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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我們皆是土生土長的豐原子弟，常聽父執長輩言道：「豐原得天獨厚，水清、

米白、餅香、查某水（閩南語），民風純樸。」從小學三年級初接觸鄉土課程以

來，即對這片「豐澤之原」之文化史蹟、風土民情等充滿興趣，其中，葫蘆墩米

又是我們格外想探討的，甫利用這次機會，一窺其奧妙。 

葫蘆墩，小風雲。古早時，青滾滾。平埔番，佔大份。 

    唐山公，張達京，開大圳。大甲溪，引入門。 

       大頭目，真感恩。番仔某，送一墩。南北路，互開墾。 

        葫蘆墩，好額名，叫富春。 

        萬嬸婆，提錢銀。買糕餅，騙金孫。 

       葫蘆米，響日本；天皇君，硬註文。呷無著，摔公文。 

                                                                                                       ─  林沈默 

而林沈默的這首詩為葫蘆墩米做了最佳的詮釋，可見葫蘆墩米品質之好，名聲之

盛，只要提到豐原葫蘆墩米，老一輩的豐原人無不豎起大拇指稱讚，但年輕的學

子們卻對「它」所知不多。為了一探葫蘆墩米的根源，我們查閱了許多文獻書籍

和網路相關資料，希望將這段風光的歷史介紹給大家知道。 

貳●正文 

一、關係密不可分的豐原三寶 

 

豐原舊稱「葫蘆墩」，自古以三寶「水清、米白、查某水」聞名。『「「「「水清水清水清水清」」」」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由大甲溪引進的水清澈無比由大甲溪引進的水清澈無比由大甲溪引進的水清澈無比由大甲溪引進的水清澈無比，，，，「「「「米白米白米白米白」」」」指的是連日本天皇都讚不絕口的的葫蘆墩指的是連日本天皇都讚不絕口的的葫蘆墩指的是連日本天皇都讚不絕口的的葫蘆墩指的是連日本天皇都讚不絕口的的葫蘆墩

米米米米，，，，「「「「查某水查某水查某水查某水」，」，」，」，由於水質甘甜由於水質甘甜由於水質甘甜由於水質甘甜，，，，豐原的女兒得天獨厚豐原的女兒得天獨厚豐原的女兒得天獨厚豐原的女兒得天獨厚，，，，特別溫柔甜美特別溫柔甜美特別溫柔甜美特別溫柔甜美。。。。』』』』（註一） 

 

二、葫蘆墩米的發展源流 

01.清領時期. 

A.漢人於葫蘆墩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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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十一年清雍正十一年清雍正十一年清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西元一七三三年西元一七三三年西元一七三三年），），），），張達京著手開墾土地興鑿水圳張達京著手開墾土地興鑿水圳張達京著手開墾土地興鑿水圳張達京著手開墾土地興鑿水圳，，，，始由廣東始由廣東始由廣東始由廣東

引進許多移民來此引進許多移民來此引進許多移民來此引進許多移民來此，，，，從此漢人從此漢人從此漢人從此漢人便便便便在此落腳在此落腳在此落腳在此落腳。。。。』』』』（註二） 

B.張達京促成葫蘆墩圳之開鑿 

後來葫蘆墩社改由台灣縣管轄，『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年康熙五十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一七一六一七一六一七一六一七一六年年年年）））），，，，廣東廣東廣東廣東省省省省大埔縣大埔縣大埔縣大埔縣

民民民民張達京移民本地張達京移民本地張達京移民本地張達京移民本地，，，，學會了平埔族學會了平埔族學會了平埔族學會了平埔族葫蘆墩社的葫蘆墩社的葫蘆墩社的葫蘆墩社的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致力於社務致力於社務致力於社務致力於社務，，，，並與頭目的女並與頭目的女並與頭目的女並與頭目的女

兒結婚兒結婚兒結婚兒結婚，，，，在部落間辦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在部落間辦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在部落間辦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在部落間辦理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交易，，，，墾耕承租等業務墾耕承租等業務墾耕承租等業務墾耕承租等業務。。。。    

