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揮別了客家文化信仰中心—義民

廟，兩岸搖首微笑的金黃稻穗，讓不寬的

義民路變成了一條時光隧道，緩緩地進入

新埔人的真實生活。

中正路
穿越新埔繁華古今

中正路是鎮上重要幹道，鎮公所、新

埔國中、警察局都位在這條道路上，車水

馬龍間，還存在著過往的手工打鐵舖、豆

腐店，深刻的古早味是

第一印象。

百年歷史

的劉興星紙糊

店，老師傅正巧

手貼上紙糊、上

色，耗時又費眼

力的工作過程，

讓人看見手感溫

度的動人細緻。建於1860年的廣和宮，

供奉的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三山國

王」，其建築上的木雕「對場作」，則也

非常精采，三川殿前的中軸線上左右木雕

如吊筒、雀替、獅座都是對場作的結果，

成為當時木雕師傅比技術的競技場。

前老鎮長潘錦河的家，則已經改建成

餐廳—桂花園，30年代的日洋混合風格

的洋樓風韻還在，裡面的陳設也沒太多改變，只是以

往來往的名流貴婦，已經變成了尋常遊客，剩下躲藏

在角落裡的過往故事，不時探出頭來。桂花園對面的

美麗古宅，則是陳家祠堂，130年歷史的建築經過整

修，錢幣狀的前殿磚、丁字砌的燕尾磚、六角地板與

黑色屋瓦，呈現客家建築裡的色澤與美感。

和平街上的劉氏家廟，為三級古蹟，素有「匾額

多、燕尾多、功名多」的美譽，祠堂於1781年建立，

隨著時代不斷修造，已成為二堂五橫式的宅第，兼具

了三合院與四合院式的建築精神。一旁古樸造型的潘

家古宅，呈現的則是客家建築的簡樸風範。

旱坑手工柿餅　最燦爛的秋色
沿旱坑路往山

上 ， 則 可 以 見 識

新埔最有名的特

產—柿餅。每年

秋天開始，就是新

埔製作柿餅的季

節，以前的農家

採擷七分熟的柿

子，削皮之後，

藉由秋風吹來的

乾燥九降風，將

柿子不斷地烘曬、

乾燥、壓根，就完

成了柿餅製作過

程。現在製作過程

雖然部分以機器輔

助，但秋天前來，

滿山曬柿的紅艷盛

況，依然是新埔最耀眼

的秋色。

歡迎來到新埔古民宅 

對古老客家民宅有興趣

的遊客，來到新埔絕對不會

失望。因為這裡保存有最大

規模的傳統客家民宅，完好

的建築多達50棟以上，精緻

的客家建築細節在這裡完整

展現，連電影「1895」都是

來此取景，景緻之優可見一

斑。

除了古宅之美，新埔街

上傳統古早味老店特多，冰

店、茶室、豆腐、打鐵，可

以完整體驗舊時代的台灣農

村生活方式；美食則以粄條

為主，街上餐飲店就有20多

家，加上旱坑里的傳統手工

曬柿餅風光，是十足迷人的

悠閒小鎮。

新竹縣新埔

漫步新埔的街道，發掘隱身在巷弄間的
家祠、古宅，貼近新埔人古今相同的
真實生活，遊人們總不經意就有著置
身在懷舊電影裡的錯覺。深秋的旱坑
里，在橘紅一片的曬柿子清香中，人
文味道的新埔，絕對讓人意猶未盡。

推薦人：戴卓玫  所屬單位：資深旅遊作家

帶路者：黃有福
背景：
新竹縣
兩河文化協會
常務理事

潘氏古宅是當地
著名的螃蟹穴，

因此屋頂使用

黑瓦而不用紅瓦
。

中正路上的天主堂，也是鎮上的地標之一。

在新埔鎮上常常可見婦人曬菜脯的情形。

在旱坑里的三合院裡，趣味地上演挑柿餅的演
出，現在已經不常見了。

古宅院裡的柿餅香
度一季最紅艷的秋天

精采一條路圖文集 新埔柿餅香



路線：

義民廟→義民路→劉家雙堂屋→中正路→劉興星紙

糊店→廣和宮→桂花園→陳家祠→和平街→劉氏家

廟→潘氏古宅→成功街（舊新埔戲院、中美茶室、

義順冰店）→旱坑里

總長及健走步數：

全長約4.5公里，換算為7,502步

交通資訊：

國道一號自竹北交流道下往芎林方向接光明六路後

直行，左轉自強北路(竹117縣道)後直行，續接褒忠

路，過褒忠大橋後即可抵達義民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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