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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車 講 師 蘇 生 勇 
 

 台中師專畢業 
 教師、主任、代理校長 
 台中縣政府教育局鄉土教材科輔導員 
 台中縣政府客家委員會委員 
 台中縣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 

 
 代表著作 
 大埔音客家歌謠 
 大埔音客家師父話 

 
 
☆ 乙 車 講 師 邱 民 雄 
 

 台中縣客家文化協會前會長 
 
 
☆ 丙 車 講 師 張 圭 熒 
 
 
☆ 丁 車 講 師 盧 清 泉 
 

 台中師院 
 台中縣山海屯客家協會總幹事 
 台中縣白冷國小輔導主任 
 台中縣鄉土教學輔導員 
 大甲溪生態協會會長 
 鄉土文化、生態教育講師、講說 

 
 代表著作 
 九二一東勢區影像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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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散步行程表 

 

甲車路線：（正確上下車時間以當天解說人員規定為準） 

7/16  08：00  至省諮議會會館前搭車，展開歷史散步之旅。 

7/16  09：30～10：00  義渡碑。 

7/16  10：10～10：30  土牛民番地界碑。 

7/16  10：40～11：40  土牛客家民俗文物館。 

7/16  12：00～13：00  午餐（中寧社區活動中心） 

7/16  13：20～14：10  東勢巧聖先師廟、鯉魚伯公 

7/16  14：20～15：20  全省僅存最大客家聚落---大茅埔庄 

7/16  15：30～15：50  月恆門與西穎堂 

7/16  16：10～17：00  醫生窩、客家伙房 

7/16  17：10～17：30  石岡水壩 

7/16  17：30～18：30  至指定地點上車，返回省諮議會，準備用餐休息。 

 

乙車路線：（實際上下車時間以當天解說人員規定為準） 

7/16  08：00  至省諮議會會館前搭車，展開歷史散步之旅。 

7/16  09：30～10：00  東勢巧聖先師廟、鯉魚伯公 

7/16  10：10～10：40  月恆門與西穎堂 

7/16  10：50～11：50  全省僅存最大客家聚落---大茅埔庄 

7/16  12：00～13：00  午餐（中寧社區活動中心） 

7/16  13：20～14：10  醫生窩、客家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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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14：30～15：20  石岡水壩 

7/16  15：40～16：00  義渡碑 

7/16  16：10～16：40  土牛民番地界碑 

7/16  16：50～17：30  土牛客家民俗文物館 

7/16  17：30～18：30  至指定地點上車，返回省諮議會，準備用餐休息。 

 

丙車路線：（實際上下車時間以當天解說人員規定為準） 

7/16  08：00  至省諮議會會館前搭車，展開歷史散步之旅。 

7/16  09：30～10：00  石岡水壩 

7/16  10：20～11：10  醫生窩、客家伙房 

7/16  11：20～12：00  東勢巧聖先師廟、鯉魚伯公 

7/16  12：00～13：00  午餐（中寧社區活動中心） 

7/16  13：20～14：00  全省僅存最大客家聚落---大茅埔庄 

7/16  14：10～14：30  月恆門與西穎堂 

7/16  14：50～16：00  土牛客家民俗文物館 

7/16  16：10～16：50  土牛民番地界碑 

7/16  17：00～17：30  義渡碑 

7/16  17：30～18：30  至指定地點上車，返回省諮議會，準備用餐休息。 

 

丁車路線：（實際上下車時間以當天解說人員規定為準） 

7/16  08：00  至省諮議會會館前搭車，展開歷史散步之旅。 

7/16  09：50～11：00  全省僅存最大客家聚落---大茅埔庄 

7/16  11：10～11：40  月恆門與西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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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12：00～13：00  午餐（中寧社區活動中心） 

7/16  13：00～13：40  東勢巧聖先師廟、鯉魚伯公 

7/16  13：50～15：10  土牛客家民俗文物館 

7/16  15：10～15：30  土牛民番地界碑 

7/16  15：40～16：00  義渡碑 

7/16  16：10～17：00  石岡水壩 

7/16  17：10～17：30  醫生窩、客家伙房 

7/16  17：30～18：30  至指定地點上車，返回省諮議會，準備用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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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散步古蹟簡介 

 

