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話塘岐 50  詩 / 明霞

滄桑壁山下 黃沙告訴我 先民勤耕種 飛沙番薯田，

滄桑壁山下 浪潮告訴我 梅花闖龍宮 福州換現金，

滄桑壁山下 烽火告訴我 軍民保家園 生命有聲譽，

滄桑壁山下 耆老告訴我 戰地融商圈 軍民一家親。

註解

1. 黃沙：�國軍進駐前，壁山下滿山黃土都沒種植樹木，就算偶爾發芽的綠葉，也不敵先民砍伐燒材的速度。

2. 梅花：�國軍進駐前，大陸福建省梅花鎮的居民，會季節性的集結船隻到馬祖近海捕魚，也會將人員帶來

塘岐村作短暫性的居住，後來隨著兩岸的隔絕，他們遺留下當初生活的遺跡，如鹽館、漁寮等。

3. 烽火：�民國39年至68年期間，塘岐居民因居住地靠近指揮部，所以屢次飽受砲彈襲擊，造成人心惶惶，

也因而造成 68 年間大量居民選擇舉家遷台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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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塘岐 50 年代故事」是一本從開始構思到印製完成都相當

特別，而不簡單的紀錄冊，不簡單的地方在於早期軍管時期當時物

資欠缺，加上禁用攝影器材，塘岐村沒能留下歷史文化的畫面紀錄，

這本書從居民將當年對塘岐的圖像印象討論起，重新加深了居民對

生活環境的關注與集體記憶的對話。

我是個馬祖長大的孩子甚少離鄉，在我心中思考了幾回，要用

何種方式為社區的下一代留下塘岐的過往回憶！因此號召社區有志

一同參與的居民，深入挖掘塘岐傳統生活領域範圍內之集體記憶，

共同著手撰寫屬於塘岐村的故事。過程中歷經訪談地方耆老、口述

資料、文字轉述、素人繪圖，屢屢艱辛，但在感嘆兒時記憶及美麗

的生活環境 的心情下，大夥有堅定的信念要將這些集體記憶紀錄下

來，終究完成此冊。

從 2012 年開始進行社區故事的紀錄，到今天告一段落，由協會

將成果匯集成冊，本書一共收錄了 22 個社區故事，從常民生活、商

業老屋，到信仰中心，勾勒出 50 年代的塘岐生活景象，不論是當時

年輕人談戀愛的茅草電影院，或是神與仙的傳奇故事，透過社區居

民動手繪製生動可愛的村景，與耆老的口述故事，所有的描繪與敘

述，都展現塘岐豐富的過往景象。

在此感謝我們的工作團隊熱情的付出，感謝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給予經費的補助及輔導，感謝社區耆老無私的分享！讓我們能將塘

岐 50 年代故事留給下一代變成最珍貴的寶藏 !

接下要寫五十年代社區故事這段期間，因為沒經驗所以我是非

常惶恐的在進行著。計畫進行初期，社區工作小組在李明霞老師的

協助下，對耆老採訪紀錄有了整體的共識，將篇目分成，文化生活、

商業特色、及信仰三大部分，合計的篇目有二十二篇之多。

受訪的長輩年紀都在七十歲上下，所以對於用馬祖話溝通，進

行訪談紀錄的後輩而言，增添了許多的難度。面對已移居台灣的受

訪者，在熱心的李平興先生大力協助下才順利完成。面對塘岐村早

期生活較為熟悉的黃善學先生、吳香官先生、周起財先生等人給予

多方面的意見下，為求採訪的準確度，所以讓訪談的時間又拉長許

多。

馬祖早期百姓不可擁有照相機，因此對有文無圖的社區紀錄窘

境遲遲無法克服。但在文化局及社造人員的訪視後，我們才轉內向

社區去發掘人才。在社區迫切需要人才下，周起財先生才提筆畫出

村民早期的生活意象圖。接著，在畫家劉梅玉老師、攝影協會理事

長王敦濤先生以及塘岐國小師生繪圖著色的加分下，古今的街景圖

得以對照，讓耆老口述過往的故事得以傳承。

面對老人逐漸凋零的訪談紀錄，現在留在我手邊的還有兩篇，

是繆先生的福州戲台人生及午沙村王家造船廠的故事。除了感謝所

有受訪者及他們家人的支持外，更感謝李芳伶小姐、鄰居曹玉金女

士及李伙金女士等人隨時給我的指證。凡流汗努力過的果實相對甜

美，所以我知道，昨日的生活是今日的歷史，而今日的生活也是明

日的歷史，所以社區故事會持續地傳唱著。

理事長 序 編者 序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周良裕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會員���陳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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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老人家常說，隴裡非常興旺，船

