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蘭古道是近年來的熱⾨路線與話題，但是仍有許多⼭友對於路線及緣由

與故事卻不是很清楚，就讓⼤家因疫情暫時停⽌登⼭活動期間可以來分享

淡蘭古道的故事與美麗的風景。 

記得是⼤約6-7年前因⽗親剛辦完後事，晚上下班後的空閒時間較多，於

是就去永和社⼤報名參加初級電腦課程及步道⾏動教室的課程，也開啟⾃

⼰必須⾯對要操作電腦的問題及與千⾥步道的結緣開啟走入淡蘭古道的再

次探訪。 

當時談論淡蘭古道的⼭友沒有很多，⽽且所知道的⼤概就是⾦字碑古道、

草嶺古道、隆嶺古道、跑⾺古道，倒是在TONY黃的部落格上有分三段他

對淡蘭古道就他的研究及走過的路徑去敘述，多少有些可以參考，當時千

⾥步道的聖⼼、銘謙碰到我就說真好！那你就⾃投羅網來參⼀卡吧！我也

很爽快的答應了！看你們想去那⼀段我都帶你們去走！那就這半年或⼀年

內隨意你們出功課，於是就重新開始了淡蘭古道探訪！其實這些路線都是

早期分階段已造訪多次了，只是再⼀次舊地重遊！ 

⽬前官⽅公佈的淡蘭古道分北路（官道），中路（商道），南路（茶

道），其實淡蘭古道的路網很複雜也很多，學者專家⼤都是史書上看到的

歷史與記錄，願意去實地勘察印證的⼈很少，所以找到的答案都是⼀樣

的，千⾥與新北觀旅局為了讓⼤家能夠來參與活動及把淡蘭古道發揚光

⼤，所以就創造了淡蘭古道北、中、南路的故事與事實，或許讓⼭友與遊



客能立即踏入淡蘭古道的世界，但難免會誤導⼤家對淡蘭古道全貌的⼩⼩

誤解及疑問。 



說到淡蘭古道北路，⽬前的路線在早期爬⼭活動中最重要都在燦光寮⼭、

雞⺟嶺附近，路線較複雜⼭友造訪者少，當時就有陳岳前輩和楊老師及唐

⽻老師發表出來的燦光寮古道和楊廷理古道，但所走的路線和現在有所差

異，尤其在雞⺟嶺⼭區就有三種路線，燦光寮舖、黃吉祠、燦光寮12號百

年古厝、雞⺟嶺街52號礦務課基⽯、福安廟這都是必經之地，但是有⼀

說由12號是翻越南草⼭鞍部經福壽宮到太⼦宮出到雞⺟嶺37號再到52

號，就是⼭友所稱的雞⺟嶺古道，另有⼀說由燦光寮12號走到6號再連走

保線路出到慈願寺再到52號出福安廟，再來就是現在走的路線，部分與

保線路交會，這附近的古道當初多虧當地居⺠吳國賢先⽣的熱烈參與找路

問路，才有今⽇的定線。 

早期的⼭友都把南草⼭當做雞⺟嶺⼭，但是後來收到地政的測量資料及比

對舊地圖，才印證南草⼭是562峰，雞⺟嶺⼭是293峰，都是草⼭⽀稜不

