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一 

從西荷時期到明鄭領臺期間，內湖區域內，僅有凱達格蘭平埔族原住民生活其

間；清康熙年間，郁永河的《裨海紀遊》曾紀錄大臺北地區（含基隆）的凱達

格蘭平埔族原住民，有「…八里分、麻少翁、內北投、外北投、雞洲山、大洞

山、小雞籠、大雞籠、金包里、南港、瓦烈、擺折、里末、武溜灣、雷里、荖

厘、繡朗、巴琅峒、奇武卒、答答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

皆淡水總社統之…」。屬於今臺北市版圖內的原住民部落，僅有十社之數。 

臺灣自有行政郡縣設置，始於明朝永曆十五（西元 1661）年；全臺名為東都，

設承天府，下置天興及萬年二縣。臺灣北部，隸屬天興縣。永曆十八（西元 1664）

年，將東都更名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 

本區封域自清領以降，直至日治時期，隸屬沿革，簡述於下： 

清領時期 

康熙二十三（西元 1684）年福建省臺灣府諸羅縣 

雍正元（西元 1723）年福建省臺灣府淡水廳 

光緒元（西元 1875）年福建省臺北府淡水縣芝蘭一堡 

光緒十三（西元 1887）年臺灣省臺北府淡水縣芝蘭一堡 

日治時期 

明治二十九（西元 1896）年四月臺灣總督府臺北縣直轄 

明治三十四（西元 1901）年十一月臺灣總督府臺北廳錫口支廳 

大正九（西元 1920）年七月臺灣總督府臺北州七星郡 

大正九（西元 1920）年十月起臺灣總督府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封域範圍，包含

南港區。 

國民政府時期 

民國三十四（西元 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後，內湖鄉隸屬臺灣省臺

北縣管轄；翌年七月六日，南港地區由內湖鄉劃出而單獨成立「南港鎮」。五

十七（西元 1968）年七月一日，原有的「臺北縣內湖鄉」改隸為院轄臺北市內

湖區。此時期，內湖地方行政封域內的變革狀況，詳如下表。 

地方行政異動沿革表 

行

政

時

期 

劃設年

代 

易

動

別 

行政村里名稱 

村里

鄰統

計數 



內

湖

鄉 

民國 35

年 1 月 

改

制 

大湖村、五分村、內湖村、內溝村、石潭村、

西湖村、港墘村、週美村、葫洲村、紫陽村、

湖興村 

11 村 

民國 37

年 

增

設 

洲子村、碧山村 
13 村 

內

湖

區 

民國 57

年 7 月 

改

制 

大湖里、五分里、內湖里、內溝里、石潭里、

西湖里、港墘里、週美里、葫洲里、紫陽里、

湖興里、洲子里、碧山里 

13 里

175

鄰 

民國 61

年 4 月 

增

設 

清白里、紫星里、紫雲里、瑞陽里 17 里

276

鄰 

民國 63

年 12

月 

增

設 

行善里、金龍里、瑞光里 20 里

348

鄰 

民國 79

年 3 月 

增

設 

西安里、西康里、東湖里、金瑞里、港都里、

港華里、港富里、湖元里、湖濱里、樂康里 

30 里

854

鄰 

民國 83

年 4 月 

裁

撤 

洲子里 
29 里 

民國 91

年 9 月 

增

設 

安泰里、安湖里、明湖里、秀湖里、金湖里、

康寧里、麗山里、蘆洲里 

37 里

859

鄰 

民國 99

年 7 月 

增

設 
寶湖里、南湖里 

39 里

906

鄰 

本區位居臺北市行政版圖的中部偏東隅，臺北市的地理中心點，正好位於本區

西康里北勢湖環保公園北側兩百公尺處（內湖路一段 117 號，東興轉寫印刷廠

股份有限公司）。本區行政面積為 31.6069 平方公里，中心位置在內湖路二段

與成功路三段 174 巷口，即內湖警察分局處。東以內溝溪靠臺北縣汐止市，西

接中山區，南以基隆河河道中心線，與南港、松山區為界，北鄰臺北市士林區。



四極點座標，分別為極東點：東經 121 度 32 分 38.5730 秒，北緯 25 度 5 分

39.0716 秒；極西點：東經 121 度 37 分 13.2851 秒，北緯 25 度 5 分 18.0058

秒；極南點：東經 121 度 33 分 53.7406 秒，北緯 25 度 3 分 11.8874 秒；極

北點：東經 121 度 35 分 7.2565 秒，北緯 25 度 7 分 0.6670 秒。 

區內地形，大體自東、北向西、南傾斜；東湖地區似「手掌型」之地形，如五

指伸出狀。約百分之六十的丘陵地質，屬第三紀中新世的砂、頁岩為主，壤土

呈黃棕色；平原部份則由第四紀沖積層組成，多黏土成分，曾被用為燒磚製瓦

之上好材料。 

區域內之東、北、西三方，係五指山系山陵環繞，南面臨基隆河；北緣最高峰

「碧山」（或稱白石湖山）海拔五一七公尺，南部平原海拔約七公尺。境內主

要的山峰有大崙頭山（476 公尺）、坑頭山（458 公尺）、赤上天山（或稱大

崙尾山；451 公尺）、忠勇山（或稱大尖山；327 公尺）、圓覺尖山（292 公

尺）、大金面山（258 公尺）、小尖坑山（或稱鯉魚山；222 公尺）、交間山

（184 公尺）、白鷺山（143 公尺）、公館山（95 公尺）。丘陵與丘陵間，形

成多處山坳地；「內湖」行政區名，亦因小「盆地」（閩南語曰「湖」）而取

名。舊時，境內較著名的陂塘，有十四份陂（今名大湖）、內湖大陂（今名碧

湖）、公館陂、五份陂、馬路陂、店仔陂、湳田陂、雷公陂及七份仔陂；當今，

只餘留「大湖」和「碧湖」兩處。區域內主要溪流水系，有內溝溪、十四份陂

圳及番仔陂圳。 

 

