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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關鍵字:農村溼地生態系、生態工法、砌石水圳 

 
 

八煙位在台北縣金山鄉，同時也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是知名的魚路古道經過的

傳統聚落。該地因早期先明開墾，利用在地自然資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發展出的砌石

房舍、傳統砌石水圳灌溉系統及北台灣珍貴的水梯田農村景觀，再再顯示先民的生態工

法智慧。讓八煙除了自然地理景觀的特殊性之外，更多了分歷史與人文的獨特氛圍。 

 

 但因為人口老化，使得過去這個以種植稻米為傲的古早小農村，生氣隨之喪頹、水

圳崩毀致使農村水梯田溼地生態系的劣化、加上近年來由於在地特色作物(金山地瓜)

的推廣與園藝植栽的種植，讓當地水梯田面臨由水耕改為旱作、大量施用農藥及圳溝水

泥化的現實，反而傷害了八煙原本最寶貴的水景和生態，使得八煙聚落的美麗資產面臨

瓦解的危機。 

 

 為始八煙原始地理景觀、生態價值可以復舊、產業可以復甦，本案設定了五年的長

程規劃，包含生態環境復舊與聚落生產活動復甦，始至 98 年 5 月起，執行重要工作項 

目包含:1.砌石水圳修復與維護管理、2.示範農地的經營、3.特色農作耕種、4.聚落居

民共識的凝聚等工作項目。 

  

 截至 98 年底在各項工作項目有初步進展；在砌石水圳修復與維護管理工作，引水

入旱田，在農田溼地生態系棲地恢復面積上，增加約 3.5 分之水梯田面積；在有機農法

栽種工作，由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協助，起頭以低度維謢管理的蓮花做為

踏入有機種植的初步嚐試，也於聚落舉辦有機種植保證收購的說明會另外為讓居民對於

有機耕作有更多的學習與信心，也安排了北部地區的有機蓮田參訪學習之旅；透過不斷

與居民合作及互動，也建立了居民信任與協助及二代假日返鄉經營想法的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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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協辦單位及團體 

【指導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委員會林務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 

【協辦單位】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金山鄉重和村辦公室 

            五色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大自然景觀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二、 前言 

『水圳』是台灣農村早期引水灌溉重要的水利系統；梯田濕地生態系也是北台灣呼

應土地紋理演化而成的重要地景，

惟近來由於產業結構的改變與都市

邊緣的開發壓力，使得水圳與水梯

田生態系面臨崩解的危機，有鑑於

此，從棲地的保育開始（Beginning 

with habitat），亦成為行政院「國土

復育策略暨行動方案計畫」中關鍵

的施政作為。 

台北縣金山鄉的八煙聚落，因地處偏僻、人口老化致發展緩慢，但卻因此保留了北

臺灣少見的大規模梯田與傳統砌石水圳等極俱人文生態價值的景觀，由於地下水位高、

水質清澈、生態豐富，加上附近的八煙溫泉源頭，使得八煙聚落的梯田景觀、豐富的人

文與生態特色（如藍染、傳統植物編織及砌石工藝以及梯田濕地生態系等），成為當地

獨特的資產。 

    但近年來由於地方特產作物－金山甘薯的推廣，加上砌石水圳的維護管理需要年輕

勞力的投入，使得當地水梯田面臨由水耕改為旱作、施用農藥及圳溝水泥化的危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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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項改變均將使得八煙聚落的美麗資產面臨瓦解；所以研提一套結合生活、生產與生

態的三生一體視野且呼應土地紋理與生態環境復育的計畫，將是刻不容緩的因應之道。 

    本計畫將以恢復八煙聚落水梯田濕地生態系復育為目標，從生態環境復育及呼應土

地紋體的有機產業活動復甦以及凝聚社區共識為主軸，推動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生態復

育與生態環境調查計畫，讓八煙三生一體的傳統價值得以保存，並透過透過特色農作耕

種、有機農法推廣教育及社區生態巡守隊的成立，協助特色產業的開發、凝聚聚落共識，

將八煙聚落注入新的活水並延續生態的脈動。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 
3.1計畫區周邊環境 

八煙聚落位於陽金公路（2 甲線）旁，金山鄉與陽明山交界處，鄰近自然景觀資源

豐富。坐望山巒疊起，北有竹子山，南有磺嘴山。西與磺溪源水交會，東則銜接魚路古

道，且兼有豐富溫泉(屬白硫質)。 

 

圖 2.1 八煙周邊自然景觀資源(地圖來源：Google 地圖) 

