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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客庄-大北坑，是魯冰花的故鄉，

綿延的茶山，龍泉飄香、小綠葉蟬棲息。』

龍潭．大北坑

作
客
一
趟
大
北
坑
,
享
受
一
派
閒
適
自
在
吧
!

—『古樸的山間步道、潺潺的溪水交織， 

聚落間的磚窯古厝、百年眾伯公錯落，

串起在地產業及文化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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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坑起源 聚落與產業

九坑洽三水，三洽一條坑，

鄰近桃園市楊梅區與新竹縣新埔鎮的「龍潭大北坑」即是霄裡溪(直坑)、南

坑溪(南坑)、大北坑溪(北坑)的最後一個匯流口，早期稱為「三洽水」(即客

語：三條溪流匯合的地方)。其戰後劃分為「三水里」及「三和里」，總面積

合計約14.2平方公里，為海拔300至400公尺的丘陵河谷地形。

大北坑溪 南坑溪 霄裡溪

柴燒窯

大北坑茶園

本地區發展較早的聚落有大北

坑、店仔坑(店子湖)、坭橋仔

(泥橋子)、蟻仔埔、雞籠坑、

伯公下(下伯公)、南坑等，在

日治期初期的官方地圖上已有

記載。另外，尚有三洽水、小

北坑、上伯公、番仔窩、直坑

尾、澢滴水等聚落。

此外「坑」字在客語中代表河

流，因此凡名稱中帶有坑字之

處，便是指水流經過的土地，

其良好的水土條件適合發展種

茶、種果或稻作農業，成為大

北坑最重要的經濟產業，也因

為土壤中含有黏土，使得當地

也曾經是燒陶、製磚工業的重

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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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祭典 生活足跡

陳家古屋(聚星堂)

百年眾伯公石像

▼大北坑義民嘗建嘗起源(江增平提供)

龍崎步道

早期開墾初期，農業是地區上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在看天吃飯的田地裡，土

地守護神就顯得相當重要，而伯公是客家人對於土地公的稱呼，在大北坑地

區田園、公路旁、林深處皆可見伯公蹤影，伯公祠有三粒石堆砌、廟宇，或

是僅有一塊磚、土地公拐、石等形式，也有許多傳說、故事流傳於人心中。

而在當地客庄有一座掌管、庇佑整

個庄頭，超過百年歷史的眾

伯公，是當地人信仰中

心，每逢農曆二月

初二、四月

初八、八月初二

以及冬至時期當

地居民會在此舉

辦伯公四季福儀

式，答謝伯公庇

佑，祈求一年來平

安與豐收。

在這座山林茂盛、茶園滿佈，發展200多年的客庄裡也留下許多的生活足

跡，當地人開闢步道對外聯繫及交流，行經山林路間不時可見紅磚瓦屋、

牆，還有屹立超過百年如江家、羅家、陳家等古屋，而聚落中的洗衣坑、

蓮霧樹是過往大小朋友在此閒話家常、玩樂的場所，廟宇、伯公祠則是對

天地自然的崇敬。坐落於此的每個建物、設施乃至場域都有其典故存在。

閒時不妨來一趟大北坑，感受濃濃的客家風情。

除了伯公信仰外，在當地耆

老族輩的心中烙印著一段「

義民嘗」(即三洽水義盛嘗)

故事，大北坑發展至今絕大

多數時候如同現在般，祥和

且愜意，但也曾經歷過械鬥

或民變等事件，庄稼人除了

辛勤拓墾外，面對械鬥或民變等外來事件仍會群起武裝抗敵。道光8年，在

地家族即由23人成立嘗會祭祀分類械鬥中犧牲之無主孤魂，道光22年在地居

民視之為褒忠義民，並以春秋二祭，分祀塚亭。 

01
走

�0�5 �0�6



探 �C�h�a�p�t�e�r

Exploring 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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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古屋

客庄聚落小徑

羅家聚落

客家屋屋脊-馬背型態

客家屋建築

此外建造有時也會隱含「五行」意涵。以屋脊為例，「馬背」是客家屋常見

的屋脊型態，屋脊依金(顏色為白、形狀為圓)、木(顏色為綠、形狀為直)、

水(顏色為黑、形狀為波浪)、火(顏色為紅、形狀為尖)、土(顏色為黃、形

狀為方)等五行，分有不同的色彩及形狀，須配合屋主的本命搭配，相傳才

能得到相生之效。

「屋」對於客家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遮風避雨、安身立命的場所，更

是充滿先民智慧的空間。受遷徒來臺的時間和地形限制，建築形式包

含單間、單線、L型、ㄇ字型的三合院、口字型的四合院、圍龍屋等，

為客家特有的民居格局；設計上因墾荒期間，時而會發生族群、爭地

械鬥，屋的範圍通常會築高圍牆，門的開口通常較為狹小，且動線設

計較為複雜，而聚落的分布讓街

道多為蜿蜒小徑，以防範外地長

驅直入。除了禦敵外，也考量通

風、日照、休憩等需求，屋面材

料多用青灰瓦，牆面喜用較大面

積的白灰牆或灰磚等，不過多數

仍搭配紅磚、卵石牆基，整體風

格較為簡樸內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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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古屋(豫章堂)