舊地名由來 

內湖區之「內湖」名稱，始見於清乾隆十三年（西元 1748 年）古契文「立給佃

批」中的「內湖庄」（註 1）；因其境內多山丘，形成多處小盆地地貌，當地人

閩南語稱山坳地為「湖」，故內湖是「內部盆地」之義。閩南語「內面即湖」

或「內面彼湖」之稱謂；所指的盆地範圍係以北側自大金面山到碧湖國小的山

陵，東緣從綠大地社區、成功公園到清白新村，南邊從白鷺山延伸到公館山之

山丘北坡，西方是江南街處，在其中間形成一山坳型盆地。內湖區境內尚有「畚

箕湖」、「北勢湖」、「白石湖」和「牛稠湖」等老地名，命名方式，亦是依

地形和先民開墾事跡有關連性，而非指有水的湖泊名稱。 

日據大正九（西元 1920）年，沿襲參考清代所使用的地名，分為新里族、內湖、

北勢湖三大地名，各大地名區域內，又分為若干小地名。 

新里族： 

里族是平埔族凱達格蘭社名之一，最早部落原位於今公館山（舊稱里族山）西、

南側一帶。大正九年，將基隆河未截彎取直前的民生社區東側附近，即松山區

昔日的舊宗里、新東里、新益里、寶清里和鵬程里一帶，亦就是今基隆河截彎

取直後的民權大橋與麥帥二橋之間（舊宗路一段一帶），稱為「舊里族」。內

湖東、南部區域，則以「新里族」稱呼。 



1.內溝：位於今內溝里康樂街內，因境內有一小溪流（內溝溪），從「內面」

（閩南語讀音）流出，可流至五份地區入基隆河而得名。 

2.內溝尾：位於康樂街 252 號北側一帶，即是位在「大邱田」與「水尾潭」之

間；因處於「內溝村」之尾端，故名。 

3.水尾潭：位於康樂街 240 號宅附近；因處內溝溪的上游（俗稱水尾），有一

小水潭位在該宅後方，故稱之。 

4.湖仔內：位於康樂街 238 巷 7 至 11 號之間，形成一小盆地貌；閩南語稱盆

地為「湖」，「湖仔內」乃「盆地內」之義。 

5.溪仔彎：「溪仔」是指內溝溪，「溪仔彎」即是位於康樂街 257 之 2 號宅旁

的內溝溪小彎潭；昔日，河道未淤塞前，運輸煤炭的駁船，可航至此處。 

6.火炭坑：位於今安泰里安泰街一帶，是一山坑（山谷）地形；因境內多栽植

相思樹，樹幹可燒製成木炭（閩南語讀音火炭）而得名。安泰街與康樂街交叉

口一帶，舊地名稱為「火炭坑口」。 

7.大淈頭：「淈」乃窪地水塘之義；「大淈頭」即是位於今康樂街 110 巷內的

「東湖四號」公園附近。 

8.田寮仔：「田寮」是指稻田旁所搭建的草寮；「田寮仔」位於現在的康樂街

111 巷內（東湖國中南側）一帶。 

9.五份：位於五分里和東湖里（東湖路南北兩側）一帶；傳說因先民王傳圓將

他所開墾的土地，分成五等份給四個兒子和一長孫而得名。 

10.溝仔口：「溝仔」是指內溝溪；「溝仔口」位於東湖路與汐止康寧街交界點

——汐湖橋西南側一帶，乃處於內溝溪的下游尾端（出水口之意）；昔日，曾

有數家雜貨店，還有一條「保甲路」（庄民共同維護的小道路），可通往五份

渡船頭。 

11.斬圳口：「斬圳」是指十四份陂圳，流經康寧路三段南湖高中校門口至中山

高速公路涵洞段，圳道下切丈餘深，似人工斬成狀而稱之；「斬圳口」是位於

該段斬圳的出水口處，即是南湖大橋北側橋頭一帶。 

12.葫蘆洲：位於葫洲里安康路內湖垃圾焚化廠一帶；因該地位於基隆河畔，早

期恰好形成一葫蘆狀的沙洲而得名。 

13.上灣仔（頂灣仔）：位於石潭里北側，昔日的游厝、江厝一帶（最早地名為

「宋厝窠」）；地勢沿山崙彎曲，亦是基隆河舊彎道的東岸地區，因居於彎曲

的地勢上方而得名。 

14.下灣仔：位於成功路二段至民權隧道之間的民權東路南側一帶，居於彎曲的

地勢下方，故名。與「上灣仔」同屬「灣仔庄」。 

15.石壁潭：在基隆河舊河道，成功橋上游約一百公尺處；原為一深潭，潭之北

緣，有一片長期受河水侵蝕的砂岩壁景觀，形狀特殊；石潭里命名係以「石壁

潭」簡化而成。 

16.山仔頂：位於中山高速公路內湖交流道東北側之吳厝一帶，因位居小山坡頂

而得名。 



17.羊稠：位於潭美國小至三陽工業公司之間北側地帶；因開闢之初，有先民搭

建羊群寮舍而得名。 

18.下庄仔：位於舊成功路二段 200 巷內，內湖交流道西南側；也就是八○年代，

花東地區阿美族原住民組成的聚落「快樂村」（民國 87 年 3 月 15 日凌晨發生

火災後而遷移東湖國宅 C 區內）一帶。 

19.洲尾（洲仔尾）：位於今週美里和行善里（三陽工業公司至麥帥橋之間）一

帶；舊時，因基隆河流至此地，形成一片三面臨河的沙洲地，位處沙洲地的尾

端，故稱為「洲尾」。台灣光復後，認為村名不雅，遂改為「週美」沿用至今。 

20.蛇仔形：位於民權東路六段三民國中校園處，因地形似一條蛇形而稱之。 

21.粉寮：位於民權大橋與中山高速公路之間，公館山西南角；傳說因有先民林

秀俊後代在此製米粉或本地區產「番薯粉」而設寮房。「粉寮洲仔」係位於民

權大橋下之舊宗路交叉口西南側，乃舊時基隆河河道轉彎之沖積沙洲地。 

22.挖（越）仔：位於公館山西南側山腳處，今瑞光路與民權東路六段交叉口北

方附近一帶，即是瑞光路 26 巷至 76 巷之間；因取其地勢彎曲近直角之義而得

名。「挖（越）仔」閩南語意為轉彎。 

23.章彬嶺：位於成功路三段三軍總醫院門口至星雲街口段；日治時期的道路為

陡坡，經過二、三次的剷平工程，始有今貌。因北側山腳（方濟中學）處，曾

住有郭章彬先民，故以「章彬」名字來稱謂。另有「將軍嶺」乃閩南語訛音的

呼法。 

24.十四份：位於臺北市團管區與明湖國中之間；傳說因開闢之初，將土地分割

為十四人份共有，另一說法是因十四份土地公廟為十四人份共有，故得名。 

25.柴寮坪：位於康寧路三段 75 巷公共電視臺一帶；因這地方曾堆積木材且在

附近建築寮舍而稱之。商號「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處，另有「獅仔頭」（山

丘地形似獅頭）老地名稱呼。 

26.陂內：位於白鷺山北側山坡下方至大湖國小之間；因處十四份陂（今大湖）

內部而得名。 

27.過溪仔：位於大湖國小北側一帶；因到此地需要跨過一條溪溝而得名。 

28.米粉坑：位於大湖山莊街 243 巷內一帶；傳說昔日曾有住戶在此小山谷（閩

南語稱山坑）內製造米粉曝曬，故稱之。 

29.牛稠湖：位於大湖里成功路五段 120 巷內之山岰；因開闢之始，在山谷內設

有牛群棲身的寮舍而得名。 

30.大邱田：位於大湖街 137、143 號和 206 號一帶；因開闢之初的耕種田地，

屬於較大面積；「邱」閩南語為田地單位，故稱之。 

31.白石湖：位於碧山觀光草莓園一帶之山坳；因當地多產白色沉積砂岩石塊，

故得名。 

32.坑內：位於忠勇山（尖頂）北側山谷一帶；因處在山谷（閩南語稱山坑）裡

面而稱之。 



33.崁仔腳：「崁仔」是指開眼山山脈；「崁仔腳」乃位於碧山觀光草莓園南側

（即是龍船岩與圓覺尖之間）的山谷，因在坡崁下方而稱之。 

34.石崁：位於碧山路 62 號黃宅一帶；因東側恰有開眼山小山脈的岩壁坡崁而

稱之。 

35.小尖坑：位於碧山路 39 號圓覺寺前方的山谷一帶；因處小尖山（又名圓覺

尖）下而得名。 

二、內湖： 

1.大牛稠：位於金面山山嶺北側之山谷，內湖路三段 434 號舊水源頭一帶；因

早期先民開發此地時，放牧牛群，築牛舍而稱之。 

2.番仔寮：位於「大牛稠」與「尖頂」（忠勇山）之間的山谷地；清代時期，傳

說曾居住少數的凱達格蘭平埔族人，房舍為「草寮」搭建，故稱之。 

