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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新社鄉一日遊 

期刊組  施麗珠 

2002 年 11 月 23 日是東海大學婦女會一年一度的秋季交流活動，這回

規劃的目的地是台中縣新社鄉，該鄉位於台中縣偏東的山城地區，總面積

68.8874 平方公里，轄區內有 13 村、20 鄰，占台中縣總面積的百分之 3.36。

新社鄉的區域主要分為山地、丘陵台地，群山環繞，東隔大甲溪與東勢鎮、

和平鄉相望，年雨量 2500 公釐，年平均溫攝氏 22 度，在氣候或土質方面，

都非常適合農業生產。 

此次行程安排共規劃了六個景點：新社鄉白冷圳的 V 型導虹吸管、橘

子園、櫻花林休閒檜木屋、玫瑰森林、春福蘭園、

震川香菇農場休閒區。   

我們所乘坐的遊覽車抵達第一站景點：新社鄉

白冷圳的 V 形導虹吸管 1(圖 1)時，當天的義務嚮導

詹益輝先生熱心的解說這條水圳的歷史 2，V 形導

虹吸管是整個白冷圳工程中的一段，其實就是沿山

坡斜建上去的工程，在左、右邊導虹吸管的旁邊，

各有一座漆成淺藍色狹長的鋼製階梯可走，左邊計

452 階，右邊有 303 階，大夥選擇走左邊階梯，愈走愈發現這條猶如一條

                                                 
1 按，日據時代，日本人為了發展台灣的製糖業，在新社河階群台地設立大南庄蔗

苗養成所。為闢水源，工程人員想到了「虹吸管原理」，汲取大甲溪水，建構成

一條小小的水圳。見 http://www.shinshou.gov.tw/休閒農園/spot/35/spot35.html，台
中縣新社鄉白冷圳社區總體營造促進會。 

2 同註 1。白冷圳整個工程為台灣總督府技師磯田謙雄所設計，1928年 12 月動工興

建，1932年 5 月完工，歷時 3年半。耗資 104 萬餘日圓，折合現值約新台幣 12

億。白冷圳總長 16.6 公里(介於台灣中部海拔 580 公尺到 532 公尺的河谷或山峰之

間)，由和平鄉白冷台地引水至新社鄉新五村圓堀終點，高低落差 22.6 公尺，主要

工事含 22 座隧道、14 座渡槽，8.8 公里明渠，3座虹吸管(地點在阿寸溪底、抽藤

坑溪底及矮山坑溪底等三處，利用大氣壓力，讓溪水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嶺，完

全不必耗費電力)。在這三座白冷圳的虹吸水管中，以第二座通過抽藤坑溪底的導

虹吸管最長，為 346.88 公尺，不但在當時號稱為東洋第一，至今也是國內與遠東

地區最長的虹吸水管。白冷圳自民國 21年 10 月 14 日正式通水，總督府殖產局長

殖田殖吉命名為「白冷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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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蟒的階梯，愈往上愈筆直陡峭，終於爬到頂峰，才發現到這兒的視野景

觀很好，可呼吸新鮮的空氣，又可欣賞山巒起伏的美麗風光，低頭往下看，

才警覺 452 階梯的高度離地面非常遙遠，七十多年前尚未建白冷圳，住在

山上的居民需要水時，不但取用困難，而且費時、危險。遊至此地，不得

不佩服先民的睿智與魄力。 

第二站地點是參觀詹益輝先生橘子園，這片果園種有橘子、檸檬、柳

丁等，從水果的栽種、採收、分裝到送貨，都是詹先生夫婦倆一齊合作。

熱心的詹先生除了在室內介紹目前橘子分類用的機器，也實際操作讓我們

看，並帶大家到果園示範如何採收橘子。首先選橘子的下方已凹進去者，

表示此橘子已達成熟，第二步以左手托高橘子，將橘葉往上集中，剪刀順

著橘子水平的方向剪下，一再叮嚀此段不可留太長，以免包裝時會刮傷橘

子。當詹先生多次小心翼翼的示範，這動作讓我感覺他剪下的似乎不是一

粒橘子，而是小孩的臍帶。這是很難得的一次機會，可以現採橘子、檸檬，

與土地、大自然接觸，一邊又可以試吃橘子。剛採下的橘子撥開外皮時，

可聞得到橘子的香味，裏面的果肉汁多、酸中帶甜，很好吃，價格又定得

很實在，每個人都很開心的帶著大包小包的戰利品回到遊覽車上，早上的

時光就在這水果園內悄悄的溜走了。 

第三站地點是櫻花林休閒檜木屋，這個新興的休閒區總面積約有七甲

地，目前已開發出三甲地，第一階段開放

的櫻花林餐廳與櫻花園，烤肉區與泡茶區

屬於規劃中的第二階段。在這裡看不到一

磚一瓦，整座休閒農田都是用一塊塊檜木

組成的檜木屋。櫻花林三個字鑲在由三大

塊檜木所組合成的ㄇ字型的大門上方(圖 

2)，造型非常的簡單與罕見。為控制人數

與車輛，以及維護林內清潔，酌收入門費一百元，可抵在這裡的消費。櫻

花林餐廳室內與室外的桌椅都是大塊檜木，在充滿檜木香氣中用餐，看著

由上好的檜木餐盤所裝的套餐--四菜一湯，其中由苜蓿牙、豌豆苗、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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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小黃瓜，淋上沙拉及百香果汁組成的生菜，特別的爽口。從櫻花林餐