羅家(理學傳家)公廳

客家屋內一般設有廳堂，廳堂門上可見堂號，即為祠堂名號，是

家族來源和血統的象徵，常見的包含「隴西堂」(如李、彭、董氏

之堂號)、「潁川堂」(如陳、鐘、馮、賴、韓氏之堂號)等。入門

兩旁會有對聯，廳堂內設有案桌供奉神明、祖先，通常於案桌下

方設有土地龍神，庇佑宅邸平安、人丁興旺。由於客家人重視祖

先，使正廳在整棟建築中深具重要性，為客家傳統建築的精華所

在。另屋前的禾埕有農務及生活聚會的功用，可作為晒穀、堆放

農作物和族人聯絡情感之處，也可作為婚喪喜慶及祭祖時請

客、舉行儀式的場地，是個多用途的空間。

過往的聚落通常為氏族同住或緊臨一個區域，因此對於屋的

稱呼皆會以「姓氏」加上「屋」稱之，目前在龍潭大北坑，

江屋、陳屋、羅屋、申屋、葉屋等在地主要的氏族，其氏族

古屋為三合院形式，已有近百或超過百年歷史，雖因都市化

人口移居，鮮少人居住，但至今仍保存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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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坑客家古屋

江家古屋(濟陽堂)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28號

大北坑區盛產紅土，因此當地先民便特地搭建柴窯製磚，古屋上的一磚一瓦全

是先民親手打造，石材取自鄰近山河，木材則來自大漢溪河床下的漂流木。木

身寬厚且年歲深遠。因用料上的講究與取之自然，歷時兩年準備，最後花費五

年完工，才有如今我們所看見的江家古屋，整體構造採傳統客庄三合院落「五

虎下山」型式，屋內正廳三間，東西廂房各兩棟，內廂房各五間，外廂房各六

間，總共二十五間房，橫屋屋簷向內傾斜，下雨時會流向中央象徵聚財，除了

增加生活空間外，還具備防禦外敵及風水哲理的意義。

江家古屋(濟陽堂)外觀

江家古屋左側空間為民宿(外婆的家)

目前古屋內仍住有江家後裔，左側切劃作為民宿

空間，提供前來遊玩的旅客體驗傳統客庄院落的

氛圍，並在牆上刻有客家歌謠，充滿客家文化的

牆壁，讓來往的旅客不只能拍照留念，更能對客

家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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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古屋(聚星堂)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222巷36號

申家天水堂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21號

陳家古屋(聚星堂)沿著山地勢建造而成，屋內格局為三合院形式，於大門

處牆面安設有小龕(天公爐)作為祭祀用，同時為了節省空間，於正廳安置

主神跟主祀神外，亦有陳家祖先排位，而於神桌下方設有客家人的土地龍

神。一般陳氏屋子的大部分都命名為穎川堂，而有別於此的聚星堂，則是

因陳家在清朝的祖先來臺灣前任職於朝堂上有官銜，所以當時皇帝御賜堂

號叫做聚星，但凡稱之為「聚星」即代表受賜官的陳氏，才能將陳家的屋

子取名為聚星堂。

陳家古屋(聚星堂)外觀

陳家古屋公廳陳家古屋天公爐

申家天水堂公廳

申家天水堂外觀

過往的大北坑客家聚落，因大部分皆

以種植水稻為主，因此當時的人們通

常以打磨竹管或木條作為支柱，鋪設

曬乾的茅草作頂便以此為住所。茅草

屋具備簡單搭設、建材方便取得及冬

暖夏涼的優秀特性，是早期先民拓墾

時優先選擇的房屋型態之一。而後大

北坑區靠著自然條件發展出柴燒窯工

業，許多家戶的房舍就此更換、加強

為磚瓦結構，申家也將房舍擴建為三

合院落，正廳供奉先祖與土地龍神，

子孫則依長幼居住在左右護龍，庭埕

可供曬穀、殺青(製茶程序之一)，也

讓孩童有玩樂跑跳的空間，除了使居

住的安全性大幅提升，也擴張了生活

空間。

但隨著時間的演變及居住的

安全性考量，原先的紅磚房

在民國70年代更換為水泥結

構，目前左右落各居一房，

兩家為堂兄弟關係，並於房

舍左向設有店舖，提供遊客

前來購買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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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古屋(豫章堂)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060巷375號

羅家古屋(豫章堂)

羅姓先祖豫章公於清代來到三和里，

並於現址後方發現山泉湧處，因此便

在此地建設三合院定居於此，早期先

以柑橘、茶葉為主要作物，透過霄裡

溪進行外銷，羅家最早只有兩三戶，

建築形式偏向複合聚集式的一個小型

的聚落，後來隨著家族人口逐漸變多

開始往旁邊發展，最後除了發展為連

成一體的規模聚落外，也成為地方頗

具聲望的家族之一。

客家人稱三合院為「伙房」，便是取

其共耕共食、共同生活的家族觀，ㄇ

字形的建築型態有圍護之意。在房舍

架構上講究長幼之別，左尊右卑，正

廳供奉祖先牌位與土地龍神，門前寫

有堂號以示祖先來處，家中長輩居正

廳，長子居左護龍、次子居右護龍，

若家中人丁旺盛，除了加設外護，這

時便會在老屋周圍加蓋房舍，按照此

建造方式循環便形成聚落，羅屋聚落

整體全是按造此建築延伸，現今的豫

章堂為羅家大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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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古屋(豫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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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聚落 愛心泉水池

葉家古屋後方仍保有小片田地，田地末端有一紅磚圍築的水池，此地原是過

去婦女們清洗衣物的洗衣坑，但現今有許多前來遊玩的遊客誤將蓄水池當作

愛心泉水池，因此將這美麗的誤會做為浪漫的名稱。水池現在主要為歇腳洗

手的處所外，傍晚時分還能看見葉家農人與友人蹲坐一旁石階閒聊，更是居

民鄰里間聯繫感情的重要場所。

愛心泉水池

閒話
家常

早期

物質與經濟條件沒有像

現在如此的好，如在沒有洗衣設備

的年代，需打水或到洗衣坑、溪水等地

洗衣，而外出洗衣的同時也成了庄頭內婦

女們閒話家常、聯繫情感的場所。另在大北

坑還有一棵蓮霧老樹，過往時常聚集許多居

民於樹下乘涼、閒聊及下棋，樹前空地更是

小孩玩耍的地方。至今蓮霧老樹傲然挺立

依舊，然而因當地人口外移，人氣不

如以往，但仍是大小朋友共同

生活回憶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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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老樹