3.尖頂：忠勇山舊名為「尖頂」，又名「大尖山」，海拔 327 公尺；因取山形

似「三角尖」而得名。山頂有「雙獅」地形，山友稱「雙獅頂」。忠勇山係於

民國六十一年，內湖區各界人士為慶祝先總統蔣中正華誕，由當年任內湖區體

育會理事長林再和命名；原欲取名「中正山」，但與北投中正山重複，因而改

為「忠勇山」（有大忠大勇之涵意）。 

4.新陂尾：位於金龍路一帶，因處新陂圳尾端而得名。「新陂」位於今翡翠社

區內。今金龍路路幅原是溝圳之地。 

5.白石湖腳：位於內湖路三段 60 巷金龍公園與碧霞宮之間的山谷地；因處「白

石湖（碧山）」的山腳下而命名。 

6.梘頭：位於內湖路二段與三段交會處；昔日，在此設一木梘（木材做的導流

道），架空跨越新陂尾圳，將灌溉水引導流入內湖路二段內湖大陂（今名碧湖）；

民國初年，廢掉木梘，改在梘下築水閘門。「梘頭店仔」即指早期此地有數家

雜貨鋪和幾戶住家，所形成的小市集。梘頭店仔又稱「頂店仔」（或上店仔）；

內湖分局附近，稱為「中店仔」。 

7.後湖仔：位於金湖路清白新村、干城新村一帶；「湖」意指盆地地形，「後

湖」即是「內湖庄盆地後方之小山坳」。「後湖」閩南語意為「後面湖」。 

8.番仔陂：分為頂番仔陂和下番仔陂兩地區（以成功路三段為分界線）；頂番

仔陂範圍包括現在的清白里與紫星里；下番仔陂有瑞陽、瑞光和紫陽三個里。

內湖國中校園東北角（成功路三段與陽光街口西南側）處，曾有「番仔陂」水

塘；「番仔」陂之命名，疑與平埔族先住民生活在這附近，有地緣之關係而得

名。 

9.港墘：位於港墘路底，基隆河北岸；「墘」就是「岸」，邊緣之義。昔日，是

船舶靠岸的碼頭，為內湖大宗貨物進出的裝卸地。另有「粗糠崎」、「下店仔」

地名稱呼。「粗糠崎」因其碼頭旁，恰有一碾米工廠，將稻殼（閩南語粗糠）

堆放於岸邊；如遇下雨時，行人怕碼頭斜坡道路濕滑，選擇「粗糠斜道」爬坡

而得名。 



10.山腳：位於港華里麗山國中至麗山國小一帶；因處在大金面山山腳下而得名。 

11.桂竹窠：位於環山路二段與三段交會處北側，即是麗山高中校園四周；昔日，

盛產桂竹，故稱之。 

12.過山仔：位於內湖路二段 179 巷內，即是貿商七村和碧湖新村一帶；因欲到

此地需要越過山坡而命。 

 

三、北勢湖： 

1.北勢湖： 

位於鴨母嶺（恕德家商東側小山丘）以西，大金面山與小金面山（土名打石山）

間南側，內湖路一段一巷以東，內湖路一段之範圍內；昔日，因本地處於基隆

河北岸之朝北地勢，似盆地（閩南語稱湖）狀，故得名。 

2.洲仔：位於恕德家商西南方與環東快速道路（堤頂大道二段）交會處一帶；

昔日，是基隆河大塔悠段北岸淤積的沙洲地而得名。曾有「洲子」行政里，因

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後，成為無人設籍居住之處，予以廢掉。在「洲仔」最南

端處，舊地名為「蔗篰洲仔」；因日治時期，曾在此設有小型的「蔗糖製造所」，

因而得名。 

3.落水金獅（「落」閩南語為步入之義）：位於內湖路一段一巷口附近，舊基隆

河道北岸；據當地居民指出，自強隧道上方山嶺，山形似獅子，右前足朝大直

社區伸出，左前腳（內湖路一段一巷西側山崙）步入基隆河道內，伏身欲喝水

狀，因此而得名。 

4.畚箕湖：位於西康里文湖國小北側，文湖街 21 巷底一帶；因其區域之東、北

和西緣為山嶺圍繞，南側開口斜下，構成一「ㄇ」字型，似畚箕狀之盆地而得

名。 

5.後陂埔：位於環山路一段 98 號旁的巷內至 136 巷之間的「臺北花園城」社

區；因處「後陂」旁的荒埔而取名。 

6.水流東：位於內湖路一段 91 巷底山坡上方，即小金面山北坡山谷地；此地的

小山溪流水向東流，故稱之。 

註釋 

1.資料來源參閱《大臺北古契字集》高賢治編著 p.12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

民國 91.12.31 一刷 

參考資料： 

1.《臺北廳志》臺北廳總務課印行明治 36.04.30 版 

2.《裨海紀遊》郁永河著臺灣銀行發行民國 48.04 版 

3.《台北縣志卷五開闢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盛清沂編纂 p.14~15 民國 49

版 

4.《台北文獻直字第 68 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林萬傳撰 p.43~45 民國 73.6.25

版 



5.《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封域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77.06 版 

6.《台灣地名研究》安倍明義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民國 81.8 版 

7.《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翁佳音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民國 87.06 初版 

8.《內湖傳家寶》陳金讚著作發行民國 89.08.08 初版一刷 

大湖公園 

今日的大湖公園 現址，舊稱「十四份陂」；大湖公園位於成功路五段 31 號，

面積計有 132,202 平方公尺，興建期間為民國六十八至七十二年間；公園內主

要的公共設施有服務中心、管理室、游泳池、歌臺、水榭、九曲橋、錦帶橋、

健康步道及涼亭等。 目前，是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所管理。 

舊時，「十四份陂」是一處山坳地，山崗環繞，儼然「山中湖泊」。由於長期

處「濕地」狀態，水草、灌木叢生，動植物生態豐富，堪稱內湖第一；其中鴛

鴦、水鴨等水鳥，棲息其中；本土淡水魚如鯽魚、鱸鰻、七星鯉等，數量繁多。

每逢夏季枯水期，村民即攜帶「魚罩」去捕魚，或摸田貝，或撈田螺。 

從清代到日治時期，「十四份陂」是提供灌溉用水的大陂塘，當時面積約有 十

九公頃 ；主要集水區為白石湖（碧山）和大邱田（大湖街底）山區，是圓覺小

溪、米粉坑溪和牛稠湖山澗溪水的匯集地。其下游灌溉農地範圍，包括「新里

族庄」附近的十四份（今康寧路三段一帶）、彎仔庄（今國醫中心南側一帶）

和粉寮（公館山西南側一帶），面積達一百九 十六甲 （ 190 公頃 ）；水圳

路並與公館陂（面積約 3.8 公頃 ）連接。據內湖開拓業戶林秀俊裔孫林鴻章

的說法，稱早期的十四分陂圳興築與管理權，均屬林家。目前，白鷺山南坡地

權歸屬林家；林秀俊長孫林登墀墓園，恰位於其山坡上。 

明治四十（西元 1907 ）年七月，十四份圳被核定為公共埤圳，歸臺北廳長管

理；當時曾向勸業銀行貸款三千九百六十三圓，作為修改水門及其他附屬建築

物之費用；並於同年十二月完工 註 1 。臺灣光復後，歸由「七星農田水利協

會」管理。 

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五日，全長 三千公尺 、寬 三十公尺 的「內湖十號」計劃