張達京建議張達京建議張達京建議張達京建議「「「「阿穆阿穆阿穆阿穆」（」（」（」（或譯音為阿莫或譯音為阿莫或譯音為阿莫或譯音為阿莫））））把一部份已申請獲准的荒地把一部份已申請獲准的荒地把一部份已申請獲准的荒地把一部份已申請獲准的荒地，，，，出租給漢人出租給漢人出租給漢人出租給漢人

墾耕墾耕墾耕墾耕，，，，可坐收田租可坐收田租可坐收田租可坐收田租，，，，獲得同意獲得同意獲得同意獲得同意。。。。雍正十年雍正十年雍正十年雍正十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一七三二一七三二一七三二一七三二年年年年））））張張張張達京申請的開墾達京申請的開墾達京申請的開墾達京申請的開墾

名號為名號為名號為名號為「「「「張振萬張振萬張振萬張振萬」。」。」。」。為開鑿葫蘆墩圳上埤為開鑿葫蘆墩圳上埤為開鑿葫蘆墩圳上埤為開鑿葫蘆墩圳上埤，，，，灌溉區達數個村落灌溉區達數個村落灌溉區達數個村落灌溉區達數個村落，，，，並招募大批漢人並招募大批漢人並招募大批漢人並招募大批漢人

墾耕墾耕墾耕墾耕，，，，雍正十二年雍正十二年雍正十二年雍正十二年（（（（西元西元西元西元一七三四一七三四一七三四一七三四年年年年））））與六位股東聯合擴大經營與六位股東聯合擴大經營與六位股東聯合擴大經營與六位股東聯合擴大經營，，，，號稱號稱號稱號稱「「「「六館業六館業六館業六館業

戶戶戶戶」，」，」，」，繼續開鑿繼續開鑿繼續開鑿繼續開鑿「「「「下埤下埤下埤下埤」（」（」（」（下游水圳下游水圳下游水圳下游水圳））））。。。。』』』』（註三） 

C.產收大增，餘糧外銷 

葫蘆墩圳灌溉千畝，歲入數萬石稻穀，餘糧「外銷」各地，葫蘆墩米名聲遠播，

日據時期曾運到日本及東北，支援日本軍民米糧，豐原米因此名揚東北亞。 

 

02.日據時期 

A.天皇食用 

葫蘆墩農田和水利的開墾很早，土地相當肥沃，日據時代的「蓬萊米」，就在「 葫

蘆墩」試種成功，『當時播種由法師作法當時播種由法師作法當時播種由法師作法當時播種由法師作法，，，，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州州州州「「「「知事知事知事知事」」」」親自下田插秧親自下田插秧親自下田插秧親自下田插秧，，，，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衛兵站崗保護衛兵站崗保護衛兵站崗保護衛兵站崗保護，，，，收成後收成後收成後收成後「「「「知事知事知事知事」」」」親自送回日本給親自送回日本給親自送回日本給親自送回日本給「「「「天皇天皇天皇天皇」」」」食用食用食用食用，，，，又稱又稱又稱又稱「「「「獻谷米獻谷米獻谷米獻谷米」，」，」，」，

所以葫蘆墩便成為台灣第一米倉所以葫蘆墩便成為台灣第一米倉所以葫蘆墩便成為台灣第一米倉所以葫蘆墩便成為台灣第一米倉。。。。』』』』（註四） 

B.寫下輝煌的歷史 

葫蘆墩米在此時寫下了輝煌的歷史，聞名全日本；而日本人指定向台灣購買的兩

種米，第一個就      是豐原的葫蘆墩米，另一個則是西螺的西螺米。 

C.碾米廠並不普遍 

在日據時期，豐原的碾米廠並不普遍，豐原東邊只有一家慶豐碾米廠而已，而且

幾乎全豐原的米           都在此碾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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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銷日管道暢通 

當時，葫蘆墩米風靡日本，銷日管道暢通，所生產的米大都由日本政府徵收，運

回日本供日本人食用，『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48484848 年年年年，，，，慶豐碾米廠慶豐碾米廠慶豐碾米廠慶豐碾米廠還曾碾製指定要送往日本還曾碾製指定要送往日本還曾碾製指定要送往日本還曾碾製指定要送往日本

