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進到炭索館內您就可以看到一座 "炭窯的模型"，是老闆自己親手設計施

工做出來的，這樣的用心無非是想讓我們住在都市的人知道知道炭的製作過程

。緊接著您會看到木質高雅的牆壁上寫了斗大的字”炭碳大集合”，在這一區

域內您可以看到如早期的鍊炭、焦炭、煤炭、相思炭、龍眼炭、竹炭、備長炭

….等二十幾種不同炭、碳。順著動線走，我們可以看到顯微鏡下各種炭的組織

結構，及用在居家生活上的各種產品，小至手機吊飾、手鍊，大至床墊、枕頭

                                                                               ；用在生活上的洗髮乳、沐浴乳、

                                                                               炭的手工皂等，再配合館內人員的

                                                                               解說與牆上的文字簡介，讓我們充

                                                                               分的了解到炭的功用不再只是燃燒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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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高庄炭索館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133-1號

開放時間    預約參觀(周日公休)

聯絡電話    (04)2382-6812

筏子溪西岸聚落景點



 

        清澈泉水自地底湧出，且不見乾涸，即

使久旱不雨，泉水也不見減少。早期闢為洗

衣場，號稱「洗衣窟」，每天都有鄰近的居

民到此洗衣、洗菜，是民眾閒話家常的地方

，不過現在家家都有自來水、洗衣機，這些

洗衣、洗菜的事在自家內就非常方便了，因

此這種熱鬧情景已相當罕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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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洗衣窟
臺中市忠勇路125號附近

筏子溪西岸聚落景點



 

        彩虹藝術公園原為春安里干城六村的眷村，建於民國48年（西元1959年）

，居住其中的黃永阜老先生來自於香港，早年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機緣，並

隨部隊來到臺灣。約民國98年時他靈機一動，每日凌晨三、四點即起床彩繪周

邊房舍街道，附近鄰居見他畫得好，也紛紛同意他在屋牆上作畫，久而久之眷

村牆面就成了他的大畫布，彩繪了各式美麗的彩紅線條、人物與可愛的動物，

因他的用色大膽，構圖可愛，並充滿童趣，讓遊客到此一遊，猶如置身於彩虹

世界，因此在臺中市政府協助保留及規劃之下，造就了全台獨一無二的美麗藝

術公園，現今每日吸引大批人潮，特別是假日更是人車絡繹不絕，人聲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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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彩虹藝術公園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56巷

筏子溪西岸聚落景點



 

        望高寮是臺灣觀賞夜景的地點之一，位於臺中市南屯區與大肚區交界的中

臺路上，大肚山南側，倚臨王田斷崖，為地形上可俯瞰東、南、西三面的景觀

；向東可展望臺中盆地上臺中市天際線，向南可眺望大肚溪及對岸的彰化平原

，向西可遠望整個臺中港，臺中市政府在此建造觀景平台及公共服務設施，吸

引不少人前來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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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高寮景觀平台
暨夜景公園

筏子溪西岸聚落景點



 

        台中魚市場位於環中路上，離南屯交流道非常近，國道一號下南屯交流道

就會看到，這裡每天清晨進出的漁貨量，可是居中部各縣市之冠哦！原本只是

台中魚貨批發市場，自民國99年轉型為觀光休閒魚市，提供一般民眾一個休閒

及大啖海鮮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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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魚市場(哈魚碼頭)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環中路2號

開放時間    10:00~21:00

電        話     2381-1737

筏子溪西岸聚落景點



 

        老榕樹坐落在翠綠的稻田中，以美麗的身姿豎立著，往右是車水馬龍的中

彰快速道路劉厝段，居民稱為「青榕公」，並建一小祠供奉，迄今已有百餘年

歷史。榕樹周遭擁有翠綠稻田與生態溪流，田埂間還有手工石砌石頭駁崁，均

頗具特色，不妨前往一探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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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青榕公(台中金城武樹)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臺中市南屯區新鎮和路旁

 

        「中和里老榕樹」為臺中市珍貴老樹編號30號，老榕樹約 300歲，老樹根

盤方圓約 500公尺，樹高約五樓，為中和里重要地標，亦為鄉親休閒遊憩、納

涼的地方。二次大戰期間美軍轟炸臺灣時，樹蔭下成為居民挖築防空洞、躲避

轟炸的場所，讓居民躲過好幾次的劫難，里民為感念老樹陪伴村民一路走來，

樹下設有香爐供鄉民膜拜，民國95年12月立碑紀念、讓更多人了解老榕樹的故

事。           

中和里百年老榕樹 臺中市南屯區中和巷34-1號



 

