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臺中市社區營造點暨 

深度文化之旅人才培育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咱也媽祖 咱也產業–溪南溪北走一回 

 

 

 

 

 

 

 

 

 

 

 

 

 

實施期程：自 104 年 7 月 8 日至 11 月 20 日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策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提案單位：臺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1 月 2 0 日 

 

 

 

 



104 年「臺中市社區營造點暨深度文化之旅」 

成果報告 

執行單位綜合資料表 
                                                          計畫編號：5 

執行單位 臺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計畫名稱 咱也媽祖 咱也產業-溪南溪北走一回 

聯絡資料 

單 位 負 責 人 劉國能 

聯  絡 

資  訊 

電話：04-26868178 

手機：0928-988188 

提案單位聯絡人 劉國能 職  稱 理事長 

電         話 04-26868178 傳  真 04-26868178轉 

手         機 0928-988188 e-mail e470320@gmail.com 

地         址 臺中市大甲區民生路 22-6號 

實施期程 自 104年 7月 8日至 11月 20日 

計畫經費

（ 元 ） 
總經費：145,060元 

文化局補助：95,000元 

自籌款：41,220元 

計  畫 

內  容 

摘  要 

一、計畫項目：導覽員培訓及時做體驗大甲火車站迎賓, 鎮瀾宮

向大甲媽祈福, 阿聰師觀光工廠 DIY 製作芋頭酥藺草故鄉(向日

葵農場)導覽及 DIY 藺草娃娃，欣賞日南舊驛站,鐵砧山巡禮,大

甲文化巷弄踩街(貞節牌坊巡禮)。 

二、執行方式：大甲火車站迎賓→鎮瀾宮→阿聰師觀光工廠 DIY

製作芋頭酥→匠師的故鄉巡禮（導覽、藺草的故鄉、葵花的故鄉、）

→風味午餐(古窯風味餐)→日南車站導覽(市立古蹟)→鐵砧山

巡禮雕塑公園、鄭成功像、鄭成功紀念館、鄭成功廟、劍井→瞻

仰偉人貞節牌坊→歸賦。 

 

 

 

 

 

 



成果報告內容 

一、計畫名稱: 咱也媽祖 咱也產業-溪南溪北走一回 

二、計畫緣起:大甲是世界宗教三大盛事之一,十大觀光小鎮背包客來大甲卻只有往鎮

瀾宮朝拜買單路(酥餅)就打道回府，卻忽略了大甲的產業文化大甲蔥，藺草編織的發

源地，及唯一的還洋資源(松柏漁港)，大甲蔥聞名全台，文曲里是洗蔥區一大特色，

與宜蘭三星蔥各有千秋，北上進入大甲往右轉文曲路一連串的洗蔥鐵屋依位在河邊，

每天 4點到 9點洗蔥的婦人為了將最新鮮的大甲蔥洗完後配送至全台各地，不辭辛勞

的辛勤工作行成大甲一大特色，你們知道嗎? 

昔日藺編盛行之時，婦女們靠著一手精湛的編織技藝，讓藺草產品揚名國內外。

然而隨著產業變遷，手工業沒落，藺編文化漸漸被世人遺忘。但本地的婦女們仍保有

此傳統技藝，將歷經一甲子的編織故事融入作品中，默默地將藺草文化延續至下一代。 

大甲芋名聞全台，芋頭在大甲的栽種面積約有三百六十公頃，不但居全台之冠，

其芋頭「鬆軟、香 Q」品質也居全台之冠，因而造就大甲芋頭的響亮名氣，無論是吃火

鍋的芋頭、冰店裡常吃得到的芋圓...等等有許多都是大甲芋頭所製成的。 

船頭埔(松柏港)這地方是在大甲日南靠海邊的地方那邊還有個小漁港,叫做松柏

港,靠海有個小村莊叫做船頭埔(大甲松柏漁港)，一般人喜歡以船頭埔來稱呼它，是一

種非常純樸的漁區，膠筏進出，夕陽餘暉妝點出濃濃的漁港風情。  

總合在大甲的產業加上當地文化資產日南車站，頂店梁家古宅(梅鏡傳芳，瑞蓮

堂)，貞節牌坊、鎮瀾宮及大甲夜市讓外縣市的參加民眾更深了解大甲。  

三、計畫目標:  