同⼭頭，也同時花了3-4次⼯作天才找出雞⺟嶺⼭的⼟地調查局圖根點基

⽯，並連走⾄巫⾥岸⼭也可以走到南草⼭，從此才把這兩座⼭區分出來。 

其中黃吉祠-燦光寮12號-鐵塔-百⼆階古道-慈願寺這⼀段路花了最多次

探訪，真的感謝吳國賢⼤哥當時的熱⼼參與及拜託當地耆老帶頭找路，因

為某些路段跟我們以前走的路線不同，舊路荒廢多年⽽且不為⼭友在運⽤

真的是⼀直在砍路找路中尋覓中！也是⼀種樂趣！也正好可以充分的去了

解這裡的古道與⼭徑！ 

再來就是談到隆嶺古道了，早期東北⾓風景區管理處就委託台⼤城鄉所有

做過調查，但也都沒有善盡職責去維護及整修，後來在地的⼈進⾏產業道



路的開挖，就把隆嶺古道破壞更多，使得現況只剩產道楊家前入⼝到⽯城

仔嶺這⼀段，於是登⼭隊伍再探路經由楊家的古⽔圳路接了⼀段路到現在



的橋頭登⼭⼝，也稱之隆嶺古道溪畔段，這幾年因為淡蘭古道的熱潮才使

得東北⾓管理處辦了幾次的⼿作⼯作假期整理⽯城端的路線，但卻不定期

除草維修！真是不知道如何跟他們溝通！尤其溪畔段更是不理會，我只好

陸續以藍天隊除草基⾦委託簡先⽣去處理兩次，才得以保持現在的路況。

其實在更早之前就有帶東北⾓管理處的同仁去會勘過兩次，但是也都只是

偶⽽去除草⼀回，後來就沒⼈管了！ 

再來談⼀下⾦字碑古道，早期步道只到102公路約22K處，有⼀年來到牡

丹⾞站前的麵店吃什錦麵，那麵中⿊豬⾁的鮮甜⾄今難忘！和當地老阿伯

聊天告知我由⽵寮坑越嶺走過來，他告訴在定福慶雲宮後⽅有⼀段真正的

百年古道可以上到三灣再去接⾦字碑，且有⼀間百年的有應媽，你有興趣

可以去走⼀下，但是很久沒⼈走路況很差！草很茂密！要注意安全！知道

此消息後便回家看地圖做功課，於是展開好幾次的探訪也順便找附近有資

料的礦務課基⽯，基⽯沒找到，但古道很順利的接通到⾦字碑古道，也承

蒙新北市觀旅局後來就做了⼀段步道上到三灣102公路上，只剩⼀段較陡

峭的路線未施作，後來因應淡蘭古道的活動才再施⼯串連整段完整的⾦字

碑古道。 

真正的⼗三層就在這段古道的⼟地公邊，有⼀段古道可以走進⼗三層聚

落，他的⾨牌就是⼗三層5號、6號、出⼝可以經⼀座百年⼟地公走出到

兄弟⼟雞城，附近就是公⾞總站，續⾏可走貂⼭古道和燦光寮古道及三份

⼦古道接⽯笋古道，可惜這段古道未納如選線，觀旅局是走⾞道，⼜濱海



公路的台⾦公司的⼗三層建築遺址，其實真正是⼗八層，因觀感不佳⽽改

名稱⼗三層。 

 



 