隻很大，都是生活不錯的大戶人家，主要

去大陸泉州捕魚，也會到福州做生意。當

時的王家，就是從大陸泉州來塘岐做生意，

發展的不錯，整個家族陸陸續續來到馬祖

落地生根。

這邊有十幾間房子，都蓋得十分美觀。

以現今王皓皓家的位置，向左右延伸都有

住家，居民大多姓王， 只有中間一家姓高，

下面一整排都姓陳，後來其中一家，因為

隴裡進出海不方便，而搬到后澳捕魚。

大約民國 30 年左右，村莊裡很多人長

水痘，這件事之後，大家就陸陸續續搬離

隴裡，遷往塘岐或臺灣，隴裡就沒落了。

口述者 / 林加民先生

居住在燕裡的居民，因為窮困多以種植農作物為主，種植的農作

物以地瓜、高粱、麥、西瓜等為主，其它也有養豬、羊等維生。燕裡

的山邊有兩口水源充沛的水井，它的水是由山上的溝渠匯流而成的，

早年的居民生活及農作物的灌溉都得仰賴它為生。但是自從山上廣種

樹木後，水井的水源就不再豐沛，漸漸乾涸了。

地緣和小塘岐相鄰，故互動密切。每遇單打雙不打時，都會在砲

聲第一響後，急速往隴裡的防空洞避難。後來國軍在此蓋火炮射擊

場，導致房屋倒塌的事情，就和小塘岐村民一樣一起被迫遷村到大同

一村居住，居住期間仍會來回燕裡耕種。之後，因房子太小移居他地。

燕裡原有五戶人家，分成七家居住在此，但是現在的燕裡已無人住在

這裡，只留下老舊房屋，見證了它的過往歲月。

隴裡 燕裡

附註： 
傳聞以前海水會漲到現

在中正公園附近，老人

家在附近種菜，也曾經

挖出漁船的錨或綁繩，

所以推測隴裡以前曾經

是港口。

從小在隴裡長大，從事蓋房子工作；他與妻子曾金妹
於民國 40 年左右，在塘岐村復興路米廠對面，從事
阿兵哥的雜貨生意，有十年之久，後來又搬回隴裡做
生意，對隴裡的變遷有相當的了解。夫妻現仍居住於 
隴裡。

口述者 / 王皓皓 先生
在燕裡出生，先後搬遷到大同一村及現今塘岐村公車總站
附近居住。經歷過燕裡及大同一村的起落，也在北竿鄉公
所任職多年，目前居台北，現年 7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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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陳先妹女士

以前的小塘岐約有百餘位居民，水源來自於水井，每到春天就

沒什麼水了，如果水不夠用，就到隴裡取水。每年 3 到 6 月是捕鯧

魚的季節，男丁外出去捕魚，婦女則會到山上砍材、種瓜果……等。

小塘岐的捕魚人常把神明帶在身邊保佑出入平安，後來蕭家人以家

屋當廟，蕭家奉祀的尚書公才成為社區的信仰中心。後來北高指揮

部的王參謀長會看風水，認為廟面山不好，而重覓現址建廟。

在「單打雙不打」的日子，小塘岐居民聽到炮彈聲，就得往隴

裡上面的山洞躲。民國五十年初，阿兵哥蓋砲台，又使得小塘岐成

為砲台的基地。火砲射擊常使房子有震倒之虞，所以，政府就遷離

居民到強徵民地建的塘岐大同一村和坂里大同二村。

民國 50 多年，北高指揮部蓋在現今塘岐村公車總站，建物的結

構是舊房子加以改良，屋頂以茅草覆蓋，四面牆用竹子搭設的，早

期是露天式，後來改為室內，會播放彩色電影片，所以被稱為茅草

電影院。電影院非常簡陋，裡面的座位是長板凳，大家買票再對號

入座。後來因為茅草電影院經歷一場大火，而且有新的電影院 ( 中

正堂 )，而結束經營，大概只經營 5、6 年。以前常播放黃梅調的電影，

主角有凌波、李菁等，票價就幾塊錢而已。大家對電影感到很稀奇，

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阿兵哥都會去看電影，也是年輕人談戀愛時，

最常去的約會地方。

口述者 / 王道全先生

口述者 / 吳香官先生

小塘岐 茅草電影院

自小住在小塘岐，再從小塘岐搬到大同一村，與曹金玉
女士同為經歷大同一村的起落，現居塘岐村復興路上。

從橋仔村遷居到塘岐村，曾擔任蕭王府主任委員近 20 年，
也曾擔任鄉民代表、塘岐國小家長會會長。

出生於塘岐村，家住在茅草電影院附近，後搬到橋仔村，
又搬到台灣服役，現為中校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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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黃善學先生

大水溝約在現在中正路旁邊，在半山會有一道水流往右邊流入

后沃村後港的大海 ( 接近塘岐社區的蝴蝶花谷園區 ) 是第一水道，第

二水道是在隴裡前方，水流到運動場，往鄉代會方向，第三水道約

在鄉代會與一柱擎天之間，第二水道與第三水道在鄉代會附近匯流，

繼續沿著現在中正國宅的方向，流往大海。當地耆老表示小時候曾

聽長者說，在民國 51 年以前，小船還可以進入到現在的怡園。

以前往隴裡，有一條小路在水溝旁，平常水深只到腳踝，下大

雨時，水深及腰。婦女在溝旁挖掘成為小窪以留住水，取當地石材

作為洗衣板，隨時都有人聚在水道旁洗衣，也成為社區各種消息交

流的重要地點。

早期梅花人會季節性的到塘岐村近海捕蝦皮、帶魚，為了放置

漁具及處裡漁獲等搭建臨時性的漁寮。漁寮散佈在現在的北竿機場

對面、北竿圖書館、協和舊工廠、民眾服務站、台江飯店和王鳳鳳

家 ( 復興路底 ) 等地方。漁寮前方到海邊都沒有房子，外圍用竹子做

成圍籬。圍籬裡面有房子，並以搭棚的方式，連接漁寮和漁寮間，

搭棚的草蓆類似魚網，草蓆有三層，中間層是粽子的葉子。漁寮內

高度約有二十多公分的木板，往內走會看到很多人坐在小板凳上捕

魚網，漁網則掛在漁寮的牆面上。漁寮和漁寮間的棚下，也可以作

為補魚網的處所，也可以作為處理煮蝦皮、曬蝦皮、木捲 ( 曬蝦皮 )、
製作魚丸等漁事。

口述者 / 李伙金女士

大水溝 漁寮

兒時住在蕭王府廟附近，是塘岐國小第一屆畢業生。早期
從事捕魚工作，於民國 61 年搬到台灣，從事跑船業。現已
退休，往返於台灣、馬祖兩地。

出生在橋仔村，嫁到后澳村，是少數的閩南人，民國 68
年搬到塘岐村，創立阿婆魚麵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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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王挽珠女士

