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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想遠古時代，消失的原始林宛如神秘面紗，恐怕很難說清，員

林百果山原始樣貌如何？自古生態環境和人文活動千變萬化，想恢復

原始叢林模樣難度高，所謂「入門看人意，入山看山勢」，如果從生

養萬物的土地紋理觀察起，或許能揭開神祕的原始風貌。

動感的員林土地

　　從地理角度尋找當年故事，應是重要的門路。員林位在彰化縣中

央偏東位置，東經一百二十度、北緯二十三度，面積四十平方公里。

東鄰南投和芬園，南通社頭和永靖，西接埔心，北抵大村。1990年

《員林鎮志》記錄員林山坡形成：

◆員林鎮公所1990年初
　版《員林鎮志》，共
　有十四篇357頁

◆員林百果山東北角，因人為過度開挖讓原始地層裸
  露，清楚可見各時期的土地風貌。

揭開神秘原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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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代第三紀初（約六千萬年前）台灣島陸沉海侵，造成第二代

地槽，堆積著以碎屑岩為主的第三紀岩層，當時員林位於海中。

八卦山台地於蓬萊造山運動時背斜隆起，西緣臨海。西坡並斷裂產

生低角度逆掩斷層。頭嵙山層是台灣最古老的更新世紀層，而員林

區露出最古地層即頭嵙地層。

據研究下樟空以南屬濁水溪流域，故員林台地全為濁水溪造其功，

且為其扇北緣區。來自造山運動之東南地質應力，員林斷層和田中

斷層也繼續活動，具累積性。

另依板塊運動說，員林東部的台地，為海陸板塊擠撞以及臺灣內陸

山地西滑，重力俯衝運動之結果。因較遠離板塊交會區，所受應力

較小，背斜平緩隆起較低。又壓力主源在東方，故台地西陡東緩，

西坡更生逆掩斷層。隨後，洪積世時期濁水溪、大肚溪從中央山地

帶下礫石、紅土，堆於台地上。全新世，濁水溪、大肚溪沖積平原

產生，員林是現代沖積層的一部份，全屬濁水溪沖積者，都是河成

物堆積地層。

　　閱讀《員林鎮志》所整理的專家研究發現，員林自古為地槽環

境，地理特徵「單純、新鮮、動感」。單純的地理環境全屬沖積層，

台地屬洪積層，平原為沖積層。地理環境因淘選不良、孔隙率大、透

水性強、尚未固結岩化，只有地層缺乏岩層，只在頭嵙山層的砂泥岩

中才出現節理，風化程度小，台地沖刷崩落多，常呈現新露頭，具新

鮮度。員林地層仍在活動，使台地相對上升，平原相對下降，複合沖

積扇的加厚速度快，動感的地理環境未來存在變數。實地走訪員林，

至今仍可履勘六種地質，那就是平地的現代沖積層，東面台地的複合

沖積扇、東北台地的頭嵙山層碎屑岩相，東南台地頭嵙山層礫岩相，

台地北端紅土礫石層，台地西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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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果山簏崙雅里清河堂百年出水古井，1999年
　九二一大地震時，噴出比屋高的泥砂。

◆員林百果山垃圾場1990年局部的情形。

◆員林土層原始風貌之一，位在東山埔上方。

◆1899-1999《員林街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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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員林地層

