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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河流與土地自古便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也孕育出重要的人類文明，例如：西亞兩河流

域、古埃及尼羅河文明、古印度恆河文明、中國黃河流域等。枋橋地區是臺北盆地早期發展

的聚落之一，「早在清乾隆1750年便有林成祖築圳工程的紀錄」(潘楚婷， 2007)， 「大安

圳、永豐圳的水流灌溉著枋橋這片土地，枋橋也由於水田遍布，成為北台灣重要的米倉」

(林義祥，2014)。枋橋一帶收成的稻穀主要是依賴湳仔溪運銷到外地，湳仔溪可謂孕育枋橋

古城繁榮的發展，聽見地方耆老訴說板橋的過往及地方軼事，內心湧上一股思緒：對於現今

居住在板橋的人們而言，可否還知道原本枋橋古城的發展與變遷？在介紹自己的家鄉時，在

面對枋橋的母親之河，是否還記得她的故事？引發研究者想進一步的探索，藉此調查，將沿

途所見所聞逐一記錄，重新拼湊出對板橋的生活記憶。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湳仔溪東岸的開發歷史。 

 

         (二)了解枋橋古城的興起與發展。 

 

           (三)了解枋橋古城附近的土地利用變遷。 

 

       (四)藉由此次研究，讓自己及更多現在居住在板橋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更清楚瞭解她的 

            過往歷史，喚醒大家一起來關懷土地倫理，創造更好的互動。 

 

    三、研究區域 

 

 本文的研究區為今日的新北市板橋區湳仔溪以東到民權路之間的範圍，如圖1所示。 

 
圖1  本研究區範圍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標準地圖，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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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方法 

 

            (一)搜尋並閱讀有關板橋的文史資料，初步了解枋橋古城一帶過往的發展歷史及土地利用

情形，並且按照史料搭配地圖，實際去景點訪查、比對並做紀錄，並訪問當地學者及

耆老，讓自己更清楚了解板橋的歷史發展及土地開發變遷。       

 

 (二)透過地理課堂上老師的教導，使用資訊科技載具，查詢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網站，比對不同時期的地圖及影像圖，探究板橋湳仔溪東岸和枋橋古城周邊地區不同

時期的開發演變、改變的原因和土地利用情形。 

 

貳、正文 

 

    一、湳仔溪東岸的開發歷史 

 

        數百萬年前，臺灣陸續發生造山運動，在臺北地區形成盆地地形。淡水河的三大支流基

隆河、新店溪和大漢溪，滋養著這片土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地生活，「大約二千年

前，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遷移到此地，沿著河川兩岸，建立許多原住民部落」(劉益昌，

2002)。在大漢溪和新店溪兩河交會處是凱達格蘭族的武朥灣社，擺接社則居住在大漢溪的

支流湳仔溪畔，也就是武朥灣社的南方(圖2)。荷蘭統治時期派人調查附近的人口及生活情

形，「1655年武朥灣社有55戶235人，擺接社有31戶104人」(翁佳音，1998)。 擺接社址位於

今日新北市板橋區社後里(照片1)，社後地名反映此地濃厚的原住民色彩，「社後即是指當時

賴天經、林成祖等漢人在擺接社後方聚居開墾」(林義祥， 2014)。  

 
圖2  臺北平原上的凱達格蘭族各社位置 

(資料來源：新北市文化基金會，2021) 

 
照片1 板橋區民權路與中正路附近

的社後社區 (資料來源：研

究者拍攝，2020/12/6) 

         

        昔日湳仔溪下游河岸多沼澤，「大漢溪支流湳仔港(溪)已有舟楫河運，水寬流緩，順暢

往來新莊，將擺接平原收成的農作物運往新莊」(潘楚婷， 2007)，再轉接大船，運輸到國

外，回程從新莊運回各種民生雜貨。在1760年代(清乾隆中期)，貨物從湳仔港(照片2)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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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運到街仔底(照片3)，途中有公館溝阻隔，於是「在溝上用二截木板架起一座木板橋，人們

