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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這一學期開始的始業式，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李建新博士到校致詞中提

到了，希望有機會可以帶領即將畢業的六年級生前往安通越嶺古道體驗古人

們走過的足跡，為即將結束的國小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 

也因為聽到這個讓我們大家對於這個安通越嶺古道充滿了興趣，而且這

古道離學校和部落很近，但我們大家都沒有人去過，更讓人對於安通越嶺古

道有滿滿的好奇，所以回到家後我就問了奶奶關於安通越嶺古道的事情，奶

奶也跟我分享了一些部落透過古道與別的部落交流、交換物資還有人因為這

樣子結婚了。 

在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關於安通越嶺古道的故事後，我們卻有多關於古道

的問題了，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條古道，這古道是什麼人開發的呢？以前的

人都走這條古道到海邊做什麼？於是老師教我們如何查閱資料的方式與方

法，我們也聯絡了一些部落的耆老希望透過訪問可以了解更多古道的故事，

而透過實際地走訪一定讓我們對於古道有更透徹的認識與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安通越嶺古道的緣起與歷史。 
(二) 認識安通越嶺古道的地理位置與現況。 
(三)探討安通越嶺古道對現今部落的意義。 

 
三、研究過程與方法 

 

圖 1-1、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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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資料搜集 
 

（一）安通越嶺古道緣起 
          根據文獻記載，安通越嶺古道最早記錄為清光緒元年（1875）至 3 年

（1877）間，由當時駐紮於璞石閣（今玉里）的總兵吳光亮率領官兵所建

造的山路，為跨越璞石閣與成廣澳間海岸山脈的首條古道，行經玉里鎮與

長濱鄉，就是「安通越嶺古道」的前身（圖 2-1），據說就是循著赤山平

埔族的舊路足跡。 

      

      圖 2-1 全臺前後山輿圖（夏獻綸，1996） 

 

          而該路段為自璞石閣跨過秀姑巒溪，走至海岸山脈西釐紅座社（金安

通），延安通溪，橫越海岸山脈，循石門溪至竹湖村，再沿海岸南下，達

成廣澳（今成功），以接南路兵所開築之卑南成廣澳道，璞石閣（玉里）

經安通至成廣澳段，被稱為「璞石閣成廣澳道」。「光緒三年，由中陸軍

官所部所開闢。南部官兵所開築之卑南成廣澳段，則延至大港口，自卑南

經成廣澳至大港口線」（陳俊，1987），全長約有 165 公里。 

 

          在日治時期，有經日人略加修治，因為安通舊地名為「紅座」，所以

該古道被改名為「紅座越道」，且路線也被修改為從安通到竹湖，所以又

被稱為「安通越道」，且日人原本要將此古道拓建為公路，但因缺乏經費

而沒有執行，讓古道得以原貌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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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通越嶺古道與人的關係 
  1、姻親之路 

    安通越嶺古道西起花蓮安通部落沿安通溪往東，經安通北越山，翻

山陵線後，沿台東縣長濱鄉石門溪上游菅蓁坡往下經石門巷，現出口為

南竹湖部落，因此住在太平洋邊長濱鄉石門溪沿岸阿美族部落，如「石

坑社、大掃別社、小竹湖社、大竹湖社、八桑安社、僅那鹿角社、烏石

鼻社、長光社」(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與海岸山脈西側的哈

拉灣部落、安通部落、觀音部落、高寮部落、鐵份部落經古道進行通婚。 

 

    阿美族是母系社會，所以在早期安通部落是由部落男丁經由安通越

嶺古道翻越山頭到對面的海邊部落女方家做至少兩年的長工，讓女方阿

嬤決定是否能夠娶得家中姑娘，得到阿嬤認可後，才能夠請安通部落的

族人帶著檳榔、豬肉、小米酒，一起越過安通越嶺道把心儀的姑娘娶回

部落，對部落的族人來說這古道就是一條牽起兩地的「姻親之路」。 

 

      2、傳教之路 

    根據長濱鄉志下冊中記載，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李庥牧師在西元

1875年時由打狗坐船到台東寶山後轉往成廣澳，就開始了在台灣東部宣

教日子，那一年也是吳光亮開通了安通越嶺道東段出口的時候，於是彭

子存頭目轉往成廣澳漁港促使了台灣東部開發運補的歷史，而後一些傳

教士也經由安通越嶺道來往縱谷與海岸部落之間開始傳教。 

 

    自西元1877年起台南基督教長老教會前來東部傳教，最早成立的三

座教會分別位於觀音山、石牌與石雨傘三處，而這三做教會分別坐落於

海岸山脈兩邊，經過安通越嶺古道來往縱谷與海岸部之間開始在部落間

進行傳教活動。 

 

