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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夏秋兩季多颱連續侵襲 ，颱風能帶來雨量，同時也能造成無數災害，

過往水利設施常因颱風而遭致損毀，但大自然的力量往往超越想像 ，這一次竟帶

來了「意外之圳」！10 月底花蓮萬里溪在康芮颱風挾帶的豪雨沖刷下，河床被刷

深，無意之中，讓沉睡於河床深處的百年老圳－－「塩糖萬里橋圳」甦醒。 

於鳳林工作站轄內萬榮圳進水口往前走約 1 分鐘處，石碑在雨水沖刷下顯露

一角，11 月初經當地人士發現 、熱心挖掘，已見石碑上刻有「塩糖萬里橋圳」字

樣，後方註有日期昭和 15 年（1940）5 月，見下方圖 1。1循此線索，僅僅 6 字

的「塩糖萬里橋圳」，帶領我們重回百年前的花蓮水利開發史。 

圖 1：康芮颱風過後，河床刷深，百年老圳「塩糖萬里橋圳」石碑撥泥見日 

照片提供：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 

是圳名，也是地名的「萬里橋」 

「萬里橋」其實是曾存在於花蓮鳳林一帶的地名，根據大正 6 年（1917）9

 
1 花蓮新聞網 Facebook，2024 年 11 月 10 日，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60075550526182，擷取時間：2024 年 11 月 18 日。 



月總督府府報，將花蓮港廳下增加「萬里橋村」地名，2同年可見將原名馬里勿尋

常小學（林田村），改名為萬里橋尋常小學校（萬里橋村）之例，3可知「萬里橋」

的舊地名應為「馬里勿」。依 2005 年《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所述，「馬

里勿」一詞指上坡，該地有一社名為馬利巴西（Malibasi），日文寫為マリバシ，

而因興建東部鐵路時該地曾築有一鐵橋，以近音稱之為「萬里橋」（まりんばし），

橋下之溪則稱之萬里溪 （又稱馬里勿溪、萬里橋溪），戰後萬里橋改稱為長橋。4

由此可知，此「萬里橋圳」必與萬里溪流域有關，而 「塩糖」二字更是追尋 「萬

里橋圳」身世之謎的關鍵線索。 

追尋「塩糖」，一頁花蓮開發史 

所謂 「塩糖」二字，可不是單純形容口感上的鹹甜滋味，而是正經八百的公

司名稱，它其實是日治時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簡稱 。話雖如此，但它的

確與製造甜味的「糖業」有關。該社最早為明治 36 年（1903）由臺南富商王雪

農等臺灣人成立，後因資金缺乏，明治 40 年（1907）改組並由安部幸兵衛、荒

井泰治等人收買 。可是這原本立基於臺南 「鹽水港」的會社，看似與花蓮八竿子

打不著，又為何會出現在這裡，甚至雕刻在石碑之上？ 

循著線索繼續爬梳 。大正 3 年（1914）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了臺東拓殖

製糖株式會社，而這臺拓製糖其實與早期拓殖東臺灣的賀田組 5密切相聯，其前

身為明治 43 年（1910）賀田金三郎、荒井泰治、慎哲等人合組臺東拓殖合資會

社（以荒井泰治為社長），該社繼承賀田組於花蓮之事業，於大正元年（1912）

再改組而成臺東拓殖製糖株式會社。6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該會社後，改名

 
2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告示第三號區ノ名稱等中改正」（1917-09-08），〈大正 6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

報第 13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371a003。 

3  「臺灣小學校、同分敎場、名稱及位置中改定」（1917-09-28），〈大正 6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387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387a001。 

