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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個城市就像一本故事書，每次翻閱都有不同的精彩； 

每個鄉鎮就像一個萬花筒，每次踏查都有不同的驚奇。 

  桃園市龜山區大坪頂的前世今生處處蘊藏了耐人尋味的傳奇故

事，從環境變遷、茶業興衰、磚窯榮景、文化教育，乃至宗教與生

活等等，崛起於各鄉鎮市(區)中。   

  坪頂顧名思義，為林口台地頂端之平坦而得名。早期有坪頂大

湖、坪頂下湖、坪頂山尾、坪頂菜公堂、坪頂苦苓林等村莊，村民

以務農維生。但受限於酸性紅土壤，紅土下方為厚層鵝卵石礫土，

大多種植茶樹。之後也因紅土而成就磚窯業的蓬勃發展，紅磚廠逐

漸取代了茶園，創造就業機會，帶動了龜山經濟成長。隨著科技進

步，高樓大廈之建材大都為 RC或鋼骨結構為主，傳統磚窯業已成夕

陽工業沒落了，偶而尚見幾根高聳大煙囪矗立於高樓大廈林立的社

區中，令人遙望與懷念。 

  昔日窮鄉僻壤的大坪頂拜賜於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醫療資源豐

沛的長庚體系、工業區及倉儲物流的設置，今日已蛻變為最耀眼的

明日之星。大坪頂的黃金歲月也絕非其他城市可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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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各業 

  行職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也反映了一

個地區的生活水準及就業情形。雖然行職業登記已於民國 86年廢

止，走入歷史。但早期戶籍上職業欄之記載是重要的人口統計項目

之一，並明定於戶籍法施行細則之中。 

  按內政部民國 35年 8月 15日公布之職業分類，所謂職業依作

業之經濟性質，分為各種「行業」；依作業之社會性質，分為各種

「職位」。而「行業」又細分十類：農業、礦業、工業、交通運輸

業、商業、人事服務、公共服務、自由職業、其他行業及無業等，

之後又增列漁業、鹽業及國防事業等三類。至「職位」分為：作業

僱主、自營作業者、幫同作業之家屬及職工等四類。如此細緻的分

類，且用筆細心逐一依各部分之性質分別歸入各類目記載於戶籍簿

冊上，戶籍員之辛勞可見一斑。 

  翻閱大坪頂地區各村之舊戶籍簿冊，居民職業大多以務農為

生。大坪頂位處林口台地，因台地土質排水佳，氣候常年多霧、濕

度高、溫度適中，適合茶樹種植，故居民以種茶為業，也是重要的

經濟來源。那個年代的茶金歲月，創造了龜山茶業奇蹟。但民國 57

年政府頒布林口特定區計畫，台地上許多茶園被規劃在內，且 

因磚窯業的興起，茶園逐漸變成磚紅場，現雖尚存幾處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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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坪頂茶業榮景已隨時代變遷走入歷史。 

 

圖１ 行職業之記載，86 年廢止 

 

  茶業沒落後，取而代之為時來運轉的磚窯業。紅磚塊是過去建

築重要的建材，而大坪頂的土壤為紅礫土，非常適合燒磚，土方量

多且價錢便宜，吸引許多廠商進駐設立磚窯廠，大大小小、形形色

色的磚窯廠散佈在大坪頂各個角落。雖然拉磚、砌磚工作非常粗重

也辛苦，但也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村民在農暇之餘，也會到磚窯

廠兼業，加減賺增加收入。之後，因工業區的開發、林口長庚 

醫院的設立、南來北往的高速公路等等，成就了大坪頂由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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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村發展成新市鎮地區。昔日蔚為奇觀、功不可沒的煙囪，也在

歷史洪流中幾乎消失殆盡了。 

  大坪頂由於工業區的完善規劃，例如工一、工二的設立，長庚

醫院進駐，及華亞科技園區的開發，吸引國內外高科技廠商設廠，

也提供了超過一萬人的就業人口。過往以農維生的農夫，也因都市

發展、工業區開發，轉行從事其他行職業，例如醫師、護理師及高

科技從業人員等等。 

  因應經濟發達，教育程度提升，女性逐漸走入職場。分擔家

計。昔日以「家管」相夫教子為業之女性，搖身一變為各行各 

業佼佼者比比皆是。但或許因兢兢業業於職場；也或許因經濟 

  圖２ 碩果僅存幾處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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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更或許是對結婚觀念淡薄，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所示，結

