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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正

以石門水
庫為例先
實踐再理
解

?



今年為石門水庫竣工五十週年
(1963.6~2014.6)



資產整體價值(引用北資局認證簡報)

•戰後台灣土木水利工程技術史研究的第一對象

•戰後台灣經濟建設發展及美援角色之研究首選
標的

•桃園地區自然環境變遷研究不可或缺要角

•桃園縣都市、聚落及人文發展佐證紀錄

•北台灌溉系統與農業發展史

•台灣水庫之代名詞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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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十一份總辦公區文化場域存在的意義

參、臺灣與石門水庫的水利建設故事

肆、石門水庫的技術移轉與生根故事

伍、(與集體個體生命故事接軌的)文化場域觀

陸、十一份總辦公區的故事與圖像

(論文五.透過文獻探索她的土地歷史故事)

(論文六.來到現場探索她社區生活故事)

柒、結語－為她的文化場域再生播種



石門水庫位置圖

壹、前言(續)



縣市 鄉鎮
面積

(公頃)
比例
(%)

桃
園
縣

復興鄉 33,190   43.48

大溪鎮 2,280     2.99

龍潭鄉 90   0.12

新
竹
縣

尖石鄉 35,760   46.84

五峰鄉 2,460   3.22

關西鎮 230   0.30

宜蘭縣 大同鄉
2,330  

3.05

合計 76,340   100

石門水庫集水區行政區域



石門水庫運用標的

民國52年5月導水隧道封
堵開始蓄水，迄今營運
已50年。

具有灌溉、發電、公共
給水、防洪及觀光等五
大效益。

對北部地區農業生產、工業
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增加就業機會及減輕澇旱災
害均有重大貢獻。

發電

防洪

給水

觀光

灌溉

石門水庫
(多目標)



 水庫基本數據

壩型：滾壓土石壩

壩高：133m

壩長：360m

集水面積：763.4km2

總蓄水量：309 *106m3

溢洪道最大排洪量：1,900cms *6

排水隧道最大排洪量：1,200cms*2

石門水庫大壩



重要設施位置圖



國家級土木工程 的歷史寫作

往往是由國家政府推動的，國家特質、政府
的特質人民的特質與技術、環境皆影響工程
的進行與影響，如何以國家觀點書寫

國家是由人民、領土、政府組織、主權諸要
素所構成的實體。

圖9烏山頭水庫 圖13石門水庫 核四電廠



面對的現今文本問題與書寫者的超越再造

目前的圖像故事史料，只是映射被舊造臺灣人
的書寫，以及反應國家與政府特質的論述，尚
不符合自由民主國家廉能政府所應創之文本，
因此須解構重新建構新論述、新文本。



《創造新臺灣文明三要》

舊造的台灣人歸返

歸返的台灣人 新造新台灣

舊造的台灣資產 歸返的人新造



該場域的存在特質( Being-in-the-world)

相對南台灣烏山頭水庫的「潤澤
嘉南平原、殖民現代化與八田與一
風範」的場所意義，

北台灣石門水庫的場所意義，她
的過去則呈現著「潤澤了桃園農田、
工業發展與經濟起飛、台灣與美國
攜手「自立自強」「技術移轉」現
代化」的場域意義

展望未來則深具深耕水庫永續發
展與文化場域再生展現的雙重意義，
這應是另一個50年的期盼。

貳、十一份總辦公區文化場域存在的意義



圖18十一份總辦公區配置圖
資料來源: 石門水庫建設誌 (第三冊)



• 水利建設故事

• 技術移轉與生根故事

• 文化場域故事



叁、臺灣與石門水庫的水利建設故事

台灣屬亞熱帶海島型氣候，降雨之時空分佈極
不平，四百多年來移民無數，對水資源的需求
有增無減，尤其主要糧食作物水稻耗水甚多，
故水源的儲蓄調節始終是台灣民生第一要事。



埤塘舊名 整建後水庫名稱 整建後有效蓄水容
量(萬立方公尺)

