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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執行期間，自 1998年 7月至 1999年 6月，共計一年。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古道最初是麻少翁社、北投社、金包里社、大基隆社、大

屯社之間往來聯繫的山徑。自清朝開始，隨著移民的拓墾，產業的迭興加以擴充

闢建，日治時期更曾修繕與改築，終於形成國家公園內具有歷史義意之古道。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敘述道路的分類與定義。第二章綜論陽明山國家公園

古道的歷史脈絡。第三章對古道的地理空間多所著墨。第四章為菁礐的調查與測

繪。第五章為古道的路線踏勘，尤以淡基橫斷古道為主。第六章為結論。 

  目前，除金包里大路（北向路段）已開發外，根據本研究顯示，淡基橫斷古

道與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所擁有的歷史價值與菁礐遺址，為國家公園重要

的文化資產，是值得開發與永續經營的二條古道。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 Tracks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bstract 

 

    This study, starting in July 1998, lasts a year round to June 1999. 

    The historic tracks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were, in the beginning, 

made by the people of Kimazon（麻少翁）, Kipatao（北投）, Taparri（金包里）, 

Takelang（大基隆）, and Tatona（大屯） of the Ketagalan（凱達格蘭） tribe for 

contact. With the advancing of the pione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y developed into 

important passages for the transport of the locally-produced goods, and were further 

broaden and refined during the Japanese time. Discarded or still being used, they now 

are regarded as most significant historic sites in the National Park.

  The paper is devided into six chapters. In the firs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 track are analyzed. In the next, a general historic background of 

all the tracks in the park is stated. The geographical details are put in the third chapter. 

As to the four, it is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hing-Shue” (菁礐)  

(the big tanks for producing Indigo dye ). The fifth chapter records the surveying of 

the route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Tam-Kee crossing track（淡基橫斷古道）,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the last chapter.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he Ta m-kee crossing track（淡基橫斷古道） and the 

Indigo track（藍路） possess as important historic value as the Taparri way（金包里

大路）, which has already been restored, and so does the remains of “Ching-Shue”(菁

礐). They are all worth our great attention to preserving and sustainably ma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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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道的界說  

  第一節  道路的分類 

 

十九世紀的英國博物學家福布斯（Edward Forbes,1815-1854）認為古代道路

主要有四種類型（吳澤霖，1991）：

（1）交通運輸或貿易所需的路

（2）短途轉運特需物資的路，如古埃及人把巨石塊從尼羅河畔運走的路

（3）戰略性的路，如古羅馬的萊姆斯路（Limes） 

（4）宗教隊伍行走的路。尤其第四類的道路，在古希臘具有庇護權的性質，

而有些寺廟在建造時就預先定下供該廟之神的專用路。

中東的兩河文明寧願發展水上運輸而不從事築路，在文明鼎盛時期的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間沒有修過大路。約在公元前 300 年，羅馬人開始整理

古義大利的小路網，並修築了一些公路。他們從波斯人、埃及人、希臘人及伊特

魯斯肯人那兒學會了築路。每佔領一地，他們就築路，以便商隊和士兵通過。隨

著私有財產的擴大，為了劃分地盤，築路變得更有必要，由礫石小道和土路發展

成康莊大道的第一條路是公元前 312年通往坎帕尼亞的阿皮烏大道。羅馬帝國共

擁有 180000英里的平坦大道，其中 53000英里是主幹公路。沿著這些大路，羅

馬帝國的信使平均每小時可走 5-6 英里（約 8-9.6 公里），這一標準維持了 1500

多年之久。 

除羅馬人之外，南美印加帝國（1438-1532年）所修的道路可能比在它以前

任何人修的更好些。印加的路狹窄，是為步行者鋪設的，因而在各種地勢和氣候

中都能行走。沿途都駐有公文急件接送員，每隔 4-8英里（約 6.4-12.8公里）就

有一個專為此而設的路邊驛站。 

印加的公路主要有二條：一條橫穿群山的路長 2700英里（約 4320公里），

另一條沿海岸的路長 2400英里（約 3840公里）。若把相連與分岔的路計入，印

加的公路全長達 10000英里（約 16000公里）。凡經潮濕的地段，公路都是加工

鋪築的，路面寬 6-45英尺（約 1.8-13.7公尺），路旁都築起石砌的擋壁。精心築

成的台階、隧道、暗渠、排水溝和附屬的石頭建築以及橋樑是公路網的組成部份，

沿路居民則負責築路和保養修理。有名的聖路易斯雷橋（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是一座用繩索掛起的吊橋，繩索每隔一年更換一次。 

 

  第二節  道路的定義 

 

  茲參考英語辭書，將各種道路的定義作一引介（Mcarthur，1992）： 

avenue：（大道）都市裡，非常寬的，且兩側有商店、林蔭（如仁愛路），或通至

一棟主要建物（如凱達格蘭大道）。 

footpath：（步道）經過開墾的田野的路徑，主供步行使用。 

pass：（越嶺山徑），橫過或穿越一列山脈，尤指一條窄的山徑，但不攀過山頂，

僅橫過山的鞍部。 

path：（通道）一條經過原野，穿過森林，翻上山嶺，給人獸行走、旅行的路。

不限人為開闢的道路，人體的食道也可稱為 path。 

road：（路）整修過的 track或 way，有輪的運輸器材能通行，利用於城鎮之間，

且穿過城鎮之內。有時指大的車路，重要的、長的、較寬的且給車子走的，

穿越都市的幹道。如 roman road、中山北路。 

route：（路線）尤指稱長的距離並交會許多路。

street：（街）短的、窄的，比較不重要的都市道路，兩邊有商店夾道。 

track：（1.聯絡通道，2.軌跡），二地之間經常使用、固定來往的交通聯絡通道，

形成明顯的輪痕或人的腳印，踐踏留下凹陷的痕跡，特別指人車皆可通行的

小路，供人獸行走，亦即小的車路 cart track。如魚路、淡基橫斷古道。 

trail：（荒徑）經過荒涼的鄉下、原野、荒地且未經刻意整修的路徑，rough path。 

walk：（人行道）一條 path或 track，維護非常良好，適合步行的人工道路。 

way：（路）不限於陸地的路，水、陸、空均涵括。 

  綜合上述，本研究採用 historic track，作為「古道」的英名。 

 

 

第三節  古道的要件

 古道，不僅是一個炫人的名詞而已，必須要有其他的要件才能顯出價值。 

一、古道的年代 

比照現行古蹟的認定標準，一條道路闢建之後，距今至少要有 100年以



上的歷史，才能稱為古道，但這並非絕對的要件，只是作為判定古道的一個

參考。 

二、古道的長度 

  依長度來衡量，必須是聯繫二地（至少一地為城市）的長距離道路。以

英國的歷史古道（historic tracks）為例，至少要有 20-30公里以上的距離。 

  從陽明山區的地理條件來看，則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基隆

通往臺北的北投、天母、士林的各條長距離交通孔道，才能符合古道的標準。

至於各村莊之間的聯絡便道或小徑，其地位自然不如上述的交通幹道來得重

要。 

三、古道由什麼人開鑿 

一條道路的興築必須投入許多人力與物資，而耗費的時間與金錢更是十

分可觀。若由官府運用公費，軍隊徵用人夫、豪商籌資開闢則較易留下文獻

資料，年代亦較明確，如淡蘭古道、八通關古道、蘇花古道、淡基橫斷古道

均屬此類。至於村里之間的聯絡道路便極難確認年代，也不易提出明確的文

書證據。 



 
四、古道有多少人利用 

昔日交通尚未發達時，若有一條平坦且迅捷的道路將聚落與城市緊密聯

繫，而許多人藉此相互往來，不只促進了物資的集散與商業的繁榮，甚至造

成兩地文化的影響與交流。若只是兩個貧寒小村彼此偶而接觸，行走的人數

稀少，其影響力自然微弱，亦無法為人熟知，更談不上深刻的印象了。 

五、古道有什麼人走過 

  人的社會免不了會有貧富賢愚之分，這本是極其淺顯，也無可奈何的事

實。而歷史的光環總是聚集在名人的頭頂，於是皇室、將相、文豪、詩人、

藝術家曾走過哪一條路，到過哪一個景點，留下哪些膾炙人口的作品，都會

使古道更加出名，而後人亦常依循名人的腳步親履其地，使得古道之上人馬

雜遝，終至絡繹於途。名人與古道，相得益彰。 

六、古道是否發生重要的歷史事件 

  道路在特殊的時空下，成為重要事件的場景。以戰爭為例，大正三年

（1914）日軍討伐太魯閣蕃，開闢了一條從合流至巴達岡的錐麓古道。大正

十一年（1922）日軍征討石鹿蕃，亦開闢了一條從二本松至田村台的北坑溪

古道，這些見證了歷史的更替與戰爭殘酷的古道，別具意義。 

以上，是判斷古道的六項要件，兼具多項要件的古道自然也就加添其資源與

魅力了。 

 