小時候，我看見父親對著家裡的椅子說話，

就知道仙姑又在椅子上顯靈了。家裡來了客人，

想要坐上那張椅子，都得經過她同意。多次以後，

街坊鄰居就傳說父親對鬼很有一套。父親還會抓

狐狸精，只要在狐狸精灑過尿的地方，安上符咒，

狐狸精自此消失無蹤。由於很靈驗，所以地方上

也傳說父親很會抓鬼。

聽上村的人說，我父親是從壁山被領養回來

的，所以只要壁山的娘有事，就會派一隻蝴蝶捎來訊息。蝴蝶飛來塘

岐家中，就繞著桌子周圍飛，等到父親指著蝴蝶說：「你先回去，我

等會兒跟上。」蝴蝶才會飛回壁山。

后沃村的楊公八使宮，曾經發生過一場火災，火災後，我父親約

定他自此將在廟中居住，直到仙化。後來后沃的解籤人告訴我，廟中

的一尊神像就是父親的金身，而另一尊神像竟是那位仙姑的金身。

早期塘岐村並沒有學校，但有學堂作為學習的場所。學堂建立

在塘岐國小創校前，並無固定場所，常常搬遷。民國 38 年，部隊剛

進駐時，39 年才有阿兵哥當老師，學生在現在茅草電影院的位置空

地上上課，上課時自己搬板凳，坐下來就可以上課。薛繼廉先生擔

任校長時，將學校搬到復興路協和舊工廠。民國 41 年，學校搬到現

在的台江飯店，後來又搬到塘岐附幼後面，一直到塘岐國小創立為

止。塘岐國小創校後的第一屆畢業生，只有黃善學、徐美耀、王家

華、林金泉四位。

神與仙
口述者 / 黃善學先生

早期學堂

兒時住在蕭王府廟附近，是塘岐國小第一屆畢業生。早期
從事捕魚工作，於民國 61 年搬到台灣，從事跑船業。現
已退休，往返於台灣、馬祖兩地。

是王聯保主任的女兒，在塘岐村出生，十二歲搬到橋仔村，
19 歲時風光嫁入芹壁村富豪，現居台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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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6 年，北高福利社設在塘岐村復興路的協和舊工廠，原來

的房子是面積約 100 坪的漁寮，前門廣場約 80 坪供卸貨用 ( 位於現

今陳孝光、陳八妹房子的後門 )，福利社左側是籃球場 ( 現在圖書館

對面 )。福利社是兩間二層樓高的房子，瓦片覆蓋的樓頂，一樓經營

生意，二樓提供員工住宿，也提供軍民拔河比賽等育樂活動。福利

社大約雇用三十餘人，設有門市部、飲食部、理髮部、攝影部、修

錶部、修鞋部、裁縫部等部門。其中飲食部每天固定屠殺一條豬，

供應北高福利社及軍團人員伙食。早期馬祖禁止使用照相機，福利

社的攝影部提供軍人及百姓在館內照相。

口述者 / 李平興先生 口述者 / 陳先妹女士

北高福利社 鴉片館

兒時住在橋仔村，婚後住在塘岐村中山路，曾在北高福利
社工作，也擔任過塘岐村及后沃村的村幹事。目前退休並
定居在台灣北投。

自小住在小塘岐，再從小塘岐搬到大同一村，與曹金玉
女士同為經歷大同一村的起落，目前仍居住在塘岐村復
興路上。

塘岐季節性捕魚之餘，漁民就經營鴉片館以及酒館。以前的北

竿，幾乎家家戶戶都種鴉片。每年 3 月的時候是收成鴉片的季節，

一顆果實可以取出很多種子，大家都以酒瓶收集果實的乳汁，鴉片

乳汁就像寶一樣。鴉片館的位置在現在塘岐國小門口，是劉清鏞家

旁邊的小茅屋，是一位馬祖人尊稱他為鐵敢伯的大陸人開的。另一

家則在復興路上，叫后沃 ( 馬祖話 )。當時許多有田地的人種鴉片，

再把鴉片賣給專門收購鴉片的商人。村子裡幾乎都有人抽鴉片，生

病如胃痛、肚子痛等，一抽鴉片就比較不痛了。以前有些人會把收

入花在鴉片上，沒有錢買鴉片時，甚至會賣妻小。鴉片一抽，就跟

龍一樣精神百倍，沒得抽，整個人呼天搶地的喊痛，感覺快像要死

掉了。有些人也會用石磨將種子磨一磨，那種子就像小白菜的種子，

加入鼎邊趖一起煮來吃，好香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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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村米廠的舊址位在現在的

