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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源整合情形及策略創意性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健康」並不單是指沒有疾病或殘障，而是指生理、心理

及社交三方面都完好美滿。因此，健康的內涵包括：強健的身體、飽滿的精神、

穩定的情緒及和諧的人際關係，要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必須要三管齊下才可。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網路資料顯示，台北市健走步道隨行政區資源各

具特色，分別結合自然景觀、休閒、親子、生態、古城街道、古蹟、藝文等主題。

而就本計畫而言，如何為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發揮創意？建立地方特色？並滿足

生理、心理及社交等三方面的需要？是本計畫制訂的策略關鍵。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特別重視社區民眾健康，積極推廣市民規律運動，增加

民眾身體活動量，因此，構思以歷史人文為介入方式，規劃具有南港區文史特色

的健走路線，提升居民的運動心理環境，培養社區民眾的健走習慣，進而活絡他

們的社交生活，改善健康安全的社區環境。 

 

傳統來說，文史課程侷限於全面性的探討，但因政府對社區發展的重視與努

力，逐漸地引起了各地居民的共鳴。如果說地方文史像一棵樹，那麼來自各方的

居民就像水，經過長時間的灌溉，隨著年輪一圈圈地厚植茁壯，由於近在咫尺，

且與當地家族息息相關，不但可滿足居民心理方面的需要，同時能使他們的社交

生活更加充實。 

 

中華科技大學是南港地區唯一的大專校院，且對於社區發展投入甚多，在學

校先進的引導下，申請並執行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南港第 245 號交響曲」

計畫，以「南港歷史與人文」為廣通課程，經過一年多努力地充實內容，現今區

域文史資料的蒐集豐碩，希冀尋求成果發揚的空間，是具備配合執行條件的最佳

夥伴之一。 

 

因此，在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的支持下，以「四分溪畔文史走讀」計畫介入，

與「大嶺腳下行‧跟著藍鵲飛」的健走行為與健康促進講座互補，整合各方資源，

規劃具有南港區文史特色的健走路線。 

 

在景點及路線選擇方面，參考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的官網，以為南

港區找出十個以上的景點為目標。經過一番努力後，選定了條件最佳的四分溪畔，

其優勢如下： 

1. 四分溪沿岸景點集中且文史內容豐富，有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及中華科技大學

的師生可從旁協助； 

2. 與溪流並行的路面平穩安全，常有學者、師生和鄰近居民穿梭其間，中央研



2 
 

究院及中華科技大學的更有醫護單位可提供支援； 

3. 岸邊環境清幽綠意盎然，溪水經過整治後清澈見底，樹上還不時會傳來陣陣

的蟲鳴鳥叫聲，為運動提供了絕佳的心理環境。 

 

以下是計畫行程表所羅列的十四個文史景點： 

 

序號 文 史 景 點 

1 闕氏古宅 

2 圓拱橋 

3 四分河濱公園 

4 中研公園 

5 生態池 

6 國家生技園區 

7 太極雕像 

8 嶺南美術館 

9 胡適紀念館及故居 

10 胡適公園 

11 民族所博物館 

12 凌雲五村 

13 台北市軍人公墓：一江山紀念碑 

14 中華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四分溪畔文史走讀」計畫在參加人員方面，由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號召中

研里、九如里、舊莊里等百餘名居民共襄盛舉；在教師方面，以中華科技大學周

玠副教授為計畫主持人、結合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岑丞丕博士)及南港地方文

史工作專家(邱天錄先生)擔任文史講座；在課程方面，以中華科技大學「南港第

245 號交響曲」之「南港歷史與人文」課程精華為基礎，且有學生擔任工讀協助

蒐集資料(鄭貿引同學具備兩學期「南港歷史與人文」課程助理經驗)；與「大嶺

腳下行‧跟著藍鵲飛」計畫共同執行計畫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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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說明 

『四分溪畔文史走讀計畫』，在提升南港區民眾良好的健康生活品質；透過

走讀方式增進健康體能外，同時也能增進在地文史素養、社區意識及社區認同。 

 

因南港人大多從事農耕，生產茶葉、稻米、番薯等產品，所以早期的四分溪

是農業水資源的命脈。歷史的因緣際會，福建安溪人王水錦、魏靜時等來臺，善

用南港氣候、土壤、水質等優勢條件，使其成為臺灣包種茶研製的重鎮，更為今

日四分溪奠定了人文與歷史的淵源。 

 

