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撰文    臺東電台節目主持人、作家  齊萱

攝影 & 圖片提供   中華郵政 、利貞傳播、聯合圖庫網

特別感謝    臺東郵局溫芳儷女士

牆那邊的玫瑰，始終芬芳

溫勇男先生
憶英勇捐軀的郵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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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 月 12 日的知本溪畔，下有流水潺潺，上有綠意滿山，樂聲

在蟲鳴鳥叫中悠悠揚起，而齊聚於此的眾人，卻早已紅了眼眶。

在風和日麗的今時今日，實在很難想像 42 年前、也就是 1973 年的這一天，那清淺

的溪水成了洪水猛獸，山林在滂沱的雨勢中早已和天色齊濛；風冽冽、雨淒淒，在幾

乎分不清界線的天地之間，彷彿只剩下當年 32 歲、挺立在溪畔的郵務士溫勇男……

1973 年 10 月 9 日，娜拉颱風強力侵襲臺東，大雨如注

下，太平溪、知本溪、華源地區上游發生多處崩塌，大

量砂石伴隨溪水沖刷而下，其中以太麻里地區受損最嚴

重。10 日，颱風所引進的環流繼續肆虐，水位不斷高

漲的溪水導致堤防潰決、橋樑中斷毀損，主要對外交通

南迴公路宣告中斷，連帶阻絕了南迴線的郵運。42 年

前電信通訊並不發達，太麻里地區居民聯絡全靠信件往

返。道路阻絕，但音訊萬萬不能斷，於是臺東郵局於 11

日上午派出六人押運郵包，在知本溪畔和對岸太麻里郵

局人員會合，以人力交換郵包。

熱心公義、認真盡責的溫勇男和太麻里郵局同仁葉福年

兩人，在風雨中徒步 3 個多小時，從臺東郵局同仁手中

換得郵包後，於 12 日折返，未料早上 7 點半走到知本

溪畔，發現知本橋已經毀損，無法通行。

溫勇男肩上的郵包沉甸甸的，裡頭裝的不只是信函，而

是各式各樣的人間情分。

都說人情最珍貴，而受託付的自己，背負的不只是人情，

還有整個郵政的信譽。這郵袋內的每一分郵件所承載

的，或許是兩地相思的愛情繾綣，或許是離島役男的親

情孺慕，或許是即將成家的大喜紅帖……無論是掛號、

限時或者平信，甚或是簡單的明信片，全部都是對綠衣

天使的信賴。

再沒有絲毫猶豫，溫勇男力抗狂風暴雨，勇往直前，一

步、再一步，任水深及膝、及腰。都說水火無情，尤其

是在這漫天大雨的溪流當中，平常涓涓的細流夾雜著土

石一波波撞擊而來，肉身哪堪相抵？

對岸，明明就在眼前，為什麼反不如腦中妻兒的影像，

漸次清晰？沉重的郵袋，成為滅頂前的最後真實，溫勇

男拚盡最後一絲力氣，往岸上奮力一擲，拋給對岸等候

著的同仁。郵袋落地同時，溫勇男也被湍急的河水吞噬，

消失在滾滾洪流之中。

他這一拋，讓許多人在風雨當中，仍能獲得遠方親友的

消息和慰藉，但 3 天後由臺東及太麻里郵局派出大批人

員、沿溪搜索才尋獲的遺體，卻是給倚門望歸的家人，

最最斷腸的訊息。

溫太太痛失倚靠後，卻無太多的時間能哀泣，只因上有

高堂婆婆，下有幼兒稚女。堅強的她雖有郵局安排的清

潔工差事，但下班後依舊得做塑膠花等家庭代工才能負

擔家計，所幸小孩看在眼裡，都懂事於心，從小便十分

獨立上進，無論幼時在學，或者長大後就業，都沒有讓

母親擔心過。長子溫中成率先考進郵局，後來轉任警務，

長女溫芳儷和次子溫明峻都進入郵局服務至今，傳承父

親的「郵差精神」。

前輩 您的任務完成了

時序回到 2013 年 10 月 12 日，追思音樂會的樂聲悠揚，

一名郵務士背著郵袋，赤腳涉渡溪，拋給岸上的同仁，

重現溫勇男當年的義行。同仁將郵袋交給臺東郵局蔡居

隆經理，由他接捧來到溫勇男的銅像前獻上，大聲告慰：

「前輩，您的任務完成了，信件已送達郵局，臺東郵局

以您為榮。」仰望這座綠色雕像，不禁讓人感動萬分，

卻也感慨萬千。

溫芳儷繼承父親衣缽，考進郵局，延續父親未竟的服務熱忱。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臺東郵局舉辦溫勇男追思音樂會，家屬齊聚於銅像前合影，此情此景，彷彿告慰在天上

