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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1 年 9 月 19 日蘇澳南澳地區水環境改善培力講堂

日    期 111年 09月 19日 紀 錄 者 徐苑斐 

起迄時間 14時 00分-16時 00分 時    間 120分 

地    點 安永心食館 D場地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 415號) 

講    者 張峻浩/海島紀實 

講    題 
蘇澳南澳地區水環境培力講堂

--與民親近的老水圳 
人    數 18人 

性    質 □訪談 □工作坊 □研討會 □座談會 ■其他：講座

內容 

金榮發埤圳、金豐萬圳、良宗圳、大南澳圳的興建歷史沿革，蘇澳南澳地

區水圳開鑿與統治治理政策、族群遷徙、聚落發展的關係。 

一、新城溪北岸－金榮發埤圳 

（一）興建歷史 

嘉慶十九年（1814）發金榮發埤圳執照，可合法收水租。撥補泉籍

婆羅辛仔宛、加禮宛、奇武荖等處番埔，因乏水灌溉，經總理翁清和等

永遠為埤戶開築埤圳。大埤一口，位於猴猴社旁。圳兩條，一為從埤開

始由南而北，到婆羅辛仔宛、加禮宛等處；一為由東向西，斜透奇武荖

等處。（宜蘭泉州人開墾歷史） 

（二）金榮發圳名來源 

張致遠家族為開闢水圳的家族，有需求居民會請求協助。張春臺承

父張致遠遺下水田三段，又帶大埤一口，水圳一條。咸豐元年（1851）

張家因欲挈眷回唐，由位在猴猴庄油舖商號「新榮發號」出首承買。價

銀一千大員正賣出。嘉慶十九年~咸豐元年（1814~1851），張家獨立經

營時期，後轉為新榮發號合股經營。 

（三）除金榮發圳，張致遠家族另有開闢其他水圳：鼎橄社圳（五結） 

（四）張家經營水圳歷程 

嘉慶十九年（1814）張致遠築鼎橄社圳與金榮發埤圳。道光廿四年

（1844）張致遠子春臺因缺錢賣鼎橄社圳。咸豐元年（1851）張春臺欲

攜眷回唐山，賣金榮發埤圳。 

（五）猴猴社遷徙歷史 

原居花蓮立霧溪北岸的達吉利部落一帶。山林間耕獵生活。十八世

紀由於太魯閣人遷入立霧溪，而遷至宜蘭花蓮之間的大濁水溪流域中上

游(一遷)，十八世紀末由於南澳群泰雅人遷入大濁水溪，再遷至蘭陽平

原上(二遷)，1820 年代由於漢人入墾平原，遷至南方澳(三遷)，1920 年

代由於南方澳漁港興建，遷至南澳(四遷)。 

（六）金榮發埤圳範圍的人群及加留餘埔制 

嘉慶十五年（1810）噶瑪蘭廳籌設，針對東勢十六社實施「加留餘

埔制」。大社週圍二里，小社週圍一里劃為各社餘埔，由漳泉粵三籍頭

人推舉佃首(維持勢力均衡)，由官方指定某社由某籍佃首負責招佃收

租。泉籍佃首：婆羅辛仔宛、奇武荖。漳籍佃首：加禮宛、流流、猴猴、

利澤簡。嘉慶二十年（1815）為支應噶瑪蘭營班兵開銷，清廷將貓里府

煙、武罕、奇武荖等社難以開墾的溼地劃為隆恩莊。貓里府煙、武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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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荒埔八十七甲餘給予漳籍，由墾戶陳受恩負責招佃開墾。奇武荖社荒