　　走過東山公墓、水源地及山腳路以東山坡，可觀察「複合沖積

扇」地質，暴雨使地層鬆軟，台地易蝕易積，每年春夏土地大量出

水，坑道泉水漫流，谷深變淺，沖積物漫積，扇端石礫大於扇頂，形

成土石庫。由於距離湧泉水源近，分級淘選差，礫石沙土與水源地無

異，淹沒部份山腳麓斷層跡象。1959年八七水災和1986年韋恩颱風，

百果山嚴重土石流，成為恐怖記憶。

　　走到東北角可發現員林最古的「頭嵙山層碎屑岩相」地層，地層

西傾角度全員林最大，長期傾蝕呈丘陵貌，在東山天主教公墓側壁清

晰可見。從山麓往東遠眺，幾大片淺棕色光禿不毛山壁，看了心不

捨，何以翠綠山林挖得光禿？裸露的地層像「三棧肉」！據說在地人

出租廠商賣砂石土，怪手工人挖出的枯木呈暗黑木紋，燒之火旺，也

曾挖出貝類，所挖的土被叫做「原土」，也就是「白汕土」，賣給磚

商使用。此處部分採土後成窪，雨後成池，鳥類聚集，這兒局部改變

原有生態，形成特殊區塊。有人見怪不怪，有人司空見慣，有人議論

紛紛，甚至延伸一些傳聞。總之，人類留下的愚蠢痕跡，他日想要恢

復原貌，恐怕難上加難囉！

　　員林地層還有出水性高的砂岩層，散佈在湖水坑，堪稱水源頭，

此地崖多坡陡，居民採土石場之圓礫石建屋，在地人稱「樁墻厝」，

平日以果園雜林為生。湖水坑之南的柴頭井地勢向南緩降，約三百公

尺低海拔，地形成丘陵，聚落就地取得圓礫石堆砌矮牆，屬「頭嵙山

層礫岩相」，穿梭這一帶，台地一階階，礫層陡峭蜿蜒，視野風光頗

佳，在地人將最高的平台坡地稱做「崁頂」，晚進統稱「萬里長城」

。兩旁楊桃、龍眼、荔枝與雜果林密集，像綠衣神秘客，助人釋放壓

力，成為晨光運動人士最佳的活動場地。專家勘查研究發現，柴頭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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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礫石為主，間夾薄土層，地面土層發育不良，土薄礫石滿地，石

表圓滑，層理不明，透水性大，膠結不佳，土石鬆軟手撥即落，間土

雨蝕流落礫石突出。遠古以來，這座山林忠誠在員林東方守候，每年

老鷹、五色鳥、綠繡眼、麻雀、白頭翁等常客穿梭林間，成為員林最

珍貴的動態資源。

　　南北向的山腳古道兩旁，今日蓋滿樓房，和一般街道差不多。俗

話說：「千算萬算毋值天一劃」，向來以蜜餞和水果盛產聞名的員

林，誰也料想不到，好山好水的百果山麓，會是多災多難的區域。

1999年8月才發生「大排水溝決堤」事件，沒想到9月竟出現更嚴重的

「活斷層地震」。或許今日有人淡忘九二一大地震所造成的傷害，但

在地人卻歷歷在目，尤其是山腳下崙雅社區，張厝左護龍屋內噴黑沙

及膝，古井噴黑沙二層樓高，社區幾乎全是受災戶。張平和表示，山

腳路振興里二十戶房屋全倒，六十五戶房屋半倒，其餘都是「受驚

戶」。當時員林鎮公所在靜修國小成立救災中心及災區重建工作小

組，借用員林國小和育英國小活動中心做為災民收容所；約請慈濟功

德會、茉莉、莒光同濟會及慈善機構團體為災民服務。據彰化縣政府

保守統計員林災情房屋全倒306戶、房屋半倒101戶、死亡24人、重傷

11人、路面損毀1.2萬平方公尺。

　　專家勘查研究報告指出山腳路沿線屬活動斷層，百果山以北叫員

林斷層，百果山以南叫田中斷層，每年夏季暴雨期，山上土石流往山

腳路漫積，經年累月蓋住部分斷層軌跡，但專家認為「地震會牽動這

條地殼脆弱帶」。百果山麓建築物地基普遍沈陷傾斜，與地下土壤液

化有關，這次位在八卦山脈東麓的車籠埔斷層錯動散出能量，穿過山

脈推擠到西麓員林斷層，造成社頭、員林地盤，出現由東往西做水平

移位及南北隆起現象，許多道路南北向裂縫。斷層夢魘壓在員林人心

頭，如何與大自然共存，是員林人重要且必須注意的生活課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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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學研究會百期詩集》收錄當時七十八首「賑災救濟」詩句，見證

