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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與一紀念像
嘉南大圳完工後，地方人士為

了感念八田與一的貢獻，眾人合力

倡言成立「八田之友會」。並徵得

八田技師的同意，請日本金澤市雕

塑家都賀田勇馬製作了一個身著工

作服、穿工作靴、席地坐並沉思模

樣的銅質塑像，於1931年7月8日以

無臺座方式建立在烏山頭水庫大壩

旁。

1941年太平洋戰爭，日本戰事

吃緊，地方唯恐塑像被徵收熔解供

應戰事軍需使用，偷偷移走塑像，

藏於番子田（今隆田）車站倉庫之

內。戰後才由倉庫管理人員發現，

由水利會人員運回烏山頭保存。政

經形態改變，嘉南農田水利會於

1 9 8 1年在烏山頭水庫八田夫婦墓

前，新設臺座置放此銅像，並於每

年5月8日八田的忌日，於烏山頭水

庫舉行追思會。

農水設施之美 第 卷 

第 期

J

A
N

U A R Y ‧ 2 0
2

2

70
1



2

農政專區

農田水利文化的

　傳承、挑戰與創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陳　潔 正工程司

張光耀 科長
孫維廷 組長

壹、前言

去(111)年5月8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於烏山頭水庫舉辦的「八田與一技師逝世

80週年追思紀念會」，農委會陳主委吉

仲於致詞時表示，為了向八田與一致敬，

農委會將透過3大措施，傳承八田與一的

精神。首先，透過各式活動、書籍編撰、

文宣等管道，讓臺日農民及消費者知道八

田與一對臺灣農業的貢獻；再者，農委會

秉持八田與一打造百年工程的精神，已規

劃讓灌區外的適作農地，逐步提供灌溉服

務，落實在農田水利建設；最後，農業部

門的各項政策規劃，包括對農民的四大福

利照顧，以及對農地、水資源、土壤及防

疫等基礎建設，都將秉持八田與一建設農

田水利設施的態度，擘劃百年大計，提升

臺灣農業競爭力。

賴副總統清德接著於致詞時表示，

非常贊同陳主委提到的幾項政策，嘉南

大圳及烏山頭水庫是奠定南臺灣糧食生

產的基礎，促進農業的興盛繁榮，也帶

動工商業的成功發展，未來也將更為重

要。農水署沿著嘉南大圳幹線，打造全

國最長的88公里自行車專用車道，並栽

種10萬棵原生種樹木，營造優美舒適的

水環境，就是為了讓更多民眾享受大圳

景色；此外，將烏山頭水庫灌溉範圍擴

大，讓更多農民感受八田與一的貢獻；

並以八田與一為師，在臺灣構築百年農

業建設，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八田技師的

崇敬。烏山頭水庫灌溉臺日人民心田，

讓兩國邦誼更加永固。

副總統並表示，臺日如果能共同合

作，一定可以創造雙贏，希望大家能夠

一起把手牽得更緊，面對未來的國際挑

戰，能夠共同合作，解決各種問題，創

造臺日兩國人民福祉。

貳、執行目的及規劃

有鑒於此，為了向八田與一致敬並

傳承其精神，讓更多的民眾認識嘉南大

圳及八田與一，農田水利署規劃四大策

略來推廣農田水利文化，包含「圳水長

流」、「職人薪傳」、「認同覺醒」、

「公私協力」等四大策略。

一、策略一：圳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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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水長流】-擴大灌溉服務推動優先區位圖

(一) 目的：保存古圳，活古蹟永續

運作。

(二) 規劃：

保存活古蹟最好的方式就

是持續維護使用這些設施來灌

溉農地，並進一步開拓農業水

資源，擴大灌溉服務，強化灌

溉系統，並讓更多一般民眾認

識、親近農田水利設施，永續

發展。

二、策略二：職人薪傳

(一) 目的：傳承歷代圳路職人精神

，典藏紀錄農田水利文化。

(二) 規劃：

透過文史探勘與研究分析

，發掘重要農水職人及各式史

料，結合珍貴土木水利工程技

術，揉合灌溉系統、自然地形

及人文風情，針對水圳文化景

觀進行完整爬梳，用以編撰紀

錄進行數位典藏，記錄下有形

與無形的農田水利文化資產，

作為保存與未來加值運用之基

礎，並透過電視媒體、網路媒

體、報章雜誌、社群平台等多

元管道加強農田水利宣導，提

高曝光度。

三、策略三：認同覺醒

(一) 目的：讓民眾深刻了解在地水

圳與生活、鄉土歷史之關聯，

喚醒文化自覺。

(二) 規劃：

盤點全國之圳路相關文化

活動，蒐整重要成果，將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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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重要水圳文化祭典及活