婚對數年年遞減，出生人數亦步亦趨的往下滑落，光是去(111)年就

少了一萬多名新生兒，少子化問題更加嚴峻(圖３)。

 

     圖３ 出生人數及結婚對數 

    圖４ 龜山戶政設置浪漫結婚拍照專區鼓勵結婚 

 

260,354人

204,459人 196,627人
208,440人

153,820人
138,986人

170,515對

142,669對

165,327對
147,861對

114,606對 124,997對

90年 95年 100年 105年 110年 111年

出生 結婚

資料來源：彙整內政部網站； 

按登記日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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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狀況 

   農業時期的大坪頂，每個人但求溫飽，遑論讀書識字。即便能上

學讀書，農作物採收農忙之際，也只能請假在家幫忙。然而因重男

輕女的觀念仍深植於每個家長心中，女孩往往是被犧牲的對象，僅

管資質聰穎，在校成績優異，囿於經濟能力，也無法順利繼續升

學，頗為可惜。一般而言，能完成小學或初中學歷，已是難能可

貴。 

 

圖５ 教育程度登記，86 年廢止 

 

    民國 64年，林口新市鎮的開發，及工商業的進步，帶動 

大坪頂地區漸漸蛻變成產業都會區，外地人口不斷移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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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經濟條件也較往昔改善不少，家長也越來越重視子女教育及

升學。而大坪頂地區因應人口增加及鼓勵就地升學，政府及長庚集

團紛紛設立高等教育學校，例如中央警察大學、國立體育學院(現國

立體育大學)、長庚醫學院(現長庚大學)及長庚護專(現長庚技術學

院)等，希望創造大坪頂優質的教育學習環境。 

    隨著教育普及升學管道暢通，及高等教育政策之推動，擁有碩

博士學歷者不在少數。大坪頂地區 111年底具有碩博士學歷者高達

6,440人(博士 745人、碩士 5,695人)占龜山區總碩博士學歷

11,898人之 54%(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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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111 年大坪頂地區教育狀況一覽表 

   學歷 

區域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長庚里 223 774 2244 651 924 

文化里 128 874 2,863 935 1,863 

公西里 11 71 366 122 404 

大湖里 90 627 1,939 753 1,516 

大華里 92 852 3,019 1,168 2,779 

大崗里 19 246 1,296 408 1,448 

樂善里 73 1,166 3,987 1,131 2,336 

文青里 109 1,085 3,297 1,210 2,039 

小計 745 5,695 19,011 6,378 13,309 

龜山區 1,125 10,773 45,361 16,235 44,954 

比率 66.2% 52.8% 41.9% 39.2% 29.6% 

 

 

  但因未婚、晚婚之社會型態趨勢，每年之出生人口數直直落，

首當其衝受影響者，即每年在學人數往下滑，導致學校合併，學校

數減少，教師數減少之連環效應。據教育部資料所示，111學年 

度臺閩地區在學人口數約 410萬人，與 102學年度相較，期間學 

單位：人 

資料來源：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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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減少了 15.6%(表２)。 

❖表２ 我國出生、學生及教師人數 

年度(學年度) 出生人數 學生人數 教師人數 

102 199,113 4,859,558 303,113 

103 210,383 4,729,465 303,078 

104 213,598 4,616,078 299,917 

105 208,440 4,504,363 294,911 

106 193,844 4,403,690 293,554 

107 181,601 4,325,027 295,054 

108 177,767 4,260,337 297,070 

109 165,249 4,211,731 299,269 

110 153,820 4,171,630 300,633 

111 138,986 4,103,689 301,784 

較 102 年增減 -60,127 - 755,869 - 1,329 

資料來源：彙整內政部戶政司及教育部網站 

說明：1.出生人數以登記日期統計。2.學生及教師人數以每學年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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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問題迫在眉睫，為搶救低迷不振的出生率，各直轄縣市

政府無不摩拳擦掌祭出鼓勵生育之獎勵措施，例如桃園市政府推出

「桃園挺育兒、生育津貼加碼送」政策：第 1名子女 3萬元、第 2

名子女 4萬元、第 3名子女(含)以上 5萬元、多胞胎定額加碼每名

1萬元。 

 