（一） 推動大甲藺草、海濱生活生態產業，鼓勵大家認識鄉土，培養對這片土地的認

同感及責任感。 

（二） 發掘新的想法與創意，結合地方產業、觀光網絡、旅遊產業資源，對促進旅遊

產業化與永續發展有極大助益。 

（三）引導學員尊重當地文化、保護當地環境；與大自然共存，學習就地取材的生活

智慧。 



四、辦理單位(指導單位、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臺中市政府 

策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提案單位：台中市大甲區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大甲國中、文昌國小、大甲火車站、大甲觀光產業促進協會、匠師的故鄉

(向日葵農場) 、環保第六小隊、大甲區文史達人張慶宗 李澄清 

 執行期程: 

月 日 工作內容 

06 下旬 活動規劃與設計 

07 上旬 活動訊息發布 

07 下旬 開始報名至 07月下旬，報名截止、人員培訓 

08 上旬 通知學員活動所需物品及集合方式、人員培訓 

08 中旬 08月 23日活動開始第一梯次展開序幕 

09 上旬 09月 5 日第二次活動開始 

09 下旬 整理資料 

09~11/20 全月 完成成果報告及核銷資料 

 

 

六、現況簡介(含人文、地理、景觀、產業等資源說明） 

a. 大甲是世界宗教三大盛事之一,十大觀光小鎮背包客來大甲卻只有往鎮瀾宮朝

拜買單路(酥餅)就打道回府，卻忽略了大甲的產業文化大甲蔥，藺草編織的發源地，

及唯一的還洋資源(松柏漁港)，大甲蔥聞名全台，文曲里是洗蔥區一大特色，與宜蘭

三星蔥各有千秋，北上進入大甲往右轉文曲路一連串的洗蔥鐵屋依位在河邊，每天 4

點到 9點洗蔥的婦人為了將最新鮮的大甲蔥洗完後配送至全台各地，不辭辛勞的辛勤

工作行成大甲一大特色。 

b.昔日藺編盛行之時，婦女們靠著一手精湛的編織技藝，讓藺草產品揚名國內外。

然而隨著產業變遷，手工業沒落，藺編文化漸漸被世人遺忘。但本地的婦女們仍保有

此傳統技藝，將歷經一甲子的編織故事融入作品中，默默地將藺草文化延續至下一代。 



c.大甲芋名聞全台，芋頭在大甲的栽種面積約有三百六十公頃，不但居全台之冠，

其芋頭「鬆軟、香 Q」品質也居全台之冠，因而造就大甲芋頭的響亮名氣，無論是吃火

鍋的芋頭、冰店裡常吃得到的芋圓...等等有許多都是大甲芋頭所製成的。 

d.船頭埔(松柏港)這地方是在大甲日南靠海邊的地方那邊還有個小漁港,叫做松

柏港,靠海有個小村莊叫做船頭埔(大甲松柏漁港)，一般人喜歡以船頭埔來稱呼它，是

一種非常純樸的漁區，膠筏進出，夕陽餘暉妝點出濃濃的漁港風情。 

e.總合在大甲的產業加上當地文化資產日南車站，頂店梁家古宅(梅鏡傳芳，瑞蓮

堂)，貞節牌坊、鎮瀾宮及大甲夜市讓外縣市的參加民眾更深了解大甲。  

 

