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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士林的山坡農村，千萬不可

錯過隱身其中的百年水圳古道 !早期先

民開鑿水圳，以灌溉農田為生，因逐水

而居，建立起聚落。這些錯落山間的水

圳，也是臺灣最早的水利設施，見證著

地方開發史，也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健

行路線，除了有豐富的生態外，更有百

年歷史的古蹟，是臺北市第一個正式登

錄為「文化景觀」的文化資產。

內雙溪古道是一條歷史悠久的農

路，早期用於茶葉和藍靛的製造和交

易，與附近的坪頂古圳、瑪礁、礁坑和

荷蘭等古道相連，形成縱走至擎天崗的

古道群~古道沿著內雙溪上游的坪林坑溪

和紅樟湖溪兩側蜿蜒而行，綠意盎然，

流水潺潺，很適合炎炎夏日漫步消暑。

坪頂是平等里的舊名，  先民從十九世紀初

期，開始著手開鑿水圳。此後陸陸續續開闢了坪頂

舊圳、坪頂新圳、登峰圳等三條水圳。就位置而

言，以舊圳最高、其次是新圳、登峰圳最低。三圳

水源豐沛，奠定了當地的農業根基。古圳建於西元

1835年，新圳建於西元1849年，都已超過175年以

上；另外最年輕,長度最長的登峰圳建於西元1909
年，開闢時間最晚，但也已超過110年以上。這三

條水圳合稱為坪頂三圳，分別為「坪頂新圳」、

「坪頂古圳」、「登峰圳」。日治時期，因為圳路

經常損壞，居民缺乏經費維修，轉而由七星水利組

合(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管理。民國八

十八年，位於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內之水圳，在工程

的設計及規劃上，亦將生態考量納入設計中，在水

圳的改善工程能兼顧三生原則，讓民眾能對水圳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以提高休閒旅遊的深度。時至今

日，七星管理處每年仍派人清

理圳道，並定期檢測水量及水

質，確保灌溉供水無虞。　■

1

∕農水設施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