、韓文刊
雜誌，作為台灣觀光文化重要的宣傳平台。

全新大改版的《台灣觀光》中文刊是一本
季刊雜誌，每一期策劃不同觀光主題，深
入淺出介紹台灣特有文化景觀、人文風貌
及深度遊程，從文化、歷史、自然資源、
信仰、價值、飲食與文學等角度，描繪台
灣新世代觀光意象。

春季號封面故事為「逐光之旅」。從台灣
的國際性標誌臺北 101 大樓啟程，介紹全
臺各式「光」景，有睽違 23 年回到台北城
舉辦的 2023 台灣燈會、邁入第 4 屆的臺灣
國際光影藝術節、美食作家魚夫心中的夜
景聖地，以及矗立島國邊陲的環台燈塔巡

禮。我們也進一步邀請人權紀念地文史工
作者，同時也是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原
作曹欽榮老師，導覽綠島燈塔在歷史映照
下的黑暗與光明。而國家級詩人李敏勇老
師的作品〈鵝鑾鼻燈塔〉也為本期雜誌添
光溢彩。

封面故事外的單元，在既有市郊特搜、美
食單元、旅遊新訊及與《新活水》合作專
欄後，新增了「台灣詩選」、「台灣小知
識」及財信傳媒謝金河董事長專欄。其中，
本期台灣小知識從飲食角度出發，邀請知
名作家陳靜宜老師，深度剖析台灣特有的
南北食物大戰現象。而無論在商場還是山
路跑道中都身經百戰的謝董，則從他 30 年
的跑山經驗，帶領我們領略台東之美。

台灣觀光持續向著光走，今年春天，跟著
台灣觀光來一趟逐光之旅！

編輯室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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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漫遊—你吃的粽子，
是南部的還是北部的？

文｜陳靜宜

台灣小知識

北
部
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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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南出生、度過少年時期的我，
三十多年前舉家移居台北。

初來乍到，跟朋友一起逛台北公館附近
的夜市攤，突見「蚵仔麵線」四個字映
入眼簾，一時喜出望外，心想好久沒吃
蚵仔麵線了，趕緊點一碗來嚐嚐。

沒想到上桌時，是一款我完全不認識的
小吃，台南的蚵仔麵線是白麵線、蚵仔、
清湯。我當時邊吃邊在心中吶喊：「明
明叫蚵仔麵線，為什麼台北的還藏了大
腸？」、「為什麼麵線是茶色的？」、「我
到底吃到了什麼？」

年少青澀的我，就從這碗蚵仔麵線開始
懂得南北大不同，地理差異、城鄉差距
與人等的因素交織之下，就會產生不同
的食物地景。

濁水溪是台灣最長的河川，它位於台灣
中部，多數人會以濁水溪將台灣一劃為
二，以北稱為「北部」、以南稱為「南
部」，這是地理上很巧妙的分界；其分
野與北回歸線的分界相差不遠，北回歸
線同樣橫切台灣為南北兩半，北部屬副
熱帶季風氣候，南部則為熱帶季風氣候。

這是一條天然分界，也是一條隱形分界。
經過時間與人文的更迭，慢慢出現鮮明
的區隔。在政治上，若有人說：「此人
跨不過濁水溪。」不是指這人腿短，而
是指這人勢力版圖無法普及全台。

台灣還有另一條天然分界，那就是中央山
脈，中央山脈以西稱為西部、以東稱為
東部，花蓮、台東即使位於濁水溪以南，
也不算南部，它被歸類「東部」。由此
可大略窺見台灣人對東西南北部的定義。

南
部
粽

麵
線
、
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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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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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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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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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粽子分南北
台灣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地方雖小仍有著飲食差異。
以黑柿番茄來說，兩地的認知不同，吃法就不同，北部人
認為番茄是水果，沾糖粉或甘草粉吃；南部人認為是蔬菜，
沾醬油膏與薑末吃。

番茄盛產於嘉南平原，其中以嘉義為最大產區，番茄是南
部人餐桌上一道很普遍的菜，尤其是黑柿番茄，它皮偏綠
且厚硬，為了下飯，所以沾附醬油膏調味；為了開胃，所
以拌入薑末。

這道菜後來演變成冰果室的水果切盤，即使沾醬已是固定
配方，有心的店家還是會調配出獨門味道——同樣有薑，
有的刮外皮剁成薑末、有的磨成薑泥，有的放甘草粉、有
的摻細糖，就為了吸引顧客上門。滋味酸甜鹹甘，重點好
像不是吃番茄沾醬，而是為了醬而吃番茄。

除了番茄，肉圓、滷肉飯也分南北版本，各有擁護者，擁
護背後多半源自自己的飲食習慣，也跟自己生活環境息息
相關。

甚至每當端午節時，總會有人為了粽子戰南北，南北兩地粽
子從內容、包材、煮法都不同。北部粽的包材是桂竹籜，將
熟糯米與豬肉、蝦米等配料炒過後，包入桂竹籜內，入鍋蒸
熱。而這樣的內容物正是油飯，因此有人戲稱這只是把油飯
包成立體狀，而有「3D 油飯」之稱。

南部粽的包材以麻竹葉、月桃葉為主，用泡過水的生糯米與
豬肉、鴨蛋黃等配料包入粽葉裡，以水煮熟。

包材影響了烹調方式，北部粽的桂竹籜偏硬，在包捆時較易
有縫隙，並不適合水煮而是用蒸熱，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北部
粽，依照舊有南部習慣水煮，米粒漏到水裡，而水也滲進粽
子裡，好好粽子就在鍋裡「溺斃」了。餡料也影響烹調時間，
南部粽包的是生糯米，需要將粽葉裡的糯米煮到熟為止，因
此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食物論述戰也出現在其他地域，中國曾經為了豆花要甜的還
是鹹的，引發 16 萬筆網戰。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曾為了誰
才是正宗肉骨茶激烈討論。說到底，食物沒有好壞對錯，要
尊重彼此各有特色。

各
地
的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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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學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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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時間軸線
除了史地等因素，人也是影響食物延伸或變化的推手。離不開食物、食物離不開人，
原鄉的飲食習慣，影響了後代家族的餐桌記憶。以潤餅為例，如果家裡潤餅餡料，
習慣包燉得軟爛的高麗菜、豌豆與花生粉，稱潤餅為「潤餅（食夾）」或「薄餅」的，
那可能先祖是來自漳州、廈門的移民；如果習慣包大量胡蘿蔔，稱潤餅為「潤餅菜」
的，那可能先祖是來自泉州的移民；如果會包許多豆芽菜，那可能先祖是來自福州
的移民。

