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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過高山和河流，我們從清水搬到新社來囉！ 

阿清與阿爸、阿母住在臺中的清水鎮上，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有一天，政府為了擴建

「機場」，要阿清一家人和鄰居們離開清水，搬到遙遠的新社去！ 

面對全然陌生的環境和原本住在新社的新鄰居們，阿清一家人要如何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呢？讓

我們翻開書，回到六十年前「陽明山遷村計畫」的那時候，跟著阿清一起認識新社與白冷圳的

美麗風景。 

‧第一本以臺灣近代最大遷村「陽明山計畫」為背景創作的兒童故事繪本 

‧反璞歸真，以兒童的角度觀看歷史脈絡，剖析清水與新社兩地一甲子情緣 

‧收錄「陽明山遷村計畫」緣起、村落概況、大事記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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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冷圳的兒女
　　大遷村的「陽明山計畫」



　　臺中自古以來便是擁有豐富歷史資產與自然風采的城市，各區域縣

市因其地貌、產業的不同，展現出豐沛的人文及觀光特色。而在時代潮

流快速演進中，如何記錄、保留上一代留存下來的珍貴文化資產，並讓

年輕人認識與認同家鄉的歷史，也成為我們最為重視的課題之一。 

　　以豐富山林花卉等自然景觀聞名的新社，位處臺中內陸一帶，終年

氣候溫和舒適，盛產枇杷、柑桔、葡萄、高接梨等多樣水果及花卉，

並擁有深具文化及歷史意義的水圳─白冷圳，為這片土地增添更多故

事。此外，新社更擁有獨一無二的歷史紀錄─臺灣中部規模最大的集

體遷村移民紀錄「陽明山計畫」。

　　「陽明山計畫」起始於1956年，為了擴建今日的清泉崗機場而徵收

大肚山土地，部分原先為清水、沙鹿、大雅和神岡等沿海地區的居民，

攜家帶眷地移居到山城地區，除了寫下臺灣近現代最大規模的移居紀

錄，也造就了新社地區豐富的人文與信仰文化。而在陽明山計畫屆滿一

甲子的現今，我們更應回顧這段人與人、人與土地共同走過的歷史，讓

更多人了解屬於臺中的在地故事。

　　臺中市政府與文化局有鑑於文化傳承及推廣的重要性，在2015年推

出第一本為新社白冷圳量身打造的故事繪本《呼嚕嚕，呼叫磯田謙雄：

臺中白冷圳的故事》；2016年，則推出《白冷圳的兒女：大遷村的「陽

明山計畫」》，邀集工作團隊專程前往七個村落、充分蒐集當地文史資

料及耆老記憶，並以幽默風趣的文筆、可愛生動的圖畫來呈現那一段歷

史，期盼能讓孩童從圖畫故事中快樂學習，同時吸引成人目光、進而閱

讀歷史，認識新社最純樸、美麗的一面。

擁抱多元歷史的新社
市長序

2



　　土地的故事最早以口耳相傳廣播於世，有了文字後，人們以文學書

寫為家園留下紀錄，無論是詩、散文、小說，都深刻描繪著人與土地的情

感，也讓後人得以跨越歲月的阻礙，品讀前人辛勤拓墾的軌跡。而為了加

深與土地記憶的聯繫，藉由圖像的想像與描繪，我們看到了更多重現歷史

風景的可能性，因此繼2015年出版第一本白冷圳歷史繪本《呼嚕嚕，呼叫

磯田謙雄：臺中白冷圳的故事》後，2016年再次推出以「陽明山計畫」的

人、事、物為背景的《白冷圳的兒女：大遷村的「陽明山計畫」》。

　　繪本故事書同時結合了充滿想像力的童話，以及色彩斑斕的圖像，也

為土地的歷史添增新的色彩。為了讓童話故事更具立體性，我們邀請了第

四屆臺中文學獎童話類得獎者，同時也擁有豐富童書書寫經驗的作家陳佩

萱，深入新社七個陽明山計畫的新村落，將當地歷史、耆老對談史料結合

想像力及趣味性，帶領讀者藉由主角阿清的視角，品味當時海口人移居山

頂村，進而與原新社住民共同生活的過程。

　　與文字一同創作故事樣貌的圖像，則是出自擅長運用水彩渲染、以簡潔

而深刻的畫面來訴說故事的插畫家湯雯晴。她筆下的阿清、阿清的家人、朋

友以及新社樸實而美麗的農村景象，都讓這段歷史故事更具吸引力。透過作

家及插畫家的詮釋，「陽明山計畫」不再只是死硬的史料紀錄，也不再只是

鄉里耆老閒談時的片段回憶，而是兼具文史內涵，適合邁入學齡時期的孩子

認識家園的繪本故事，也適合本地和外地人了解在地文化和歷史的讀物。

　　1956年開始展開集體遷村的「陽明山計畫」，至今年剛好屆滿六十

年，這是一段關於山與海交融的歷史，海口人與山頂人的飲食、生活、風俗

及信仰，在同一塊土地上交織出獨一無二的風景，也期待透過富有童稚趣味

的文學及影像書寫，我們得以以更細膩的角度，認識和推廣我們的家園。

回顧山與海交融的歷史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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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清水鎮的阿清，覺得清水真

是個好地方。

他喜歡這兒的一草一木，喜歡農閒

時跟著阿爸阿母到海邊撿貝殼、抓

寄居蟹，尤其喜歡赤著腳，跟阿爸

在沙灘上玩追逐遊戲。

「阿爸，來追我呀！」

阿清一說完話，趕緊撒腿往前跑，

在沙灘上留下兩排小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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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阿爸要來抓你囉！」

眼見阿爸快要追上他，阿清興奮的尖叫：

「啊─哈哈哈……」

「抓到你囉！」

阿爸一把抱起阿清，將他舉高高，清脆的

笑聲立刻響起，隨著大大小小凌亂的腳

印，迴盪在清水的沙灘上。

其實，只要跟阿爸阿母在一

起，就算只是吹吹海風、望

望水鳥飛舞，阿清就覺得

幸福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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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阿清聽到阿爸生氣的

說：「我們在這兒住得好好的，

為何政府要我們搬到新社去

呢？叫我們海口人如何在山上

討生活？」

阿清還看到阿母連連

嘆息，滿臉無奈，讓他也覺得

茫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離開熟悉的生長環境，七歲的阿清也

是百般不願意，看著阿爸阿母忙著打

包搬家的東西，忍不住開口說：「我們

不要搬家好不好？」

阿爸搖搖頭，說：「政府要擴建公館機

場，徵收了大肚山臺地許多土地，我們

的土地也在其中。」

阿清皺著眉頭問：「那我們到山上要住

在哪兒？」

阿爸拍拍阿清的肩膀，說：「政府在新

社鄉有分配給我們農地和建地，所以

你不用擔心沒地方住。」

雖然阿爸這麼說，阿清仍然對搬到陌

生的環境感到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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