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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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的開發，由境內一座創建於康熙年間（1683-1722）半

天岩紫雲寺推測，應該是始於明末清初，但漢人普遍移入開墾，

乃在清朝中葉以後。本鄉居民祖先多由福建、廣東遷徙來此，故

漢族人多，且大多說閩南語。 

明朝鄭成功來台以後，山地同胞漸漸遷入阿里山鄉之達邦、

樂野、山美等地居住，山胞至平地易貨多經由番路鄉之龍美、瀨

頭。而早期稱原住民為「番仔」，番路鄉因位於諸羅縣城（嘉義市）

通往阿里山鄒族達邦大社（原住民居住地）易貨必經之要道，故

當時定名為「蕃仔路」；也就是原住民「番」社要「路」，因此得

名「番路」。 

其中的觸口，就

有一種說法即是觸

口是原住民與平地

人接觸的一個山

口，因此得名。 

日據時期，日本人實施地方制度大改正並簡化地名，「番路仔」

3個字省略為「番路」，隸稱台南州嘉義郡番路庄，民國 39 年改制

稱名嘉義縣番路鄉至今。

   圖 1-1-1 昔日觸口街景 

   圖 1-1-2 今日觸口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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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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找到番路鄉了

呢? 

 

 

 

 

 

 

番路鄉位於嘉義縣的東方，東接阿里山鄉，北鄰竹崎鄉，西

與嘉義市相連，西南隔八掌溪是本鄉與中埔鄉分界溪、南與大埔

鄉為鄰。 

    圖 1-2-2，是嘉義縣番路鄉行政區域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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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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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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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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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番路鄉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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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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主要聯外道路有東西向的台 18 線省道及 159 甲線縣

道，南北向的台 3 線省道及 159 縣道。 

台 18 線省道-由嘉義後庄、中埔吳鳳廟經由本鄉觸口至阿里山

全長 70 公里，沿線景觀秀麗，是南部嘉義地區觀光勝地。 

台 3線省道-自竹崎南下，經本鄉到中埔、大埔，通往台南縣

玉井，是嘉雲地區通往曾文水庫要道。鄉內有縣道 159 甲線經過，

由嘉義經本鄉可直往阿里山；縣道 159 線。 

    本鄉在大眾運輸系統交通工具方面，目前經營客運路線的汽

車客運公司有嘉義客運及嘉義縣公車處等二家。嘉義客運在本鄉

則僅停靠五虎寮、牛埔仔及觸口等站，且班次不多。嘉義縣公車

則每天則有大湖線、半天岩線、埔尾線等行經本鄉之番路村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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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岩；另有達邦、奮起湖、阿里山線等通往本鄉觸口、龍美、隙

頂等地區。嘉義縣公車每天約有 8-9 班次行經本鄉，可說是本鄉

最主要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雖然與都會區相較之下並非十分便

利，但也帶給了需要的民眾及學童們很大的方便性喔。 

圖 1-2-3  番路鄉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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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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是嘉南平原八掌溪畔的典型農村聚落，總面積約

117.53 平方公里，共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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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目前番路鄉戶政事務所的統計資料顯示（99 年 1 月），番

路鄉總人口為 11745 人，男性人口 6376 人，女性人口 5369 人。

目前全鄉人口中以下坑村人口最多為 2263 人，以草山村人口數最

少為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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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 人，佔總人口數 1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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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小朋友想想，老年

人口比例持續升高，會對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圖 1-3-1  番路鄉各村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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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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地形家鄉的地形家鄉的地形家鄉的地形與河川與河川與河川與河川    

番路鄉地形大體而言，自東向西傾斜，高度在海拔 100～1500

公尺之間，東邊為山地，西邊為丘陵及平原區。兩地高差達 1,000

公尺之譜，境內北側海拔 500 公尺以下部份屬竹崎丘陵，東側海

拔 500 公尺以上地區屬阿里山山脈，平均坡度在 30%以上，西面之

淺山丘陵，沿溪流沿岸地帶為農業發展區，以果樹為主及村落聚

集區，東面山區主要為森林，國土保安使用。 

 