道路竣工，並取名為「成功路四、五段」。其中的成功路五段，從大湖山莊街

口起，至黃石公廟北側段，係採「填湖造路」方式完成；又大湖公園計劃區域

內，增設游泳池、遊客服務中心、管理室和公園造景設施；另外，公園管理室

右前方（成功路五段路基北側）谷地，亦喪失「蓄水功能」。頓時，原有廣達

十九公頃 的十四份陂水面，「減肥」成約五分之二的現況。 

「歌台水榭，拱橋伴月」、「湖光山色，伊人相偎」，大湖美景，不脛而走；

假日，遠近遊客，前來賞景休憩，是台北市熱門旅遊勝地。當你徜徉湖光山色

美景之際，捨園內之人工造景，走過錦帶橋（拱橋）、環湖步道，往白鷺山登

山口漫步而去，在「山與水」之間，曾經是輕便運煤鐵路；今仍殘留十餘公尺，

往返數回，體驗山林倒映湖中，那種幽靜的感受。再向前近百尺處，有「老公

祠」、「福佑宮」兩座小廟，靜靜依偎在登山步道口處，默默的庇護內湖地區



的子民和遊客。附近尚有日治時期的舊水閘門（建於西元 1907 年；已列為「歷

史建築」）遺跡，和數棵百年老樹，日夜相守；老樹盤根錯節、枝椏橫陳，堅

韌不移的貼近湖面；是消暑、沉澱凡心最佳的勝地。 

大湖公園南畔－－白鷺山，海拔一四三公尺，古木參天，林相鬱蔥，是內湖舊

八景之一 註 2 ；白鷺山又名「埤頭尖山」，或稱「白鷺鷥山」，或稱「將軍

獻甲」。「白鷺鷥山」命名的由來，乃因日治時期，在該山北坡有「白鷺鷥群

巢」之故；依據昭和八（民國 22 ；西元 1933 ）年，內湖庄役場（區公所前

身）舊文獻記載，每年四月起，白鷺鷥成群來聚，一直到十月份，才南飛避冬，

數量最多的季節，是在六月至八月間；每當夜幕低垂時，鷺鷥從四方歸來，棲

息於北面山坡，遠望似繽紛的白牡丹點綴林間，素樸中現多姿。據地方長輩述

及日治時期，對於白鷺山鳥類生態，地方政府極為保護；可是到了臺灣光復後，

百姓對於自然生態是予取予求，以致於白鷺數量日益削減。 

白鷺山「五十彎」登山步道，全長約二千一百公尺，出口在金湖路。白鷺山雖

不高，但林木茂盛，形成完整的植物生態體系，儼然一座「大自然教室」；地

被植物有多種蕨類、姑婆芋、月桃、野牡丹、芒萁、颱風草和觀音座蓮等，灌

喬木群中有白花鳳仙花、江某、血桐、島榕、山黃麻、豬腳楠（俗名紅楠）、

相思樹等。常見的鳥類有五色鳥、紅嘴黑鵯、台灣藍鵲等，另有赤腹松鼠跳躍

林間。 

民國五十七、八年間，政府為了安置中央民意代表，於大湖山莊街一帶，闢建

「大湖山莊」（或稱國會山莊），原為青翠山崗，被墾成二百五十戶的別墅區。

六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台北市政府公告實施－－大湖里附近面積約有 24.30 

公頃的都市細部計畫；解除禁建，建商雲集，剎時大興土木、住宅大樓平地竄

起：「綠大地」、「北大湖」、「煙波庭」和大湖國宅等社區，相繼推出。 

位於白鷺山下的內湖卅二號計劃道路南段，在民國八十九年春，鏟平了原有的

輕便運煤道和部份山坡地，作為十二公尺寬的道路，其中間六公尺設車道，兩

旁為景觀步道；但是市政府如此執意開挖，難怪招來民怨。理由是好端端的運

煤舊道，及綠意盎然的邊坡生態景觀，無端招致破壞！ 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四日

夜間，於內湖區公所八樓禮堂，曾舉辦一場「卅二號計劃道路開闢公聽會」，

出席民眾一致認為於「交通疏解功能」無助益下，反對興建該計劃道路。 

大湖公園周遭的環境，在無整體規劃下，產生景觀遭到嚴重的破壞；期待未來

的生態景觀、遊憩品質和經濟利益，均能達到相互的平衡，各蒙其利，使大湖

的山光水色，永遠成為內湖的瑰寶。 

註釋： 

1. 參閱《臺北廳志》（二）中的第十二章〈水利〉篇內容。 

2. 內湖舊八景 是指 1. 尖頂（今名忠勇山） 2. 圓覺瀑布 3. 石船（今名龍船

岩） 4. 白鷺山 5. 羊稠石壁潭（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後，已遭填平；位於今成

功橋東北方 150 公尺處） 6. 獅頭山仙跡岩 7. 大金面山 8. 鶯哥精石（位於

金瑞里內）。 



參考書目： 

1. 《臺北廳志》（二）中的第十二章〈水利〉篇 臺北廳編 大正 8 年排印版 

2. 《內湖庄庄勢一覽》 內湖庄役場發行 昭和 08. （民 22 ） 11.01 

3. 《臺北市路街史》 黃淑清編著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 民 74.04 出版 

4. 《臺北城的故事》 趙莒玲著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發行 民 82.06 初版 

