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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港塔樓社史地沿革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從國文課《紀水沙連》中，認識到了自從朱一貴事變中，里港藍家來台第一代

祖先藍鼎元先生及其藍家後代在阿里港的深耕與發展。里港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

地靈人傑的人文風采！實際走訪里港，從當地耆老的談話中得知，里港許多失傳的

歷史淵源以及今昔發展。古早的鳳山八社中，位於阿里港的塔樓社不僅是其中最大

的一社，還是里港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引起了我們的研究興趣。 

 

 二、研究目的 

 

想讓更多人了解阿里港在屏東的歷史淵源和歷史地位，為身為屏東的我們與文

化的傳承盡一分心力。 

 

三、研究方法 

 

藉由當地走訪里港，拜訪當地耆老及文史工作前輩，並查尋當地鄉志、村誌、

網路資訊做整理、對照，分析塔樓社今昔概況。 

 

貳、正文 

 

一、地理位置 

 

塔樓社(今里港鄉塔樓村)位處里港鄉西南端，東臨省台三線，沿台三線往北走至

指標 431.5 公里，改走屏 14 號縣道，前行約莫一公里即入塔樓村，是進入里港的主

要門戶幹道。進村前頭旁，可見佇立一隻大公雞塑像，長年守護本村，為本村標誌

圖騰，有喚醒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意義。西接下淡水溪堤防，沿堤東可達

三地門風景區；南與下三塊厝以大排水溝為界；北接北勢洋里嶺大路(原台糖公司運

蔗舊鐵道)與玉田村相隔，形成一大方型村莊。現今南二高(福爾摩沙高速公路)通車

後，交通更為便利。然而以往的塔樓社範圍有多大呢？依據荷蘭人留下的地圖不足

以說明塔樓社的真切範圍，對其周遭環境僅以「大河之旁」，「一彈丸之遠的河寬」

描述，直至西元 1721 年朱一貴之役前，漢人移民漸增，才增加了文字與地圖的填補，

以及明確位置範圍甚大，其範圍為現今九如全鄉、里港全鄉、高樹、鹽埔一部分、

高雄的旗山、美濃、大樹的一部分。非今日一鄉內的小村落。(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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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里港鄉地理位置 

圖一資料來源：

https://www.mobile01.com/waypoi

nttopicdetail.php?f=206&t=390977 

圖二塔樓村地理位置 

圖二資料來源：

http://www.pthg.gov.tw/townlto/cp

.aspx?n=9E2E7A957A40809C 

圖三塔樓村大公雞塑像 

圖三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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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歷史 

 

(一)名稱由來 

 

里港鄉境內最早出現在文獻中的地名大概是「Zoatalau」。除此之外，還有

Swatanauw、Swatelauw 等拼寫方式。這是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南台灣時對塔樓社

的稱呼。若用三百多年來在里港地區成為優勢語言的「福佬話」發音，可拼寫成

「塔樓」。事實上，進入到中國統治版圖時，此村落就以「搭樓」或「塔樓」命

名。十七世紀，荷治台時期，只有零星漢人居住於里港鄉境內，「塔樓」這個地

名顯然是直接從居住於此的平埔族之地名音譯而來，但是辭義已無法考證。但是

也有盛傳一則傳說「過去有居民考中舉人，在此搭建樓房，故稱此地為『搭樓 

』」。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地方士人牽強附會的說法，也與歷史時間有出入，故完全

不符合史實。(註二) 

 

        (二)族群發展 

 

荷治時期時，荷蘭人根據屏東平原結盟部落分布，將土著族群分為八大社

群，有力力社、茄藤社(一名奢連)、放索社(一名阿加)、阿猴社、上淡水社(一名

大木連)、下淡水社(一名麻里麻崙)、塔樓社、武洛社(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註

三) 

 

塔樓社是鳳山八社中範圍最大、人口數最多的一社。其原先是原住民「馬卡道族」

為主要的人口體系，馬卡道族分布在台灣最南部(今高雄、屏東平原一帶)，因此

過去被分類為平埔族，小川尚義等學者認為是西拉雅族的分支。(註四) 

 

而漢人最早遷入屏東平原的時間約莫是康熙 30 年(西元 1691 年)，後來，大量漢

人進入里港的契機，是在康熙 60 年(西元 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朝廷派遣福

建水師提督「施世驃」以及南澳鎮總兵「藍廷珍」鎮壓朱一貴起義。而隨其族兄

來台的藍鼎元長子「藍雲錦」，發現「阿里港」(今屏東里港)的土地肥沃，適合開

墾。隨後幾年，率許多漢人前往當地拓墾，進而使得塔樓社漢化頗深。(註五) 

