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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日常生活之用水，自古以來，或鑿井取用，或導泉水飲用，而

溪水由於參雜混濁，不宜飲用，多為灌溉、清潔利用。18 世紀工業革命

以後，大型都市為了解決人口密集後大量用水及疾病衛生問題，具現代

化特質的上水道系統遂應運而生。

由於臺灣潮濕陰瘴的天候環境，引發日本軍民因水土不服而嚴重感

染，衛生狀況不佳也直接造成了疾病迅速傳播，病死者無數。為了改善

民生用水不便、枯水期水量不足，以及因缺水衍生的傳染疾病問題，台

灣總督府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接受了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的

推薦，聘請英國衛生工程技師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擔任水道工程顧問，進行臺灣衛生設施的調查、設計，並提出改善建言，

也因此奠定了臺灣新式水道建設的基礎。

明治 32 年（1899），淡水水道工程首先完工，其後基隆、臺北、

北投、彰化水道、高雄、嘉義、臺中、臺南等地區水道設施相繼鋪設，

台灣全島主要市鎮的水道也因此漸次普及。至昭和 12 年（1937）時，

總計全台共有88處水道設施完成。尤其，隨著日本經濟狀況逐漸穩定，

至昭和時期，原明治、大正時期所興築的水道設施，因地區人口激增、

都市發展快速擴張，各地水道大多同步進行擴張建設。( 註 1)

新竹地區的上水道系統，自大正 3 年（1914）開始籌畫自來水供水

事宜以來，曾於昭和 15 年（1940）辦理第一期擴建，並增設 24 坪唧筒

張崑振

一、前言：新竹水道發展簡史

註 1: 本文有關新竹水道沿革、工事及營建內容，皆參考 1939《新竹市水道槪要》、1941《臺
灣水道誌》、1929《新竹の水道》及1927-1942《臺灣總督府內務局主管土木事業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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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沉澱井、濾過池、濾過調整池、配水池、送水鐵管及配水幹線，計

畫供水人口也提高至 50,000 人。台灣光復以後，由於用水戶突增，水

源供給明顯不足，加上經常面臨久旱未雨天候，原有水源面臨斷水威脅，

取水、淨水設施展開了多次的增、改建工程，送配管路也同步實施改善。

( 註 2)

1948 年先於第一抽水站（水源地現址原水取入口）東北方約一公

里處，另鑿集水井一口作為第二水源，並利用抽水機將水抽送入水井後，

藉重力流入第一抽水站，以補充不足。1952 年，接管中油所屬距第一

水源東方約 700M 處之十口集水井作為第三水源，1957 年應清大原子

爐研究實驗需要，改善送水管線至光明配水池等。

隨著各項設施的改善，計畫供水人口也逐步提昇，由 1961 年的

108000人，至1973年的158000人，再到1996年的360000人。尤其，

為解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出現後的大量用水需要，自來水公司於 1981

年起逐步辦理七期擴建，並提出「第一淨水場改善」及「新建寶山淨水

場」二大工程計畫，其中第一淨水場的擴建便包括了關鍵的第四抽水站

新建工程。依據各項資料顯示，新竹水道所屬的第一抽水站有可能便是

由抽水量更大的第四抽水站所取代，隨著 1981 年水廠設備更新擴建陸

續完成，水源地現址第一抽水站（古蹟）也因此荒廢迄今。

而在管理組織方面，光復初期新竹市自來水隸屬「新竹縣政府公用

事業管理所」管轄，民國 61 年（1972），行政院決定將自來水業務整

併成全省性的公營事業，以公司法人型態經營運作，以達整體規畫分配

水源、降低建設成本、靈活運用資金等目的。民國 63 年（1974）正式

成立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全臺 12 縣市政府及 188 個鄉鎮公所的自來水

業務、水廠設施等逐期併入，至 1976 年 3 月全部整併完成。目前，自

來水公司在總管理處下設十二區管理處，新竹地區則由第三區管理處管

理。
註 2: 光復後新竹自來水工事內容，皆由自來水處李乾華廠長提供，在此特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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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新竹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新竹市市定古蹟新竹水道：取水口

及水源地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部分內容改寫而成 ( 註 3)，主要針

對新竹水道日據時期三次關鍵性的計畫：籌備、初建、增築等過程進行

討論，並就水道設施概要予以說明，最後再就新竹水道特殊的歷史價值

進行綜整，作為本文的結論，期能藉由水道歷史的耙梳，以及建築遺產

的特殊工程價值論述，完整說明新竹水道獨特的價值，以下即依次分別

說明。

自清代時期起，新竹地區的飲用水皆仰賴街內 80 餘座公共水井供

給。新竹廳所轄土地因乾燥、土質特殊緣故，原來開鑿的地下井水，水

質不佳，非常不適合作為飲用水使用。日據初期，官方調查試驗市內所

有水井（總計公共水井 46 戶、私設水井 40 戶）的水質，合乎飲用標準

者，僅 13 井戶而已，困窘之境由此可見。

然而，通過檢測的 13 座水井，每遇春、夏兩期暴雨往往造成水質

的混濁，所得井水「不堪汲用」，而秋、冬之際，多數水源因枯竭、水

量減少現象產生，此對居民衛生保健及防火需要而言，供水可說相當不

足與不便。因此，自明治以後，日本政府便積極籌設新式水道以為因應。

日據初期，總督府先透過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邀請擔任內務省

兼任技師的巴爾頓，來台協助臺灣衛生工事的調查。其後，總督府依據

巴爾頓台灣本島衛生工事建設緩急順序的建議，依序就台北、基隆、台

南、安平、澎湖島、淡水、嘉義、彰化、雲林、恆春、新竹、鳳山等地

逐步實施建設計劃。至 1917 年間，全台各地重要市街水道工事逐漸完

成，也因此奠定了臺灣新式衛生建設的基礎。( 註 4)

