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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五權社大自107年起以「在地知識－臺中學」及「環境教育議題」
為主軸，與在地團體合作協力在多條河川及歷史建築及文化交織的北中
西區，規劃路線、課程、工作坊、社區營造及河川音樂會等活動，發揚
及傳承在地特色，惟課程結束後未能留下教材或老師的解說紀錄實為可
惜，故社大特別邀請108年走讀大臺中課程學員黃愉珍，針對社大附近
梅川流域的後壟仔社區及被遺忘的角落—東協廣場進行文史調查紀錄，
希望透過記錄地方文史能讓在地的文化歷史記憶傳承下去。

透過文史調查訪問社區鄰里及耆老的方式，一點一滴的蒐集資料，
首先就從五權社大所在地的里長著手，感謝安龍里賴梁松里長的受訪，
蒐集了不少有關早期梅川流域居民的生活狀況及梅川整治的經過。感謝
均安宮董事長也是後龍里里長郭耀泉的受訪，郭董事長介紹了均安宮的
相關歷史與沿革及守護千年茄冬樹社區意識的展現的精彩過程。

要感謝作者黃愉珍小姐在課餘之際，投入心力搜尋資料及拜訪相關
人士進行訪談，也要感謝社大黃慶聲老師的指導，讓文章內容臻於完
善，五權社大踏出文史訪查紀錄的第一步，未來希望能透過這樣的方
式，以社大為中心透過班級師生延伸出辦學區的地方知識和記憶，可以
用文字記錄下來並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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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老聚落─後壠仔
悠悠流淌過五權社區大學門前的梅

川，過去養育著這片土地上的芸芸眾
生，不僅形成豐富的河流生態，也孕育
出在地的文化底蘊。梅川流域境內，在
歷經多次河川改道後，地景樣貌隨之變
遷。梅川做為臺中市的母親河之一，除
了梅川，尚有綠川、柳川、麻園頭溪
等，隸屬於烏溪水系（即大肚溪）的梅
川，實為柳川的支流。其主流上游溯至
葫蘆墩圳系統的三分埔分線圳道，而源
頭位於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即頭家
厝），見圖1標示的A點。

梅川自頭家厝，流經臺中北屯區，

經松竹北路、梅川北街，穿越松竹北一
街後，因河道加蓋成暗渠。隨後在梅川
東路至崇德六路口附近分流成為梅川與
麻園頭溪(見圖1標示的B點)。梅川至梅
川東、西路四段恢復為明渠，直至太原
路後，河道加蓋又成暗渠，至梅川東、
西路一段與自立街交會前恢復為明渠。
續流到過英才路，分為上下水道，上水
道做成親水公園，原水流被導入下水
道。下水道流至五權西路一段，再因河
道加蓋成暗渠，隨後沿五權西一街、二
街，至柳川西路二段注入柳川(見圖1標
示的C點)。

圖 1  藍線所示為梅川流經區域 ( 引自 Google Map，楊愉珍後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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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許多聚落沿著河川流域而發
展，其中「後壠仔」為沿著梅川河畔發
展的古老聚落之一，因其地形起伏，所
經流域宛若一條蜿蜒的龍盤踞其上，因
當時地形為一壠一壠的土壟，又有梅川
流經，所以清朝及日治時期這裡人稱「
後壠仔」。後壠仔，位置大約在現今的
柳川以西，英才路以東，篤行市場一帶
以南，林森路以北。

