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苗圃的老屋與大樹
昔日的建築就是今日的古蹟，老屋保存了當時的建築風

格，而當初不論源自臺灣本土或自日本、南洋及澳洲所引

入栽植的樹種，皆成巨木。種苗場因其地處偏遠，故能延

續百年免去被迫搬遷，因而保留了老屋老樹，見證了這段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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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萬年來，經由板塊運動的推擠，大甲溪數度改道，成就了臺灣最大的新社河階台

地群，面積約60平方公里，共13個河階台地，平均海拔約500公尺。這兒在古早之時原

是泰雅族人的獵場，清乾隆年間漢人以巴宰海平埔族屯墾作先鋒，建立新的部落，進入

台地伐樟木取樟腦油。從有清至日治，樟腦油、茶葉與蔗糖為臺灣三寶；其中為供應優

良蔗苗，臺灣總督府於1913年成立大南庄蔗苗養成所，購地千餘甲，並於1928年開鑿白

冷圳，自大甲溪引水灌溉新社台地。

氣候涼爽，地理隔絕，正是百年前蔗苗養成所選址的考量。興建事務所、神社、宿

舍、學校、接待所、乃至造景、引入樹種、廣收甘蔗品種，開闢水源，⋯處處可見日本

人長治久安的用心。

一、重要建物

(一)農友服務中心

建於1924 年，原為蔗苗養成所之事務所之第二代建築，歷經墩仔腳及九二一強震

仍屹立無損，為本場最早期建物之一。靜靜地見證了苗圃的歷史變遷與人來人往。

(二)曦鐘

位於本場「種苗資訊中心」及「編輯室」間有一鐘樓，名為「曦鐘」，為當初「蔗

苗養成所」時遺留，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當時作業人員之上工、下工、皆仰賴此鐘聲控

管行事，期間因年久及地震後曾稍作修整，但仍饒富古意足堪憑鐘緬懷先人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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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敲醒了一夜的沉睡，展開了苗圃人

一日的作息。原五處苗圃場另各設一鐘，現

僅存二處。鐘塔兩座分別矗立於第一及第二

苗圃。

(三)光復紀念碑

帝國榮光不再，神社

僅存遺址，取而代之的是

方尖碑造型的光復紀念

碑，周圍竹柏、黑松、楊

桐、楓香及樟樹等巨木成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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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舊宿舍群

木造、浮腳、榻榻米

和一片黑松林都是日本原

汁原味，冬暖夏涼，安靜

美好，彷彿將有一位穿和

服的女子從朱門出來。

(五)種苗陳列館

民國44年仿事務所之

建築，仍保有古意，內有

白冷圳的模型。外部左側

有琉球松及南洋含笑。

(六)二苗圃辦公室

 建於 1 9 3 0年為二苗

圃第二代之事務所，甘蔗

田、白冷圳、苗圃牛、五

分車是許多老新社人又心

酸又甜美的童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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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子風乾場

民國四十年代為日益

增加的種子需求而建，位

於二苗圃，木構建築仍保

存完整，是記錄臺灣種苗

發展歷史的文化資產。 

二、苗圃老樹

(一)苗圃巨樟

位於本場「繁殖技術課」門前有一樹齡

達400年之老樟樹，樹高約有22∼25公尺，樹

冠涵蓋面積約達400平方公尺。樟樹為百年老

樹樹種之一，可提煉樟腦油，其木質芳香、

耐水防蟲，為臺灣清朝民初時期重要出口貨

品。每年春季新芽萌動，生機勃勃，映入眼

簾盡是一片綠意；夏季時，其樹蔭下涼風習

習，駐足小憩可稱為一大樂事。樹冠層內有

附生蕨類，亦有許多鳥類棲

息，可為生態教育之良好教

材。與水頭、水尾之巨樟並

稱新社大南的三大巨木，為

原新社台地樟樹林遺留，年

跨三朝而能躲過鎔斧，仍生

機盎然故不言老，是種苗場

的守護神與鎮場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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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檸檬桉

高聳挺拔之檸檬桉位於本場「種苗資訊中

心」後方，估計其樹齡近100年，樹高約有25

∼30公尺，為本場珍貴老樹。檸檬桉原產地於

澳洲，也是無尾熊的主要食物來源，此植物具

有鎮定的作用，近來香草植物盛行，澳洲人也

將檸檬桉製成香皂及精油使用。檸檬桉樹相當

特別，其特色有如名字一般引人注目，只要輕

輕按壓一下葉子，檸檬香味便會撲鼻而來。在

春夏樹木生長旺盛的季節，桉樹類樹種生長速

度快，會有脫皮現象，樹幹白皙光滑，因猴類

不易攀爬其上，故又有「猴不爬」之稱謂。每

年春夏老樹皮剝落於地，同時散發出

如檸檬之特有香味，可防蚊驅蟲，為

一非常特殊之樹種。本株號稱全臺最

大，服氣不！？ 

(三)黑松

　本場場區內之老黑松，

依歷史推斷，應該是日據時期

的蔗苗養成所當時所種植，樹

齡皆達百年，臺灣黑松屬於松

科是常綠大喬木，別稱「日本

黑松」，為耐風耐旱的陽性樹

種，因樹皮黑灰而得名。高可

達30公尺，主幹直立或斜彎，

樹皮帶灰黑色，老樹呈龜甲狀

裂開，冬芽灰黑色。

場區黑松成林，唯獨這棵連理同枝，是夫妻或情侶不可錯過的留影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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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琉球松

琉球松，俗名為「八重山

柏」，其原產地於琉球，常綠

大喬木，樹皮呈現灰褐色，縱

裂，不規則片狀剝落，頂芽

紅褐色。葉針狀，細而柔軟，

葉長10∼18公分。雌雄同株，

雄毬花穗狀，雌花生於新枝頂

端。毬果長約4∼5公分，卵形

至卵橢圓形，鱗盾突起，略呈

三角菱形，橫脊明顯突起，鱗

臍有尖刺，樹形高大，生長迅

速。進入本場大門口右邊，在

「陳列館」前有一株琉球松，

據推測其樹齡近百年，樹高約

12∼15尺，樹冠約有80平方

公尺，蒼勁挺拔，其龜甲

狀樹皮為其重要特徵，建

議可與本場場區之黑松同

時觀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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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洋含笑

南洋含笑花為木蘭科、笑花屬，產於爪哇，臺灣各地普遍栽培，為常綠小喬木或灌

木，株高3∼5公尺，芽、嫩枝、葉柄及花苞密生黃褐色絨毛；葉闊卵形，花瓣微微張

開，神似含羞帶怯的少女，故名含笑花。花形大，乳黃色，花梗短，具有獨特的香味。

此棵南洋含笑花座落於本場單身宿舍前，樹幹粗大，需二人環抱，歷經百年來的颱風侵

襲，仍然根深蒂固，屹立不搖。

一場歷史與地理的因緣際會，讓種苗場得以在新社奠基紥根，促進了臺灣農業的發

展。百年來，政權更迭，機關易名，而苗圃人來人往，有過客，有歸人，只有當年的建

物與老樹靜靜地見證了這場演變。綜觀種苗場早期的辦公廳舍，除了實用的功能，亦兼

顧了建物的美感與風格；庭園與空地則自本土及世界各地

引進珍貴的樹種栽植，不

僅改善了景觀，也兼具

了環保及種原保存的多

重目的，值得後人深思

與效法。

註：苗圃是老新社人對種苗場的習慣稱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