虎頭埤 虎頭埤水庫 81

彌濃埤 中正湖水庫 39

仁武庄埤 觀音湖水庫 64

虎頭坎埤 內埔子水庫 91

尖山埤 尖山埤水庫 698

紅毛埤 蘭潭水庫 390



但隨著稻米增產水田化及開墾面積擴大，灌溉用水益發不足，埤塘擴建已不
敷需求，需要興建更大型水庫以便調豐濟枯。烏山頭水庫是日本時代台灣最
大的灌溉水庫(圖9)，有效蓄水容量約在15,300萬立方公尺
負責籌劃推動者仍以日本總督府之技師為主，台灣本地工程師頂多擔任助手
，或受僱於日本承包商擔任現場工作，因此以本土為主體的土木建設人才尚
在啟蒙階段。



霧社壩為台灣工程技術
由日式體質轉變為美式
體質的肇始

1953年委託美國墾務局
重新辦理本水庫工程之
規劃設計
由台電負責施工



國內第一座自行施工的拱
壩谷關水庫，乃由法國柯
英公司設計，於1957年9月
開工，1961年12月完工。



桃園埤塘



桃園台地之埤塘與石門水庫、石門桃園兩大圳

















經由石門水庫這個工程之實務演練，台灣地區工程技
術能力與現代施工觀念方能生根，接續規模相當的曾
文水庫的建設（蓄水容量約在70,000萬立方公尺）(
圖14)，工程界方有信心自辦並藉此精進技術累積更
多十經驗，曾文水庫完成後本土大型的工程顧問機構
與工程營造機構已然茁壯，可勝任後續德基水庫(圖
15)、翡翠水庫(圖16)等大型水庫工程之挑戰，所培
訓的工程師更擴散成為後來各類基礎建設的骨幹，開
創台灣自1974年起十大建設為基礎的經濟起飛，因此
石門水庫工程實具有劃龍點睛開創新局的歷史定位。



石門水庫工程實具有劃龍點睛開創新局的歷史定
位。再加上十一份總辦公區在台灣聚落再生與發展的
潛伏意義，也因此針對十一份總辦公區(含總辦公廳)
文化場域進行故事與影像採集，確實深具探索的意義
。



肆、石門水庫的技術移轉與生根故事

前陳副總統視察石門水庫(43.9.7)



石門水庫規劃設計階段沿革

臺灣省北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處北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聘請美國內政部墾務局負責興建胡佛大壩的薩凡奇博士與哈門博士來台指導(圖
17~19)，於1953年完成「石門水庫計畫概要」，建議在石門峽谷興建一座混凝
土拱型大壩，所形成水庫總容量逾3億立方公尺，可作灌溉、發電、防洪及公共
給水多目標使用。



本計畫隨著規劃、設計、施工各階段逐步推展，涉及
之技術移轉亦有所不同。
(一)規劃階段（1948至1955年）

中文譯名 服務單位 專長領域

薩凡奇 世界高壩權威

哈門 墾務局(大壩處長) 水利專家

狄斯達 墾務局 水利專家

康登第 巴爾森公司 工程地質師

阿本納塞 巴爾森公司 鑽探技師

卡普 聯合國遠東防洪局 水利專家

譚葆泰 聯合國遠東防洪局 水利專家



國外技術援助

工程設計服務顧問：美國提愛姆斯工程公司。

施工服務顧問：莫克國際公司。

施工：僱工自辦

高壩專家薩凡奇博士等現場堪查



(二)設計階段（1955至1964年）

美國提愛姆斯工程顧問公司簽約委辦設計及施工檢驗工作，

美國基本設技
國人執行細部設計

發生「壩型變更」大事





(三)施工階段（1959至1964年）

石門水庫工程的施工係採雇工自
營方式，另聘請一家有經驗的美
國施工廠商為顧問，指導石建會
的工程師辦理施工，希望藉此建
立國內機械化的施工團隊。施工
顧問招標在美國辦理，莫克工程
公司獲選承辦，並代辦國外機具
器材之採購。







