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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符其實？！--由自然科學看台灣地名 

           由來的命名智慧 

 

摘要 

    尋根追源是人之常情，而地名－是解開地方歷史的活化石，是了

解過去文化的資產，還原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一面鏡子。 

    影響臺灣地名的命名原由，有歷史的因素、地理的因素和語言的

因素，而台灣地形錯綜複雜，有文獻證實台灣地名的由來，大多和先

民居住的自然地形有關聯。經過閱讀文獻後，決定以具突起地形的「山」

「崙」、「崁」和具平緩地形的「墘」，以及具低谷地形的「坑」等地

名，作為本次的主要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顯示，「坑」地名也大多分布於丘陵或山地邊緣，尤以 

出現於嘉義、南投、彰化、台中及北市；「墘」地名則較集中於台灣

中部的平原地區，尤以嘉義、彰化及雲林等區域最多；「崙」地名則

以台南、彰化、雲林和北市等地區的平原或台地的出現率較高；崁」

地名大多集中於西半部的平原或台地地區；「山」地名則分布於地勢

起伏較大的丘陵或山地區域。由歷史圖像顯示，台灣地形這 12年來

尤以人類居住或活動區破壞最為顯著，可見地形的破壞應是人為破壞

大於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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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不久前的新聞曾報導過，屏東枋山發生火車撞上土石流的意 

    外，還記得老師在課堂上曾經介紹過，「枋山」以閩南語發音， 

    則成為 「崩山」 ，也意味著屏東枋山是一個容易發生坍方的地   

    方。這個新聞引發了我們對地名命名的好奇心，也引起我們想了 

    解地名和地形或自然環境的相關性，在經過上網蒐集資料後，發 

    現更多奇奇怪怪的地名都跟自然環境有關，於是我們決定要找出 

    和自然環境有關的地名，並深入加以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 了解和地形有關的五種地名「坑」、「墘」、「崙」、「崁」和「山」， 

       在台灣地理上的分布狀況。 

  (二) 了解和地形有關的五種地名「坑」、「墘」、「崙」、「崁」和「山」， 

       在台灣行政區域的分佈狀況。 

  (三) 利用 googl earth 的歷史圖像，了解台灣 12年來的地形變 

       遷情形。 

  (四) 比對和地形有關的五種地名「坑」、「墘」、「崙」、「崁」和「山」， 

       和自然環境的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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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地名？地名是人類對某一特定地點或地區所賦予的專有名

詞（陳國章，1994）；地名就是長久歲月裡，先後到這個島嶼來定居

的「人」與這個島嶼的「地」所結合而創造的（洪敏麟，1980）； 

地名為代表某一地方或地形的符號（陳正祥，1959），而池永歆先生

(1997)進一步加以詮釋：「地名，是人類對其生活世界中各種自然景 

觀與人文景觀加以命名所得的人文物」。所以地名通常會反映出命名

時當地的自然環境或是人文景觀的特徵，而透過對地名的研究，不僅

可以瞭解現在地理的現象，還可以了解古地理的面貌，找出區域地理

特徵及演變過程。 

    那地名是如何產生的呢? 任何一個地名都有其產生的緣由、演變

的歷史和語言上的源流。台灣地名的研究，始於日治時代的伊能嘉矩。

1909年《大日本地名辭書序編》亦稱為《台灣舊地名辭書》，書中說

明台灣的文化歷史地理背景與地名命名的原則，更詳述台灣重要的個

別地名的命名由來；之後，安倍明義著有《台灣地名研究》，對地名

的命名型態與起源做有系統的分類與解釋；而後陳國章教授在其論作

《台灣地名學文集》的＜序＞中，曾提及：「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起

源、讀音、含義、演變、分布及地名與自然、人文環境的關係之科學」 ，

由此可知台灣各地方的命名，是與當地的人文、自然、地形、文化、

物產、先人拓墾的開發過程或期望等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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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文獻可知，影響臺灣地名的命名原由，有歷史的因 

素、地理的因素和語言的因素(如圖一所示)。所謂的歷史因素，是 

 

圖一： 影響臺灣地名的命名因素(簡長順，2002年) 

指曾經暫時或長期居住於該地的先民，可能因為政治的或是經濟的原

因，在此地留下了他們的生活足跡，而地名就是他們「當時」進行活

動時的歷史証明；地理因素，則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空間侷限

與人類向環境挑戰的可能性，從而以「當地」的自然景觀和特徵來為

該地命名；語言因素，則真切地反映出族群與自然環境接觸時，最原

初的反應。看到什麼東西，自然以自己生活世界中的語彙加以「命名」，

不會咬文嚼字地加以修飾、美化；也不會如哲學家，以不顯明的名詞

稱之。 

由於歷史、地理和語言三方面對地名的命名，皆具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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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探討相關議題時，的確三者都要加以考量並交叉分析，才能歸