蓮霧老樹位於三水里大北坑街上停車場旁，老樹旁及後方過去為羅家居所，

最初始的老屋以茅草搭設而成，而後家中成員逐漸增多，便以紅磚重新建設

房子，但由於周圍並無緊鄰的人家，羅家後代便在老屋周圍增蓋房舍形成聚

落空間，房舍面對田地，中間的空地便做為羅家庭院，供家人閒聚、玩樂及

曬穀。羅家庭院也與早期多數農家一般，會在庭院種上一棵蓮霧樹，因為其

樹幹能長至10公尺高，且枝葉開展寬廣，是做為遮蔭樹乘涼的好地方，每年

約莫5月便能結成果，長輩會摘取熟成的蓮霧果實給孩童享用，讓生活增添不

少樂趣。

在農村轉型階段後，羅家便全數遷出

聚落，留下的宅院無人管理，蓮霧老

樹也獨自佇立，每到蓮霧產季，大北

坑居民會前往摘取果實回家享用，果

實口感酸澀、果體畸形，但自然的香

氣與淡淡的甘甜也十分順口。現今的

老樹身處大北坑休閒農業區內，時常

能看到外地旅客在此停車休息，或在

地居民在樹下泡茶或享受片刻寧靜，

成為舒適避陽的遊憩區。

羅家聚落外蓮霧老樹

▼

羅家聚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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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

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茶，

作為北臺灣最古老、最主要產茶重鎮的大北坑，茶是當地第一經濟

產業，其中當地最著名的莫過於龍泉茶，在茶生長的過程中，小綠

葉蟬會在此棲息吸吮茶葉或茶芽的汁液，被吸吮過的茶葉經過後製

加工處理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果香和蜜香，加上茶樹旁的魯冰花凋謝

後成了最天然綠肥，在天時、地利、人和加持下，所產之茶，香甜

濃郁且回甘，廣受大眾喜愛。

茶園

成就客庄

冠軍茶的秘訣

大北坑

氣候穩定、水源充沛、

土質佳是農業發展最有利的條件，

因此客家先民來此開墾定居，便以種茶

為主要的經濟作物，穿梭在山林沿路經常

可見一塊塊大片面積綠油油的茶樹(園)。大

北坑所產的茶曾於民國71年獲得冠軍，並於

隔年獲得「龍泉茶」之美名，而成就冠軍茶

的秘訣，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以及

優異的製茶技術外，小綠葉蟬、魯

冰花、苦茶林、蓄水池更是

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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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魯冰花故鄉之稱的大北坑，是全臺最早種植魯冰花的地區，魯冰花在客

語唸法如諧音「路邊花」，又被客家人稱為「客家母親花」，於每年2~3

月盛開，與此同時魯冰花季期間，都會吸引大批遊客造訪賞花。大北坑種

植魯冰花起源於日治時期，據傳當時日本人引進魯冰花苗，但當時臺灣農

人對此花未知，使得引種推展相當不順利，之後選擇大北坑做為試種區，

種於茶樹旁，而魯冰花凋謝後成為茶樹的天然肥料，使得茶樹得以茁壯。

現今在當地許多茶園在休耕期仍會種植，讓「花」兼具了施肥作用與觀光

效益。

苦茶林

三和里坡陵段的土質為紅黃黏土，酸鹼值介於4.0-5.5之間，因此過去先民

大量開墾山林，以種植具高經濟價值的茶葉作為地方收入來源，透過霄裡溪

與鐵路外銷，在市場上頗具佳譽。

早期開墾梯田時，為防止因水土保持不佳而發生地滑或鬆動，先民便在茶園

周圍種植苦茶樹，以其根部具備良好的抓土保水能力、木材能製作家具和木

屐而深受農人的喜愛，更重要的是苦茶果實榨出的油品具有豐富營養價值，

榨取完成的油渣還能作為肥料重新回饋茶園，達到全無化學合成農藥的自然

種植工法，提高茶葉品質。整排苦茶林形成的林蔭大道，放眼望去偌大空間

令人身心放鬆，除了擁有自然生態農法的經濟價值外，更是水土保持及拍照

的好地點！

魯
冰
花
謝
了

留
下
一
粒
粒
種
籽

明
年
又
會
開
出
一
片

黃
色
花
朵
點
綴
人
間

而
在
這
一
開
一
謝
之
間

使
茶
園
得
到
肥
份

︽
魯
冰
花
︾

︵
1
9
6
0
︶
鍾
肇
政

魯冰花 苦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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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蓄水池

經過大北坑小吃店不久便到葉家宅邸，葉家蓄水池

位於宅邸正前方，湖形看著像是一個橫置的葫蘆，

兩側寬且中間窄，並在面山下的平臺上設置了魯冰

花造景。

池水水源引自山泉，此山泉流經葉家茶園入愛心泉

水池後，再進入蓄水池中，並通過管線將水導向梯

田各處供給灌溉稻田，最大範圍約可及茶裏王涼亭

以北。現在池中主要水源仍為山泉，但在水脈導向

被上游建設影響後，大多仰賴雨水填充，但現今原

先田地的灌溉需求也已減弱，故此蓄水池主要是作

為觀光景點而存在，並結合魯冰花造景與客語俚語

故事牆，呈現傳統客家農耕生活樣貌的同時，也一

定程度地保護土質避免乾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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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柴燒窯

