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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與橋樑

1、源頭 (十三寮排水，大雅排水 )

2、烏橋

3、中科橋

4、連仔橋

5、車路巷橋

6、永安橋

7、福安橋

8、東海橋

9、虹揚橋

信仰

20、永安宮

21、永安宮福德祠

22、五營將軍

23、福安福德祠

24、林厝福德祠

25、庄尾福德祠

老樹

26、龍形老榕樹 (聖林橋旁 )

27、老芒果樹 (西林巷古厝 )

28、老榕樹 (福安福德祠旁 )

29、老樟樹 (江西厝 )

30、老榕樹 (協和里圖書館旁 )

腳踏車道

老厝

12、謙興堂 (橫山里 )

13、期慶堂 (林厝里 )

14、穎川堂 (林厝里 )

15、張四科祠 (永安里 )

16、樂春居 (永安里 )

17、江西厝 (福安里 )

18、慶源堂 (協和里 )

19、張家祖廟 (協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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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你只知道西屯區有熱鬧逢甲的商圈、便捷交通幹道、知名大學、

大湳經貿園區及可與外國媲美的高樓城市風貌，但你也許不知道西屯

區還有一條將西屯區劃分為溪東及溪西，串連西屯區的新與舊，傳統

與現代，孕育出不同人文的筏子溪及沿高鐵橋下悠然自得的筏子溪自

行車道。103年一區一特色就在尋訪這條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

感謝上石國小師生團隊，在林峻堅校長、彭傳家老師及永安國小退休

校長張金圓女士及退休主任張其正先生鼎力支持下，自今 (103) 年 3

月即展開筏子溪自行車道周遭文物采風探勘活動，透過多次的踏察、

拍照及編輯會議，讓這本在地的人文歷史、文物采風記聞得以彙整成

冊；另外也要感謝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李世珍系主任、潘芳

茗講師協助進行插畫設計，這本書始可真實呈現西屯的在地風貌。 

本書的文化地圖共計 9 大章節，其每個章節都有韻腳，讓大人及小孩

皆可朗朗上口，從筏子溪流源談起，了解溪郊生態，走訪飲水思源的

張家祖廟，拜會傳統紅牆老厝，欣賞傳統建築工藝，坐看香火裊裊廟

宇，在老樹、稻穗、麥香下共騎單車徜徉樂逍遙 ，透過自行車道休閒

活動連結周遭文化、農特產品、生態風光、建築…等利用出版小冊導

覽簡介方式記錄及保存本區特色文化，『筏現溪屯』絕對是西屯區極

具價值的資產，也是西屯人的城鄉交流綠色旅遊典範。

本所一區一特色推動計畫承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指導，本區推動小組團

隊及張委員昭友積極策劃下，將於 6 月 7 日上午假至善國中辦理成果

發表會，誠摯邀約大家走出戶外，一起來參加夏日筏現溪屯采風文化

季 - 鐵馬文化巡禮，也歡迎您拿著這本小冊，跟著文化地圖，一起來

欣賞筏子溪水岸景色及高鐵橋下田野風光。

因人力、時間及篇幅有限，無法將筏子溪沿岸各里特色全部納入，如

有遺漏，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本書只是拋磚引玉，俟後本所將繼續

努力，期能更臻圓滿。

西屯區長  徐仙卿

區長的話

筏現溪屯文化地圖

筏子溪流源與橋

走訪生態探溪郊

報本追遠張祖廟

紅牆老厝喜相邀 

傳統建築工藝巧

香火裊裊燕尾翹

老樹爺爺頻微笑

稻穗黃澄麥香飄

單車徜徉樂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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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源自葫蘆墩圳系統的五汴分流，後流經神岡區、大雅區

