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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材
村
與
造
林

—
—

車
埕
鐵
道
懷
舊
之
旅

全
長
近
三
十
公
里
的
台
鐵
集
集

支
線
，
沿
途
的
自
然
美
景
、
綠
色
隧

道
，
深
深
擄
獲
遊
客
的
心
。
當
火
車

駛
進
終
點
站─

─

因
歷
史
演
變
而
數

度
起
落
的
山
中
小
鎮
車
埕
，
映
入
眼

簾
的
是
溫
潤
木
頭
外
觀
的
建
築
，
樸

素
典
雅
與
山
城
景
致
交
相
輝
映
，
依

著
貯
木
池
或
鐵
軌
、
由
紅
檜
打
造
的

獨
特
「
天
車
」
，
更
讓
人
不
禁
佇
足

想
一
窺
究
竟
。

在
有
著
木
業
背
景
的
車
埕
，

我
與
友
伴
探
訪
逾
半
世
紀
前
、
頂
戴

光
環
的
振
昌
木
業
第
二
代
孫
國
明
先

生
，
侃
侃
談
起
有
集
集
線
「
秘
密
後

花
園
」
雅
稱
的
車
埕
，
因
木
業
興
衰

及
小
鎮
再
造
的
動
人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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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車
開
到
我
家

坐
在
質
樸
優
雅
的
木
茶
房
餐
廳
，
孫
國
明
一
邊
欣

賞
窗
外
池
上
美
景
，
一
邊
緩
緩
說
出
車
埕
的
蓬
勃
與
沉

寂
。
他
的
父
親
正
是
一
九
六○

年
代
林
業
鉅
子
孫
海
，

是
最
早
在
嘉
義
創
立
木
業
工
廠
，
生
產
鐵
道
枕
木
與
電

線
杆
的
專
業
製
造
者
。
小
時
候
的
他
曾
跟
同
學
說
：

「
歡
迎
到
我
家
玩
，
火
車
可
以
直
接
開
進
我
家
。
」
同

學
們
莫
不
驚
訝
：
「
騙
人
！
火
車
哪
有

可
能
開
到
你
家
？
」
原
來
，
他

的
家
就
是
一
萬
兩
千
坪
的
工

廠
，
支
線
的
火
車
可

以
開
進
工
廠
安
裝
枕

木
及
電
線
杆
。

從
事
木
業
，

當
然
會
雇
工
伐
木
，

木
材
大
都
外
銷
日

本
賺
取
更
多
外
匯
。
當
時
伐
木
包
括
了
闊
葉
樹
及
針
葉

樹
，
但
自
從
父
親
接
觸
針
葉
樹
後
，
發
現
其
成
長
速
度

緩
慢
，
若
不
及
時
把
樹
種
回
去
，
未
來
將
無
樹
可
砍
。

此
外
，
在
砍
伐
過
程
中
，
漸
漸
發
現
樹
木
也
有
靈
性
；

且
人
類
不
斷
向
大
自
然
索
取
，
讓
他
內
心
隱
隱
不
安
。

經
過
長
時
爭
取
，
父
親
得
以
承
租
五
千
公
頃
林
地
，

秉
持
「
植
多
砍
少
」
的
原
則
，
以
實
際
種
樹
補
償
大

自
然
，
希
望
樹
木
可
以
生
生
不
息
，
父
親
同
時
培
養
苗

木
，
以
致
仍
可
維
持
一
片
茂
盛
的
混
合
林
。

當
全
球
暖
化
日
趨
嚴
重
，
世
界
各
國
愈
來
愈
重
視

森
林
資
源
的
保
護
，
台
灣
也
不
例
外
。
一
九
八
五
年
為

因
應
政
府
全
面
禁
伐
天
然
林
等
政
策
，
孫
國
明
將
工
廠

搬
遷
至
台
中
豐
原
，
以
收
集
木
屑
廢
料
加
工
製
作
人
造

板
為
主
，
他
說
：
「
這
也
算
是
一
種
資
源
回
收
吧
！
」

之
後
，
許
多
勞
力
密
集
的
傳
統
產
業
紛
紛
遷
往
大
陸
，

以
致
客
戶
銳
減
，
公
司
經
營
得
很
辛
苦
，
如
何
轉
型
讓

他
陷
入
苦
思
。

轉
型
觀
光
事
業

當
年
，
車
埕
因
振
昌
木
業
設
廠
，
成
為
南
投
木
材

的
主
要
集
散
地
。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後
，
車
埕
納
入
日
月

潭
國
家
風
景
區
的
管
理
範
圍
，
隸
屬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觀
光
局
推
動
「
觀
光
倍
增
」
計
畫
，
看
好
車
埕
保
有
鐵

路
、
發
電
、
農
產
、
木
業
等
輝
煌
歷
史
，
向
振
昌
購
得

閒
置
的
製
材
廠
，
規
劃
成
「
車
埕
木
業
館
」
等
。

走
進
木
業
館
，
各
種
木
製
模
型
、
木
雕
藝
術
呈
現

眼
前
，
早
期
木
業
生
產
風
貌
一
覽
無
遺
；
景
觀
池
中
巨
大

的
檜
木
「
天
車
」
，
正
是
當
年
伐
木
的
「
起
重
機
」
，
聽

說
可
吊
起
重
達
十
餘
公
噸
的
巨
木
；
貯
放
原
木
的
大
水

池
，
變
成
美
麗
的
景
觀
池
，
夜
鷺
優
閒
的
在
水
一
方
；
振

昌
木
業
的
辦
公
室
變
成 

 
 
