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館支線公館分線附近壯圍古蹟-游氏家廟

台九線附近公館支線(左)與金同春圳(右)

充館圳幹線宜蘭河進水口

相約宜蘭河左岸相約宜蘭河左岸
聽充館圳分久而合的故事聽充館圳分久而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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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宜蘭河左岸，您可不僅僅是欣賞美

麗的稻田風光，還能看見哈密瓜、香瓜與白

蒜等豐富作物的生長秘密。這一切的幕後功

臣，就是大名鼎鼎的「充館圳」。這條水圳

是蘭陽平原農業的生命線之一，它的灌溉範

圍橫跨宜蘭市、礁溪以及壯圍鄉，堪稱當地

農業發展的「活水源」。

充館圳其實由兩條支線組成：充公支線

和公館支線。這兩條水圳不僅供水廣大，還

與另一條金同春圳錯綜交織，共同撐起了宜

蘭河左岸的農業天地。金同春圳可是個「老

字號」水圳，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811年。

而充公圳的故事則充滿了戲劇性：先人在清

道光年間修建，但後來因損壞無力修復，最

終經過法庭裁決，變成了官辦水圳，這才有

了「充公」這個名字。至於公館支線，則是

1899年由地主林本源家族開鑿而成。1907
年，兩條水圳合併，形成如今的充館圳。後

來在1916年，兩圳甚至共用一個「圳頭水

門」，再分道而流，宛如水圳雙胞胎，彼此

緊密相依卻又各有特色。當然，充館圳在歷

史上並不總是一帆風順，宜蘭河的氾濫曾讓

水圳取水困難重重，直到水利局在宜蘭橋下

游修建了攔水堰，才解決了這個棘手問題。

除了水圳，壯圍的公館支線還藏著一個

珍寶：縣定古蹟「游氏家廟追遠堂」。這座

家廟最早可以追溯到1803年，經歷多次修

建，現今屋頂鋪上了琉璃瓦，古色古香，充

滿歷史氛圍。追遠堂的建築工藝之精美令人

嘆為觀止，雕刻與繪畫無不透露著過去的匠

心。這座家廟不僅是建築的瑰寶，還是當地

拓荒歷史與信仰的見證，值得每一位訪客駐

足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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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水設施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