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0年不變的清水發電廠，是東部地區最元老的水力發電廠。

04 November 2019

花蓮縣秀林鄉的木瓜溪自海拔 3,000

多公尺的奇萊山群奔流而下，是臺灣東部

地區最重要的水力發電重鎮，民國 28年，

日治時期日本鋁業株式會社在木瓜溪山林

中，起造清水發電廠是為濫觴，承載著不

斷流轉的光陰，木瓜溪的發電故事如今已

文字整理／鄧宗文   圖片提供／鄧宗文、鄭金龍、東部發電廠

木瓜溪清水龍澗慶週年
六十花甲八十杖朝

走到第 80年。擁有遠東最高落差美譽的龍

澗發電廠，在民國 48年順利落成，成為東

部地區一大重要電力發電核心。民國 108

年的今天，大哥清水帶著小老弟龍澗，肩

並肩走到八十杖朝與六十花甲迎來值得慶

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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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東。

民國 33年至 34年，是臺灣東部的

災難之年，接踵而來的颱風侵襲，加上太

平洋戰爭末期盟軍「無微不至」的偵查與

轟炸，盛極一時的木瓜溪水力發電幾乎被

摧毀殆盡，清水第一發電所卻能在多重考

驗下安然度過，是戰爭末期至光復初期，

東部地區少數能倖存順利運轉的水力發電

廠。不過電廠設備未被摧毀是一回事，工

作人員要能夠進入電廠操作運轉又是一回

事，因為民國33年的風災影響，不僅銅門、

清水第二、初英等木瓜溪發電廠不是被暴

漲溪水吞沒，就是水路被沖毀而無水發電，

就連人員進出電廠的道路也無法通行，所

幸清水第一發電所尾水通往清水第二的隧

道藏在山體中而完整保留，成為清水第一

發電所同仁進出電廠的克難通道，在電廠

同仁上下班時，清水發電所機組降載或停

機供同仁通行。

民國 36年 6月時任台電機電處長孫

運璿先生與經理處長呂文瑞先生兩人前來

東部進行電力建設視察，是戰後台電首度

有處長級的長官下鄉到東部視察。兩人當

時就是沿著這條隧道進入清水第一發電所

進行視察，而戰後復建工作尚未展開，兩

位處長所到之處皆是滿目瘡痍，設備被毀

壞殆盡，唯獨清水第一發電所仍完整地正

常運轉中，讓兩位處長目睹銅門、清水第

八十清水─開創木瓜溪水力發電

的先河

清水發電廠舊稱清水第一發電所，早

在日本時代就已興建，是木瓜溪流域水力

發電中最為年長的老大哥，民國 28年日本

鋁業株式會社計畫在花蓮港興建一座產能

達 30,000噸的煉鋁工廠，而鋁的生產又需

要耗費大量電力，但花蓮港地區僅有幾座

小火力發電廠與地區性的小水力發電廠，

可想而知，大型發電廠的興建勢在必行，

花蓮地區又擁有得天獨厚的山勢高峭水流

湍急有利環境，極具有水力發電的開發價

值，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清水第一發電

所就成了日本人在木瓜溪水力開發中的先

驅。

民國 26年 10月清水第一發電所開始

動工興築，由日本鋁業出資，委託已有電

力工程經驗的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負責所

有發電廠工程，竣工後再移交給日本鋁業

操作運轉。民國 28年 6月第一部發電機竣

工商轉，接續在民國 30年又完成兩部發電

機的裝設；於此同時遠在海岸邊的花蓮港

築港工程也一併竣工。大型港口、充足電

力、廣闊土地、礦產資源，再加上大量的

人口勞動力等多項優勢誘因，吸引許多日

本大型生產企業紛紛來到花蓮設廠，因此

清水第一發電所的落成，使得花蓮地區經

濟發展一舉超越原先發展更早、更為繁榮



