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叁章 

第一節 漢人之文化特色 

一、文化巷 

    乃指今仁德里内的一個區域，指的是今大同路二段 551 巷 2號至

中正路 30 巷，再右轉至和平街 7 號；後來又變動為大同路 551 巷 2

號至中正路 30巷，再到和平街 46巷，直達當年的汐止煉鐵工廠。汐

止文化巷的得名，乃因日據時期受到蔣渭水及蔡阿信等成立「臺灣文

化協會」的影響。此文化協會的成立使得臺灣青年求知慾日盛，也促

進各地青年組織團體。當時有鎮民簡來成及蘇文通非常熱心，不僅租

房子設為講演的場所，也到台北文化協會支部相商文士來汐止講演，

由開始的不定期到後來固定為每星期天晚上，由邱德金與蔣渭水先生

輪流來講演；此外，本鎮有志文化者也常舉辦文化講演，促進本鎮文

化發展。在此附近建築民眾文化講座，加上又有「汐止基督長老教會」

(俗稱禮拜堂)於其中，有本土與西洋兩種文化交流密切，故光復後人

們稱之為「文化巷」。 

    前汐止鎮長廖學廣任內成立「文化立鎮工作小組」，自 1990年起

全面推行「文化立鎮」工作，於鎮內學校與民間單位成立民俗或藝文

團隊，使本鎮的藝文特色蓬勃發展，後雖因政治因素而中輟，但已然

紮下優良種子，至今文風鼎盛、百家爭鳴。 



第二節 文化與教育 

一、學前教育 

    早期的學前機構，大體可分為幼稚園及托兒所兩種，托兒所的管

理屬於内政部社會司，而幼稚園的管理則屬於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就

其創辦的性質來分，可分為政府機關設立、機關團體附設及私人興辦

三大類，其中以私人興辦者為最多。民國 66 年，教育部第三度修正

「幼稚園設置辦法」，對於幼稚園的編制，也修正為每班設教師 2 人

(包括教師 1人，助理教師 1人)，同時除了對辦理不善的幼稚園明令

處分外，對於績優的幼稚園則予以獎勵，以發揮積極意義。 

    由於幼稚園數目的急遽增加，使本省學前教育空前發達，以往儘

管對「幼稚園設置辦法」屢有修正，但總屬行政命令，不具法律效力，

對於未立案或辦  理不善之幼稚園，始終未能收積極輔導與管理之

效。教育部有鑑於此，乃於民國 70 年 11 月 6 日，公佈「幼稚教育

法」，使我國學前教育轉入一個嶄新的境界。直至民國 87年初，本鎮

公立幼稚園共 4所(分別附設於北峰、崇德、汐止與樟樹國小)，私立

幼稚園立案者則有十餘所。至今年初，依據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及

全國教保資訊網統計資料顯示，汐止區公立幼兒園共 11 所，皆附設

於各國民小學內，私立幼兒園共 47 所，招收對象下降到 2 歲專班。

此外，另有托兒所則是內政部以兒童福利的立場設立的保育機構，分



半日、全日及 24 小時全托三種類型。汐止「忠厚公共托育中心」成

立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 日，為新北市第一所公托，位於汐止區樟樹

一路 137 巷 26 號 2 樓(忠厚山光市民活動中心 2 樓)，招收 0-2 歲的

幼兒，以家外托育照顧為主。 

 

第三節 信仰與古蹟 

一、五堵觀音堂創立緣起 

    據日人福岡達美 1980年所書，可知 1910年村山嘉吉郎在北港口

石炭坑經營村山炭礦有成，1918年 5月由法華寺(日蓮宗本山、身延

山久遠寺)臺灣分院住持佐聖是秀辦理入佛典禮，是為觀音堂。原石

觀音於民國 68年 4月 27日改安座至靈菩寺現址。 

 