動成果記錄並擴展成效，讓民

眾認識在地古圳文化，透過文

化活動延續百年圳路之飲水思

源重要意涵。

四、策略四：公私協力

(一) 目的：推動公民參與，結合食

農教育及環境教育。

(二) 規劃：

加強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產官學研共同合作，擴大民間

參與，來提升推動農田水利文

化的量能，並結合食農教育、

環境教育、學校課程辦理各式

體育、藝術、教育及宣導活動

，吸引民眾認識水圳，深化人

與水圳之間的連結。

參、辦理項目

農田水利署暨各管理處依據「圳

水長流」、「職人薪傳」、「認同覺

醒」、「公私協力」等四大策略推動農

田水利文化，辦理項目彙整如下表：

表1、農田水利文化推動成果大事紀
策略 時間 辦理項目

認同覺醒 111.05.08 八田與一技師逝世80週年追思紀念

職人薪傳 111.05.17 透過豐年雜誌分享政府最新農業政策及公共建設成果，增加農田水利宣導深度

圳水長流 111.06.17 行政院長蘇貞昌視察濁幹線與北幹線串接工程計畫

職人薪傳 111.06~112.12 編撰嘉南大圳專書

職人薪傳 111.06~112.12 編撰白冷圳職人專書

公私協力 111.07.30 臺南社大台江分校帶領親師生實地踏溯嘉南大圳水利歷史現場

圳水長流 111.07~113.12 規劃嘉南大圳濁幹線與北幹線串接工程，厚實農業水資源基礎建設，提升農
業生產環境韌性

職人薪傳 111.08 和「食尚玩家-熱血48小時」電視節目合作，推廣農田水利文化

公私協力 111.08.06 持續優化國家水圳綠道，召開水圳綠道第二階段優化研商會議，透過溝通平
台跨單位協商

認同覺醒 111.08.18 花蓮吉安圳圳頭祭

公私協力 111.08.20 與臺南市政府合作於烏山頭水庫辦理舉辦「山海圳綠道自行車道推廣活動」

公私協力 111.10.09 白冷圳「做公工」清水圳，擴大民眾參與

認同覺醒 111.10.15 白冷圳通水90週年紀念文化祭

公私協力 111.10.29 石門管理處辦理「2022年農田水利政策宣導及樂活健行活動」，推廣食農教育

職人薪傳 111.11 出版桃園大圳、埤塘、三層圳與新福圳專書

認同覺醒 111.11.01 曹公廟辦理曹公236週年聖誕慶典

職人薪傳 111.11.29 古圳專題演講暨專書成果發表會

公私協力 112.02.07 共同推出農業永續ESG專案，期透過公私協力共創雙贏互利

公私協力 112.02.22 首創辦理2022水圳綠道自行車認證

公私協力 112.03.29 與中華民國四健會合作，開發「圳流不息」推廣教材，並辦理桌遊工作坊

圳水長流 112.04 旱象嚴峻，與經濟部水利署、臺南市府合作由水車從虎頭埤載水澆灌芒果

職人薪傳 111~112 透過「農田水利署-農水Follow me」官方粉絲團進行教育宣導

職人薪傳 111~112 規劃建置古圳數位典藏資料庫

圳水長流 111~114 辦理擴大灌溉服務預計將於114年前服務8.8萬公頃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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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未來，農田水利署將持續透過各式活

動、書籍雜誌、文宣等管道，讓臺日農

民知道八田與一對臺灣農業的貢獻；此

外，農田水利署也將以八田與一為師，構

築臺灣百年農業建設，並讓灌區外適作農

【圳水長流】-111年6月17日行政院長蘇貞

昌視察濁幹線與北幹線串接工程計畫

【職人薪傳】-111年11月29日本署桃園管理

處辦理古圳專題演講暨專書成果發表會

【認同覺醒】-111年10月15日白冷圳通水90
週年紀念文化祭

【認同覺醒】-111年11月1日於曹公廟曹公

236週年聖誕慶典

【公私協力】-111年8月16日水圳綠道第二

階段優化研商會議，邀集當地縣市政府、區

公所及里長進行需求及溝通

【公私協力】-石門管理處與農會合作推廣在

地農特產品，推動食農教育

地逐步獲得灌溉服務，落實在農田水利建

設，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八田技師的崇敬；

最後，農業部門的各項政策規劃，包括對

農民的四大福利照顧，以及對農地、水資

源、土壤及防疫等基礎建設，都將秉持八

田與一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的態度，擘劃百

年大計，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