 
 3.2計畫位置 

八煙聚落水梯田聚落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邊緣，周邊皆為保存完整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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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林地，加上鄰近北磺溪流水生態系，是為天然之水陸域生態交換地帶。計畫所稱八煙

聚落乃指陽金公路以北之傳統聚落，聚落自南面磺嘴山方向引水，區內水圳縱橫，過去

為水生作物灌溉命脈。現今聚落仍保留水梯田原有之整體結構，但生態景觀以幾經居民

轉作旱作以及砌石圳道水泥化而至原有之水梯田濕地生態效益遞減。 

 

圖 2.2 計畫區位置圖 (地圖來源：google) 

 
 

四、 背景環境說明 
4.1自然環境說明 

八煙聚落海拔約為 320 公尺，

氣候深受東北季風影響範圍，受到

地形及氣候影響，其平均溫度約比

台北市約低 3 度。冬季受東北季風

吹拂，潮濕多雨；夏季水氣氤蘊，

時常雲霧裊繞。加上野溪溫泉地熱

水煙，「八煙」意象油然而生。 

本地地形南高北低，故聚落水

圳自南面引水後，順應地形灌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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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區域水系則是匯入北磺溪流域。八煙屬於火成岩地質不僅地質鬆軟，多含風化碎石，

土質則呈現弱酸至中度酸性。八煙結構鬆散的火成岩，成為當地砌石水圳的主要材料，

優點為利用簡單工具即可形塑所需之砌石形狀，缺點為風化速度較快。 

八煙聚落由於水圳錯綜，財團

法人生態工法基金會於 98 年 4 月

17 日以租賃方式取得第一批土地

使用同意後，即進行農地底質及田

埂罅漏的修補，而後進行放水養

田，由於八煙聚落鄰近自然資源豐

富，故不久即有相當多的生物進

駐，包括水生昆蟲、兩生類、爬蟲

類等。水生昆蟲最早進駐為薄翅蜻蜓、鼎脈蜻蜓、善變蜻蜓等，而後有春蜓類出現，其

他尚有紅娘華及田鱉等；兩生類則以澤蛙、斯文豪氏赤蛙、盤古蟾蜍、黑眶蟾蜍為主；

爬蟲類則有柴棺龜及花浪蛇。 

李瑞宗教授於民國95年進行八煙地區生態

調查中則發現動物類如下：兩生類共 14 種，其

中特有種共 5 種，包含台北樹蛙、褐樹蛙、面

天樹蛙、白頷樹蛙、中國樹蟾、小雨蛙、古氏

赤蛙……等；爬蟲類共 15 種，其中特有亞種共

3 種，包含黃口攀蜥、麗紋石龍子、黑眉錦蛇、

過山刀……等；魚類共 4 種，其中包含對水質

要求高的褐吻蝦虎，以及許多人兒時記憶中的

泥鰍；水中軟體動物則有 2 種，川蜷及台灣蜆。

植物類則紀錄如下：水生植物共 4 種；陸生被

子植物共 101 種；蕨類植物共 14 種；蘚苔植物

共 3 種。中土馬騌從生於錯落有致的砌石田埂

之上，將一條條田間小路妝點如玉帶絨毯般，

或許再沒有比赤足蓮步其上更貼近自然的。 

八煙聚落兼具水圳流水生態潛力及水梯田靜水生態潛力，加上鄰近北磺溪及緊連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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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國家公園，相信在砌石水圳及水梯田生態環境陸續復育以後，生態相將更為豐富。 

 

圖 3.1 八煙區域地形圖 

4.2社經環境說明 
八煙聚落之形成可溯及清代，為

魚路古道中途點。居民多為宗親，土

地權屬則因歷代繼承，形成共業、共

同持份的情形。目前聚落約有二十戶

人家，常住人口約 30 人，人口老化，

年輕一代多在外地工作，常於週末假

日回家省親。 

聚落內從事勞動的人口，主要的經濟活動仍是以務農為主，而銷售管道也多是自產

自銷，對象則是以八煙野溪溫泉的泡湯客為主。過去砌石水圳灌溉以稻作為主之水梯

田，近年來由於砌石水圳的維護管理需

要年輕勞力的投入，加上地方特產作物

－金山甘薯的推廣，且傳統水稻種植需

要投入大量勞力，所以大部分農地已改

為旱作。旱作內容除甘薯、蔬菜外，部

分居民亦嘗試杜鵑、偃柏等種苗繁殖，

但由於規模過小且無法形塑特色，故無

法與其他大型種苗場競爭。目前土地使

八煙

磺嘴山系 

竹子山系 



 8

用現況除上述農地旱作外，則呈休耕狀態。 

八煙聚落不僅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景觀資源，其砌石水圳及水梯田景觀更具歷史、

人文生態之指標價植。在北台灣已罕見的完整砌石圳道系統將先人引水灌溉的智慧發揮

淋漓盡致。水梯田的景觀除了呼應過去八煙天水一色的農業景觀，更能呈現先民開墾耕

作呼應土地紋理，以及與自然生態共生共榮之道。 

 

