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單元第一單元第一單元第一單元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家鄉家鄉家鄉家鄉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地地地地名的由來名的由來名的由來名的由來    

    水上昔稱水掘頭，即現在水上街區西端至縱貫鐵路附近。緣

於約 300 年前（清康熙年間）先民由福建漳洲府平和縣保田石橋

社遷來，定居於大水掘之前頭，故名水掘頭。清初諸羅 17 莊之

一的大龜壁就是此地。 

      日治時代，水上鄉為嘉義廳嘉義西堡水堀頭區，屬轄有：水

堀頭、十一指厝、南靖、外溪洲、柳子林、湖仔內、崎仔頭等七

大庄，日大正 9 年（1920）日本台灣總督府地方官改制，將下茄

苳堡、番子寮區之番子寮、牛稠埔、三界埔等三大字合併成為台

南州嘉義郡水上庄。 

      台灣光復後，於民國 35 年（1946）1 月 20 日，改為台南

縣嘉義區，水上鄉於同年 6 月 1日，劃歸嘉義市改為水上區。民

國 39 年（1950）實施地方自治，行政區域調整，改隸嘉義縣，

為水上鄉。 

圖 1-1-1 水上鄉地名

意象 圖 1-1-2 水上鄉地名簡介標示 



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        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地理地理地理地理位置及位置及位置及位置及人口組成人口組成人口組成人口組成    

一一一一、、、、家家家家鄉的地理位置鄉的地理位置鄉的地理位置鄉的地理位置    

小朋友從下面嘉義縣的行政區域圖中，你是否找到水上鄉了

呢? 

 

水上鄉位於嘉義縣的中部，其幅員東西長、南北窄。東與中

埔鄉為鄰，西與太保市、鹿草鄉接壤，北則與嘉義市毗連，南以

八掌溪及其支流頭前溪，與台南縣的白河鎮、後壁鄉為界。 

圖 1-2-2，是嘉義縣水上鄉行政區域圖，在本課中我們將透

過它來學習閱讀地圖的技能，在過程中也可以使我們更了解水上

的各種面貌喔！ 

    地圖是我們認識家鄉很重要的工具之一，透過地圖我們可以

認識到番路鄉的位置、交通道路、地形、河流、鄉內各個村落、

重要地名、鄰近的鄉鎮等等，所以就讓我們先來認識地圖吧！ 

圖 1-2-1 嘉義縣行政區域圖 



 

 

    地圖的左下角，有一個方格，裡面是將圖畫中大家公認的加

以簡化成符號，每個符號都代表著一個意義，了解它可以幫助我

們瞭解地圖的內容，我們稱之為「圖例」。例如： 

道路的符號有： 

 

 

 

 

 

 

 

 

界線的符號有： 

 

 

圖 1-2-2  水上鄉行政區域圖 



重要機關及其他的符號有： 

 

 

 

 

 

 

 

 

 

 

    我們在看地圖的時候，可以隨時對照及查閱圖例所代表

的意思，如此一來便可以很快掌握這個鄉鎮的種種特性喔。 

 

二二二二、、、、家鄉的交通家鄉的交通家鄉的交通家鄉的交通    

    水上鄉交通網四通八達，自東西快速道路及南二高通車後更

加方便。在路運方面有中山高速公路、縱貫公路、縱貫鐵路及各

省道、縣道、鄉道等貫穿全境，空運以往有嘉義水上機場，但目

前已無航空公司營運。主要聯外道路有縱貫公路（台一線），通

往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嘉朴公路（168 線縣道），東接

台一線，並為中山高速公路水上交流道之聯絡道，而西端則通往

太保、縣治所在地、六腳、朴子、東石與布袋等鄉鎮，不僅為本

鄉東西向之重要聯絡道路，亦為嘉義縣目前最主要的東西向聯絡

道路。163 縣道北端可通往嘉義市，路經之寬士村、民生村，與



嘉義市仳鄰，亦通往鹿草、朴子、義竹、布袋及台南縣，鹽水、

學甲等鄉鎮。另有縱貫鐵路（水上、南靖等兩個車站）通往各地。 

    水上鄉之大眾運輸除鐵路擔負一部份之功能外，公路方面目

前有嘉義客運以及嘉義縣公車處等兩家經營汽車客運業務。其中

嘉義縣公車之嘉義－布袋線、嘉義－朴子線以及嘉義客運嘉義—

鹽水線、嘉義—朴子線、嘉義—布袋線、嘉義—塭港線、嘉義—

樹林頭線皆有在本鄉設站停靠。  

 

