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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區 編織遊園美夢～

臺中市大肚區長序

社區行銷是城鎮亮起來的關鍵，特色文化聚焦更是

帶動地方發展的途徑，欣見位於本區瑞井里遊園路上的

「臺中區監理所」，張開了尋根的羽翼，找尋屬於大肚

山上的歷史、傳說；遙望過去的曾經，文化的脈動在時

代的推移中傳承，成就了古往今來的風土人文。

在《大肚山風雲再起─結合社區編織遊園美夢─》一

書中，充分展現鑑古知今的檔案價值及應用，從電視劇

「花甲男孩轉大人」的風起雲湧，到探索大肚？大度？

的歷史詮釋，再從遊園路的溯古話今，到瑞井三寶的娓

娓道來等，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大肚歷史足跡的演進，更

重要的是來自臺中區監理所深化及耕耘地方的敦親睦

鄰，令人撫掌稱「讚」！

傳承才能創新，感謝臺中區監理所的聚焦行銷，未

完待續的是如此這般點線面匯集的大肚春秋，許多美麗

的故事與傳奇，真的值得我們再探索、再追尋；而今年

夏天，就讓我們乘著織夢的翅膀翱翔，期許遊園路上秀

麗的景致、瑞井珍貴的歷史等，能夠透過本書，雅致而

忠實的推廣出去，藉此吸引更多觀光客流連忘返，翻轉

大肚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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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距離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不到一公里處，有

個百年以上歷史卻不為人知的聚落 - 大肚區瑞井里

（井子頭），最近一、二年因「花甲男孩轉大人」

電視劇收視暴漲以及今（107）年電影版票房破億，

而聲名大噪，每逢假日遊覽車載來遊客穿梭巷弄，

按圖索驥對比劇情內容，找尋拍攝場景，模仿對

白，這股熱鬧氣旋勢將帶動當地經濟蓬勃，翻轉村

落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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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村落對外主要聯絡道路 - 遊園路，從日

本殖民時期到國民政府治理臺灣，往昔背負著歷

史宿命，如今因瑞井里崛起，成為串聯都會公園、

南寮和萬里長城及環保公園登山步道、臺中區監

理所、東海古堡、望高寮等景點的重要交通命脈。

位於遊園路上的臺中區監理所 69 年 9 月 27

日從臺中市北屯路遷移來此，落地生根近 40 年，

已融入當地社會，本著敦親睦鄰的初心，結合社

區編織遊園美夢，107 年 3 月 19 日所長李輝宏率

領秘書室主任林國原和檔案管理業務承辦人員拜

訪瑞井里里長洪忠錄與地方耆老，深入了解村落

歷史演變與發展，並由洪里長陪同導覽「花甲男

孩轉大人」劇組拍攝場景，說明村落百年歷史演

變：未來本所將藉由舉辦檔案展覽或編印專冊介

紹，善盡社區好厝邊彼此關懷的責任，帶動地方

觀光文化產業發展，期能達到互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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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肚？大度？

大肚在先民入墾前，就已經有拍

瀑拉（papora）平埔族居住於此，清

朝康熙 40 年左右，漳州居民渡海來臺

開墾荒地，成為定住地，大肚的名稱

就是由平埔族「大肚社」直接翻譯而

來，清末屬臺灣縣大肚堡，日治時期

先改為臺中廳沙鹿支廳，後歸屬臺中

縣大甲郡，直至光復後才隸屬於臺中

縣，99 年因臺中縣市合併升格，改制

為大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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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書中記載「十二日過

