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5

《第四篇-「嘉義縣」雛型的形成　1683-1895 》

   連橫，《臺灣通史》，卷7，〈賦役志〉，頁157。

13.賴子清、蔡水震，《嘉義縣志（二）：人民志》（嘉義市：嘉義縣政府，民國57年10月），頁6-9；張勝彥， 
  《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臺北市：華世出版社，民國82年3月），頁43；馬波、張瑞清，〈清代臺灣的人 
   口增長與土地開墾〉，《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期（1996年），頁133-147。

第二節　清領初未有禁渡臺令

　　一般臺灣史著作，言清廷治臺政策，都定會提到，康熙二十三年

（1684），因施琅的建議，清廷立即頒下所謂渡臺禁令三條：

（1）欲渡船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依臺

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潛渡者嚴辦，偷渡之船戶及失察之地方官，

亦照法查辦。

（2）渡臺者，不准攜帶家眷，業經渡臺者，不得招致。

（3）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18而此說已遭學者

質疑與否定了。

一、康熙二十三年禁渡臺的疑點

　　上述說法，會使人疑竇而遭否定，是有下列理由：

（一）完全缺乏文獻證據：

　　「這三條所謂康熙二十三年的規定，作者都未能指明其出處」；學者從

《清實錄》、《大清會典事例》去檢閱，亦「沒有類似的記載」。19

（二）文句不像清代文獻：

　　整個行文，像是「後人對清廷有關政策的隨意概括，而不是當時具體規

定的條文」。20

（三）與施琅疏的時間及內容均不符：

　　施琅的〈論開海禁疏〉，或稱〈海疆底定疏〉，撰呈時間是康熙二十四

年三月十三日，亦非康熙二十三年。尤有進者，施琅疏內容，只是建議對

1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史》，頁290-295。

19　鄧孔昭，〈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偷渡臺灣和禁止赴臺者攜眷的政策及其對臺灣人口的影響〉，收 
　　入陳孔立編，《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市：博遠出版公司，民國80年11月），頁345-349；李祖 
　　基，〈大陸移民渡臺的原因與類型〉，《臺灣研究集刊》第3期（2004年），頁49-58。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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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內地人」的「相引而之外國」的現象應加嚴禁，一則沒有特別專對渡臺

者發言，二則更無要專禁「粵中惠、潮人」渡臺的言論。如此一來，清廷如

何可能在康熙二十三年依施琅建議，訂出渡臺禁令三條呢？21

（四）諸羅縣招徠墾民：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間，諸羅縣令季麒光上奏〈陳條臺灣事宜

疏〉，上言平定鄭氏後，跑掉很多人，為加彌補，要仿照「奉天四州招民之

例」，「廣勸召募，在貧民有渡海之費，相率而前，按丁授地，並將鄭遺生

熟牛隻照田給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別徵收，不特人民匯集，抑且野無曠

土，田賦日增」。這個奏文，根本沒提到甚麼禁令，所以招民辦法是仿照開

發滿州的奉天條例。22

　　由此可見，根本沒有所謂康熙二十三年施琅渡臺禁令三條，所以清領臺

灣之初，文獻多所出現，各地方官招徠人民入墾，「內地入籍者亦眾」，或

「流民歸者如市」，「閩、廣沿海各郡之民，無產業家室者，俱冒險而來，

以致人民聚集日眾」。23

二、諸羅縣持續招徠拓墾

　　以上的意見，令人同意，因為諸羅縣的狀況，亦足以相互發明。按《諸

羅縣志》的紀載，施琅平臺後，至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縣的丁口，從明鄭

時代4,412口，流失到剩下2,839口，佔總丁口數的64.35％，離臺跑掉的有

1,573丁口，佔總丁口數的35.65％。人丁離臺的結果，是拓墾成果的倒退，

田園大量的再度荒蕪廢棄，從明鄭時代田園8,943.59甲，荒蕪到只剩田園

4199.93甲，合計田園剩4843.89甲，總計流失田園4,099.70甲，佔原總面積

的45.84％，幾近半數（第三篇第二章第四節）。這樣的情形，一面使得原

來已墾之田地，缺乏勞力耕種，一面又造成荒地沒有勞力繼續開墾；諸羅的

開墾農耕，面臨了勞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所以如前所述，諸羅縣令季麒光

才再招徠，總共招徠1,360丁口，補上所剩的2,839丁口，總計有4,199丁。

8因此，如本章第二節所示，清領之初的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1685-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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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階段，每年平均拓墾達447甲之高峰。

　　綜合前述，清領之初，嘉義縣境開墾的迅速展開，得力於沒有所謂康熙

二十三年施琅渡臺禁令三條，諸羅縣令可以較自由的廣招大陸人民入墾。

第三節　官方間歇開放攜眷與偷渡

　　諸羅縣拓墾得以迅速展開，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官方間歇開放攜

眷，二是墾民偷渡往往可以成功。

一、官方間歇開放攜眷

　　據學者考察，有關渡臺禁令，應分項觀察其起源時間：

（1）關於渡臺必須於內地取照經官核准的規定，是形成於康熙四十一

年至五十年間，原因是開放渡臺日久，奸徒混渡臺灣，「每每不

乏」，不得不發照過慮，甚至嚴格到要進行箕斗及疤痣特徵的檢

驗。

（2）關於不得攜眷之禁令，最早見於康熙五十六年所修的《諸羅縣志》

所說「內地各津渡婦女之禁既嚴」，此禁當起於康熙五十六年以

前。24這些論點是可信的，因謂禁令的作用，亦反映在諸羅縣的拓

墾速度，即本章第二節顯示，在康熙三十四年至五十三年（1695-

1714），平均每年墾田面積，從447甲，驟降至46.93甲。同時從

年代來看，關於第（1）項規定的形成時間，可能還有再探討的餘

地。25

　　以上禁令的限制渡臺功能，並非絕對的，容許有相對條件的存在：

（1）關於禁止攜眷，清廷的態度搖擺不定，時有所開放，包括雍正十年

至乾隆五年（1732-1740），乾隆十年至十二年（1745-1747），乾

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760-176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解

禁。

24　鄧孔昭，〈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偷渡臺灣和禁止赴臺者攜眷的政策及其對臺灣人口的影響〉，收 
　　入陳孔立編，《臺灣研究十年》，頁349-351。

25　同上，頁45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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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取照檢查的限制，要一直維持到光緒元年（1875）才解禁。26

而最巨大的相對條件，是閩廣生活艱困，人民為生計所迫，只好冒

險踰越禁令，偷渡來臺，有如以下所說。

二、生計貧苦為偷渡動力

　　以福建來說，明中葉到清代中期，人口迅速增長，土地兼併日趨激烈，

兼以沿海地區戰禍不絕，生活貧苦。明洪武十六年（1383），福建人口為

391萬，到明後期，福建人口己在500萬以上，而朝廷統計的耕地而積卻有

所減少，洪武十六年福建耕地面積為146,259 頃，到萬曆六年（1576）則

為134,226頃。至明中葉，己是人多地少，田不足耕，己為普遍現象了。進

入清代後，人口繼續增長，到了乾隆末年，已達約1,300萬人，比明代後期

增加一倍半。依照明清時代農村生產力發展水準，人均應有3-4畝耕地，始

能維持生計。而明代後期卻只人均耕地約2.2畝，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劇減為

1.05畝，到道光一十年（1831）僅剩0.8畝，這是全省平均數，閩南沿海地

區則還不到此人均數，儘管商、漁業能一定程度上緩和生計窘迫，卻仍不

足以維持溫飽。這是閩南人移民海外的重要動力，在閩南的族譜中多有提

到。27至於閩西客家地區，係指明清時期汀州府所屬八個縣。由於境內「複

嶺崇岡，山多於地，田瘠而艱水」，經濟發展水準一直低於福建的其他地

區，深受相對惡劣的農業生產環境限制，束縛了經濟的發展。28廣東地區，

和福建相差無幾，依然人稠地狹，明末清初，就有大批民眾出洋謀生。29總

之，上述地區，其可耕地與人口之間的比例失衡，多屬自然土地環境的限

制，非一般人力所能改變，在本地難以翻身求生存，只好往外求生，其中的

一個途徑，就是到臺灣墾地農耕。

　　在上述背景下，臺灣移民，大抵可分兩類。一是生存型移民，是為了維

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遷入臺灣定居的人口，或者說是以改變居住地點為維

26　同上，頁451-354。

27　吳建華，〈清代前期泉州移民臺灣的原因及對泉州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科技經濟市場》第 
　　10期（2007年），頁51；李娜，〈歷史意念中的環境與發展：以清代閩南社會經濟為中心〉， 
　　《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3年），頁77-80；林星，〈清代前期移民 
　　臺灣與福建社會經濟的變遷〉，《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2002年），頁66-69。

