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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舊路 

千里尋故地，舊貌變新顏！ 

    漫步在舊路街頭、鄉間小路，可以發現其實每個城市、鄉鎮都是

有生命的，會隨著時間遞嬗而成長或改變。 

    龜山區舊路里在日據時期舊大字名為「舊

路坑」；舊小字名為「舊路坑大埔」；光復後民

國 35 年行政區域為「舊路村」。古時候小地名

之「坑」係指位於山地、丘陵間的小山谷，或

山腳下與平原交界處。  

   早期先民們胼手胝足、篳路籃縷在舊路坑落

地生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步一腳印，構

築幸福家園。舊路坑是龜山五大坑之一，其他為

「新路坑」、「楓樹坑」、「塔寮坑」及「兔子坑」，

都是以地形地勢為名。清末至日據時期，舊路坑

地區為一街庄，稱為「舊路坑庄」，西南邊與「新

路坑庄」為鄰。 

    舊路過去是一畦一畦的田地，現在是一屋

一屋的房舍。目前舊路里以振興路為主要交通

幹線，並以此分界東西，即「東舊路坑」與「西

▲ 圖 2 農業社會耕作實景 

(龜山農會提供) 

▲ 圖 1 早期街路 

(摘錄：龜山鄉誌) 

 

▲ 圖 3 舊時街道 

(摘錄：龜山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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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路坑」兩聚落。「舊路」在這樣得天獨厚的山川地形景觀，造就了

頗負盛名東方高爾夫球場、長庚高爾夫球場，不僅為上班族提供休閒

渡假、運動、踏青最佳處所，且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帶來不一樣的驚

喜；另外寬闊幽雅的養生文化村更讓高齡者在生態豐富的園區得到身、

心、靈的平衡，為最好療癒人心之境。還有一處景點，是全國含金量

最高但較鮮為人知的中央造幣廠，主要負責法定硬幣、紀念幣等鎔鑄，

也承辦機關印信製造，廠區內處處花木扶疏，漫步其中，愜意而悠閒，

令人心曠神怡。 

歡迎大家一起走訪龜山舊路，用行動創造新的記憶，感受舊路的

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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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揮單 

「我願意為了你披上白紗衣    我願意為了你走在紅毯裡       

  我願為你唱出一首愛的戀曲  我願為你造起一座愛的屋頂」 

  多麼令人如癡如醉結婚進行曲！ 

    翻閱著「舊路」每一斑駁泛黃的舊檔案，似乎牛郎織女的愛情故

事躍上各式各樣的結婚證書，深切呼喚人們記憶，讓海誓山盟的諾言

縈繞心中。 

    日據時期臺灣的婚姻制度大致可分為普通、招婿、招夫、童養媳

婚姻及夫妾等型態(圖 4)。 

光復後至 97年 5月 22日前為儀式婚，即「結婚，應有公開儀式

及二人以上證人。」；另 41 年至 94 年間軍人結婚須依「軍人婚姻條

例」規定，檢附結婚證書及經核准之結婚證明文件始可至戶政機關辦

△先收養長大 

再婚配養家男子 
△男方迎娶女方

為妻 

△女方在本家招夫 △女方招婿 

▲ 圖 4 日據時期婚姻型態 



 

8 
 

理登記。而 97 年 5 月 23 日開始實施結婚生效要件改採登記制，即

結婚雙方當事人必須持結婚證明文件一同至戶政機關登記，結婚才算

真正生效(圖 5)。 

一張證書，一句諾言，一場婚姻的前奏曲 

但隨著時代進步，教育水準提升，以往「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婚姻難被年輕人認同，傳統婚姻觀念正逐漸式微。過去所謂

的「三十而立」，即 30歲普遍成家立室的想法也被新生代推翻了。

於是曾幾何時，披上白紗衣走上紅毯逐漸不受年輕人青睞。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全國男女初婚平均年齡逐

△軍人婚姻報告表 △50 年結婚證書 △登記婚結婚書約 

▲ 圖 5 光復後結婚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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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遲，109年男初婚平均年齡為 32.3歲；女為 30.3歲。而桃園市

與全國及其他五都相較之下，男、女初婚平均年齡 

顯得年輕，109年男為 31.7歲；女為 29.9歲(表 1)。 

我們衷心期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思維，能再 

獲得青年朋友們的認同。 

▼ 表 1 105~109年初婚平均年齡            單位：歲 

 年度 

 

