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本  土土  教教  育育  文文  化化  探探  察察  』』  

民族國中－社會領域地理實察活動 

 

 實察人員：鄒錦華、劉秋霞、洪淑潤、吳麗琴、姚秀冠、李慧莉、張美姬 

 領域主席、成果編輯：鄒錦華 老師 

 領隊、導覽：王勝雄 老師 

 資料、圖片蒐集：李忠霖 老師 

 



一、壽山位置示意圖 

 

 

 

 

 

 

 

 

 

 

 

 

二、地理實察行程表 

三、地理

實察路線

圖 

 

 

 

1：00～1：10 龍泉寺報到、活動說明 

1：10～2：50 四欉榕→盤榕→皇帝殿→山電九 

2：50～3：20 休息、對話 

3：20～4：50 山電九→蓮花洞→中心亭→木板棧道→下山 

4：50～5：00 賦歸 
山山電電九九  



 

 

 

 

 

 

 

 

 

 

四、壽山基本簡介 

    壽山，俗稱柴山，是一座位於台灣高雄市西南濱海的山，也是高雄市臨海的天然屏障。

其地質屬隆起珊瑚礁石灰岩，天然岩洞甚多。山上有壽山公園、龍泉寺、千光寺、法興寺、

元亨寺、忠烈祠、動物園等觀光景點。 

    柴山不但是高雄市的天然地標，也是高雄市市民遊憩、登山、從事自然觀察、人文等活

動的好去處。柴山南邊在日治時代即開發為壽山公園，柴山北邊則因為長期的軍事管制，保

存完整而獨特的生態體系，台灣獼猴更是柴山具代表性的野生動物，1989年台灣軍方逐漸解

除柴山管制的範圍後，高雄市政府於 1998年鋪設木棧道，柴山更成為假日熱門去處，自然的

林相也被稱為高雄市的都市之肺。 

五、壽山之名探察 

 

 

 

 

 

龍龍泉泉寺寺  

四四欉欉榕榕  

中中心心亭亭  

盤盤榕榕  

蓮蓮花花洞洞  



 

1.峙山：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中流求國的一座山，有一說是指高雄壽山。 

2.打狗山、高雄山：明朝末年海盜經常橫行於高雄沿海一帶，當時柴山的平埔族原住民在住

家周圍栽種刺竹以防禦盜匪的入侵，而平埔族的竹林的語音為 Takao，和閩南語的打狗讀音

相似所以該族被漢人稱為打狗社，山名就稱為打狗山。日治後此名亦成為官方名稱，直到 1920

年打狗改為高雄街，總督府遂於 1921 年頒布命令，將打狗山更名為高雄山。 

3.壽山：更名高雄山不久，1923 年裕仁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赴臺遊覽，臺灣總督府於

山下興建貴賓館供其駐驆。因時逢其壽誕，故將該館稱以壽山館、高雄山也一併再次更名為

壽山。 

4.萬壽山：直到戰後民國 57 年（1968 年）止，壽山一名已使用 40 餘年。唯當時的臺灣省民

政廳廳長陳武璋為了替總統蔣中正祝壽，建請將壽山改稱萬壽山，同時將愛河改稱仁愛河。

1991 年，高雄市議會方提案恢復為兩者舊稱。 

5.柴山：柴山是官方名稱外，另一個為眾所悉的別稱。其成為附近樵夫砍柴來源歷時久遠，

早期還有荷蘭人從打狗運薪材到熱蘭遮城，因此被稱為柴山。 

6.打鼓山或鼓山：清代民間著述多為土譯「打狗」，官撰地誌則多用「打鼓」雅譯。一說是打

狗港口內有時巨石崩落，行船經過時相當危險，因此當船隻經過大石崩塌處時，船上水手需

要打鼓以求神明保佑，因此稱之為「打鼓山」，後來則簡化為「鼓山」。 

7.埋金山：相傳 1565 年間橫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海盜林道乾，被明朝都督俞大猷追緝而逃

