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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溪鎮仁愛里埔頂10號「仁和宮」建廟沿革史（摘錄）：康熙癸丑年間（即康熙48年，

西元1712年）某夕，這州人氏昆仲二人同時得三王公（開漳聖王）託夢，告其他遷，遂再

奉金身香爐溯淡水河而上，舟抵大溪粟仔園，難再前行，請神下舟，沿西北小徑登岸，行

至本廟地，適見大樹一棵，時值盛夏，日正當中，酷暑難當，安置三王公案於樹蔭，午憩

片刻。覺後，恭請三王公起駕，孰料百請不動，因再問卜，連得聖筊，即以粟子園為久居

之地，並立廟奉祀。

  由上述廟史沿革得知：埔頂地區為漢人最早進駐大溪的區域，由於古廟的存在，早有

市集，主祀開漳聖王始建於乾隆四十年（西元1775），昔稱埔頂廟，於民國16年

（西元1927年）重建後，改稱「仁和宮」。桃園縣景福宮和大溪福仁宮等許多廟宇，均由

此廟分香出祀。

康熙61年（西元1721），漢人常強行越界開墾，與原住民間常有糾爭，為防制原漢間之紛

爭，原住民構築土牛溝或立界石碑以為原漢間之界線，禁止漢人踰越偷墾。漢人並於土牛

溝外約10〜30華里間，擇近內山之要口處置隘寮，派駐隘丁守望，防阻生番之出草與襲

掠。

當時大溪地區的土牛溝起於鶯歌的尖山→大湳→八塊厝（八德）→埔頂→南興→東勢→南

勢→安平鎮（埔心）→………→土牛→（苗栗中港）尖山為止，自北而南蜿蜒數百里之長

，稱得上是一件艱鉅旳工程。乾隆元年（西元1736）於員樹林、三坑仔設隘防番，閩人開

始拓墾員樹林、番仔寮一帶，粵人宋來高入墾南嶼，漳州人袁朝宣入墾缺子（瑞興里）、

粟仔園。一時之間，不少移民聞風沓至，墾務大開，遂移隘於溪洲，設隘丁10名獲墾。至

乾隆20年（西元1755），墾主謝秀川、賴基郎率領閩粵佃農進墾溪東月眉、石墩、內柵、

田心仔。爾後，漳州人陳合海卜居於今興和里上街，及李金興、江番遷住福仁里下街合力

經營墾務，店屋棋佈其間，同為大溪街區首墾之鼻祖。嘉慶元年（西元1804），於溪洲隘

之北，桃澗堡內山交界處附近八結（百吉）置大姑陷隘，屬民隘，設隘丁30名，並以三層

地區為隘屯埔地。嘉慶15年（西元1818），粵人朱觀鳳進墾三層庄。旋有陳集成、潘永清

、林本源、金永興、黃安邦、黃新興等人，招募屯勇墾佃闢荊斬棘，從事大溪丘陵地區的

開墾，掀起大溪地區墾拓濫觴之頁。 

大溪昔稱大姑陷，地名源自於凱達格蘭族霄裡社人，以其稱大漢溪為「TAKOHAM」之音

譯

而來，意謂「大水」。明永曆16年（西元1662），鄭成功行郡縣制度，將大溪規劃在承矢

府天興縣的行政區域內。康熙3年（西元1664），改縣為州（天興州）。康熙23年

（西元1684），明昭在臺灣設臺灣府，下分設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大溪列入諸羅縣轄

區。雍正元年（西元1723），置淡水同知之官職，於竹塹（新竹）設淡水海防廳，將大甲

溪以北（含大溪）皆編入其轄內。 

  據淡水廳志記載，其間嗣嫌大姑「陷」字不吉祥，改稱「大姑崁」。同治五年

（西元1866），由於月眉地方李金興出仕、李騰芳獲中科舉，庄民為炫耀李家之科舉功

名，

遂更易「姑」字，改名「大嵙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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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元年（西元1875），增設台北府，統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大嵙崁聯庄（田心