1. 劉章職墓園（義渡碑） 

為清道光年間，官封五品大夫，朴仔堡總理劉章職夫婦佳城。 

內有『義渡紀念碑』記載清道光十三年，朴仔口以東有大甲溪流，當時地方

士豪劣紳在西邊設有舟子來往渡船交通，向過往行人需索銀兩，有一日渡船載了

少女 18 人渡至中流，船夫調戲少女，以致渡船傾覆，18 名少女盡溺死，釀成地

方械鬥，劉章職為免地方互相殘殺，便出面調解息事，並與其弟濟川，會同地方

士紳募錢設置義渡，當時彰化知縣李廷璧，嘉許其義舉，出銀百兩贊助，義渡會

總共募得二千三百八十七元，將這些銀兩購置田產，以每年租榖所得作財源，由

義渡會僱船夫十二人，使過河的人，免費渡船地方稱便。 

 

2. 石岡水壩 

建於民國 63 年，66 年光復節完工，兼具提供大台中地區給水與觀光休閒的

功能，又石岡水壩以建築堅固著稱，但在 921 大地震中，左邊三個水道閘門慘遭

撕裂，景況驚人，可見證 921 地震的威力，現已為政府保留作為地震見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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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穎堂與月恆門 

位於東勢鎮下城里，有一座造型突出的門樓「月恆門」為下城里（古名和興

庄）的標幟，也是下城里歷史的縮影，原與北側之「日升」門，圍成一個先民墾

荒建立之村落，門的兩側及上方均有「槍眼」防備土匪來襲。庄內有「西穎堂」

為「西河堂」與「穎川堂」之結合，居民生時姓陳，死後為陳林公，其中有一段

先民墾拓的血淚史。 

 

4. 大茅埔 

位於東勢鎮慶東里，清朝嘉慶年間，廣東大埔縣人張寧壽，募得 28 股至此

墾荒，開圳引水，並以公正無私的胸襟精心規劃，平分開發成果，除了當時設有

刺竹圍、護懲河、柵欄外，更以三山國王廟為中心，四周設有將寮，提供綿密的

精神防衛系統，成為現在全省最典型客家聚落。 

 

5. 巧聖仙師祖廟 

清乾隆 35 年（西元 1770 年）清廷派匠首鄭成鳳率軍工 100 餘人，深入原為

「界外」之東勢，採集造船軍料-樟木。軍工們供奉其祖師令旗，祈求平安順利。

清同道光 13 年（西元 1824 年）建廟迄今約 180 多年，為本省第一座巧聖仙師廟，

供奉建築界之先師計有巧聖仙師魯班公、荷葉仙師、爐公仙師等三位，木工、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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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及鐵工界的尊神，影響廣遠。每年仙師聖誕，建築界人士均以隆重的儀式及特

殊的建築工具陣頭遊街，令人一新耳目。 921 中部大地震，震毀廟宇之部分，

現正積極重建中。 

 

6. 東勢鯉魚伯公 

位於東勢鎮東安里，緣起於大甲溪近一百多年來，開發東勢砍伐大量的森

林，尤其是日據時代，開發八仙山林場，更是雪上加霜，使得大甲溪年年山洪爆

發，河岸不斷受到侵蝕而崩潰，大約在民國前兩年夏季，大甲溪河水暴漲，居住

於今南平、東安、中寧里一帶居民，為防止河岸侵蝕崩塌危身家性命，乃緊急總

動員，人不分男女老少搬運大甲溪石修築堤防，幸好此次山洪衝向西岸，大家總

算鬆了一口氣，但無意中發現了此一堤防像是一條鯉魚，似乎冥冥中有神明保

佑，乃在鯉魚口處，設置土地公神位，供民膜拜。 

 

7.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國民政府遷台後，為了充實國庫，大量砍伐大雪山千年珍貴檜木外銷，又為

了輸運木材，於民國 45 年起修築了台灣鐵路局東勢支線，48 年完工啟用。民國

80 年 8 月 31 日因已無木材可輸運，宣佈廢止。民國 86 年改建為東豐綠色自行

車道，民國 93 年 12 月以閒置空間再利用，將東勢舊火車站改建為東勢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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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每半年有一個檔期展示客家文化及地方產業，二期工程正積極整建中。 

 