的葫蘆墩米的葫蘆墩米的葫蘆墩米的葫蘆墩米。。。。』』』』（註五） 

03.民國以後 

『『『『1920192019201920 年年年年（（（（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999 年年年年、、、、大正大正大正大正 9999 年年年年））））日本政府因日本政府因日本政府因日本政府因「「「「葫蘆墩米葫蘆墩米葫蘆墩米葫蘆墩米」」」」品質甚佳品質甚佳品質甚佳品質甚佳，，，，便以中國便以中國便以中國便以中國

古代賜給日本的古印璽古代賜給日本的古印璽古代賜給日本的古印璽古代賜給日本的古印璽「「「「豐葦之原豐葦之原豐葦之原豐葦之原、、、、瑞穗之國瑞穗之國瑞穗之國瑞穗之國」，」，」，」，當中的當中的當中的當中的「「「「豐原豐原豐原豐原」」」」二字取代二字取代二字取代二字取代「「「「葫葫葫葫

蘆墩蘆墩蘆墩蘆墩」」」」古名古名古名古名，，，，意指日本內地產稻國之美稱意指日本內地產稻國之美稱意指日本內地產稻國之美稱意指日本內地產稻國之美稱，，，，乃有讚美乃有讚美乃有讚美乃有讚美、、、、吉祥之意吉祥之意吉祥之意吉祥之意。。。。』』』』（註六） 

 

「葫蘆墩米」的白香、甜、 Q 當年就聞名海內外，但近年來因漸漸都市化，種

植面積漸少、收成就少，又沒有大量廣告促銷，漸漸被淡忘，只有本地內行人才

有福氣吃得到「天皇級的御飯」。 

 

三、葫蘆墩米的特色 

01.耕作面積 

 

「「「「水田約為一千三百四十公頃水田約為一千三百四十公頃水田約為一千三百四十公頃水田約為一千三百四十公頃，，，，旱田為五百三十公頃旱田為五百三十公頃旱田為五百三十公頃旱田為五百三十公頃((((民國七十二年民國七十二年民國七十二年民國七十二年))))。。。。』』』』（註七） 

02.葫蘆墩米的品種 

『『『『當時當時當時當時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稱銷日的葫蘆墩米為稱銷日的葫蘆墩米為稱銷日的葫蘆墩米為稱銷日的葫蘆墩米為「「「「台豐台豐台豐台豐 2222 號號號號」」」」，，，，但卻將其但卻將其但卻將其但卻將其                寫成寫成寫成寫成「「「「台豊台豊台豊台豊 2222 號號號號」，」，」，」，

或是或是或是或是 TOYOHALATOYOHALATOYOHALATOYOHALA（（（（豐原的意思豐原的意思豐原的意思豐原的意思）。）。）。）。』』』』（註八） 

03.葫蘆墩米的盛行時期 

約在民國五年~四十年之間（大正五年~四十年），民國九年時還因葫蘆墩土地   肥

沃，所生產的稻米品質優良而且產量豐富，而將葫蘆墩改名為   「豐原」。  

 

四、栽培葫蘆墩米之有利條件 

01.肥沃平原，山岳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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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西部有肥沃的平原，東部有山岳屏障。山上有公老坪，一片平原，形同高塔，

周圍樹木蒼翠，風景優美。西出境為平坦沃野，斜低西南，種植適宜，物產豐富，

自古以盛產優良米糧而聞名於中外，有中部米倉之稱。 

 

02.充沛的水源 

A.溪水潺潺 

豐原東北為全省聞名的大甲溪，水源充裕，灌溉便利，又因三角湧〈中坑、北坑、

南坑溪〉及旱溪的水源常年充足，且水質優良，間有鳥牛欄坑溪，使豐原地區的

水源不虞匱乏。 

B.灌溉水源葫蘆墩圳 

『『『『葫蘆墩圳葫蘆墩圳葫蘆墩圳葫蘆墩圳((((舊稱貓霧圳舊稱貓霧圳舊稱貓霧圳舊稱貓霧圳))))從西元從西元從西元從西元 1723172317231723 年開始建造年開始建造年開始建造年開始建造，，，，至今已有至今已有至今已有至今已有 200200200200 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主主主主