到臺灣，相傳林道乾敗逃時，把十八籃半的銀錢埋在打狗山上。 

8.麒麟山：真正的由來現在已經不可考證，只有民間傳說流傳下來，說早期山上有住著一隻

麒麟，而山上的野生動物獼猴、山羌都聽候其號令，或有一說山的外形就像隻麒麟。 

9.猴山：山岩多台灣獼猴，17 世紀時，荷蘭人所繪製的台灣地圖上，即將柴山寫成「Apen 

Berg」，意即「猴山」。 

10.高砂：日本人舊稱其高砂，或作塔伽沙古，同樣源自於打狗社之名。 

六、壽山地形氣候 

1. 地理位置 

    柴山位於台灣南部高雄市西南濱海，縱貫鼓山區全區，南北長約 5.5 公里，東西寬約 2.5

公里，面積約 1,200 公頃，最高海拔約三百五、六十公尺，北起左營的桃子園地區，屏障台

灣海峽，向南延伸至西子灣海岸，和旗津的旗后山共扼高雄港，早期居民曾以「旗鼓相當」

來形容此二座山，其中「鼓」指的也就是柴山，其中「旗」指的則是旗后山。 

2. 氣候 

    柴山為隆起的珊瑚礁地形，地處台灣南部，氣候屬於熱帶，平均年均溫約為攝氏 25.1 度，

最低為 1 月時的攝氏 19.1 度，最高則為 8 月的攝氏 29.1 度。平均年降雨量為 1748.6 公釐，

降雨主要集中在 6 月至 10 月之間。 

3. 地形結構 

    柴山的地質以珊瑚礁石灰岩地形為主，是海底上升為陸地的證據。從下到上大致分為「古

亭坑層」、「高雄石灰岩」、「崎腳層」、「壽山石灰岩」、「現代沖積及崩積層」五個地層，其中

古坑亭層和高雄石灰岩為構成柴山的主體。古亭坑層約在一百八十萬至三百萬年前形成，位



於柴山底部，以青灰色泥岩為主，含有孔蟲及石灰藻的化石。高雄石灰岩是大量的珊瑚、藻

類、有孔蟲及貝類等的殘存硬殼，堆積後膠結形成的岩層，它覆蓋在古亭坑層上。後來因為

陸地上升及侵蝕作用，帶來大量泥沙，在原有的石灰岩上逐漸形成崎腳層，以深灰色泥岩為

主，還夾有數層黃棕色鬆散砂岩。崎腳層沉積之後，這裡的岩層受到擠壓，發生了一連串的

隆起、褶皺、斷層等地質演變，崩落的岩塊堆積在東南部，形成壽山石灰岩，以疏鬆的珊瑚

石灰岩塊為主。後來由於侵蝕及崩塌作用，在壽山東邊形成以沙、黏土為主的沖積平原，就

是現代的沖積與崩積層。 

 

 

 

 

 

 

 

七、壽山生態環境 

1. 北柴山植群 

    根據高雄市所做的柴山植群調查，依土壤北柴山區域目前分佈狀況，此一區域內植群約

分成三大類：珊瑚礁地、土壤發育深厚地以及初期開墾地。此一區域的原生植被多為次生林，

但在初期開墾區域內居民所栽種留下的植物則可發現龍眼及檳榔等經濟作物及防禦用的刺

竹。 

    珊瑚礁地：在珊瑚礁地的森林的冠層主要由龍眼、粗糠柴、恆春厚殼樹、黃連木、克蘭

樹等植物所構成。其冠層之下第二層則是由翼核木、山豬枷、小葉朴和白肉榕等所構成，而

刺灌木叢則有腺果藤、烏柑仔等。 

    土壤發育深厚地：在此類土壤生長之森林以次生林為主，較早期的次生林主要是由構樹、

血桐及蟲屎所形成，而較晚期的次生林則是由咬人狗、稜果榕、嶺南白蓮茶及榕樹所構成。 

    初期開墾地：在初期開墾地中，主要遺留物種為早期居民所種植的龍眼、荔枝及檳榔，

在此一區域中也可見自生的次生植物如、稜果榕、咬人狗、刺竹、綠竹及麻竹等。 

2. 中柴山植被 

    中柴山地區的植被則多為日治時期所栽植的保安林地或是次生演替的森林，主要以銀合

歡及豆科的相思樹構成，由於初期的因柴薪需求的濫墾，目前有原生植被已相當少見。殘餘

的原生植被次生林則是以血桐、構樹為為主。 

3. 南柴山地區 



    南柴山地區因近中山大學校園、壽山動物園及西子灣，人為開發較其他區域為多，目前

以次生植被為主。 

4. 哺乳類動物 

 

 

 

 

 

 

 

 

 

    柴山地區的野生哺乳類動物以台灣獼猴最有名，除猴岩外亦分散在柴山的各處樹林中，

其他常見的動物尚有赤腹松鼠、山羌、白鼻心及穿山甲。其中山羌和台灣獼猴目前被列為保

育類動物。 

5. 鳥類 

    柴山西北岸臨海、東南邊以鼓山路和都會區所隔絕，形成絕佳之生物庇護所，水鳥與山

鳥均有，其中百分之七十為留鳥，其他為候鳥或過境鳥。而 106 種鳥類中有 25 種列屬珍稀

保育類野生動物，台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的鳥類有 21 種，目前優勢鳥種是畫眉科的鳥類，如

