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山尾稜上先民足跡印記的淡蘭百年山徑 

－重現淡蘭國家級綠道的願景及推展－ 

林崇智*、許義男† 

摘  要 

  「淡蘭古道」為清代時期淡水廳到噶瑪蘭廳(現今臺北到宜蘭)的主要交通道路，於 1800

至 1900 年期間，正是北臺灣漢民族開始由西部往東部發展的黃金時期，除地理的因素外，

清廷治理的政策與先民拓墾的韌性，不斷在北臺灣地表上留下痕跡，歷史古道成為北臺灣這

璀璨百年的見證。 

  淡蘭古道依空間分布，可區分為北、中、南 3路，從文獻進行考據與梳理，其功能定位

分別為「官道」、「民道」及「茶道」，路徑各有不同的歷史意義與特色，並富含故事與傳

說。淡蘭古道沿線聚落亦因山徑而串連，先民在各聚落居住、彼此來往互動，為里山增添了

許多值得深入探詢的生活剪影。 

  奠基於先人走出的淡蘭長距離古道，並鑒於國外許多知名的長距離步道之他山先石，若

藉由淡蘭百年山徑的踏尋，由文化歷史故事、里山思維概念為整合主軸，重現出北臺灣長距

離健行路徑，循著山路一步一腳印認識所生的土地，體現步道總體精神與價值，除可推往國

際行銷臺灣觀光，更可讓居住於斯的人民更加認識臺灣這片山林與土地。 

  民間團體與政府組織的公私協力，並在跨縣市跨域平台合作下，曾被荒煙蔓草埋沒的淡

蘭國家級綠道，分期分階段執行，將逐步重現，並再次留下新的足跡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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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尾稜上先民足跡印記的淡蘭百年山徑 

－重現淡蘭國家級綠道的願景及推展－ 

林崇智、許義男 

壹、踏上北台灣百年淡蘭之路 

  「淡蘭古道」為清代時期淡水廳到噶瑪蘭廳(現今臺北到宜蘭)的主要交通道路，於 1800

至 1900 年期間，正是北台灣漢民族開始由西部往東部發展的黃金時期，除地理的因素外，

清廷治理的政策與先民拓墾的韌性，不斷在北台灣地表上留下痕跡，歷史古道成為北台灣這

璀璨百年的見證。 

  淡蘭古道最初由臺北艋舺往東北行，至噶瑪蘭廳約 200 餘里，路程須 4 天 3 夜，途中於

暖暖、頂雙溪、草嶺過夜；隨著民間往內山移墾，走出更便捷的入蘭路徑約 125 里；另一路

發展為先民從拳山（深坑）一帶入山植茶形成茶路便道及其後續的發展，更縮近距離，途僅

110 里。 

  為使這具有歷史文化意義，具有故事性的古道再次展現風華，因此我們探索散落在淡蘭

歷史時空的浮光掠影，尋找北台灣百年淡蘭之路。 

貳、歷史軌跡的追尋 

ㄧ、淡蘭北路的形成與演變 

  北路為發展最早、史料記載最多之路段，是北台灣最早一條東西向通行的重要動線命

脈，其演變，可區分 3 個重點區間時期，包含狩獵墾拓、軍事海防及民間商旅使用等功能： 

(一)原住民狩獵路徑至繞海古道形成時期(1805年以前) 

  自古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為聯絡各部落或狩獵踩踏而成路的徑。當時台灣較早開墾的南

部嘉南平原趨於飽和，移民逐漸由南向北發展，清朝政府於 1723 年淡水廳成立(蛤仔難未納

入清朝版圖，仍屬於化外之地)。隨著移民繼續往東部發展墾拓，這些狩獵路徑也成為先民

西往東發展的路徑，淡蘭路徑逐漸形成。 

  1773 年吳沙(居三貂社)與蛤仔難原住民貿易，漢人勢力進入東部；鑒於早期東西向船運

耗時並乘載翻覆的風險，先民沿北海岸步行找尋陸運替代路線。1795 吳沙率流民(漳泉粵)進

駐頭圍，為漢人正式拓墾宜蘭的開始，有了民間自衛護送(民壯寮)入蘭的機制，以確保行經

過程是安全的，嶐嶺成為進入噶瑪蘭的孔道。 

(二)汛塘及鋪遞功能演進時期(1805~1821 年) 

1.汛塘：海岸防衛的陸地防線 

  清朝的綠營制度，在營以下於各縣廳要隘之處廣設「汛塘」，即汛塘是清代臺灣地方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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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最末稍的機構。如何部署營兵，以達平時防匪、防番、亂時又能靈活調度的功用，是汛塘

設置的重要考量。根據臺灣通史的解釋，「設并駐兵謂之汛，撥兵分守謂之塘」。也就是說，

汛還有長官（千總、把總）帶領約數十名綠營兵分關把守，塘只有安兵數人，塘汛的駐兵或

甚不超過十人，但有稽察奸宄的作用，發揮海防的功能。 

  1805 年海盜蔡牽威脅北海岸及蛤仔難，知府馬夔陞於澳底設大三貂港口汛 及燦光寮設

塘。1807 年楊廷理為加強防務，接著在三爪仔（今瑞芳）設汛，與燦光寮塘、大三貂港口

汛連接成 3 點 1 防線，汛塘之間以道路相通，進行行軍、補給並規定汛塘兵每五日會哨一

次，而連接此三處軍事駐點的道路，即為燦光寮汛塘古道(今燦光寮古道為其部分)。汛塘間

的道路雖然因軍事用途而被構築，不過亦成為往後移墾雙溪的途徑，周遭聚落由是興起。 

2.楊廷理入蘭道：開山道帶兵平亂 

  依據楊俊哲《楊廷理古道─兼談淡蘭古道的演變》之論述，1807 年楊廷理攻打海盜朱

濆與王得祿海陸合擊，所帶兵救援路線為開三貂嶺山道下嶺(即為金字碑古道)至半山腰處折

向東(即為楊廷理古道)，抵達牡丹溪上游左右股河流處（今十三層），沿溪上行至燦光寮(雞

母嶺東南行至丹里打鐵寮)與大三貂港口汛(澳底)的汛塘路(訂為楊廷理古道)，越嶐嶐嶺抵蘭

馳援平亂。 

  初次有官方記載闢道，係由楊廷理初次修築（1807-1810），實際上其亦為促成蛤仔難設

廳而奔波，設廳前 5 度入蘭，1810 年奏准於蛤仔難設廳，並將蛤仔難改名為「噶瑪蘭」，至

1812 噶瑪蘭廳正式設立，宜蘭正式劃入台灣府管轄。 

3.鋪遞：公文之遞送功能 

  鋪是台灣清代傳送公文的郵遞站，類似現在的郵局，早期全台共 50 多處，多半設於西

部平原，人煙稠密的市鎮，鋪與鋪之間有鋪兵（信差）傳遞公文，一鋪設有鋪司一人，鋪兵

四人。台灣公文的傳送不靠馬而靠人力，以馬傳遞叫驛遞，以人傳遞就叫鋪遞，鋪舍設於山

區者甚為少見。 

  1812 年噶瑪蘭廳設立後，台灣東北角地區的重要性漸漸超越北海岸，1815 年調整台灣

北端鋪遞站，移至淡蘭路線的艋舺鋪（萬華）、錫口鋪（松山）、水返腳鋪（汐止）、暖暖

鋪、 柑仔瀨鋪（瑞芳）、燦光寮鋪、三貂嶺鋪等 7 個鋪遞，連接噶瑪蘭的鋪系列。其中燦光

寮設塘又設鋪，又是台灣少見的山區郵鋪遞。 

 (三)入蘭正道 (1821~1873年) 