本文一開頭提到的蚵仔麵線，在三十多年後，我找到一些線索，福建漳州人也吃蚵
仔麵線，我在當地兩位八十歲婦人手上，發現了南北兩種版本的蚵仔麵線，只不過
她們都用白麵線。

至於麵線的差異，加入食品加工技術與商業考量因素就能明白。傳統白麵線易脹變
軟，不利久煮，且麵線釋出澱粉使水混濁變稠，店家需要不斷更換清水。而白麵線
經過蒸烤加熱，產生褐變而變成茶色，麵線中的蛋白質變化，使結構更為穩定，久
煮不爛，因此店家多改用這類紅麵線，進而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

《慢食新世界》一書提到，「食品是在地表上看得到的，就是我們每天放在盤子上、
最常討論的產品；而根源是在地下，盤根錯節、分布很廣，指的是我們盤子裡的
食物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過程。食物是一個地區的產物，代表了發生在那塊土地上的
人、事、物及其歷史。」

餐盤上的食物，我們已經談了很多，沿著底下的根尋覓，連繫著這一代、上一代甚
至更久以前的生活方式，直指向人們與這塊土地的過去與現在，從這些線索中，可
以找到許多關於自己身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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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的美麗和慢活
文 / 謝金河

今 年 9 月的一個週末假日，在嚴長
壽先生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號

召下，我專程來到台東縣，參加江賢二
先生的畫展及藝術園區開幕剪彩儀式。
年逾八旬的江賢二老師在台東美術館展
出疫情期間所創作出來的新作品，包括
對疫情、戰爭的人文關懷，都呈現在他
的作品中。

這趟行程也來了幾位企業界人士，他們
都是江賢二藝術園區的主要捐助者。在
嚴長壽先生號召下，勤誠的陳連春、陳
美琪為江賢二重修畫室，蔡明忠先生則

是最大的捐助人，還有信義房屋的周俊
吉、王美文夫婦捐出一座「二賢館」，
這個「二賢」是把江賢二的名字反過來，
「二賢」指的是江賢二及嚴長壽先生。

嚴先生把他的後半生都獻給台東，2020
年江賢二先生在北美館創造前所未有的
入園參觀人潮，背後的推手正是公益平
台文化基金會；今年嚴先生為江賢二成
立美術館，藝術園區就是希望把江賢
二一生的創作留在台東，他登高一呼，
企業界紛紛響應。這次的揭幕儀式，研
揚科技的莊永順，和一直加持嚴長壽辦
教育的鄭欽明先生都是出錢又出力。

一個好的想法，登高一呼，能得到各方
正面回應，台灣能夠有這個高度的人並
不多。這次被周俊吉先生封為「二賢」
的江賢二已逾 80 高齡，他看起來玉樹
臨風，而嚴長壽先生今年也超過 75 歲，
我特別問嚴先生頭髪有沒有染？他說沒
有！他說投身公益讓他不知老之將至，
每天都活得開心，知足常樂。

台東是一個慢活的城市，這些年，饒慶
鈴縣長用心經營，讓那麼多人願意來台
東耕耘，相信這個城市一定會愈來愈有
味道！在開幕典禮上，我也遇到龍應台
女士，她在台東生活，十分愜意。

園區一景 _ 攝影：高信宗 ( 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 )

園區一景 _ 攝影 John Tao ( 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 )

園區一景 _ 攝影：高信宗 ( 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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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除了參加江賢二美術館的活動外，
意外的收穫是託了嚴長壽總裁之福，入
住畫日風尚，也吃到最難訂的 Sinasera 
24 的晚宴。

台東的長濱和花蓮的豐濱鄉在隔壁，一
般人容易混淆，長濱是台 11 線道進入
台東的鄉鎮，公路沿著太平洋，是充分
結合山海之美的小城市。畫日風尚在南
竹湖的山坡上蓋了一棟 13 間客房的民
宿。在長濱這裡只是眾多民宿之一，沒
想到卻因為民宿主人找到曾在法國馬
賽米其林三星擔任領班的楊柏偉（Nick 
Yang）來掌廚，一炮而紅。

今 年 僅 30 歲 的 Nick 因 為 服 替 代 役 與
長濱結緣，在這個人煙稀少的原住民部
落，畫日風尚反而因為 Sinasera 24 而
貴。 這 些 年，Sinasera 24 難 訂 已 經 是
大家皆知，我先前多次往來花東，也沒
有機會到此體驗一下。

Sinasera 是阿美族語「大地」的意思，
24 指的是 24 節氣，年輕有潛力的楊柏
偉得到嚴長壽先生賞識，介紹企業界人
士來此用餐，逐漸打開知名度，而台東

富有的山產和海產更提供 Nick Yang 大
顯身手的機會，他懂得四時節令食材，
又擅用海港捕撈魚獲，搭配山產，像鹿
肉、乳鴿、鵪鶉，搭配鹿野烏龍茶、太
魯閣馬告、永福部落的迷迭香，或南溪
部落的苦茶油。

他懂得尊重當地食材，這次他把綠島鹿
肉、金門酒糟牛肉和白桑安的白玉蝸牛
都拿來入菜，我看到兩片金門酒糟牛肉
上面覆蓋稻草梗，本想拿起叉子吃了，
沒想到還有一道程序，用火把稻草燒
了，然後把稻草灰撥開吃肉⋯⋯。

這一餐吃了三個多小時，可以感受到主
廚的用心，現在畫日風尚的餐廳名氣已
蓋過民宿，要來吃 Sinasera 24 必須要
住宿，因此，用餐時間也拉長。

吃了一餐，一睡醒來，我趕緊走向戶外
跑步，天剛剛破曉，我在產業道路上穿
梭，這個在山海交會的小山坡上，畫日
風尚並不起眼，沒想到一家好餐廳居然
搖身變成長濱鄉的顯著地標。這個人口
不多的原住民部落，挨家挨戶都養狗，
清晨跑在產業道路上，狗吠不停，但空
氣是清甜的！

綠頭鴨 (Sinasera 24 提供 )

