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台中市概述 

台中简介 

中文名称： 台中市  
外文名称： Taichung  
所属地区： 中国台湾  
市长 胡志强  
简称 台中、中市、中  
行政区类别 直辖市  
区划 29 区  
政府所在地 西屯区台中港路二段 89 号  
建立时间： 1887 年  
总面积 2214.8968 平方公里  
总人口 2,651,152 人 
都会区人口 2,651,152 人  
人口密度 1196 人/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中山公园、宝觉寺、孔庙、南天宫 

    台中（Taichung）位于台湾省西中部，台中盆地中央，乌溪（大肚溪）下游

北侧，是台湾五大城市之一，台湾中西部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旧名大墩，原

为平埔岸里社地，清光绪十三年（ 1887 年）设台湾县，为台湾府治，定为省会，

开始筑城，后省会改设台北府（今台北市），改名台中县，1920 年设市。    
    台中工商业日渐发达，以制糖、食品、机械修配、化学工业等为主。郊区气

候适宜，地势平缓，兼有灌溉之利，农业发达，以产稻米、甘薯、花生、玉米、

大豆、柑橘等为主，为台湾西部著名农业区。    
台中有纵贯铁路“山线”通过境内南部，在彰化县境与“海线”相合，台湾

第 3 号公路自台北南下，南北高速公路通过西郊，有交流道通市区和西海岸的

台中港，其中台中港是台中出海门户。        
台中市的形状西宽东窄，因位居台湾西部平原的中间地带，为南北高速公路

重要的中途站，在交通便捷的优势下，近 30 年来发展为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城，

也是全台第三大都市。台中市面积 163 平方公里，人口 66 万，因气候温和，环

境优美，有“宁静之都”的美称。   
    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台中被认为是台湾最适于居住的城市。由于东侧的中央

山脉阻隔了凛冽的东北季风，西侧离海岸线也有相当距离，绝少尘沙飞扬，全年

的平均温为摄氏 22.4 度，冬、夏温差仅 10 度，一年四季均舒爽宜人。而筏子溪、

旱溪一西一东流经市郊，并有柳川、绿川、梅川贯穿市区，让地景更添妩媚；现

在的台中市高楼耸立，呈现出一幅现代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 探访台中市，可

选择火车、开车，或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南北两大都会区还可搭乘飞机前往，交

通十分便利。台中市的旅游资源以艺术人文展示馆为主，如自然科学博物馆、台



 

港埠 

国际港：台中港 
渔港：梧栖渔港、五甲渔港、松柏渔港、北汕渔港、塭寮渔港、丽水渔港 

第二章：台中县概述 

简介 

中文名称： 台中县  
所属地区： 中国 台湾省  
行政分区 3 个县辖市、5 个镇、13 个乡 （今全部变成区） 
电话区号： 07  
地理位置： 北纬 24 度 15 分，东经 120 度 43 分  
首府 丰原市（今丰原区台中市政府阳明大楼）  
面积： 2,051.4712 平方公里  
人口： 1,559,703 人(2009 年 8 月)  
著名景点： 八仙山森林游乐区；雪霸公园 
台中县现为台中市的一部分，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县市合并改制，升为台

湾省的一个“直辖市”。    
台中县县治设在丰原市。台中县工农业发达，主要工业门类包括锻造、金属

工具、锅炉制造、食品加工、制药、橡胶、印刷与肉类等，工厂达万余家。    
台中县为横向狭长形，地势由东面的高山向西渐趋平缓，跨越平原地带，直

达海岸线。    
台中县东境为中央山脉高山地区，雪山、南湖大山、中央尖山都是赫赫有名

的百岳，而其余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不胜枚举，是个登山客足迹频繁的

地区。大安溪、大甲溪流贯全境，支流交岔纵横，而其中发源自南湖大山与雪山

的大甲溪拥有极丰富的鱼类资源，尤其是上游的七家湾溪为国宝鱼——樱花钩吻

鲑的仅存生殖地，已被列名为保育重地。    
921 集集大地震，使得台中县蒙受惨重损失，除了造成莫大的人员伤亡，全

县旅游事业也遭受不小的冲击，其中中横公路更是柔肠寸断，拥有林家花园、万

佛寺、台影文化城、省咨议会的雾峰，也是满目疮痍。不过地震过后也造就出一

些新的景观，例如石冈水坝下方的埤丰瀑布、雾峰的光复中学，均成震后的纪念

地景。 

自然地理 

地形 

台中县为横向狭长形，地势由东面的高山向西渐趋平缓，跨越平原地带，直



 

