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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序 i

會長序

2016年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實踐辦公室與民族學系在啟文堂劉氏宗親

會贊助下，結合學術界、宗教團體、社區大學等民間團體，共同推動終身

學習，並舉辦「第一屆家族史與口述歷史青年工作坊」。

經過合作與交流後，發現本宗大坪林劉氏家族在 1860年代，到日治

時期，在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及教育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

角色。

家族從公館到大崎腳共有十四座祠堂，在央北重劃區內就有七座，

其中三座「劉氏家廟（啟文堂）」、「劉氏利記公厝」、「劉氏文記堂（三落

厝）」分別在 2011年 8月、2012年 8月及 2014年 3月登錄為新北巿歷史

建築。但由於捷運環狀線及十四張站的興建，必須將此三座古厝移到捷運

旁央北重劃區「十四張歷史公園」內異地重組。

三座劉氏古厝，在異地原貌重組後，是北臺灣最大面積的傳統建築群

聚園區，基地面積共 5,600平方公尺，預計 2024年重組完成後，將提供

民眾一個結合歷史文化與休憩的多功能場所。

在 2020年舉辦的「啟文堂劉氏家族史暨台灣老家族史學術研討會」，

啟文堂劉氏家族是全台第一個以家族名義，與中央研究院及國立政治大學

合作舉辦研討家族史的首例。從祖先橫渡黑水溝到台灣拓墾、到後續發

展，以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及教育為主軸，並邀請全台各大家族及相

關學者齊聚一堂，共襄盛舉。此研討會實為家族史結合學術研究的典範。

中華啟文堂劉氏宗親會會長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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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大坪林的初墾

詹瑋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退休副教授、地方文史工作者

壹、緒論

一、研究新店大坪林初墾的意義

探討新店大坪林的初墾，在臺灣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

（一） 大坪林位於漢番交界附近，其初墾受政府理番政策影響。清初大坪

林南方為泰雅族原住民出沒，針對漢人移民不斷侵入他們的生活空

間，泰雅族原住民展開報復，產生了所謂「番害」，因此乾隆時期

先後幾次劃定番界，對移民的開墾範圍在政策上予以限定及管理。

（二） 基於來自原住民的威脅，大坪林在乾隆初年被清廷收入拳頭山官庄

範圍內。同樣的，由於拳頭山以南，山脈綿延，又近泰雅族出沒地

區，漢人移民來此開墾，常遭「番害」，以致田地拋荒。清廷遂將

這些地區納入官庄，駐兵於此，保護墾民。

（三） 乾隆年間開闢的瑠公圳，三百多年來一直是臺北地區最重要的灌溉

渠道，和大坪林圳成為灌溉大坪林的兩大灌溉系統。

二、新店的區位

新店位於臺北市南方，大坪林位新店北半部，北隔景美溪為界與北市

文山區景美為鄰，東以五峰山（或稱小獅山）及高麗坑山與北市文山區的

老泉里為鄰，西隔新店溪與新店安坑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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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坪林的地形