的溫勇男，大家都帶著他給予的勇氣，活出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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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勇男殉職同年的 10 月 23 日，臺東縣各界感懷他的義

行，發起悼念活動，並在他捨身護郵的知本溪畔鑄像立

碑，由雕刻家陳興泉先生義務塑製銅像，並入選文建會

全國精選作品。

這座題有「義行可風」紀念碑上的銅像到了 1990 年代，

卻幾乎淹沒在橋邊的荒草之間。直至 1999 年行政院修

正發布忠烈祠入祀辦法，不局限於軍人，而是讓殉難的

警察、消防、民防、義警、義消等人也都能入祀，於

是 2000 年 9 月 2 日，溫勇男成為中華民國郵政史上第

一位入祀忠烈祠的郵差，他的銅像也從被荒草淹沒的橋

邊，遷移到整治完工後的河邊公園，讓世人再次聽聞溫

勇男的故事。　

郵政史上唯一入祀 忠烈祠的郵務士

溫勇男不但是全臺第一位立碑鑄像，也是首位入祀忠烈

祠的郵務士。而 2009 年，臺東知本溫泉區在經歷一場

幾乎與娜拉颱風同樣重創臺東的八八風災後，新建一座

橫跨知本溪的斜張橋，並命名為「勇男橋」，以表彰其

義舉與敬業精神。

如今，42 年過去了，當年悲痛逾恆的溫太太也已往生，

化身為銅像的溫勇男先生永遠精神奕奕，而 3 名當年稚

齡的孩子，至今皆已活過父親在世的年紀。

對於這位盡忠殉職，因而在成長歲月中缺席的父親，

溫家子女有何心路歷程？

「爸爸的義行至今仍讓我敬佩，他是我們一輩子的驕

傲。」溫中成說。

么兒溫明峻則表示，因為當時年幼，有關爸爸英勇殉職

的事蹟都是聽媽媽轉述，長大後能夠繼承父親衣缽在郵

局服務，他感到很榮幸，也會承續父親為民服務的熱忱

與精神。

「其實，我們對爸爸都沒有太深刻的記憶了，而他一念

之間的選擇，等於決定了他周遭家人的命運：祖母承受

喪子之慟，媽媽獨力扶養稚兒，而我們也成了沒有父親

的孩子。」長女溫芳儷有著特屬於女性的感懷，憶及這

命運的轉折，她說這需要智慧來接受。

「不過，這 40 多年來，也因父親那一念之間的選擇，

讓更多人感念他、尊敬他，這分溫暖始終伴隨著我們，

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的愛。好像有一次我在某張卡片上看

到的，在牆的另一面，有株盛放的玫瑰花，在牆這邊的

我們，雖然看不見它，卻可以聞到玫瑰的芬芳。」

在芳儷的娓娓道來中，我們彷彿能感受到溫勇男先生對

家人親友及工作的熱愛。生命的殘忍，往往在於我們都

只能有一種選擇，而生命的美麗，或許也就在於這生死

交關的選擇當中。

1973 年 10 月 12 日知本溪中那奮力的一拋，雖帶走了

溫勇男先生的有形生命，卻留下了身為一位郵務士忠

於職守、信守承諾、不負所託的永恆身影。

願我們想起這盡情揮灑、留下祝福的生命時，心底都會

有溫暖，臉上都會有笑容，並且得到勇氣，繼續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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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磅礡的勇男橋，連結知本風景區與臺東市區，廣闊河床更顯當

年惡水的無情。溫勇男先生英勇捐軀，紀念碑就立在知本溪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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