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秋季班文史走讀課程表 

本課程說明: 

1.本課程以單堂讓學員訂購，可四堂全訂購亦可擇喜歡之課程訂購，每堂僅限 42 名，額滿為止。 

2.本課程費用含車資、保險，需門票時請學員自付，當天收費。 

3.課程費用以匯款方式繳。匯款帳戶:社團法人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 

                        匯款銀行：彰化銀行水湳分行，帳號：4035 01 0064 3000 

4.聯絡人:彭淑淨 0933-976881 邱建忠 0937-765752 簡金寶 0928-377538、0937-276330 

 日  期 授課老師及走讀景點 集合地點 

一 9/29（日） 

07:30-18:00 

斗六老街、石榴班古坑綠隧道古蹟之旅 王陸森老師 

1.8:00 欣賞國道三號高速公路風景 在斗六交流道下來  

2.9:10~9:30 石榴木造火車站  

  日治時期由木檜所建造的火車站，2006年已登錄為歷史建築 

3.9:40~11:00 石榴社區 

  為舊石榴班聚落之一，社區內有長和宮媽祖廟、百年碾米廠、

張氏宗祠、何姓祠堂、文史館、何家手工麵線…等 

4.11:20~11:50 真一寺 

  屬於齋教中的華龍派一脈，現在正在整修中。寺中有石岡彩

繪大師劉沛然的作品及豐原櫟社詩人張麗俊所撰書的聯對，

屋脊剪黏亦屬佳作。 

5.12:00~13:00 斗六雲中街生活聚落市場、太平老街自行品嚐

美食 

6.13:00~13:40 日治警察宿舍群集合、參訪及走讀太平老街 

  雲中街生活聚落是日治時期的警察宿舍所整修之建築群 

7.13:50~14:50  

太平老街約有 80座日治三個時期所建的商店街屋，巴洛克式    

  屋頂山牆及女兒牆，是斗六太平老街最吸引人之處。 

8.15:00~15:30 行啟紀念館 

  建於昭和二年(1927)，為紀念日本皇太子裕仁，於大正十二 

年(1923)來台灣出巡視察，而日文則稱為『行啟』。 

9.15:50~16:40 古坑綠色隧道 

兩旁由一千多棵的芒果樹，所形成的自然綠蔭隧道長廊，沿

途仍保留一段小火車車廂及軌道(17:50、18:20) 

10.17:50、18:20  回溫暖的家 

搭乘遊覽車 

1.中清路與經

貿八路口  

7:30 準時出

發 

2萬和國中前

8:00 準時出

發 

費用(不含便

當) 

會員:650 

會友:850 

 

二 10/27（日） 

07:30-18:30 

新竹古蹟之旅   姚其中老師 

1.09:00-10:00 竹北 釆田福地 

  1758年創建的釆田福地，奉祀道卡斯族錢、衞、廖等七姓 

化番的祖先，為台灣土著漢化的歷史見證者。 

2.10:30-11:10 新竹 蘇氏節孝坊 

  1780年創建的蘇氏節孝坊，見證當時竹塹通往艋舺官道的尺

寸，高大宏偉，石雕精美，深具歷史人文價值 

3.11:30-12:10 新竹 竹塹城迎曦門 

  1827年由開台進士鄭用錫倡建的城曦門，保留有完整的城門

洞與護城河，為濁水溪以北最老的城池遺構。 

搭乘遊覽車 

1.萬和國中前 

7:30 準時發 

2.中清路與經

貿八路口 

8:00 準時出

發 

費用(不含便

當) 

會員:650 

會友:850 



4.12:30-13:30 新竹城隍廟品嚐小吃 

5.13:30-14:30 新竹城隍廟 

台灣位階最高的都城隍廟，現貌為王益順 1924 年經典作品。 

6.15:00-16:00 新竹 竹蓮寺   

  1781年王世傑後裔捐地倡建的竹蓮寺，與城隍廟、長和宮併

稱為新竹三大古廟。保存有精彩的惠安石雕、泉州木雕與朱

朝鳳大師交趾陶作品。 

三 11/24(日） 

07:30-18:30 

 

走訪台中西大墩、四張犁-探索與欣賞人文古蹟與自然生態之美 

- 黃義明老師 

1. 北屯文昌廟〈市定古蹟〉：位於北屯庄四張犁街的東南方，

是由文蔚社及文炳社〈社學〉於清同治年間合資興建的文

祠，格局為二進雙護龍、正殿帶拜亭的祠廟建築，雖然年代

久遠，且屢有整修，但仍可見極富寓意的傳統裝飾。走進寬

廣的前院，陣陣迎風撲鼻而來的花香味，讓人身心為之舒暢。 

2. 西屯張廖家廟〈市定古蹟〉：位於西屯〈舊名西大墩〉西安

街，為俗謂「生廖死張」的張廖家族所興建之祠廟。於日治

大正年間完工。格局為三堂二過水加一圍屋，外貌紅瓦黑

牆，室內莊嚴肅穆，因而有「紅廟黑祖厝」之稱。進入家廟，

可欣賞匠師們精湛的技藝，是值得來此一遊的景點。 

3. 西屯張家祖廟〈市定古蹟〉：位於大肚山東麓與筏子溪西岸

之間，背山面水，風水極佳。兩進兩廊雙護龍的合院格局，

由三川殿、正殿、過水廊及左右內外護龍所組合。寬廣的廟

埕，搭配花木扶疏的小徑及古樸的建築，走入其中令人心曠

神怡。 

4. 午餐(享用美味午餐) 