納出正確的結論。但由於時間和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將著重於地理因

素和台灣地名之間的相關性。 

    從自然的地理環境上來看，臺灣的地形結構相當複雜，因為中央

山脈南北橫亙，形成東、西兩部分；而人類生活較易的西部沿海平原， 

又因為多數河流的東西流向，使得早期開闢拓殖的過程，以今台南為

中心，由南或向北呈現區域各自發展的情形，此外除了沿海及平原地

帶，部分的台地或近山地區，在人類冒險嘗試的勇氣下，沿著河谷

找尋可資生活的空間，台地與近山地區也漸為人所開闢  

(簡長順，2002年)。 

    從台灣地名的命名起源來看，和自然環境有關的命名原則，不外

乎（一）基於自然的一般位置以及地形命名……（二）形容自然特殊

地形而命名者……（三）基於特殊的大自然產物命名者……（四）基

於河山的位置及建築物而命名者……(伊能嘉矩，明治四十二年) 

(安倍明義，1938)，或是：（1）地點、位置；2）地形；(3）氣候；

（4）天然動植物(洪敏麟，1984)。 

    由以上可知，台灣許多的地名跟地形可以說是大大的有關聯！在

地質史上第三紀的造山運動中，台灣島因板塊擠壓而隆起，使得台灣

地形多崎嶇，除了有高大的山脈之外，即使在平坦的地方也會有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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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這樣的微地形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更影響到了地名的形成。在

臺灣的地名中，凡使用「尖」、「凸」、「凹」、「崎」、「崙」、「墩」、「崁」、

「按」、「埒」、「壢」、「山」、「底」、「墘」、「窩」、「湖」、「灣」、「洋」、 

(一)屬於崗丘的─「山」「坪」「鼻」「崙」「崎」「崁」  

1.山：地面凸啟程起伏狀的包括丘陵、台地、崗阜。如：龜山、 

鳳山、半屏山、龜山、旗尾山、鼓山、尖山、雪山、插天 

山、崩山等。 

2.坪：福佬話中專用於地稍高而上不平坦的地形，包括台地面河 

接面及地壘。如坪林。  

3.鼻、角：山地的山嘴或海岬突出處。如：貓頭鼻、鵝巒鼻；東 

北角海岸的鼻頭角。  

4.崙：意思是突起的土堆特用於沙丘。如沙崙、崙背等。  

5.崎：山坡的坡面。如嘉義崎頂。  

6.崁：指於河岸、溪谷中突起之山崖或階台。如桃園南崁、崁頂。 

1.埔：地勢平坦而未經開墾的耕地或荒地。如：埔墘、後埔；中 

         壢埔頂等。 

   2.埕：三合院用來曝曬穀類的前面庭院平地。如：鹽埕。 

3.隙：土地裂縫。如：高雄港俗稱打狗隙。  

(二)關於平原的─「埔」「埕」「隙」「坑」「墘」「汕」「洲「沙」「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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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坑: 指的是山間匯水而下流的小溝，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坑溝」，

另外，也含有山谷之意。如：高雄楠梓俗稱楠仔坑。  

   5 墘: 指位於湖潭溪圳之畔或道路旁的聚落。海墘仔、車路墘。  

   6.汕(線或傘或鯤鯓)：外沙洲沙嘴。如：南鯤鯓、清鯤鯓等。  

   7.洲：河川中的沒載地或網狀水系的地面。如樹林的浮州等。  

   8.沙：水旁的沙質地。  

(三)屬於河海湖埤的─「海」「灣」「澳」「港」「溝」「溪」「埤」「潭」  

                    「池」「湖」「圳」「塭」「窟」  

   1.海：陸地潮濘瀦水範圍較大者。  

   2.灣：用於海域或未在山麓沖積扇的聚落。如內灣。  

   3.澳：即小灣。如：蘇澳、南方澳。  

   4.港：專用在海港也用於河岸聚落或河流河流渡津處。如彰化鹿  

         港、台南西港、台北南港等。  

   5.河：以前台灣河流多稱溪偶而也稱河。如：台南白河。  

   6.埤：人工築隄瀦水或攔截溪水灌溉。如：埤頭。  

   7.湖：有泉水湧出而積水不竭範圍大的或外緣高中間低平的小盆  

         地。如台北內湖。水面不甚遼闊稱潭，如台北劍潭。  

8.池：挖掘用來貯水的坑洞。如魚池。 

9.圳: 用以灌溉的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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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塭: 傍海圍築用來養殖魚類的。  

