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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臺灣社會的現代化、思想的本土

化，世間開始蔚釀出一股懷舊思古的風

潮。近幾年來文化界有不少相關鐵道、火車

內容的書物出版，對火車迷而言，實為人生

幸福事。放眼望去，許多這類的著作都有幾

個共通性，譬如把火車的車體、性能、編號

很精確地做各種的介紹與剖析；其次便是以

文字、畫筆、相機來記錄舊車站的今昔。不

過，一樣看花兩樣情，站在一個純粹「火車

乘客」的角度，與其談「火車」本身，我們

可能更關心「車站」、「人」、「風景」，因為

有後三者的結合，乃造就「火車」本身不再

只是一種冰冷的巨型機械而已。特別是充滿

著悲歡離合情愁的「車站」，在送往迎來的歲

月過程中，譜下了許多的「人」的故事，而

成為「歷史」。在臺灣歌謠裡，以火車、鐵

道、月臺為背景的詞曲不在少數。由此可

知，在臺灣，鐵道本身不僅只是扮演連絡島

內南北交通的媒介角色，對臺灣人而言，在

沒有其他便捷交通工具可選擇的年代裡，火

車、鐵道更是生活的一部份，於是也間接造

就出過去臺灣社會特有的鐵道文化。李東明

的著作《永遠的北淡線》，便是以北淡線沿途

的人文風情為中心，試圖讓火車所負載的昔

日舊事，駛向心頭，在熙攘繁華的世紀中，

提醒人們「不能忘本」的道理。

北淡線本身與其他的鐵道相比，距離不算

很長，但是卻背負著臺灣北部開發過程中篳

路藍縷的艱困歷史，每一個站名背後都可以

看到臺灣四百年歷程的縮影。對大臺北地區

的住民而言，有許多人日復一日地每天利用

這條鐵道去遠地謀生，讓家人獲得溫飽；而

一些青年學子也利用這條鐵道渡過漫長苦澀

的成長歲月，而求得知識學問。如今，即使

北淡線已經走向了捷運化，但是人們悲歡離

合的記憶並未被抹滅，而只是重新以一種比

較有「速度感」的方式來呈現。《永遠的北

淡線》則提醒我們，適時地放慢腳步，重新

吟味生活，或許能體會出周邊世界的另一種

感觀風貌。李東明試圖透過這本著作，希望

臺北住民不應忘記過去「有緣、有夢、有情」

的心靈世界，才不會被蛛網般幅射延伸的都

會系統所吞噬，而迷失了自我。

《永遠的北淡線》以每一個車站作為一個單

元，從大稻埕站開始往終點淡水站的方向一

路過去，訴說沿途每一個車站背後的歷史背

景與心情故事。這樣的撰寫手法，比目前坊

間其他的鐵道、火車等相關著作，在內容上

來得集中、而且深入。尤其是對於經常利用

北淡線的乘客、或才開始準備瞭解北淡線的

生手來說，不失為一本方便的指南書。在正

文後面，作者也親切地附上了「臺北–淡水

線列車與站名簡歷」，可以幫助讀者快速地對

北淡線有一個概括性瞭解。另外，作者用了

各種新舊照片，以強化讀者對於車站周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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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我們透過這些平面影像，多少可以捕

捉到些許攝影當時的時代感覺。當年長者看

到這些圖像時，可能會感到思舊、懷念；而

年輕一輩的人也可能藉由這些圖像而見識到

臺灣經濟是如何地被「打拼」起來的心路歷

程。書中所使用的照片頗多，除了日治時代

的舊照片之外，其拍攝的年代多集中於1 9 6 4年

到1 9 9 9年期間，雖然僅有短短2 5年的間距，然

而從照片的影像中可以明顯看出，原來臺灣

社會的經濟整個大幅成長的歷史並不算久遠，

不過就是這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季罷了。於是，

當我們覺醒到臺灣社會有時充滿著暴發戶心

態時，透過《永遠的北淡線》，我們開始可以

站在理解的立場上，來探討解決之道。

雖然《永遠的北淡線》在整個設計結構與

社會效應上有許多可取之處，但是作為一本

能夠令人「感動」的著作，還有幾個問題點

必須被提出來討論：

一、在以車站為主體的每一個單元中，作

者試圖在歷史背景下，加一點心情

故事。雖然每一個單元可以獨立存在，但是

由於撰寫的體例每一單元不盡相同，例如有的

從物產的介紹著手，有的則從地名考證著手，

也有從地標建物的說明開始，雖然不失為活

潑，但也有零亂之弊；另一方面，不同單元中

對於歷史背景之陳述的重複性很高，而流於煩

瑣；又各單元所切入的年代亦不相同；再加上

歷史的連續性被每一個別的車站所分割，因此

讀者若想以「cover to cover 」的方式閱讀此

書，可能會感到整個歷史敘述的脈絡變得很

片段，而導致整個閱讀過程有些坎坷不順。

二、另外，在文字敘述上，作者不斷以歷

史觀點引導讀者進入北淡線周邊的

風情舊事中，然而，書中雖然使用了大量

的平面影像，但是在今昔對比上卻略嫌欠

缺。只有 1 4、1 5 號公園的部分將違建拆遷前

（1992年攝）與拆遷後（1999年攝），以兩幅照

片並列，做了今昔對比，可惜的是，拍攝的

角度不同，導致在比對效果上大打折扣；又

譬如已經成為古蹟的國父史蹟紀念館的部

份，既然已經找到了原來日本時代「梅屋敷」

房間的舊照片，卻僅以一張紀念館門面的新

照片並列，如果能在同一個房間內拍攝以為

對比的話，勢必會讓人感覺到作者真的去一

趟古蹟巡禮，而非只是「過其門而不入」，這

樣的一種「敬業」精神，也將更容易透過影

像向讀者傳達出思古幽情的氛圍；再舉一個

例子，有兩幅舊臺北車站的照片，同樣是拍

攝於1 9 6 4年，然而整個車站的風貌卻有微妙的

不同處，其原因何在，作者並沒有加以說

明，如此現象令人不禁感覺到作者只是把一

些舊照片「堆積」在一起而已，照片本身好

像並不代表任何意義。

三、還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既然

作者試圖想以歷史背景與人們的心

情故事來呈現北淡線的特質，一些具有明

顯歷史主題特徵的照片卻被安排得太小而不

夠明顯，例如在介紹大稻埕車站的單元裡，

有一幅「臺灣第一個火車站–大稻埕站」這樣

難得一見的歷史照片，但其所佔的比例空間與

其他照片相較之下，非常的小；相對地，在

同一章節中，一幅看不清楚拍攝地點的「小吃

攤」照片卻佔有相當大的空間比例，這樣的

影像安排方式，容易模糊了該單元的主題焦

點，這種現象，著實令人感到些許遺憾。

承如上述，雖然整個著作結構的安排不免

有所疏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李東明在

《永遠的北淡線》一書最後附上了一連串的

〈參考書目〉與〈凱達格蘭平埔族源流簡

述〉、〈臺灣平埔族與漢族互動五大階段〉以

及〈日本歷任臺灣總督及其行事簡錄〉、〈三

線路巡禮〉，不僅方便其他有心於北淡線研究

的人士，較簡易地獲取相關參考資料；也可

見作者在整本著作撰寫上用心良多，李先生

已經從鐵道研究中掌握住臺灣歷史脈絡的重

點，即「多元族群所結構出的移民社會」與

「日本時代–臺灣近代化的歷程」，而經過

《永遠的北淡線》洗禮，從影像與歷史結合的

角度出發，相信李東明先生將會以更淋漓盡

致的作品呈現給讀者，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