便稱此橋為『枋橋』」(新北市文化基金會，2021)，枋橋舊址在接雲寺右前方(照片4) ，「大

正九年(1920年)地方改制， 將枋橋更名為板橋」(潘楚婷， 2007)。 

 
照片2  聖若望天主堂外停車場為昔

日湳仔港碼頭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20/12/6) 

 
照片3  府中立體停車場一帶為昔日

街仔底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20/12/6) 

 
照片4  接雲寺右前方為枋橋舊址(棕線)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與繪製， 2020/12/6) 

二、枋橋古城的興起與發展 

       

(一)清領時期 

 

        最早大規模開墾湳仔溪以東一帶的擺接平原，始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林秀俊的林成祖

墾號。初期時常受當地原住民阻撓，後因醫治流行病而獲得原住民的信任，遂順利開墾擺接

平原，也在1736年開始開鑿大安圳。然而，修繕費用過於龐大無法負荷，逐漸典賣土地，更

在1864年將大安圳轉讓給祖籍漳州的林本源家族。林本源家族渡海來臺，原居住在台北新

莊，「因台北地區爆發大規模漳泉械鬥，林家因此遷往大嵙崁(大溪) 。後因為事業版圖擴

大，時常往返台北頗感不便」(戴震宇，2014)，於是遷到枋橋。「林本源家族於1847年在枋

橋設收租(穀)館，隨後1853年三落大厝完成，林家從桃園大溪舉家遷居枋橋」(卓克華， 

1996)，更促進了枋橋的繁榮。例如湳仔溪最繁華時，有百艘船來往，湳仔溪也成為達官貴

人出入枋橋的門戶。研究者實地口訪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莊文毅，得知當地老一輩的住民習

慣稱湳仔溪為「湳仔港」(圖3)，原因有二，一為印象中湳仔港繁華時代船艘往來景象；二是

以往常稱公館溝(圖3)的其中一段為「湳仔溝」，而非湳仔溪。而本文所稱的湳仔溪是指「湳

仔港」而不是「公館溝」。 

 

        擺接平原一帶的漳州人和泉州人常發生械鬥，於是漳州籍的林本源家族主導，與仕紳籌

款修建枋橋城防衛鄉里，「西元1855年完工。城牆高約五公尺，設東、南、西、北、小東門

等五城門」(潘楚婷， 2007) ，城內西側為林本源家族大厝與花園的所在 (圖3)。 

        枋橋古城內西南方的接雲寺(圖3)，約位在今日的南雅夜市附近，是枋橋最早的觀音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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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一百多年前，枋橋沒有觀音廟，人們只好到中和石壁湖山慈雲巖參拜」（林義祥，

2014），相當不方便，後來枋橋地方人士和慈雲巖廟方商議，「每年恭請觀世音菩薩到枋橋

兩三個月」（林義祥，2014），接受民眾祭祀。咸豐三年（1853年）北臺灣漳泉械鬥時，住

在艋舺龍山寺附近的泉州人，晚上可以看到慈雲巖的燈火，認為會破壞風水，便常常縱火燒

毀慈雲巖，於是枋橋的漳州人為了慈雲巖的安全，「在咸豐六年（1856年）由林本源家族林

國芳將神像迎接到枋橋接雲寺供奉」(潘楚婷， 2007)。 

 
圖3  枋橋古城手繪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新北市文化基金會，2021) 

         

咸豐九年（1859年）漳泉械鬥再次發生，清廷官員呼籲雙方不計嫌隙，共同合作維持社

會秩序，「咸豐十年（1860年）林國芳從新莊慈祐宮分來媽祖香火到枋橋」（葉膺修，

1998），暫時安置在接雲寺裡。「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慈惠宮，翌年完工移祀」 (潘楚婷， 

