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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緣起與目的： 

    走在德國海德堡的半山腰，經過陡坡直上這條 1.7 公里，歐洲最秀麗的林蔭

大道之一，除了能遠眺黑森林山麓，亦能超越時空，彷彿窺見哥德、黑格爾、布

倫塔諾、艾辛多夫等大師在此「Philosophenweg」信步沉思；而日本京都位於銀

閣寺與南禪寺鄰近的運河旁，2 公里長的「哲学の道」步道沿途栽滿櫻花，想像

著哲學家西田喜多郎，每日在這往返京都大學的幽徑，踱步冥想；於是我們希望

能打造政治大學的「哲學之道」。 

 

 

    有鑑於逾百年歷史的指南宮，它不僅為木柵地區的發展代表，更是中華道教

學院的所在，結合指南宮「以儒、道、釋三教對人生的教化宏旨為依歸，建構硬

體設施，融和軟體文化教育思維，期有益於世道人心的美化善化，有益於個人的

精神鼓勵和生命啟示」的弘道前提，不單是貓空地區最高地標，其在台灣宗教信

仰史上重要地位也是不容小覷。 

德國海德堡 Philosophenweg 日本京都哲学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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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宮別名仙公廟，位在臺北市木柵指南路上，創建於 1891 年（清光緒 17

年、日本明治 24 年）。前往指南宮參拜有兩條路線，一條為國民政府時期鋪設

寬廣的柏油大道，一條為日治時期打造的竹柏樹階梯走道，兩排翠綠的竹柏樹，

樹型美麗，樹葉常綠，從遠處眺望，夾雜其間的道路景觀，顯得相當優美。目前

一般信眾都是走公車路線上指南宮，但是在政大師生的學習生活記憶裡，這條竹

柏步道常常是親山健行討論功課的步道。 

   竹柏，羅漢松科，台灣人稱為「山杉」。竹柏樹的種植源於日治時期，在日本，

只要是學校、公共造產，一定會種植竹柏以驅魔避邪，在日本竹柏又叫做發財樹，

也稱為避邪樹，竹柏日文的意思為艾草，是一種幸運植物。 

    這條竹柏的階梯走道， 在沿途還有日本昭和時期十三年(1938)、十四年

(1939)左右興建的石材建築及石雕，包括石燈籠、石涼亭、石獅、石椅等。從步

道上的石燈籠，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對台灣的影響。信徒特選的堅硬石材，較能禁

得住風霜雨露的長期侵蝕，若無人為刻意破壞，這些石燈籠就能夠長久地做為歷

史的見證。 

本計畫希望對指南宮的竹柏樹階梯走道，日本時代的建築，如石燈籠、石涼

亭、石獅、石椅等，展開一次調查，賦予竹柏步道一個自我的詮釋，俱現其文化

意涵。期盼讓大眾認同這條步道，讓它不僅是政大第七條最美的步道，更能成為

政大的「哲學之道」。 

 

 

 

 

 

 

 

 

 

 

 

3/25 指南宮現場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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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位置：如下標誌位置圖 

政治大學
山下校區

政治大學
山上校區

指南宮

市立動物園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蒐集並分析國外相關「哲學之道」的資料，配合原本的『愛上政大的六條路』

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加上田野調查與社區營造課程所累積的文史資料結合自

然步道協會的生態調查打造『愛上政大的第七條路』。 

從中正圖書館東側走向環山道入口的濟賢橋，橋下即為醉夢溪。沿右岸溯溪

而上，會遇到從二格山草湳上方發源的大坑溪。走出政大東側門，穿過指南路走

進政大一街約 100 公尺處有個叉路，斜斜地通往一條小溪，這就是小坑溪。民國

86 年，台北市政府開始運用生態工法治理這條野溪，石頭砌成的護水堤岸、魚

梯等設施，保存了較豐富的生態樣貌，滿溪可見飛舞的蜻蜓、豆娘、蝴蝶及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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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來到親水平台後上方，有棵老朴樹，樹旁是小坑土地公廟中廟。這棵老朴樹

的樹皮有一塊顏色很特別。那是因為十幾年前曾染過病，照顧土地公廟的鄭老先

生請樹醫生楊甘陵先生為其治療，那塊樹皮的顏色就是保護它的敷料留下來的。

當年治好病時，鄭氏宗族還特別辦理慶生活動，邀請許多鄉親一起搓湯圓，為老

樹結綵帶呢！  小坑土地公廟中有 3 尊分別以石頭、木頭、彩陶等材質作成的土

地公神像，小廟宇頂上有燕尾翹脊，後被地方居民加蓋寬闊屋宇，不見其古雅的

風貌，倒是被大屋包住的情景，獲得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名字：「廟中廟」。廟旁石

碑年代為「光緒二年」，也就是台北建城的第二年立的碑。 

離開廟中廟走到政大三街底，斜右方穿過民宅的小前庭，可以接到指南宮步

道；在小小的分支步道旁，有棵雀榕緊緊纏住相思樹的情景。離開雀榕纏勒老相

思的特殊景致，繼續往前走約 50 公尺，即達指南宮步道。指南宮步道總共有 1200

多階，步道入口岩石材質的牌坊，高貴典雅；走下石階時可以看見牌坊上「帶回

福報」的祝詞，還有指南宮管理委員會董事長高忠信先生題的「能遠塵囂容脫俗 

同來淨域好修心」。牌坊前一家傳統雜貨店，名曰「指溪商店」，位於指南溪附近

之意；使用許多木料建材的老房子，門楣上橫批「風光共佳節常在」，左右聯是

「生意藉春風鼓動  財源憑和氣招來」。1 

 

                                                       
1  林淑英，《愛上政大的 6 條路》，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頁 3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