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鄉簡介－中壢市 
【地名由來】 

清乾隆年間漳州移民開始拓墾此附近地方，稱此地方為「澗仔壢莊」；後因行旅眾多，商業興隆，

名為「中壢街」；又因為此地位於昔日北部兩大都市－新竹和淡水(原指新莊，後指臺北)的中途，所以

又取其「中」字，改稱「中壢」。日治時期，於臺北縣設「中壢辦務署」。民國 26 年升為「街」，稱為

「中壢街」；民國 34 年 8 月歸隸新竹縣，更名為「中壢鎮」，民國 39 年 10 月調整改隸桃園縣仍名「中

壢鎮」，民國 56 年 2 月升為「縣轄市」改稱為「中壢市」迄今。 

 

                 
 

【地理位置】 

     中壢市位於桃園縣轄區中心，東臨八德鄉，北伸大園鄉，東北銜接桃園市，南毗平鎮市與龍潭鄉

相連，西鄰新屋鄉，西南 界連楊梅市，西北瀕觀音鄉，四通八達。全市東西長 10.64 公里，南北寬

7.38 公里，以地形區分為街市中心、內壢、龍岡、大崙四部分，地勢高而平坦。行政區域有 797 個里，

面積約 77 平方公里，人口約 36 萬人。 

 

【人文特色】 

    中壢市東、北二面的鄰區，居民多操閩南語；西、南二面的鄰區，居民多操客家語；故本市為兩

種方言的交會地帶。經長久相處，加以交通發達和商務需要，本市居民皆能操兩種方言。自傳統文化

而言，位居全縣地理中心的龍潭鄉，維護客家文化最具成就，惟對外交通不及本市方便，恆以本市為

對外門戶，故本市實為縣內南區客家文化中心，文教和學術機構亦為全縣之最多。 

 

【古蹟景點】 

 仁海宮媽祖廟－創建於清道光 6 年(西元 1826 年)，主祀媽祖，迄今已有 170 多年歷史，是中壢市

最古老的廟宇，位於新街，又稱為新街廟。同治九年(西元 1870 年)，居民倡議重建，翻蓋為宮殿

式大廟，正式定名為「仁海宮」，並立有「海國長春」扁額。香火綿延不絕，長久以來，新街廟

已成為當地居民重要信仰中心。 

 青塘園－原名為埤塘公園，民國 96 年改名為青塘園，在水岸周邊創造親水緩坡、觀景平台、木

棧道、花崗石人行步道及戶外劇場等多樣性之水岸休閒遊憩空間，同時於埤塘水岸邊引進包含「水

中燈籠」台灣萍蓬草等多達百種之原生性水生植物，搭配自導式解說系統的導覽，成為一個生態

環境戶外教學、認識水生植物及埤塘文化的理想場所。 

 黑松松博物館－1995 年黑松公司 70 週年慶，舉辦了「徵人、徵物、徵作品」活動，並蒐集了黑

松公司自身保存的歷史文物，於 1996 年在此成立黑松文物館，多年後為了提供參觀者更好的參

觀品質，黑松公司不惜巨資，大幅整修，更豐富展出內容，佔地 120 坪，於 2005 年正式落成啟

用，更名「黑松飲料博物館」，紀錄了台灣飲料的一頁發展史，為台灣飲料文物的保存盡一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