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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濃水庫與右堆客家文化保存 

摘要 

  1970 年起政府發出了對美濃水庫興建的計畫，而在 1993 年時開始了反水庫運動，並且

在此年的 3 月由美濃反水庫後援自救會發動了「反水庫大遊行」，此次的反水庫事件雖說暫

時阻止了水庫的興建。但是只平息了僅僅 5 年，又於 1998 年 4 月 16 日時水庫的興建又重啟

了，甚至公布「美濃水庫於一年內動工」。在此年秋天，林生祥先生決定回到美濃參與反水

庫運動，並且在 1999 年成立交工樂隊，還發行了專輯。隨後於 4 月 19 日出動了 15 部遊覽

車再次前往立法院陳情，最後成功使立法院把興建美濃水庫的預算全數刪除。我們可以由這

些年反水庫運動的過程中看到，我們靠著為了守護美濃的心，不只團結了社區，更是團結了

一整個美濃。 

壹、研究動機 

    近期，我們可以從許多新聞裡得知高雄出現了嚴重的缺水問題，據說高雄每天出現 20

萬噸供水缺口，水公司還動支澄清湖水庫，可是目測只能撐 15 天，雖說高雄與台南共用一

個南化水庫，但是南化水庫的儲水量已經不到兩成了，根據南部水資源局的說法，現今枯水

期不會動用水庫的水，水利署於 23 日時將開水情會議，需要決定是否進入第一階段限水。    

    高雄每天平均整體用水量約 155 萬噸，今年枯水期的降雨量不到往年同期一半，造成高

屏溪攔河堰流量 22 日下探至 7cms，再破 21 年來歷史新低，水公司還啟用地下水、伏流水等

備援用水，每天還是會有 20 萬噸供水缺口，也是在這幾天，常常從長輩口中聽到美濃水

庫，因為缺水的問題，他們很怕政府會選擇把興建美濃水庫這個舊案搬出來使用，之後雖然

政府沒有把興建水庫這個計畫搬出來，卻又出了個新的計畫，就是興建高屏大湖，講簡單一

點就是挖個洞裝水。 

    再來說說天氣吧！也許你們也有發現，2020 年的臺灣梅雨季較以往短，加上沒有颱風登

陸，導致雨量稀缺。水利署表示，6 月迄今主要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僅約歷年平均值的 2 至

6 成，是造成今年下半年旱象的主要原因，所以這不是多建一個水庫或是再多建一個儲水的

地方就能解決的問題，最後我們研究這個反水庫運動的動機就在於最近的天氣和新聞上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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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美濃水庫的議題，使我們決定了這個主題，決定再更深入的了解反水庫運動這件事的

前因後果，也帶領大家知道美濃的種種歷史。 

貳、 研究目的：反水庫與文化保存 

  興建水庫將會危害到我們的生命財產之危害，尤其美濃是六堆文化的最後一個原鄉，如

果有天災等因素將會進而之的危害到六堆文化。根據我們的觀點來看，我們要竭力反對國民

黨所提出的興建美濃水庫和高屏大湖(又名吉洋人工湖)(擇一)的計畫，畢竟興建這些建築只

會多出一個蓄水的空間，再加上水庫占地面積大，又因台灣常有颱風，水庫裝的絕大部分將

會是淤泥從而達不到蓄水的功能，這樣反而弊更大於利。美濃人的訴求很簡單，就是不要每

逢缺水就只想著蓋水庫，應該要思考多元取水的可能性。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老師上課分析六堆來源 

    清康熙六十年台灣發生朱一貴之亂，客家先民成立民間義勇共有中、前、後、左、

右、先鋒及巡查營，聚居台灣高屏兩縣的客家人，保鄉禦侮。這種依所在地組成的民間義勇

團，從此長存客家鄉里。當時的六營後來演變為六隊，為了有別於軍「隊」，隨諧音改稱

「六堆」，「堆」也有聚落的意義。「六堆」並不是一個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語言、風

俗、習慣相同，敦親睦族的前提下所產生的精神認同感，是一種血濃水、唇齒相依的象徵性

稱呼。 

  二、新聞收集 

    我們可以從許多新聞得知，當時政府對於興建水庫這項計畫有很大的執著，甚至執

著到操控媒體，讓人民認為其實有很多人都贊同興建水庫，但是實際的結果並不是這樣，因

為美濃人民的團結並簽署聯署書，使得他們沒有聽信政府的那些謠言。最近為了完成這篇論

文，我們看了許多新聞，發現政府在興建水庫這方面的計畫有點不夠完善，他們總是認為自

己的想法和意見都是好的，完全沒有真正的去了解執行這個計畫到底有哪些問題。 

    首先，政府認為興建水庫可以有效的解決日後缺水的問題，甚至已經通過了地質調

查這個環節，但是我們仔細想想，興建一個水庫至少是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可是政府卻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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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近期缺水，所以得重啟興建水庫的計畫，但說不定建完水庫可能就已經沒有缺水這個問題