長濱觀景臺

Sinasera 24 法式餐廳
ADD：台東縣長濱鄉南竹湖 26-3 號
TEL： 08 983 2558

謝
金
河

《
財
訊
》
社
長
兼
發
行
人 

，1959

年
生
於
台
灣
雲
林
西
螺
、
政
治
大
學

東
亞
所
碩
士
、
現
為
財
信
傳
媒
集
團
董
事
長
、
《
今
周
刊
》
董
事
長
、
《
財

訊
》
社
長
兼
發
行
人
、
財
金
文
化
董
事
長
、
《
老
謝
看
世
界
》
及
《
數
字

台
灣
》
節
目
主
持
人
。
參
加
台
北
捷
兔
俱
樂
部
近30

年
，
週
末
幾
乎
都

在
山
林
中
奔
馳
。

11



《Fountain 新活水》專欄

照著這份清單送，保證不出錯！
文／《Fountain 新活水》編輯部　攝影／ Sia Sia Lee　攝影協力／張志偉

《Fountain 新活水》的發行單位——文化總會，長久以來致力於台灣文化的推廣，不只在台灣各地結交了許多好夥伴，也
透過文化交流認識了不少外國好朋友。也因為這樣，無論逢年過節或是到訪他處，文總收、送過的伴手禮累積下來也可真
是不少。新活水編輯部特別邀請到秘書長李厚慶，來跟大家分享幾樣他心中有上榜的伴手禮名單。

南蠻堂有限公司｜長崎蛋糕
長崎蛋糕／蜂蜜蛋糕很多店家都有做，但吃過一輪還是覺得南蠻堂的味道最對，整
家店也只賣這樣產品，只用蛋糕的寬度區分品項，有種「一輩子做好一件事」的職
人感。雖然俗稱蜂蜜蛋糕，但原料其實只有白糖、麵粉、雞蛋與水飴（麥芽糖），
簡單自然的原料與嚴謹的製程，造就數十年的經典不敗。
售價：330 元（3 號╱寬 10.8 公分）
店址：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二段 48 號

福源｜花生醬蛋捲禮盒
全台最知名的花生醬、稱得上是新竹名產 TOP 3 的那個福源，把花生醬做成蛋捲
了！這次雖然沒有保留特色的碎花生顆粒口感，但香醇濃郁絕無減分，純醬的口感
更柔順、更適合搭配酥脆的蛋捲餅皮，就算你對花生醬沒有偏愛，也難以抵擋這讓
人不自覺一根接一根無法停下的超強組合。
售價：359 元（盒裝 16 入，網購價）
店址：新竹市東區東大路一段 1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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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德糕餅｜原味佳德鳳梨酥
台北的經典老牌，延續四十多年的傳統好味道，各方面表現都是一等一。鳳梨酥外
皮鬆香、軟硬適中，鳳梨醬與冬瓜餡調成的內餡口感綿密細緻、甜而不膩。若需要
送禮又沒頭緒，佳德鳳梨酥會是個既大方又安全的好選擇，連日本友人們都對它印
象深刻，常常名列回國前必買的指定清單。
售價：192 元（盒裝 6 入）
店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88 號

唯豐肉鬆｜招牌豬肉鬆（粗）
艋舺在地人都知道的老店舖，早年在烘炒肉鬆、烘烤肉乾時，香氣總是會充滿整個
街廓，每當逢年過節，老萬華人就是會來這裡挑選伴手禮。唯豐五十年來堅持「三
斤豬肉烘製一斤肉鬆」，一入口就能感受到酥脆又鹹香的傳統口味，另外還有質地
更細緻的嬰兒肉鬆，讓幼兒和老人家也能開心享用。
售價：100 元（小包）
店址：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226 號

祝福商店｜苔條花生禮盒
苔條花生原本只是彰化祝福餐廳宴席前的開胃小菜，發明人蔡添壽早先在蔣經國的
八卦山行館掌廚，行館關閉後到山下另開餐廳；某次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來到彰化巡
視，在此用餐時對這道小點讚譽有加，此後便不斷有客人上門訂購原無販售的苔條
花生，老闆也毅然停掉餐廳生意，專心製作花生販售。苔條花生選用仁大的花生粒，
去膜、浸泡、油炸後，再加入海苔、糖、鹽拌炒，有著難以形容的獨特香氣，鹹香
中還帶點甜，讓人回味無窮。
售價：450 元（盒裝 12 入）
店址：彰化縣彰化市陳稜路 1 號

※ 原文刊登於 2022.7 月號／ 30 期「一〇一樣好吃到捨不得送人的台灣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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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01
每夜的開始我們跟著燈光走

紅橙黃綠藍靛紫

週一二三四五六日

每年的開始我們跟著煙火走 

簇擁 從四面八方 從遍布的方框中 投注目光 捕捉火光

離散 回到每夜的燈光中

光跟著時間走 時間跟著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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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會‧燈塔‧夜景‧自由

我們很少意識到，是光讓我們能夠閱讀文字，也常常遺忘矗立海岸前線鎮守邊疆的
燈塔，我們身旁的日常風景也很有可能是他人心中的國際景點，還有新世代台灣人
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空氣，跟著《台灣觀光》的腳步，看看這些閃閃發光的地方。
本期特別企劃，從台北 101 出發隨著光走，回到睽違 23 年台北舉辦的台灣燈會、
前進台中台灣光影藝術節、一窺作家魚夫心中的夜景，沿著燈塔環視台灣黑暗與光
明之旅。在春光爛漫之際走上一趟逐光之旅，一起發掘台灣觀光的發光體！

逐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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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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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旅

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
文 / 編輯室

台 灣燈會自 2001 年起於台灣各個城市巡迴展出，睽違 23 年後重返台北，回到
最初的「源」點。「2023 台灣燈會在台北」是台灣放寬邊境管制後的第一場

燈會，以「光源台北」為主題，傳遞台灣燈會起源於台北的意涵，也象徵希望之光
照亮整座城市。藉由捷運串起燈會場域，讓大家可以搭捷，循著光的軌跡，走進「光
源台北」享樂。燈會共有 4 大展區、1 座主燈、6 座副燈，範圍達 168 公頃、展出
300 件以上作品並串連 12 個行政燈區，作品散布在高樓建築、城市巷弄間，使台
灣燈會與台北城市精彩融合。

從捷運忠孝復興站出發到忠孝敦化站是位於東區商圈的「光展區」，帶領台北走向
潮流尖端的場域，每件作品坐落在巷弄裡，融入生活空間，點亮這座城市如同照亮
這座城市舞台。繼續往東到國父紀念館站，有位於松山文創園區的「源展區」，在
這個新舊融合的場域，能體驗來自各地的多元文化共融。

位於國父紀念館與市府前廣場的「中央展區」，是台灣燈會主燈的位置，另外包含
3 座副燈及多個主題燈區，展出內容結合傳統花燈藝術與現代光影多媒體科技，提
供遊客與燈會互動的旅遊體驗。捷運市政府站、台北 101/ 世貿站，則是位處信義
商圈的「未來展區」，是匯集各大國際知名品牌與企業集團、兼具國際與時尚潮流
的商業區。