然而，隨茶葉的貿易日趨沒落，取而代之的煤礦開採，使四分溪歷經了自然

地景的浩劫與生態環境的破壞，一條風貌秀麗的溪流，因廢水煤渣的排放，變成

了混濁與臭氣沖天的水溝，更由於颱風的關係多次氾濫成災，讓鄰近的社區居民

損失慘重。 

 

隨著整體產業環境的轉變，污染性的產業自然免不了遷廠的命運，南港區的

產業風貌也跟著變換。在地方居民的努力與行政首長們的大力支持之下，四分溪

經過多年的整治已具成效，是目前臺北市第一個為保護魚群而封溪的案例。透明

清澈的溪水，為溪裡的魚群及其他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更為附近的居民提供

了休閒運動的場域。 

 

四分溪的下游區段起自中華科技大學至南深橋為止，長約 5.5 公里。其溪床

與研究院路三段平行且貫穿中研院院區，和研究院路二段交錯後匯入大坑溪，是

與地方居民生活最緊密的一塊；而中央研究院的學者與中華科技大學的學生，除

增添四分溪畔的文史氣息之外，也是發揮其文史故事性，激勵居民健走的可用資

源。 

 

辦理社區健康體能促進計畫外，規劃融入文化氣息推動『四分溪畔文史走讀

計畫』，讓社區民眾除了增進健康外，亦能增加認識南港是一個充滿文史傳承的

區域，由於地處台北市的邊陲，使人文與地景兩者能合而為一，並藉著四分溪串

流幾個獨具特色的古蹟，伴隨著藍鵲的啼叫振翅翱翔，是身、心、靈提昇及享受

的絕佳場域，透過在地文史資源的吸引，改善社區民眾的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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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標 

（一）、協助規劃健康體能促進方案結合運動專業人員於社區辦理健康體能促進

方案共 1班，課程為期 12 週，每週 1次，共計 12 次，其中 4場以南港

歷史人文為主題。藉由課程實際操作，提升社區民眾參加運動之意願並

強化其體能； 

（二）、協助建置與規劃社區特色健走步道 1條，創造運動的友善支持性環境，

利用臺北市南港區在地歷史人文等特點，創造健走可近性，讓民眾在住

家社區環境內和鄰近地區可以安全的從事健走運動。經由社區健走活動

與環境營造，使社區民眾以自己的社區為榮，增進對家鄉的關懷與情感，

並以此為規劃健走手冊及建置網站的基礎； 

（三）、進行相關問卷資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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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實施對象：經臺北市南港健康服務中心說明計劃目的，由舊庄里、九如

里、中研里居民參與，實際對象約 100 人（分成兩組，實驗組、對照組）。 

（二）、辦理內容：配合下列行程表執行講座及健走活動，具體內容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4/14 

(星期四) 

09:00-09:30 報到及活動說明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09:30-10:00 工作人員介紹 
中華科技大學體育室李建明 副教授 

10:00-11:00 健康技能-健走方式 

4/21 

(星期四) 
09:00-11:00 

體適能檢測及睡眠品質 

(前測) 
中華科技大學體育室李建明 副教授 

4/28 

(星期四) 

09:00-10:00 基因改造或回歸生態~健走 
國立陽明大學 陳俊忠教授 

10:00-11:00 走路速度與 6 分鐘走路距離

5/5 

(星期四) 

09:00-10:00 南港在地歷史與人文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周玠 副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 

5/12 

(星期四) 

09:00-10:00 走路禪 walking meditatio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方進隆 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 

5/19 

(星期四) 

09:00-10:00 運用攝影鏡頭紮根南港 
九如社區發展協會 邱天祿 先生 

10:00-11:00 走讀南港 

5/26 

(星期四) 

09:00-10:00 健康體適能 
中華科技大學體育室 林順萍 老師 

10:00-11:00 健走運動強度 

6/02 

(星期四) 

09:00-10:00 認識南港在地人文 
中央研究院 岑丞丕 博士 

10:00-11:00 走讀南港胡適紀念館 

6/16 

(星期四) 

09:00-10:00 人文健走饗宴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周玠 副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在地歷史 

7/01 

(星期五) 

10:00-10:00 健走健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腸胃科 

台北市長跑協會 蕭亦宗 醫師/理事長10:00-11:50 走讀南港在地美食 

7/14 

(星期四) 
09:00-11:00 

體適能檢測及睡眠品質 

(後測) 

中華科技大學體育室 

李建明 副教授 

7/21 

(星期四) 

09:00-10:00 睡眠品質良方-健走 康寧大學(臺北) 