臺中盆地的開發
追溯後壠仔的歷史，從臺中市歷史

發展的軌跡來探討。臺中的開發在清代
時開拓速度加快，漢人移民首先自海口
登陸，最先開墾海線地區，再來向內陸
推進，一路越過大肚山往臺中盆地拓
墾。臺中盆地的拓墾，分南北向中間推
進，南以藍張興庄為首，北以張達京為
首的六館業戶為主，而後壠仔即為藍張
興庄的聚落之一。從雍正至乾隆年間，
隨著拓墾，紛紛發展出村落，村落之
間，道路縱橫，構成綿密的互動網絡。
到乾隆嘉慶年間，約18世紀中葉到19世
紀初，臺中盆地沿河川走向形成交通動
線。其中一條動線，有流經後壠仔：自
烏日庄沿土庫溪東岸往北，經樹仔腳、
番婆庄、半片厝、棋盤厝與公館庄，公
館庄往東至大墩汛與大墩街，轉北經後
壠仔、邱厝庄、賴厝廍、三十張犁至四
張犁。此處村落主要分布在土庫溪、柳
川與綠川之間，梅川做為柳川支流也流
經後壠仔、邱厝庄、賴厝廍等地。

村落間形成犁頭店街、大墩街等街
市，為區域內商品貿易流通中心。犁頭
店街興盛於清代，集地方政治、經濟、
宗教、文教等機能，直到光緒年間，省
城設於大墩街一帶，中部地區政治中心
開始轉移。大墩街起初為小市，規模不
及犁頭店街，雍正年間，此地駐兵提供
相對安全的環境與消費需求，成為移民
向盆地內部移墾的據點，墾民商家聚
集，連帶柳川與綠川之間的半月形地帶
開始聚集各籍移民，大墩街漸成為盆地
中部拓墾中心。同治年間，大墩街劃分
為頂街(約今中區平等街)、中街(以萬
春宮為中心的平等街與成功路一帶)、
下街(約為今平等街與三民路間、臺灣
大道299巷及中山路175巷一帶)，尤其
中街為商店街，以米穀買賣為大宗，特
別繁榮。又因市街東方(今市府路段)有
一墩於是稱東大墩，即今臺中雙十路一
段、臺中一中到林森路以南，光明國中
中間的區塊。

臺中設省城��������������������
光緒年間，臺灣設省時，將「東大

墩」劃入臺灣省城範圍，範圍由頂橋仔
頭到東大墩街，包含頂橋仔頭、東勢
子、北屯、邱厝子、賴厝廍、公館等。
臺灣省城規劃八門，大東門(約今臺中
後站大興街附近)、大西門(約今三民路
與林森路交界處)、大南門(約今臺中高
農所在)、大北門(即臺中公園入口處)，
最後省城沒有全部完工，城牆只完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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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經小北門到西門這一段。由於主要生
活機能仍在大墩街，故建省後生活重心
仍以大墩街的頂街、中街、下街形成的
東西軸線為主。到日本統治臺灣時，派
員研究精細繪出臺灣地圖《臺灣堡圖》
。街庄延續清代劃分方式，縣以下用
堡，堡之下為庄，因此清代至日治初後
壠仔稱為「後壠仔庄」，隸屬於藍張興
庄，範圍大約是今日的臺中西區中部、
北區西南部及中區西部。

日治市區改正
清代時雖倡議在臺中建省城，尚未

完備建置就已告終。至日治時期1900
年開始，臺中陸續規劃幾次市街改正，
拆除早期清代舊市街，改變傳統漢人城
池模式。由於日本人初至東大墩街上，
見街道潮濕狹隘難行又汙水四溢，為解

圖 2  1895 年臺中省城圖，中間藍線框出省
城範圍，左上角紅色圈選出後壠仔的
位置 ( 引自《臺中歷史地圖散步》)

圖 3 日治時期，截彎取直後的柳川 ( 陳慶芳提供 ) 

決街道狹小及汙水排放問題，開始著手
市區改正計畫，採用西方都市計劃，設
計臺中市區為棋盤式街廓，成為偏移45
度的格子狀市街，街道呈現東北西南向
與西北東南向的90度交錯，由於當時流
行疾病，如鼠疫、瘧疾、痢疾，希望藉
由光照為街道殺菌，為使日光不受街屋
阻擋，能照射到街道如此規劃。並規劃
以鐵路為軸心發展，鐵路將臺中市街分
為南北二區，重要公共設施置於鐵路以
北。針對城市河川，市區保留綠川、柳
川河道並著手整治，將河床、窪地填土
整平，將綠川河岸曲折、易氾濫的河道
截彎取直，柳川因原本河川遍布水碓，
容易淤積堵塞，也重新整治。綠川、柳
川在整治後成為景觀兼具疏洪功能的河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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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聯福麵粉廠 ( 引自何澄祥 2 部落格 )

