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雪山  
現代桃花源  
中坑坪社區  木炭、香蕉、古厝的老記憶
圖、文 |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坪社區發展協會 提供

中坑
坪社區位於臺中市和平區中坑里，在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入口處，是和平區唯一沒有原

住民居住的村落，多為客家族群，以務農維生，社區林木資源豐富，早期居民開採林

木製造木炭，後來改植香蕉（芎蕉），現在社區內還看得到當年芎蕉市場的遺跡。有別於山中社區

常見的原住民聚落，整個中坑坪社區內洋溢著濃濃的古早客家農村味，反而成為當地特色。

芎蕉市場的古老記憶

「芎蕉市場」──是一個古老的記憶，它參與

了臺灣香蕉史上最鼎盛的時代，民國50年代左右在

老一輩的記憶中，那是中坑輝煌的時代、是繁忙的

時代，香蕉成了人們的希望、村民賴以維生的產物，

靠賣香蕉成家、結婚生子的大有人在，至今長輩們

仍能娓娓道來當年種植香蕉、運送買賣的辛苦和樂

趣；每當盤商要收購香蕉前一兩天，都會在山頂升

上白旗，表示農民第二天可以把香蕉送到芎蕉市場

來賣了。

風光明媚的中坑坪社區。1
中坑坪裡懷舊的老房子。2
中坑國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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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因交通、通訊不便，大人白天都要在園裡

忙，而這個通信就是小朋友的任務，放學時若看到白

旗升上來了一定特別高興，因為第二天賣了香蕉，一

定能加菜。如今這座建物僅剩空殼和幾根舊樑柱，但

「芎蕉市場」至今仍是中坑地區之精神地標。

客家苦茶油的勤儉精神

另一項中坑坪的早期特產是客家苦茶油。當年

要開闢荒地種油茶樹，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早期沒有

機械輔助，先民開墾時常會遇到大石頭，於是他們運

用打石的技術，將大石頭打碎並砌成石牆，典型的再

利用透露出客家人勤儉不浪費的精神。為了效法祖

先的精神，當地開墾始祖的張氏家族在社區營造發

展一家一特色活動時，特別結合堂號「清河」與「苦

家門圍牆前，除了在風水上客家人深信有聚財作用

外，埤塘還具備了灌概及養殖功能，池中的魚蝦不僅

是日常主食來源，逢年過節更可以待客，不禁讓人佩

服客家人一物多用的生活智慧。

中坑國小內的四棵大苦楝樹

中坑國民小學創辦於民國44年，原有校園不幸

於九二一地震中全毀。經英業達公司、聯合報、中

視、中廣等機構聯合認養校舍，教育部評比遴選出

楊瑞禎建築師事務所，結合客家特色，以客家土樓

的概念重建。特別是校園中央的四棵大苦楝樹，是

每位校友共同的回憶。校舍建築以一序列長條形單

邊走廊圍著四棵大樹；校園裡的長方形合院水池、

半圓形舞臺、挑空樹屋等建築形式也有特殊意義，

茶」，將主題特色命名為「清河茶聊」，一方面傳承張

家精神，另一方面發揚客家特色。

劉家三合院傳統古厝

當地的劉家三合院是難得一見的傳統客家古

厝。根據劉家後裔敘述，他父親於1940年初從東勢

鎮廣興里攜家帶眷移居至北坑，1950年代拆除茅草

屋，自行製作土埆磚牆，一塊一塊疊起，他小時候還

協助過土埆磚的製作，屋頂水泥瓦則是用人工挑進

山區，在當時實在是一件大工程。劉家的彭城堂就是

這麼一磚一瓦、用汗水蓋起來的。

劉家三合院目前本宅仍是土埆厝，保存得相當

完整。庭院前還有一口埤塘，現在已經很難在客家聚

落中見到了。埤塘跟客家人崇信風水有關，大都建在

分別代表「經過」、「圍繞」、「結合」與「開放」等

意象。

空心磚砌的白粉高牆與圍合向心型的建築形

式，一方面彰顯了客家聚落的傳統造型，另一方面，

一連串不同空間牆面規劃，隨視點移動而物換景移

的過程，借鏡自中國園林「遊、觀、合、空」的遊園概

念，提昇了美學價值的同時，也提供孩童們遊戲探

索、學習成長的空間。

座落在和平區大雪山附近的中坑坪社區就像是

一座現代桃花源，將早期客家文化跟精神，透過社區

再造保留了下來。在悠然靜謐的山村中，有著平地人

的文化，截然不同於原住民的豪邁原始風情，在這裡

可以看見客家人勤儉和好客親切的痕跡，有空不妨

來中坑坪社區走走吧，不僅放鬆身心，也可以回味體

驗一下舊時光。

伯公廟。1
芎蕉市場。2
幽靜如同世外桃源的中坑坪。3
客家埤塘。4
劉家三合院是難得的客家古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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