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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一個多麼美麗的地方，裊裊的白煙從地底竄出，放眼望
去，被翠綠的群山所包圍，在原住民的眼中，就像是一個身姿曼妙的
女巫，在此祭祀祝禱，為北投帶來最自然的生活場域：陽明山國家
公園，臺北人最棒的生態教室，關渡自然濕地，有著珍貴的動植物生
態，溫泉博物館，擁有一段古今對話的歷史，北投公園，老少咸宜的
休閒好去處。

北投是我們生活的家鄉，從小我就時常看到熙來攘往的遊客在北
投駐足，原來我的日常，是遊客眼中美妙的變化，在北投春夏秋冬有
著不同型態的美麗，但是，到底塑造北投成為一個兼具觀光與人文的
濫觴是什麼呢？「仙境？魔窟？」這是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上
對於北投的描述，原來在百年之前，北投可是像個豬籠草一般，散發
誘人的香味，吸引許多人前往，卻被不乾淨的水源細菌攻擊，感染當
時嚴重的疾病，被稱為是魔窟呢！

    那麼，是什麼神奇的魔法讓北投從「魔窟」搖身一變，變成
臺北唯一的大樂園呢？原來，暗藏在此的魔法就是這條北投水道，它
讓乾淨的水源流過北投的區域，帶來了衛戍醫院、北投公園、公共浴
場、納涼祭…等等，讓北投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仙境」，也塑造出現
代北投舒服的自然環境。這條神奇的北投水道，至今，依然默默地在
我們的身邊川流不息。

出發吧!踏上尋找北投水源道的路途，我們帶了專家說書人為我們
一同前進。漫步在北投的道路上，我們發現鋪著木頭的溫泉管線，在
冬天時會冒出陣陣的白煙；水磨坑溪曾經帶來土石流危機，被整建成 

▲學生觀察北投水道第一水源地「鳳梨寶泉」。

▲帶領學生一同觀察從第二水源地露出的自來水大水管，
了解北投水道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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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一個水土保持的溪流，最後灌溉著北投的農地，流進淡水河
之中；而磺港溪則是北投區域的正心中，它流經許多人口聚集的地區，
北投市場、北投國小、薇閣小學這些人潮聚集之處，經過不同的整建、規
劃，將會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北投人的眼前；北投溪則有著著名的北投石
保護區，裡面溪水的顏色因為礦物質的不同，會呈現不同的樣貌，天啊！
從說書人的口中我們發現，原來北投的歷史不只有溫泉，還有這麼多豐富
的水資源孕育著北投，這條驚奇的水道之旅，當然要帶著孩子一同認識。

想到北投想到什麼，在孩子七嘴八舌麼說著泡溫泉、喝紅茶之外，文
化國小的老師們與社區的文化工作專家一同討論，決定一條可以看到多樣
水資源的路線，帶著我們的孩子一探究竟。一路上總是聽到孩子說著「哇!
原來這裡有水道!」、「北投竟然有鳳梨宅這個地方!」，學生們第一次這
麼認真觀察北投的水資源。從第一水源道鳳梨宅，遠遠的就看到一顆鳳梨
建築招呼著我們的到來，孩子親眼見證這條自1911年就開工的民生建築，
斑斕且不起眼的窩在山上，用力地維持著水源的提供，孩子笑著對專家驚
呼：「這個建築都可以當我阿祖了! 竟然還可以用!」，原來，在日治時
代，為了加速北投觀光開發，為解決飲用水源及公共衛生問題，這座水道
應運而生。

接著我們登上山頂平台，遠眺北投，找一找學校、捷運站、北投公園
的位置後，便繼續前往第二水源地汴頭泉，一路上伴隨著路上的水道，我
們彷彿小小偵探，從步道、橋梁下、馬路中以及民宅旁的水管、水溝蓋還
有水表等，找到生活中我們視而不見，但卻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水資源
所在，孩子們第一次了解到，原來輸送自來水到自己的家裡，居然是一件
這麼不簡單的事情。

▲講解自來水如何進入我們生活的住宅之中。

▲一同體驗北投豐富的水資源「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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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發現從家裡排出的廢水，需要通過這麼多隱藏的水管，
才能被好好地送出去。一行人經過十八份山腰到達了汴頭泉，這座帶
有巴洛克風的建築，隱晦的躲藏在山邊，看著它舊時光輝的模樣，一
度讓人以為自己來到的歐洲。而這座在樹叢中典雅的水道口，仍優雅
地提供著北投地區的自來水。

在經歷一個半小時的探尋後，除了找到了影響北投發展的水道
外，老師們也特別幫孩子準備了小驚喜，因在課堂中發現許多孩子並
未泡過溫泉，身為北投人，怎能不知溫泉事! 於是我們走到了泉源泡腳
池，讓孩子脫下束縛，解放自己的雙腳，在空氣的氤氳中不斷繚繞。
原來磺港溪水與我們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除了這種日常外，我們也
引導孩子觀察到底生活中有那些地方與水道有關，孩子驚奇的發現像
是常去的加蓋的小公園、北投臨時市場等，都是落坐在磺港溪的正上
方，原來生活處處都是水文之處。孩子們開始思考人類生活和大自
然的平衡之處，經過這一趟體驗，有學生自己發起撿垃圾的行動，想
要幫北投的溪水留下乾淨的環境，本來以為只是淪於口號，沒想到老
師回頭卻發現他們已經拿著塑膠袋，撿拾著路邊所有看到的垃圾，天
啊！老師本身也沒想過，這趟旅程可以帶給學生這麼大的改變！

最後，我們回到了北投最著名的北投公園，帶著孩子體驗北投之
美，透過Hunting活動，用不同的角度看北投，並透過水道傳水的體驗
遊戲，讓孩子感受前人遞水的辛勞，就在歡笑與汗水中，孩子們開心
的和水經歷了一場歡樂的旅程。

▲學生認為主動清理河流附近的垃圾能幫助水資源的清
潔，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六「淨水與衛生」，因此主動清
理眼前的垃圾。

▲正在利用水管以及球，進行連接水管的活動，從遊戲中了
解規劃、建設都需要大家一起團結合作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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