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
南
大
圳
為
臺
灣
農
業
史
上
重
要
的
水
利
設
施
，
興
建
年
代
為

19
20
年
至

19
30
年
，

20
20
年
為
大
圳
開
工
百
年
，
當
年
其
工
程
技
術
為
重
要
典
範
，
而

留
下
的
配
水
系
統
與
制
度
屬
於
無
形
文
化
資
產
，
其
中
流
淌
的
水
，
每
一
滴
都
在
前
人
的
智
慧
與
努
力
下
，
展
現
效
益
，
生
產
的
糧
食
不
僅
餵
養
臺
灣

人
民
，
更
外
銷
海
外
，
成
為
重
要
的
經
濟
來
源
。

「
烏
山
頭
水
庫
暨
嘉
南
大
圳
」
這
道
水
路
系
統
，
是
臺
灣
獨
特
的
歷
史
路
徑
，
百
年
來
水
流
不
息
，
除
了
與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付
出
、
收
獲
與
生
活
的
人

們
，
交
織
為
「
土
地
─
水
─
人
民
」
的
歷
史
記
憶
，
未
來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面
對
與
思
考
臺
灣
水
資
源
運
用
、
農
村
人
口
老
化
與
斷
層
與
生
態
環
境
維
護

等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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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

農
田
水
利
建
設
是
奠
定
農
業
發
展
最
重
要
的
基
礎
建
設
，
與
我
們
生
活
相
互
依
存
，
臺
灣
農
田
灌
溉
事
業
歷
經
荷
鄭
、
清
朝
、
日
本
人
及
國
民
政

府
等
不
同
階
段
之
建
設
，
讓
農
田
水
利
事
業
得
以
蓬
勃
發
展
。

嘉
南
大
圳
不
僅
僅
是
一
座
水
利
系
統
，
除
了
持
續
使
用
的
機
具
設
備
外
，
更
多
的
是
田
邊
期
盼
圳
水
的
農
人
、
圳
邊
洗
衣
的
阿
嬤
、
小
水
路
內
嬉

鬧
的
孩
子
、
年
年
辦
理
的
祭
儀
、
嘎
嘎
碾
米
的
碾
米
廠
以
及
平
安
豐
收
的
祝
願
等
等
，
百
年
來
人
與
自
然
相
互
影
響
，
具
有
歷
史
、
美
學
、
民
族
學

或
人
類
學
價
值
之
場
域
，
嘉
南
大
圳
是
我
們
珍
貴
的
文
化
景
觀
。

由
位
在
烏
山
頭
水
庫
附
近
之
臺
南
市
官
田
區
學
校
（
官
田
區
嘉
南
國
小
、
官
田
國
小
、
隆
田
國
小
、
渡
拔
國
小
、
官
田
國
中
）
組
成
「
水
圳
教
育

聯
盟
」
，
以
「
踏
查
大
圳
」
作
為
課
程
發
展
主
軸
，
在
學
校
老
師
帶
領
下
，
師
生
共
同
編
纂
課
程
教
材
，
以
繪
本
方
式
，
讓
小
朋
友
畫
出
嘉
南
大
圳

有
關
連
之
人
文
、
生
態
、
景
色
與
產
業
；
也
透
過
數
位
科
技
及
創
新
模
式
探
索
嘉
南
大
圳
，
如
國
立
臺
南
藝
術
大
學
動
畫
藝
術
與
影
像
美
學
研
究
所

林
巧
芳
助
理
教
授
，
帶
領
嘉
南
國
小
學
生
以
「
看
天
田
」
主
題
，
學
習
單
格
及
連
續
動
作
繪
畫
並
嘗
試
配
音
，
共
同
完
成
一
部
動
畫
紀
錄
片
。

除
了
影
像
紀
錄
課
程
讓
小
學
生
帶
著
攝
影
機
，
用
微
電
影
記
錄
菱
角
粿
阿
嬤
、
有
機
農
業
達
人
許
玉
燦

等
家
鄉
在
地
故
事
，
也
推
廣
食
農
教
育
與
環
境
教
育
，
彎
腰
體
會
農
作
，

活
用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訴
說
百
年
大
圳
特
色
，
讓
下
一
代
親
近
土
地
、
熟

