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南大圳規模宏大，其中與烏山嶺引水

隧道平行的步道，是工程人員測量探勘的路

線，之後沿路架設電信電纜，也是東口工作

站員工出差休假唯一的路徑，曾是熱門登山

健走路線，荒廢多年後於2021年重新整修，

命名為烏山嶺水利古道，吸引更多人走訪嘉

南大圳生活流域，踏尋八田技師探勘足跡。

多數步道是居民走出來的，烏山嶺水利

古道純粹是為了興建嘉南大圳而開闢，全長

4.2公里，兩端是東口、西口兩個水利工作

站，由於是水源重地管制門禁，因此西口登

山口位在175道路約23K處，與工作站還有

一段距離，東口登山口則由曾文三號橋頭轉

入遊憩區道路，至東口工作站大門右側，有

明顯標牌指引，也放有愛心登山杖。 古道沿途寸草不生的青灰岩地形

　烏山嶺水利古道　

　踏尋八田技師探勘足跡

　　走訪嘉南大圳生活流域
吳再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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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增設衫木止滑階梯

古道是引水隧道道工程探路堪測量的路徑古道是引水隧道道工程探路堪測量的路徑

古道沿途可看見穿山甲的洞穴古道沿途可看見穿山甲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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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後的水利古道，危險路段架設欄

杆、輔助繩索、衫木止滑階梯及網狀吊橋，

單程約兩小時，難度不高。40年前即行走此

路線的登山專家林茂德說，當年路況失修呈

荒廢狀態，哪有這些安全設施，沿途必須持

開山刀砍草，碰到坑谷得涉水而過。林茂德

說，現在重回古道感受完全不同，可以想像

八田技師當年披荊斬棘的困境與辛苦。

有多辛苦？烏山嶺引水隧道的工地比水

庫大壩更深人原始林，隧道沿途沒有道路，

荒煙蔓草，毒蛇走獸出沒，沒有幾户人家，

為了工程測量就必需開一條步道，缺乏安全

維護，步行時必須防範跌落意外。根據日本

傳記作家古川勝三所著的「嘉南大圳之父八

田與一傳」書中所述：調查測量人員早上五

點半出門，晚上近十二點才入門，睡眠時間

東口工作站站長林志成

▼東口登山口的愛心登山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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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烏山嶺引水隧道目為為備用設施

舊烏山嶺引水隧道進水口 

隧道西口工作站的入水豎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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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四五小時而已，為避免染上瘧疾，隨身

都帶著奎寧，因工作緊湊生病而回台北治療

者也不少。

步道沿途為泥岩地質的低海拔山丘，景

色談不上秀麗，但多年未被干擾，沿途林相

完整，生態豐富野生動物多。東口工作站站

長林志成說，時常可以看見山羌、穿山甲，

老一輩說早年梅花鹿及長鬃山羊也不少。林

站長說，從東口登山走約1公里沿途的山坡

特別光禿，冬天林木枯黃，為富含鹽等礦物

質的泥岩地質，是許多野生動物補充礦物質

微量元素的區域。

林茂德說，早年他們必須從烏山頭水庫

大壩的碼頭搭船到西口工作站，沿著步道走

到東口，有一次與朋友在西口露營，天未亮

自己一個人來回走一趟，只花了兩小時半，

年輕時體力真好。林志成說，現在從東口登

山者多半是家庭成員，通常走一半路程就折

返，順便暢遊曾文水庫內的景點。團體旅遊

以西口為起點，遊覽車開到東口等候，可

省下遊客進入曾文水庫的門票費用。林志成

說，常有民眾打電話到工作站詢問古道相關

問題，並要求派員解說，但工作站為公部門

單位，目前沒有提供該項解說服務。

烏山嶺水利古道成為山海圳國家綠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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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集水區面積不足，八田技