4 另萬榮鄉萬榮村東鄰長橋里，早期亦稱為馬里勿，又有森板、萬里之稱，1958 年改稱為萬榮。

參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5），頁 78-79、373-375。 

5 有關賀田組於花蓮地區早期之事業拓展與開發，可參考：范雅鈞總編輯，《百年流傳——花蓮

農田水利發展史》（花蓮：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2024），頁 21-22。 

《百年流傳——花蓮農田水利發展史》全書電子檔，請參考花蓮管理處官網「影音多媒體」專區。 

6 〈臺東製糖の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8 月 4 日，日刊 1。 



為｢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7從會社名稱所冠上的「拓殖」兩字，明示該社著

手展開的東部臺灣事業，同時也代表接手賀田組於花蓮的部分拓殖事業 ，並逐步

於花蓮地區發展 。8由此 ，重回百年前的花蓮大地 ，連結了石碑上「塩糖」與花蓮

間的故事。 

百年萬里橋圳之謎 

1902 年總督府公布「糖業獎勵規則」，在鼓勵新式糖業發展下，獎勵金包含

了「灌溉費、排水費」，甚至如因栽培甘蔗所需灌溉排水事宜時，能無償提供官

有地。9也因此，有部分日治時期灌溉埤圳的設立、改修也與新式糖業會社有關，

而這塊石碑的主角「萬里橋圳」亦是如此而誕生。 

根據日治時期《總督府公文類纂》，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下稱鹽糖）於大

正 5 年（1916）即向總督府提出埤圳開鑿申請，最初請願書上埤圳名稱為 「馬里

勿圳」，該埤圳以馬里勿溪（今萬里溪）為水源，申請目的註明為灌溉鹽糖於馬

里勿農場之甘蔗園 。大正 6 年（1917）年取得總督府許可，並於同年完工。而後

因地名改正之故，公文上該埤圳直接被更名為「萬里橋圳」，農場則為「萬里橋

農場」 ，10根據請願書所標示之萬里橋圳灌溉範圍，約在萬里溪與馬鞍溪之間，右

至花蓮溪為止，參考下方圖 2。 

 
7 1920 年再度改回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名稱。相關可詳參：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研究單位中

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花蓮縣文化景觀台糖公司花蓮糖廠保存維護計畫〉（成果報告，2014），

頁 32。 

8 黑田秀博，《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社業概況》（出版地不詳：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1939 年），

頁 3-8 ；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

33 （2004 年 6 月），頁 345 ；何鳳嬌，〈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臺灣史學

報》，10（2017 年 12 月），頁 93-94；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研究單位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

公司，〈花蓮縣文化景觀台糖公司花蓮糖廠保存維護計畫〉，頁 32。 

9  「臺灣糖業獎勵規則」（1902-06-14），〈明治 35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172 期〉，《臺灣總督府

(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172a001；何鳳嬌，〈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

的土地政策〉，頁 83-84。 

10 「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出願埤圳新設工事竣工ノ件」（1918-09-01），〈大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九十一卷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號：00002873001；鍾書豪，〈花蓮地區的糖業發展（1899~2002）〉（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

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4），頁 129。 



圖 2：萬里橋圳灌溉位置圖 

資料來源：「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出願埤圳新設工事竣工ノ件」（1918-09-01），〈大

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九十一卷土木〉，《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

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87300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提供） 

說明：圖片內上溪流所標示的瓦納納溪有誤，應為萬里溪（過去稱馬里勿溪、萬里

溪）；圖中紅線、黑色文字及黑點為筆者註記。 

 