圖 1-2-3 水上鄉交通運輸圖 



三三三三、、、、家鄉的村里家鄉的村里家鄉的村里家鄉的村里及人口組成及人口組成及人口組成及人口組成    

水上鄉是嘉南平原八掌溪畔的典型農村聚落，總面積約

69.1198 平方公里，共有 26 個村，居民大多為閩南族群。其各村

在本鄉的地理位置如下圖： 

 

 

根據目前水上鄉戶政事務所的統計資料顯示（100 年 11

月），水上鄉總人口為 51,809 人，男性人口 26,728 人，女性人

口 25,081 人。目前全鄉人口中以寬士村人口最多為 4,588 人，

以回歸村人口數最少為 517 人。依據嘉義縣政府人口統計資料顯

示，本鄉 65 歲以上人口數約 7,007 人，佔總人口數 14％；在全

縣 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的情形下，本鄉也不例外。

  圖 1-3-1  水上鄉各村分布圖 



第二單元第二單元第二單元第二單元        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        家鄉的自然家鄉的自然家鄉的自然家鄉的自然景觀景觀景觀景觀    

一一一一、、、、地表特徵地表特徵地表特徵地表特徵    

水上鄉位於嘉南平原與嘉義丘陵兩地形區的接觸地帶，故具

有此兩種地形景觀。全境地勢西高東低，除了東緣的牛稠埔、三

界埔地區，部分屬於丘陵地區之外，其餘為平原地形。一般海拔

高度介於 20〜40 公尺，最高點為東南方牛稠埔的尖山，海拔高

度 201 公尺。 

 

 

 

 

二二二二、、、、氣候概況氣候概況氣候概況氣候概況：：：：    

因為有北回歸線通過本鄉的北部，所以大部分是熱帶氣候，

冬季乾冷，夏季溼熱，為本鄉的氣候特徵，常年平均溫以 7月份

最高，元月份最低。降雨量方面，雨季多集中在 5-9 月份，其中

因受梅雨鋒面、颱風及對流旺盛影響，6-8 月為降水的高峰。 

圖 2-1-1 嘉義縣地形圖 



表 2-1-1：嘉義月平均溫度                 單位：攝氏度 

地名地名地名地名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 

嘉義 16.5 17.3 19.7 23.0 25.8 27.8 28.6 28.2 27.0 24.5 21.3 17.7 23.1 1981-2010 

表 2-1-2：嘉義月平均雨量                 單位：毫米 

地名地名地名地名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月月月月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月月月月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統計期間 

嘉義 23.6 57.4 63.4 103.0 176.2 314.0 369.9 380.2 222.6 27.5 15.2 21.3 1774.3 1981-2010 

    

三三三三、、、、水文條件水文條件水文條件水文條件：：：：    

本鄉的地表天然水流，最主要為八掌溪，發源於阿里山脈的

奮起湖，流經嘉義縣、嘉義市至台南縣北門鄉注入台灣海峽。其

支流赤蘭溪流經本鄉和中埔鄉交界處，和西部的嘉南大圳充分供

應本鄉農業用水，水源充沛。 

 

    

    圖 2-1-2 八掌溪義渡紀念碑 

圖 2-1-3 八掌溪 



四四四四、、、、土土土土地利用地利用地利用地利用    

    本鄉位在嘉南平原的中央地帶，土讓肥沃，水源充沛，大部

分農作物皆適合種植，因此本鄉農耕地的面積佔全鄉總面積一半

以上。 

在都市土地使用的編定上，水

上及北回兩區面積最大的均是農業

區，其餘則為住宅、工商及公共設

施用地。    
圖 2-1-4 嘉南平原農田 



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        家鄉的人文景觀家鄉的人文景觀家鄉的人文景觀家鄉的人文景觀    