再來就說到草嶺古道的陸軍路，陸軍路就是後期⽇本軍隊⾏軍扛砲⾞的路

線，正好與草嶺古道⼤榕樹-雄震蠻煙碑會合，避開⽯階路段走緩緩的⾃

然⼭徑，兩路線所需⾏走時間差不多，陸軍路途中可以看到11板⽯橋（⼀

般是三板橋）及粉倌遺址和古道⽀線的百年⼟地公，和⼀顆新出⼟的礦務

課基⽯很值得⼀走的路線⼜可以讓草嶺古道的遊客⼈潮分流，曾經向東北

⾓管理處建議整修，但是答案是私⼈⼟地不便開發，其實這也是預料之中



的事，經報備後本隊只好⾃⾏來個⼿作除草⼯作假期，每個⼈提供⼀個貢

寮便當，於是就開⼯了！現在的陸軍路可是優質的⾃然⼭徑，保持原貌路

符寬6尺。 

陸軍路的入⼝根據謝永潭前輩提供有看⾒⼀根倒地的界樁，可惜在他公布

後的隔周再去看就不⾒了，想必被⼈帶去做紀念了，真是可惜！這界樁可

以⾒證當時的古道重要性，就如同中坑頭的百年⽅向碑的重要性！ 

再來就該說到淡蘭古道的中路了，暖暖-暖東 峽⾕-⼤菁農場-五分⼭步

道-⼗分，此線由於部分與⾞道重疊，所以只剩⼀⼩段，就是暖東舊道-

⼗分這段，本來只有這段後來基隆市政府⼜整修荖寮坑礦區步道，可惜只

設施卻不定期除草維修任其雜草叢⽣，很多解說牌及設施都在草中，基隆

市政府該加油了！好在有當地的暖曦雞董團隊的除草志⼯長期的在暖暖週

遭⼭區除草修徑！近期⼜加碼重新整修出暖東峽⾕-⼤菁農場的百⼆階古

道及⼤菁農場-荖寮坑的溪畔古道，讓此段古道加分許多！ 

淡蘭古道中路最有爭議的就是⼗分-柑腳威惠廟這⼀段！選線真的有問

題！但是千⾥與觀旅局卻以避開公路與古道年久失修、路況不佳等理由，

於是選定了現在的路線，走過的⼈⼀定印像深刻！古道那會如此的上下陡

坡⼀段⼜⼀段，⽽且⼜做步道⽤了近2000根的圓枕⽊做階梯，下 雨天真

是⼜濕⼜滑！況且枕⽊設施⼀到使⽤年限4-5年就⼀定壞給你看！真不知

道怎麼設計的，提出建議也不受理，解釋是當地⽯材不⾜才改⽤枕⽊，其

實⼗分-平雙隧道⼝這段在2丙的兩側有舊北38的⾞道可運⽤且沿途有三



光（三功）礦坑遺址，⼟地公及分校遺址和礦區事務所遺址，這些都是很

好的當地資源，再由隧道⼝經⼤湖走保線路上到鄉界的鞍部，比起現在的

上下陡坡⾄少省1⼩時多⼜省⼒。 

近期⼜由柑腳⾚⽪崙當地⼈陳⾝榮（添丁）⼤哥帶領之下再把他們⼩時候

走的⾚⽪崙古道找出來，也把經由挵硿出到坑頭的越嶺保甲路找出來，這

段是當地⼈昔⽇出入到⼗分的重要道路。 

 