七、計畫執行工作團隊成員與分工表（含社造推動小組名單、職稱） 

職稱 姓名 任務 編組 

理事長 劉國能 介紹藺草文化、宗教巷弄文化、糕餅製作

DIY、大甲蔥體驗、芋頭品嚐、活動總指揮 
總指揮 

導覽員 黃壽華 宗教文化社區產業導覽總指揮。 領隊 

導覽員 洪月珠 負責活動流程進行、宗教文化導覽。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王麗惠 負責輔導學員之生活問題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蔡雪卿 負責車上秩序及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梁瑞芳 古早芋頭米粉專家達人 工作人員 

導覽員 賴漢耀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張菀容 英文解說員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楊欣蓉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葉育宜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郭雪娥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鄭喻文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陳秋妹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周秀芬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吳寶玉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陳美華 隊伍行進中安全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馬嘉賢 隨隊紀錄 專業導覽員 

導覽員 黃英香 隨隊紀錄 專業導覽員 

攝影人員 吳宋淋 負責攝影集會後編排 攝影達人 

負責人 吳佩玲 阿聰師觀光工廠 負責糕餅製作 DIY 專家達人 

場長 李安妮 向日葵園主負責藺草解說 DIY安排 專家達人 

實際出隊之工作人員數額：計 141人次  

 

八、實際執行進度表: 

月 日 工作內容 

06 下旬 活動規劃與設計 

07 上旬 活動訊息發布 

07 下旬 開始報名至 07月下旬，報名截止、人員培訓 

08 上旬 通知學員活動所需物品及集合方式、人員培訓 

08 中旬 08月 12-13日活動開始 

09 上旬 活動開始 

09  整理資料 

09~11  完成成果報告及核銷資料 

 

 

 



九、計畫執行成果（各項工作執行成果請詳細敘述，包括：辦理方式、辦理日期、辦 

理場次、參與人數、活動海報、活動 DM、宣傳品、活動效益、活動照片、活動成果、 

參與者滿意度等） 

8/1: 題目：如何做好導覽解說活動(溪北上集) 

人數:16 名  

地點:五里聯合活動中心 

授課老師:張慶宗老師  

1、導覽前、中、後應做事項。（準備、安全、發表、檢討） 

2、如何吸引老、中、青各年齡層來聽當地的故事 

3、參觀地點，深入認知內涵 

8/2:題目：如何做好導覽解說活動(溪南下集) 

人數:14 名 

地點:五里聯合活動中心 

授課老師:李澄清老師 

1、導覽前、中、後應做事項。（準備、安全、發表、檢討） 

2、如何吸引老、中、青各年齡層來聽當地的故事 

3、參觀地點，深入認知內涵 

8/9:題目: 戶外實際導覽(上集) 

授課老師:張慶宗老師 

人數:19名 

地點:向日葵農場 日南火車站 鐵砧山 

實際模擬體驗由 張老師在各景點一一指導技巧也讓學員發問問題再一一解答。 

1.向日葵農場場長 李安妮小姐接到我們要來他農場實習很高興接待,只是颱風亰襲將整

個園區整個打亂，但還是克服萬難，接待我們，介紹園區將來和接待真正的來賓，風味餐，

藺草 DIY，介紹藺草生長，收割，曬藺草，製作產品等等，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下依依不捨

的離開農場，謝謝 農場主人全家熱情的招待。 

2.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火車站前一片創意公園，一頭老牛(石雕)迎接我們一群人的到

臨，90幾年木造的牛眼窗火車站售票亭依然矗立在鐵軌邊，我們的 張老師從火燄山講到

松柏漁港再說到車站的故事，當年興建大安溪大甲溪的過程如何艱難，又說 90周年日南

車站如何慶祝，當時做著 CK124文化列車，前往日南火車站那多拉風。 

3.鐵砧山:我們直上太陽門在雕塑公園欣賞又聽 張老師講解我們大甲人的驕傲許多名家

雕塑作都在山上，尤其一段風車的故事最為笑虧，每每颱風一來風車必定損壞，那象徵鐵

砧山 鄭成功鎮守不容荷蘭風車在此。中正公園與日本人結盟來台種植櫻花樹的典故，永

亯運動公園 老董事長如何在山上開疆闢土創立這一塊屬於永亯也屬於大家的運動公園，

也創立藥物博物館，創辦永亯排球杯，永亯松柏園養老中心讓老人有舒適的安養中心。 

4.開台聖王鄭成功廟位於山麓中地理位置極佳，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 後玄武帝王之穴，廟後化胎地有一處空墓穴，埋有象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