   11窟(堀):多指瀦水的洞穴或動物的巢穴漥。 

   12潭：指平地天然或人工挖掘的深蓄水池，例如日月潭、龍蛟 

潭、鯉魚潭 

再者，陳鸞鳳曾在 1997 年研究桃園、新竹、苗栗各縣市地區裡，

以何種自然或人文景觀名的小名出現的頻率最高，結果發現「坑」、

「寮」、「屋」、「窩」為名的小地名出現次數最多， 尤以「坑」是台

地、 丘陵地形上，遭河川切割旺盛之地特有名稱，皆普遍分佈； 

次年，陳鸞鳳再度以地理分佈的角度發表了〈地名的探究--以「彰、

雲、嘉」的「崙」和臺灣東部的地名為例〉一文，此文前言中回顧地

名學的意義、分類及研究者，並畫出彰、雲、嘉等地以「崙」為地名

的位置分佈圖，說明台灣地區以「崙」為地名者，以「彰、雲、嘉」

地區最多；根據以上的文獻，本研究將以具突起地形的「山」「崙」、

「崁」和具平緩地形的「墘」，以及具低谷地形的「坑」等地名，作

為本次的主要研究對象。 

 

 

 

參、研究流程與研究方法： 



 

9 
 

一、研究流程 

  

  

  

  

 

  

 

 

 

 

 

 

 

 

 

                          

                        圖二：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文獻蒐集與閱讀 

決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 

蒐集地名資料 

製作 google earth地圖 

分析和討論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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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蒐集與閱讀 

        大量閱讀相關資料和書籍，進而收集相關資料。 由文獻的  

     統計上發現，以「坑」和「崙」為地名者，在台灣出現的頻率 

     很高，再加上不同地形的「山」、「崁」和「墘」，於是決定探討 

     此五種地名和地形間的相關性。 

(二) 利用地名查詢蒐集地名資訊：  

         由 http://webgis.sinica.edu.tw/geo/geoquery.asp 搜  

     尋五種地名的資料，並製作成表格。 

(三) 利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名分布圖 

         在 google earth中分別輸入五種不同的地名，並做地標 

      定點標示，製作五種地名分布圖。 

(四) 在 google earth中加入圖層，製作行政區域分布圖 

        利用 google earth中的圖層功能，加入行政區域圖，觀察  

     不同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況。     

(五) 利用 google earth中的歷史圖像製作地形變遷圖 

         將歷史圖像設定於 2000年、2004年、2008 年及 2012年  

     等不同時間點，觀察台灣 12年來的地形變遷。 

(六) 在 google earth中加入圖層，製作地形分布圖 

         利用 google earth中的圖層功能，加入地形圖，觀察不同  

http://webgis.sinica.edu.tw/geo/geoquer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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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的地形分布情況。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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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 http://webgis.sinica.edu.tw/geo/geoquery.asp(地名查詢)     

   所匯集而來，以「坑」、「崙」、「山」、「崁」和「墘」為地名 

   的相關資料如附錄一。在搜尋資料中發現，台灣有許多地名有「一  

   名多地」的現象，例如：沙崙、中崙等。由資料中顯示，重複最 

   多的尤其以大坑(16個)和崁頂(19個)為冠。 

二、利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名分布圖 

  (一) 以「坑」為地名的分布情形如圖三        

 

 

 

 

 

 

 

 

         圖三：「坑」地名分布圖 

 

 

 

  (二) 以「墘」為地名的分布情形如圖四 

 

由圖三顯示： 

「坑」 大多分布

於中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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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墘」地名分布圖 

  (三) 以「崙」為地名的分布情形如圖五 

      

          

 

 

 

 

 

          

           圖五：「崙」地名的分布圖 

   (四) 以「崁」為地名的分布情形如圖六 

如圖五顯示： 

「崙」大多集中於中

部靠海與北部的地

區。 

 

 

由圖四顯示： 

「墘」的分布大多

集中在中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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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崁」地名的分布圖 

 

  (五) 以「山」為地名的分布情形如圖七 

 

 

 

 

 

 

 

 

 

           圖七：「山」地名的分布圖 

 

三、在 google earth中加入行政區域圖為圖層，製作行政分布圖 

 

如圖六顯示： 

「崁」的地理分布較平

均，但在西半部較多 

 

 

如圖七顯示： 

「山」的分布也較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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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坑」為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形如圖八 

 

 

 

 

 

 

 

 

         圖八：「坑」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圖 

  (二) 以「墘」為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形如圖九 

 

 

 

 

 

 

 

 

          圖九：「墘」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圖 

  (三) 以「崙」為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形如圖十 

 

如圖八顯示： 

「坑」的行政區域分

布較集中於嘉義、南

投、彰化、台中及北

市等區域 

 

 

如圖九顯示： 

「墘」的行政區域分

布較集中於嘉義、彰

化及雲林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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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崙」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圖 

