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客之鄉，丘稜山徑，台三自然步道 

－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 

李嘉智* 

摘  要 

  「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臺三線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台北盆地的西南側穿出

後，隨著地形上下，轉進中央山脈以西的淺山區，穿梭在高山與平原之間、人口稀少的丘陵

地。臺三線最初修闢的目的，正是為了促進內山偏遠鄉鎮的經濟。另一方面臺三線是一條軍

事用道，早在清代末葉(一八七四年左右)，沈葆楨因「開山撫番」之需，便已開闢了幾條軍用

道路；在那之後，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為防範台一線遭美軍轟炸，癱瘓陸路補給線，

於是興建了中豐公路。從空中俯瞰苗栗縣獅潭鄉，最能了解臺三線所經之處的地形特色。在

高山與平原之間，臺三線兩側的鄉鎮，先天地形雖限制了開發，卻保留了最原始美麗的風景。 

  「茶、糖與樟腦是一八六○至一八九五年間，臺灣的三大出口品」。學者林滿紅在其《茶、

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中提到，茶主要產地是沿著臺三線的中北部丘陵路段而

展開；產業的運輸需求促使地方聯絡道路初步形成，是為今日臺三線的前身；產業所累積的

種茶、採茶、炒茶，與茶有關的生活，也在時間的累積下，錘鍊成最寶貴的文化資產(註 1)。

自客家文化積極推動以來，創造了沿線的桐花季，連同將客家文化、飲食習慣與生活態度讓

更多的人了解客家人的文化特性，使浪漫臺三線國家自然步道有了基本的發展與想像。除了

豐富的客家人文與地景，過去產業遺址與其背後開墾過程的歷史脈絡意涵，堆疊出眾多有形

無形的客家常民生活及地方風情，是真正賦予這條路線精神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山徑田埂旁

居民目前還持續奉茶供香、早晚請安，田頭、田尾、水頭、水尾伯公廟，更展現客家人奉天

敬地的刻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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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客之鄉，丘稜山徑，台三自然步道 

－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 

李嘉智 

壹、樟之細路-浪漫臺三線自然步道的前世與今生 

  臺三線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自台北盆地的西南側穿出後，隨著地形上下，轉進中央山

脈以西的淺山區，穿梭在高山與平原之間、人口稀少的丘陵地。臺三線最初修闢的目的，正

是為了促進內山偏遠鄉鎮的經濟。另一方面臺三線是一條軍事用道，早在清代末葉(一八七四

年左右)，沈葆楨因「開山撫番」之需，便已開闢了幾條軍用道路；在那之後，日本人在太平

洋戰爭時期，為防範台一線遭美軍轟炸，癱瘓陸路補給線，於是興建了中豐公路(中壢到豐原)。

從空中俯瞰苗栗縣獅潭鄉，最能了解臺三線所經之處的地形特色。在高山與平原之間，臺三

線兩側的鄉鎮，先天地形雖限制了開發，卻保留了最原始美麗的風景。 

  樟之細路—「浪漫臺三線國家自然步道網絡建置及整體發展規劃」係沿續客委會為落實

中央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建構客家經濟政策新思路，借由自然步道重新認識

臺三線豐富的人文、生態、產業，瞭解客家文化歷史以串連各村落，期望能帶動青壯人才回

流或移居，再造客庄新生命，以桃園市龍潭區為起點，沿途經過新竹縣關西鎮、新埔鎮、芎

林鄉、橫山鄉、竹東鎮、北埔、峨眉，苗栗縣三灣造橋、獅潭鄉、南庄鄉、公館鄉、頭屋鄉、

大湖鄉、三義鄉、卓蘭鎮，至臺中市東勢區、和平區，共計 19 個鄉(鎮、區)。 

一、土牛溝番界、隘勇線與臺三線的移動 

  臺三線桃園龍潭段至台中東勢地區，整個條線以客家族群為主，但明鄭時期，台灣樟腦

外銷後，茶、糖與樟腦成為台灣三寶，銷量增加促使漢人向內山開墾，經常性的有原漢鬥爭

的狀況產生，故至清代開始設立土牛番界，並於乾隆年間進行第二次的漢番界線的調整，成

為日治隘勇線也繼續沿用的劃界。日治時期的隘勇線的防衛，主要為了樟腦的開發，也同時

更深入台灣中央地區並橫跨至東部區域。 

(一)明清時期 

  鄭氏父子時期：擊退荷蘭人後，帶領兵將眷屬及沿海的漢人移民至台灣，因為經常受到

番害，故興築土牛以界之，禁止任意的出入，並派兵防守，自此時期開始便有「土牛番界」

之說。 

  清康熙回收台灣後，1722 年福建巡撫楊景素下令於原「土牛番界」立石，禁止「番人出，

漢人進」，並以「土牛番界」為基礎掘溝築牆，並設立隘寮與招募隘丁防禦。此時民是防止「番

害」而籌集私設，亦稱為民隘。界線的內容在制度的規劃下，內涵與意義不斷的轉變。至 1790

年實施設屯，始設官隘與屯防，皆為「防番機關」，雖說官隘，但籌設隘寮、隘丁等費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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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隘租而抵，性質為偏向半官半民。 