龍潭柴窯

龍潭柴窯位於大北坑休閒農

業區生態野溪公園對面一山

坡深處，門口鋪有石階，設

有告示，腹地寬廣。大北坑

區因其豐富的山林資源與黏

土地質曾發展出頗具規模的

柴燒窯業，有的為了燒製木

炭供在地居民使用；有的製

磚瓦協助建設房屋；有的則

以其落灰的特性製作陶器。

柴燒窯創造

客庄第二經濟

大北坑

土質帶有黏土性質，適合做

泥磚或紅磚，便由當地人搭設磚窯場

燒製紅磚，蓋設自家氏族古屋，隨著窯場的

規模漸增，磚即銷售到龍潭市區、楊梅、中壢

等地，柴燒窯躍升為在地的第二經濟來源。隨後

因燒窯產業沒落，人口外移，經濟紅利不再，龍

潭柴窯已許久無運作。直到民國95年三和社區推

動社區營造與農村再生計畫，和窯文創園區蓋

設柴燒窯，期望透過柴燒窯來帶動這裡的

人氣，將現今留存的兩處柴燒窯轉

型朝向觀光發展。

整座窯體以防火磚砌成，燒

製過程中需要為維持溫度而

增添柴火，若窯體溫度下降

或過高，輕則影響成品美觀

重則產生爆裂，甚至如果使

用了品質糟糕的木柴，還會

產生有毒氣體，危害作業人

員的健康安全，因此燒製過

程中的些微細節，都能讓燒

製成品有極大的變化。現今

做為觀光景點供人參觀，與

生態野溪公園相呼應，只是

窯場內尚無設置解說牌，許

多旅客只見其型，卻不得見

其歷史與影響力，但坐落山

林中，仍可感受其樸美。

▲龍潭柴窯位於大北坑休區生態野溪公園對面一山坡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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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窯文創園區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060號

▲和窯文創園區入口處

窯烤麵包區

柴燒窯坑

三和里境內霄裡溪流域為沖積土，土質肥沃適合發展稻作農業，而丘陵

坡段為酸性黏土，適合種植茶樹，和窯文創園區便位於丘陵坡上，因周

圍茶園滿佈，保有豐富生態系統，現今也吸引大量藝術家、木工匠駐點

創作。

和窯一帶過去為增擴茶園而大量開闢山林，砍伐下來的原木作為柴燒的

原料，配合當地的紅黃黏土，非常適合發展陶燒產業，過往周圍也曾有

過許多窯坑負責製作磚瓦供三和居民興建房屋；但在農村轉型後，原本

的窯坑便廢棄、消失。

目前和窯文創園

區每個月會開窯

一週的時間，遊

客可以攜帶自己

捏好的陶土作品

預約前往請里長

協助燒製，依據

長年累積的經驗

與耐心，過程中

窯坑溫度維持在

大約1,280℃/100

小時，讓窯灰自

然落在陶體上，

陶器便能產生自

然生動的顏色。

園區內所見幾乎都是自然的產物，如屋樑的木材是取

自被淘汰的電線杆架、門口的楹聯是在枯黃的毛竹上

用毛筆寫出、壁掛的植被造景以木匠切割下的廢料製

作等等，選用大自然或淘汰的廢棄物，善用物品的價

值，也可顯見里民對園區的投

入與喜愛。若來訪時肚子餓，

園區內有當地里民開設的窯烤

披薩餐廳、咖啡餐館及木工藝

店，周圍有古道、桐花及廣邈

的茶園，保留原始農村風貌，

遊逛時能同時感受到過去與現

在交融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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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一號

龍潭區三和里在日治時期也開始種植油桐樹，以外銷桐油與油桐樹木材，

在當時填補了許多家庭的經濟來源空缺，桐花一號便是三和境內第一棵油

桐樹，至今已在大北坑扎根超過百年，每年4月底5月初開花時，落花紛飛

如雪花般飄落的浪漫場景，都能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參觀拍照。

客庄產業

轉型的模範

大北坑

除了茶葉、柴燒窯等產業

以外，早期也從事家禽飼養、種

植油桐樹、水田耕地等，以補足生活

所需，也成為其他的經濟來源。隨著環境

變遷，在地早期從事的產業開始產生型態上

的變化，桐油與油桐樹木材不再外銷，已成

為觀光用途，廢棄雞舍改建成青創基地，

水田也轉做錦鯉養殖，成功的轉型讓

在地獲得更大的發展彈性

與經濟效益。

油桐樹在時代進程中

支撐起許多客庄的家

計，是大自然給予在

丘陵討生活的客家先

民的恩賜，而作為客

家人的集體記憶，不

少客庄仍保留，提醒

後代不能忘本。落花

紛飛似白雪，更因此

以「五月雪」之名為

其加冕，這也是桐花

一號的核心內涵。

▲桐花一號，桐花盛開(黃月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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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植物區

繞山花基地

繞山花基地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369巷70-2號

繞山花基地過去曾是鄰里的養雞舍，農戶餵養稻穀，再

將雞糞作為肥料回饋土地，同時能就近獲取新鮮雞蛋與

雞肉，充分發揮雞禽價值。爾後農庄進入工商業社會，

許多農戶遷移離開，雞舍也遭廢棄，由於過去是以紅磚

搭建房舍骨架，長年遭雞糞、雨水侵蝕，結構早已破敗

不堪。

近年在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及中原大學文化創意研究

所的輔導下轉型為「繞山花基地(三和青創基地)」，將

老屋新用，以綠化為主題加入木質元素裝潢，配合多肉

植栽培育，打造出質感景點，吸引大量遊客前來觀光，

成為網路熱門的拍照聖地，也以此吸引許多當地有志青

年留鄉發展，從事文創或協助基地運營，更有青年返鄉

接手農田，為農庄注入新血，讓農庄更加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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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河錦鯉園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369巷70號