第二章   古道的歷史脈絡  

  第一節  歷史文獻與證據 

  由於古道開鑿的年代極難確認，因此本研究以沿途村里的文書或地契為依

據，再配合耆老訪談資料，作一最保守的推測與估計。 

一、百六砌古道：約闢建於 1816 年，在北新庄至竹子湖途中，因山路陡峭，居

民用一段一段的筆筒樹幹鋪設台階，總計 162階，後來改用石塊鋪設，簡稱

「百六砌」。百六砌分為百六砌頂與百六砌腳二個聚落，日治時期稱為百六

刻、百六隙、百六戛，光復後卻被訛稱為「巴拉卡」。耆老口述資料為 1816

年，文書證據為 1820年（圖 2-1）。 

二、平林坑溪古道：自大嶺（擎天崗）採東南向，經過後湖底、細腳幼仔寮、頂

礐寮、土地公寮，然後由此分二叉：一向內寮，再至坪頂；另一向下礐寮，

然後再分二叉，其一越溪，經狗母豬潭，再沿坪頂古圳而行；另一直接走向

平林尾，再越溪至坪頂古圳，二線均至內厝，抵坪頂。由坪頂而出，順著大

平尾而下，至外雙溪，最後抵達士林。沿途多大菁植群，並有菁礐遺址二處，

唯多已破損，約闢建於 1823年。

三、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約闢建於 1823年，正值臺灣藍業興起的年代。

自北新莊進入，沿大桶湖溪而行，沿途至少有四處菁礐遺址，且保留極為完

整，加以大菁植群茂盛，又有瀑泉之勝，實為人文資源與自然條件極為豐富

的古道。 

四、鹿角坑溪古道：約闢建於 1832年，是最深入山區的古道。沿途資源有楓林、

炭窯、瀑布等。咸豐四年（1854）北投社通事與金包里社業主曾簽下契約，

議定二社的勢力範圍以大溪（鹿角坑溪）為界，溪北歸金包里社掌管，溪南

歸北投社掌管，別稱「蕃社合約古道」。又可細分二支線：一為挨心石路線，

自茅埔頭進入，沿鹿角坑溪主流南岸而行，經挨心石，在抵達馬槽溪交會口

之前越至北岸，然後沿楓林溪，至湖內、鹿角坑，這是主要的幹道。另一為

馬鞍格路線，自磺溪頭進入，經坑內、格腳，再翻越馬鞍格大崙，然後至湖

內、鹿角坑。自鹿角坑再跨越紅石仔坑溪、清水溪，然後至後山頂坪，轉出

竹仔湖、湖底。由湖底可分抵士林、北投。耆老口述資料為 1832 年，文書

證據為 1854年與 1875年（圖 2-2）。 



五、金包里大路：約闢建於 1852 年，沿途資源有魚、牛、石屋、大油坑硫磺礦

區等，以「魚路古道」著稱。這條古道曾於 1898 年，由歸順的土匪簡大獅

率部眾加以整修，別稱土匪古道。1901 年，日本人再依等高線迂迴整修，

歷經二年的歲月，終於在 1903年完成，別稱士林金山道路。文書證據為 1852

年（圖 2-3）。 

六、後尖古道：約闢建於 1858年，又可細別為三段：（一）死磺仔坪古道（二）

刺木忽坑古道（三）內雙溪古道。 

    1858年，郇和（R.Swinhoe）走的路線可能先採後尖古道的死磺仔坪路

線，再接至平林坑溪路線，然後轉出內寮，再至坪頂，順著大平尾而下，至

外雙溪，最後抵達士林。 

七、七股古道：約闢建於 1860年，以茶葉著名，為陽金公路的前身。

八、淡基環山古道：約闢建於 1871 年，銜接北新莊、二坪頂、尖山湖、倒照湖

等山村，沿途資源有石橋、茶園等，別稱三板橋古道。 

九、淡基橫斷古道：約闢建於 1892年，可算是「清末最後一條官道」或「清末

最後一條軍道」。三年之後的 1895年，清廷割讓臺灣，日本開始治台。淡基

橫斷古道的途中設有一座河南營。 

大正七年（1918）臺灣總督府事務官藤井恭敬在「臺灣郵政史」一書中，提

到光緒十八年（1892）清政府開鑿了基隆、滬尾之間的道路，即由基隆的河殼港

（蚵殼港）起，過大武崙、瑪鍊橋頭，至內港腳，再經鹿窟坪、後尖山尾、竹仔

湖，過小基隆，最後抵達滬尾。 

藤井的這段文字可自胡傳的「臺灣日記與稟啟」中獲得驗證。光緒十九年

（1893）當時任職臺東知州的胡傳在十二月十五日的私人日記中如此寫道（圖

2-4）： 

 

「自基隆西北取道循山而行：四里至三角嶺，六里至大武崙，七里至馬鍊莊，

八里至大坪腳，四里至鹿角坪，七里至磺山頂，七里至竹子拗，十四里至水竟渡，

十里至滬尾。皆由山間取徑，海上窺望不及；無險阻，直捷而平坦。」 

 

  關於淡基橫斷古道，除了沿途斷續相連的石階外，殘存至今最重要的遺址便

是河南營了。昭和十年（1935）1月 5日的臺灣山岳彙報曾刊出「河南城跡 ‧ 大



嶺山卡」的登山記錄，這是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華榮俱樂部山岳部的通訊稿（圖

2-5）。 

   

  「昭和九年（ 1934）12月 9日，一行八人自臺北搭乘巴自動車（午前 8:00），

抵達山子後（午前 8:40），步行至河南城跡（午前 10:40，路線自涓絲瀑布上方而

行，採之字形攀登，至冷水坑，可見晴空下的草原）。在河南城跡眺望臺北，停

留至中午 12:00。再行至大嶺   卡（午後 1:00），續至大油坑硫磺採集所（午後 1:20），

然後轉回大嶺   卡（午後 3:00），草山（午後 4:20），再搭乘午後 5:00的自動車回

臺北。」 

   

  河南營現今的狀況又是如何呢！該遺址位於擎天崗西方約 600 公尺的雞心

崙上，中央有著寬闊的平地，四周芒草叢生，常有牛群出沒。如今雖然地面留有

清朝的碎磁片，但仍很難想像這裡曾是清兵行軍的中繼站。殘存的石牆僅剩北面

較為完整，長約 30公尺，高約 2公尺，東面有零星散置的石塊，南面有殘存的

地基，西面則蕩然無存，只有荒草一片。依據北面的石牆與南面的地基為準，測

得東面石牆原有的長度約 24公尺。因此，河南營遺址大致長 30公尺，寬 24公

尺，是一個長方形的範圍。據山豬湖耆老表示，南面的石牆設有窗戶與槍孔，民

國四十年代仍有約及肩高的規模，但後來這些石塊都被擎天崗的駐軍拿去充作建

設碉堡的基礎材料了。古物今用，依然都是軍事的用途，這便是河南營的命運。 

  而昔日的河南勇（湖南勇）亦即湘軍，若不是移防調回中國，就是客死臺灣，

即使留下墳塋亦被視為無主墳墓而遷移了（圖 2-6、圖 2-7）。 

 