28　周雪香，〈明清時期閩西客家地區的經濟變遷與科舉事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 
　　（2004年），頁66-77。

29　褚靜濤，〈清朝臺灣開發過程中的族群沖突〉，《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1年），頁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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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存手段的移民行為。產生這類移民的主要原因，是遷出地的推力，如

自然災害、戰爭動亂、土地矛盾、人口壓力等。二是發展型移民，是為了物

質生活或精神生活的改善而遷入臺灣定居的人口，或者說是以提高物質生活

或精神生活的水準為目的的移民行為。產生這類移民的主要原因，不是遷出

地區的推力，而是臺灣的拉力或吸引力，即當時臺灣地廣人稀，土壤肥沃，

氣候適宜。尤其是入清以後，土地開發的進程加快，農產品商品化的程度很

高，糖穀之利甲天下，交通便利，與大陸內地相比，就業的機會也比較多，

充滿著勃勃的生機。30依此而言，偷渡者應絕大部分為生存型移民，他們是

拓墾的勞力。

三、偷渡的航路條件

　　偷渡臺灣，必備海洋航路管道，這條件閩廣皆具。經宋元時期，到明代

中期以後，以漳州人為主的閩南海商，成為中國走私貿易的中堅。明代後

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清初的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

的發舶地；便使閩南人在發展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組構海外商貿網絡等活

動中佔有先機。明鄭時代，以泉州人為主的閩南海商集團崛起，掌控了北起

日本、南括東南亞地區的東亞、東南亞華商網絡。31而臺灣正處於東南亞與

東北亞貿易航路中間，西向可與大陸直接貿易，扼東南亞、東北亞與大陸貿

易的咽喉地帶。所以便使閩南人長期壟斷對臺灣的交通和移民。32絲綢是中

國傳統的最大宗輸出商品，廣東古來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起點，

其對外絲綢貿易經明代、清代前期，一直到清代後期，都有重大的發展，一

直扮演重要的角色。33

四、偷渡的冒險民風

　　當時偷渡刑罰嚴峻，得處極刑，沒有極大的冒險精神，豈敢為之。閩南

人，原為中原遷入百越之地的移民，在其顛沛流離的長途跋涉之後，原有的

30　李祖基，〈大陸移民渡臺的原因與類型〉，《臺灣研究集刊》第3期（2004年），頁49-58。

31　莊國土，〈論17-19世紀閩南海商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原因〉，《東南學術》第3期（2001年）， 
　　頁64-73。

32　吳建華，〈清代前期泉州移民臺灣的原因及對泉州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科技經濟市場》第 
　　10期（2007年），頁51-52；丁玲玲，〈清代前期移民臺灣對泉州社會經濟的影響〉，《泉州師 
　　範學院學報》第5期（2004年），頁31-36。

33　李登峰，〈簡論明清時期廣東對外絲綢貿易〉，《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2 
　　年），頁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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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倫理與習俗，因新環境的挑戰而不斷加以調整和揚棄，少有安土重遷的

價值觀。閩南大部分為丘陵山地，自然環境嚴酷，地少民稠，生計既艱困，

便有漂泊的移民生存意識，以海為田，憑海為市，有時或敢於離經叛道，挺

而走險的風俗，能冒險進取。34廣東亦同，清代兩廣鹽區，在全國具有重要

地位的鹽區，若依人口與官鹽額定銷量進行比較，發現兩廣人均私鹽量高於

全國人均量，其原因有三：

（1）兩廣鹽商經濟實力不足，導致該地區出現無人無商之地，私鹽乘隙

而起；

（2）行鹽地區地形復雜，適於走私；

（3）行政上或鹽政上有權力真空的存在，促使私鹽泛濫。35私鹽販運行

為，廣被於官、商、民、梟，甚至旗兵都在不斷地販運私鹽，手段

諸如提報鹽船失事、借用融銷或子鹽等名目、鹽引一引多用、利用

政府對貧民的安撫措施、偽造鹽票等辦法販運私鹽，甚至武裝走

私；36這不能不說是為生活挺而走險的冒險精神。最後，明清閩廣

人民，迫於生計，成立海盜集團者，為數相當眾多，成為東南沿海

的海盜淵源地區，37也是敢於非法偷渡的冒險精神之根源。

五、偷渡成功的管道

　　偷渡臺灣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有三：

（1）治臺及閩廣沿海地方官員，對於禁令的態度，或與朝廷不同，認為

閩廣沿海有耕人而無耕地，臺灣有耕地而無耕人，兩處之間讓人民

流通，正是解決兩處困境的良性循環。特別臺灣為急待開發的地

區，地方官府常苦於急需外來勞動人口進行墾荒，以增加稅收，解

決荒地過多諸弊。禁令既在，一切不能如願。這就使得兩岸官員，

或一面奏請解禁，或一面對渡臺禁令執行不力，這是偷渡會成功的

34　吳建華，〈清代前期泉州移民臺灣的原因及對泉州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科技經濟市場》第 
　　10期（2007年），頁51-52。

35　黃國信，〈清代兩廣鹽區私鹽盛行現象初探〉，《鹽業史研究》第2期（1995年），頁22-31。

36　黃啟臣、黃國信，〈清代兩廣鹽區私鹽販運方式及其特點〉，《鹽業史研究》第1期（1994 
　　年），頁33-43。

37　松浦章著，李小林譯，〈明清時代的海盜〉，《清史研究》第1期（1997年），頁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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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原因。

（2）臺灣官府吏員、兵卒編制不多，四面環海，要嚴密查禁偷渡，人力

顯然不足。特別是偷渡臺灣沒有主要的登陸地點，幾乎所有的小港

及可靠岸處，偷渡者均得上岸，防不甚防。38

（3）當時代辦偷渡者，具有組織性，以「頭人」為領袖，領導一個集

團，採取分工負責，從閩廣接頭，到臺灣接引，都有專人運作，頗

為嚴密，要加以破獲，實非易事。39

　　綜合上述，清廷的渡臺禁令，沒有絕對限制渡臺的功能，所以康熙晚年

實施禁令以後，嘉義縣境的拓墾，雖有一時頓挫，卻旋又於雍正朝恢復了更

大的活力，終約在乾隆年間完成開墾。

第四節　官方良政及安撫原住民

　　清領時期，臺灣吏治一向不好，是客觀的事實。不過，決非整體都腐

敗，其中亦有良吏行良政，只是人數不多。所幸清領之初，諸羅縣出了一些

良吏，能有善政，而清廷的一些得宜的措施，以及對原住民的安撫，都有助

於嘉義縣境的開墾。

一、租稅改良

　　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到任以後，便向朝廷建議，臺灣丁口稅比內地高

出很多，宜有調整。後來的諸羅縣令周鍾瑄，亦有同樣的建議，當時未能實

現。到了乾隆元年（1736），終於降低稅額了。即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間

（1662-1735），臺灣每丁徵銀0.47錢，再加火耗，每丁為5錢；內地則每丁

徵銀1-2錢。乾隆帝以「一視同仁」原則，丁稅「臺灣加倍有餘，民間未免

竭厥」，下令丁錢改徵每丁2錢，「從乾隆元年為始，永著為例」。40這有

助於提高渡臺拓墾的意願。

38　彭必成，〈清代偷渡移民臺灣現象探析〉，《傳承》第6期（2007年），頁102-103。

39　陳孔立，〈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臺灣〉，《臺灣研究集刊》第4期（2001年），頁17-22。

40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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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建設