大正 5 年（1916）11 月《臺灣日日新報》指出一則有關馬里勿農場的水利工

事 「鹽水製糖支店馬里勿農場其開墾目的已達 ，本期大種甘蔗 ，成績甚好 ，該農

場一端接馬里勿溪，雖施水利工事，因本年其溪多出水（註：可能指漲水），此

施設工事外 ，有新被浸水者 ，近遂為其補助工事 ，若此設備完成 ，該農場必為東

部最優蔗園也。」11 ，雖新聞未指出埤圳之名，但由於時間、地點相近，推測可

能是指馬里勿圳水利工事，即後來於大正 6 年（1917）完工的萬里橋圳。 

鹽糖大正 3 年（1914）合併東拓製糖後，本店所在地即以南部新營庄鹽水港

製糖會社為主，支店則為花蓮港廳花蓮港街，12並大力開拓花蓮糖業事業 。根據

 
11 〈農場水利〉，《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1 月 8 日，日刊 5。 

12 鍾書豪，〈花蓮地區的糖業發展（1899~2002）〉，頁 61。 



大正 13 年（1924）《東臺灣研究叢書 第三編》一書針對鹽糖花蓮港製糖事業之

調查 ，可見其下事業包含壽工場、大和工場；農場則為北埔農場、壽農場、鳳林

農場、萬里橋農場、大和農場、瑞穗農場；灌溉排水設施則有大和圳、萬里橋埤

圳、鳳林圳、木瓜圳、北埔圳、北埔排水路等。從該書史料中可見萬里橋埤圳幹

線為 5,160 間 （約 9,381 公尺） 、支線 2,997 間 13 （約 5,449 公尺） ，灌溉面積 240

甲 。14另根據下表 1 ，有關昭和 4 年（1929）至昭和 15 年（1940）間總督府認定

外埤圳（私埤）調查資料，可粗略瞭解萬里橋圳各時期區劃及灌溉面積。 

表 1：日治時期認定外埤圳（私埤）調查資料（時間 1929-1940 年） 

年分 區劃／埤圳名 灌溉面積（甲） 

1929 鳳林區／萬里橋圳 137 

1930 鳳林區／萬里橋圳 238 

1931 鳳林區／萬里橋圳 238 

1932 鳳林區／萬里橋圳 238 

1933 鳳林區／萬里橋圳 238 

1935 鳳林區／萬里橋圳 175 

1936 鳳林區／萬里橋圳 175 

1937 鳳林庄／萬里橋圳 175 

1938 鳳林庄／萬里橋圳 175 

1939 鳳林庄／萬里橋圳 175 

1940 鳳林街／萬里橋圳 175 

資料來源：內務局土木課，《臺灣總督府內務局主管土木事業統計年報》（臺北：內務局

土木課，1932-1942）。 

說明： 

1. 1929 年以前目前未見個別認定外埤圳之調查資料。 

2. 1934 年並未有認定外埤圳個別灌溉資料。 

3. 1940 年後認定外埤圳中已無萬里橋圳資料，推測可能原因為已納入水利組合中。 

 

現已知大正 6 年（1917）完工的萬里橋圳，是為鹽糖會社所申請 ，為使灌溉

 
13 另 1918 年之史料則顯示為支線 997 間（約 1,813 公尺）。參考：「塩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出願埤

圳新設工事竣工ノ件」（1918-09-01），〈大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九十一卷土木〉，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873001。 

14 東臺灣研究會，《東臺灣研究叢書 第三編》（臺北：東臺灣研究會，1924），頁 58-78。 



萬里橋農場甘蔗園所用。水圳的身世之謎隨著線索逐漸清晰，但仍有令人困惑的

疑點，也就是目前所發現的石碑，明確的標示出日期為昭和 15 年（1940）5 月，

與先前史料顯示出的完工日期差之甚遠！  

根據筆者目前所爬梳的資料，發現在昭和 13 年（1938）9 月《臺灣の水利》

雜誌中刊載著有關萬里橋圳的消息。原來鹽糖曾提出萬里橋圳變更申請，該申請

於昭和 13 年（1938）7 月時取得總督府核准。申請主因是萬里橋溪河床下降及

洪水問題導致取水口損壞，雖會社曾於昭和 7 年（1932）施行改修工事，但連年

河床下降、攔河堰被沖毀 ，取水日益困難 。而有關進行根本性的第一期改修工事，

是於今取水口上游河川中心開鑿 58 間（約 105 公尺）臨時導水路，使其與舊取

入口銜接，舊水路則自水門下游 626 間（約 1,138 公尺）向下進行 9 尺挖掘以便

導水 ，並於計畫未來於第一期工事暗渠位置的上游 110 間（約 200 公尺）右岸新

設進水門，實施暗渠導水路的追加工程。15 

同年同月，在《臺灣日日新報》卻有另外一篇不同角度的報導 ，是強調「萬

里橋圳」（鹽糖經營）與「林田圳」（鳳林郡林田移民村經營）之間的分水爭議問

題！該篇報導說明兩圳水源皆引自萬里橋溪，原已約定好枯水期之取水量，但由

於後續萬里橋圳取水口下降而無法取得原既定水量，鹽糖為灌溉需求先提出改修

工事計畫一事並獲總督府認可，林田村一方得知消息，深怕改修工事執行後，影

響原林田圳灌溉水量而表示反對，更提出陳情書，當局也暫時擱置改修工事 ，待

雙方圓滿解決再交付指令，目前當局進行相關調查欲設法解決問題。16 

可惜的是 ，目前未見有關分水爭議的後續解決方案，僅能依上述兩篇史料來

進行分析，確定在 1930 年代後萬里橋圳已遭遇河床下降、進水口損壞等問題而

有改修的需求，鹽糖會社也曾向總督府提出改修申請，甚至取得認可，但該計畫

因分水問題曾遭林田一側居民反對。 

雖目前筆者未查得直接史料，能證實這塊石碑於昭和 15 年（1940）落款的

具體原因，但根據上述資料，昭和 13 年（1938）鹽糖規劃的改修工事中即有提

到未來計畫新設進水門一事，進一步，或許可以推測該石碑是後續改修工事所完

成的新進水門或水利設施。 

 
15 〈彙報〉，《臺灣の水利》，8：5（1938 年 9 月），頁 113。 

16 〈花蓮港／萬里橋、林田兩圳の分水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9 月 4 日，日刊 8。 