    而在教會公報中於1901年則記載了日本警方找了八名轎夫帶領年

邁的巴克禮夫婦過山到石雨傘教會宣教，而從觀音山教會的歷史記錄中

外國牧師十七次的宣教中，有十三次經過安通越嶺古道前往台灣東岸宣

教，因此這段期間中有到台灣東部的外國宣教牧師應都有經安通越嶺古

道往來山脈兩邊進行傳教活動，如此看來安通越嶺古道真的是一條不折

不扣的「傳教之路」。 

 

      3、歸鄉之路 

    從西元1875年台灣總兵吳光亮奉沈葆楨命令，在廣東英德縣家鄉組

2000飛虎軍由南投竹山開八通關古道至花蓮玉里璞石閣，而到達玉里時

由於軍事運補走陸路回台灣西部又危險時間又長等因素，經由當地原住

https://www.govbooks.com.tw/search?q=%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6%b0%91%e6%97%8f%e5%ad%b8%e7%a0%94%e7%a9%b6%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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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引介得知，經安通越領古道可到達當時台灣東部唯一的天然港成廣

澳，吳光亮就率軍拓寬安通越嶺古道，並運用台東成廣澳漁港以利軍事

運補，在古道完成之後，清廷即刻廣募眾民，配合官兵進駐後山屯墾，

並使台灣對漢人開放。而成廣澳是1875年花東地區唯一的天然港口，安

通越嶺古道就是進入後山的路徑，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戰略意義。 

 

而在對漢人開放之後大批的漢人至後山開墾，花蓮縣誌中記載當然

璞石閣漢人居住人口最多有728人，如此也為後山帶來更好的耕種技術

所以就有豐收的商品，所以商人在此開設商行，透過安通越嶺古道將商

品運至當時唯一的天然港口成廣澳港運出。 

這些移居花東的漢人與駐軍因為種種的原因有的因思念家鄉或是

從商成功衣錦還鄉的，還是因軍隊換防也有生病就醫都透過安通越嶺古

道走至成廣澳港搭船回家，所以對當然的許多人來說走過安通越嶺古道

到成廣澳港就是一趟「歸鄉之路」 

 

（三）安通越嶺古道現今樣貌 
          安通越嶺古道是台東縣及花蓮縣第一條古道,全長約 13 公里，西起花蓮縣

玉里鎮樂合里安通部落沿安通溪往東，經安通北越山，翻山陵線後，沿台東

縣長濱鄉石門溪上游往下經石門溪，1875 年時出口在台東縣長濱鄉寧埔村的

彭子存(城山)，因為古道部分路已坍塌，出口改分為中路及北路南竹湖部落出

口，1875 年安通越嶺道的起點為玉里鎮協天宮，現在則由台 30 線樂合里安通

溫泉區富祥橋開始，1875 年終點在台東成功成廣澳漁港，現在則由台東長濱

鄉南竹湖部落出口。 

充滿自然資源豐富，及深具人文歷史的意義的古道，在戰後荒廢數十

載，在有心人士努力推動，以及花蓮、台東二縣林管處齊力克服困難之下，

終於在 2008 年開通西段山徑，2016 年亦完成古道東段的建設，現隸屬於

海岸山脈國家步道系統（圖 2-2）。 

       
      圖 2-2 安通越嶺古道現今路線圖（健行筆記，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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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內容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有兩位，他們兩位都是在安通部落長大的耆老，分

別是安通社區發展協會張健治理事長與安通文健站龍湘琪小姐。 

 

（二）訪談紀錄 

      時間：2021/10/06 下午 2:00 

      地點：安通部落社區文健站 

 

問題 1： 

張理事長：  

理事長請問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關於安通部落嗎? 

安通部落其實最早並不是在這，而是在現在南通的位置因鄰近鐵

路早期蒸氣火車經過遺落火星，常造成部落茅草屋燒毀，所以族

人們慢慢遷移到現在的位置。 

問題 2： 

張理事長： 

 

 

