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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課題



在開始這研究之前，
這主題的既有成果
為何?



透過史料的耙梳
與歷史地圖的比
對，我們已可初
步掌握日治時期
太魯閣地區警備
道路的分布網絡。

1.隘勇線道路(1914.8竣工)

2.警備線主線道路(1915.3-1921.3竣工)

3.警備線支線道路(1914-1915竣工)

4.合歡越道路(1934.11竣工)



隘勇線道路與警備支
線道路都是太魯閣戰
役後快速完成的路網，
大約是在1914-1915
年間完工，此時也是
蕃地地形圖的測繪與
製版時期。

大正三年(1914)8月，總督府蕃務本署統合了軍用應急道路，
設置了“內太魯閣隘勇線”，沿線配置了八個監督區域，
從太魯閣峽口到屏風山腳下的內太魯閣族社共配置了:富世
岡、落支煙、托莫灣、巴達岡、荖西、合流、古白楊、西
拉歐卡夫尼等八個監督所，另在重要部落內另設置了11所
警察官吏駐在所，作為該區域部落的主要綏撫機關。

太魯閣地區的警備支線道路，為東西向主幹道之外，為有
效深入各族社的網絡狀道路，相較於主線上以”防蕃”為
主要任務的監督所，支線上多數配置的是以"撫蕃"為主要
任務的"警察官吏駐在所"。



太魯閣地區最早完成的警備線道路為1915年3月
完工的“新城內太魯閣道路”，透過較現代化的
山徑鋪設，取代從峽口到內太魯閣支廳的隘勇線
道路。隨後往支廳西側修築支廳至西拉歐卡夫尼
道路(1917.3)以及卡拉寶道路(1921.3)。

新橫斷道路-合歡越道路(1934.11竣工)
(1)合歡越道路東段工程:於昭和8年(1933)6月
22日於昔日內太魯閣道路終點的卡拉寶開始
動工，使用既有的內太魯閣警備道路，卡拉寶
向西延伸。
(2)合歡越道路西段工程:此路線於隔年的昭和
9年(1934)6月30日起工，從臺中州的三角峰
駐在所上方的追分舉行起工式，透過當年太魯
閣戰役所遺留的軍用道路，往東推進。

隨著次高太魯閣國立公
園的指定，合歡越道路
也開啟了太魯閣觀光攬
勝的新頁。此道路網絡
可從日治後期的五萬分
一地形圖確認。



高地道路:從富世岡隘勇監督所
啟程往西橫向越嶺方式修築，
通行於新城山北支稜山麓地帶，
往布洛灣台地

砂卡礑警備道路(1914
年設置，裾野到砂卡礑
社)

西拉岸警備道路(1914
年設置，阿唷到西拉岸)

峽口新道(取代高地道路，
從太魯閣峽口到布洛灣舊山
月橋處)



科蘭警備道路
(1914年設置，
合流到科蘭)

合流梅園警備道路
(1915年設置，合流到
梅園，陶賽溪東側)

三角錐山大鞍部道路:道路東端
始於巴達岡隘勇監督所，往上
攀登三角錐山主稜，翻越三角
錐山主峰即進入內太魯閣支廳
的管轄範圍，荖西隘勇監督所
為此路段的終點。

斷崖道路(從巴達岡沿山腰
開鑿斷崖的山徑至荖西監督
所，取代山角錐山大鞍部道
路)

斷崖道路後段穿
越第二斷崖的斷
崖新道則是1926
年3月才完工



合流梅園警備道路
(1915年設置，合流到
梅園，陶賽溪東側)

荖西至支廳道路:自荖西隘
勇監督所啟程，經海鼠山東
南側的瀧下隘勇分遣所、木
奇荖西分遣所，跨越陶賽溪
抵達:塔比多。

饅頭山道路:自瓦黑爾溪分
遣所，沿著饅頭山攀登，緩
降至立霧溪溪底的蘇瓦沙次
合流點。

洛韶警備道路(1915年
設置，西寶到洛韶)

西寶警備道路(1915年
設置，托布拉到西寶)

支廳至陶賽道路(1915
年設置，塔比多到陶賽)