戰後萬里橋圳的消失與重現 

根據民國 39 年（1950） 《臺灣之水利問題》所列出的埤圳系統表，可以發現

萬里橋圳在日治末期被歸納於和田水利組合之下，後和田與白川水利組合合併入

鳳林水利組合中。17戰後於民國 35 年（1946）將日治時期的花蓮水利組合、鳳林

水利組合、玉里水利組合改組為花蓮、鳳林、玉里農田水利協會 ，又於民國 37 年

（1948）將農田水利協會更名為水利委員會，但仍維持 3 個水利組織型態 。最後

於民國 45 年（1956）年才將 3 個地區水利委員會合併為臺灣省花蓮農田水利會。

18 

在水利委員會時期，民國 43 年（1954）《臺灣省各地水利委員會概況》中有

關鳳林水利委員會的介紹中提到「該會現有埤圳，計平林、清水、慈鳳、林田、

萬里橋……」，並有紀錄民國 39 年（1950）因颱風洪水使萬里橋圳相關水利設施

流失，從而曾進行復舊工程。19由此可知，萬里橋圳曾經為鳳林水利組合及其後

來的鳳林水利委員會管轄範圍中。 

但於民國 45 年（1956）整合成臺灣省花蓮農田水利會後，卻已不見萬里橋

圳及灌區的相關紀錄 。曾服務於花蓮管理處鳳林工作站站長 （2012-2021）的唐士

超先生推測 「水利會成立當時因糖廠無用水需求、大部分灌溉地屬糖廠，萬里橋

圳也就不屬於水利會管轄」 ，因當時萬里橋圳主要為台糖農場糖業灌溉所用 （註：

戰後由台糖接收鹽糖會社），即使水圳曾納入鳳林水利組合、水利委員會，可能

沒有太多會員在內 ，大部分仍由台糖管控 ，也因此整合後 ，就非屬花蓮農田水利

會管轄灌區 。這同時也能由不同時期的灌區圖資來證實，根據民國 45 年（1956）

繪製的鳳林水利委員會灌溉區域圖中，尚可見萬里橋圳及其灌區；但民國 54 年

（1965）繪製的花蓮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圖，僅剩萬里溪以北的鳳林灌溉區域 。

20  

民國 70 年代（1980 年代）後糖業式微，甘蔗種植需求降低，萬里橋圳或許

 
17 于景讓等著，《臺灣之水利問題》（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1950），頁 82。 

18 有關花蓮地區日治時期至戰後水利組織改制沿革，請參考：范雅鈞總編輯，《百年流傳——花

蓮農田水利發展史》，頁 20-63。 

19 蔡炎輝、繆治捷主編，《臺灣省各地水利委員會概況》 （臺北：臺灣省水利委員會聯合會，1954） ，

頁 416-420。 

20 灌溉區域圖請參考：范雅鈞總編輯，《百年流傳——花蓮農田水利發展史》，頁 45、50-51。 



也因此逐漸被淡忘而消失。民國 62 年（1973）年次出生的唐士超先生，回憶起

小學時期曾在萬里橋進水口處附近玩耍「那時還保有萬里橋圳的水門及水門上游

約 350 公尺的固定式導水渠道護岸（註：U 型水泥式溝渠邊牆）。印象最深刻的

是小時候常沿著渠道邊牆一路跑跳，往前至攔水點處的萬里溪進水口玩耍，後來

河川管理單位整治萬里溪，並興築岸邊堤防及相關設施，萬里橋圳當時因無人看

管維護，可能就是在約莫民國 95 年時，固定式邊牆就這樣被拆除了。民國 65 年

（1976）以前在此居住的人，應該都知道這裡。」 

後來堤防旁新增許多農地 （新生地） ，原萬榮地區農民開始有灌溉用水需求，

九河局在現今萬榮圳進水口處設置排水口、萬里溪河床上鋪設混凝土異型塊以穩

固河床，以利當時管理單位萬榮鄉公所將灌溉水引入供農民使用 ，該地區直至民

國 109 年（2020）年 ，在花蓮管理處擴大灌區服務下 ，針對萬榮鄉萬榮村地區納

入 76.7 公頃，成為現今花蓮管理處鳳林工作站轄下的萬榮圳灌區。 

活圳能活現，鳳林地區百年老圳有如林田圳、平林圳及清水圳 ，21仍鮮活流

淌於大地 ，灌溉大片花蓮土地 。然而萬里橋圳石碑的出現 ，重新喚起我們未曾注

意 ，曾經灌溉大片原野 ，卻在時代與產業轉換下而煙沒無聞的圳路 。如今老圳撥

泥見日，乘載著古老的記憶，歷經百年時光，至今仍連結著這塊土地的溪流、圳

水、土地和人們。 

 
21 有關鳳林工作站相關水圳故事，請參考：范雅鈞總編輯，《百年流傳——花蓮農田水利發展史》，

頁 83-89、166-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