　　水利，是關乎拓墾難易乃至成敗的關鍵，所幸到了康熙朝後半期，嘉義

縣區的水利已普及起來。羅縣令周鍾瑄，還常捐錢做水利，是難得的事；再

加民力自開之水利，乃使水利工程發展起來。茲就文獻記載者，說明如下：

　　山區的水利建設，今竹崎地區的糞箕湖陂，在他里霧社西，水源由虎尾

溪流出，為康熙五十六年，莊民合築。41

　　平原地區的水利建設，所見甚多。

（1）今大林鎮，有大埔林陂，在山疊溪北，水源由山疊溪分流，是康熙

四十九年（1711），由莊民合築。

（2）今溪口鄉，有雙溪口大陂在打貓崙仔莊。源由山疊溪分流。康熙

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捐榖五十石助莊民合築。

（3）今民雄鄉有咬狗竹陂源由牛朝山坑流出，長二十餘里；灌本莊及番

婆莊、月眉潭、土獅仔、北勢等莊。康熙三十二年，莊民合築。

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捐榖六十石助莊民重修。打貓大潭陂有泉；

淋雨時，新莊、柴頭港、打貓一帶流水注焉。灌本莊及青埔仔二

莊。康熙四十二年，莊民合築。打貓山腳大陂源由山疊溪出，長十

餘里；灌本莊及火燒莊、南路厝等莊。康熙四十四年，莊民合築。

牛朝莊陂，在外九莊，源由井水港頭出，康熙五十六年，莊民合

築。西勢潭陂在打貓莊西北，源由山疊溪分流，灌西勢潭、柴林腳

二莊，康熙四十五年，莊民合築，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捐銀一十

兩助莊民重修。

（4）今中埔鄉，有八掌溪漧陂，源頭有二：一由赤蘭坑出、一由八掌溪

分流，長可十餘里，康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捐榖五十石助莊民

合築。埔姜林陂，源由八掌溪分流，長可十餘里，康熙五十六年，

莊民合築。

（5）今六腳鄉，有土獅仔陂在外九莊。源由牛朝溪出，南灌六加佃莊、

北灌土獅仔莊。康熙四十九年，莊民合築。

41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2，〈水利〉，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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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水上鄉，有柳仔林陂源由八掌溪分流，長可十餘里，大旱不涸。

康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捐榖一百石、另發倉粟借莊民合築。

（7）今鹿草鄉，有馬朝後陂，源由內山土地公崎流出。原有舊陂址，康

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捐銀二十兩助莊民重修。三間厝陂，在馬

朝後莊南。源由馬朝後陂尾分出。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捐

榖五十石助莊民合築。小埔姜林陂，在馬朝後半月嶺。康熙四十四

年，莊民合築。

（8）今朴子市，有槺榔莊陂，在外九莊，灌大、小槺榔二莊，康熙

五十三年，知縣周鍾瑄捐榖五十石助莊民合築。竹仔腳陂，在外九

莊龜仔港北，康熙五十五年，莊民合築。朱曉陂，在外九莊大坵

田，源由荷包嶼大潭出，有泉；淋雨時，鹿仔草、大槺榔、坑埔之

水注大潭中，透至鬼仔潭止，大旱不涸，康熙四十三年，管事同莊

民合築。今東石鄉，有牛挑灣，陂在外九莊。源由龜仔港頭出，灌

牛挑灣、龜仔港二莊，康熙三十四年，莊民合築。42

　　沿海地區，水利工程也有修造。如布袋鎮，有樹林頭陂，在外九莊，源

由八掌溪尾出，長五、六里許；灌樹林頭、新南勢竹二莊。康熙五十六年，

知縣周鍾瑄捐榖五十石助莊民合築。43

　　以上顯示，在到了康熙末期，從嘉義縣的竹崎山區往西邊下來，連接的

大林、民雄、中埔、水上、溪口、六腳、鹿草、朴子等廣大的平原區，一直

再迤西到東石、布袋沿海，農田灌溉的水利工程，普遍的興起，分布於嘉義

縣境的山、海、平原，正建構了全面開墾的基礎，足以誘導墾民來此入墾。

三、平埔族漸受漢化

　　清領時代，嘉義縣境內的洪雅族是散居在各地的。當康熙二十三年

（1684），諸羅縣設置之初，是呈現了原住民多於漢人的現象。雍正元年

（1723），臺灣鎮總兵林亮，對諸羅境內山地原住民，加以招徠，歸順的有

108社，男女總計10,887人，原住民在平地的分布就更廣大了。今嘉義市區

42　同上，頁34-41。

43　同上，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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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舊街名，就有番社內、番社口、猪朥山本番社等街名，打貓（今民雄

鄉）、大莆林（今大林鎮），也都是洪雅族的住地；今水上鄉還有番仔寮，

中埔鄉有社口等與平埔族有關的地名；可知當初平埔族分布的遼闊，與漢人

有著廣泛的接觸往來，更漸被同化，相安無事。

　　當時的諸羅縣官員，還有一些良能之士，往往能對原住民採取適當的

安撫。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諸羅縣剛成立，由福建省閩清縣知

縣季麒光，轉任諸羅縣知縣，行政上與原住民之間，有著文化風俗的隔閡，

還要透過翻譯才能通話，一時之間，設置官吏，實施法律來管理，原住民

都大為恐慌。麒光就用誠心與原住民交往，漸進的加以安撫，使原住民自己

逐步適應，所以安定原住民及墾荒的工作，就循序的上軌道了。康熙四十三

年（1704），鳳山縣令宋永清，兼理諸羅縣務，以土地正在進行開墾，漢人

與原住民交錯雜居，原住民的稅額多，營生所得利潤微薄，繳納很困難，宋

氏就建請降低稅額，以利民生。雍正元年（1723），臺灣鎮總兵林亮，諸羅

境內山地原住民，沒有施行教化，性情偏於好鬥，時常出沒殺人，就加以招

徠，來歸順的人頗多，靠山區的居民，生活都獲得了安全。朝廷知到此事，

賞賜白金10,000兩，賞陞職級四秩。林氏用白金來購買色布、酒、烟、鹽、

糖等物品，遣派官員分別到達各社，宣示朝廷的德意，賞賜給原住民，引來

一片歡呼之聲。乾隆年間（1736-1795），臺鎮掛印總兵甘國寶，認為諸羅

境內的原住民與漢人交錯雜居，容易發生事端，就嚴格執行漢番疆界的隔離

規定，派人嚴加偵察監控，漢人與原住民相安無事，認為是良好的措施。44

　　另外，就是官方設立社學，使平埔族接受漢式教育。康熙二十五年

（1686），諸羅知縣樊維屏在縣轄內之新港、目加溜灣、蕭壟、麻豆諸

社，各設社學一所，以教導原住民兒童，每社各置社師一人，都請漢人通

文理者擔任，教導社童，由廳學訓導按季考察，俾資獎勵。康熙五十四年

（1715），諸羅知縣周鐘瑄，又在諸羅、打貓、哆囉嘓、大武隴諸社，各增

設一所。當時已有謂「今道府設立社學，教學番童，彬彬有文學之風」，可

知平埔族已有漢化了。乾隆年間，臺灣各廳縣所設山地社學已甚普遍，數量

不少，諸羅縣有11所，全臺有51所之多。雍正十二年（1734），臺灣道張嗣

44　賴子清，《嘉義縣志稿》（嘉義：嘉義縣政府，民國52年2月），卷12，〈前事志〉頁4-22。



145

《第四篇-「嘉義縣」雛型的形成　1683-1895 》

章於南北兩路，普設土著社學。而至乾隆年間為盛，依乾隆廿九年（1764）

《續修台灣府志》所載，有關諸羅縣境內，有土著社學計十一所，一在打貓

後莊（在今嘉義縣新港鄉一帶），一在斗六門莊（在今雲林縣斗六市內一

帶），一在目加溜灣社（在今臺南縣安定鄉一帶），一在蕭壟社（在今臺南

縣佳里鎮一帶），一在麻豆社（在今台南縣麻豆鎮一帶），一在諸羅山社

（在今嘉義市及水上鄉一帶），一在打貓社（在今嘉義縣民雄鄉一帶），一

在哆囉國社（在今臺南縣東山鄉一帶），大武隴頭社（在今臺南縣大內鄉一

帶），一在他里霧社（在今雲林縣斗南鎮一帶）等。其教育的成效，可見於

乾隆六年（1741）巡台御史張湄之詩，其詩曰：「雞筒慣寫紅夷字，鴃舌能

通聖賢書；何物兒童真拔俗，琅琅音韻誦關雎」。45

　　如此的教化，不僅嘉義縣境內的原住民有了漢化，連同嘉義縣北邊的雲

林，南邊的臺南，其平埔族亦有了漢化，可使嘉義縣境內及其南北周邊的漢

人，不易與平埔族發生衝突，這也是誘導移民入墾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鄒族的部分歸化及劃番界

