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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一座城市的母親之河

                    ——葫蘆墩圳，豐原的母親河

流經豐原市區的葫蘆墩圳，隨著都市化發展，被水泥覆蓋數十年，年輕的豐原人

已經不知道，車水馬龍下原來是潺潺水流。發行《思念的葫蘆墩圳》，以淺顯易

懂故事與圖畫，讓豐原的稻田、河圳、洗衣坑等情境，不只是存在年長一輩的記

憶或文獻裡，而是期望讓大豐原的孩子們能透過繪本來認識自己的家鄉。

葫蘆墩圳，豐原人都叫「大溝」（放屎溝），這本繪本就以大溝之名，串連起豐

原人對於這條水圳的記憶。透過主角「阿龍」的回憶，順著大溝水逆流而上，從

老雪花齋、洗衣坑、水上土地公、口琴橋，到花樑鋼橋，述說著與大溝過往美好

的點點滴滴。大溝與豐原人生活息息相關，也孕育著豐原獨有的特色與模樣。「水

岸花都」葫蘆墩圳掀蓋景觀工程第一期即將完成，大溝在覆蓋幾十年後也將重見

陽光。期望未來第二、三期掀蓋都持續推動，記憶與展現新一代的河岸活力，達

到城市文化的永續。

感謝眾多夥伴的支持與協助讓繪本得以發行，葫蘆墩圳的掀蓋絕非少數人的成就，

而是所有豐原人的努力、期盼與榮耀，大溝永遠是豐原的母親河。

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理事長

臺中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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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停好車，到老雪花齋買綠豆椪和糕仔。

          豐原的夏天，讓阿龍熱得汗流浹背。

      「好想跳到水裡泡涼啊！」★1

  阿龍想起了小時候跳進大溝玩水的情景。

那時候的大溝，岸邊有尤加利、茄苳、柳樹排排站，

一旁還有大人喝茶聊天的土地公廟，老雪花齋就在旁邊。

      阿龍站在老雪花齋旁，看著土地公廟，

          旁邊沒有水流，只有車子跑來跑去。

               「大溝被藏起來，也好幾十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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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好久以前，一樣是在夏天，

        阿龍家隔壁的阿花姐姐結婚了。

    迎親的隊伍沿著大溝走，

  岸邊的鳳凰花飄啊飄，垂柳枝搖呀搖，

阿花姐姐眼淚流啊流，

  當時年紀小的阿龍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因為他以為阿花姐姐是他以後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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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的阿龍，喜歡到同學阿良家。

        阿良家後門一打開就是大溝——他們倆最喜歡在這裡釣魚。

      他們不只釣到了吳郭魚，還有青蛙，以及阿公的

    水褲、阿嬤的地瓜葉、阿花姐姐的洋傘⋯⋯。

  有一次，釣到了一條小鯽魚，白鷺鷥空中劫機，

 留下一根羽毛在釣竿上。阿良阿龍釣到一根羽毛，

笑到跌入大溝，阿良阿公趕緊又把他們釣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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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媽媽總是到洗衣坑洗衣服，那也是大溝的水。✿1

在太陽還沒到之前，阿龍媽媽和阿良媽媽、賣冰的伯母、

賣肉圓的阿婆，每個人都已佔好石板，把衣服放在上面

用手猛力搓洗。阿良媽媽拿著木棒使勁的打著阿良的褲

子，一邊說：「考試考鴨蛋，褲子烏漆麻黑一百分啦！」

聽得大家都笑成一團，阿龍媽媽手一滑讓水漂走阿龍的

白上衣，還好阿良媽媽用木棒一撈，救了阿龍的白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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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土地公是被一位工程師救起來的，很靈喔！」阿公說。

阿公騎著腳踏車載阿龍要去巡田水，在水上土地公廟停了下來。✿2

「全台灣只有這間土地公廟是蓋在大水上的，是大溝的警衛呢，很厲害吧！」

阿公看到阿良阿公在廟埕喝茶，也一起喝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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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跑到後面的大榕樹下，心想：「這樹真像替土地公撐傘的！」

他摸著樹鬚：「這樹好老喔！鬍子這麼長⋯⋯」

摸著摸著，阿龍靠在樹下睡著了。

風靜靜的吹，樹葉沙沙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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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窸窣窣，大溝水流嘩啦啦⋯⋯

往豐原街仔外的大溝走去，一畦一畦田地裡，飽食陽光與清澈大溝水的稻

子，發出了黃金般的光澤。

阿龍阿公說：「咱們的大溝水很厲害，種出來的米，連日本天皇都愛吃喔！」

「阿公，所以咱們種是黃金米，對不對！」✿3

阿公摸著阿龍的頭，呵呵呵地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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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要參加演講比賽，他好緊張，抓著阿良去口琴橋練習。✿4