註 3: 研究計畫助理楊甯堯、盧巧榕兩人對於本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協助，特此致謝。

註 4: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14-15。

二、大正年間水道建設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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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巴爾頓對台水道建設先後的排序建議，新竹市水道籌設位居台

灣幾個重要城市之末，大正 4 年（1915），台灣總督府首先於「公共衛

生費」預算科目中，編列新竹水道調查費，新竹水道工事建設也終於確

定調查、設計工作得以進行。

大正 5 年（1916），總督府土木局曾派員調查新竹水源，先選定竹

北一堡赤土崎庄溪谷（即現有水源地附近）進行計畫水源的試掘工作，

共計支出工費 1965 圓，首先從頭前溪量水標附近引水，經實測結果，

因缺乏足夠供水壓力，且三項建設工程費共需 250 餘萬圓之多，而致未

能實施。復因花蓮港水道實施更顯急迫，因此決定由花蓮港水道先行實

施建設。

大正 6 年（1917）3 月，進一步鑿掘儲存池，可惜湧出水量稀少，

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於是暫時終止計畫，水道設置也因此暫時擱置。(註5)

大正 7 年（1918），新竹水道建設計畫再起，擬定以四年計畫分期

實施，復因經費達 176 萬圓之多，預算又遭府議否決而暫停。而後又因

世界財界金融變動影響而無法實施建設事業。大正12年 9月（1923），

適日本關東大震災，日本財政困難，外在環境可說極為艱困。

大正 7 年（1918）年 3 月間，由新竹廳菅尾土木主任陪同總督府

土木局土木課長高橋辰次郎技師踏查了頭前溪、上坪溪上游等四、五處

地點，其計畫後來再由水道課濱野彌四郎課長進行實地勘查，並納入三

年期工作預算 ( 註 6)。

同年 5 月，敷設水道計畫再次執行，同時編列工程預算，預定大正

8 年（1919）起進行三年度的施工，當時的水道原水取入口計畫設於頭

註 5: 引自 1918 年 4 月 24 日〈新竹簡易水道近く具體的成案を見ん〉《台灣日日新報》，第
2 版。

註 6: 引自 1918 年 3 月 9 日〈新竹水道〉《台灣日日新報》，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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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溪下游隆恩圳附近，由總督府土木局井津技手負責測量工事 ( 註 7)。只

是，好事多磨，水道建設籌備過程中碰巧又遇到了歐州動亂，又遇上日

本關東大地震發生，導致所有計畫不得不暫時全面停止。

大正 14 年（1925）年，議會正式通過此計畫，總工程費為 106 萬

5000 圓，並以國庫 1/2、州費 1/4、地方 1/4 比例分擔，於 7 月 4 日正

式開始實施，前後耗費四年的歲月，最終於昭和 4 年（1929）3 月時通

水啟用。

本計畫自大正 3 年（1914）由總督府土木局擬定計畫之後，經過了

十多年的挫折迂迴，終於在大正14年（1925）度時以追加預算的名義，

順利通過國庫補助金 50 餘萬圓，至此，新竹街民終於盼到了計畫實行

的契機。

關於上水道系統的設計，1910 年出版的《水道及下水道》曾提到

幾個關鍵的設計因子，包括都市需求水量、水源水質、導水裝置、清靜

裝置，以及配水裝置等。1932 年的《上水道の計畫及設計》也對上水

道的「計畫及設計順序」提出當年的設計思考，包括計畫資料的蒐集、

給水量的決定、水源的選定及水質檢查、給水、貯水、導水、沈澱、濾過、

淨水、殺菌、淨水貯留、配水（給水）方法及工事設計，最後便是決定

竣工期、開始給水日期，以及工費經算與財政計畫等。

其中，水道計畫中最重要的項目便是水源的選定。水源主要可分成

「地表水」與「地下水」兩大類，前者為土地表面自然流動的水，如河

註 7: 引自 1918 年 5 月 17 日〈新竹水道敷設決定（十六日新竹電話）〉《台灣日日新報》，
第 2 版。

三、新竹水道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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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水、湖水或是雨水等。地下水則是地層下部流動的水，一般常見的井

