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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溪 百 吉
見 證 水 庫 興 建 與 地 方 淹 沒 的 里 山 聚 落

龍 潭 石 門
主 導 水 庫 建 設 的 宿 舍 聚 落

大 溪 中 庄
歷 經 葛 樂 禮 颱 風 侵 襲 的 水 岸 聚 落

觀 音 樹 林 / 草 漯
第 一 批 水 庫 移 民 遷 居 的 濱 海 聚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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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移動的聚落風景
「 2 0 2 2 桃 園 地 景 藝 術 節 」 ， 回 溯 大 漢 溪 流 域 自 然 與 人 文 的 關
係，走進桃園的水與山，看見曾經有群人在1956年(民國45
年 ) 因 為 石 門 水 庫 的 興 建 ， 而 遷 出 原 鄉 ， 移 居 他 鄉 。 移 動 的
三千人，從內山到沿海，從溪畔到海邊，呈現出多層次的聚
落風景，也形成桃園的移民故事。

你知道石門水庫的建設過程，淹沒了哪些地方嗎？原本住在
阿姆坪、新柑坪、石秀坪、湳仔溝、水井、下奎輝、霞雲坪
等地的漢人與泰雅族人，因為土地被劃入水庫的蓄水範圍，
不得不遷離家園。歷經幾番波折後的今日，這批水庫移民及
其後代，有的仍生活在移民村、有的返鄉尋根、有的則四散
各地。而這段鮮為人知的水庫移民故事，仍等待著我們來認
識、探索。

《石門水庫─移動的聚落風景》文史旅遊手冊，帶領大家走訪「大溪
百吉」、「龍潭石門」、「大溪中庄」、「觀音草漯/樹林」四大串連水庫
移民足跡的地區，了解關於石門水庫及移民遷村的歷史關係。除了
常見的旅遊景點和藝文場館外，更蒐羅了在地推薦的秘密景點。
讓我們帶著手冊，規劃一場水庫移民主題的深度之旅吧！

興建中的石門水庫（照片提供/郭茂順）

在屋樑上深藏半世紀的計畫圖(照片提供/余紹任)



很久很久以前：大溪百吉聚落

百吉過去因有湳仔溝穿越而稱「湳仔」，又與水流東、新柑坪、舊
柑坪、阿姆坪、竹頭角等地區合稱為「南雅庄」，日治時期因保甲
制度的「結首制」改為「八結」，到國民政府時期則改稱為「百吉」。

早期開墾居民定居於湳仔溝沿岸，並順著水流延續到舊柑坪地區
，當時的產業包含了樟腦、木材、茶葉、煤礦等，進而促使大溪
區與復興區的鋸木廠、打鐵業、製茶廠等相關產業陸續興起。百
吉過去是大溪市區與復興山區聯絡的重要中繼站，日本政府在這
裡設立了內柵公學校八 結 分 教 場  
( 分 校 ) 、 派 出 所 、 發 著 所 ( 輕 便
車的車站)，非常繁榮熱鬧。

大溪百吉X石門水庫
1956年( 民國45年 )石門水庫興建，原先預估水位將淹沒百吉地
區，但水庫興建完畢後，水位僅上升至阿姆坪碼頭，留在原地的
百吉居民成為水庫移民故事的見證者。百吉也成為部分淹沒區居
民的新家，一些沒有獲得搬遷資格的泰雅族及漢人選擇搬到百吉
居住，另一些則遷移至觀音樹林、大溪中庄，爾後遭逢變故，又
遷回最靠近原鄉的百吉。因此百吉成為居民組成多元的社區，也
是少數石門水庫興建後存留的地方聚落。

見
證
水
庫
興

建與地方淹沒的里山聚落

54 流經百吉聚落的湳仔溝溪



復興路二段

環湖公路

東興宮
大溪老茶廠

百吉國小

阿姆坪遊艇碼頭

湳仔溝一號橋

錦泰製茶廠
（百吉東海堂）

聚賢慈惠堂
(聚賢財神廟)

百吉派出所

湳仔溝客家麵

百吉復興宮

石門水庫水底土地公廟

復興衛生室

舊百吉隧道

路線      1

舊百吉隧道               湳仔溝客家麵
百吉復興宮               東興宮               大溪老茶廠

(1.1km/3min)

(2,7km/8min) (400m/2min)

(1.9km/5min)

路線      2

百吉復興宮               百吉國小               
桃園百吉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體驗園區】
               阿姆坪遊艇碼頭→薑母島(1.3km/4min)

(450m/2min) (700m/3min)