了。 

    我們再反觀人民的想法，再另外找了幾篇新聞，從中得知，人民是比較理性一點

的，並不會因為當時正面臨什麼處境就做出一些不對的事情，人民知道興建水庫對美濃帶來

的影響太大了，所以才會極力反對政府興建水庫。政府決定興建水庫的地點是在黃蝶翠谷，

可是黃蝶翠谷的地質包括環境都不適合蓋水庫，所以我們覺得美濃的居民可能是考量到這些

種種的問題所以才反對興建水庫的。 

    我們的想法是，人民的反對是個很好的選擇，畢竟確實是政府有點考慮的不夠周到

才會使美濃人反對興建水庫，再加上台灣斷層複雜確實不是一個適合興建水庫的地方。我們

從網路上找到一篇 2015 年的新聞，新聞主要是在報導那時的政府要美濃人做出一個十分困

難的決定，就是在美濃水庫或是高屏大湖之中選一個來解決水利問題，但是美濃人希望的只

是發展多元取水，這怎麼想都比砸錢去興建水庫還要來得更永續，我們再拿一篇報導跟剛剛

的來做一個比較，時間也差不多是 2015 年左右的新聞，但這篇主要是在論述政府的做法為

主，這兩篇的差別就在於人民想要的不是直接了當的獲得成果他們在意的是建造的過程是否

會破壞環境，而政府就不同，他們看到的只有問題的一面而已，自然的就忘了問題的其他

面，這就是為什麼人民的想法總是與政府不同。 

  三、水庫預定地踏查 

    在三月六號這天，我們說好，一起從中壇騎著腳踏車到黃蝶翠谷踏查，一路上，說

說笑笑。到了黃蝶翠谷，我們稍微收起快樂的情緒，準備認真地觀察這裡的環境是否應該興

建水庫。在爬黃蝶翠谷旁的小山時，我們觀察到這裡的還境完全不適合興建水庫，這裡的地

質隨時可能崩塌，隨地撿的石頭輕輕鬆鬆就可以捏碎，而且國民黨想興建的水庫高達一百四

十七公尺，只要一地震水就會淹到美濃市區來，美濃整個村落將會消失。 

    在爬山的過程中，我們正思考著，如果興建水庫這提議被同意了，那這塊已經少之

又少的自然環境是否也要跟著消失？而我們真希望他不要同意這項政策，就因為經濟、觀光

等利益就要破壞這種已經寥寥無幾的自然環境。而在這次踏查的過程中，我們真正的體會到

大自然的美好，有清新的花香、跑來跑去的野生動物，時不時還會看到黃蝶飛舞的情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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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有其他縣市得觀光客也會來爬這座小山，雖然入口已經有告示牌註明「無痕山林」，

但在佈滿落葉的地板上卻能看到衛生紙、塑膠袋等垃圾，希望在地居民及觀光客能和反水庫

的人是一樣，珍惜這片珍貴的大自然。在這片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四萬個無辜居

民，每當政府把美濃水庫的議題提出來時，美濃的居民就要開始擔心了，擔心這次同意興建

水庫的人愈來愈多，或者擔心政府不顧民意直接在美濃興建水庫......。 

    而為什麼要興建水庫呢？因為，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民用水量愈來愈多，鮭魚

返鄉政策使工廠增加，但降水量卻日益減少，地下水超抽的問題也愈來愈頻繁，吉洋、吉

東、吉和、清水等地區已抽不到地下水使用，也沒有埋設自來水管，日後的民生用水不知如

何是好，且近年來經濟不景氣，而興建水庫可促進美濃當地觀光也可振興經濟，這對多數美

濃人可說是好事啊！然而，興建水庫有優點也有缺點，興建水庫不僅破壞環境，隨時只要土

石崩塌，美濃人的性命就會因此結束。 

  四、月光山雜誌相關報導的整理 

    (一)水庫一崩塌美濃人死無命！ 

           中國大陸青海省的溝後水庫於八月在一場大雨後崩潰，數萬立方公尺的大洪水

往下游流竄，並造成一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這新聞的傳出，立即令我們想起經濟部水資會