水便是地下水的代表。

日據時期的臺灣上水道水源型態，主要有地表水、地下水、伏流水、

水庫四種。全台水道以取用河川水（溪流水）為主，由於臺灣溪流水量

豐富，而且取得非常方便，在原水取入口設置引水路線即可取得原水。

儘管如此，由於地表水長期暴露於大氣中，易受天候影響發生變化，特

別在大風、暴雨後經常產生混濁，且夾帶大量淤泥、砂礫、有機物質，

其水溫亦會受到日照強度而產生變化，因此水質較不穩定。

此類導引上游溪水作為水源案例，如新竹地區的大湖簡易水道

（1925 竣工），水源為後龍溪的支流大湖溪為取水所在，由於該地山

岳連亙，水量四季豐富，遂以社寮角上坪圳為取水的起點，築造堰堤及

取水便道，將水導入淨水場經處理後供水。另一個同樣的例子是銅鑼水

道（1936 竣工），水源地位於銅鑼庄役場西南方約 600M 左右，引打

那叭溪溪水，透過圳路將水導入淨水場處理後供水。

而品質相對較佳的則是以天然湧泉為主的水源。湧泉由於在地層內

流動，水中雜質受到地層過濾影響而大幅減少，水溫也較為穩定，但常

見水量豐沛案例較少，水源供應因此較不充足，通常以湧泉為主。例如

通宵簡易水道（1933 竣工），其水源採自聚落東南方北勢一帶的天然

湧泉；再如三叉簡易水道（1916 竣工）亦是，其取水點位於三叉市街

東南方約 250M 之處，透過集水槽收集從草原地上湧出的泉水，經過簡

單的沉澱作用後便可直接送水使用。

還有一種較為稀少的水源，便是新竹水道採取的地下浮流水。此類

水源之水，係由河床上地表水滲透而來，水中懸浮固態物質、有機物均

會於滲透過程中被過濾排除，而且，由於不易受到日照蒸散與地表水流

量變化影響，不論是水質或水量，均有穩定的表現，為十分優異的原水



2014‧57期14 2014‧57期

來源。此種水源較天然湧泉水質更為優良，由於河底為砂礫層的關係，

即使河底乾涸，地下依舊還有乾淨且豐沛的伏流水。例如雲林的斗南水

道（1925），其水源係取自古坑鄉麻頭角仔附近，再利用高地伏流水直

接藉由重力流下，經集水井後導水、供水。

新竹水道水源取入口位於隆恩圳一帶，此處恰好是頭前溪支流油羅

溪（今東勢大排）南岸，舊稱赤土崎，因其土為紅棕色緣故而有此稱。

此地海拔約 40-80M 間，北端臨接頭前溪，附近沿丘陵地勢分布了不少

村落，包括赤土仔、草厝仔（今仙宮、光明、綠水等里）廣合頭、二五

甲（今綠水里）、十八尖山腳（今東山、仙宮二里）等村落。( 註 8)

由於原水取入口所在地下伏流水源相當充沛，使得新竹水道擁有極

為良好且穩定之原水來源，成為日據時期全臺唯一一座使用「伏流水」

作為水源的大規模「市街水道」，與其他如斗六、小港、虎尾、鳳山、

南投、桃園、苗栗、北斗、東港等規模較小的「街庄級水道」伏流水系

統案例相較，為極具代表性的大型伏流水水道案例。

註 8: 引自洪敏麟《臺灣地名之沿革》第 2 冊，頁 128-129。

▲ 1914 年計畫階段的原水取入口設計圖。出處：《新竹街水道新設資金借入許可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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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同於上游溪水「重力式」的取水方式，新竹水道採取了機

械「動力式」的抽送水裝置。一般而言，取水後原水的輸送，多利用高

程位差所產生的重力水壓，進行原水的輸送與分配，因此多數水源地均

會選擇供水區域附近的高地設置。

所謂重力式，係指原水取入口位置比水源地（淨水場）高，直接透

過重力將原水自引水口導入淨水場。而動力式又稱低水源加壓式，為原

水取入口比淨水場低位時，採用唧筒（抽水馬達）將原水抽送至高位的

淨水場，經沉澱、過濾後，再將清水以鐵管配送至位於低處的街市內。

新竹水道採用的水道設計，屬前述「動力式」原水抽送方式。以高

層位差的特性為例，隆恩圳旁的原水取入口唧筒井水位高（水面高 88

尺），為了將原水順利送至比取入口高過百餘尺的十八尖山山腰淨水場

分水井（232.7 尺），係利用「唧筒室」的機械抽水機（原水泵）將水

抽送至淨水場，其後再依次利用重力作用，讓水自然流送至 226 尺的沉

澱池、214 尺的沉澱井、203.5 尺的濾過井及濾過井，將水儲存於標高

190 尺的淨水池，最後利用高程位差產生的水壓，直接將清水配至標高

64 尺的市街，供大眾使用。( 註 9)

註 9: 引自新竹街役場 1929《新竹の水道》。

▲新竹水道設計。出處：《新竹の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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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竹水道計畫給水人口，調查當時預定供水人口為三萬人，

每人一日 3 ft3（立方尺），最大用水量定為 2 倍，以平均用水量 4.5 

ft3，最大供水量設定為 18 萬 ft3（約 5094 m3）。( 註 10)

後由新竹州知事永山止米郎，新竹街長桑原佐一郎等人極力申請，

並由地方人士新原龍太郎、鈴木壽作、小畑勇吉、鄭肇基、黃戒三向總

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內務局長相賀照鄉、財務局長阿部滂陳情新竹水

道建設的必要性。( 註 11)

大正 14年（1925）總督府追加預算，決定由國庫補助50餘萬圓，

並經日本帝國議會通過，預算工費 106 萬 5 千圓，以 4 年期完成所有

工程，其財務預算總工費額為 1063914 圓，其中國庫補助 532500 圓

（佔 1/2），州費補助 266250 圓（佔 1/4），市費負擔 265164 圓（佔

1/4）。主要工事預算內容包括：水源工事費（集水井、唧筒井、唧筒室

基礎、唧筒費、分水井、沈澱池、沈澱井、濾過池、濾過井、淨水池、

砂洗場及砂置場）、鐵管敷設費（鐵管、敷設、試驗、鍛冶材料）、線

路費、用地費、建物費、器具機械費、運搬費、雜工費、測量監督及雜費、

事務費、量水器取付費等。( 註 12)

至於工事設計及監督由總督府土木局負責，由於設計時間頗長，共

經歷了高橋親吉、田賀奈良吉、能澤外茂吉、中村秀太郎幾位技師，並

由伊澤貞吉技師擔任工事指導與監督，其他參與工事的重要工程人士還

有州土木課長久布白兼治、土木課員桑木權衛、街長藏田壽吉、助役桑

原佐一郎、庶務荒井信太郎、渡邊謙吉、宮崎外男等人。( 註 13)