悉
生
活
周
遭
生
態
環
境
，
共
同
關
懷
、
發
掘
、
保
存
、
承
續
嘉
南
大
圳
的

水
圳
記
憶
。

未
來
的
大圳

傳
承
水
圳
記
憶

時
間
：

3/
23
（
六
）

14
:0

0—
16

:0
0  

地
點
：
喜
樹
萬
皇
宮

 
開
場
演
出
團
體
：
樹
林
國
小
白
鶴
陣
、
喜
樹
國
小
喜
聲
社

啟
動
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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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細
研
習
課
程
請
參
閱
文
資
處
網
站
：

ht
tp

://
tm

ac
h-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Yo
ut

ub
e 影
片
：
「
菱
角
粿
阿
嬤
」

踏
查
大
圳
─

10
7 年
度
烏
山
頭
水
庫
暨
嘉
南

大
圳
教
育
推
廣
計
畫
，
官
田
國
小
製
作

■
  官
田
國
小
學
生
採
訪
菱
角
粿
阿
嬤

■
  
官
田
國
小
編
著
之
教
材
：
《
飲
水
思
源
-
樂
遊
烏
山
頭
水
庫
》

20
19

  M
A

R
04

免
｜
費
｜
取
｜
閱

20
19

  M
A

R

IS
SU
E

21
期

版  權
 指
導
單
位
│
臺
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

ht
tp

://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in
de

x.
ph

p　
 發
行
人
│
林
喬
彬
　

 總
編
輯
│
鄭
任
翔
　

 編
輯
小
組
│
李
雪
慈
、
王
世
宏
、
楊
美
紅
　

 執
筆
│
高
于
婷
、
郭
怡
均
　

 英
文
翻
譯
│
黃
琮
軒
　

 插
畫
│
郭
璧
如
、
林
家
棟
、
傅
馨
逸

 發
行
單
位
│
臺
南
市
文
化
資
產
管
理
處
／

ht
tp

://
tm

ac
h-

cu
ltu

re
.ta

in
an

.g
ov

.tw
　

 刊
頭
文
字
提
供

 │
臺
南
市
糖
福
印
刷
廠
鉛
字
　

 美
術
設
計
│
菩
薩
蠻
數
位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日
期
│

20
19
年

3月
　

 特
別
銘
謝
│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黃
文
博
、
陳
梅
卿
、
蘇
昭
旭

乍
暖
還
寒
時
分
，
日
光
和
煦
地
籠
罩
著
嘉
南
平
原
，
田
邊
溪
流

波
光
粼
粼
，
發
出
耀
人
的
光
彩
。
孩
子
們
在
小
水
圳
裡
頭
，
赤
著
雙

足
，
毫
不
在
意
那
已
然
溼
透
的
裙
擺
，
與
同
伴
們
玩
得
不
亦
樂
乎
。
慵

懶
的
暖
日
、
揚
起
的
水
珠
、
孩
童
們
的
笑
顏
，
幻
化
成
彩
虹
，
輕
掛
在
南

國
鄉
鎮
裡
，
是
女
孩
、
是
大
圳
帶
來
了
這
樣
的
光
景
。

村
長
伯
宏
亮
的
聲
音
：
「
小
雅
，
緊
去
通
報
大
家
，
圳
水
要
來
了
！
」
只
見
小
女
孩

應
和
了
一
聲
之
後
，
便
輕
甩
著
烏
黑
亮
麗
的
辮
子
，
穿
上
布
鞋
，
小
跑
步
地
奔
上
了
延
著
水
圳

開
展
的
道
路
。
搖
曳
的
裙
擺
、
彩
虹
色
的
茄
芷
袋
、
揚
起
的
沙
塵
，
一
路
伴
著
女
孩
前
行
。

「
圳
水
來
囉
！
圳
水
來
囉
！
」
小
女
孩
在
黃
土
路
上
跑
著
，
稚
嫩
純
真
的
通
告
著
圳
水
的
到
來
。
沿
途
繁

忙
的
農
人
們
紛
紛
停
下
手
邊
的
工
作
，
原
本
因
勞
動
的
疲
憊
感
從
臉
上
漸
次
退
去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逐
漸