　　鄒族歸化時間不算晚，康熙年間，諸羅縣輸餉的番社共34社，當中阿里

山5社，加上內悠、奇冷岸與大龜佛，共計8社。所徵之銀額，阿里山5社輸

餉銀155.332兩，乾隆二年改征額34.4兩。奇冷岸設餉額徵12.908兩，布農

族之大龜佛社徵銀17.9828兩。清朝對鄒族不明其族群所屬，所知僅為「阿

里山番」，把實際為布農族之大龜佛社，亦併入阿里山八社之內。鄒族居於

番界外之生番，只因漸服教化而輸餉，被認為是歸化之生番。儘管如此無法

全解決衝突問題，卻能降低衝突。《噶瑪蘭廳志》云：「嘉義則成阿里山八

社通事，鳳山則每年官亦乘此政事不修，……府訪查原委，鳳嘉內山各番，

皆有一社為之頭目，……嘉則有阿里山八社生番通事為之長，可以與彼頭

目，商議安撫，各生番俱受約束，不敢私出生事」。此外，由於生蕃問題叢

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豎石以限

之，越入者有禁」。此界經過諸羅羅漢門之九荊林，大武壟之南仔仙溪墘，

茄茇社山後哆囉嘓之九重溪、老古崎（為哆囉嘓東頂堡之崎仔頭庄）、土地

公崎（嘉義東堡之土地公山）、下加冬之大溪頭（下茄苳南堡之三界埔八獎

45　邱亦松，《嘉義縣志（四）：教育志》（嘉義：嘉義縣政府。民國80年6月），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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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溪岸）、諸羅山之埔薑林（嘉義東堡頂埔庄附近）、白望埔（同前堡

之中埔庄附近）、大武巒埔（同前堡之樹頭埔庄附近）、蘆麻產內埔（大目

根堡鹿麻產），打貓之牛屎坑口（打貓東下堡沙坑仔庄）、葉仔坑口（同前

堡之葉仔寮庄）、中仔坑口、梅仔坑口（同前堡之梅仔坑庄，今梅山鄉），

他里霧之麻園山腳（麻園庄）、庵古坑口（今古坑鄉），斗六門之小尖山

腳、外相觸溪口、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等等，自南到北共五十四處立石

為界，南自羅漢門北至斗六之間的番界，即是分別與南鄒族和北鄒族之疆

界。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之變結束後，包括鄒族十八位頭目在內

的原住民，入覲京師，並在福建觀光，逾年而歸，這次可以說是阿里山鄒族

與外界首度正式地接觸彼此的文化。46以上的安撫，實能能緩和衝突問題，

除非漢人硬入番界，自會發生衝突，若遵守番界規定，就不易磨擦了。故清

領時代，鄒族的長期激烈戰鬥，是與布農族互爭獵場；與漢族起衝突，主要

是因漢人對他們進行經濟剝削。47這也是誘導入墾嘉義縣的重要因素之一。

46　以上參照：汪明輝，〈鄒族之民族發展：歷史建構鄒族，鄒族建構歷史〉，鄒族文化藝術基金 
　　會，《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http://home.educities.edu.tw/ coukuba/new_page_1.htm045.htm

47　賴子清，《嘉義縣志（八）：同冑志》（嘉義：嘉義縣政府，民國67年5月），頁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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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海平原聚落的形成

　　據諸羅知縣季麒光所說，康熙二十三年（1684）時，諸羅「保甲之法，

可行於街市，不可行於村落」。因街市是人口聚集區，住家相鄰，能夠相互

聯繫；至於村落，多屬「荒村僻野，炊煙星散，或一、兩家，或四、五家，

皆倚深篁叢竹而居，非如內地比廬接舍」。48經乾隆年間開墾完成後，今嘉

義縣境內，聚落就到處形成了，因為從記載上可以看到聚落形成的景觀：

（一）入墾活動，它帶動了人群的聚居，聚居便成聚落。

（二）建立廟宇成為共同信仰，這是聚落形成後的活動。以當時的墾民物資

條件，個人罕有建廟的力量，都要等到聚落形成，聚集聚落眾人資

源，才會有村廟出現，並成為整個聚落的信仰中心，所以村廟的建

立，就意味聚落形成了。這些聚落形成的景觀，廣泛的分布於山、

海、平原，此後的山海平原，就成為適合嘉義縣各人群居住與生活的

園地了。

第一節　山區聚落

　　清領時代，山區的墾殖較昔前快速展開，而聚落亦隨之紛紛形成，茲分

梅仔坑、竹頭崎、番仔路、後大埔，來進行說明。

一、梅仔坑（梅山鄉）

　　漢人之入墾此地，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四十七年（1708），墾戶詹陛等

人拓墾梅仔坑（梅東、梅西、梅北等村）。同時，漳州人陳石龍等墾首，開

墾梅子坑的小部分地區，後來由薛大有承墾其地，鑿圳灌溉，墾務漸次發

展起來。康熙末年（1720年左右），有翁寬雲入墾雙溪（雙溪村）、大草埔

（大南村）、九芎坑（半天村）等地。49乾隆年間，詔安人入墾建詔安寮，

南靖人入墾住南靖寮，漳浦人入墾住漳浦寮，姓氏以楊、羅、許為主，三寮

48　季麒光，〈康熙中諸羅知縣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 
　　府》，〈田賦〉，頁156-157。

49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臺北：大通書局，民國76年10月），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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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詔安的「安」字，南靖的「靖」字，合成安靖村。50咸豐（1851-1861）

初年，有張姓閩人，入墾小梅（梅東、梅南、梅北等村一部分）；彭姓入墾

幼葉林（瑞里村）。51

　　清領時代，入墾梅子坑者，至少有兩大特色：

（1）先定居別處，再往梅子坑拓墾。廣東饒平郭姓客家人，起初定居於

打猫，三房祖先始遷過去，入墾麻園寮。來自打貓的，還有廖姓，

同樣到麻園寮定居。另外，詔安林姓人，坐帆船渡臺，最初十個兄

弟一起住在今大林鎮的中林，後來一至五房分居到梅子坑圳南大樹

腳。

（2）依據原鄉生活技術選擇住地，造紙業者，大約分布於圳北、圳南、

永興、半天等4個聚落。燒木碳者，落居淺山一帶，如在安靖村就設

有炭窯。伐木板業者，住在水底寮。52

　　梅山原為鄒族活動領域，漢人入墾後，常發生衝突，縣署遂乾隆三十三

年（1768）三月，立〈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碑文，本長140公分，寬80

公分，石高172公分，遺址位於今梅山鄉太平村162甲線公路第11公里550公

尺段之處，碑文曰：

諸羅分縣李，准本縣正堂陶關移：「奉本府正堂鄒憲票，遵即檢查前

縣徐勘詳原案，大湖頂藔、三渡水、蟾蜍嶺、奇里岸、庵古坑等處，

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請竪界碑區別民番界限」

等因。准此，合行竪立碑界，以杜匠民越界私墾。須至界碑者。乾隆

參拾參年參月□日立。53

　　本件碑記，係清乾隆三十三年（西元一七六八年）諸羅縣笨港縣丞李倓

所給示，重申「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屬民、山後屬番」的舊令，嚴禁匠

民越界私墾，用以區別漢民與番人之界限。本碑以巨石雕鑿，並立山林之

中，頗具因地取材的特色。碑文中「本縣正堂陶」，指諸羅縣知縣陶浚；

「本府正堂鄒」指臺灣府知府鄒應元；「前縣徐」，指諸羅縣知縣徐德峻。

5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嘉義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9年1月），頁532。

51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157。

5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嘉義縣鄉土史料》，頁533。

53　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網站》，〈臺灣記憶．臺灣碑碣拓片〉，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 hypage. cgi? 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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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原碑無題，54目前民間多稱作〈梅山民番界碑〉，55或稱作〈嘉義梅山

