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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長 序

三義是我們共同的家鄉，距今約一萬年前，即有住民在此生活，有文字紀錄為憑

的，清乾隆年間拓墾以來，也已近二百五十年，歷代先民披荊斬棘，開墾田園，奠定今

日規模。

上天賦予我們無數美好的禮物，大地承載各類獨特的生態資源和豐饒的物產，包括

茶業、樟腦、香茅油、相思木炭、桂竹、油桐、竹筍、甘藷、花生、仙草、香菇、柑桔

等的產量和產值，都曾經在產業和食物鏈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多元的文化藝術內涵從本鄉幅射至全世界，三櫃坑遺址是台灣已發現的少數舊石器

時代晚期的萬年遺址之一，具有高度的學術與文化價值；火炎山於二十多年前就已劃為

自然保留區；台灣縱貫鐵路本鄉至葫蘆墩路段，除勝興車站已列為三級古蹟外，龍騰斷

橋、魚藤坪鐵橋、內社川鐵橋、一至七號隧道等，施工之艱鉅冠全台；聞名中外的木雕

佳作，普被全台甚至全世界愛好藝術者收藏，也是吾土吾民百年來賴以生存的根基；鯉

魚潭水庫是國內第三大水庫；本鄉境內還有最大的汽車製造基地。　

國語是公定和教學語言，本鄉居民客家居多，家家戶戶大都以客家四縣腔溝通，保

有完整的客家語音、諺語以及飲食等文化特色；巴宰族有自己的語言、歌曲以及獨特的

五進位法計算方式，先後因工作等移入或因通婚遷居本鄉的還有閩南、外省甚至外籍人

士；各大宗教團體也陸續來本鄉設置道場或宣教場所；不論到達先後、不分族群、宗

教、膚色、語言和生活習慣，大家共同為三義打拚，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融於一爐，緣

於包容和互尊、互重、互信，讓本鄉展現豐富多元的面貌，生機蓬勃。

追蹤開拓過程，紀錄興衰變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猶如一面鏡子，足為殷

鑑，貴在傳承，設法使上天美好的賜福，得以永續維護與經營，讓後之來者棒棒順利交

接，代代同享之餘不忘禮讚、感恩，一代要能勝過一代，吾輩方能俯仰無愧於天地。

三義鄉志的編纂，植基於這樣的理念，前任鄉長湯申源任內排除萬難發包，余接任

後踵繼前志，由於八七水災造成鄉公所等鄉內各機關檔案一夕全毀，若此刻再不尋各種

方式張羅收集，日後本鄉將有斷史甚至無史之虞，乃全力設法協助編纂團隊。

本志的編纂，首要感謝各學有專長並在相關領域深具經驗的編纂委員們，日以繼夜

焚膏繼晷，終能克服歷史資料嚴重不足的窘境戮力完成，也要衷心感謝審查委員，查証

再三，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讓本志力求周延、減少錯誤，代表會時時關心進度，眾多鄉

民熱心協助，均要一併致謝。

	 三義鄉鄉長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編纂凡例

壹、本志的編纂，旨在蒐集、整理並保存本鄉史料，記錄過往歷史經驗、彰顯因果關

係，讓鄉民認識家鄉，奠定擘劃鄉政的基礎，並期舉世了解三義，熱愛三義。

貳、本志除總述、大事記外，共分地理、墾殖、政治、經濟、建設、社會、教育、文

化、宗教、觀光、人物、縱覽三義等十二篇。其中縱覽三義又包括：金華生三十二

股墾號風雲、巴宰族、木雕產業、舊山線鐵路史話、三櫃坑遺址、火炎山自然保留

區、鯉魚潭水庫、裕隆汽車城、砂石開採爭議、三義重大事件簿等篇。三義重大事

件簿篇則包括：台灣中部大地震、日治時期抗日運動與農民組合運動、二二八事件

與白色恐怖、八七水災、葛樂禮颱風、遠東航空公司三義空難、三義大車禍等章。

參、本志斷代上溯荷西時期開始，迄民國九十六年底止，年代依傳統方志體例，採用本

國紀年（明朝以前採用歷朝紀年、明鄭時期採用永曆紀年、清代時期採用歷朝紀

年、日治時期採用日本紀年、光復後則以民國紀年），但均於括弧加註西元紀年；

紀元前加「紀元前」三字，紀元後則不加「西元」兩字。地區以本鄉轄域範圍為原

則，所列地名，採當時名稱，並附註現今地名，以利閱讀、查考。

肆、廣泛蒐集檔案公私文書、著作為取材焦點，輔以田野調查所得，相互勾稽補充，立

論避免主觀判斷和分析，力求客觀公正。撰述用語固依當年時空為主，但仍儘量採

語體文，文字力求簡潔淺顯、流暢生動，並加新式標點符號，期能通俗易讀。

伍、人物志依循史志蓋棺論定之例，秉持「不為生人立傳，僅列已故鄉賢」的修史原

則，就文獻蒐羅所得，依職務事功歸類為政治、移墾、民俗、產經、學藝、社會等

六類二十一細類的人物，以略傳記述，人名稱呼皆直書姓名或官銜，不加尊稱或客

套話，不加無謂飾詞，詳記其時代、籍貫、終身事業與功績，做為後世典範，並附

號次便於查考。

陸、編排採圖隨文、表隨文方式，照片、圖表之說明文字、數字與符號，均與內文一

致，並以橫寫由左至右書寫。標題置於表、圖之上，說明文字置於表、圖之下，且

以章為單位編號（如地理篇第一章境域第一個表為表：1-1-1），並依序類推。部分

史料性之統計表，則統一置於各篇之後。

柒、編纂期間曾公開徵求老照片，各寫作者隨機拍攝外，並商請專業攝影赴各角落拍攝，

最終將反映歷史人物、實物、實地的照片，隨文編排或附於篇後，以古今對照方式刊

載，突顯對比與特色，美化版面，描繪鄉史之全貌外，更有留下影像之美意。

捌、各篇段落區分格式如下：

一、各篇依序下分章、節、項、目、款。

二、章、節之編號採國字小寫（如：一、二、三、四⋯），例如：第壹篇，第一

章，第一節。每章節各有章節名。

三、節以下之項、目、款之編號依序為壹、一、（一）、１、（１）、�…，以下

類推之。

玖、以橫排形式撰寫和出版，各頁下緣所附註釋，以篇為單位，依阿拉伯數字依序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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