 

 

 

    主要水源為八掌溪，地處台南縣與嘉義縣交界，發源於竹崎

鄉奮起湖，屬高山峻嶺地帶，因地勢落差大，河水流速快，流經

觸口出山，於嘉義縣布袋鎮虎尾寮入海。因其本流、支流甚多，

有七八條以上，故稱之八掌溪。是台南縣與嘉義縣的縣界溪。 

    民國 66 年間政府興建仁義潭水庫，可將夏季雨量充沛時導引

圖 2-1-1 嘉義縣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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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進入仁義潭水庫，可供應嘉義市之飲用水及工業用水造福市

民頗大，但對本鄉之農林作物灌溉並無助益。 

二二二二、、、、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氣候氣候氣候氣候    

    番路鄉屬副熱帶與熱帶性氣候間之過度地帶，具高溫、多雨、

多風之氣候特徵。年平均最高溫為攝氏 28 度，平均最低溫為攝氏

19.1 度，最高溫在 8、9月溫度最高約 35.42℃，最低溫在每年 1

月上旬溫度最低約 16.16℃。 

    在降雨量部份，每月之平均降雨量差異較大，從 0至 655.9

公厘之差異，一日最大降雨量由 146.44 公厘至 10.58 公厘，平均

降雨量以 8、7、6 月份雨量最大。 

三三三三、、、、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自然景觀自然景觀自然景觀自然景觀    

由於地形的關係，番路鄉有著大自然混然天成的自然景觀，徜

徉其中，讓人心曠神怡，美不勝收，讓我們來一趟大自然之旅吧！ 

（一）瀑布風景 

    仙井瀑布：位番路鄉公田村隙頂，

傳有位道土神遊路過此地，感覺有很強

之靈氣，並以羅盤判定方向，沿山路而

下，至海拔 650 公尺處發現了這個瀑

布，瀑布底下有個深潭狀似桃子又像井，潭水碧綠深不見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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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曾以麻繩綁石捶入潭中探查，結果令人驚訝深有三十幾丈，據

道士稱曾經有五隻神龍在此修練昇天，因此此地靈氣極盛，而稱

仙井。 

    情人瀑布：情人吊橋長 76 公尺，建於民國

57 年，四周山丘綿延，

瀑布成群，風景優美，常

令青年情侶漫步其間，因

而得名情人橋。漫步橋上

可俯瞰山色，風景秀麗，是居家休閒的好去處。 

    鳳凰瀑布：以前稱「雙連泉」或「雙連潭」， 

由於地形的關係，瀑布分為上、下兩層， 

各有一潭池水，潭深不見底。 

夏季雨水充沛時，瀑布的景氣非常壯觀， 

由於瀑布分為兩層，好像鳳凰雙飛， 

故稱之。 

    大湖尖山：位於大湖村的東北方，由縣道旁入口可以順路上

山，接著走上登山步道，到達山頂，此處是大湖村中地勢最高的

地方，海拔為 1350 公尺。山頂視野遼闊，

可以眺望遠處風光，友時可以看到美麗的雲

海，大自然美景盡收眼底。 

鳳凰瀑布上層   鳳凰瀑布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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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林古道 

    二延平山、二延平古道：也是俗稱的隙頂山，又名茶林山。

二延平自然步道位於隙頂國小旁，亦可由阿里山公路旁的福德廟

旁進入，二延坪山，標高 1420 公尺，則是其的終點。沿途風景秀

麗，兩旁的日本山、竹林及附近農家的柿園、茶園，讓人沉醉於

綠色的迷宮。到達山頂視野極為廣闊，包括曾文水庫的風光，天

氣晴朗時更可遙望東石與布袋外港。在秋冬季節，雲瀑、雲海、

日落、彩霞是常見的景色。春季時，夜晚天氣清朗、星空清晰，

星象肉眼可辨，帶狀銀河時常可見，嘉南平原夜景亮麗，就在腳

下。 

 