石門水庫

天賜佳雞甕仔雞

湳仔溝14號無菜單料理 

桃園百吉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體驗園區】

大溪湖畔景觀咖啡廳

環湖咖啡好食

水漾石門Forestaurant



百吉復興宮
復興宮的前身是興建於1890年(淸光緒16
年 ) 的 「 南 雅 宮 」 ， 原 址 位 於 水 庫 淹 沒 區 裡
的阿姆坪，主祀開漳聖王，因燒毀重建而
重新命名為「復興宮」。
後因水庫興建，阿姆坪復興宮一分為四：
百吉復興宮、三民東興宮、角板山福興宮 
、觀音復興宮，目前開漳聖王神尊已遷至
觀音樹林地區的復興宮。

復興衛生室
國民政府來臺後，為防治多種流
行傳染疾病和照護大量的地方病
患，召募、訓練了許多衛生人員
投入防疫工作。而復興衛生室就
是當時設立的社區醫療據點，提
供環境衛生教育以及醫療看診服
務。現在的復興衛生室已荒廢不
再使用，建築一旁則是昔日的百
吉國小校長宿舍。

石門水庫水底土地公廟

舊百吉隧道
百吉隧道是1944年( 民國33年 )
日本政府為連結大溪與角板山而
開 闢 ， 隧 道 內 鋪 設 「 輕 便 車 」 軌
道以載運人貨。後因不符公路需
求 ， 另 闢 雙 向 通 車 的 「 新 百 吉 隧
道 」 。 舊 百 吉 隧 道 在 2 0 0 7 年 ( 民
國96年 )重新整修後開放，不妨
步行或騎單車穿越其中，感受當
年的時代氛圍。

當年阿姆坪廟宇的門牌和姓氏
年輪値表，留存在百吉復興宮
內，你能在廟裡找到姓氏年輪

値表嗎？

「 復 源 宮 」 位 於 水 庫 下 的 阿 姆 坪 地
區 ， 為 早 期 農 業 聚 落 重 要 的 信 仰
空間，1963年(民國52年)石門水
庫 幾 近 完 工 ， 磚 瓦 堆 砌 的 廟 身 逐
漸 被 水 淹 沒 ， 而 原 先 供 奉 的 神 尊
則 移 至 附 近 大 溪 坪 的 「 復 源 宮 」 ，
形 成 現 在 一 間 廟 有 兩 尊 土 地 公 的
特 殊 景 象 ， 你 能 分 出 哪 尊 是 阿 姆
坪的土地公嗎？

(照片提供/周德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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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藏在森林裡喔！

山坡上的三井會社辦公室
大溪過去以產茶聞名，知名製茶
公司──日本三井會社當時除了
興建為人熟知的「大溪老茶廠」以
外，在百吉復興宮後方，也藏著
三井會社留下的辦公室。目前仍
有居民住在這幢仿日式建築裡，
房屋周邊環境舒適，伴有一棵六
十年的大樹和兩隻親人的小黑狗
(黑糖和砂糖)。

兩天的暑期工作營，邀請百吉國小畢業的黃文譚學長，帶著小朋友們戶外
走讀，了解當年石門水庫興建前後，居民的搬遷過程與百吉聚落的發展變
化，也分享了百吉復興宮的遷移故事與歷史文物。

百吉國小的小小探險員們，發揮敏銳的觀察
力，發現百吉復興宮附近許多隱藏的景點，
山坡上有秘密花園、黑狗兄弟砂糖與黑糖、
三井會社的辦公室建築、紙風車、驚人的恐
龍蛋，臺七線旁則有茶壺模型、樟腦油招牌
，走往河邊還會發現神秘的養雞場、釣魚點
等，都是小朋友推薦的祕密景點哦！

必推！

「百吉國小學生的秘密景點」

夏季夜晚的螢火蟲步道
湳仔溝旁的步道環境淸幽適合步
行，每年暑假期間螢火蟲都會悄
悄出沒在夜晚的湳仔溝兩旁，可
以從百吉國小旁拍下夜晚的盛夏
星火！

角落的神秘茶壺
為了紀念大溪過去茶葉經濟的繁榮
盛況，在馬路轉角可以看到巨大的
茶壺模型，左手側舉，右手插腰，
和茶壺來張合照吧！(照片提供/郭茂順)

1943年(昭和18年)八結國民學校全景

神秘的養雞場和釣魚點
大馬路旁的神秘巷弄，順著石板路
往下走，可以聽到咕咕的雞叫聲和
流水聲，路的盡頭有一個神秘的養
雞場和釣魚點，在地圖找找看吧！

跟著百吉國小的學生
來場里山聚落的探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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湳仔溝木板橋