  1.1812-1820（嘉慶 17-25 年間) 草嶺古道逐漸取代嶐嶺古道。在姚瑩《東槎紀略》臺北

道里記（該書詳細記載於 1821 年從淡水、雞籠（今基隆）、三貂嶺至蘇澳之旅途見聞），是

第一個對入蘭正道留下官方文字紀錄，已詳述淡蘭官道，而文中草嶺已取代嶐嶺成為淡蘭之

間的主要道路，代表北路路徑在噶瑪蘭廳設立之後，又再做修正，更往南移，古道越過三貂

嶺之後，至遠望坑不往福隆，而是直接越過草嶺至大里簡，抵達頭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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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3（道光三年)板橋林家出資修築，林平侯重修路線為暖暖-苧子潭-九芎橋-三貂嶺-

武丹-雙溪-遠望坑-草嶺-大裡簡（大里）。 

  3.1856（咸豐 6 年） 板橋林家（林國華）二度出資修築。 

  4.1867 年（同治 6 年）劉明燈北巡再度修築而路線始定。 

(四)淡蘭北路—官道(歷史上的意義) 

  由上述淡蘭北路的形成與演變進程包含狩獵、汛塘海防、楊廷理平亂、鋪遞、劉明燈巡

查等事紀可見，淡蘭北路歷史路線軸由暖暖-瑞芳分 2 路：一路由苧仔潭至燦光寮接往澳

底、嶐嶺抵達宜蘭；另一路由侯硐接往三貂嶺、頂雙溪接往草嶺、大里。兩線之間為三貂嶺

及燦光寮所連接的燦光寮鋪遞路線銜接，形成類似字母 A 路徑，修築較寬且較為平整，功

能從軍事防守、傳遞公文到成為交通要道，為發展最早並被當時官方認定北台灣東西之間的

往來大路。 

  燦光寮古徑：清廷為加強海防，於三爪仔（瑞芳）、燦光寮分設汛塘行軍會哨監視海岸

情勢，稱為汛塘路。設廳後因應行政業務，增設柑仔瀨舖（瑞芳）、燦光寮舖、三貂嶺舖，

負責舖遞業務循汛塘路與舖遞路，路線大致都重疊，約 1869 以後式微。為台灣北部最早的

一條軍事道路。 

  楊廷理古徑：臺灣知府楊廷理（開蘭第一功臣）為討伐海盜朱濆(噶瑪蘭)，開三貂嶺

路，下嶺東折闢路(楊廷理古道)前去救援。後力倡噶瑪蘭納版圖，促成 1812 年設廳，對開

發宜蘭有重大貢獻。 

  入蘭正道：從 1807 年楊廷理開三貂嶺路(今金字碑古道)，官民相繼修築，至 1867 年劉

明燈修築路線底定。因路徑較短又有官兵駐守安全，亦成為官府北巡主要路線，民間商旅使

用更趨於頻繁，即現今所被認知的淡蘭古道。最早官方闢建的道路。官方文獻最早記載的淡

蘭古道(1821)。 

 
圖 1：淡蘭北路歷史記載的路徑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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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淡蘭北路定線圖 

二、淡蘭中路的形成與演變 

  與官道非常不一樣的，先民往內山地區移墾，不斷走出來的便捷小路，是中路形成的動

力。首先從聚落移墾發展來探究淡蘭中路之路徑。 

(一)白蘭氏由暖暖入山達頂雙溪的傳說古徑（暖東舊道） 

  《臺灣名勝舊蹟誌》記載乾隆晚期（約 1775-1795 年左右），土著白蘭另闢自暖暖街入

山，經十分寮、楓仔嶺到達頂雙溪的新路，利用這條新路取代原本迂迴的繞海道之傳說；另

乾隆時「八堵番契」，漢人蕭秉忠等人率眾進入暖暖、平溪一帶開墾；又平溪十分寮地區於

清朝開墾之初，有專業的大菁栽培，其運送路線由十分寮翻山越嶺送到暖暖，船運到大陸。

可見此古徑之存在。 

(二)聚落移墾發展 

1.漳州人由雙溪沿平林溪、柑腳溪水系之移墾足跡（1802-1840年） 

  嘉慶 7 年（1802 年），連元喬始墾頂雙溪（雙溪）。嘉慶 17 年（1812 年）間，雙溪北部

多已滿墾，嘉慶 24 年（1819 年），平林溪流域以北已告飽和。嘉慶末年（1820 年），平林溪

上游柑腳溪流域併各支流之土地，進入移墾期，範圍更深入至柑腳地區之山坡地或溪谷，包

括埔尾、下崁、大眾坑、竹寮坑、艋舺崙、新寮、後番仔坑、大瀨、三叉坑、彎穹、崩山

坑、大埤、四分子、土地公山、中坑、下坑、盤山坑等地。道光 8 年（1828 年），雙溪業戶

陳瑞興，開闢豹子廚崙、大舌湖及楣子寮崙地。 

2.泉州人由坪林沿北勢溪水系之移墾足跡（1796-1850年） 

  清乾隆末、嘉慶初年（約 1796 年），安溪移民陳梓孚採金石斛等藥草，發現此地可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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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而有「坪林尾莊」之名。嘉慶中葉（約 1808 年）沿著北勢溪往上游方向(現漁光村)，