匯入東門支線圳道。東門支線續流入大雅區土地公汴的紅圳壩

仔埤，後改稱大雅排水，轉西南流至橫山里下橫山聚落，與橫

山支線的十三寮排水在橫山里振興路埤仔腳福德祠會合後，始

稱筏子溪。

筏子溪的流向主要呈北北東向南南西，從源頭處轉向南流入西

屯區，至中山高速公路臺中交流道西北側，與港尾仔溪匯合後

一路南流，又東接麻園頭溪，匯集大肚台地山麓各野溪與農田

的排水後，經臺中市西屯區流經臺中市西屯區廣福里、林厝里、

永安里、福安里、福和里、協和里、龍潭里。

筏子溪是一條平地河川，河床十分寬淺。主要功能為提供沿岸

農田的灌溉用水和排水。由於流域腹地廣大，加上開發較少，

故許多穿越臺中市的台灣南北交流動脈，例如中山高速公路、

台灣高速鐵路、台 74 線中彰快速道路，都沿著筏子溪的兩側

興築。早期因風光明媚，經常有人在溪岸邊垂釣，並以竹筏為

水上往來的交通工具，所以稱它為「筏子溪」。

有水、有路就有橋，橋的歷史關係著社區人們的生活與記憶，

亦象徵地方的開發歷程。筏子溪從源頭到西屯區的這一段，就

有八座橋，烏橋、中科路橋、連仔橋、車路巷橋、永安橋、福

安橋、東海橋、虹揚橋等，每座橋的造型、外觀、基座、鋼架

結構和顏色都不同，各富其趣，形成通往各村落的指標。橋樑

與水的關係密不可分，土地上密佈著溝渠、水圳與河道，宛如

是血管般導引著水流，穿越村庄、城市，最後流入大海。

筏子溪流源與橋

1、筏子溪兩岸生態豐富，流經西、南屯，於烏日注入烏溪
2、在埤仔腳福德祠前會合的筏子溪源頭，右為大雅排水，左為十三寮排水
3、位於廣福里的連仔橋
4、永安一巷的車路巷橋，是早期水堀頭庄通往港尾仔的通道
5、穿過台灣高鐵與筏子溪的中科路橋
6、台灣大道三段的東海橋，於 2010 年改建竣工
7、福科路上的福安橋，為藍色拱形鋼樑結構
8、位於西屯路三段的永安橋於 2007 年改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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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為流經臺中市最富生態資源的河川，水中的魚類以大肚

魚、吳郭魚、鯽魚、溪蝦為主；鳥類以鷺、鷸、小水鴨、斑文鳥、

鵀鶯和秧雞居多，另外，田螺、福壽螺、小螃蟹、蛙、蝌蚪及

水生昆蟲數量也相當多。

生活在水岸的植物群則是不勝枚舉，如俗稱「鹿仔樹」的構樹，

特徵為落葉型喬木，葉型變化大，且雌雄異株；三、四月開滿

圓錐花序、淡紫色的苦楝花；牛、羊喜愛的牧草等是屬於較高

的樹種。除此之外，日治時期利用「蓖麻籽」萃取提煉成機油、

潤滑油的蓖麻，一年四季處處可見；清涼、退火的蔴薏，是

菜園裡夏天的熟客；而黃澄澄的油菜花海，是冬天裡田園中

最獨特的景色；其他水中植物，有青萍、水丁香、空心菜…等。

為避免如桃芝颱風及納莉颱風吹襲造成的水患，近 10 年間，

政府投入相當多的經費整治筏子溪，於筏子溪流經福科路與

臺灣大道之路段，開發滯洪池。滯洪池的設置，除了可以提

昇防洪標準，改善開發前積淹水現象外，兼具生態教育、雨

水回收、運動休憩、融合地方特色與社區參與等功能。

走訪生態探溪郊

1、虹陽橋邊的油菜花田與經過的高鐵列車
2、福安橋下筏子溪邊的構樹其枝幹上的花與心形葉
3、夜鷺站立在溪石上，守株待兔尋找魚蝦
4、筏子溪溪邊的蓖麻，早期蓖麻籽可用來萃取提煉成機油
5、筏子溪旁成排苦楝樹，淡淡的紫花非常迷人
6、福科路段上高鐵橋墩旁的滯洪池
7、虹揚橋下筏子溪邊的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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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祖廟位於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 111 號，是張姓後裔為飲水思源、宏揚祖德，共同籌募經費發起興