  至 1891 年後，清朝對臺政有所緊縮，無法支援隘勇，民隘又逐漸興起。當時於全臺撫墾

總局於今日的大溪鎮，下設撫墾局十六處。其中仍延續「土牛番界」，裁撤民隘，以勇營制度

改革隘制，以營勇代替隘丁防守。原有的隘租全數作為「撫番」經費，並將製腦的賦稅作為

隘勇線上的防衛費用。 

(二)日治時期 

  1895 年甲午戰爭後，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台灣成為日本海外殖民的重要據點。1896 年

日政府制定「禁止進入番地密令」與「出入番地取締規則」針對舊有民間的隘勇設置以及隘

勇線制訂相關規定外，更予以補助之民間隘勇。雖說在日治初期，對於台灣原住民的治理，

常以撫育、教化作為治理的原則，然而隨著台灣平地的反抗勢力逐漸平定之後，對於原住民

的治理，也逐漸透過「隘勇線」更深入的進入台灣高山原住民族的領域中。 

  透過這條界線的確立，劃分所謂的「番」、「漢」，並以實際的工事構築了這條界線。「劃

界」本身較具有確定的意涵，某種程度上是透過政治、制度或是組織所確立下來的實質界線。

這些動作中，有時產生激烈的武裝衝突，日治時期中北部以泰雅族的社群為主要武裝衝突對

象，故中北部的整個隘勇線幾乎為了討伐泰雅族而構築。  

  然而 1899 年總督府宣布製腦專賣，更進一步發展台灣製腦事業。而台灣樟樹以台灣中北

部分佈最廣，品質也較好，在逐漸的砍伐過程中，隘勇線的前進，也逐漸往山地前進。 

  日治時期利用部分這些隘勇線修建成為南北物流之用的道路，如中豐公路在內等多段內

山道路，皆是在防止台 1 線被轟炸，還有這些戰備道路可使用。 

 (三)民國後 

  民國後的臺三線原稱為

內山公路，除了中、北部的中

豐公路(龍潭到豐原)外，日軍

同時也在南部雲林、嘉義之間

的台三線上，建造另一條「澐

密戰道」；這個戰略構想，在光

復後，更被國民政府發揮得淋

漓盡致，不僅曾將重兵，由北

而南駐紮在台三線上，從至今

矗立在澐密戰道旁的紀念碑

可知，民國五十年後，重新修

闢的澐密戰道到終點屏東，全

長 436.286 公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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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樟之細路地方產業的發展 

  過去自明清時期一直到日治時期，台灣出口的物品主要有三個大項，糖、茶與樟腦產業，

樟腦甚至一度成為世界最大供應國。 

(一)區域茶的種類 

  桃竹苗地區主要以東方美人茶、酸柑茶與龍泉茶聞名。因茶區大多位於丘陵地，早年先

民為了要運送茶業至渡口，於是確立了數條古道以供運輸使用。其中以龍潭、關西、北埔一

帶更是北部茶的最大產區，過去北埔、峨眉一帶茶業經由茶商收集後走飛鳳古道到關西鳳渡

船頭，渡鳳山溪後續行十寮、八寮進入龍潭到三坑子，裝小船運到大溪或換大船送到大稻埕

一帶。 

  早期的毛茶運抵大稻埕茶棧，出口前需在「番庄館」再經過烘焙與揀茶，故舊稱為「番

庄烏龍」；由於嫩芽的白毫很多，故又稱「白毫烏龍」。各地稱呼也不盡相同：產於新竹縣北

埔鄉的名「椪風茶」或「膨風茶」；產於新竹縣峨眉鄉者稱「東方美人茶」；產於苗栗縣頭屋

鄉、三灣鄉則喚「番庄烏龍」。此外，另有「冰風茶」、「煙風茶」、「蜒仔茶」、「五色茶」、「老

田寮茶」等等(註 3)。 

 