  第二節  日軍掃蕩土匪與各條古道的關係 

日治初，北山土匪作亂，日軍進行掃蕩。當時所留下來的沿途紀行，收錄於

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檔案乙種永久第十四卷的「淡水支廳行政事務暨管內概

況報告」，正好反映出昔日民情與道路狀況。

 

（一）「由土地公埔圓山頂至鶯仔鼻路程，及由小基隆新庄經各土匪住區至鶯仔

鼻路程如左： 
圓山頂灣經五腳松崎、三層崎、石門崎、二坪頂至鶯仔鼻十二三華里。 



小基隆新庄至鶯仔鼻十二三華里。 

小基隆新庄至布房寮白匏仔湖八華里。 

布房寮至蔡山豬家二華里餘。 

前述土匪之散居地區，均為小基隆新庄之管轄區，此次考慮由林仔街、灰窯

庄兩約首嚮導前往。 

茲附陳兩約首提供之略圖謄本。 

自石門至金包里路程： 

    至尖仔鹿二里、至阿里旁四里、至小坑二里、至阿里老五里、至下盆水三里、

至跳石頭四里、至萬里加突四里、至金包里五里。」 

 

（二）「一月二十八日 

奉隱岐代支廳長命令，附隨淡水守備隊，前往掃蕩土匪，於上午五點集合於

滬尾街東北端，並於六點出發，經水碓仔庄、北頭仔庄，將要進入水木見頭山仔邊

庄時，看見庄民逃走者，即逮捕鄭祿（以往鎗器製造者）及王登、張龍包等七人，

便燒毀鄭祿家屋，取路以新庄仔大溪橋，進入水木見頭百六刻庄。該庄風氣甚好人

民生活平穩，似乎在歡迎我軍隊之來臨矣。再經竹子湖由磺泉附近出來，向過路

人探問磺溪頭庄之方位地點、即曰：磺溪頭庄有二處，一為芝蘭二堡離此二里半，

一為金包里堡保有二十餘里路程，則奉隊長命令經紗帽山半嶺庄至芝蘭二堡磺溪

頭庄，在此將鄭祿、王登、張龍包三人處刑。其餘經調查後由隊長命令予以釋放

還家。下午十一點由本庄經草山林頭、草山庄、山豬湖庄、嶺夏小店庄至南四湖

庄。庄中空屋處處可見，屋中留有結盟證之類，且有血跡斑斑之血紙乃將二棟空

屋燒毀，為時已是翌日上午八點。 

 

一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點抵達金包里堡磺溪頭庄，在此與  山少佐率領之大隊會合，吾中隊

受命應經十八份庄、小坪頂庄而出於關渡。然大隊應即時燒毀金包里後進入芝蘭

三堡經滬尾至關渡，即兩隊在此會師。命令即下、即行出發。是日滯在本庄住宿。 

 

一月三十日 

奉命附隨於偵察隊，經鹿角坑巡視番仔坪庄附近，即上午七點由本庄出發，



抵達番仔坪庄。本庄多為空屋偶有住家但皆婦女，而未見男人蹤影，然空屋中有

多人數炊飯之跡，甚為怪異狼籍，即將其三棟房屋燒毀。於下午五點歸返宿泊地。 

 

一月三十一日 

於上午八點由本庄出發，經八份庄、蕃仔坪庄、上平庄、竹子湖庄抵達十八

份庄，暫宿一泊。本庄人民稍微平穩，每人安居樂業。 

 

二月一日 

上午八點由本庄出發，經小坪頂庄到關渡與大隊會師。 

吾淡水廳管內稍為平穩，男人亦安心樂其家業，如遇見我軍隊經過，即似乎

傾巢而出門外相迎。唯獨水木見頭庄庄民逃走者多。如越過大屯山脈進入芝蘭二堡

及金包里即情況不穩，各庄男人極少，且我軍隊如進入村落即時逃走隱避遁形，

畏懼驚惶之甚，無有過之。彼等不但對軍隊不給予方便且連問路程之遠近，村落

方位地點，均置之不理不睬。更不願意答覆，不論何事唯以不知情而推諉不答，

甚至收拾家具搬遷逃避而成空屋之村落也。燒毀關渡時除病人及兒童外皆悉女

人，而健康的的男人只不滿全戶數之十分之一矣！ 

 

各村落戶數概略 

水木見頭百六刻庄                  十戶 稍富 

竹子湖庄                      六十餘戶 小康 

紗帽山半嶺庄                 十五六戶  

芝蘭二堡磺溪頭庄              二十五戶  

草山庄                       二十餘戶  

山豬湖庄                       三十戶  

嶺夏小店庄                    三十戶 稍貧 

南四湖庄                      十五六庄 小康 

金包里堡礦溪頭庄              四十五庄 稍富 

鹿角坑庄                      二十餘戶 稍富 

番仔坪庄               二十餘戶  



八份庄                     五戶  

上平庄                 二十餘戶  

 

前述者均以種茶耕田為業，悉散在山間僻地。 

淡水支廳勤務陸軍通譯  佐竹令信」 

 

（三）「吾等與川上大尉一行一起向東方前進，先經水錐仔北投庄抵達水木見頭庄。 

 

進入新立仔庄。由此經過芝蘭二堡、百六刻、車埕、竹仔湖庄、磺溪半領湖

池抵達磺溪庄時，將押送三名嫌犯中除鄭祿保留外，另外兩人予以斬殺，但由於

日以繼夜奔波鄭祿終於身疲力盡暴斃身亡。經草山庄、山豬湖庄抵達磺溪頭庄時

為翌二十九日上午九點矣。此時與 山少佐所率領之大隊會師，經協商結果，東

鄉警部及巡查，即與川上大尉一行分離，乃變成隨屬於大隊。從此再前進抵達金

包里，是夜宿泊於此。惟近庄有多數匪徒，即擬派巡查、憲兵、守備兵著手逮捕，

但終於一無所獲而作罷。本日上午八點金包里出發，一行偵察阿里房，經芝蘭三

保石門庄抵達老梅庄。」 

 

以上約略可以看出日軍行經路線：自淡水出發，走淡基橫斷古道經百六砌，

至竹子湖。然後再轉至湖底、磺溪頭庄，抵草山（今山仔后）。接著取金包里大

路，經山豬湖、嶺夏小店庄，至南四湖庄（今南勢湖）。次日，至金包里堡的磺

溪頭庄。第三日，走鹿角坑溪古道，至蕃仔坪（今湖內庄），然後返回磺溪頭庄。

第四日，走金包里大路，至八煙後，轉至七股古道，經八份庄、蕃子坪庄、上平

庄、再接淡基橫斷古道至竹子湖，然後轉往十八份庄。第五日，由十八份庄出發，

經小坪頂庄抵關渡，結束此次的掃蕩。 

 



第三章  古道的空間格局  

 第一節  道路的走向 

 

（一）東西向古道 

1.百六砌古道 

2.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 

3.淡基橫斷古道 

（鹿堀坪古道-------打石窟古道-------蜜蜂巢古道-------十八彎古道） 

4.淡基環山古道 

（三板橋古道-------土地公嶺古道-------倒照湖古道） 

（二）南北向古道 

5.金包里大路（又稱魚路古道） 

（嶺腳庄古道-------涓絲瀑布古道） 

6.後尖古道 

（死磺仔坪古道-------刺木忽坑古道-------內雙溪古道） 

7.平林坑溪古道 

8.鹿角坑溪古道 

（1）挨心石古道 

（2）馬鞍格古道 

9.七股古道 

（八份古道-------十股古道） 

（三）村庄聯外道路 

1.往士林方向 

（1）竹篙嶺路線 

（2）內寮路線 

（3）後埔路線 

2.往天母方向 

（1）半嶺路線 

（2）草山水管道路線 



3.往北投方向 

（1）湖底路線 

（2）十八份路線 

（3）面天山路線 

（4）中菁礐路線 

4.往淡水方向 

（1）興福寮路線 

（2）內仔為路線 

5.往三芝方向 

（1）木屐寮路線 

    6.往金山、石門方向 

（1）大崙路線 

（2）冷水溪路線 

    7.往萬里、雙溪方向 

（1）溪底路線 

（2）大尖山路線 

    8.往內湖、汐止方向 

（1）車坪寮山路線

 