阿良不想聽演講，自顧自地打水漂。

阿龍沒有觀眾，他只好跟站在口琴橋上，跟大溝比大小聲。很

奇怪的，只要他一大聲練習，水聲就愈大，阿龍又更大聲。阿

龍戰鬥力十足，一心想著要打敗轟隆隆的水聲。

在第十一次練習時，阿良拿來一支野薑花送給阿龍。阿龍好開

心，他看見口琴橋下岸邊，有一叢正開著的野薑花！

      阿龍記得阿公說：「如果在大溝旁看見野薑花，就表示

            大溝很喜歡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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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好稻草堆，在阿公燒稻草煙霧迷濛時，阿龍消失了。

他沿著口琴橋旁小徑，循著嘩嘩嘩水聲，彎彎曲曲十分鐘後，阿龍來到大溝進水口。

在花樑鋼橋下，大甲溪河道旁都被甜根子草占領了，白茫茫一片，

藍色火車經過，就像是漂在浪花上面。

「原來大溝是從這麼美的地方來的！」阿龍摘了一把甜根子花，獻給了他喜歡的大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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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到，阿龍阿良開心放鞭炮，他們總會兵分兩國各據大溝

兩岸，互射沖天炮，一邊玩一邊往竹廣市、橫街尾逛街。他

們拿著阿公給的紅包，玩撈魚、打彈珠台、喝汽水⋯⋯，再

到大溝岸邊吃烤香腸繼續放鞭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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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學五年級的年初三，阿龍跟著阿公到萬選居，看著宅院前的

一口水池，阿公說：「住在這裡的人有位很了不起的祖先，他叫

張達京，就是他開鑿了大溝，我們才能種出黃金稻米的喔！我們

要好好謝謝他！」

「張達京！我以後也要跟你一樣厲害！」阿龍把一塊錢丟到水

池，許了願。一隻虎斑貓喵的一聲從水池邊優雅的走了出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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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耕時節，田水加上圳水，

    一整片閃亮亮的水光，藍天白雲綠樹都被收了進去。

  阿龍最喜歡這個時候了，

晴天，他就會想像自己是一隻鳥，飛在水田的藍天白雲裡。

雨天，他就是一隻潛水的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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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龍從美好的水田時光游了回來。

他站在大溝加蓋的停車場，火車叩隆叩隆，

卻聽不見咕嚕咕嚕的水聲。他好想念阿公，

好想跟阿良在大溝再玩一次水！

他記起了要跟張達京一樣厲害的願望，如果

可以，阿龍想要大溝再美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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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大溝掀蓋了。

思念的葫蘆墩圳，在太陽底下波光閃閃。

阿龍想著，以後要帶著孫子在大溝一邊散步，

一邊說著從前從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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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叮嚀

★1  

溪邊戲水跟抓魚都是早期的兒時記憶，現在戲水一定要

到有安全措施的水域。

★2 

響應環保，減少空氣汙染，慶祝節慶不一定要施放煙火

鞭炮。

小學問

✿1 

【洗衣坑】目前豐原還保留的洗衣坑，位置請參考本書

「葫蘆墩圳水岸漫步地圖」。

✿2 

【水上土地公】據稱，在日治時期整修葫蘆墩圳西汴幹

線時，一位工程師撿到一尊隨水漂流的土地公神像，將

祂供奉在圳寮庄的出入口，之後工程進行十分順利，水

利當局因而蓋了廟宇安奉神像。因為水上土地公相當靈

驗，而逐漸成為當地居民的共同信仰。

✿3  

【葫蘆墩米】豐原舊稱「葫蘆墩」，「水清、米白、餅香、

柴乾、女人美」為豐原的特色。葫蘆墩土地肥沃，引入

大甲溪活水灌溉廣大農田，葫蘆墩成為臺灣第一米倉。

日治時期天皇吃的御用米，都是由葫蘆墩知事親自下田

插秧與護送進貢，又有「獻穀米」美稱。

✿4  

【口琴橋】萬定汴上的水梘橋，位於豐原區角潭路二段，

因為外型類似口琴，俗稱為「口琴橋」。這裡是葫蘆墩

圳從石岡水壩取水，流經南幹線渠後分流的地方，一條

匯入葫蘆墩圳幹線，另一條則流往下溪洲圳， 

✿5  

【甜根子草】禾本科植物，秋冬時節開花，花色純白，

通常長在河床或溪畔砂石地上，有防風定砂作用。

【花樑鋼橋】俗稱大甲溪鐵橋，一九○八年完工，是縱

貫鐵路重要的聯絡橋樑，一九八八年舊山線停駛後，規

劃成為后豐鐵馬道至今。

✿6 

【張達京】一七一一年隻身渡海來臺，後來到大甲溪北

岸與岸裡舊社人（現在的后里區）交易，曾任岸裡社第

一任「理番通事」，邀漢人共同出資開鑿葫蘆墩圳，引

大甲溪水源，讓荒埔地成良田。目前豐圳公園內的張達

京與潘敦仔雕像，記錄漢人與平埔先祖「割地換水」，

共同開發土地的歷史。

【萬選居】為張達京後代所建，建築融合閩南地區漳州、

泉州風格，不僅見證地方奮鬥發展，也傳承客家文化，

被定為臺中市定古蹟，部分子孫現在還居住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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