2007) ，新址就位在城內東方(圖3)。慈惠宮主祀媽祖，原是航海的守護神，早期閩粵人民渡

海來臺開墾，船隻行駛台灣海峽，凶險萬分，常會請媽祖神像坐鎮，平安抵臺後，便會建廟

供奉，於是媽祖便成為移民的保護神。 

 

       林本源家族的「林維讓、林維源兄弟將妹妹許配給泉州舉人莊正，同治二年（1863年）

林維讓、林維源兄弟出資創立大觀書社」(林義祥， 2014)，由莊正主持，提供漳泉人士互動

的機會，消弭之前漳泉械鬥雙方的嫌隙，又因附近有大屯山和觀音山，故取名為「大觀書

社」，位在林家花園東側(圖3)。1873年又創辦義學，所以將大觀書社改稱為「大觀義學」，

重金禮聘學問淵博的講師，免費提供地方人士或小孩讀書，讓枋橋成為北臺灣的文化重鎮。  

 

      (二)日治時期 

 

        1904年日本實地測繪完工的台灣堡圖(圖4)，可看到枋橋古城的形狀和5個城門通往城外

的主要道路。「1905年時，日本人因交通需求，拆除部份古城牆。1909年時，又為整頓市容

及興建衛生設施，而將城牆全部拆除」(潘楚婷，2007)。今日的南門街–館前西路–西門街

–北門街 (圖1)，即為枋橋古城的城牆所在。 

 

        判讀圖4與查閱文獻，可知1904年日治初期，枋橋城的城牆尚未全部拆除，城內兩座寺

廟的位置和現在的接雲寺、慈惠宮位置相吻合。除了佛教信仰，也有一座西洋教堂。城內北

方的學校即是枋橋公學校，此校的前身為清代的大觀義學。枋橋城中央有支廳，日治時期該



流金歲月–湳仔溪枋橋古城一帶的土地變遷與發展 

6 

 

 

地區為台北廳枋橋支廳管轄；城內東南方有板橋街役場，街役場相當於今日的區公所，古城

儼然成為日治初期板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大漢溪的小支流公館溝由南而北流經枋橋城的西側，古城周圍的土地引溝水灌溉，種植

水稻。只有西門到公館溝一帶為少許荒地。由圖上的地名能了解此地當時的地理環境，例如

「新埔」、「後埔」表示地形較平坦；「湳仔」在閩南語意旨爛泥；而深坵庄的「坵」為田

地單位；「公館」則是林成祖開墾擺接平原時興建的一棟房子，和當地開墾歷史有關。交通

運輸方面，圖4西南方湳仔溪有渡船頭，代表此地為當時枋橋對外的水運樞紐；陸運不僅有

道路，還有1901年縱貫鐵路改線經過城外東南方的鐵路及設立枋橋火車站。 

 

        由1921年的地形圖(圖5)可看到日治中期城牆已經完全拆除，原本城內的枋橋公學校因增

加校舍而校地不敷使用，於是遷到城外的東北側，即為今日板橋國小的所在。古城外大部分

的土地仍是水田，不過城的東南方到火車站之間，出現更多屋舍，通往火車站方向的道路也

越來越多條，以及火車站東側有手押台車路線。相比之下，往湳仔溪的聚落較稀少，只有原

本在日治初期就已經發展成聚落的新埔地區。「因縱貫鐵路改線經過板橋，以及桃園大圳的

開闢，使大漢溪中下游的水流減少，於是湳仔溪沿岸逐漸淤積」(王志鴻， 1999)。由圖5確

實可以發現湳仔溪北段的河道由1904年約一百公尺寬，縮短為約六十公尺寬。 

 
圖5  1921年枋橋城一帶的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三)台灣光復之後  

 

圖  例 

 
                  圖4  1904年枋橋城一帶的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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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是1966年枋橋城附近的土地利用情形，當時的發展已經不只局限於舊城區的範圍，