於大粗坑、虎寮潭、九芎坑等地拓墾。泉籍墾民善山耕、植茶，沿北勢溪續往上游沿其支流

沿線大舌湖、樟空仔、乾溪等地逐步開闢覓墾地。道光間，已越漁光、闊瀨而上，及於中心

崙、豹子廚。惟闊瀨以上，山壁陡峭，不宜於墾，遂止足其間。 

3.漳泉械鬥（1850年） 

  初期移民開墾因要面對原住民的威脅，大家會共同合作，當威脅漸漸解除，可耕地越來

越少，墾民率眾聚族爭奪營生地盤，械鬥紛起。道光 24 年（1844 年）淡水漳泉械鬥開始蔓

延北台，淡蘭中路地區也被波及。漳州人由雙溪沿平林溪、柑腳溪水系進行移墾，泉州人由

坪林沿北勢溪水系進行移墾，中坑、下坑、盤山坑、闊瀨、楣子寮、豹子廚等地為雙方短兵

交接處。道光 30 年（1850 年），漳籍欲越過中心崙，推進安溪人墾地之闊瀨；安溪人亦越

中心崙，進入雙溪頭之盤山坑、中坑、下坑等地爭墾（唐羽，「雙溪鄉志」，第 772 頁），爆

發漳泉械鬥，延續十餘年。咸豐 11 年（1861 年）11 月泉籍廩生李起疇、漳籍廩生潘永清等

調停械鬪，漳、泉人乃解兵言和 。（唐羽，「雙溪鄉志」，第 21 頁）漳州人籌資報神，遂於

1868 年於柑腳創建威惠廟。 

4.由噶瑪蘭沿灣潭溪及溪尾寮溪水系之移墾足跡—黃總大坪 

  (1)道光 4 年（1824 年），黃廷泰率眾進山。由外澳越嶺至烏山、溪尾寮，發現此地開闊

平坦，於是招佃入山，佃農除了由原鄉渡海來台外，或自闊瀨溯流而上，抽藤伐樟，次種大

菁，開荒闢田，引流灌溉，被稱為開發泰平第一人即「黃總開大坪」。 

  (2)咸豐中期（約 1856 年），泰平地區可墾地區已遍布。 

  (3)咸豐 10 年（1860 年），於溪尾寮地區興建壽山宮。 

 

圖 3：淡蘭中路聚落移墾發展演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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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蘭中路—民道(歷史上的意義) 

  淡蘭中路跟移民拓墾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主要是依著地理環境，初期從港口或基隆河水

岸汐止、暖暖地區，沿著水路、山路，慢慢的往深山地區尋找溪流及山中較平坦的地方發

展。同時來自不同地方的族群慢慢遷入，安溪人從南港或汐止移墾平溪（乾隆年間），泉州

人移墾坪林尾（1796 年），漳州人順平林溪往上游進行移墾（1812-1820 年），在這股移墾流

中的山地（內山地區），成為中路的精華。從移民墾拓發展到後來的族群械鬥及和解，逐漸

形成為聚落的生活路網。另隨著黃總率眾由宜蘭頭城向泰平方向進行移墾，開墾泰平、溪尾

寮、烏山、石空等地形成聚落。 

  淡蘭中路可定位為「生活民道」，係先民為生存翻山越嶺的足跡，不同於官方為軍事防

守或傳遞公文等功能而修築之道路，沿途大多屬羊腸小徑，部分路徑亦可能隨著聚落興衰的

發展，因人煙罕至而淹沒在草叢之中，依據拓墾空間分布情形，以及各聚落聯繫的路徑，並

參考蘭入山孔道之文獻記載，總合整理 2 組古徑： 

  暖東舊道：奠基於白蘭氏由暖暖闢路入山經十分的傳說古徑。 

  蘭入山孔道：先民因移墾（沿著水系山稜線往內山地區尋找落腳地）、械鬥（生活所需

打拼生存的地盤爭鬥），到和解，逐漸形成聚落的生活路網，另有黃總從外澳至泰平開墾。

先民祈求農作豐收，土地公的信仰在這路徑上集聚且漫山遍野地落腳。 

 
圖 4：淡蘭中路歷史記載的路徑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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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淡蘭中路定線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淡蘭南路的形成與演變 

（一）請開未果的淡蘭便道芻議（1788年） 

  清乾隆 51 年（1787 年），因官府取締民間社團組織，林爽文發動抗清行動，清軍渡海

鎮壓，林爽文殘部逃入內山北竄（往噶瑪蘭）。乾隆 53 年（1789 年）臺灣知府楊廷理檄令

淡水同知夢麟與副將徐鼎，臺灣東北堵截，費時一年 4 個月方為平定。並提議闢較短距離之

備道以為防備，惟被以經費不足之理由未採。這條未成型的路線稱為淡蘭便道。 

（二）茶產業發展與茶路形成時期（1810年） 

  依據茶路碑的記載，嘉慶年間，深坑一帶已開始種茶，並逐漸往石碇擴張，到了道光初

年（約 1821 年），當時茶園主要群聚於深坑（包括阿柔坑、萬順寮、土庫、深坑仔）、石碇

（包括格頭、烏塗窟、石碇、員潭仔），粗製茶以徒步用扁擔挑到深坑越過六張犂到艋舺裝

船，運到福州加工，該路線即淡蘭便道西北端之古徑。當時路況是「全程十餘里，皆羊腸小

徑，雨則雲煙漫衍，風則竹木離陂，故險戲之途，而業者以其捷多賴之」。 

  從《噶瑪蘭廳志》所載記錄推斷（約在 1824 年左右），茶葉栽種已由深坑一帶，擴張至

平林尾及九芎林（約今日坪林區九芎林、鶯子瀨、四堵、倒吊子、尖山湖、刣牛寮、石

𥕢），開墾田園千萬頃。而艋舺、安溪茶販的蹤跡，除了從淡蘭中路外亦沿著北勢溪往坪

林、石碇、深坑，往返北臺及噶瑪蘭。 

  臺灣開港通商以前，北臺丘陵所生產的茶葉，以粗茶型態，經由陸路於坪林水聳淒坑、

石碇楓仔林及深坑街等地集散後，再經由陸路或水路運往大稻埕輸往福建地區，到廈門或福

州加工精緻後再轉銷。咸豐 10 年（1860 年），淡水開港通商後，外商來臺設立洋行並貸款

農民，在資金的挹注下，提升小農往內山拓墾的能力。隨著同治 6 年（1867 年）臺灣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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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製技術的提升，臺灣茶葉不用再轉運至福建地區加工後在轉後，皆使茶園在北臺丘陵分布

更為擴大、茶葉出口更為擴張，更於同治 8 年（1869 年）直接銷往美國紐約。到了光緒 4

年(1878 年)，大稻埕四周的山坡上，都種滿了茶樹。 

（三）清朝重視與治理時期（1885年以降） 

  一直到總兵劉明燈 1868 年 9 月巡閱營伍至噶瑪蘭，於石牌山巔（現北宜公路最高點）

另設一虎字碑(現放置於坪林茶葉博物館)，間接佐證了在同治 6、7 年間，淡蘭古道的南路

重要性日增，而真正被重視、被官方開闢則要到劉銘傳時期。 

  清代前期和中期，政府的管理未及山區且有入山禁令，禁止漢人越過「番界」開墾，後

經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才決定對山區加以拓墾統治，沈葆禎開始（光緒元年，1875 年）倡

