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電台受訪

                  簡述卑南溪流域的人文與地理故事

                                  受訪人:第八河川局秘書楊啟弘

壹.請問第八河川局轄區卑南溪的地理環境

答: 1.第八河川局辦理中央管河川卑南溪水系、台東海岸、蘭嶼、綠島及金門海

堤  

  等工程測量、設計、監造、管理及防汛搶險工作等。卑南溪流域位於台灣東 

  南部台東縣境內，北鄰秀姑巒溪流域，東界海岸山脈分水嶺，南接太平、利 

  嘉兩溪，西至中央山脈與高屏溪流域分鋸東西向。主流（大崙溪）發源於中

央山 脈卑南主峰（一二、二九三公尺），循天然山谷東流，於海端鄉新武

村下游匯合來自南橫公路側 之另一支流霧鹿溪（ 發源於海拔三、六六六公

尺的關山主峰）後，於初來附近流出山谷。主流流至池上南方受海岸山脈

之阻擋，轉向沿海岸山脈南走，於瑞源、鹿野東南郊分別納鹿寮溪及鹿野

溪兩大支流，後經山里、利吉河谷及卑南、岩灣，於台東市北郊注入太平

洋，幹流全長 84.35 公里，流域面積為 1,603.21 平方公里。

  2.蓬萊造山運動:

花東縱谷是位於台灣東部的一個縱谷，因橫跨花蓮、台東兩縣而得名，也是

上述兩縣的精華地帶所在。有時因地理位置而另稱東台縱谷，早期漢人稱為

內平埔，在台灣日治時期也被稱為中仙道平野或中仙道。其由菲律賓海板塊



與歐亞板塊擠壓形成，夾於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南北長約 180 公里，

東西寬 2～7 公里，面積約 1000 平方公里，海拔 50－250 公尺不等。縱谷

的地形以沖積平原為主，不少台地夾雜於其中，河流水系分為花蓮溪、秀姑

巒溪和卑南溪三大流域，共同塑造出縱谷內的主要地景因而形成了峽谷、瀑

布、溫泉、曲流、河階、沖積扇、斷層及惡地等不同的地質地形，也造就了

許多獨特的自然景觀，因此上中下游個產生不同的景觀及人文。

貳:卑南溪依照你說法區分上中下游，每個環境有何區別及故事:

答: 歷史部分:卑南溪上游的對南橫布農族對日抗暴事件，三叉山事件、內本鹿事

   件:

壹..布農族抗日史布農族為臺灣原住民族中最驃悍的一支，其抗日行動也最為

持久。從明治 38年（1905）至昭和 8年（1933）的 28年間，零星的衝突

事件多達 54次。較知名者有明治 44年（1911）的馬典古魯事件，大正 4

年（1915）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大正 8年（1919）的巴里蘭事件，

大正 10年（1921）的托西佑事件、逢阪事件，昭和 7年（1932）的大關

山事件（檜谷事件）等。遍及花蓮縣的樂樂溪（秀姑巒溪主源流）中、上

游，臺東縣新武呂溪流域，以及高雄縣荖濃溪上游。主要領導人物之一的

拉荷阿雷、阿里曼西肯兄弟，大正 4年（1915）於喀西帕南、大分（皆位

於今花蓮縣卓溪鄉）舉事後，即轉戰新武呂溪中、上游，於大正 6年



（1917）翻越馬巴奧克（關山埡口），據有玉穗社（塔馬荷社）天險（今

荖濃溪上游玉穗山南麓），與日人長期對峙。另一領導人物拉馬達星星則

自大正 3年（1914）起，即以馬西巴秀山東麓的伊加之蕃為根據地，神出

鬼沒於大崙溪流域進行游擊戰。日人於大正 4年（1915）設置北絲鬮溪

（今鹿野溪上游）至玉里間山腳通電鐵絲網隘勇線，並配置巡邏警察，仍

無法完全消弭布農族的反抗行為。後來改採「開路理蕃」政策，先於大正

10年（1921）完成八通關警備道，復於昭和 2年（1927）完成內本鹿警

備道（沿鹿野溪），最後於昭和 6年（1931）完成關山警備道（沿荖濃溪

至新武呂溪）。隨著警備道的逐段闢建，大砲之類重武器也得以深入山區。

布農族人的最後天險日益暴露，抗日氣數漸盡。昭和 7年（1932）拉馬達

星星被捕，翌年拉荷阿雷歸順，長達 19年的布農抗日運動終告結束，而臺

民的抗日事件亦自此完全落幕。此時已是日人據臺 38年後，距蘆溝橋事變

亦僅餘 4年。 台灣總督佐久間馬太的「五個年計劃理蕃事業」，由台灣總

督府發佈，從明治 43年（1910）4月起實施，於 5年後的大正 4年

（1915）1月結束，1914年〈沒收原住民之槍枝〉至 1916年的 2年內，

拉庫拉庫溪與新武呂溪流域就發生了 35次襲擊出草等事件，日警、眷屬與

工作人員死亡達98 人之多(全台日駐警約 886 人，里瓏郡轄 486 人)，包括

殺戮慘重的「喀西帕南事件」與「大分事件」，甚至蔓延至荖濃溪六龜地

界，組織號令的正是抗日史上著名的布農三雄：大分社的拉荷阿雷與阿里



曼西肯兄弟，以及葉巴哥社的拉馬達星星。 

日本人除設見張所及駐在所來控制布農族人，另從玉里間山腳通電鐵絲網

隘勇線至北絲鬮，並配置巡邏警察，仍無法完全消弭布農族的反抗行為。

後來改採「開路理蕃」政策，先於大正 10年（1921）完成八通關警備道，

復於昭和 2年（1927）完成內本鹿警備道（沿鹿野溪），最後於昭和 6年

（1931）完成關山警備道（沿荖濃溪至新武呂溪），將大砲之類重武器也

得以深入山區( 坑尾.霧鹿.摩天 3座砲台)台灣總督佐久間馬太的「五個年計

劃理蕃事業」，由台灣總督府發佈，從明治 43年（1910）4月起實施，於

5年後的大正 4年（1915）1月結束，1914年〈沒收原住民之槍枝〉至

1916年的 2年內，拉庫拉庫溪與新武呂溪流域就發生了 35次襲擊出草等

事件，日警、眷屬與工作人員死亡達98 人之多，包括殺戮慘重的「喀西帕

南事件」與「大分事件」，甚至蔓延至荖濃溪六龜地界，組織號令的正是

抗日史上著名的布農三雄。

2.內本鹿越嶺道橫貫高雄縣及台東縣境內，位在台東鹿野溪中上游的中央山脈

深處，西起高雄縣六龜鄉，東至台東縣鹿野鄉，長約 126 公里，部分經過

花東縱谷風景區範圍，日人為管理「蕃人」，開始開鑿從高雄六龜到台東

紅葉的內本鹿越嶺道，沿途並設立日警駐寨所，以方便監、管理布農族。

15 公里的古道在日本統治時代，設置溫泉、清水、楓 3 個駐在所 (現在的

派出所)，「海蘇」Haisul也在這一波的的遷移中搬離halipusun部落，帶



著 takisvilainan家族 10幾個人到現在的鸞山上野，因當地正流行瘧疾等傳

染病，「海蘇」Haisul的兩個孩子也死於流行疾病，Haisul本來就不願意

被遷下來，於是萌生重返內本鹿的想法，1941年，日本政府允許「海蘇」

返回內本鹿；未料「海蘇」晚了 3 天下山，「海蘇」被帶到駐在所毆打，

感覺受到屈辱，於是終於爆發他心中的壓抑，Haisul開始對遷移做出反動

的行為，Haisul和他的家族從清水駐在所，一路殺到嘉嘉代，最後躲在卑

南主山附近，沿路和日本警察發生激戰，日本警察動用 300 多名阿美族、

卑南族青年團和日本警力圍捕 3 個月，還是無法抓到「海蘇」，最後，日