8. 醫生窩－西河堂 

為東勢區望族林家三合院式大宅院，數代子孫至今以產生 34 位醫師聞名，

由建築材料及形式可見證不同建築格局，尤以此宅院地理位置甚佳，面向台灣海

峽，左右各有一座山脈延伸面前形成扶手式包夾，向為研究地理風水者之所愛。 

 

9. 客家伙房－河間堂 

為東勢鎮下校栗埔為將近百年三合院式建築，為詹姓之宅第，雖非名門大

戶，卻保留甚多客家建築上的特色，諸如公媽廳的大神牌（祖宗牌位），圍牆上

的三官大帝神位，及風水池等，在古老三合院凋零聲中，尤以 921 的摧毀下，保

有客家特色的建築，已成鳳毛麟角，彌足珍貴。 

 

10. 土牛民番地界碑 

石岡鄉土牛國小校園內有一座「土牛民番地界碑」為土牛開發做了歷史見

證，也為先民墾荒留下了永不磨滅的歷史遺跡。 

清乾隆 26 年（西元 1761 年）滿清政府為解決漢人與原住民的紛爭，以花岡

岩樹立土牛民番地界碑，碑高五尺五寸，寬一尺六寸，厚六寸，為今日難得一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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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代早期古物，碑文上刻著：「奉憲勘定地界，勘定朴子籬處，南北計長貳百

捌拾五丈五尺，共堆土牛壹拾玖個，每土牛長二丈，底闊一丈，高捌尺，頂闊陸

尺，每溝長壹拾五丈，闊壹丈，深六尺，禁人民逾越私墾  清乾隆貳拾陸年正月  

日 彰化縣知縣 張立」 

 

11. 土牛客家民俗文化館 

原為廣東大埔縣客家先賢劉文進公所建，921 中部大地震被震垮，後代子孫

捐地在原地原貌重建，95 年 5 月 9 日落成起用，保存甚多大埔客家文化珍貴史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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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土文化交流單（台中縣客家文化協會總幹事 蘇生勇編製） 

 

** 東勢最早的地名叫做________ 

** 清乾隆 35 年清廷派軍工到東勢採集______作為造船的材料 

** 台灣第一座巧聖仙師廟在台中縣_________ 

** 巧聖仙師廟裡供奉的建築界先師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位 

** 巧聖仙師的名字是_________ 

** 客家人暱稱土地公叫________ 

** 東勢鯉魚伯公廟乃緣自民國前二年山洪暴發，地方居民為了居家安全，緊急

修築的________，形狀像一條鯉魚而得名 

** 古老傳說中，大甲溪有________和________兩件寶物，後來被英國傳教士取走

後，年年山洪暴發 

** 東勢鯉魚伯公廟的廟名是________表示祂的神格高於一般土地公 

** 鳳凰木客家人叫做__________ 

** 西潁堂是______堂和________堂的合璧 

** 西潁堂派下的人，在生時姓____，死後則為_____公媽 

** 東勢下城里古名和興庄，建有_____和_____兩座門樓，現僅存的______已列入

縣級古蹟 

** 全省目前保存規劃最完整的客家聚落是台中縣東勢鎮的_______庄 

** 大茅埔庄是清嘉慶年間由墾首________率 28 股，從________越過大甲溪到此

墾拓建立的 

** 三山國王的三山是_____山_____山和_____山 

** 土牛地界碑立於清乾隆_______年，距離今年有_______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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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牛溝大概的位置是在____________________ 

** 土牛是因為挖掘土牛溝，並將挖出的泥土堆成____個土堆，形狀像一隻隻臥

著的牛而得名 

** 石岡水壩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_______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 

** 石岡水壩在 921 大地震時，東邊上升___公尺，西邊上升_____公尺，造成___

公尺的落差而撕裂 

** 西河堂是___姓人家的堂號 

** 西河堂的院子裡，仍保留全省難得一見由鵝卵石所排成的的圖案，圖案中有

_____，____，_____等吉祥圖案 

** 河間堂是____姓人家的堂號 

** 古代三合院前的半圓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功能 

** 河間堂中保留了客家宅第的特色，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等項 

** 我姓_____我家的堂號是________堂 

** 土牛客家民俗文化館原為客家先賢___________所建之客家伙房 

**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是________________改建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