議開山撫番，將山區及臺灣東部納入統治。清法戰爭時由於法軍封鎖臺海，使清朝廷意識到

臺灣必須具有獨立作戰的能力，另臺灣當時民地常受生番襲擾，《劉壯肅公奏議》記載：「當

此強鄰迭伺，一島孤懸，內患不除，何由禦外？」因此，在清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在內憂外

患的侵擾下，於光緒 11 年（1885 年）接任臺灣巡撫的劉銘傳，遂以辦防、清賦、撫番為治

台急務。光緒 11 年（1885 年）命劉朝祜領兵於馬來八社就撫後，開山闢石碇路百餘里，修

築從臺北至宜蘭的山道，路寬約 3 至 4 尺（清代 1 尺約 32 公分，即 96 至 128 公分）。 

(四)淡蘭南路—茶道(歷史上的意義) 

  遠在噶瑪蘭設廳之前，官府雖有開闢便道之芻議，惟當時對噶瑪蘭仍處懵懂又鄰近番

界，並未果行。先民持續尋徑入山種植茶樹，利用水路或陸路載貨，前者以石碇楓仔林及深

坑為主要渡口，將貨物集散後，循景美溪、新店溪、淡水河載至大稻埕，後者則可由山區耕

作地，主要循便道，翻越山嶺，經坪林尾、石碇、深坑、六張犁等節點抵達大稻埕，形成茶

路。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北台灣植茶大盛，茶葉已逐漸成為當時臺灣主要的出口商品。

遲至 1885 年劉銘傳推動撫番及清賦等新政，除了茶葉減稅外，更派兵開築山道及設兵駐

防，以保護行旅及拓墾安全，使路況更為易行。 

  當臺北盆地的開發趨向東南，民間入山植茶大盛，形成茶路，丘陵、內山上廣布茶園，

茶葉成為當時最具經濟價值的產業。經濟的動力，影響官方不得不正視，也促成臺灣巡撫劉

銘傳於 1885 年循此山徑闢巨道通宜蘭。從「遠有新闢便道議」（1788 年）未果，至劉銘傳

始以官方的力量修築，歷經約 100 年才真正完成闢建另一條通往宜蘭的大道，即為今日北宜

公路之雛形，亦是淡蘭古道的南路古徑。 

  淡蘭便道：1788 年請開未果的「淡蘭擬闢便道芻議」。民間入山植茶大盛，形成茶路，

茶葉成為當時最具經濟價值的產業，影響官方不得不正視，促成臺灣巡撫劉銘傳 1885 年循

此山徑闢巨道通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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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淡蘭南路歷史記載的路徑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圖 7：淡蘭南路定線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四、淡蘭百年山徑系統 

(一)選線原則 

  依循著歷史文獻所記載的路徑，並以原有古道路線進行定線，但原有古道常因歷史發展

與環境變遷，而無法完整保留原有的樣貌，現今可能發展為公路或產業道路等不同路況類

型，因此部分路線將以鄰近登山步道作為替代路線。 

 

圖 8：選線原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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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線總表 

單位：公里(K) 

路網 時間 歷史上的意義 非山徑 山徑 特色 總計 

淡蘭百年山徑 1800-

1900 

正是北台灣漢民族開始由西部往東部發展

的黃金時期，除地理的因素外，清廷治理的

政策與先民拓墾的韌性，不斷在北台灣地表

上留下痕跡，歷史古道成為北台灣這璀璨百

年的見證。 

53.40 138.57  191.97 

 淡蘭北路(官

道) 

1805-

1867 

從軍事防守、傳遞公文到成為交通要道，為

發展最早的歷史古道。 

29.00 35.57  64.57 

 燦光寮古

徑 

1805-- 清廷為加強海防，於三爪仔（瑞芳）、燦光寮

分設汛塘行軍會哨監視海岸情勢，稱為汛塘

路。設廳後因應行政業務，增設柑仔瀨舖（瑞

芳）、燦光寮舖、三貂嶺舖，負責舖遞業務（相

當於今日的郵局）。 

汛塘路與舖遞路大致路線重疊，舖兵兼做塘

兵，傳送官府文書兼負軍事任務。約 1869以

後式微裁汰。 

台灣北部最早的一條軍事道路。 

3.80 苧仔潭古道 0.47 河陸轉運第一

站 

琉瑯路步道 1.40 眺望北海岸線 

樹梅坪古道 0.52 眺望北海岸線 

燦光寮古道 6.80 柑仔店、拍很

多片的地方 

楊廷理古

徑 

1807-- 臺灣知府楊廷理（開蘭第一功臣）為討伐海

盜朱濆(噶瑪蘭)，開三貂嶺路，下嶺東折闢

路(楊廷理古道)前去救援。後力倡噶瑪蘭納

版圖，促成 1812 年設廳，對開發宜蘭有重

大貢獻。大約 1820 年巃嶐嶺被草嶺取代而

式微。 

9.00 楊廷理古道 6.90 燦光寮鋪跡、

舊石階遺址 

嶐嶺古道/舊

草嶺隧道(雙

路線) 

6.70 險峻、「石磴如

梯、煙雨籠

樹」 

/自行車道獲

2015 Tourism 

for Tomorrow 

Awards 大獎 

入蘭正道 1807-

1867-- 

從 1807 年楊廷理開三貂嶺路(今金字碑古

道)，官民相繼修築，至 1867 年劉明燈修築

路線底定。因路徑較短又有官兵駐守安全，

亦成為官府北巡主要路線，民間商旅使用更

趨於頻繁，為當時官方認定北台灣東西之間

的交通要道，即現今所被認知的淡蘭古道。 

最早官方闢建的道路。 

官方文獻最早記載的淡蘭古道(1821) 。 

16.20 金字碑古道 5.40 金字碑(市定古

蹟) 

草嶺古道 7.38 一般人認知的

淡蘭古道、雄

鎮蠻煙碑(市定

古蹟)、虎字碑

(市定古蹟) 

淡蘭中路(民

道) 

1820-

1860 

先民為生存、耕山開闢的生活民道，承載著

從拓墾到族群械鬥及和解的庶民記憶。 

4.20 58.10  62.30 

 暖東舊道 -- 白蘭氏闢自暖暖街入山，入十分寮的傳說古

徑。 

4.20 暖東峽谷步

道 

2.20  

暖東舊道 1.00  

五分山步道 1.40 新北基隆界線 

運煤道 1.60 林蔭鐵道路 

番子坑步道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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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 時間 歷史上的意義 非山徑 山徑 特色 總計 