説到淡蘭古道中路就ㄧ定要提到的重點：中坑頭百年⽅向碑，可以想像百

年前就有這樣的地界指標，那是多麼重要的⼗字路⼝！ 



中坑頭百年⽅向碑：⼤正元年八⽉五⽇、南闊瀨⾏、北頂雙溪⾏、⻄⽯碇

⾏。研判另⼀向就是泰平，經實地探訪由枋⼭坑-中坑頭-北豹廚⼭腰-黃

德公-柑腳⼭⼭腰古道-風⼝鞍部，這⼀路走來幾乎都很平緩，且路符⼤

致上約6尺寬，這正符合昔⽇古道的樣貌，可惜柑腳⼭⼭腰古道雖經藍天

隊除草基⾦委外三度除草及沿途倒⽊鋸除清理，已是很優質的⾃然⼭徑！

但是觀旅局卻不願加設指標讓⼭友多樣選擇，真的很可惜！ 



崩⼭坑古道號稱是觀旅局與千⾥步道合作，全程以⼿作⽅式完成的古道，

但是後續定期除草誰要做？⽬前好像是料⾓坑當地的陳先⽣多次⾃⼰主動

付出去除草，早期崩⼭坑還有住2⼾，入⼝進去不遠尚有好幾區和中坑古

道⼀樣美美的梯⽥草原，後來都沒住⼾，路況也就稍差沿途草長掩徑，古

道沿溪緩緩上升，到了四叉路⼝的⼤埤嶺（鞍）是必經且⼀定會休息的地

⽅，本來此地有2-3棵⼤松樹，但約20多年前的松材線蟲染疫就陸續枯死

了，曾有⼀陣⼦是草長掩徑，腰繞經柑腳⼭登⼭⼝，再續腰繞即到五叉路

⼝的風⼝鞍部，越嶺下去就屬泰平轄區的料⾓坑，另有叉路下保成坑，向

⻄⾏就是柑腳⼭⼭腰古道出北42到坪林闊瀨或到中坑頭鞍部，崩⼭坑古

道是柑腳-泰平的越嶺保甲路古道，以風⼝鞍部為界⼀邊崩⼭坑，⼀邊料

⾓坑，這也是當年所說的辭職嶺，因為柑腳在5-60年代就有公路局公⾞

在營運，當時雙泰公路未開通，所以合理解釋老師是搭公⾞到柑腳再走古

道到泰平國⼩就職，⾄於雙泰公路的⼤樟嶺也正名了也並⽤辭職嶺。 

中坑古道是⽬前最熱⾨的路線之⼀，也是北部⼭區難得⼀⾒最⼤區的梯⽥

草原，這也要感謝那些很努⼒吃草的⽔⽜！再加上觀旅局建構⼀座仿古⽯

橋是很有創意的設計！草原上的青蛙⽯栩栩如⽣！張家古厝更是休息打卡

的好地⽅！ 

⼗多年前初探訪中坑古道真的花費很多⼼⼒，因此⼭區除了有⼈放牧⽔⽜

外根本已荒廢近20-30年，前後花費5-6個⼯作天才順利達陣，也連走相



關的內盤⼭坑古道，此區共找到三座百年⽯造⼟地公，近期⼜在陳⼤哥的

陪同下探訪了中坑的⼤夯瀑布，中坑古道真的值得ㄧ走再走！ 

枋⼭坑古道也是值得⼀提的，中坑頭⽅向碑的南闊瀨⾏指的闊瀨村早期保

括了⼩粗坑、楣⼦寮、闊瀨、枋⼭坑、豹⼦廚、柑腳坑、中⼼崙等聚落，

後來改制才納入漁光村，⽬前枋⼭坑古道入⼝有⼀座很美的雙扇蕨意像指

標，中途有⼀段特殊⼯法是針對崩地的問題去施作的⼯程，很值得給施⼯

單位拍拍⼿⿎勵！當年也是花了2-3個⼯作天才串連走通，走到2號林宅

他們還笑說你們真厲害竟然能走通，那古道已荒廢20多年了！崩毀的很

多，真不簡單！中途在2號林家也順利找到枋⼭坑崙的礦務課基⽯，林老

先⽣很訝異竟然外地⼈也知道他們菜園上的那顆基⽯！枋⼭坑古道同時也

是通往平溪火燒寮的重要古道分叉路。 