        筏子溪是早期南屯先民開墾時非常重要的水源，屬都市型急流河川，發源

於台中縣大雅鄉，由北向南流經台中盆地西側，於烏日鄉注入烏溪，全長約21

 . 25 公里，現歸第三河川局所管轄。由於開發較晚，常見釣客於河流垂釣，同

時筏子溪鳥類生態豐富，大都為鷺科鳥類聚集，位於筏子東街的新生堤防設有

步道，不僅能欣賞水岸的鳥類，同時能欣賞高鐵列車奔馳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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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平台步道
臺中市南屯區筏子東街沿岸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楓樹腳溪又名南屯溪，位於臺中盆地，屬於烏溪水系，為土庫溪的支流，

發源於西屯區何厝莊，向南流經南屯區溝仔墘、犁頭店、下楓樹腳，於南屯區

、烏日區交界處匯入東側流來之土庫溪。民國84年整治楓樹腳溪， 在 2300 公

尺的溪流沿岸兩側種植楓香，93年鋪設自行車步道，現在已成為台中市賞楓的

一個重要據點，透過楓樹腳溪兩側自行車步道可以串連社區的福德廟、楓安公

園、楓樹古道、楓興宮、誠實商店及楓香公園等社區休閒景點，社區在沿線的

楓愛橋等幾座橋上，藉由彩繪及空間營造，將楓樹腳的農村景象及楓樹、溪流

連結成為一條深具特色的主題步道，是當地居民晨昏運動休閒的好地方，也是

外來民眾騎單車悠閒漫步的最佳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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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樹腳溪畔 
永春東二路、永春東三路與環中路口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中和社區裡還有一處特別的景點  - 洗衫坑，呈現著許多讓人思古幽情的情

景，居民在灌溉水圳上鋪設十餘塊洗衣石板，打造這一處「洗衫坑」，居民一

邊洗滌衣物，一邊談天話家常，互換訊息，成為庄裡的訊息傳播中心，圳溝的

水流清澈，有時還可見到大小魚游過，到了現在每日清晨5、6點以及傍晚時分

，仍有許多婦女在這裡洗衣服，是現代社會少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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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洗衫坑
臺中市南屯區中和巷37-2號附近農田邊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誠實商店原本是一間古早柑仔店「榮利商店」，民國93年由江鳳英老師重

新整理蛻變成無人看管的特色商店，沒有收銀員、沒有監視器，裡面只有一個

誠實的甕。店裡頭擺滿了社區媽媽們的手作楓皂、手工藝品及飲料、茶葉蛋及

小零嘴等，而這些貨品雖有標價，但給不給錢完全由顧客自由心證，顧客取得

物品後再自行投入相等的金額，而這些收入主要用來維持誠實商店的租金及日

常的營運。

        誠實商店的周遭環境在志工的協助整理之下，綠意盎然、紫藤花開，在燦

爛陽光照射下顯得十分浪漫。商店

外的走廊擺了幾張課桌椅，供來往

旅人及學子在此落腳休息，談天說

地，讀書歇腳，是一處難得靜謐的

小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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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商店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樂田巷2-1號

開放時間      AM9:00~PM7:00

電        話       2479-1416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店仔口是一個庄裡鄉民博感情、互相關心、互相報喜ㄟ好所在，但是現在

幾乎都沒有了，但只要提起柑仔店大家就會有訴說不完的故事，因此為了不想

讓店仔口的精神不見，中和社區發展協會透過計畫申請與執行，呈現以前店仔

口的種種情景，例如：坐著長椅寮報報喜訊、下下棋、喝喝小酒、抽糖仔等，

讓社區伙伴們勾起小時候店仔口的記憶，也一起營造庄腳柑仔店口的故事。社

區除了重新這一座懷舊的柑仔店外，在柑仔店對面圍牆也建造一座中和店仔口

ㄟ故事牆，美輪美奐、深感動人，重新呈現昔日牛埔仔的農村景象及生活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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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仔店
臺中市南屯區中和巷37-2號

筏子溪東岸聚落體驗

【中和店仔口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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