 

五、執行期間 

本計劃為 98 年度首次申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發展計畫 98 年度單一計畫。 

全程計畫:98 年 5 月 1 日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止， 

98 年度計劃: 98 年 5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 

 

 

六、目的 

本計畫以恢復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生態復舊為目標，具體之項目包含聚落整體規

劃、砌石水圳生態復舊以及八煙聚落生產活動之復甦等。 

過去已有許多針對八煙聚落之相關規劃案，本計畫首先應重新檢視相關規劃案之

內涵，並分析目前八煙聚落之問題與潛力，提出對於八煙聚落發展之遠景，在此遠景

目標下，對八煙聚落所應呈現之實質景觀提出長程規劃。 

八煙聚落以「水」元素為本企劃重點，藉由環境中水元素的復舊，發揮原有之環

境特色，並結合當地居民既有之生產方式，從新連結產業與環境的關係，並以此為厚

生利基，提高當地居民參與意願，最終可以達到居民對於聚落環境原貌保存的共識，

並與產業結合，達到對環境永續性的維護。運用八煙最針貴的「水」資源做為改善聚

落的起點元素，透過示範農地有機農法的耕作，教育聚落農民有機農法的可引來『消

失久違的生物』，進而重建完整健康的『生態圈』，營造社區暨聚落環境形塑，創造『農

村特色』。 

我們將八煙特殊珍貴的核心價值:砌石、梯田、活水與歷史人文，設計成為長期營

造工作的活動標語-【砌石。梯田。水。八煙】，點出八煙的終期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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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全程目標中，訂定以下目標樹： 

 

【砌石。梯田。水。八煙】 

全程計畫目標樹 

 

 

 
七、 實際效益 
(一)經濟效益 

回歸於於八煙聚落之費用包含租用農地、雇用當地居民維護管理砌石水圳、委託

農地維護管理、委託勞務(如砌石示範、手工藝編織、糊田埂示範、風味餐點提供)、

創造當地居民之就業機會與收入，其費用金額約新台幣六十二萬元，本研究補助金費

約八成費用使於八煙營造與居民勞務所得。 

(二)其他政策效益或不可量化效益 

1. 八煙特色景觀水梯田地景的恢復與生活型態的保存。 

2. 珍貴傳統的砌石工法得以保存與傳承。 

3. 找回原本聚落人與水親密共生的土地紋理關係。 

4. 水梯田生態系統與棲地環境的營造與研究調查。 

生態特色聚落 產業永續經營 

生態環境復舊 聚落生產活動復甦 

特
色
作
物
耕
種 

水
圳
修
繕
復
舊
與
維
護
管
理 

水
梯
田
生
態
環
境
調
查 

凝
聚
居
民
共
識 

特
色
作
物
產
銷 

聚
落
環
境
及
產
品
特
色
形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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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聚落史料文獻收集、展示、紀錄與典藏。 

6. 社區營造與形塑，活化人口結構，讓聚落的中壯年漂鳥返鄉，投入愛鄉、愛

土的行列。 

7. 建立特色產業流通模式，包括產品的確立、產品形象與包裝、產銷管道、產

業與環境的永續經營。 

 

 

八、 執行情形與成果 
依據 98 年度目標，截至 98 年底各項工作執行成果如下: 