碧湖公園 

碧湖公園位於內湖路二段 175 號，面積計有 163,880 平方公尺，興建完成於

民國七十七年間；公園內主要的公共設施有 管理中心、閱覽室、游泳池、網球

場、兒童遊樂區、觀景平臺，及森林遊樂區、濱湖步道等；湖中置有涼亭、九

曲橋 。 目前，管理單位是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 

碧湖公園北側大金面山脈，南面獅頭山，東臨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今戲曲學

院)，西有住宅大樓群；行政區域屬湖濱里。昔日，作為農業灌溉大陂塘；舊地

名為「內湖大陂」。原有的陂塘西緣，於日治時期，採人工土堤加築而成。其

水源引自「赤上天山」（大崙尾山）和「尖頂」（忠勇山）南坡集水區的「新

陂尾」圳，在梘頭（今內湖路二、三段交會處，德安生活百貨後方）設攔水制

水門，將水流導入人工渠道中，沿著內湖路二段老街，流經今日的國泰醫院內

湖分院、內湖派出所（舊為內湖庄役場）、內湖農會後方，再從達人女中校門

口前經過後，直接進入內湖大陂。舊內湖大陂設有兩個水閘門，一在今水閘門

處，另一在麗山街 21 巷 5 號門口；主要的灌溉區域，為「山腳」（今麗山國

中與麗山國小間一帶）和「港墘」地區。 

依據《臺北廳志》記載： 「內湖埤」、「蕃仔圳」（土名「蕃仔溝」；上游稱

「新陂尾」圳），合併稱為「內湖埤」，灌溉「內湖庄」一百三十 六甲 農地；

清乾隆年間，由業戶與佃農共同開設。明治四十一（西元 1908 ）年五月，作

為公共埤圳；同年十一月，組織「組合」（水利會組織），臺北廳長為管理人；

大正六（民國 6 ；西元 1917 ）年，又合併「大窠口圳」、「認定外埤圳」 註 

1 。臺灣光復後，該灌溉系統歸七星農田水利協會管理。 

碧湖公園前身為「內湖大陂」，原由農田灌溉坡塘再轉成休憩公園功能，乃因

五、六○年代，內湖的農業逐漸凋萎，不再需要灌溉用水；因此，內湖路二段老

街旁的引水渠道沒落，內湖大陂的水源斷絕。現在，惟有依賴聚集雨水方式來

調節陂內水位。 

民國七十六年，臺北市政府向「七星農田水利會」徵收土地，等待手續完成後，

歷經數年的美化工程，始有今日的風貌。在之前，曾經出現「啤酒船屋」於陂

塘內，違規營業。 

民國八十四年十月起，「臺北市社區婦女協會」在 郭城孟 教授的指導下，培

訓一批「碧湖自然步道解說員」社區婦女志工，介紹公園內的植物生態，服務

社區民眾。碧湖公園北半部，恰為大金面山脈延伸的丘陵地形；丘陵與丘陵間，

原是「沼澤」坳地。地質以第三紀中新世的砂岩和頁岩為主；土壤呈黃棕色。



此區域又位於「東北季風型」氣候範圍內，年降雨量約 2000 餘公釐；植物生

態體，呈現「潮濕地」指標，「水生植物」和「人工林」佈滿其間，林相鬱蔥。 

假期，可漫步園區內的環湖步道、九曲橋，或前往附設的游泳池、網球場作健

身運動，或到「小白宮」（管理中心）閱覽室閱讀書報，或享「垂釣之樂」外，

不妨來趟「自然步道植物之旅」；「自然步道」經市政府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的規劃下，路線堪稱完善。常見的植物有蘆竹、江某、山黃梔、香楠、山黃麻、

烏榕、雀榕、白匏子、青剛櫟、杜英、豬腳楠（俗名紅楠）、血桐、樟樹和相

思樹等；藉此可觀察「植物社會」的演替現象，瞭解各種植物的生存意義。 

左鄰的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今戲曲學院)，是傳統戲曲、綜藝的搖籃；民國八

十三年四月起，配合交通部觀光局的政策，成為台北市動態文化觀光據點之一，

所謂「靜態看故宮，動態看復興（戲曲學院前身）」；每週一、四上午開放「觀

光戲」演出，國內、外觀光客常慕名前來。 

附近尚有市定古蹟──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和郭氏古宅「紅樓」，及臺灣地區難得

一見的清代科舉制度中，墓園立「舉人」旗桿之「陳文瀾墓園」；另外，加上

南畔的獅頭山「仙跡岩」，結合成「半日遊」的遊憩帶，對於認識近代內湖地

方的發展，必定有極大的助益。 

註釋： 

1. 「大窠口圳」和「認定外埤圳」是否與地方耆宿所指的「馬路陂」（位今麗

山國小南側）、「雷公陂」（位今港墘附近）相同？尚待考證。 

參考書目： 

1. 《淡水廳志》 陳培珪纂輯 臺灣銀行發行 民 52.08 版 

2. 《臺北廳志》（二）中的第十二章（水利）篇 臺北廳編 大正 8 年排印版 

3. 《內湖庄庄勢一覽》 內湖庄庄役場編 昭和 08. （民 22 ） 11.01 版 

4. 《臺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會誌》 會誌編纂委員會編輯 民 76.12 版 

   

大湖公園南側的白鷺山，

山水相映成一幅賞心悅

目的景觀畫面。 

從獅頭山俯視碧湖公園 大湖公園全貌 

 



   

大湖公園裡的錦帶橋，是

內湖著名的地標。 

環境幽雅的碧湖公園，湖

光水色頗受市民的喜愛。 

碧湖公園裡的「小白宮」，

作為公園管理辦公處所。 

 

（含歷史建築＊2 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蹟） 

林秀俊墓園 

園址為文德段四小段 598-1 號（民權大橋北側，臺北市大都會公車內湖保養場

左前方；即舊宗路二段 103 號南側）。在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經內政

部「臺（80）內民字第 8079470 號」，公告為國家第三級陵墓古蹟。林秀俊先

民係於清代乾隆年間，開墾臺北板橋平原及內湖新里族地區的大墾戶。 

建造於清乾隆三十九（歲次甲午，西元 1774）年，基地面積有八百餘坪；坐東

北朝西南方位，背倚公館山（海拔高度 95 公尺），面向基隆河，左青龍乃南港

山脈，右白虎為五指山脈，視野遼闊，形勢雄偉，為當今臺北地區少見的且保

存完整的清代大墓園。最早期，可堪稱一處上乘的地理風水，立於此地，能夠

遙望林秀俊當年所開墾的板橋平原農地。 

整座墓園以墓龜為中心，是傳統閩南三進式的典型；層層矮垣彎曲伸出前方，

呈現環抱樣。墓埕右前方，置「福神」（又名后土，墓園守護者，坐西朝東向）

墓丘一處。三進內埕外緣，是以觀音石雕柱，配合砌磚加洗石子和貼上「爪哇」

彩色花紋磁磚裝飾的矮垣（高度 49 公分），顯出其匠心獨到之風格。 

第一進內埕中間處，置 76×88 公分矩形「拜砧」，可提供祭拜時，行「三跪九

叩」大禮之用。第一進兩外側，設乙對祥獅石柱；祥獅具有鎮守墓園之象徵。

其石柱正面陰雕聯對為「堂內三局水，案外万廷山（即是萬重山之義）」；此

描述三進式的墓園，與外圍遠方層層的山巒，相互輝映。石柱內側，雕上牡丹

花圖案，寓意「榮華富貴」。 

第二進是極少見的長八卦型內埕；第二進石柱頂端的「筆鋒」造型，名為「石

筆」，代表文人之義。石柱正面陰雕聯對「文光射斗牛，浩氣凌霄漢」，字意

為「文光」或「浩氣」，可以投射到北斗星座或凌駕天際間。石柱內側，刻有

白頭鳥和牡丹花圖案，寓意「白頭偕老」和「富貴長命」。最外側有「南瓜」

造型（洗石子工法）乙對；南瓜果實內多種籽，有「多子多孫」的含意。 



第三進石柱頂端乃「官印」造型，名稱「石印」，其義為官職。石柱上陰雕聯

對為「窀穸安先求，欲計兒孫福」；含意是兒孫們想要有幸福美滿的未來，則

務必事先講求墓園的規劃建築。左石柱內側雕有喜鵲和梅花圖案，寓意「喜上

眉梢」。右石柱內側雕有蓮藕圖案，寓意「連生貴子」。 

墓碑（65×143×10 公分，火成岩石材）上刻有「皇清，乾隆甲午陽月，顯考秀

俊林君墓，孝男海籌、承重孫登墀、杖期孫彤雲仝孫登貴、登選玄曾孫憲章、

天驥、紹丕誥立」；墓碑頂端置上「雙龍戲珠」浮雕的觀音石「寶蓋」（102×46

公分），此是「昭和戊辰（民國 17；西元 1928）年十一月初七日」，墓園重

修時，再放置的新石。墓碑兩旁有乙對肩石夾立，肩石上刻有桂花及牡丹花和

花瓶圖案，寓意「富貴平安」。墓碑前方，設有一長形石板（俗稱拜桌，規格

120×50×12 公分，觀音石材質）作為掃墓祭祖時，牲禮祭品的擺放處。 

註：＊1「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二款：古蹟：指依本法指定、公告之古建

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考古遺址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蹟。 

