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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序

走讀百果山
　　正值歲末年初，台灣社會仍舊充滿多變氣氛，暖冬普照大地，在年度結束開春之

際，是我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好時機，此時，本所發行《百果山的春天》這本厚實

的員林文化書寫，更具多元意義。

　　2006年春季，宗憲有幸擔任員林鎮長重責大任，懷著感恩負責的心，鞭策自己勤於

鎮政，廣納地方意見，廣結地方人力資源，期望能圓滿完成鄉親所付託的期望。宗憲世

居員林，深知各社區存在許多發展潛力，也聚集不少專家學者。員林如珍鑽，正幅射亮

麗光芒；員林如星光，正閃耀動人魅力。因此，如何再造員林都市生活機能，再創員林

文化觀光契機，是我積極推展的鎮政目標之一。猶記2000年，我在百果山的祖厝，兩座

三合院因八卦山隧道工程被拆除，十八兄弟親族散居各社區，心中充滿不捨和懷念，深

覺維護地方文化乃刻不容緩的工作，以社區文化教育紮根是長遠的路。

　　近年，我知道彰化縣文化局推展大家來寫村史有成，在台灣文化、歷史、文學、社

造各專業領域受到矚目，真是可喜可賀。每一次文化局寄到員林鎮公所的村史叢書，都

列入「鎮長推薦的書」，第一時間在圖書館服務台旁展示，當然我也成為讀者，其中由

邱美都和張碧霞老師所撰寫的《穿越南平庄》、《萬年火燒庄》、《番仔崙鹹酸甜》、

《走入員林街》，生動寫實，內容紀錄員林各社區珍貴的史料和生活故事，都是值得推

薦的好書，也是新員林鎮志編撰的重要參考史料。兩位作者近年屢獲磺溪文學獎、台灣

文獻獎、文建會優良獎，是本鎮才女，也是本鎮光榮。

　　為挖掘員林文化之美，去年底特請邱美都主任和楊銘欽先生，規劃撰寫百果山村史

，我看他們夫妻深入百果山各巷道，與里民專業的對談和拍攝，短短一年就為地方收錄



好幾千張照片，有系統地紀錄消失的生活故事

，他們積極認真尋找地方文物和故事的精神，

獲得里民的肯定，也樂於提供資料。編印期間

，我先睹為快，厚實的十四萬字，三百張精彩

照片，我忍不住一回接一回閱讀，有史有詩有

故事，有聲有色有感情，世居百果山的記憶全回來了，還有在地人所未知的見聞也真實

呈現，讓人感動不已。這是我們員林人自己寫的好書，好書要與好朋友分享，讓我們一

起慶祝百果山的歷史故事書就要與諸位見面了。

　　感謝作者終年耕耘而今果實纍纍，里民熱情支援，還有文化局指導，地方文史專家

學者的協助，本鎮文化課和圖書館承辦，真實記錄三百年百果山生活歷史。這本員林的

好書誕生了，而且未出先轟動，美中不足的是經費拮据，篇幅和數量有限，難免不盡人

意，還請海涵。總之，本書將百果山記憶躍然紙上，讀之甜蜜滋味沁心頭，期待大家一

起來走讀百果山。

員林鎮長 吳宗憲



局長序

豐收的百果文化

　　彰化縣文化局在推動地方文化工作上，近兩年得到豐碩的成果，其中大家寫村史的

計畫，已出版二十一本村史叢書，二○○七年再度蟬連行政院政府優良出版品獎，全國

縣級單位只有彰化縣和澎湖兩個縣市得獎，真是難得，同時該叢書也蟬聯今年國史館台

灣文獻獎，文化局所推動的大家來寫村史計畫，顯然已經成為各縣市學習標的。

　　目前國內大學相關系所，已經看到彰化縣村史的推動，引發許多研究生加入書寫與

研究行列，可見近年，本縣默默耕耘的成果，相當受肯定。啟動彰化學的推展已展開，

感謝彰化師大等學術單位，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和熱心的專家學者積極參與，讓彰化學