廳望出去，前面種有很多色彩繽紛的矮小的花叢，中間有幾株松樹穿插其

中，高度不高，枝葉線條很古樸。在重重的大自然植物的烘托下，位於角

落的那座檜木六角亭更有壯觀的氣勢與韻味。櫻花林餐廳外有一個圓形的

香草園，這裡種有甜蜜薰衣草、玫瑰天竺葵、黃金鼠尾草、迷迭香、香蜂

草、鳳梨鼠尾草、薄荷等多種香草植物，並插上植物名稱的指示牌讓遊客

認識它。這些目前正風靡全球的香草，不只有驅蟲的功用，對人的精神也

有穩定的功能。櫻花園在櫻花林餐廳的下方，從餐廳外的欄杆往下看，除

了數千坪的櫻花園外，並設有觀賞的健康步道。目前雖然只有一棵棵的櫻

花樹屹立不搖的挺立在那裡，但在來年一月至三月(農曆年前後 )櫻花盛開

時，可從健康步道一邊走，一邊欣賞那一片粉嫩，搖曳春風綠草間的櫻花，

將會是一場視覺的饗宴。 

第四站是參觀玫瑰森林，近年來因應社會發展的轉變與政府提倡休閒

農業之風氣，很多原本以生產為主的初級產業，都漸漸轉型到以休閒觀光

為主的三級產業，玫瑰森林正是這種轉型的例子。當遊客來訪時，有嚮導

詳細介紹玫瑰之品種、來歷及生長情形，亦提供資訊教導遊客自行採收玫

瑰。 

佔地有一甲的玫瑰森林，有很多不同品種與色彩的玫瑰，空氣中瀰漫

一股濃濃的花香。入門費 50 元可抵喜歡的產品，如玫瑰鮮花、自製玫瑰

及薰衣茶凍、玫瑰花茶或自製手工餅乾等，真是有吃有看又有拿，實惠得

很。 

第五站是參觀面積有一甲地的春福蘭園，從門口到園內，到處都是各

種不同的花卉和植物，如香椿、薰衣草、文心蘭、嘉德利亞、迷你虎頭蘭、

蝴蝶蘭、鹿角蕨及不知名的蕨類科綠色植物等，還有目前應景的聖誕紅，

真是美不勝收。其實花是人類最好的朋友之一，花香能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看到花開時的燦爛與凋萎時的絕美，更能感發多種情緒。 

在福蘭園的門口又碰到詹先生，得知有人要買他家所生產的檸檬，所

以他又載了一些(每袋兩斤重 )的檸檬過來，這些農產品不但新鮮，而且價

格比市價便宜，雖然所賺的利潤微薄，但看到他高高興興的來回奔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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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感動。詹先生是位上了年紀的長者，但體力與毅力都不輸給年輕人。

同樣的一天，有12萬純樸的農民正在外頭為爭取他們的福利而奮鬥，少數

的農民像詹先生，選擇了靠自己的雙手與雙腳來努力，這種精神真的是值

得年輕人多多學習。 

第六個地點震川香菇農場休閒區，這是個新開業的休閒農場，占地

7,200坪，採預約方式，場內有很多設施，包括漆彈戰技場、烤肉區、泡湯

等區。此農場位於東勢、台中、谷關三方要道的會合點，場內闢有香菇類

生態園區。 

當我們抵達這休閒農場時，已近黃昏了，專業的主人熱誠解說香菇

的種類，認識很多不同菇種，如花菇、草菇、冬菇、杏鮑菇、雞肉絲菇等。

主人介紹金針菇的清洗與食用方式，首先將整把金針菇在水龍頭下沖洗一

下，再切去頭部，即可沾沙拉生吃。熟食的話，只要川燙兩秒鐘，再放到

冰塊中撈一下即可吃到香滑可口的原味金針菇。主人還介紹目前市面反應

最好的新鮮香菇「台農一號」，整朵菇厚度相當粗，水份很多，此菇本身

有少許甜度，加入炒菜時可以不用再添加調味料，口感很好。因時間太晚，

無法參與香菇寮「晚菇」的採收，我們還是在這裡享用了一頓很有鄉村風

味的菇類大餐。 

東海大學婦女會多年來有計劃的推展了多項有意義的各項活動，這

些活動不僅增加了本校教職員眷屬彼此相互認識、交流的機會，也可接觸

社會的脈動。例如這趟豐富的旅程是新社鄉公所一位潘小姐幫忙規劃的，

本校婦女會的幾位成員，如張英玫、謝月霜、楊素瓊、楊靜代、吳媛嬌、

陳美華等多次先去探路，才決定了這次的行程。一天走下來，一點也不覺

得累，深深覺得新社鄉有很多美麗的觀光景點(目前網路上提供有 35 個旅

遊景點資料可參考 )，傳統的農村景象已隨著全球化的衝擊而蛻變，漸漸走

向精緻的觀光休閒農園，以輕鬆的心情來逛這些旅遊景點，會發現這是個

很值得去走走的地方，而且它並不遠，就在相鄰的台中縣境內，假日有空

時，不妨抽空去體驗現代人另一種的生活方式，說不定會有意外的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