錢幣及衣服好像怕有人占據瞭這穴位，離奇的事情在 張老師解說下一一得到答案。 

5.劍井:古時候鄭成功與荷蘭人戰爭，鄭成功兵馬被攻退居鐵砧山，荷蘭人斷食斷糧斷水

下，鄭成功突然將身上的配件從山腰處插劍入土，說也奇怪劍落之處冒出湧泉往山下奔

流，荷蘭人見狀說有奇人幫助，荷蘭人兵馬就見狀退開，又有一傳說南部來的老鷹飛到鐵

砧山時在此盤旋流連，似乎鄭成功的兵馬的死後對這裡會有一種感情化作老鷹在此流連，

我們稱他是攔路鷹。傳說中廟前方的河流前湖 鄭成功的兵馬節儉將田螺將肉吃掉再放進

河流有民眾會拾到無尾田螺。 

 

8/15:題目: 戶外實際導覽(下集) 

授課老師:李澄清老師 

人數:16名 

地點:文昌祠 鹽館 路嬌姑媽 阿聰師觀光工廠 

1. 文昌祠前李老師早就在廟廣場恭候我這群學員的來臨，李老師介紹廟的屋簷到屋頂的

福祿壽，左右中門的介紹如何進入朝拜，在踏入廟內從進階的階梯詳細說明，也讓你

們知悉，將來這一套會是導覽的技巧要讓遊客貫通，趣味性能讓遊客深深的記住，廟

內供奉一位日本人 志賀哲太郎為了理想替學生力爭權力不惜抗爭，結果當時學校的日

本人不領情，不接受 志賀老師替學生陳情，志賀老師憤而投游泳池自殺身亡，當時學

生 家長傷心不已，後來在他住的文昌祠左廂房作為紀念 志賀老師的尊重及懷念也在

犁頭鏢山也是鐵砧山的對面山麓為致賀蓋一墳墓紀念。 

2. 鹽館:早期鹽館是有管制的，要有七品官職退休後才能販賣鹽，所以我們大甲就有一家

在巷弄間的鹽館，他整年門禁深鎖，屋頂還有稻草蓋著但大甲媽每年都放鞭炮不斷，

所以草屋上方加蓋鐵皮以防砲竹落在草屋上火燒厝。 

3. 路嬌姑媽:水流屍漂流到西門由當地士紳掩埋蓋廟，路嬌姑媽感念居民來此求他的亯眾

有求必應驗，有一名姓巧的學士進京考功名，當晚落腳在此，就對路嬌姑媽祈求，讓

他進京考取功名，若有順利一定回來報答神恩，結果真讓他考中進士，就風光返鄉還

願，此處還是西城門(觀海門的遺址) 

4. 阿聰師觀光工廠；阿聰師的總店在於朝陽社區內，社區有糕餅的發源地從事糕餅事業，

而阿聰師將他所學發揚光大，在前幾年又到大安的福興鄉買地創立觀光工廠的宏願，

將糕餅結合融入在地的芋頭，使其產業更發揚光大，所以我能選擇阿聰師的原因，在

有空間的環境下又將糕餅文化 芋頭產業建造一處文化館，種植各方的芋頭來做解說之

用，真正的產業大融合。 

8/17:行前檢討協調會: 