    水上鄉為我們服務的機關主要集中於位於水上村， 

一一一一、、、、為我們服務的機關為我們服務的機關為我們服務的機關為我們服務的機關〜〜〜〜水上鄉水上鄉水上鄉水上鄉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名稱及聯絡方式名稱及聯絡方式名稱及聯絡方式名稱及聯絡方式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單位地址單位地址單位地址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單位電話單位電話單位電話    

水上鄉公所 水上村正義路 141 號 2682406   

水上鄉民代表會 水上村正義路 143 號 2682074 

水上鄉農會 粗溪村 5鄰中興路 560 號 2682010 

水上鄉戶政事務所 水上村 2鄰市政街 31 巷

23 號 

2682354 

水上鄉衛生所 水上村正義路 145 號 2682059 

水上分局 水頭村中興路 528 號 2682025 

水上消防隊 水頭村中興路 522 號 2682380 

水上郵局 水頭村中興路 356 號 2682140 

水上電信局 水頭村中正路 49 號 2448441 

水上鄉立圖書館 柳林村 80 之 1 號 2681066 



  

水上鄉公所：與鄉民最密切的機

關，家鄉的大小建設工程、道路維

護、路燈修理、災害救助與救濟、

垃圾清理、全民健保、低收入戶業

務等各項證明……，都是鄉公所的

服務項目。 

水上鄉農會：除了存款、放款的功能

之外，農會也代收繳水、電、瓦斯、

電話費，代收各項稅款，其供銷部也

有販賣許多農產特品。 

 

水上戶政事務所：舉凡民眾的身分

登記、遷徙、更正、改名、身分證

核發、門牌業務、戶籍謄本核發等

資料核發都是它的服務範圍。 

水上鄉衛生所：提供鄉民：醫療門

診、流感疫苗接種、衛生教育、優生

保健、家庭計畫宣導……等服務。 

 



  

水上分局：維護社會治安、保護民

眾安全偵辦各項案件是他們首要

任務，另外也常進行各項宣導，例

如：交通安全、婦幼安全、犯罪預

防等宣導，另外如果民眾舉家外出

也可以請警察加強巡邏。 

水上消防隊：除了火災滅火以外，其

他風災、震災、水災等各種災害的搶

救，都可以看到消防人員的身影，另

外如果有緊急傷病患需要救護、拆除

蜂窩、抓蛇等事件，都可以通知消防

人員前來處理。 

  

水上郵局：民眾寄信及貨物，或是

存款及匯款的機構，外面還有自動

櫃員機，讓民眾在郵局下班或休假

期間仍然可以提款和轉帳。 

水上電信局：市內電話、公用電話、

手機通訊、網路服務等相關業務，都

可以到電信局辦理。 

 



  