埔一百一十二甲餘給予泉籍，由翁承輝擔任墾戶負責開墾。自備資本，

招佃開透。每甲田年收八石，四石歸社，二石歸營，二石歸墾戶。 

（七）金榮發埤圳區域特色 

金榮發埤圳為漳泉交雜的地域，修築水路可以想見會需要漳泉兩籍

人互相協調合作。合作修圳重要因素－限期納稅三年內完成開墾。 

（八）統合信仰處：利澤簡媽祖廟 

元宵節走尪巡八大庄，八大庄區域即是金榮發圳溝渠灌溉區域。 

二、新城溪南岸－金豐萬圳 

（一）興建歷史 

馬賽撥補粵籍缺額埔地壹百餘甲。地高乏水，昔年眾佃議請結首范

兼備用工本開鑿水圳。嘉慶二十年（1815）立圳戶金豐萬。水圳前期屢

次坍壞，招股夥吳華遠、古大展、葉輝坎等人合力修築。道光元年（1821）

開始謝玉榮及黃開伯陸續收購股份，重資砌築，水圳邁向穩定。 

（二）水圳股份演變 

嘉慶二十年（1815）~ 道光元年（1821）前期，范兼、吳華遠、葉

輝砍、古大展、古松興、魏東興等 6 人分 12 股。嘉慶廿二年（1817）

加入黃開伯，增資為 15 股。股夥眾多，持股分散。道光元年後謝玉榮

陸續收購股份。謝玉榮 10 股、黃開伯 4 股、林安邦（板橋林家的墾號）

1 股，三人分 15 股。股東財力較充足，能花重資將水圳修築穩固。 

（三）劃分開墾區招墾 

嘉慶十五年（1810）噶瑪蘭廳籌設後，為扶持廣東籍勢力，請仕紳

來到蘭陽平原，分潮州、惠州、嘉應州三大結。林國寶、林秀春、范阿

兼、羅天祿等，情因上年奉憲墾闢甲子蘭東勢地方，我奧界惠、潮、嘉

應作三大結，均界招墾。范阿兼為惠州籍的結首，開墾區西起冬山鄉太

和村的十三份，經安平、內城、東城、大興等村，跨越新城溪及於蘇澳

的新城、馬賽地區。 

（四）信仰統合處：大興振安宮。 

每年大年初二遶境（阿兼城、內城一帶），即惠州開墾區走一圈。

清代先賢自新竹鹹菜甕（關西）來到蘭陽平原開墾時，隨身帶來三山國

王信仰。最初位於新馬車站一帶山腳，因水患遷來火燒城。地方又習慣

稱火燒城王公。 

信仰圈分成 11 欠（欠，類似角頭。庄頭信仰聯誼網絡的分類）， 1~3

欠：冬山鄉大興村（火燒城）一帶。5~6 欠：水尾聚落（多姓張及陳），

龍德工業區興建後聚落拆遷至移住區中。7~8 欠：冬山鄉東城村阿兼城

一帶。9~11 欠：冬山鄉香和村一帶。 

（五）金豐萬圳邊的三山國王 

新城慶安廟－1850 年代分靈自大興振安宮。隘丁保安廟－咸豐三

年（1853）分靈自大興振安宮。其中三王為戰神，宜蘭三王神像特別為

騎馬姿勢強調戰力。與對抗原住民出草有關。 

（六）金豐萬圳區域特色 

昔日廣東籍客家人開墾區，不過今天除三山國王信仰及水圳外，少

有過去痕跡。平原近山腳的隘墾城。近原住民出草，沿山地區重視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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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面城」、「阿兼城」、「內城」、「新城」、「隘丁城」。過往庄頭會請