佳河錦鯉園現今是品種錦鯉及鱘龍魚的養殖場，作為三和里著名觀光

景點之一，能夠吸引大批賞魚愛好者前來參訪。但在過往魚池僅是一

片水田，田旁是居民休憩閒聚的場所，婦女白天會於雞舍下方的水道

清洗衣物，孩童便在如今的停車場、錦鯉園處跑跳玩耍，周圍有長者

閒聚。之後水田被挖作魚池，引用霄裡溪地下水脈養殖食用肉魚，又

在民國80年代改設為觀光養殖場，多次辦理錦鯉選美、競標活動。近

年大力推廣品種「龍鳳錦鯉」，以其鼻大鬚長似龍，鰭大尾長似鳳而

得名，並聞名於歐美國家，後續發展深具潛力。

佳河錦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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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步道

位於黃姓家族茶

園邊一條泥石小

徑，入口處仍保

留古道樣貌，上

方則已被產業道

路覆蓋，現已幾

近荒廢。今日行

走其間雜草叢生

路石翻起，行走

困難，建議遊客

勿單獨前往。

入口處為三和里最老桐花樹「

桐花一號」，沿道上行有近年

增設的休息亭，一路延伸至產

業道路，通往乳姑山方向。古

道為鵝卵石鋪墊而成，由早期

先民親手打造，以便將霄裡溪

運來的經濟作物運至楊梅或龍

潭。惟後段步道已被柏油路面

取代，僅保留一小段做為體驗

步道。

石崎步道

大北坑先民

闢出聯外通道

突破了

地形的阻隔，大北坑的

客家先民們在山林間先後開闢

石崎、龍崎等古道作為聯外生活、

經濟產物運送要道。隨著交通建設蓬

勃發展，柏油馬路取代原先的古道用

途，如今古道已杳無人煙，過往每

日川流不息的記憶，只在當地

老一輩人心中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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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茶園的土地公拐

羅家伯公—三粒石造型

人文信仰

伯公

早期農業是地方上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在看天吃飯的田地中，

土地守護神就顯得相當重要。因此在客家人傳統文化觀念裡，

土地神為最重要的守護神，並用客家話稱土地神為「伯公」。

大北坑伯公信仰文化中，最為特殊的是百年眾伯公保留了傳統

的「伯公四季福」儀式，每年農曆二月二日、四月八日、八月

二日及二十四節氣之冬至，里民會聚集在「眾伯公」處舉行為

農地祈福的儀式，待祭祀活動結束後將牲品分享給里民享用，

又稱「吃伯公福」。

大北坑地區因地形位於丘陵坡道，居民需要開闢梯

田才得以種植水稻、果樹或茶葉，因此生活聚落與

工作田地多數並不相連，造就當地的伯公信仰明顯

區分為「生活型」與「產業型」兩種樣態，其型制

更是多樣，有石板、三粒石、大樹、土地公拐等，

甚至也有完全沒有外在特徵，僅以奉茶替代形象的

伯公出現。可以說在大北坑濃縮匯聚了客家先民的

歷史生活信仰軌跡，更可以藉由伯公信仰探究過往

大北坑居民生活的發展歷程。

土地公拐

信眾一般認為因為伯公年
事已高，若要巡視田地，
便須給伯公一支拐杖，因
此農人將竹棍插立於伯公
周圍，再將上半部剖開塞
入金香與金紙，做為感謝
伯公庇佑田地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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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龍新路三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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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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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坑溪

大
北
坑
街

龍
潭
區

三
和
里

龍
潭
區

三
水
里

楊銅路二段

老
莊
路

店湖路

店
湖
一
路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霄裡
溪

大北
坑溪

南坑溪

道路

區域分割

河流

停車場

大北坑遊客中心

三水里

三和里

六鄰生活伯公(江家伯公)

葉家伯公

園伯公(吳家伯公)

袁家生活伯公

茶伯公

七鄰伯公(申家伯公)

田伯公

三洽水顯伯公

百年眾伯公

八鄰生活伯公

九鄰生活伯公

九鄰田頭伯公(陳家伯公)

十鄰生活伯公

三水伯公

十鄰福德祠(邱屋伯公)

伯公埂福德祠(掌牛伯公)

小北坑福德園

福德宮(開庄伯公)

十二鄰伯公

龍德福德宮

(註:埂，意指地勢高起長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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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六鄰生活伯公(江家伯公)

園伯公(吳家伯公)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牌位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牌位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三粒石

大北坑伯公介紹

葉家伯公

袁家生活伯公

茶伯公

田伯公

七鄰伯公(申家伯公)

體制格局：無祠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牌位

三洽水顯伯公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石頭牌位

體制格局：無祠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

伯公祠型制

伯公祠型態依據信仰範圍劃分可分為簡便小祠及地方公廟兩種。簡便小祠多以個人、家族為限的祭祀範圍；
地方公廟的信仰範圍涵蓋整個庄頭及其他外地信徒；另無祠廟則完全無外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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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牌位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頭牌位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板

百年眾伯公 八鄰生活伯公

九鄰生活伯公

十鄰生活伯公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三粒石

九鄰田頭伯公(陳家伯公)