註 10: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37-38。

註 11: 引自新竹街役場 1929《新竹の水道》，頁 25。

註 12: 引自《臺灣水道誌》，頁。

註 13: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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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負責水道工程施工的技師，則是時任土木局技師的相原幹，

以及技手園田佐大郎、高木豐作、小林文十等人。( 註 14) 其中，相原幹

1907 年札幌農科大學土木工學科畢

業，曾擔任北海道廳第六部土木課勤

務、技手、東京市役所工務課、河港

課技手 ( 註 15)。1917 年 7 月渡臺，出

任臺灣總督府技手，並於民政部土木

局擔任勤務，並出任桃園大圳工事主

任。( 註 16)1925 年 4 月，就在新竹水

道工事開始之時，赴新竹水道工地負

責工程的執行工作 ( 註 17)。相原技師為

水道工程權威，在工程界享有名望，

《新竹大觀》人物介紹曾提到相原幹

高度技術造詣與熱情 ( 註 18)。

新竹水道工程於 1929 年正式開始施工，最先執行的是民有土地的

購買，並於該年 9 月間完成，包括取入口、線路、水源地、市街宅地等

共計 11436 坪。( 註 19) 同時進行的是集水井掘鑿試驗，工事由新竹街廠

註 14: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60-61。

註15:引自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6年（1917）7月 1日， 冊號：2757，文號：70。《新
竹大觀》記載為東京府豐多摩郡代代幡町代代木，大正元年（1912）北海道帝國大學
工學槪門部畢業，引自《新竹大觀》，頁 51。

註 16: 引自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13 年（1924）12 月 1 日。冊號：10326，文號：1。

註 17: 引自《新竹大觀》，頁 51。

註 18: 引自《新竹大觀》，頁 51。

註 19: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57。

四、大正時期水道工程的興建

▲相原幹技師。出處：《新竹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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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田中為吉包辦。另於 9 月 26 日執行新竹街東勢水道原取入口位置的

挖填、道路、下水溝、道路等工程招標。其後陸續實行水道區內事務所、

宿舍等建築工事招標事務，同一時間由新竹街役場籌辦水道敷設使用的

鐵管、杉料、鐵器類諸物等工務 ( 註 20)。

1925 年 6 月，經過十餘年的期盼與寄望，新竹水道終於決定擇吉

興工，配合 17 日始政記念日舉行起工式暨始政記念，並籌辦大規模慶

祝活動 ( 註 21)。

翌年 9 月，進行水道引入口至分水井間鐵管的敷設，先行舖設輕鐵

作為搬運材料之用，並先後完成自東勢水道引入口至十八尖山一段主幹

線的敷設。有趣的是，施工期間由於恰遇農作收穫季節，因此先等待稻

米收成後，才繼續進行十八尖山至新公園入口一段的工事，其後再由公

園入口向新竹街內分兩條幹線舖設，鐵管配送則由山下的商店負責其事

務。

另外，街役場也同時展開二處沈澱池、三處濾過池的工程招標工

作，總工程費為 68300 圓，由臺北廠商武安兵衛取得資格。至於唧筒室

新築工程的招標，工程費為 8670 圓，由臺北市鹿島組取得 ( 註 22)。至

昭和 2 年（1927）8 月間，工程已經進行到第一公學校旁 ( 註 23)。

儘管工程逐步施作，但新竹水道畢竟是根據大正 3 年（1914）時的

計畫所實行的設計，大正 7 年（1918）以後，附近伏流水道已產生嚴重

變化，因此不得不變更原來的設計。另外，因新竹市勢發展不斷轉變，

註 20: 引自 1925 年 9 月 28 日〈新竹水道續聞〉《台灣日日新報》，第 n04 版。

註 21: 引自 1925 年 6 月 5 日〈新竹水道　始政記念日に　起工式〉《台灣日日新報》，第
n01 版。

註22:引自1926年7月26日〈新竹水道工事近況　三人札皆歸槪地入落札〉《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註 23: 引自 1927 年 8 月 23 日〈新竹水道工程〉《台灣日日新報》，第 n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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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設計也因此隨之不斷地修改，總計前後共進行了五次年度計畫的變

更，概述如下：

（1）1926 年 7 月第一次變更設計：因應伏流水位置產生變化，因

此將取水位置更改至原計畫地點下游 36.36M。同時，集水井、唧筒室

位置及鐵管距離等附屬工程，也同步進行了小部分的變更。

（2）1926 年 9 月第二

次變更設計：第一次設計變

更後，造成了集水井、唧筒

井、分水井之間的聯絡管，

以及導水管之長度短縮，加

上沉澱池、沉澱井工程也因

施工後出現一些狀況，同步

進行了第二次的變更。

 

