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縣龍潭鄉103年度鄉內國民小學鄉土文化導覽活動 

 
學 習 單 

學校：________國民小學 

班級：______年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 



龍潭鄉鄉土教學參考資料 

• 龍潭鄉擁有豐富人文、歷史、地理景觀等多樣性呈現的鄉鎮，舉凡三級古蹟聖蹟

亭、龍潭大池、龍元宮、三坑老街、大江屋、大坪聚落、大帄橋及石門水庫等資

源。公所於87年9月舉辦「龍潭鄉土文化導覽師資培訓計畫」，該年11月導覽

志工為龍潭鄉境內的公私立高中高職、國中、國小應屆畢業生做導覽工作，成效

非常好，受到校方老師及家長的誇獎與鼓勵。90年至今（103年）基本上均以

國小四年級為鄉土教學對象（中間曾辦過三年級生的鄉土教學，經檢討效果不佳，

又恢復四年級生）。 

• 期望所有參加的學生可以獲得下列知識： 

• (一)、 認識龍潭名稱的由來、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發展與未來的展望。 

• (二)、 知道龍潭的產業發展、人口分布、地理位置與地形地貌、宗教信仰、民

居建築、各機關所在位置…等。 

• (三)、 認識文字、倉頡、聖蹟亭空間及其所含的意義。 

• (四)、 認識龍潭香火鼎盛，宮貌肅穆堂皇，歷史最悠久的古廟龍元宮。 

• (五)、 龍潭第一街，三坑老街的環境、物產、民居型式及三坑的繁華、衰落與

再貣。 

• (六)、 用實際走訪展現鄉土文化資源，並落實文化生根，不僅讓學生認識龍潭、

更認同龍潭、進而珍惜與愛護龍潭鄉。培養好品格、有氣質的龍潭下一代奠定基

礎。 

• 103年選擇重要景點聖蹟亭、三坑老街、大帄橋現場導覽，車上解說龍潭大池、

龍元宮及各校不同路線之老地名。擇要如下： 

• 龍潭鄉史地簡介 

• 龍潭鄉位於北臺灣山坡地桃園臺地最南端，東以大漢溪、石門水庫與大溪鎮、復

興鄉接界，西與楊梅市接壤，北連帄鎮市，南與新竹縣關西鎮、新埔鎮為鄰。本

鄉地形複雜，地勢偏高，東有三坑仔河階，西南有店子湖臺地，地勢南高北低。

極東在三坑村的河川底附近，極西在三水村三官宮附近，極南在高帄村崑崙森林

浴休閒區，極北分別在八張犁、烏樹林及黃泥塘的北端。總面積75.234帄方公

里，佔全縣面積6.16%。依據《桃園縣統計要覽》民國103年8月止本鄉總戶數

39,034戶，總人口116,1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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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提供：徐玉樹 俯視龍潭大池 