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

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

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雍

正初年，當時彰化知縣秦士望寫過一首《肚山樵歌》，

描述大肚山山林景觀：山高樹老與雲齊，一徑斜穿步

欲迷，人踰貪隨巖鹿隱，歌聲喜和野禽啼，悠揚入谷

因偏遠，繚繞因風韻不低，刈得荊薪償酒債，歸來半

在日沉西。道光 12 年（1832）彰化縣志則提到「大

肚山在縣治北十里，遠望之樣，像似娥眉，與望寮山

（八卦山）對峙，山麓樹木陰鬱，樵採者行歌互答。

日本治臺時，曾寫一

首大肚山之歌，作為南屯

公學校校歌，歌詞大意是

早晨溫煦的陽光照在大肚

山 ... 大肚山有砍不完的相

思木，運載不少的甘蔗 ... 美

麗的大肚山底下，有條秀

麗的筏子溪，魚蝦在水中

幸福游 ...。此外，文學家

蔣勳在《大度．山》一書

中寫到「沒有叢林峭壁，

沒有險峰巨石，沒有雲泉

飛瀑，混混沌沌，只是大

土堆，因為不堅持，山林

可以寬坦平和，也可以擔

待包容，不露山峰，卻處

處是山，是大度之山。」

為長期爭論不休的大肚或

大度，做了絕妙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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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遊園路的傳奇

日據時代本所現址叫「走馬

仔」，是訓練馬匹的地方，日本

人在附近開闢望高寮、高爾夫球場

和賽馬場，又計畫開發大肚山為觀

光遊憩之地，整個區域稱為「遊園

地」；民國 25 年，日本人在大肚

山北邊神岡興建大軍營，所以修築

一條可通行汽車的大馬路，連結神

岡和遊園地，取名為「遊園路」。

由於大肚山戰略位置重要，

扼守臺灣海峽，二戰期間，筆直遊

園路變成飛機跑道，附近高爾夫球

場、賽馬場變成軍營，戰後直至民

國 60 年代，遊園路經常有戰車演

習，又稱「戰車路」；臺灣從民國

48 年起實施大專集訓，大專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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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一入學前須赴臺中烏日成功嶺接受短期軍事訓練（61 年起

縮短為 6 周），至 89 年 1 月劃下句點，結訓前都要從成功嶺沿

著大肚山遊園路行軍至東海大學，是大專集訓的重要課程，成

為四、五、六年級男生獨有回憶。

臺中區監理所 69 年搬遷到現址（遊園路一段二號），遊園

路由石頭路鋪成柏油路面，市區公車路線從臺中火車站至監理

所門口，伴隨著七 0 年代經濟起飛，茅草屋紅土牆紛紛改建成

鋼筋水泥大樓，人口大量移入，市集人聲鼎沸，每遇選舉期間

成為候選人造勢拉票重點地區。

遊園路已擺脫歷史宿命，蛻變成連接臺中、大肚、龍井、

大雅和臺中港等交通要道，此區域觀光旅遊景點包括都會公園、

南寮和萬里長城及環保公園登山步道、瑞井古街、東海古堡、

望高寮、清新溫泉，藉由這條筆直大道串連一日遊必遊之聖地；

同時，假日期間，隨時可看到一群單車族腳踩雙輪從臺中南屯

嶺東科技大學或從大肚山下出發，沿中台路或華南路（俗稱藍

色公路）經遊園路騎往都會公園，挑戰這條路高低起伏落差的

難度；它的身價和重要性隨著時代變遷，已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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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瑞井三寶

    瑞井里因「花甲男孩轉大人」電視劇和電

影版的取景拍攝，成為民眾朝聖拍照打卡的聖地，

這個有百年歷史的村落屬於坡地，庄內房舍仍保

存著舊式紅土牆三合院，庄民純樸，比鄰而居，

巷弄窄小，道路曲折；里長洪忠錄站在拍攝場景

之一的瑞安宮廟埕回憶先民群居開墾的過往，並

驕傲的說瑞井有三寶，包括瑞安宮供奉軍中媽、

古井和緬梔樹。

    根據瑞安宮廟史沿革記載，清咸豐年間，

洪、楊作亂，清廷徵召阿罩霧（霧峰）林文察領

軍助伐，井子頭庄先民林日先生為副統領，隨同

赴大陸，助伐期間林日恭迎湄洲聖母神像隨營安

奉，軍事失利後，林日與士兵四處逃亡，咸豐九

年（1895）才回到家鄉，由於感恩聖母保佑，把

神像奉在家中奉祀，庄民也輪流迎回供奉，直到

民國 68 年完成瑞安宮建廟安座，尊稱「軍中媽」，

成為三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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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著瑞安宮旁小路往前走，直通土地公廟祠，廟祠