台中港 

航空 

台中清泉岗机场 

第三章：台中市历史沿革 

1705 年（清康熙四十四年），驻军嘉义的台湾北路营参将张国，发现南屯一

带地沃水丰，于是着手垦荒，是台中开发的开始。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台

中市一度成为台湾省的行政中心。1920 年设市时辖境尚未包括北屯、西屯及南

屯，此三区于 1947 年 2 月 1 日划入台中市。    
1945 年 10 月台湾正式归还。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考虑到地方自治的需要，

乃将日本统治时期的五州三厅，改为八县，并将日本统治时期的 11 市改为 9 省

辖市、2 县辖市。其中：台中市管辖区域：东为台中市东区旱溪，位于东经 120°
42′34″；西为南区番婆，位于东经 120°18′21″；南为南区树仔脚，位于北

纬 24°4′18″；北为北区赖厝厂，位于北纬 24°10′23″。本市四周皆与台中

县大屯区辖境邻接。面积为 29.6655 平方千米，人口 98658 人。管辖东、西、南、

北、中等 5 区。市政府于 1945 年 12 月 17 日正式成立，市政府设于西区。    
1947 年 2 月 1 日，台中县大屯区的西屯、北屯、南屯 3 乡划归台中市管辖，

改为西屯区、北屯区、南屯区。    
1950 年台湾省调整各县市行政区域，台中市行政区域照旧。台中市管辖中

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西屯区、南屯区、北屯区等 8 区。人口 177795
人，面积为 163.4256 平方千米。管辖区域：东为北屯区大坑山，位于东经 120°
41′40″；西为南屯区大肚山，位于东经 120°38′10″；南为南区顶桥子顶，

位于北纬 24°7′0″；北为西屯区港尾子，位于北纬 24°9′50″。本市四周皆

与台中县的各乡镇，东以旱溪与台中县太平、新社两乡为界，西以西屯、南屯两

区与台中县沙鹿镇、龙井乡、大肚乡为界，南毗台中县乌日、大里两乡，北以北

屯、西屯两区与台中县丰原镇、潭子乡、大雅乡为界。市政府设于西区。    
台中市与台中县关系密切，县市呼吁台中市与台中县合并。台“立法院”2009

年 4 月 3 日将审议“地方制度规定”，马英九 2 日参加县市区域合作高峰论坛时

透露，此案 3 日通过后，台中县市合并将成事实。 

第四章：台中县历史沿革 

1945 年 10 月台湾正式归还。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考虑到地方自治的需要，

乃将日本统治时期的五州三厅，改为八县，并将日本统治时期的 11 市改为 9 省

辖市、2 县辖市。其中：台中县管辖区域：东为能高区山地南胡大山东方，位于

东经 121°27′8″；西为北斗区大成乡下海墘厝，位于东经 120°15′6″；南

为新高区山地尖山顶，位于北纬 23°25′53″；北为能高区山地桃山北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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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纬 24°26′41″。东以中央山脉的分水岭与花莲县为界，西临台湾海峡，

南以浊水溪（西螺溪）河谷及中央山脉玉山与台南、高雄两县为界，北以大安溪

河谷及南湖大山、大霸尖山、次高山、大雪山、小雪山的主峰与新竹及台北县为

界。县境内涵台中及彰化二省辖市。面积满潮时为 7287.3824 平方千米，人口

1343336 人。管辖大屯、丰原、东势、大甲、彰化、员林、北斗、南投、新高、

能高、竹山等 11 区，共辖 60 乡镇（18 镇、42 乡）。县政府初设于台中市，后迁

于员林镇。    
1946 年 2 月，北斗区的沙山乡更名为芳苑乡。1946 年 2 月，北斗区芳苑乡

更名为沙山乡。1946 年 5 月，彰化区驻地由彰化市南郭迁往鹿港。1947 年 1 月，

员林区的坡心乡更名为埔心乡。1947 年 2 月 1 日，大屯区的西屯、北屯、南屯 3
乡划归台中市管辖，改为西屯区、北屯区、南屯区。1950 年 1 月 1 日，新高区

集集镇划分为集集镇、水里乡。1950 年 7 月 1 日，彰化区的线西乡划分为线西、

新港二乡。    
1950 年台湾省调整各县市行政区域，其中台中县合彰化市，分为彰化、台

中、南投三县：台中县辖丰原、大甲、东势、大屯 4 区，计 21 乡镇，664887 人，

面积 2051.6164 平方千米。县政府设于丰原。 台中县：辖丰原、东势、大甲、

清水、沙鹿、梧楼等 6 镇，及大里、雾峰、太平、乌日、内埔、神冈、大雅、潭

子、石冈、新社、大安、龙井、大肚、和平等 21 乡镇，4354915 人，面积 2051.6164
平方千米。疆界：东为和平乡南湖大山东方，位于东经 121°27′0″；西为龙