 

 

 

 

    象山：隙頂的精神指標，高度大約

1050 公尺。從隙頂地區俯瞰下去，宛若

一頭大象，象頭、象鼻、象背皆栩栩如

生。原名叫做『銅鐘山』，當地居民傳

說在下雨、颱風前、天氣轉好或地震時，會出現大小不一的山崩

二延坪步道林相 二延平山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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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這個聲音就好像在敲鐘一樣。當然這不

是大象在打噴嚏，也不是大象在放屁。而是山上滾動的落石。聽

當地的居民說滿準的喔！不過現在已經聽不到了，可能是長期下

來鬆動的土石已經脫落的差不多了吧。也有居民說是因為近年來

文明的發達，受汽機車、及一些電機用品的的影響，當地已經沒

早期那麼的清幽，所以即使有落石也聽不到了。至於事實真相如

何也無從考證。 

（三）特殊地形景觀 

    仙韭菜大峭壁：隙坑仙韭菜大峭

壁，上下長度三百餘公尺，坡度最大將

近六、七十度，是全台最大的峭壁。放

眼看去，峭壁無邊、氣勢磅礡。對面則

是象山的鼻子，下方則是曾文溪的支流之一。仙韭菜大峭壁，傳

說曾有仙人在此種植韭菜。早期的居民常常來此地拔韭菜回去

煮。不過近年來過度的採食使得目前韭菜以不多見。 

    觸口斷層：呈東北走向，由台南那拔林附近延伸至嘉義觸口

附近，位於觸口的東方，隔八掌溪相望，造成明顯的大斷崖。斷

層東側為昇側為一逆斷層全長約 65 公里，其北延可與大尖山斷層

相接再北為車籠埔及三義斷層共計延長達約 150 公里。此區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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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地震高危險區，位在一旁的黎明國小，因

位於斷層帶附近，距離觸口斷層只有 100 公

尺，深受地震的威脅。但由於早期興建的學校

校舍極少考慮耐震問題，以致於目前全台灣國

中小學校舍的耐震能力普遍不足，因此黎明國

小於 1994 年即興建全台灣第一座防震教室，

當其他學校的校舍在 921 地震與嘉義大地震

之後倒塌損壞，其校舍卻毫髮無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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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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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為我們服務的機關主要集中於位於下坑村，小朋友請

你們說說看，這些機構幫我們做了哪些事情呢？ 

一一一一、、、、番路番路番路番路鄉的重要鄉的重要鄉的重要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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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們知道這些機構的位置嗎？並說說看這些機構提供

了我們哪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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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公所 下坑村菜公店 101 號 2591951 

番路鄉民代表會 下坑村菜公店 101 號 2591154 

番路鄉農會 下坑村菜公店 59 號 2592360 

番路鄉戶政事務所 下坑村菜公店 28 號 2591144 

番路鄉衛生所 下坑村菜公店 60 號 2591148 

番路分駐所 下坑村菜公店 27 號 2591212 

番路消防隊 下坑村菜公店 21 號 2591304 

番路郵局 下坑村菜公店 55 號 2591105 

番路電信局 下坑村菜公店3-11 號 2444401 

公路局阿里山公務段 觸口村車埕 1-5 號 2592426 

阿里山國家風景管理處 觸口村觸口 3-16 號 25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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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路鄉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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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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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各項稅款及受理學費，其購物中心也有

販賣許多當地的農產品。 

  
番路戶政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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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衛生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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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分駐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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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消防分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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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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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路郵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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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電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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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立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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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國家風景管理處：提供了有關阿里

山風景區的觀光訊息、自然地理和攝影集

錦等。觀光資源、資源維護、旅遊推廣、

服務等也是他們的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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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想想看，在什麼時候，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會利用這些單

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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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課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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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路鄉的名

列經傳或較具有貢獻的鄉土人物有，劉闊、劉傳來、林起、張添

等人，讓我們為大家來做個介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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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闊劉闊劉闊劉闊    