龍小姐： 

請問以前部落族人走安通越嶺古道須多久的時間？ 

早期要傳訊息的時候走到山頂稜線大概要一個半小時，而現在部

落豐年祭要報訊息給南竹湖，部落的年輕人會從早上七點多出

發，差不多下午一點就會到南竹湖了。 

針對古道要走多久？因為古道西段這段有經過林務局的修建，所

以整各路況好走很多，從登山口出發大約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稜

線第一觀景台上，而東段路況較為不佳，路跡有時因下雨過後就

會變得不明顯，而東段為迎風面下午常有山嵐讓路況更看不清楚

增加了行走的難度。 

問題 3： 

張理事長： 

以前其他的部落走古道過來安通會知會部落嗎？ 

像南竹湖部落很多都是安通部落的親戚族人移居過去的，所以基

本上過來通常都是報訊息或交換物資，就不用特別告知，不過如

果其他部落近來的話還是要通知部落，不然像以前部落之間也常

發生爭執吵架。 

問題 4： 

張理事長： 

理事長以前走安通越嶺古道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有趣的事情喔，以前報訊息的時候到達對方部落後對方都會熱情

招待所以有些人就會被灌醉，這時候大家還要將酒醉的夥伴背著

爬山回來安通，不然部落家人會擔心，所以真的很辛苦吃飽喝足

還要背人回家。 

問題 5： 

張理事長： 

豐年祭報訊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以前我小的時候都還有報訊息通知南竹湖部落，那時候古道都壞

掉了，大家都自己爬山找路徑過去報訊息，而大概到民國七十幾

年就停止報訊息這個交流了，一直到最近幾年部落的年輕人想找

回部落文化提議恢復才在豐年祭開始前透過安通越嶺古道到南竹

湖部落去報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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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 

 

龍小姐： 

我們有看到資料部落年輕人如果有喜歡海邊部落的人還要去對方

家裡打工，現在還有嗎？ 

以前會有這樣子的情形去對方家裡幫忙割稻採收之類的，現在則

比較沒有了，而兩邊的部落年輕人可以在豐年祭時透過情人之夜

進行交流認識，所以這活動對於部落間的交流真的相當重要。 

問題 7： 

張理事長： 

理事長部落要出發報訊息，會做什麼儀式嗎？ 

當然都會進行簡單的祈福儀式，因為我們都要尊敬山裡面的一

切，祈福是表示我們的敬意，希望旅途一切順利平安，像以前上

山打獵自己也都會簡單祈福上山打獵一切順利。 

問題 8： 

張理事長： 

 

 

龍小姐： 

社區發展協會對於古道未來的發展有什麼計畫與規劃嗎？ 

目前有計畫將安通古道東段進行修築，讓整段步道路況更佳，之

前也有請原住民主委來勘查過，希望能有機會將整段步道修築完

成，讓更多人可以來走古道。 

關於古道的推廣目前社區協會有透過東華大學進行安通越嶺古道

相關資料的盤點，並想利用這些盤點資料製作一本關於古道介紹

的母語繪本來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安通越嶺古道，另外山海兩邊部

落的文化交流推廣為在地文化小旅行，甚至能與學校結合進入校

訂課程中，都是我們為未來推廣與努力的方向。 

 

三、踏查紀錄 
為了更加了解安通越嶺古道的點滴，我們邀請安通社區發展協會李建新

博士帶我們實地走訪安通越嶺古道，看看古道的路跡是否明顯好走，或是有

遺留下前人的文物，都讓成員等不急想去探險一番。 
 
安通越嶺古道可以從東海岸走到花東縱谷，為東進西出不過這樣子陡升

的部分較多，博士建議我們由西進東出路況較為和緩，所以我們從玉長公路

經台 30 富祥橋搭著小貨車先到了路口前的土地公廟，博士和我們一起跟土

地公說今天哈拉灣小隊的所有成員要一起走安通越嶺古道，希望可能一切順

利平安，接著繼續搭著小貨車前往登山口了，這邊特別要提一下這段搭乘貨

車真是刺激有趣，大家的屁股一直飛起來，道路上還有一些較低的植物打在

車上，讓人印象深刻呢！ 
 
搭車的時候大家也觀察到兩旁種植了許多的檳榔樹，沿著產業道路都有

人種植一些作物果樹，不久就抵達了登山口，開始進入重頭戲我們先與博士

在入口標示處合照（照片 3-1），準備好東西出發囉，一開始的路況相當好走

稍微地緩緩上升，兩旁都有樹蔭雖然太陽很大卻不太會熱，沿途透過博士的

介紹我們也認識了許多路旁的植物(照片 3-2)，不過路途中卻沒有什麼古老

的感覺，博士說現在的步道路徑上其實的是林務局在 2002 年之後重新修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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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路徑有些也都跟最早有些不同了，路途中有些較陡的路段都有鋪設

木頭階梯（照片 3-3），走起來相當安全舒服。 
 

   

照片 3-1               照片 3-2               照片 3-3 

   

