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科學習補帖 No.4 

 

1

【走讀臺灣系列】 

苗栗行腳 戀戀大山城 

 

《一分鐘看苗栗》 
舊／別名 大山城、貓貍、貓裏 
總面積 1,820.31 平方公里 
毗鄰 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 

總人口 560,557 人(99)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21.0℃ 

熱門旅遊

景點 

雪霸國家公園、泰安溫泉、馬拉邦山、鯉魚潭水

庫、關刀山、西湖度假村、明德水庫、飛牛牧場、

南庄向天湖、三義木雕博物館 

特產 
肚臍餅、一口香餡餅、一葉蘭、木雕、陶瓷、草

莓、紅棗、甜柿  
▲ 苗栗位置圖 

 
一提起苗栗，許多人就會聯想到三義木雕、大湖草莓、客家庄的油桐花等等，其實，苗栗

之所以那麼豐富多元，與其特殊的歷史背景與地理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在造訪過了前一站的

新竹之後，寰宇名師學院「走讀臺灣系列」接下來要帶領大家來到素有「大山城」之稱的——
苗栗。現在，就讓我們一同來認識它吧！ 

 

地形多元的山城 

苗栗縣位於東經 120.38 度、北緯 24.18 度，地屬臺灣的中北部，其北邊和東北邊與新竹縣

為鄰，南邊和東南邊隔著大安溪、雪山山脈與臺中市接壤，西濱臺灣海峽。全縣東西寬約 64
公里，南北長約 50 公里，面積共有 1,820.31 平方公里，海岸線自竹南鎮崎頂北面起，向南延伸

至苑裡鎮房裡海岸南面海岸為止，全長約有 50 公里。  
在地形上，苗栗縣境內大致可分為平原、丘陵、台地及山脈 4 種，原屬於雪山山脈西側的

沖積扇，因不斷受到河川侵蝕，漸漸分割成丘陵、台地地形，數條河川隨著地勢穿梭其間，形

成了不同的山川風貌，也由於山地和丘陵地形占全縣面積的 80%以上，故苗栗又有「大山城」

之雅號，境內地勢由東南向西北傾斜，河川縱橫穿梭，構成了多采多姿的生態環境。  
在苗栗縣境內，地勢超過 3,400 公尺以上屬於高山寒原生態區；3,000 公尺以上則屬高山草

原生態區；海拔 2,000～3,500 公尺左右則屬於典型的針葉樹生態區，是各種稀有野生動物繁殖

棲息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高度在 500～2,000 公尺的山區，則為落葉樹與常綠闊葉樹混生之生態

區，各種動物及昆蟲繁衍之絕佳場所。此外，縣內還有高山溪流生態區、沼澤生態區（如竹南

的水筆仔紅樹林）以及水潭生態區，如此豐富且多樣的生態環境，為苗栗帶來無限的風光與生

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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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歷史沿革 
年代 名稱 行政區畫分 

西元 1985 年 苗栗支廳 日人初期在臺畫分臺灣為臺北縣、臺灣縣、臺南縣和澎湖

廳共 3 縣 1 廳，此時苗栗地區歸屬臺灣縣 

西元 1986 年 苗栗支廳 臺灣縣改名為臺中縣，苗栗地區乃歸屬臺中縣 

西元 1987 年 苗栗、苑裡、頭份辦務署，

南庄、大湖撫墾署 

日人增設新竹縣，原臺中縣苗栗支廳乃改隸新竹，其下設

各辦務署 

西元 1901 年 苗栗廳 日人廢 3 縣，將全臺置為 20 廳，直隸總督府，互不相統屬

西元 1910 年 苗栗支廳、後龍支廳、通

霄支廳、三叉河支廳、大

湖支廳 

日人將全臺併為 12 廳，苗栗廳遭廢，併歸於新竹廳，於新

竹廳下另增設支廳 

日治

時期 

西元 1920 年 苗栗郡 日人重新畫分全臺為 5 州 3 廳，合併新竹、桃園廳為新竹

州，下置 8 郡，苗栗此時即為新竹州之一郡 

西 元 1945 ～

1950 年 

苗栗區 國民政府將原新竹州之新竹、桃園、中壢、苗栗等地改置

8 區 1 市，設置新竹縣政府，縣治設於桃園 
戰後

時期 
西元 1950 年 苗栗縣 施行地方自治，分新竹縣為桃園、新竹、苗栗 3 縣 

 