授課老師:理事長 劉國能 

人數:16人 

到了最緊張的時刻，如果沒有一個協調分配工作個堅守岡位那是一片散沙，我也提醒自

己這是 臺中市文化局給朝陽一個好機會，也在簡報中鄭股長一再叮嚀 大象要做好大

安溪 大甲溪沿岸的景點，一一找出來，也為 2018花博的熱身準備，我謹記在耳，一

直鞭策自己這是大象翻身的機會，也聽我媽媽生前對我說起做任何事一定要全力以

赴，不能對不起大家，我也得到亯任 張慶宗老師 李澄清老師的助力，讓我更奮發，



分配工作大家瞭一瞭工作經驗歡樂氣氛下散會，期待第一梯次的來臨 

 

8/23第一梯次行程 

領隊:理事長劉國能 

學員:40名 工作團隊:12名 

9/5第二梯次行程 

領隊:理事長劉國能 

學員:40名 工作團隊:25名 

 

大甲火車站集結點等待遊客的到來雖第一梯次前一天有颱風亰襲，總會擔心遊客部會

全員到齊，但擔心是多餘的，大甲媽的魅力無窮的使其學員全員到齊，每一處的的報到

處有 6七名服務人員在此恭候學員，也有大甲車站站長的支持提供集客地點，堤供桌子

椅子讓報到處有規模，學員到齊後就到前面的慈母像獅子鐘合照，族甘心也 姚蘇哲站

長也來關心留影，大家或許不知道這大鐘即將遷移到別處了，隨即由工作人然引導上車

載往 

第一點鎮瀾宮祈福:下車後李澄清老師在廟前一一的介紹在集體向媽祖娘娘祈求國泰民安 

旅途順利 身體健康，就往廟內導覽翡翠媽祖集鎮廟的媽祖，又說大甲媽鎮瀾宮是世界三

大宗教盛事之一，也是十大觀光聖地，就將遊客帶到地下室觀看解說 天妃顯聖錄當初媽

祖出身海邊出海打頄常會遇上海難，這時媽祖會在冥冥中靈魂出竅救助海上漁民脫困，有

一篇默娘在織布時睡著了也就是靈魂出竅去就海上遇難的兄長，這些或許是正史或野史總

是勸人做善，心存善念最終都會得善果，木雕媽祖 金雕馬祖 玉雕媽祖整個精華所在都在

地下室雙眼盡收，又在 兩位金牌文史工作者詳細說明導覽明白，遊客稱手叫好。 

第二站阿聰師觀光工廠:首先工廠駙馬爺 卓先生接待我們進入觀光工廠內先用幻燈片解

說觀光工廠的由來，糕餅業的興起，因婚慶嫁娶，還有向大甲媽拜拜都要用糕餅，最初的

糕餅在民生路的福興宮附近周圍，麻落 米落 

巧果等等都在此發跡，自從 99年我將糕餅嘉年會帶到社區來(鎮瀾街)後更加帶動糕餅的

興盛，在前幾年阿聰師的觀光工廠就成立，第一次的搏餅也在此誕生連續 3年都有很好的

成績，介紹後，遊客們紛到一團麵，請遊客紛做 6等份，及芋頭泥要做 6顆芋頭酥，大家

使出渾身解數極力做好芋頭酥雖然一樣的麵糰做出的芋頭酥形狀完全不一樣，但其中有趣

味性 也有教育性也有家庭和樂柔著芋頭酥等待烘烤出爐的那一刻，在等待的時刻也不讓

遊客寂寞無瞭，就帶往花圃看各式的真實的芋頭由英俊挺拔的美少男一一介紹旱田與水裡

的芋頭後就進入芋頭文化館介紹種芋頭 收成 販賣 製成糕餅及各式婚嫁禮俗的產品，介