1.砌石水圳修復與維護管理 

優先整理聚落主水源圳道，選擇以提升水圳灌溉面積段落優先進行修繕，以回

復傳統水梯田地景樣貌為目的，選擇了灌溉聚落主要農田的三重橋下方水圳，

作為優先修善之段落；原為了改善砌石水圳底質嚴重罅漏問題，採用底層加止

水方式進行，因牽涉改善工程需小型機具協助，但聚落位國家公園內，其整修

工程受限於國家公園規範而改採人工佈管方式進行；佈管雖屬下策，但以最少

干擾景觀之方式，優先解決水梯田無水灌溉之難題；也確認後續砌石水圳維修

方式:小型滲漏之段落採人工方式進行(邀集聚落居民及志工共同修繕)；大型底

質嚴重罅漏且多處斷圮，加上年久失修之段落，初期修繕先採佈管方式解決無

水之問題，待經費充足，或其他相關主管單位協助，再進行傳統工法之修繕。

98 年度委託聚落耆老與其後代，共同修繕聚落之農田灌溉水路，也為後續多

條水圳修繕計畫暖身。 

參與人數 

1.專家施作討論 2 人*2 次=4 人次 

2.僱當地居民修繕 3 人*9 天=27 人次 

3.工作人員參與 3 人*3 次=9 人次 

合計:共 40 人次

活動:修繕工程一件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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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後 

 

 

2.示範農地的經營 

在聚落示範農地的經營，首先引水灌溉，找回八煙原始的水田，後進行有機生

態農法耕種示範；營造小型水生生物棲地，透過『水』、『砌石水圳』、『水田地

景』、『自然生態』等目標作為活化聚落的策略，98 年度基金會承租之農田並回

復水田面積約 3.5 分。 

同時考量慣性農法改作有機農法，其取得有機認證需讓土地經歷三年時間調

養，故基金會與農人承租之土地以三年為期，也等同讓有機轉型過渡期有田租

及保證收購的補助，促使農民有意願轉作有機耕作；也雇請當地農人進行例行

巡水之工作，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在計畫補助所中承租之水田，規劃區分為「景觀水田」及「有機試驗水田」。在

「景觀水田」部分規劃以水田生態系功能為主，提供生物棲地與景觀回復之功

能，而不進行農作植栽栽種；「有機試驗水田」則以蓮花或其他當地居民選擇之

水生農作進行有機栽種，98 年度承租農田從事有機農法試栽種面積約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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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數 

1.專家施作討論 20 人次 

2.活動舉辦參與人員 200 人次 

3.工作人員參與 40 人次 

合計:約 260 人次

活動: 

1.舉辦有機蓮田參訪與考察  2.有機水耕保證收購說明會 

3.財團法人慈心有基金會會勘與栽種 

4.【砌石。梯田。水。八煙】好友會有機蓮種植 

5.引水灌溉旱化水田地棲地恢復 

活動紀錄 

 

3.特色農作的耕種 

以八煙環境特質及及地景找尋適合栽種的農作，形塑八煙的特色農產。呼應聚

落環境條件以水生植物或農作為主。初期有機轉型過渡期以栽種維管條件較低

的睡蓮為主，後續只要農民符合 1.有機栽種 2.水耕種植之條件，其作物則保證

收購，98 年睡蓮試種實驗得知，八煙因海拔較高、全年雨霧日多、冬天氣候尤

為陰冷潮溼，反映在睡蓮的生長歷程，春、夏生長良好且花多，種植面積足夠

可符合經濟規模，入秋、冬則進入冬眠，另外在蟲害部分也遇夜螟蛾啃食蓮葉

嚴重之狀態，故 98 年試種之經驗萃取，建議由 99 年度起本計劃已承租之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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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景觀水田外，其餘承租水田可種植睡蓮，一為聚落景觀之妝點另也為特色產

業之開創。 

參與人數 

1.專家施作討論 7 人*2 次=14 人次 

2.活動舉辦參與人員 200 人次 

3.工作人員參與 4 人*6 次=24 人次 

合計:約 238 人次

活動:  

1.【砌石。梯田。水。八煙】好友會有機蓮種植 

2. 【砌石。梯田。水。八煙】台灣環境復興運動二週年<遇雨取消> 

活動紀錄 

 

4.聚落居民共識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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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師生合作，透過訪談了解居民的期待，將聚落人文資

料蒐集整理。基金會於聚落舉辦了「有機栽種保證收購說明會」、「有機蓮田參

訪考察」、「【砌石.梯田.水.八煙-好友會】」、「【砌石.梯田.水.八煙-山村攝影師

攝影比賽】」等活動，也將社區營造過程全程記錄。 

為拉近與居落距離建立長久合作的模式，基金會定期於隔週到聚落工作，藉由

定期的訪視，增加互動凝聚力量，在 98 年與聚落居民凝聚經營中，漸漸拉入二

代假日回鄉頻度與加入計畫協助聚落改善之想法，凝聚此力量，未來協助組織

成為社區營造的主力，共同建立生態特色農村。 

參與人數 

1.台大建築與城鄉所訪談 4 人*8 次=32 人次 

2. 有機栽種保證收購說明會 25 人*1 次=25 人次 

3. 有機蓮田參訪考察 50 人*1 次=50 人次 

4.【砌石.梯田.水.八煙-好友會】 90 人*1 次=70 人次 

5. 【砌石.梯田.水.八煙-山村攝影師

攝影比賽】 

參與人數:60 人次 

合計:約 237 人次

梯次: 