(二)區域樟的產業 

  台灣樟腦開發甚早，從鄭氏時期便已成為主要貿易物品，後又因台灣樟樹大多集中於低

海拔的丘陵林地，所以樟腦產業大多為客家人所經營，因此研究樟腦產業的發展脈絡就有助

於了解客家歷史演變及臺三線的成形。 

  日治時期開始有系統性的管理樟腦產業，設置撫墾署，在臺三沿線即有五處撫墾署(全計

六處)可見本區域之歷史發展與樟腦產業關係密切。另外日方為防止番害問題，逐步修見隘勇

線，確保製樟安全。日後隘勇線因樟腦產業沒落逐漸被後人所遺忘。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但也因全球石化工業崛起，樟腦產業逐漸被取代而沒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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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共情勢緊張，政府擔心戰爭若台一線被登陸，而修建了臺三線並串起貫穿南北完整路

線，做為戰備道路同時可做為退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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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脈絡、伯公廟及地景故事 

  早期客家人為求風調雨順，最常

見的在大樹下設立一個香位，沒有神

像，就以石碑，或石頭，或木牌或一張

紅紙代替，早晚耕作時向其祈求今年

能有好收成，這就是伯公(一般民間信

仰的土地公)最早的樣子。客家地區的

田間地頭、橋頭、水邊、山下、道旁、

大榕樹下，乃至民宅之中，床頭、灶

頭……伯公的神位無處不在，而客家

聚落，信奉伯公，敬天敬土的精神，展

現在有如里長伯親切感的伯公廟。如

果能以步道作為媒介，重新賦予老伯公廟新的功能，也創造現代人與伯公間，新的相處模式。

以此作為路徑主題之一發展，讓旅行者與伯公建立新的關係。 

貳、樟之細路-整體路線與規劃主題 

一、整體路線說明 

  整體網絡以臺三線為主幹，其中包

含穿越山林路徑之「古道或步道」、「鄉

道或產業道路或農路或果園之小路」、

「縣道及臺三之公路」。 

 (一)古(步)道 

  曾經在內山區域內的先民們對外

的聯絡路徑，並透過此路徑對外輸出內山產業(樟腦、茶葉、藤、柑橘…等)資源，同時也輸入

生活必需品，或與至親、好友、鄰居等「婚喪嫁娶,迎來送往」等重要的社會互動經脈。它支

持內山聚落的社會、經濟、產業等發展，也見證了內山的發展過程。 

(二)產道小路 

  係指自然步道網絡定線踏查，有些路徑通過產業道路、農路或果園之小路，因區域內交

通使用率較低，同時在山野、果園竹林及農田中穿梭，甚至是只有當地人才清楚的路，周遭

景觀與環境都保存的相當完善。 

(三)公路 

  即臺三省道、縣市道路、或兩線車道以上還有分設人行道的寬大馬路，車流量大，常見

各類車種行駛的段落，周圍開發程度較高，生活機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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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線規劃主題 

(一)以茶為主題的徒步旅行 

  串聯山林間的茶路與現存的茶工廠等

地點，形成一條以茶為主題的路徑。從龍

潭一直到三灣，行徑茶亭便稍作休息，喝

口社區所準備的奉茶，帶著滿滿的祝福走

向下個地方。 

 (二)樟樹與產業關係 

  伐樟的過程也多出了許多墾地，隨之

而來的就是茶園的擴張，輾轉到了現代茶

園又轉換成柿子、梨子、柑橘等經濟果樹，

有些又回到了雜木林的狀態，可以說樟樹

與內山地區的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三)隘線上的勇者 

  以實際的工事構築防禦線與設立隘寮

管理邊界，更是土地、資源掠奪的重要證

據。梳理台三線內山地區開墾的歷史脈絡

脫離不了土牛溝、隘勇線的制度。地名上

的線索，如：頭份土牛、獅潭錫隘(楔隘)、

大湖大銃櫃、台中石岡土牛等。 

(四)社區萬花筒/社區未來式 

  過去的拓墾者在地方創造了地方的歷

史，而未來希望透過沿線在地方深耕經營

社區的年輕人，去創造出屬於區域不同的

特性與遊程。沿線或周邊重要的社區經營

者納入，透過自然步道網絡的串聯，讓社

區、步道與遊客間能建立起友善且永續的

共生關係。桃園地區分布在龍潭，新竹地

區則以關西、芎林、竹東、橫山、峨嵋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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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名人論談與部落客試走 