民國前四十四年生（清同治七年），六歲隨父親搬到番路鄉公

田定居。十二歲時，父親在山區病倒，即使四周都是盡是茂密的

叢林，險峻崎嶇的山路，毒蛇猛獸危機重重；即使他疲憊不堪、

雙腳破皮、血流不止，劉闊還是不顧自身安全，翻山越嶺的將藥

送上山給父親治病，劉闊小小年紀卻如此勇敢、孝順，真是令人

佩服。 

劉闊因為從小生活就很困苦，深知貧苦人家的痛苦，因為在

繼承父親金振山商號後，就不斷的購田、置屋、醫病，盡其所能

的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民國前十九年時，經商於原住民地區時，

得知援助民感染天花惡疾，他不顧天花的病毒劇烈的傳染性，收

留八十多名病患在家中醫治，四處遍訪名醫，並苦口婆心地規勸

病人服藥，他的耐心，愛心更是令人佩服又尊敬。 

因為治療原住民天花的事，被推舉為阿里山理番通事，為原

住民服務，輔導他們耕作種植、造橋築路，改善他們的生活。在

擔任保正（村長）、庄長（鄉長）、街庄協議員（鄉民代表）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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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期間，致力開發阿里山地區，協建吳鳳廟，開拓番路山道，架

鐵線橋（天長、地久橋的前身），對地方極具奉獻，為後人所敬重。 

二二二二、、、、妙手仁心的眼科醫生妙手仁心的眼科醫生妙手仁心的眼科醫生妙手仁心的眼科醫生----劉傳來劉傳來劉傳來劉傳來    

    劉傳來（1900-1985）生於嘉義縣番路鄉，

劉闊之三子。畢業於臺北醫學校，又留校於研

究科進修，學成之後自願到澎湖醫院當眼科主

任。專研各種眼疾病例，之後並進入日本醫學

專科學校進修。民國 15 年由日本返台在嘉義

市中正路開設「振山眼科醫院」，由於醫術精湛，每日求醫的人數

達到四百名以上，其眼科病患開刀人數，曾被來台日籍眼科專家

評為全台私人眼科醫院之冠。劉傳來先生在民國 29 年進入台大茂

木教授眼科研究室，以「高山族近視之研究」榮獲醫學博士，後

來又發表「由寄生蟲誘發之眼疾」論文，引起日本醫學界的注意。 

  劉先生除了從事醫療工作外，更熱心公益，日治時代他曾連

任二屆嘉義市議員，常為民眾權益仗義直言。台灣光復後，先後

任職嘉義農林學校首任代理校長、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參議員，

從政十餘年，非但為民喉舌，更竭力為地方謀福利，盡心協助興

建公益事業，改善農村生活及糧食政策等。劉傳來先生一生造福

地方，在醫學界、政治界、教育界所留下來的良好典範與事蹟，

值得大家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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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課課課課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的藝術家的藝術家的藝術家的藝術家    

    在我們番路這個「庄腳所在」，引藏了不少優秀的藝術家，各

位小朋友你們可要見賢思齊，將來要和他們一樣有一番成就喔。 

    首先介紹石猴雕刻藝術家郭拓先生。觸口因斷層緣故，早期

滿山遍也都有海膽化石的蹤跡，利用海膽化石上面空白的部份雕

刻成猴子的形狀，增添不同的美感。當地郭秋松、郭文雄、郭拓

父子三人醉心於猴雕世界，是有名的石雕藝術家。郭拓從嘉義高

工電子科畢業，二十九歲時踏上父親的腳步，進入公賣局嘉義酒

場服務，在緊鄰著於八掌溪畔的觸口村成立石雕工作室，做一位

公務員兼業餘石雕家。多年來，郭拓雕琢的技術與日俱增，時常

受邀參展，其作品更多次榮獲「桃城美猴王」的得主，多年來對

猴群觀察仔細，作品中不難看出猴子活潑、生動栩栩如生的表情，

不管是刻畫母猴的「親情」或含有寓意的彫刻創作，令人看了都

會忍不住想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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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手工煙斗雕刻藝術家陳建榮先生。提到隙頂，內行人