1.【砌石。梯田。水。八煙】好友會 

2.壯遊台灣八煙聚落導覽 

3.【砌石。梯田。水。八煙】山村攝影師活動解說 

活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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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檢討與建議 
 棲地保護是物種及環境維護的基礎，在現今社會環境開發壓力下，是需要經營與

管理，農村溼地生態系除了自然資源之外，更多了彌足珍貴的人文與歷史內涵與深度。

在外部單位加入聚落耕耘的計劃中，需要透過長期的合作與互信基礎來協助聚落的改

善工作達到棲地保護與產業復舊、聚落營造的工作。 
 
 本計畫重點在於生態復育與產業復甦。生態復育工作，透過引水入旱田，讓原本

水梯田地景回復外，在計畫中施行的農地溼地生態系也讓久未在八煙出沒的柴棺龜、

白腹游蛇等親水生物出現。 
 
 在產業面的經營，期待在地農民可朝有機農作發展，建立生態特色農村，未來可

朝生態旅遊、精緻農村等休閒農業永續發展。惟有機農作的轉型，需要保證收購機制

與有機專業技術輔導等協助，故在地老一輩農民對於現在施行的慣性農法仍仰賴，對

於有機農法仍保持觀望態度；但二代對於有機種植與聚落整體營造有積極的參與意

願，也常利用週末假日返鄉協助，是後續聚落營造的主要持續力，將協助籌組聚落營

造及管理的組織。 
 
 生態維護、產業復甦，須待長期的投入與經營，更需要在地人自發性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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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計畫經費來源及額度 
 

 
 
十一、 計畫執行照片及說明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自民國 97 年起，投入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生態復舊

與產業復甦工作，以生態、生活、生產之三生一體為目標，逐步實踐對於人文與生態的

理念與關懷。經由 97 年度的周詳企劃過程中基金會的例行工作事項為每月舉行一次工

作會報、每兩個月進行八煙聚落現勘，已確實掌握聚落現況並追蹤計畫執行進度。 

於 98 年開始深入了解八煙聚落之各項課題，並啟動各項工作。而後更爭取與台灣

大學城鄉研究所劉可強老師合作，結合基金會生態工程與城鄉所人文研究之專業，進行

八煙聚落整體規劃。歷經一年半的努力，以基金會有限之資源，並感謝志工的熱心協助，

竭力完成下列工作之推展，為達到長程目標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表 9.1 歷年計畫基地經營成果表 

日期 紀事 活動照片 
97 年度   
9 月 27
日(六) 基金會董事討論八煙案 

10 月 03
日(五) 八煙現勘及討論 

10 月 16
日(四) 八煙初步計畫提出 

11 月 11
日(二) 基金會組成八煙小組，由李進興老師主持 

12 月 17
日(三) 與台大城鄉所劉可強師生至八煙會勘進行人文生態議題討論 

98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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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09
日(五)  

基金會進

行八煙年

度計畫討

論 

 

1 月 14
日(三)  

與台大城

鄉所進行

八煙一案

合作討論 

 
2 月 13
日(五)  八煙籌備工作會報 

3 月 02
日(一)  八煙籌備工作會報 

4 月 17
日(五)  

八煙居民

溝通取得

第一次土

地使用同

意 

 
4 月 24
日(五) 八煙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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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03
日(日)  

與台大城

鄉所八煙

會勘 

                         

   
5 月 19
日(二)  與台大城鄉所討論八煙合作內容 

5 月 23
日(六) 

八煙階段

調查成果

發表及居

民有機推

動說明會

活動 

 
6 月 16
日(二)  八煙籌備工作會報：有機耕種及示範農地 

6 月 17
日(三)  與台大城鄉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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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06
日(一) 

八煙砌石

水圳會勘 

 

7 月 22
日(三) 

與有機耕

作慈心基

金會進行

八煙現

勘：討論蓮

苗種植 

 

7 月 25
日(六)  

基金會舉

辦八煙啟

動會：第一

次有機耕

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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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一) 

與陽管處

進行砌石

水圳會勘 

 

8 月 19
日(三) 

舉辦<八煙

山村攝影

師>攝影比

賽 

 
9 月 02
日(三) 與陽明書屋及綠峰農場討論產業橫向合作 

9 月 19
日(六) 