紹搏餅的意義，又容我介紹搏餅的緣由，當年當兵很無瞭就發明賭博但非用金錢廝殺，用

餅來做賭注分別為狀元 探花等等如如果得到狀元所有餅乾都歸狀元所有，有趣所以當兵

的不會逃兵，這從金門那裏研發來台，現在在阿聰師這裡得到狀元就能去福建廈門金門比



賽在得到狀元可能得到房子或汽車獎品豐富這也是興起的原因，不多說了，餅已經考好工

作人員唱名大家將烘好的芋頭酥裝進袋子諄被下一站。 

向日葵農場:香噴噴 4斤重的雞在土窯中悶好久等待我們去挖掘，上桌吃飯農場的土窯保

有土角自己堆疊自己挖來食用，因時間不過所以主人將雞 地瓜等等食材早就放入窯中燜

煮，等待我們到來親自挖取食用，真正體會兒時控窯的情趣，上桌了洗好手狼吞虎嚥的食

用這頓美好的餐點，說真的實在太餓了，美味當前不顧形象，吃了再說，農場主人又亨煮

一鍋芋頭飯配雞湯哇哇太美味了，難怪我到其他社區的深度之旅見到來大甲的遊客齊聲說

還是大甲大象的餐最好，當我聽到此我感動萬分，我成功了，阿母阿我成功了。 

吃完中飯稍作休息 安妮主人請我們到教室讓我們做藺草娃娃，藺草沿自苑裡地區因當年

苑裡的藺草蓆 草帽沒辦法輸出都頇用車載運自大甲街上做轉賣出口處，日本商人都在大

甲跟苑裡的藺草商做生意久而久之大甲席不逕傳開，而草蓆輸出也從苑裡到大甲，再用載

運甘蔗的五分車載運至后里火車站(當年只有山線火車)轉出南或北出口，藺草娃娃是手工

藝的一部分讓遊客到此地用手感觸摸藺草的溫度，感受藺草農民辛勤溫馨的一面，安妮主

人拿出藺草娃娃的 DIY手工包讓遊客組成一尊藺草娃娃，遊客也很好奇拼好作品，園方隨

即帶領我們去參觀真正的藺草從種植一一介紹給遊客知悉，遊客們也體會到向日葵農場的

熱情，歡樂的時光結得很短，跟主人 安妮道別相約下次還要再度相遇。 

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日南驛站牛眼窗的火車站已不多了，但日南火車站 

歷經 90的歲月仍矗立在鐵軌旁，我一群遊客先在站前廣場流連一些石雕作 

品及一個精神牌樓”日南驛站”他為迎接創站 90紀念日上級撥經費讓鄉下 

不起眼的車站成為觀光景點，也進入車站兩棵龍柏在兩旁牛眼窗的車站屹立 

在此 90個年頭真不簡單，張慶宗老師一一說明車站的歷史從火燄山的松與柏聯想到松柏

漁港的命名，當年為了海線的發展興建了海線鐵路，造福海線工業，農業，及我們出入的

方便，遊客在聆聽 張老師的導覽解說不知覺的靠近鐵軌上，我們的志工服務人員也及時

發揮功能安全戒護下能讓遊客安全聆聽老師的說明，大家合影拍照下道別 90的火車站老

爺爺。 

 

鐵砧山:我們遊覽車在太陽門下車車輛隨即開到劍井等候我們，從雕塑公園講解，在大甲

的後花園矗立兩座哼哈二將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變身，遊客好奇的穿來穿去就是要抓一