萌芽，並迅速顯露特色。

　　彰化縣地方文史工作推展，向來都是文化局重點工作，建立有特色的「彰化學」更

是文化局積極推展的要務。回顧過去，幸得本縣康原老師等專家，各鄉鎮單位和熱心人

士自發性參與，方能有今日豐碩的成果展現。其中，員林鎮的表現是為代表性，例如今

年八月設置文化觀光課，專責推展地方文化觀光，難能可貴，為國內鄉鎮層級之首例；

又如邱美都和張碧霞老師，參與多本村史寫作計畫，亦是磺溪文學獎得主，她們對於地

方文史的書寫，在量與質方面均有豐富產出，這種熱愛地方文化的精神，真是可圈可點

。

　　正值歲末年初，本人欣聞彰化縣大家來寫村史作家邱美都，持續追求真善美的村庄



生活歷史寫實精神，由文化局輔導，員林鎮公所發行《百果山的春天》，這本深具員林

文化地標的書籍，文彩豐富，真實動人，親切可讀，是文化局推動大家來寫村史的延伸

出版。本人以喜悅心情略誌賀忱。同時寄予厚望，如同書名「百果文化春意盎然慶豐

收」，相信能引發地方文化資產守護行動，促發大家共為本縣文化百年志業努力！

彰化縣文化局 局長 林田富

左二起名作家康原、文化局長林田富、名作家楊翠、

作者邱美都，2006年10月村史發表會合影。

左起康原作家、洪萬生教授、彰師大張惠博校長、林

田富局長、林明德副校長。



喜見常民生活書寫

　　　─序《百果山的春天》

　　「建構彰化學」是我近年積極參與推展的事情，要建構彰化學，村史的書寫是重頭

戲，常民生活的描寫與記錄是必要的，假若少了彰化各鄉鎮村史的書寫行動，那麼再多

的理論分析和想像，將顯得空洞且缺乏動人的元素。2004年起，我擔任彰化縣文化局大

家來寫村史審查委員，四年來，我們已經出版二十一(一本總論)本村史，包括彰化、芳

苑、員林、永靖、二水、花壇、大村、埔心、北斗等鄉鎮聚落村史。

　　我們所推動的村莊歷史寫作是一種大眾史學，是由下而上的應用史學，以行政區域

為中心，涵蓋周邊的生活聚落，舉凡村庄生活相關之歷史、民俗、族群、信仰、建築、

人文……等，皆為書寫媒材，配合台灣歷史發展背景，透過人類學實際的田野調查紀錄

，與文獻交叉梳理解讀，著重史學辯證精神，用文學形式表述，諸如報導文學、詩歌、

小說、影像、影片皆可，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聚落共同的生活記憶，成為大眾閱讀的生活