一、八場次名人論談 

內山腳下，崎嶇起伏的河階地上 

在公路來到之前，那是一個土徑與溪渡阡陌而成的路網 

在桐花來到之前，那是水圳與稻田、茶園、礦脈交織的繁榮 

山路上雜沓著挑運樟腦、茶葉、香茅、木炭的足跡 

腳跡踩著石頭路，有的打鑿，有的樸實 

在開山與狩獵的邊界，在原鄉與客庄的拉鋸之間 

丘陵山間四通八達的古道，有產業、有生活、有記憶、有生命… 

遠近錯落的村舍、蜿蜒逶迤的步徑，濃煉成一條漫長靜謐的時光 

既回頭看，也要向前走，等待您的探訪，讓故事延續… 

文字：徐銘謙   圖：沈小民 

第一場系列論壇 

不只是公路！臺三線的古往今來—探索山

林古道與區域歷史脈絡 

  由客委會楊長鎮副主委主持，邀請陳板

(客家文化研究學者)及瓦歷斯．諾幹 (台中

Mihu雙崎部落作家)兩位分別生長在臺三線

上的客家及泰雅族人，訴說他們從孩時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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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及各自生活領域的記憶，其中也點出了沿浪漫臺三線可以聽到的四縣、海陸、大埔、

饒平、詔安、長樂(五華)客家腔調，還有賽夏族、客家人、平埔族（道卡斯族人）、泰雅族多

元族群的融合。 

  順著臺三線內山公路，蜿蜒於台北到台中之間的山麓丘陵，這裡曾經是漢人與原住民生

活的交界地帶，也是茶葉與樟腦的主要產地。歷代的主政者為了保障拓墾人民和取得山區資

源，畫出區隔族群的土牛界、隘勇線。而人們為了生存溫飽，除了越界開墾、出草襲擊、爭

戰衝突，也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組織合作，寫下一頁頁歷史篇章。 

第五場系列論壇 

生產．創意．體驗—休閒產業面面觀 

  由小野老師(千里步道運動發起人)主持，邀請

劉克襄(自然書寫作家)。自然書寫作家劉克襄，這

幾年喜歡搭第一班客運、坐火車、逛傳統菜市場，

以第一手經驗告訴大家「我的台三線旅行和想像」，

慢遊鄉鎮聚落，深度體會自然、文化、民情。 

  南庄耕山農創邱星崴告訴我們北台灣客家人

耕山耕田的傳統，所謂耕山就是熬腦、提煉香茅、

燒製木炭、造紙等山上的產業，但現在都已凋零，所以他希望把「山」種回去，因此把公司

叫耕山。他認為要延續文化必先保持環境，而不是桐花、藍衫、花布或桂花釀等文化基因的

改造。如果原鄉及環境都消失了，那存留下來的還是傳統客家文化嗎?值得大家深思!!! 

二、部落客試走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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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之細路| 二月五號| 第一天】 移動距離：19公里 

路線規劃：關西>羅屋書院>顯伯公>鹿寮坑>燒炭窩 

  今天，在寒流襲台大家冷

到不想離開棉被的 2月 5號清

早，我們夫妻倆偕同一位攝影

紀錄朋友，將從新竹關西老街

出發，一路徒步向南走到苗栗

獅潭，完成中段全長 100 公里

的徒步首航(註 4)。 

  新竹的冷風彷彿要鑽進

骨髓裡，天氣又濕又凍，下了

一夜的雨到了早上依然沒停。

氣溫是五度，但體感接近零度。從關西鎮上的石砌古橋出發，走沒兩步路就被豆漿店裡蒸籠

冒出的蒸氣給打亂計劃。 

  經過關西菜市場，看到路邊阿婆賣的柑橘，看起好甜好好吃。「不然買個幾斤上路吧？」 

  茶園、山窩聚落、伯公廟、農路、小徑…這些風景不是壯麗的大山大海，可是當你用步

行者的角度深入、挖掘、一探究竟，得到的樂趣與感動是三言兩語無法表達的。 

沈小民部落客插畫紀錄 

 

肆、環境守護-遵循古法、手作守護 

一、古(步)道修復原則建議 _ 原工法、原材料為原則 

  應朝向原工法、原材料為原則，採用呈現先民「手作」自然原始風貌為優先，尊重古道



 

 

 

A1-3 (Raknus Selu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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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構件，如石板、石階、石碑、伯公、古厝、過水(石板、石條)橋、水圳、渠水道、浮築路、

砌石駁崁…等。 

二、古(步)道修復原則建議 _ 環境及色彩上融合 

  不得以需採購外來材料，新增部分應和諧地融入整體，注意在環境及色彩上融合，簡而

言之「必須注意與周圍環境之間的關係。」 

  應該捨棄傳統步道整建方式，減少設施(如棧道、涼亭、座椅、仿木欄杆…等)及外來人工

材料或舖面(如塑木、花崗石、大理石、仿木水泥製品、高壓水泥磚、植草磚、仿石階梯踏板…

等)。 

三、古(步)道修復原則建議 _ 生態環境保全 

  步道鋤草、路跡維持及環境整理應以人工為之，不得以化學藥劑或乘座式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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