本人拜託布農族長老進入山區勸降，允諾不殺害「海蘇」，「海蘇」才跟

著長老下山投降，不過，「海蘇」入獄幾個月後在監獄「暴斃」。 內本鹿

事件造成日本警察 2死多傷，還誤殺 1 名日本小孩，Haisul事件後，日本

馬上將仍留在內本鹿的布農族全部強迫遷下山，並燒掉布農族的房子。

3. 南橫公路開路死難英雄 

南橫公路於 1968年 7月動工，1972年 10月通車，歷時 4年 4 個月施工，

工期間大部分路段均為新闢道路，設計標準比照中部橫貫公路施作，均採

用傳統人力方式修築開闢，早年行政院退輔會動員大批隨著國府來台的老

兵以鏟、鎬、鍬，徒手開山闢路，因工程甚為艱鉅，4年工期總計有 116 位

工程人員（老榮民）喪命，這些老榮民不是被火藥炸死、就是遭到落石砸

死，或不慎墮落山崖摔死，當年為紀念這些不幸闢路先賢犧牲奉獻，退輔



會也在天池設置長青祠悼念。據了解，當年不幸在開闢南橫公路喪生的

116 位老榮民中，其中有 60 人埋葬在台東縣關山鎮公墓。

貳.中下游部分(卑南溪部分)著重農地開發及農業生產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水利工程開發

1.第八河川局前身第八工程處自民國 37年開始至 80年間，在增產報國的年代

興 

建了關山大圳(37-47年).因為開發關山大圳需出公工，當時鎮長曾玉崙發起出

公工，讓現在關山鎮民緬懷當時情景，才連續多年在 10月期間，舉辦夜行游

龍活動。

2.池上大圳(45年進水口，逐年改善至 90年)台東池上大同農場農地開發灌溉工

程(由 45年 11月 25 日陸續開工至 68年間整修) 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台灣省

水利局、東部土地開發處合辦，在卑南溪的池上、萬朝、關山、太原等地，

開墾河川地 827 公頃。

3. 鹿野大圳:

  本工程計畫先由本局關山工程處，後於四十四年一月交由臺東工程處（現今之 

  第八工程處）執行。工程用地之取得依例由關山水利整理委員會（後與臺東、 

新港水利委員會整併為臺東農田水利會）辦理。

本工程計畫分項工程第一標「進水口工程」於 42年 11月 22 日開工，至第



39標（實際上全部為四十三標）「攔河壩新建工程」於 51年9月 30 日完工

為止，歷經八年餘計完成進水口、攔河壩、沈砂池、引水渠、幹支渠（第六

支渠除外）及各災害復建等，並自四十七年七月順利通水，情形良好。

及豐源圳開發的故事(自助人助天助)的大原地區客家開發的故事。

4.卑南上圳: (清水計畫)

  卑南上圳是全部由國人自行測量、規劃設計及施工的水利程。雖然早在 1948 

年，台東縣卑南鄉一帶因農作缺乏用水即有興建之議但直至 1977年，在規劃、

選址施工與經費等問題都克服之後才由本署在規劃、選址施工與經費等問題

都克服之後才由第八河川局之前身-水利局第八工程處與機械隊等著手興建。

該項工程之經費高達 10 億元，於當時堪稱為鉅資真正代表的意義是工程的浩

大與艱鉅。卑南上圳位處崇山峻嶺，部分地段質極不易開發工程的浩大與艱

鉅。部分地段質極不易開發大幅增加施工難度，其中尤以貫穿初鹿山、長達 

4,086 公尺的導水隧道為最。直至現今，這座導水隧道仍是國內長的山岳型而

19座垂直撞擊式跌水工之設計與規模，是為東南亞唯一。更加可貴的施品質

之精良，足見當年負責設計施工的前輩先進是以何等審慎、嚴謹且細膩的態

度去完成這項工程。

  這項東部地區最大規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竣之後，幅改善了當經濟發展條件。原

本因缺水導致生產力薄弱、甚至荒蕪的田地，變成經濟發展條件。原本因缺

水導致生產力薄弱、甚至荒蕪的田地，變成 2,000 公頃擁有完整灌溉系統的



良田，創造了每年 20 億元以上的產值；農業收入的產值；更帶動了地方經濟

繁榮也提高當人民生活水準。對利而言，確實能夠帶給人民福祉就是一項水

利工程所發揮的最大價值。 政府投資十億建設卑南上圳通水營運 30 年來，灌

區由原的看天田轉變成為具有完整灌溉系統及穩定水源的良田，增加區產值

達 20億元以上。卑南上圳各分項工程中，以長達 4,086 公尺的導水隧道工程

最為艱鉅。隧道開鑿過程中，先後有五人用生命換得卑南上圳工程的建成。

上圳灌區的繁榮景象， 實是卑南上圳建最大功臣。此外工程十年之中，參與

卑南上圳建的工程技術人員不計個名利、和衷共濟，日夜趕其為達成政府照

顧農民之目標而犧牲奉獻的精神，更值得我們緬懷及感恩。

5. 卑南大圳: 