 

  (四) 以「崁」為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形如圖十一 

        

 

 

 

 

 

 

 

 

         圖十一：「崁」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圖 

 

  (五) 以「山」為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情形如圖十二 

 

如圖十顯示： 

「崙」的行政區域分

布則以台南、彰化、

雲林和北市等地區較

多 

 

如圖十一顯示： 

「崁」的行政區域則

平均分布於台灣的西

半部，但大城市似乎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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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山」地名的行政區域分布圖 

四、利用 google earth中的歷史圖像製作地形變遷圖 

  (一) 以「坑」為地名的地形變遷(2000年〜2012年)如圖十三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2012年最嚴重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2012年最嚴重 

 

 

 

 

 

 

 

 

 

  圖十三：「坑」地名所在地形變遷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 

  (二) 以「墘」為地名的地形變遷(2000年〜2012年)如圖十四 

如圖十二顯示： 

「山」的行政區域亦

較平均分布於台灣的

西半部各縣市 

    



 

18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2012年最嚴重 

 

 

 

 

 

 

 

    圖十四：「墘」地名所在地形變遷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 

 

  (三) 以「崙」為地名的地形變遷(2000年〜2012年)如圖十五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2012年最嚴重 

 

 

 

 

 

 

 

  圖十五：「崙」地名所在地形變遷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 

  (四) 以「崁」為地名的地形變遷(2000年〜2012年)如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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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至 2012年 

 

 

 

 

 

 

 

 

   圖十六：「崁」地名所在地形變遷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 

 

  (五) 以「山」為地名的地形變遷(2000年〜2012年)如圖十七 

     此圖說明了台灣地形逐年在改變，尤其是 2008年至 2012年 

 

 

 

 

 

 

 

 

 

      圖十七：「山」地名所在地形變遷圖(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 

 

五、在 google earth中加入地形圖層，製作地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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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坑」為地名的地形分布如圖十八 

 

 

 

 

 

 

 

 

 

 

 

 

         圖十八：「坑」地名的地形分布圖 

 

  (二) 以「墘」為地名的地形分布如圖十九 

 

 

 

         

 

 

 

 

 

 

 

             圖十九：「墘」地名的地形分布圖 

 

  (三) 以「崙」為地名的地形分布如圖二十 

 

「坑」地名大多分布於

丘陵或山地邊緣 

 

「墘」地名大多集中於

中部的平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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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崙」地名的地形分布圖 

 

  (四) 以「崁」為地名的地形分布如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崁」地名的地形分布圖 

 

 

  (五) 以「山」為地名的地形分布如圖二十二 

 

「崙」地名大多集中

於平原或台地地區 

 

「崁」地名大多集中

於平原或台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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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二：「山」地名的地形分布圖 

 

 

 

 

 

 

 

 

 

 

 

伍、討論和結論 

 

「山」地名大多分布

於丘陵或山地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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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坑」 乃意謂「山谷」或「盆地」，所以地勢起伏會比較大，    

     由研究結果顯示，「坑」地名也大多分布於丘陵或山地邊緣， 

     而「坑」地名之所以出現於中北部(嘉義、南投、彰化、台中及 

     北市)較多的原因，可能為中北部多為丘陵和盆地，地勢起伏較 

     大，而南部則多為平原，地勢起伏較小。 

二、「墘」乃意謂「畔」或「邊緣」，可能為溪邊或河邊或港口旁邊， 

    而這些地方，也是早期交通不方便時期，人類居住較繁華之處， 

    而為何較集中於中部地區？ 研究者認為可能「墘」這個字是某 

    族群生活上常用的字彙。 

三、「崙」乃指「沙丘」或「緩坡」，地勢起伏較小，所以「崙」地 

    名才大多集中於平原或台地的地區，而台南、彰化、雲林和北市 

    等地區也大多為平原或台地，故「崙」地名的出現率相對較高。 

四、「崁」乃指「崖」，「崁」地名大多集中於平原或台地地區 

    「崁」的行政區域也平均分布於台灣的西半部，但大城市似乎較 

    少出現「崁」地名。 

五、「山」地名則大多分布於地勢起伏較大的丘陵或山地區域。 

 六、 以地形變遷圖(圖十三〜圖十七)來看，台灣地形這 12年的變化 

     極大，尤其是 2008年〜2012年地形破壞最為嚴重，而且破壞   

     區域也以人類居住或活動區最為顯著，可見地形的破壞應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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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破壞大於天災。 