乾隆民番界碑〉。56 

二、竹頭崎（竹崎鄉）

　　漢人到此拓墾，始於康熙年間，其例有如：

（1）康熙四十七年（1708），吳珠拓墾番仔潭莊（義仁村）。57

（2）康熙五十五年（1716），何氏之先祖，來到今和平村頂坑仔坪開 

墾創立基業。58

（3）康熙（1662-1722）中葉，詔安人朱姓墾首，從諸羅山向東拓墾，至

今鹿滿村，見遍地野生梅花鹿，墾民亦獵鹿以資助生計，名其地為

「鹿滿山」。59

（4）康熙年間（1708-1717），今金獅村（金獅寮莊），有廣東人余金來

台開墾。60

（5）康熙年間，今文峰村先民移墾此地。61

（6）康熙末年，有蕭、葉、吳姓人，入墾山區，其中一支，拓墾於番仔

潭莊、山仔門莊。62

（7）康熙末年，詔安蕭姓人，亦率眾佃入墾竹頭崎（竹崎村）、覆鼎金

（復金村），到了雍正初年，已形了成小部落。63

54　同上。

55　嘉義市登山協會主辦，〈梅山民番界碑健行路線〉， 
　　http://www.greencom.com.tw/cyma/schedule/ A205.htm。

56　嘉義縣觀光局，《嘉義縣觀光旅遊網》，〈民番界碑健行路線介紹〉， 
　　http://www.tbocc.gov.tw/ pda/tz xc1 .asp?SysID=20061181546 311381 1671。

5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嘉義竹崎灣橋村義仁村〉， 
　　http://www. swcb.gov.tw/Newpage/swcb15/019a2.asp

58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和平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37

59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46。

60　同上，頁146。

61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文峰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1950

62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46。

63　同上，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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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1753-1735）至光緒年（1875-1908）間，亦有陸續入墾者，其例

有如：

（1）雍正、乾隆間，漳州蔡姓人入墾金獅寮莊（金獅村），此時亦傳入

了福建汀州桂竹，為此處奠立後來造竹紙業的基礎。64

（2）乾隆年間，塘興村塘下寮地區劉氏祖先渡臺，該處除三戶姓林之

外，其餘全部姓劉，約嘉慶年間（1796-1820）即建立劉氏祠堂。65

（3）光緒初年，梅子坑人幼葉林莊（瑞里村）人林梓，於阿里山番界採

集山產，偶至糞箕湖地方，見到此地三面環山，狀似糞箕，遂移部

落入墾建莊，取名糞箕湖莊（中和、光華）。惟據今中和村當地所

傳，係於清末由幼葉林的五戶人家先來開墾，關於五戶人家之姓，

卻有兩種說法：一說林、翁、陳、簡、葉；另一說為翁、陳、郭及

兩戶林姓人家。66

　　竹頭崎聚落之形成，亦顯示在建廟，是從康熙年間逐步展開的，其例有如：

（1）康熙五十五年（1716），和平村坑仔坪竹崎真武廟主神玄天上帝，

已被迎奉來此地，後成為竹崎地區的信仰中心。67

（2）康熙年間，今金獅村（金獅寮莊），墾民即迎來玄天上帝奉祀於自

宅，嗣因居民日增，部落形成，乃經莊民鳩資，創建了廣福宮，有

廟產山林8甲餘，永供廟中香火，並助地方建設。68

（3）康熙年間，今文峰村先民，從唐山背來康、趙元帥，後創建慶雲

宮，在康熙末年，為簡陋小廟。69

64　同上，頁146。

65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塘興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42

6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嘉義竹崎灣橋村義仁村〉， 
　　http://www. swcb.gov.tw/Newpage/swcb15/019a2.asp；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 
　　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和平村〉；http://www.chuchi.gov.tw/01job/03map.asp；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146，164-165。

67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和平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37

68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46。

69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文峰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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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雍正六年（1728），先民許上振，迎來觀音佛祖尊像，金身係來自

廣東饒平縣山前鄉，初僅簡陋小屋，後發展為寺廟，在今和平村羌

仔科鎮安岩現址奉祀。70

（5）和平村另有盧厝挖仔大玄宮，原名晨興廟，奉祀觀音佛祖，傳說源

自「清初」。71

（6）雍正十一年（1733），復金村又創建真武廟。72

（7）乾隆五年（1740），義仁村建有清華山觀音亭，即後來的德源禪

寺。73

（8）乾隆（1736-1795）末葉，緞繻村真武廟創立。蓋康熙年間，有位先

民從大陸武當山奉請玄天上帝尊像為護身，渡海來臺卜居諸羅山。

乾隆年間，李氏祖先從諸羅山（嘉義市）移奉至緞厝寮（緞繻村）

科底，建一間竹枝、木板小廟奉拜，是為今緞繻村科底真武廟源

流。74

（9）道光元年（1821），紫雲村已有碧山岩，供奉觀世音菩薩，是村民

的信仰中心。75

（10）道光年間（1821-1850），緞繻村紅南坑奉天宮創立，奉祀觀世音 

 菩薩，為比丘尼潛修之庵堂。76

（11）道光年間（1821-1850），灣橋村興宮寺創立，主神為觀世音菩 

 薩，合祀五穀聖帝、太子元帥。同治三年（1864），復創建北極 

 殿，主祀玄天上帝。77

70　同上，〈村里介紹．和平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37 

71　同上，〈村里介紹．和平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37

72　同上，〈歷史沿革〉，http://www.chuchi.gov.tw/ 02event/ other.asp?class=c_156

7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社區總體營造》，〈嘉義竹崎灣橋村義仁村〉， 
　　http://www. swcb.gov.tw/Newpage/swcb15/019a2.asp

74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嘉義縣竹崎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緞繻村〉， 
　　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1952

75　同上，〈村里介紹．紫雲村〉，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339

76　同上，〈村里介紹．緞繻村〉，http://www.chuchi.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1952

77　同上，〈村里介紹．灣橋村〉， http://www.chuchi. gov.tw/ 01job/03villageView.asp?fid=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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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仔路（番路鄉）

　　康熙、雍正年間，八掌溪北岸之番子路莊，在今番路、民和二村，為通

往阿里山之要道，是為「番路」。當時官府設有通事，專事撫番，鄒族各社

均有所約束，不致唐突生事，漢人開墾乃得以進行。78

　　今民和村岩仔紫雲寺，創建於康熙廿一年（1682）。第一代開山覺豐禪

師，路過此地此，觀峰巒挺拔芳翠，景光清幽，歎為勝地，適宜建立蘭若，

於是斬荊莿，開闢草萊，先結茅其間，把自大陸帶來的觀音聖像供奉起來，

以遠望此境，似高聳接連雲天，取名半天岩，又以山間之雲，常顯現紫色之

氣，繞寺迴環，久久不散，遂以「紫雲」為寺名。此僧年逾七十圓寂後，

燈火相傳，續有興建。乾隆廿九年（1764），傳至第五代永改禪師，始建殿

堂，攝受眾信，寺眾日增，寺貌日有所加建，遂成為嘉邑名剎。咸豐三年

（1856），有打猫牛斗山員外郭濯海，因受佛惠祐，圖報佛恩，創議募捐，

拓地興工重建，寺貌為之一新，更成為鄉人及四方信仰中心。79 由此可

見，本地應於康熙廿一年建寺以前，即有漢人入墾，始能讓僧人安穩建寺。

　　乾隆末年，漳州人蘇德泉、程會等，沿八掌溪東進，到番界處，進行拓

墾，頗有業績；遂有移民跟進，漳州人黃腰入墾觸口，建立觸口街（觸口

村）；江原亦入墾竹山地區，建立竹山裝。至於公田莊地區（公田、公興、

草山等村），因通番界，無官駐守，移民深恐發生事端，遲疑不敢入墾，至

道光年間，方得開墾。80

四、後大浦（大埔鄉）

　　康熙年間，已有粵人由竹頭崎南下入墾後大埔（大埔村一部分）。81雍

正八年（1731），漳州人賴真宗渡臺，派遊各地，到了後大埔社，見有沃野

數百甲，適於開墾，向諸羅縣請領墾照，率眾入墾。82

78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48。

79　紫雲寺管理委員會，《紫雲寺誌》，http://www.ziyusi.com.tw/main.htm

80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149。

81　花松村，《臺灣鄉土全誌》，第六冊，頁574。

82　葉進財，〈大埔鄉開拓史〉，收入邱淑麗編，《大埔鄉志》（大埔：大埔鄉公所， 
　　民國82年9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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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廷於93社之歸化熟番中，挑選出壯丁