照片 3-4               照片 3-5                  照片 3-6 

照片 3-1  安通越嶺古道登山口入口標示。 

照片 3-2  一開始的步道坡度和緩，兩旁有許多植物。 

照片 3-3  前段較陡的地方會有木階梯，下雨後特別濕滑。 

照片 3-4  登山口開始 0.8k 處的涼亭，大家休息喝水一下。 

照片 3-5  過了涼亭不久後，視野開闊可以遠眺玉里鎮還可以看到玉山喔！ 

照片 3-6  從涼亭走十分鐘就到的優美拱橋。 

 

邊走邊看很快就到達 0.8Ｋ處的休息涼亭（照片 3-4），我們趁機休息了

一下，大家也利用這個時間問了李博士許多的問題，我一直很好奇走完全程

需要多久的時間，李博士說現在他走完全大概要八個小時，而安通部落阿發

頭目年輕的時候卻只要三個小時就可以走完，因為頭目的媽媽常常叫他去幫

忙傳遞訊息、送東西常常走這個古道且有些地方他們是直接切上稜線所以速

度才可以那麼快，短暫休息後我們就繼續往前不久路旁開闊了起來，有個地

方剛好可以看到整個花東縱谷（照片 3-5），踏查這天的視野展望超好，還可

以清楚地看到玉山喔，站在海岸山脈上看著眼前的中央山脈跟平時在學校看

到的有明顯的差異，感覺變小變遠了，不過卻看得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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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完美麗的風景後繼續往上走十分鐘突然有近到森林中的感覺，四周

的樹木慢慢變大了，而我們也都走在林間樹旁持續前進，突然出現了一座造

型優美的拱橋（照片 3-6），這也是林務局修築這古道為了民眾休憩才會蓋

得這麼漂亮的橋，以前的人大概只有簡陋的木橋吧！跨過拱橋後一轉彎等著

我們的是一路的陡升階梯（照片 3-7），有個隊員爬得氣喘吁吁，大家只好

一步一步的慢慢往上走，經過三個轉彎後終於到了稜線第一景觀台，景觀台

可以看見長濱鄉那蔚藍的海岸線，真的是海天一色，讓人陶醉（照片 3-8）。 

 

由於今日李博士只是帶我們體驗前人行走古道的情形，所以就先走到第

一觀景台我們就折返下山了，東段的路途等待下一次機會再來挑戰體驗，下

山的時候只要沿著原來的路徑下山就可以了，不過原本很陡的階梯下山的時

候也無法走太快，因為木階梯很濕滑，需要踩在草或土上安穩多了，雖然李

博士不斷提醒我們要小心，但是我還是差一點就跌倒，如果真的跌倒那後果

真的不堪設想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來一探安通越嶺古道的奧秘，請務必

要小心喔！ 

 

下坡路段除了要小心謹慎慢慢走之外，沒太多難度，我們很快就經過了

拱橋、涼亭大家也都沒有休息直接就往山下持續走下去，大概半小時就回到

了登山口（照片 3-9）也希望這段充滿歷史故事的古道可以一直被好好保存，

等待人們來發掘古道充滿豐富文化的前世今生。 

 

  

照片 3-7               照片 3-8                  照片 3-9 

照片 3-7  後面的路途開始變陡了，大家也都感覺有點累。 

照片 3-8  終於到達稜線第一觀景台。 

照片 3-9  下山果然快多了，我們花了半小時就從第一觀景台回到登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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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在這次的安通越嶺古道的研究我們中透過文獻收集後，我們發現這條富

有百年歷史的古道真的有太多故事值得人們好好了解，實地踏查後我們對於

古道吸引人之處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訪問耆老的時候聽到部落族人透過重現

豐年祭報訊息活動來復興自身的古老文化與想進行歷史文化的紀錄來創作

關於古道的繪本，都讓人相當的感動。 
 
而研究進行實地踏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一般人如果要親近這條充

滿歷史的古道其實並不是那麼的簡單，因為如果沒有交通工具的話要到達登

山口有點困難，而且安通越嶺古道的推廣也不足，知名度不夠訪客也不多路

況上如有任何崩蹋需修復，往往都無法及時進行修復，古道東段雖然於 2016
年修復，但是整體路況比起西段還是不那麼容易親近，而這些相信都有能夠

改善的空間。 
 
玉里地區除了安通越嶺古道還有八通關古道，兩者更有密切的關聯性，

如果可以結合在地生態文化旅行，變成帶狀性旅遊行程，讓遊客能夠在玉里

地區停留更久，進而活動在地經濟，讓安通越嶺古道恢復當年熱鬧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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