都知道「阿榮的店」，湛藍色的小巧建築，搭配庭院裡大大的鮮

黃色圓型雕塑，色感與比例都相當醒目。老闆阿榮阿高中美工科

畢業，退伍後以從事原木藝品及大型相機製作、手作木工都有別

於市售商品，空閒之暇喜愛攝影及個人創作。 

    隨著當地休閒農業的發展，除了木工手作外，開始了另一行

業的發展，親自經營民宿，家中的一草一木也是不假他人之手，

不但如此也學會了一手煮咖啡的好手藝。直到近幾年，對喜好手

作木工的阿榮，打造了台灣罕見的手工創作煙斗，每一支煙斗各

具獨特風格，煙斗的精工近乎完美，深受不少收藏家的熱愛與讚

許，也讓典藏者擁有屬於自己的煙斗。老闆用原木和石材做出各

種藝術品，從最早的茶盤，到現在的煙斗，已經是隙頂的另一塊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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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課課課課        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家鄉的特殊建築特殊建築特殊建築特殊建築    

    正德寺：原為內甕村信仰中心，主祀觀世音萻薩，距今將近

250 年，因興建水庫而遷建於現址江西村頂角仔，由地方人士乃集

資完成佛祖指示建廟；寺旁的石頭公為民俗信仰自然神祇，非常

靈驗信徒遍及全台，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日為石頭公誕辰；農曆十

一月十九日為廟會節日。 

    南華大學環境藝術研究所研究生陳柏濡，在進行「傳統聚落

形成」田野調查時，發現這有趣的另類宗教建築架構，就是把國

旗直接鑲嵌在廟堂建築物中，從事田野調查多年的陳柏濡表示：

台灣由於歷經數次被殖民的痛苦經驗，民眾常會運用廟宇建築疏

發壓抑情緒，例如，把洋人雕刻在廟簷之下，即所謂的「憨番抬

廟角」，是比較常見的，但是把國旗直接納入，則還是第一次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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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炭窯遺跡：位於隙頂國小後山（茶林山），相傳有一百多年

的歷史。木炭是先民初來隙頂的主要經

濟產業之ㄧ，後來漸漸的被其他產業所

取代。隙頂地只剩兩個殘缺的木炭窯，

其中以國小後山的比較完整。當初朱芳

源先生為了保護這古蹟，特地在其上方種植了茶樹，成了今天的

風貌。 

造紙槽遺跡：在民國 50 年左右興起了新產業-造紙業，用以製成

冥紙、衛生紙等，當時的造紙寮和一大片的麻竹林隨處可見，規

模甚大，從龍頭到隙頂約有三十四甲的竹林。居民往往在村落的

中心且水源豐富的地方搭建造紙寮，由山上砍下竹子托去造紙

寮。所製造出的紙為粗紙，粗紙為只輾過一次纖維較粗的紙，做

好的粗紙則挑到山下觸口去販賣；而當時石輪的製作需要二十個

工作天才能完成，可見其體積之龐大，而石輪的材質是越堅硬越

好，最好是花崗岩。 

 

   造紙用的大石輪 造紙槽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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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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路鄉的產業型態主要以農業為主，因地形多為山坡地，坡度

低的大多數開墾為果園、茶葉區，但近年來農業經濟衰退，為促

進地方繁榮，目前正積極開發觀光資源，發展觀光事業。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認識鄉內較為盛行的作物吧！ 