史書。

　　歷史是過去的事情，但是過去台灣所寫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今日要思考的

是「常民沒有歷史嗎？」因此，我主張常民有詮釋自己歷史的權利和義務，以在地人在

地情的觀點出發，尊重與詮釋在地人想法，期望引發書寫者、在地者、閱讀者、研究

者，多元角度的深層共鳴。

　　村史書寫完成後，又是另一個推展的開始，彰化縣的村史書冊，蟬連行政院文建會

優良圖書獎和國史館臺灣文獻獎等獎項，已經引起各縣市矚目，以及學術單位重視與研

究。其中最多產的作者是邱美都，她是小學鄉土教師，已經書寫四本村史，包括她的出

生地瑚璉村史、工作地南平村史、婆家火燒庄村史、居住地標百果山村史，每本村史都



自發性推廣千本，她帶著學生深入走訪社區，透過社區讀書會和鄉土教學，多方推廣走

讀村史，獲得肯定和迴響，她用心書寫且有效能的推展村史，真是難能可貴的人才，她

對地方深度的情懷與行動力，值得年輕人學習。

　　俗語說：「樹頭徛乎栽，毋驚樹尾做風颱」，處境困難的台灣，需要眾人同心努力

，做好臺灣文化的紮根工作，才能有尊嚴地向國際舞台伸展。台灣各鄉鎮均有文化地標

，我認為書寫鄉鎮文化地標是台灣文化產值生命再造，《百果山的春天》就是員林文化

地標的重要書寫，作者邱美都和楊銘欽是我在員林社大臺灣文學班資深且績優的夥伴，

我陪著他們一路走來，發現有智慧的美都，文采豐富，筆隨意到，運用心理輔導情感，

勤於田調訪談，廣泛蒐集文獻，用心梳理比對，加上撰寫過程，其夫婿楊銘欽專業的拍

攝和錄影，他們夫婦共同創作的村史，精彩可讀，具有史學、文學、鄉土教育、社造等

多方價值。

　　在此，我要肯定彰化縣文化局的支援，

員林鎮公所這次主動推展寫村史的行動，更

要恭喜我的好友美都和銘欽，攜手完成百果

山村史，我們應該給辦理單位、作者、相關

人員掌聲，也期許這樣重要且珍貴的村史書

寫能持續，讓員林文化發光發熱。

作家　康原◆作家康原夫妻走訪百果山〈右三〉。



遊食外方的百果山子弟記憶

　　每讀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就想到家鄉員林雖不大，卻

也有傳名的事務景致，例如蜜餞、椪柑、玫瑰花園。 在台灣休閒產業發展初期，「百果

山」不脛而走，算也有小小名氣。當我告訴別人家住百果山，得到回應「我知道百果山

」時，心裡就有一股暖意。

　　晚近，百果山吳家布袋戲得到國家薪傳藝師榮銜後，泉州寮「鄉土」的價值性明顯

有了肯定。自己回首四十幾年前的山林記憶，卻又是一番滄海桑田。當時規模偌大的蜜

餞工廠，如今一一關廠不做了，「粉殼」龍眼乾的焙製也快失傳了。果園主要種植的果

樹由龍眼、李子、鳳梨、橄欖換成荔枝，楊桃也由傳統品種嫁接上青梗、軟絲的馬來西

亞新品種。記憶一一都變了！變化更大的是地理區隔的記憶。林厝、柴頭井、泉州寮、

出水、湖水坑彎仔庄，本來是不相屬的村落，由於小學及百果山，逐漸交融起來。 

　　個人由於有機會在德國進修了幾年，碰巧所就讀的大學是設在已有兩千年歷史的德

國第一老古城中，因此也耳濡目染他們許多對待市史，甚或村史歷史書寫的態度。另外

又回想著中文典籍中源遠流長且數量龐大的「方志」和地方掌故的書寫，對著也是舞文

弄墨者，卻不禁也汗顏。很高興邱美都老師在課餘致力員林地區的「村史」撰寫，特別

是以一個「村外人」來寫百果山的村史，內容詳實豐富，真令人欽敬。她的書付梓在

即，堅邀不才如我做序，實不敢為序，那麼就以遊食外方的村內子弟身分，題弁幾句，

不敢說是為序也！

中央研究院 江日新



自序

樂當百果山說書人
　　本人教書之餘，以促進地方文化發展為志願，平時深入員林社區，推展文史工作多

年，深知編撰地方生活文化常民史之重要性，足以喚醒鄉親關心土地的行動。今日將持

續新思維，堅持嚴謹的史學觀和在地情，以報導文學方式，將地方村史文學化，提升閱

讀者共鳴性和迴響度，自我期許再次突破傳統地方志刻板寫法，撰寫一本結合「文學、

史學、教學、社造、鎮志」，可讀、可用、可珍藏、可研究的好書，同時在地方推廣，