開
朗
的
神
情
與
欣
慰
的
笑
臉
，
彷
彿
小
女
孩
帶
來
的
不
只
是
消
息
，
更
是
一
種
可
靠
與
安
穩
；
圳
水
也
不

只
是
圳
水
而
已
，
而
是
具
有
甜
味
的
糖
水
。

為
表
謝
意
，
農
人
們
從
家
裡
拿
出
許
多
五
彩
繽
紛
的
糖
果
，
投
進
女
孩
手
腕
上
的
茄
芷
袋
。
隨
著
女
孩

的
步
伐
，
袋
中
的
糖
果
也
開
始
晃
蕩
了
起
來
；
女
孩
的
容
顏
，
更
是
染
上
了
那
純
然
喜
悅
的
一
抹
胭
紅
，

邁
開
了
步
伐
，
女
孩
又
喊
道
：
「
圳
水
來
囉
！
圳
水
來
囉
！
」
。

在
南
國
鄉
鎮
裡
，
女
孩
的
糖
果
、
甜
甜
的
圳
水
帶
來
了
那
充
滿
希
望
的
春
季
。

■
  
負
責
通
報
通
水
的
女
孩

與
欣
慰
笑
顏
的
農
人

■
  圳
溝
是
小
孩
游
泳
戲
水
之
處

圳
水
是甜

的
文 化 景 觀 ﹁ 烏 山 頭 水 庫 暨 嘉 南 大 圳 水 利 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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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圳
開
發
與
祭
典

─
 圳
頭
祭

水
利
開
發
與
沿
線
聚
落
民
眾
的
互
動
，
表
現
在
民
間
信
仰

的
各
種
祭
典
、
活
動
上
，
如
慶
成
祭
典
（
謝
土
）
、
年
例
祭
典

（
圳
頭
祭
、
普
圳
頭
）
、
先
賢
祭
祀
（
如
八
田
與
一
墓
前
祭
與
烏

山
頭
水
庫
殉
工
祭
）
、
中
元
普
度
、
水
圳
土
地
公
等
，
十
分
多
樣
。

在
臺
灣
，
從
北
至
南
、
從
西
到
東
都
可
見
到
圳
頭
祭
，
如
桃
園
、
臺
東
關
山
、

彰
化
二
水
等
。
目
前
嘉
南
大
圳
範
圍
內
之
圳
頭
祭
由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主
辦
，
每

年
祭
典
日
不
同
，
配
合
工
作
狀
況
選
擇
吉
日
進
行
，
祈
求
天
降
甘
霖
、
送
水
順

利
，
人
員
平
安
。

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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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口
工
作
站
是
嘉
南
大
圳
的
「
天
下
第
一
關
」
，
在
整
個
水
利

系
統
中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現
在
嘉
南
大
圳
的
水
源
來
自

曾
文
水
庫
，
水
經
由
東
口
工
作
站
流
入
烏
山
嶺
引
水
隧
道
，
從

西
口
出
來
注
入
烏
山
頭
水
庫
內
。
因
東
口
工
作
站

地
處
偏
僻
，
交
通
不
便
，
早
期
工
作
人
員
需

步
行
加
上
撐
竹
筏
渡
水
才
能
進
入
站
內
，
如

遇
大
水
只
能
揹
著
乾
糧
翻
越
烏
山
嶺
，
相
當

辛
苦
。

ᵆ
ᾜ
ள

沒
有
嘉
南
大
圳
的
嘉
南
平
原
，
田
地
多
為
旱
田
，
稻

米
栽
種
面
積
雖
大
但
產
量
少
。

19
22
年
隨
著
蓬
萊
米
改

良
成
功
，

19
30
年
嘉
南
大
圳
通
水
，
旱
田
成
為
水
田
，

鹽
分
地
也
獲
得
改
善
，
搭
配
三
年
輪
作
，
稻
米
產
量
上

升
。 早
期
農
人
收
割
稻
米
後
，
需
先
曬
乾
，
再
裝
袋
用
牛

車
運
到
就
近
的
碾
米
廠
過
磅
、
粗
篩
、
礱
穀
（
稻
穀
脫

殼
）
、
精
米
。
後
來
隨
著
小
型
碾
米
機
的
發
明
與
普

及
，
各
地
庄
頭
的
碾
米
廠
逐
漸
歇
業
、
消
失
，
過
往
秋

收
後
牛
車
齊
聚
碾
米
廠
、
農
人
捧
茶
閒
聊
等
待
稻
穀
碾

製
的
場
景
，
也
成
為
長
輩
心
中
的
回
憶
。

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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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南
大
圳
南
、
北
幹
線
上
共
有

7座
輸
送
灌
溉
水
的

「
渡
槽
橋
」
，
其
中
有

3座
已
由
臺
南
市
政
府
指
定
為
市

定
古
蹟
（
曾
文
溪
渡
槽
橋
、
渡
仔
頭
溪
渡
槽
橋
、
官
田

溪
渡
槽
橋
）
。

19
29
年
完
工
，
總
長

33
9.