 
 

木
工
教
室
，
讓
遊
客
彩
繪

小
木
凳
，
盡
情
發
揮
創
意
；
日
式
鐵
路
站
長
宿
舍
、
檜

木
澡
池
、
檜
木
廁
所
等
木
構
造
，
散
發
柔
和
溫
暖
的
感

覺
；
運
載
木
料
的
蒸
氣
火
車
頭
及
鐵
道
被
重
新
裝
修
展

示
…
…
在
在
見
證
車
埕
木
業
歷
史
的
演
進
。

蔥
蘢
翠
綠
的
車
埕
予
人
潔
淨
舒
適
的
感
覺
，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隨
時
有
清
潔
人
員
維
持
整
潔
；
老
街
的

商
店
大
多
販
售
木
製
品
，
木
梳
子
、
木
餐
盒
等
頗
具
特

色
；
景
觀
池
上
的
「
隱
茶
」
小
屋
，
是
品
茗
、
舒
壓
的

好
去
處
；
走
進
散
發
芬
芳
的
香
草
鋪
子
，
許
多
芳
療
商

品
吸
引
目
光
；
以
全
台
各
地
名
勝
、
山
岳
、
物
產
等
當

指
標
的
台
灣
鳥
瞰
圖
，
以
鐵
公
路
貫
穿
，
走
入
台
灣
交

通
發
展
史
；
火
車
站
旁
的
老
榕
樹
依
舊
挺
立
，
是
乘
涼

休
憩
、
聽
故
事
的
好
地
方
…
…
處
處
鋪
陳
車
埕
觀
光
事

業
的
賣
點
。

永
續
經
營
林
田

孫
國
明
歡
迎
中
、
小
學
生
到
車
埕
戶
外
教
學
，

參
觀
之
餘
還
特
別
為
學
生
介
紹
「
林
田
」
的
觀
念
。
他

說
，
很
多
人
將
伐
木
與
破
壞
森
林
畫
上
等
號
，
我
們
當

然
要
保
護
原
始
森
林
，
但
也
要
積
極
造
林
，
因
為
木
材

是
一
種
再
生
資
源
，
在
符
合
生
態
的
原
則
下
，
適
度
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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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大
樹
，
可
供
建
築
、
家
具
、
木
工
藝
等
所
需
，
猶
如

農
夫
的
耕
作
收
成
，
可
取
來
用
，
同
時
種
下
更
多
的
小

樹
苗
，
如
同
農
夫
為
了
將
來
的
豐
收
，
播
下
種
子
，
如

此
，
林
田
能
夠
再
生
更
新
。

而
山
地
造
林
更
是
一
項
艱
困
的
產
業
，
初
期
除
草

很
辛
苦
，
生
長
速
度
快
的
草
，
長
得
比
樹
還
高
，
而
且

造
林
沒
有
森
林
火
災
保
險
，
金
融
機
構
不
予
貸
款
，
所

以
短
期
間
只
有
不
斷
的
付
出
，
耐
心
等
待
小
樹
成
長
。

孫
國
明
說
：
「
現
今
環
保
意
識
強
，
加
上
台
灣
的
木
業

已
經
沒
落
了
，
採
用
本
土
的
木
材
經
濟
效
益
不
高
，
若

從
國
外
進
口
木
料
的
成
本
，
不
及
本
土
的
一
半
。
」

現
在
，
他
進
口
國
外
木
材
，
先
了
解
源
頭
是
否
永

續
經
營
林
業
，
他
以
進
口
加
拿
大
的
木
材
為
例
，
加
拿

大
是
有
規
劃
的
砍
樹
，
使
用
衛
星
進
行
空
中
觀
測
木
材

的
蓄
積
量
，
發
現
樹
木
每
年
增
加
，
表
示
植
多
砍
少
，

是
永
續
經
營
林
田
的
典
範
。

孫
國
明
說
：
「
先
進
國
家
的
造
林
很
積
極
，
而

有
些
比
較
貧
窮
的
國
家
，
砍
木
當
柴
火
，
沒
有
木
材
無

法
生
活
，
大
家
的
立
場
不
一
樣
，
很
多
事
情
不
是
絕
對

的
，
只
是
角
度
的
問
題
。
」
台
灣
走
過
貧
窮
年
代
，
已

不
用
伐
木
為
生
。
無
論
如
何
，
他
強
調
：
「
造
林
是
絕

對
需
要
的
，
而
且
樹
木
具
有
極
佳
的
匯
碳
功
能
，
很
多

企
業
都
響
應
種
樹
活
動
。
」
他
肯
定
森
林
對
人
類
、
對

全
球
的
重
要
性
，
也
為
家
族
過
往
的
伐
木
事
業
做
了
註

解
。

▲小憩於古色古香建物內，湖光山色映眼，心曠神怡。

「天車」就是俗稱的起重機，

用紅檜打造，高逾六米、座寬

十米、縱深四米；內部有馬達

帶動，抓力量約為十一到十三

公噸。這兒有兩座「天車」，

分別依著貯木池及鐵軌，一座

將原木吊入池內浸泡，分級

後，由另一座吊上鐵道的送材

車，拖往製材廠加工。因離地

懸於半空中，所以稱為「天

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