三水伯公

十鄰福德祠(邱屋伯公) 伯公埂福德祠(掌牛伯公)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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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體制格局：簡便小祠

主祀神明：伯公―石牌位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體制格局：地方公廟

主祀神明：伯公―石像、

                石頭牌位

小北坑福德園 福德宮(開庄伯公)

十二鄰伯公 龍德福德宮

大北坑伯公相關故事與傳說

百年伯公庇佑居民

江家伯公

江家伯公建於清朝末年。日治時期，由於政府著力推廣皇民化政策，主張以

日本神道教取代臺灣傳統民間信仰，便開始大規模封鎖、廢除伯公祠。然而

當時江家伯公早已是周圍鄰里重要的信仰據點，為了讓伯公文化能夠獲得傳

承並且讓居民能有心靈慰藉的歸宿，江家祖先便將伯公祠藏匿於江家古屋後

方隱蔽處，因此才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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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洽水顯伯公

曾有信徒重病纏身多年，某日

恰巧路過意外發現山中的顯伯

公石板，遂向伯公祈求保佑，

並飲下伯公石板旁的泉水，不

久後竟苦疾痊癒，遂大力傳誦

顯伯公的神力，並協助整理道

路供其他人前往朝聖。

約民國80、90年代，三和里曾發生過森林大火，火

勢猛烈，一度延燒至接近霄裡溪源頭處，待火勢熄

滅後隔日，胡姓耆老前往伯公埂查視災情，卻發現

周圍樹木盡數焦枯，然而伯公埂完好無損，好似火

焰刻意繞道而行。

森林大火繞道而行

在農村時代，協助耕作的牛隻是農民們最為珍貴重要的資產。相傳曾有一家

農戶走丟了兩頭耕牛，農戶及當地鄰里找尋半月餘仍苦無結果，因此該農戶

在一次於伯公埂福德祠參拜時便向伯公提及此事，不料三天後牛隻便自行尋

路回家，失而復得的喜悅迅速傳遍鄰里之間，伯公埂之伯公便獲得「掌牛伯

公」(客語唸做―zong ngiu bag gung )的美名。

伯公助尋牛

約莫民國80年代，一家兄弟姊妹前往顯伯公祈求仕途順遂，十餘年過去，

這家人如願富貴顯達，因此協助修建廟祠，再加以牲禮還願，並將舊時的

伯公石板置於重塑的石像身後，以表不忘本的初心。

九鄰生活伯公

伯公埂福德祠

伯公顯靈護居民

根據當地居民分享，約莫民國90

年代，他遭受魔神侵擾，夜晚難

以入眠，農忙時也常看到鬼影，

家人將其帶到伯公處祭拜後，明

顯感覺神清氣爽不少，之後便開

始虔誠信奉伯公。

治病泉水傳說

如願以償不忘本

相傳過去有婦女長年不

孕，醫師也無法診斷出

明確原因，全家人遂帶

婦女前往伯公埂虔拜，

隔年順利產下一女。

虔誠求子傳說

ˋ ˋ ˊ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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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宮
三官宮-三官大帝

人文信仰

三官大帝

龍潭三水、三和里除了伯公信仰外，另主要信仰

即是掌管天界、地界、水界的三官大帝，客家話

稱為「三界爺」(客語念做-sam gie ia )，神格

崇高，是客庄重要的保護神之一，庇佑庄頭五穀

豐登、四境平安。

三官宮
桃園市龍潭區新龍路254號

位於三水里山腳下，緊鄰新埔，面向霄裡溪，整體建築為一進三門式的中型

公廟，周圍有百年老榕樹與三水福德宮，正前方設有戲臺，過去居民會聚集

在廟前廣場一起看戲，公廟後方便是日治時期的集會所。

廟裡主祀三官大帝、神農、天上聖母與觀音，庇蔭龍潭區三水里，過去此地

為鎮壓生番的重要據點，因此留有許多兵士後裔，但他們並非正統清軍官制

下的官兵，而是屬於地方組織的自保團體。現今除了三洽水居民外，由於此

廟鄰近關西、新埔及三和里也逐漸成為附近居民的信仰中心，並在民國60年

代增設土地公廟，供農戶祈求田地豐收。

ˇ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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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宮

三元宮位於龍潭區三和派出所正後

方，廟前設有水泥戲臺，右側為文

創空間與地方圖書館；左側則為社

區活動中心，辦理志工培育、里民

同樂等活動。

最初客家人進入三和地區發展，在當

地平埔族招佃時期才邁入開墾的穩定

期。原先想設廟祭祀「三山國王」，

但「制番」的功能意味在當時過於敏

感，於是選定雙方都能接受的「三官

大帝」作為主祀神明，以其象徵著天

、地、水三項攸關人民生計的面向，

廣受農人虔誠信仰。

三元宮在民國68年重建成現在樣貌，如今作為鄰里信仰與活

動中心，早已是居民生活圈中緊密相連的一部分，讓在地民

眾的情感得以凝聚。

廟祠建設前，鄰里便以輪祀的方式供奉三官大帝，一年一值，

爐主將三界爺請至家中祭祀，唯有在農曆八月二十日舉辦平安

戲時才會將三界爺請到現場讓民眾參拜，鄰里也會將周圍伯公

請至三元宮前一同觀賞平安戲以作酬神與還福。

三元宮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番子窩路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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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北坑有一個叫義民嘗的組織，即為「三洽水義盛嘗」，有著近200