建的。它創立於同治 9 年 (1870)，建於明治 37 年 (1904)，台灣光復後，歷經幾次整修。祖廟坐

西朝東，屬於雙堂雙護龍，前有魚池，後有果子園的四合院祠宇建築，非常雄偉壯觀，由於建築形

式頗富特色，民國 74年 (1985）政府公告指定為第三級古蹟，列入保存。

張家祖廟奉祀的一世祖為張文通公，其後裔

大約於清朝乾隆年間陸續來臺定居，西屯區

筏子溪東西兩岸的橫山、西大墩、林厝、水

堀頭與下七張犁等村落，以張姓家族居多，

張家祖廟每年定期於農曆八月十六日舉行公

祭祖先，當日裔孫滿堂列拜，和氣融諧，樹

立了一個典型且獨特的宗祀文化。

走進張家祖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半月形

水池，這座水池除具有風水上的意涵外，兼

有消防、養鴨養魚、洗衣、蓄水等多用途功

能。三開間的前廳，採高翹燕尾式的屋脊，

代表家族的顯赫；紅磚牆面開有八卦竹節窗，

八卦有避邪含意，竹節代表高風亮節；西施

脊上左右各有一隻麒麟，與中間的繡球，取

其諧音，有祈求長壽之意；前廳的簷柱底下

有一石質的柱珠，其功用在於隔絕木柱與地

面接觸，防止潮氣往上竄昇。

前廳內的樑上可以發現三面錄事牌，詳細記

載祖廟的建造、整修與維護記錄，包含了日

期、費用和人名；樑上另懸上三塊匾額，一

塊為「翰林」、兩塊為「進士」，證明了張

姓子孫的聰慧與榮耀。

主廳「發祥堂」，堂內懸有「報本追遠」匾，

匾下牆面有麒麟、鳳凰、老鷹等彩繪；牆上

開直櫺木窗，形式較前廳簡單，前廳及主廳

的前檐廊及左右牆廊有精細雕刻和彩繪的作

品，值得細細欣賞。

報本追遠張祖廟

1、張家祖廟前的半月池，具有風水上的意涵

2、西施脊上的麒麟與中間的繡球，取其諧音，有祈求長壽之意

3、主廳發祥堂的「報本追遠」匾

4、前廳屋樑上的進士與翰林匾額

5、八卦竹節窗，竹節代表高風亮節

6、前廳屋樑上的錄事牌，記載祖廟建造與維護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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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建築是先民社會發展和文化活動的忠實證物，

可以具體的反映先民當時的生活方式，其中，人們

平日居住的宅第往往是我們最熟悉的建築，筏子溪

附近，目前尚有許多傳統的老厝，大多為一條龍的

形式，其中也不乏三合院、四合院，合院的半月池

有見水生財的隱喻。

位在高鐵橋下西林巷的張四科祠，俗稱下大厝，已

有百年歷史，是至今仍保存完整的三合院落；座落

永安一巷的樂春居也走過百年歲月；位在林厝的期

慶堂，門樓已經消失，但它挑高的閣樓正廳和屋瓦

覆蓋的磚紅薄瓦，讓它顯得氣度非凡；江西厝 ( 張

福立清和堂 ) 位在福安橋旁江西厝巷裡，正廳的燕

尾翹脊非常優雅，前方原有的半月池已被填平，大

厝外圍種有密密麻麻的刺竹林，是先民為了防止盜

賊侵入展現的智慧；沿著筏子溪往南，在協和里有

一座張氏慶源堂，該堂是日治時期所建，門樓書寫

著「清河衍派」，圍牆以洗石子塗敷，本體建築仍

是傳統紅磚、灰泥、斗拱、雀替等元素，融合日本

彩瓷拼貼，外觀宏偉堂皇。

紅牆老厝喜相邀

1、協和里的慶源堂，外觀宏偉堂皇
2、林厝的期慶堂，氣度非凡
3、西林巷的張四科祠，俗稱下大厝，已有百年歷史
4、江西厝巷裡的江西厝燕尾翹脊非常優雅
5、林厝的穎川堂，是典型的三合院建築
6、永安一巷的樂春居，走過百年歲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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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仔溪附近的傳統建築，以民宅、