一一一一、、、、農產植物農產植物農產植物農產植物、、、、花卉花卉花卉花卉    

    檳榔樹：檳榔是本省特產之一，俗稱「青仔」，是一種翠綠色

的果實，本省中南部生產最盛。一般說來，榔樹的壽命有六、七

十年左右，其中以第十五年到三十五年是成熟期，每年農曆三至

六月、六至九月、九至十二月皆為生產期，其中以九月至十二月

時產量最多，品質最好。外形酷似椰子樹，同是通直樹幹、葉如

鳳尾，幹上還有輪狀環紋。其花呈肉穗花序，自葉鞘下部抽出、

單性，雌雄同株，雄花白色具有香，馥郁撲鼻。 

    蘭花：蘭科植物為世界演化先進的開花植物之一，花形優美，

結構精巧，色澤縯紛，香味濃郁，為最富觀賞價值的植物。  

大部份的蘭花喜歡溫暖、濕潤、通風、排水良好及有散射光線的

環境，而森林氣候濕潤，雨量較多，因此熱帶雨林是蘭花最佳藏

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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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蓮花：石蓮花狀似蓮花而有其名，另又形似風車，故又名

『風車草』，也因蓮花為佛教界之蓮台佛座，還有『神明草』之稱。

石蓮花最大的特點在於性頗溫和，微偏涼但不寒，無毒性及副作

用，可單味使用，目前市面上，石蓮花汁也成了很受歡迎的飲料。

其栽培要訣需用排水良好的砂土種植，不可過於潮濕，為極佳之

盆栽要務。 

二二二二、、、、農產水果農產水果農產水果農產水果    

    柿子：番路鄉柿子產量佔全台所有產量的 75％，種植面積約

2,300 公頃。每逢秋季時分，黃澄油亮的柿子纍纍垂掛在一棵棵的

柿子樹上，遠遠望去，相當可觀。有水柿及甜柿兩種，以水柿產

量較多、品質較佳，其種類以牛心柿、四周柿為主；牛心柿經脫

澀後，因為吃起來口感脆甜，因而稱為『脆柿』，九、十月採收，

採收後須浸泡在石灰水中三到五天，以去除澀味，所以又稱『浸

柿』。未經脫澀的柿子可以製成柿餅。而四周柿經催熟後就成為紅

柿，吃起來軟軟的，外皮是紅色，所以一般俗稱紅柿。  

    龍眼：因為海拔較高，龍眼的盛產期較平地為晚，約八、九

月，除了可以賣新鮮的龍眼外，也可以製作成龍眼乾銷售。而龍

眼干肉是國人的滋補聖品，番路鄉年產 5000 公斤以上的龍眼干

果，是埔尾居民重要的農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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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蘿蜜：波羅又稱波羅蜜是熱帶大型水果之一，果肉美味可

口、甜美多汁。肉質萼包裏的種子富含澱粉，亦可煮食。廣東與

海南常見。其一大特色為種植在茶園間。 

    香蕉：香蕉為芭蕉科，外表高大常被人稱為香蕉樹，其實是

葉鞘包圍成的假莖。品種可分為生食、熟食，台灣栽培的品種大

都是仙人蕉。香蕉曾為台灣賺取不少外匯的水果，目前雖已不再

大量外銷，但在本省水果市場中仍佔有一席之地，從它美觀的外

表，芬芳的氣味，是受人喜歡的原因之一。早期台鳳農場在內甕、

新福曾有大量栽培，目前只剩部份農家有香蕉果園，產品以內銷

為主。 

三三三三、、、、農產蔬菜農產蔬菜農產蔬菜農產蔬菜    

    高山蔬菜：公田地區因地處山地、冷溼地區，有著充足水源

的優勢再加上氣候較冷，故所種植的高麗菜、豌豆、龍鬚菜等高

山蔬菜，口感清脆香甜，細嫩可口，銷往北部市場大盤商，深受

老饕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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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蘇：台灣山蘇俗名鳥巢蕨、巢蕨、歪頭菜等。最早為原住