仔、月眉、石墩、內柵、溪州）劃歸台北府淡水縣。 

●光緒13年（西元1887），臺灣設省，置巡撫衙門於台北，大嵙崁順理成章隸屬臺灣省。 

●光緒21年（西元1895），日本佔領臺灣以後，因抗日事變紛起於是設立台北縣大嵙崁出

張所，管轄桃澗堡全部。 

●光緒23年（西元1897），乃木總督見抗日義軍力量漸大，採取縮小縣區域之議，在縣廳

之下設辦務署，大嵙崁聯庄調隸於中壢辦務署。 

●光緒24年（西元1898），改隸原桃仔園辦務署。 

●光緒27年（西元1901），倪玉總督廢縣及辦務署，設廳改為二級制，形成總督府集權之

制度，設桃仔園廳，下設大嵙崁支廳，轄有大嵙崁、三層、員樹林、龍潭陂、三坑仔、角

板山等六區。 

●民國9年（西元1920），廢廳設州，廢支廳改置郡市，廢區、堡、里、澳、鄉改設街庄，

同時將大嵙崁易名為「大溪」，並合併三層、員樹林設街，稱為「大溪街」，與龍潭庄、

●民國35年（西元1946）臺灣光復後，大溪郡改區，未幾裁撤，改稱新竹縣大溪鎮，民國

39年行政區域改制，劃為桃園縣大溪鎮以迄於今

光復初期，大溪是桃竹苗地區非常繁榮的市鎮，其人口總數僅次於縣治―新竹市。民國39

年迄今，產生人口外流的現象。其主要原因： 

(一) 政府的經濟建設計畫偏重於中壢、桃園一帶，遠離大溪。 

(二) 桃園大圳與石門水庫的興建，大漢溪河道水位下降，不利河運。 

(三) 陸路交通的發達，失去貨物轉運的功能，喪失溪西（河西）地區及鄰近鄉鎮所構成

的廣大腹地 

(四) 大溪早期是從事對外貿易的河運內港，外商雲集，洋行四處林立。爾今，河道汙淺，

河港功能消失，外商撤資或遷離大溪，受社會與經濟方面的改變，以致因經商而破產者比

比皆是，產業體質大受影響。 

大溪，地勢靠山，所謂靠山吃山，山產資源豐富，靠水又得大漢溪河運順暢之利，是桃園

地區的重鎮。往昔，大溪轄區除溪西地區外，餘皆與廣闊的高峰峻嶺相接，山谷陡峭，不

能充份運用水利來灌溉旱田，只能栽植地瓜、茶。自古以來烏塗窟一帶即為名茶的出產

地。

至於地瓜的產量雖多，但大都作為家畜飼料之用。 

同治年間，陳集成、金永順、潘永清、林本源商號等合墾大溪地區，採取種植五穀、茶之

餘，並兼製樟腦、大靛多角化的經營方式，功績卓著，為大溪奠定了產業發達的基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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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樟樹的運用至今仍是大溪的主力產業。移民在伐樟鍊腦後，再將荒地墾成田園、種植經

濟作物（茶、大靛），達成提高產業經濟價值的目的。臺灣樟樹，分佈之廣更是世界獨一

無二，其功能可供醫藥、造船、建築、彫刻、香料………等，廣泛之用途，反而在各地招

來移民伐樟之熱潮，引起台北外商紛紛到大溪設立分行，專營樟腦、茶葉、山產，再利用

暢通的大漢溪出入客貨。

光緒中期，巡撫劉銘傳為撫番及發展樟腦事業，鼓勵民間投資經營，光緒12年（西元

1886）

，於大溪設撫墾總局銳意管理，山地的開發，促成人口突然激增，市況繁榮為大溪的黃金

時代。日本統治期間，隘勇警備線的挺進，輕便鐵路的興築，煤礦與林木的開採，更使大

溪的經濟成長達於巔峰。桃園大圳及縱貫鐵、公路的設置，林本源商號的徙居板橋，對大

溪帶來極大的影響，古鎮漸趨沒落，轉運站的功能日漸式微，只留下石材、豆干、木器歷

久不衰，近年來成為恢復古鎮繁榮，極力推展老街再造與發展觀光運動的地方主要特色。

  目前三層地區配合農委會的綜合規劃，依照自然環境、水利系統、村落地緣關係、土

地利用、作物制度等資料，實施農業生產區段調整，頭寮區段主要發展目標為稻米、花卉

、竹筍、果樹，農地面積有329公頃，設有農業研究班：稻米3班、花卉、竹筍各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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