個好角度將美好畫面帶回家，雕塑公園有很多作品都是大甲有名的藝術家 在此創作留在

此，讓鐵砧山更有溫柔的面向，穿過相思林到中正公園，公園裡的櫻花茂盛開著，這是日

本人與大甲的社團合作由日本帶來原生種的櫻花樹百株在中正公園綻放，象徵中日的交

流，永亯運動公園，藥品博物館，好多的花木遊樂設施都是永亯製藥老董 李天德老先生

從年輕一步一腳印的創利永亯王國，造福大甲居民，尤其排球賽聞名國際每當比賽的時

間，各中小學都配合當選手村，可見活動之大可預期，順步道來到鄭成功的塑像 鄭氏紀

念館 張老師如數家珍一一將典故獎給遊客知道 ，鄭成功廟更有神祕色彩他的圓頂屋頂讓

遊客相繼發問，荷蘭人跟鄭成功在此有交戰，保有荷蘭人的意味，順階梯而下到廟後方講

解後方的奇特空墓碑因此墓碑內沒有人埋在此是佔風水的意思，次地理環境極佳，是帝王

之穴位，有心人要掌握王朝，所以用 36天罡 72地煞來佔據此卲穴。但也在施工中的工人

不幸跌落死亡而破掉此風水，遊客聽完後完全了解，來到廟廣場張老師在使出看家本領從

犁頭鏢山說到左青龍又白虎前朱雀 後玄武帝王之穴，及廟內各尊神像的排法，遊客很好

奇的問違和有砲管在此，因當年守備鐵砧山高處地利好防守，是當年留下來的兵器，現已

觀賞的功能，也發問茶亭，有一名退休的員警每天都爬山到此地檢拾地下的麵包樹葉，曬



乾煮熱茶供爬山的民眾飲用久而久之民眾爬山就會繞到此地喝杯麵包樹葉茶，聽說是健康

茶呢! 

順著 365階梯而下來到劍井，劍井經過多次的整修泉水依然湧出，端午節這裡的人潮疾呼

擁抱整個山頭來拿午時水回家驅凶避邪，今天的遊客很幸運能獨自欣賞劍井的美麗，當年

有牧童用草要吊劍上來，但都徒勞而回，氣憤之下灑了一泡尿下去結果，劍從此也沒再浮

出，如果當年沒這口泉水湧出今日的台灣可能是荷蘭人的，有水玩小朋友最高興囉，當然

要往景點小朋友也百般的不願意。 

 

貞節牌坊:  

林春是媳婦仔出身，因家庭貧窮，小小年紀（約 6或 7歲）送給余姓人家當童養媳。林春

的未婚夫余榮長，出外打拚，但造化弄人，因為颱風肆虐，翻船不幸溺死。這時林春才 12

歲左右，小小年紀便開始守貞著日子。林春的父親林光輝沒有要求女兒殉夫或守節，反倒

希望接她回家。但林春不忍心拋棄婆婆，有情有義地終身侍奉婆家。婆婆因為喪子而哭瞎

雙眼，又有抽筋的毛病，不但無法分擔家中勞務，甚至還需要他人照顧。林春在艱難的環

境下，掌理家事，紡紗織布，幫人洗衣打雜，雖然收入微簿，但是她仍然任勞任怨。她的

孝行始終如一，深得鄉里一致讚譽。至 1832年（道光 12年），林春獲得皇帝頒旨表彰貞

節，准許建立坊表，並入祠奉祀，作為大家的典範。 

 

表彰林春的貞節牌坊，是由村里同心募捐，才順利建成的。但為什麼林春會成為眾人祭拜

的對象？這來自於大甲地區的祈雨傳統，據傳具有德行的婦女最能求得天降甘霖。所以，

林春成為祈雨婦女的首選。她為大甲城祈求天降甘霖，總共有三次的紀錄。其中，記載最

詳細的是在戴潮春事件的民變，遭匪攻擊，水道被切斷，情形十分危急，城中人欲棄城而

逃，忽然有人提議，請節女祈雨，果然獲得甘霖。地方父老莫不感念，林春孝行感動天的

事蹟也就此傳開。 

 

《列女傳》雖讓婦女名留青史，但卻很難刻畫出，女人在貞烈節孝以外的精神面貌和社會

生活。林春為名的牌坊早已成為大甲的地標，但卻缺乏女性本身發聲的文字。林春遵守禮

教、超自然的光環，呈現的不傴傴是一個冰冷、歷久不毀的牌坊，更展現出一個活潑的女

性生命。為人稱道的，不應該是刻板地遵守貞節孝道，而更是在艱苦的際遇中，百折不撓、

積極求生，運用智慧、才幹與行動散發出的光彩與風華。 

在活動尾聲我們社區與大甲夜市結合，分發折價劵給遊客讓遊客導覽完畢後就近進入大甲

夜市促進觀光經濟消費。 

 