 

 

 

第二節 不被採納的古道 

   

  由於文書證據或是現場踏勘均無法支持下列的疑似古道具有何等重要性或

存在的理由，因此本研究暫不採納且不認定下列路線為古道，僅承認有些路線具

有村里之間相互聯絡、接觸的性質而已。 

 

1.竹子山古道 16.面天古道 

2.八連溪古道 17.斜陽古道 



3.大屯溪古道 18.大埔古道 

4.菜公坑溪古道 19.萬溪古道 

5.富士古道 20.榮潤古道 

6.三角堀古道 21內仔為古道 

7.挑硫古道 22.中菁礐古道 

8.大坪古道 23.溪底古道 

9.礁坑古道 24.車坪寮山古道 

10.溪坪古道 25.大尖山古道 

11.瑞泉古道 26.木屐寮古道 

12.圓柳古道 27.大崙古道 

13.楓樹湖古道 28冷水溪古道 

14.林市古道 29.草山水管道 

15.興福寮古道 30.竹篙嶺古道 

 

 

 

 

 



第三節 古道的確認 

在此，將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古道與疑似古道作一整理（表 3-1）。 

 
表 3-1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古道一覽 

編號 研究考証 坊間俗稱 
開闢

年代 
性質 

1  百六砌古道 巴拉卡古道 清 古道 

2  平林坑溪古道 平林坑溪古道 清 古道 

3  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 大屯溪古道 清 古道 

4-1  馬鞍格古道 
鹿角坑溪古道 

（沿山路線） 
清 古道 

4-2  挨心石古道 
鹿角坑溪古道 

（沿溪路線） 
清 古道 

5-1  金包里大路（北段） 嶺腳庄古道 清 古道 

5-2  金包里大路（南段） 絹絲瀑布古道 清 古道 

6  後尖古道 後尖古道 清 古道 

7  七股古道 七股古道 清 古道 

8  淡基環山古道 淡基環山古道 清 古道 

9-1  淡基橫斷古道（東段） 鹿堀坪古道 清 古道 

9-2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一） 打石窟古道 清 古道 

9-3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二） 蜜蜂巢古道 清 古道 

9-4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三） 十八彎古道 清 古道 

10  羅厝坑溪林道 菜公坑溪古道 日 林道 

11  溪底保甲路 萬溪古道 日 保甲路 

12  大屯山保甲路 面天古道 日 保甲路 

13  銀錢坑保甲路 八連溪古道 日 保甲路 



14  大崙保甲路 竹子山古道 日 保甲路 

15  大尖山聯絡便道 富士古道 日 居民自闢聯絡便道 

16  荖寮湖聯絡便道 大坪古道 日 居民自闢聯絡便道 

17  大油坑產業道路 挑硫古道 中 挑硫工自闢的山徑，距今約 70年 

18  富貴山登山步道 榮潤古道 中 登山者自闢的山徑，距今約 15年 

再將陽明山國家公園所轄範圍的九條古道與臺灣重要古道作一彙整（表

3-2）。 

表 3-2  臺灣重要古道的開鑿年代 

時期 名稱 開鑿年代 

淡基繞海古道      1631（？） 

淡蘭古道      1781-1823 

  1.三貂嶺古道      1781-1788 

  2.隆嶺古道      1786-1812 

  3.草嶺古道           1810-1823 

   ＊百六砌古道      1816 

   ＊平林坑溪古道      1823 

   ＊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      1823 

   ＊鹿角坑溪古道      1832 

   ＊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      1852 

   ＊後尖古道      1858 

   ＊七股古道      1860 

   ＊淡基環山古道      1871 

北路（蘇花古道）      1874 

南路（崑崙土幻古道）      1875 

中路（八通關古道）      1879 

清 

 

治 

 

時 

 

期 

   ＊淡基橫斷古道      1892 

內太魯閣道路      1914-1915 

能高越道路      1917-1918 

八通關越道路      1919-1920 

北坑溪道路      1924 

        日 

        治 

        時 

        期 
合歡越聯絡道路      1933-1935 

＊ 代表陽明山區的古道 

第四節 古道與溪流 

陽明山區的古道大多沿溪而行，然後逐漸攀昇，最後越過鞍部，進入另一



條溪流的範疇。古道，並不像現今的登山步道以登頂攬勝為目的，反倒是在兩地

之間取便捷快速且最短距離為訴求，因此不需刻意繞至山頭。而且，通常亦少順

稜而行，反倒是在接近稜線的下方坡面，避風而行。 

因此，古道與溪流關係極為密切。將陽明山區的溪流分為五區，一一標明

呈現。每條溪流皆有鄉土名稱，自較登山者登錄的左股、右股、一股、二股等名

稱更加傳神且具深義。 

 



第四章   菁礐調查與測繪  
  第一節  發現緣起 

 

本研究於 88.01.08與 88.01.13進行「金包里大路南向路段（城門--------竹篙嶺）

人文史蹟資源調查」與「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古道調查」的期中簡報時，曾將平

等里附近平林坑溪的菁礐作一披載。唯平林坑溪的菁礐較為破損，且又位於水源

上游，整修時將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宜事先作適當的規劃，以免造成飲水污染。 

期中簡報之後，繼續針對陽明山區的各條古道進行踏勘。很幸運地，在大桶

湖溪（大屯溪的北支流）意外地又找到陽明山區極具重要性的歷史遺跡--------菁礐，

該地依舊保存完整，絲毫未受到損壞，益顯彌足珍貴（圖 4-1）。茲將發現過程列

舉如下： 

 

88.01.18 受託單位首次在大桶湖溪找到破損的一組菁礐。 

88.01.25 受託單位繼續在大桶湖溪發現完整的二組菁礐。 

88.02.05 測繪菁礐。 

88.02.06 通知保育研究課，商訂會勘事宜。 

88.02.12 再次至大桶湖溪調查大菁族群。 

  88.04.27  協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人員進行會勘。 

 



  第二節  調查與測繪過程 

 

