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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1 年 9 月 12 日蘭陽溪北岸地區水環境改善培力講堂

日    期 111年 0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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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燈空間三樓藝文空間(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662號) 

講    者 黃雯娟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講    題 

蘭陽溪北岸地區水環境培力講

堂--環境、水利與宜蘭的區域

發展 

人    數 15人 

性    質 □訪談 □工作坊 □研討會 □座談會 ■其他：講座

內容 

從宜蘭水利開發的環境基礎開始分析，從自然環境條件中，解答蘭陽平原

的水利設施，為何在清代之能躍居全臺之冠。從氣候條件、地形，及沖積扇、

湧泉區等自然因素影響蘭陽平原水利事業發展。 

再從人文發展歷史的角度切入，分析族群的分布與歷史發展，從族群的維

生方式與生活空間、平埔族社址的空間分布、漢人入墾的區位選擇與空間擴

張，回顧溪北、溪南、沿山隘墾的土地發展樣態。 

宜蘭短短二十年間水利事業卻相當發達，召佃墾耕、限期墾透的政策、楊

廷理力裁業戶影響水利事業開發。蘭陽土地的水利開發與土地拓墾、族群分

佈、聚落形態相關。 

而日治時代國家、技術改造水利環境，戰後水利組織演變與水利地景的營

造回顧。藉由從地理與歷史的分析視角，理解蘭陽土地水利環境。 

一、水利開發的環境基礎 

蘭陽平原的水利設施，在清代之能躍居全臺之冠，從自然環境的角度來

看，主要是水源的充沛。 

就氣候條件而言，蘭地雨量豐富，年雨量高達 2700 公厘，為沖積扇提

供相當充分的水源，而蓄積成含水豐富的湧泉帶。 

湧泉區水面極高，便於開埤築圳，因此奠定了蘭陽平原水利事業發的基

礎。但是，蘭陽平原風災頻仍，加以河川坡陡流急，再加上下游出口為沙丘

所阻，因此常因排水不及，積水成災，不但損壞圳道更因而沖毀田園。 

從各區域水利開發程度的不同，反應出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的確

深遠。 

二、族群的分布與歷史發展 

（一）族群的維生方式與生活空間 

噶瑪蘭族:漁獵維生、泰雅族：狩獵為生、漢族:傳統稻作農業維生。

設廳之前漢人所開的聚落中，多位於等高線五公尺以上的高平原地區，

非噶瑪蘭族主要社域空間。 

（二）平埔族社址的空間分布 

（三）漢人入墾的區位選擇與空間擴張 

1.嘉慶元年 (1796) ~嘉慶四年(1799)

「資本家獨立開墾」(以吳氏家族及淡水富豪為首) ，頭圍(頭城) 

→二圍(二城) →湯圍(礁溪德陽村) →三圍(礁溪三民村) →四圍(四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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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慶四年 (1799)  ~嘉慶九年(1804) 

雖仍以吳氏家族為首，但漸漸納入更多鄉勇，而形成大小結首的

「豪強型領導」。「九旗首」：五圍(金包里古、員山仔、大三閹、深溝

【漳】;四閹一~三【泉】；一~九結【粵】。泉人自開溪州。分民壯於

民壯圍。 

3.嘉慶九年 (1804) ~嘉慶十五年(1810)  

本期因溪北土地已被墾民佔領，在開墾型態上，漸漸轉為「大眾

式開墾」。山前平埔族由東勢經苗栗越山至五圍，欲與漳人爭地，不

得其法，經渡溪至羅東。漳、泉械鬥，致使泉、粵人紛紛走避溪南；

遧人越溪佔領羅東。  泉人自溪州，開至大湖。粵人開冬瓜山一

帶。 

（四）溪南拓墾組織 

溪南未墾荒埔，在蘭地於嘉慶 15 年納入版圖後，透過各種名目，

以官招民墾的方式，分給三籍漢人開墾，至嘉慶末年(1820)，除沿山近

溪等水災、蕃害頻仍的地區外，亦全部開墾殆盡。故溪南大部分土地是

屬於官招三籍分墾的地帶。 

這些未墾荒埔依日後取得地權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六大類，即(1)

新分埔地(2)加留餘埔(3) 流蕃埔地 (4) 補城基地 (5) 隆恩埔地和(6) 