螢火蟲步道

恐龍蛋(巨石)

私人釣魚點
神秘養雞場

樟腦油招牌
木製品玩具

茶壺模型
復興宮宮貓

壓筍乾的滑輪裝置

三井會社辦公室(小黑狗)

花開了休閒農場

小孩私房景點
有小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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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石門X石門水庫
1956年(民國45年)政府提出「石門水庫工
程 定 案 計 畫 報 告 」 ， 並 在 隔 年 向 美 國 尋 求
資金與技術，以援助石門水庫之興建。當
時投入的人力，從高階工程師到承擔體力
工作的勞動者，總計高達一萬人次。為了
讓員工就業居留，便在石門水庫建設委員
會（後 來 的 石 門 水 庫 管 理 局 、 北 區 水 資 源
局）周邊蓋起許多宿舍群。到了 1965年(
民 國 5 4 年 ) ，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在 佳 安 村 設
立，另外在石園一村、石園二村與佳安路
等三區形成較大的聚落。

很久很久以前：龍潭石門聚落
石 門 的 佳 安 地 區 是 由 「 十 一 份 庄 」 、 「 泉 水 空 庄 」 與 「 淮 仔 埔 庄 」 三
個庄頭組成，其中「十一份」乃因過去有十一人合股開墾此地而得
名。原本居民多以種植茶葉為主，日治時期因運輸農作物、建材
的需求，在十一份設立輕便軌道的車站，更成為來往大溪與龍潭
的重要交通節點。

而十一份井然有序的標誌性街景，則是要
到 1 9 5 0 年 代 以 後 ， 國 民 政 府 為 了 提 供 水
庫相關的臺、美工程師、高級將領及眷屬
的駐留居住，進行完整的街區規劃，才逐
漸形成現在所見的聚落。目前仍有昔日水
庫建設的相關人員及家屬，生活在十一份
佳安村的紅磚老屋內。

主導水庫建設的宿舍聚
落

佳安村是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拍攝場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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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文
化

路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石門活魚

石園一村宿舍

佳安村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美國路

大平紅橋

石管局
石門大草坪

石門水庫教會

佳安臨時市場

桃園十一份美術館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三坑老街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龍源路

中
正

路

大漢溪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大壩紀念碑

路線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佳安臨時市場               北區水資源局(大草坪)
               佳安村               石門水庫教堂               石門活魚 

(130m/2min)

(500m/8min) (180m/2min) (300m/4min)

(250m/3min)

福隆活魚土雞餐廳

大石門活魚老店餐廳
南園活魚老店餐廳

蘭亭暎月無菜單料理

木盒子柴燒窯烤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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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園一村&美國路
「石園一村宿舍」在石門水庫興建時，
主要是美國工程師、顧問及眷屬的宿
舍，全盛時期居住了上千名員工，後
期轉為中山科學研究院員工與駐臺美
軍之宿舍使用，而部分閒置空間則整
修規劃 為 「 石 園 招 待 所 」 。 2 0 1 8 年 (
民 國 107年)，一旁通往石門水庫的聯
外道路「新生路」，也在居民爭取下正
式更名為地方慣稱的「美國路」。你能
分辨的出哪些建築物，是給美國工程
師居住的宿舍嗎？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佳安路與佳安西路的宿舍群裡，居住
者以臺灣工程師、高級將領及眷屬為
主，房屋居住坪數則依照職位大小分
配，多為獨棟建築，周邊社區機能完
善，有托兒所、郵局與市場等設施。

近 年 桃 園 市 政 府 觀 光 旅 遊 局 以 「 佳 安
市 場 」 為 中 心 ， 結 合 周 邊 宿 舍 群 ， 分
區 整 修 為 「 十 一 份 觀 光 文 化 園 區 」 ，
園 區 內 有 美 術 館、咖啡、簡餐、手作
教 室 等 休 憩 場 所 ， 適 合 作 為 旅 途 中 歇
腳的中繼站。

石門活魚
隨著石門水庫的興建，許多外省
籍的移民遷入佳安村宿舍群。其
中有一位居民在佳安路開設 「友
園活魚餐廳 」，主打水庫新鮮活
魚料理，引發流行風潮，石門活
魚便成了本地一大特色。而活魚
三吃的創始店 「 金蘭活魚 」，原
先只是余曹金蘭女士開設的小吃
店，後來搬至石門國小對面，改
名金蘭活魚，打響了石門一帶「
活魚三吃」的名號。