2　何澄祥為開設聯福實業總行與聯福麵粉廠的何
氏家族成員之一。

綠川、柳川、梅川的命名，直到日
治時才正式稱作現在的名字。綠川原為
新盛溪，1913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
太參加臺中神社祭典時，盛讚綠川兩
岸翠綠的景色，因而命名「綠川」。同
時，大墩溪也開始進行整治，兩岸遍植
柳樹，1915年由臺中廳長枝德二等人改
名為「柳川」。梅川在清代時當地人稱
流經後壠仔庄的梅川為「後龍(仔)溪」
，流經南屯的河就稱「南屯溪」，梅川
西邊流經蔴園頭庄的河，就稱「蔴園頭
溪」。

光復後十龍
後壠仔至戰後，改為後龍，劃分出

許多鄰里，其中亦包含臺中市西區後龍
里。訪問安龍里里長賴梁松，他說，後
壠仔早期有十條龍─平龍、和龍、元
龍、民龍、福龍、後龍、靖龍、雲龍、
永龍、安龍，十個里後面都有個龍字。
早期安龍里的範圍最大，呈現長條狀，
從民權路一直下去到南屯路。民國60幾
年，因地方自治關係，將安龍里在文化
中心、五權西路交界處分割，北邊為安
龍里，南邊為吉龍里，十龍因此變成十
一龍，多了一個吉龍里。現今的後龍里
於民國91年(2002年)2月，則因臺中市
政府里鄰整編後由靖龍里、後龍里、福
龍里三里合併而成，但是仍依老地名而
稱為後龍里。

安龍里
安龍里昔日亦為後壠仔的範圍，位

置即今日北至民權路，南至五權西路一
段與五權路交叉處，東至忠仁街，西至
梅川西路一段接自治街處。提及此地早
期的歷史，賴里長說以前這裡還有一個
地方稱為土田仔(臺語，即土堆的意思)
，地形類似墩，地勢比較高，位於今文
化中心所在一帶。以前還蓋有三合院，
早期先民是佃農，祖先從大陸過來，依
親在賴厝廍，賴厝廍的親戚介紹值得信
賴的地主，為其開墾農地，因此在這裡
落地生根。這裡除了許多農田外，臺中
市民權路與五權路的交叉口，約民國40
、50年代有一間聯福麵粉廠，同為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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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總行(位於今中正路與自由路口)家
族所經營，後來遷到臺中大肚的追分，
原址改建為國泰世華大樓。同在民權路
與五權路的交界處，大約民國60年代，
還有個紅磚窯也曾趕上臺灣一波製磚產
業的熱潮，直到民國70年代才停止生
產。早期臺灣很多紅磚窯，民國60年
代是臺灣製磚產業全盛時期，全臺多處
有瓦窯，臺南六甲、高雄大樹、臺北南
港、桃園龍潭龜山觀音地區、彰化花壇
皆聚集許多磚瓦廠。

文教區
另外，在安龍里境內，有一區域為

西區的文教區，群聚了不少重要的文
化、教育、政府機構。從英才路與五權
路交界處出發，首先是大墩文化中心，
過對街沿著梅川西岸步行，往東北向的
民生路走，會發現聚集不少重要的文
教機構，有臺中教育大學分部、教育農
林審計處、中區國稅局等。變成文教區
以前，梅川東岸五權路以東的忠勤街、
忠仁街、五廊街一帶，早期蓋出一批同
樣模式的房舍，居住許多公教人員，尤
其教師占多數，因為臺中教育大學、居
仁國中、忠孝國小、忠信國小也都在附
近，直到現在也住著很多退休教師。