廟宇和家廟為主，建築蘊含了人文

傳統和建築的藝術，相當值得欣賞

和保存。

燕尾：屋脊的兩端向上揚起，尾

端分岔為兩支，這是做官人家及

大宅喜歡用的建築形式，張家祖

廟和江西厝的燕尾翹脊姿態非常

優雅，值得一看。

馬背：建築物的側牆頂端的鼓

起稱為馬背，依照風水書對五

行圖案的描述，區分為五種型

態：金形圓，木形直，水形曲，

火形銳，土形方。

瓦鎮：就是壓瓦的鎮邪物，

它出現的年代較晚，避邪作

用更勝於裝飾。

西施脊：屋脊上再加一個橫

脊，在雙脊的立面上有更多

的空間飾以剪黏、泥塑或是

低溫燒製而成交趾陶，是傳

統建築中最美麗的構件。

墀頭：是屋檐和牆身銜接處

的裝飾，一般民家只用磚疊

墀頭，講究一點的大宅第，

像張家祖廟則用彩繪和交趾

陶來做修飾，讓建築物看來

更加的氣派。

鳥踏：山牆上用磚砌成凸出的水平

線條，原本用來防止壁面淋雨，後

來才漸漸變為山牆的裝飾。

瓜筒：通樑上雕刻成瓜狀的短柱，有瓜瓞綿延、子孫

滿堂的意涵，瓜筒的下方經常雕刻成爪用來勾柱大

樑，加強結構穩定，慶源堂和江西厝的瓜筒都保存相

當完好。

雀替：安置在樑與柱交叉點的角落，具有穩定和裝飾

的功能就像一雙翅膀向兩邊伸出，把原本的輪廓由直

線轉變為柔美的曲線。

滴水：屋簷前端的倒三角形尖狀物叫做滴水，下雨時，

雨水由此落下，形成雨簾，期慶堂的木作滴水排列井

然有序，構成的前簷線，非常好看。

剪黏：運用各種陶瓷片，以先剪

後黏的方式，黏在用灰泥捏塑的

人物祥獸表面，因色澤多變，工

匠可以盡情揮灑，使得剪黏具有

獨特的藝術風格。

傳統建築工藝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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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裊裊燕尾翹

大多數漢人移民所建構的社會，民間信仰在胼手

胝足開墾家園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廟

宇神祇經常是凝聚常民文化與情感的重要場所，

在西屯區筏仔溪沿岸，我們可以鮮明的見到先民

民間信仰的脈動。

位在永安一巷內的永安宮東朝筏仔溪，是水堀頭

的信仰中心，奉祀朱、李、池三府王爺，經過歷

次修葺，現在已經很有規模。

俗諺云：「田頭田尾土地公」，土地公是管理土

地和農業的神祇，雖然在眾神中的位階不高，但

農業社會為求耕種土地豐收，祂仍是和老百姓最

為親近的。筏仔溪附近的土地公廟為數不少，其

中筏仔溪的源頭就有一個埤仔腳福德祠，旁邊大

樹參天；面對筏仔溪的永安宮福德祠建廟甚早，

正脊上的剪黏和交趾陶裝飾工藝精巧，農曆 2 月

2日土地公壽辰時有吃福宴的習俗；福安福德祠位

在福安橋附近，已有百年歷史，旁邊有一個小型

休憩公園，還有一棵珍貴老榕樹，居民已經為它

圍上紅布條，稱它為樹王公；另外，永安橋邊，

有一個三尺高的小祠，奉祀鎮守村莊出入口鎮壓

邪魔疫鬼的五營將軍，在都會區已不常見。

1、永安宮福德祠入口的紅色燈籠

2、永安宮，東朝筏仔溪，是水堀頭的信仰中心

3、福安福德祠，已有百年歷史

4、筏子溪旁，下草湳圳流經的庄尾福德祠

5、五營大將軍

6、位於筏子溪畔的永安宮福德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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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樹爺爺頻微笑

老樹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它是生態中重要的角色，也是人類精神寄

託與相依存的守護者。中國自古就有崇拜老樹的民俗，所謂「樹大有

神」，民間對樹神的敬畏，常在大樹前興建廟宇，故老樹與廟宇一直

是臺灣典型的農村景觀，村民愛樹、拜樹成為傳統的民俗，常在老樹

樹幹上用紅布纏繞，以示尊敬。

古早村民在庄頭、庄尾都會建廟祭拜土地公，廟的周邊常會保留老樹，

老樹就像一把大傘替土地公遮蔭、納涼，俗稱「土地公樹」。除了表

示對神祇的尊重外，老樹也具有地標的作用，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常以廟為休閒中心，所以，老樹下成為村民聚集乘涼、聊天或交