北區水資源局
行 政 院 經 濟 部 為 推 動 石 門 水 庫 興 建 計 畫 ， 在 1 9 5 4 年 ( 民 國 4 3 年 ) 成
立「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接著在1956年(民國45年)正式成立「石
門 水 庫 建 設 委 員 會 」 ， 啟 動 水 庫 工 程 。 在 1 9 6 3 年 ( 民 國 5 2 年 ) 6 月 水
庫竣工後，則成立「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局」，後因石管局與水利局
合 併 ， 而 改 名 為 「 經 濟 部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
處 周 邊 有 石 門 大 草 坪 ， 適
合 假 日 野 餐 玩 耍 ， 而 在 石
門 水 庫 壩 頂 的 依 山 閣 ， 設
有 石 門 水 文 化 館 常 設 展 ，
値得大家去參觀！

(舊名石門水庫管理局)

你能算得出剛剛在路上，
有幾間石門活魚餐廳嗎？

北水局從側邊
看像一艘大船

約1960年的石建會，現稱為美國村
(照片提供/林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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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推！

「石門國小學生的秘密景點」

兩天的暑期工作營，邀請石門國小畢業的林文祺學長，分享佳安村的童年生
活與水庫記憶；高幼齡學姐則帶著小朋友們走讀佳安村，走過北水局側邊，
才發現造形像一艘大船，蓄勢待發地航向石門水庫。途中經過一排又一排的
平房建築，穿過了許多巷弄，遇見石門活魚的發源地「友園活魚餐廳」，再走
到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小歇片刻。

石門國小的小小探險員們，在佳安村發
現許多有趣的社區景點，從學校走到大
草坪的途中，看見許多活魚餐廳，走到
了佳安村，發現有很多圍牆縫隙隔出的
低矮房屋，甚至還有人發現，每戶人家
的鳥巢信箱長的都不一樣，有著各種顏
色和形狀。中途在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
休息，大學姐請大家喝冰涼的豆漿，小
朋友又精力充沛地向前行。在園區附近
，發現一棟老屋改造的藝術工作室「自然遊記苑」，房屋周邊除了種植綠色
植栽外，牆壁上還有許多有趣的插畫，而小朋友的笑聲也充斥在午後的佳
安村。

跟著石門國小的學生來場
宿舍聚落的探險吧！

土地公廟&大榕樹
十 一 份 集 福 宮 據 說 早 在 建 造 石 門 水
庫 前 就 已 經 存 在 ， 過 去 因 牧 童 會 來
請託神明尋找走失的牛隻，故又稱「
掌牛伯公廟」，而一旁的大榕樹則是
早 期 佳 安 村 村 民 親 手 種 植 的 ， 也 是
過 去 許 多 石 管 局 的 小 孩 子 經 常 結 伴
嬉 戲 的 地 方 。 拿 起 手 機 拍 下 你 和 土
地公廟&大榕樹的合影吧！

奇形怪狀的鳥巢信箱
在佳安村的宿舍群裡，每戶人家門口
都設有鳥巢信箱，而這些鳥巢信箱的
顏色和形狀都大不相同，也讓佳安村
巷弄呈現繽紛有趣的特色街景，畫下
你喜歡的鳥巢信箱吧！

平房的警察局
大家對於警察局的印象應該是……獨
棟 又 大 間 的 建 築 物！但 佳 安 村 的 警 察
局 卻 隱 藏 在 某 處 宿 舍 建 築 的 裡 面 哦！
旁邊還有銀行、郵局等單位，快來找
找警察局藏在哪裡吧！

柳樹婆婆的房子
在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外，有一間
「 自 然 遊 記 苑 」 的 藝 術 工 作 室 ， 裡
面住著一位柳樹婆婆，運用大自然
的藝術創作和活動，帶著你體驗如
何與自然和諧共處。你能分辨出柳
樹婆婆的房子種了哪些植物嗎？

還是石門國民學校時期的老校門
(照片提供/石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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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私房景點
美國路

大樹遮雨棚

榕園

《我的少女時代》電影場景

柳樹婆婆的房子

石門活魚招牌

福隆活魚土雞餐廳

鳥巢信箱

歪腰信箱

佳安村警察局

土地公(十一份集福宮)

石管局-石門大草坪

哪 間 活 魚 最 好 吃？
每 個 小 朋 友 都 有
自 己 支 持 的 店 呢 ～

菜市場

轉角水果攤

蝴蝶餐廳
水果店

文
化

路



很久很久以前：大溪中庄聚落
淸領時期的大嵙崁溪(今大漢溪)航運繁忙，船隻來往於艋舺(現
今萬華)與大嵙崁(現今大溪)之間，也在沿岸形成繁榮的商業聚
落 。 中 庄 即 是 在 重 要 集 散 點 三 角 湧 ( 現 今 三 峽 ) 與 大 嵙 崁 碼 頭 之
間的中繼站，故取名為「中庄」。