七、由本次的研究發現，地名不僅是一種語言符號，同時地名也是一 

    種文化現象，蘊含著人們的命名心理，許多地名尤其是方言地名 

    真實地反映特定地域的文化風貌和自然環境的特徵。總結而論， 

    臺灣「地名」是歷史、地理文化知識的一部份，藉由教育的傳遞， 

    具體而微地連結了當地過去與現在人們的情感，由此使人認同鄉 

    土，發揮愛鄉護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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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地名 地點 地名由來 

大坑 1 台北縣三芝鄉橫山村 

2.深坑鄉萬順村 

3.土城市永寧里 

4.台北市北投區湖山里 

5.桃園縣龜山鄉大坑村 

6.苗栗縣西湖鄉三湖村 

7.苗栗市新川里 

8.公館鄉大坑村 

9.通霄鎮烏眉里 

10.通霄鎮福興里 

11.三義鄉雙湖村 

意「大谷」。略同「大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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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12.台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二里 

13.南投縣中寮鄉和興村 

14.竹山鎮秀林里 

15.嘉義縣竹崎鄉文 

16.高雄縣大樹鄉大坑村 

油車坑 台北縣新店市青潭里 意「有油車店的谷」 

粗坑 1.  台北縣平溪鄉南山村 

2. 雙溪鄉牡丹村 

3. 基隆市七堵區友二里 

4.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里 

5.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 

6. 南投縣中寮鄉福盛村 

7. 名間鄉三崙村 

8. 鹿谷鄉初鄉村 

意「巨礫的谷」。 

大坑口 苗栗縣通霄鎮福興里 意「大坑的出入口」。係

相對於通霄鎮福興里的

「大坑」。 

大坑山 嘉義縣竹崎鄉與桃源二村之間

界線上。 

意「大坑的山」。因鄰近

同鄉的「大坑」聚落而借

用其名。參見「大坑」項。 

大坑內 台北縣瑞芳鎮吉慶里。 意「大谷裏面」。即「在

大谷裏面的聚落」之意。 

大坑尾 1.苗栗縣三義鄉雙湖村 

2.台南縣新化鎮大坑里 

意「大谷的末端」。即「在

大谷源頭的聚落」之意。

該「坑尾」與閩南系台語

地名的「坑頭」之地形位

置完全相同。 

大坑埔 台北縣瑞芳鎮吉慶吉安二里 意「大坑的平地」。實指

大谷口附近的平地。 

大坑溪 桃園縣蘆竹龜山二鄉 

台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民德三

里 

意「流經大坑的溪流」。

因流經大坑聚落而借用

「大坑」之名。參見「大

坑」項。 

大坑溝 高雄縣大樹鄉三和姑山大坑等

村 

意「流經大坑的溝渠」。

略同「大坑溪」。參見「大

坑」項。 

大坑墘 南投縣名間鄉大坑村 意「大谷的側邊」。即「在

大谷側邊的聚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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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坑 苗栗縣公館鄉大坑村 意「上方的大坑」。參見

「大坑」項 

二寮坑 苗栗縣造橋鄉大龍村 意「有二寮的谷」。「二寮」

係「第二個設有蒸餾樟腦

之腦社的小屋」之意 

 

 

 

 

 

 

 

 

 

 

 

 

 

 

墘 

地名 地點 地名由來 

埔子墘 台中縣大雅鄉六寶村 意「平地的邊緣」。即「在

平地邊緣的聚落」 

港墘 1. 台北市北投區建民里 

2. 內湖區港墘里 

3. 文山區樟新里 

4.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 

5. 嘉義縣東石鄉港墘村 

6. 台南縣仁德鄉中洲村。 

意「可行船河道的邊

緣」。通常指「口岸邊的

聚落」。 

潭墘 彰化縣大城鄉潭墘村 意「深水坑的邊緣」。即

「在深水坑邊的聚落」

之意 

溝墘 彰化鎮鹿港鎮溝墘里 意「溝渠的邊緣」。即「在

溝渠邊的聚落」之意 

頂溪墘 彰化縣竹塘鄉溪墘村。 意「上方的溪墘」 

大路墘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里。 意「大道的邊緣」。即「在

大道邊的聚落」之意。 

溪墘 1. 台北縣蘆洲市溪墘里 

2. 嘉義縣布袋鎮樹林里 

意「溪流的邊緣」。即「在

溪邊的聚落」之意 

埤子墘 台北縣板橋市埤墘里。 意「池塘的邊緣」。即「在

池邊的聚落」之意。 

港子墘 1. 宜蘭縣頭城鎮中崙里 

2. 苗栗縣竹南鎮港墘里 

3. 嘉義縣朴子市新庄里 

4. 台南縣新市鄉港墘村 

5. 屏東縣新園鄉港墘村。 

意「可行船河道的邊

緣」。通常指「口岸邊的

聚落」。 

埔墘 1. 台北縣板橋市九如埔墘福壽

等里 

2. 屏東縣車城鄉埔墘村 

意「平地的邊緣」。即「在

平地邊緣的聚落」 

下潭墘 彰化縣大城鄉山 村 意「下方的潭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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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海墘 桃園縣大園鄉內海村。 意「內海邊」。即「在沙