換資訊的場所，重要的節慶、廟會，也常見「布袋戲」酬神一場一場

的演出，老樹成為社區凝聚向心力的重要據點。

位於筏子溪畔的福安福德祠，後面有一棵 150 多歲的老榕樹，高達

10公尺、胸徑 1公尺、胸圍達3公尺，枝葉茂密，社區里長與里民感

佩老樹旺盛的生命力，於樹下供奉樹王公，若家中有小孩體弱多病，

父母會帶著小孩拜老樹為義子（契子），期望樹王公能保佑小孩順利

長大，每年農曆七月初七或八月十五，總會有許多父母帶著牲果來膜

拜，同時更換平安符，直到小孩十六歲長大成人才停止。

1、西林巷 60-7 號旁老厝後的老芒果樹
2、林厝里永興宮北側的老樟樹
3、福安里江西厝旁的老樟樹
4、協和里姿態優雅的老榕樹
5、聖林橋旁宛如龍形盤繞的老榕樹
6、福安福德祠旁的老榕樹，與樹下供奉的
樹王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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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早期屬於傳統的農業社區，筏子溪沿岸，幾乎是一望無

際的水田，村民大多以農維生，加上地方民間信仰與傳統禮俗，米、

麥食品已成為農業社會裡典型文化，尤其是農曆的節慶：正月初一慶

春節、正月十五上元節、正月初九天公生、二月初二土地公生、三月

初三古清明、三月廿三媽祖生、四月初五清明節、五月初五端午節、

六月十八王爺生、七月十五中元節、八月十五中秋節、九月初九公媽

節、十月十五謝平安，十二月十六辦尾牙等，幾乎每個月都要準備紅

龜粿、米糕、麻糬、麵龜仔等來拜拜。另男女結婚時，米糕、湯圓不

可少；小孩彌月請吃油飯…等。這些地方上的信仰與傳統禮俗，讓自

家生產的米、麥，形成與生活不可切割的米麥文化。   

「米、麥」在人類的生活中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西屯地區，尤其是筏子

溪以西至大肚山麓間，水源充沛，除了筏子溪外，下埒圳、廟前圳、番

仔圳、紅圳等圳水，流經林厝里、永安里、福安里、福和里與協和里，

水田上種的稻米、小麥，依著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不斷循環生長。

西屯區林厝里與永安里，十年前在稻米秋收後，一塊塊地麥田，在大肚

山風的陪襯下，仍處處可見由翠綠轉為金黃，惟中科廠商進駐後，麥田

已漸漸減少。今日，各種與米、麥有關的食品，在漫長歲月裡，亦發展

出不同的風貌，走一趟水堀頭黃昏市場，你會發現這地區的米、麥文化，

是豐富而多元的。

1、永安里東北角的「七甲一」，仍有一大片稻田
2、辛苦的農民，在門口埕曬穀的景象已漸消失

3、剛插下秧苗的水田，生機盎然
4、米麥製成的麵包，麵線

5、水崛頭黃昏市場販售當地製作的米麥食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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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黃澄麥香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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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自行車道的起點，位於福科路上的福安

橋旁，終點在中科路與高鐵的交會處。為了

自行車族的安全，道路上設有專用燈號號誌；

另在車道途中，有簡易的風力發電設施，其藉

風力轉動葉片產生的電力，提供車道間路燈的

夜間照明。而政府為兼顧河川生態保育及優質

親水環境建設，將辦理筏子溪魅力河段打造計

畫，希望藉由植生綠元素導入美化河岸景觀，

提供兼具生態、休閒、遊憩及運動之優質河岸

空間。

台中生活圈高鐵沿線及筏子溪自行車道於民國

100 年完工啟用，車道從福科路旁環保公園至

中部科學園區，沿福科路、筏子溪側防汛道路、

高鐵橋下至中部科學園區，全長 6公里。

這是一條國內唯一沿著高鐵下修築的自行車道，

屬於輕量休閒等級，串聯西屯區至中科園區，

若銜接潭雅神自行車道，可形成網絡，提供輕

車漫遊的休閒活動，而整個自行車道沿途平坦

少坡段，單車族可遠離交通紛擾，沿途欣賞福

安橋、筏子溪水岸景色及高鐵橋下田野風光，

相當怡然悠閒。

1、筏子溪自行車道的專用燈號，路旁的夜間照明由風力發電提供
2、筏子溪自行車道的起點，位於福科路旁

3、筏子溪自行車道的終點，在中科路與高鐵的交會處
4、可愛的小朋友，徜徉筏仔溪自行車道

2

1

3

4

單車徜徉樂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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