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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子情 北投景
洪德仁 北投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北投蘊藏豐盛的自然生態、人文資源，是無價之寶，這片大地母親孕育純樸的居民，值得我們用心

體驗她平凡中的珍貴。

2 0 0 1年，我們邀請關心北投、熱愛土地、尊重他人的兒童及親子一起找尋北投百景，稚子童趣的眼

光，以攝影(含老相片)、繪畫，也用感言、敘述或童詩，描繪家園之美。在七百多件作品中，題材多

元，畫風筆法純真可愛，色彩生動繽紛，為我們開啟了認識家園的窗戶，豐富生活的樣式，彰顯人與土

地的愛。

「北投百景」的順利進行，誠摯感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投區公所給予

指導，北投、文化、桃源、清江、關渡、洲美國民小學熱情提供協助，這是我們特別感謝的。諸位評審

老師專業的審查、熱心的鼓勵，德俊君、蓬彬君、熒熒君、瑞君君、鈺微君等喜樂參與，促成這項成

果。基金會也贈送專輯到國內各大圖書館、社區學校、團體，做為鄉土教學輔助材料，並安排巡迴展

覽，邀請入選作者現身說北投的故事，盼望諸君蒞臨參與。

感謝：

初審評審委員會：潘蓬彬、洪德仁、詹熒熒

複審評審委員會：鄭明進（資深兒童美術教育專家）、劉秀美（國民美學老師）、潘蓬彬（畫家）、洪德

俊（中央大學副教授）、洪德仁（本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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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感言
鄭明進 資深兒童美術教育家

我個人多年來參與台灣兒童美術教育的推廣與研究工作，也擔任過不少全國與世界性兒童繪畫比賽

評選工作，但此次應邀北投文化基金會的「找尋北投百景」評審，發現有很多兒童繪畫作品，圖文並茂

的文化圖像超越了以往各項比賽的風貌，令我感到十分愉快！

我從得獎作品發現了許多兒童畫有以下幾個優點：

＊題材豐富畫風多樣──由於北投地區擁有百景，因此小朋友的觀察範圍廣大，所見所聞也多，所以不

只在景象的寫生畫有很好的表現，也在生活想像畫方面有好成果！

＊繪畫技巧純真可愛──從不少佳作中，可以發現小朋友活用了線畫，畫出建築物的特殊風貌，例如北

投博物館、善光寺、保德宮、北投教堂等等的建築物，都表現出結構及民俗風味的美感特色來！

＊色彩的鮮活、調和色表現──對於自然生態的動植物描繪，兒童都能捕捉到自然界的鮮活及調和的色

網之美，例如畫出北投石、陽明山國家公園、關渡的野鳥區、地熱谷等等都能畫出景色的氣氛及自然

的美妙情景來！

相信這一次的「北投百景」主題式的好作品，將來在各學校或社區展出時，一定會讓台北市民發現

北投是個自然生態及人文資源的好所在，最值得用心去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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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六年六班 / 劉典祐

平埔族社
分布於台灣地區北部的原

住民是凱達格蘭族，我畫的是

凱達格蘭族人的原住民雖然他

們都已經不復在了，但卻留下

許多考古的線索讓考古學家去

發掘。

在你我之間我們就可能摻

有平埔族人的血統，所以我們

一定要愛護原住民們留下來珍

貴的物品。



1 8

■ 北投國小 / 六年九班 / 高立原

平埔族社
平埔族人以稻米為主要食

糧，炊煮米飯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把粳米蒸成飯團，用手

抓食；另一種則是先把糯米舂

碎，然後蒸成糕餅。在稻米產

量少的各部族，如道卡斯族與

凱達加蘭族，兼吃小米和薯

芋。

平埔族人很喜歡喝酒。據

「番俗六考」的記載，他們釀酒

的方法有兩種；一種先由婦女

嚼碎糯米使發酵為麵，然後把

舂碎的糯米混在麵中，加上水

後放在甕裡頭，經過數個月或

一、二年後即成佳釀。另一種

是，以酒麵拌飯盛在蔑籃中，

然後放在甕口上，讓津液從籃

縫下滴到甕中製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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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六年六班 / 沈以恩