洲或沙丘內與海相通的

水邊聚落」之意 

新埔墘 台北縣板橋市九如埔墘福壽等

里 

意「新埔的邊緣」。即「在

新埔邊緣的聚落」之意 

田子墘 高雄縣內門鄉瑞山村 意「水田的旁邊」。即「在

水田旁的聚落」之意 

車路墘 1. 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 

2. 屏東縣南州鄉萬華村 

意「車道的邊緣」。即「在

車道邊的聚落」之意 

後港墘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前港二里 意「後方河道的邊緣」。

即「在後方河道邊的聚

落」之意 

海墘厝 1. 台北縣八里鄉訊搪村 

2. 台中縣大安鄉海墘村 

3. 梧棲鎮興農里 

4. 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 

意「海邊的房屋」 

湳墘 彰化縣永靖鄉湳墘村 意「湳港的邊緣」。即「在

湳港邊的聚落」之意。

「湳港」即是「土質鬆

軟不紮實的河道」 

溪墘寮 台北縣三峽鎮大埔里 意「在溪墘的小屋」。參

見「溪墘厝」項。略同

「河邊寮」 

港墘子 台南縣佳里鎮通興里 意「可行船河道的邊

緣」。通常指「口岸邊的

聚落」 

下海墘

厝 

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 :意「下方的海墘厝」 

:溪子墘 台南市安南區海南里 意「溪流的邊緣」。即「在

溪邊的聚落」之意 

 

 

 蜈蚣崙 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 意「形似蜈蚣的丘」 

青草崙 台南市安南區青草里 意「青草叢生的丘」 

三角崙 台北縣坪林鄉大林石二村。 意「三角丘狀的山」。因

山頂成三角形狀的丘。故

名 

沙崙 1. 台北縣板橋市崑崙里 意「沙丘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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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 

3. 新竹市北區大鵬里 

4. 台南縣安定鄉中沙村 

5. 歸仁鄉沙崙村 

6. 台北縣淡水鎮沙崙里 

7.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8. 雲林縣西湖鄉新庄村 

9. 台南市安南區砂崙城西二里 

中崙 1. 台北市松山區中正中崙福成

等里 

2.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3. 宜蘭縣頭城鎮中崙里 

4.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 

5. 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 

6. 台南縣安定鄉中沙村 

7. 高雄縣梓官鄉中崙村 

8. 鳳山市正義里 

9. 屏東縣里港鄉三村。 

意「中間的丘」 

三條崙 1. 南投縣名間鄉三崙村 

2.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崙南二村 

意「三條丘」。四湖鄉的

三條崙是源於沙丘的地

名 

崙背 雲林縣崙背鄉西榮東明二村 意「丘後」。實質上同「沙

崙後」。與位其南側的「崙

前」相對應的地名。 

崙仔頂 1. 台北縣瑞芳鎮永慶里 

2.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 

3. 屏東縣潮州鎮彭城里 

意同「崙子頂」 

七崙仔 苗栗縣竹南鎮大厝里 意「七丘」。即有七個小

丘而得名 

二崙 1. 台北縣三芝鄉與台北市北投

區之間界線上 

2. 屏東縣竹田鄉二崙村 

3.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崙東二村 

意「第二丘」。係繼「頭

崙」之後命名的地名 

三十六崙 台南縣新化鎮礁坑里 意「很多的丘」 

大竹崙 高雄縣內門鄉金竹村 意「茂生大竹的丘」 

大崙坑 彰化縣員林鎮大 鎮興二里 意「有大丘的谷」 

大崙 1. 台北縣林口鄉南勢村 

2. 石碇鄉豐田村 

意「大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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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縣中壢市內厝里 