2023 台灣燈會
2023/2/1-2/4 試營運

2023/2/5-2/19 正式營運

週一至四：14:00-22:00 ( 亮燈 17:00-22:00)

週六至日：10:00-22:00 ( 亮燈 1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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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婞淳為主燈玉兔表演生動表情 ( 交通部觀光局提供 ) 

郭婞淳與主燈設計師 AKIBO ( 交通部觀光局提供 ) 

主燈「玉兔壯彩」由知名藝術家李明道操刀，總高 22 公尺身著
太空裝的巨型玉兔，概念靈感來自獨步全球的台灣晶圓產業，運
用多項數位科技特效，並邀請台灣之光奧運金牌選手郭婞淳，透
過臉部動作捕捉技術，為玉兔表演生動的表情。 ( 交通部觀光局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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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中台灣的新興光影之旅
數據光景－ 2023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

文 / 編輯室　攝影 / 汪正翔，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每逢年節全台各地燈會活動百花齊放，都成為國人旅遊走春的新選擇，也讓燈會成
了台灣科技力與藝術力爭相展演的舞台，如 2022 年台灣燈會在高雄，便以 1,500
台無人機呈現飛行主燈，讓元宵花燈不再是地表上的靜置物。而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還有一例，國美館在 2020 年配合台灣燈會在台中，在傳統燈會脈絡下，主辦「臺
灣國際光影藝術節」透過科技藝術提出創新的展現形式，獲得各方好評，並在館方
爭取下變成獨立的展覽形式，成為中台灣一道新興光影。

邁 入第 4 屆的「2023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以「數據光景」為命題，討論在當
代科技藝術發展的過程中，數據如何成為支撐與驅動藝術作品的背後根基，

並為藝術品的展演帶來的流動與多樣性。

今年共精選國內外共 9 件科技藝術作品參展，台灣共有 6 組參展作品，包含王連晟、
張欣語、蔡宜婷、蔡寧、貳進 與 404N. F 等藝術家，以及 3 組首次在台展出的國際
藝術家組合，包含克・利伯曼（Zachary LIEBERMAN，美國）、笠原俊一＼神田竜
＼比嘉了（日本）、尤里・勒赫（Iury LECH，烏克蘭／西班牙）＼吳秉聖（台灣）。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作品多在戶外展出，不受空間、時間限制，即便在國美館閉館
期間，民眾仍可前往觀賞作品，同時主辦單位也特別規劃專家導覽等系列教育活
動，由策展人與藝術家親自帶逛，讓民眾觀賞之餘更能深入理解作品。今年春節不
妨來一趟中台灣光影之旅，一起打開感官，享受科技藝術。

專家導覽
時間｜ 01/14（六）19：00-20：00   
主講｜林昆穎（2022 臺北白晝之夜藝術總監 ) 
時間｜ 02/04（六）19：00-20：00   
主講｜莊志維（新媒體藝術家 ) 
集合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 戶外廣場服務站
對象｜一般大眾，每場次 20 人
報名請掃：

尤里・勒赫 Iury LECH（烏克蘭 Ukraine _ 西班牙 Spain）＼  
吳秉聖 WU Ping-Sheng （臺灣 Taiwan） 〈光的時間量子〉 Quantum of Time Inside Light   

逐
光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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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
2022/12/3-2023/2/5

展覽地點
戶外園區、U-108 SPACE

開放時間
戶外園區
17：00-22：00
室內展覽  
U-108 SPACE
週二至五 09：00-17：00
週六至日 09：00-18：00

這裡等天黑
梓書房
喜歡舊書的獨立書店，有貓有咖啡有蛋糕，
還有寬敞的閱讀空間，夫復何求。
ADD：台中市西區福人街 89 號
OPEN：13：00-19：00 週日 & 週一休息

台中文學館
「走入她們的房間 - 女性書寫與空間特展」
ADD：台中市西區樂群街 38 號
OPEN：10：00-17：00 週一休館

審計 368 新創聚落 ( 審計新村 )

過去的省政府宿舍，現為青創聚落及手工藝
市集，三步一甜點鋪，五步一選品店，歡迎
來挖寶。
ADD：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368 巷 2 弄 12 號

道禾六藝文化館 (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

日治時期之司獄官、警察日常練武場地，現
為新六藝文化推廣基地，提供劍道、弓道等
文化體驗，並於周末固定舉辦市集活動。
ADD：台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OPEN：09：30-17：30

404 N.F （臺灣 Taiwan） 〈青台〉 Grass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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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特有的燈光之旅—

跟著燈塔環台灣
文 / 編輯室　圖 / 交通部航港局提供

逐
光
之
旅

東莒燈塔　ADD：連江縣莒光鄉福正村 56 號之 1

又名「東犬燈塔」，為台閩地區現存燈塔中，第一座以花崗石材建造的洋式燈塔。

建於 1984 年，為台灣最高且最年輕的燈塔，

外表為漆成黑白垂直條紋的八角形燈塔。

芳苑燈塔　ADD：彰化縣芳苑鄉漁港七路 146 號

琉球嶼燈塔　ADD：屏東縣琉球鄉觀日公園

又名白燈塔，建於 1929 年，為白色圓形鋼筋混凝土結構，
是國內唯一一座日治時期由漁會出資建造的燈塔。

東吉嶼燈塔　ADD：澎湖縣望安鄉東吉村 150 號

建於東吉嶼北方的尖礁上方，標高 47 公尺的高地，塔身
為鋼筋混凝土圓塔，外表漆黑白相間的平行橫條紋。

東湧燈塔
ADD：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 169 號

又名「東引島燈塔」，位於馬祖列島極東之地，亦有北疆燈塔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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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四面環海島國的子民，說到燈塔你會想到哪一座？是神似女
演員禮服黑白相間的芳苑燈塔？國境之南有東亞之光美名的屏

東鵝鑾鼻燈塔？還是最深入太平洋的三貂角燈塔？其實台灣共有 36
座燈塔矗立於綿延 1,520 公里長的海岸線，絕大多數建於清領與日治
時代，它們是故鄉的光芒，是遠行的指引，引領大船入港，見證台
灣島航行海洋的歷史。邀請您一起跟著燈塔來趟環島逐光之旅，用
燈光串聯台灣！