明顯地由舊城區延伸到板橋火車站，原本的農地轉變為屋舍密集的住宅及商業區。相比之

下，水田分布在古城外的西北方靠近湳仔溪一帶，以及火車站的東部。就交通發展而言，湳

仔溪有跨河的湳興橋，更有利板橋往西與浮洲的往來。地圖上的街道名稱和今日大多相同，

北門街、西門街、南門街是舊時城牆遺址所在，而「府中」街的名稱即是「台北縣政府」

（今新北市警察局）和清代「中直街」的結合。  

 
圖6  1966年枋橋城一帶的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台北市市郊地形圖，1966) 

        判讀2002年的航照圖(圖7)，可知枋橋古城一帶的地表景觀，因為經濟高度發展已經沒有

農田，紛紛轉為商業及住宅區。此時的湳仔溪除了有南興橋，也興建環河橋，在兩橋的帶動

下，使湳仔溪兩岸的往來更方便以及發展更快速。還有因應鐵路地下化，將板橋火車站遷往

東北方，而火車站原址則作為捷運府中站用地。縣民大道即是日治時期的鐵路線所在，因此

比其他的道路更加寬敞和筆直。舊城東北方的土地利用也有重大改變，出現已完工的板橋第

二運動場和體育館，文化路、民權路和中山路所圍繞的裸露地，即是後來新板特區的商辦大

樓預定地。 

 
圖7  2002年枋橋城一帶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GeoTAIWAN全台航照正射影像，2002) 

 

        再由圖8可知，現在的湳仔溪不但有2002年的南興橋、環河橋，更有2009年完成的大觀

橋、2013年完成的津渡橋，其中的大觀橋即為清代渡船頭的舊址所在。更多橋樑意謂湳仔溪

兩岸的發展又更加繁榮。不僅如此，為了板橋與五股、土城的交通更便捷，於2013年完成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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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溪上方的台65線高架快速道路，但也因此縮小湳仔溪的河道寬度(照片5)。 

 
   圖8  現在枋橋城一帶的影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台灣通用正射

影像，現代) 

 

 
照片5  湳仔溪上方的

台65線高架快速道路 

(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

攝，2020/12/6) 

        將圖8與之前 2002年的影像(圖7)做比對，發現歷史悠久的板橋國小現在校舍的排列有所

改變；東北方的新板特區出現摩天大樓與都會公園，集結商業及休閒娛樂，百貨林立，同時

也是新北市政府行政中心的所在。捷運府中站通車帶動周圍商圈的發展，圖8捷運府中站出

口的天橋，即是板橋後站商圈的重要地標。 

 

        除了透過上述不同時期的影像圖了解研究區的地表景觀變化，研究者還比對2013年和現

在的土地利用分區圖(圖9、圖10) ，能更詳細了解研究區的發展。由圖9可知，2013年古城區

內主要是住宅和林家花園，唯一較大的商業區在東北方，即是今日的黃石市場。城外則有許

多商業區，以縣民大道兩側分布較密集；城外的東側有許多機關場所以及公園綠地、體育場

提供市民休憩；城外的東北側則是板橋國小和板橋高中的文教區，至於住宅區主要分布在古

城外的西側到湳仔溪之間。 

 
     圖9  2013年枋橋城一帶的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改繪自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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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現在板橋古城附近的土地利用變化(圖10)：古城內轉變為都是商業區和林家花園。

城外的商業區更廣大，以捷運府中站的四周最密集，包括捷運府中站到古城之間的商業區以

及縣民大道東南方的後站商圈，眾多商店林立。至於板橋火車站則是交通樞紐，不僅有台鐵

站、高鐵站，也有捷運板橋站、公車站，還有櫛比鱗次的商辦摩天大樓 (特定專用區)。板橋

火車站周圍也有新北市政府和市民廣場及許多停車場，以紓解市民廣場舉辦活動時的人潮及

提供洽公民眾使用，至於住宅區仍主要分布在古城外的西側到湳仔溪一帶。 

 
圖10  現在枋橋城一帶的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改繪自新北市政府城鄉資訊查詢平台，2021) 