凝聚社區力量，達到一本多用的文化教育效果。

　　四年來，我持續撰寫完成四本村史《瑚璉草根永靖心》、《穿越南平庄》、《萬年

火燒庄》、《百果山的春天》，成功結合台灣文學、鄉土教學、社區營造、文史調查紀

錄、鄉鎮志參考，實現五合一理想，也獲得諸多親朋好友的迴響與肯定，增添生活價值

與尊榮。幾經評估後決定，撰寫員林鎮後花園「百果山」社區，以員林古聚落「泉州寮

」為探索出發點，擴寫周邊的聚落湖水、出水、林厝、振興里，至於百果山下崙雅里故

事，多半已收錄在張碧霞撰寫的《番仔崙鹹酸甜》，故不再贅述。此外，百果山的範圍

內還有大峰、鎮興、南東里，礙於篇幅和時間有限，無法收錄，期待先進書寫，讓員林

百果山故事更加多元豐富。

　　我所居住的員林鎮是彰化縣早年閩粵族群聚落集中地，具有獨特的地方人文歷史風

情，是台灣人文歷史研究的重鎮。依目前研究得知，百果山地質土層顯露，成為遠古台

灣土地形成的重要區域，加上三千七百年「林厝遺址」古文物的出土，更確立百果山無

價的古文化資產。先民來到員林東邊山林拓墾，形成大武郡社平埔族聚落，接著曹、

邱美都



張、江姓接續入墾，聚集許多粵籍庄民。之後來自泉州府的吳伯惠，直接入墾柴頭井庄

外北端的虎蹄坡，與粵籍先民嚴重械鬥，但經平反後逐漸融合，爾後陸續遷入張陳家

族，形成傳說中的「泉州寮」庄。

　　泉州寮成庄以來，被行政區域劃分為二，北屬湖水坑庄，南屬柴頭井庄，直到日治

時期官方文書仍見「泉州　」，戰後北屬出水里、南屬林厝里，在行政區域劃分下，泉

州寮地名就鮮少出現，留下「湶洲巷」名，然而地方人士仍舊習慣呼喚老地名泉州寮，

成為百果山社區重要的生活圈。今日走訪探索，雖物境事遷，然用心尋找與聆聽，依舊

可發現諸多珍貴的早年生活故事。

　　北泉州寮所屬的的出水里是百果山重地，有百果山遊樂園、新百果山遊樂園、廣天

宮、水源地、百果園、古厝等；出水里北通湖水社區，文風盛景緻優；泉州寮南達林厝

社區，是員林古聚落區，近年增設完善的休閒運動設施，萬里長城、臥龍坡、藤山步

道，加上國際級的網球運動公園，豐富的生態景觀，形成員林觀光休閒潛能開發區；還

有山腳下的振興社區，犁壁山、麒麟坑、薑母山埔、姓氏聚落，以及大峰社區的山坡生

活，山腳下鎮興、南東、崙雅的古聚落生活，全都是百果山的生活舞台。

　　百果山自古桃李梅柿、蘋婆、橄欖、鳳梨、樟樹、相思樹、油桐樹，滿坑谷的水果

增添甜美的生活滋味。大宗的楊桃、龍眼、荔枝園，是日治時期食品製罐材料，也是蜜

餞材料。因而，許多名符其實的代名詞與百果山連結，諸如蜜餞的故鄉、楊桃的故鄉、

百果的故鄉、員林的寶山、員林的發源地、員林古文化區、員林文化地標、活斷層帶、

古地層帶……。總而言之，百果山的資源無限，2001年3月16日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規

劃，將獅頭山風景區、梨山風景區、八卦山風景區合併成立參山國家風景區，八卦山風

景區包括八卦山、百果山、松柏嶺遊憩系統，百果山的觀光地位升級，然而百果山風華



仍待努力經營。

　　二○○七年，百果山行腳穿梭果嶺，總是花香果香撲鼻，蟲鳴鳥叫貫耳，蝶影綠姿

繞古厝，咻！台灣高鐵南北呼嘯，穿越果園古厝，員林的古早味，仍在百果山林飄動。

人情味濃的百果山，山坡人家總是純樸好客，許多古早的生活故事，收錄在我的電子書

庫裡，分為十二回細說百果山，有神秘原始林、入墾泉州寮、日風吹、內山兄歌囝仔

時、在地信仰、布袋戲王國、戰後山頂風、公媽會與兄弟會，以及出水、林厝、湖水、

振興社區采風。現在讓我成為說書人，用《探索泉州寮--百果山的春天》與各位鄉親結

緣吧！

◆百果山文人吳五龍題贈墨寶 ◆長眉老翁陳瑞宏贈木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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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這塊小而美的土