水上鄉立圖書館：明亮舒適的空

間，歡迎民眾前往看書與借書，主

要業務有：一般書借閱、辦理讀書

證、視聽資料借閱，讀者免費上網

等。 

水上地政事務所：包括土地、建物登

記謄本、地籍圖謄本核發、建物測量

成果圖謄本、地價謄本、登記異動索

引謄本、建物門牌查詢等項目。 

    這些機關，跟我們有著密切的關係。知道他們的位置及電

話，在我們需要或有事時，都可以打電話或親自前往尋求協助。 



二二二二、、、、家鄉的鄉賢人物家鄉的鄉賢人物家鄉的鄉賢人物家鄉的鄉賢人物    

在部分文獻資料以及訪問地方人士的結果中，在水上鄉的名

列經傳或較具有貢獻的鄉土人物有，鄭春風、曾老吸等人。 

（（（（一一一一））））    熱心奉獻的熱心奉獻的熱心奉獻的熱心奉獻的鄉賢人物鄉賢人物鄉賢人物鄉賢人物----鄭春風鄭春風鄭春風鄭春風    

    賴海濱著《民 91 水上鄉誌草誌》描述鄭春風的生平，他是

嘉義縣水上鄉三合村頂寮人，生於西元 1905 年 2 月 23 日，卒於

西元 1965 年。《民 89 年嘉義縣史料》：嘉居生活平時以耕農為主，

閒暇時以研究四書五經為主要興趣。 

    日治時期以及台灣光復後，在水上鄉三和村、下寮村、塗溝

村、新埤國小等地傳授漢學，講授四書五經，造就各方人才無數；

他使用寺廟、公厝當教室，以紅硃筆批改作業，字字斟酌，教學

態度認真。他的學生年齡不限，老少皆有，授業時間也沒有年限。 

（（（（二二二二））））    熱心奉獻的鄉賢人物熱心奉獻的鄉賢人物熱心奉獻的鄉賢人物熱心奉獻的鄉賢人物----曾老吸曾老吸曾老吸曾老吸    

曾老吸，日大正 2 年（1913）出生於本鄉外溪洲。先後畢業

於水上國校、嘉義商工補習學校。曾服務於本鄉南靖郵便局、水

上庄役所（鄉公所前身）、嘉義郡役所（縣政府前身）。台灣光復

後，經商致富。 

      氏熱心公益，樂善好施。民國 72 年（1983）感念水上國

小母校培育之恩，捐建圖書館。時逢李登輝前總統蒞臨母校 80



周年校慶，感其義舉，命名為曾老吸圖書館。 

 

 

民國 78 年（1989）再捐贈 1500 萬元，協助嘉義縣政府改建

第六代的北回歸線標誌（地標館）及北回歸線公園。嘉義市的老

吸街，也因其善行而命名紀念之。 

2-2-1 曾老吸圖書館現貌 



三三三三、、、、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古蹟遺址古蹟遺址古蹟遺址古蹟遺址    

    水上鄉的古蹟遺址顏思齊墓。根據

記載，顏思齊字振泉，福建省海澄人。

明朝天啟四年（西元 1624 年）與鄭芝

龍等人謀覆日本德川幕府事洩，率義士十三船避至台灣笨港，一

面平撫土番，一面保護漢人開墾，未幾漳泉居民陸續抵台。來台

僅一年即在天啟五年（西元 1625 年）九月率眾人入諸羅山行獵，

不幸感染傷寒病逝，葬於水上鄉牛稠埔（今南鄉村）三零七號地。 

    水上鄉牛稠埔 307 地號的顏思齊墓，因地處南鄉村偏僻山

嶺，又是台南縣內角營區的軍方管制區內，長期乏人管理，以致

淪為荒煙蔓草。墓園更因年久失修，在風吹、日曬、雨淋的侵蝕

下，墓碑上因自然風化已看不到任何明顯字跡可供辨識考據，只

留下一道傳說中的「劍痕」，因此多年來一直爭議不斷。2006 年

發生「顏思齊墓」遭破壞及盜墓事件，嘉義縣文化局隨即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17 條，先認定其為暫定古蹟，經與軍方會勘、協

調，在不影響軍事管制且報請總部核備後全力協助該墓的安全維

護。且將邀請對顏思齊史蹟及墓園有研究之專家學者，並參考地

方耆老論述，再次針對各方所提供資料進行「顏思齊墓」的考證

確認，期能進一步釐清史證、維護重要文化資產。 



第三單元第三單元第三單元第三單元        家鄉的特色家鄉的特色家鄉的特色家鄉的特色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課課課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的產業的產業的產業的產業    

水上鄉全鄉土地總面積 69.1198 平方公里，農業耕地面積佔

48.6726，包括水田 31.9447 平方公里，旱田 16.7279 平方公里，

全境以台一線公路分成東西兩部分，北部為水上機場連接嘉義

市，南鄰八掌溪與台南縣相隔。以下就三級產業分別介紹水上鄉

的產業。 

 