9公
尺
的
曾
文
溪
渡
槽
橋

為
一
座
「
上
層
行
人
車
，
下
層
行
水
流
」
，
具
有
複
合

功
能
的

 「
人
水
橋
」
，
它
曾
是
省
道
臺
一
線
的
一
部

分
。
橋
體
採
雙
層
設
計
，
上
層
是
鋼
筋
混
凝
土
橋
面
，

下
層
是
華
倫
式
桁
架
鋼
梁
水
槽
，
以
鉚
釘
接
合
，
展
現

當
時
的
工
藝
技
巧
，
相
當
稀
有
。

⋿
㖎㖖

㖏㖍


⾔
ଋ

⌔
ெ

⌄
㖎㖖

㖐㖍


ⱡ
ᓂ

ឹ
ᙥ

ᯒ


в
ߺ

ۋ
㗩

ǋ
ј

ᅣ
ਢ

ၲ
㘭

ᰩ



㘯

ᯒ


в
ୣ

ј
ᅋ

ṙ
চ

ᯒ
ᓂ

ᙩ
Ǣ

ඪ
㗩

ယ
⧛

Ĭ
⇔

Ʈ
ၰ


㗧

⇹
⒗

ᯌ


ť
ѩ

ŉ
၏


ޛ

Ợ
㗩

Ɒ

⇌
ෘ


㘭

Ḿ
㇠

ྷ
㔈
㗧

┱
ᬒ

⪧
ſ
㗧

Ⱑ
⌙

Ⴕ
Ɯ
㗧

ܧ
ۋ

⃒
᎕

㘯㗩



ⶤ

Ⲧ
ެ
ᯒ
ߺ
ᾜ
Ȟ
㘀

■
  
義
昌
碾
米
廠
（
趙
守
彥

攝
影
，

20
11
年
）

■
  

 資
料
來
源
：
蘇
昭
旭

 《
臺
灣
輕
便
鐵

道
小
火
車
》
、
《
臺
灣
蒸
汽
火
車
百
科
》

遷
移
歷
史
的
見
證

─
 官
田區

大
崎
雙
鳳
宮

隨
著
烏
山
頭
水
庫
建
設
計
劃
的
進
行
，
水
庫
淹

沒
範
圍
的
數
個
聚
落
在
蓄
水
前
夕
陸
續
遷
移
，
大

部
分
的
庄
民
就
近
落
腳
於
現
在
的
官
田
區
大
崎
里
。

原
先
各
聚
落
奉
祀
的
神
祇
，
也
跟
著
庄
民
遷
移
。

一
開
始
採
輪
祀
制
，
直
到

19
95
年
雙
鳳
宮
完
工
才
合

祀
。
宮
廟
內
的
〈
雙
鳳
宮
沿
革
誌
〉
記
載
了
這
段
歷
史
，

大
家
下
次
到
烏
山
頭
水
庫
欣
賞
山
光
水
景
時
，
不
妨
也
去
大

崎
里
，
看
看
這
個
由
居
民
與
南
藝
大
攜
手
打
造
的
藝
術
小
聚
落
。

■
  
雙
鳳
宮
（
楊
家
祈
攝
影
，

20
18
）

水
圳
辟
邪
物

嘉
南
大
圳
筆
直
的
水
路
或
轉
彎
的
銳
角
，
在
早
期
常
衍
生
出
「
水
圳
帶
來
煞

氣
」
與
「
敗
地
理
」
（
地
方
風
水
遭
受
到
破
壞
、
毀
損
，
進
而
影
響
整
個
地
區
的

發
展
）
等
傳
說
。
通
常
會
由
地
方
神
祇
指
示
建
寶
塔
、
植
榕
樹
、
設
石
製
辟
邪
物

等
方
式
來
守
護
聚
落
，
不
受
到
煞
氣
等
危
害
。
目
前
可
見
的
水
圳
相
關
辟
邪
物

有
：
佳
里
區
外
渡
頭
田
府
元
帥
塔
、
西
港
區
後
營
護
圳
神
榕
、
七
股
區
樹
仔
腳
福

德
正
神
塔
等
。

以
佳
里
區
外
渡
頭
田
府
元
帥
塔
為
例
，
當
地
耆

老
傳
說
嘉
南
大
圳
劉
厝
大
排
在
外
渡
頭
聚
落

東
北
邊
形
成
一
個
水
灣
，
造
成
當
地
一

戶
陳
姓
人
家
未
能
誕
生
男
丁
，
後
經

庄
內
田
府
元
帥
掛
帥
主
祭
、
建
造
寶

塔
後
，
不
僅
地
方
獲
得
平
靜
，
陳
姓

人
家
也
如
願
誕
生
男
嗣
。
此
塔
為

圓
錐
形
，
一
共
七
層
，
每
層
有
一

門
，
塔
頂
塑
有
一
尊
田
府
元
帥

像
，
底
座
亦
刻
有
神
名
，
塔
旁
設

有
五
營
一
同
守
護
地
方
。

為
了
有
效
維
護
與
管
理
總
長
達

16
,0

00
公
里
的
嘉
南
大
圳
，
設
有
許
多
工
作
站
與
掌
水

工
來
協
調
農
民
取
用
灌
溉
水
的
秩
序
