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島的金門與廈門灣口相望，距離大陸角

嶼最近的距離僅僅 1.8 公里，包括金門本島

（大金門）之外，尚包含列嶼（小金門）、

大膽、二膽、獅嶼、猛虎嶼等共計十二個的

大小島嶼。

過去金門佔有重要的軍事位置，也曾發生

多起的國共戰爭，1949 年 11 月曾發生古寧

頭戰役、1958 年 8 月續有八二三砲戰，兩戰

的獲勝後才算真正奠立台灣的和平基礎。過

去戒嚴時期金門屬於軍事島，一般民眾也難

一窺全貌，1992 年終止戰地政務後開放觀

光，神秘面紗才被剝下，島上隨處可見碉堡、

坑道、抗戰標語和精神話語外，還可見到當

時戰爭時留下的彈痕。

金門在兩岸小三通之後，颳起觀光熱潮，

甚至再次熱炒起建築金門廈門的大橋話題。

金門的特殊位置，除了戰地特色之外，還有

豐富的聚落人文和自然風情值得一遊。

現今金門積極發展觀光，島上設置十多處

的免費腳踏車出租借站，還發行一日及二日

的觀光公車乘車卷，四條觀光公車路線讓你

一次將金門玩透透。

翟山坑道

為了戰事運補時的需求，在大帽山下沿著

海逐步開鑿水道，讓小艇可輕易駛進駛出。

坑道口聚集著一些遊客，一個接一個在「毋

忘在莒七大精神」的銅牌前輪序照相。順著

入口階梯往下，昏暗的坑道內點起一盞盞黃

燈，山壁似乎還滲著水，冷冽的氣息一下湧

了上來。棧道旁的水面沒什麼波瀾，靜靜的

風吹過坑道，陽光斜斜的的從外頭穿刺進

來，水像鏡子把坑道分割成看下去兩塊卻又

實則一體。若低頭細看，坑道水裡有魚，水

底下的魚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魚是騰空於

坑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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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聚落

金門縣內有七大代表的聚落，包括歐厝、

珠山、水頭、瓊林、山后、南山和北山，

均為閩南風格，紅磚瓦古樸搶眼、屋頂為

鵝頭或燕尾脊、牆上有泥塑剪黏等工藝、

梁架簷柱亦有雕飾。珠山聚落從元朝就有

人定居，至今已七百多年，聚落內有大潭

和七座小水潭，以「七星流穴、四水歸塘」

而著稱。漫步其中，彷彿走進歷史裡。

太武山「毋忘在莒」

說到金門，就一定不能錯過「毋忘在莒」

的大石碑。從山下太武山公墓旁的玉章路

沿線往上走，隨路徑逐漸爬升，金門景色

也盡收眼底，微風徐徐，愈覺心曠神怡。

若爬坡有餘力，沿途尋尋是否有金門特有

蝶種「黃邊鳳蝶」的蹤跡，「潺槁樹」為

樟科小喬木，是金門的原生種，亦是黃邊

鳳蝶幼蟲的食草植物。

古寧頭戰史館 

一到戰史館門口就會發現兩旁陳列著號稱

「金門之熊」M5A1 戰車，戰史館外觀像碉

堡，牆上鑄著戰士銅像。內部陳列戰爭時物

品，包含文件、照片、油畫、指揮車等，還

可透過劇場多媒體撥放了解戰爭始末，感受

當時戰爭的激烈和殘酷。

太武山忠烈祠

背山的藍色磚瓦建築，有著灰色的外牆、

赭紅的窗櫺、寬大的廣場，蔚藍的天空底下

透著莊嚴靜謐的氣息，這是太武山忠烈祠。

順著藍白圍牆外走，可看見許多介紹八二三

砲戰、古寧頭戰役的圖文銅像。再往後方走

便見到三座千人塚和乾淨整齊沒有不潔感的

墳區，一眼望去再對照入口處的「國民革命

軍陣亡將士紀念碑」的碑文，更讓人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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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鯉濕地自然中心