4,000，擔任屯丁，設有大屯4個，小屯8個，星羅棋布，聯絡各營。有事之

際，隨時調集；平日耕作，於農隙之時，進行軍事訓練。計丁給地，除徵租

地界之外，未墾荒埔5,691甲餘，均分撥配給屯丁。其近屯之地，每丁1-1.1

甲，距屯稍遠者每人1.3-1.4甲。命其自耕，以為贍養。即照番田之例，減

免租賦；立石為界，官方定期派員巡視。這是對熟番兵丁採寓兵於農的兵農

合一制。當時嘉義縣設有二屯：

（1）內攸屯，在十張犁，屯丁10人，每人配給埔地1.1甲，總數11甲。

（2）阿里山屯，又分二處：一是芊蓁崙，屯丁40人，每人配給埔地1.66

甲，總數46.6甲；一是後大埔，屯丁7人，每人配給埔地1.1甲，總

數7.7甲。83

　　到了嘉慶三年（1798），莊主葉瑤病故，由次子葉占春繼任，英敏善

戰，屢次平匪立功，受封「實授三品都司」，賞藍頂花翎，一般鄉民呼為

二老爹，經其治理，整個地區井然有序，移民陸續進入，戶數達一千五百餘

戶，人口有六千多人。葉氏於光緒元年（1875）去世，清廷追封「定遠將

軍」。此時後大埔鄉大部分已為成熟的聚落了。84

　　　到了道光年間，住番仔路觸口街的郭姓人，與崁頭厝（雲林縣古坑

鄉）劉玉合作，越過番界，入後大埔，與鄒族簡仔霧社訂約，租地拓墾，兼

作番社與漢人間的交易，墾田業績可觀，為今和平、永樂、茄冬、西嶼等聚

落，奠立了基礎。85

第二節　平原聚落

　　清領時期，平原地區繼續有先民渡臺來墾殖，乃使各地聚落陸續形成，

茲分述大莆林、打貓庄、中埔、雙溪口、南新港街、六腳佃、水堀頭街、鹿

仔草、太保、樸子腳等之情況。

83　連橫，《臺灣通史》，卷十三，﹙軍備志．屯丁）及〈南北屯丁分給埔地表〉。

84　葉進財，〈大埔鄉開拓史〉，收入邱淑麗編，《大埔鄉志》，頁1-3。

85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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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莆林（大林鎮）、打貓（民雄鄉）

　　關於大埔林的開墾，康熙年間，有薛大有，相繼在內林莊、大埔林莊墾

殖。康熙末年，有呂姓人，入墾建立徘仔路莊（排仔路里）。往後，漳州人

蔡廷，聯同蕭、葉、吳姓人，入中林地區，分頭進行開墾，建立中林莊（中

林里）。陳姓墾民，拓墾建立甘蔗崙（明和里）；翁寬雲墾戶亦入墾，建立

大湖莊（湖北、大糖兩里）。86至乾隆年間，形成了大莆林街。87

　　清領時代，大莆林的水利建設，亦可以說明聚落的形成。該地以石龜溪

為水源，各莊開發了水利設施：

（1）十股圳，始於康熙末葉，先民蔡貓東，率眾農在三角仔東北端築水

壩，引石龜溪上游溪水，以灌溉三角仔、潭墘、橋仔頭、大湖等數

莊農田。到了同治元年（1862），蔡氏始將圳水分為十股，除留四

股供原農戶灌溉用外，餘分頂三股給下埤頭，下三股給排仔路。

（2）大林圳，自雍正年間至咸豐十一年（1723-1861），先後開鑿內林

圳、中林圳、梅子坑圳、新埤、林子前埤、水埤等農業埤圳開創，

主要灌溉大林鎮地區農田，計有大美、過溪、三和、中坑、上林、

中林、大林、明華及三角里的上林頭、內林、義和、溝背里等及下

游地區農田。

（3）湖子圳，水源頭位於三角里石仔寮與十股圳頭之間，灌溉三角、北

勢、溝背、三村里湖子洋，注入鹿堀溝與十股圳，供給下游排仔路

等地區。88

　　打貓，原為平埔族住地，在清領時代，打貓諸社都已歸化為熟番，開始

深習漢人文化，與漢人能較融洽相處生活，這是漢人能夠順利入墾的主要原

因，漢人既得入墾，漢人的聚落乃漸於此區域內形成了。

　　康熙末年至雍正，本區多屬官莊地，以招致閩粵佃戶拓墾而成熟地。如

康熙四十七年（1708），詹陛入墾打貓。康熙末，漳州人入墾葉子林莊。所

86　同上，頁164-165。

87　花松村編，《臺灣鄉土全誌》，第六冊，頁380。

88 《大林社教站》，〈大林農業的命脈〉，http://www.tncsec.gov.tw/wks/cy11/home.php? page=  
　　page4.php&a01=0101&c03=&wks=cy11&page_key=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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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熙末期，已出現了打貓街，範圍大約包括今東榮村、中樂村、西安村

等聚落。本區地理位置，正處於南通嘉義街（嘉義市），西通新港街（新港

鄉）、南笨港街（南港村）、北笨港街（北港街），乃隨拓墾建莊的展開，

發展成了商業繁榮的街肆。89因此，在清領時代，可以看到聚落形成的景

觀：

　　先看聚落廟宇的建立。今豐收村五穀王廟，主祀神農聖帝，創自康熙

三十二年﹙1693﹚，建廟以來，村民感念神明福庇蒼生，物阜民安，紛紛捐

地，廟產廣達170餘公頃。90今福興村有廣興宮，主祀玄天上帝，是村民的

信仰中心。據廟中沿革記載，廟內那尊低於一尺高的黑面玄天上帝金身，是

康熙十五年（1767），本村張姓開台祖張太保，自廣東潮洲府饒平縣迎攜護

身，渡海來臺。91今興中村江厝店街仔，有座廣安宮，創於建於乾隆初期，

供奉三山國王、神農聖帝、中壇元帥，是村民的信仰中心。92今西安村的民

眾信仰中心，是保生大帝廟，創立於乾隆十九年（1754），廟內保有光緒六

年﹙1876﹚所立的「保生大帝碑」。93今西昌村的庄頭廟，為慈雲亭，主祀

觀音佛祖。傳說乾隆年間有一僧人，手抱石觀音從笨港（北港）到諸羅山

（嘉義市），路經竹仔腳，時值中午，本想休息一陣再上路。不料，臨行之

際，卻請不動石觀音，引來莊民圍觀，眾人認為，佛祖想駐此地保祐萬民。

和尚亦領受神意，擇地建亭，並親題「慈雲亭」為名。今中央村順天宮，

主祀池府王爺、五府千歲，廟內所保存的「德被蒼生」牌扁，年代為道光

二十八年﹙1848﹚，贈呈者題名「魏步垣」。94

　　其他的聚落事跡，亦能顯示其形成於清代。今豐收村過溝仔的林家

祖厝，門前掛著「資政大夫」、「總鎮台」的燈籠；前者是嘉慶二十四

年（1819），林家來台第三代祖林定國受封的官爵；後者是咸豐十年

89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50。

90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嘉義縣民雄鄉公所全球資訊網》，〈各村里介紹．豐收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666

91　同上，〈各村里介紹．福興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2481

92　同上，〈各村里介紹．興中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647

93　同上，〈各村里介紹．西安村〉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664

94　同上，〈各村里介紹．中央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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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第五代祖林三秤受封的官爵。95今北斗村，清代為灌溉農田，建