 

塔樓社漢化後，以「楊氏家族」最為龐大，經訪談其後代─楊明義校長，當時塔

樓社的酋長招贅(當地還遺留酋長女兒的墳墓─位於楊氏家族所種值的茄苳樹下)，

有位「楊氏」男子入贅(即陽明義校長的祖輩─楊榜文先生)，繼承酋長的部分土

地與材產，且其六子還被分為六個房頭(房頭即楊氏家族中依據年齡長幼劃分，

而楊明義校長為「大房」後代的第六世)，從此楊氏家族的勢力逐漸在塔樓此地

擴張，直到現今，塔樓村內楊姓的人口數最為龐大。(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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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楊明義校長介紹 

 

楊明義校長於大正十一年(1922)出生，在昭和四年(1929)年進入里港公學校

就讀，當時以「日化」教育為目標，這政策影響台灣各地之辦學。楊校長在此背

景下，完成了小學以及兩年的高等教育，其中也遇到許多恩師，使得學業突飛猛

進，進而考取台南師範學校，接受師資養成教育。他被調回母校─阿里港公學校

服務，畢業後在母校任職。他回到母校(現里港國小)後，創下高升學率之佳績。

校長除了精通中、日文，在農業時代他也從書籍與農地實作中累積了豐富的農業

知識，指導學生識字之餘，更將農業知識傳授給學生。楊明義校長更在去年榮獲

「教育奉獻獎」和「師鐸獎」，也是史上最年長(９５歲)被授予「教育奉獻獎」的

退休校長，今年已９６歲卻仍朝氣十足。其楊氏家族後代也是多數頗有成就，出

了醫生、警察局副局長、教師，等等……，優秀人才。楊校長已在民國七十六退

休。(註七) 

 

 

 

 

 

 

 

 

 

 

圖四到當地去訪談楊明義校長(右一) 
圖五訪談當地前輩和學長，楊明義校長(中) 吳

庚元先生(右二)張哲維學長(左二) 

 圖四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圖五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圖六〈南部〉教育躾最重要 95 歲退休校長楊明義

獲表揚 

圖六資料來源：邱芷柔(2016)。〈南部〉教育躾最重

要 95 歲退休校長獲表揚。(網路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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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三坪祖師公神像 

圖六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阿里港塔樓社史地沿革 

 

三、塔樓當地信仰 

 

        (一)三坪祖師公廟 

 

三坪祖師公是當地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信仰，最先由塔樓的邱姓先民，自

大陸福建漳州府平和縣移居，隨身自三坪寺請一尊三坪祖師公聖駕護佑，保護先

民渡海。當平安抵達塔樓時，先民為感念三坪祖師公的庇佑，因而建廟奉祀，薪

火相傳，至此都以三坪祖師公作為信仰中心。塔樓村民信仰祖師公極其虔誠，每

年三大節慶慶典之捐款甚踴躍，其節省慶典費用，每年均有餘額，存款備用。如

塔樓國小增購校地，均由祖師廟公款預先支付。(註八) 

經楊明義校長口述三坪祖師廟台語白讀發音為 sann-penn5 tso2-su7-bio7。 

 

 

 

 

 

 

 

 

 

 

 

 

 

 

        (二)麗伯公廟 

 

麗伯公是當地的英雄，年輕的一代通常會稱呼他為「老麗伯」，雖然姓氏不可

考，但是單名可能為「麗」。傳說當地原先毒蛇眾多，麗伯公一生潛研草藥以治

蛇毒，其身懷絕技，響譽千里。尤其醫治救活者不知凡幾。固有俗諺「蛇咬塔樓

人，無彩嘴」。他又潛研醫術，曾試吃蜘蛛、螞蟻、蜥蜴肉來找到各種藥。又喜

玩蛇，將毒蛇放進竹筒中當枕頭，不料毒蛇竄出，纏繞其脖子，使其缺氧致死。

當地人民為紀念其而建「麗伯公廟」。(註九) 

 

 

 

圖七三坪祖師公廟的牌匾 

圖四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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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塔樓土地公廟 

 

俗話說「土地公顧水尾」，依照台灣每一村庄都有土地公廟，而且都在村莊

水流之處。本廟土地公金身是一塊石頭。根據歷史專家考證認為說：「這應該是

屬於平埔族的習俗，平埔族是母系社會，石頭代表母親，身旁立著數個小石頭，

代表母親撫慰孩子，平埔族人為感念母親的養育之恩，才有祭拜石頭公之習俗。」

由此可知，土地公廟由塔樓社平埔族族群就已建立了，可見歷史的久遠。而直

到至今，平時農曆初一、十五祭拜人潮仍絡繹不決、香火鼎盛。(註十) 