林烏凸
今年的暑假，這個找尋北

投百景的繪畫暑假作業，哦！

真是有夠難找難作的，但是有

一些同學要找尋要繪畫的卻非

常非常的簡單，像有一些同學

找的就例如：孩子的祕密基

地、在公園打拳的爺爺⋯⋯

等，而我卻要找林烏凸，哇！

這個字眼我根本沒聽過要怎麼

找啊！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

我終於找到了林烏凸的資料，

哇！我真是太開心了，這個找

尋北投百景的繪畫活動還真不

賴呀！不但讓我多了一份新知

識，還讓我知道北投這個地方

美麗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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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五年六班 / 陳珩

郁永河採硫
為了找這個郁永河採硫的

資料，我找了好久，終於在匡

島探源裡找到了最好的資料。

我非常佩服郁永河，因為

他竟然能在當時的北投採硫。

要知道，當時的北投是一個佈

滿瘴氣的地方，許多人一到了

這個地方，就因為生病而再也

回不去了。郁永河竟不顧大家

反對，還是到了當時像亞馬遜

叢林的北投，實在太令人不可

思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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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墾殖
在大陸的漢人，為了生活幸福而來到台灣工作，他們都很辛苦。

漢人來台灣採硫磺，來台採茶葉，都是為了有更好的環境生活，因此我覺得這些人很值得敬佩，因

為為了生活，渡重洋來台，只為讓下一代存活，才能讓自家族不會斷絕香火。

■ 北投國小 / 六年七班 / 沈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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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五年六班 / 陳威志

漢人墾殖
媽媽帶我到何嘉仁書局找

資料翻遍了所有書籍，結果找

到了一本北投采風，真的有

喔！我翻來翻去，看看內容找

到漢人入墾定居北投地區的情

形，原來是賴姓的人居住，後

來都是姓陳的來開墾，在大家

的同心努力之下，累積田園、

舖地⋯⋯等等，相當的多，後

來有部份子孫因無人耕動或缺

錢——等因素漸漸賣出土地，

也因現在都市計畫，捷運北投

機、公園、巷路擴寬，損失了

不少土地，大約只剩下原來的

三分之一，也就是說現在北投

姓陳的很多，「陳祖厝」就是

最好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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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 牛 車
我的爺爺以前也是靠牽牛車為業，大家都知道牛是中國傳統農家重要的一員，仍有大片草地可供養

牛隻運動及吃草。

爺爺說：「大部分牛車夫只擁有一條黃牛，北投地區有4到5個牛車班，一班約有9或10部牛車。」

爺爺的朋友大同里的里長陳燕飛先生說其他的阿公從日治時代就開始牽牛車為業了！

大部分的牛車夫家中多半從農，但牛車夫以牽牛車為主業，家中農務多由太太或其他家人代勞。

■ 桃源國小 / 六年孝班 / 謝君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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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六年四班 / 何嘉蕙

我愛北投
身為一個北投人我感到非

常的驕傲，我想；沒有一個地

方能比北投還要如此的秀麗、

幽雅。神祕的地熱谷、守節至

孝的貞節牌坊及溫泉的殿堂—

—北投文物館，每一個古蹟都

是北投的精神代表。

我愛北投，我喜歡黃昏的

時候和媽媽沿著親水公園和北

投文物館享受著短暫的北投之

旅，之後再到瀧乃湯泡美容溫

泉浴。

啊！身為北投人真幸福

呢！北投有這麼多的古蹟及幽

雅的環境，我們應該要好好珍

惜保護。所以我要跟北投說

聲：「我愛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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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江國小 / 三年四班 / 陳芝姍

北投的四季
春天的北投，

公園裡小鳥快樂的唱歌，

花兒暖洋洋的伸著懶腰，

蝴蝶在草叢中翩翩起舞，

春天的北投是多麼繽紛啊！

夏天的北投

蟬兒在樹上鳴叫，

老榕樹下小孩的嬉笑，

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夏天的北投山居生活真愜意

啊！

秋天的北投

關渡平原的野鳥，

紅樹林的招潮蟹，

都忙著尋覓食物，

秋天的北投真忙碌啊！

冬天的北投

北風呼呼地吹，

老老少少泡著熱熱的溫泉，

享受冬天的溫暖，

冬天的北投真幸福啊！

北投的四季真是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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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百景
「陽光輕灑林間，千縷光絲投入。靜靜的，靜靜的，彷彿在你的嘆息聲，看到“北投”的黎明。喚

醒那沈睡的人們，投入吧！」翻閱一頁頁的歷史，讓我知道讚嘆，由此開始。

遠近聞名的箭竹筍、桶柑，冷水坑高麗菜海芋⋯⋯，那別緻的香味，總令人難忘；北投的貞節牌

坊，有著女人的節義；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花燈，令人看了眼花撩亂，每個角落都有歷史在呼喚。