測繪日期：1999.02.05

測繪地點：大桶湖溪 

雖然寒流來襲，卻不能阻絕我們探究菁礐的熱望。中午時分，從北新莊向北

行，遠方天色灰濛，雲朵游移，偶有陽光傾瀉而下，經過菜公坑、三板橋之後，

再沿一條蜿蜒的柏油小路朝東南向前進。不久，將車停下，便聽見嘩啦啦的溪水

聲，13:00我們開始傍著大桶湖溪上溯，踏著大小不一的石塊向上游走去。

首先，經過一座由三根筆筒樹紮成的便橋過溪，沿途的樹梢偶有登山團體留

下的塑膠布條，是步道上唯一的人工色彩。13:02 又跨過一段越溪的石板之後，

便沿著溪的左岸前行。13:05 步道旁有平坦小平地，層疊而上，均有石塊壘成的

駁嵌作為護坡，這裡可能是幾十年前種植甘藷的旱田。繼續向上走，溪水離我們

遠了些，兩側生長了樓梯草、姑婆芋、長梗紫麻、山龍眼等植物，另有幾叢大菁

散落其中。新鮮沁涼的空氣與葉縫中透出的光線，映照林間，這裡真是個踏青的

好地方。步道旁的大菁族群逐漸增多，這裡有菁礐嗎？ 

13:15已來過二次的同伴叫我注意觀察四周，但我並無任何發現，經同伴告

知，才驚覺自己剛才踏過的幾個被填平的大圓坑就是菁礐，目前僅剩下已遭掘碎

且散落四方的抹灰石塊，這組菁礐因正好位在步道之上，破損嚴重，深覺可惜。

13:23越過一座筆筒樹便橋，到溪的右岸，13:28又越過一座筆筒樹便橋，回到溪

的左岸。 

13:30忽然看到一道坡嵌，坡嵌底部有一個石砌的小洞，高 25 公分，寬 35

公分，我們爬上第一層坡嵌，一百五十年前製藍的菁礐於是呈現眼前。這是四個

圓形坑以及一個長方形坑，保留極為完整，排列位置與步道平行。在此，開始測

量這組菁礐的規模。第一層坡嵌高 120 公分，深 160 公分，第二層坡嵌高 100

公分，深 110公分，第三層坡嵌高 90公分，上有四個橢圓形坑，長軸 380公分，

短軸 350公分，各坑相距 70公分，四個橢圓形坑的下方設有一長方形坑，長 400

公分，寬 360公分，深 125公分，坑的內側有一道洩水口，寬 23公分，我們先

前所見的石砌小洞便是長方形坑的洩水口外觀。第二層坡嵌的頂部有石片依序豎

立排列，石片均分坡嵌頂部且露出土面。長方形坑附近還有二間石砌的寮舍，上

方的寮舍長 400公分，寬 360公分，下方的寮舍長 360公分，寬 300公分。 



鑽出樹叢，回到步道，繼續前行，又被路旁坡嵌上的一個石砌小洞吸引，再

度進入樹叢，這裡有另一組完整的菁礐，排列位置則與步道成斜角。這組菁礐由

於地勢較陡，因此每一層坡嵌的深度較窄，第一層坡嵌高 50公分，深 100公分，

第二層坡嵌高 90公分，深 120公分，第三層坡嵌高 75公分，上有四個橢圓形坑，

規模較小，長軸 280公分，短軸 270公分，坑內累積土壤，深度約 50公分，各

坑相距 70公分。在第一與第二橢圓形坑的上方還有一座圓形炭窯，內壁直徑 270

公分，壁厚 70公分。四個橢圓形坑的下方亦設有一長方形坑，長 500公分，寬

330公分，深 120公分。第一層與第二層坡嵌的頂部皆有石片依序豎立排列，推

測這可能是導引溪水或藍液的渠道。另外，本組菁礐的後方尚有石塊依序排列，

最後可延至大桶湖溪岸。 

在菁礐遺跡以三個半小時進行測繪。17:00 開始下雨，我們在霧氣中依循原

路折返。17:30回至停車處，結束今日的踏勘工作（圖 4-2）。 

 



  第三節  菁礐保存之對策 

   

  一、第一階段作法 

（一）速將大桶湖溪的二組完整菁礐遺跡（估計約有 150 年以上的歷史）

作保存設施。 

（二）菁礐遺跡的兩端步道入口暫以鐵網封閉（封閉期間至少三個月），並

設立告示牌說明（敬告遊客：本路段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的歷史

遺跡，目前正進行各項保存措施，暫予封閉。即日起步道改換路線，

請遊客配合使用。原路段將於三個月後再次開放。） 

（三）大桶湖溪右岸另闢步道（長度約 100公尺），供登山遊客改道使用。 

（四）管理處同仁請於各項保存設施未完成前，勿對新聞媒體透露或發表。 

  二、第二階段作法（圖 4-3、圖 4-4） 

（一）菁礐遺跡設立木棧道（S形），避免石灰塗壁遭到破壞。 

（二）大桶湖溪上游的溪旁右岸設立石牆阻擋，使菁礐遺跡形成一封閉的區

域，便於經營管理。 
（三）設立解說牌（三面），詳示菁礐的式樣、規模與製藍過程。 

        解說牌 1：菁礐的發現與保存。 

        解說牌 2：菁礐的形式、規模與製藍過程。 

        解說牌 3：菁礐與渠道的關係。 

  三、第三階段作法 

（一）進行「菁礐與藍染」的研究保存計畫。 

（二）進行「大菁與藍染」的暑期解說活動。 

（三）籌畫藍染的整體展示（可於大屯自然公園管理站或遊客中心設立）。 

 

 



第五章  古道路線勘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九條古道皆已踏勘完畢，這裡舉出二條道路作為範例：一

為淡基橫斷古道的完整記實，分為東段、西段之一、西段之二、西段之三等四個

部分，這條古道經本研究發掘而得以重見天日。另一為羅厝坑溪林道的踏勘行

程，可作為古道訂正的參考實例。 

 

第一節 淡基橫斷古道（東段）的行程 

 

踏勘日期：1999.03.15

踏勘行程：大坪 ———後尖崙頭（又名鹿堀坪古道） 

 

表 5-1  大坪 ——— 後尖崙頭踏勘行程表 

行程 地點 

9:00       大坪（出發） 

9:30       圳口埔 

10:30       水柳仔坑 

11:00       埒仔田 

11:30       頹砌仔溪（休息 1小時） 

13:00       菜公坑仔溪 

14:00       崩山溪 

15:00       後尖崙頭（結束） 

 