荻坂道路:採迂迴路線，改善饅
頭山隘勇舊道坡度過大的問題



洛韶警備道路(1915年
設置，西寶到洛韶)

西拉克警備道路(1915
年設置，梅園到瓦黑爾)

支廳至陶賽道路(1915
年設置，塔比多到陶賽)

西寶警備道路(1915年
設置，托布拉到西寶)

合流梅園警備道路
(1915年設置，合流到
梅園，陶賽溪東側)



托博闊警備道路(1914
年設置，西拉歐卡夫尼
河階地到托博闊)

西拉歐卡夫尼道路：整
修隘勇線時期的奧地道
路，該路段於1917年3
月竣工

卡拉寶道路(1921.3)自饅頭山
以西，捨棄原本路線，沿立霧
溪北岸通行，順應地勢，隨水
平等高線漸次檯升，終點設於
海拔1800公尺的卡拉寶社

合歡越道路東段工程:
於昭和8年(1933)6月
22日於昔日內太魯閣
道路終點的卡拉寶開
始動工，使用既有的
內太魯閣警備道路，
卡拉寶向西延伸

奧地道路:從蘇瓦沙次合流
點往西，終點在中央山脈屏
風山下的托博闊社



1914年太魯閣戰役結束後，殖民政府
在立霧溪流域的山林與河谷打造了四
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串聯了近百個舊
部落。
隨著霧社事件後的強制集團移住、日
治後期因軍事需求的礦產、林業、發
電事業的發展，及戰後中部橫貫公路
的開發，這些舊社遺址與古道多已淹
沒在叢林中或毀於峽谷的侵蝕崩塌之
下…



1.早期歷史地圖的誤差與版
本差異，導致地圖不易判讀
也難以跟現況圖資套疊。

2.園區現階段建置的GIS展
示查詢系統內也尚未整備歷
史性的參考圖資。

3.當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推
動上，系統圖資整合、教育
推廣的重要課題。

一、解決歷史圖資的套疊與園區解說推廣的需求



1.園區早期委託之研究報告
調查成果，不易與現況資訊
進行套疊比對。

2.歷史地圖的研究多在圖面
的分析與探討，缺乏現地調
查的驗證與討論。

3.山區調查需耗費龐大人力
物力，園區幅員廣闊難以進
行系統性的調查。

二、處理研究圖資比對與系統性現地調查的限制



二、數位典藏成果

(一) 日治前期小比例尺蕃地圖的分析

(二) 日治中期蕃地地形圖與相關應用圖資

(三) 日治後期陸測版地形圖與相關應用圖資

(四) 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區域圖的基本圖資



荷西時期黃金河傳說
荷蘭人聽聞臺灣東部蘊藏
金礦，從一六三八年起多
次派人到東部探查黃金的
下落，最後在Terraboan
哆囉滿（推斷在今花蓮新
城鄉、立霧溪一帶）找到
金礦，卻因含金量不高，
放棄開採計畫。

1653年繪製(1753年出
版)中華沿海地區海圖：
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
島/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1878年夏獻綸主持，余寵繪
製〈全臺前後山輿圖〉蘇澳
至花蓮局部

外人無法踏足的禁地
大航海時代至清末太
魯閣地區地圖與空間
史料的缺乏，相關地
圖的繪製僅有北路(蘇
花古道)的地名與溪流
描繪，太魯閣地區僅
用 “太魯閣蕃大小八
社”來簡述。

1896年日本陸軍局發行之
〈臺灣蕃地圖〉，複刻自
1887年清撫墾局「臺灣內
山番社地輿全圖」

日治初期的圖資掌握
日治初期軍方複刻清
代輔墾局地圖，可見
開山撫番後，地圖記
錄下的太魯閣資訊仍
以外太魯閣的蕃社為
主，對於內太魯閣各
社的情況掌握極為有
限。

日治時期理蕃事業

太魯閣內社蕃招撫顛
末報告[太魯閣內社勢
力範圍圖]