區域 

109 108 107 106 105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全國 32.3 30.3 32.6 30.4 32.5 30.2 32.4 30.0 32.4 30.0 

新北 33.0 31.0 33.3 31.0 33.1 30.7 32.9 30.6 32.8 30.6 

臺北 33.9 32.0 34.1 32.0 33.7 31.7 33.7 31.5 33.7 31.5 

桃園 31.7 29.9 32.1 29.9 32.0 29.8 32.0 29.5 32.1 29.5 

臺中 32.0 30.2 32.2 30.2 32.1 29.9 32.0 29.8 32.0 29.8 

臺南 32.5 30.4 32.7 30.5 32.7 30.2 32.5 30.1 32.4 30.1 

高雄 32.5 30.4 32.8 30.5 32.7 30.3 32.6 30.2 32.6 30.1 

說明：本表按發生日期統計。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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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結婚人數也逐年下降，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所示，全

國 108年結婚對數超過 13萬對，109年也還有 12萬多對，但 110年

結婚對數跌破 11 萬 5 千對，創下歷年來新低(表 2)！究其原因，或

許是新冠肺炎疫情攪局；或許是年輕女性經濟自主，有錢當「自己的

王」，不願走入婚姻的墳墓；更或許是高漲的生活成本，壓得適婚男

女恐婚。但最具殺傷力的應是，年輕人對結婚觀念越來越淡薄，致「不

婚效應」急速發酵擴散！不婚、晚婚、遲育的現象，相當令人憂心。

更甚者，人口危機已迫在眉睫，這也是內政部每年舉辦好幾場未婚男

女聯誼活動的主因，希藉由聯誼活動，為未婚男女搭起幸福的橋樑。 

▼ 表 2 106~110年結婚對數一覽表           單位：對 

年度 

區域 

110 109 108 107 106 

全國 114,606 121,702 134,524 135,403 138,034 

桃園市 14,158 13,168 14,073 14,544 14,648 

龜山區 880 898 1,005 1,060 1,089 

舊路里 12 12 18 22 1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按登記日期) 

由上表結婚數據所示，109年即西元 2020年，其諧音為「愛你愛

你」仍無法燃起青年朋友結婚的想法。全國結婚對數，109年反而較

108年足足減少了 1萬 2,822對，為十年來最大降幅。桃園市及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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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與本轄舊路里，儘管政府機關極力鼓吹「樂婚、願生、能養」政策，

祭出各項優惠措施，各戶所也精心布置結婚拍照專區，然因大環境變

遷，結婚對數仍逐年下降中。 

  

▲ 圖 6 龜山戶政結婚拍照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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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生 

新生帶來希望。早期農業社會大多從事勞動務農工作，因而

「多子、多孫、多福氣」為家家戶戶信奉的圭臬。在尋尋覓覓「舊

路」檔存出生證明書，60年代之前，大多婦女至少生產 3胎以上

(圖 7)。一時之間，沉寂已久「增產報國」的意念湧上心頭。 

     但 40多年前，政府為降低人口壓力，提出「兩個孩子恰恰

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當時，每個家庭依照「家庭計畫」

生兒育女，一般家庭也都以養育兩個小孩為主。即便至今，願意生

兒育女的年輕朋友，仍以此為生育最高指導原則。 

  

 

△ 第 3 胎 △ 第 4 胎 △ 第 5 胎 

▲ 圖 7 六十年代出生(調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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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西風東漸，思想開放，先有後婚比例逐年提高。但台灣為

華人社會，思維仍較為傳統保守，生育主要建構於婚姻關係下。簡

言之，未婚率影響出生率，出生率影響競爭力。 

     台灣婦女有偶率，在身心方面最適合生育的 25至 29歲組，據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63年底高達 83.55%，爾後

逐年遞減；民國 89年底跌破百分之五十，僅為 48.71%，去(110)年

底更滑落歷年來新低點，只剩 18.2%。    

     另再觀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也正逐年下降。109年總生育率(平

均每位婦女一生生育數)降至超低生育水準不到 1人，僅有 0.99人

(表 3)，遠低於維持穩定人口結構的替代生育水準（2.1人）。 

▼ 表 3 105~109年育齡婦女生育率            單位：‰ 

區 域 
109 108 107 106 105 

全國 990 1,050 1,060 1,125 1,170 

桃園市 1,245 1,325 1,330 1,380 1,420 

新北市 890 965 975 1,050 1,095 

臺北市 985 1,085 1,125 1,215 1,310 

臺中市 915 1,010 1,050 1,135 1,175 

臺南市 800 880 900 1,000 1,030 

高雄市 980 990 1,005 1,005 1,040 

年 度 

資料來源：彙整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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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起全國總人口數已轉為負成長，出生 16萬 5千多人，死