船運貨物可自中庄碼頭，轉運到桃園、中壢、八德等地，而現
今 的 大 鶯 路 就 是 昔 日 繁 榮 的 「 中 庄 街 」 ， 當 地 人 更 用 「 一 竹 篙 ，
二 豬 刀 」 的 俚 語 ， 來 形 容 昔 日 中 庄 地 區 ， 許 多 擺 渡 人 在 碼 頭 撐
船 ，以及豬隻交易的商業盛況。
直到 日 治 初 期 因 庄 街 改 制 ， 在 「
中 庄」大字下出現「中庄」、「中庄
街」、「頂山腳」等小字名。

大溪中庄X石門水庫
石 門 水 庫 興 建 期 間 ， 政 府 為 了 安 置 遷 村 的 泰 雅 族 卡 拉 社 居 民 ，  
1963年(民國52年)在大溪中庄設置移民新村。同年，范迪颱風、
葛 樂 禮 颱 風 相 繼 來 襲 ， 挾 帶 的 雨 量 形 成 洪 水 ， 中 庄 新 村 成 了 當 時
最 嚴 重 的 受 災 戶 ， 卡 拉 社 族 人 再 次 遷 移 至 觀 音 大 潭 ， 後 又 遭 遇 鎘
汙染事件，造成族群散居各處。

中庄新村在卡拉社離開後，沉寂數年，直到1966年(民國55年)澳
門 發 生 嚴 重 暴 動 ， 政 府 將 中 庄 既 有 的 房 舍 重 新 整 修 ， 安 置 來 臺 的
港 澳 居 民 。 中 庄 依 山 傍 水 的 居 住 環 境 ， 也 透 過 部 分 祖 籍 為 江 蘇 、
福建、廣東的港澳移民口耳相傳，在1970年代吸引許多外省籍的
退 伍 軍 人 落 腳 ， 中 庄 居 民 的 組 成 產 生 更 多 元 的 變 化 。 然 而 ， 隨 著
上 一 代 的 港 澳 移 民 與 老 兵 相 繼 凋 零 ， 中 庄 又 逐 漸 成 了 人 去 樓 空 的
景象。

近幾年，政府積極投入此地建設，中庄
調整池、景觀土丘、大嵙崁親水園區相
繼 落 成 ， 也 將 舉 辦 2 0 2 2 桃 園 地 景 藝 術
節、國際風箏節等活動，中庄一帶逐漸
熱鬧起來，形成另一種地方氛圍。

歷經葛樂禮颱風侵襲的水
岸
聚
落

2524 寧靜的中庄新村



大鶯路

大鶯路1320巷

中庄調整池

中新里韭菜花田

福安宮
藍家友善農場

享樂蜂蜜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

中庄移民新村
慈人宮

陳五常宗祠
香草野園

中興國民小學

大漢溪

宮 人 慈宮 人 慈

路線      1

中庄移民新村                慈人宮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
            藍家友善農場               陳五常宗祠               香草野園

(290m/1min)

(700/3min) (240m/1min) (350m/1min)

(400m/2min)

(桃園國際風箏節，每年10月左右)

(大溪韭菜花節，每年9月左右)

水與綠休閒農業區

期間限定！

《遺失的聚落：石門水庫移民故事》特展

更多資訊>>

9  08       25四 日

10:00-17:00 免費入場
藍家友善農場(福安宮旁)

111

大溪韭菜花田

大鶯綠野景觀自行車道

大嵙崁親水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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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五常宗祠
1788年(乾隆53年)，陳五常家族的「開臺祖媽」張好，落腳
今日的大溪中庄地區，三子陳懋主繼承母親的精神，以「五
常」──仁、義、禮、智、信，作為家訓，並設為公號。

陳 五 常 宗 祠 經 歷 過 颱 風 侵 襲 而 多 次 重 建 ， 現 在 的 樣 貌 是 於
2009年(民國98年)整修竣工，內部空間則作為社區博物館
，展示鄉村農具、家族照片。

慈人宮
慈人宮興建於1981年(民國70年)，主祀淸水祖師及觀音
菩薩，陪祀土地公，現為中庄在地的信仰中心，因緊鄰
自行車道，也成了單車客休憩的好所在。

宮主陳茂實先生是中庄的在地
居民，說起當年葛樂禮颱風洪
水暴漲淹沒家園一事，依然記
憶猶新、歷歷在目。他平日忙
於宮廟事務，也熱心參與社區
營造工作，更親手繪製出大溪
中庄下崁的社區地圖，你能在
慈人宮找到這幅手繪地圖嗎？