4.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 

5. 大村鄉大崙村 

6. 雲林縣斗六市崙里 

7. 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 

8. 水上鄉大崙村 

大崙尾 1. 台北縣深坑鄉阿柔村 

2. 彰化縣秀水鄉金陵村 

3. 田中鎮大崙里 

意「大丘的末端」。即「在

大丘末端的聚落」之意 

下崙 1. 彰化縣秀水鄉下崙村 

2. 雲林縣口湖鄉下崙崙東崙中

三村 

3. 嘉義縣溪口鄉妙崙村。 

意「下方的丘」。溪口鄉

的「下崙」相對於「上

崙」。同「下崙子」 

上崙 嘉義縣溪口鄉妙崙村 意「上方的丘」。相對於

同鄉的「下崙」。同「上

崙子」、「頂崙子」 

山崙 嘉義縣竹崎鄉義隆村 意「棲息野豬的丘」 

中心崙 1. 基隆市暖暖區暖西里 

2. 南投縣竹山鎮秀林里 

意「中心的丘」。因夾在

兩條溪流中間，故名。同

「中央岡」 

五叉崙山 南投縣竹山鎮信義鄉二地之間

界線上 

意「形成五叉丘脈狀的

山」。因由放射狀的五丘

脈構成一山頂，故名 

山崙 嘉義縣竹崎鄉義隆村 意「棲息野豬的丘」 

分山崙 桃園縣大溪鎮新里 意「兩流域的分水丘」可

說是小規模的分水嶺 

石碎崙 新竹市東區柴橋里 意「多碎石的丘」。略同

「石岡子」 

田草崙 高雄縣田寮鄉南安村 意「仙草舅叢生的丘」 

白砂崙 高雄縣茄萣鄉福德萬福白雲三

村 

意「白沙丘」 

甘蔗崙 台中縣潭子鄉甘蔗村；嘉義縣大

林鎮明和里 

意「栽植甘蔗的丘」 

松柏崙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 意「茂生松樹的丘」。同

「松樹崗」 

將軍崙 雲林縣斗南鎮將軍里 :意「將軍駐紮的丘」。相

傳日治時期日軍將領駐

紮於此，故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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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崙 彰化縣和美鎮地潭 意「越過丘之處」。即有

相對落後的「沙丘的另一

邊」之意 

新崙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里 意「新丘」。即「新開發

的丘」之意 

旗仔崙 台北縣汐止鎮東山里與基隆市

七堵區泰安里之間界線上 

意「有旗子飄揚的丘」。

日治時期丘頂處設有三

角測量點，並插有日本國

旗，故得名 

南勢崙 高雄縣燕巢鄉深水村 意「南方的丘」 

埔羌崙 雲林縣西螺鎮頂湳里 意「茂生黃荊樹的丘」 

番子崙 1. 台北縣三芝鄉後厝村 

2. 彰化縣員林鎮崙雅里 

3. 屏東縣枋寮鄉新龍村 

意「番人的丘」 

頭崙 1. 台北縣三芝鄉與台北市北投

區之間界線上 

2. 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 

3. 屏東縣里港鄉三村 

意「第一丘」。係與「二

崙」相對應的地名 

外崙仔 1. 彰化縣埔鹽鄉永平村 

2. 二林鎮華崙里 

意「外側的崙子鄉」 

茄苳崙 高雄縣內門鄉內東村 意「茂生重陽木的丘」 

崙前 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 意「丘前」 

塗仔崙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華崙二里 意「土丘」 

 

 

 

 

 

 

 

 

 

 

 

 

 

 

崁下 1.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 

2.芎林鄉上山村 

3.高雄縣永安鄉維新村 

4.田寮鄉三和村。 

意「崖」。即指崖附近的

聚落 

崁腳 1.基隆市信義區孝岡里 

2.新竹市東區千甲里 

意「崖」。即指崖附近的

聚落 

崁頭厝 1.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  

2.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 

3.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 

意「崖上端的房屋」。同

「崁頭厝」 

南崁 桃園縣藘竹鄉南崁村 意「南部的崖」。即「在

南部崖處的聚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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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 
 

 

崁前 嘉義縣朴子市崁前里 意「崖地的前面」。即「在

崖地前面的聚落」之意。

相對於其西北的「崁後」

聚落 

崁頭 1.新竹縣新豐鄉瑞興村 

2.台中縣大安鄉中庄村 

3.外埔鄉馬鳴村 

4.屏東縣枋寮鄉新開村 

意「崖的上端」。即「在

崖上端的聚落」之意 

下崁 1.桃園縣大溪鎮康安里 

2.南投縣竹山鎮中和中崎德興三

里 

意「下方的崖」 

赤崁 高雄縣大寮鄉昭明義仁二村 意「紅棕色的崖」 

崁頂 1.台北縣淡水鎮崁頂里 

2.基隆市信義區孝岡里 

3.新竹縣竹北市崇義里 

4.苗栗縣竹南鎮新南里 

5.苑裡鎮社苓里 

6.三義鄉廣盛里 

7.台中縣大安鄉頂安村 

8.梧棲鎮草湳里 

9.彰化縣線西鄉頂村 

10.二林鎮香田里 

11.南投縣名間鄉炭寮村 

12.雲林縣虎尾鎮芳草里 

13.台南縣後壁鄉崁頂村 

14.東山鄉科里村 

15.高雄縣杉林鄉上平村 

16.田寮鄉三和村 

17.屏東縣屏東市清溪前進二里 

18.崁頂鄉崁頂村 

19.台東縣海端鄉崁頂村 

意「崖上」。即「在崖上

的聚落」之意 

淡水、梧棲二鎮的「崁頂」

各有一「崁

而基隆市和竹北市的「崁

頂」則分別與「崁腳」和

 