一一一一、、、、一級產業一級產業一級產業一級產業    

（一）農業：目前水上鄉一級產業人口為約 1 萬 5 千人，

佔全鄉總就業人口約 58％，而臺灣地區之一級產業人口佔全省總

就業人口約 23％，可見水上鄉在一級產業人口比重遠高於臺灣

省。  

在農業方面，全鄉土地總面積約 69 平方公里，因境內以平原為

圖 3-1-1 水上鄉鄉村聚落 



主，因此農業耕地面積佔全鄉土地面積達約 70％，其中水田佔耕

地約 66％，旱田約 34％。鄉內稻米有不錯之產量，其他特產主

要有仙草、柑橘、木瓜及瓜果蔬菜類等。 

（二）漁業：漁業則都為兼業之內陸養殖。 

（三）林業、畜牧業：全部林業 4.3240 平方公里，公私有

林皆未開發，成為荒蕪林產，其中部分開墾種植果樹，竹筍等作

物。畜牧業則以養豬、乳牛、羊、雞、鴨等飼養為主，並由水上

鄉農會代為辦理毛豬運銷等多元化經營。 

二二二二、、、、二三級產業二三級產業二三級產業二三級產業    

目前水上鄉二級產業人口為 3 千多人，佔總就業人口之約 

15％；而臺灣省之二級產業人口為全省就業人口約 37％，可見目

前本鄉之二級產業人口比重遠小於臺灣省。工業之發展以金屬製

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木竹製品製造業等為

主。 

另外水上的商店街主要分布在水上村正義路和中興路上，媽

祖廟前的中和路和正義路交會口，附近兩側是老街區核心，設一

公有市場，因此自鄉公所以東的正義路段，商店最集中也最多。

中興路兩側是道路拓寬後的新商店街區，雖然店家較少，但有郵

局和台南企銀的金融機構，提通做為基本部門的服務機能。 



三、家鄉的作物 

本鄉東部為旱地與山坡地，盛產果樹及什作為主，西部水源

豐富，以種水稻為主，有玉米、甘蔗及高經濟作物。在地景上除

了是一大片的水稻田之外，還擁有許多農業特色，如中庄的蓮

花、大崙塗溝的蕃茄以及南鄉的柳丁等等。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認

識鄉內較為盛行的作物吧！ 

（一）蓮子：蓮之味甘，氣溫而性澀，稟清芳之氣，得稼穡之味，

乃脾之果也，蓮子的功能不僅僅可以運用在食物上。 

水上鄉農會為增加農民收益，並因應加入 WTO 後對地方農業

帶來之衝擊，每年向產銷班農民收購蓮藕粉、蓮花香茶，經加工

包裝，建立自己的「水上蓮」品牌。推出的蓮香製品包括乳液、

香皂、面膜、蓮子茶、香水蓮花茶、荷葉苗條茶等，送禮好看、

美觀大方。 

（二）甘蔗：製糖用的白甘蔗，莖皮呈青白色，水分少而甜度高；

我們常吃的紅甘蔗，莖皮呈深紫色，水分多而糖分低。甘蔗園產

於熱帶地區，台灣全年都有種植，但以冬季十月至十二月為盛產

期。 

（三）馬鈴薯：南和村種植的馬鈴薯遠近馳名，在冬春之季是盛

產期，它的維生素 C 不會被高溫破壞，是營養價值極高的食物。 



（四）小蕃茄：水上鄉栽培方式屬半停心型，果實風味與聖女相

似，但耐番茄黃葉捲曲病毒病及具高耐熱性，己成為夏季主要栽

培品種。 

（五）甜玉米：玉米果穗質地鮮嫩，富含營養，香甜可口，老少

咸宜，除可供鮮食及日常三餐菜餚外，亦做為製罐及冷凍加工之

原料，深受一般消費者喜愛，又其生育期短，易配合輪作，農民

競相栽培，是甚具發展潛力的作物之一。 

（六）仙草：多數農民均將仙草種於山坡地果園下或菜園邊以副

產物方式生產，到了 60-70 年間台南縣仙草埔、白河及嘉義縣水

上、中埔、竹崎等地開始有較集約栽培，以供應全省需要。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課課課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的的的的風景名勝風景名勝風景名勝風景名勝    

一一一一、、、、北回歸線北回歸線北回歸線北回歸線    

     世界上有北回歸線經過的

國家共有 16 國，臺灣是其中之

一。臺灣有兩個地方設有地標，

一處在嘉義縣水上鄉，一處在花

蓮縣瑞穗鄉。其中又 

以嘉義縣水上鄉北回歸線標誌最具規模，亦是舉世最早建標的地

方。園區有入口太陽廣場、九大行星戲水區、時光軌跡、綠色隧

道、星座區、古天文步道、古天文區、歷代標展示區、北回歸線

太陽館與北回意象標線。另外，配合熱帶和亞熱帶代表性的植栽

樹種選擇，以及省道上明確劃分熱帶和亞熱帶區隔的意象標線，

完整而清楚的呈現北回歸線的天文地理象徵。 

     第六代的北回歸線標誌—地標館—於 1995 年興建完成，外

型建築特徵有如太空梭，內部則為天文主題館。館內配置方面，

目前共有五個樓層，一樓為天文教育中心；二、三、四樓規劃為

天文教室；五樓則是太陽主題展覽館。民眾至北回公園太陽館參

觀時，可上四樓的圓形展覽廳，以架設的 16 台口徑 9公分的天

文望遠鏡，眺望嘉南平原四週美麗地貌景觀。 

圖 3-2-1 北回歸線現貌 



 

