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舟已過八掌溪 

 

 

 
「八掌溪」這條默默無名的溪流，與一般的溪水一樣，穿越高山，行經郊野，

在既定的軌跡，潺潺吟頌悠悠的故事，有美麗的傳奇，有淒涼的際遇，八掌溪，

恰如江堵的白髮漁樵，恆仍慣看人間一切的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在它逝者

如斯的波光中，隨風隱去。 

２０００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掌溪事件】，一夜之間，將八掌溪推向舞台，

背景是滾滾的溪水，洶湧的波濤，焦急的家屬，感嘆的群眾，四條人命，等待再

等待，盼望再盼望，就這樣眼睜睜的被激流衝走，這樣的畫面，至今仍懸在每個

人的心中，激盪不已。 

救援的執勤人員知道，直昇機的機場離事件現場不遠，拋繩槍是原封新的裝

備，民眾跳腳，電視機前的觀眾指責聲比水勢更湍激，渺小的四名工人，在大家

的眼前，緩緩地被草菅了性命。 

蒼天流淚，人心嘩然，八掌溪一夜成名，該下台的人下台，該革職的革職，事

件之後，八掌溪依是潺潺地流著它的溪水，只是隱約中，彷彿看見那四個工人，

在水的倒影裡，喚著無奈的求救聲。 

 

 

 

 

◆八掌溪事件，大家眼睜睜看著

四位工人被大水沖走，畫面悲慘 



八掌溪原名八獎溪，因有赤蘭溪等八條小溪合併而得名，發源於阿里山山脈海拔１

９４０公尺的奮起湖，流經嘉義縣、嘉義市及台南縣數個鄉鎮，最後從台南縣北門鄉注

入台灣海峽。 

 

 

 

 

 
 

八掌溪流長約８１公里，流域面積約４７５平方公里，平均坡降１：４２，流域歷

年平均年雨量可達２３３６公厘。 

 

八掌溪流經的縣鎮，嘉義縣：義竹鄉、布袋鎮、鹿草鄉、水上鄉、嘉義市、中埔鄉、

番路鄉 台南縣：北門鄉、學甲鎮、鹽水鎮、後壁鄉、白河鎮，最後在嘉義縣新塭與台南

縣北馬交界處出海。 

 

 

 

 

 
 

八掌溪從奮起湖蜿蜒向西流，以仁義潭的攔河堰為界，往上是屬於八掌溪的上游，

往下到達嘉義市南邊時，是屬於中游，水流較為平緩，河床也較為寬廣。 

每在秋季開始時，河床長滿多數的甜根子草、五節芒等高莖的野生植物，提供候鳥

們一個最佳的棲息地。 

 

河流裡由於有機質非常豐富，造就了大量的紅蟲不斷地孳生，鳥類的天然食物充足，

因為八掌溪在這個區域裡，擁有這三項對鳥類極具吸引力的因素，因此吸引多數的候鳥

等到此渡冬或過境。 

◆八掌溪流域分佈圖 

◆八掌溪出海口，在台南

縣與嘉義縣交界處 

◆八掌溪岸，是頂洲部落重要的農業所在 



 

 

 

 
 

早期的八掌溪，溪水非常清澈，沒有受到污染，漁蝦生態很豐富，是附近居民解決

民生問題的好依靠，常有生意人提八掌溪水回去，製作豆腐，聽說很好吃，口感很清爽，

深獲大家的喜愛。 

以前每當雨季來臨時，八掌溪水流非常湍急，在上游伐木的木材商，為節省運送費

用，會直接將木材藉著湍急的溪水漂流而下，省時省錢又有效率。 

 

 

 

 
早期在台南與嘉義兩縣，濱臨八掌溪的居民，因為溪水阻隔了兩岸的交通，又當時

沒有架橋，兩地人民昔必須靠涉水或乘筏往來，導致兩岸的人民很少來往，因此有這樣

的諺語：「女兒不嫁過溪，財產不留外家」，意思是說，如果自己的女兒嫁過八掌溪，因

為交通不暢通，以後要回娘家或省親，皆不方便，直到日據時代，展開艱鉅的造「溪橋」

工程（今厚生橋），兩地才開始密切來往，於是通婚變得普遍了，一句俗語，道盡了環境

影響人文生活的辛酸與寫照。  
 

八掌溪曾有多次泛濫成災，民國七十八年「九一三」水災，八掌溪溪水暴漲，一夜

之間，大水吞沒鹽水鎮，毀了無數的家園。民國八十五年「賀伯颱風」肆虐，八掌溪水

又暴漲，竟漫過堤防缺口，鹽水鎮市郊一片汪洋大海。 

 

八掌溪水流難測，每年均有不少人不諳水性，喪命溪水，八掌溪流至北門鄉錦湖村

已接近出海口處，形成內灣，溺斃屍首，往往被溪水沖至錦湖村才被尋獲，錦湖村舊名

「渡仔頭」， 所以在當地流傳一句俗諺說：「流到渡仔頭吃中飯」，  

 

 

◆八掌溪上游在嘉義縣的山區曲折婉延 

 

◆八掌溪下游水流緩和，波

光粼粼，在成野上源遠流長 

 

◆黃昏時刻，輕風徐拂，八掌溪的

出口，霞光滿天，詩情畫意，景色

無限美好 

◆早期八掌溪水患連連，民不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