井乡涂葛掘西方，位于东经 120°29′0″；南为雾峰乡象鼻坑南方，位于北纬

24°1′10″；北为大甲镇船头埔北方，位于北纬 24°26′0″。中心位置为大

雅乡大田心，位于东经 120°58′，北纬 24°17′15″。本县东接花莲县，南与

南投县、彰化县毗连，西濒台湾海峡，北界与宜兰、新竹、苗栗三县，内涵台中

市。    
1955 年 10 月 10 日，内埔乡更名为后里乡。1976 年 3 月 1 日，丰原镇改制

为县辖市丰原市。1993 年 11 月 1 日，大里乡改制为县辖市大里市。1996 年 8
月 1 日，太平乡改制为县辖市太平市。  

2009 年 4 月 3 日，攸关三都十五县国土重画的法源依据“地方制度法部分

条例修正案”经立法院三读通过。10 日后，台中县、市政府共同协商的“台中

县市合并升格直辖市改制计划书”拍板定案，新市府设于七期重划区新市政中心，

议会位址则由行政院决定。同月 17 日，县议会唱名表决，以 53 票通过；20 日，

台中市议会的表决虽有民进党籍市议员阻扰，但最终仍由议长张宏年宣布多数支

持以鼓掌声通过。23 日，本计划书送交内政部审议。 
2009 年 6 月 23 日“台中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案经内政部审查通过；7 月

2 日行政院亦正式通过此案，计划隔年底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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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台中行政区划 

西区 

简介  

行政区管辖 台中市  
行政区类别 市辖区  
总面积 5.7042 平方公里  
人口 117,224 人（2011 年 2 月）  
区长 程泰源  
区划 25 里 628 邻  
机关网站 西区公所  
邮递区号 403  
毗邻 西屯区、南屯区、南区、 
中区、北区、东区  
西区位于台湾台中市市辖区之一，为台中州厅以及台中市政府部分局处之所

在地。 

旧地名 

1.麻园头仔 在台中港路二侧到现在五期重划区的文心路，也就是忠明里、

公正里一带，原来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农民只得种麻为生，一片片的麻园相连成

林，因此得名。 
2.大和村 1924 年，在现在西区模范街附近，兴建了大批日本和式官员宿舍，

供给在台中的日本官员居住，因而形成一个充满日本风味的社区。现在已经大多

数改建为模范国宅和餐厅，目前只剩下一些零落的日式建筑，点缀其间。 

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接收日本台湾总督府所辖之区域，将原台中州下台

中市的末广町、旭町、村上町、利国町、幸町、明治町、千岁町、寿町、川端町、

后垅子、土库、麻园头、公馆，合并成立“西区”。 

行政区划 

 
全区共分为 25 里，各里名称为：民生里、利民里、三民里、东升里、广民

里、平和里、公民里、蓝兴里、公馆里、和龙里、民龙里、后龙里、双龙里、安



 

行政区划 

全区共分为 10 里，各里名称为：中庄里、南埔里、永安里、顶安里、西安

里、海墘里、东安里、福住里、松雅里、福兴里、南庄里、龟壳里。 

和平区 

简介 

行政区管辖 台中市  
行政区类别 市辖区  
总面积 1037.8192 平方公里  
人口 10,708 人（2011 年 2 月）  
区长 黄永生  
区划 8 里 117 邻  
机关网站 和平区公所  
邮递区号 424  
毗邻 东势区、新社区；新竹县尖石乡；苗栗县泰安乡；南投县国姓乡、仁

爱乡；花莲县秀林乡；宜兰县大同乡、南澳乡 
和平区是台湾台中市的市辖区，位于台中市东部，雪山山脉南侧，有大甲溪

贯穿，是台中市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亦是本岛面积最大的市辖区，也是唯一的原

住民区。西半部气候属温带、东部为高地气候，气温呈现西高东低的情况。特产

有椪柑、高接梨、甜柿；和平区东部则盛产苹果、梨、水蜜桃、高山茶叶、高冷

疏菜、蜂蜜等，为台湾地区高冷疏菜的主要提供地。其中武陵地区是台湾樱花钩

吻鲑的故乡。 
原和平乡在 2010 年 12 月 25 日后随台中县市合并，改制为台中市下辖的和

平区。 

行政区划 

全区共分为 8 里，各里名称为：天轮里、中坑里、平等里、自由里、南势里、

梨山里、博爱里、达观里 

第六章：民俗风情 

泰雅族文面习俗 

  在台湾人类学研究上，“泰雅族”一词，乃指盘据在埔里以北、广大雪山

山脉与中央山脉山区的原住民族。这些部族不但语言差异大、对自身称谓



 