築興中圳，引牛稠溪水來灌溉附近農田。其間有個傳說：清初，有一隻神龜

奉旨，每年運送金銀財寶給打貓東下堡民眾，便請泥鰍精鑽出一條水路，民

眾就沿著水文築成圳渠，即四十甲圳的前段，從此農作物收成增加，地方繁

榮。96今寮頂村北面，有三座連一起的古墓，包括乾隆年間的劉媽許氏、道

光年間的許府君墓、咸豐六年的何媽翁氏。三者不同年代、不同家族，又是

外地人氏，三墓建置在咫尺之間，實在罕見，97亦亦證明了，該村於乾隆時

已成聚落，致使外地人亡故於此之際，選擇該聚落附近地區為葬處，並運用

聚落及其附近的的人力與物力，來進行安葬和造墳。

二、中埔（中埔鄉）、雙溪口（溪口鄉）

　　關於中埔地區的拓墾，在康熙、雍正年間，八掌溪南岸之社口莊（社口

村），與北岸的番仔路莊（番路鄉番路、民和二村），同為通往阿里山番界

之要道，是為「番路」。當時官府設有通事，專職撫番，鄒族各社均有所

約束，不敢私自生事，漢人乃得入墾中埔莊。乾隆初年，有林日壽入墾，沿

著八掌溪、沄水溪合流之間，逐步開發，拓建了赤蘭溪裝（金蘭村）、頂中

下街（富收村）、公館莊（和睦村）。接著，有鄭國謀拓墾，建立竹頭崎莊

（瑞豐、污水二村）。到了乾隆末年前後，中埔莊（中埔村）亦以拓成建莊

了。98

　　中埔鹽館村，相傳在清代有一「鹽館」，即食鹽的批發店，故而得

名。99其之做為鹽館，是已成為聚落了。今深坑村民的信仰中心，是位於莊

中心香的開凰宮，供奉有池府千歲、女媧娘娘、天上聖母等主要神明，每尊

都有來歷：

（1）池府千歲，係自光緒16年（836）以來，為沄水溪內民家所供奉之金

95　同上，〈各村里介紹．豐收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666

96　同上，〈各村里介紹．北斗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674

97　同上，〈各村里介紹．寮頂村〉， 
　　http://www.msch.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2481

98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48-149。

99　嘉義縣中埔鄉公所，《嘉義縣中埔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鹽館村〉， 
　 　http://jhongpu.cyhg.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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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早已威靈顯赫，遠近馳名。

（2）女媧娘娘，亦是道光元年（1840）以來莊民私人所供奉的神明，因

其感神靈驗，當祐萬民，乃願迎供於公廟，再求得分靈，於家堂中

供奉。

（3）天上聖母，是於光緒二十年（1836）由趙良枝從大陸請來，趙氏先

到新港居住，因水土不服，遷到本莊定居，後亦願迎奉於公廟。今

裕民村居民，以翁姓人家為主，住在本此地已近一兩百年。在乾隆

年間（1736-1795），出了一個著名人物翁裕公，因協助清朝平定漳

泉之亂，皇帝降旨賜封官爵，後代子孫感念先人事蹟，故有裕民之

地名。本村信仰中心為紫竹寺觀音佛祖三媽，又稱送子觀音。寺中

觀音金身，係翁家祖先翁珍盛從大陸攜來。據說他在明朝末年曾在

朝為官，明滅亡後，清兵擬予以殺害，就逃離祖居福建省永定縣，

來到福州供奉觀音的紫竹寺，乃迎請觀音金身護祐，渡海來臺，故

本寺的觀音三媽金身供奉迄今三百餘年。100

　　清領時代的雙溪口地區，分屬兩個行政區，大部分隸於打貓南堡，與民

雄合治；一小部分隸於打貓西堡，與新港合治。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此處

的土地，都屬於官莊，官府招徠閩粵佃農耕作或拓墾，在康熙年間（1662-

1722），本地區大抵已開墾建莊了。101因此，可以看到聚落形成的活動景

觀：

　　今溪西村，有張名旺宗祠，系屬溪口廣東饒平石雙羅張名旺，派下至少

兩系，皆於第八世渡臺。其中張朝惠約生於1670年代，派下成立有祭祠公

業，傳下五房。另一系的渡臺始祖是張達宗，兩系後裔仍聚居溪口。另有邱

氏宗祠（永思堂），來臺祖為二十五世邱國宛，主祀溯自二十世（牌位作

十九世）邱守和。國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原藉廣東饒平縣石角，

渡臺先居今雲林縣元長鄉新吉村新庄子，後徙至今溪口鄉溪西村定居。國宛

傳下四房，都居住在溪口。整體而言，溪口街區各宗族乃相當程度維持集

中居住現象。溪西村曾氏：四至五鄰。邱氏：八至十鄰。張氏：十至十六

100　同上，〈村里介紹．裕民村〉，http://jhongpu.cyhg. gov.tw/01job/03map.asp

101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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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102

　　今溪西村有北極殿，據傳其來源是，有自廣東省饒平縣先民，隨同鄭成

功渡臺，趕走荷蘭人後，先民擇居雙溪口莊，墾地築屋，奉祀自大陸湖北省

武當山分靈玄天上帝聖像，以祐全境人民平安。至乾隆三年（1739），始

建簡陋廟宇，後度募款擴建，名為北極殿。今殿內藏有老上帝、二上帝、三

上帝神尊、道光年間扁額、咸豐年間石香爐等文物。此外，北極殿廣場東

側，挖出一口與廟同齡的古井。這口古井，耆老都曾言及，卻不知確定位

置，民國八十二年（1993）始挖掘出來，井深約1.5丈，井內已砂石填滿，

經清理後立即冒出泉水，水質清澈，築井材質是方石塊。103今林腳村，因位

沙崙下方，未開墾前，有樹木竹林非常茂盛，故稱林腳。本村始墾者，是陳

姓祖先，於福建先至台南，再遷移至林腳定居開墾，「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

史」，約康熙年間（1662-1722）。104今游東村慈濟宮，創建於嘉慶十八年

（1813），主祀保生大帝，是溪口鄉四處具有古老歷史的寺廟之一。105今本

厝村的信仰中心，是保生大帝宮，創設於道光年間（1821-1850），分尊遍

佈嘉雲南各地，每年農曆三月十五日祭典前，各地分神回祖基廟過爐，進香

團絡繹不絕。另有德和堂佛寺，亦始設於道光年間，第一次重修於光緒七年

（1881），建廟及重修留有兩塊紀念石碑，保存完整，矗立於寺內大廳走廊

牆壁。106

三、南新港街（新港鄉）、六腳佃（六腳鄉）

　　今新港鄉的開墾，於乾隆間已完成，以致發展出了南新港街，本街範圍

大約包括今宮前、宮後、福德等村，即大約今日所見以奉天宮為中心的街

肆。而其形成與笨港息息相關。

　　古代笨港，是以北港溪（清代稱三疊溪）水域所形成的商港，範圍包

含溪南岸的今新港鄉南港村，以及溪北岸的今雲林縣北港鎮，明鄭時代至

102　嘉義縣溪口鄉公所，《嘉義縣溪口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介紹．溪西村〉， 
　　 http://sikou.cyhg.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964

103　同上，〈村里介紹．溪西村〉， 
　　 http://sikou.cyhg. 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964

104　同上，〈村里介紹．林腳村〉，http://sikou.cyhg.gov.tw/01job/03office.asp?fid=972

105　同上，〈村里介紹．游東村〉， 
     http://sikou.cyhg.gov.tw/01job/03villageView.asp?fid=976

106　同上，〈村里介紹．本厝村〉，http://sikou.cyhg.gov.tw/01job/03office.asp?fid=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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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已成為臺灣重要的港口之一，同為漢人最早來臺拓墾的地區之一，有