更多燈塔資訊

鵝鑾鼻燈塔　
ADD: 屏東縣恆春鎮燈塔路 90 號

不僅為全國最南也是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
光程也最遠，因此享有「東亞之光」的美譽。

綠島燈塔　ADD：台東縣綠島鄉燈塔 1 號

位於台東縣綠島鄉之西北海岸高地，為美國紅十字會為感謝綠島居民於
「胡佛總統號」船難勇敢救人的義舉，所捐款興建。

三貂角燈塔　ADD：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馬崗街 38 號

台灣的極東點，燈塔內部設有展示館，並擁有極為遼闊的視野，
天氣好時則可遠眺龜山島，一覽東北角的美景。

基隆燈塔　ADD：基隆市中正區基隆嶼

外觀為黑白相間垂直條紋，是台灣最早使用太陽能發電的燈塔。

富貴角燈塔　ADD：新北市石門區楓林路 27 號

日本在台所興建第一座燈塔，外表為黑白平行相間的條紋，是臺灣本島最北的燈塔。

東湧燈塔
ADD：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 169 號

又名「東引島燈塔」，位於馬祖列島極東之地，亦有北疆燈塔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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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我來了－自由燈塔 黑暗觀光

文 / 曹欽榮 

入夜時分，藍天透紅，星光點點。瀉湖映照著燈塔潔白身影，塔頂束光繞轉；此刻，
穹倉美景，無垠海洋、遼闊世界，令旅人不禁舒展胸懷，瞬間屏息。

受難者陳孟和於綠島思想犯改造營受命公差時拍攝。攝影：陳孟和 ( 陳柏均提供 )

逐
光
之
旅

牛頭山 燕子洞 優美風光
燈塔矗立綠島西北角山丘，優美環境帶給遊客驚奇。燈塔向東，對望東北角牛頭
山—山頂草原是眺望日出、日落絕佳的首選地點；山下燕子洞，洞內外火山岩鬼斧
神工，渾然天成，洞內宛如天然音場，遺留著過去思想犯「新生」彩排之用的手砌
土台、階梯。

最近，因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話題熱議，取景牛頭山、燕子洞，兩處不只是自然
景點，且各具人文歷史資產特質，更加走紅。這是島嶼旅遊海上活動、潛水之外，
頗具故事性的動人遺產。

曹欽榮
人權紀念地文史工作者，長期參與
台灣紀念地規劃、設計、採訪，協
助出版紀錄片及 10 多本口述書，其
中《流麻溝十五號》改編為電影於
2022 年 10 月底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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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牛頭山上。攝影：曹欽榮

電影《流麻溝十五號》海報 ( 湠台灣電影提供 ) 

燈塔見證爭取自由人權時代
二次大戰前，燈塔因 1937 年「胡佛總統號」客輪船難，而由美國紅十字會捐款設立，
1939 年開始使用。燈塔具有指引航行作用，曾經於二戰期間遭到美軍軍機攻擊，
部分損毀；1948 年修復增建完成後，再開放使用。2014 年新版《綠島鄉誌》紀錄
燈塔身世，刊載〈監獄篇〉，旅行島嶼，帶來豐富歷史人文故事。

從牛頭山眺望燈塔方向海岸線的美麗景緻，三峰岩、公館鼻一帶是全球「黑暗觀光」
的新興紀念地。1999 年，亞洲首座人權紀念碑落成，2002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
日開放思想犯監獄遺址，至今 20 年。2018 年起，正式名稱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
恐怖綠島紀念園區，見證自由光明時代來臨。

黑暗旅遊地電影 照亮歷史
1951 年，第一大批思想犯近千人從台灣搭船到達綠島，在中寮港附近轉搭舢舨船
上岸。受難者或當地人的口述共同記得：思想犯隊伍從村民面前走過，他們喝了村
民提供的井水解渴，這個獨特時刻，開啟 1950 年代早期冷戰時代思想改造的歷史。

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一開始，字幕出現「1953 年」，另一批思想犯到達，在海
上望向綠島，運送的軍用船舶停在遠方海面，舢舨船上一群女性，看到綠油油的島，
燈塔聳立右前方。這時，一位女性說：「火燒島快到了！」另一位主角接話：「台
灣就遠了！」燈塔見證了戰後台灣歷史的重要一幕。

1990 年 5 月，最後一批思想犯陸續離開綠島中寮監獄，那一年也是東部海岸國家
風景區設立的開始，綠島持續發展觀光，島上燈塔「亮光」夜夜不熄，遺址象徵追
求人權的「自由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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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鑾鼻燈塔
李敏勇

國境之南的地標

大航海時代的指針

為船隻照路

演繹成某種象徵

領航者導路人

一支筆矗立在艷陽下

入夜時燈塔亮起

經歷時間的黒暗

日間成為光耀的風景

在綠色草原與藍色海域之間

白色之塔招引水手的目光

回應島國的歡呼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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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勇
台灣屏東人，1947 年生於高雄縣，
以文學為志業，是著名詩人、文化
評論人、翻譯家。曾任笠詩刊主編、
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以
及鄭南榕基金會、台灣和平基金會、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曾獲
巫永福評論獎、吳濁流新詩獎、賴
和文學獎。並為第十一屆國家文藝
獎得主、第四十一屆行政院文化獎
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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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美的夜間風景是夜市？ 
文 / 魚夫 

您 要問我台灣晚上最美的夜色，我想說的不是自然或城市的燈光夜景，那大都
只能遠觀不可褻玩焉！

由才華洋溢的藝人鄭進編曲作詞，李嘉（李愛綺）唱紅的「迺夜市」，當時傳唱全
台，裡頭有許多台語錯字，比如不作「迺」是「踅」，但也無傷大雅，歌詞裡且有：
「下暗若無啥代誌，咱來去來去迺夜市，下暗咱相招來去，充滿人情味可愛的夜
市」，詞曲輕快，李嘉唱來也青春洋溢，令人有股衝動，當下就想動身去踅夜市，
且不只這首歌，還有位歌手黄乙玲也有「來去故鄉迺夜市」強調在夜市裡還可以碰
到家鄉的厝邊隔壁。

夜市的美食，對我來說的確是充滿人生回味的。我年輕時和先父住在高雄，父子偶
而會到六合夜市裡去㝷覓美食，還會喝上兩杯，至今印象深刻；後來在電視台主持
節目，有回帶領團隊去屏東夜市採訪，父親也來參與，這才知道他對夜市的食物瞭
若指掌，那集的報導自然很精彩； 父親年輕時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基隆廟口去交關，
他愛去的那幾家，我至今仍偶而去嚐味思念一番。