亡 17萬 3千多人，相較三、四十年前每年平均動輒超過三十萬人出

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生不如死」，出現死亡交叉，人口遞減，

呈現負成長，已成為台灣人口趨勢之一(圖 8)。 

    出生率的暴跌問題已在全球蔓延中，這場有歷史記載以來最令

人目眩的反轉，也將造成參加葬禮比新生兒生日派對還多的現象，

不禁令人想起《西遊記》的一句話：「此一時，彼一時，大不相

同。」 

 

▲ 圖 8 全國出生及死亡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彙整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人口統計資料) 

桃園市近年來因便捷交通，優渥社會福利及親民的房價，吸引許

多人移居入戶，每年人口雖仍正成長，但由數據可知，成長力道也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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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緩；龜山區因鄰近雙北，及擁有醫療資源豐沛的長庚醫院，且近

年來桃園捷運 A7、A8 站各項設施已臻完善，成就龜山人口大幅成長

的盛況(表 4、圖 9)。 

▼ 表 4 全國、桃園市、龜山區人口成長率         單位：‰ 

   年度 

區域   
96 99 100 105 108 109 110 

全國 3.58 1.83 2.71 2.03 0.6 -1.77 -7.89 

桃園市 12.45 11.76 5.61 19.9 12.6 8.7 1.57 

龜山區 14.2 16.75 2.81 49.7 18.98 9.06 14.41 

▲ 圖 9 人口成長折線圖 

(資料來源：彙整自內政部戶政司及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再由表 5清楚顯示，全國、桃園市及龜山區出生數逐年下降，本

轄舊路里因里鄰轄管長庚醫護新村，年輕醫護人員定居設籍，109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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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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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10 2011 2016 2019 2020 2021

人口成長率‰

座標軸標題

人口成長折線圖

全國 桃園市 龜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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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新生兒出生數較 108年略為增加。 

     隨著工商科技發展，教育水準的提升，21世紀的今天，「多

子、多孫、多福氣」未必是大家認同的價值觀。愈來愈多的已婚年

輕人不願意生孩子，而寧願養毛小孩，頗令人憂心。  

    隨著出生人數日漸減少，長大後能生育的女孩也會越來越少，

那麼未來整體人口下降趨勢是否會如同懸崖般垂直降落呢？這是值

得深思的議題。或許未來政府須提供更高額獎勵給予願生育多個小孩

的母親及製作鼓勵生育的超級盃廣告宣導，並擬訂更優渥「增產」的

政策。 

 

▼ 表 5 106~110年出生人口數一覽表        單位：人數 

      年度 

區域 

110 109 108 107 106 

全國 153,820 165,249 177,767 181,601 193,844 

桃園市 20,210  21,444  22,841  22,583  23,356 

龜山區    1,578   1,671   1,735   1,782   1,821 

舊路里       21     20     17     26     2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及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登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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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代價 

早期傳統農業社會，民風保守的年代，縱有千言萬語的委屈，

為了家族顏面，為了小孩，讓許多在不幸婚姻中掙扎的女性，不敢

輕言離婚，只能在心中咀嚼，致隱忍痛苦一輩子。 

   在這樣時空背景下，離婚證書相較於結婚證書，可謂少之又少，

也相當彌足可貴。從薄如蟬翼般的舊檔案裡，那些鳳毛麟角的離婚

證書、離緣協議書多半有著共同特色，即女方必須支付男方一筆費

用。也許是約定「女方備出贖身聘金」；也許是約定「女方備出與其

夫為再娶之費用，故有些離婚證書上會清楚寫明為「贖身聘金」、

「離婚身價金」、或「再娶費用」。 

兩 難 的 抉 擇 

 

△約定女方支付男方一萬五千元 △離緣協議書離婚夫支付叁萬元與妻 

▲ 圖 10 民國 40-60年間離婚證書/離緣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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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容易 相處難 

 

 

 

 