工作檢討會:召集所有老師 工作人員來檢討今年舉辦文化深度之旅的缺失與建議，讓

往後臺中市文化局給朝陽社區機會務必全力以赴辦好任務，也在這時候感謝辛勞的工

作人員慰勞她們的付出與對地方的奉獻，希望能藉由這些尖兵將大甲觀光文化從此發

光發熱。 

 

 

 



十、檢討與建議：進行年度檢討（與預期成果之差異）及未來建議 

今年的活動社區非常重視，也很感恩上級賦予我們神聖的任務，我們與工作人員本著

使命必達完任務，讓遊客賓至如歸的感覺，如果不要颱風來攪局那人潮會更多，我們

工作團隊一貫的責任讓遊客盡情的吃,喝,玩,樂保護其安全，也讓遊客品嘗道地的家鄉

美味(4斤重的土窯雞)看看各景點，也跟產業做結合，讓遊客聽到也摸得到地方產業，

一天行程實在太短，這有意義的活動，讓我們往兩天的行程邁進，讓許多人知道大家

村落的美。 

大甲地區文化眾多就是要有一頭領頭羊來帶領大家航向觀光文化產業之路期盼明年會

更好。 

 

【附錄】 

（一）成果彙整表(影像紀錄與說明) 

（二）其他佐證資料 

 

 

 

 

 

 

 

 

 

 

 

 



（附錄一） 

影像紀錄與說明 

   

8/1晚間導覽人員培訊 8/1晚間導覽人員培訊 

  

8/2晚間導覽人培訓 8/2晚間導覽人培訓 

 
 

8/9實際導覽詴測 8/9實際詴測五里辦公室集結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向日葵農場實地詴測 8/9日南火車站實地詴測 

  

8/9日南火車站實地詴測 8/9日南火車站實地詴測 

 
 

8/9日南火車站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9鐵砧山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文昌祠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鹽館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巷弄路嬌姑媽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8/15溪南阿聰師觀光工廠實地詴測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08/17導覽行前會前會協商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大甲火車站集結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鎮瀾宮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第一梯次阿聰師觀光工廠 



  

8/23芋頭糕餅文化館 8/23芋頭糕餅文化館 

  

8/23芋頭糕餅文化館 8/23芋頭糕餅文化館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日南火車站(市定古蹟)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鐵砧山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8/23貞孝牌坊 



  

9/5大甲火車站集結 9/5大甲火車站集結 

  

9/5大甲火車站集結(波麗士大人關心) 9/5大甲火車站集結 

  

9/5大甲火車站集結(姚站長簽到支持) 9/5大甲火車站集結(與姚蘇哲站長合影) 



  

張慶宗老師講解即將拆掉慈母像(火車站) 9/5慈母像(火車站前)最後站在這裡的身影 

  

9/5鎮瀾宮前講解 9/5鎮瀾宮前講解 

  

9/5鎮瀾宮廟內講解 9/5鎮瀾宮廟內講解 



  

9/5鎮瀾宮廟內講解 9/5鎮瀾宮廟內講解 

  

9/5鎮瀾宮天妃顯聖錄講解 9/5鎮瀾宮天妃顯聖錄講解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芋頭酥 DIY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阿聰師文化館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古窯風味餐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向日葵藺草娃娃 DIY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日南車站(市定古蹟)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 



  

9/5鐵砧山劍井 9/5鐵砧山劍井 

  

9/5鐵砧山劍井 9/5鐵砧山劍井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5貞孝牌坊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9/7期中訪視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11/23會後檢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