那段驚悚的夢魘：

巨震成災損失多，山崩屋倒嘆如何？

家園重整輸全力，賑濟捐錢發浩歌。〈張甲二〉

頻傳地震劫山河，家破人亡唱輓歌；

捐款賑災行大愛，同舟共濟莫磋跎。〈吳喚騰〉

年逢不順動山河，七級搖來慘更多；

劫後人人餘悸在，家園重建非信訛。〈賴木爐〉

斷層液化震災多，凹凸崎嶇嘆奈何？

居此同胞難入夢，待君賑濟感恩波。〈劉鈕燈〉

天搖地動急如梭，屋倒人亡任折磨；

總統登輝頒急令，動員全力救奔波。〈林炳堂〉

地震災區慘事多，生存條件又嚴苛；

善心人士齊捐獻，重建家園志不磨。〈林劍鏢〉

　　員林東邊山林台地，沿路盡是紅壤、黃壤、粘板岩新沖積土、崩

積土的痕跡，土壤生產力低的山林，庄民克勤克儉迎接挑戰，種植雜

林果園，世代耕作傳衍後裔。至於員林平原和坡地是截然不同的土

表，據專家調查研究擁有世界最肥沃土質，稍做比較就能體會員林坡

地與平地生活的差異。

　　員林東邊坡地起伏大、土層薄、侵蝕多、土地零碎複雜偏酸性，

土色鮮排水良好，質地粗含三氧化物和鐵鋁物質，含水少而深，有機

質多生成年代較平地久，土力貧瘠，人文活動少而稀，表土土質變

化較小；相反地，員林平地坡度小、土層厚堆積快，土類較完整，單

純偏鹼性，質地細，土色暗，含水多而淺，排水不完全，含石灰質及

◆百期詩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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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質結核，有機質少，生成年代較短暫，土力肥沃，人文活動多且

密，種植稻蔬為主，污染較嚴重，風化程度較弱，表土質變異較大。

　　截然不同的土地，同時滋養員林人，探索員林向度廣，浪漫、休

閒、健行、懷舊、生態、人文、果香皆可。過年過節，外地朋友到

員林，導引朋友穿梭百果山林，探索遠古的員林時空，阿都總虔誠呼

喚：「神秘的土地啊！偉大的母親。原始的山林啊！員林的發源」。

林厝遺址
　　倘若要揭開員林史前文化秘密，得直抵泉州寮林厝過溝一帶荔枝

園，這兒埋藏「林厝遺址」，三千七百年前的史前文化出土，掀起不

小台灣人類古文化旋風。走訪林厝交流道附近人家，從「霧煞煞」的

庄民表情研判，林厝遺址古文化認知尚待啟蒙。

　　閱讀專家研究報告可知，因修建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路線

工程，中華顧問工程公司委託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先生，1992年起在

規劃道路上進行考古遺址調查研究。1995年起，進行兩階段現場實地

開挖工作，並在公路高架橋墩位置進行全面性挖掘搶救工作。共挖出

五十處5×5m探坑，出土

文物豐富，由上而下計有

表土層、灰黑文化層、黃

褐色土層、礫石層。表土

層推估為近代利用地層，

多半用於整地、耕作、種

植果樹、建築；表土層發

現清中葉古物，諸如青花

瓷、硬陶、土埆厝地基，

混雜些許史前陶器等，推

估此地成庄的生活情形應

◆此處附近1995年共挖出五十處５×５ｍ探坑
　，出土文物豐富，專家推估約三千七百年史
　前文化，專家命名為「林厝遺址」。邱美都
　走訪76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北岸荔枝園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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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此地是柴頭井