幹線有幹線有幹線有幹線有 40404040 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支線更長達支線更長達支線更長達支線更長達 200200200200 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多公里，，，，灌溉地區包括今日的豐原市灌溉地區包括今日的豐原市灌溉地區包括今日的豐原市灌溉地區包括今日的豐原市、、、、潭子潭子潭子潭子

鄉鄉鄉鄉、、、、神岡鄉神岡鄉神岡鄉神岡鄉、、、、大雅鄉大雅鄉大雅鄉大雅鄉、、、、台中市北半部台中市北半部台中市北半部台中市北半部。。。。灌溉面積達二萬公頃灌溉面積達二萬公頃灌溉面積達二萬公頃灌溉面積達二萬公頃，，，，對於台中盆地北半對於台中盆地北半對於台中盆地北半對於台中盆地北半

部的農業活動貢獻很大部的農業活動貢獻很大部的農業活動貢獻很大部的農業活動貢獻很大，，，，也造就了聞名遐邇的葫蘆墩米也造就了聞名遐邇的葫蘆墩米也造就了聞名遐邇的葫蘆墩米也造就了聞名遐邇的葫蘆墩米。。。。    

        

以前還因為物產豐富有以前還因為物產豐富有以前還因為物產豐富有以前還因為物產豐富有「「「「富春鄉富春鄉富春鄉富春鄉」」」」之稱之稱之稱之稱。。。。這是因為開鑿這是因為開鑿這是因為開鑿這是因為開鑿「「「「葫蘆墩圳葫蘆墩圳葫蘆墩圳葫蘆墩圳」」」」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根根根根

據耆老敘述據耆老敘述據耆老敘述據耆老敘述：：：：以往整個豐原小橋流水以往整個豐原小橋流水以往整個豐原小橋流水以往整個豐原小橋流水，，，，碧波垂柳碧波垂柳碧波垂柳碧波垂柳，，，，一副江南好景緻一副江南好景緻一副江南好景緻一副江南好景緻，，，，所以豐原又所以豐原又所以豐原又所以豐原又

有有有有「「「「小蘇州小蘇州小蘇州小蘇州」」」」的美稱的美稱的美稱的美稱。。。。在清澈見底的圳中不但漁蝦肥美在清澈見底的圳中不但漁蝦肥美在清澈見底的圳中不但漁蝦肥美在清澈見底的圳中不但漁蝦肥美，，，，還以優良的水質灌溉豐還以優良的水質灌溉豐還以優良的水質灌溉豐還以優良的水質灌溉豐

原與神岡鄉一帶的稻田原與神岡鄉一帶的稻田原與神岡鄉一帶的稻田原與神岡鄉一帶的稻田，，，，更因為水質優良更因為水質優良更因為水質優良更因為水質優良，，，，造就了豐原三寶造就了豐原三寶造就了豐原三寶造就了豐原三寶「「「「水清水清水清水清、、、、米白米白米白米白、、、、查某查某查某查某

水水水水」，」，」，」，葫蘆墩圳可說是豐原的活水源頭葫蘆墩圳可說是豐原的活水源頭葫蘆墩圳可說是豐原的活水源頭葫蘆墩圳可說是豐原的活水源頭。。。。』』』』（註九） 

03.良好的土質──紅蓬砂 

『『『『葫蘆墩米金賞牌得主第四代子孫葫蘆墩米金賞牌得主第四代子孫葫蘆墩米金賞牌得主第四代子孫葫蘆墩米金賞牌得主第四代子孫────────    張信夫先生張信夫先生張信夫先生張信夫先生強調會有這麼好的米質是因強調會有這麼好的米質是因強調會有這麼好的米質是因強調會有這麼好的米質是因

為豐原市有極好的土質為豐原市有極好的土質為豐原市有極好的土質為豐原市有極好的土質，，，，這邊的土壤上層是壤土這邊的土壤上層是壤土這邊的土壤上層是壤土這邊的土壤上層是壤土，，，，而下層則是而下層則是而下層則是而下層則是「「「「紅蓬砂紅蓬砂紅蓬砂紅蓬砂」（」（」（」（閩南閩南閩南閩南