▲ 在山洞中屹立 60年的龍澗發電廠，是東部最大的水力發電
廠。

▲ 龍澗發電廠廠房廊道，自海拔 1,276公尺的冷風灌入
海拔 384公尺的隧道內，就算在夏季都能感受到高山
的冷澈。

06 November 2019

二發電所的慘況後，整個感官為之一新。

清水發電廠在花蓮港地區蓬勃發展初

期，是穩定供電最重要的功臣，亦是戰後

初期花蓮復甦不可或缺的電力推手，回顧

80年來清水發電廠生涯，不僅為東部電力

發展留下重要的文化資產，更是帶動花蓮

經濟發展關鍵，居功厥偉非她莫屬。

六十龍澗─遠東落差最高的水力

發電廠

龍澗發電廠隱身木瓜溪主流與龍鳳溪

的交會處，正好是整條木瓜溪流域的中樞

位置，因此台電在此不僅長期有駐紮人員，

也是原臺 14線東段銅門一號隧道尚未崩塌

前，遊客們可駐足歇息的一處山谷秘境，

龍澗發電廠不僅是臺灣少數採用橫軸佩爾

頓式水輪發電機的發電廠，更有傲人的電

廠參數獨領風騷，有效落差 855公尺，堪

稱遠東地區落差最高的水力發電廠，目前

臺灣第一高樓 101大樓也才 508公尺，根

本不能和龍澗發電廠匹敵，極大的落差高，

便可以想像看看，水從落差達 855公尺高

的壓力鋼管一瀉而下，所帶來的強大能量，

足以產生多麼龐大的電力。

龍澗是如何「澗」出東臺灣最大的水

力發電廠呢？我們可以從日治時期，日本

人對這崇山峻嶺的稱呼一探究竟，「龍澗」

最早被稱為同音的「瀧見」，而對於日本

命名稍有認識便可窺知，「瀧」一字大多

代表著瀑布的意義，由此推知，當時尚未

被人類探索的龍鳳溪峽谷，擁有甚為壯觀

的瀑布群，眾多瀑布更顯示了這條河流的

高低落差十分可觀，讓日本人覬覦此地的

豐富水力資源，開始規劃一座座的水力發



電廠，只可惜了日本人的狼性野心，導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一切建設理想

化為泡影，成了紙上談兵的存在。

「龍澗」的誕生，在台灣電力公司成

立後，才得以順利進行，民國 41年 9月銅

門工程處成立，象徵遭逢風災與戰火摧殘

的木瓜溪沿線各電廠，即將重獲新生點亮

燈火。1954年木瓜溪復建工程正如火如荼

的進行中，甫完成美國聯邦墾務局為期一

年實習，也就是後來成為台電第五任總經

理的朱書麟工程師，來到水簾壩工區現勘，

並對於日本人為何稱此地為「瀧見」相當

好奇，詢問了隨行的工務段段長李啟瑞：

「李兄，高坡上的瀑布是怎麼一回事，你

是否已上去勘查過？」，就這樣的一個念

頭驅使，造就出了東臺灣最大，遠東落差

最高的水力發電廠。

民國 44年龍澗工程處掛牌成立，由

這座水力發電廠的發想者朱書麟先生擔任

首任工程處處長，龍澗發電廠自此從理想

的紙圖化為實際存在的建築。民國 48年 4

月 21日發電廠即將竣工之際，總統蔣中正

特別從銅門發電廠前來視察工區，更搭乘

臺車進入還是施工現場的龍澗地下廠房中

視察，如今總統蔣中正坐過的木椅已成為

重要文資保存在龍澗發電廠宿舍中。施工

期間也有諸多官員來訪龍澗，便可了解龍

澗發電廠的計畫受到舉國矚目。同年 6月

6日龍溪壩排洪閘門完全關上，開始蓄水，

海拔 1,276公尺的溪水開始往海拔 384公

尺的龍澗地下廠房沖下，隆隆聲響中宣告

龍澗工程竣工並開始發電。

可惜好景不常，龍澗發電廠一竣工，

就有接踵而來的挑戰必須應對，受制於龍

溪壩所在溪谷的地質，讓龍澗發電廠一完

工就時常碰到大壩攔不到水無法滿載發電

▲ 孫運璿先生曾順著清水第二發電所的鋼管路階梯，徒步
進入清水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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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況，台電公司只得使出各種招數，不