魚夫
雙子座，不愛墨守成規。曾經擔任報社主筆、畫
時事漫畫得過獎、多家電台主持人、電視台總
監、動畫公司老闆等、大學教授退休；年過半百
之後，決定不再塞在人生的車陣裡，走一步算一
步，決意繞道而行，樂暢人生慢活去，這才看見
彩繪的世界，於是畫出來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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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台灣的夜市早就已是外國觀光客必然要參訪的「聖地」，台灣每個城市絕對有
夜市存在，許多我的外國朋友來台，夜市是認識台灣的起手式，通常得到的回饋是
大呼 fantastic! fantastic! 如果是日本朋友，那當然就是すごい叫個不停，光聽他們
的尖叫聲，就覺得不虛此行了。

其實夜市也非台灣獨有，比如馬來西亞的茨廠街、新加坡的牛車水夜市等，好像只
消有華人，就會各自發展出夜市文化來的，不過茨廠街最為人詬病的是名牌仿冒問
題，但美食卻集諸如福建炒麵、燒魚、叻沙及咖哩麵大馬文化裡庶民料理的縮影；
牛車水夜市則不但美食滙集，攤家的守紀律，營業後的乾淨清潔也令人忍不住舉起
大姆指稱讚。

台灣夜市近年來的自我管理也越來越好了，連米其林必比登都來找好料，不只食物
多樣化，也出奇致勝的佈置各種攤位設計，由於集市，就解決了部份流動攤販的問
題，然而，有一回我在中國廈門發現他們也仿製台灣夜市，人潮卻零零落落，想來
台灣夜市文化有其文化背景與產業鍊，沒那麼好拷貝過去的。

基隆飲食文甚為多元，包括福州、日本、溫州、山東、廣東等，在基隆廟口夜市集大成！ ( 插畫：魚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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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乍暖還寒宜蘭之旅
溫泉　山徑　冷泉　咖啡

距 離台北市區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宜蘭，四季都適合遊賞，秋、冬還能享受溫泉，是繁忙都會居民最喜歡的周末休閒去
處。礁溪有著富含納鎂鈣等豐富礦物的碳酸氫鈉泉，可以養顏美容，蘇澳冷泉則含大量鐵質，對皮膚及肌肉關節的

保養好處多多。泡湯之餘，也可以走入深山，來一場放鬆身心的森林浴。來到宜蘭，建議至少安排兩天一夜的行程，才能
悠閒地吃喝玩樂、細細品味宜蘭的魅力。

交通
1 火車 - 搭乘台鐵至「礁溪站」下車
2. 客運 - 於台北轉運站搭乘「葛瑪蘭客運」，於「礁溪轉運站」下車

礁溪溫泉公園
礁溪溫泉公園佔地寬廣、綠意盎然，步行不用 10 分鐘就
能抵達礁溪火車站及礁溪夜市。這裡有遊客中心、足湯池
以及森林步道，遊憩設施完善。穿過綠樹與流水錯落的的
庭園後，還有日式露天溫泉「森林風呂」，男、女湯皆有
數種泡湯池，能在泡湯同時享受不同風景。著名繪本畫家
幾米的創作由溫泉公園內一路延伸至鄰近的礁溪轉運站，
時而有小兔子仰頭泡溫泉、時而又見兔子們拉著行李箱出
遊，讓人莞爾。

ADD: 宜蘭縣礁溪鄉公園路 70 巷 60 號
OPEN: 08:00-22:00
TICKET: $150
ACCESS: 從台鐵「礁溪站」出口步行約 8 分

林美石磐步道 ‧ 五峰旗瀑布
來到礁溪，除了泡溫泉外，附近也有多條健行步道，能欣
賞沿途優美的湖泊與山峰。林美石磐步道鄰近草湳湖與礁
溪高爾夫球場，沿著溪谷鋪設的環狀步道相當平坦，長度
約兩公里、來回約需兩小時，走起來相當輕鬆。步道高點，
溪水漫過巨石、高十數公尺的石磐瀑布是最熱門的攝影景
點。沿著五峰路而上，可抵達五峰旗瀑布，這裡是礁溪知
名的風景區之一，瀑布共有三層，因形狀像三角形旗幟而
得名。由入口處步行五分鐘即可抵達瀑布第一層，適合一
家大小來此戲水，感受沁涼的溪流與自然風光。

ADD: 宜蘭縣礁溪鄉林尾路
ACCESS: 於礁溪站前搭乘「台灣好行 - 礁溪 A 線」至「林
美石磐步道」下車

礁溪

五峰旗瀑布 林美石磐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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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

七星嶺步道
七星嶺步道位於蘇澳冷泉公園後方，全長約 4.7 公里，海
拔最高為 230 公尺，登高沿途設有六個賞景平台，可俯瞰
整個城鎮、港口，以及遠眺龜山島與太平洋美景。

ADD: 由宜蘭縣蘇澳鎮中原路 66 巷進入
ACCESS: 從台鐵「蘇澳車站」出口步行約 10 分

南方澳漁港
位在蘇澳鎮南端的南方澳，是東台灣面積最大的陸連島，
東臨太平洋，外海有黑潮流經，因此洄游魚類種類多，漁
獲量相當豐富，是台灣東部遠洋漁業重鎮，也是台灣三大
漁港之一。

南方澳最知名的特產為鯖魚，四季皆漁獲豐富，每年都會
固定舉行南方澳鯖魚節的活動。若於平日造訪南方澳漁
港，不妨在下午兩點之後至港口漁市參觀，此時早上出海
的船隻陸續回港，送當日打撈的漁獲上岸，是購買新鮮海
產的最佳時機。

ADD: 宜蘭縣蘇澳鎮南寧路
ACCESS: 從「蘇澳轉運站」轉搭 1766.1791 客運至「江夏
路 ( 南天宮 ) 站」下車即抵達

南方澳漁港

七星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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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地熱公園
清水地熱公園位於溪谷之中，豐沛的地熱泉源不斷冒出，達
攝氏 95 度以上高溫。近年整修完成重新開放，遊客中心內
販售雞蛋、甜玉米、筊白筍等食材，也提供竹簍租借服務，
遊客可以在白煙裊裊的溫泉公園中體驗溫泉水煮食的美味，
還可以在泡腳池享受免費足浴。充滿日式風情的木造「清
水泉湯屋」於 2021 年底落成啟用，品嘗完熱騰騰的美食後，
不妨來此泡個身心舒暢的露天暖湯。