苗栗的昨日與今日 

依據考古研究發現，苗栗地區曾為

史前先民的生活區域，留有許多歷史遺

蹟。在 1,000 多年以前，臺灣原住民移居

此地，苗栗成為平埔族的生活居所。 明
末清初（西元 17 世紀中葉），廣東人首

先來此開墾，那時苗栗稱為「貓裏」，是

平埔族道卡斯族巴麗社(PALI)所在地的

音譯，在平埔族語中意謂「平原」。 
鄭成功治臺時期，將苗栗歸屬天興

縣管理，乃開始有計畫地移入此區屯

墾；根據《苗栗縣志》記載，明永曆 24
年（西元 1669 年），鄭經命令劉國軒帶

族人屯墾蓬山、後攏地區，是為漢人開

拓苗栗的發端，而鄭克塽降清後，清廷

改天興縣為諸羅縣。 
清德宗光緒 4 年（西元 1878 年），臺灣地區增設臺北府，畫淡水廳為淡水、新竹兩縣，苗

栗則歸屬臺北府管轄。光緒 13 年（西元 1887 年），苗栗改制設縣，至光緒 15 年（西元 1889
年）設本縣於貓貍之際，而利用近音雅字將「貓貍」改寫作「苗栗」（當時分為苗栗縣、苗栗堡、

苗栗街），而漢人逐漸移入屯墾後，原住民被迫同化或向山區遷移。經過了數百年的發展，苗栗

縣成為一個多族群匯聚的地方，以客家、閩南、泰雅族、賽夏族等居多。 

▲ 苗栗縣行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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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21 年（西元 1895 年），中國於《馬關條約》中割讓臺灣與澎湖，日本正式統治臺灣後，