論是灌漿、請來外國技師勘驗、將滲漏水

抽回大壩，無所不用其極就是要讓龍澗發

電廠正常運轉發電。民國 66年木瓜溪水力

發電計畫展開，最主要及艱鉅的奇萊引水

工程 (奇萊 5座水壩及輸水隧道 )，讓龍澗

發電廠因此受惠增加發電水量，進而利用

既有地下廠房擴建延伸，用以裝設第二部

同型的發電機，讓龍澗發電廠裝置容量得

以翻倍提升，在既有發電機維持並正常運

轉下，必須將地下廠房向後延伸開挖，而

且還絲毫不能影響原來的一號發電機，這

種施工情況可說是台電公司絕無僅有的艱

難工程。民國 73年 9月龍澗第二部發電機

順利商轉，完全的獨占東部最大水力發電

廠的鰲頭，直到 60年後的今天仍無其他東

部水力發電廠能夠超越。

揭開木瓜溪的故事─文物生態故

事館的成立

歷經 80年累積下的木瓜溪水力發電故

事，在今日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抬頭的風氣

帶動下，東部發電廠利用銅門機組外簡報

室，規劃設置了一系列的展覽館，透過文

物的展示呈現木瓜溪水力開發及東部發電

廠的故事，民國 108年 2月展開文物清查

工作，8月底大致完成故事館的各項裝修

工作，並於 9月 11日，清水 80與龍澗 60

這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揭開了「木瓜溪文

物生態故事館」的序幕，活動中邀請了世

世代代皆與木瓜溪有著緊密關係的銅門村

太魯閣族居民，為開幕活動舞出原住民傳

統舞蹈，並有銅門小學小朋友的森巴鼓隊

表演增添現場活潑的氣氛。

木瓜溪文物生態故事館分設了木瓜溪

▲ 故事館揭幕儀式上邀請到銅門村的太魯閣族人舞出傳統舞蹈，
與民眾共同慶祝木瓜溪水力發電 80年。（東部電廠提供）

▲ 故事館開幕當日花蓮縣立委蕭美琴與台電總經理鍾
炳利等人一同參訪故事館。（東部電廠提供）

08 November 2019



生態故事、歷史書面文物展示、木瓜溪流

域發電史的故事時光隧道、電力設備及工

具展示、綠色能源的開發介紹、水力發電

簡介等多個具有教育意義的展區，並首度

展出大量日治時期，日本技師所留下的珍

貴設計原稿，戰後木瓜溪水力擴建時期的

設計圖，以及 80年來所使用過的各種電氣

設備也一應俱全重現彪炳英姿。

將這些長久歲月撰寫出的木瓜溪水力

開發血淚史，完整的收錄在文物生態故事

館中，除了讓來往遊客可以親眼見證水力

發電廠的開發，需付出多少前人的心血才

得以完成，也藉此讓國人了解當前台電公

司在再生能源發展所投入的心力，木瓜溪

的水力開發故事永駐世人心頭。

結語

臺灣是座山高坡陡溪流湍急的島嶼，

本身能夠開發的自然資源十分有限，尤其

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與莫拉克風災後，許

多山林、溪流風雲變色早已面目全非，更

凸顯出現有的水力發電廠彌足珍貴，更何

況只要維護妥當，水力發電廠在東部電廠

同仁自行妥善維護及持續更新下，並不像

火力、核能等發電廠機組有著壽命上的限

制，年限一到就面臨除役命運，因此 80年

的清水發電廠，與 60年的龍澗發電廠，仍

老當益壯的持續運轉著，並將帶領木瓜溪

流域上的其他六個小老弟龍溪、水簾、銅

門、榕樹、初英，以及清流走向下一個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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