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湖乡 
基本资料 

  旧称马凹、巴价拉崎 
  行政区管辖苗栗县 
  行政区类别乡 
  经纬度东经 120.51 度，北纬 24.25 度 
  总面积 90.8396 平方公里 
  户数 5,183 户 
  人口 16,094 人（2008 年 8 月） 
  区划 12 村 180 邻 
  机关网站大湖乡公所 
  民意机关大湖乡民代表会 
  大湖乡是台湾苗栗县的一个乡，位于苗栗县南方，北邻狮潭乡，西邻公馆乡、铜锣乡、

三义乡，南接卓兰镇，东邻泰安乡。气候温和多雨，以草莓闻名全国，素有台湾草莓王国雅

号。 
历史 

  大湖原称做马凹、或巴价拉崎、Masranmo，随着垦户的增加，发展成大湖庄后，大湖

不仅是山区重要的街肆；同时，也是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据点。光绪年间，大湖抚垦分局、

以及林朝栋统领的栋军大营、正营营盘，全部设在大湖街。确实的地点，已经无法查证。根

据清图，仅略约知道，正营营盘可能在本村五寮角一带，而大营与垦局则在明湖村，且大营

可能在今乡公所、分局一带。 
地理位置 

  大湖乡位居苗栗县的南方，南毗卓兰镇，东接山地泰安乡，北连狮潭乡、公馆乡，西北

与铜锣乡，西南与三义乡为邻。最东处为后龙溪上游大湖溪中兴桥中线，与泰安乡中兴村为

界【东经 120 度 54'45”，北纬 24 度 23'23”】，最北处为后龙溪上台三线汶水桥西侧【东经 120
度 51'45”北纬 24 度 27'50”】，最西与最南端均位于哆啰固溪与三义乡、卓兰镇交界处【东经

120 度 46'08”，北纬 24 度 20'94”】。全乡地形状似短筒马鞋，鞋跟在马拉邦山，鞋尖则在鲤

鱼潭水库土石坝下游。 
交通 

  依赖陆路运输，在先民入垦前，大湖乡原本是原住民生存的场域。根据已知的史实，该

乡的陆路交通，均溯源自最晚期原住民，泰雅族北势群各社所走出来的社路、猎路、姻亲路

及农、渔路等。几经演进，变成公路、产业道路、农路，乡内经过的主要道路有台三号道贯

穿南北，联接狮潭乡及卓兰镇、丰原。苗栗 61、62 号道联结泰安乡。苗 130 号道联结三义

乡往海线各乡镇。 
物产 

  大湖乡原以稻米生产为主，因饮食习惯改变产量逐渐减少，大湖乡是台湾草莓的主要产

地，大湖草莓不只为大湖乡带来财富，发展出来的观光果园形态更是休闲农业的模板，柑桔、

甜柿、幸水梨、新兴梨、红肉枣、桃接李亦享有盛名，香茅油及蚕丝则为大湖乡特有之物产

名闻遐迩，历史悠久。 
  近年来台湾的农业相关产业，大多朝向”强化品牌内涵”与”农产精致化”的两大方向迈

进。大湖农会总干事黄荣将先生，盼望能让大湖地区的农产不但不受打击，而且迈向国际化，

因此便开始产生筹划大湖酒庄的构想，并且替大湖的草莓增加行销通路，并在 2001 年 8 月

农业主管部门评审核定之后，于 2001 年 12 月开始动工，顺利于 2002 年成立”苗栗县大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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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窑创立至今已有二、三十年，早期李依伍先生由福州渡海来台创业，以生产水缸和