北勢溪越嶺古道是早期登⼭隊的夏季熱⾨路線，由坪林坐當地茶農的⾞到

闊瀨國⼩起登，闊瀨國⼩吊橋-闊瀨11號-鷺鶿岫-⿊龍潭-三⽔潭（雙⽔

潭）在此分兩路，⼀邊往灣潭，⼀邊往虎豹潭，當時沒有多孔橋，所以⼤

多都是連走灣潭，張家莊是後來才營業的，⼭友⼤多走灣潭午餐，下午才

經由越嶺古道到坪溪再越嶺出⼩澳慶天宮走到外澳坐火⾞，後來柑腳坑-

中⼼崙的⾞道開好了，⼭友就由坪林直接坐⾞到張家莊起登，那就更輕鬆

⼀點了，有⼀陣⼦北勢溪古道沒落了，主因是交通不⽅便加上公所沒有在

古道定期除草，往往草長難走，尤其風災後⼜更難走，漸漸的古道就慢慢

荒廢了！ 

北勢溪沿岸的多孔橋是坪林-雙溪交界的特⾊橋樑！很有特⾊！ 

說到柑腳⼟地公⼭的泰發炭窯本來已荒廢多年，早期跟公所建議除草整

修，回說私⼈⼟地不便處理加上沒經費所以不整修，好加在受淡蘭古道之

惠，新北觀旅局出⾯才有辦法整修成現在美美的拍照景點，這裡真的要給

新北市觀旅局拍拍⼿ 加油！ 

現正很受歡迎的北勢溪古道及灣潭古道這兩段古道最先是由泰平⾥長與社

區⺠眾⼀同爭取經費，以⼿作⾃然⼯法去整修的古道，記得當年在壽⼭宮

廟埕與簡老伯閒聊，他還叫我ㄧ定要再去走⼀回，這是他們⽤⼈⼯鋤頭⼑

鋸慢慢整修出來的，保證好走！好美！其中灣潭古道最離譜！你走過會發

現有近⼀公⾥是類似公園鋪⾯的設施，那是現在的⾥長去申請⽔源回饋⾦



所做的觀光步道，好在經熱⼼⼭友檢舉破壞古道，前後做⼆期後才停⽌，

否則整段灣潭古道就變成⼩⾞道了，⾥長的理由是灣潭古道⼭區有好幾⼾

出入不便，他才會去爭取要開發，也好在沒再開發產道，也保留住灣潭古

道⾃然風景！ 

灣潭-坪溪這段古道因⾞道開通後分成兩段，也曾經荒廢⼀陣⼦，後來花

了⼆個⼯作天才重新開通，其間再委外除草過⼀回，後期才由觀旅局接⼿

但是只做⼀段，#37-烏⼭54號這段，⾄於⾥長家-⽥螺⼭露營區-#38電

桿，這段就沒整理走⾞道。 

坪溪古道是今年最夯的路線之⼀，入⼝的老夫妻沒想到淡蘭古道的效應帶

來的商機讓他們每天都笑哈哈！此段古道是早期軍⽅協助伐⽊載運⽊材的

卡⾞路，由⿔⼭（梗枋）-蛇⼦崙（觀景平台）-坪溪-出⽔仔（坪溪⼝三

叉路⼝）-網形到灣潭，伐⽊後也有造林，⽬前走的烏⼭54號-62號這段

的柳杉林蔭⼤道即是，坪溪的⽔路平緩⼜不濕滑，是夏⽇戲⽔健⾏的最佳

景點路線，早期的外澳越嶺都是經由象寮（匠寮）古道下到綠⾊鐵橋-⼭

豬湖⼟地公（明湖⼟地公）下⼩澳慶天宮再走到外澳⾞站，在慶天宮出⼝

⽬前還⼜⼀個烏⼭越嶺古道的指標牌，說明古早⼈走的路線，現在走的⽯

空古道本來的⼭林⼩徑是因接天宮闢建太和⼭步道才⼜開挖的路線，90

年代⽯空古道社區營造有整理過就到⽯空聚落⾥長家⼩0⾏經黃⾦⼟地公

回五叉路⼝。太和⼭步道⼜把⽯空古道截斷，所以現在就⼜漏掉古厝地及

⾦頂接天宮的古道，茂草屋也改建過，過溪處開挖建了圓孔橋，景⾊也改

變了。 



 



 



 