「苗栗縣」便遭到廢除。西元 1901～1910 年間，另置苗栗廳，直到臺灣光復前，苗栗的行政單

位與名稱屢有更迭。至民國 39 年施行地方自治後，苗栗縣的行政區域才終告確定，並沿用至今。 
 

文化觀光新產業 

苗栗縣自開墾以來，一直是個標準的農鄉，其縣內各類農產豐富，但如今隨著生活結構的

轉變，苗栗人也順應潮流地將其境內的傳統農特產，努力轉型成各項觀光資源，其中三義木雕、

大湖草莓、客家庄油桐花、賽夏族巴斯達隘祭典，都是其現今最具特色的觀光資源與行程。 

1.臺灣雕刻中心——三義木雕 

苗栗境內山多，其中三義鄉盛產樟木，自先人開墾後，一直到日治時代，開採樟樹製樟腦

油、做建材，一直都是三義地區的經濟命脈；當時三義地區樟腦的產量不但高居全臺之冠，亦

曾為世界第一。另外，種植香茅，製成香茅油來賣，也是當時的熱門行業。現在因為樟腦油與

香茅油市場需求低，經濟價值不高，因此這些古老的行業在三義鄉幾乎滅絕。 
日本治臺時期，三義鄉民受日本人影響，開始發展木雕，隨著尖豐公路開通，木雕產業也

蓬勃發展。西元 1966 年以後，三義進入了木雕業的興盛期，最盛期全鄉有超過 80%的三義人，

從事木雕相關行業，經營木雕的業者就多達 100～200 家。現今，苗栗縣政府利用此優勢，留下

見證三義歷史的勝興車站及龍騰斷橋，以「木雕藝術、人文知性」為主題，積極推動觀光產業

發展。 

2.酸甜好滋味——大湖草莓 

全臺最負盛名的草莓，就屬苗栗大湖。大湖種植草莓的歷史已超過 40 年，可說是國內草莓

觀光之始祖。根據大湖地區農會資料，臺灣最早種草莓的地方在北部淡水一帶，大湖並不是臺

灣最早種植草莓的地方。當年引進的是一種叫做「阿利收」草莓，這種草莓味道甚酸，不適合

生食，大都加工製作果醬、冰淇淋。 
西元 1958 年前後，大湖引進草莓的栽種，一開始也是僅供應冰淇淋工廠加工用。至西元

1982 年，大湖引進適合鮮食的品種，並開辦全國第一家開放採果的觀光果園，轟動全國，而草

莓觀光果園的大受歡迎，使得大湖鄉民爭相跟進，草莓種植面積也因此年年激增，巔峰時期占

全國草莓種植面積的 80%以上，全鄉有 2/3 的勞動人口從事與草莓相關的行業，大湖可說是臺

灣的「草莓王國」。現今，大湖草莓果園，每年可帶給當地 6 億元的收入，草莓不僅帶動偏僻鄉

村的繁華，也帶動了地方觀光旅遊產業的發展。苗栗縣政府積極推動「草莓文化園區」計畫，

西元 2004 年，大湖的「草莓文化館」落成，正式對外開放參觀，將大湖多年來對草莓的栽種心

得、果園發展、人文史料等等，永久保存供國內、外的友人參酌，成為一座兼具人文景觀與文

化內涵的多功能主題文化休閒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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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間五月雪——油桐花 

苗栗縣油桐樹林立，主要分布於三

義、銅鑼、大湖、南庄、公館等地山區，

每年 4、5 月純白油桐花盛開，彷彿如飛雪

片片，覆蓋山頭，美不勝收。油桐曾是客

家庄重要的經濟作物，與客家庄有著密不

可分的關係。油桐樹的種子可以採果榨

油，煉製成桐油，桐油則可製作成防水、

防腐的素材，其中揚名國際的美濃紙傘就

是利用桐油當作傘面的防水油料；此外，

桐油也是早期製作油漆的重要原料。由於

科技的進步與生活結構轉變，油桐樹漸漸

喪失其經濟價值，不過，每逢春天時油桐

樹冒出桐花，繽紛繁盛，遠望如雪，因此，

油桐花也替客家庄帶來了觀光價值，有「五

月雪」之稱。 
 
 
 

▲ 大湖草莓文化館 

▲ 油桐花盛開布滿山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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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賽夏族節慶——巴斯達隘祭典（Pas-ta'ai，矮靈祭） 

賽夏族是臺灣原住民族群中的少

數民族，大多數居住在新竹五峰、苗

栗南庄與獅潭境內。賽夏族人最重要

且全國知名的重要祭典是 2 年一祭、

10 年一大祭的巴斯達隘祭典，其起源

自賽夏族的一個古老傳說，主要是用

來祭祀曾經協助過他們的矮人靈魂。 
通常於農曆 10 月 15 日前後，賽

夏族人會在其聖地——南庄向天湖舉

行巴斯達隘祭典，而連續幾天的祭典

通常都吸引了全國各地的遊客，蜂湧

上山，欣賞賽夏族神祕又獨特的傳統

祭儀。 
 

風起苗栗，揚帆待發 

苗栗雖位置偏北，又鄰近臺中都會區，但受到地形阻隔影響，使得苗栗市不容易向內陸腹

地擴張，再加上人口呈負成長、地方財政匱乏，使得這塊山城遲遲無法如臺北都會區、臺中地

區般繁榮。近年來苗栗縣政府積極發展地方性質的觀光產業，如桐花祭、三義木雕等等，以文

化宣傳來集結苗栗縣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打響地方知名度，並擬定都市計畫，包括擴大新竹科

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等等，期能在妥善的

規畫下，將苗栗縣推向繁榮的願景。 
 

▲ 賽夏族聖地：南庄向天湖，圖右建築為「苗栗縣賽夏族

民俗文物館」，典藏有賽夏族傳統文物和記載族群歷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