舉辦第一

次八煙生

態人文導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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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 (三)  八煙現勘 

 
10 月 09
日(五) 第二次土地使用同意書及契約簽訂 

10 月 25
日(日) 

【砌石。 
梯田。水。

八煙】台灣

環境復興

運動二週

年 

10 月 26
日(一) 

大愛電視

台訪問八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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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五) 

大愛及中

央社訪問

八煙 

 

98 年 11
月 1 日

(日) 

中國時報

頭版及 A6
版報導 

     

99 年 1
月 9 日

(六) 

農地認養

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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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相關報導 
1. 98 年 11 月 1 日 中國時報頭版及 A6 版報導 
       
 

報紙掃描 

  
文字檔 

舊圳植蓮 搶救八煙仙境 

2009/11/1 中國時報【陳至中／台北報導】

擁有石砌水圳、梯田景觀的台北縣金山鄉

八煙聚落，被視為「生態工法」的良好教

材，最近卻面臨危機。年輕人口外移，老

農無力耕種，石圳被水泥取代，魚塭攔截

了水源，水作成了旱作，引以為傲的特色

正逐漸消失。台灣大學城鄉與建築所和生

態工法基金會合作，花了一年的時間訪問

耆老、繪製圳道路線圖，希望能喚起聚落

認同，再現八煙「仙境」。 

「八煙的景色很『細緻』，像是日本！」

台大城鄉所教授劉可強一年前應生態工

法基金會董事長賀陳旦之邀，前去看一個

「沒落，卻又很美」的地方，只走了一回，

就被八煙美麗的地景感動。 

八煙耆老講古 復育人文種籽 

中國時報【陳至中／台北報導】 

為了恢復八煙昔日地景，生態工法基金會租

下一塊地種蓮花，台大學生則定期到當地聽

長輩講故事。城鄉所教授劉可強認為，「人」

是最重要的元素，透過口述歷史，八煙的過

往被記錄下來，年輕一代在旁邊聽著聽著，

也會逐漸認同自己的故鄉，「畢竟學生交了

作業就走，改變還得靠當地人！」 

生態工法基金會今年在八煙租了一塊田，嘗

試在上頭種植蓮花，不用農藥和化肥，只靠

陽明山的泉水及當地得天獨厚的潮溼山

風。基金會成員邱銘源表示，恢復八煙環境

一定要有水，所以必須種水生植物，稻米需

要密集的勞力，難度太高，蓮花則不需要太

多照顧，「放在那不管也會自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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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被劃歸為國家公園，八煙幾十年來一

直處於低度開發的狀態，難得地保存了清

代以來的石砌圳道、梯田景觀。劉可強表

示，八煙的房舍、農地和自然連結度高，

田埂上長滿青苔，田中大石頭沒被移走，

陽明山北麓的濕氣和山泉孕育出的植

物，「看起來就是比較綠。」 

回到台北後，他隨即召集一組學生前往當

地長期駐點，前後進行了一年的田野調

查，從老一輩的口中勾勒八煙的發展史，

並將被視為「靈魂」的水圳一條條調查清

楚，完成一張圳道系統圖。 

城鄉所學生郭俞廷表示，現在八煙幾乎都

是七十歲以上的老人，無力負擔密集的水

稻耕作，加上鄰近養鱒場攔截大部分水

源，水田沒水，作物轉變為耐旱的地瓜，

水圳則因失修逐漸崩壞、淤淺，令人感嘆。

生態工法基金會前執行長邱銘源表示，八

煙的稻米過去曾獻給天皇，而水田附帶產

生的「濕地生態」，能看到青蛙、螢火蟲、

蜻蜓。邱銘源把希望放在當地年輕的一

代，期許將當地純粹農產經濟，轉向為「呼

應土地紋理」的生態旅遊和有機耕作。在

他的建議下，生態工法基金會租下了一塊

田地，重新注入山泉水，嘗試種植蓮花等

水生植物，「八煙只要賣『風景』就夠了！」

 