其實真正烏⼭古道是由坪溪-出⽔仔-烏⼭-溪尾寮-壽⼭宮，不是現在走

的烏⼭越嶺道-灣潭-北勢溪古道-料⾓坑-壽⼭宮，古早⼈沒必要繞遠路

來到壽⼭宮。 

早期雙泰公路未全線開通，壽⼭宮-烏⼭王⺟娘娘廟這段因溪尾寮的橋未

做好都是沿著⼩⼭徑⽽⾏，最記得泰平國⼩-烏⼭王⺟娘娘廟的電線桿正



好1-100號。⼤家樂時王⺟娘娘廟就有遊覽⾞由⼤溪開進來進香，還有⼩

朋友起乩畫明牌，當年公路兩頭已開通卻留⼀段幾百公尺的⼟徑未鋪柏

油，好奇問⼯⼈為何不把它完成？得到的答案是今年ㄧ次做完，明年就沒

事可做了！下回才有預算可編。 

說到淡蘭古道就⼀定要提到泰平（⼤平、⼤坪），那真是⼀處桃花源，是

登⼭者的天堂，⼭徑、古道、保甲路、古厝地、古橋、⽯造百年⼟地公、

有應公、美美的溪⽔、訴說不完的美景與故事！ 

其實淡蘭古道沒提到汐⽌（⽔返腳）很奇怪，有瑞芳、暖暖、松⼭（錫

⼝），說到汐⽌就會聯想到火燒寮、東勢格、嶺腳寮、⽟桂嶺、這些地⽅

如何出入到汐⽌的古道，甚⽽北勢溪出到坪林，或是北宜古道-湖桶古

道，坪林-樹梅嶺-⽯碇的古道，或許這些都是定線上的困擾！ 



淡蘭古道南路的定線某些路段感覺不理想，尤其⼤格⾨-獵狸尖-黃櫸⽪

寮保線路-黃櫸⽪寮，正確應該是⼤格⾨-粗窟-灣潭-黃櫸⽪寮，或是獵

狸尖走⼭腰-崩⼭坑-烏窟⼦-⽔柳腳保甲路-⽔柳腳⼟地公。 

淡蘭古道南路最神奇的就是四堵古道（北宜公路舊道）！這段古道只有在

某⼀天與碧湖9號梁老先⽣聊天問路時曾經提過，他說年輕時有待過林務

局林班巡護員，四堵-⼭林周遭他都瞭若指掌！任考不倒！多年前曾經很

瘋狂去台電保線所要了幾張四堵北宜公路兩側的鐵塔保線路維修路線圖，

⼤伙花了近半年把附近⼭頭及保線路相串連的路都走上ㄧ回，也真的很過

癮！其間登四堵⼭時就有發現某段的保線路ㄧ定是古道不是單純的造林

路，也根本沒想到會是北宜公路的舊道，直到有⼀天千⾥步道的同仁告知

他們和觀旅局賴股長等⼈花了6-7次有把四堵古道找出來，有沒有興趣來

看看！我也很懷疑那附近會有漏網沒走到的路，當然要去看看！約了⼀天

去探訪，那知道根本是重新再找路探路！他們走過也沒認真砍，加上沒綁

路條，⽽且某些路段是不確定的，⼤家⼀起就概略走了⼀半，那當然是不

⽢願，於是前後⼜再去了3-4次的探訪及修正路線才把它完整走過⼀遍。 

四堵苗圃-⽯牌公園這段路也有故事可說，本來林務局在此段路建構了跑

⾺古道南線，延伸現有跑⾺古道的路線來到四堵苗圃，此段古道剛整修好

也是風光⼀下⼦，但是好景不長久，過了幾年林務局竟然放棄不維修任其

荒廢，曾經多次建議也不理會！好在有淡蘭古道南路的規劃林務局同意讓

新北市觀旅局重新借道修整現在的路線，四堵苗圃也是跑⾺古道的分界 



 

點，除了現在整修的路線另有⼀段是早期居⺠走的越嶺古道，走溪畔到碧

湖9號梁家，也就是會經過那美美的⼩雙溪⼝，⼜梁家的菜園有⼀座台電

的吊橋，那是因為保線路經過梁家有時鐵⾨會關閉不⽅便出入維修鐵塔，

要求台電做⼀吊橋⽅便⼯作，⽽且那符近都是梁家的地租給台電做鐵塔。 



 