的吳主任委員與所謂的學者專家，在美濃公聽會上發誓，指出「美濃水庫絕對百分之百的安

全」，這句絲毫不負責任的話。看到這些話，讓我們想想看，中國大陸的技術是我們台灣遠

遠不及的技術，既然中國都無法保證水庫絕對的安全，那台灣的政府又怎麼能這麼自信的擔

保美濃水庫的興建是絕對安全的？ 

    (二)儲蓄水庫無觀光價值，破壞生態且威脅安全 

           水庫預定地占地 600 甲，一旦興建水庫，隨即而來的是黃蝶翠谷、熱帶森林遊 

樂區連帶面臨滅亡的可能。鍾鎮長指出了一個問題：「美濃本來就沒有水源，假如要興建水

庫，就必須開山開隧道引入附近溪流的水到美濃水庫蓄水。」。 

           何況，美濃水庫興建，地震引發垮壩，預定地離美濃鎮上的距離，加上高達

147 公尺高的水壓，萬一發生崩塌，將造成美濃鎮約四萬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美濃人不是

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是要政府回饋，非建水庫即渴死的的危機到來，則水庫非建不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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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鎮民不會反建水庫。 

    五、固執主觀的水資會與專家該三思了 

        最近經濟部水資會又提出其聘用「專家」提出美濃是興建水庫最佳的所在地，完全

否定之前日本地質學家吉田昌郎認為美濃地層存在不適合興建水庫的論點。 

     有效運用水資源是人類提高生活水準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以我們的觀點來

看，政府秉持著一種觀念就是缺水必須興建水庫，但卻忘了如何回收再利用水資源。若每每

缺水而又再興建另一座新的水庫，那台灣的土地遲早會被大量的水庫覆蓋，反而起到反效

果。再者，若將那些民生廢棄用水經過些微處理再進工廠作為冷卻用水，這樣這些水又二次

使用，從而將水的用處發揮到極致。 

肆、研究結果 

    台灣因山勢地形陡峭，河川短斜度大，流速急、季節流量變化大，使得雨水形成的河川

逕流迅速流入大海，因此能留住的雨水有限。而且地表上的水資源十分有限，而地下水源有

超抽的疑慮，所以必須想辦法有效地留住地表上的水資源以及補注地下水源。 

    國內總共興建 95 座水庫蓄水，由於極端氣候影響暴雨頻率增加，使得水庫集水區的山

坡地沖刷加劇，夾帶大量土石入水庫中，造成部分水庫出現嚴重淤積問題，而清淤的速度遠

遠不及於淤積的速度，使水庫的有效蓄容降低，也使水庫的使用壽命縮短，導致有效水資源

受到嚴重考驗與日漸減少。再加上台灣每人每日自來水生活用水量近 10 年平均用水量為 273

公升， 每日人均用水量與多數國家相比，耗水量相對較高，因台灣水價與負擔率相對較

低，所以容易造成水資源浪費與節水困難度增加。 

伍、研究討論 

    根據以往統計結果預估 2008 年以後高雄即將嚴重缺水，然而高雄現今每天支援台南 5

萬噸左右用水，水量總計還有 1.5 億噸水量，台南及高雄水情仍算平穩。如果 1993 年動工興

建，2016 年的美濃地震震央，其實就在美濃水庫預定地黃蝶翠谷附近。倘若美濃水庫早已完

成興建，2010 年的甲仙地震與 2016 年美濃的地震影響美濃水庫安全與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議題。同時，美濃以及六龜是西南氣流的暴雨中心，豪雨帶來的山洪土石流也會危及水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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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並且，美濃水庫預定地與其附近存在許多斷層，竹頭山斷層剛好通過水庫大壩正下方，