  一行人起了個大早，駕著車駛離灰暗天空的臺北市，為了探查淡基橫斷古道

大坪至牛埔（擎天崗）的路況，循著萬溪公路來到大坪。 

  9:30車抵終點，到達一塊可供迴轉的平地，此地叫圳口埔。順著眼前的水圳

向上源走去，水圳寬約 45公分，由水泥築成，圳旁的小徑亦然。圳水順暢輕快，

帶著些微的漣漪，映射著早晨的陽光，嘩啦啦唱著，我停下腳步用手撥了撥，啊！

果然一如想像，好冰涼！ 



  續往前行，5分鐘後，忽然瞧見左方有一條岔路通過一座小橋，我們走上小

橋，遠遠望去，有棟民宅矗立在山坡的梯田間。在此，看著腳下的鹿堀坪溪，自

蒼翠的樹海中緩緩流來。過溪後，順著零散的石階拾級而上，這是一戶郭姓人家，

狗兒見到陌生人便狂吠不已，前院只見一棵高約 3公尺的山茶蒼碧挺立，像極國

畫中的姿態。我們在屋子四周呼喊主人，順便觀察北部傳統民居的形式。這棟石

屋以大小相近的石塊砌成下半部的牆基，上方再用磚頭疊砌。呼喊一陣之後卻無

人應答，想必無人在家，我們就大膽走入室內，這時同伴彷彿尋著了寶，叫我到

廚房去看，原來泉水被導引到屋裡的水缸中，正咕嚕咕嚕的冒泡，發出水聲呢！

這間廚房被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有一些竹編器具堆放，下層則是灶、膳食用具、

餐桌，此種空間利用饒富趣味。 

  離開時，狗吠聲又響個不停，重回小橋，沿著水圳的方向朝上游而行，鹿堀

坪溪一直都在小徑左側。不久，小徑倏地向右轉去，來到了「石鼓田」，這是藏

在芒草叢間的一塊空地，有著民居的遺跡，斷垣殘壁訴說曾有的豐饒田地與金黃

稻穗，還有純樸和樂的吳石鼓一家人。我們在芒草叢中順著路徑左旋右轉，抬頭

看到一個告示牌矗立眼前，說明前方為磺嘴山生態保護區，不得擅入，但我們受

託進行古道研究，先前已有申請許可。續向前行，小徑開始斜上，而且變得更陡，

這裡稱為「三截彎仔」，山徑在此轉了三折，果如其名。一邊走著，

一邊享受森林浴，聆聽鳥啼聲及水聲，10:30來到一個小山澗，稱為「水柳仔坑」，

周圍長有許多長梗紫麻，原來水柳仔就是長梗紫麻，難怪我們一直找不到水柳的

蹤跡，還一直以為名實不符呢！小徑又隨著山勢轉折起落，不久，我們站在一道

近乎筆直的石階步道「三十六崁」之前，這裡有三十六塊石階正向我們招手。 

  上了崁頂，同伴突然回過頭對我說:「噓，你聽！」聞言連忙將大口吐出的

氣息一噤，隱約有水聲傳來。同伴說，目前我們所站的地方叫「石車頭」，而前

方傳來轟隆水聲便是石車瀑布了！經過石車瀑布之後，前方的陽光照耀眼簾，出

口處展開一片開闊的草原，此地稱為「溪洲坪」，是由鹿堀坪溪沖積形成的一塊

河階台地。離開溪洲坪後，步履所及皆在長條形的田埂上，而且泥濘不堪，原來

我們已經來到梳子田（埒仔田），此地本是一畦畦長條形的梯田，由於形狀如梳

子的緣故，取名梳子田（埒仔田）。梳子田長度可達 180 公尺，而寬度則隨地勢

橫移變化，大致約在 3公尺左右。 

  約五分鐘後一行離開埒仔田，到達「四區仔」。此處田畝較為方整，想是山



勢較為平緩，可以闢出較大且完整的農地。遠方見到一縷銀帶似的鹿堀坪溪，自

谷底穿越。續行，小徑上方有座土地公廟，廟是簡單古樸的模樣，然而透露出的

莊嚴氣息，讓我緬懷過往先人駐足於此的景象，不禁合十參拜一番。前方谷地更

加開闊，這裡便是「鹿堀坪」。層層廢棄的梯田長滿了類地毯草，踩起來的感覺

十分舒適，仔細觀察還有野兔的糞便。頭上一片藍天，腳下綠茵似的草皮，群山

像帷幕般圍繞著，實在是人間幽境。田埂旁點綴著小薊，我們漫步在這平緩坡地，

直抵頹砌仔溪畔。溪水潺潺流過，兩岸生長了幾叢水芋。11:30在溪旁的樹蔭下，

我們吃午餐，順便休息一小時。12:30 我們跳過石頭，渡溪，踏上對岸的草地，

在路旁的草叢找到一支礦物局的界樁，號碼為 893號，梯田逐漸為兩邊的樹林吞

沒，13:00我們又進入了森林。

  一入森林，又要渡溪。前方枝幹垂下的青蔥藤蔓，提醒此地人跡少至。沿著

依稀可辨的路跡向前直行，路徑越來越模糊，行進越來越艱難，不僅腳踏處極鬆

軟，蛛網般四掛林梢的籐蔓也越來越多，看著前面引領途徑的同伴輕靈地閃身穿

過，而我因為體格較胖的關係，屢遭藤蔓橫阻，像陷入網中的甲蟲掙扎不開，原

想大力扯開藤蔓，不意上面有刺，鉤得手心一陣刺痛。眼看同伴漸行漸遠，心中

不禁大急，只好獨自在寂靜的林中斥罵藤蔓，還不時呼喊同伴以免迷途。14:00

到達一片空地，只見落葉鋪滿四周，我們在此研究地圖，決定強登山頂。沿途更

加艱辛，因為地勢較為陡峭，有時甚至要攀抓樹根，手腳併用費力強行。14:20

發現一道石砌護坡，同伴提示這是牛堤，觀察一會兒後，繼續前進。一邊蹣跚爬

行，一邊怒罵有刺的怪藤又擒住身體，運用蠻力強扯，才能脫身。終於抵達稜線，

鬆了一口氣，望著白雲悠然飄過，差點軟癱在地。 

  而大尖山在左前方突然顯露，令人驚訝的是，一群登山客在山坡喧嘩，他們

穿著五顏六色的服裝，還有小孩的笑聲。此情此景，讓勘查古道而顯得狼狽不堪

的我們，實在很難適應。同樣是登山旅遊，有人輕鬆愉悅，漫步悠閒，亦有人披

荊斬棘，血淚交織，啊，這便是古道未被清理之前的一頁滄桑史吧。15:00 沿著

稜線而行，發現一棟鐵皮屋，此地路徑分歧，同伴說這是一棟荒廢的救難小屋，

而且此地曾發生山難，我不禁心中一凜，忙不迭急步追上。在鐵皮屋附近休息一

會，然後迎著午后的驟雨，循著原路踏上歸途，結束此次的探勘行程（圖 5-1、

圖 5-2、圖 5-3、圖 5-4）。 

 



 



第二節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一）的行程 

 

踏勘日期：1998.10.01

踏勘行程：台寶 ———   小油坑（又名打石窟古道） 

 
表 5-2  台寶 ———  小油坑踏勘行程表 

行程 地點 

12:00      台寶（出發） 

12:30      舊工寮 

13:00      古道崩塌處 

13:20      打石窟 

14:30      小油坑的涼亭 

 

  淡基橫斷古道以河南營為界，分為東西二段，但西段之一與西段之二的部分

被公路切割得支離破碎，踏勘最為困難，但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今天我們要將台

寶至小油坑的這段古道發掘出來，使其重見天日。 

  12:00驅車來到馬槽附近的台寶。這裡只有一戶姓高的人家，石屋座落在山

腳下，與附近的水廠和一棟豪宅隔著草地相望。台汽站牌名為臺寶，因民國四十

幾年時，此地開採白土（瓷土）興盛一時，礦場老闆名字為萬寶，故將採礦公司

命名為臺寶，當時甚至開闢了一條車路到礦坑，便利白土的運輸。 

  我們整頓行裝後，穿過高姓人家的石屋，這時稜線出現了電線桿。我們進入

箭竹林，朝電線桿前進，不久發現車路的痕跡。路面為水泥鋪成，並遺有供車輛

行走的兩道輪溝，每道寬約 30公分，路基良好，只是都被芒草掩蓋。

  12:30赫然發現一棟舊屋，空空的屋頂與長著藤蔓的石牆顯示它舊有的格局

與規模。舊屋隔為四間，屋內均被許多植物佔據。我們四周察看，屋側有數個坑

洞，還有一個煎煮草藥的藥壺，靜靜躺在坑洞裡。屋後還有方形的水泥槽兩座，

由各種的設施判斷，這裡應是採瓷土礦工的住所，後方的水槽還發現細窄的塑膠

水管，循著水管前進，意外發現古道的痕跡，不由得內心一陣興奮，加快腳步向

前邁進，水管隨著古道忽隱忽現，但大致與古道平行。 

  古道的路基十分完好，路寬保持在 1公尺左右，由於長年無人行走，幸好帶



了一支砍刀，才能撥開箭竹與勾人的藤蔓奮勇前行。 

  13:00遇到險阻，路面崩塌了一大塊。大家小心翼翼攀過二處長滿雙扇蕨的

崩塌地，卻又碰到寬約十米，深約四米的山溝，令人望之生畏。山溝的土壤鬆軟，

踏之即陷，只好攀住樹根，緩緩移動，經過一番掙扎與努力，才得以克服這個障

礙，翻上山溝的對岸。這時樹林的上方忽然傳來一陣車聲，原來陽金公路離我們

並不遠，公路和古道近在咫尺，卻沒人發現古道就在附近，隱藏了如此久遠的歲

月。 

  繼續趕路，沿途仍是箭竹與菝契等蔓藤植物擋道。古道緩緩爬升，13:20 濕

滑的路面開始出現，原來泉水慢慢從山壁滲出，流過路面，石階開始出現眼前。

這一段的石階相當完整，每一階均清晰可見，每塊石階長約 90 公分，寬約 25

公分，高約 10-15公分，連綿約 60公尺，可說是淡基橫段古道中最完整的一段，

這裡稱為打石窟。兩側長滿了冷清草、姑婆芋等陰濕草本，而一陣陣白霧飄來，

更增添迷幻的意境。 

  經過石階之後，轉入一條小乾溝。但前行不久便失去路跡，我們又迂迴前進，

找了一會兒才接至古道。古道的路寬僅剩 60 公分，路面下凹似渠，這裡阻礙去

路的枝條藤蔓更茂盛，衣物已濕了一大半，遇濃密處還要蹲伏爬行，宛如地鼠，

路況之艱難、荒廢可見一斑。 

  二十分鐘後，古道漸漸開闊，路跡明顯，原來進入箭竹林了。山崖在右方，

古道的路面寬約 70 公分，枯黃的葉片鋪在地上，感覺古意盎然。擾人的箭竹偶

而零星叉出，我們的行進慢慢加快。十分鐘後，石階開始爬升，但不覺得很費力，

這裡的石階斷斷續續，但黃葉鋪陳，竹枝迎道，彷彿是一條可以輕鬆散步的小徑。

不久，聽見水聲，才知山崖的下方是溪流。14:30 陽金公路的車聲漸漸加大，我

們奮力向上，終於自芒草叢中鑽出，正對著小油坑往中湖的陽金公路旁的那座涼

亭，而涼亭旁的小瀑布正嘩啦啦流著。當地人稱這條溪流為濁水溪仔，因水質渾

濁而得名。 

  古道在此與陽金公路重疊，我們便帶著濕冷的身體，伴著山區的霧氣踏上歸

途（圖 5-5、圖 5-6）。 



  第三節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二）的行程 

 