ADD: 宜蘭縣大同鄉三星路八段 501 巷 150 號
OPEN: 09:00-17:00
ACCESS: 從「羅東火車站」轉搭計程車

大同

鳩之澤溫泉
鳩之澤溫泉位於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是群山環繞
間，多望溪穿越而形成的澤地，周圍棲息的鳥類繁多，來
此不僅能享受溫泉，縈繞山谷中的鳥鳴聲也讓人身心舒
暢。園區內規劃了露天溫泉區以及自然步道，讓來此的旅
客能放慢腳步，用舒適的節奏一次擁有森林浴與山中溫泉
浴的獨特體驗。

鳩之澤溫泉為碳酸氫鈉混合泉，由山麓石縫中流出，溫度
在攝氏 38 到 42 度之間。清澈的泉質無色無臭，洗後有明
顯的滑潤感，有舒暢筋骨、養顏美容的功效。溫泉區分為
露天 SPA 池、裸湯區以及家庭野湯區，能夠滿足不同喜好
旅客的需求。其中，露天池區內散落著大小不一的石頭浴
池，都是將颱風帶來的巨大溪石就地鑿洞製成，別有一番
風味。

園區另設有 DIY 煮蛋區，泡完湯後，向遊客中心購買新鮮
雞蛋、租借煮蛋專用竹簍，享受散發獨特香氣的溫泉蛋吧！

ADD: 宜蘭縣大同鄉燒水巷 25 號
OPEN: 09:00-19:00 
（鳩之澤溫泉區不提供住宿服務，建議旅客注意下山的班
車時間）

清水地熱公園

鳩之澤溫泉

30



溫泉旅宿

泉月樓行館
坐落蘭陽平原、四季美景環繞的泉月樓，以傳統三合院建
築為基礎加以創新，使用長廊、中庭及過道巧妙串聯兩層
樓建築內部空間，使整體感受更貼近當代生活，並表現與
大自然共生的理念。建築立面採用二丁掛及抿石子工法，
其中，抿石子所用建材為宜蘭石，更能突顯在地特色。整
體空間充滿慢活氛圍，讓旅人能卸下平日疲累、放鬆心情。

ADD: 宜蘭縣冬山鄉茄苳路 219 號
TEL:03-959-5529

山形閣
礁溪擁有台灣唯一的平地溫泉泉脈「美人湯」，地表湧出
的碳酸氫納泉無色無味，是放鬆身心、解除疲勞、保養肌
膚的最佳選擇。山形閣距離礁溪轉運站、礁溪火車站步行
只需 5 分鐘，地理位置絕佳，全館共有 122 間精緻溫泉
客房，每間房內皆設有可容納 1 噸水位的獨立浴池，讓旅
人獨享美好的泡湯時光。館內設有男女大眾裸湯、檜木烤
箱、健身房、拉麵館、兒童遊憩區等設施；位於頂樓的景
觀餐廳「米澤廳」可以飽覽 270 度開放式景觀，在此品嘗
主廚特製無菜單料理、遠眺龜山島，享受被平原美景包圍
的幸福。

ADD: 宜蘭縣礁溪郷中山路二段 187 號
TEL: 03-987-2323

泉月樓行館

山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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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31



跟著米其林星級美食探索城市

有 美食王國之稱的台灣，不僅庶民小吃豐富多樣，對料理的用心和講究也反映在不斷提升的餐飲水準上。隨著米其林
指南將台灣納入評鑑來到第五年，越來越多的店家實力獲肯定，來台灣旅行，不妨以味蕾探索城市，品嘗征服米其

林評審味蕾的星級料理。

欣葉・鐘菜
【米其林一星】

「欣葉・鐘菜」是欣葉集團於 2020 年創立的餐飲品牌，也是首間進駐國際酒店商
場的品牌，於 2022 年首度摘星。餐廳外牆以金屬線條與磨砂玻璃打造中央山脈貫
穿台灣的島嶼意象，座位區色調沉穩、線條簡約的挑高空間讓顧客能充分放鬆身
心、享用美食。

傳統喜宴上常見的「五福拼盤」是店內暢銷招牌菜，以肉質鮮嫩的白斬雞、鮮甜的
厚切軟絲、油脂豐富的烏魚子搭配咬勁十足的海蜇皮以及飽滿多汁的滷香菇，口感
豐富美味。由傳統小吃蚵嗲發想，「紫蘇蚵嗲」以紫蘇葉包裹後油炸，不加任何粉
漿，鮮美多汁的鮮蚵入口即化，只要吃過就會被征服；鍋氣十足、鹹香比例完美的

「菜脯炒飯」能看出師傅了得炒功；風味濃厚的「三杯蕈菇」與酸甜的「茄汁明蝦」
也是餐桌明星菜。一道道獨家私房菜端上桌，呈現豐富多樣、世代傳承的台式美味。

ADD: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199 號 ( 萬豪酒店一樓 )
OPEN: 11:30-15:00/17:00-21:00
ACCESS: 捷運「劍南路站」3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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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連續兩年摘星的山海樓大廳，彷彿走入一九三○年代的富貴世家。仿造舊時大
宅廳堂的風格，完美復刻了當年的風華絕代。為饕客準備最道地的台灣宴客菜之
餘，山海樓對於餐飲空間與食器也有所堅持，以精美瓷器、木具盛裝每道細心擺盤
的料理，營造精緻高雅的用餐體驗。

山海樓主廚復刻了傳統台菜裡手工繁複的宴席菜色，邀請來客品嘗屬於台灣的老味
道。店內招牌的掛爐燒雞、山海豪華拼盤、玫瑰蝦都深受喜愛；三吃料理「金銀燒
豬」因極費工夫而幾近失傳，整塊豬肉上桌後，先吃香脆的豬皮，再品嘗豬肋排的
軟嫩，最後以肉塊炒酸菜，放入刈包夾起來享用。多層次的美味若沒有提前兩天預
訂，可是吃不到的呢！

ADD: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 94 號
OPEN: 12:00-14:30/18:00-22:00
ACCESS: 捷運「忠孝新生站」6 號出口步行約 8 分

山海樓
【米其林綠星】&【米其林一星】

金
銀
燒
豬

山海豪華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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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蓬萊遵古台菜
【米其林一星】

位於北投的「金蓬萊遵古台菜」創立超過 40 年，三代傳承的美味連續五年得到米
其林一星推薦，排骨酥、香酥鴨、佛跳牆、麻油腰花等都是熱門品項。其中，招牌
經典料理排骨酥以獨門醬料醃製，入味後將外層炸酥，同時保留鮮嫩多汁的肉質，
微鹹滋味讓人吮指回味；紅蟳油飯也是來店必點，口感軟 Q、蟹黃濃郁，每一口都
有滿滿的古早味香氣，連年的肯定可說是實至名歸。