太魯閣地區到總督
府啟動理蕃事業前
一直無法有詳細的
實測地形圖，太魯
閣戰役前透過測量
計師多次的登山調
查，也僅能初步掌
握太魯閣的概況。



(一) 日治前期小比例尺蕃地圖的製作

• 1914年太魯閣戰役前仍無地圖可有效提供太魯閣地區的空間樣貌
• 1914年的北蕃圖及太魯閣蕃附近圖的底圖，皆是從應急版五萬分一蕃

地地形圖縮製而成



(二) 日治中期蕃地地形圖與相關應用

• 太魯閣地區蕃地地形圖依不同版本，為1914.5-1916.12期間製版，呈
現了理蕃及警備線配置初期部落的空間樣貌

• 在日治後期陸測版地形圖完成前，作為軍事、警備、檔案、蕃社戶口、
行政管轄之基本底圖。



(三) 日治後期陸測版地形圖與相關應用

類型 日期 製作單位 圖名 典藏單位
主題圖 1935 臺灣總督府 國立公園大タロコ交通鳥瞰圖 中研院臺史所
主題圖 193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花蓮港廳蕃地里程表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主題圖 1937 東臺灣勝地宣傳協會 國立公園候補地大タロコ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在日治後期陸測版地形圖成為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成立時的基本底圖，
作為當時空間治理、觀光攬勝、山林開發的基礎圖資。



(四)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區域圖的基本圖資

1937年“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區域圖”所使用五萬分一地形圖圖幅一覽，其中以蕃
地地形圖為底圖有9幅；以陸測版地形圖為底圖有6幅。



地圖導讀與分析重點:日治時期太魯閣區域不同版本的基本地形圖



三、地圖導讀成果說明

(一) 細部研究區的規劃

(二) 導讀解說撰寫理念

(三) 導讀解說撰寫成果



以五千分一像片基本圖圖框作為細部研究區
• 以個別五千分一圖框做細部比對，

並做為校正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
的基準，可提升歷史圖資套疊的
精度。

• 對於各圖框區塊內不同時期的自
然環境、人文聚落、道路等變遷
可做更細緻的討論與分析。

• 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6月起已開
放65年至109年像片基本圖線上
套疊及介接服務，後續的整合運
用極具意義。



(一) 細部研究區的規劃



以五千分一像片基本圖圖框作為細部研究區
• 以個別五千分一圖框做細部比對，

並做為校正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
的基準，可提升歷史圖資套疊的
精度。

• 對於各圖框區塊內不同時期的自
然環境、人文聚落、道路等變遷
可做更細緻的討論與分析。

• 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6月起已開
放65年至109年像片基本圖線上
套疊及介接服務，後續的整合運
用極具意義。

傳統以整個五萬分一圖幅的幾何校正方法

以五千分一圖框為基準的校正比對方法



(二)導讀解說撰寫理念

• 為符合導覽解說及科普出
版的需求，擺脫過去歷史
地圖或史料考察的學術書
寫。

• 以五千分一圖幅為尺度，
利用不同版本基礎地形圖
的內容導讀與歷史敘事。

• 挑選日治時期太魯閣地區
最具代表性的三套寫真帖
的老照片，作為各圖幅解
說參考資訊。



(二)導讀解說撰寫理念

1. 大正三年(1914 )太魯閣戰役期間由下田正攝影師跟隨萩野末吉少將率領的
第二守備隊於太魯閣現場拍攝的《大正三年太魯閣蕃討伐軍隊記念》，該
套寫真帖拍攝內容包括山川地景、行軍過程、戰況及戰爭成果，是非常具
震撼力的影像資訊。

2. 昭和七年(1932)，由東台灣新報的編輯毛利之俊帶著攝影師所拍攝的《東
台灣展望》，其太魯閣地區的攝影也提供了日治中期的部落及警備單位的
生活剪影。

3. 花蓮港街知名的「片山寫真館」因應太魯閣峽谷在昭和十年(1935)被選為
次高太魯閣國立公園候補地所出版的《臺灣國立公園候補地 太魯閣景觀》
寫真帖。

透過這三套寫真帖的影像，來增添歷史地圖閱讀上的空間想像及故
事性，讓讀者能更貼近當時的時空背景。

日治時期太魯閣地區最具代表性的三套寫真帖



(三) 導讀解說撰寫成果







四、GIS地圖加值成果說明

２.五千分一分幅主題圖(45幅)

