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埤塘的戲劇人生
以橫山書法公園為例

‧動機

在這半年的地理探究課程中，老師帶領著我們了解大大小小的議題，有罕為人知
的龍崗米干，也有全民都在熱烈討論的藻礁公投，但在這其中我們還是對桃園在
地特有的埤塘最有興趣，繼而選擇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埤塘來作為我們的
主題。在我們剛開始搜集資料時，就無意中想起老師上課所提到的聯合國永續計
畫。我們身處在這樣一個像地球村的全球環境下，聯合國更是代表了全球關心議
題的指標。桃園市政府和聯合國永續發展協會攜手發布了埤塘圳路再生計劃，讓
住在千塘之鄉的我們想要搞清楚埤塘的前世今生。

‧目的

（1）探討現今桃園市政府對於埤塘的利用狀況
（2）利用故事地圖呈現埤塘的變遷
(3) 探討現今橫山書法公園的使用狀況

貳、前世

‧初始之生

（1）降雨方面（吳庭瑄、陳翊真，
2021）
以急促的午後雷陣雨和颱風雨為主。

桃園台地無明顯的乾季，但因為夏天蒸
發旺盛難以保存，所以會有灌溉用水短
缺的情況。這也是農民普遍在農地上開
築埤塘貯水的根本原因之一。

（2）河川地面水方面
桃園台地上的小型溪流多但只有排水作
用，農民為了達到耕地水田化，挖埤塘
來蓄水灌溉，避免降水和溪流水的供應
不足。

（3）地形方面
桃園台地的坡度使地面排水迅速，也有
利於早期墾民順應天然地勢，在田地高
處開挖埤塘貯蓄雨水，已達上流下接的
灌溉目的。

‧

（4）土壤方面
桃園台地的耕地土壤，絕大部分為貧瘠
之紅壤與黃壤，透水性差，所以也不會
有漏水的顧慮。

‧舊時埤塘功能(我們的島，2018)
1.蓄水灌溉
2.免於旱災之禍
3.調節雨量-減少洪災及旱災
4.補充民生用水
5.底部的泥可以:淨化污水、改善水質、
儲存養分

伍、實例

‧現在的埤塘-橫山書法公園(作者自行整理)

坐落於橫山書法藝術館旁的5-8埤塘，之前也只是擁有灌溉功能的普通蓄
水池，然而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它已搖身一變成為擁有休憩功能的生
態公園，也妝點了市民們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

5-8埤塘
埤塘與橫山書法藝術館做結合，營造埤塘
為墨池的概念，並以此設計獲得金質獎的
殊榮，再加上環繞埤塘的綠色步道，使此
地成為老少咸宜的場所。

橫山書法藝術館
它是全台第一個由官方經營的書法藝術館
，運用硯台的意象打造，期間會展出風格
迥異的書法供人觀賞，與此同環境也十分
優美適合遊客拍照。

土地公(頂橫峰福德宮)

在青埔的重劃區中四個方向各有一間土
地公鎮守，而頂橫峰正是其中一間，它
也有著鎮守龍脈的傳說。

特色遊戲場

溜滑梯加上鞦韆等的遊樂設施，使此地
成為小朋友的歡樂天堂，還有溜滑梯下
沙子的安全設施能讓家長們安心放手。

參、變遷的過程

Swipe工具可以顯示兩張單獨的Web地圖，左
邊是使用百年歷史地圖中的1904-日治臺灣
堡圖(明治版)-1:20,000，右邊則是使用衛
星影像圖層，左右拉動中心線，就可以比較
百年前與現今的埤塘數量及分布，也可以知
道埤塘的功能轉變。 我們可以觀察出埤塘
數量的銳減。

陸、反思與收穫

決策力
從一開始我們就因選題而四處碰壁，太
特別的主題沒有數據可以佐證，但我們
卻又不甘於普通的選題。最後還是從身
邊的事物下手，貼近我們現實生活的主
題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

創意發想力
我們利用老師上課所教的九宮格提問法
發散思考埤塘的主題，依著問題去尋找
答案，不僅可以讓我們快速掌握架構，
更能利用信息的歸納整理給之後的探究
打下堅實的基礎。

釐清主軸
因為是從天馬行空的問題發想而來的，
所擷取的資訊都是片段性質的，無法構
成一條像魚骨一樣的主心軸，我們就像
無頭蒼蠅一樣隨意地把文字塞進檔案裡。
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了解到主軸的重
要性，所以接下來我們做的就是找出共
同點，並串連全文，也鍛鍊了我們檢索
及歸納資料的能力。

學會取捨
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一直怕資料不夠多，
因為對A0的海報大小完全沒有概念，秉
持著多比少好的概念，最後的內容果然
超標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大段大段
的文字被我們化繁為簡，改成了列點及
表格的形式，不僅簡潔明瞭，也達成了
我們的目標

這是利用故事地圖中Map Tour功能做成的
引導式地圖，底圖是使用國土測繪中心的
正射影像圖，再附上圖片和文字加以說明
，讓大家了解到橫山書法公園的多個特色
，呈現其埤塘改造後的豐富價值。

現今的埤塘早已消失許多，我們藉由疊圖分析來探索消失的埤塘。

隨著農業社會的沒落，工商業逐漸發達，土
地需求也逐漸攀升，政府為振興經濟及改善
人民生活環境，將閒置的埤塘填土造地，建
設公共設施，如右圖的桃園高鐵站就是其中
的一個例子。

運用圖片和文字的結合來串連一系列的成
因，方便讀者了解初始之生中一一對應的
關係，清楚表達埤塘形成的原因。

資料來源 故事地圖

成員:清水惠美、陳筠蓁
課程名稱:地理探究
指導老師:王裕賢

肆、今生

(1)種電事件（程彥豪，2020）
為了完成2025年的「非核家園」計畫，

不論是民間或者政府都在大力推動太陽能
發電。
在架設支撑太陽能板的水泥基樁時，業

者必須要抽乾埤塘內的水，而裡面的生物
不是被抓走就是缺水乾枯而死。而且在密
密麻麻太陽能板的籠罩下，候鳥的足跡也
消失得無影無蹤。
種電計畫全然剝奪了候鳥的棲息地，因

此引發的爭議也讓桃園市政府再次審慎評
估，最後暫停埤塘開發許可。

航空城埤塘保留
桃園航空城計畫範圍內之21口埤塘保留17
口，改善單調的埤塘周邊植栽進而增加生
態系多樣性，增加綠色公共空間。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生態水綠廊
桃園市積極營造兼具滯洪功能並減緩熱島
效應的埤圳水環境，營造具有環境共生意
義的生態公園，推動成為市民親近自然生
態的好去處。2-5埤塘(祥鷺生態埤塘公園)

複合功能滯洪池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桃園市以滯洪池降
低因為暴雨尖峰流量對下游低勢地區所帶
來的傷害，並提供環塘步道、休憩公園等。
14a滯洪池(環中東路大牛欄分渠)

桃園向來有「千塘之鄉」之美名，而由於
產業轉型及都市化人口聚集等因素，部分
埤塘因而閒置或轉移他用，故此計畫針對
埤塘資源進行多元利用規劃(國政基金會，
2013)

國家級重要濕地
2017年「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經內政部
公告，為國家級之重要濕地，共有340口
埤塘以優良農田區域及具生態保存價值
的區域之名予以保存。731號埤塘(高榮
野生動物保護區)

(2)桃園市政府因應手段(桃園SDGs網站，2020）

資料來源:國政基金會，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