民開始採食，現在已成為普遍食用具鄉土特色的野土食用蘇菜。

性喜陰涼潮濕，耐蔭性很強，繁殖容易。本身含有相當的營養素，

有益人體健康，可預防貧血、高血壓和糖尿病。已逐漸成為餐廳

的可口佳餚。 

    佛手瓜：一年四季都可採收栽種，芽長到一尺或一尺半，折

斷後會再長出新芽，一直折，它就一直長，那就是瓜仔鬚，也就

是龍鳳菜，如果任其結出絲絨瓜仔，也就是佛手瓜了。 

    筍子、竹筍：桂竹筍、石蒿荀、麻竹筍，都是常見的種類，

六月時間始由土中冒出來，可直接煮食，也可經高溫蒸煮後，再

真空裝入桶中，可保存一整年。另外筍子用途極多，因富含纖維

質，可以幫助消化是夏天盛產疏菜之ㄧ，一般都做涼拌或煮筍湯，

吃起來非常可口，也可以做成脆筍、酸筍、筍乾。 

四四四四、、、、茶葉茶葉茶葉茶葉    

                茶葉中含有兒茶素、黃酮醇類、維生素、氟、鋅等多重保健

成分，是大自然最好的綠色黃金。地理位置、氣候也影響茶葉品

質，因為茶樹是好的酸性植物，海拔高、排水良好、潮濕及早晚

溫差大的高山地區，最能培植出品質好的茶葉。茶葉的製造過程

繁複，摘下後須經過萎凋、攪拌、炒菁、揉捻、烘乾等過程，最

後在真空包裝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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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樹 

 

 

 

蘭花 

  

石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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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蜜 

 

 

香蕉 龍眼樹 

 
 

山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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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瓜 豌豆 

  

香脆甜美的有機蔬菜 竹筍 

 
 

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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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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家鄉依山傍水，有許多景點經常吸引很多觀光客來遊

玩，當你要規劃家鄉一日遊時，以下的景點可以列入參觀的景點

喔！ 

一一一一、、、、仁義潭仁義潭仁義潭仁義潭    

    建於民國 68 年，引八掌溪水儲存，

是嘉義、民雄地區公共用水及工業用水

的主要來源，並具有調節蘭潭水庫儲水

量的功能。因遠眺阿里山山脈風景秀

麗，同時也是嘉義市民的假日休閒中

心。仁義潭除了水庫風景之美外，尤其

以長達二公里的長堤著名。 

二二二二、、、、觀景亭觀景亭觀景亭觀景亭    

    位於縣道旁，居高臨下絕佳的高

點，這裡視野遼闊，可以看到美麗的夕

陽與嘉義縣市璀璨的夜景，特色是經雨

點洗浟後，景緻尤為鮮艷，不論清晨、

午後或是夜間，都有不一樣的風光，大自然的美景令人陶醉，流

連忘返。 



 30

三三三三、、、、阿里山古道阿里山古道阿里山古道阿里山古道    

    阿里山古道是阿里山公路尚未開

通前，平地通往山區的唯一步道，由觸

口行經公田、隙頂通往阿里山區；『百

二崁』係公田、隙頂之間的一段古道，

因應陡峭地勢而建築，就地取石材建成

一百二十個石階，以供旅人、行李往

來。 

五五五五、、、、天長天長天長天長、、、、地久橋地久橋地久橋地久橋    

    天長地久橋位於觸口村，為橫跨八掌溪兩座古樸吊橋，是早

期番路鄉公田村經觸口通往嘉義必經之橋，築建在上方的是天長

橋，下方則為地久橋；天長橋長 136 公尺，橋面距谷底高度約有

150 公尺。兩座吊橋建於日治昭和十二年（西元 1937 年），落成時

以紀念天長節（日本天皇生日）和地久節（皇后生日）而命名。 

    隨著時代背景的轉換，天長地久橋不再具有封建的色彩，在

今天交通發達的年代，天長地久吊橋不再是交通要道，天長和地

久兩座吊橋建於日治時的昭和十二年（1937 年）。地久橋因年代久

遠，2007 年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斥資修築並加裝夜間霓虹照

明，每逢夜間，霓虹燈火閃爍迷人，燦爛而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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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觸口生態教育園區觸口生態教育園區觸口生態教育園區觸口生態教育園區    