南天宮 
乳姑山 

• 日治時代設庄後，大致上分為銅鑼圈、龍潭陂及三坑仔三個主要生活區。銅鑼圈

區包括銅鑼圈、大庄、橫岡下、十股寮、牛欄河、粗坑及三洽水之店子湖、大北

坑、小北坑、番子窩、南蛇崎、泥橋子、澢滴水、雞籠坑、直坑、南坑、下伯公

等地。龍潭陂區轄有：龍潭陂、九座寮、黃泥塘、烏樹林、八張犁、竹窩子、四

方林等地。霄裡社知母六招佃開墾龍潭自此開始。三坑仔區轄有：三坑仔、大坪、

三角林、打鐵坑、十一份、泉水空、淮子埔等地。清治北京條約（咸豐10年，

1860）之後臺灣開淡水港，大漢溪上游的聚落陸續開發成河港，三坑仔成為對外

貿易的重要轉運碼頭。 

• 有文獻記錄的龍潭陂的開發，始於清乾隆13年（1748）。 

• 龍潭大池與鄉名由來的關係 

• 龍潭鄉名的由來，與龍潭一口面積約十四公頃的龍潭陂有關。整個桃園臺地的開

墾，由於地形特殊，都離不開人工開鑿的池塘。池塘，在客家語裡都說成陂塘，

主要的功能就是灌溉。相傳早期即使乾旱，此陂從未乾涸見底，甚至久旱不雨時，

村人相信水神就住在潭裡，向祂祈雨，都能有求必應，遂有「靈潭陂」之名。也

有耆老說，靈潭陂原本長滿菱角，因此稱作「菱潭陂」。（此菱角為野菱，與現

今販賣食用的菱角並不相同）又因傳說祈雨時有黃龍升天，遂從菱潭變為龍潭，

或有另一說法是閩南語發音之龍潭與靈潭諧音取吉祥意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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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龍潭人信仰中心-龍元宮 

• 清嘉慶23年(1818)，龍潭庄自大墾戶林帄侯遷居大溪蒐購墾權後，大批移民聞

風而至，村落逐漸開拓奠基，至清道光年間，各地寺廟陸續出現，龍潭陂灌區及

附近，形成一個以龍元宮神農大帝信仰為中心的地域組織；三坑、大坪河階及石

門丘陵區，以永福宮、永和宮信仰三山國王為中心的宮廟；桃園臺地最高面-銅

鑼圈臺地，以銅鑼圈三元宮三官大帝為中心的信仰祭祀圈；霄裡溪兩側河谷地區，

以三官、義民爺信仰為中心的祭祀圈。 

• 龍元宮籌建沿革 

• 清道光5年(1825），由鄉賢仕紳聚資貳仟多銀圓，在昔日龍潭第一市場近南龍

路中間一帶，興建廟祠，奉祀神農大帝（五穀爺），命名龍元宮。 

• 清光緒21年（1895）清政府戰敗臺灣被割讓日本，臺灣人民群貣抗戰， 

• 帄鎮胡老錦率眾貣義，不敵自虎頭崗下退走龍潭，於凌雲村竹窩子遭遇，再戰被

俘75人，最年帅一人留下負責處理屍首，一人重傷裝死逃脫，一共有73人埋在

一貣，後人重建今址七十三公忠義廟；此戰役，日軍受損不輕，遠處砲擊龍潭市

區，龍元宮、文昌廟均被擊毀，日明治30年（1897）僅重建龍元宮（現址）並

將文昌帝君移入同祀。 

• 目前所見宮廟外貌，主要為民國83年改建完成，添加天井、鐘鼓樓。99年改建

兩側廂房並拓寬廟埕廣場，應付每年豐富多樣的廟會活動。 

• 龍元宮為龍潭鄉地方信仰中心，也是鄉民心目中永遠的大廟，每年農曆的正月廿

日迎媽祖、四月廿六日神農大帝聖誕 (舉辦神豬大賽)、七月十二、十三日慶讚中

元普渡法會，均是地方盛事；近年來每屆元宵所舉辦的迎財神踩街遶境活動更成

為本鄉特色，有北天燈南蜂炮、龍潭迎財神之美譽。  

 

龍元宮 
慶讚中元普渡法會 

主辦：龍潭鄉公所       承辦：桃園縣龍潭鄉導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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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家堂 

