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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豐路旁「最熟悉的陌生人」

中樓里

一、前言：大學城旁的「原」住民
說起本校學生出沒的區域，最常聯想到的是南側的

育樂街商圈──無論你喜不喜歡這裡的食物。較

少被提及的是位於北側，就與醫學院力行校區一

路之隔的勝利路一代，是另一處學生們課後日常

與租屋消費的出沒地帶，不同於成大校址位於東

區，這裡是臺南市北區的中樓里。關於中樓，你知

道多少呢？

就位於東豐路另一側，我們對這個社區的認識，可

能還不及於成大師生透過USR計劃探索的臺南市左
鎮區，明明位於市區，我們都常有機會「過徑」中

樓。，但關於這裡的故事、住在這裡的人是誰、大

多從何哪些行業？我們卻是一無所知

反之，對居住在這裡的里民而言，大學校園的存

在，帶來哪些生活上的改變？當我們嘗試理解成大

發展的校史時，為何我們會遺忘了這一群，在此生

活三代、看著校園空間變遷的「原住民」，就是為

我們介紹校園歷史的最佳人選。

二、中樓與育樂街：田野報導人就在你身邊
無論是「踏溯課程」或是USR計畫，與臺南城市發展

有關的歷史已課程或計畫的形式，讓學生有機會以

行動學習、認識歷史。然而，越是近在眼前的，越

容易被忽略。近在眼前的中樓里，除了是理解校區

過去的重要媒介，若能主動邀請社區里民擔任說故

事的角色，里民與學生的互動機會，更可成為學校

經營在地關係的一種方法。

現況卻是，里民和成大師生成為彼此「最熟悉的陌

生人」，成大師生對中樓里的歷史，乃至於另一側

育樂商圈早期曾是「兵仔市」的過往，所知甚少，

實為可惜。有地緣關係的中樓里民，就有人在育樂

街的兵仔市裡擺攤維生，對育樂街商圈的空間變

遷，細數從前……

中樓里住商混合，卻沒有太大的腹地可以「結市」

做生意。因此，要做生意，就要往育樂街後站的兵

仔市而去。如果你對臺南的市場有些許概念，就會

馬上聯想到是位於永康區中華路上「兵仔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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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兵仔市」經過多次搬遷，據說更早期還曾

位於今水仙宮永樂市場旁。1 9 7 0、8 0年代，市場

座落於現今成大學生飲食範圍的育樂街上。隨著校

區的擴張，鄰近的軍區範圍也隨之縮小，阿兵哥到

此採購的需求逐漸減少，一路遷移到現今的崇德市

場，最後才落腳在永康現址。

有趣的是，在大家的討論之中，出現了一個不同版

本的插曲。里民傅大哥說，遷至崇德之前，一度曾

先落腳在小東路上的「小東市場」，後來因故經

營失敗，才改至崇德。他對這段過往的真實性十分

有信心，因為他當時就親身歷經了這一段短暫的歷

史。他當時就在市場裡賣生鴨肉，每天都要推兩百

隻鴨到曉東市場做生意。後來一分為二，有些攤販

去了崇德，有些就移往永康。永康的市場保留下兵

仔市的專稱，但事實上，「專門做阿兵哥生意」這

個說法，實際發生的場域只有育樂街時期。

無論你喜不喜歡育樂街的食物，不可否認的是，育

樂街與每一位成大學生都有過「關係」，與校區比

鄰而居的育樂街社區或是中樓里，當地較為年長

的居民可說是看著「成大」校園逐漸長程今日的模

樣，更別說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就租屋在這兩個社區

內。就住在這裡，但卻從未真正了解過「這裡」，

四年過後的大學生涯，學生真正認識的，是否是

「完整的」成大校園生活呢？

2020年系列課程，中樓社區開始累積

社區故事能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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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遙遠的距離：里民記憶中的校區
中樓楊里長原先是名美術教師，祖父和父親一直都

擔任中樓的里長一職。日治末期，一家從臺南舊縣

區的安定鄉舉家搬遷到中樓謀生。楊家擔任里長的

家族經歷，要從祖父說起，從日治時期的保正，到

戰後持續擔任里長職，一直到現在，連續當選多任

民選里長。楊里長因 祖父的關係，小時候常坐在

爺爺的腳踏車上，跟著「第一代」楊里長到處去巡

邏，也就對周邊的發展歷程，再熟悉不過。

中樓里民印象中的勝利路，和當代十分不同，例如

楊里長就習慣以「軍醫院」或「公路局」來稱呼力

行和成杏校區。1980年代，勝利路被804軍醫院的
圍牆一分為二，中樓里屬於勝利北路，要往勝利

南路，必須繞道而行。力行和成杏校區南半側為軍

醫院，北半部則是當時尚未遷移到現址的臺南監理

站，習慣人習慣稱為「公路總局」。勝利路南北段

貫通，是軍醫院納入成大校區後的事情了。

1972-1982年中樓里與週邊地圖（資料來源：臺灣

百年歷史地圖網站，「臺南市圖1982」，https : / /

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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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網頁，https://web.ncku.edu.tw/p/412-
1000-48.php?Lang=zh-tw