參、結論 

 

        隨著新北市板橋區大環境的更迭消長，經歷了人事物不斷的變遷，原先狹窄的巷道拓寬

成為寬闊的大馬路，破舊的磚瓦民房逐年改建成為高聳的公寓大樓。雖然樂見板橋近年來因

為經濟繁榮帶來生活便利，但在人們心中不免也會有些許惆悵。從小在板橋土生土長的我，

若不是因為這次的研究報告，殊不知林家花園之前的枋橋古城歷史。看著現在的湳仔溪，面

對河流上方龐然大物的高架道路，與被遮掩一半的觀音山，讓我想起動畫大師宮崎駿的作品

–千與千尋 (神隱少女) 電影中的白龍，原本的名字是琥珀川，遭到建築物覆蓋而被埋在地

下，河川的名字已被遺忘……。此時此刻，我們要如何面對早已被板橋人遺忘的枋橋母親之

河–湳仔溪？住在板橋十幾年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湳仔溪的名字，過去她曾被人們認為是

一條臭水溝，就如同電影神隱少女中的腐爛神，當小千和眾人一起合力幫祂拔刺時，眾多的

人為汙染物猶如堆山積海般被拉出來，此景不由得讓我想到湳仔溪的汙染源頭是誰造成的？

佇立在府中街頭，想像著板橋過往的一切，一座有城牆與城門的城堡，曾經承載著臺灣林本

源大家族的悲歡離合。 

 

        在訪談過程中，不少老一輩的板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板橋人，這個回答不禁令我詫異，

像爺爺他常認為自己是彰化人，板橋只是他年輕時自家鄉北上打拼的地方……。板橋外移人

口不少，在地歸屬感薄弱，這也正是推廣板橋在地文化要重視的問題。在土地利用方面，不

少人汲汲於板橋土地的開發，獲取最大的金錢價值，卻忽略人文資產的保存與經營。 

 

        昔日的湳仔溪風光不再，同時也代表著枋橋古城的環境變遷，雖然我們這一代已無緣親

眼目睹古城的一磚一瓦，但我們仍可從不同時期的地圖與照片，認識那一段美好的流金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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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進而反思這些變遷帶給我們的影響與警示。 

 

肆、引註資料 

 

    一、書籍、期刊論文 

1. 潘楚婷(2007)。板橋之開發與發展(1684–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

士論文。 

2. 林義祥(2014)。「吟擺接 遊板土」板橋土城文史生態區域課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32、33、106、108、109。 

3. 劉益昌(2002)。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臺北縣：十三行博物館。 

4. 翁佳音(1998)。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 

5. 新北市文化基金會(2021)。板橋織夢–板橋故事展導覽手冊。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基

金會。 

6. 葉膺修(1998)。【板橋行腳】來去逛古蹟。台北縣：大觀書社。 

7. 戴震宇(2014)。圖說臺灣古城史：烽火三百年的台灣築城歷史與砲臺滄桑。新北市：

遠足文化。 

8. 卓克華(1996)。板橋林家三遷暨舊三落大厝之研究。臺北文獻，118，131–180。 

9. 王世鴻(1999)。臺北桃園間鐵路及沿線站場百年之變遷。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61，24–38。 

 

    二、電子網路資料 

1.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904。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newtaipei.aspx 

2.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newtaipei.aspx 

3.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台北市市郊地形圖，1966。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newtaipei.aspx 

4.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GeoTAIWAN 全台航照正射影像(群立科技)，2002。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5.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2013。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newtaipei.aspx 

6. 新北市政府城鄉資訊查詢平台。 

      2021年2月1日，取自 https://urban.planning.ntpc.gov.tw/NtpcURInfo/Map.aspx 

7.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台灣通用正射影像，現代。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8. 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標準地圖，現代。 

    2021年1月20日，取自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