中庄移民新村
1963年(民國52年)2月，政府發出遷村公告，要將石秀
坪、霞雲坪、新柑坪等水庫淹沒範圍內的82戶泰雅族卡
拉社居民，遷移至大溪中庄的第二移民新村。村內主要
的公共設施，僅有一棟基國派天主堂，且河灘地未經整
治、佈滿礫石，族人開始了辛苦的開墾生活。
同 年 9 月 ， 葛 樂 禮 颱 風 的 洪 水 侵 襲 ， 導 致 許 多 房 舍 、 土
地和財產毀損。因此其中46戶居民再次被遷移到觀音大
潭，其餘則返回原鄉或另尋他鄉居住。跟著地圖上的標
記，去教堂曾經佇立的街角看看吧！ 有社區博物館之稱的陳五常宗祠

慈人宮，祀奉的是淸水祖師及觀音菩薩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
石門水庫為地方提供穩定的水源，但
上游的集水區遭遇颱風豪雨沖刷時，
土石泥沙便會順流而下，導致水庫原
水濁度過高，民眾沒有淨水可用。因
此政府自2009年開始在大漢溪的「中
庄舊河道」規劃中庄調整池，以作為
石門水庫的備援水源。而挖掘中庄調
整池所產生的土方則回塡在一旁，經
過美化成為我們所見的景觀土丘，土
丘上的大草坪也成為每年風箏節、熱
氣球節舉辦的最佳地點，一旁還有自
行車道，可以沿途欣賞農田地景與河
岸風光！

在古色古香的

斗仔砌外牆前

來張意境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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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中興國小的學生來場
水岸聚落的探險吧！

必推！

「中興國小學生的秘密景點」

種滿水果的大鶯路1320巷
在中庄移民新村的巷弄內，居
民們種植各種植栽，如香水檸
檬、木瓜、柚子、龍眼、麵包
樹等，讓原本幽靜的聚落增添
各種顏色和朝氣，你可以在移
民新村裡找到幾種水果呢？

交疊的神秘貨櫃屋  

在馬路旁的現代貨櫃屋，相較於旁邊
低矮的紅磚房而言，充滿現代感、設
計感，貨櫃屋前有個小花園、二樓還
有露天小陽台，小朋友們都覺得這像
是房屋主人開設的咖啡廳呢！

鳥兒親嘴的牆磚
在中庄新村內有很多紅磚建造
的三合院，仔細觀察三合院門
口的圍牆，會驚喜地發現，鳥
兒親嘴圖案的牆磚、花朵窗花
等小巧思出現在移民新村各巷
弄，試著畫下你所看到的牆磚
或窗花吧！ 放風箏的大土丘

中庄調整池景觀土丘是中興國小小朋
友最推薦的在地景點，土丘上有大草
坪，還有很多的遊樂器材，可以放風
箏、玩遊戲，是小朋友假日常去玩耍
的地方。推薦可以在景觀土丘上，俯
瞰中庄移民新村和大漢溪的風景！

(照片提供/中興國小)
1957年(民國46年)由第六屆畢業生傅秋木建贈的校門

兩天的工作營，邀請中興國小畢業的林修正學長，帶著小朋友，了解石門
水庫興建歷程與大溪中庄下崁的關係。一行人走進中庄移民新村，拜訪港
澳義胞劉鄰長，也在鄰長家前，發現因葛樂禮颱風消失的天主教堂痕跡。
沿著巷弄進入慈人宮，宮主陳茂實先生悄悄現身，向大家介紹他親手繪製
的中庄下崁的社區地圖，小朋友也嘗試在社區地圖上找出學校的位置。

中興國小的小小探險員們，在中庄移民新村發
現顏色與形狀都很特別的建築物、花磚、窗花
，也在巷弄轉角發現麵包樹、柚子樹、龍眼樹
等植栽，還在屋頂上發現正在休息的貓咪們。
接著繞去陳五常宗祠，了解唐山先民如何在中
庄開墾發展，最後和好朋友們一起坐著拉拉車
環遊中庄調整池，吹著徐徐微風，夕陽西下水
岸風景，為當天的社區踏查畫下完滿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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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國派教堂的歷史位置(已消逝)

放風箏土丘

水果巷

花朵窗花

轉角涼亭

貨櫃屋(很像咖啡廳)