台大城鄉所師生則採用不同的途徑，透過口

述歷史和田野調查，他們發現八煙圳道非常

複雜，不像嘉南大圳、?公圳是一個統一的

系統，而是每家自行到山上引水、自己接管

道，路線經過他人田地就用石板搭橋，產生

許多交錯、獨立的圳道。 

劉可強表示，調查水路線看似沒用，卻有益

於凝聚社區共識。學生們刻意挑周末作訪

查，老人家講故事，回家度假的年輕一代旁

聽，逐漸把八煙當作一回事。 

宜蘭線員山鄉曾有類似成功作法，當地在日

據時代是空軍基地，田中保留了碉堡，當時

日軍還強迫當地人用竹子編製飛機，用來誤

導美軍轟炸機，每個阿公輩的人都有過該經

歷。 

聽老人講的過癮，當地年輕人提議要再做一

架假飛機，從藍圖、模型開始，參與的人越

來越多，社區的凝聚力也越來越強。最後，

完成的飛機被放在碉堡上，吸引不少觀光客

來觀賞，當地人也趁機作一些小生意。 

劉可強認為，社區營造不是大興土木，也不

是靠外面的人頤指氣使，而必須內發於當

地，把年輕人也捲進去，才能夠持續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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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八煙聚落指標及解說系統規劃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 

 

98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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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煙探勘點位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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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八煙入口(聚落意象解說牌) 

 
地點:八煙入口處 
 
面積(範圍): 
寬約 4m 
深約 5m 
 

 

 

 
資料補充: 
區域面積呈弧形，

除了可以在空地設

置臨時服務點外，

亦可在左側樹幹上

掛大布條或是藍染

布等做八煙意象的

空間佈置。 

 
相關(圖片)資訊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樹高約 2m，可於主幹上懸掛解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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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八煙資訊站(江奶奶家) 

 
地點:江奶奶家 
 
 
面積: 
廣場面積約 
25m*10m 
 

 

 

(資料補充) 
 
八煙資訊站的設

置點，自入口步行

至此處不到 3m，

非常便利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圖

一 

 

 
計有三扇門(一舊二新)與兩扇窗，可於門

旁牆上放置資訊站的門牌。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二 

 

 
建築物旁邊有古老的水槽，增加解說題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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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石屋(砌石工法) 

 
地點:石屋 

 
面積: 
約 20m*10m 
 

 

 

(資料補充) 
擁有砌石工法

的原石材與保

存良好的砌石

案例，是放置

砌石工法解說

牌的最佳所

在。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圖

一 

 

 
可於牆面上懸掛解說牌，並以現成砌石牆解說

砌石工法。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二 
  

砌石原石也是另一個可放置解說牌的位置(似
乎無法懸掛，可以於石前放置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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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水池(洗衣洗菜、居民交流處) 

 
地點: 
文照厝出來水池 
 
面積: 
約 3m*3m 
(資料補充) 
為八煙居民的生活

交流處，除此之外本

處上方還有養魚，充

分利用水源。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築

物

外

觀 

 

 

 
解說牌可懸掛於兩旁的石牆上，此圖為民眾

就地洗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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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文照的農具間(石井嬸石牆) 

 
地點:石井嬸住

處旁 
 
面積: 
室內範圍約

3m*3m 
 

 

 

(資料補充) 
1. 由外面走到入

口處約有

7.5m 的距離。

2. 門寬約 105cm
 高約 200cm

3. 內部空間小，

但也不失為是

另一處資源站

點，比較惋惜

的是週遭管線

極多，後面入

口處旁有一水

塔，破壞美

感，若需使用

週遭環境需做

一番整頓才

行。 
4. 農具間(原養

牛處)連接石

井嬸的砌石

牆，兩者可做

一連串的解說

題材。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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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農具間入口處外觀現況，由解說牌

可設置懸掛在轉角石牆上或是石

井嬸的砌石牆上，都非常醒目。 

圖

二 

 

水塔置於入口不遠處，旁邊的細小

水管線很多。 

圖

三 
 

 
 

農具間內部現況，光線足，但過於

內部潮濕。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四 
 

 

 

 
農具間後牆，與石井嬸的牆相連。

 
解說牌亦可懸掛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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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水泥圳溝(水泥化的便利與生態衝擊) 

 
地點:石井嬸厝旁邊 

 
面積: 延綿至田處，路寬至少 1m 

 

 

(資料補充) 
1. 可由一旁荒廢的洗衣水池與這邊的水泥圳

溝作一個明顯的對比解說。 
2. 解說牌可掛置於荒廢水池的石牆上。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一 
待補 

(一旁的荒廢水池) 
看似荒廢的洗衣水池，也代表著水泥化圳溝所

帶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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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地瓜旱田(外車勿入) 

 
地點: 
往進忠伯厝步道 
 
 
面積: 無 

 

 