（3）1927 年 7 月第三次變更設計：在挖鑿沉澱池、沉澱井及濾過

池、濾過井時，發現基地地盤軟弱，承載力堪慮，因此重新裝設了耐震

補強裝置。此外，參考新竹逐年發展的趨勢，增大了送水管管徑，並延

伸配水管分布範圍。

（4）1929 年 6 月第四次變更設計：水道唧筒設施原係使用電力作

為動力來源，然而，由於新竹電燈公司經常發生送電故障情形，對於水

道各項設施的運作有安全疑慮，因此另外增設較為經濟，且可充作預備

動力的重油機關為動力來源。另外，濾過池及淨水池等，同時進行了部

分的設計變更。

（5）1929 年 10 月第五次設計變更：原預定於唧筒室裝設自計水

▲支線鐵管埋設（醫院附近）出處：《新竹の水道》。



2014‧57期20 2014‧57期

位機，並於沉澱池增設觀測水位設計，重新變更為於唧筒室內裝設遠隔

水位機。同時因應完工後的淨水場各池井已因長年風雨陷落、崩壞所生

必要的修補，另外也進行了取入口、竹東兩地之間鐵管線路的工程維修

與變更。

有關新竹水道施工的實際內容，1929 年在新竹水道落成式中，實

際負責現場工程執行的相原幹技師同時進行了水道工事內容的報告，由

於內容鉅細靡遺，特別摘錄如下，以供參考：

「新竹水道新設工事是從大正 14 年（1925）6 月 17 日開工的四年

連續工程。預算的總額是1065000圓。本工程完工後於昭和4年（1929）

3 月 1 日時接受檢查，並且全部的工程及設施都被認可為已施行後，同

日便收到了通水許可。總預算的 1065000 圓中，10 萬圓為事務費，工

程費為 965000 圓。本工程大致上分為第一市內諸建築物工事、第二取

入口諸建築物工事、第三水源地諸建築物工事、第四送水線及配水線諸

工事，四個工程。

第一市內諸建築物工程包含了鐵管試驗室、倉庫、鍛冶工廠、職員

宿舍、事務所以及附屬建築物等，並於大正 14 年（1925）至昭和 2 年

（1927）中施行此工程。工費合計 70233 圓 12 錢。

第二取入口諸建築工事包含有集水井六個、唧筒井一個、唧筒室、

唧筒及動力機關裝設、護岸及築堤排水路、道路附改及整地諸工事。這

些工程於大正 14 年（1925）度開始至昭和 2 年（1927）度間施行，但

動力機關裝設及其他部分工程則於昭和 3 年（1928）才施行。此工程之

工費合計 176224 圓 92 錢。

第三水源地諸建築物工事包含了分水井、沉澱池、池澱井、濾過池、

濾過井、淨水池、計量器室及計量器、水源地整理其他等等工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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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是從大正 15 年（1926）開始至昭和 3 年（1928）間施行的，工費

合計 233112 圓 27 錢。

第四送水線及配水線諸工事包含了鐵管線路築設水壓試驗、鐵管

其他諸材購入、鐵管鋪設等工程，總工程費及購買費為 352512 圓 79

錢。導水幹線距離取入口到水源地的距離有 838 間（約 1517M），

而從水源地開始貫穿公園後至與縱貫道路之交叉處又有 934 間（約

16911M），所以共有 1772 間（約 3207M）的距離。此幹線全部使用

14 吋鑄鐵管。

市街區使用的配水線是以與公園前之縱貫道路的交叉點為起點，

經過南門外、南門、西門後，通過北門、東門外，直接回到公園前，剛

剛好環繞一整個市中心，所以被稱為「配水本線」。此本線使用 12 吋

的鑄鐵管，總長度為 1662 間（約 3008M）。而因應分岐線必須蔓延整

個給水區的必要，我們使用了 8 吋、6 吋，及 4 吋的鑄鐵管，其總長有

11652 間（約 21090M），等於送水及配水線的全部長度共有 15086 間

（約 27305M）。此工程加上用地費、測量及調查費以及其他小工程，

總工費需求為 132916 圓 90 錢。

現今雖然附屬工程中的水源地諸階梯以及整地等仍然在進行中，但

因為這些並不直接與給水工事相關，因此上述的各工程都結束之後，我

們便正式地宣佈了新竹水道新設工事的完工。」( 註 24)

由於五次的變更設計耗費了相當的時日，使得一些相關的小工程也

受到一定的延遲影響，例如欄杆、地面整平、各池井樓梯、宿舍等附屬

工程，全都無法在預定期限內完成，因此不得不延長竣工日期。最後，

終於在昭和 5 年（1930）2 月 20 日時全數完工，經 3 月 22 日檢測，於

4 月 24 日正式取得使用許可。

註 24: 引自 1929 年 3 月 16 日〈工事報槪　擔任技師—相原幹〉《台灣日日新報》，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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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新竹水道各工事完竣時間一覽表 ( 註 25)

昭和 4 年（1929）3 月 15 日，新竹街水道正式落成，《臺灣日日

新報》以半版篇幅報導了新竹水道落成典禮的消息，一篇題為〈四年時

日與百餘萬元的工程費用－新竹水道工事完成，盛大舉行通水典禮〉：

「兩百八十名全島知名的仕紳齊聚一堂，民眾們也充滿歡喜」(註26)：「新

竹水道通水典禮在十五日正午時於水源地舉行。本日從早以來便是穩定

的好天氣，市內也飄揚著國旗，不斷地施放煙火，充滿了慶祝的氛圍。

停車場前的御成大拱橋的各式噴水處，聚集了許多人潮。從早上十點開

始，來賓們便三三兩兩地乘坐汽車到達會場，也視察了水源池。到了既

定的時間時，常吉專賣局長、堀內醫專校長、岩松檢察官長、太田高雄

知事、能澤地方、奧田衛生課長、岩滿臺中內務部長、林原帝糖常務、

新竹歷代街長等官員仕紳兩百八十名進入會場。經過小野助役的開會致

詞、相原技師的工事報告、桑原街長的致詞、豐田內務局長、永山知事、

鈴木商工會長、毛利街協議會員總代表、藏田前街長等人的賀詞與賀電

發表後，正式進入宴會。宴會時，常吉專賣局長對桑原街長的發言發表

謝辭後，大家在藝妓的舞蹈表演中用餐，眾人完全地進入慶祝氛圍中。

宴會最後，在堀內博士的致詞中，大家一齊為新竹街三喊萬歲，兩點時

宴會正式結束。不過，雖然宴會結束，在水源地與市街間的汽車與人力

1925.9

1926.2

1926.7

1926.2

1926.7

1926.7

1926.11

1926.11

1927.3

1926.11

1927.5

1927.5

集水井

唧筒井

唧筒室

分水井

沉澱池

沉澱井

工項 起工 峻工

1926.7

1927.7

1928.4

1928.11

1928.7

1926.3

1927.5

1927.12

1928.10

?

