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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臺灣系列】 

建學立師  以彰雅化 
 

《一分鐘看彰化》 
舊／別名 半線 
總面積 1,074.40 平方公里 
毗鄰 臺中市、南投縣、雲林縣 

總人口 1,307,843 人(99)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23℃ 
熱門旅遊

景點 
八卦山大佛風景區、鹿港龍山寺、鹿港天后宮、

田尾公路花園、臺灣玻璃館 

特產 

彰化肉圓、北斗肉圓、溪湖羊肉爐、員林蜜餞、

鹿港蚵仔煎、王功蚵仔炸、田尾花草餐、二水火

燒麵、巨峰葡萄、貓鼠麵、傳統糕餅  
▲ 彰化位置圖 

 

彰化縣位居臺灣中部，西濱臺灣海峽，東有八卦山脈，境內地勢平坦開闊，為嘉南平原的

一部分。優越的地理位置使其不僅自然資源豐富，歷史人文景觀亦多元豐厚，因此成為觀光遊

憩的好去處。在造訪過前一站臺中之後，寰宇名師學院「走讀臺灣系列」接下來要帶領大家來

到深具「知性美」的彰化。現在，就讓我們一同來認識它吧！ 
 

臺灣的穀倉 

彰化縣位居臺灣中西部，北以大肚溪為界，

與臺中都會區相鄰，東倚八卦山脈與南投縣為

鄰，南以濁水溪與雲林縣相望，西濱臺灣海峽。 
縣內地形可粗分為彰化平原及八卦台地兩

種。前者為一海岸平原，由大肚、濁水兩溪沖刷

而成，占全縣總面積的 87.71%，地體構造為東南

往西北緩降。後者位於平原的東側，地勢從東南

側海拔 440 公尺處的角山區，往西北方向逐漸降

低到 200 公尺的山麓，沿山麓西側有幾條不等寬

距的緩降坡度平臺。田中鎮、二水鄉一帶的山區

地勢較陡，往北過員林鄉以後則較緩。 
彰化縣地處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夏季吹西南

風，冬季吹東北季風。由於地形除八卦台地外，

全境皆為平原，加上南、北均有河川沖積扇，土

壤肥沃、水資源豐沛，素有「臺灣穀倉」之稱。 

▲ 彰化縣行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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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歷史沿革 
年代 名稱 重要特色 

康熙 23 年 

（西元 1684 年） 

彰化縣的正式名稱未出現 隸屬於諸羅縣 

雍正元年 

（西元 1723 年） 

彰化縣 畫分諸羅縣虎尾溪以北，大甲溪以南之地，獨立設

縣，名為「彰化」，取「彰顯皇化」之意 

清領

時期 

雍正 12 年 

（西元 1734 年） 

彰化縣 植竹為城，並於東、南、西、北建 4 城門 

西元 1896 年 彰化 日人治臺行 3 縣 1 廳制，當時的彰化隸屬於臺中縣

範疇 

西元 1901 年 彰化廳 廢縣改設 20 廳，彰化設廳 

西元 1909 年 彰化 彰化廳併入臺中支廳 

日治

時期 

西元 1920 年 彰化 廢廳設州，彰化隸屬於臺中州 

西元 1945 年 彰化市 臺灣行政區畫分改採 8 縣 9 市制，將彰化市畫分為

省轄市 
戰後

時期 
西元 1950 年 彰化縣 行政區域調整，改彰化市為彰化縣，範圍涵蓋大肚

溪以南，濁水溪以北，八卦山以東地區，西臨臺灣

海峽 

 

「半線」到「彰化」 

彰化縣最早的居民是臺灣原住民平埔族中的貓霧捒族，彰化在清初時稱為「半線」，乃源自

平埔族居住地「半線社」的發音。康熙 23 年（西元 1684 年），清廷統治臺灣，將彰化歸由諸羅

縣管轄。而後，閩南居民大量遷居臺灣，聚居於鹿港一帶，使彰化地區人口大增。雍正元年（西

元 1723 年），由諸羅縣分割單獨設縣，將諸羅縣內南至虎尾、北抵大甲的百餘里土地畫出，設

置為「彰化縣」，取其「彰顯皇化」之意。 
 

人文自然兩相宜 

彰化縣為臺灣開拓較早之地區，鹿港貿易之繁榮帶來人口的聚集及文化的興盛，清朝時即

有「一府、二鹿、三艋舺」之稱。且因開發較早，縣內歷史古蹟眾多，寺廟、書院林立，並融

合閩、粵移民風情，文化資產呈現豐富多樣的面貌，再加上美麗的山、海、平原景觀，展現出

迷人的知性美。 

1.一府二鹿三艋舺──鹿港 

乾隆 49 年（西元 1784 年），清廷開放福建蚶江與鹿港通商，從此鹿港商船雲集。此後到

西元 1845 年間為鹿港全盛時期，當時人口曾達 10 萬餘人，僅次於臺南為全臺第二大城。鹿港

最具特色的建築為五福街（現為中山路）的「不見天」街屋。不見天街全長約 2 公里，路寬不

及 2 丈。由於鹿港夏季高溫多雨，冬季風沙強烈，為避免來此消費的買客受到炎陽、雷雨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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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九降風的侵襲，商家均在街道上方加蓋屋頂，方便往來商旅買賣交易；此外，為防止盜匪入