社區老店
談到社區在地老店，賴里長想起，

在梅川東路一段36號有間釀造傳統醬
油的老店─林信成食品工廠，製作手工
醬油、辣椒醬、豆豉、醃樹子，目前
傳到第三代。民國37年(1944年)，林信
成醬油工廠第一代創辦人林錫灶以「公

園牌」為名，在梅川東街開立釀造醬油
廠，歷經三代傳承，至今超過半個世
紀，是少數仍採傳統陶缸釀造方式的小
型醬油工廠。臺中許多有名的小吃，像
第五市場的魷魚羹、蒸肉圓、味香湯
圓，公園路的大麵羹，民生路的蘿蔔絲
餅，都是公園牌醬油的愛用者。賴里長
也提及另一間在梅川西岸附近自治街
183號，至少經營四十年的無名麵攤生
意非常好，賣傳統的炒麵、豬血湯、粉
腸等中式早餐，加上一點甜甜辣辣的東
泉辣椒醬，這是屬於臺中的道地滋味。

2　 賴梁松里長，民國 53 年生，由於其所述的早
期梅川多為孩童時代，推測時間點約為民國 50 幾
年到民國 60 幾年。

早期的梅川
提到早期的梅川，賴里長 2說，「

早期這條梅川，尤其颱風或有大水時，
我們都會去撈魚、撿水流木，因為下游
都會流很多東西下來，也會流下很多動
物，像豬隻。早期梅川有很多生物，連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那邊的水溝也都

圖 5  1968 年的臺中農改場 
( 黃朝洲攝，引自老台中的懷舊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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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前有烏鰍、土虱，小時候很多，
現在我都沒有看到什麼動物了。像現在
國稅局那邊，以前也都是農地，都有人
在播種稻子，甚至郵局那裏，早期是改
良場的地。」

改良場是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的簡
稱，前身為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創立
於日治時期1904年。類似今日的農會，
有研究、試驗、推廣、倉儲、金融調節
等功能，因為試驗需求，設有試驗田
或試驗農場。至1910年，因臺中農場
狹隘，農場轉移到臺中公園北鄰的「新
農場」，即今涵蓋在一中街商圈的範圍
內。至1930年，又移轉到後壠仔，位
置即今日北以向上路為界，審計處以西
至美村路，南至民生路，範圍廣大。東
處的臺灣中油向上加油站是改良場的大
門，西處的向上國中所在地以前也包含
在改良場的範圍內。在後壠仔的改良場
一直經營到1984年才遷移到彰化大村。
人都會去那裡游泳。因為沒有錢去游泳
池，那時還沒有工業化，河流沒有被排
放工業廢水比較乾淨。」

梅川現今樣貌
都市化使市區人口迅速擴張，由於

下水道設施建設不完善，都市河川成為
家庭廢水的排放管溝，梅川也成為都市
居民排放家庭廢水的排水溝，使得河川
惡臭難聞。同時也因為人口增加與河川
爭地，許多城市將河川加蓋成停車空間
或綠地，河川變成地下暗溝，失去原有
河川與人親密的關係，和調節氣候的機
能。

圖 6  梅川河岸空間綠美化計畫的區域 
( 引自 Google Map，楊愉珍後製 )

在臺中，早期與河川爭地最有名的
案例就是綠川、柳川的吊腳樓。賴里長
提到梅川也有此情形，他說：「以前的
梅川東、西路，馬路上很多都是違章建
築，早期梅川在河岸邊有很多住家，就
像當初蓋在柳川的吊腳樓。我小時候很
多同學都住那裡，如果站在民生路上的
橋墩看，下面都是家庭排放的廢棄物。
吊腳樓以前還搭建在靠馬路的這邊，但
後來廚房、化糞池都延伸到河川上，柳
川我比較有印象，因為規模比較大。梅
川只有一些，但這些都不是政府蓋的，
就是大家依水而居。」