• 天主教聖家堂位於龍潭鄉東龍路170號，成立於民國42年，建堂人為藍澤民總

主教，教會原位於南龍路，次年遷至東龍路，教堂附設帅稚園，由傳教員兼職帅

稚園老師，明雅祺神父及傳教士們一人身兼數職，打造龍潭帅稚園教育的根基，

每年畢業學童有100人以上，對地方帅教的貢獻，該堂貢獻良多。民國72年聖

家堂改建，設立真慈愛帅稚園。  

• 基督教龍潭長老教會 

• 龍潭長老教會位於龍潭鄉東龍路220號，最早創於清光緒18年(1893)年，民國

89年）新修禮拜堂完成，成就今日規模。基督教傳入龍潭，最早在清光緒15年

（1889），臺灣北部宣教先鋒－馬偕牧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至龍潭陂，

此地都是客家人，然後往鹹菜甕（關西）去，客棧不讓我們住宿…」從這段日記

中，可了解馬偕博士很早就到過龍潭陂，根據鍾老所述，其家族於父祖一輩已是

虔誠的基督教徒。 

天主教聖家堂 
主辦：龍潭鄉公所       承辦：桃園縣龍潭鄉導覽協會 

龍潭教會 天主教聖家堂 



特色景點 龍潭聖蹟亭 

龍潭聖蹟亭為本鄉第一個三級古蹟（86年改為縣定古蹟），位於凌雲村竹窩子，建地

約422平方公尺，創建於清光緒元年（1875）。主要是尊重文字為聖人發明之遺蹟，

尊為聖蹟；設置聖蹟亭讓本鄉民眾尊重文字，將寫過字的紙張拿到此處焚化，不要當

垃圾一樣的丟棄，藉此教化民眾，讓龍潭文風鼎盛，文運宏開，科舉考試都能金榜題

名，期能使人人都知書達禮，提高鄉民的文化水準。 

龍潭聖蹟亭曾於清光緒18年首次重修，但並未留下當時的重修記錄；日大正14年

（1925）再度大整建，重修範圍從頭門至二、三進庭園，包括主爐體的壇臺在內。民

國68年增建外門、庭園。民國74年8月19日由內政部指定為國家第三級古蹟，86年改

為縣定古蹟。 

聖蹟亭不只是具體的古蹟建築，也傳承了客家先祖們無形的「惜字紙」、「耕讀傳

家」、重視教育及文化的傳統精神。另有別的名稱如：字紙亭、聖亭，臺灣其他地區

還有敬字亭、文筆亭、字爐等別的稱呼。 

鄉公所每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日在此舉行倉頡聖誕祭典，民國97年由龍潭鄉導覽協會首

倡恢復「送聖蹟」古禮，在聖誕典禮之後，焚香禱祝後將焚燒字紙後留下的灰燼清出，

隨著八音鼓樂吹奏，至鄰近的二板橋溪畔，行恭送紙灰入水儀式。103年由龍潭導覽

協會與凌雲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獨立辦理送聖蹟典禮，選擇原有五本字簿（帳簿）於

日昭和10年重立新簿（新的簿子重新開始記帳），以內文「農曆八月初三算會仔辦理

祭祀」為依據，考量讓更多民眾參與且能重視此古禮重演，選定八月初三後第一個星

期日舉辦，依禮記記載之三獻禮進行送聖蹟祭儀，傳承本鄉最具特色的無形文化資產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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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想看【送聖蹟】送的是什麼嗎？ 
    □燒字紙的紙灰   □ 石灰 

 三、你知道龍潭聖蹟亭幾歲了? 
     □ 140歲   □ 150歲   □ 200歲 

二、現在我們一樣要愛惜紙張，請選出珍惜紙張的方法： 
    □學習以前的人送去聖蹟亭燒掉 □送去資源回收再利用 

五、請問聖蹟亭有哪些名稱?(複選) 
    □ 敬字亭 □ 字紙亭 □ 字爐 □ 八角亭 

一、以前的人敬重文字，所以會把寫過文字的字紙送到哪裡? 
    □ 涼亭   □ 聖蹟亭   □ 觀音亭 

六、下面石雕圖片，代表什麼意思? 請連連看 

 獅子含劍      麟吐玉書      鳳鳥銜書                

驅邪避魔      文風鼎盛      

八、如果看見有人破壞古蹟，你會怎麼處裡? 
            □報告老師  □趕緊打110報警處理  □沒關係不理他 

七、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古蹟? 
  □ 已經很老舊了拆掉重建新的 □ 愛護古蹟、保護古蹟 

聖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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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點 三坑老街  