第一代 1908 第二代 1921 第三代 1923 第四代 1964 

第五代 1968 
第六代 1995 

圖 3-2-2 歷代北回歸線標誌 

圖 3-2-3 

北回意象地標：於台一線以鋼拱跨越『北回歸線』之意象。

使開車經過的民眾，明顯感受到通過了北回歸線。 



二二二二、、、、南靖糖廠南靖糖廠南靖糖廠南靖糖廠    

     光復初期，糖是台灣主要產業之一，也是台灣主要的輸出

品，當時三大糖廠之一的南靖糖廠，即設在嘉義縣水上鄉境內。

由日本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於民國前四年建立，有製糖工廠一座，

每日可壓榨甘蔗 3,200 公噸，年產特級砂糖 20,000 公噸，伴隨

著糖業的蓬勃發展，水上曾因此一度繁華，可惜糖業沒落後，風

光不再。然而儘管製糖已失去市場競爭力，但是南靖糖廠沒有因

此關閉，反而積極轉型，朝多元化方向經營發展，除原有之「甘

蔗製糖」、「養豬」事業朝向機械化的耕種及專人管理外，並發展

多項轉型事業，其中蝴蝶蘭產業之經營，已在國際之間建立極佳

之口碑。 

    另外糖廠園區規劃了現代化的休閒賣場、花卉展展售區、兒

童休閒遊樂區、南靖糖廠休閒廣場、台灣糖業文物館等不同區

域，提供民眾休閒娛樂的場所。來到南靖糖廠，除了品嚐冰品外，

更可好好感受它的歷史蛻變，大樹成蔭、老式建築與甘蔗台車

等，別有一番懷舊風情。 

 
圖 3-2-4  南靖糖廠現貌 



三、頂塗溝蝴蝶村 

    位於嘉義縣水上鄉與太保市的交界，塗溝村由頂塗溝及下塗

溝兩部落組成，是個典型人口外流的農村，僅存老人與小孩的社

區。近年來，政府大力推行社區總體營造，佐以地方人士的覺醒，

頂塗溝社區於 1998 年開始進行社區營造。 

包括重整村內環境，整治水溝，種植水蠟燭，改善原本髒臭雜草

叢生的排水溝，變成有著生態蹤跡的清水溪，更種植唐棉、馬櫻

丹美化環境。意外出現樺斑蝶，由於唐棉樹又稱蝴蝶樹，唐棉的

花朵會分泌甜甜的蜜汁，可提供蝴蝶所需食物，所以吸引了蝴蝶

造訪頂塗溝，村民因此決定大量栽種唐棉以復育蝴蝶。在媒體的

報導下，「蝴蝶村」的美名也不脛而走。 

2006 年，社區獲得信義房屋社區一家

95 年度贊助，以及林務局社區林業補

助，將針對穿越頂、下塗溝兩部落間

的台糖鐵枝路 1.8 公里，進行綠帶生

態教育公園之營造，串連兩部落間的

環村「蝶戀花步道」，並進行「飛躍蝴蝶之精神形象標誌」，讓社

區更具多元文化生態、休憩運動教育的功能，也希望提供民眾更

好的假日休閒去處。 



四、南靖火車站 

南靖火車站於 1901 年 4 月 20

日設站水上鄉水掘頭(現水上站)，

1910 年配合南靖糖廠設廠運糖業

務，將車站遷移現址，1920 年改稱

水上站，1941 年 12 月大地震時站

房倒塌，1943 年改建竣工，本站改稱南靖站。 

南靖火車站於 1942 年以水泥建造，正門向內縮，右邊廁所

的造形與站房搭配，相當有趣。站內候車室，皆為木造，售票口、

座椅乃至窗戶等木造製品，歷經時光的洗禮，顯得古色古香。車

站內廣闊的站場更訴說著從前光榮的歷史。但如今糖業盛景不

再，糖廠小火車早已停擺，改用汽車運輸。 

水上鄉當年的繁榮，可從「一個鄉有三個車站」得知，由於

南靖糖廠興盛的業務，讓水上火車站吃緊，而加蓋南靖火車站，

以舒緩水上火車站的問題。隨後北迴礦場的開挖，為解決運輸業