1928.11

1929.2

濾過池

濾過井

淨水池

砂洗場

量水機室

鐵管敷設

工項 起工 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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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抑或是徒步者絡繹不絕，頗為熱鬧。」

   落成式典禮先由小野助役致開會詞，其後由負責工程執行的相原

幹技師進行工事報告，之後再由新竹街長桑原佐一郎進行致詞：「昭和

4 年 3 月 15 日，新竹水道新設工事完工的今天，讓內務局長代理人以

及各有關當局與民間的各位遠道光臨，是何等地光榮呀。回顧此工程，

是在大正 14 年 6 月 17 日時，也就是執政 30 年記念的良辰佳時開工，

經過了四年的時間，並且使用了 53 萬多圓的國庫補助以及 26 萬多圓的

州費補助，更起債了 265000 元，總共投資了巨資百萬餘圓。在經過有

關當局的監督指導以及民間的支持支援，可以得到如此的成果，可以說

就是我們所期待的。此工程完全沒有障礙及延宕便完工，看著滾滾的清

水在街巷中滿溢、市民多年的願望終於達成，我自己也不禁欣喜欲舞。…

不過，發展的大計畫是永遠性的，往後的經營維持不可敷衍，也不可苟

安樂觀。特別是我們負擔了龐大的街債，要償還債務還必須要特別地努

力。…」( 註 27)

其他還有許多遠道的來賓：「各地遠來新竹街參加通水典禮的人們，

都從典禮會場直接乘坐汽車前往森林公園，參觀了東勢的取入口。下午

五點半開始，這些人與水道的關係者們以及街中的有力者們都被招待至

註 27: 引自 1929 年 3 月 16 日〈新竹街長桑原佐一郎致詞〉《台灣日日新報》，第 5 版。

▲唧筒室（遠端為宿舍）初建時樣貌。出處：
　《新竹的水道》

▲集水井初建時樣貌。出處：《新竹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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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迺家中慰勞，舉辦了慶祝宴會」。( 註 28) 當日除了白天的活動以外，

還有其他夜間許多慶祝活動：「新竹水道通水典禮的當晚，家家戶戶都

吊掛著燈籠，並施放煙火，御成橋的大小各個噴水處也有五彩繽紛的電

燈閃耀。這個時候，在公會堂旁邊的新竹座中正舉行著各式慶祝的餘興

節目，其中尤其是新竹座的素人演藝大會最有人氣，其盛況可謂空前」。

( 註 29)

新竹水道自從大正 14 年（1925）開工之後，經過相關人員的同

心協力，夙夜匪懈，不斷地將進度向前推進，終於在預定的昭和 4 年

（1929）2 月時順利完工。之後，3 月 1 日時獲得準使用許可，3 月 15

日時舉辦了盛大的通水典禮。

明治 38 年（1905）新竹地區開始實施「市區改正」。大正 9 年

（1920），新竹街市原隸屬「新竹廳」獨立改隸「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

並自大正末年起，新竹水道工程著手興工，原屬偏郊的赤土崎首次出現

了官方的機構與設施。

昭和 5 年（1930），新竹街再升格為市，並設置市役所，不僅是新

竹設市之始，也開啟了新竹地區轉型為工業都市的契機，隨之而來的改

變，人口的增加、產業的擴張，新竹市區改正範圍不斷擴大，加上因應

國防需要出現的產業設施，新竹市街已逐步發展至南城區外的郊區。

而供水用戶也由初期開始供水時的 1330 戶，至 1937 年達到 3960

註 28: 引自 1929 年 3 月 16 日〈遠道而來的來賓〉《台灣日日新報》，第 5 版。

註 29: 引自 1929 年 3 月 16 日〈夜晚仍有慶祝活動，熱鬧聲震天撼地〉《台灣日日新報》，
第 5 版。

註 30: 引自臺灣水道研究會 1942《新竹市上水道擴張計劃》。

( 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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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多。尤其，供水初期經常有亂用、盜用情事發生，1930 年 4 月將