＊2「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六款：歷史建築：指未被指定為古蹟，但具有

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蹟。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依古禮進行古蹟修復前的家族掃墓及

修墳祭拜；臺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亦特別於下午一時，前往現場觀摩古制的修

墳儀式。 

北勢湖清代打石場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四日，經臺北市政府「府民三字第 8702427101 號」公告，

為「直轄市定」古蹟；指定古蹟範圍是內湖區西湖段一小段六三、六五地號，

乃位於大金面山（又稱剪刀石山，海拔高度 258 公尺）西南側山腰處；由環山

路一段 136 巷底登山口上山，步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此地所產含有石英砂

岩石條，曾經提供臺北府城（清光緒八年元月動工，十年十一月竣工）建築城

牆石材之用。 

遺址的重現天日，原由是在民國八十五年元旦假日下午，一群青少年在大金面

山南側半山腰烤肉野炊；下午四時許，不慎引起火燒山。之後，經過五、六百

人次消防人員徹夜的撲救，在翌日凌晨，才完成此項艱辛的山林滅火任務。由

於火災現場位於百餘公尺高地，必須利用兩、三部消防車，同步加壓，又要銜

接數百公尺長的消防水帶，才能將水柱送至現場，作業益加困難。火燒山之前，

此處是一片雜草叢生，芒萁、枯樹枝覆蓋其上的山坡地。 

災後現場，滿目瘡痍，慘不忍睹；隔日，地方文史工作者陳金讚（筆者）前往

現場，作災後的影像記錄工作，發現被焚毀的山坡上，堆滿棄置的大小不規則

石塊和部份的成品石條。 

在筆者的記憶中，曾閱讀過文獻記載和耆宿口述歷史，談及臺北府城牆石材，

係來自內湖北勢湖打石場；為了蒐集更完整的打石現場資料，遂採取地毯式踏

察，發現到運石斜坡道、石條成品和多處打石鑿孔等遺跡。 



民國八十八年元旦，筆者首度前往小金面山（俗名打石山，位於德明技術學院

後方）半山腰岩壁勘察，亦發現多處打石鑿孔遺跡，已是嚴重遭到風化了；如

此可證明，小金面山的土名為打石山，是出自有因的。 

早期，採石範圍係從小金面山向東延伸至大金面山，現場保留完整的運石斜坡

道、打石鑿孔、石條成品（規格約 90×21×21 公分）和成堆的棄石等。運石路

線是從內湖路一段 91 巷 92 弄山腳下的小徑，到北勢湖舊渡船頭；再搬上運輸

船，順著基隆河航運經大直、劍潭，過大龍峒番仔溝至淡水河，再沿淡水河逆

流而上，到達北門西北側的「河溝頭」上岸。 

內湖庄役場會議室暨內湖庄役場（今為內湖派出所） 

位於內湖路二段 342 號的「內湖庄役場會議室」，與 342-1 號的「內湖庄役場

（區公所、鄉公所之前身）」，係在臺北市碩果僅存的日治時期「庄役場」官

署，且為完整性「庄役場」及「公會堂（庄役場會議室）」同處一地的歷史建

築物，彌足珍貴。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臺北市政府將「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公告為「直

轄市定」古蹟。該庄役場會議室創建於昭和五（民國 19；西元 1930）年，經

歷了「日據」和「民國」時期，依用途計有四個名稱：「內湖庄役場會議室」、

「內湖鄉中山堂」、「內湖區公所禮堂」和「內湖區民活動中心」。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起，行政區域改隸院轄臺北市，「內湖鄉中山堂」名稱

變更成「內湖區公所禮堂」。七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內湖區公所遷移至民權

東路六段 99 號新建完工的行政中心大樓後，該建築物遂易名為「內湖區民活

動中心」，提供附近的湖濱、內湖、紫星等里民喜宴或集會使用。 

內湖庄役場會議室正面山牆設計型式，是代表著三 O 年代，臺灣建築的「現代」

風格；簡明造型、清晰線條，圓拱窗配合牛眼窗裝飾圖案，相互輝映，自成一

格。懸挑式的混凝土「雨庇」下柱腳，流線弧角的獨特造型，增加立面的整體

美感。牆面採用「國防色」的淺綠色瓷磚和洗石子工法，亦是該時期的建築特

色。室內寬敞的空間，採大跨距屋架式；面積有六十七坪，大約能容納一百餘

人，可作為集會或展覽多功能用途。 

日治中期，內湖地區的人口數，已近萬人；內湖庄長郭華讓著手「都市計畫」，

將行政與經濟的重心，設於內湖行政版圖的中心地帶－－「中店仔」（今內湖

分局一帶）。 

大正五（民國 5；西元 1916）年二月二十三日，臺灣總督府臺北廳長加福豐次

主持新區役場落成典禮；新區役場原址在今內湖分局，舊址為「臺北州七星郡

內湖庄內湖字內湖梘頭 125 番地」。 

昭和十二（民國 26；西元 1937）年十二月六日，新築成的「第二代」庄役場

辦公廳舍（現為內湖路二段 342-1 號，內湖派出所）啟用；「第一代」的舊廳

舍，則移交警察單位使用。民國九年至三十五年間，內湖庄包括基隆河南岸的



南港地區；南港居民如要洽公，則要渡船遠行到此，極為辛苦與不便，怨聲載

道。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七，「內湖庄役場」改為「臺北縣七星區內湖鄉公所」；

五十七年七月一日，又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七十二年十一月之後，

移交給內湖警察分局設為「內湖派出所」使用；七十三年夏季，「內湖派出所」

建築物遭小祝融，事後，進行部份修繕工程，包括屋頂瓦片、檜木屋樑、正面

山牆及窗戶。九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文化二字第

09406172700 號」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環視當下內湖地區的老市集或具歷史性舊建築物，是屈指可數的；尤其是公務

部門的「歷史性」建築物，更是「鳳毛麟角」！代表內湖地區近百年「庄、鄉、

區政」歷史發展的見證物－－內湖庄役場和內湖庄役場會議室（內湖區民活動

中心），是內湖區重要的文化資產，若是未加保存下來，唯恐日後只能從照片

中認識它、憑弔它！ 

郭氏古宅（或稱內湖紅樓） 

係本區保留最精緻的磚造古樓房，位於文德路 241 巷 19 號；即座落在獅頭山

南側山腰間，為臺北市政府公園預定保留地範圍內，現今呈閒置狀態。坐北朝

南，面眺公館山與南港山脈。原由本區望族仕紳郭華溪，起造於日據中期的大

正六（民國 6，西元 1917）年間，是磚造兩層樓房，採「中西合璧」式裝飾，

配合前庭鋪設石板花園，後院及周圍密植果林的「豪宅」景觀。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經臺北市政府公告為「直轄市定」古蹟。 