雙鯉溼地不僅是水鳥最佳的棲地，也能

提供候鳥過境時的食物來源，湖畔的雙鯉

濕地自然中心展示館外有一大片的荷花池，

進到館內躲躲金門烈日外，還可透過館內

收藏了解金門樹林生態、鳥類，和特殊生

物如鱟、中華白海豚等。最特殊的莫過於

從地下樓層窗戶往外望，可見雙鯉湖底的

水生植物和生物。

沙美老街

金門老街沒有其他離島老街的熱鬧氣

氛，走在街上彷彿走在特地搭建的電影場景

般，許多建築都有兩三百年歷史，更甚者有

七八百年。街底有金沙戲院，過去曾是金

門軍民的主要娛樂場所，如今也歇業徒留招

牌。來到沙美老街別忘了高粱手工蛋捲和閩

式燒餅這兩大特產，高粱蛋捲咬起來有著特

殊的味道和厚實感，燒餅則有甜鹹兩口味，

各異其趣。

瓊林古聚落

為金門七大代表聚落之一，為金門規模

最大的自然村，村內建築多為燕尾馬背的閩

南建築，散步其間可發現村落內有許多宗祠

家廟，有「七座八祠」之稱。在戰時，曾在

村內挖掘許多坑道，亦可感受到戰地氣息。

此外，有三個貞節牌坊並列為三級古蹟。村

口則有金門特有的風獅爺座鎮驅邪，來此一

遊，必有一番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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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瀰漫著濃厚的戰地風情，隨處可見

鎮風驅邪的風獅爺，此外金門海域還有金

門白海豚的棲地，鳥類也十分豐富，譬如

身體帶著橄欖綠的栗喉蜂虎，為金門常見

的夏候鳥，常在砂質土坡上築巢，若第一

次到金門不知情，可能會將鳥巢誤認為砲

戰時的彈痕。加上金門水潭遍布，若運氣

不錯，或許可與水獺碰個照面也說不定。

馬山觀測站

此地號稱「天下第一哨」，與大陸僅距離

2.1 公里，入口處有偌大的「還我河山」紅

體字樣。過去在此地設置「馬山播音站」，

向對岸心理喊話。走過狹長坑道後，有一處

放置望遠鏡處，透過望遠鏡可看到彼岸漁

村。若氣候良好，肉眼就清晰可辨。

金門媽祖公園

媽祖公園，位於料羅灣旁，高達 9 尺 9
的石雕花崗岩媽祖像表情柔順、衣物似乎

隨風飄動。從媽祖公園往下望去就是料羅

灣沙灘，白沙碧海藍天，隨意一拍就彷若

明信片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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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季還賣蛋塔的街角小店，這季可能改

為手工 Pizza，再下一季說不定是小籠包或蔥

油餅—這在台灣是個見怪不怪的常態，除

了反映台灣人熱衷於嘗鮮之外，也代表著對

各種料理的包容性。

當然，除了日新月異的口味外，一定也

有永遠不退流行的榜上王者。要說在台灣人

氣長久不墜的全民料理，「燒烤」絕對榜上 
有名。

台灣人養成嗜吃烤肉習慣的時間或許與香

港差不多，大約從 1960 年代開始（註：參

考維基百科：香港燒烤文化條文）。至於如

何開始的，有此一說：舊時考上大學或專科，

年滿十八歲的學生須先進入軍營受訓，訓期

結束約為中秋時分，便在軍營中以烤肉作為

節慶活動。

不論真實性如何，多數三十歲以上台灣人

的記憶裡，「一家烤肉萬家香」這句話造成

的影響力卻是無庸置疑的。這是一支烤肉醬

的廣告，首次播出的時間已經難以考證了，

但每到中秋強力行銷的結果，便是從此改變

了台灣人的過節習慣。

從此中秋節可以不賞月、不吃月餅，但全

台灣的大街小巷、樓頂天台以至河堤海灘公

園等地，無處不是燒烤大會。各家超市更一

定會準備「烤肉用品專區」以供消費者的大

量需求—當年據說外銷慘澹的簡便烤爐如

今則成為台灣永遠的過節必備商品—更有

烤肉食材全包，甚至到各公司行號「代烤」

的商機產生。現在若說中秋烤肉是台灣僅次

於選舉的全民熱門活動，肯定有人站出來大

喊：「選舉算什麼？烤肉才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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