平湖西步道 1.10  

平湖東步道 0.80  

大坑山稜線

步道 

1.60 區界稜線縱走 

上內平林步

道 

3.40 區界稜線縱走 

蘭入山孔

道 

1820-

1860-- 

先民分由頂雙溪(1812-)及坪林尾(1796-)沿

溪而上，移墾（沿著水系山稜線往內山地區

尋找落腳地）、械鬥（生活所需打拼生存的地

盤爭鬥），到和解，逐漸形成聚落的生活路

網。另一股民流係 1824 年黃廷泰率眾自宜

蘭頭城進入泰平耕墾，被稱為「黃總開大

坪」。土地公的信仰也在這路徑上落腳。 

不同於官道，沿途大多屬羊腸小徑，部分路

徑亦可能隨著聚落興衰的發展，因人煙罕至

而淹沒在草叢之中。 

0.00 中坑古道 5.50 梯田、石柱方

向碑 

枋山坑古道 3.90 山蘇群 

闊瀨古道 3.90  

北勢溪古道 6.10  

崩山坑古道 7.20 石拱橋 最年輕

古道 

灣潭古道 4.50 沿溪而行 

烏山越嶺古

道 

4.90  

坪溪古道 1.50 柳杉林道、眺

望龜山島、新

北宜蘭界線 

石空古道 5.30  

淡蘭南路(茶

道) 

1821-

1885 

從官方消極緩議闢便道，經累積百年的茶葉

經濟力，推促官方終於在 1885 年闢道通宜

蘭及設兵駐防，完成闢建，即為今日北宜公

路。 

20.20 44.90  65.10 

 淡蘭便道 --1821-

1885 

1788年請開未果的「淡蘭擬闢便道芻議」。 

民間入山植茶大盛，形成茶路，茶葉成為當

時最具經濟價值的產業，影響官方不得不正

視，促成臺灣巡撫劉銘傳 1885 年循此山徑

闢巨道通宜蘭。 

20.20 中埔山步

道、土地公

嶺古道/茶路

古道(雙路線) 

3.50 手作步道 

/茶路碑 

糶米古道 0.10 挑運稻米及茶

葉之道路 

妙高台步道 1.90  

樹梅古道 0.80  

到照湖山步

道 

0.70  

大坑外股古

道 

2.20  

外按古道 2.30 今昔交通對比 

烏塗溪步道 2.30 沿溪而行 

四分子古道 2.50 古井潭 

大格門古道 0.40 分水嶺 

獵狸尖步道 5.70 茶園梯田 

石𥕢碧湖保

線路 

4.40 茶園舊跡 

四堵古道 8.90 虎字碑舊址 

跑馬古道 9.20 眺望蘭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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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線總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五、翻轉沒落，再創聚落新生機 

  隨著鐵道、公路開通，古道路跡逐漸隱沒，而沿線聚落也從交通樞紐的角色中淡出，現

今多為交通偏遠、人口大量出走、產業沒落的偏鄉小鎮。透過淡蘭百年山徑的重現，而形成

一個系統性的跨域遊憩網絡，將原本沒落且分散的聚落及據點賦予新定位及生命。 

 

圖 9：淡蘭山徑據點規劃示意圖 

表 1：淡蘭山徑據點一覽表 

路網 據點 現有特色 定位 未來規劃 

北路 

瑞芳 老街 補給站  

九份 山城國際景點 補給站  

雞母嶺 水梯田、埤塘 補給站 建立服務據點 

澳底 海鮮、吳沙墓 補給站  

福隆 海水浴場、海洋音樂 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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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福隆便當、舊草嶺

隧道 

侯硐 貓村、煤礦園區 補給站、主題展館 建立服務據點 

雙溪 低碳旅遊 特色聚落【淡蘭中繼站】補給站 建立服務據點 

貢寮 老街、水梯田、草嶺古

道 

補給站 建立服務據點 

石城 舊草嶺隧道 補給站  

大里 草嶺古道 補給站  

中路 

暖暖 暖東峽谷 補給站  

十分 瀑布、老街 補給站、主題展館 建立服務據點 

柑腳 煤礦遺址 補給站 建立服務據點 

泰平 虎豹潭、良心菜攤 特色聚落【手作基地】 手作基地 

外澳 蘭陽博物館、伯朗咖啡

城堡、外澳服務中心 

補給站  

南路 

台北市 

(六張犁) 

茶路碑、手作步道、富

陽生態公園、受難者紀

念公園 

補給站  

深坑 老街、豆腐 補給站  

石碇 老街、淡蘭藝文館 補給站、【淡蘭主題展館】 淡蘭策展館 

坪林 茶葉博物館、茶園、虎

字碑 

補給站、特色聚落 茶文化國際品牌 

礁溪 溫泉 補給站  

 

(一)長距離步道補給站 

  路線經過的據點除依其特點進行推廣，並輔導成為提供長距離步道健行旅遊者所需物

資、食宿、休憩等服務補給站。 

  1.淡蘭北路：瑞芳、侯硐、九份、頂雙溪、雞母嶺、澳底、貢寮、福隆、大里、石城。 

  2.淡蘭中路：暖暖、十分、柑腳、泰平、外澳。 

  3.淡蘭南路：台北市、深坑、石碇、坪林、礁溪。 

(二)解說服務中心 

  利用侯硐及十分等位於淡蘭要徑上的現有旅服中心，擴增服務機能，提供健行者服務及

文化知識傳遞的中繼。 

(三)石碇淡蘭藝文館 2.0互動式策展 

  整合淡蘭文化景觀古徑及周邊的歷史古蹟、景點資訊、文化資訊、即時訊息及重要地標

等資訊，利用創新科技將在地文化歷史場景重現，將步道上的歷史古蹟或文物、歷史故事等

內涵透過 AR、VR 技術，藉由行動平臺提供民眾互動式導覽或趣味展演。活化低度使用公

共空間，提供ㄧ個與社區結合的共同場域，重現淡蘭過往記憶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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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溪（頂雙溪）：淡蘭中繼站 