年歷史。此乃當地各家族共計23人為感念早年開發大北坑地區、保衛

家園而犧牲的先民，而成立嘗會。原本祭祀分類械鬥之無主孤魂，在

1842年(清朝道光22年)時，居民已視之為褒忠義民，並於每年春、秋

二季，進行祭塚(墓)與亭祭。據當地居民江增平先生表示，原農曆2月

5日之春祀塚已停止20年以上，惟農曆8月19日的亭祭仍有如期舉行。

義民嘗

現今在大北坑地區境內，有著義民嘗所有

權土地，位於大北坑街鄰近龍新路三水段

周邊，面積約為六甲，範圍以羅家聚落為

邊界，下至北坑溪，上至山稜線，並以其

租金作為祀典費用。而在大北坑街542號

即是秋亭祭的遺址(即為義民亭)，義民亭

現址係一簡陋之磚砌家屋，殘破而無人居

住，已不復過往景色。

為找回這個屬於大北坑的獨有

特色文化，江增平先生號召在

地耆老跟群眾，討論未來將在

義民嘗土地範圍內規劃義民嘗

文化園區，並重建義民亭，讓

亭祭能恢復以往規模，達到傳

承與發揚之目標。

三水段義民嘗土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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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將士招魂塚

日軍將士招魂塚位於茶裏王涼亭上方一急轉彎處，左側有一間廳房，庭前設

有燒坑，招魂塚便是最右邊的方尖型碑，石板上刻有逝者姓名及官階。

此碑的來由為日治時期，一架載著數名日籍高級

軍官的軍機於現今桃園國際機場周圍因故失事，

機上軍官及機組人員全數罹難，日軍為紀念逝者

便在失事的區域設置紀念碑。然而當日本人撤離

臺灣後，該地成為眷村，紀念碑也因此屢遭破壞

而毀損，罹難者家屬不忍其不斷損壞，便將紀念

塚移至大北坑區重新建設，至今仍有日本人後裔

前來祭拜。

特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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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 Your Life

客庄聚落小徑

大北坑客家俚語、歌謠牆廊道

魯冰花的故鄉

最古老的茶鄉

伯公最早的祭典

精緻的客庄柴燒窯

傳承近二百年的義民嘗

自然豐富的生態

伯
公
伯
婆

今
晡
日
屋
下
割
禾

上
坵
割
有

下
坵
割
無

刺
得
一
隻
硬
頸
鵝

愛
食
無
愛
食

  

也
無
奈
何

客
家
童
謠

︿
伯
公
伯
婆
﹀



春

夏

冬

秋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

伯公四季福—春耕(農曆二月初二)

柴燒窯

魯冰花季

柴燒窯

魯冰花季

柴燒窯

油桐花

螢火蟲

伯公四季福—夏耘
(農曆四月初八)

東方美人茶採收季

柴燒窯

油桐花

螢火蟲

東方美人茶採收季

柴燒窯

柴燒窯

柴燒窯

伯公四季福—冬藏(冬至)

柴燒窯

柴燒窯

義民嘗(三洽水義盛嘗)

亭祭(農曆8月19日)

柴燒窯

伯公四季福—秋收

(農曆八月初二)

柴燒窯

柴燒窯

03
增

�6�5 �6�6



龍
潭
區

三
水
里

老
莊
路

店湖路

店
湖
一
路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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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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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83

45

10:00

|

10:40

11:10

|

11:20

11:40

|

11:55

13:10

|

14:40

10:50

|

11:10

11:30

|

11:40

12:00

|

13:00

14:40

|

16:00

美人世家café beau tea

大江屋客家美食館

山水緣庭園景觀餐廳

大北坑小吃

心暖花開不忘本

大
北
坑
遊
客
中
心
|
影
片
欣
賞

客
家
俚
語
牆
/
歌
謠
牆

葉
家
蓄
水
池

江
家
伯
公

江
家
古
屋 

濟
陽
堂

午
餐
時
光
|
客
家
美
食

大
北
坑
遊
客
中
心
|
客
家
文
化
體
驗

魯
冰
花
介
紹
及
遊
逛

可洽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

03-4794720

更多在地旅遊及體驗資訊請至『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戀戀魯冰花』

或『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FB粉絲專頁查詢。

春季主題旅遊推薦

遊點服務聯繫推薦午餐地點

1 2 3 4 5 6 7 8

1 7 8

2 3 4 5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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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銅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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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路

店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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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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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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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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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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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大北
坑溪

南坑溪

1

3
5

4

風鈴木庭園餐廳

松葉園餐廳

繞山花基地

全家福客家菜館

三洽水鄉村餐廳

客庄最道地的品茶玩窯

更多在地旅遊及體驗資訊請至『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戀戀魯冰花』

或『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FB粉絲專頁查詢。

10:00

|

11:40

13:20

|

13:40

14:30

|

16:00

12:00

|

13:00

13:50

|

14:10

三
水
茗
園
|
認
識
茶
/
採
茶
體
驗

午
餐
時
光
|
客
家
美
食

開
庄
伯
公
巡
禮

三
元
宮
巡
禮

和
窯
文
創
園
區
|
燒
窯
/
品
茶
體
驗

夏季主題旅遊推薦

遊點服務聯繫

推薦午餐地點

1

2

3

5

4

三水茗園 
03-4795907

和窯文創園區 
0925-153231

桃園市龍潭區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0910-174127

1 2 3 4 5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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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大北
坑溪