酬勞埔地，皆自成一個開墾單位。 

三、水圳開發的時空過程 

（一）水利開發的歷史過程 

宜蘭平原的開發為期甚晚，但水利事業卻相當發達。從自然環境來

看，由於平原西、南部一連串的沖積扇，帶來豐沛的湧泉水源，使得開

圳所需的工本較低，以致移墾蘭地的漢人，入墾不久即可開埤築圳；在

拓墾背景而言，蘭地設官經理之後，由於召佃墾耕、限期墾透的政策，

使得水利灌溉需求更為殷切。加以楊廷理力裁業戶的結果，致使富戶難

以擁地置產，紛紛轉投資於水利事業，兩相配合之下，使得宜蘭平原水

利事業蔚為發達。清代宜蘭平原的水利開發，在時間方面，埤圳主要開

設於嘉慶年間，短短二十餘年，開設水圳達 21 條，灌溉面積更高佔總

灌溉面積的 75.8﹪，此一事實顯示：平原的開發以嘉慶年間最為積極；

在空間方面，埤圳的開設溪北先於溪南，但設廳之後則著重於溪南的開

發。從水利灌溉的時空序列可知，蘭地的水利開發與土地拓墾的方向一

致。 

（二）水圳開發與聚落發展 

1.漢族聚落的原型與分佈區位 

(1)農墾城仔「結」 

嘉慶元年漢人大舉沿著湧泉帶至低溼地之間，採取集團分地合

墾。一方面為了便於合力開墾，另方面為了抗拒自山地河谷突出的

泰雅族，於所分地段建立雜姓小型集村─即農墾城仔。  

(2)隘墾城仔 

嘉慶十七年設廳後，為了保護農墾城仔墾民的安全，乃於沿山

谷口即沖積扇帶設隘，隘丁在守隘處所建立的防禦性雜姓集村。每

隘設有隘丁一、二十名把守，並將隘寮附近的土地撥給隘丁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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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隘的隘丁，乃合力在守隘處建立防禦性極高的雜姓小集村─即隘

墾城仔。 

2.聚落沿水圳的空間擴張 

四、日治時代：國家、技術與水利環境改造 

（一）氣候災害與環境變遷 

光緒 18 年（1892）的大洪水，改變了本區水文系統，原來宜蘭河

是在下渡頭附近東北折，沿著民壯圍的西北流，最後由烏石港入海。這

一場大洪水，卻使原來東北折的流路轉向東南衝出一條新河道，貫穿民

壯圍的中央，主流改由東港入海。這場大洪水所造成嚴重水患，不僅沖

毀田園，也嚴重毀壞了本區的水利設施，甚至造成埤圳主破產而無力繼

續經營埤圳。 

（二）水利統合與環境改造 

1.公共埤圳的認定 

明治 37 年（1904）首先將區域內的泰山口、金結安及金大成圳

認定為公共埤圳，明治 38 年（1905）則連同金新安圳及番仔圳等 5 圳

管理人連署合併，認定為宜蘭第一公共埤圳，遂於次年著手進行第一

公共埤圳改善工程。 

此一工程是將清代原有的泰山口圳、金結安圳、番仔圳、金大成

圳及金新安圳 5 圳彙合，共築一個新的圳頭 

並將原圳路合併改為二分線，除此之外，並建一條新排水路，將

兩圳餘水引至霧罕庄附近，再排入宜蘭河 

（三）耕地面積的擴張-- 浮覆地與新墾區 

大規模水利整治計劃：濁水溪堤防工程。此一工程完成，除了兩岸

居民直接免於洪患的威脅外，所增加約 2000 甲浮覆土地，其中有 1432

甲適合耕作，亦成為另一個開發重點。 

主要的浮覆土地出現在三星及員山再連一帶，三星庄所增加土地約

有 1500 甲，其分布區域主要在大洲、紅柴林及粗坑地區。 

其中粗坑庄及員山內湖所增加的土地約 200 甲，大永興業集團的林

熊徵，預約開墾了 180 甲土地，由昭和製糖代為經營， 主要作為甘蔗

的自作園區。 

土地改良事業與環境改造，由於昭和 11 年(1936)濁水溪堤防的完

工，三星地區增加許多浮覆土地，並使原來時受洪水危害的不適耕地重

然生機，增加土地面積為 4300 餘甲，土地的增加迫使原來的灌溉設施

不敷使用，再者對於原來砂石遍佈的平原，需要進行土地改善計劃。昭

和 17 年(1942)總督府乃著手進行三星土地改良事業。 

五、戰後：水利組織的演變與水利地景的營造 

（一）水利組織的演變 

1.農田水利協會時期:1945-1948 

2.水利委員會時期:1948-1955 

3.農田水利會時期 1955-迄今   

（二）環境與地景改造 

1.水利整治事業的繼續進行-以排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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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地重劃:因應農業機械化的進行 

3.親水的環境改造工程:生態工法 

（三）社區營造與地方特色 

（四）以水為中心的產業發展:觀光主題 

宜蘭風景區特色、冬山河親水公園、冬山河生態綠洲、武荖坑溪遊

憩區、羅東運動公園、礁溪溫泉、蘇澳冷泉公園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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