 

 

 

 

 

 

 

 

 

 

 

 

 

 

  

圖八麗伯公之神像 

圖八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圖九麗伯公廟外觀 

圖九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圖九塔樓土地公廟 

圖九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圖十塔樓土地公金身 

圖十資料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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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 

 

當時先民來到阿里港開墾，日以繼夜的工作，種植作物充飢，根本沒有餘

力關心子女教育。何況當時文明未期，談不上接受教育，因此文盲遍野，秩序

紛亂；到了清朝統治時期，治安更加敗壞。當時還沒有設立公學校教化百姓，

村民幾乎是文盲。直到日本大正年代，男孩子才漸漸有人就讀阿里港公學校，

然而女孩子仍受刻板印象影響，故入學者幾乎是男孩子。到了大正末期，人民

體會到受教育的方便，以及社會地為的提升，入學率大為提升，不必再派遣保

正、警察挨家挨戶鼓勵孩子入學。光復後，教育之種子生根，學童就學率更為

提升，近年由於國民教育機會均等，念書出眾者之影響，本村家長更重視及熱

心教育，故每年學子考上大院學校，呈直線上升，本村民信仰中心之三坪祖師

廟管理委員會，也從民國八十九年度起，開始頒發紀念金牌，鼓勵考上大學院

校同學們，希望日後學有所成，為村里、社會、國家貢獻。(註十一) 

 

        (一)塔樓國小 

   

原先塔樓社的小孩都需要跑到較遠的里港國小去上學，路程不但遙遠還很

容易發生危險。家長為顧及上學交通安全起見，爭取借用塔樓社開會會館當教室，

本只有一年級學生。民國四十七年正式設立塔樓分班，民國五十一改成塔樓分校，

而二、三年級也陸續在分校上課，導致學校空間不夠。終在民國七十二年，運用

祖師公廟基金，購田捐給縣政府作為校地建校。民國八十二年，考慮交痛日益混

亂，故將五、六年級學生全集中在塔樓分校上課。此時塔樓村民也認為成立小學

的時機到了，但一直被縣政府打回票，原因是校地不夠大。直到民國八十八，股

票大動盪，民國八十九年初，塔樓人見機，籌畫購地設校之事，喚醒村民捐款興

學，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捐出新台幣四百六十一萬元，此舉感動當時的蘇嘉

全縣長，令其未編列經費預算情況下，特准許提早一年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

成立塔樓國小。(註十二) 

  

圖十一塔樓國小碑 

塔樓國小的校徽為高屏溪斜張橋，是一

座橫跨高屏溪的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南

二高)橋梁。 

圖片來源：當地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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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塔樓社是個民風純樸的地方，在以前的鳳山八社中，塔樓社屬於其中範圍最大、人

口數最多的一社。當時的馬卡道族就已經過著民風自然的生活。直到康熙 30 年漢人遷入

屏東平原後，大量漢人因為藍家開發而進入里港，依舊過著簡單的生活。當地還有許多

信仰有三坪祖師爺、塔樓土地公、麗伯公等等。而麗伯公也是當地最為特殊的信仰，只

有塔樓人才拜麗伯公 

 

塔樓國民小學，可以說是塔樓村民的努力成果，使塔樓的學子可以不必大費周章地

去較遠的里港小學就讀。雖然學生不多，但塔樓國小在各方面表現都相當優異。學校改

建後，校地和教學品質都是被受肯定的。 

 

塔樓地區最富盛名的莫過於「楊氏家族」。而楊明義校長也是當地被受敬重的長輩，

他不只教書，還教導當地居民種植。「拔仔林茄冬樹」一棵陪伴塔樓人三百多年的守護神，

這棵碩大的植物就位於楊校長二兒子家附近。遠遠望去，彷彿一位守護塔樓的神靈，坐

望這幾百年來的變遷及茁壯，在未來，必能看見塔樓社，開出催燦奪目的花！ 

  

圖十二 塔樓社茄冬樹 

圖片來源 ：自行拍攝 

這棵茄苳樹的故事是楊氏家族

(楊明義校長的祖輩)為了感謝當時

與其祖先通婚的塔樓社頭目之女，

而獲贈大片田地，遂成大地主，楊

家為紀念此位"番祖母"在其墓地(臥

虎地)栽植這棵茄苳樹作為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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