３.日治園區專案主題圖(20幅)

1.ＧＩＳ作業流程說明



1.ＧＩＳ作業流程說明
點、線、面的圖層架構與時空資料建構



(一) 歷史地圖各類地標點位的建立

1. 將各版本歷史地圖進行影像校正，
套疊至GIS系統。

2. 將地圖判讀結果，以點資料格式，
數化至GIS系統。

3. 與現況高解析度數值高程模型比對，
修正點位的座標與位置。



(二) 建立GIS屬性清單及編碼格式以利資訊抽取
1. 建立資料屬性的編碼原則，建立GIS資料詮釋資料清單。
2. 完整記錄該點位所參考的原始地圖來源，並標記問題點。
3. 透過空間演算，建立各點位的座標及對應的圖框基礎資訊。



(三)結合史料、GPS、高解析度高程模型，進行道路的精度修正

1. 歷史地圖的比例尺為
5萬分1，加上早期地
圖的誤差、地形崩塌
變化等因素，路徑難
以跟現況圖資套疊比
對。

2. 透過史料考察、GPS
現況記錄，以及高解
析度數值陰影圖的比
對，將各時期道路盡
可能做修正。

3. 早期軍用道路難以精
確考證，本研究以錐
麓古道及合歡越道路
主線為主要精度校正
作業的重點。



（四）數化行政邊界及屬性表單，配合現況地形進行圖層修正

1. 將蕃地行政區劃圖上的行政資訊抽取，建立GIS圖層。
2. 與現況地形資訊比對，修正蕃社行政區劃的資訊，與現況圖資套疊整合。
3. 結合蕃社戶口、國勢調查等歷史統計資料，建立歷史人口地圖。



2.五千分一分幅主題圖成果
運用高解析數值地形資料，搭配歷史地圖判讀結果進行數位加值



五千分一分幅主題圖一覽，共有４５幅



• 將期中的歷史地
圖導讀成果，結
合第三階段的
GIS繪圖技術，
搭配高解析度數
值高程現況資料，
進行五千分一分
幅主題圖的製作。

• 另外製作3D地圖
與道路剖面圖，
可作為園區自然
環境與人文解說
使用的基本底圖，
提供更多解說運
用可能。



• 所有繪圖數位
檔案與圖資，
將彙整成GIS
資料庫，可提
供給園區GIS
管理系統進行
整合與後續運
用。



• ３Ｄ模型可以動畫方式呈現，相關技術呈現可在
後續計畫或ＧＩＳ故事地圖中來規劃與設計。





日治時期園區專案主題圖
運用各類圖資的數位化成果，搭配檔案史料進行專案主題圖製作



主題分類

• 主題一:太魯閣戰役系列地圖(3幅)
• 主題二:合歡越道路與自動車道(4幅)
• 主題三:錐麓古道各時期道路(2幅)
• 主題四:太魯閣地區行政區劃(2幅)
• 主題五:太魯閣的人口與移住(3幅)
• 主題六:史料檔案索引地圖(3幅)
• 主題七:太魯閣考古遺址地圖(1幅)
• 主題八:砂金與採礦檔案對照圖(2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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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值推廣方向
1. 本計畫產出的導讀文本，可作為後續延伸出版品；而相關

歷史圖資的數位檔案將可作為國家公園其他相關出版品的
基本底圖。

2. 本計畫產出的GIS 資料庫，可作為園區GIS 管理平台的歷史
圖資，並擴及史蹟及相關人文景觀線上導覽的加值運用。

3. 可配合文化部再造歷史現場的需求，提供基礎歷史圖資供
主管機關參考及規劃使用。日後面臨有關山林文化資產的
指定與保存，可提供主管機關相關參考與基礎圖資。

4. 本計畫所調查與建置的歷史圖資，可作為園區內太魯閣族
原住民傳統領域調查及舊社尋根的參考，也是主題策展與
教育推廣的重要素材。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