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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李氏懇親大會舉辦地點

──「金門」之介紹

◎本刊資料室

【編者按】：

　　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3屆第3次會員代表暨全球華人李氏懇

親大會」訂於2010年10月28~31日在金門舉行，為協助海內外宗親

認識金門，本刊特別蒐集整理相關資訊；尤其文中特別為「不是

從台灣至金門」的旅客，整理「金門－廈門」相關的入境及航運

資訊，敬請海外宗親參考。

一、地理位置

「金門」地處福建省東南方的廈門灣內，位於九龍江出海口；金門本島西距

廈門島約10公里，東隔「台灣海峽」與台灣本島相距平均約250公里，地理位置

險要，軍事價值特殊。「金門縣」包括金門本島（俗稱「大金門」）、烈嶼（俗

稱「小金門」）、大膽、二膽、東碇、北碇、草嶼、后山嶼、建功嶼、復興嶼、

猛虎嶼、獅嶼、大嶝、小嶝、角嶼……等許多島嶼。在行政區劃上，目前全縣劃

分為五個鄉鎮（金城鎮、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

二、歷史源流

金門古稱浯州，又名仙洲，或稱為浯島、浯江、浯海等。金門真正得名開始

於明朝；明太祖洪武20年（西元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屯戍海疆，為防敵寇侵

犯，在金門島上（今舊金城）構築城池，因為其形勢「固若金湯，雄鎮海門」，

故取名為「金門城」，簡稱「金門」。

晉代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居民南遷，金門遂開始有居民；唐代陳淵率眾入島

墾牧，生聚日蕃；宋代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時，教化百姓，人文蔚起；明代末年，

鄭成功據金門以抗清兵，並向東渡海驅逐荷蘭人，收復台灣；清代科甲鼎盛，英

才輩出；民國以來，鄉僑於海外創業，並回饋建設家園。此外，自西元1949年

起，金門先後經歷了「古寧頭、大二膽、八二三…」等戰役，以及之後將近20年

「單打雙不打」從頭頂呼嘯而過的砲火，金門於是成為保障台海安定的海上保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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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氣候

金 門 島 地 質 主 要 由

花崗片麻岩構成，自然條

件不佳，農作物僅適宜耐

旱性雜糧，例如高粱、玉

米、花生、蕃薯等。島上

最高峰為「太武山」，海

拔253公尺；境內無長河

巨川，皆為涓涓細流；海

岸線由沙岸及岩岸交錯分

佈，景色如繪。

金門屬於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四至九月是雨季，七至八月是颱風季節；年均

溫約攝氏21度，最高月均溫是八月的28度；最低月均溫是元月的13度。由於雨量

稀少、集水區面積狹小，水資源的缺乏，因而成為金門發展觀光的嚴峻課題。

金門縣的礦產計有磁土與花崗石；金門縣陶瓷廠為全國唯一的官窯（又稱仙

洲官窯或金門官窯），以生產仿古青花、彩繪陶瓷藝品及結晶釉為主，產品精緻

價廉；而且為配合觀光事業發展，特別興建了一座「金門陶瓷博物館」。

四、交通運輸

金門公路四通八達，並有「尚義機場」可往返台灣本島；而金門本島的「水

頭碼頭」與烈嶼的「九宮碼頭」，則為「大、小金門」往返之門戶。

另外，兩岸在隔絕50年之後，最令人欣喜的一件盛事，就是「小三通」（通

商、通郵、通航）；金門以其地理及歷史上的特殊條件，而成為小三通的起點；

自西元2004年起，開闢了金門至廈門的海上航線，為「金、廈」之間的旅客服

務。

以下是往返「金厦」之間的旅客，相關之入境及航運資訊（航運資訊詳情，

可上「金門航空站」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kmarport.gov.tw）：

(一)關於入境：

外國旅客，須事先辦妥「中華民國簽證」或「入出境許可證」者，才可由廈

門進入金門。

(二)航運資訊：

廈門市「東渡碼頭」→金門「水頭碼頭」：每日往返20班，航行時間約60分鐘。

廈門市「五通碼頭」→金門「水頭碼頭」：每日往返8班，航行時間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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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石井碼頭」→金門「水頭碼頭」：每日往返4班，航行時間約70分鐘。

