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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臺灣史教學若能輔以田野實查，

可以讓學生對課本的內容有具體的觀察，

可否設計涵蓋面廣的歷史導覽路線？

答：在此提供中部一條歷史導覽路線

供參考：清水牛罵頭史前文化園區→清水

大街路調元宮、紫雲巖→神岡岸裡大社聚

落→豐原埤頭義民墓、石岡水壩→土牛國

小之土牛界碑→東勢巧聖先師廟、匠寮巷

→中嵙（高接梨故鄉）→下城隘門→大茅

埔計畫性集村→抽藤坑白冷圳倒虹吸管→

白毛臺（原泰雅族白毛社舊址）。

這條路線涵蓋的時間，從4500年前的

牛罵頭文化到18年前921大地震受損的石

岡水壩、白冷圳，涉及其他之族群有拍瀑

拉族、巴宰族、噶哈巫族（朴仔籬社群，

目前爭取正名）、泰雅族、Holo漢族、

Haka漢族。不同信仰的寺廟（調元宮三山

國王為潮州大埔人供奉，紫雲巖為牛罵社

獻地潮邑人獻租的大廟）、教堂（大社教

會為英國長老教會在中部建立的第一個教

會）。與臺中的農業息息相關的水圳源頭

之埤頭，921地震斷層從這裡經過，造成地

面隆起，石岡水壩因而斷裂。這裡也是進

入朴仔籬社的入口，地名朴仔口，是從豐

原進入石岡間的隘口，為清治時期多次民

變的戰場，因而有義民墓。

土牛國小附近是清乾隆25年（1760）

清帝國的統治界線，有彰化縣正堂的立

碑，清楚記錄當時所挖的壕溝，其旁立土

堆十九個，是目前清治時期唯一的土牛界

碑。乾隆25年，石岡界外的東勢是不准進入

的，但為砍伐樟木製作戰船的木料，開放軍

工匠進入，接著展開複雜的族群糾葛。為保

障匠人伐木，朴仔籬人在中嵙第一線防止

泰雅族的威脅，匠人常假公濟私從事實際

的開墾。在泰雅族的獵首下，設魯班壇，

壇發展為廟，為東勢最大信仰中心。

下城原本大石遍布，漢民向朴仔籬社

群之拍打竿社承墾該地。他們搬開大石，

植竹為界，擘畫聚落，迄今庄內仍保持原

有的聚落節理，最珍貴的是庄內有僅存的

一座隘門，可窺過去的防禦建築。下城是

個保有多面向的漢人傳統社會之聚落，往

南的大茅埔聚落則是計畫性聚落，漢人開

墾之初一面從事荒埔之開墾，一面規畫井

然有序的聚落。

白冷圳是日本時代糖業生產重要的表

徵，為選種高糖分且須水分灌溉的甘蔗品

種，日人在大甲溪中游白冷附近取水源，

建築一條16.6公里的水圳，水圳入口與出

口間落差僅22.6公尺，逢山鑿洞，遇坑建

橋。抽藤坑的引水鐵管橋，是其中最壯觀

的，921大地震白冷圳最受損壞，也露出白

冷圳為人忽略的歷史。白毛臺是泰雅族白

毛社的舊址；19世紀清帝國「開山撫番」

政策下，從新社設立鎗櫃攻擊該社。今白

毛社已搬離該地。

一條導覽路線有長時性的史跡，也有

豐富的內容，可以把歷史課本中提及的課

題，透過實際的走訪具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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