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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山座落於花東縱⾕平原，是個具有⽂化及歷史的⼩鎮，除了有許多
⽇式建築外，也是家喻⼾曉五分珠的發源地。關山鎮原名為「⾥壠」，起
源於阿美語，指當地多「紅蟲」，⽽⽇治以其位於⼤關山之下，改名為關
山。關山有著名的關山便當外，還有全台唯⼀的環鎮⾃⾏⾞道，是來花東
遊玩必來的⼩鎮。

                               （圖⼀）關山福⽣堂

     五分珠 
      來到關山或多或少會想到關山便當，關山臭⾖腐等美食，但其實關山
還隱藏著許多⼈⼩時候的回憶。頭痛五分珠，牙痛五分珠，這朗朗上⼜的
廣告台詞正是起源於關山的五分珠，在與長輩的訪談中可以了解到在早期
醫療資源不⾜的關山，關山鎮發明出五分珠對當時代的⼈極其重要，五分
珠顧名思義⼤⼩為五分⼤，⽽總類有將近⼗種，顏⾊也各不相同，有⼤⼈



款，還有⼩孩款，甚至還有針對各項症狀推出的款式，如牙齒痛、頭痛、
⽉經痛、肌⾁痛、關節痛、喉嚨痛等等。長輩間流傳⼀句⽚語「吃五分珠
會好不會斷根」，從中可以了解到五分珠的功⽤類似現在⽌痛藥的功能。 

        說到五分珠發明的歷史，就必須了解關山的易⽣堂，易⽣堂位於現今
福⽣堂右邊的⽊造房⼦，易⽣堂是由第⼀代創辦⼈連蓮增先⽣所創，當時
易⽣堂是關山第⼀間中西合併的藥房，在開店之後研發出了五分珠，五分
珠在早期都是以⼿⼯磨藥和⼿⼯包藥的⽅式製作，之後隨著到處推銷，知
名度才⽇漸提升，甚至還遠銷國外，易⽣堂也隨著知名度增加，創辦⼈的
兒⼦選折往北部開店，⽽關山的易⽣堂在創辦⼈其他兒⼦的經營下選擇改
名為福⽣堂。

         現今⾛進福⽣堂可以看到⼤⼤的五分珠藥盒懸掛做吊飾（如圖
⼆），屋頂和室內建築，以及整⽚藥⽃牆，都是⽊造建築，據⽼闆說 ⽊
屋已有百年歷史，如果仔細看還可以看到當時磨製五分珠的器具（如圖
三）和當時⽣產的動線。⽽不幸的是五分珠已經
在2017 年停產，⽽停產的原因莫過於不敵現今醫
療資源的便利，以及購買成藥意願低所導致，令
⼈不經感慨守護台灣⼈超過⼀甲⼦的藥品也不敵
時代的轉變，最終成為台灣⼈⼩時候的的共同回
憶。

（圖三）五分珠磨藥器具                                                （圖⼆）五分珠藥盒                              



關山舊⽕⾞站 

  （圖四）關山舊⽕⾞站

      濃濃⽇本味的⽇式關山⽕⾞站，是關山許多⽇式建築中最有特⾊，每
次看到就彷彿回到⼩時候在卡通的情節裡。關山舊⽕⾞是在1919年由臺東
製糖株式會社所設站，1922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收購臺東製糖會社線，與花
蓮港至璞⽯閣（今⽟⾥鎮）的臺東線接軌，稱為「臺東南線」，成為國有
鐵道，同年4⽉20⽇開始營運。現今為了要保留舊站本體，所以新式關山
⽕⾞站於舊站左側。舊⽕⾞站比照⽇本北⽅農家的樣式建築完成，體採西
洋磚造結構，屋頂採兩段式傾斜的曼薩爾式設計，是19世紀時期拿破崙三
世最常⽤於法國公共建設的屋頂樣式︔屋頂牆⾯有⼀個半圓形的⼩氣窗和
四格⼀排的採光窗，為東部鐵路幹線僅存的⽇治時代歐風建築，極具保存
價值。現已指定為臺東縣的「歷史建築」類⽂化資產。 在以前關山⽕⾞
站還有⼀個特⾊，只要每當搭乘台灣鐵路花東段，經過關山站⽉台，就會



聽到「便當～便當」的叫賣聲，販賣著關山特有的關山便當，關山便當無
論是⽶飯或配菜都調味適中、清爽不油膩，可以吃到⾼麗菜的甜味，⽶飯
的部分的確美味，⽊⽚吸收了多餘的⽔氣，⽶飯爽⼜Q彈、⼜感極佳，即
使只是簡單配上蘿蔔乾也覺得好好吃，是許多⼈的鐵道記憶。舊站也是許
多是許多騎腳踏⾞環島⼈⼠必經的路程，沿途不但可以看到許多⽇式建
築，也可以看到⽥野風光。               

（圖五）關山舊⽕⾞站後側                      （圖六）關山便當

中華⼤戲院  



      （圖七）中華⼤戲院

      地廣⼈稀的關山，在早期因⽇治時期⼈⼜移入較多，所以連帶帶動整
個關山的娛樂產業，在鼎盛時期⼩⼩的關山有四家電影院，最早的戲院有
「⾥壠劇場」，後來還有天后宮旁可容納五百⼈的「關山戲院」、「東山
戲院」及要特別介紹的「中華戲院」。

      中華戲院是⽬前關山保存最好的戲院，⽽中華戲院取名為中華這個名
字就是要避免讓總督府有為匪宣傳的疑慮。中華戲院是在台東有「北天
王」稱號，也曾經是台東最⼤的戲院，於明國53年建造，聽長輩說當時關
山戲院造價不菲，在戲院的外牆及柱⼦還可以看到當時的電影海報，戲院
裡天花板挑⾼、裝設巨⼤的旋轉葉扇 ，放映布簾也是全台東最⼤尺⼨，
⼤約可容納1200⼈左右，在當時可是非常豪華。

      在早期電影播放視為特殊事業，放映的內容需要審核，放映師傅需被
警總列管，每隔⼀段時間要上課，放映影⽚要寫記錄。影院主打邵氏武打
電影，如王⽻「獨臂俠」、上官靈鳳「龍⾨客棧」，每逢上映場場爆滿，
過年期間甚至要加場演出，戲院也有「勞軍」回饋，週⽇上午開放⼀場免
費電影給軍⼈欣賞。

      訪問長輩的訪談中，可以知道只要是關山⼈⼀定有去過，因為早期只
要關山有重⼤活動戲院就會開放給⼤家使⽤，如學校、鎮公所舉辦升旗典
禮及附近學校舉⾏的畢業典禮都會在那舉辦。之後隨著電視的普及、⼈⼜
外移，看劇的⼈數不比以前多，劇院反⽽因此沒落下來榮景不再。如今佇
⽴在巷內的關山⼤戲院，任憑荒煙蔓草蓋過曾經的歡笑，默默等待榮景再
現。

（圖八）關山中華⼤戲院                           （圖九）早期關山中華⼤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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