務的需求，再增建北迴車站，繁華情景不難想像。 

南靖車站是見證糖業興衰的老車站，更是嘉義縣縱貫鐵路唯

一還保存原貌的車站，迷人的懷舊魅力，值得前往一探究竟。 

 

圖 3-2-4  南靖車站現貌 



五、大崙社區 

大崙社區位於

中山高速公路水上

交流道嘉朴公路西

側，即水上交流道

下接嘉朴公路（168

線縣道）往嘉義縣

政府方向 500 公尺

處，屬於都會型與傳統農村聚落間的中間型農村社區。 

社區環境景觀方面，社區義工利用舊時水利不發達時期農村

必備灌溉設施的「儲水池」，加以設計 DIY 施作，成為優美的社

區苗圃花園及大崙 3 號環保公園。 

「大崙 3號環保公園」，以生態工法為主，營造空間除休憩

涼亭及環保生態鋪面之外，同時配置廚餘堆肥槽，示範家庭式有

機堆肥製作方式，期望整體空間能發揮寓教於樂的功能。 

    另外，「大崙蔗埕公園」亦是大崙社區重要景觀特色之一，「蔗

埕」即甘蔗轉運站，在台灣糖業文化的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早

年台糖「五分仔」小火車要將原料甘蔗送往南靖糖廠，途經大崙

村，遂闢設大崙蔗埕，後因糖業沒落而廢棄。民國 93 年採用生



態工法、社區參與及雇工購料等方式，清理出掩埋 20 餘年的軌

道，重新建造標準的五分車月台，完成生態空間綠化及視覺美化

工作，同時修護一座罕見的腳踏汲水器，而為呈現「蔗埕」歷史，

特地向台糖買回「原料甘蔗車」及「糖蜜車」，放置在蔗埕公園，

這個綠意盎然、生態豐富、兼具空間再生與文化復興意涵的蔗埕

文化空間，為嘉義縣平原增添一處佔地一千二百坪、多功能性的

社區休憩公園。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課課課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    

一、璿宿上天宮 （水上媽祖廟） 

     璿宿上天宮主祀媽祖，乃是

湄洲顏思齊於二百多年前，由湄

洲二媽金身敦請而來。相傳顏氏

在水上地區召集民眾，廣釋媽祖

神通廣大，凡移民欲裝船渡台者，攜其香火符，皆能保佑平安抵

台。有鑑於此，顏氏更將二媽金身隨船渡台建駐笨港，而居於水

上三界埔埔尾寮開墾荒地及打獵，過著原始生活，進而指導附近

村民生產、其治安與生活狀況暫獲改善。  

    當時水堀頭街（今之水上）居民羨慕之至，乃由數位地方士

紳商議在本地籌建媽祖廟，獲致普遍響應。當建廟完成時，地方

士紳發現媽祖宮所在位置，剛巧位於 28 庄之中心地帶，宛如天

上 28 星宿在諸羅（今嘉義縣）大地綻放萬丈光芒一般，經求媽

祖聖誥後，

定名「璿宿

上天宮」。此

外，當地居

民與一般民眾普遍以「水上媽祖廟」稱之。  



二、苦竹寺 

柳子林苦竹寺座落魚嘉義縣水上鄉八掌溪北畔，相傳弟處鯉

魚吉穴。昔時茫茫荒野無人耕，八掌溪猶如由龍盤繞於前，地靈

水秀，神聖之地，何處之有！溯苦竹寺由來，歷代先民口語相傳，

明末鄭成功來台時，有一沙彌自大陸東渡來台，為保渡海順利平

安，奉請善才、蓮女神像各一尊同行。來台後在此築一草蘆奉祀

朝拜。其間歷經盜匪動亂，庄民祈求神佛保佑，幸未遭受其禍，

得以安居樂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