放任式供水計畫改為計量制度。同樣的轉變還有許多明顯的變化，如供

水初期共有供水栓數 1126 個、供水戶 1272 戶。此後，隨著市民衛生概

念的逐步改善，以及市府的積極獎勵，供水用戶逐漸增加。至昭和 9 年

（1934），栓數已大量增加至 1500 餘個，到昭和 13 年（1938）時，

再增加至栓數 3953 個，供水戶 4634 戶，供水人口 23170 人，超過全

市人口的四成之多（1937 年全市人口為 55015 人）。

新竹市的快速發展趨勢，新興工業發展興盛、市勢鼎沸，附近鄉

鎮人口也大量往都市集中。諸多發展，確實已使得原有水道系統必須

進行全面擴建的地步。( 註 31) 昭和 13 年（1938）夏季，每日用水量達

7000m3，由供水用量呈現快速直線成長的趨勢看來，已超過供水初期

每日 5000 m3 的情況甚多，舊有設備不堪負荷，擴張工事計畫勢在必

行。

舉例而言，配合竹東郡石炭採掘、硝子製造新事業的發展，市近郊

也設置了許多重要設施，各項工業廠房陸續於赤土崎興建，包括海軍瓦

斯實驗所、臺灣總督府天然瓦斯研究所（天然ガス研究所）、臺灣化學

工業株式會社硫安工廠、錦町的頭前溪治水工事、花園町的新竹觀測所

（氣象站）等。

例如，總督府最重要國防事業的天然瓦斯研究所，創立於 1936 年

2月，其出現主要源於新竹州地區蘊含豐富的天然礦產，如苗栗、竹東、

錦水地區的石油、天然氣事業。( 註 32)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府資源局

與台灣總督府召開「資源調查委員會」，其中部分事業便希望以天然瓦

斯為基礎發展肥料工業，利用天然瓦斯分解以製造尿素，1937 年 4 月

註 31: 引自 1937〈躍進途上の新竹市〉《新竹州時報》第 m06 期，頁 96-99。

註 32: 引自蘇立瑩 1997《走過一甲子：細數化學工業研究所成長歲月》，第一章天然瓦斯研
究所時代（民國二十五年～三十四年）。可參〈國防資源開發に　重要な役割をする
天然ガス研究所燃料の權威小川博士を所長に　八月中旬開所式〉《台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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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於赤土崎設立製造工廠，利用竹東油田生產的天

然瓦斯製造硫安。( 註 33)

這樣的發展，加上新竹工業學校設立，使得新竹市逐漸走向工業城

市，如此一來，用水量大增，也直接導致水道擴張工程的開啟，昭和 15

年（1940）著手進行為期兩年的水道擴建工程。主要工事內容包括：（1）

集水井位置防止隆恩圳雨季原水混濁的水路改修工程。（2）新建 24 坪

唧筒室：內設 120 馬力三相交流誘導電動機各兩臺。（3）新建濾過池

三座：每日可過濾7500m3原水。（4）新建濾過井室：裝置濾過調整機。

（5）新建配水池：儲藏水量可達每日供水量的八小時份。（6）增設一

條唧筒室與分水井之間送水鐵管。（7）增設配水路徑線路。

註 33: 引自台灣總督府 1941《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頁 187-188。

▲1937年臺灣公論報導：「文化都市として躍進の新竹市　工業都市、遊園都市の建設へ」。
出處：1937 年 6 月 1 日《臺灣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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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設施基本構成元素為取水、

導水、淨水及配水等設施。新竹水道可

區分成原水取入口、水源地兩個部分，

其中，原水取入口有集水井、唧筒井、

唧筒室，其周圍則有看守水源的宿舍。

而水源地則有分水井、沉澱池（井）、

過濾池（井）、淨水池、配水池與供給

行政辦公之用的事務所。以下因篇幅關

係，僅簡單概述水道各項設施之梗概，

以供參考。

 （一）原水取入口

1. 集水井：為鐵筋混凝土構造之圓筒形，內徑 12 尺（3.64M），

深 24 尺（7.5M）。筒井側壁計穿透 200 餘孔穴，以供作伏流水滲入管

道。集水井共計 6 個，

並以水面下 12 尺 5 吋

（3.72M）深度的連絡

管連接各井，再以水面

下16尺8吋（5M）處，

二條內徑3尺（0.9M）

導水管穿溪底，連通至

唧筒井。( 註 34)

   

註 34: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42-43。

▲新竹水道原水取入口實際施工圖。 
　出處：《新竹市水道概槪要》

▲ 1926 年變更原水取入口後的設計
　圖。出處：《新竹市水道槪概要》

▲集水井沉設過程。 
　出處：《新竹の水道》

六、日據時期新竹水道設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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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唧筒井：唧筒井位於唧筒室後方，筒井內徑內徑 20 尺（6M），

深 46 尺（13.8M），為鐵筋混凝土造，並以三條 8 吋（0.2M）鐵管連

通唧筒室。

3. 唧筒室（抽水室）：建築物為 30 坪石造構造物，內部配備由德

國 MAN 公司製造無空氣噴油式，具有 90 馬力的重油機關，另有日本

田中製作所（Tanaka）製造「三段

式八吋口徑透水馬達」3 組（1 組

預備），以及75馬力電動機3組，

供作重油機故障時替代使用。其

中，抽水機為每小時 6600 立方尺

（186m3）抽水動力，可將原水上

抽至淨水場。( 註 35)

唧筒室後方於 1940 年擴建中新增 24 坪唧筒室，並裝設口徑

2.5M 及 120 馬力的三相交流誘導電動機各兩臺，運轉時每臺可以時速

312.6m3 的水量進行抽水。

其實，新竹水道原係採用電力作為驅動電動機及揚水泵浦的動力來

源，只是當時新竹人口眾多，因工商發展迅速，主要電力供應者「新竹

電燈會社」經常發生故障而無法送電，電力的不穩也將對水道設施的運

作帶來一定的風險。因此，在第四次設計變更中，改以重油內燃機作為

主要動力。

藉由唧筒室抽水的設計，供給新竹市街民生及產業使用的原水再經

由口徑 14 吋（M），長約 838 間（1517M）的鐵管，運送到位於十八

尖山山腰的淨水場分水井。

▲唧筒室室內抽水機器。出處：《新竹の水道》

註 35: 引自新竹市役所 1939《新竹市水道槪要》，頁 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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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水場設施