注入溪流的水源，却被挪去作灌溉之用，不仅使溪流水量减少，水质亦受到污染。

枯水期间部份溪段因水量急剧减少，使农药不易被稀释，更促成静水区或下游溪

段的优养化现象，而枯水期间，水温也有容易升高的倾向，均不利樱花钩吻鲑的

生存。 

台湾檫树 

简介 
中文学名：台湾檫树 
拉丁学名：Sasafras randaiense 
别称： 檫树、台湾檫木 
科：樟科 Sasafras randaiense 
属：樟科檫树属 
分布区域：台湾、大陆、北美各有 1 种，分布于海拔 900 至 2400 公尺地理

位置 
特征   

1.台湾檫树为樟科檫树属，檫树属全世界只有 3 种，台湾、大陆、北美各有

1 种；台湾檫树分布于海拔 900 至 2400 公尺，北、东、中部山区都有发现，虽

然分布广，但因其喜爱阳光的习性，幼苗无法耐阴生长，成林之后很容易为其它

物种取代，因此陷入生存危机。  
  2.落叶大乔木，径可达 70 公分，高可达 15 公尺，树干通直，冬天叶会掉光

後开黄色花。材色淡黄红至红褐色，生长轮十分明显，属于阔叶树一级木。长大

後因为材质轻软，色泽纹理美观，不易乾裂反翘，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拿来作建筑、

造船用材，被列入一级阔叶树种之一。  
  3.台湾宽尾凤蝶也视台湾檫树为唯一食草，濒危的物种相互依存，有着相同

的生存危机，但也因此稀有珍贵。  
  栖地分布：台湾特有种，全岛低海拔阔叶林下层至海拔 1,800 公尺处之山地，

为本省楠木类主要代表树种。 

第七章：台中旅游 

雾峰林家宅园 

简介 

台中地区最著名的一座园林古宅，列为二级古迹。雾峰林家与板桥林家并列

台湾两大林氏家庭，惟板桥林家为富商巨贾，雾峰林家则世代为官，历代多次参

与保卫乡土战役，或武或文，写下了不少事迹。现今的林家花园包括顶厝、下厝、

莱园三部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113.htm


 

乘车路线 

  搭车：台中客运 27、35、135 线及仁友客运 22、25、37、45、46 线皆可抵

达。  
  开车：从中港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直行至河南路左转，见福星路左转，即

进入逢甲商圈。 

第八章：台中名人及事件 

林家 

林文察 

林文察，字密卿，台湾清治时期彰化县阿罩雾庄（今台中县雾峰乡）人，雾

峰林家第五代，清代著名台籍将领，曾协助平定小刀会、戴潮春事件，并于福建、

浙江与江西等地领军对抗太平军，最后战死于漳州万松关。 
  1828 年，林文察生于彰化县阿罩雾庄（今台中县雾峰乡），为林定邦长子，

由于历代以来努力开垦，此时林家已累积相当之财力。林文察小时长相斯文，但

喜欢与附近孩童玩作战游戏。十二岁时已能写诗文，十四岁时于当地孝廉杨廷鳌

门下受学。然而，他对读书考试兴趣不大，反而喜好关羽、岳飞忠义报国的故事，

并好读兵书，勤练枪法、刀剑等武术，尤其擅长射击火枪。  
  1850 年，林妈盛因绑架林定邦族人林连招，而与林定邦发生冲突，结果冲

突之中林定邦中弹被杀。这时，时年二十二岁的林文察乃独自一人偷袭林妈盛，

押到父亲墓前，将其剖心以为父报仇，之后担心连累家人，又独自到台南府城自

首，但似乎未被正式判决处刑。  
  1853 年，小刀会起事，相继攻陷安溪、永安和厦门等地，之后被清军围攻，

部分成员于 1854 年转而来台，并在台北、噶玛兰一带起事，最后趁势攻占鸡笼(今
基隆市)。这时北路协副将曾玉明听闻林文察有才气，且林家于地方亦有相当影

响力，乃征召他助战，果然林文察率领 200 名乡勇为前锋大败小刀会，成功收复

鸡笼，并以火枪架在船上追击敌军，烧毁两艘船舰，拿下首功。此外，彰化县府

也判定林文察于林妈盛案件中无罪，这些契机令林文察得以开展其将领生涯。

1857 年，林文察又捐赠银两捐助政府处理彰化县与淡水厅械斗的善后工作，得

以游击分发至福建补用，而他也利用机会增加家族的田产，并招募更多乡勇，扩

充手下兵力。  
  1857 年，太平军旁系势力郭万淙再组小刀会，以书占山为根据地，于 1858
年攻陷麻沙，围逼建阳。台湾镇总兵卲连科奉命征召乡勇助战，林文察乃应募乡

勇 420 人，闽浙总督王懿德则于 1859 年一月正式以游击职任用他，林文察也展

开异地的军事生涯。  
  该年 4 月 17 日，林文察抵达泉墩头，沿路消灭所遇敌军，三天后进扎洋墩，

与敌军隔顺阳江对峙。这时他利用敌军涉水偷袭时，部署大量火枪沿岸射击，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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