  1.雙溪公園為耆老指認淡蘭路徑所經之地，具區位視覺高點及歷史價值資源。故進行該

地點之空間進行營造後，讓遊客穿越時空體驗當時旅人進入雙溪的那一瞬間外，並可展望現

今牡丹溪及雙溪街區。【工程】 

  2.旅行社合作導入培育在地解說人員發展低碳生態旅遊。【輔導】 

  3.輔導在地協會合作淡蘭服務據點，呈現地方與淡蘭故事。【輔導】 

  4.留宿一晚，再前行。從瑞芳或由大里出發行走於淡蘭北路的長距離步道旅行者，至頂

雙溪時約傍晚，可留宿一晚後，再繼續走完未竟的旅程。【輔導】 

(五)泰平（大坪）：農事體驗及手作步道基地 

  1.將最年輕的古道--崩山坑古道，以古法手作方式修復。將已廢校泰平國小作為手作步

道基地，聯結生態、旅遊、文化與社區的特性，發展淡蘭步道的工作假期。【工程、活動】 

  2.小旅行聽故事—泰平永太平，黃總開大坪。【活動】 

  3.輔導當地組織推廣有機農事體驗—水田復耕計畫。【輔導】 

  4.展現自給自足農家特色的淡蘭服務據點，未來遊客行經淡蘭中路(崩山坑古道)到達泰

平時，泰平假日農夫市集可以提供餐飲及導覽服務，健行者在泰平用餐或休憩。【輔導】 

(六)坪林：包種茶品牌的故鄉 

  1.坪林為淡蘭古道中南路之交會點，可藉由深化坪林與淡蘭的歷史文化，結合茶產業參

與基地，強化茶品牌、茶體驗等，推動自然生態步道及茶文化體驗，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輔導、活動】 

  2.創新模式提升茶文化的價值，用設計翻轉茶品牌。【輔導】 

  3.在地導覽，新創慢茶小旅行，以低碳旅遊行程為目標，並兼顧在地茶產業發展。【活

動】 

  4.以茶之名，申請「全球綠色旅遊目的地」之國際認證，以讓新北坪林站上國際舞台。

【輔導】 

参、願景 

我們想要創造一條具有文化故事的長距離步道 

從文化歷史中找未來旅遊趨勢─推廣具文化、低碳生態、友善有責任感的旅遊 

◼ 重現淡蘭百年古道路網及帶動相關生態旅遊路線-重新喚起淡蘭古道在時間流中的人文及

歷史價值(官道、民道、茶道)。 

◼ 百年手工築路的傳承--效法古法進行山路修復以及整理。 

◼ 手作步道體驗及工作假期活動。 

◼ 輔導沿線社區與在地旅遊服務相關業者-發掘聚落在淡蘭古道的歷史繁景，凝聚聚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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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要讓沿線聚落活起來。(由當地人說當地事、經濟產業振興) 

◼ 國內行銷淡蘭主題旅遊－深度文化生態旅遊、工作假期性質旅遊。 

◼ 國外行銷淡蘭旅遊行銷－創造國際級長距離低碳健行以及臺灣觀光新亮點。 

一、重拾文化故事－打造具獨特性長距離步道 

  長距離步道象徵著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充實精神面程度的渴望，在美國有阿帕拉契山

徑，香港有麥理浩徑，歐洲有西班牙有朝聖之路，日本的熊野古道也在 2004 年評選為世界

遺產。 

  我們擁有的淡蘭山徑每段路都有自己的故事，具文化獨特性與在地性，面對淡蘭古道歷

史現場，重新對工程的省思，打破過往水泥化工程的手段，堅持以手作的溫度，打造貼近生

態自然的山徑工法。不僅僅是一種山徑修復方式，更是一種尊重自然，重現歷史的山林革

命。 

二、培植在地幸福產業聚落，創造永續觀光 

  以尊重在地的生活空間與聚落文化為前提，與在地居民合作參與共同經營深度體驗式觀

光旅遊活動，形成一個可以支持環境資源保育及在地產業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雙贏模式。 

（一）淡蘭百年技藝，傳承與再興 

  淡蘭間座落許多百年或歷史悠久的店鋪與茶園，包括雙溪林益和堂、打鐵鋪，石碇遠光

打鐵店，坪林北頂茶園、順天茶行。老師傅及青年返鄉承襲傳統的技能與技藝，輔導以具設

計感的包裝、結合網路化的行銷手法或茶葉加工加值外，遊客也能參與及學習，強化老店鋪

持續經營的動能，將歷史文化及故事持續留到下一世代。 

（二）農墾精神，重現與推廣 

  先民篳路藍縷拓墾精神，隨著時代演變，淳樸真誠的農墾精神仍在淡蘭間的小山村中持

續發亮，培植良心農產（良心菜攤）及在地食材（農夫市集），是尊重土地、崇尚自然的產

業發展模式。 

（三）在地產業體驗-農耕、製茶 

  淡蘭山徑孕育著水梯田及包種茶，由青農、茶師帶領下，讓生活於現代都市的遊客親身

體驗水梯田搓草、植稻，或學習採茶、揉捻，再用方紙包裝蓋茶名及印章，透過對食物感知

連結對土地的情感，進而對台灣這片土地更深刻地認同。 

（四）社區解說服務培力 

  培力山徑系統沿線主要聚落，藉由聚落社區，結合地方協會居民及週邊學校資源提供旅

客休憩、步道導覽、地方特色餐食服務，成為生態、低碳及食農教育的旅遊場域。並與在地

協會、文史工作者或工作室合作淡蘭服務據點，呈現地方與淡蘭故事。 

三、開拓多元市場－創造深度旅遊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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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新的步行旅遊模式，透過" 漫遊" 與" 慢遊"引導遊客深入山林與鄰近山村聚落，與

在地社會交流，體驗當地的生活與文化。 

  開發多元的市場客群，以及多元的旅遊產品，針對國際觀光客、退休銀髮族等較不易受

到例假日限制的族群市場，提供高端深度體驗旅遊產品。緩解目前特定遊憩據點的服務壓

力，同時增加了新的服務據點需求，最終將擴大整淡蘭地區旅遊市場容納量，同時是以對環

境更負責、永續的方式達成。 

四、說出台灣的故事—歷史傳遞、發聲國際 

（一）守護淡蘭的雙扇蕨 

  台灣享有「蕨類王國」稱號，種類將近 700 種，種密度（種數與單位面積比）為世界之

冠。其中僅存於全世界極少數地區的珍稀蕨類植物－「雙扇蕨」，在北臺灣山區卻經常可

見，並廣泛分佈於淡蘭沿途山徑，一般民眾俗稱「破傘蕨」，它具有二至四億年前古老蕨類

植物之特徵，侏儸紀時代之前就出現在地球上，可說是蕨類中的活化石。  

  雙扇蕨的葉片呈多回二叉，葉脈則相互交織成網狀，彷彿淡蘭路網的延伸；雙扇葉片外

形乍看下如同雙手一般，蘊含手作步道、守護山林的精神，因此淡蘭百年山徑之識別系統以

雙扇蕨為設計標誌，以此行銷國際。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二）認識臺灣必遊之徑--國際級長距離步道 