(三)旅客注意

1.旅客最遲應於前一天，向船公司訂位。

2.已訂位的旅客，應於開航前40分鐘辦妥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棄權。

3.金廈航班，截止報到時間為開航前10分鐘。

4.廈金航班，截止報到時間為開航前20分鐘。

5.航班客滿候補時間為開航前40分鐘。

五、著名特產

貢糖、麵線、一條根、高粱酒──是金門的四大著名特產。

「貢糖」的主要原料是花生，配料是麥芽糖；家喻戶曉的「金門貢糖」，在

特產店皆可買到，是餽贈親友時必備的金門特產，與高粱酒同樣享譽國際。

金門「麵線」以傳統手工製麵技術，引用金門純淨水質，配合在地獨特的

天候，經由風及陽光自然曝曬乾燥，不須添加防腐劑，可常溫隨意存放；麵線香

Q、不鹹，深受廣大消費者所喜愛。

「一條根」中文為「闊葉大豆」，是金門原生藥用植物；味辛、性溫，可

袪風利濕、補氣血、消淤解毒，活絡筋骨；種植二年後才可採收，現己研發成茶

包、酸痛藥膏、藥布等相關產品。

「高粱酒」的主要用料為高粱，配料為酵母菌，是金門的經濟命脈。金門酒

廠自西元1953年建廠以來，其「金門高粱酒」系列，酒液香、純、甘、冽，遠近

馳名；且因為酒質特殊，目前已被引用為調製雞尾酒的聖品。

六、國家公園

在全國目前八座國家公園當中，「金門國家公園」是台灣第六個成立的國

家公園，於西元1995年成立；佔地面積3720公頃，共劃分為「太武山區、古寧頭

區、古崗區、馬山區、烈嶼島區」等五個區域。主要保育資源為「戰役紀念地、

歷史古蹟、傳統聚落、湖泊濕地、海岸地形、島嶼形動植物」。

七、熱門景點

金門的發展主要以觀光為導向，並藉以帶動全縣的整體建設；其熱門景點，

在「人文史蹟」方面，有：山后民俗文化村的十八棟厝、珠山村、金城鎮模範老

街、北山古洋樓、水頭村黃厝頂十八支樑、李光前將軍廟、海印寺、村落的守護

神「風獅爺」、田浦巡檢司城牆遺址、莒光樓、邱良功母節孝坊（國家一級古

蹟）、虛江嘯臥碣群、黃氏酉堂別業、浯江書院‧朱子祠、瓊林蔡氏祠堂、文臺

寶塔、古龍頭「水尾塔」、西山前李氏家廟（是李氏後裔僑居新加坡，經商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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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回金門所興建，以作為李氏族人

聚會祭祖的宗祠）等。

在「自然生態」方面，有：慈

湖‧慈堤、雙鯉溼地自然中心、雙

鯉湖、古崗湖。在「戰地風光」方

面，有：古寧頭戰史館、八二三戰

史館、俞大維先生紀念館、九宮碼

頭坑道、四維坑道、瓊林坑道、翟

山坑道、軌條砦、馬山觀測所與播

音站、建功嶼、八達樓子、毋忘在

莒勒石等。

另外，「金門縣文化局」於

2007年，特別規劃「金門新十景推

薦與票選」活動；新的「金門十

景」於焉出爐，分別是：「樓重莒

光」、「金湯觀海」、「建功砥

柱」、「水頭僑居」、「慈堤落

日」、「翟山神工」、「雙鯉環

抱」、「山后海珠」、「汶浦水

岸」、「金門風獅」。

八、結語

金門深受地理位置及政治因

素的影響，長久以來，一直處於戰

火煙硝的特殊地位；然而砲火下的

建設並未曾間斷，各項建設日益精

實，生活水準提高，尤其基礎教育

成功，是全台灣最早實施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的地方。近年來，隨著兩

岸政策的開放，金門也將朝著「觀

光立縣、文化金門」的施政目標繼

續發光。

北山古洋樓

軍用防禦工事--軌條砦

雙鯉溼地自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