淡蘭古道路線說明： 

⼭友來電希望告知淡蘭古道百年⼭徑的北，中，南路及連絡道的路線及所

需時間，那我就慢慢把它說⼀回，北路分⼆線，瑞芳~瑞柑新村~苧⼦潭⼟

地公~琉榔古道~九份國⼩~福⼭宮~四坑⼟地公採⾦古道~樹梅坪觀景台~草

⼭戰備道~貂⼭古道⾦⼭福德宮~燦光寮古道~黄吉祠~燦光寮12號~百⼆階~

慈願寺~雞⺟嶺街~福安廟~打鐵寮⽂秀坑站~丹裡~澳底~鹽寮~福隆~隆嶺古

道~⽯城。 



瑞芳~蛇⼦崙~三也磅空~侯硐~⾦字碑古道~定福慶雲宮(有連絡道經⼗三層

~燦光寮古道)~牡丹~頂坪~雙溪三忠廟~⿂⾏道路~保⺠殿~貢寮⾞站~德⼼

宮~遠望坑親⽔公園~草嶺古道(也可走陸軍路)~雄鎮蠻煙碑~虎字碑~⼤⾥

天公廟~⼤⾥⾞站。 

中路：暖東峽⾕~⼤菁農場~暖東舊道~五分⼭步道~新平溪煤礦~南⼭社區

千階嶺步道~平湖⻄步道~平湖東步道~⼤坑⼭~下內平林⼭~⼟地公⼭~柑脚

威恵廟~崩⼭坑古道~料⾓坑泰平國⼩~北勢溪古道~三⽔潭~張家莊~灣潭古

道~灣潭~坪溪⼝~坪溪古道~⽯空古道~外澳⾞站。 

中路連絡道：威惠廟~中坑古道~中坑頭⽅向碑，⼟地公~枋⼭坑古道~闊瀨

~闊濑古道~⿊龍潭~三⽔潭。 

南路：六張犁麟光站~富陽公園~軍功⼭~⼟地公嶺~糶米古道~妙⾼台~樹梅

古道~倒照湖~草地尾~深坑老街~楓⼦林~雙溪⼝淡蘭吊橋~⽯碇~⿃塗窟~四

分⼦古道~⼤格⾨~獵狸尖~黄櫸⽪寮~渡南橋~⼤林⾃⾏⾞道~下⽯槽~清雲

橋~⽯槽派出所~保線路~三分⼦~碧湖橋~碧湖宮~四堵古道(北宜公路舊

道)~⼭林~四堵苗圃~⽯牌公園~跑⾺古道~礁溪。 

淡蘭古道百年⼭徑除了北，中，南，尚有許多⽀線與連絡道：象(匠)寮古

道，梗枋古道，⼤溪川古道，烏⼭古道，溪尾寮古道，芊蓁坑古道，三⽅

向⼭古道，丁蘭⾕古道，⼤樟嶺古道，保成坑古道，憨仔坑古道，中坑頭

⽅向碑之⻄⽯碇，枋⼭坑~⼩粗坑坑頭~乾溪坑頭~南⼭寺~⼤粗坑護管所~

磨⽯坑~豐⽥~九寮埔~⽯碇，北勢溪濶濑~⼩粗坑~⼤舌湖~粗⽯斛~虎寮潭~



北勢溪⾃⾏⾞道~坪林，宜蘭頭城福德坑~吉祥寺~四堵戰備道~北宜古道~

胡桶古道~虎寮潭可接⽔路出坪林，⼭路經⼤粗坑出⽯碇，其他尚

有。。。 

淡蘭古道中路有好幾段忘記提出，雙溪~⼗分的越嶺古道尚有⽵寮坑~新路

尾~三貂嶺，艋舺崙~新路尾~⿂寮~幼坑，後番⼦坑~平湖~⼗分，⾚⽪崙~

灰窯出望古，盤⼭坑~⽯空古道~慶和出⼤湖或經灰窯到望古，盤⼭坑~火

燒寮~東勢格~嶺脚或平溪，枋⼭坑~火燒寮~東勢格~⽟桂嶺~永定~紙寮坑~

鹿窟~汐⽌，。。。 

2018淡蘭古道路線說明： 

分享淡蘭古道百年⼭徑路線:依千⾥步道與新北觀旅局規劃慨略分成北中

南三線及⼀些⽀線，構成淡蘭路網。 

北線之⼀: 瑞芳~蛇⼦形~苧⼦潭~琉榔路古道~⼤竿林~九份國⼩~福⼭宮~採

⾦古道~樹梅坪~百⼆階古道~⾦⼭福德宮~燦光寮古道~黃吉祠~雞⺟嶺古道

~福安廟~打鐵寮~丹⾥~澳底~鹽寮~福隆~隆嶺古道(草嶺隧道)~⽯城。 

                                        

北線之⼆: 瑞芳~蛇⼦形~⼤粗坑~⾦⼦碑古道~定福慶雲宮~牡丹~頂坪~雙溪

~⿂⾏~公館~貢寮~德⼼宮~遠望坑~草嶺古道~⼤⾥天公廟。北線1~2之間有

經⼗三層保甲路~⼗三層⽔壩相串連。 

                                                                      

中線：暖暖~暖東峽⾕~暖東古道(⼗分古道)~⼗分~南⼭坪千階嶺步道~平

湖⻄步道~下停⾞場在上~平湖東步道~⼤坑⼭~下內平林⼭(⾚⽪崙)~下平



溪~雙溪區界~⼟地公⼭~柑腳威惠廟~崩⼭坑古道~料腳坑~泰平~北勢溪古

道~三⽔潭~灣潭古道~灣潭~坪溪⼝~坪溪烏⼭62號~坪溪古道~⽯空古道~

外澳。  

                                                                                 