侵，一到黃昏各時分，街門紛紛關閉，形成城堡，外人難以入侵。日治時期，日本人進行都市

計畫，以改善環境衛生為由，強制拆除不見天街，而市區改造工程採用當時最流行的「洗石子」

工法，塑造出簡潔的外觀，形成老街特有的景觀。 
鹿港另有被列為國家一級古蹟的鹿港鎮龍山寺，是當地規模最大的廟宇，有「臺灣藝術殿

堂」、「中國建築學之寶」的美譽，是現今臺灣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築，故為研究中國建築專

家的必訪之地。寺內主要供奉觀世音菩薩，並保存有一咸豐 9 年（西元 1859 年）製，全臺最大

之銅鐘。此外，鹿港尚有三級古蹟鹿港天后宮、鹿港城隍廟，縣定古蹟南靖宮、金門館等多處

各具特色的歷史建物。 

2.學術殿堂──孔廟 

彰化孔廟位於彰化市，是臺灣中部

地區文教發展之重要象徵，於西元 1983
年被指定為 國 家 一 級 古 蹟 。 創建於雍

正 4 年（西元 1726 年），為舊時彰化縣

學所在，由當時知縣張鎬聘請大陸的建

築師父，由大陸將建築材料船運來臺修

築，現貌之格局則為道光 10 年（ 西

元 1830 年）大修之結果，其中以主

殿「大成殿」之建築雕刻最為精美。

原來之建築規模宏整，為四進三院之格

局，但現僅存留中軸建築，包含大成門、

戟門、大成殿及崇聖祠等等。 
孔廟的正門稱為大成門或欞星門，

有「取士、得士」之意；第二進為戟門，

為臺灣孔廟建築之先例，「戟」乃古代武器，古時候士宦的門戶設有戟門，為訪客拜訪時，卸下

隨身兵器的門廳。 

3.休閒好去處──八卦山 

八卦山風景區的範圍涵蓋彰化、南投兩縣，依

照其資源特性及交通等因素，畫分為八卦山、百果

山、松柏嶺等三大遊憩風景區，人文及自然景觀皆

相當豐富多樣。八卦山大佛是彰化縣極具代表性的

地標，沿山路爬坡至大佛風景區入口牌樓，參佛大

道兩側陳列 32 尊石雕觀音，大道的盡頭為九龍池廣

場，可瞻仰 22 公尺高的釋迦牟尼大佛，並可眺望彰

化平原的美景。每年的 3 月是灰面鵟鷹過境時期，

舉辦有賞鷹活動，另縣 139 線公路沿途景緻優美，

可騎單車賞遊及運動。 

▲ 彰化孔廟大成殿 

▲ 八卦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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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花鄉──田尾 

田尾鄉位於彰化縣南部，為一東西狹長的農村，北鄰永靖、南接北斗。因位於濁水溪下游，

日治時期稱為田尾庄，光復後改為田尾鄉。田尾為著名的花卉生產專區，花卉年產量及生產種

類居全臺之冠，因而有「花鄉」之稱。田尾位處濁水溪沖積扇上，土壤肥沃，因此花卉種類繁

多，以菊花之栽植最為著名，冬日時以燈照菊花延長日照而得以延後開花時間，因此吸引遊客

前來「夜探燈海」。 
西元 1973 年，臺灣省政府成立公路公園，後改稱公路花園。將原先用以運輸花卉的小徑，

規畫建設成線狀公路，並利用沿路居民欲販售的花木加以美化。西元 2002 年在農委會輔導下，

成立田尾鄉休閒園區，區內道路兩側的園圃規畫為花卉專業區，觀光季為每年的 12 月到次年的

2 月，是遊客們不可錯過的景點之一。 
 

未來展望 

在臺灣工業化的過程中，彰化的主要生產活動為低技術勞力密集性產業，因而居民多屬非

技術性工人，在國際化與自由化之下，容易面臨失業與轉業問題，同時年輕人口外流將形成人

口兩極化現象，因此政府須重視就業轉導、老人安養及升學教育等課題。 
然而其所擁有的豐富文化資產，尤其是古蹟保存居臺灣各縣市之冠，使得彰化仍深具觀光

發展潛力。此外，八卦山脈風景秀麗，花卉、果園紛立，加以位居臺灣中部，鐵、公路自北而

南穿越縣內重要鄉鎮，交通便利，易於吸引更多觀光人潮，帶動地方觀光發展，亦可說是彰化

經濟發展的最大優勢。 
未來，配合彰濱工業區高科技產業、觀光休閒產業、經貿特區等建設，將傳統產業做合理

之轉型與調整，促使傳統產業升級，以提升彰化的產業競爭力，是彰化積極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期待它蛻變成為臺灣中部區域的工業中心及新興科技重鎮，在競爭中更加繁榮與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