三坑子聚落形成分農墾、商業街屋、日治及水庫與石門大圳興建四個歷史分期。接續

十一份、三角林配合中科院、陸總開發，三坑大平居民除了往外地發展，許多居民遷

移逸園、佳安，造成人口外流益趨嚴重，三坑大平兩村成為本鄉的村人口數最少，排

行倒數第二、三名(三水村人口數最少)。 

 三坑老街 

三坑子的街肆形成於清咸豐10年之後，由於當時三坑子二段潭因地勢早年已有碼頭，

南桃園及北新竹的貨物往來，交易頻繁，挑擔工人的進出經由三坑子，於是形成商店

街；三坑街道曲折狹小的特色，是因為早期有防禦上的需求，得知漢人與原住民之爭

鬥，再由建材之講究，可以探索當年之盛景，依稀可見。 

磚造步廊式街屋 

三坑老街內現存面對永福宮西側之街屋形式，亦為早期興建之房舍，在長條狀連棟式

店鋪住宅（即街屋），大多以一開間二進，天井後再續建，除沿街面之騎樓作法，材

料不同外，主體結構，屋頂形式，層數均類似。在功能設計上即以商業店家為主 。

主要建築為寬約 4.7公尺，長約31.3 公尺 (每戶不盡相同)的兩披落水木結構板瓦屋

頂的街屋。主要建築包括步廊、店鋪儲藏室臥房等空間。主要建築後面連接天井，再

兩個臥房，最後面為院子、豬圈、家禽空間。最著名的是永福路135巷33號（舊址為

三坑子80號）的川盛信記商店。門楣上仍保留日治時代販賣櫻麥酒株式會社產品之日

字招牌「サクラビール」，民92年10月15日與本鄉江夏科文祖堂、大平紅橋同時公告

為本縣歷史建築。（文號：府文資字第0920478077號） 

黑白洗   

黑白洗為三坑子之公共洗滌空間，位於三坑子老街的起點，原位置在馬路對面，昔日

砂石車進出頻繁，恐發生意外，商請屋主葉老闆同意設於其電子加工廠外側（現

址）；葉姓老闆結束工廠前往大陸經商，留下花崗岩刻「黑白洗」打油詩一篇，成為

80年代鄉土意識崛起後的觀光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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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廊 三坑老街 

黑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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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宮 

永福宮位於龍潭鄉三坑村永福路135巷66號，創建於清道光7年(1827) 是三坑子地區

重要的信仰中心，包含三坑子、大坪、十一份、淮仔埔、三角林、泉水空等庄。清道

光7年創立，清同治元年第一次遷建，於清光緒10年再行重建。日大正13年(1924），

因廟址位於張家（青錢第）前，張家認為有礙風水，故將該地買下成為私產。於是地

方人士遂發動募款，募資重建永福宮。 

現今永福宮乃三坑、大平、佳安等三村的信仰中心，每年祭祀活動，如農曆正月十二

日迎媽祖、正月十三日三官大帝、開漳聖王聖誕千秋慶典，正月十五日元宵節，連續

三天舉辦開燈安座暨祈龜慶典。農曆七月十五日慶讚中元普渡法會，八月初一萬善公

（泉僑中學後面）普渡孤魂法會，隔日則在永福宮前舉辦合境平安戲劇演出。 

 

 

 

 

 

 

 

 

 

 

 

 

青錢第 

三坑為客家聚落，要能體會客家氛圍，觀察夥房屋的堂號就是最重要項目其中之一，

行走老街可以看到「東海堂」、「江夏堂」徐屋、黃屋的郡望堂號，走到永福宮右後

側方，可以看到一堂四橫屋的夥房，走進可以看到門楣上有「青錢第」三字，目前張

屋的後人也已經接受其唐朝先祖張鷟文采高揚，世人稱頌喜愛，如喜愛青錢一般，所

以另有暱稱「青錢居士」；他的文章拿一萬篇出來與他人比較，一萬篇都會被選中，

所以又有「萬選萬中」的典故，後世子孫便以「青錢」或「萬選」當作堂號，作為緬

懷祖先的文采。苗栗大湖有兩處張屋用青錢第、豐原張屋用萬選居當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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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裡為什麼叫「三坑」？ 
     □ 有三條小溪    □ 有三個坑洞   □ 有三家商店 
 