   

而台北市政府也不遑多讓，推出 5項「催生」新政策，其中生育獎

勵金發放：第 1名子女加碼至 4萬元；第 2名子女 4.5萬元、第 3

名子女(含)以上 5萬元。高雄市政府衡酌財政後，也於 112年 4月

起推出好孕成「3」；幸福「333」，生育津貼再加碼，第 1胎、第 2

胎每名各加碼 1萬元，從原本 2萬元調升為 3萬元。 

 

 

 

圖６ 桃園挺育兒宣導海報及贈送背比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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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名解道 

    您有聽過豬哥亮唱這首《古早屏東是阿猴 高雄又名是打狗；台

南古都赤崁樓 永康叫做埔江頭；白河舊時是店仔口 北斗土名是寶

斗；人說台西是海口 清水叫做牛罵頭；新竹以前是竹塹 嘉義舊名

是諸羅山……》相當饒富地方特色典故與傳奇的主題曲嗎？ 

  日據時期及早期農業社會，許多的地名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

地形地貌、植物、灌溉設施、歷史痕跡、方位、政治主張、聚落(原

住民聚落、國軍聚落、醫護聚落)等等息息相關。透過地名，也能讓

我們較直接深入了解每一個地區早年開發的淵源。而這些歷代傳承

的地名，也是我們尋根溯源的重要訊息之一。 

  龜山轄區內的小地名不僅多樣性，亦彰顯了各地獨特的意義。

例如以植物命名者：楓樹坑、苦苓林、樟腦寮；依灌溉設施命名

者：如牛角坡、埤寮、水尾；依地形狀況命名者：舊路坑、兔仔

坑、關公嶺、龜崙嶺；依血緣聚落命名者：張厝、劉厝坑、陳厝

坑；依原住民聚落命名者：頂社、下社、蕃仔窩；依農墾及水利命

名者：大湖頂、坪頂下湖、坪頂頂湖、坪頂大湖。大坪頂地區地名

的演變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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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桃園市龜山區大坪頂地區地名演變一覽表 

清代 日據時期 光復後 

(民國 39年) 

民國 91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7年 

 牛角坡(牛角

坡、垹坡、 

水尾、嶺頭、

樟腦寮) 

樂善村(牛角

坡) 

樂善村 

長庚村 

樂善里 

 

樂善里 

文青里 

長庚里  

舊路坑莊 舊路坑 

(西勢湖) 

公西村  公西里 

文化里 

 

苦苓莊 坪頂苦苓林 

菜公堂莊 坪頂菜公堂

(菜公堂、 

埤寮) 

    

楓樹坑莊 楓樹坑 

(坪頂頂湖) 

大崗村 公西村 

大湖村 

大華村 

大崗村 

公西里 

大湖里 

大華里 

大崗里 

 

大湖莊 坪頂大湖 

下湖莊 坪頂下湖 

資料來源：龜山鄉誌(90年)及龜山戶政門牌資料 

 

  近年來拜賜科技的進步，許多人都運用 google地圖規劃 

路線或定位系統協助探親訪友。但有些小地名可能無法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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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而這些沒路名的「小地名」，也很容易讓人迷路。為解決此一

困擾，桃園市各戶政事務所積極針對沒路名的道路辦理「道路命

名」，並進行「小地名門牌整編」，提升實地造訪、消防救災及郵遞

的便利性。 

圖７ 消失的小地名門牌 

  道路命名是一大學問，早期依

「台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辦法」，

道路命名除應斟酌東、西、南、北等

方向，且易記憶辨認，及具有下列意

義：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例如：自

強南路）、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例

如：中山路)、宣揚三民主義者(例

如：三民路) 、 適合當地地理、史蹟

或習慣者(例如：茄苳路)或具有表揚

善良之意義者(例如：忠義路)。目前

各縣市道路命名除參考上述基本原 

圖８ 紀念偉人之路 

名(中山路、延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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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會邀請公所、里長、民意代表、地方賢達人士等，召開協調