柚子樹

鳥兒對親的牆磚

垃圾屋

手繪地圖

麵包樹

內有惡犬 

屋頂上的小貓家族

小孩私房景點

大鶯路1320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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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觀音樹林/草漯聚落
樹林與草漯地區在淸末日治初期的舊名為「樹林仔庄」與「草漯庄
」 ， 周 邊 鄰 近 新 坡 、 白 沙 墩 、 塔 仔 腳 、 許 厝 港 等 地 。 1 9 5 9 年 ( 民
國48年)， 經政府選定作為石門水庫移民的安置示範聚落與耕作
區。但此地鄰近海岸，時有海風、沙塵四起，加上土壤貧瘠，因
而產生農作物欠收等問題。

1960年代政府積極推動經濟轉型與沿
海 偏 鄉 發 展 ， 逐 漸 將 此 區 土 地 徵 收 開
發 。 目 前 樹 林 及 草 漯 移 民 新 村 仍 有 少
部 分 房 舍 保 持 過 去 建 設 移 民 新 村 時 的
樣 貌 ； 多 數 轉 賣 給 建 商 興 建 新 樓 房 ；
大 崙 尾 已 人 去 樓 空 ， 僅 剩 數 間 殘 破 的
三 合 院 ； 大 潭 與 茄 苳 坑 則 已 成 為 大 潭
電廠與大潭濱海工業區。

觀音樹林/草漯X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興建期間，政府辦理居民遷移計畫，
將原本居住在淹沒區的阿姆坪、新柑坪、大溪
坪、石秀坪等地的漢人，遷移至大園、觀音沿
海一帶。而觀音的移民區就包括草漯、樹林(上
樹林、下樹林)、大崙尾、大潭、茄苳坑等地。

其中，草漯移民新村是第一批建立的水庫移民
聚落，共計遷入36戶，並配租耕地與建物，而
沒有資格獲得配給的移民，則可以向其他移民
購買住所與土地。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當時將
草漯移民新村視為示範區，興建衛生室、警察
所、村里辦公室，並開闢道路、水井、灌溉渠
道等公共設施，用以美化宣傳施政成果。

第一批水庫移民遷居的濱海聚落

3534 上樹林移民新村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
野生動物保護區

台灣電力公司
大潭發電廠

觀音草漯沙丘
潮音海風車

草漯沙丘地質公園
大園潮音海觀景步道

大潭工業區

下樹林移民新村 石門水庫移民新村(牌樓)
草漯石門水庫移民新村衛生室
草漯移民新村

上樹林移民新村
觀音復興宮

觀音工業區

文
化

路
三

段
 

大觀路一段

Sicil ia  Pizzeria 西西里披薩店

草漯保障宮

水之丘主題公園

牌村新民移庫水門石牌村新民移庫水門石

宮興復宮興復

路線      

觀音樹林復興宮               樹林新村(上樹林)               石門水庫移民新村牌樓&紀念碑                草漯衛生室                草漯沙丘(200m/1min) (800m/3min) (450m/2min) (700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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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興復宮興復

牌村新民移庫水門石牌村新民移庫水門石

觀音復興宮
大溪阿姆坪的南雅宮建於1890年 ( 淸 光
緒 1 6 年 ) ， 後 於 1 9 1 2 年 重 建 並 改 稱 復
興 宮 。 石 門 水 庫 興 建 時 ， 因 宮 址 即 將
淹 沒 而 一 分 為 四 ， 隨 著 信 眾 遷 移 至 他
處 ， 觀 音 復興宮就是其中之一。

當 時 因 為 遷 至 觀 音 的 移 民 人 數 最 多 ，
便 分 配 到 五 分 之 二 的 遷 廟 補 助 款 ， 並
在 1 9 5 9 年 ( 民 國 4 8 年 ) 在 樹 林 重 新 興 建
廟 宇 。 1 9 6 1 年  (  民 國 5 0 年  ) 廟 宇 竣 工
後 ， 由 當地的水庫移民郭茂順與范德和
共同返鄉，將開漳聖王金身及宮內的鐘 
鼓、匾額、供桌等，陸續遷移至觀音復
興宮。一起來找找看鐘鼓和匾額吧！
 

樹林新村(上樹林、下樹林)
在石門水庫移民遷村過程中，
部分居民遷移至觀音樹林移民
新村，並以現今的臺61為界，
分為上樹林及下樹林。樹林國
小旁的上樹林，被鄰近工業區
包圍，多數三合院也已人去樓
空，或轉賣給建商蓋大樓。臺
61西側靠海的下樹林，配合觀
音工業區開發及造林政策等，
耕地被徵收殆盡，現在是觀賞
夕陽西下的好地方！