隨著經濟發展，女性教育程度提升，過往「男主外、女主內」

的家庭模式漸漸被雙薪家庭取代。女性透過職場及社交網絡，擴展

生活圈，對於婚姻價值觀大為轉變，離婚也不再是難以啟齒之家務

事，更不是不可觸及的選項。 

    古早離婚，女方須支付男方贖身聘金，現已不復見。最近常見

男方支付女方天價贍養費的案例比比皆是，據報載全球知名電商亞

馬遜創辦人貝佐斯與結婚 25年的瑪肯西於 2019年離婚，瑪肯西分

得亞馬遜 4%股份，價值 383億美元(約新臺幣 1.06兆元)，創下有

史以來最貴贍養費紀錄；另家喻戶曉歌手張清芳和投資教父宋學仁

於 2020年終結 15年的婚姻，也獲得超過億元高額贍養費。這些名

人天價贍養費真是令人瞠目結舌，但也證實了「愛情誠可貴，但自

由價更高」的真諦。 

 

△男方支付女方貳萬伍仟元 

▲ 圖 11 法院離婚調解筆錄及離婚協議書 

△聲請人男方支付十萬元與女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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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民國 40 年代離婚對數只有 3 千

多對，粗離婚率為 0.50‰；民國 67 年離婚對數始破萬對，粗離婚率

0.63‰；但民國 109 年離婚/終止結婚對數高達 51,680 對，粗離婚率

為 2.19‰；110年或許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離婚/終止結婚對數稍微

緩和共 47,887對，粗離婚率為 2.04‰(圖 12)。 

離婚率的高低是否也有城鄉之差別呢？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111

年 5月 10日發布之民國 111年 4月戶口統計資料分析所示：111年

4月離婚/終止結婚對數為 4,051對，折合年粗離婚率為 2.12‰。縣

市別而言，粗離婚率最高為花蓮縣 2.74‰，其次為基隆市 2.72‰，再

其次為連江縣 2.66‰；最低為金門縣 1.04‰；其次為嘉義縣

1.709‰，再其次為臺北市 1.714‰。按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東部地

9.29 

7.95 
7.63 

7.13 

4.88 

0.83 
1.38 

2.53 2.46 
2.04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981 1991 2001 2011 2021

臺灣歷年婚姻趨勢圖

粗結婚率 粗離婚率

‰

▲ 圖 12 臺灣歷年婚姻趨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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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自 2000年之後，其離婚率即高於其他地區，其原因為何，值得深

入探討。 

   本轄舊路里緊臨生活機能健全龜山行政中心，且位於龜山南北交

通要道上，離塵不離城的絕佳優勢，自早期農業社會迄今，人口流

動頻率甚低，如有離婚案件更是街頭巷尾大事，故鮮有離婚。107 

年之前，每年離婚對數屈指可數，甚或好幾年皆無離婚案；108年

為歷年最多離婚案共 12對，而去（11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離婚對數皆呈現下降趨勢（表 6）。 

▼ 表 6 106~110年離婚對數一覽表          單位：對數 

      年度 

區域 

110 109 108 107 106 

全國 47,887 51,680 54,473 54,443 54,412 

桃園市 5,414 5,803 5,979 6,003 5,796 

龜山區 364 420 444 428 401 

舊路里 3 11 12 5 9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及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倘婚姻真無法一起白頭偕老，雙方當事人應以健康心態去看待，

梳理本身的心情、思緒，未來的幸福仍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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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高齡 

如果，長壽的價值是在追求快樂的生活方式； 

     如果，生命的意義是在實現最真善美的夢想， 

      那邁向高齡化的人生將是多彩多姿，值得期待的。 

快樂迎接百歲人生 

拜賜科技日新月異，醫療技術優化進步，以及生活水準提升，

平均餘命逐年延長，百歲人瑞已不再是夢。依據戶政司人口統計資

料所示，109年全國死亡人數為 173,156人、出生數為 165,249

人，這也是首次出現人口自然增加數由正轉負。近年來出生嬰兒平

均以 9千人數不斷減少，但相對 65歲以上人口數又大幅增加，臺灣

已邁入高齡社會，如表 7資料，臺灣 65歲以上人口每年平均成長約

4%，儼然已成為全球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國家之一。本轄舊路里屬

於高齡化社區，65歲以上人口平均年成長率超過 10%，值得關注。 

▲ 圖 13 三五老友相偕公園下棋及健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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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65歲以上人口數一覽表              單位：人數 