南線：六張犁~富陽公園~中埔⼭~⼟地公嶺~倒照湖古道，草地尾~萬順寮~

深坑~八分寮~雙溪⼝~⽯碇~烏塗窟~四分⼦~⼤格⾨~獵狸尖~黃櫸⽪寮保線

路~黃櫸⽪寮~渡南橋~⼤林⾃⾏⾞道~⽯槽~保線路~碧湖橋~四堵古道~⽯牌

公園~跑⾺古道~礁溪。                                                              

其他⺠間版有：頭城~福德坑~九股⼭~北宜古道~湖桶古道~虎寮潭~⼤粗坑

~⽯碇⼤崙~崩⼭⼤崙~⽯碇。或湖桶經東坑出坪林。坪林~⽔柳腳~崩⼭坑~

樹梅嶺~豐⽥出⽯碇。令北勢溪亦可由三⽔潭~闊瀨~⼩粗坑~⼤舌湖~虎寮

潭。泰平~料腳坑~中坑頭~火燒寮~東勢格~嶺腳~草濫~汐⽌，或東勢格~⽟

桂嶺~⼤溪墘~鹿窟~⽔源頭~汐⽌。還有。。。 

泰平附近除了⽯空古道出外澳，尚有匠寮古道通⼩澳慶天宮，梗枋古道通

⿔⼭，烏⼭古道出⼤溪川古道，竿蓁坑經尪⼦嶺出⼤溪。 

明年我⼜幫古哥設計了⼀條淡蘭古道北中南百⾥越野。瑞芳~蛇⼦形~苧⼦

潭~九份~樹梅坪~⾦⼭福德宮~燦光寮古道~雞⺟嶺古道~打鐵寮~澳底~鹽寮

~福隆~草嶺隧道~⽯城嶺~福隆⼭~桶盤堀尖~草嶺古道~遠望坑~貢寮~雙溪~

牡丹~⾦字碑古道~侯硐~中坑古道~五分療~五分⼭~⼗分古道~⼗分~平湖~

⼟地公⼭~柑腳威惠廟~崩⼭坑古道~泰平~北勢溪古道~三⽔潭~灣潭~坪溪~

⽯空~外澳~接天宮後⼭產道~宜3~猴洞溪~跑⾺古道~⽯牌~四堵古道~⽯槽~



⼤林~黃櫸⽪寮~獵狸尖~⼤格⾨~四分⼦~烏塗窟~⽯碇~雙溪⼝~深坑~草地

尾~倒照湖~⼟地公嶺~中埔⼭~麟光站。 

平湖森林遊樂區由來： 

就我所知來說⼀下平湖森林遊樂區的由來，1989年左右當時沒有2丙，連

北38都正在串連開通中，由當時的台北縣農業局補助平溪鄉公所公共造

產打造成⼩溪頭的概念，開發坑頭~番⼦坑~⼤坑共177甲，⼀開始命名坑

頭森林遊樂區後來成平湖森林遊樂區，當時有設置東，⻄主線及東⼀，

⼆，三及⻄⼀，⼆，三⽀線及五座涼亭和廁所及收費站和停⾞塲，後因陸

續經费不⾜再加上平溪公所沒經费及⼈⼿去經營⽽不了了之，也沒有開幕

過，隔了幾年⼜花了不少經费整理環⼭⾞道及兩側的步道設施，⼜隔幾年

同時⼤量花岡岩步道產⽣，同期尚有五分⼭，薯榔尖，⽯筍尖，平湖東步

道同時也開挖設置，那知隔年颱風⼤雨，東⼀，⼆，三⽀線全毁，接著就

荒廢⼀陣⼦，⼜隔幾年⼜陸續投入⼩部份設施及涼亭平台的整修，我才會

在東，⻄步道交會⼝看到第⼆，第三，第四，第五代的平台或凉 

，近年東步道才列管並設指標，⻄步道因都是原有⼿⼯設置没被破壞只有

草長掩徑，⽀線更荒廢，接著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