二、三坑老街又稱為？ 
     □ 天下第一道     □ 龍潭第一街    □ 台灣第一街 
 
三、如果在黑白洗要洗青菜、衣服、垃圾桶，你認為要怎麼排序呢？   

請用1、2、3 把順序寫在圓圈中 

水流方向 

四、你知道客家美食有哪些嗎?(複選) 
     □ 山東饅頭     □ 粄條    □ 漢堡   □ 艾粄 

五、在這裡你看到幾種堂號?(複選) 
     □ 東海堂     □ 青錢第    □ 江夏堂   

七、三坑村居民的信仰中心是哪座廟?  
     □ 南天宮  □ 永福宮    □ 永和宮  

六、三坑老街有一片古老招牌 「サクラビール」，請問以前是賣甚麼？ 
     □ 可樂   □ 果汁    □ 啤酒 
 

八、你知道永福宮大門口的石柱，雕刻的是甚麼故事嗎? 
     □ 柯南    □ 二十四孝     □  三國演義 

三坑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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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廍坑 

特色景點 大平橋 

一座以紅磚建造的五孔圓拱橋，日大正12年（1923）是由庄役場、龍潭

居民及日本人的資助下完成，橫跨蔗廍坑。民90年被票選為臺灣歷史建

築百景中，名列第53名，大平橋橋身是用紅磚砌成，因此當地人大多以

「大平紅橋」稱呼。由日本大倉土木株式會社（大倉組）施工。為三坑

大平居民往來、運送物資的交通要道。橋長約十餘公尺，寬2公尺。大

平橋一旁石碑是記載了當時為什麼要興建大平橋的始末，也記載了當時

捐款人的姓名，捐款金額大部分是六、七元上下，換算工錢大約是當時

工作一個月所得，可見捐錢造橋鋪路是大家很踴躍的善舉。 

大平橋的整治是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設計，有徵詢過村長的意見，補助了

五千餘萬元建立親水公園。河道的兩旁皆以石塊混著水泥砌成，防止溪

水的沖刷，造成土壤的流失及造成河道的淤積砂泥，兼俱水土保持及休

閒的功能。 

民92年10月15日與本鄉江夏科文祖堂、三坑川盛信記同時公告為本縣歷

史建築。（文號：府文資字第0920478077號）本文景點名稱是依據捐款

芳名錄石碑碑上「大平橋」命名。 

 

蔗廍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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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前大平橋是哪兩個村的交通要道? 
     □ 大平村、三坑村 □ 佳安村、三林村  

三、你看到大平橋有幾個孔? 
     □ 三個  □ 四個  □ 五個 

四、大平橋頭有一棵老樹，請問是什麼樹? 
     □ 蘋果樹  □ 梨子樹  □ 雀榕  

一、請問大平橋是用什麼材料建造的? 
     □ 木頭   □ 石頭   □ 紅磚 

五、大平橋橫跨哪一條河流? 
     □ 大漢溪 □ 蔗廍坑 □清水坑  

六、請你把美麗的大平橋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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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龍潭鄉的名字由來跟什麼有關係? 

    □ 龍潭陂 (ㄆ一ˊ)   □ 龍元宮   □ 神龍路  

          
二、請問你今天有經過哪些地方?(複選) 

    □南天宮  □ 龍潭大池  □ 龍元宮 □ 龍潭鄉公所 

    □ 陸軍司令部  □ 輕航空隊  □ 客家文化館  

    □ 中山科學研究院   

三、你今天去過1.聖蹟亭、2.三坑老街、3.大平橋， 
     
    請問最喜歡哪裡?【                    】 
 
    說說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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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土教學中聽到或是你已經知道的 
哪些有趣的舊地名 
一、與數字有關： 

   □二坪   □三角林 □三坑   □三洽水 □四方林  

   □六槓寮 □八張犁 □九座寮 □十一份 

二、與地理形狀有關： 

   □銅鑼圈 □乳姑山 □冬瓜山 □崁頂    □崎下   □崎腳  

   □大坪   □深窩子 □高平   □雙連陂  □雞籠坑 □火劫尾坑 

   □鴨母坑 □大湖底 □大坪   □泉水空  □石門 

三、與植物有關： 

   □烏樹林 □竹窩子 □蟻子埔 □蔗廍坑 

四、與方位有關： 

   □大北坑 □小北坑  □南坑  □溝東  □溝西 

五、其他： 

   □淮子埔 □車頭 □半路店 □武陵埔 □馬陵埔 □凌雲崗  

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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