     年度 

區域 

110 109 108 107 106 

全國 3,939,033 3,787,315 3,607,127 3,433,517 3,268,013 

龜山區  23,233    21,667    19,937    18,198    16,728 

舊路里       912       833       767       652       57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及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面對人口老化、少子化趨勢持續日益加劇，導致獨居老人比率增

高。按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單獨生活戶數逐年增加，110年

較 109 年增加超過九萬餘戶（表 8），平均年成長超過 3%；龜山舊路

里單獨生活戶年成長率也超過 7%(表 9)。 

▼ 表 8 全國 106~110 年戶數一覽表          單位：戶 

      項目 

年度 

總戶數 共同生活戶 單獨生活戶 

110 9,006,580 5,872,188 3,133,858 

109 8,933,814 5,891,311 3,041,975 

108 8,832,745 5,878,169 2,954,041 

107 8,734,477 5,856,504 2,877,432 

106 8,649,000 5,833,870 2,81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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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 表 9 龜山區舊路里 106~110年戶數一覽表     單位：戶 

      項目 

年度 

總戶數 共同生活戶 單獨生活戶 

110 1,220 645 575 

109 1,176 641 535 

108 1,129 643 486 

107 1,047 617 430 

106 1,017 615 402 

資料來源：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而在每戶人口數方面，也與二、三十年前大異其趣。根據內政部

人口統計資料所示，每戶家庭人口數量，全台再破底。民國 60年(西

元 1971年)平均每戶有 5.55人；80年跌破 4人，只有 3.94人；100

年已跌破 3 人關卡，每戶只剩 2.88 人；110 年底平均每戶人口數僅

2.60人(圖 14)。而龜山舊路里 110年每戶人口只有 2.44人，均創下

歷史新低(表 10)。究其原因，或許是年輕人外出工作打拼，買(租)屋

另立新戶；或許是小家庭的社會型態為時代潮流所趨；更或許是獨居

高齡者日益增多，導致平均每戶人口數持續下降。未來恐因晚婚、不

婚、遲育，每戶人口數將繼續往下探底，且因少子化，戶內人口漸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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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與過往戶內人口較為年輕大相逕庭。 

 

 

 

▼ 表 10 106~110 年戶量一覽表             單位：人 

      年度 

區域 

110 109 108 107 106 

全國 2.60 2.64 2.67 2.70 2.73 

桃園市 2.63 2.68 2.72 2.75 2.76 

龜山區 2.44 2.50 2.54 2.56 2.57 

舊路里 2.44 2.52 2.60 2.72 2.7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及龜山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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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戶內人口數變化圖

戶口人數

每戶人數

▲ 圖 14全國戶內人口數變化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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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生百年」時代來臨，每個世代都應認真思考好好規劃老

年生活，到了晚年才能委實活躍老化，讓晚年生活能更愜意自在。龜

山區舊路里長庚養生村特別考量年長者生活步調及身心狀況，融合了

生活與醫療，不但讓年長者安心，更讓家屬放心。而園區秀麗風景，

更讓人能夠因著春櫻、夏蟬、秋楓及冬落羽領略四季之美，度過美好

的時光。 

▲ 圖 15龜山戶政 110年至養生村受理換簿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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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好 享 舊 路 

 「舊路重逢」帶領大家回到過去，深入瞭解先民們勤奮刻苦耐

勞的精神及戶政的歷史。從「走過舊路」一路蜿蜒而上，直至「樂

活高齡」，猶如一部部醉人的故事，層層展開來，編綴成動人綺麗的

組曲，有歡樂、有親愛，也有些許的落寞與無奈。另善用人口統計

資料相關數據，讓讀者更加清楚瞭解人口變動趨勢。 

    龜山的發展一日千里，一幢幢櫛比麟次的高樓大廈，氣派非

凡；川流不息的車燈在夜裡更加顯得耀眼。在繁榮的大都會與純樸

的鄉鎮間，仍有許多隱身在街道巷弄內之「最」令人感動與懷舊的

人、事、物，例如土角厝、青瓦木造屋、紅瓦磚牆房、柑仔店、小

吃店及心靈寄託的土地公廟等。然而龜山舊路的魅力並不僅僅侷限

於此，好享舊路，可以步伐慢一點，自在多一點，感受深一點。 

    生活不缺美感，只缺發現，歡迎大手牽小手重逢舊路，感受龜

山舊路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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