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到這兒，首先你看到的是「虎尾郡

守官邸」，這棟美麗的木造建築是本地最

高級的「屋敷」（意即高級別墅），也是

位階最高的郡守大人住處，在日治時期可

不能隨便進出。而現在，這裡是「雲林故

事館」，一個說故事、聽故事的地方，每

週三、六下午，「雲林故事人協會」的志

工們會在這裡，為眼神晶亮的孩子們，訴

說引人入勝的故事，讓這個素雅的日式空

間從嚴肅的長官居所，變成常民活動的空

間，繼續承載並創造更多的生活記憶。

歷史建築前世今生
接著來到了旁邊的「虎尾郡役所」，

這座兩層樓的半木造紅磚廳舍，位於虎尾

第一街的起點，氣勢恢弘地俯瞰著來往的

民眾，這是日治時期大人辦公與民眾洽公

的行政機關，充滿殖民時期的權力象徵。

你等等得到街上的印章店去刻個章，就像

大部分的民眾一樣，然後來到役所內申報

戶口、辦些證件。不過，拉回今日，它是

「雲林布袋戲館」，館內展演的是史豔文

與黑白郎君的恩怨情仇、金光布袋戲的前

世今生，是來到有「布袋戲故鄉」之稱的

虎尾不可錯過的地方。

接著，你從日治時期觀測失火位置與

通報的救災建築物「虎尾合同廳舍」旁邊

經過，往熱鬧的虎尾第一街（中山路）走去。街上各

種商店雲集、人來人往，記得到百年歷史的正文堂或

明文堂刻印店，請老師傅為你刻一方書法布局的珍貴

手刻章，然後到中正路口棉被行走廊下的豆花店，喝

一碗純手工香濃的粉粿豆花，仔細咀嚼出粉粿中那股

淡雅的中藥香。

如果喜愛藝術，那一

定不能錯過街上「文井畫

室」，裡頭的老畫師鄭井先

生，是台灣中部鼎鼎有名的

電影海報畫師。在當年電影

院海報還是手繪的時代，斗

六虎尾等地的電影院海報都

由他執筆，寫實的風格特別

吸引人，讓男女老少爭相買

票觀賞電影，這是日治時

期最時髦的休閒活動。再

往前幾步路，就到街上最

大的「青年旅社」了。日

治時期的虎尾旅人雲集，因此造就旅社林立的盛況，

雖然現今的「青年旅社」已然荒廢，但從洗石子與瓷

磚相間的外表，還可想見當年摩登現代的模樣。

日式老屋的荒涼美感
在夕陽餘暉中，你走過了五分車行駛的平交道，

來到了虎尾糖廠，在製糖的時節，空氣中充滿了甜蜜

的香氣。你可以在綠木蓊翠的同心公園散散步，然後

漫步到虎尾台糖的員工宿舍區。

一洗街上的繁華喧囂，這裡靜謐極了：由溫柔

老街樹守護著的日式房子，一棟一棟靜靜地在荒

煙漫草中傾圮、老去。想當時，美麗的前門必

定站著個髮式素雅的女主人，親切招呼著來訪

的你，微笑地往泛黃的時代裡走去……

帶個故事回去

畢業自雲科大文化資產

維護系的阿欽，因緣際會之

下來到了「雲林故事館」，

現在是故事館的館設人員。

「不只是童話故事，」阿欽

說，「我們也希望能說出在

地的故事、產業的故事，」

「就像毛巾是虎尾重要產

業，所以我們利用毛巾作成

玩偶，變成各種不同動物，

創造出許多想像空間。」所

以具有修鞋證書的達人、製

作榻榻米的專家……也都來

這裡分享自己的故事。

阿欽說了許多故事館

的故事，自己的故事倒是說

得不多。不過，他的手有

魔法、眼中有光，從他身上

可以看到許多在地志工的身

影，這是「郡守官邸」活化

為「故事館」的秘密：每個

人都帶著故事而來，在這裡

交換故事，然後，「帶個故

事回去」！

雲林縣虎尾

走訪虎尾第一街，就當自己是
個來自鄉下地方的小商人吧！
在日治時期的某個晌午，你
騎著孔明車來到了虎尾，這個位於雲林中心點
的聚落，是當時政治與經濟的重心。你打算在此趕辦一些證件、採買些
貨物、尋個在糖廠工作的朋友，過一夜，然後轉搭虎尾驛的火車往四方
去……。

推薦人：陳佳妏  所屬單位：斗六市木火肉粽老闆娘

早期的虎尾郡守官邸，如今已經成為雲林故事館，也是小朋友最愛聽故事的地方。

時空交錯一條路
古早記憶虎尾第一街 

帶路者：王永欽 
背景：
雲林故事館館設人員

故事館前面花團錦簇，
聽完故事，小孩們亦

可在此遊戲。

糖廠鐵橋早期是五分車固定行

駛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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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雲林故事館→雲林布袋戲館→虎尾合同廳舍→虎尾第一

街（正文堂明文堂刻印店→粉粿豆花→文井畫室→青年

旅社→正義百貨行）→虎尾糖廠→同心公園→虎尾糖廠

日式宿舍群→虎尾溪鐵橋

總長及健走步數：

全長約1.5公里，換算為2,501步

交通資訊：�

北上：�國道一號中山高→過雲林斗南收費站後→往虎尾/

土庫方向行駛→往虎尾市區直行→光復路接林森

路二段繼續往西行→至林森路一段與公安路交接

口。

南下：�國道一號中山高→下斗南交流道右轉往虎尾方向→

接大葉路左彎→往光復路直行至虎尾市區�經過圓

環左轉到林森路一段往西→至與公安路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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