。
掌
水
工
除
了
透
過
操
作
中
小
型
水
閘
門
，
調
整
灌

溉
水
量
，
還
需
要
留
意
圳
道
狀
況
，
進
行
割
草
、
排
除
堵
塞
、
檢
視
報
修
等
工
作
。

其
中
，
在
水
利
灌
溉
第
一
線
，
少
數
的
幾
位
女
性
工
作
人
員
：

羅
仁
儷
女
士
：
七
股
工
作
站
站
長
，
於

19
93
年
加
入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多
年
來
用

著
溫
柔
細
緻
的
做
事
態
度
，
管
理
著
七
股
區
的
灌
溉
渠
道
維
護
與
協
調
工
作
。

郭
張
開
女
士
：
佳
里
塭
內
工
作
站
的
掌
水
工
，
擁
有

40
多
年
的
經

歷
，
她
說
最
辛
苦
的
地
方
在
於
颱
風
、

淹
水
時
必
須
趁
著
風
勢
稍
歇
出

門
巡
視
，
不
能
讓
樹
枝
雜

物
等
堵
住
水
門
。

女
性
溫
柔
包
容
與
對

環
境
的
適
應
能
力
像
水

一
樣
，
在
擔
負
家
庭
責

任
之
外
，
還
要
專
注
投

入
在
工
作
上
，
令
人
相
當

尊
敬
。

■
  七
股
工
作
站
羅
仁
儷
站
長

（
楊
家
祈
攝
影
，

20
18
）

為
水
付
出
的
這
些
人

─
 工
作
站
長
與
水
圳
掌
門
人

■
  佳
里
區
外
渡
頭
田
府
元
帥
塔
與

五
營
（
楊
家
祈
攝
影
，

20
18
）

■
  佳
里
塭
內
工
作
站
郭
張
開
女
士

（
楊
家
祈
攝
影
，

20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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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2
8年
日
籍
水
利
技
師
於
曾
文
溪
渡
槽

橋
箱
涵
內
合
照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提
供

)

ᎋ
⿏
⮛
�

19
21
年
，
從
番
子
田
車
站
（
今
隆
田
車
站
）
至
烏
山

頭
工
地
之
間
，
鋪
設
有

7.
2公
里

1,
06

7m
m
軌
距
的
嘉
南

大
圳
施
工
用
鐵
道
。
當
時
主
要
奔
馳
著
德
國

H
en

sc
he

l

製
造
的

A
型
蒸
汽
機
車
，
這
是

0-
8-

0大
型
的
四
動
軸
蒸
汽

機
車
，
也
是
嘉
南
大
圳
最
大
型
的
工
程
用
機
關
車
，
載

運
主
要
築
壩
堤
的
工
程
材
料
。
此
外
，
嘉
南
大
圳
工
程

用
機
關
車
，
還
有
兩
款
較
小
型
的

76
2m

m
軌
距
的

B
型
、

C
型
施
工
用
蒸
氣
機
車
，
可
以
使
用

76
2m

m
軌
道
的
糖

鐵
路
線
，
運
送
人
員
與
較
輕
的
工
程
材
料
。

19
45
年
，
臺
鐵
接
收
了

2部
A
型
（

D
K

50
0型
）
及

1部

B
型
（

C
K

11
0型
）
蒸
汽
機
車
，
可
惜
如
今
已
經
消
失
，

只
剩
一
部

C
型
汽
機
車
，
陳
列
於
烏
山
頭
水
庫
旁
邊
，
嘉

南
大
圳
工
程
結
束
後
保
存
迄
今
，
彌
足
珍
貴
。

02
0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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