會，充分討論，取得共識。 

  龜山最早的街道非「后街」莫屬了，早期由龜山國小往大樹旁

土地公，越過菜市場至縱貫公路；現由龜山區公所穿越中興路十字 

路口，就是人聲鼎沸的龜山后街。清晨一早，攤販叫賣聲此起彼

落，不絕於耳；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更是摩肩接踵：五彩繽紛的

菜攤、水果攤，令人目眩神迷，不想掏錢消費也難！  

  隨著時代變遷，僅管看似不起眼、小小窄窄的一條「后街」，隱

身在兩旁大馬路中間，稍不留意，就會與其擦身而過。但在老一輩

龜山人心中，卻是日常生活採買，不能不踩踏的市集地。 

圖９ 龜山后街一隅 

圖９ 龜山后街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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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頂新市鎮的開發，成就了大坪頂脫胎換骨，夢想起飛。 

桃園捷運通車後，建構了大坪頂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新建大樓 

如雨後春筍般矗立於新興道路兩旁。在地道路也多以「文」為首 

命名，例如：文青路、文桃路、文達路、文信路、文藝街……等

等，聽起來，似乎也多了一股文藝氣息！ 

 

圖１０ 大坪頂各道路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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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當戶對 

  每個家戶都有一面門牌，它就如同家家戶戶的身分證。而 

門牌號碼不單是個數字，也是尋親訪友或郵遞與消防救災重要 

依循方向，更是家族情感記憶的連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桃園市 103年升格後，各項建設陸續到位，建設公司也在各重

劃區插旗，建築業蓬勃發展，新建案接二連三圈地開工。而龜山區

大坪頂更不遑多讓，A7站是機場捷運在桃園的第一站，約 30分鐘

車程即可抵達大台北地區。另產業鏈聚集，例如華亞科技園區、 

林口工業區等，提供諸多就業機會，完善的生活機能，吸引更多年

輕人移居入戶。111年龜山區是全桃園市各行政區淨遷入人數最多

的區域共 5,289人，且以遷入大坪頂地區占多數。 

   ❖表４  111 年桃園市各區淨遷入前 10 名行政區 

淨遷入

人口排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行政區 龜山 觀音 桃園 中壢 楊梅 龍潭 蘆竹 復興 新屋 八德 

人數 5289 2992 2929 683 602 551 439 367 250 67 

資料來源：彙整內政部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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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大坪頂加持龜山華麗變身 

                     

 

   

 

    圖１１ 龜山人口成長大躍進 

71年
• A 工三工業區開發 78,104人

83年
• B 華亞科技園區開發 99,102人

91年
• C 大坪頂土地重劃 117,969人

103年
• D 龜山鄉改制為龜山區 141,998人

106年
• E 機捷通車 157,633人

107年
• F 增設大坪頂工作站 160,591人

112年
• 5月 175,3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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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2 

117,969 

141,998 

157,633 160,591 

175,335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7 1年 8 3年 9 1年 1 0 3年 1 0 6年 1 0 7年 1 1 2年5月

龜山人口成長趨勢圖

重要紀事 人口數 

單位：人 

A 

B 

C 

D 
E F 

5 月 



 

21 

 

 

 

  龜山每年新編釘之門牌數均超過上千戶，新建案也集中於大坪

頂地區，尤以 110年達到高峰，共 7,125件，111年受原物料上漲

影響，門牌編釘數亦有 2,389件(表６)。 

❖表６ 龜山區 107-111 年戶數、人口數及門牌編釘數一覽表 

年度                              111 110 109 108 107 

戶數 72,545 68,139 65,576 64,031 62,660 

人口數 172,274 166,767 164,398 162,921 160,591 

門牌編釘數 2,389 7,125 4,659 1,527 926 

資料來源：龜山戶政人口統計及門牌資料 

   

  由上表清楚顯示：龜山區 111年較 107年戶數增加了 9,885

戶、人口數增加 11,683人。而其戶數、人口數之增加，主要受惠於

大坪頂地區之遷入。據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大坪頂地區涵蓋長庚、

文化、公西、大湖、大華、大崗、樂善、文青等 8個里，111年戶

數及人口數，分別較 107年增加了 8,040戶、13,177人(表７)，成

長驚人，反映了大坪頂地區優越地理環境深受青睞程度，有目共

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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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大坪頂地區 107-111 年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 