地，是入墾者夢土，來自

不同原鄉的種籽灑落，土

地與水流寬容迎接，孕育

多元的台灣文化。儘管今

日文明腳步多麼快速，生活的土地故事，依舊是地方口耳相傳的重要

主題，花香、水聲、鳥鳴、雲行，豐富的大地撫慰心靈，成為現代文

化應重視的加值產力。

　　假日有空，阿都阿欽夫婦喜歡走入百果山社區，和在地人一起感

覺，阿都的筆書寫不停，阿欽的相機喀嚓不止，長年下來紀錄不少員

林人的故事。阿都不忍精彩的生活故事隨光陰流逝，俗話說：「喙

是風，筆是蹤」，書寫百果山共同記憶，成為2007年重要的行動。當

話匣子打開，生活舞台布幕升起，一齣齣真實的萬象人生，酸甜苦鹹

交織在生活戲碼中，全都是員林鄉親記憶深處的重要軌跡。俗話說：

「人生親像大舞臺，苦齣笑詼攏公開」，縱然許多過往今來的地方議

題，總是「一人講一項，無人講相仝」，然而，村庄故事如繁星閃

爍，和在地人一起穿越村庄，一起呼吸泥土芳香，讓人樂此不疲。

　　阿都深知競爭與合作是人與大地的生態法則，競爭激烈的社會迷

宮，容易讓人失去方向，唯有智者懂得尋找生活出口。2007年台灣人

王建民的棒球精神，林義傑挑戰沙漠的極限，再次成功樹立台灣精神

典範，有助於跳脫傳統教條式意識型態的注入，從週遭小人物生活典

範的建立，觸動人心引發良善的心靈迴響，讓紛紛擾擾的台灣社會露

幕起

◆青山國小85週年校慶樂隊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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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微微曙光。然而，現代人心靈空虛與盲知區域如何彌補？何以文明

進步了，物質豐足了，資訊便捷了，地球畛域拉近了，而心靈距離卻

浮浮沈沈？倘若人是樹，要問滋養生靈的根健在嗎？泥土、陽光、空

氣、水等所需無虞嗎？哎呀！物質為重，名利擺中間的現代人，熟悉

的土地仍在心中嗎？或許將故鄉土地留駐心中，才有邁向未來夢土的

活力。

　　鳥瞰台灣，台灣中部八卦山餘脈向西緩降處為「半線」社，這個

因平埔族巴布薩族聚落，取音得名的半線社，1685年《台灣府志》記

載許多風情。1709年施世榜引濁水溪水建施厝圳，又稱濁水圳，十

年完竣，嘉惠半線八堡ㄧ○三莊，1721年坡心庄黃仕卿修築十五庄

圳。暢通的圳水加速農作物豐收，同時也吸引大批來自福建廣東的入

墾者。到了1723年「半線」改「彰化」，後人從福建巡撫王紹蘭《彰

化縣碑記》追尋地名由來，碑中記載「實獲眾心、保域保民、彰聖天

子、丕昌海隅之化歟」，意味顯彰皇化的意思，果真如此？不過，

確定的是，當時彰化轄十保，範圍包括諸羅縣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

南，員林隸福建省分巡台廈道臺灣府彰化縣。

　　1726年彰化孔廟和員林廣寧廟完竣，隔年饒平縣朱厝樓朱天壽、

朱天海入墾廣寧廟附近（今打石巷），直到1730年官方資料出現「員

林仔庄」地名，1741《台灣府志》出現「員林仔街」，又叫「林仔

街」（約在今廣寧宮員林第一市場、打石巷、博愛街一帶）。至於員

林地名由來說法不一，學者洪敏麟和《員林鎮志》認為早年墾民在樹

林中央墾植結廬成庄，留下圓形林地得名；專家陳國典從語音變化提

出：圓樓仔→圓籃仔→圓林仔→員林仔→員林。《環華百科全書》記

載員林古作「圓林」，清高宗乾隆時為粵東客家張姓所開發。專家洪

英聖從鹿港角度來看，是河洛語鹿港腔「下」(Ue)林仔，指鹿港下方

東側山丘「林」地，近音「員林仔」。有關員林地名由來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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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思，有待深入考究。