由圖6所示，梅川流域北從潭子頭
家厝至西區柳川西路與五權西一街交界
處，注入柳川，這一路流經的漫長水路
中，僅有梅川東、西路至太原路，以及
梅川西路一段與自立街交界附近至國立
臺灣美術館入口地標(圖5所示D點到G
點)，這兩段梅川未加蓋恢復為明渠，
其餘水路皆成為馬路或住宅旁的綠地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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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其中一段未加蓋的梅川，即圖
5所示D點至G點，民國85年(1996年)文
建會選定為進行「梅川河岸空間綠美化
計畫」的河段。此計畫以英才路為軸，
劃分出兩邊河岸進行工程。一邊是自立
梅橋東側到英才梅橋，如圖5 所示D點
到E點的河段，但因此河段空間不足，
僅另一邊做成親水公園，即靠近大墩文
化中心側邊到國立臺灣美術館，如圖5
所示F點到G點的河道，整體工程於民
國91年(2002年)完工。由圖6、7可見原
來此段梅川的兩岸設有U型排水溝、護
岸與欄杆，市民難以親近河川，所以親
水公園設計時，降低整體河道坡度，讓
民眾能走下去到河岸邊，此外塑造仿自
然的河道，岸邊栽種水生植物、原生的
喬木、灌木樹種，也使動物能輕易下到
河床進行覓食、休息、洗澡等活動。針
對梅川親水公園，賴里長也說明當初設
計的方式：「文化中心旁邊的親水公園

圖 7、8  民國 90 年之前，進行梅川綠美化計
畫前的河川樣貌 ( 引自曾秉希碩士論文 )

圖 9( 上 ) 為梅川親水公園完工後現況
圖 10 英才梅橋處梅川分上下河道
( 圖 9、圖 10：楊愉珍攝 )

是民國89、90年(2000、2001年)張溫鷹
當市長時，有一筆經費下來整治那裡，
當初整治得還不錯，有噴水池，尤其夏
天，很多小孩子都只有穿內褲就在那邊
玩水。綠川、柳川是學習韓國清溪川整
治的方式，綠川、柳川的水由大坑上面
中央山脈那邊，水分支流下來後和家庭
廢水合流都變成臭水，所以梅川整治時
把家庭廢水跟河水分開，另外抽乾淨的
地下水用，所以梅川水質很乾淨，親水
公園的魚很漂亮、活得很健康」，如賴
里長所述，梅川親水公園的水質乾淨，
其實是因梅川過英才梅橋後，就分為上
下兩河道，市民所見的梅川為上河道抽
取地下水，並經沉沙、過濾、除臭、曝
氣溶氧等步驟處理過的水，才流到親水
公園，下河道則是原梅川的水，上下河
道水至五權路與五權西一街交界處又合
流為暗渠，走五權西一街至柳川西路二
段，注入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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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對臺中的開發以臺中火車站為中心，
開發到梅川綠園道西邊，現在的英才
路，不過以前英才路是一條河。向上路
附近有個孫立人將軍的宅第，這區稱為
大和村，以前日本時代臺中州廳的大官
都住在梅川綠園道以西大和村這一帶，
前有梅川後也有一條河(今英才路的位
置)，光復後，大和村的日本人走了，
換美軍來住，這一帶有了美軍，才有那
條美村路，美村路到五權西路那裡，以
前有一個美軍村，那邊也有棒球場，以
前的地名叫互助新村。以前的美村路是
向上路走到美村路就要向左轉，再向前
走或右走都沒有路。因為那邊種一整片
瓊麻，所以有條河叫蔴園頭溪，地名人
稱蔴園頭，當初整體環境是這樣的。」

圖 11 大和村消防池，夏天作為泳池

圖 12 孫立人將軍故居 ( 圖 11、12 引自寫作中區 )

宗教信仰
安龍里在地的宗教信仰就是均安

宮，均安宮為昔日廣大後壠仔範圍的普
遍信仰，安龍里作為後龍庄的一部分也
不例外。賴里長說：「這邊的人都會去
拜均安宮和茄苳公，很多人給茄苳公做
契子，像我以前是給王爺公做契子。早
期長輩都會有一種信仰，覺得給神明做
契子比較不會有邪靈來干擾，保佑孩子
平安長大，16歲之前，每年要回去換平
安符，就是有個像日本錢幣，中間有個
洞的平安符，契子回娘家就是農曆8月
15日」，民眾尊稱這棵千年老茄苳為樹
王公，當地人視之為守護神，當地還有
給樹王公做契子的習俗。