正下方崖下有三口古井，早年大肚山頂水源缺乏，庄民得

步行到山谷挑水，至今仍保留大小卵石堆砌嵌成的挑水古

道，因挑水困難更突顯三口湧泉古井的珍貴，三口井各有

不同用途，湧泉上流第一口井為飲用水，第二口水為儲水

井，第三口井於湧泉下流，係婦女們去污洗衣用，周邊遍

生野生梔子花、颱風草、月桃、昭和草、雙面刺等豐富植

物生態。

    土地公廟祠前有村民於百年前種植的五株緬梔樹

（俗稱雞蛋花），民國 75 年韋恩颱風侵襲吹倒兩株，現今

剩下三株，為緬梔老樹樹幹和枝條充滿力量之美，落葉時

觀賞更為震撼；每年六至十月開花季節，滿樹花香，花落

繽紛更凸顯福德祠前優美環境，也是村民休閒活動好所在。

    陪同在旁的當地耆老也告訴我們，福地福人居，住

山上沒有汙染，空氣好，庄內有些七、八十歲的老人還能

下田耕作，身體非常勇健；早期生活雖然困苦，因為大都

是同姓宗族，向心力與凝聚力很強，未來朝向保存在地文

化，扶植特色產業，發展觀光旅遊，必能活絡經濟，提升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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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們的家 -臺中區監理所

一、公路監理制度的建立

　　公路監理業務在臺灣省光復之初，依循日據時代體制，

由各警察機關辦理，民國 35 年 5 月 1 日起依省頒汽車及駕駛人

管理規則授權各縣市政府辦理，並由省交通處組織汽車檢驗督

導團分赴各地指導縣市經辦人員執行；至 35 年 8 月 1 日成立公

路局，同年 10 月在該局設置監理處，並於臺北、臺中、高雄設

3 個監理段，於基隆、羅東、桃園、新竹、彰化、嘉義、臺南、

屏東、臺東、花蓮等地設 10 個監理站，依據公路法規定接受交

通部委託辦理公路監理業務，此乃公路監理制度建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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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年 11 月 1 日撤銷 3 段 10 站，將監理業務併

入公路局各運輸單位辦理，於臺北、臺中、高雄、枋寮

及蘇澳 5 個運輸段（後改名運輸處），內設監理課處理

監理業務。臺灣省政府 41 年 2 月撤銷各區運輸處之監

理課，改設臺北、新竹、臺中、嘉義、高雄等 5 個區監

理所以及員林等 9 個監理站，脫離運輸處單獨設立機構

辦理監理業務；其後又於 49 年至 75 年間先後設立南投、

豐原等 8 個監理站及埔里等 6 個監理分站；56 年 7 月

及 68 年 7 月分別配合臺北市和高雄市改制院轄市，將

兩市監理業務劃歸該市政府掌理，另成立臺北市、高雄

市監理處。

    公路局 88 年 7 月 1 日因精省改隸交通部，嗣「交

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條例」91 年 1 月 21 日公布，報奉行

政院核定自 91 年 1 月 30 日施行，機關更名為「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北市監理處和高雄市監理處 101 年 1

月 1 日改隸屬交通部公路總局，分別更名臺北市區監理

所、高雄市區監理所，轄設 7 個監理所、26 個監理站

及 4 個監理分站，提供公路監理業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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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榮耀事蹟