    「觸口生態教育園區」隸屬嘉義林區管理處，海拔 193 公尺，

北邊為保安林山丘，南面朝八掌溪河谷，園區位於台 18 線〈阿里

山公路〉北側，包含樹木銀行、生態公園及林務局觸口工作站等

三部份，是民眾進入阿里山區旅程的必經之地。 

    本園區以綠美化及樹木移植中途站來營造平地造林景觀，並

由生態工程導引山澗流經園區，藉地景變化來塑造多樣的棲地環

境，進而吸引野生動物棲息。 

     觸口生態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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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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的信仰為道教，具有特色的廟宇有半天岩紫雲寺、觸口

龍隱寺、玉虛宮、江西九龍山寺、天台山南天聖宮、聖南宮以及

的慈雲寺。 

一、香客鼎盛的半天岩紫雲寺 

    半天岩紫雲寺位於民和村岩仔，距

市區約十七公里，是本省佛寺中歷史較

悠久的古蹟，為番路鄉當地居民的信仰

中心，其供奉主神是觀世音萻薩，創建

於清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相

傳因此地山間雲彩常呈紫色，繞寺不

散，所以命名為紫雲寺，目前已被列為

三級古蹟。 

    關於創寺傳說，地方上流傳了幾個版本，依據現階段各種資

料觀察，紫雲寺創始應在康熙二十一年，且與許多早期寺廟起源

的說法相仿，即有僧人將觀音菩薩的神像從大陸攜帶來台灣，在

半天岩這個地方落單、搭建草寮奉祀並在此修行，日後，隨著觀

音靈驗的傳開，逐漸有信徒加入信奉觀音的行列。由於時間與空

間的變換與環境的改變，紫雲寺經歷多次的大小修繕而成為現

況，但廟宇格局與木架構仍維持傳統風貌，極具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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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龍隱寺 

    龍隱寺興建於西元 1990 年，供奉主神是濟公禪師，寺裡主要

供奉的李修緣師父，是一般所通稱的濟公禪師，因五次投胎降生

救世又被稱為五公菩薩，早期有戲劇節目台視（濟公）、中視（濟

公活佛）、近期則有民視（台灣奇案）、三立（戲說台灣）在此拍

攝，轟動一時。龍隱寺供奉濟公活佛，寺中石雕龍柱、石獅、木

雕，雕刻細膩，栩栩如生，天公爐材質是純銅手工打造而成，重

達 5000 斤，香火鼎盛。 

 

 

 

 

 

 

 

 

 

三、聖南宮 

    供奉主神是瑤池金母，合祀神明有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

五路財神，聖南宮所在位置，有一天然岩洞，稱為天龍岩，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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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往阿里山必經之地，上山或下山的過客大都在此歇腳停駐。

因此經金母娘娘指點，地主邱宗和先生依天龍岩之自然岩洞，打

造現今之聖南宮。天龍岩為一天然岩洞，由龍隱寺後山拾級四百

多石階直上，即可達聖南宮，宮中供奉金母娘娘，平日遊人如織，

香火鼎盛；佇立宮前遠眺青山，居高臨下，俯瞰八掌溪深谷，涼

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 

 

 

 

 

 

 

 

 

 

四、慈雲寺 

    供奉主神是如來佛祖，合祀神明有五府千歲、三官大帝、中

壇元帥、福德正神。傳說日本人松原嘉繼人士，來台灣採集石灰，

當時都用輕便車來載運，但因輕便車事故多起，於是從日本國請

佛祖到庄內的石灰工廠，鎮地保佑，後來石灰工廠解散，佛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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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庄內人士。時任保正的林雲先生和廖石火夫人，兩人接如來佛

祖建廟供奉。 

 

 

 

 

 

 

 

 

五、天台山南天聖宮 

    於風光明媚的阿里山公路，沿路而行，路標三十一公里處，

一座鐵架所搭之南天聖宮歡迎門醒目可望。南天聖宮肇建於標高

九百五十公尺之崇山峻嶺上遍山茶樹，猶綠氈鋪地景色之美，令

人流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