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田與一先生，台灣日治時期總督府土木部技
師，1886年出生於日本北陸地區的石川縣(今屬金澤市)
。石川縣在本州島，位處日本列島的中央位置，是一個
著名的歷史勝地。八田技師的父親是富農，也是鄉長，
是當地的聞人。八田技師1907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土
木科就讀。1910年7月畢業，8月即乘船渡海來到台灣
總督府土木部任職。當時的台灣，是一個衛生條件極
差，霍亂和瘧疾橫行的地方。就連台灣總督府遠從英國
敦聘，前來建設自來水和衛生排水設施的水利專家巴
爾頓，也因為感染瘧疾，在返回英國的途中去世[1]。年
紀輕輕的八田先生，應該沒有料到，這一個尚未現代化
的落後島嶼，會成為他未來32年的家鄉，也是他將來一
展個人長才的舞台。
 八田先生來台後，就被派往台南廳擔任自來水
工程師。這一段期間的歷練，讓八田先生有機會深入瞭
解曾文溪的水文環境。1914年，八田先生升任為衛生
工事技師，從事自來水、下水道的工程業務，1916年，八
田技師被總督府指派負責設計、興建“桃園埤圳”，以灌
溉桃園地區2萬公頃的稻田。八田技師深入桃園山區調
查、測量，完成桃園埤圳的工程設計書[2]。同年8月，在
哥哥的介紹下，返回日本與米村外代樹小姐完婚[3]。
 看到“桃園埤圳”對地方造成的經濟效應，當時
的嘉義廳長相賀，便要求台灣總督府也在嘉南地區仿
照“桃園埤圳”的方式建造貯水池 [4]。總督府於是將八
田技師調離“桃園埤圳”的工程，付予他重返嘉南地區進
行水利調查的重任。表現優異，受到上司肯定的八田技
師，毫不猶豫的接下了這一個艱鉅的任務。接下來的三
年，八田技師騎著馬，翻山越嶺到人煙罕至、瘧疾猖獗
的山區勘查測量、尋找水源。許多隨員不支病倒，他自
己也得了三次瘧疾。調查的結果，八田技師認定嘉南地
區的地形與氣候迴異於桃園台地，所以無法仿照“桃園

埤圳”的工程施工。
但是在調查的過程
中，八田技師構想
出在官田溪與龜重
溪建造兩個大水
庫，並且在嘉南平
原興建灌溉與排水
的工程。[5]
 嘉南平原
長130公里，寬35
公 里，是台灣最大
的平原。25萬公頃的土地，包括了今天的雲林、嘉義、
和台南三大農業縣。整個平原地勢平坦，本來是非常適
宜農業的發展。可惜廣大的平原雖然有北港溪、八掌
溪、急水溪、曾文溪等河川穿越，但是河流湍急，含沙
量大，大雨一至，河道淤積，洪水成災。再加上當地的
氣候高溫多雨，雖然雨量豐沛，但是80%的雨量集中在
五月至十月，一入旱季便河床乾沽，不能耕種。所以雖
然有15萬甲的耕地，但大部份是旱田和貧脊的看天田，
只能夠種植花生、蕃薯等用水較少，經濟效應也較小的
農作物。更嚴重的是，沿海土地受鹽分的嚴重滲透，根
本無法耕作。當時的嘉南平原，可以說是集洪水、乾旱、
和鹽害等3大障礙於一地，農民收入有限，生活非常的
困苦。[2]
1918年，八田技師和內務省技監原田貞介兩人再作實
地調查，將原來的構想改為在官田溪上游建興建水庫，
並且由濁水溪取水，以灌溉整個嘉南平原。可是嘉南平
原有15萬甲的耕地，縱使利用烏山頭水庫和濁水溪兩
大水源，每年可以供水的面積最多也不過7萬甲，那麼
剩下的八萬甲土地要怎麼辦呢？
 在他的計劃書裡，八田技師寫下“能夠獲得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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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7萬甲耕地，將來每年可以生產稻米，但是其餘未
能供水的土地仍將是不毛之地，不但無法生產稻米，連
種植甘蔗、雜糧作物都不可能。............。同樣是嘉南地
區的農民，只因住地不同，即明顯地被區分為富農和貧
農。............。我出身農家，深深感到，天下再沒有比住在
徒勞無獲地區的農民更悲慘者。”顯然八田技師並不僅
僅是從一個工程師的出發點來設計大圳，他更以一個
農家子弟的立場來關懷整個嘉南平原農民的疾苦。[6]
 苦思良久，八田技師終於找到了一個解決的方
案，那就是「三年輪作制」。八田技師建議將十五萬甲
農地分為三個區域。每一個區域的農作物都是水稻、甘
蔗、雜糧三年輪作，種植水稻的一年由水庫充分給水，
種植甘蔗的一年按照需要給水，而種植雜糧的一年則
是全年都不給水。如此一來，不但嘉南平原15萬甲的土
地全部都能獲得灌溉，而且每一塊農地每三年都有種
植水稻一年的機會，至於甘蔗與雜糧，也不會因為經濟
效應較低而遭到農民棄耕。再加上三年輪作不同的農
作物，有益於土地的地力還原，所以「三年輪作制」實在
是一個一舉數得的科學農耕方式。[6]
 規劃完畢，當時才30歲出頭、熱
情大膽的八田技師便向台灣總督府提出
了興建嘉南大圳的龐大計劃。這個重大
工程，原本是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當時
台灣總督府年度總預算為五千萬日圓，而
嘉南大圳總工程費卻高達五千四百三十
萬日圓。在眾人皆不看好的情況下，1918
年到任台灣總督的明石元二郎，卻成了嘉
南大圳的救星。[7]
 為了爭取日本政府的同意，明石
總督兩度返日，向議會及政府積極交涉。
當時的首相寺內正毅，是提拔明石成為台
灣總督及晉升陸軍大將的人，自然是極力
擁護明石。但是當時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卻是當過首相
的元老山縣有朋。明石去說服山縣，懇談到三更半夜，
漏小便而不自知，黃色的液體流到山縣的腳下，山縣不
得不完全折服，於是答應鼎力相助。不久，日本政府允
由國庫補助二千六百七十四萬日圓，其餘的款項全數
由台灣當地受益的農民負擔。計算後，每甲地負擔一
百八十日圓，換算成西元2007年的新台幣約為四十五
萬元。水庫完成後地價隨即三級跳，受益農民人人歡
欣。[7]
 經費的問題在1920年拍板定案，總督府即令八
田技師率領八十幾位工程師開始動工興建。整個嘉南