卑南大圳最早資料在民國前 14年(1897) 遠在日據時期，為了東部開發從岩

灣引進卑南溪溪水橫貫台東平原至台東新站永樂里、豐源堤防一直到知本農

場於 1936年完成成為當時東部最大的一條水利防洪的灌溉渠圳所以說卑南大

圳一直扮演著台東平原生命甘泉的角色。

開始初創至民前七年〈西元 1905年〉兩地民眾為增加生產改善生話，聯名

呈請施設卑南圳，由政府補助總工程費 13.000元，民眾負擔勞力，開墾卑南

圳，因工款過少，僅能完成一小型簡臨之素據圳，灌溉面積亦只有 700餘公

頃，是欠完善之設施，灌溉時感困難，一過雨期，進水口取水不易，時遭泥



沙埋沒，無法取水，無法發揮生產效力。迄至民國 22年（西元 1933年） 各

界感以欲謀台東農業發展，非先徹底改修卑南大圳不可，當即計劃擴大改修，

並請總督撥總工程費八十八萬餘元，地方政府負擔改修。工程款著落後，于

民國 22年（西元 1933年）十月五日開工。該工程預定二年完成，但工程於

進行中，民國 23、24 年〈西元 1934-1935年） 分別還受兩度颱風災害，將

業已完成之工程， 除進水口損壞較輕外，渠道及其他工程具毀殆盡， 所以工

程期延長 1年至民國 25年〈西元 1936年）3月始告竣工。當即交由卑南水

利組合管理， 總工程贊亦由 88萬餘元增至 90萬餘元， 通水灌溉後，轄區土

地墾耕受益面積達 2400餘公頃，全部由單期作成為兩期作良田，農林經濟、

人民生活均改善。

五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九年）遭受「衛歐拉」颱風衝擊，進水閥基礎被破壞

傾斜倒榻。自遭受此衝擊後，2400餘公頃良田，即接遭受水量不足現象。為

此，卑南圳進水口即委託台灣省水利局第八工程處代為規劃設計、施工等工

作。將遭毀上游處設進水口閥門，以 285 公尺長之隧道連接原有圳渠，全交

第八工程處接手。

本工程係由中壢太原營造廠承包於 59年 2月 15 日開工，經三次展延施工期

限至 60年 4月 22 日完工.卑南大圳後續工程: (民國 64年至 85年計施作 44項

工程，不含大南區灌溉工程) 

上述工程均由第八河川局施作後交由農田會做後續的管理。



6.初鹿通谷

初鹿通谷昔日為卑南大溪舊河道，卑南大溪改道後，舊河道成為有谷無水的

縫隙長約８公里，平均寬約１公里。龍過脈至卑南大溪間，已成隘口地形，

由於地殼持續隆起與河流不斷下切，使得這一段的通谷較為險峻。東線鐵道

為拓寬之前，由此穿過，鐵道旁有一條清澈的小溪，流入卑南大溪處，是北

絲鬮社人，馘首後清洗人頭的地方，被稱為首洗谷，這一條小溪，也因而名

為首洗溪。 

出龍過脈至檳榔至太平溪這一段則有初鹿牧場.巴蘭遺址.綠色隧道，日本海軍

航空機場等等故事。

下游段(略)

  1.卑南溪從利吉至出海口孕育最豐富的地質人文及景觀

  2.卑南史前遺址文化

  3..利吉惡地及小黃山(國家地質公園) 

  4.卑南大圳水利公園

  5.黑森林與伏流水濕地(國家濕地公園)

  6.因此在民國四十三年（1954）順天宮 蘇王爺降乩指示，於卑南溪北川堤防

   邊（今寶桑國中附近）籌建玉雲亭，中立釋迦佛祖石像，左右安設龍虎石牌，

   以鎮祭洪水之災，經耆老說明，得知早年水災期間，曾在地表發現刻有「龍」



「虎」字樣碑各一及五個「雷」字碑，.馬亨亨大道上有因施作特二道路，將

台東護岸、副堤及仁愛堤防移除(約 70年代)施作(特二道路時)，此碑就在特二

道路上發掘出。

 卑南溪是台東的母親河，源遠流長，孕育著台東流經 7 個鄉鎮的人文.歷史.經

濟發展,值得我們茶餘飯後去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