“北投”——一個大家庭，讓我們茁壯，相信未來在努力耕耘下，讓資源、文化、歷史，永遠的口

耳相傳，使大家都知道「北投的好」、「北投的妙」。

■ 關渡國小 / 四年八班 / 黃詩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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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國小 / 四年仁班 / 林澤勳

洗 土 油
外祖父母以前在洗土油的

工作，所以媽媽告訴很多有關

洗土油的故事。

首先開採土油石頭。再用

水沖洗用鋤頭敲碎順利到每個

過濾網一共有三個過濾網。最

後到沉澱池經過三到五天後，

再把上面的水抽走後，再把沉

澱池下的孔打開到下一個池

子，裝袋子用板子石頭壓乾，

把它倒出來放在要運送的坑

裡。

洗土油的工作全部都是人

力一鋤一鋤的做，雖然辛苦但

是每個人都很努力工作，還曾

外銷到國外去，每個人都說這

是好山好水的土油。　



2 8

洗 土 油
每一種東西都會有一定的數量，所以不可以過度開墾，因為有一些東西有自我生產的能力，如果某

一種東西把他全部開墾完了，那不是等於要讓他們絕子絕孫，使這一種物質無法讓我們的下一代看見

嗎？有一些物質沒了就算了，可是你有想到他會影響到別的物質嗎？如：啄木鳥、五色鳥那一些「樹的

醫生」沒了，樹要找誰看醫生呢？沒有了那一些蝴蝶或蜜蜂，植物想要繁衍下一代不是很難嗎？總而言

之，每一樣東西有總比沒有好。

■ 立農國小 / 六年四班 / 郭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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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國小 / 五年甲班 / 林承佑

木 炭 窯
聽爸爸說三十年前木炭生

產在泉源里非常興盛，光是十

八份地區方圓壹公里之內就有

五座木炭窯。利用山區盛產的

相思樹燒製而成上等的木炭，

肩挑行走登山步道至北投市集

販賣，非常有名。自從瓦斯燃

料普及之後，使用木炭的人較

少了再加上陽明山國家公園成

立，禁止砍伐樹木，因此木炭

窯就停用了。目前僅剩一座位

於中正山腰有百年多歷史的吳

家炭窯保存完整，其餘皆已塌

陷了。我希望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徵收吳家炭窯加以維護

並製作解說牌，讓民眾了解先

民的產業及生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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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國小 / 六年八班 / 吳易耘

大 屯 燒
媽媽的祖父以前是一位賣

碗盤的商人，在那個時代，交

通非常的不便利，所以他每次

都要騎著三輪車到很遠的鶯歌

去進貨回台北賣，相當的辛

苦。以前在我們北投也有製造

碗盤的工廠，他們都是利用貴

子坑所產的「瓷土」來當原

料，也就是有名的大屯燒，而

這些生產工廠都在媽媽老家的

旁邊（也就是現在的大同電子

公司）。後來因為貴子坑的瓷土

禁採，於是這些瓷器工廠就紛

紛的搬移到鶯歌了。在畫這張

畫時，也讓我了解到北投的陶

瓷也曾經風光過，珍貴的大屯

燒實在是值得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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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瓷 館
今天7月26日，媽媽帶我去寫生，地址在北投區公館路310號，金象陶瓷館。

在館內有很多陶瓷的東西，有五顏六色的花瓶，盤子上有栩栩如生的圖案，各式各樣的整套茶具，

全部排列非常整齊。

這家店成立了2 5年的歷史之久，有古老的設備，非常完善，器具非常齊全，燒陶瓷的過程很繁雜，

一定要耐心的人才能完成。

今天真是充實一天，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陶瓷，並將它畫下來。

■ 北投國小 / 四年八班 / 尤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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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鴨人家
當你看到這一群鴨子時，不要懷疑，沒錯，那真的是北投的一景。

養鴨的農村生活是悠閒的，每天和這些鴨子生活在一起分享牠們生蛋、孵蛋，長成小鴨最後長大成

大鴨子，這是生命的輪迴，象徵生生不息。

隨著時代的變遷，北投的傳統產業也慢慢地轉變了，養鴨人家也越來越少了，我們更應該好好的珍

惜！有空時大家應該去走一走，看一看。

■ 清江國小 / 四年五班 / 李富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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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靖樺