以前先民開墾時，看到巨樹或奇木
都會刻意保留下來，這些老樹被賦予神
格，人們認為老樹具有神性與靈性，甚
至興建廟宇供奉，老樹信仰成為民間信
仰重要的一部分。臺灣民間有把孩童敬
託給老樹，當作契子的民俗信仰存在，
祈求老樹保佑子女平安成長。每年中秋
是茄苳樹王公的壽誕，廟方會舉辦祝壽
典禮，契子們會回來換香火，也為老樹
祝壽。

後龍里
後龍里清代時包含在後壠仔庄廣大

的範圍內，現在的行政區域是由後龍、
靖龍、福龍三里合併為後龍里，位置為
今日大和路、臺灣大道、福龍街、梅川
東路、民生北路、民權路229巷所圍成
的區域。對於後壠仔一帶日治到戰後的
發展，後龍里里長郭耀泉說：「日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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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村的範圍，即今公益路、民權路、
英才路與向上路的區域，在今雙龍里與
後龍里的轄區。由於大正至昭和年間，
臺中市人口快速增加，為解決住宅不足
問題，及配合新高港(今臺中港)建設，
提供官員、建築師居所，所以大和村居
住的大多是日本人。昭和12年(1937年)
，開始興建日式住宅、公園及市場，
昭和17年(1972年)興建完成。戰後，大
和村也成為美軍宿舍之一，到美軍離台
後，政府才將部份房舍賣給百姓，當時
的大和村規劃得非常整齊，國民政府也
將大和村劃入安置外省籍軍眷的範圍，
所以才有眷村─模範新村的誕生。目前
大和村留存一棟保存完好占地廣闊的日
式宅院，即孫立人將軍故居，1955年陸
軍上將孫立人將軍，由於郭廷亮匪諜案
軟禁於此，我們只能藉由故居，遙想當
年大和村風華。

信仰中心
後龍里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均

安宮，清光緒年間大約1881年，由地
方士紳賴萬川、賴振樂等人發起建廟，
至今已有139年的歷史，主祀李、朱、
池府王爺，三尊神明，以中間黑色的池

府王爺為主，傳說池府王爺原籍南京，
為人耿介，文中舉人、武中進士，奉旨
到彰州府上任，途經福建馬巷遇瘟神作
亂，英勇以肉身捍衛當地百姓。由於顯
靈時臉色黝黑，先民為感念其恩澤而畫
出「黑面」神像。

均安宮尚管理均安福德祠與茄苳王
公廟兩間廟，廟方亦因擁有三寶─千年
櫸木大鼓、千斤大神轎及千年茄苳樹而
聞名。其中千年櫸木大鼓，鼓面直徑約
三點八尺、高約五尺多、腰圍約十五
尺，總重量為三百五十斤，鼓聲非常宏
亮。用千年櫸木樹幹刨空製成鼓框，日
治時期從日本運來木頭與材料，並由日
本「大阪吉田大鼓店」製造，鼓上標有
「別上等」、「太極鼓」乃最上等鼓，
該鼓原為「國幣小社臺中神社」祭祀用
的樂器，後為均安宮收藏；千斤大神
轎，轎身高約九點七尺、長約九點三
尺，重達一千公斤，可容納上百神尊，
需要三十二名壯漢才能扛起，全轎以紅
檜、櫸木、紅木組成，雕刻地十分精
緻；千年茄苳樹，樹齡超過一千年，是
全臺唯一的平地千年茄苳樹。高約二十
五公尺、胸圍約十五公尺，目前已經衍
生到第三代，因枝葉茂盛，覆蓋面積廣
達六百多坪，相當罕見珍貴，已被市府
列為古蹟老樹保護。