壯丁專職防衛。目前多仍還保留宜蘭隘墾城的空間尺度與氛圍。 

三、蘇澳後湖－良宗圳 

（一）「施八坑」歷史 （施八坑所在位置，講者推測為良宗圳灌溉範圍，三

面環山之谷地） 

嘉慶十七年（1812）林朝宗請墾施八坑。西、南、北俱疊山茂林，

惟有一坑，形勢甚狹。坑首西連叭哩吵喃生番社，坑口東出蘇澳港，乃

生番出沒隘口。本生番地界，不與三籍應分埔地毗連。前有民人陳全、

鄭觀鳳在彼，欲求設隘開墾，奉批不准，已經棄置。道光元年(1821)，

聚居已三百餘人。署通判姚瑩請查造丁冊，籍其田畝。就地合法化禁令

下私墾之三百餘人。 

（二）坑首前線－出水口庄聖安廟沿革 

嘉慶年間，一群泉州籍鄉勇壯丁至施八坑開墾。為尋開墾所需的灌

溉水源，至「出水口庄」紮地護水，為求平安，壯丁共同雕塑池府王爺

神像作為心靈寄託，並搭建茅舍供奉。後隨著聚落發展日益穩定，村民

漸有財力，因而在 1950 年代將小廟改建為磚造廟宇，並命名為聖安廟。 

（三）施八坑是否泛指蘇澳？施八坑不包含蘇澳街。斯巴坑三百人，蘇澳移

民則分兩群，坑口一群、蘇澳街又另一群。拜的神也不一樣。 

（四）坑口前線－施八坑隘 

道光 3（1823）年噶瑪蘭廳通判呂志恆的奏請下，於施八坑添設隘

寮，募舉隘首、隘丁，以維繫地方安寧。施八坑隘位於施八坑口，通蘇

澳路，駐有 12 名隘丁。往海可眺海盜，往山可防出草。官方並未特別

撥款支應施八坑隘的運作花費， 而將周邊土地交給隘丁們經營開墾，

由隘丁首自行收租，並自行將租金分配作為隘丁的口糧、器械彈藥維護

等使用，官方不加干涉。位於今蘇澳軍人忠靈祠。 

（五）良宗圳區域特色 

自成一格的山谷生活圈。原為禁區，後私墾形成聚落。人群少、範

圍不大、離行政中心遠，過去資料缺乏。 

四、大南澳圳 

（一）大南澳發展歷史 

1909 年政府以隘勇線封鎖(通電網)方式，迫使南澳群泰雅人歸順。

1914 年太魯閣戰役，進入南澳山地收繳槍械，完全控制南澳群泰雅人。

1925 年政府招募移民進入大南澳，浪速移民村形成(今朝陽社區)。依照

移民者地域可分淡水組、新竹組、蘇澳組、宜蘭組、羅東組、頭城組。

朝陽的大南澳天后宮祭祀分組－淡水、新竹、海邊組。新竹客家人原先

來山區開發樟腦，後轉往耕田與捕魚，為台灣少數兩群「海客」。 

（二）水圳沿革 

最初多為旱田，在地居民會引用南澳溪從事灌溉。1930 年大南澳

拓殖製糖株式會社成立，由利澤利生醫院林家所創設。原本會社有意與

在地居民合資修築水圳，但後來發現有了水後，有些農民轉而從事水稻

耕種，因而停止施工。1930 左右日本政府鼓勵下山之原住民種植水稻，

曾修理水路，農民商量使否可用，官方不允許。1940 年蘇澳水利組合

才在大南澳修築大南澳圳，於隔年完工。受益面積約 265 甲。(戰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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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米穀增產工程計畫下成果，因而修水圳) 戰爭期間鼓勵宜蘭平原轉作

稻米，甘蔗轉作稻米。二結糖廠改移往海南島設置。 

（三）「蔗廍」聚落 （曾有糖廠煙囪） 

1930 年林木溪、林木火成立大南澳拓殖製糖株式會社。1934 年改

組大南澳拓殖株式會社，業務擴及山地林業（伐木）開發。1957 年投

資花蓮新城糖廠(今景美車站週邊)。1958 年因資金周轉不行及對日外銷

不順而倒閉。因公司而形成聚落－蔗廍。糖廠員工耕種甘蔗、居住。 

五、會後提問：蘇澳日本捕魚技師傳授歷史早，蘇澳多山又平地少，為何早年

仙人還願意來投資做水圳？ 

除了清朝新馬一帶，到了日據時期蘇澳市區沒有新的開鑿水圳，除非是

大南澳地區有計畫性政策移民形成移民村，才有大南澳圳。根據日本時代蘇

澳的定位，會設蘇澳圳。像是山上礦產、海邊的漁獲，水產礦產樟腦，定位

是山林與海洋資源。除了大南澳跟新馬有平原，平地有限。礦產與捕魚為大

宗。東澳人以前多從事工業，東奧林以前有銅礦廠、雲母礦，現則是水泥廠。

礦會用台車沿著海岸至粉鳥林，出到瑞芳的十三層的選煉廠再出口。南方澳

漁港建港初期 1920，希望漢人定居，僅有琉球人捕魚，於是閒置後（1924

後）的向日本招募移民村政策。另一說，日本人希望蘇澳港走遠洋漁業，當

時漢人技術無法達到，所以引進日本移民。當時蘇澳就開始建立自來水，自

來水系統比羅東、宜蘭還更早做。所以當時蘇澳很多日本人、琉球人（沖繩

人）。文獻紀錄，端午節沖繩人會划龍舟與漢人在蘇澳港比賽，沖繩人船比

漢人快，但船身輕較容易被海浪打翻。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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