　　員林仔街東邊山林，早年全是原始叢林，據說野生構樹叢生，構

樹是野鹿的最愛，俗稱「鹿仔樹」，大綠葉、生存力強，山坡清泉豔

陽滋潤，春風吹過，雄花綠、雌花紫紅，十幾公尺高，滿樹絲絲繁

花，聚集的小花球處處。秋季結紅熟果，冬季葉落整枝。山坡人家男

壯丁帶工具結伴入山，尋找野豬、野鹿、野羌等野生動物足跡，守在

鹿仔樹下，往往能捕獲獵物，將四肢綁在長竹棍上，開心抬回聚落慶

功。這座山林是員林和南投、芬園、社頭的界山，庄民感謝大自然恩

賜山林和湧泉，天、神、土、樹、水，全都是感恩祭祀的對象。

　　員林東邊山林蓊蓊鬱鬱向西緩降，坑崁間多半是原生種野生植

物，據說早年有構樹、九芎、朴樹等。山林中以「坑」和「寮」為

主，向陽「坑」地水源充足，聚集人家較多，向陰坡地好栽植，散居

草「寮」人家，黃土夾雜圓礫石，地表處處湧泉。雍正乾隆年間陸續

有張姓等入墾，「蕃薯嘸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他們披荊斬

棘，結廬而居。

　　員林山間「坑」地聚集來自廣東潮州府墾民，在虎蹄坡卻出現

「泉州寮」，一個來自福建泉州府的聚落，探索泉州寮要從吳伯惠入

墾的故事開始聆聽。

　　據張懋勉派下《清河堂第十三世四房張姓瑞華公族譜》，發現在

吳伯惠入墾虎蹄坡前，來自潮州府饒平縣馬崗派的張懋勉和 珍父子

已入墾「廣福社」數十年，廣福社南面牛埔地叫「虎蹄坡埔」，虎蹄

坡埔南早已由馬崗派張姓族裔聚集，也就是柴頭井下埧張厝，推估約

在乾隆初期1730-1740年代。之後，當吳伯惠從福建泉州府安溪縣直接

入墾虎蹄坡埔東面上方山林地時，周邊全都是粵庄，為了生存，粵泉

難免起紛爭。

　　到了1759年《乾隆台灣輿圖》出現員林庄、東山庄、三塊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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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厝、半路厝、柴頭井，吳伯惠已入墾柴頭井庄外北面多年，設延陵

堂，卻傳來與張厝械鬥的慘況。直到嘉慶年間，來自廣東潮州府饒平

縣張慶蒼之子張日進，推估約在1800年後，從番仔崙遷入虎蹄坡埔附

近，在延陵堂九芎樹西面設清河堂。因此，虎蹄坡埔旁的聚落日漸成

庄，地名「泉州寮」正式出現在1832年《彰化縣志》，屬大武郡社，

因聚集許多泉州人吳伯惠族裔而得名。

　　泉州寮聚落成庄近二百年，有何美麗的哀愁林間流傳？傳說如星

光神秘，有時近在眼前，有時遠在天邊，靜謐地伴著山林。隨著歲月

轉輪，日治時期出水坑劃作保安林，設水源地和員林神社，虎蹄坡

被「清埔」，變成保安山林並設湖水公學校，許多庄民需向員林街庄

役所租佃耕作，成為苦力「佃田作」。直到1961年，鎮長林朝業和興

賢吟社林玉華等人，正式命名為「百果山風景區」，範圍包括湖水坑

（湖水里、出水里）、柴頭井（林厝里）、番子崙（崙雅里、振興

里）、三塊厝局部（大峰里、鎮興里）、東山局部（南東里）。1968

年員林鎮公所積極建設百果山社區，以湖水、出水、林厝、振興里為

主，平時再加上崙雅里，成為林厝派出所管轄的百果山大社區。

　　今日走讀

百果山，不同

入徑就有不同

發現與感受，

讓我們深入泉

州寮探索，尋

找員林人失落

的百果山記憶

吧！

◆暢遊百果山。(吳佳燕繪/楊銘欽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