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站旁的土地公⊙劉克襄 
 
除了南北二頭，高鐵站多位於荒涼而空曠的地點，像外太空的接駁站，周遭並無旅遊景

點。沒想到，我竟有了新發現。 
 
有一回，在烏日新站搭乘。從 7_11 拎了一杯城市咖啡出來後，因為不急著趕回溼冷的

台北，乾脆走到外頭曬冬日的陽光。 
 
外頭的草原，傳來小雲雀飛入天上的清脆鳴叫。也不知半空中，到底有多少隻，那美妙

的叫聲音，到處傳來，從未停歇。我不免有些感傷，再過個四五年，這些空無一物的草

原，或許都會興建公寓大樓，成為台中最熱鬧的區域。 
 
我一邊聆聽著，一邊遠眺著不遠的，灰濛濛的大肚山。遠方有一座亮麗的建興宮醒目地

佇立著，那兒是三和村的聚落。我知道它的旁邊，有一棟烏日最大的古厝，叫聚奎居，

三合院型態的二層樓巴洛克洋樓。從高鐵走路過去，一刻鐘就可以抵達。 
 
今天不趕車了，我突地興起，前往一探的樂趣。再者，我又看到，荒原矗立著一棵大樹，

旁邊有小廟相伴。另一邊，還有一座更大的。每回搭乘南下的高鐵進站時，都會看到。

荒地上，空無一物，為何這兩棵大樹伴隨小廟，都能倖存下來，我也充滿探望的樂趣。 
 
印象裡，這兩座小廟，都因高鐵站周遭的發展，差點被拆毀。後來當地村民群起反對，

因而鬧過一些新聞。我很好奇，它們是什麼樣的樹種，裡面的神明，又是何方神聖。興

趣既來，當下便從高鐵站走路過去。 
 
第一間小廟旁邊的百年大樹，樹幹擁有直條裂紋的理性線條，最初以為是樟樹。接近時

才發現，竟是一株黃連木。這種樹在中南部的丘陵地比較容易看到，但此棵竟在接近河

岸的平坦環境，頗讓人詫異。 
 
它足足有三人抱的軀幹，可能為了預防颱風的吹襲，樹枝遭鋸斷不少，也落了不少葉子。

唯主樹幹依然粗壯活絡，樹根部位堆置了許多大卵石，每顆都接近橄欖球的大小。 
 
黃連木老樹下設有一香爐，另一側則擺了一座小觀音菩薩像。另外，大樹旁邊重新搭蓋

的小廟，叫厝仔福德正神，建於兩年前。此區老地名，乃三和村厝仔巷，昔時多為水稻

田。虔敬地膜拜後，再探看，裡面擺了三顆大卵石，接近大西瓜的長度，跟一尊土地公

相伴。 
 



我大膽猜測，三顆大卵石可能是此間發現的，因為體型碩大，迥異於其它小卵石，特別

供奉為神。至於何時發現，恐怕還得問當地人。 
 
過去，它是座小祠時，就伴著百年黃連木。如今高鐵從旁經過，它也煥然一新。在供奉

的土地公身上，我看到了高鐵車隊烏日站管理委員會的名字。然後，外牆安座大典的捐

獻名單中，排名第一的中華工程，捐了二十萬元，佔了一大半經費。可見這座小廟和老

樹，跟高鐵的關係匪淺。當初高鐵想砍除此樹，鬧得新聞見諸各媒體後，現在轉而供奉

為神，其中的轉折變化，頗耐人尋味。 
 
我正在尋思，只見一婦人二度前來拜拜。她在燒金紙時，特別過去探問。我以為，她勢

必是附近的老住民，才會如此虔敬地供奉。不意，她的回答讓我錯愕，竟是一家香港餐

飲連鎖集團 Noods Cafe 駐台中高鐵站的負責人。 
 
她說餐廳過年後才開業，如今競爭激烈，光是一個烏日站就有七八家。當她得知這兒有

一間和高鐵相關的廟祠，經人指點後，便來此老樹前祈福，盼事業興隆。高鐵才通車一

年，看來此廟似乎已成周遭新興行業的保護神了。 
 
離開時，再回頭細瞧，旁邊水泥堤防貼有一醒目紅紙，以毛筆書寫著：「高鐵厝仔福德

祠，農曆二月二日頭牙有作戲＼請高鐵團隊司機小姐先生蒞臨參拜」。見及此，不禁莞

爾。 
 
我再走往另一個不遠的小廟。那是一棵氣根綿延的正榕，本身供奉著樹王公小祠。旁邊

緊鄰的，還有一座福德祠。榕樹周遭也有卵石，堆疊成基座。這些卵石錯落有致，小的

若棗子，最大者卻不過棒球之大小，年代似乎頗久遠。不像黃連木的，似乎都是新進高

鐵施工後，才堆放的形容。 
 
這間廟祠更大，也很新，六年前才安座，叫筏子溪福德祠。筏子溪乃緊鄰高鐵旁邊的大

溪，穿過烏日和大肚山間。裡面祭拜一顆大卵石，亦如傳統西瓜之大，旁邊各擺有土地

公婆。 
 
前個月這兒舉辦尾牙，特別請戲班來作戲，給土地公婆看。從供奉的卵石色澤研判，明

顯係久遠年代即找到的那種，現在放眼周遭，恐怕還不易發現。這間廟祠，我也打躬作

揖，深深敬拜，但沒祈求什麼。 
 
兩座廟祠旁邊都堆放著儲水箱，顯見荒地上，非常缺乏水源。這些水多半用來供給拜拜

者使用。放眼周遭的荒地，除了高鐵高大的橫跨而過，這塊筏子溪西岸的環境，呈現一



片荒原景像，處處都有卵石暴露。 
 
其實，往昔這裡是水稻綿延的環境，三和村的農夫引用筏子溪的水源灌溉，一如目前大

肚山山腳的富麗。此地可能晚近被政府或財團搜購，準備整併做為高鐵都會用地。不少

水田因而廢棄，重新翻土後，暫時成為荒涼的草原，等著蓋高樓。小雲雀因而暫時能快

樂地鳴唱，在此繁殖下一代。 
 
以前水田遼闊時，兩棵老樹遙遙相對，勢必為綺麗的鄉野風景。兩座小廟想必也都是此

間的守護神，庇祐周遭的產業。有廟必有路，當初少說就有一條田埂路，由此抵達筏子

溪邊，經由現今台 1 線的集泉橋通往烏日鎮上。 
 
我如此想像著過去的美好，如今時移勢轉，也期待著兩棵大樹，還有相伴的土地公，繼

續庇祐高鐵。我繼續拎起背包，走向大肚山，準備探看那座傳聞許久的古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