踏勘日期：1998.09.09

踏勘行程：頂湖 ———鞍部測候所（又名蜜蜂巢古道）

 

表 5-3  頂湖 ———鞍部測候所踏勘行程表 

行程 地點 

13:30      頂湖（出發） 

15:30      蜜蜂巢 

16:00      鞍部測候所 

   

  為了瞭解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二的「蜜蜂巢」古道由來與目前狀況，我們邀

請頂湖的黃形象先生為我們帶路，前往一探究竟。 

  13:30由頂湖出發，一行三人由北投區公所建設的標示牌入口處，步上頂湖

接往百拉卡人行步道的石階，漸行漸高，兩側開始出現居民的菜圃，沿途濃蔭處

處，清風徐來，倍感涼爽。不久，左側乾溝發現成群大菁的蹤跡，我們猜想附近

可能會有菁礐，只是無暇尋找。 

  上行一段石階之後，折入左側的瓜棚，來到梯田狀菜圃的上方，這裡種植地

瓜、南瓜、杜鵑等作物，還有數個灌溉用的大型塑膠桶。遠方的芒草叢前方更有

數座水塔，高約 4公尺，有圓有方，為水泥砌成。我們通過第一個圓形水塔，來

到兩個方形水塔中間，黃先生表示由兩水塔之間切入芒草叢，再沿坡坎平行前

進，就可接到舊路。一行人便魚貫地鑽入十分茂盛的芒草叢中，掙扎數公尺後便

遇見坡坎，前進不久，鑽出芒草叢，進入森林。 

  林下的路跡不甚明顯，數分鐘後，發現接引山泉的飲水設施，儲水槽內發出

陣陣聲響，上方亦有水管順山坡連接至此。 

  續行，古道開始緩緩爬昇，林下開闊，十分好走。不久，左方平坦台地上有

一堆石塊，斷斷續續排成長方形，長約 10公尺，寬約 4公尺，格局甚大，我們

推測這是昔日石屋的遺跡。順著古道前進，這時大幅爬昇，沿著山壁呈之字型陡

上。約十分鐘的爬昇後，右側有一大塊石壁，高約 6 公尺，下方有一直徑約 50



公分的圓洞，黃先生表示這就是蜜蜂巢了。冬日因氣溫寒冷，此地較為避風，又

有細微的地熱自石縫鑽出，因此野生的蜜蜂群聚石縫中築巢，即為地名的由來。

我們就近觀察下方的圓洞，卻無任何蜜蜂的蹤影，再次檢視灰白色的石壁裂隙，

也無所獲。離開此處後，經過兩根被鋸斷的電線桿，我們續往測候所的方向走去。

15 分鐘後，路面裸露出數顆方形的石塊，這是古道舊有的鋪面。續往前行，切

過寬達 2.5公尺的林道後，路跡又十分混亂，黃先生笑說這是以前放牛時，讓牛

隨意行走，所以就闖出了好幾條小徑。不久，我們便找到往測候所的小徑，向上

爬升，終於抵達鞍部測候所。 

  本次踏勘感謝黃先生的協助，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並將頂湖、蜜蜂巢及鞍

部測候所等路線串連起來，對古道更為瞭解，真是受益良多的行程（圖 5-7）。 



 第四節  淡基橫斷古道（西段之三）的行程 

 

踏勘日期：1999.03.22

踏勘行程：冷水坑仔 ———貓頭（又名十八彎古道） 

 

表 5-4  冷水坑仔 ——— 貓頭踏勘行程表 

行程 地點 

9:35 冷水坑仔（出發） 

9:45       十八彎仔腳 

10:42       十八彎仔頭 

11:52       貓肚 

12:09       貓頭（結束） 

 

  陽明山地區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天空萬里無雲，使我們更有信心去完

成踏勘工作。根據史料的記載，淡基橫斷古道興建於 1893年，距今已有 106年

的歷史，它為舊時之軍用道路，但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轉移，早已廢棄。由於本條

古道極具重要性，我們決定前往踏勘，揭開神秘的面紗。 

  9:00到達大屯自然公園遊客管理站，然後，沿著 101甲縣道而行。9:30來到

一座廢棄的香菇寮，右側 15公尺處即為入口，我們於 9:35進入十八彎古道。前

方不遠便有高約 3 公尺的石砌坡坎，並聽到一些聲音，本以為是某種動物的叫

聲，但卻是一條流量豐沛的溪澗所發出的潺潺流水聲，這裡稱為冷水坑仔。溪澗

終點有一個儲水槽，內有過濾器，應是當地人為接飲山泉所作的簡易設施。 

  古道兩旁長滿茂密的冷清草，5分鐘後，來到第一個彎，右轉而上，一分鐘

後經過一片桂竹林。繼續前行，這裡留有清楚的石塊。9:45來到第二個轉彎處，

在此進行測量，古道足足有 180公分寬，約六尺。繼續前進，路基變得模糊，古

道蜿蜒而上，9:53到達第三個轉彎處，這裡有 7個石階，保留完整，明顯易見，

路寬依舊不變。9:58再度發現一處石階，寬達 240公分，相當於八尺寬，多了兩

尺。 

  10:07古道出現第一個雙岔路口，右行是古道，左行則是往枕頭山的小徑。



採右行，原先一路上昇的路面產生變化，有點下降，而且還聽到潺潺流水聲，原

來我們正越過稜線，逼近溪流，路旁有許多的山菊、臺灣馬蘭等。不久，在步道

左側發現一處屋基的石砌矮牆，呈「ㄇ」字形，矮牆的短邊約 3 公尺，長邊約

5.5公尺，門寬則是 1.5公尺，牆高約 1.1公尺。根據周圍環境以及矮牆的形式來

推測，可能是牛舍。 

  繼續前行，溪流聲越來越大。10:28我們看見溪流上方形成一處小瀑布，瀑

布高約 5-6 公尺，在水潭的下方設有水管，這裡應該就是山泉的源頭。10:42 琉

球松開始出現，我們測量其中一株的胸圍，達 160公分，在松林間隙中還可看見

101甲縣道的于右任墓園牌坊，而汽機車的引擎聲亦清楚可聞。不久，古道兩旁

出現一道石砌矮牆，右側矮牆長 5.2 公尺，左側矮牆長 15 公尺，古道寬度則為

1.5公尺，根據材質與形式來判斷，這是牛堤。

  11:03右前方出現一間廢棄的木屋，古道被蔓延十多公尺的觀賞植物----蜘蛛

抱蛋完全佔據，11:20發現古道左上方約 10公尺處，有一石砌的屋基，但並非一

般傳統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卻是呈梯形。左牆長 4.5公尺，右牆長 5.5公尺，前