第四節 產業命脈與榮光  

一、煤礦風光藏辛酸    

    汐止另一高峰即煤礦業的興起。早期從八堵、瑞芳至松山一帶屬

於兩百萬年歷史的古老「石底層」，在河口和濱海地帶堆積由河水沖

刷「濱海相地層」帶來的泥沙蘊藏豐富的煤層。因為高出海面，常會

長出大量植物，這些植物被泥沙掩埋後，經過長久的炭化就會形成煤

炭。1400年前北部凱達格蘭出土文物已有利用煤炭遺跡，由八堵至內



湖的山坡地煤量豐富，綿延約 22公里。 

    早期清廷對於開採煤礦仍採禁止態度，因此汐止煤礦多為私採，

並且屬小規模；到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則採取礦業自由及礦業特許主

義，鼓勵人民開採，本區煤礦業得以迅速發展，許多大小礦坑皆於此

時開坑。汐止煤業分布大多在基隆河北岸，環山丘陵亦含有豐富的煤

層，因此，光是汐止一地的火車站就設了汐止及五堵兩站。北港、烘

内、友蚋及鹿寮等煤礦即是當時汐止幾個著名大煤坑，而保長坑溪兩

岸較為知名的礦坑有：浦田炭礦、東陽煤礦、景星煤礦、景星二坑、

鵠鵠崙煤礦。其中除了浦田炭礦由浦田彥次郎於 1939年(昭和 14年)

向日本東方礦業株式會社價讓礦區所開拓的斜坑位於保長坑，其餘皆

為漢人開採的水平坑。除此之外，日本東京資本(名古屋)相繼創辦南

海興業株式會社、臺灣重工業株式會社等，五堵成為臺灣第一高爐煉

鐵工業區。 

    民國 46 年 8 月由「中國煤礦開發公司」在社后開拓斜坑，設立

「南湖煤礦」，至民國 53 年奉經濟部令移轉「臺灣肥料公司」，與木

山煤礦合併改為「木南煤礦」(民國 53 年開採至 73 年關閉)，月產

4000公噸。昔日的社后坑為本市重要的煤礦場，位於過溝仔前方坡地

(為現在康寧街旁的「西陵電子」大樓舊址)。木南煤礦及現今 605號

公車總站鄉長里那裏的煤礦都用纜車運煤，是當年設備很新穎的礦場，



其中木南煤礦礦廠開採出來的煤礦主要供應基隆河對岸的「台肥六廠」

使用。後來因煤礦危險性高，生產不敷成本，另一方面也因政府嚴禁

家戶燃用生煤及 1984年(民國 73年)瑞芳煤山煤礦發生大災變後，民

國 79 年 6 月 26 日東山煤礦最後一台煤車出坑後將汐止輝煌的採煤

史劃下句點。 

     

二、知名工業蓬勃展 

1、臺灣國際航電 (Garmin Corp.)  

    臺灣 Garmin 於民國 78年於新店設廠，創辦人 Gary Burrell 和

董事長高民環於民國 79年攜手合作創辦 Garmin，創業初期在美國堪

薩斯州 Lenexa 承租辦公室，第一台 GPS 由此誕生。公司創立初期

以「ProNav」為名，後才更名「Garmin」。民國 89年才遷移到汐止樟

樹二路設廠。Garmin 主要從事導航和通訊產品之研發、製造及銷售，

產品線包含航空用、船用、車用、行動電話、OEM及手持休閒用途等，

致力於 GPS產品之設計研發，開發出時尚與智慧兼具的各式產品。 

   

2、宏正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TEN)      

    宏正自動科技成立於 1979 年，多年來持續專注開發連接與管理

解決方案，以存取與分享各項創新科技。宏正自動科技董事長陳錦堂



先生(為汐止第一任街長陳定國先生之姪子)，多年前成立「錦堂教育

基金會」，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及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

十餘年來贊助汐止區各校添購教學設備經費及提供優異學子獎學金，

並表揚各校優良志工，對汐止區的教育可謂貢獻良多。 

  

 

熱心公益德高望重的陳錦堂董事長為陳定國街長姪子 

 

錦堂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第五節 汐止先賢 

一、鄉賢拾遺 郭金塔醫師 

    郭金塔醫師乃五堵陸橋腳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一生服膺

西鄉隆盛「敬天愛人」精神，仁心仁術，救人助人。史明祖母就診，

見其老實幹練，媒介省籍名人陳逢源長女陳碧月為妻。曾任臺灣鍊鐵

總經理，長子郭瑞嵩娶吳火獅長女吳月如，長女郭蕙玉嫁「棒球之父」

謝國城長子謝南強。直至 100歲仍至新海瓦斯公司上班，堪稱是臺灣

最資深的上班族。 

 

郭金塔醫師英姿煥發的結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