大圳的工程，包括了烏山頭水庫、濁水溪導水和排水圳
路、海岸防波堤、採購防止鹽分滲透和開拓新耕地的工
程設備、以及重建排水路和新建灌溉及排水網路的系
統等等。其中尤以烏山頭水庫的工程最為浩大。水庫大
壩位於官田溪上游，需要使用500萬立方公尺的砂石，
在當時是全亞洲前所未見的超級巨壩，而八田技師建
議採用的“半水力填築式工法”，在日本國內全無經驗，
甚至全世界也只有美國才有類似的先例。再加上為了引
曾文溪水入庫，還必須在烏山頭山嶺開鑿一條長逾3公
里的輸水隧道，更增加了工程的難度。[2]
 於是八田技師向總督府爭取到美國實地考察，
並且採購工程所需的重型機械。1922年的美國考察，
給八田技師增加了極大的信心。但是就在八田技師由
美返台後，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由於鑿到地下的煤
氣，烏山嶺的隧道工程竟然發生了嚴重的爆炸事件，
造成五十多人罹難。八田技師陪著罹難員工的家屬守
靈，3、4天無法闔眼。悲慟自責的八田技師，一度萌生
退意。[2]

  

禍不單行，開工的第3年，日本關東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7.9的大地震，罹難人數高達15萬人，以東京為中心的關
東地區幾乎全毀。台灣總督府奉命捐輸日本國內龐大的
救災基金，導致嘉南大圳的經費鉅額削減。八田技師被
迫以延長時程和縮小施工規模來完成計劃。在大幅裁
員中，他選擇裁撤的竟然是表現優秀的員工，主管們一
片譁然。八田技師向屬下的主管解釋說：「優秀的人員
很容易找到新工作，反倒是能力差的不容易謀職，他們
全家可能都要流落街頭。這些留下的人員，必須拜託各
位幹部多磨練了。」八田技師在淚眼中送別離職人員，也
依照約定為他們各處奔走，尋覓到合適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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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水庫的工作人員住在偏遠山區的工地，對
外交通不便，很多人想家，無法專心的工作。體恤員工
的八田技師，於是大手筆的在荒山郊野興建了兩千戶員
工宿舍，破天荒的將員工的眷屬全部搬來山上。同時建
立學校、醫院、娛樂、運動設施等，儼然一個新城鎮的
的模樣。還經常舉辦運動會以及電影欣賞會。他也配合
本地人的習性，經常安排歌仔戲、布袋戲給台籍員工觀
賞，絲毫沒有一般日本長官歧視台籍員工的心態。[1]
 歷經十年的艱辛，嘉南大圳終於在1930年五月
竣工，開始通水。出水口發出轟隆之聲，豐沛
的灌溉水傾洩而出。農民歡躍，展開了三天的
慶祝活動。八田技師並沒有讓竣工的喜悅來沖
淡了他對134位殉職員工的懷念。在殉工紀念
碑上，八田技師感性的寫下“嗚呼！曾文溪淙淙
的長流，貢獻滾滾不息的灌溉水源，只要這翠
流不斷，諸位的芳名將垂流不朽......！” [1]
 完工後的烏山頭水庫，土堰堤長1,273公尺，高
56公尺，滿水面積13平方公里，貯水量達15,000萬公
噸，是當時亞洲規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水庫。嘉
南大圳綿密的灌溉水路總長達16,000公里，可以環繞
台灣十三周，幾乎是地球圓周的一半。大圳完工以後，
土地改良的工程隨即展開。三萬甲貧脊的看天田，以大