稻香之美
炎炎的夏日午后，我們全

家幾乎天天到田裡去，坐在車

上沿著貴仔溪旁的快速道路，

就往淡水河口去。

我問爸爸：「為什麼沒有

看到牛在耕田，只看到田裡有

一些機械的機器？」爸爸回答

說：「時代進步了用牛似乎不

能達到時效，以前我幫阿公送

點心，都是騎腳踏車，走在田

埂上，那像我們開著車子走在

快速產業道路上。」

好像只有稻子收割的時

候，看著田間的蓮子，才有那

麼一點鄉村原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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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仙國小 / 六年四班 / 陳逸萱

元 宵 節
元宵節是個又有吃、又有

玩的節日，尤其是小朋友們更

是開心得不得了！難怪，元宵

節又被稱為「小過年」！

說到吃，圓圓的「元宵」

是元宵節主要的食物，有甜

的，也有鹹的。吃「元宵」是

元宵節的風俗之一。

元宵節還可以賞花燈等等

⋯⋯大家的心情都很快樂，希

望過元宵節，大家都可以開開

心心的吃「元宵」，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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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競賽
談到端午節大家都會聯想到划龍舟。每年端午之時，台灣各地都會舉辦這項水上體育競賽，每次都

有許多民眾參觀。

這項競賽由來是出自一位愛國詩人，為了保衛楚國再三上書楚王，沒想到卻被放逐到江南，屈原為

了表明志節，跳江自盡，人民為了感念他就演變出划龍船比賽的習俗。

龍舟競賽是個特殊富有意義的習俗，希望這項習俗能流傳到永遠。

■ 北投國小 / 六年十二班 / 曾翊寧



3 6

那 卡 西
那卡西在早期是很好的唱歌場所，日本人來到我們台灣時，佔領了我們，開始建立那卡西，在那個

時候找一些女童來當歌手例如：江惠、江淑娜、黃乙玲等都是在那卡西唱歌的。

那卡西到現在已沒落了，大家都到卡拉O K去點歌、唱歌，然而那卡西還是沒有停哦！只不過老一輩

的人，會去那兒聽唱歌呢！

那卡西比卡拉O K、K T V還好，若能整頓一下，是個非常健康又溫馨的休閒活動，期待有心人士拿出

魄力，讓北投人有更高尚的休閒娛樂，也能讓我們更驕傲。

■ 北投國小 / 六年一班 李曉茜



3 7

歌 仔 戲
早期的歌仔戲是以「落地掃」的形式演出，在戲裡有很多的角色，有詼諧逗趣的丑角、千嬌百媚的

小旦和風流倜儻的小生，這些都是我在書上看的，因為我沒有時間去看真正的歌仔戲。他們的臉孔很嚇

人，但這也是一種藝術。

■施登耀



3 8

野 台 戲
今年的端午，渲染的神秘而浪漫，呈現出華人極致的浪漫主義。這次的端午夜，舞技精湛的舞者，

強烈的視覺藝術，將帶來全新的感受，刺激沉寂已久，不會波動的新潮。特別設計了一條繾綣詩路，並

在詩路上規劃了數個詩社攤位，讓民眾能與詩人面對面小酌，就詩文創作交流互動，縮短市民對詩的距

離感，歡迎市民踴躍參加。「白蛇傳」——遊湖借傘，耳熟能詳的淒美愛情故事，讓端午藝文盛宴更添

增戲劇張力與藝術魅力。

■ 北投國小 / 六年一班 / 陳瑋尹



3 9

桶 柑
我們全家每年三、四月都會到山上採桶柑。我問爺爺：「您為什麼要種桶柑？」爺爺說：「因為爬

山可以讓身體健康，也是為了生產。」那為什麼我們的桶柑比較晚熟？爺爺說：「因為大屯山是高海拔

桶柑比較晚熟，如果是低海拔就比較早熟。」爺爺還說：「以前沒有冷凍和這麼多進口水果，所以三、

四月只有桶柑。」那我又問：「以前桶柑多少錢？」爺爺說：「不能比，因為以前和現在的錢不一樣，

但以前賣一百斤相當一個月的薪水。」我最後問：「我們的桶柑多老了。」爺爺說：「和你爸爸一樣

老。」我算算已經四十六年了。希望每年都可以上山採特殊香甜的桶柑，直到永遠。

■ 北投國小 / 六年十班 / 陳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