酒瓮起家，传至第二代李铭銡、李昭清，李昭春兄弟现已传至第三代－李锦明、李荣国堂兄

弟，但金龙窑至今仍沿袭传统，以手工拉坏、挤坏造型为主要产品；金龙窑将传统水缸转型

创作现代讨喜的荷花缸，并且融入客家风格制作餐具、优美陶灯等多样的陶艺作品，少量多

样的创作风格并且研究设计现代陶艺，让陶瓷艺术在苗栗发扬光大，成为苗栗属一属二的传

统产业。 
  客家桐花季 
  一年一度的客家桐花季是苗栗当地的盛事，号称『五月雪』的桐花每年到了 4、5 月盛

开时期，开满树头的白色油桐花，经春天微风的吹拂下，落在绿色的草地上，犹如仙境童话

般的诗情画意；清晨时分不但能欣赏到漂亮的油桐花，夜晚也能散步于桐花洒落的步道；举

办客家桐花季的行政院客委会更联合数十家餐厅、业者推出客家美食和桐花周边产品，让您

彻底体验桐花的美与感动！ 
  桐花旅游路线 
  民众若要来到苗栗县赏桐花，除了可探访苗栗县着名的数条古道－三湾铜镜古道、南庄

圆舞场古道、狮潭凤鸣古道、公馆出矿坑古道、通宵挑盐古道和苑里香茅古道，而金龙窑和

西湖渡假村、挑柴古道、挑炭古道、苗栗陶艺博物馆都是赏桐花时可以顺道一游的旅游景点，

不仅可一探桐花的撩人姿态也可享受苗栗的在地风情喔！ 
  西湖溪：又称乌眉溪、打喇叭溪 
  云梯书院 
  妈祖石雕 

特产 
  文旦（此地柚子很好吃，常有不肖商人利用西湖柚子混充麻豆柚子，麻豆柚子混充西湖

柚子） 
鸵鸟 
 

第四章：风俗民情 
 

道卡斯族 
简介 
道卡斯族（Taokas）为台湾原住民，有关道卡斯族一名之来源，始自日本统治时期明治

三十七年(1904)，日本学者伊能嘉矩透过语言，人类学的方法，将平埔族分为十族。有邵族，

凯达格兰族，雷朗族，道卡斯族，噶玛兰族，巴则海族，巴布拉族，和安雅族，猫雾剌族，

水沙连族，西拉雅族。又名斗葛族，闽南语音近于大甲，故又称大甲族。道卡斯族分布于新

竹、苗栗、台中一带的海岸平原区，以大甲为核心。清代道卡斯族人为避闽粤械斗等因素，

全族几乎迁徙至埔里。中国嘉庆道光两朝时期，是包含道卡斯族的中部平埔族各社及族群的

觉醒时期，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虽然走上迁徙一途，但还是造成各社群的没落并造成道卡

斯族在内的平埔族人消失。 
行政沿革 

  道卡斯族在明郑时期，明永历二十四年(清康熙九年，1670)隶属天兴县。郑经命「刘国

轩经略蓬山八社，后龙五社」，为汉人统治道卡斯族之始。康熙二十三年(1684)改隶诸罗县，

雍正元年(1723)改隶彰化县(淡水海防厅)，雍正九年(1731)大甲溪以北归淡水海防厅管辖，雍

正十一年(1733)淡水厅治由彰化县移驻竹堑(今新竹市)。光绪元年(1875)以淡水厅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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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虔诚而坚忍的信仰方式。 
  整个活动的起驾、出发、进火、回銮时辰，均以掷签来决定，进香团约千人，苦行僧一

般地背着行囊，抬着神轿，千里跋涉，风雨无阻；最特殊的是，每年的行程路线、歇宿地点

都飘忽不定，完全由白沙屯妈的神意在前引领，行程也长短不一定，一般约 6-12 天左右，

有时甚至必须连夜赶路，不啻为体力与意志力的严苛考验，但大多数信徒怀着诚挚的信仰，

都能坚持走到最后。途中白沙屯妈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与接待，加上屡传神迹，更增

添其传奇色彩。 
  乘车风向标： 
  1、由苗栗、新竹火车站前搭往大甲的苗栗客运，于白沙屯站下车可抵。 
  2、搭海线纵贯铁路，于白沙屯站下车可抵。 

肚脐饼 
肚脐饼是台湾苗栗、桃园中坜地区糕饼店特产、拌手礼，是早期客家月饼的代表；中间

馅料凸出，又称奶头饼、绿豆凸；外皮油香酥可口，甜而不腻，外型类似葡式蛋塔；不同的

是肚脐饼内馅为绿豆泥或是蕃薯泥，配上桃竹苗丘陵地盛产茶，是风味极佳之午后精致茶点。

是客家点心的典型代表。 
另一说法 1905 年左右，部份在苗栗糖厂练糖的日本技师，思念家乡糕饼和果子甜点，

即与苗栗台湾乡亲，就地取材，共同研制茶点改进客家月饼而来。 
 

第五章：苗栗旅游 

猫狸山公园 
简介 

  猫狸山公园，全称苗栗市猫狸山公园，又称猫狸山森林公园、苗栗山公园，原称福星山

公园、将军山公园，位于苗栗市，是一座天然，非人造的都会森林公园，也是苗栗县主要都

会公园的核心，管理机关为苗栗市公所。公园内包含了罗福星纪念碑、丘沧海纪念碑、苗栗

县童子军营地、三级古迹的赖氏节孝坊、苗栗县忠烈祠、苗栗市老人文康中心、功维叙隧道、

净觉院、停车场、篮球场、烤肉区、公用厕所等设施及景点，是一个苗栗市著名的观光景点。 
历史 

  1895 年，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曾经在此处扎营，故称将军山。二战之后，纪念罗福星曾

旅居于苗栗街的田寮大字(今福星里)，而改名为“福星山”。1997 年改为原有的名称“猫狸山”。 
位置 

  猫狸山公园是位于苗栗市大同里、新英里(功维叙隧道南端)。 
交通 

  搭乘火车，可在台铁苗栗车站搭乘苗栗客运至苗栗总站，下车后沿大同路逆向行走，走

到中山路左转直走到底，看到省道台 13 线、三湖路十字路口及 OK 便利店。过十字路口后

往三湖路方向，可看见苗 28 线终点路牌，这时在路口向右边即可找到木制指标，即可到达

猫狸山公园、功维叙隧道及童军营地。 
沿途风景 

  从猫狸山公园旁的道路进入，车辆少靠近市区，沿途有牧场和自然风光，享受纯天然的

郊外健走乐趣。 
  猫狸山公园位于苗栗市西郊山麓，是座以天然林和花卉景观为主的花园，园内步道四通

八达，登临其上可俯视市区。全程的中间点是盛隆牧场，牧场环境清幽，绿草如茵，被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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