台灣畫眉、小彎嘴、繡眼畫眉、山紅頭等，而畫眉科的 4 種畫眉都是台灣特有亞種，也是本

區極普遍的鳥類。而西子灣位於旗津半島和柴山之海域港口間，過境期間常有海鷗、燕鷗等

鳥類過境，也是高雄地區海鳥分布較密集的地點。 

6. 爬蟲類 

常見的有的蠍虎、斯文豪氏攀木蜥蜴、臺灣草蜥、長尾南蜥、台灣滑蜥，而保育類則有臺灣

草蜥、蓬萊草蜥、台灣滑蜥、眼鏡蛇、雨傘節、龜殼花。 

7. 蝶類 

在柴山可以發現包括有琉璃小灰蝶、黃裳鳳蝶、紅紋鳳蝶、玉帶鳳蝶、綠斑鳳蝶、小紫斑蝶、

黃帶枯葉蝶等共五十餘種不同的蝶類。在過去，柴山有大量的蝴蝶幼蟲食草及蜜源植物馬兜

鈴，但由於近年來登山民眾濫採馬兜鈴，導致柴山地區蝴蝶數量銳減。2005 年時的柴山祭主

角，保育人士以黃裳鳳蝶與蔓藤馬兜鈴為柴山代言物種，以突顯柴山物種危機。 

 

七、壽山文化探訪 

1. 歷史變遷 

    距今 2000 年前，就已出現人類活動的痕跡。在 16 世紀荷蘭人進入此地之前，馬卡道族

在此聚居，他們種植刺竹作為圍籬，以防禦海盜入侵。刺竹圍籬的馬卡道語「Takao」，音近



「打狗」，成為高雄最初的地名。 17 世紀明鄭軍隊入主臺灣，實施屯墾制度，本區為鄭軍屯

墾地區之一。時至 18 世紀，清帝國取代鄭氏統治臺灣，本區隸屬鳳山縣，同時為縣治所在地

（即今左營舊城）。 

時至清中葉，清廷開放臺灣港口對外通商，西方列強之一：英國，來到本區成立領事館

及領事官邸。另一方面，為了日漸繁忙的海上交通，於旗後山上興建燈塔，時至牡丹社事件，

迫使清廷正視臺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於是因應措施之一，便是在旗後山上興建砲台。 清代

時期，此區商業興旺、人文薈萃，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將打狗山改稱壽山，而全臺第

一座水泥工場淺野水泥株式會社，曾在此成立、採礦製水泥。戰後，國防部將壽山列為管制

區，意外保留豐富生態，水泥業則自民國 81 年起陸續結束營業後，逐漸讓區域內生態恢復。 

2. 龍泉寺 

  龍泉寺傳說建于乾隆 9 年，亦為經元大師所建，今遺址為 1923 年所重建， 原本建筑為

茅舍，之后改為瓦房，殿后為柴山，殿左邊有功德堂，左前方為袓堂，殿右則有舍利殿，再

往右則為龍泉，也就是龍目井，龍泉寺即以此為名。 

3. 壽山動物園 

  壽山動物園占地 50 余公頃，最早于 1978 年 7 月 1 日成立于柴山西麓西子灣，名為「西

子灣動物園」。1980 年時，由于高雄市政府爭取中山大學在高雄市復校，將西子灣風景區變

更為校地，因此另于柴山東南角現址設立新動物園區，并于 1981 年 7 月 28 日開始動工，1986

年 5 月時園區內全部設施竣工，6 月 15 日正式對外開放參觀，園內有各類大型哺乳動物、爬

蟲類，鳥類等。另外動物園內還有一面臺灣地區目前最大的馬賽克壁畫。 

4.. 軍事要塞 

    柴山由於地理位置特殊，自明鄭時期開始便已是軍事重地。清領時期也因為防禦所需，

在柴山南端的雄鎮北門上興建砲台，而在日治時期，日治政府除軍事設施如碉堡及防空壕外，

在柴山的開發則是以遊憩為主，包括壽山公園、西子灣海水浴場以及神社（今忠烈祠）。 

    1941 年（昭和十六年）時，日本開始將台灣當作南進的基地，這也使柴山的軍事功能在

更進一步被強化，現在的高雄港即是為因應南進而擴建，而另一邊的萬丹港則成為後來轉為

軍事用途的左營軍港，這也使得柴山旁的桃子園聚落因此被迫遷村。當時柴山的軍事管制範

圍包括神社以北的區域，管制區內禁止繪圖攝影，也進一步確立了柴山的軍事地位。在九一

八事變之後，柴山更進一步要塞化，現在的西子灣隧道（也被稱為壽山洞），即是為軍事用途

而建[51]。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柴山區域更長期被列為軍事管制區，整個柴山近三分之二面