北竿鄉圖書館，改建自梅花人漁

寮。國軍進駐後，梅花人不能從大

陸來馬祖，國軍就將漁寮當作米廠

使用。米廠屋頂上以瓦片覆蓋。後

來米廠搬到衛生所上面 ( 現在的保

養廠 )，蓋了兩棟很大的米廠。米

廠從臺灣運來帶殼的稻穀後再進行去殼加工，分別為白米和米糠，

並雇用 3 位居民縫製米袋與裝袋包裝等。白米供給阿兵哥配給到各

部隊食用，而百姓排隊登記購買米糠再憑單據領取，以作為餵養豬

隻使用。

口述者 / 王世才先生 口述者 / 曹玉金女士

居住在燕裡、小塘岐的居民，因為火炮射擊，而常有射擊導致

房屋倒塌的事情，因此遷村到大同一村。塘岐大同一村只有 22 戶，

採用抽籤方式分配，不夠分配的就住到坂里的大同二村。搬離村莊

後，大家靠種菜、捕魚、養豬維生，種菜的仍是回到燕裡或小塘岐

的田地耕種，養豬的則養在大同一村的後面。

後來射擊頻率減少，有些人又回去，再加上大同一村房子小不

夠住，除了坂里四家以外，居民幾乎都搬離。而當初被強徵土地建

大同一村的居民組成自救會向政府陳情要求賠償，最後政府補償每

一間新台幣 60 萬。 

大同一村米廠

小時候居住在隴裡，後來搬到塘岐村復興路。經營華球五
金行，早期曾經經營浴室及民營發電廠。現任連江縣政府
義消大隊副大隊長。

過去從橋仔村嫁到小塘岐，再從小塘岐搬到大同一村。與
丈夫陳孝光先生，一同經歷大同一村的起落，現居塘岐村
中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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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館位在現今塘岐國小至大同一村一帶。清同治年間，官府曾在

現今塘岐鐘門前，設立「肥鹽勒石」告示牌。鹽館由梅花人集資整建，

大部分員工都是梅花人，也從大陸福清運鹽來。鹽專供梅花人冬季捕

魚、打撈蝦皮處理漁獲使用，也是賣鹽之場所。鹽館四周外圍用石塊

建有圍牆，中庭使用大塊石塊舖底。內部大量使用木材建造，如樓梯、

樓層地板、大門等。屋內隔出好幾處放置鹽巴的池子，內部還有廚房，

樓上也有房間可供人居住。住在鹽館附近的塘岐村居民則從事種菜、

種地瓜等工作。民國 38 年，國軍進駐後，拆卸鹽館建築的石塊運至白

沙鋪地，平常百姓家，如果有人過世，則拆卸房屋木材當棺木使用。

兩、三年過後，鹽館就被拆光了。

口述者 / 林玉英女士

口述者 / 王祥祥先生 ( 已歿 )
早期居住在上村，以捕魚維生，也曾從事建築工作。常出
入塘岐村，與梅花人有所接觸，也對塘岐村傳統生活有相
當的了解。

口述者 / 袁依蘭女士

是梅花人留下定居的袁氏後代，從小居住在塘岐村復興路，
曾在私塾讀過書。

口述者 / 周起財先生

周起財的父親從事捕魚的工作，會順便從

大陸購買麵粉、黃豆、米、豬肉等原料做加工

食品。直到民國 47 至 48 年左右，開始雇用兩

位師傅，一位做餐廳、一位負責做月牙餅，月

牙餅主要是以麵粉加雞蛋、砂糖等原料製作，

當時的復興路上，只有一兩家在賣餅，而這一

家是北竿最老的店 ( 現址：復興路華球五金行

的隔壁 )，當時生意很好，十分風光，一直到

父親生病，生意也不如以往，才將店面收起來。

陳世鍵先生也做餅，他從芹壁村搬過來，16、7 歲左右在南竿當

學徒，跟著在南竿開店的橋仔村人王宗俠 ( 賭沙），學習所有餅類的

製作方法，學了 7 年左右，便開始獨立做各種餅，如：繼光餅、麻花、

馬祖酥、地瓜糖、糙米、月餅、米香等，直到 25、6 歲左右回北竿 ( 民

國 50 年左右 )，再搬到蔡龍叔的家 ( 現址：塘岐村復興路釧水家 )，
後來龍叔賣給他當店面。

剛回北竿時，先在復興路上開店，專賣油餅，最早的店名叫「興

福軒」( 現為您餓了嗎餐廳 )。開店三年後 (28 歲 ) 結婚，結婚後搬到

中山路，民國 56 年左右將店名改為「大華」，當時只有水泥房屋一

層樓。芹壁村的陳依享是興福軒的合夥人，後來到隔壁開店 ( 現址：

華北 ) 三年後就搬走了。他的兩個堂弟跟著學做餅，其中一位後來還

開一間餅舖 ( 鮮美廉 )，另一位學徒是白沙村王禮水的兒子。在別人

也開餅舖的競爭下，餅舖的生意變得不是很好，後來便改賣餛飩 ( 中

山路大華餛飩 )，但是在賣了 20 多年後，又收起來改賣早餐、豆漿。

餅舖鹽館

13 歲隨大陸親戚至馬祖定居，曾到學堂讀書。家住在北
高福利社旁邊。

從事營造業，從小住在塘岐村復興路上，對塘岐村 50 年代
的生活故事印象深刻，都能藉由圖描繪出來。

口述者 / 陳世鍵先生
早期在復興路上開餅舖，製作有名的繼光餅，後來搬移到
中山路開很有口碑的「大華餛飩店」，目前退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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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周木興先生