型的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尺，並
且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壤中氮、燐酸
等肥料之含量。兩萬三千甲的鹽分地則是以灌溉
來排除土壤中的鹽分，不但挖掘水井加強灌溉，
而且利用風車排水，讓鹽分地漸次良田化。有了
大圳的灌溉，再加上徹底的土地改良，嘉南平原
原來的洪水、乾旱、和鹽害等3大障礙全部掃除，
農作收成激增，一躍而成為台灣最大的米倉。嘉
南地區的農民感激八田技師的功德，尊稱他為「
嘉南平原水利之父」，八田技師也從此奠定了他
在日本土木工程界的地位。[6]
 完成了嘉南大圳的工程，八田技師回任台灣

總督府技師，並擔任河川技術係長，同時被推舉為「台
灣水利協會」幹事，是推動全台土地改良工作的要角之
一。1936年，八田技師在「第六回全島水利事務協議
會」上公開說明全台土地改良事業的基本計畫，內容包
括設計大要、工程預算書、及各式的圖表等。計畫的內
容相當周延，是一部結合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地質以
及農業等專門技術的綜合計畫書。可惜因為日本政府
擴大太平洋戰事，以致八田技師推動的全島土地改良
工作僅僅維持不到五年，所以沒有顯著的成效。[6]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八田技師奉召返回日
本。1942年3月，被日本陸軍省聘為「南方開發派遣要
員」，同年5月5日在廣島登上郵輪「大洋丸」，前往菲律
賓進行棉作灌溉調查。上船之前，他寄給台灣的子女一
人一張明信片，也寄一封信給妻子外代樹。他告訴妻子，
在開往馬尼拉的途中可能會停靠基隆或高雄港，希望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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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到碼頭來相會。接到信，外代樹興奮的捻指計算著
與夫君會面的日子。卻不知道就在她收到信的前一天
(5月8日)，大洋丸已經被美軍的潛艇擊沉。八田技師罹
難，漂流的遺體被日本山口縣的漁民拾獲，火葬後骨灰
送回台灣。經過三次盛大隆重的喪禮，八田技師長眠於
烏山頭水庫。享年五十六歲。[8]
 外代樹帶著八個孩子留在台北。二次大戰末
期，美軍密集轟炸台灣。住在城市的人都向鄉村疏散。
外代樹帶著孩子疏散到烏山頭，回到他們原來的宿
舍。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所有日本人必須限期
撤離台灣。9月1日，外代樹留下便條，寫著“玲子、成子

都長大了，兄弟姐妹要和睦相處，共同生活下
去。”然後慎重的穿上繡有八田家徽的和服，
躡手躡腳的走出家門。來到水庫的出水口，脫
下木屐，排放整齊，縱身躍入出水口湍滾的漩
渦裏。當晚颱風來襲，風雨交加，彷彿天地同
泣。1945年9月1日，正是烏山頭水庫開工的25
週年紀念日。[8]
 隔天風雨停了，水庫的工作同仁將水門
關上，仔細搜索。終於在放水口下方，找到外代
樹的遺體。同仁將遺體火化，和她的丈夫葬在
一起。外代樹享年四十五歲，留下遺書“愛慕夫

君，我願追隨去。”[8]
 每年的5月8日，嘉南農田水利會都為八田夫婦
舉辦紀念儀式。參加祭拜的人，除了水利會的同仁，還
有政要、學者、專家。日本的親友也每年組團，前來參
加。2007年7月12日，總統陳水扁頒贈八田技師褒揚
令，表彰他對台灣農業的貢獻，由台灣駐日代表許世楷
在日本代表陳總統頒贈，八田技師的兒媳八田綾子與
孫子八田陽一代表家族接受[3]。技師已逝，躺臥在南方
島國的大圳，依舊綿綿澆灌著嘉南那廣裘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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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田倚膝沈思，靜靜地守望著烏山頭水庫)

都長大了，兄弟姐妹要和睦相處，共同生活下

躡手躡腳的走出家門。來到水庫的出水口，脫

渦裏。當晚颱風來襲，風雨交加，彷彿天地同
泣。1945年9月1日，正是烏山頭水庫開工的25
週年紀念日。[8]
 隔天風雨停了，水庫的工作同仁將水門

樹的遺體。同仁將遺體火化，和她的丈夫葬在
嘉南大圳北向通往嘉義的灌溉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