後牆長度均為 6.5公尺，前門寬度為 0.7公尺。

  離開這棟石屋後，開始出現許多藤蔓與樹枝，妨礙前進。我們不斷與藤蔓搏

鬥，接著又進入芒草叢中，兩人一前一後尋找古道的蹤跡，緩緩前進。11:53 暫

時穿出芒草叢，並發現了一處碉堡。拍照後，又再次進入芒草叢，這裡的芒草叢

更加茂密。由於前方的路徑十分難行，決定從古道右折，接至公路，再由終點回

繞，才能將路線完全串連起來。我們不斷殺出芒草叢，再經過一塊菜圃，終於行

抵公路，往古道的終點----貓頭前進。 

  12:09到達貓頭，貓頭位於大屯自然公園西方，由此折入古道，路面十分寬

闊，竟有 4.5 公尺寬，真像古時的車道。12:18 發現古道上方有類似壕溝的開挖

地，長 6.7公尺，寬 0.7公尺，深 1公尺，可能是昔日留下的軍用設施。

  12:30，在步道的右方有一座廢棄的墳墓，開始進入芒草叢。芒草依坡地生

長共有三層，我們沿著第二層蹲伏前進，途中經過一棵筆筒樹，再反覆多次的方

向修正，才接到碉堡處，此時已是 12:50，而整段古道終於串連起來。13:00回到

大屯自然公園的停車場吃午餐。 

  13:50我們前往車埕 18鄰訪問一位羅金水先生。首先問到沿著古道鋪設的水

管是什麼用途，羅先生說那是櫻花山莊的住戶所接，以前是灌溉用水，現在則是



飲用水。接著問到古道上那段牛堤的用途，他說枕頭山與大屯自然公園一帶昔日

曾是牛群放牧之地，這道石砌矮牆是攔阻牛隻之用。 

  我們雖對車埕至貓頭的十八彎古道有些瞭解，但從車程至大溪橋的路線仍不

甚清楚，於是便請羅先生現場指引路徑。於是，我們就開著車，在羅先生一路帶

領下，不斷解釋了古道與車道的穿插與去向，經過左彎右拐，最後抵達了大溪橋。

15:00將羅先生送回車程。

  我的同伴依羅先生指示的路線開始步行，而我則開著車子在每一段古道與公

路的交會處等候，如此一段一段銜接，當我們第二次抵達大溪橋，再將正確的路

線於地圖上標示出來，已是 17:00了。夕陽餘暉，滿天紅彩，我們往淡水前行，

踏上歸途（圖 5-8、圖 5-9、圖 5-10）。 

 

 



  第五節  羅厝坑溪林道的行程 

 

踏勘日期：1999.01.31

踏勘行程：下蘇厝———林道———下蘇厝（羅厝坑溪林道） 

 

表 5-5  下蘇厝———林道———下蘇厝踏勘行程表 

行程 地點 

14:10       下蘇厝（出發） 

14:35       養鱒場 

15:11       炭窯一 

15:43       林道 

16:52       繞上稜線 

17:00       炭窯二 

17:20       頂蘇厝 

17:40       下蘇厝（結束） 

   

  靜謐的下午，我們開車來到北新莊下蘇厝的土地公廟，準備妥當之後，在

14:10出發。步行約 5分鐘，平坦的柏油路被碎石小徑取代，此時越過稜線，這

裡的環境變得較為潮濕，沿途的植物有冷清草、闊葉樓梯草、水鴨腳秋海棠、長

梗紫麻、密花苧麻等植被。14:30 經過一面「此路不通」的告示牌，但我們卻又

看到小貨車從旁經過，讓人懷疑告示牌設置的目的。14:35 到達養鱒場，入口處

有二、三隻兇猛的大狗對我們狂吠，牠們眥牙裂嘴瞪著我們，且大聲狂吠。為了

自保，同行的伙伴拾起地上的樹枝對牠們揮舞警戒，深怕牠們衝了過來，僵持許

久，養鱒場主人出來制止，我們才能進入。 

我們詢問有關古道的訊息，但養鱒場主人並不瞭解，而且表示不常有人來此

登山，但我們從地圖卻判斷出養鱒場後方明明有一條山徑。14:44 從養鱒場後方

出發，尋找古道以及菁礐的遺跡。步行約一分鐘遇見叉路，取左行，三分鐘後來

到一棟廢棄的民宅，屋頂塌陷，牆壁頹圮，路徑幾乎淹沒，實難想像當時的居民

如何在此生活。 



在此來回察看，並未發現道路的痕跡，所以我們又折回叉路口。15:00 取右

行，沿著養鱒場的引水道前進。15:11 發現一座炭窯的遺跡。同伴表示只要有菁

礐的地方，附近常伴生許多的大菁，因此我們一直留意周圍是否有大菁族群的出

現。但沿途走來，所見都是闊葉樓梯草，而大菁只有零星的一、二株而已。15:30

越過一條山溝，旁邊砌有坡坎，層層而上，本以為是菁礐的遺址，四處尋找卻無

所獲，因此推斷可能是昔日開闢的梯田。再次順著坡坎而上，但我卻在溪邊迷路

了，只好留在原地，不敢前進。在瀝瀝的泉水聲中傳來同伴呼喊的聲音，於是越

過河溝，循著聲音往上攀爬，溝中多為濕滑的大石塊，而且還長滿許多青苔，對

我而言，真是一大考驗。15:43 遇到一條明顯的山徑，在此與同伴會合。這條山

徑往下接至養鱒場，往上通向大屯自然公園，依其走向與道路狀況，應為昔日的

林道。這是基於下列理由：（1）山徑迂緩，隨等高線徐徐上昇，並無直線突上的

路段（2）沿途無石階的痕跡（3）路口、路尾、路旁均無一座土地公廟（4）沿

途亦無任何石厝或住屋的遺址（5）起點與終點並無相互聯繫的交通必要性（6）

無任何文獻的證據，反而留下造林的人工植被。而這個山谷當地居民稱為羅厝

坑，因此應該正名為羅厝坑溪林道，但登山者卻誤稱為菜公坑溪古道。事實上，

菜公坑是在羅厝坑南方的另一個山谷才對。 

我們先採上行，抵大屯自然公園附近的鞍部再折返下行，沿途林木鬱閉，來

回約莫花了一個小時。16:52 順著下山的路線左折，繞上稜線，林道沿途植滿了

相思樹與柳杉。 

沿著林道而行，16:55經過荒廢已久的茶園，茶樹竟已經長到約 3公尺高。

17:00又出現一座炭窯，這炭窯較先前所見更為完整。續行 3分鐘，看見較平坦

的草地，並設有儲水槽。再前行 2分鐘，路旁盡是濃密竹林。可能是因為走得太

快，突然腳底一滑，摔了一跤，幸好沒有大礙。接著又進入大片相思樹林，此處

視野逐漸開闊，可遠眺烘爐山。17:20到達頂蘇厝，繼續往下方行走。17:30順著

農地旁的小徑前行，沿途風光明媚。17:40 到達下蘇厝的土地公廟，結束踏勘行

程（圖 5-11、圖 5-12）。 



第六章   結論  

 

一、本研究參酌文化資產保存法與其他相關法規後，將古道暫予分級如下： 

 1.國家級古道：具有國家級的歷史意義與國家級景觀的古道。 

            淡蘭古道 
       歷     北路：蘇花古道 
       史     中路：八通關古道 
       意     南路：崑崙坳古道 
       義     淡基橫斷古道 
            合歡聯絡古道 
       景     錐麓古道 
       觀     能高越古道 
 
   2.縣市級古道：縣市相互聯絡，具有重要產業、交通往來、文化交流等任

務的古道。 
    

            魚路古道（金包里大路）
     重要產業    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
     ，或聯繫    鹿角坑溪古道
     縣市間主    百六砌古道
     要的交通    平林坑溪古道
     往來      後尖古道
            淡基環山古道
            北坑溪古道
            浸水營古道
 
   3.鄉鎮級古道：屬於小地域性，且以交通聯繫為主要任務的古道。 

如：七股古道、綠水合流古道等。 

 
經由上述的分級，可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足以列名國家級古道唯有淡基

橫斷古道，而可列為縣市級古道計有魚路古道、藍路古道、鹿角坑溪古道、百六

砌古道、平林坑溪古道、後尖古道、淡基環山古道等。至於七股古道與其他眾多

的村里聯絡道路則屬於鄉鎮級的層次了。 

 

二、本研究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古道進行通盤的調查與評估，可作為管理單

位在觀光遊憩、企劃、工務之參考，尤其古道的人文史蹟，更是自然保育、

解說教育重要的題材與資料。 



三、目前，除金包里大路（北向路段）已開發外，根據本項調查顯示，首次發

現的淡基橫斷古道（圖 6-1，圖 6-2）與藍路古道（大桶湖溪古道）所擁有的歷

史價值與菁礐遺址，為國家公園重要的文化資產，是值得開發與永續經營的二條

古道。 

四、本次調查雖已將古道路線作一踏勘與訂正，惟詳細的動物、植物、人文資

源仍待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期使古道能以更完備、更精緻的面貌呈現給社會大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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