林厝仔聚落，由張劉黃陳等姓入墾

居多。

　　下二層為鬆軟灰黑文化層，出

土生活用具的灰黑陶，紋飾多變

的罐和缽，少量的石器和鐵器，

許多儲藏物品的灰坑遺跡，內有

陶器和石器。經測定推估約在西

元700-1000年的遺址文化，反映當

時以農為主，漁獵為輔。因出土文

物種類多，專家命名為「林厝類

型」。下三層為堅硬黃褐砂土層，

出土不少繩紋紅陶、石器，經測定推估距今約3200-3700年，屬新石器

時代中期較晚階段，此時已用打製石斧、石鋤墾植，以石刀收割。另

有少量石鏃和網墜出土，可見有狩獵生活。還有炊煮和儲物的繩紋紅

陶，具藝術之美。出土錛鑿器多半屬台灣玉，和台灣東部文化關係密

切。下四層為原始八卦山礫石堆積層，未見人類遺物，卻發現不少礫

石流現象。

　　綜合台灣考古專家劉益昌、屈慧麗、趙金勇、鍾亦興等實地調查

研究發現，林厝遺址相對年代3000-2000B.P.或稍晚1100-1300B.P.，

發現的遺物陶器有橙紅色陶、灰黑色陶、橙黃皮陶、橙色陶、器蓋、

陶紡輪、陶環、陶圓板；遺物石器有打製斧鋤形器、磨製斧鋤形器、

磨製錛鑿形器、磨製石刀、磨製石鏃、刮削器、砍砸器、砥石、石

錘、網墜、穿孔圓板、小型圓板型飾品。林厝遺址文化與同期中部牛

罵頭文化、南部牛稠仔文化、澎湖鎖港文化等，有很大共通點。這樣

的新發現，讓員林歷史紀錄往前進，專家劉益昌認為與員林平埔族大

◆東西向快速道路林厝交流道橋墩，
　1995年進行道路工程開挖時，出土
　的「林厝遺址」古文物，曾造成相
　當程度破壞，工程單位請專家現場
　勘查評估後立刻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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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郡社可能有關聯，另有專家推估可能與六千年前入台的南島語族文

化有所關聯呢！

　　假日到員林百果山走訪，記得要到泉州寮之南，青山國小東南約

一百公尺處，過溝林厝一帶走走，在東西向快速道路林厝交流道橋墩

北岸荔枝園，面積約一萬平方公尺，保存狀況良好，遺址目前多為果

園，當年進行道路工程時開挖出土，造成相當程度破壞，但為了讓東

西向快速道路工程順利進行，工程單位請專家現場勘查評估後立刻回

填。長眠林厝的陶紋史前文化，宛如流星初露光芒旋即消失，讓神秘

面紗再度漫披百果山麓。

　　走踏傳說中的林厝遺址，阿都喜憂參半，喜的是台灣古文化之寶

座落員林，憂的是開發腳步破壞古文物，忽視遺址維護工作。冥想遠

古時代，幾萬年前，這塊原始山林形成久遠，三千七百年前，此地已

有人的生活痕跡，雖沒有文字發現，卻但想像原始林生活已有聚落、

互動生活方式、狩獵、刀器，甚至有美的飾品和陶器文化。再深度冥

想，林厝遺址是否發生不可抗拒災變？原始人要如何求生存？不知道

林厝遺址周邊，到底深埋多少史前秘密？亦或是更多不為人知的可

能？諸多無限可能存在，讓林厝遺址文化寶藏，宛如臺灣寶鑽，將會

是臺灣在世界舞台放光芒的文化重點之一，是我們戮力守護珍貴的文

化資產啊！

◆員水路向東直抵百果山，兩旁蜜餞廠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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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員林

　　生活轉輪前進翻滾，環

境變遷，前人的生活故事如

江水流逝，鮮少被記錄，單

靠口耳相傳，恐怕要如煙薰

嬝嬝化做雲煙囉！八卦山西

坡的林厝遺址文化，讓員林

歷史深遠且價值，但若從文

字史料來發現員林，往往得

從臺灣開拓史尋找足跡。掌

握員林，發現台灣，紀錄百

果山生活歷史，對阿都而言

相當有意義。

　　幾度翻閱文獻，尋找圖書館典藏資料，搜尋網際網路蛛絲馬跡，

清治前直接描述員林的史料少之又少，若從1603年福建陳第隨軍來台

遊歷所著的《東番記》，或許能有點小線索。1624-1661年荷西治台，

員林近郊屬Tavacal社。直到1661年，來自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的

鄭成功入台，荷蘭人投降，他廢除殖民體制和機關，員林隸屬承天府

天興縣，實行屯田闢荒生產，鼓勵文武官員帶眷屬來台建莊園。隔年

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理台。據載1666年左武衛劉國軒率師駐半線，

平北路諸番行屯田開拓，此時員林已有漢人聚落出現。

　　鄭成功父子理台，設嚴法安定社會，任官員整頓法紀，厲行廉政

懲辦貪官污吏，尊老撫幼。大力興農，開荒地建立屯墾獎勵制度，改

革賦稅獎勵移民，福建廣東漢人陸續入墾台灣，教導農民耕田種植技

術，使臺灣人民五穀豐收，豐衣食足。興建學堂，宗教信仰較自由，

建孔子廟、媽祖廟、尊王廟及其他廟宇。鄭成功治台不長，但後人建

◆圖為台南市赤崁樓前「鄭成功受降圖」塑
　像，來自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的鄭成
　功1661年趕走荷蘭人，員林隸屬承天府天　
　興縣，隔年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理台。
　後人以「國姓爺」尊稱，戰後員林鎮公所
　在百果山忠烈祠設立「明延平郡王靈位」
　祭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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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以民族英雄開台延平郡王尊崇，《興賢吟社百期詩集》收錄1937年