建築物平面以「凸」字造型，呈現「一正後兩廂」佈局；「三間式正身」為一、

二層樓主體；一、二樓地板，各鋪設六角面磚和方形面磚。前後兩端，各設通

行廊道。二樓前端規劃突出的弧狀陽台，增加建築物主體縱線變化的特色。樓

房屋頂是採中式紅瓦屋坡，正身馬背屋脊為「火形」造型。 

磚樓立面採西洋「巴洛克」式的山牆，作左右對稱佈置。西式花草圖紋和中式

傳統吉祥圖案，相互搭配成一體，自有巧思之妙。山牆上的匾額，改嵌「內湖

庄六大角，碧奉宮，歲次甲午穀旦重建」字樣；在原來位置是以郭氏宗族堂號

－－「汾陽」嵌字。門聯是以洗石子工法做成，上、下聯各頭一字，隱約看出

是「華」和「溪」字，字跡已遭損害！ 

據郭華溪之子郭進財描述：『民國三十年間，日本政府徵購當今臺北松山機場

外緣土地（昔日為田地），作為擴建之用，乃因「中日之戰」延伸到「太平洋

戰爭」；當時，松山機場成為盟軍空襲的大目標；於是，日本政府勸導附近住

民疏散。』位於飛機航道下附近的郭華溪，遂將家產轉售予當時任職內湖庄長

的堂弟郭華讓等宗親；另外，赴桃園建置田產，舉家遷居，遠離被空襲的「夢

魘」。目前，郭宅地權歸郭華讓裔孫郭詩詠所有，地上建築物屬於已故林姓佃

農所有。 

簡公碑 



位於康寧路一段 236 號，立碑年代為清嘉慶三（西元 1798）年；碑文記載簡乾

恭立遺囑，欲將所擁有的遺產田租，作為內湖庄六角頭（內湖梘頭、頂番仔陂、

下番仔陂、港墘、山腳和新陂尾六處聚落）福德祠香火錢、簡公忌祭和填補陂

岸修蓋田寮費用。因遺產糾紛，業戶莊耆（何士蘭家族和內湖庄福德祠神明會

代表）代替告官；為防止日後簡姓族人冒繼控爭，特由官府李明心同知的批示，

立碑作曉諭。 

在臺灣地區，同時出現告示碑、墓園和福德祠，三者相處一地，且祠內供奉信

徒（簡公夫婦）神主牌位，謂為首例。民國四十四年，重修福德祠；五十二年

間，墓園由附近山坡遷至現址；五十九年，告示碑亦從他處遷到福德祠與墓園

間的正後方。 

簡公碑文，抄錄如下： 

奉憲立碑 

特授福建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加五級紀錄十次李為乞准存案事嘉慶元年四

月十八日據劉和稟稱簡乾恭之田交本庄福德宮為香燈付值年爐主收管同伊夫

婦祭掃俾孤祀不滅等清并抄粘遺囑一紙據此經何前任飭差協同議覆緘據業戶

何士蘭郎何振同庄耆陳美萬等覆祿請將簡乾恭田業充入本庄福德祠值年收管

以杜爭佔孤祀不致殄滅隨飭差取結旋據簡行先以買囑業戶混祇等事告何士蘭

混稟田租歸福德祠即據業戶庄耆等具結交差稟繳批准充入福德祠之後又據簡

轉妹等以緌陳等事呈祿簡燕宗三子簡奕剛立與簡乾恭為孫並據繳嗣書均經批

飭迨汪前任簡行先簡奕剛等以隔省同宗冑繼屢控貪圖簡乾恭田業並據簡三興

等告何士蘭等藉祠瞞稟佔業等情經查卷批斥各在案復經諭飭業戶何士蘭庄耆

人等將簡乾恭夫婦尸位並將實收田租作何開銷妥議稟覆並本分府查依去後茲

據業戶何士蘭庄耆陳美萬等遵諭議覆前來除批示外合行給示勒石為此示仰該

庄業戶何士蘭庄耆陳美萬張天祐陳萬強邱華啟陳生模林泮火同庄民人等知悉

其簡乾恭夫婦尸位即著值年福首附入福德祠奉祀至遺業田租除納業戶課粟外

實收小租粟二十四石逅年歸福德祠香燈粟六石簡乾恭夫婦忌祭粟十四石填補

坡岸修蓋田寮粟四石亦著值年福首收管以垂永遠倘嗣後仍有簡姓冑繼控爭許

該庄耆業戶保甲等即祭解究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嘉慶參年拾月廿八日給發內湖庄曉諭 

十四份陂圳制水閘門 

建築竣工於明治四十（光緒 33；西元 1907）年十二月；工程經費係由臺灣總

督府臺北廳，向日本勸業銀行貸款興築而成。貸款金額三千九百六十三圓，作

為修改水門及其他附屬建築物之費用。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四日，經臺北市政府

以「府文化二字第 09406150800 號」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登錄理由為