積都屬於管制區，且南、北、東三個山區出入口皆由軍方管制，直到 1989 年之後，柴山縮減

軍事管制區後才開始部分開放。但 1996 年時台灣國防部因政商壓力再度縮小柴山管制面積，

目前管制區僅佔 693.54 公頃。 

5.管制區內的柴山部落 

    管制區內有一柴山部落，位於柴山西側靠海側，早期的居民聚落為西拉雅族，清領時期

時開始有漢人移居於此，當時的柴山莊隸屬鳳山縣，是柴山上唯一的聚落，居民多姓麥。1818

年（清嘉慶二十三年），柴山莊出了一位武舉人—麥朝清[52]，一時傳為美談。但後來柴山部落

劃歸軍區，因此外人無法進入。早期部落莊居民多以捕魚為生，賣柴為副。他們的柴多是以

枯枝及老樹為主，並往山下的左營、鼓山、旗津等地區販賣，而因為相思木易燃，龍眼柴耐

火，故柴山居民所販售的柴也被稱作「狀元柴」。柴山的柴在梁啟超所作的「台灣竹枝詞」[53]

裡曾如此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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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9%93%E7%8B%97%E5%B1%B1#cite_note-51#cite_note-5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8%B2%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8B%89%E9%9B%85%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8%8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4%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E%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9%93%E7%8B%97%E5%B1%B1#cite_note-52#cite_note-5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7%87%9F%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C%93%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97%E6%B4%A5%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99%E7%9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90%AF%E8%B6%8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9%93%E7%8B%97%E5%B1%B1#cite_note-53#cite_note-5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9%93%E7%8B%97%E5%B1%B1#cite_note-53#cite_note-53


「 手跨柴刀入柴山，柴心未斷做柴攀；  

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離樹何時還。 

相思樹下說相思，情葉情根深似伊； 

樹頭能得相思子，問子相思知不知？ 」 

 

八、壽山環保議題 

1. 台泥礦區及後續開發計劃 

    1907 年，柴山因過度砍伐被日治政府列為保安林地，禁止伐林，為台灣第一個保安林地，

並開始大批種植相思樹，然後讓其自然演替。但是當時仍需柴薪，故僅開放西側桃源里仍允

許砍柴賣柴，但須負責在該處種林。但 1910 年 5 月時，「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在台北府前街

設立台北出張所，大力開發台灣方面之事業，之後發現台灣地區擁有大量珊瑚礁石灰岩，1912

年（大正元年）時日治政府開始進行水泥原料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在柴山有足夠之石灰岩量

可供製造水泥，於是日治政府解除柴山東邊部分的保安林，准許開採石灰岩及製造水泥。1917

年（大正六年）5 月高雄廠旋窯興建完工。1945 年時，柴山地區的水泥廠由國民政府接收，

但並未停止採礦，於 1953 年改由台灣水泥公司經營，直到 1992 年才停止採礦，前後採礦年

數長達 70 多年。 

    台灣水泥公司在柴山的採礦權終止於 1992 年 11 月 27 日，而台泥因此在 1992 年 3 月依

據台灣的都市計畫法，提出高雄廠區土地變更使用計畫，擬將礦區變更為住商用地，面積達

93.29 公頃，其中包括保護區 53.28 公頃。隨即引起包括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高雄市

綠色協會、高雄市柴山會及高雄市野鳥學會等環保團體的抗議，台泥柴山開發案因此被凍結。 

    2000 年 7 月 11 日潭美颱風在高雄市造成鼓山區土石流及水災等災情，環保團體指責此

一現象與台泥長期採礦直接相關。2001 年 11 月 22 日台泥重新提出包含零星工業區共 34.74

公頃，9,146 人的住商開發案，高雄市政府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並要求台泥於等高線 5

公尺以上禁止開發，住宅及商業區開發面積減半。但此一結果再次引起環保團體的抗議，台

泥柴山開發案因此再度被凍結。 

2. 纜車公民共識會議 

    為疏解高雄過港隧道假日及交通尖峰時段大塞車的車潮[，在過去幾年來，高雄市政府一

直持續進行跨港纜車的興建規劃，預定以 BOT 模式辦理。第一期路線預定自哈瑪星（鄰近捷

運西子灣站）經柴山、中山大學與西子灣，跨越高雄港第一港口後經旗津至旗津海岸公園；

第二期路線則計畫續經新光碼頭至捷運三多商圈站。但由於針對是否興建纜車的正、反意見

紛陳，過去還曾經為此舉辦「公民共識會議」，目前對興建與否仍尚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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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心得回饋 

 

 

 

 

 

 

 

 

 

 

 

 

 

 

 

 

 

 

 

 

 

今日『本土教育文化探察－柴山地理實察』活動，相信老師們透過此次鄉土實地考察，

一定激發了許多社會領域教學的新思維，請老師們留下您寶貴的心得回饋：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np.cpami.gov.tw/


 

 

 

 

十、活動照片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