平安堂中藥店是周木興先生的父親在民國 50 年左右開始經營，

但是結束的時間就不大清楚。在以前醫學不是那麼發達，北竿居民

一生病的話，都會到中藥店拿藥，只要跟他說明病情，就可以開藥

方了。以前一帖藥大概 15、20 塊，以前的 10 塊、15 塊幣值很大，

藥吃了病也差不多就好了，治療的有效，名聲就此打響了，一家的

溫飽全靠這個中藥店。藥店也會請萬全先生出去把脈、開藥單，只

要拿著藥單，就可以到藥店領藥。

同期還有一家中藥店，不過生意比平安堂中藥店稍差一點。平

安堂中藥店結束後，藥材轉給萬全先生，他是上海相關研究院畢業，

也會把脈，藥店

就開在阿婆家右

邊隔壁。當時和

平安堂同期，還

有周木興先生外

公和舅舅開的藥

舖，他的外公會

把脈，但舅舅只

會抓藥，藥舖並

沒有招牌。另外，

調元堂師父江源

泉先生會把脈。

口述者 / 徐美輝先生

民國 41、42 年左右，徐美輝先生的父親在塘岐村開設餛飩店，

兼賣魚丸魚湯，開店三、四年間，沒有其他競爭者。餛飩皮是麵粉

做的，餡料則混加蝦乾、豬肉，手 麵皮後包入餡料，放入湯鍋中

烹煮，一碗大約賣 4、5 塊錢。

當時經營餅店的陳世鍵先生，有感於生意變得不是很好，於是

改賣大華餛飩，賣了 20 幾年後，收起來改賣早餐、豆漿 ( 中山路大

華餛飩 )。但是，後來王道全的父親經營塘岐街上王家餛飩店 ( 大華

餛飩店 )，反倒很有名氣。王家為什麼會開始賣餛飩呢？當初剛從橋

仔村搬到塘岐村來，王道全的母親在村長的老家賣地瓜餅。因為沒

有自己的房子，只好四處搬遷，光在塘岐就搬了十多次，也曾在阿

婆魚麵店這裡，賣過早餐、麻花捲、蔥油餅等。後來改賣餛飩 ( 現

在的民眾服務站 ) 和扭扭康 ( 外號 ) 合夥，生意才開始好轉。樓下有

10 個房子，店面在第二個一樓，以前的價格是小碗 3 塊、大碗 5 塊，

單日最高可以賣到 2 千多塊。那時候王道全的媽媽和太太一起經營，

媽媽的技術是和合夥人一起做生意時磨練出來的，同一時期塘岐村

上只有王道全家在賣餛飩。

後來餛飩店遷到華球五金行及台江飯店。因為母親在鄭敏興家

裡被大陸的砲彈襲擊 ( 單打雙不打的時期 ) 而去世。王道全的媽媽過

世後，就由他的太太繼續經營，但王道全專長機器方面的工作，最

後不再經營餛飩店改開五金行。

餛飩店中藥店

出生於塘岐村復興路，小時家中經營中藥舖，成年後從事
運輸業，是現任玉封蕭王府主任委員。

口述者 / 黃善學先生

出生於塘岐村玉封蕭王府廟旁，參加過早期學堂的學習課
程，也是塘岐國小第一屆畢業生，常在大水溝附近玩耍，
早期從事離島交通船工作。對於塘岐村早年的環境相當了
解，目前退休，定居於新北市中和區。

早期在郵局工作，家住在復興路街底 ,，後來搬家至中正路
開卡拉 OK 店至今 , 現已退休。 

口述者 / 王道全先生

從橋仔村遷居到塘岐村，曾擔任蕭王府主任委員近 20 年，
也曾擔任鄉民代表、塘岐國小家長會會長。

口述者 / 陳世鍵先生

早期在復興路上開餅舖，製作有名的繼光餅，後來搬移到
中山路開很有口碑的「大華餛飩店」，目前退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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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王世才先生 口述者 / 王世才先生