圖 13 千年櫸木大鼓 ( 引自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 圖 14 千年茄苳樹及碑文 ( 楊愉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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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賴厝廍的元保宮也是後壠仔的
重要信仰。元保宮祭祀大道公，大道公
是宋代時一位懸壺濟世的仁醫，人民感
念其仁德奉祀為大道公。每逢大道公
誕辰農曆三月十五，從三月初十遶境
出巡，繞境包括後龍、蔴園仔頭、邱
厝仔、十三張犁、二分埔、賴厝廍等六
庄。第一天從元保宮為起點出發，順梅
川到後壠仔的均安宮，天氣變陰天，第
二天到麻園頭下雨了，第三天去到邱厝
仔(約今中國醫藥大學一帶)路面泥濘不
堪，第四天三十張犁(約今北屯國小一
帶)路面好走不沾泥，第五天到二分埔
太陽出來了，最後一天回來賴厝廍是烈
陽高照，因而傳著一首歌謠：「後龍仔
烏，麻園頭仔雨，邱厝仔爛糊糊，三十
張犁好走路，二分埔紅、賴厝廍曬死
人」，由此歌謠也可見臺灣不同區域氣
候變化之大。

茄苳腳
文史學者黃慶聲提到，原來千年茄

苳樹這區有兩條水圳，一條流經廟前，
另一條繞到茄苳樹後面順梅川旁邊流下
來。居民就在這裡取水飲用，生活洗
滌。這一帶以前稱為「茄苳腳」，清代
時這裡本來是一大片茄苳樹林，當時的
望族賴家循著元保宮梅川的流向往南邊
開墾，來到這邊發現有很大片的茄苳原
始林，小的茄苳樹蓋房子，留下最大的
一棵，因先民認為它有神性、靈性，將
之奉為茄苳王公祭拜，最早沒有神像，
只有在樹前立一個木匾，後來刻石為
神，光復後建立小廟，面向村庄。民國
80幾年梅川整治，擲杯經神明同意，

將小廟擴建，並轉向面梅川與道路。黃
慶聲並提到其實日本時代，就將這棵茄
苳樹列為臺中市的古蹟，《台中市史》
資料顯示，日本時代針對這棵千年茄苳
的調查報告，推估兩百多年，樹根週邊
有四十尺，高七十尺，樹枝幅度有六十
尺，當地居民都認為此樹是古樹，從小
時候都陪著樹長大，而且很多人都拜樹
為神。

千年茄苳樹的危機
賴里長憂心地說著千年茄苳樹一

帶地景的變化：「老茄苳旁邊原來是
稻田，但隨著都市開發，把整個環境
都改變了，大約在民國82、83年(1993
、1994年)，當時梅川開始加蓋，掩蓋
掉就沒有水源，原來的舊河道不見，截
彎取直到梅川西路做箱涵，箱涵是水泥
做的，水流不出來，樹根沒辦法吸收到
裡面的水分，它的生活環境都改變了，
它怎麼存活」。當時的梅川整治是將梅
川截彎取直並加蓋，梅川加蓋後地下
化，也將許多依梅川岸邊所建的房舍拆
除，房子拆掉的土、水泥、磚塊都埋在
茄苳樹根處，覆蓋了近兩米深的營建廢
棄土，使土壤鹼性超標，造成老茄苳棲
地環境的惡化。

第二次老茄苳的危機發生在102年
(2013年)，建設公司要在茄苳樹旁的空
地，興建地上28層地下6層的大樓，由
於憂心興建大樓阻斷樹木生長所需的地
下水源，以及建築遮蓋陽光導致茄苳日
照不足，影響其棲地環境與生存，里長
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包括文史學者、生態
學者、都市計畫專家、社會運動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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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組成千年茄苳神木守護聯盟，透過
一連串的調查、抗爭行動、社區營造活
動、舉辦神明遶境、藝文活動、封爐3