大坪林地勢低平不超過 20公尺，在大坪林、寶斗厝一帶之平原面上

有比高 10公尺左右的小丘埠。此等丘埠均為赭土礫層之切割臺地。1大坪

林地區除東南一隅為丘陵外，北邊為景美溪，西邊和南邊為新店溪，三面

為溪所圍繞。

新店溪上源為南勢溪與北勢溪，在新店雙溪口匯流後始稱新店溪。新

店溪由此繼續北流於屈尺與青潭間，陸續匯流平廣溪、磺窟溪、粗坑溪、

青潭溪，流經新店外挖仔後再會合安坑溪，並於景美東納景美溪，至秀朗

橋以下，進入臺北盆地平原。2

大坪林地區東邊為石碇山群的二格山列，不僅是景美溪與青潭溪的分

水嶺，也是石碇與深坑、木柵和新店之界山，平均高度為 265公尺。著名

的灸子頭山、筆架山、貓空圓山、四面頭山、待老坑山和高麗坑山。高麗

坑山早期有煤礦開挖，鄰近有五個小山峰相連，故又稱五峰山。五峰山和

大坪林地區接壤高度都在 200公尺左右。3

貳、族群、番界與官庄

一、漢人移民與原住民

（一）漢人移民

清廷在康熙 22年（1683）平定臺灣，之後大批漢人移民自閩、粵兩

省來到臺灣這個新天地。在臺北大文山地區的漢人移民中，是以安溪人為

主力，但文獻記載，最早來到文山地區的還是粵人。根據伊能嘉矩的《大

1 林朝棨，《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志‧地理篇），第一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1957），頁 42。
2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新店市志》（北縣：新店市公所，

2006），頁 50。
3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新店市志》，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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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於其西南角、相距 700-800公尺遠處、屬於十四張範圍內的土地

上興建三落大厝，以供其子孫使用；1911年因大水氾濫，使得大厝遭到

沖毀；1913年重建二落新厝，其名稱為「文記堂」，但民間習慣稱之為

「三落厝」。（圖 15、圖 16）

文記堂的邊緣為長滿了莿竹林及樹林等的竹圍，其大厝位居中央，大

厝的前面有外埕，在外埕的左前方為旗桿石，外埕的前方似乎原為半月

池，其他地方為園仔；大厝為坐西北、向東南，背對新店溪。大厝的主體

為為四合院、兩護龍，四合院有前落與後落，兩落之間為左右間仔，中

央為天井；前後落與間仔均有部口（檐廊），後落則有罕見的後廊。四合

院與左右護龍相距約 7.5公尺，兩者的前方以過水廊銜接，過水廊朝外側

有門，以方便居住護龍的家人出入；後方以竈腳（廚房、竈邊、灶邊）銜

接，為燒煮與飲食的空間。

大厝的平面配置，其四合院總面寬約 20公尺、總進深約 22.5公尺；

其前落進深約 7.5公尺、厝脊底部高約 5.5公尺；後落進深約 10公尺，厝

脊底部高約 6公尺；深井面寬約 9公尺、進深約 6.3公尺；左右護龍面寬

約 5.8公尺、總進深約 21公尺、厝脊底部高約 4.3公尺。前落分為三間，

中央為凹壽與門廳，左右為房間；後落分為五間，中間為大廳，兩側的四

治 30（1897）年奉命為大坪林庄長、保甲局長，1901年授佩紳章。

圖 15　文記堂的一角（2011）
資料來源：林會承攝。

圖 16　文記堂的前廳厝架（2011）
資料來源：林會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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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台帳的內容與形成背景 15

土地台帳（圖 2），成於日明治 34

年（1901），是總督府依據先前的土地

調查成果所制定，其功能為登記土地

所有權與確保地租稅收 16。使用年限，

至民國 42年（1953），國民政府制定

光復登記簿為止（簡稱光復）。在這漫

長的 52年間，共詳細記載了每一筆土

地的地目、分割、面積大小、地租，

所有權人的買賣與被繼承人的發生年

代，若是碰上持份者眾多的情況，則

附上聯名簿標註。它的形成背景，起

始昔日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土地改

革運動與日據時期的土地調查。

一、 清代的土地丈量與劉銘傳的
改革

臺北廳志載，臺灣的土地在劉銘傳任巡撫以前，從未實施全面性的丈

量，因而衍生幾個問題 17：

（一） 官方使用甲制來規定土地面積，但民間仍沿用畝制，使得兩者對於

一甲的土地面積，出現落差。

15 台灣於日據時期的土地調查事業與沿革，過去已有人對此做出詳盡的研究，另可參

閱周茂春，〈日治初期台灣土地調查之研究（1898-19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16 〈制定台帳〉，《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8月 23日，版 3。
17 胡清正、陳存良、林彩紋譯，《臺北廳志》（北縣：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59-60。

圖 2　土地台帳的格式與內容
資料來源：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說明：以上為十四張 51番地，所有權人
為祭祀公業劉毅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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