民國 50 年左右，冰廠由早期的首富王水官在內衙 ( 現在復興路上

的韓上樓 ) 開設成功冰廠，冰廠的房子很大，專門做批發冰棒、冰淇淋

的生意，民眾會批冰棒、冰淇淋到街上販賣給阿兵哥，即使小朋友也是

如此另外，也會製作大塊冰塊賣給捕魚人、漁船保存漁獲。成功冰廠經

營二年後，王吓顯、王詩銀、袁富宙等人合資開設另一家冰廠 ( 中山路

第二家 )，除了製冰也兼賣冰棒。補捕魚人會到製冰廠批發冰塊保鮮魚

獲。後來，陳水清、陳則桂等人又陸續加入參與經營，但是終因嫌隙而

拆夥。

王水官賣掉冰廠後，唐惠雯的爸爸教王水官做沙士汽水、蘋果西打

汽水，王吓顯看王水官的生意做得不錯，自己也開始跟著做蘇打汽水，

買原料、用開水泡。但是在一次製作過程中，腳被機器打斷了，到三軍

總醫院就醫，不得已只好把冰廠賣給陳則匏及后澳的陳水清。大約四、

五年之後，等到王吓顯的腳傷好了，他們又重新雇他回去冰廠工作，之

後冰廠又租給遠洋漁船的人，後來冰廠又換老闆，以做飲料為主。王吓

顯仍在裡面擔任員工，因為沒辦法提重物，所以和鄉公所駝背的伯伯，

兩人分工合作，他負責調配原料，駝背伯伯則是負責提重物。

民 國 53 年 左

右，王世才先生先

去 南 竿 學 習 觀 摩

後，便從台灣買了

兩台發電機回來，

每台約 10 幾公斤，

就供應了全塘岐村

的電力，可以說是

塘岐村第一座供電

廠，不過軍隊仍然

使用軍營內的發電

機。兩年後，王吓

顯開始和張果仁、王詩銀等人合夥開設另一家供電廠，直至民國 63
年左右，政府建造午沙發電廠開始時，就不再經營私人發電廠了。

當時民眾想裝燈的，通知老闆後，老闆就會到家中牽線裝燈，

以燈盞數計費。民國 39 年，中國大陸實行「單打雙不打」的戰略。

每到冬天，大約晚上 5 點到 9 點會提供電力，以外時間，私人電廠

直接關閉總電源。隨著季節不同，供應電力的時間也會調整。以前

塘岐村經營漁業需要冰塊，冰廠需要穩定的供電，再加上當時有限

電政策，如果冰廠發電機壞了，就要到工廠把發電機抬過去，待晚

上九點，供電結束後再抬回工廠。

製冰廠 發電廠

小時候居住在隴裡，後來搬到塘岐村復興路。經營華球五
金行，早期  曾經經營浴室及民營發電廠，也是現任連江縣

政府義消大隊副大隊長。

小時候居住在隴裡，後來搬到塘岐村復興路。經營華球五
金行，早期  曾經經營浴室及民營發電廠，也是現任連江縣
政府義消大隊副大隊長。

口述者 / 王吓顯先生 口述者 / 王吓顯先生

早期住塘岐村復興路及中山路上，從事製冰及浴室生意，

後因火炮射擊危及性命，於民國 68 年舉家遷居赴台。

早期住塘岐村復興路及中山路上，從事製冰及浴室生意，

後因火炮射擊危及性命，於民國 68 年舉家遷居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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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8年左右，王鳳鳳女士在自宅，則王世才先生租借漁寮 (現
址為台江飯店 )，分別開設簡易公共浴室，是塘岐村最早的公共浴

室。公共浴室內部用木板隔間，用大鐵鍋燒熱水再摻冷水供水。來

沐浴的客人手持水桶倒水入木製水盆，計價方式以水桶數計，後來

王吓顯母親和陳保金外婆的乾兒子王室一也合作經營浴室：

民國 55 年左右，更多人加入公共浴室的經營，王世才先生跟王

詩銀先生合夥在中山路開設浴室，內部用水泥隔間、鐵灶燒水，以

桶子提熱水，用水管接冷水直接送入水泥製浴盆。約民國 58 年，王

其其先生、陳則桂先生、邱枝官先生也陸續在中山路自宅開設公共

浴室。

陳則枹先生原先在芹壁打蝦皮，但蝦皮捕撈的情形不好，虧本

的時候比較多。後來來塘岐村看到岳母經營的浴室生意不錯，發現

岳母以提水方式供水，並不是很理想，因此，決定經營得天泉浴室。

他以前曾去臺灣看過使用自來水的情形，而且自己又精通科學打井

技術，所以以井水自動開關供應的方式，來解決井水不夠打水的情

形。一般打水井大約需要兩個月至半年，而陳則枹先生只需要兩、

三個禮拜就可打好水井，不論是時效或是成本，都比一般營造業開

水井要低三倍之多。一般人挖水井，挖到井底的沙，水或沙都必須

用水桶掛長線由人力操作吊起來。而陳則枹先生則是用科學方式，

先用三支內管打通的大竹桿架在井外，另外用水泥灌好水井框，

一個一個將水井框搭上去，抽水抽砂子上來，水井框就慢慢地往

下沈，這樣的方法，既省時又省力，通常井內外只需各一個人操

作就行了，大約二十天就可以完成一口深水井。

由於他精通打井，使得得天泉浴室擁有三口大深水井、水源

充足，客人可以使用冷、熱水自動開關，以人次計價，控制熱水

流量，但冷水無限量供應。當時部隊裡沒有浴室、沒有浴缸、沒

有熱水，阿兵哥特別是幹訓班的，經常會帶隊來沐浴，每次費用

為 8 塊錢。

口述者 / 王世才先生

公共浴室

小時候居住在隴裡，後來搬到塘岐村復興路。經營華球五
金行，早期  曾經經營浴室及民營發電廠，也是現任連江
縣政府義消大隊副大隊長。

口述者 / 陳保金女士

芹壁村人，嫁入後定居塘岐村，是得天泉浴室的長女，現年
63 歲，目前居住在台灣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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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年，18 歲的倪興官先生跟隨游擊隊，從大陸到西莒，先

在部隊廚房擔任煮飯師傅，後來也到福澳、牛角等地的餐廳服務。

民國 41 年才在北竿塘岐村開設第一家沒招牌的餐廳（現在王琦琦

家），等結束營業到南竿重新開店後，復興路才有老菜餐館出現。

剛開始店內大概 4、5 張桌子，主要客群為村內百姓，少部分為

阿兵哥。平日煮些炒麵、炒飯，也會辦結婚酒席，煮糖醋魚、紅燒魚、

清蒸土雞、蘿蔔羊肉、鯧魚料理、酒糟肉等大菜。

當時北竿沒電，都是打油氣燈當照明燈。沒有交通車又沒冰箱，

每天都得走路到當時的市場 ( 位於現在龍和餐廳附近 ) 去買菜，買限

量的菜，並搭配手做的魚丸、魚餃作為食材，不過並沒有做魚麵。

口述者 / 倪興官先生 ( 已歿 )