師規畫興建隧道截引曾文溪水流入烏山頭水

庫，其中隧道長3078公尺，連同暗渠、明渠

共3800八公尺，由東口引水經隧道至西口入

烏山頭水庫。隧道於1922年6月8日動工。工

程首先要克服的難題，是如何運送建材及人

員到沒到道路通達的深山工地，靠人力走步

道搬運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得從烏山頭工地

架設纜車，以蒸汽機拉動鋼索搬運每日約50
公噸的建材。在工安意識薄弱及監測工具不

足的情況下，隧道在開工當年12月16日，火

花引燃瓦斯爆炸，死亡五十多人，為大圳工

程最嚴重的工安事件。

經10年施工，嘉南大圳於1930年營運，

各工作站各司其職，其中東口工作站負責隧

道引水，西口工作站負責隧道流入烏山頭水

庫，如果進口水阻塞或隧道崩塌阻斷水流，

都是很嚴重的事件，必須即時通報。當時整

個嘉南水利會有一套人工電話轉接系統，與

管理處（現改為分處）及工作站都有架設電

話纜線。水利古道沿途也有架設電桿，通訊

中斷就要派員維修，颱風豪雨過後要修護電

話線及步道，非常辛苦。1960年代中華電信

的前身電信局的市區電話安裝費很貴，水利

會經費拮据，仍使用老式人工轉接的系統，

經逐年更換到1989年才全部更新，現在古道

還殘留幾根廢棄的電桿。

從最早的工程調查測量到營運期間架設

▼烏山嶺水利古道東口登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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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線路，古道也是東口工作站員工對外聯

絡的道路。據嘉南農田水利會的文獻記載，

東口於嘉南大圳1930年營運時就設立曾文溪

取入口詰所，只派管理員駐守，1956年改稱

東口工作站，才派任站長，首任站長為葉五

賽。

東口工作站位處偏遠深山，青峰翠嶺，

潺潺流水，恰似紅塵俗世的桃花源，但早年

交通不便，遠非現在所能想像，工作站員

工要休假返家或出差，必須走古道到到西口

工作搭船到烏山頭水庫大壩碼頭，再搭其他

交通工具，百般折騰，光是行程就要花一整

天，因此工作站員工要以辦公室為家，工作

單調，只要山洪爆發就要被禁足關在辦公室

無法休假，因此工作站都要養些雞鴨以備不

時之需。

交通不便是員工的夢魘，傳說當年有

員工聽到要被調到東口，大男人當場痛哭失

聲，宛若要前往惡魔島。巧的是，工作站

附近剛好有4戶民宅，祖輩很早就在當地開

墾，除了果樹，也開闢小梯田種些稻子。於

是工作站就將4戶的家長聘為類似工友的職

缺，解決工作站勞力不足的難題，家戶也樂

得有固定的收入，畢竟靠山吃山的生活不容

易，雙方都很滿意，融洽有如一家人，如此

的工作環境也是其他工作站所沒有的。

員工記憶所及，在沒有聯外道路的年

代，嘉南水利會好像只有陳華宗會長到過東

口。陳華宗1959年當選會長，也是台南縣參

議會議長，期間他帶著幾名議員從烏山頭水

庫搭船到西口工作站，再走烏山嶺步道抵達

東口，議長之尊有竹轎可坐。一行人在東口

過夜，隔天早上要涉水到對岸，陳華宗由一

名年輕力壯但身材瘦小的東口員工揹負涉水

過溪，陳議長似乎不放心，向該員工開玩笑

說：「你不夠力就要向我說，不要把我丟在

水中。」一趟東口之旅，想必讓陳會長一行

人印象深刻。

東口形同孤島直到1967年10月底曾文水

庫動工後逐漸改善，住楠西的老員工鄭清禶

於1971年自願調往東口工作站，屬於曾文水

庫工程之一的曾文溪一號橋已建好，他從家

中騎自行車放在橋附近，再沿著河床步行約

40分鐘到辦公室對岸，視水流大小涉水或搭

竹筏到辦公室。他說，一號橋未修築之前，

員工休假或到最近的市集採買、搭車，步行

河床將近三個小時，他的前輩伙伴李新福，

是4戶東口「原住民」之一，從工作站挑稻

穀到楠西輾成白米，連同採買的生活用品挑

回辦公處所，一趟往返就是5、6小時，苦不

堪言。

鄭清禶4年後升任東口第7任站長，直到

1997年才退休，整整幹了22年站長，期間曾

文水庫於1973年10月底完工，聯外道路完

備，車輛可以直接開到東口，員工不再走步

道，但登山健行風氣興起，遊客取而代之。

林茂德說，1985年10月26日發生台南佳里國

小陳益興帶學生在曾文水庫登山步道遭虎頭

蜂攻擊事件，造成陳益興及一名學生死亡的

事件後，步道的登山健行的熱潮冷卻。

林茂德說，之後的台南縣長陳唐山、蘇

煥智都曾整頓古道並推廣，並沒有引很大迴

響，直到2021年重新整修，命名為烏山嶺水

利古道，加上八田與一的事蹟廣為人知，才

又引起話題。而由農業部林業署及民間社團

推動的山海圳國家綠道，從台江內海走到玉

山，途經內海之路大圳之路、原鄉之路、聖

山之路，形成一條溯源風土的文化路徑，烏

山嶺水利古道屬於大圳之路的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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