    本所 41 年 2 月 1 日成立，地址位於臺中市北屯路

77 號，69 年 9 月 27 日遷往大肚區瑞井里遊園路 1 段 2

號現址，轄管大臺中地區公路交通「人」、「車」兩項管

理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親民、便民、簡政、防弊、

安全是我們推動業務的核心價值。

71 年 3 月 12 日臺灣省主席李登輝蒞所、82 年 4 月

9 日臺灣省主席宋楚瑜來所、同年 8 月 11 日交通部部長

劉兆玄到所、83 年 4 月 20 日總統李登輝蒞所視察，同年

10 月 24 日舉辦公路監理電腦系統全省連線按鈕典禮；70

年至 106 年期間本所舉辦全國公路監理觀摩會 3 次和全國

為民服務觀會 1 次，榮獲行政院為民服務品質獎 4 次，長

官的鼓勵與肯定都是本所榮耀。

三、與社區夥伴關係

    本所面積約 23,442 坪，花木扶疏，綠意盎然，汽車考驗

場旁整排杜鵑花開季節，蝴蝶飛舞，蜜蜂群集，新聞媒體（臺

灣時報）曾報導讚譽為「中部陽明山」。海拔 278 公尺，為全

國 37 個監理所站海拔最高，居高臨下，視野開闊，空氣清新，

陽光普照的日子，東臨臺中市區，屋宇櫛比鱗次，西眺臺中港，

海上船影點點，南望大肚溪口，水聲潺潺西流，北接都會公園，

自然生態休閒；對面的萬里長城及環保公園登山步道是民眾健

行強身好去處，汽車考驗場平日也開放社區居民晨間運動、散

步遊憩使用。

    本所舉辦重要活動，都會邀請社區居民共襄盛舉，包括

每年植樹節送樹苗活動，請大肚區長、瑞井里長、民意代表等

在地貴賓共同在所內栽植樹苗，維護生態景觀；每年農曆 2 月

2 日土地公生日，所長

和同仁分批前往瑞井

里土地公廟祭拜，祈求

業務順順利利，員工平

平安安；建立與社區夥

伴關係，永遠是我們努

力追求與維護的功課。



2928

～結合社區 編織遊園美夢～

四、傳承與創新

    本所秉持著「傳承與創新」的精神革新業務，傳承

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創新則是迎向未來，永續經營；

同時規劃蒐集與保存業務調整、演變沿革以及成長過程活

動事蹟等歷史檔案，經由出版專刊或檔案展覽或設置時光

迴廊記錄成長點點滴滴，強化與民眾互動。

    99 年 9 月編印「遷所 30 年 - 迎向未來」專刊，106

年 11 月舉辦「檔案應用暨騎帥不騎快交通安全推廣」檔案

展覽活動，同時出版「考照 70 回顧歷史」專書，四樓並設

置時光迴廊，分遊園路在地情、汽車委外檢驗從零開始、

兩輪變四輪晉級的人生、流金歲月豐華年代、典藏歲月的

痕跡等單元，使用照片、圖表、文字說明等長期展示本所

大事記、核心業務變革歷史，這些都是第一次初體驗，自

己歷史自己寫，顯示推動檔案管理、蒐集應用、編印專書

和展覽導覽的努力與用心；未來仍將依據檔案管理局「檔

案月活動推動計畫」，持續推廣檔案價值及應用，提升民

眾檔案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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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編後語

    結合社區行銷在地特色，帶動地方發展，是本所長期與

社區保持友好互助，敦親睦鄰的目標；「花甲男孩轉大人」戲

劇爆紅，使拍攝場景的百年聚落 - 瑞井里一夕之間全國知名，

民眾絡繹於途朝聖打卡，時來運轉，人潮帶來錢潮，惟要保存

原先聚落文化本質或改建現代化，意見分歧是兩難，有賴里民

發揮智慧，做出最有利抉擇。

    身為社區的好厝邊，里民的好朋友，為社區繁榮發展共

同努力與付出，是本所樂於承擔和積極參與的美事，編寫「大

肚山風雲再起 - 結合社區編織遊園美夢」專文，記述此地區發

展歷史、觀光景點、登山步道和地方特色，增加民眾的認識與

了解，並能呼朋引伴揪團前來觀光或旅遊，是我們最希望看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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