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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後方，是建於 1814年的鳳儀書院，書院類似日本的「寺小屋」，是教育機關，後來在日

治時期成了陸軍醫院與養蠶小屋。城隍廟與鳳儀書院周遭的複雜巷弄，是阿哈（侯孝賢小名，

小時候祖母都這麼稱呼他）被警察追趕時，總會逃入的地方。 

 
城隍廟西，有一座祭祀曹謹的「曹公廟」與其排水渠。曹謹是清朝官員，在 1841年到職，任鳳山知縣，

任期不過短短 4年，卻著手進行許多工程業務，包括水利建設在內，因而頗受當地居民仰慕。日治時期

第 3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知道了他的豐功偉業，便讓人建祠供奉。廟裡還留有第 5任臺灣總督佐久間

左馬太書寫的匾額。廟前刻著「飲水思源」4字。 

 

我爬上曹公廟旁的城郭砲臺遺跡。如今，曹公的水利工程遺產愈發完善，成為居民散步休憩之所，曾經

圍繞新城的護城河則成為了暗溝，居民手種的植物與手繪圖畫妝點其間。 

 

「啊哈──！」 

 

少年侯孝賢，是否也曾登上此處，聽著自己呼喚自己呢？ 

 

圖片全由筆者攝影。 

 

標題圖片：「你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