  唐山先民渡過艱險的黑水溝移民臺灣，並越過山稜、踏過溪流移民拓墾，擁有 200 年歷

史的淡蘭山徑，刻劃著臺灣先民蓽路藍縷的辛勞。路徑連結臺灣海峽與太平洋，訴說著海洋

臺灣多元包容的獨特性格。古道富含歷史文獻紀錄、故事傳說，是一條見證臺灣文化與自然

地景的長距離步道。透過「古道復舊、就地取材、生態透水」方式整理步道，展現臺灣對環

境的友善與關懷；並結合社區聚落培力志工進行步道維護，顯示臺灣民間的熱情與活力。 

（三）智慧旅遊 

  科技智慧化時代下，淡蘭百年山徑體現智慧旅遊及觀光，將智慧科技導入路徑導引及觀

光行銷推廣，GPS 結合搜救系統提高登山安全、現地導覽解說牌的數位化讓現地環境更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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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數位行銷推廣的力道更能跨越國際疆界。 

1.淡蘭古道資訊發信站－故事傳遞、路線查詢無遠弗屆 

  透過淡蘭古道專屬網站之建立，將淡蘭歷史故事、路線資訊及周邊景點介紹等內容予以

納入，網站提供淡蘭資訊查詢、行前規劃及推廣行銷，讓遊客認識淡蘭。 

2.淡蘭古道虛擬指標牌－無所不在的路徑嚮導及安全護衛 

  為減少山難發生及山搜的資源耗費，登山安全管理為推廣步道旅遊的首要課題，由淡蘭

古道專屬網站提供下載 GPX、KML 等圖資，運用第三方 APP 離線地圖進行路徑導引，緊急

時使用手機 GPS 功能報座標，讓淡蘭山徑更為安全。 

(四)茶文化國際品牌－奉上一杯來自坪林的友善茶 

  百年前，台灣曾是全球主要的茶產區，曾以 Formosa Oolong Tea 的名號行銷全世界，

品質居世界之冠，茶葉是當時臺灣與世界相接觸的重要媒介。隨著青農返回坪林地區當茶

師，以友善環境契作及創新行銷，遵循古法種植與採摘的有機茶，將北臺唯一的包種茶之識

別意象再次深植遊客心理。 

  今日，在旅途長遠的淡蘭山徑裡，路邊「奉茶」解渴，傳承臺灣先民體恤路過者不求回

報的自然人情味，以茶來招待遠到的貴賓，並饋贈以坪林好茶，淡蘭山徑也因為台灣茶文化

的標記隨之連結至國際。 

肆、續行淡蘭道—行動計畫推展 

一、民間團體的夥伴力量，發展出跨域合作的公私協力 

  2015 年起與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合作，著手探索淡蘭古道的前世今生，也因為涵蓋宜蘭

縣、基隆市、新北市及臺北市等 4 個地方政府行政轄區，所涉議題亦包括中央政府相關機

關，為整合淡蘭各項計畫、處理介面銜接及跨域課題，透過 NGO 組織於 2016 年成立「重

現淡蘭百年山徑跨縣市平臺」會議，逐步克服難題、形塑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價值與願景。

2017 年各地民間團體發起組成 27 支「淡蘭義工隊」，由志工進行古道的巡守及維護，讓淡

蘭精神永續。2018 年四縣市政府簽署「淡蘭百年山徑跨縣市平臺運作協議」。 

二、行動計畫推展-分期分階段守護淡蘭百年山徑 

  105 年度起辦理淡蘭古道旅遊路網系統規劃，107 年已完成淡蘭北、中、南路網定線及

資源調查。古徑復舊修整及環境整備路部分，106 年從北路開始執行，預計 108-109 年執行

中路整備，南路則於 109-110 年執行，全線路網預計 110 年全數完成，並逐年導入聚落培力

完善旅遊服務機能，規劃不同的旅遊模組吸引遊客，行銷推廣國際級長距離健行的觀光新旅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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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行動計畫一覽表 

行動計畫 期程 107年/繼續推動 

淡蘭古道整建計畫 105-110 

完成淡蘭全線路網定線及資源調查 

完成北路古徑復舊修整及環境整備。 

完成雙溪公園修建。 

工作假期--崩山坑古道手作步道。 

繼續推動 

淡蘭中路(108-109年) 

淡蘭南路(109-110年) 

手作步道工作假期 

淡蘭展館及互動式策展計畫 

百年手工築路的傳承--手作步道

體驗計畫 
107-110 

淡蘭主題展館及策展計畫 108-110 

淡蘭聚落及產業培力計畫 107-110 

建立淡蘭北路聚落服務據點。 

設計淡蘭旅遊模組 

繼續推動 

中路聚落產業輔導與服務據點建立 

南路聚落產業輔導與服務據點建立 

生態旅遊模式設計及推廣 105-110 

重返馬偕之路、古道農村土地公-走進泰平浮世繪 

淡蘭回甘古道之旅、茶金之旅 

FUN慢坪林自然茶旅、台灣茶意象 

繼續推動 

雙溪坪林石碇貢寮小旅行 

尋找淡蘭之旅：淡蘭長距離健行旅遊 

導覽資訊系統平臺建置 

107-110 

完成識別形象設計 

FB粉絲專頁「淡蘭道 Tamsui-Kavalan Trails」 

2018世界步道大會獲邀首屆影展播放淡蘭古道 

完成淡蘭北路 GPX、KML圖資 

專屬網站 

淡蘭北路筆記書 

影音紀錄片及行銷影片 

淡蘭旅遊品牌塑造，公開媒體及名人體驗 

繼續推動 

淡蘭中、南路資訊圖資建置 

2019亞洲步道大會國際推廣(108 年) 

影音紀錄片及行銷影片 

淡蘭總集出版(109年) 

爭取亞洲步道大會於台灣辦理(110年) 

淡蘭古徑書籍與影像紀錄 

淡蘭行銷推廣計畫 

伍、結語 

  藉由淡蘭百年山徑的踏尋，以文化歷史故事、里山思維概念為整合主軸，重現出北台灣

長距離健行路徑，循著山路一步一腳印認識所生的土地，體現步道總體精神與價值。一條又

一條的古道就在那裡，單獨看只是很多條郊山步道，重新透過文化時空系統串連整合，才能

感受到歷史的層次與脈絡。我們不只是想要找回步道、修整步道及建立步道系統，更要重現

的是淡蘭百年山徑「場所精神」，讓大家漫步淡蘭古道的同時，走進這百里路與百年歲月，

找到對於這片土地的生活價值認同及前瞻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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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不只是為了呼吸新鮮空氣，更可以是一場朝聖、身心靈體驗或自我冒險之旅，國外

許多知名的長距離步道，承載著特殊歷史記憶，讓登山健行者視為一生必去的朝聖之旅，

『登山旅遊』是可以很國際化的新觀光旅遊。我們希望發展淡蘭古道，成為台灣人一生必

走、國際間認識台灣的ㄧ條朝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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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歷史文獻中的路徑 