「現存之水閘門可作為內湖地區開拓史、水利史與農業發展史的重要見證，具

保存價值。」 



「十四份陂圳」傳說是乾隆年間，林秀俊所開築的。《臺北廳志》水利篇的記

載，稱十四份圳是由十四份陂和公館陂（晚期的陂塘，因民權大橋、民權東路

六段新建工程和第六期市地重劃工程，給予填土成為平地）所組成；兩陂面積

計有二十四甲餘，可灌溉新里族庄附近一百九十六甲農地。明治四十（光緒 33；

西元 1907）年七月，劃定為公共埤圳，歸臺北廳長管理。 

林秀俊後裔林鴻章，所珍藏之署名「臺北廳」，郵寄給十四份圳「水圳管理人」

林慶仲（林君之曾祖父）之傳喚單（明信片）資料，內容為「…現有相商事件

必須於五月廿三日（陰曆四月一日）上午八點鐘來廳屆期勿違切切此諭，倘有

屆期無故不來者照法徵辦不貸，明治三十九五月廿一日，臺北廳」。另一紙通

知函，內容乃「玆本月廿六日上午八時（舊曆七月十八日）在錫口支廳內開準

備委員會集議十四份埤圳公共埤圳事宜見啟訂於是日上午八時到錫口支廳內

等候切勿有誤切切特此通知，明治四十年八月廿四日，內湖區庄長李光煥」。

由此可證明，早期十四份圳的經營所有權，乃林家擁有，此當無庸置疑！ 

五份吊橋橋柱 

位於安康路 402 號旁之中山高速公路涵洞南側（潭美段 1 小段 35-3 地號）；

建於民國七年，係內湖區跨越基隆河最早的一座煤炭運輸專用吊橋。吊橋橋面

早已在六、七十年間拆除，只殘留北河岸的橋柱。此座吊橋架設輕便鐵路，運

輸內溝地區五份、聯豐、叭嗹煤礦和大湖地區的友華、蓬萊煤礦，以及大湖公

園旁的豐田煤礦所產的煤炭，送往南港儲煤場，再利用火車轉運外地，對地方

經濟產業貢獻良多；今日的五分街、安泰街和康樂街尾端，尚各保留舊輕便鐵

路的遺跡。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文化二字第 09304442801 號」

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登錄理由為「1.為臺北市區基隆河少數現存之吊

橋遺址；2.吊橋之設立，係作為早期內湖地區運送煤礦之交通要道，其遺址乃

地方產業發展之歷史見證。」 

內湖橋記念碑 

位於港墘路與堤頂大道路口西側處，係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底，重新立碑。原內

湖橋（又名港墘吊橋）位置，在今港墘路底，乃日治時期「宮前町梘頭道（大

稻埕至梘頭）」唯一跨越基隆河的連絡橋樑，亦是內湖第一座跨河人行（早期

可行小汽車）吊橋。未建橋之前，是利用渡船方式連絡港墘、上塔悠兩岸的交

通。 

昭和十（民國 24；西元 1935）年八月十九日上午，舉行內湖橋通車典禮，由

臺北州野口知事親臨主持，吸引了無數的鄉親前來觀禮，盛況空前。總工程費

計貳萬伍仟參佰陸拾圓，臺北州政府負責壹萬柒仟參佰陸拾圓，另由內湖庄役

場和地方熱心人士，各負擔肆仟圓；上述款項，均雕刻於紀念碑上。另外，「地

方熱心人士」包括了內湖、南港和松山地區的仕紳鄉親，所捐獻的名單和金額



資料，在碑文中詳實記載，是研究地方族群、經濟、社會地位等重要的史料文

獻見證者。 

內湖統制倉庫 

統制倉庫新建於日治時期的昭和十二（民國 26；西元 1937）年間，其位置在

內湖路二段 342-1 號，內湖庄役場的西南側，範圍為內湖區文德段 1 小段 89

地號（建號：內湖區文德段 1 小段 126 號）。當年興建的用途，係供平時或戰

時，將內湖地區重要的民生物資，作為控管上的集散中心；曾堆放過稻穀、肥

料及馬草（馬匹飼料）等物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還當過松山軍

用機場故障戰機中，發動機臨時的搶修工廠。 

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文化二字第 09406172600 號」

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石崁黃氏古宅 

宅址為內湖區碧山路 62 號；日治時期的舊門牌是「臺北州七星郡內湖庄新里

族白石湖 80 番地」。係於民國元年，建造的一處坐北朝南閩南三合院式兩落護

龍住宅，其建材為紅磚、紅瓦、砂岩石條、土埆、福州杉。未改建前，黃宅採

用茅草覆蓋的簡易房舍。 

大廳門楣上方的匾額，嵌字「紫雲居」（但是大廳內家族神位排上為『江夏堂』）；

大門左右側氣窗，採用外方內圓，四角隅各刻一隻蝙蝠（天官賜福含意），窗

孔置三支仿竹節石條，雕工精緻。 

在正身大廳左右側房間立面牆壁，各留有兩個銃眼（外面直徑約 3 公分的圓孔，

裡面有 45×25 公分的矩形），可供防禦射槍之用。正身左後方造一口「八卦井」，

高約一人，井底同地面高，井壁以石材砌成，據說為地理風水考量；左側護龍

屋後，設有「石敢當」乙座，是鎮煞開眼山岩壁。 

黃氏祖籍福建省南靖縣漳州府人，先祖渡臺後由臺北縣中和地區，再輾轉到本

地；早期，是以林業鋸材為職。渡臺迄今，已有九世代六大房的大家族。 

獅頭山仙跡岩 

位於內湖路二段；為內湖舊八景之一，毗臨碧湖公園；獅頭山又稱「象山」，

乃因從內湖路二段 179 巷內的「貿商七村」處，向南方望去，山形似大象側身，

站姿朝西，象鼻延伸至文德路 101 巷；仙跡恰位於大象右前腿上。 

依據《淡水廳志》卷十三之〈考三古蹟考〉篇中，記載：「仙跡石：一在淡北

內湖獅頭山，懸崖百丈高（實際僅有數丈高）處。一巨石旁斜可登如梯。有大

人跡，長兩尺，彳亍數武，一步一杖，杖痕亦深入。側有童子跡，長亦七、八

寸，行一、二步，即若匍匐狀，或著手，或屈膝，或並立，或俯瞰，諸痕犁然，

相傳為仙跡云。……」作者瞧見砂岩壁上的風化凹洞，發揮敏銳的觀察力和想

像力，妙筆生花；筆下工夫，堪稱一流。由於岩層中的組合成份不一；較脆弱

的部份，長期被風化、雨水侵蝕等因素影響，導致岩面凹凸現象。 



昔日，獅頭山上，有一登山步道，可行至南坡的郭氏古宅（市定古蹟－－內湖

紅樓），或往「下番仔陂」地區。欲登上仙跡岩，可假碧湖公園南側出入口右

前方三十公尺處，直接從登山口步上，行程約七、八分鐘，即可到達。稜線北

緣即是「斷崖」地形，登高應格外小心！居高遠眺碧湖、大金面山脈，山巒疊

翠美景，盡收眼前。 

碧山路老地層景觀 

位於碧山路 9~11 號對面山壁；本路段地層景觀，係二千萬年前臺北老地層中，

地質（地理）特徵變化較多而較容易親近觀賞之處。此路段可發現到波紋岩、

濱海相砂岩、造山褶曲現象、交錯形岩層、鋸齒狀岩層節理景觀、小斷層、砂

頁岩交替層等，是臺北市最佳的欣賞老地層景觀據點之一，也是提供地理鄉土

教學的好場所。 

明舉山風化紋岩壁 

位於內溝康樂街「內溝溪生態展示館」後方，約二百公尺之左側，即康樂街 236-

12 號對面岩壁；此岩壁高度有數丈，風化紋形成的正確年代，則是無從考證。

只是明白此地層的形成，約在二千萬年前，中國華南古陸塊上的河流，沖刷下

來的大量泥砂所堆積，再經過四百萬年前的「造山運動」，由海底下推擠、隆

升出海面。 

由於，該岩壁歷經數百萬年的暴露在大氣層中，長時期受到侵蝕與風化作用，

硬質岩不易被侵蝕，相對地軟質岩較容易風化崩落；構造不同成份的岩面，遂

呈現凹凸變化多樣的風化紋路造型，猶如一位藝術雕塑家的獨特作品。 

龍船岩（舊名石船） 

位於五指山系開眼山支脈稜線上，由石崁黃氏古宅左側登山小徑步上，腳程約

八分鐘，即可到達。遠眺酷似一艘「石船」，長度近十公尺，石英砂岩地質；

曾為內湖舊八景之一。傳統詩人林正三，特撰文〈峰脊石舟〉歌頌：「巨靈底

處遠推來，絕似仙磋落九垓；歷盡補天功未老，名山駐足望蓬萊。」昔日，流

傳一妖魔被雷公殛斃於巨岩下的故事；於日據末期，曾經作為石崁黃家躲空襲

警報的藏身之處。巨岩西側為斷崖，登頂務必格外當心，以策安全。 

鶯歌精石 

傳說中的鶯歌精之頸部和翅膀，位於大金面山支脈稜線步道上；其鳥頭被法師

做法，持寶劍斷落在山腳下（內湖路三段 348 巷 7 號旁之巨石）。昔日，曾流

傳閩南語曰：「鶯哥是鶯哥，討食新陂尾（金瑞里舊地名），放屎桂竹窠（麗

山高中附近老地名）」鄉土諺語；亦是內湖舊八景之一。 

圖片欣賞： 



 

 

 

石崁黃氏三合院古宅，具有近

百年的建築歷史。 

內湖舊八大

景之一，傳

說中鶯歌精

石落地的頭

部。 

北勢湖清代打石場火燒山之

後，裸露出的石條堆遺蹟。 

   

北勢湖清代打石場採石

現場遺蹟 

地方文史工作者陳金讚

於北勢湖舊打石場遺

蹟，作為鄉土教育解說

導覽。 

國家第三級古蹟的林秀

俊墓園 



   

大崙頭山上郭氏三合院

古宅 

日治時期的內湖統制倉

庫 

市定古蹟之一的內湖

「紅樓」──郭氏古樓 

   

日治時期的「內湖橋記

念碑」 

日治時期，位於公館山

的「戰備坑道」口景觀 

市定古蹟之一的內湖

庄役場會議室（今名為

內湖區民活動中心） 



   

大湖十四份陂圳百年舊

水匣門 

大湖舊運煤炭輕便鐵路

遺蹟 

西湖「萬壽仙」樟百年

老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