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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自然、享受自然，水與綠、光與影、人工與自然的情境對話。

八德生態埤塘公園八德生態埤塘公園

◎劉允治

　　輕風徐拂，偷得浮生半日閑，信步走來卻只消駐足片刻，那種遠離城市喧囂的快意，倒是令人感動莫名。頃刻間置身八德生態埤塘公園的綠、水之

間，映入眼簾的盡是一片花團錦簇、紫嫣紅。一處是令大人、小孩駐足觀賞飛禽的水上樂園，另一處則是綠光草坪，是親子運動奔跑或打滾玩耍的好場

所。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此處公園基地在施工前原為違章建築林立之國有地，遮蔽原有埤塘及老樹等珍貴之環境資源，呈三角形，占地約五公頃。桃園

縣素有「千塘之鄉」的美名，埤塘除水利灌溉功能外，更具備反映社會變遷人地關係的文化歷史意涵，以及生態教育與防災滯洪等面向之功能。因此，

民國95年桃園縣政府以「自然生態」為主要概念進行設計，96年６月完成違章建築之拆除及清理後開始施工，97年７月完工啟用。

　　園內除保留原有的綠樹、埤塘生態外，還以人工挖出10個彼此相連的生態池，池中種植許多水生植物來淨化水質，進一步希望能發揮教學作用，讓

學生到此參觀、認識環境及其功能；同時將原有的榕樹綠色隧道改造為入口的主要步行路線，並連結至自行車道。園內水生植物有三級保育植物臺灣萍

蓬草等；陸上植物除了印度紫檀、洋玉蘭外，其他都是臺灣原生種；此外，還有蓮花區、濕地平台和多種水生及陸域植物，經常吸引候鳥在園區駐足，

不僅創造生態多元性的空間層次，也使得生態埤塘公園躋身為休憩、運動、教育、生態、景觀兼具的人工濕地公園。

　　在普遍缺乏大型休憩空間的今天，此處不啻為假日休閒遊憩或舉辦大型活動的最佳場所，園區內「木之步道」串聯各種自然界繽紛的水岸場景；在

水岸邊座落著大、小的涼亭，提供靜謐的休憩空間，傾聽著蟲鳴鳥叫及涓涓的流水聲，更能近距離地親近水面，感受暢快；制高點「高架涼亭」在此足

以眺望整個園區的美景，並能延伸至桃園市及鶯歌區；環湖步道、「候鳥之島」的規劃、木構架自然通風採光的建築設計，諸多細節中處處呈現了對生

態、環保永續的關懷與重視。

　　這裡風景優美，黃昏到公園餵食，可見那肥碩可愛的雞、鴨、鵝、魚、鳥和烏龜等，都很喜歡貼近遊客，不少人在此重溫田野的親水樂趣。園內也

常見愛鳥人士拿著望遠鏡賞鳥的景致；據賞鳥人士表示，最佳的賞鳥時間是早上６、７點時，可以看到許多鳥類。不只能親近動物，這座友善公園也歡

迎民眾攜帶寵物入內，逛１圈不用２小時，適合散步、寫生、騎自行車等，足以輕鬆享受半日的悠閒。當然您也可以選擇浪漫而悠閒地在池畔邊那座別

緻的木構餐廳內用餐或喝個下午茶，領略其魅力。這兒的黃昏最美，夕陽西下滿天紅霞共一色，不禁讓人流連忘返。

　　雖然這裡不是桃園縣最大的埤塘公園，但絕對是最具生態價值的埤塘公園。也深信一座優質的公園，必將成為地區居民休閒活動的好去處。和其他

公園不同的是，它不但有別具特色的餐廳，還有豐富的生態，將自然生態公園和複合式餐廳結合成假日休閒、品嚐咖啡、養生輕食的好去處，打造出不

同以往的生態公園，更能持續帶動優質的休閒風氣。

（作者為桃園縣八德市公所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作者為桃園縣八德市公所公園路燈管理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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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祠於民國95年被指定為縣定古蹟，目前仍為六家地區林氏族人的精神中心。

竹北六家林家祠竹北六家林家祠

◎林健正

　　位在新竹縣竹北「六家」舊名「六張犁」，地名的緣由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8世紀中葉廣東饒平林氏家族有六戶人家至此墾地，因此稱之為「六家

庄」；另一說是當年移民開墾了30甲地，當地以５甲為一張犁，故稱六張犁。大正９年（1920年）市區更名為六家。

　　清乾隆年間，林欽堂、林孫檀、林居震、林先坤等人從廣東饒平渡海至鹿港，隔３年從鹿港移墾六張犁，時為1749年（乾隆14年）。之前當地為平

埔族之東興社，為竹塹社平埔族人移居之聚落。

　　其後林先坤返鄉完婚，並邀原鄉族人林孫服、林孫壇等入墾，初期墾戶合計分成六支。林先坤善於經營，漸成地方領袖，率族人墾荒有成，子孫勤

於耕作，農地面積逐漸擴大，規模約達30甲。此為六家初期移民史。時值林爽文之亂，林先坤組織義民團保鄉衛土，助清平亂有功，獲皇帝賜「褒忠」

匾；亡魂合葬於新埔枋寮，是為褒忠義民廟。

　　林家祠位於竹北民俗公園內，公園內尚有２棟問禮堂、２棟忠孝堂、大夫第、義民?以及伯公廟等，為竹北縣治一期辦理區段徵收指定保存的歷史

建物；民國89年起由行政院文建會、客委會以及省政府（林光華主席任內）等撥款補助，由新竹縣政府以及交通大學等負責逐步修復。迄今未完成整修

者僅剩大夫第及一間忠孝堂。

　　民俗公園內尚有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該學院的建築為一改良式的客家圓樓，由建築師謝英俊負責設計監造。民俗公園、縣文化中心以及新埔枋

寮褒忠義民廟等地方人士視之為結合現代與傳統的客家鐵三角。

　　林家祠緣自林先坤等組織之林次聖公嘗會，於1790年（乾隆55年）先在六張犁購置次聖公祭田，其後陸續在六張、八張、鹿場庄、枋寮庄、九芎林

等地置產，收益充作公用。1882年（光緒８年）林雲漢等倡建祠堂，是為「次聖公廳」；1911年（明治44年）改建為現今型式，並改稱林家祠。

　　民國95年林家祠被指定為縣定古蹟，祭祠林姓列祖列宗，包括太始祖比干公、林民始祖堅公、閩林始祖祿公、九牧公、五十九公、六屋祖百一公、

千六公等，還有媽祖以及義民爺。傳統上，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族人多齊集林家祠，奉獻豬羊牲禮，拈香祭拜祖宗。現今林家祠仍作為族人祭祖使用，

為六家地區林氏族人精神中心。

竹北六家民俗公園內的林家祠（林健正攝於2012.07.10）

林家祠一正身、兩橫屋、一門樓型式（林健正攝於2012.07.10）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教授）（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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