彭鈺人 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四分溪畔 

7/21 

(星期四) 
11:00-12:00 

活動剪影及成果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全程參加課程者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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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評價 

「四分溪畔文史走讀」計畫項下執行課程如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5/5 

(星期四) 

09:00-10:00 南港在地歷史與人文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周玠 副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 

5/19 

(星期四) 

09:00-10:00 運用攝影鏡頭紮根南港 
九如社區發展協會 邱天祿 先生 

10:00-11:00 走讀南港 

6/02 

(星期四) 

09:00-10:00 認識南港在地人文 
中央研究院 岑丞丕 博士 

10:00-11:00 走讀南港胡適紀念館 

6/16 

(星期四) 

09:00-10:00 人文健走饗宴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周玠 副教授

10:00-11:00 走讀南港在地歷史 



所

演講

演

演

演

【四分溪

所屬計畫 

講名稱/主題

演講日期 

演講時間 

演講地點 

講座 

溪畔文史走

台北市

題 「南港

105 年

▓上午

台北

舊莊里

中華科

走讀計畫】

市南港區健康

港在地歷史與

5 月 5 日

午□下午 

北市南港區

里民活動中心

科技大學通識

7 
 

】「南港在

康服務中心

演講紀錄

與人文」課

09 時

心

參與人

(附簽

表)

識中心 周玠

演講照片

 

在地歷史與

心-105 年度健

課程內容 

時 00 分至 1

人數

簽到

) 

   

玠 副教授

與人文」課

填表日期

健康體能促

10 時 00 分 

      人 

課程內容 

：105 年 5 月

促進計畫 

分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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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 

分享人：周 玠

現 職：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 歷：University of Leeds, PhD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IS

演講題目：南港在地歷史與人文

 

南港先民的遺跡

• 在茅草埔山下，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清代
古墓，為卒於「道光癸卯年陽月」（清
宣宗道光二十三年，西元１８４３年）
，皇清欽加職員郡儒學增廣生林逢源暨
夫人吳孺人之墓，其墓碑、墓丘、墓肩
、墓雙曲手、墓埕等，全由石塊砌成，
保存還算完整，猶有後人清理。（該墓
比位於軍備局２０２廠內之三級古蹟～
王義德墓更久遠。）

• 中華科技大學校園內，有處清高宗乾隆
５３年（西元１７８８年）戊申年，郭
媽呂孺人的墓園，距今達２２７年之久
。據墓園的管理人表示，墓主係大園當
地旺族，當年的建墓及運棺方式，係利
用基隆河的水運之便，經四分溪抵達茅
草埔，乾隆年間的墓葬行為，或能佐證
康熙臺北湖的範圍。

• 臺北湖

• 四分鐘內呈現了世界5500年的疆域變化
2  

南港歷史南港簡史

• 南港區名之由來，取自舊地名「南港仔庄」及「
南港仔街」。南港區位基隆河南岸，昔時新北市
汐止區內有北港，南北對稱故名；另謂與基隆港
對稱，故稱南港。迨日據時期，屬臺北州七星郡
內湖庄。

• 光復後，隸內湖鄉，民國35年7月6日與內湖鄉分
治，設立南港鎮公所，民國57年7月1日劃入臺北
市為「南港區」計11里，306鄰、7,798戶，
41,038人；歷經57年7月1日、63年2月27日及74
年4月等3次行政區域調整增為23里。

• 79年3月12日，欲將本市16行政區調整為11區，
並合併南港、內湖兩區為南湖區，後因兩區民情
反彈乃暫維持現狀，嗣經檢討仍沿襲南港區治不
變而為12區。

• 本區並將原23里裁併為南港、三重、中南、新富
、東新、東明、西新、玉成、合成、新光、聯成
、成福、萬福、鴻福、百福、中研、舊莊、九如
等18里。

• 因人口成長之故，於91年9月1日由成福里劃分新
增1里為仁福里，99年7月1日由東新里劃分新增1
里為重陽里，本區目前為20里，454鄰，46,428
戶，122,245人(2015年12月)。為臺北市人口最
少的行政區。

• 臺北市 3  

世界茶文化台灣包種茶

4  

南港的產業變遷(一)

• 清光緒11年（1885年），
福建安溪人王水錦、魏靜
時來臺，赴臺北府淡水廳
大內樟腦寮（今臺北市南
港區大坑一帶），發現本
地氣溫、雨量、土質等相
當適合茶樹的生長，於是
引進茶 樹在該處種植，使
南港成為臺灣包種茶的發
源地。

5  

南港茶葉博物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