ADD: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 101 號
OPEN: 二 - 五 11:30-14:00/17:30-21:00，六日 11:30-15:00/17:30-21:30，週一休
ACCESS: 捷運「芝山站」轉搭 203.279 號公車至「天母國中站」下車

排
骨
酥

土魠魚米粉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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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樹食
【米其林綠星】

小小樹食敦南店裝潢以白色為主軸，挑高的用餐環境以大片落地窗引入明亮採光，
並運用木質調搭配綠植點綴，為客人營造輕鬆愉悅的用餐氛圍。店內餐點選擇豐
富，包含西式、泰式以及融合台式口味的創意料理。帶著濃郁台灣靈魂的「麻婆豆
腐溫泉蛋」為店家推薦料理，口味香辣不油膩的半熟溫泉蛋為口感大大加分；「紅
油皮蛋豆腐餃」使用小農剝皮辣椒與南瓜、皮蛋等製成，是店內人氣料理；招牌的
「小樹酪梨蔬菜」佛陀碗則加入大量當季食蔬以及含有豐富油脂的酪梨，深深擄獲
饕客味蕾。主食之外，甜點皆採用植物性奶油，不僅沒有負擔，更達到動物友善的
目的。

AD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 之 1 號
OPEN: 11:30-21:00
ACCESS: 捷運「信義安和站」2 號出口步行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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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採果樂
文 / 編輯室 ( 圖文由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馬丁農夫」林清立提供 )

鮮 紅的草莓，果肉細嫩，酸甜爽口，除了果實可食用，也常被製成果醬，每年 11 月下旬至翌年 4 月是盛產期，最適合
享受採果樂趣。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並非只有苗栗大湖能採草莓，台北近郊就有多個好去處 !

內湖的大崙頭草莓園，有香水、天來 3 號和戀香三種品種，其中的戀香，被譽為草莓界的香奈兒；同樣在內湖的莓圃休閒
農園，依季節蔬果入菜，可吃到草莓石板披薩及其他餐點飲品。而清香休閒農場，位於台北市五指麓，體驗採果後可將等
值草莓帶回家。

推薦農遊體驗

台北 －
大崙頭草莓園
草莓手作甜點 DIY、
莓舒芙蕾鬆餅、
草莓烤雞腿披薩

台北 －
白石森活休閒農場
採草莓體驗、
草莓果醬製作

台北 －
東林休閒農園
採草莓體驗、
草莓果醬製作

南投 －
勇春農家
彩繪草莓盆栽 DIY、
草莓果醬鬆餅

台北 －
清香休閒農場
採草莓體驗

苗栗 －
吉軒農場
採草莓體驗、
草莓冰棒

台北 －
莓圃休閒農園
美莓繽紛 10 吋石板披薩

台中 －
沐光農場
採草莓體驗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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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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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休閒農園
採溫室高架種植及地
下種植，園區除了採
草莓，還有舉辦適合
親子一同來的 DIY 活
動，活動豐富並富含
教育保證值回票價。
ADD：台北市內湖區
碧山路 49 號

莓圃休閒農園
觀光採果的先驅，主要栽種草莓及
土芭樂、楊桃、百香果、洛神、火
龍果、西瓜、香瓜、玉米及季節性
蔬菜。
ADD：台北市內湖區碧山路 38-2 號

吉軒農場
可以體驗採果樂，做農事，DIY，營
造鄉村休閒氛圍，環繞農場的人行
步道，讓遊客一年四季在農場都有
不同的體驗活動可以參加。
ADD：苗栗縣西湖鄉茅仔埔 221 之
1 號

勇春農家
堅持以非農藥管理的方式種植，可
以吃到安心又健康的蔬果，此外園
區內也種植當季時令不同蔬果，並
利用現有新鮮食材入菜。
ADD：南投縣國姓鄉福龜村中正路
一段 106-4 號

田園美色草莓園
入園不需門票，採完
後秤重計費，草莓園
全區皆高架式設計，
對於身高較高、不方
便蹲立的顧客非常便
利，草莓季歡迎來親
自體驗。
ADD：台北市內湖區
碧山路 47-15 號

● 農遊超市合作夥伴                           ● 通過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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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溫泉飯店

2023 各地燈會活動資訊

清 新溫泉飯店位於大度山上，擁有 360 度的景觀視野，設計概
念強調自然、活力、休閒三大特色，將基地四周最美的景色

引入室內主軸，空間不再是繁複、奢華的場景，取而代之的是自然、
古樸和簡約的背景，整個空間瀰漫著清新優雅的況味，以陽光、水
聲、光影形成基本元素。
飯店內除了獨特的優美景觀，也有讓人可以放鬆心情、紓解壓力的
碳酸氫鈉溫泉俗稱的美人湯，因此全館 155 間客房內皆擁有大片
的觀景窗，再利用淺色系的木皮營造出溫馨、明亮的休閒空間，浴

室則以灰色系板岩磚為背景，適時加入天然黑色石材，營造出自然
且古樸的意境，並利用大面積安全玻璃區隔臥室與浴室兩個不同空
間，使視覺感得以延伸，創造出整體客房舒適度。
飯店內擁有各式美食料理餐廳，可與親友恣意的在新采自助百匯餐
廳、天地一家中餐廳，享用各式記節性食材，烹調出的美味佳餚；
又或者至森采咖啡廳點用飲品搭配法式點心，話家常中享受愜意的
悠閒時刻！

TEL：04-2382-9888
ADD：台灣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 號
EMAIL：info@freshfields.com.tw

New  Member

News

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光源台北」台灣燈會 東區商圈、松山文創園區、信義商圈、國父紀念館、市府前廣場
試營運為 2023/2/1 至 2/4
正式營運為 2023/2/5 至 2/19

桃園燈會 富岡運動公園、伯公岡公園、民生池埤塘、富岡火車站 2023/2/1-12

台灣國際光影藝術節 國立台灣美術館戶外廣場、U-108 SPACE 2022/12/3 至 2023/2/5

雲林斗六燈會 膨鼠森林公園、行啟紀念館 2022/12/31 至 2023/3/31

南投竹山竹藝燈會
菸葉館 ( 主燈區 )、竹巢市集 ( 中山市場 )、連興宮、三坪院、母愛公
園及街區

2022/12/31 至 2023/2/5

月津港燈節、月之美術館 台南鹽水月津港親水公園 2023/1/14 至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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