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嵙壢 

邱文偉 

臺中東勢大山城地區常見地名用「嵙」字，東勢區有中嵙、新

社和石岡區有食水嵙、往卓蘭鎮的石城地區有鑊肚嵙，客語「肚」

即「裡面」之意，鑊肚嵙之意為「像鍋子一樣，裡面凹下去的

山」，此處地形外高中低，狀似鍋子，有如山中之小盆地，故名

之……，有別於其他客家莊會使用窩壢，比如中壢、內壢、壢西

坪，楓樹窩、北勢窩，東勢用嵙字比例較高於其他地區，少見於竹

苗及高屏等海陸客裔與四縣客裔密集分布區。 

又再舉例說食水嵙溪，生態極為豐富而多元化，全長約 14 公

里，發源於新社區永源里馬力埔湳堀一帶，流經大南水頭、番社

嶺、水尾、雙翠水壩後流向新社食水嵙，石岡食水坑、石岡水壩下

游匯入大甲溪，同時也提供新社鄉的新社圳、山頂圳及石岡區的八

寶圳之水源。仙塘坪山下是食水嵙溪。客家人把形狀像帽子的山叫

「嵙」。先民到石岡開墾，沿大甲溪支流而上的山下，發現水量豐

富，水質乾淨，既可飲用，又可引來灌溉，所以命名為「食水嵙

溪」。 

然而十分有趣的事情則是，位於中嵙里的中科國民小學，卻又

把嵙字的山字頭去掉，現代人遊客若不分清楚，還以為是中部科學

園區附設的小學咧！ 

嵙字怎麼解？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收錄有詞目【窩壢】，大

埔音（vo+ lag^），則六腔中獨自增加嵙壢（ko+ lag^），釋義：小山

谷。例：暗晡頭窩壢肚會較冷（晚上小山谷裡會比較冷）。 

地名用「嵙」表示「小山坳」為大埔客語特色。例：戴在頭嵙

山山背，有閒正來尞(我住在頭嵙山的後面，有空來玩)。從臺中北屯

（頭嵙山）、東勢（上石嵙、下石嵙）、石岡（炭窯嵙、嵙石）、

新社（食水嵙溪、二嵙山）看來，地名詞（河流通名）：「窠=坑」

且「窠=嵙」→「嵙=坑=窠」，臺、閩、粵地區指稱小河谷的通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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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