石建會則指派具有多年施工經驗之
工程師與美方人員互為「對等人員」
，二人使用同一辦公室與車輛，可
為之合署辦公



石門水庫工程的技術移轉是空前的，所訓練的數百位工程
師及上千位技工多數投入後續的曾文水庫、德基水庫的工
程，發揮大用；十大建設期間再整合入中興工程顧問社及
榮工處等大型工程顧問機構與營造廠商，逐步實現國人自
主建設的期許。



伍、(與集體個體生命故事接軌的)文化場域觀



文化場域(故事)的定位

文化場域Culture Field (故事story)
=人的生命共融在空間中的不可分的整體運行存在Being  (故事story)



故事的節奏與文化場域新造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
2.個人生命史(生命故事)
3.個人與組織在空間組織的互動史(互動故事)
4.共同編織成文化場域故事
5.中心地點的詳細調查
4.中心地點的新造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

本研究策重在整個空間組織歷史的了解，並
進一步進行區域的清查，找到昔前中心性的
地區與通道；再就中心地區初查找到中心地
點/路徑的初查，找到中心地點與路徑。

程序
1.透過空間組織的清查－－〉找到中心地區與通道
2.中心地區的初查－－〉找到中心地點
(生命信仰、統治中心、管理中心、行政中心等等中心性地點)

3昔空間組織史-整體地域通道史
(中心性地區與通道史、一般性地區與通道史)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1風土人情史：石門一帶十一份總辦公區風土人情史

1-2建設史-行政(紀實)史與技術(工具)史
1-3昔空間組織史-整體地域通道史
(中心性地區與通道史、一般性地區與通道史)



2.個人生命史(生命故事)
需明白當時歷史他者文化場域被舊造建構的情形
(文化場域被建構史)，亦即需體會當年歷史他者
生命被舊造過程與其自我生命被救贖與再建構的
歷史(生命的建構歷程)兩層面。

2-1公務員行誼小傳記－石建會執行
長徐鼐
(為陳誠副總統昔軍人時期的部下，藉該傳記呈現
當時政府、領導者與人民關係)

2-2人民個體成長的生命史略－徐鼐
夫人何德昭女士
(社區社群中救贖經歷典型人物的生命成長故事)



陸、十一份總辦公區的故事與圖像

(論文五.透過文獻探索她的土地歷史故事)

(論文六.來到現場探索她社區生活故事)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1風土人情史
1-2建設史
1-3昔空間組織史-整體地域通道史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1風土人情史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1風土人情史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2建設史















1.空間組織歷史(賓詞)(續)
1-3昔空間組織史-整體地域通道史
(中心性地區與通道史、一般性地區與通道史)





2.個人生命史(生命故事)
2-1公務員行誼小傳記－石建會執行長徐鼐
2-2人民個體成長的生命史略－徐鼐夫人何德昭女士



2-1公務員行誼小傳記－石建會執行長徐鼐
(為陳誠副總統昔軍人時期的部下，藉該傳記呈現當時政府、領
導者與人民關係)



石門大壩開基典禮(民國47年8月)

前省主席周至柔視察石門水庫

(民國47年9月)

大壩開基典禮與施工



導水隧道施工(直徑達15公尺，為當時水利工程所少見)

設計流量4,700CMS(採75年頻率之洪水)



竣工典禮盛況







2-2人民個體成長的生命史略－徐鼐夫人何德昭女士
(社區社群中救贖經歷典型人物的生命成長故事)





2-2人民個體成長的生命史略－徐鼐夫人何德昭女士
(社區社群中救贖經歷典型人物的生命成長故事)



本文以石門水庫建設作一故事書寫，就當年建設其間十一份總
辦公區的時空場域予以巡禮，提出若干十一份總辦公區的故事，可
作為今後石門水庫總辦公區文化場域再生的參考，並作為故事採集
與紀錄片拍攝的參考文獻。

柒、結語－為她的文化場域再生播種



為及早進行石門影像資料庫的建
構，故期盼影音紀錄片能儘早隨
緣拍攝，以期得以理解當年建設
外，並得以在此真實下蓄滿能量
，以利就可能的未來(Possible 
Future)，共同創造希望的未來
(Preferable Future)

柒、結語－為她的文化場域再生播種(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