5. 大肚山台地：地形略呈長弧形，地勢走向由北北東往南南西

延伸。形成原因約在一百萬年前，原為古大甲溪和古大肚溪

等溪流的聯合沖積扇，受到來自東南方向板塊的擠壓而抬

升，逆衝形成西側較陡、東側較緩的結構；另因西南側受阻 

於北港高地，造成略向西突出的弧狀台地。 

台地大多被紅土礫石層所覆蓋，土壤貧瘠乾硬，排水迅速，

保水力差。傳統作物以甘薯、花生、樹薯等耐旱植物為大宗。 

6. 台中都會公園：位於臺中市大肚山台地，面積 88公頃，於

89年正式開園啟用。是具有休閒遊憩、環境保育及環境教

育等多功能的大型都市森林公園。 

7. 反空降碉堡〈歷史建物〉：大肚山台地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日治末期及國民政府來台初期分別建蓋多座吊鐘型及圓柱

型碉堡，雖然現今已不具重大軍事用途，卻擁有歷史文化價

值，也是大肚山台地的特殊景觀。 

8. 鄉土及民俗植物：園區內有許多鄉土與民俗植物，透過導覽

與解說，可深入瞭解先人如何累積知識與經驗，將這類植物

廣泛利用於日常生活中。 

9. 種子日晷：為台中都會公園的地標，其形狀構思於種子發

芽，故得其名。日晷是古代人類利用太陽一天之內的東升西

落所造成的日影來測定時刻或一年間太陽位置的南北移動

所造成的日影來測定節氣的一種工具。 

搭乘遊覽車 

07:30 

1.萬和國中前 

08:00 

2.經貿八路口 

中清路 

費用(含便當) 

會員:650 

會友:850 

 



四 12/22（日） 

07:30-17:00 

  

走訪桃園、三峽，探索與欣賞人文古蹟及鄉土技藝之美 –  

黃義明老師 

1. 桃園虎頭山：因山勢外形有如猛虎而得名，位桃園市東郊，

海拔 251公尺，風光秀麗，景色宜人，為休閒旅遊的好去處。

桃園神社（現為桃園市忠烈祠）坐落於此處。 

2. 桃園神社：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全台各地

紛紛興建日本神社。桃園神社亦於昭和 13年（1938年）興

蓋。建築樣式及格局配置如手水舍、社務所、拜殿、本殿、

參道、石燈籠等均保留至今， 不僅是台灣僅存、也是日本

境外保留最完整的神社。走訪其中能一睹日式神社的建築美

學。 

3. 三峽的歷史：因地處大漢溪、三峽溪、橫溪三條溪流的匯流

處，故古稱「三角湧」。早期由於水量充沛，利於舟楫往來，

市況一度甚為繁榮，其後因河岸沙石淤積，加上鐵路的興

建，市況因而漸趨沒落。近年老街再造，加上鄉土產業的興

起，使得今日的三峽得以重現繁華。 

4. 三峽白雞山：位於三峽插角溪的北邊，海拔 734公尺，「白

雞」取自附近白石垵山及雞罩山的首字合稱。由於山巒層

疊，景色秀麗，因此被列為三峽五景之一。著名的行修宮即

坐落於山腰上。 

5. 白雞行修宮：於 1965年完工，殿宇高大，廊柱渾圓，氣勢

恢宏，與一旁的青翠山巒互相映襯，更顯得莊嚴雄偉。 

行修宮主要供奉關聖帝君，由於神威顯赫、遠近馳名，香火

十分鼎盛、信徒滿天下。 

6. 午餐：。 

7. 清水祖師廟：主奉來自福建泉州安溪縣的高僧清水祖師，為

三峽百姓的信仰中心，三進九開間的廟宇，於第四次修建

時，由藝術大師李梅樹集結了各路菁英投入，歷經三十多年

的修築，廟堂富麗堂皇、美不勝收，因此有「東方藝術殿堂」

的美譽。 

8. 三峽老街：市街經過日治時代的改正，洋樓競相興起，過往

的風光歲月，經過時間流逝，至今仍保留許多完整的街屋，

走在老街步道，就好像進入時光隧道，相連不斷的紅磚拱廊

及古色古香的建築，令人油然而生思古情懷，留連忘返。 

9. 藍染公園：三峽早年曾為染料植物-馬蘭的主要產地，因溪

水提供染布時所需的良好水質，加上河運的便利，製成的藍

靛或染布可順溪流運到台北、淡水，再大量銷往大陸等地。

因此，三峽為清代北台灣最重要的染布業中心。 

   位於藍染公園的遊客服務中心提供了完整的藍染產業發展  

史及染布工序等解說資訊。 

搭乘遊覽車 

1.萬和國中前

7:30準時出

發 

 

2.近中清路與

經貿八路口 

8:00準時出

發 

 

費用(不含便

當): 

會員:700 

會友:900 

 

 

有走路行程，請著輕便裝與便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7%A5%9E%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7%B8%A3%E5%BF%A0%E7%83%88%E7%A5%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7%A5%9E%E7%A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C%A2%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B%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8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A%AA%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7%A5%96%E5%B8%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