淨水場位於十八尖山半山腰，沿其坡勢而下的設施依次為分水井、

沉澱池、濾過池井、淨水池、砂洗場、量水器室。原水進入分水井後，

分別流入二個沉澱池，在此完成沉澱作用，再經由浮式管流入濾過池，

經過濾、淨化後的水，再流入過濾井，藉由井內調整機的管控再送到淨

水池（水面標高 190 尺）。以下略述各設施梗概，以供參考：

1. 分水井，位於淨水場最高處，標高 53.2M，為鐵筋混凝土圓筒形

構造物，內徑 16 尺（4.8）M，深 9 尺（2.7M），為分配原水的重要機

關，以 14 吋（0.59M）鐵管讓原水自然流下，分送下方 2 個沉澱池。

另有餘吐口（溢流口）及一緊急（非常時）用鐵管（14 吋），能直接將

水送至市街地帶。( 註 36)

▲新竹水道水源地配置圖。出處：《新竹市水道槪要》

註 36: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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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澱池（井）：較分水井低 2M，鐵筋混凝土造，池體長 130 尺

（39M）、寬 80 尺（24M）。沈澱池共有 2 個，總容量為預定 3 萬人

供水人口之 1.5 日用水量 27萬立方尺（7523.55m3）。另外，為配合日

後新竹市街的發展，沉澱池附近還預留了未來增設一座濾過池的基地。

濾過後的水，再由後端的筒井（構造形式與分水井相同），以球形水閥

調節分送的水量。( 註 37)

3. 濾過池及濾過井室：池體位於沉澱井下方 3.18M 處，鐵筋混凝

土造，長 115 尺（45M），寬 80尺（24M）。計有 3 座，1 座為預備。

每日可過濾 18 萬立方尺（5015.7m3）的水量，其後再以 14 吋鐵管，

送入濾過井（室）調配後便可送至配水池。濾過井室內部設有 3 座調整

機，用以調節流量、速度。外覆建築的作用為防止沉澱過濾後的水，再

次受到雨水或是泥沙汙染。( 註 38)

▲水源地內初建時之原有階梯狀中軸排列的設施地景。出處：《臺灣水道誌》

註 37: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48。

註 38: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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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5 年（1940），配合水道擴建，增建了一座濾過調整池，池

體長 5.9M、寬 4.05M、深 3.73M，鐵筋混凝土構造，內部分為四室，

其中三室裝置濾過調整機。

4. 淨水池（配水池）：位於濾過井水面下 4.09M 處，較新竹市街

高36M。此池為鐵筋混凝土造，全長85尺（25.5M）、寬80尺（24M），

以 24 支角柱支撐頂版（上屋），池內設有導流壁，保持水的流動性，

避免原水因停滯而產生變質。配水容量以每日總給水量 18 萬立方尺

（5016m3），配水池外配置有水位計，作為觀察淨水水位的高層之用。

( 註 39)

1940 年， 配 合 新 竹 水 道

的擴建，淨水場新增設一座配水池，同樣也是鐵筋混凝土構造，長

25.46M、寬 24.56M、平均水深 3.65M、容量 2083m3，加上原有的配

▲濾過井室現況 ▲濾過井室內現況

▲配水池室內導水壁

註 39: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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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總計約可儲藏一日供水量（八小時）。

5.洗砂場及砂置場：位於濾過池東側，為輔助洗滌濾過池細砂之用。

二座洗砂場為長 4尺（1.2M），寬 4尺（1.2M），深 3.5 尺（1.05M）

之混凝土槽，其沖洗用水係引沉澱池內水而來。洗過的砂可置於長 60

尺（18M）、寬 90 尺（27M）、深 7 尺 2 吋（2.18M）的鐵筋混凝土

造砂洗場（廣場）乾燥、儲置。( 註 40)

6. 量水器室：距配水池約 110M，位於往公園道路送水管的左側。

量水器室為磚構造，建坪約 9 坪，內部裝設英國「克林輝爾得」公司

製造量水器具：「文丘里流量計」，為當時最新式的量計表設備。( 註

41)  

首先，新竹水道為新竹城市歷史發展的象徵：新竹水道為現代化的

象徵，亦使新竹市街從鑿井取水的生活形態，轉變為享有乾淨穩定的自

▲量水器室。出處：《新竹の水道》

七、結語：新竹水道的歷史價值

註 40: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53。

註 41: 引自 1929《新竹の水道》，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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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環境。新竹水道所屬原水取入口、水源地、水路等構造設施，在設

計階段便針對新竹地區特殊的環境、地形、水文與城市發展，進行了縝

密的調查與計畫，更因應自然環境的變化，逐年修正設計工事內容。不

同時期水道設施的擴建（1940 年的擴建），更與新竹市街多次改正的

發展密切結合，送水道路、鐵管鋪設範圍的擴張，不僅說明新竹市街衛

生條件與現代化程度的提昇，更說明了新竹水道與新竹地區城市發展密

切不可分的關係。

其次，新竹水道為全台唯一一座擷取伏流水的大規模「市街水道」，

其水道系統採用了動力式（低水源加壓式）的設計方式，收集水量豐沛、

水質優良之伏流水，再利用動力唧筒將原水泵送至十八尖山的淨水場

（水源地），最後再利用高程變化產生的重力作用，完成過濾、清淨程

序，並將淨水以鐵管配送至街市當中。

最後，新竹水道是大正時期水道設施的代表：新竹水道竣工於

1929 年，至今已有 80 餘年的歷史，目前水道所屬集水井、唧筒室、分

水井、沉澱池、沉澱井、濾過池、濾過調節池、濾過井、淨水池、量器

室等各項設施，大都保存完好。作為日據中期的中型規模街市型案例，

新竹水道的完整性可說極為突出。

尤其，新竹水道各項設施建築均採用鐵筋混凝土與磚石作為主要構

造，迂迴型式的淨水室儲水設計，使得原水保持動態持續流動狀態，便

免水質腐壞。對於往後了解大正時期水道設施與運作，蘊藏著極高的歷

史價值與建築史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