(資料補充) 
1. 由此路段可

以得知八煙

目前的農作

物種。 
2. 路段至基金

會水田還有

一處有一只

斜撐的木

竿，顯示出八

煙居民希望

不受外觀光

客打擾的避

外心態(尊重

當地人) 
3. 解說:此處延

綿的旱田，自

從八煙水圳

損壞無法供

水食，八煙農

民漸漸種植

起旱作，以前

水田延綿的

美景已不復

見。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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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圖

一 

 

由於附近空曠，無可懸掛處，解說牌

只能立於農田裡，這地點或許可以不

設立解說牌，以講解帶過即可。 

 
 

 

07 主厝(進忠伯家、農具間) 

 
地點: 進忠伯

家 
 
面積: 
門前廣場面積

約 
不到

10m*10m 
 

 

(資料補充) 
進忠伯家除了

一旁有水池

外，另外也有

進忠伯自己砌

起來的石屋。

本處可以充分

瞭解到八煙人

民的生活方

式。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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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1. 此圖為進忠伯的農具間，門口僅可

容納一個人進出，裡面的面積還需

再做測量，可在裡面擺設一些農具

與以前採硫磺的配備與硫磺塊，重

現當時八煙居民的採硫磺記事。 
2. 解說牌可固定在進忠伯農具間的

砌石屋牆上。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二 

 

進忠伯家旁有一大片竹林，可在此教人

作笛子，相信會很有感覺。 

 
 

 
08 進忠伯工寮(農具間、小憩處) 

 
地點: 
EEF 水田旁的小路

上，步行約 5m 的

距離即可到達。 
 
 
面積: 
工寮內面積約為 
1.5m*1.5m 
人可活動範圍為 
1.5m*0.6m 
 

 

 

(資料補充) 
1. 工寮入口大小

約

70cm*160cm 
2. 內部有水流

過，是夏日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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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後消暑的好

地方。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建

築

物

外

觀 

 

外觀簡陋，裡面有遮簷的部份最多可塞 3
個人，解說牌可固定在牆上，但建議先整

修一下工寮外觀。 

 
 

 
09 EEF 水田(有機農田) 

 
地點:EEF 有機

水田 
 
面積: 
約 3.5 分田的範

圍 

 

 

(資料補充) 
目前水田為養

田的階段，水田

目前以種植有

機蓮為主。 

 
相關(圖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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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附近並沒有可以懸掛解說牌的地

方，解說牌可以像立牌一樣設置在

田裡。 

 
 

 
10 砌石堆(三層圳) 

 
地點: 
前往 EEF 水田

的叉路口(可
於此放置解說

牌) 
 
面積: 
路口寬約

60cm，但沒有

鋪設行走的步

石，下雨不容

易行走。 
 

 

 

(資料補充) 
由此道路進去

前往參觀三層

圳、浮圳以及

文照水田，本

路段有整修必

要，且能保護

土馬騌田埂。

 
相關(圖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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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建

築

物

外

觀 
 
 
 
 

圖

一 

 

三層圳現狀，民眾可沿著附近農

田行走參觀， 但雨天便寸步難

行。 

 
 

圖

二 
往浮圳上去的木板，寬約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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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浮圳(棺材板) 

 
地點: 
往文照水田的浮圳

 
面積: 
圳面寬 25cm(極
窄)， 
長約 1.8m 

 

(資料補充) 
圳上木板一次僅得

一人經過，需整

修。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建

築

物

外

觀 

延著浮圳往文照水田過去，需修

復的路段約為 20m(除去頂圳路

段)，另外人可通行的路寬從一開

始的 25cm 到後來不到 20cm，建

議將圳段修復後將人可步行的寬

度拓寬至 40cm 會比較安全(可讓

一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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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照觀景水田(終點) 

 
地點:文照水

田 
 
面積: 
總面積(含種

杜鵑範圍)約
1.2 分左右 
 

 

 

(資料補充) 
本水田目前

為觀景水

田，整個繞一

圈距離約

35m，水田中

的大石直線

距離到糊入

口田埂處約

25m，垂直另

一邊的距離

約 5m-10m。

 
相關(圖片)資訊 

照片 說明  
解

說

牌

位

置

設

立

/ 
建

圖

一 
 水田一共有三處有大石

頭，除了水田中有一處

外，靠近水田旁還有兩

處大石頭。 
解說牌建議立在水田

邊，讓人在觀看風景時

可以看見解說牌，進而

明白八煙生態工法的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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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物

外

觀 

圖

二 
水田旁的路徑現況圖，

路寬不到 25cm，建議做

簡易步道且，安全行走

也保護脆弱土馬騌田

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