任何地震都可能威脅到水庫的安全，進而危急美濃人的安全與六堆客家文化的保存。除了斷

層引發的地震危險外，反美濃水庫陣營也憂心水庫的巨大水壓可能誘發斷層活動造成地震。

再者，水庫的興建將立刻摧毀黃蝶翠谷與熱帶林等生態以及歷史悠久的六堆客家文化。 

    2016 年 2 月 6 日的美濃地震引起台南市部分地區發生震災，導致一些建築物因耐震能

力不足，發生倒塌與破壞。同時，地震也在台南多處引發大規模的土壤液化現象，導致台南

災區多數房屋傾斜、下陷、屋內屋外噴水、噴砂，並且拉斷了維生管線造成民眾生活不便。

使得「土壤液化」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與重視。 

陸、研究結論 

    到了 2021 年，經濟部水利署還沒有提出想要興建美濃水庫的建議，但是反對興建水庫

的美濃居民決心是絕對不會改變的，這樣，也是有利於客家文化保存，也可以少擔心很多很

多個地質問題、生命安全問題於客家文化保存，也可以少擔心很多很多個地質問題、生命安

全問題......。 

    在三百年前，六堆的形成是因為抵抗外來侵略，它所面對的是刀、劍及暴力；但是現在

的侵略模式卻變成不當的開發，很多企業結合政府政策以進步為名，對山川土地肆意掠奪，

同時，對附近居民的生存環境造成破壞，這不可逆的過程將使客家子民世世代代受到影響。 

    然而，右堆美濃的居民卻將這種威脅轉化成團結的力量，所以現在美濃有很多自發性的

社團為愛鄉護土而努力成為台灣社區營造的典範！比如說：美濃愛鄉協進會努力推廣客家文

化教育、環境教育、保存古蹟；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推廣本土文學寫作，辦理笠山文學營培

養創作人才；美濃導覽協會，以解說為基礎推廣及介紹美濃的傳統客家文化；美濃博士學人

協會，強化學校教育鼓勵學子培養學術能力及藝文專長。當然，我們所熟知的扶輪社及獅子

會也是非常熱心的投入弱勢照顧，因篇幅有限就不再此一一介紹。 

    總之，經歷反水庫運動之後，美濃居民面對不當的開發暴力，已經凝聚在一起而發揮力

量繼續保存右堆的客家文化。在高雄市地圖裡美濃儼然像一個客家綠洲靜靜的邁入二十一世

紀，期待未來一百年、兩百年......客家文化繼續在美濃流傳下去。 



7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在做這個論文前，我們去了美濃圖書館一趟，去找找看有沒有和反美濃水庫相關的書，

而我們剛好找到了一組書—「月光山雜誌—我鄉我情關懷系列」，裡面記載著一些興建美濃

水庫的優點和缺點，還有興建了美濃水庫對當地居民是有利還是不利，以及各大保育團體的

議論文章等......。 

    在這一系列書中，顯現出一群美濃居民的心聲，其中有對政府的咒罵、對政府的反抗、

興建水庫後的後果及種種的擔心、還有一堆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而這些問題以後都可

能成為下一代年輕人所擔心的事。在這本書中，很明顯的分成了兩類，有一類的人是贊成興

建美濃水庫，用來解決高雄缺水的問題；而另一類的人是不贊成興建水庫，怕會危害到自身

安全和生態保育的，但大多數本地美濃人都是非常不贊成興建美濃水庫的，但是，各大新聞

媒體上卻說，大部分美濃人是贊成興建美濃水庫，並且還可以將美濃水庫作為美濃的各大景

點其中之一，用美濃水庫帶動經濟觀光。 

    但事實並不是如此，我們認識了一位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成員，緊接著我們約了一個時間

進行訪談，訪談了許多個問題，我們也總算徹徹底底地了解到了興建美濃水庫的根本問題，

而經歷過了這次的短時間訪談我們又多獲得了 5 本到 6 本的參考資料，他告訴了我們很多很

多關於美濃水庫的事情，接著跟我們說新聞告訴大眾美濃居民同意興建水庫的人非常非常

少，大多數都是高雄市政府或國民黨的人，而不同意的美濃居民佔了大約全部，假新聞的威

力真可怕，難怪啊！現在人會說，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在書中，還有探討「為什麼美濃不適合興建水庫？」在書裏面說到的原因如下：地質破

碎、地質過鬆、高度水壓強、地質斷層、鬆落、太接近鎮上......。這種種問題都是美濃居民

一起討論研究出來的，並且也研究了許多可以因應高雄缺水問題的方案。一旦這些問題發生

了，美濃居民的性命可能也因此沒了，所以到底為什麼美濃居民會反抗、會擔心、會成群結

隊租遊覽車到高雄市立法院陳情，拒絕興建水庫，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有很多很多個美濃

居民在批評高雄市政府，而在閱讀這一系列書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同身受當時美濃居民的無

奈、委屈，也知道為什麼美濃居民會這麼的反對、排斥興建美濃水庫了。 

    在閱讀完月光山雜誌出的「我鄉我情關懷系列」全四集後，我們深深的了解到有關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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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水庫的種種新聞以及多種立場的言論，同時也可以見識到美濃客家人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是多麼的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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