一、淡蘭北路-入蘭正道〈東槎紀略•卷三•臺北道里記〉 

自郡至艋舺，皆北行。由艋舺以上，乃東北行。十里，錫口，有街市。五里，南港，入

山，沿山屈曲；其港水自三貂內山出，上自暖暖，下達滬尾。十里，水返腳，小村市；水返

腳者，臺境北路至此而盡，山海折轉，而東出臺灣山後，故名。過此天山嶺迎日東行，十五

里為一堵山，再北過五堵、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地在兩山之中，俯臨深溪，有艋舺

小舟，土人山中伐木作薪炭、枋料，載往艋舺。舖民六、七家，皆編籬葺草，甚湫隘；每歲

鎮道北巡，及欽使所經，皆宿于此，蓋艋舺以上至噶瑪蘭頭圍凡三日程，皆山徑，固無館舍

耳。暖暖迎日東北二里許，稍平廣，可三百餘畝，居民四、五家散處。三里，至碇內，渡溪

北岸，更東行二里，楓仔瀨；復過溪南岸，仍東行，三里至鯽魚坑；過渡，沿山二里，伽

石，路甚險窄，土人白蘭始開鑿之，奇其事以為神所使云。二里至三貂嶺下，俗云三貂仔，

有汛。四里，茶仔潭，過渡，水深無底，有小店，為往來食所；三里，則三貂嶺矣。盤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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磴而上，凡八里至其嶺。嶺路初開，窄徑懸磴，甚險，肩輿不能進。草樹蒙翳，仰不見日

色，下臨深磵，不見水流，惟聞聲淙淙，終日如雷。古樹怪鳥，土人所不能名，猿鹿之所遊

也。藤極多，長數十丈，無業之民，以抽藤而食者數百人。山界廣約數十里，內藏生番。其

外熟番，有社及街市，在楊廷理新開路東，因其路迂遠，人不肯行，故多由此舊路云。嶺上

極高，俯瞰雞籠在嶺東南，海波洶湧，觀音、燭臺諸嶼，八尺門、清水澳、跌死猴坑、卯裏

鼻諸險，皆瞭然如掌，蓋北路山之最高者矣。下嶺八里，牡丹坑，本名武丹坑，武鎮軍隆阿

改今名，有民壯寮守險於此，護行旅以防生番也。六里，粗坑口，過渡。六里，頂雙溪，有

渡。八里，魚行仔，有溪。八里，下雙溪，過渡，為遠望坑民壯寮。里許至三貂大溪，西淡

水界，東噶瑪蘭界；嘉慶十六年總督汪志伊奏定。過溪迆北轉東，八里，半嶺；四里，草

嶺；十里，下嶺，至大里簡民壯寮，則山後矣。自此以下，皆東面海，為蘭北境。沿海南行

十里，番薯寮。七里，大溪。五里，硬枋。皆有隘，設丁防護生番。四里，至北關，有汛，

駐外委一員。八里，烏石港，水自叭哩沙喃出，至此入海。與龜山海中相對，山形如龜，首

北而尾南。港口沙線一道如蛇，土俗以為天生元武之象，建真武廟祀之。港門春開秋塞，蓋

乘南北風為通塞。內地及雞籠、艋舺一帶小船，每乘南風進港。蘭地惟產米榖，百貨皆仰給

于外，隔山難通，故賴小船出入，以濟百物。有砲臺守港，以防海寇。更二里，乃至頭圍；

二十五里，則五圍蘭城矣。 

二、淡蘭中路 

（一）蘭入山孔道〈噶瑪蘭廳志•卷八•紀事〉 

蘭入山孔道，…茲查有一路，地甚寬坦，毋庸多涉深溪、重經峻嶺；只由頭圍炮台外，

斜過石空仔山六里至鹿寮(一名待牛寮)，再十二里至大溪，又十二里至大坪，二十里至雙溪

頭，雙溪頭二十里出淡屬之水返腳，再二十五里便抵艋舺矣。統計自頭圍至艋舺九十五里，

自蘭城至艋舺一百二十五里。凡所經過內山，素無生番出擾，一概做料煮栳、打鹿、抽藤之

家。而大溪、大坪、雙溪頭一帶皆有寮屋，居民可資棲息。 

（二）黃總大坪路〈台灣府輿圖纂要〉 

…如黃總大坪者，當人力未及之時，棄為荒埔；迨道光年間，有黃千總始招佃入其地，

除蕪穢、翦荊榛，堵截泉源、引流灌溉，墾得田地百數十畝，內皆農民耕作。路由頭圍北關

內土名外澳仔，登山至外石硿嶺，轉北五里為內石硿嶺，越嶺東北支分小路一條，七里至烏

山溪尾寮，則為黃總大坪矣。其間土地平曠，田園溝渠流灌，阡陌交通。唯僻處偏隅，經由

之路雜沓，蠶叢險偪，難容輿馬。 

三、淡蘭南路－淡蘭便道〈淡水廳志•卷二•淡蘭擬闢便道議〉 

由淡赴蘭，率苦三貂險。遠有議新闢便道者，途僅百十里（屬淡者八十里、屬蘭者三十

里）。林爽文亂時，當軸議防，以此為備道；請開未果。今存其議，以俟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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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自艋舺武營南門啟程，五里古亭村、水卞頭，宜鋪石；五里觀音嶺腳，亦宜石（原為

田塍，約寬三尺。俟農隙時，培而廓之，以五尺為度）；十里深坑仔街，有渡，宜船（中一

里許山路，已修尚平）；五里楓仔林，田塍尚闊；五里石碇仔街，凡石圳三處，宜鑿寬廣，

便輿馬往來（一長約五丈許，二約長一丈五尺，寬均二尺）；五里烏塗崛嶺腳，有內陂，水

淺，宜石橋（約長五丈許），山路宜修；五里大隔門，全山路、宜修（山雖高數丈，幸袤平

不陡）；下嶺五里柯仔崙坑，一半山路，樹木陰翳，有兩坑，宜木橋二（約長二丈許）；五里

粗崛坑，路平多樹，亦有兩坑，宜木橋二（如前）；五里仁里阪，有渡，宜船，山路平，宜

稍修；五里彎潭渡，有船（船惜小耕者所置，宜大之；此間山平多種茶，自茶園中行），過

渡鶯仔瀨；五里石𥕢坑，宜木橋二（如前。山路雖平，宜闊。自楓仔林至石𥕢。坑凡四十

里，人煙稠密）；又五里三分仔坑，宜木橋（約長一丈許）；五里頂雙溪（水底碎石多棱），

宜石橋（約長七丈許。山路樹木蓊蔚）；五里四堵寮，山路，宜闊；五里金面山頭分水崙，

即淡、蘭交界，山路，宣修闊；八里嶺腳礁溪街北（嶺高而不險，居民多種茶，有市百餘

家）；十七里噶瑪蘭三結街，大路平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