等，希望讓居民了解老茄苳面臨的問
題，並凝聚居民對此議題的認同促進參
與。如此不外乎是期望透過民眾的力量
發聲，向市政府與建設公司提出當地居
民保護老樹的訴求。

由於至建地勘察時，開挖發現建地
下方有自然湧泉，經文史學者比對古今
地圖，並找到地方耆老證實，認為該地
為古代水利用地，疑似水圳遺址，與早
期當地先民生活息息相關。於是得以依
據「遺址監管保護辦法」，向市政府將
建築用地申請為「疑似遺址所在地」
，如此開發公司就須先做地質地下物

3　封爐：為了讓茄苳樹有比較好的生長環境，把
茄苳王公廟旁燒金紙的焚化爐封起來。

調查，評估遺址的可能性及保存的範
圍，就可拖延建設公司開工時間。另
外也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法」將茄苳老
樹向市政府申請為「自然地景」、「文
化景觀」。最終建設公司接受了都發局
所提「以地易地」與「容積移轉」的條
件，與客戶解約，並宣布停建。建商停
建後，緊接著處理影響老茄苳的另一問
題，即一旁的婦幼聯合活動中心阻擋老
樹生長所需日照，於是也報請市府一併
將活動中心拆除。建商停建後的空地，
里長與居民決定做成茄苳公園，最終「
茄苳樹王文化生態公園」於107年(2018
年)啟用。

最終雖成立生態公園，將茄苳樹的
棲地保留下來，惟過去對棲地累積的傷

圖 15  今茄苳樹王公文化生態公園 ( 楊愉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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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至今仍是一大隱憂，上述提及，過
去樹根囤放近兩米深的營建廢棄土，造
成土壤嚴重鹼化，對樹的健康造成很大
影響。賴里長提到，現在老茄苳的樹葉
會如此青翠漂亮，是每年二月之後吊車
噴灑葉面肥料的效果，其實觀察葉片
就能看出端倪，其葉面顏色呈淺綠非
深綠，葉片也比正常茄苳樹的葉面小而
薄，果實形狀又畸形。賴里長回想起小
時後的茄苳樹果實結實有肉：「我小時
候差不多民國50-60年代，那時候沒有
什麼東西吃，沒零食，就是摘茄苳子回
去抹鹽巴，拿來當零嘴，嘴巴有東西可
咬，那時候沒有柑仔糖，也沒有餅乾，
就是摘茄苳子吃」。而目前可以改善茄
苳樹棲地的方式，惟有先從樹根吸收養
分的土壤開始，將營建廢棄土換成有營
養的新土為首要。

古往今來的梅川
梅川作為柳川的支流，自東北往西

南流，從潭子經北屯區，一路流至西區
又重回柳川懷抱。自清代以來，先民沿
河開墾定居，河流為人民的生命泉源，
舉凡灌溉、飲食、洗滌、產業所需，無
一不需要水，為求取水便利，人們傍

水而居。後壠仔地區清代至日治初期稱
為「後壠仔庄」，隸屬於藍張興庄，範
圍大約是今日的臺中西區中部、北區西
南部及中區西部。後壠仔介於梅川與土
庫溪之間，可謂位於兩河流域的肥沃地
區，由早期良田阡陌的農業時代，到後
來工商時代發展出製磚業、麵粉業、釀
醬油等小型產業。

我們世世代代仰賴河川而居，盡情
索取它帶來的資源，然而卻在都市化的
時代，由於人口越來越稠密，我們開始
與河川爭地，從岸邊搭房，河道佈滿屋
舍，後來又將河川加蓋，變成馬路、停
車場或公園，並將原來孕育自然生態的
河川棲地，變成排放廢水的臭水溝。不
管是綠川、柳川、梅川都仍持續面臨著
這樣的危機，所幸人們逐漸正視這些問
題，近年來綠、柳川的河川計畫及十年
前梅川的親水公園，守護千年茄苳樹棲
地都是在設法改善此情形，希望能重新
打開河川重建天日，儘管目前還無法回
復到過去河川原始的樣貌，卻也努力取
得生態與經濟發展的平衡，但願盤踞後
壠仔的十一條龍能與我們繼續守護住梅
川，生生世世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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