語發音語發音語發音語發音））））』』』』（註十），其特質在於土質較鬆、含水量適中、排水容易，且根部可

延伸到更深處排水，所栽種出來的稻米又大、又白、又香、又 Q、連日本人都讚

嘆不已。 

五、耕種葫蘆墩米所需的農具 

早期，農民大多使用各種傳統農具耕作，『常見的有鋤頭常見的有鋤頭常見的有鋤頭常見的有鋤頭、、、、犁犁犁犁、、、、碌碡碌碡碌碡碌碡、、、、秧盆秧盆秧盆秧盆、、、、鐮鐮鐮鐮

刀刀刀刀、、、、機器桶機器桶機器桶機器桶、、、、風鼓等風鼓等風鼓等風鼓等。。。。由於農具種類繁多由於農具種類繁多由於農具種類繁多由於農具種類繁多，，，，所以傳統的三合院所以傳統的三合院所以傳統的三合院所以傳統的三合院，，，，常附設農具間常附設農具間常附設農具間常附設農具間。。。。』』』』

（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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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農具大多依賴人力或牛隻來操作，工作效率較低，所以，在農忙的時候，

農民會互相幫助。今天，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農業機械化，取代早期耗時費力

的農具，葫蘆墩米的產量亦隨之大幅提高。 

六、葫蘆墩米漸漸不為人知的原因 

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農地紛紛被改為建地，種植稻米的面積因而大幅縮減，葫

蘆  墩米的產量隨之減少，又不像池上米一直都在打廣告，使得大家漸漸遺忘了有

名的葫蘆墩米，或許，當時如果葫蘆墩米能持續打廣告的話，也許談 到米，大家

馬上會聯想到葫蘆墩米。 

   七、展望葫蘆墩米未來的發展 

   葫蘆墩米的生產在有限的水土資源下，能達成養民與扶植工商業發展的任務，除

了相關政策的實施之外，更重要的是稻作品種改良與相關的技術不斷的創新與提

升，如農業試驗改良場及育苗中心不斷培育新品種，農委會亦積極推廣等。 

但是社會進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代台灣，許多青少年追逐熱門產業，亦不

肯吃苦耐勞，鄉村就業機會少、發展不易、交通亦達性低等皆換不回青壯年人口

出外打拚的心，加以鄉村務農人口逐漸老化，傳統秧耕技術逐漸凋零，都使發揚

豐原之寶──葫蘆墩米的步履更為艱辛。 

如今，葫蘆墩米的生產已逐漸走向精緻化、產銷分離制等，無不是希望能使這又

白又香的米讓更多外地人品嘗，一方面亦可增進豐原市的知名度，進而帶動本地

觀光業的成長。 

另外，在地方熱心人士的協助下，成立了一個葫蘆墩社區合作社，要將豐原的物

產包括葫蘆墩米、     糕餅、葫蘆等等，推銷給大家，甚至還計畫在太平洋百貨豐

原店的地下樓租一個攤位，專門賣豐原物產。 

展望未來，葫蘆墩米在豐原市地方采風中，仍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亦為特殊產

業之一。 

參●結論 

透過這次小論文的分析及探討，使我們對葫蘆墩米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及了解，也

更愛戀這個伴我們成長的家鄉──豐原，鼓勵大家去看它、認識它、了解它，進

而宣揚它，將豐原市的美好事物傳送到各個角落，並與他人分享。 

在撰寫小論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紅蓬砂有幾個值得探討的地方，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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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提及，葫蘆墩米會有這麼好的米質是因為有充沛的水源及良好的土質，而最

特別之處在於「土壤」，上層是壤土，而下層則是「紅蓬砂」（閩南語發音），

但查閱許多書籍和網頁卻遍尋不著「紅蓬砂」，經詢問豐原市耆老也表示不知有

此種土壤，再詢問年逾九旬的家中長輩，僅表示確曾聽聞。對於豐原的土壤特性，

不同資料來源有著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豐原的土壤是黑土，但在豐原市志上

提到豐原的土壤是砂土壤，這樣的記錄與張信夫先生所說的較為接近，至於實際

情形，值得考證。 

又原栽種葫蘆墩米的地方，正好位在 921 地震斷層旁，當地居民感覺自 921 後，

斷層旁的土壤，拿來栽種花草、蔬菜生長的情形都特別好，甚至不需要施太多的

肥料。是否，這些土壤就是所謂的紅蓬砂嗎? 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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