書寫「鄭成功」詩：

韜畧胸藏歷劫灰，扶明矢志足欽哉；練兵金廈為營壘，克敵勳名著將才。

鼓浪聲中嚇荷虜，騎鯨海上到瀛臺；撫安荒島新居地，遺跡恩深草昧開。

　　　　　　　　　　　　　　　　　　　　　　　　　　　　（張丁）

奮身報國氣如雷，旗鼓堂堂日月開；隻手南圖收二島，傾心北伐據三臺。

誰知天意力難挽，畢竟明廷運莫回；留得七鯤忠義血，英風化作怒潮來。

　　　　　　　　　　　　　　　　　　　　　　　　　　　　（如松）

　　鄭家三代在台故事雖美卻充滿變數，據史料記載1681年鄭經去

世，同年康熙皇下令「施琅出任水師提督」，十月施琅抵閩任福建水

師提都。1684年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行政分省—道—府州—縣廳，

員林隸屬福建省分巡台廈兵備道臺灣府諸羅縣，公佈《台灣編查流寓

則例》嚴禁渡台。當時清廷眼中的臺灣只是「孤懸海外，為盜賊淵

藪」，清廷消極棄台政策，導致鄭成功時期開屯召佃停頓，墾田多

荒涼。1697年清帝國閩省幕僚郁永河《裨海遊記》紀錄：「自佳興以

北，幾平埔番人聚落，彰化以北更為荒涼」。直到十六世紀末，濁水

流域拓墾記載零星散列，勉強片段拼湊，亦難窺員林原始樣貌。

　　1709年施世榜由鼻子頭引濁水築施厝圳，1719年竣工，嘉惠半線

八堡一0三莊，約一萬九千餘甲田園，後稱「八堡圳」。1725年公佈「

台灣各番鹿場開礦地方，可以墾種者，曉諭地方官，聽各番租與民人

耕種」，漢人被允許墾植番地，尤以福建漳州人入墾居多。1737年史

料記載：「臺灣居民已數十萬，開墾承佃，各謀其生，而禁止攜眷，

為有家室，別聚番婦，恐滋擾害。」除漳州人外，泉州、潮州人入墾

陸續增多。直到1746年開放中國移民攜眷來台，沃野千里的台灣，吸

引大批福建廣東墾民，有豪族入墾彰化「招工買牛引水開地，大事墾

植」，開拓之風逐漸活潑。1751年員林成街，1759年《乾隆台灣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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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員林庄、柴頭井、東山庄、三塊厝、火燒厝、半路厝等地名。

　　據《員林鎮志》和《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加上阿都阿欽走訪百

果山古聚落綜合發現，入墾員林者多半來自福建和廣東，較早在康熙

中葉福建漳州府平和縣，曹應祿與妻曹何慈發，攜四子入墾員林山腳

下，散佈在今日東北、中東、南東、振興、鎮興、湖水等里。康熙末

葉有廣東潮州府嘉應州鎮平縣詹志道、劉延魁、吳三霖，潮州府饒平

縣黃可六、黃實賢、盧剛直、張懋勉、張應和、張文敞、張友經、張

希強、張希遠；惠州府陸豐縣梁文開、文舉。還有福建漳州府詔安縣

游宗賜、龍溪縣石博敏、平和縣江篤厚和高敦瑟等。清康熙末葉來自

潮州府饒平小榮社厝斗香里的黃可六，大房秀倫居崙雅、秀坤居田中

央、五房秀美居菜公堂，族裔分佈在崙雅、振興、中央里。約乾隆初

期，吳伯惠自泉州府安溪縣入墾廣福庄之南，虎蹄坡埔旁山林，開展

員林泉州寮故事。

◆《乾隆台灣輿圖》1759年出現員林庄、柴頭井
　、東山庄、三塊厝、火燒厝、半路厝等地名。　
（楊銘欽2007翻攝自彰化縣史館內牆掛圖局部）

◆《彰化縣志》1832年彰化縣山川圖局部。
　（楊銘欽2005攝自彰化縣史館外牆，今已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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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百果山林