石門水庫移民新村牌樓&紀念碑
草 漯 移 民 新 村 是 第 一 批 遷 村 的 示 範
聚 落 ， 政 府 為 了 感 念 移 民 們 為 石 門
水 庫 所 做 的 犧 牲 ， 1 9 6 0 年 ( 民 國 4 9
年)，在現今忠孝路與新村路二段路
口 ， 由 時 任 副 總 統 陳 誠 設 立 了 石 門
水 庫 移 民 新 村 牌 樓 ； 1 9 6 2 年 ( 民 國
5 1 年 ) ， 當 時 的 縣 長 吳 鴻 麟 再 設 立
了 一 座 紀 念 碑 。 歷 經 數 十 年 的 風 沙
侵 蝕 與 改 建 ， 2 0 1 1 年 ( 民 國 1 0 0 年
) 配 合 忠 孝 路 拓 寬 工 程 ， 牌 樓 與 紀
念 碑重新復舊。

草漯衛生室
草 漯 衛 生 室 興 建 於 1 9 5 9 年 ( 民 國 4 8
年），是當時提供石門水庫遷村移民
醫 療 服 務 的 簡 易 據 點 。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與 醫 療 技 術 進 步 ， 草 漯 衛 生 室 日
漸失去功能、閒置荒廢。

近 年 ， 石 門 水 庫 移 民 的 歷 史 漸 受 重
視 ， 文 史 工 作 者 與 地 方 居 民 發 動 連
署提報，在2017年(民國106年)4月
6日正式登錄為歷史建築，目前文化
局 正 在 辦 理 修 復 再 利 用 計 畫 ， 讓 我
們一起看看草漯衛生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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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樹林國小的學生來場
濱海聚落的探險吧！

必推！

「樹林國小學生的秘密景點」

荒廢閒置的紅磚老屋
早期樹林移民新村的建築多以紅磚
三合院為主，有一個寬敞的院子可
以使用。目前大部分已無人居住，
只有少數水庫移民仍居住在此，近
年則有一些工業區的移工搬入。這
裡每間老屋的屋脊形狀都不一樣，
你能看出這些屋脊形狀的差異嗎？

通往觀音復興宮的林蔭小徑
穿過住宅區後，可以進入一條枝葉
搭起的林蔭小徑，適合炎炎路途納
涼小歇，再往前走就是樹林復興宮
囉！一路上可以發現不同的植栽出
現在各個角落，如芭樂樹、竹子、
牽牛花等，來畫出你在林蔭小徑看
到的植物吧！

轉角的社區雜貨店
「 新 榮 商 店 」 已 有 4 5 年 的 歷 史 ， 是
小朋友的阿公家，店內販賣許多日
常用品，也是許多社區居民聊天的
好去處。來到轉角的社區雜貨店，
可以買杯冰涼的飮品解解渴喔！

馬賽克拼貼的土地公廟
樹林移民新村除了復興宮外，附近
還有一座土地公廟，走近一看才發
現神尊旁的裝飾竟然都是用馬賽克
拼貼而成，十分可愛，也是周邊居
民重要的信仰據點，有同學就常常
跟著長輩來拜拜呢！你能找到這間
土地公廟嗎？兩天的暑期工作營，邀請樹林國小畢業的湯松霖學長，帶著小朋友們戶外走

讀，了解當年石門水庫興建後，淹沒區居民的搬遷過程與樹林/草漯聚落的
發展現況。當然，他也和大家分享了觀音復興宮的遷移故事，更親眼見到了
移民從阿姆坪帶來的歷史文物。

樹林國小的小小探險員們，在樹林新
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社區角落！除了同
學家的透天厝外，還發現許多三合院
、紅磚老屋，有些已經成為空屋、有
些還有居民居住，經過林蔭小徑轉個
彎便可走到樹林復興宮。在小朋友的
帶領下，經過的大家放學時最喜歡去
的雜貨店，才發現竟然就是同學的阿
公家。接著，穿過秘密小徑，沿途看
到芭樂樹、蟬殼，便來到一座馬賽克
拼貼的土地公廟，小朋友也將當天發
現的景點繪製成社區散步地圖。

1960年代的樹林國民學校
(照片提供/陳其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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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樹

復興宮

林蔭小徑(蟬殼)

奇特的紅磚煙囪

樹林國民小學

不同時代的學校圍牆

新榮商店

四葉幸運草

樹林小徑 
冰涼的灌溉水圳

馬賽克土地公廟

紅磚房造型屋脊

彎曲樹枝的涼亭

小孩私房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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