這些地景的變化，都清楚載明在成大校方網頁上的

「成功大學簡史」1，紀錄了校區逐步擴增至今日樣

貌的過程，隨著不斷增加的「XX校區」增列在清
單上，對里民而言，卻是習慣活動的開放空間逐步

「消失」的過程。

就近到成大校區散步、運動，是許多里民的日常習

慣。楊里長感慨說起，曾經有一條已消失的「進豐

路」，連接力行校區和中樓里，里民要進到校區散

步，不必繞道至勝利路。某日，校方卻突然關上這

條「捷徑」的出入口，長期以來的習慣，突然不得

其門而入。當時的里長仍是楊里長的父親，他曾嘗

試與校方溝通，希望校方能對居民恢復開放，再度

與校方的溝通上「不得其門而入」，找不到願意對

口協商的單位。

為發展為更具規模的「學城」，以及考量學生使用

空間的各種衡量下，校區的發展與擴張，這些住

在學校周圍的居民勢必受到影響。然而，校園的

圍牆區分了「城內」與城外，決定設置哪些出入

口，又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設置開口，決定權力在校

方，為了有效的集體管理，關上一扇小門，是校方

行政裁決下的「最佳」選擇。居民感受到的不只是

校方關閉一扇看得見的門，更是與地方友善互動、

無形的門。

2020年系列課程，中樓社區開始累積社區故事能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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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再次「打開」雙方之間的門？衝突與對立不

盡然是唯一的選項，有沒有可能，透過里民與校園

共享的生活記憶與地方歷史，成為學生入學後第一

堂與「地方」建立關係的基本課程，認識一位「在

地人」，或是紀錄一段學校空間變化的歷史？近一

步的，里民也有機會成為成大博物館特展說故事的

主角，將過去生活記憶轉化為校史的一環，和平友

善地搭建起雙方互通的「道路」。

四、向社區學習：作為學生探索地方歷史的社區
田野
楊里長用自己的美術專業背景，以繪畫為工具，帶

著有興趣的里民一起紀錄過往的生活記憶。筆者

本身從事陶藝教學工作，2020-2022年獲楊里長邀
請，擔任文化部和臺南市文化局社區營造系列課程

講師2，課程過程中筆者運用各種媒材創作，引導里

民習慣拿起麥克風，暢談自己在社區生活的經驗與

地方的歷史。

2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計畫，計畫名稱「大北門ㄟ城
腳」─中樓仔•白鷺鷥。「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
補助作業要點」自主參與類，計畫名稱「『故鄉思相枝』─
中樓樂齡•鹹、酸、甜」

每週一次的社區課程，就成了筆者的田野訪談現

場。習慣以口訪談來進行田調的歷史系學生，最清

楚有一種最難將訪問持續下去的情況，就是田野報

導人面對與自己生活相關的「小歷史」，經常會認

為小人物的歷史不值得一談，歷史是屬於英雄人物

的篇章，沒有太多值得分享的必要，不出三句就會

說出「這沒什麼特別的」，一語結束訪問者精心準

備的訪綱。

如何讓居民覺得自己的過去「很有什麼」，是筆者

在初期不斷嘗試的關卡。所幸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

田野，現場有楊老師這一類型的領導人物在場，由

2020年系列課程，中樓社區開始累積社區故事能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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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為開場，先是分享他自己小時候的例子，侃侃

而談也樂於分享的楊老師，做了最佳示範，接著是

與他同年級一起長大的同學，開始分享起成大育樂

街的「兵仔市史」，說起各種與自己生命史息息相

關的「小歷史」⋯⋯

對年長的里民而言，前半段的人生歲月裡，東豐路

兩側並不是分隔的兩個世界。出生於1930年代的里
長二姑姑楊月霞女士，回憶小時後幫忙家務、種菜

養豬的過往，「小時候家裡務農，家戶都會養一兩

頭豬，我們家就養在現在醫學院的空地，還會種些

地瓜葉，我放學後都要去幫忙餵豬。」

這些早已毫無痕跡可循的「生活史」，若不是由在

地的「原」住民們緩緩道出，我們也無機會認識半

世紀前校區的樣貌。原來成大校園裡，曾經有幾頭

豬在此生活，和軍醫院嚴肅的形象，十分不同。

等待著被了解認識的「地方」和在地「原」住民，

就在學「城」的腳底下。雙方認識的第一步，就從

打開雙方都看不見的「圍牆」開始。

5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