北竿第一家餐館

隨游擊隊到西莒擔任東海部隊的廚師，後來輾轉來到北竿
開設第一家餐館，目前是嘉賓餐廳的老闆，煮的福州菜十
分道地。

口述者 / 周木興先生

蕭王府

出生於塘岐村復興路，小時家中經營中藥舖，成年後從事
運輸業，是現任玉封蕭王府主任委員。

口述者 / 王道全先生
從橋仔村遷居到塘岐村，曾擔任蕭王府主任委員近 20 年，
也曾擔任鄉民代表、塘岐國小家長會會長。

周木興先生的曾祖父

阿猛是大陸泉州人，以捕

魚維生，阿猛的兄弟阿猴

是補網子的，每到漁獲旺

盛、捕蝦皮的季節，而阿

猴也會從福建省惠安過來

補魚，除了帶捕魚的器材，

還會把蕭王爺神明的金身，

放到箱子背來馬祖。等到

魚季過後，再背回去家鄉。

一直到民國前二年曾祖父來馬祖塘岐村定居後，就把神明的金身，

固定在平安堂中藥鋪 ( 當時周木興宅 )，久而久之，當地人知道了，

便開始成立社友，約 10 ～ 20 戶，共同參拜。

以前是將神像放在蔡京家裡祭拜 ( 周木興家附近 )，民國 50 多

年左右，開始籌資蕭王府蓋廟事宜，由社友集資蓋廟，也商請北高

指揮部支援，在民國 66 年左右蓋廟，廟蓋好後，社友增加為 30 幾戶，

從芹壁、橋仔搬來塘岐村的外地人也會來拜。

在王水官擔任主任委員，江源全是副主任委員，曾經回大陸去

找祖廟。直到王道全入社後，被神明選為主任委員，10 年後，由徐

美輝接任，到現在的周木興。期間，他們曾經一起去泉州找祖廟，

找了很久才找到。在周木興擔任主任委員時，曾去大陸參加蕭王府

廟報告，說明蕭王爺到馬祖來的原因，以及感謝他們對馬祖這個地

方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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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 / 陳先妹女士

北竿漁民蕭金，以前常常帶親友們到馬祖后沃捕魚，船隻大多

停泊在大沃山到螺蚌山間。他的妻子周氏為祈求平安順利，遠到福

州台江區塢尾萬壽尚書公廟祈得分爐，並奉祀於斜坪〈小塘岐〉的

家中。以前的人比較窮苦，沒有錢蓋廟，尚書公的分爐就供奉在蕭

家樓上。久而久之，便開始成立社友組織共同參拜，在斜坪的社友

有住在小塘岐的蕭棟弟等五戶、住半嶺王妹仔等三戶、后沃村王木

衡等八戶，以及橋仔村閩南人〈阿南仔〉康吓全等。

在小塘岐時，有神轎過火儀式，神轎是王鳳鳳的父親〈啞吧〉

手工製作的，抬神過火是由社友抬神轎，赤腳快速踩過一條炭火鋪

成的長長小道。

后沃村楊公八使宮與尚書公是神明界的好朋友，當時楊公八使

宮廟的面積小沒有神轎，但有擺暝活動，而社友需要問事時，尚書

公的神轎會前來協助問事。然而當時橋仔村的信眾較多，所以橋仔

村康吓全也分尚書公的爐火到家中供村民參拜，在當時幾乎島上的

閩南人〈阿南仔〉都信仰祭拜尚書公，後來橋仔村的閩南人康家陸

續遷移臺灣後，祭拜的社友也就分散了。

以前島上居民的家中大小事都會問神，社友在蕭金的家裡抬神

轎向尚書公問事，尚書公會神遊福州請三仙姑辦事，三仙姑很靈驗，

曾為很多信徒指點迷津解決問題，再加上為尚書公抬神轎的社友，

對人十分友善，因而能得到許多信眾的認同。後來蕭家因故

遷居到大同一村，委身蕭家的尚書公金身，也隨著一起遷居

到新居的二樓。每到元宵節要擺暝，社友們便會在大同一村

靠山邊的左側〈現在商會〉搭帳篷來祭拜，若是碰到下雨天，

便會就近借王鳳鳳的家當祭拜場地。後來，社友們雖然集資

蓋了一間面山的小廟，但是當時駐防的軍人－王參謀長，他

會看風水，說尚書公廟面山不好，建議另外找地蓋廟，最後

終因土地及風水的問題，而再次遷移到現在小塘岐的位置。

尚書公廟

自小住在小塘岐，再從小塘岐搬到大同一村，與曹金玉女士

同為經歷大同一村的起落，目前仍居住在塘岐村復興路上。 

口述者 / 曹玉金女士

過去從橋仔村嫁到小塘岐，再從小塘岐搬到大同一村。與
丈夫陳孝光先生，一同經歷大同一村的起落，現居塘岐村
中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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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村陳嘉文村長帶領居民導覽社區現況。