南坑溪

1

3

5

6
7

2

美人世家café beau tea

大江屋客家美食館

山水緣庭園景觀餐廳

大北坑小吃

推薦午餐地點

遊點服務聯繫

1

4

5

7

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
03-4794720

繞山花基地
03-4795858

桃園市龍潭區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0910-174127

與客俱來 義字當頭

秋季主題旅遊推薦

10:00

|

10:40

11:30

|

11:50

12:00

|

13:00

14:30

|

15:30

10:50

|

11:20

13:30

|

14:20

15:30

|

16:20

認
識
義
民
嘗
及
亭
祭
儀
式

陳
家
古
屋 

聚
星
堂

日
軍
將
士
招
魂
塚

午
餐
時
光
|
客
家
美
食

三
和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佳
河
錦
鯉
園

繞
山
花
基
地
︱
多
肉
植
物
體
驗

︱
客
家
米
食
體
驗

更多在地旅遊及體驗資訊請至『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戀戀魯冰花』

或『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FB粉絲專頁查詢。

2

1

3

5

6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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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潭
區

三
水
里

龍
潭
區

三
和
里

楊銅路二段

老
莊
路

店湖路

店
湖
一
路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大北
坑溪

南坑溪

1

65
4

2

風鈴木庭園餐廳

松葉園餐廳

全家福客家菜館

繞山花基地

三洽水鄉村餐廳

推薦午餐地點 遊點服務聯繫

1
3

6

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
03-4794720

桃園市龍潭區
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0910-174127

眾伯公冬藏續好年

冬季主題旅遊推薦

更多在地旅遊及體驗資訊請至『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戀戀魯冰花』

或『桃園市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FB粉絲專頁查詢。

4
和窯文創園區
0925-153231

和
窯
文
創
園
區
|
燒
窯
/
品
茶
體
驗

09:30

|

10:40

12:00

|

13:00

13:30

|

14:50

15:40

|

16:30

11:00

|

11:50

15:00

|

15:30

︱
伯
公
巡
禮
與
伯
公
四
季
福

百
年
眾
伯
公

午
餐
時
光
|
客
家
美
食

繞
山
花
基
地
︱
多
肉
植
物
體
驗

三
和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
客
家
米
食
體
驗

羅
家
古
屋 

豫
章
堂

1

5

6

4

2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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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潭
區

三
和
里

龍
潭
區

三
水
里

楊銅路二段

老
莊
路

店湖路
店
湖
一
路

北
坑
街

大
北
坑
街   

巷
1998

龍新路三和段

霄裡
溪

大北
坑溪

南坑溪

大
北
坑
街

大北坑客庄美食推薦

6028咖啡美食

電話：(03)489-6028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139號

推薦必點：

義大利麵、中式套餐、咖啡等

美人世家café beau tea
電話：(03)489-5191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8號

推薦必點：

快炒綠麵套餐、咖啡、茶、手作甜點、

美人世家獨門茶香烤雞等
(每日限量需提前一天預訂)

大江屋客家美食館

電話：(03)479-4547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65號

推薦必點：

客家小炒、薑絲大腸、菜脯雞湯等

山水緣庭園景觀餐廳

電話：(03)489-0856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47號

推薦必點：

客家鹹湯圓、燜燒鯽魚、粉蒸排骨、

桔醬放山雞、冰梅苦瓜等

大北坑小吃

電話：(03)499-5964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1935號

推薦必點：

客家鹹豬肉、薑絲炒大腸、客家燜筍等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風鈴木庭園餐廳

松葉園餐廳

全家福客家菜館

繞山花基地(三和青創基地)

三洽水鄉村餐廳

大北坑小吃

美人世家café beau tea

山水緣庭園景觀餐廳

大江屋客家美食館

6028咖啡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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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坑交通指南

繞山花基地(三和青創基地)

電話：(03)479-5858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369巷70-2號

推薦必點：

咖哩、燉飯、紅燒牛、三杯雞、咖啡、茶、甜點等

風鈴木庭園餐廳

電話：(03)479-4657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80號

推薦必點：

德國啤酒燉肉、香蔥烤鮭魚、

香煎法式羔羊排佐芥末優格醬等

松葉園餐廳

電話：(03)409-0911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008號

推薦必點：

避風塘中卷、陶板黃金豆腐、

脆皮油雞、澄汁燒排骨等

全家福客家菜館

電話：(03)480-2802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016巷19號

推薦必點：

仙草雞湯、軟法咖哩蟹、客家土鵝肉、

紅麴中卷、牛汶水等

三洽水鄉村餐廳

電話：(03)479-5839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695號

推薦必點：

客家鹹湯圓、客家燜筍、滷豬腳、桔醬土雞等

自行開車

龍潭區三水里

【國道1號】：下楊梅交流道→左轉校前路(桃67線)→行經老莊路→店湖路

向右斜轉→見大北坑社區入口意象→左側進入大北坑街。

【國道3號】：下龍潭交流道→往市區方向→大昌路二段→大昌路一段→中

豐路→中豐路三段→中豐路上林段→右轉龍新路(桃20線，凌雲國中旁)→

右轉楊銅路二段(桃67線)→店湖路向左前斜轉→見大北坑社區入口意象→

左側進入大北坑街。

龍潭區三和里

【國道1號】：下楊梅交流道→左轉校前路(桃67線)→行經老莊路→楊銅路

二段(桃67線)→右轉龍新路三和段(桃20線)。

【國道3號】：下龍潭交流道→往市區方向→大昌路二段→大昌路一段→中

豐路→中豐路三段→中豐路上林段→右轉龍新路(桃20線，凌雲國中旁)→

龍新路三和段(桃20線)。

停車資訊

龍潭區三水里

【大北坑社區第1停車場】：

店湖路往大北坑街1998巷路上(鄰近大北坑遊客中心)

【大北坑社區第2停車場】：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街1998巷8號(大北坑遊客中心)

龍潭區三和里

【繞山花基地停車場】：

桃園市龍潭區龍新路三和段1369巷70號(佳河錦鯉園前)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註:附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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