年度 111 110 109 108 107 

戶數 28,633 24,639 22,336 21,360 20,593 

人口數 61,662 55,193 51,717 50,149 48,485 

資料來源：彙整自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門牌之編釘，通常係為設籍或通訊或工商登記或申請水電等所

需。除工商登記外，原則上，每面門牌大多有家戶設籍，甚或一址

設有 2戶以上者。而就戶內人口數區分，單獨居住一處而獨立生活

者為「單獨生活戶」；在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為

「共同生活戶」。翻閱舊戶籍簿冊，四、五十年代之前，傳統 

觀念仍以多子多孫多福氣為主，每一家戶幾乎都是大家庭， 

鮮少「單獨生活戶」。  

 

  但隨社會變遷， 111年台灣 15歲至 49歲的未婚女性高達 278

萬 4千多人，未婚率首度接近 51%，未婚反成為「主流」。或因單

身，獨自生活；或因少子化；或因高齡獨居，致「單獨生活戶」年

年增加，111年單獨生活戶高達約 322萬戶，占總戶數約 908萬之

35.4%(圖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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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２ 單獨生活戶年年上升 

 

 

圖１３ 單獨生活戶比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7,937,024 
8,286,260 

8,561,383 
8,832,745 

9,089,450 

2,284,980 
2,530,995 

2,747,386 2,954,041 
3,221,546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7,000,000

 8,000,000

 9,000,000

 10,000,000

99年 102年 105年 108年 111年

總戶數 單獨戶

28.70% 30.50% 32% 33.40%
35.4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99年 102年 105年 108年 111年

比率

比率

單位：戶 



 

24 

 

 

 

臺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高齡獨居處處可見，依內政部不動產

資訊平台資料所示：111年第 3季全戶都是 65歲以上老人的住宅

數，超過 69萬宅，比 10年前(101年)的 35萬宅幾乎是雙倍成長，

而其中只有一名老人獨居的宅數，也從 10年前的 26萬宅增加到 52

萬宅，且獨居老人宅數占僅老人宅數比率，高達 76%(表８)。 

❖表８ 全國老年人口居住宅數依老年人口數區分 

年度 僅老年人口居

住宅數(宅) 

一名老年人口宅數

(宅) 

一名老年人口宅數

比例(%) 

111年 

第 3季 

695,300 528,717 76.04% 

101年 

第 3季 

358,302 263,796 73.62%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行至老年，髮稀齒搖，智弱體衰，如何迎接孤獨時代，是所有

人皆應思考的課題。詩人狄倫．湯瑪斯曾說「不要溫順地走入那良

夜，白晝將盡，就算年老也要燃燒咆哮；怒吼，怒吼抗拒天光沒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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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４ 老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如何面對一個人單獨生活過日子， 記得有部《若是一個人》的

影片，如果是自己一個人，敢不敢去吃麻辣鍋？生病住院有 

沒有辦法一個人處理？劇裡許多細節，都擊中現代人生活處境。 

也因為一個人生活，很多事情要學會接受、沉澱，追求自己理想的

生活方式。  

 

 

圖１５ 獨老浪潮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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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小城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若是你到小城來 收穫特別多 

看似一幅畫 聽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善美 這裡已包括 

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正是龜山大坪頂最佳的寫照。 

 

龜山大坪頂處處充滿著傳奇，從不起眼的荒蕪之地，華麗變身

為桃園的香格里拉。早期大坪頂農產品豐富多元，其中名聞遐邇的

「龜山茗茶」，味甘茶香。民國 66年首屈一指的長庚醫療體系進

駐，建立了「白色工業」發展的里程碑；之後大坪頂新市鎮開發，

科技園區設立，郵政物流倉儲園區規劃，活絡本區工商業脈動，大

坪頂成為北台灣科技重鎮，創造就業機會。北漂青年、返國入境者

絡繹不絕在此購屋入住，就是要享有大坪頂的真善美。 

從大坪頂發展脈絡，我們發現鄉鎮城市的一磚一瓦堆砌成生活

的歷史。每個街角處處有驚喜；每條路都是美好風景。從本書各項

統計數據，更透析大坪頂儼然成為龜山

的金城，不僅僅當地人謂為奇談，也證

實了大坪頂的黃金歲月，值得 

大家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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