駱欣梅老師指導居民製作社區地圖。

社區理監事們共同討論耆老訪談內容。

社區成員與耆老齊聚分享社區故事。

塘岐社區工作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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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地區專家學者指導 - 撰寫社區故事。

塘岐國小陳秀梅老師解說早年躲避砲擊的日子。

塘岐村陳嘉文村長帶領居民參訪社區。

邀請地區專家學者指導 - 分享社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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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社區辦理綠活小奇兵成果分享會。

塘岐國小陳秀梅老師導覽解說漁寮的故事。

塘岐國小陳秀梅老師導覽解說大同一村的故事。

塘岐國小學生為社區素人繪圖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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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霞老師與顏世鈞先生討論大圖輸出製作。

塘岐國小師生共同製作社區地圖。

訪談小組與耆老討論故事內容。

社區繪圖素人 - 周起財先生繪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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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國小學生製作 - 塘岐村綠活地圖。

塘岐國小 101 年度替代役王克勤協助採訪影片剪輯。

綠活小奇兵工作人員以工代宿大學生吳雅萍、黃僅庭。

採訪者陳秀梅老師與編輯者李明霞老師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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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國小謝如君老師指導學生為社區素人繪圖著色。

社區親子活動―共同捏塑社區地圖 Q 版圖例。

塘岐國小學生製作―塘岐村綠活地圖。

親子製作社區地圖。



4342 尋訪 50 年代  壁山下的塘岐

附
錄 

二

素
人
畫
作

民國 44 年次的周起財先生，從小就在塘岐村出生長大，
唸小學時就很喜愛畫畫，這次因接受社區口述故事採訪，
喚醒自己對家鄉 50 年代的回憶，試著用素描的表現手法，
記錄塘岐村 50 年代的生活點滴 !

周起財先生

在地素人畫家

午沙造船廠

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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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山 三間排

啞巴做轎
半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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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邊洗滌
婦女隊

北高福利社
大同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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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復興路

尚書公廟福州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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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籠店
燕裡

舊機場
蕭王府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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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館

餅鋪

藥鋪
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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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1. 寒假青少年卡通串珠 DIY 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2. 前進南竿鄉鐵板社區觀摩研習活動 ―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3. 社區八週年慶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4.  蝶古巴特拼貼藝術研習活動―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 扶植地方藝文推廣徵選計畫 )

5. 親子彩繪月見草―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6. 「粽」藝．歡樂慶端午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7. 清淨家園全民動員環境整理行動計畫―連江縣政府環保局

8. 壁山下的綠芽―塘岐綠活小奇兵 ( 社區營造補助計畫 ) ―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10. 彩繪拼貼馬祖特色信箱―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11. 馬祖地區香草栽培專區規劃、栽植管理維護委託案―連江縣政府建設局

12.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社會型 102 年計畫―打造綠色夢想計畫―勞動部

13. 社區工作坊修繕再利用計畫 ( 第一年 )
     * 榮獲 101 年度連江縣政府社區發展協會評鑑甲等獎項

102 年

1. 寒假青少年休閒育樂「手創抱枕 DIY」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2. 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內政部

3.『台灣績優社區觀摩』活動四天三夜―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4. 「清淨家園全民動員環境整理行動計畫」―連江縣政府環保局

5. 深耕家園  護林健走活動計畫 ( 社區九週年慶 ) ― 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6. 環境改造計畫―綠化家園  幸福塘岐―環境保護署

7. 親子同心歡慶端午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8. 環境教育專案計畫―跳蚤市場―環境保護署

9. 環境改造計畫―綠化家園 ‧ 幸福塘岐―環境保護署

10. 壁山下的綠芽―塘岐社區說書團計畫―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11.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社會型 102 年計畫―夢想起飛綠活家園―勞動部

12. 社區工作坊修繕再利用計畫 ( 第二年 )
     * 榮獲 102 年度連江縣政府社區發展協會評鑑甲等獎項

     * 榮獲 102 年最佳社區活力獎

塘岐社區年度大紀事

香草栽培專區規劃。 藝文扶植計畫。

榮獲最佳社區活力獎。跳蚤市場活動。

親子同心歡慶端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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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美化社區綠意塘岐 
―環境保護署

2.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連江縣政府工務局

3. 「 清 淨 家 園 全 民 動 員 環 境 整 理 行 動 計 畫 」 
―連江縣政府環保局

4. 親子同遊攜手健走活動 ( 社區 10 周年慶 ) 
― 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5.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祖孫炫彩刮畫手作 DIY 活動

6. 暑期青少年「黏土巧手製作」活動―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7. 多元就業專案計畫 ~2014 多元就業 ‧ 幸福工程邁向社會企業

     ―愛永不止息―「青年向前行―寵愛多元活動」―勞動部

8. 藝起轉動―塘岐社區應用藝術工作坊―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9. 廢油製皂―魔法變變變活動―連江縣政府環保局

10. 塘岐社區故事―話說塘岐村 50 年代紀錄冊―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11. 塘岐社區慢遊主題地圖―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12.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 103 年悠遊北竿漫步塘岐計畫―勞動部發展署

13. 社區工作坊修繕再利用計畫―工坊落成

     * 榮獲 103 年度勞動部績優專案經理人獎項

社區藝文工坊招牌。

榮獲勞動部績優專案
經理人獎項。

勞動部青年向前行寵愛多元活動。

勞動部青年向前行寵愛多元活動。

社區藝文工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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