九崁頭 台南縣龍崎鄉楠坑村 意「九階狀崖的上端」。

即指九階狀崖上的臨崖

處 

三崁 台中縣外埔鄉三崁村 

2. 台南縣大內鄉頭社村 

意「第三崖」。即「在第

三層崖下的聚落」之意 

大崁 台北縣八里鄉大崁村 意「大崖下」。即「在大

崖下的聚落」之意 

上崩崁 桃園縣平鎮市北勢里 意「上方的崩崁」。「崩

崁」即是「時常發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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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的崖」。相對於「下

崩坎」 

下崩崁 桃園縣平鎮市北勢里 意「下方的崩崁」。「崩

崁」即是「時常發生崩塌

現象的崖」。相對於「上

崩崁」 

山崁子 桃園縣平鎮市南勢里 意「山崖」 

六分二

崁 

台中縣外埔鄉永豐村 意「六分地方的第二崖」 

石崁山 高雄縣仁武大樹二鄉之間界線上 意「有岩崖的山」 

石崁頭 台北縣石碇鄉格頭村 意「岩崖的上端」。即「在

岩崖上臨崖處的聚落」之

意 

虎頭崁 1.苗栗縣通霄鎮城南里 

2.銅鑼鄉九湖村 

意「形似虎頭的崖」 

南崁下 桃園縣藘竹鄉南崁村 意「南崁地方的下庄」。

參見「下庄」項 

曠田崁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里 意「在磺田地的崖」。參

見「磺田仔」項 

紅崩崁 苗栗縣苑裡鎮水坡里。 意「時常發生崩塌現象的

紅土崖」 

崁子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意「崖」。即指崖附近的

聚落 

崁子下 台中縣石岡鄉和盛村  

崁下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 

 

芎林鄉上山村▲；高雄縣永安鄉

維新村、田寮鄉三和村。 

 

 

 

 

 

 

 

 

 

 

 

地名 地點 地名由來 

鳳山 高雄縣鳳山市。 「形似飛鳳屏翅的山」。 

半屏山 高雄市楠梓左營二區 意同「半平山」 

龜山 1.台北縣新店市龜山里 

2.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西岸 

3.苗栗縣三義鄉廣盛村 

意「形似烏龜的山」 

大肚山 台中縣沙鹿鎮龍井鄉大肚鄉等地

與台中市西屯南屯二區之間界線

上 

意「大肚的山」 

赤山 1. 台南縣六甲鄉王爺村 意「紅棕色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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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2. 高雄縣鳳山市文山里。 

橫山 1. 台北縣三芝鄉橫山村 

2. 桃園縣大園鄉橫峰村 

3.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 

4. 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 

意「與行進方向呈垂直

狀的山」 

崩山 1. 台北縣五股鄉觀音村 

2. 深坑鄉土庫村 

3. 石碇鄉彭山村 

4. 基隆市中山區中興里 

5. 台中縣外埔鄉水美村 

6. 嘉義縣布袋鎮江山里 

意「時常發生崩塌現象

的山」。 

觀音山 1. 台北縣八里鄉大崁米倉龍源

三村交界上 

2. 南投縣南投市東山里 

3.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里 

觀音山 

意義 :意「形似觀音菩

薩的山」 

鼓山 1.苗栗縣三灣鄉頂寮村 

2.高雄鼓山區 

意「形似鼓的山」。山形

高而圓，猶如一鼓狀， 

圓山 1. 台北市中山區圓山里 

2.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 

意同「員山」 

尖山 1. 台北縣鶯歌鎮尖山里 

2. 桃園縣大園鄉橫峰村 

3. 苗栗縣竹南鎮崎頂里 

4. 公館鄉尖山村 

5. 雲林縣水林鄉尖山大山二村 

6. 嘉義縣中埔鄉瑞豐村 

7. 台南縣柳營鄉旭山村 

8. 南化鄉北平村 

9. 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 

10.燕巢鄉尖山村 

11.澎湖縣湖西鄉尖山村 

意「尖形的山」。因旁尖

形山而得名 

月光山 高雄縣杉林鄉美濃鎮二地之間界

線上 

意「形似月亮的山」。因

山形似滿月初昇狀 

東山 彰化縣員林鎮東北中東南東三

里。 

意「東部的山」。 

枕頭山 1.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里 

2. 桃園縣復興鄉三民奎輝澤仁

三村之間界線上 

3. 新竹市東區公園里 

意「形似枕頭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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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 

5. 台南縣白河鎮仙草關嶺二里

之間界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