　　大武郡社員林庄東邊山林，早年原

始林蓊蓊鬱鬱，構樹遍佈，原生野生動

植物豐富，日治時期，出水坑大湖底設

「水源地」和「員林神社」，劃作保安

林，水源地景觀美麗名聲遠播。仕紳吳

木墻談起，此地山鹿、山豬、山羌多，

在住民群體「出草」狩獵。漸次入墾者

增多，架草寮而居，耕作栽植，陸續出

現經濟性植物林，尤其樟樹和相思樹最

多，所謂「一樟、二芎、三蒲薑、四苦

苓、那拔仔柴無人用」，山頂的六分寮

、樟空，大樟樹和相思樹處處可見，湖水坑和犁壁山的老楓香、出水

坑的大樟樹，泉州寮九芎、大湖底番花樹，據說迄今兩百年。接著日

治時期陸續出現大宗桃李梅柿、橄欖、蘋婆、荔枝、龍眼、楊桃、鳳

梨，戰後以楊桃、荔枝、龍眼、鳳梨為普遍。

　　戰後湖水坑析分湖水、出水里，柴頭井更名林厝里，番子崙析分

振興和崙雅里，三塊厝析分大峰和鎮興，東山析分為南東、中東、東

北、西東里，1961年將以上區域（中東、東北、西東里除外），正

式命名為「百果山風景區」，成為員林的生活地標。爾後運動人士漸

增，密佈的古道或做人行步道，或做產業道路，或做水流道，或無人

走踏。晚近健康休閒風流行，騎著自行車二輪穿梭的車隊相當多，黃

景堂曾任員林百果山二輪車隊長，喜歡和車隊自由穿梭古道，2002年

蔡孟興、黃景堂、吳佳燕、吳坤祥繪製「百果山自行車導覽圖」和

「八卦山脈大樹導覽圖」，由《員林鄉親報》印發，介紹三十三株老

樹，也導覽三條迷人的百果山路線：

◆鳳頭蒼鷹屬猛禽，喜捕食蛙類
　、蜥蜴、小鳥、烏鴉、啼雞、
　赤腹鷹、領角鴞等，是家禽粉
　鳥的剋星，因而又叫粉鳥鷹或
　打鳥鷹，經常佇立枝頭靜待獵
　物突擊或空中追捕。
　（吳錫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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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開林寺線

山腳路－林厝派出所－湶洲巷－青山國小－百果山遊樂區－百果山

兒童樂園  －出水巷－兩百崁－四百崁－觀賞平台－榕軒山莊－鳳

山寺－大樟樹－湖水巷－明湖國小（開林寺）－山腳路

其二：樟空線 

山腳路－林厝派出所－湶洲巷－青山國小－新百果山樂園－百果山

遊樂區－出水巷－兩百崁－四百崁－觀賞平台－榕軒山莊－鳳山

寺－大樟樹－139線－樟空－左轉－員草路－山腳路 

其三：員南路線 

山腳路－林厝派出所－湶洲巷－青山國小－新百果山遊樂區－百果

山樂園－出水巷－兩百崁－四百崁－觀賞平台－榕軒山莊－鳳山

寺－右轉－鳳天宮牌樓－右轉－員南路－員林運動公園－右轉－山

腳路

　　2006年10月員林鎮公所及地方民意

代表等，有鑑於近年員林交通、觀光發

展陷入瓶頸，特邀交通部長蔡堆、公路

總局副局長吳瑞龍、觀光局長許文聖、

鐵工局長鄭賜榮等，到員林考察。加上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日前通過員林184公

頃變更都市計畫案，攸關大員林區發展

的鐵路高架化問題、林厝交流道137線

山腳路工程，及重現百果山風華、待人

坑隴頂古道整建計畫、山腳路林厝派出

所前拓寬工程等多重大交通建設推展。

對於「新百果山5年5億元打造計畫」再開發案，鎮公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地方人士等多所努力，給員林的生活機能與交通動線有

了活絡機會，讓員林成為南彰化生活重鎮的目標指日可待。

　　百果山的古道文化，保安林園和古聚落生活，見證不同時代的員

林生活歷史，是員林人的共同生活記憶，也是無限的員林文化資產。

◆稀有的八色鳥為保育類野生動
　物，虎蹄坡偶現蹤跡，綠、藍
　、黃、黃褐、茶褐、紅、黑、
　白，八色羽毛很美麗，喜歡跳
　躍，以小昆蟲為食。
　（賴仲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