過相當繁華的時期，故有「一府二笨三艋舺」之稱。由於商業鼎盛，清代

乃分笨港南街（南港）與笨港北街（北港）。乾隆十五年（1750），北港溪

氾濫改道，沖毀了南笨港街，後加重建。107乾隆四十七年，發生漳泉械鬥，

泉人攻打以漳州人為主的南笨港街，商家遭致劫掠，損失慘重。經兩次天

災人禍，商家乃放棄南笨港街，往東遷徙，建立南新港街。至乾隆四十九

年（1784），各郊已成立，如布郊、杉郊、貨郊，繁榮起來了。到了道光

二十九年（1849），出現了泉郊、廈郊的記載，108可知其與大陸之間的貿

易，顯然早已在進行了。

　　關於當年南笨港的繁榮景象，缺乏文獻記載，民國八十七年（1998），

新港鄉板頭村（板頭厝）亦為南笨港地區，經考古學者發掘了不少遺存，頗

能呈現其繁榮之一斑。出土的考古遺物，無論在材質、器型、紋飾各方面

都變化多端，數量也很豐富。大致可分為瓷器、陶器、銅器、雜項與生態遺

留等類別，板頭村遺址出土的瓷器，可分為青花瓷（釉下彩）、白瓷、釉上

彩瓷（粉彩、黃彩地、五彩、紅彩、綠彩、鬥彩、紅地描金）、色釉瓷（青

釉、祭藍釉、醬色釉）。器形與紋飾變化豐富，部分還帶有款識。瓷器類標

本中，以青花瓷器數量最多，大部分釉色白中微泛青色，少數泛灰色。青花

呈色鮮明富於層次變化，有些為青翠的藍色，色彩豔麗濃重，深沉穩定；另

一些淡雅幽清，呈淺藍色或藍中泛灰。青花圖案包括山水、動物、植物、人

物、吉祥文字等，碗、杯、蓋碗的圖案多飾於外壁；盤、碟、湯匙則多飾

於器物內部。無紋飾的白瓷出土數量很少，而且只有湯匙、杯子等小型器

物。109

　　出土的釉上彩瓷，大部分是在白瓷上加粉彩，部分為黃彩地或黃彩地加

107　一般流行的笨港介紹大多說：北港溪改道，把笨港一沖分為二。這是說不通的，原因在沒有想 
　　 到地理之自然地形。北港在北港溪北岸（笨港北街），南港在北港溪南岸（笨港南街），兩者 
　　 本來就二分，一條溪的水域形成兩岸都有商港，是很自然的，北港溪改道怎會將笨港一分為二 
　　 呢？（以上見：周鍾瑄，《諸羅縣志》〈山川總圖〉，頁8；洪敏鱗，〈笨港之地理變遷〉， 
　　《臺灣文獻》第23 卷：2 期（民國61年6月），頁1-42）。又據實地考察，北港溪改道，南笨港 
　　 街被沖毀，包括了分別奉祀媽祖、水仙尊王、關聖帝君的三間廟宇，所以後來三廟合一重建， 
　　 成為今日南港村的水仙宮，宮內有碑文記重建及捐款名錄。

108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頁134。

109　此處所敘係據：何傳坤、劉克竑主編，《板頭村遺址標本圖鑑：清代諸羅縣笨港縣丞署出土遺 
　　 物》（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民國93年3月）；何傳坤、劉克竑，〈嘉義縣新港鄉板頭 
　　 村遺址發掘簡報〉，《中國民族學會通訊》第37期（民國88年），頁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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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少數為紅彩或紅彩與粉彩並用，紅地描金瓷片則很罕見。粉彩的紋飾

內容相當雷同，幾乎全部為花卉，有時以蝴蝶或紅彩蝙蝠（福的諧音）點

綴，不如青花圖案變化萬千。黃彩多覆滿器外，有些刻滿細線圖案，稱為

「黃地軋道」，有些與粉彩合用。紅彩很容易脫落，多以細筆鉤勒，以龍、

蝙蝠、花等圖案較多；滿紅地則留圓形空白部分，稱為「開光」，在其中加

繪花紋，有時在紅地上描金。鬥彩是指以青花在釉下鉤出輪廓，再以釉上彩

填空著色，本次發掘出土數量極少。110

　　出土的色釉瓷器數量很少，包括青釉、祭藍釉、藍釉、醬色釉等四種。

瓷器，部分器底帶有青花款識。數量以青花器較多，黃彩器次之，粉彩器沒

有款。根據文獻記載：「德化窯產品的商號款，多含帶以『玉』、『美』、

『寶』、『裕』、『勝』、『盛』、『興』等銘文」，「晉江流域各地所使

用的款識也有所偏愛，如安溪各地窯址多使用第二字為『珍』的作坊款，

德化窯址多使用第二字為『興』、『玉』的作坊款，永春青花瓷器使用單字

款」。這些福建晉江流域窯址瓷器的商號款，與板頭村遺址出土的瓷器商號

款若合符節，表明了瓷器的產地。德化窯青花款識不見帝王年號款，而板頭

村遺址出土的瓷器中，有一小部分帶有清代年號款或仿明代年號款，但字跡

粗劣，可能是景德鎮民窯的製品。「若深珍藏」為康熙年間著名的堂名款瓷

器，為景德鎮民窯的製品。板頭村遺址出土的陶器，品類較多，差異也大。

包括製作頗精緻的宜興紅泥茶壺；上醬色釉的小型陶器；甕、缸質粗含砂，

上醬色釉；火爐質軟無釉；燭台胎質軟，上綠色釉，此外還有煙囪、磚、瓦

等不上釉的陶類製品。111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發掘出土的考古遺物中瓷器的數量相當多，幾

乎與陶容器類相等，而且多屬高品質的瓷器。由這批瓷器的款識、紋飾，可

知大部分瓷器產於福建晉江流域，即廣義的德化窯，經泉州港運來笨港；但

其中有一部分瓷器，尤其以杯、蓋碗等茶具，多具年號款，且品質頗佳，為

景德鎮的產品。若同時考慮宜興製的紅泥茶壺、圍棋子、骨煙嘴等奢侈品，

則可確定當初居住在發掘遺存的這棟房屋中的人，決非一般平民，至少應是

110　同上。

1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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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紳或富商階級，甚至可能為下級官吏。112

　　六腳佃於荷據時代已有漢人入墾，明鄭時代，入墾者亦多見（見第

三篇），因闢田已多，故至清代入墾的紀錄就較少見了。康熙二十二年

（1683），漳州龍溪縣人蔡振龍、陳隆等人，拓墾開建更寮莊（更寮村）。

康熙二十四年（1685），泉州安南人黃放、李碧等人；大約同時，泉州安南

人蔡為謝，亦入崙仔莊（崙陽村）拓墾；漳州龍溪縣人張濫、黃信，亦入墾

六斗尾溪（六美村）。乾隆元年（1736），泉州人黃、陳、吳三姓入墾三姓

寮（三義村）。113

四、水堀頭（水上鄉）、鹿仔草（鹿草鄉）

　　水崛頭位近今嘉義市，拓墾速度比較快，康熙二十三年（1684），有蕭

見利入墾大奎璧莊，建立了水堀頭街（水上、水頭等村），顯示此時本地已

有相當拓墾，有不少聚落形成了。水堀頭，是今水頭村原名，明鄭時代已有

賴姓屯拚，為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石橋社人，居於此地屯墾，以今水頭村九

鄰、十鄰之地形堀平，將地名稱為水崛頭，後來人口聚增成小街規模，稱為

水崛頭街。114

　　今柳林村，與柳鄉村，合稱柳子林，係於康熙年間，先民黃天求發現村

落地勢較高，村落西側有一陂可引水灌溉農田，適於安居耕作，乃攜眷遷居

來此定居。以今柳林國小西北側有一下湖，俗稱湖底，湖之四周遍植柳樹，

茂盛成林，遂將村落命名為柳子林。115今中庄村，乾隆三十年（1765），漳

州府平和縣鍾姓人，渡臺入墾，是為本村之初墾。接著，同籍黃姓人，亦渡

臺入墾，是第二批拓墾者，於是形成了莊社。116今溪州村居民之先祖，原居

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於嘉慶年間（1796-1829），因當地經常發生旱災，

生活不易，乃乘舢板渡海，遷居來臺，登陸於彰化鹿港，一路南下，來到該

村，經觀察地勢後，認為此地景色宜人，四面環溪，土壤肥沃，適於安居，

112　同上。

113　宋增璋編，《臺灣撫墾志》，頁161。

114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嘉義縣水上鄉公所全球資訊網》，〈各村簡介．水頭村〉， 
　　 http://townweb.cyhg.gov.tw/shueishang/county007.htm

115　同上，〈各村簡介．柳鄉村/柳林村〉， 
     http://townweb.cyhg.gov.tw/shueishang/county018.htm

116　同上，〈各村簡介．中庄村〉，http://townweb.cyhg.gov.tw/ shueishang/county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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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定居在本村。117

　　清領時代的鹿仔草，移墾者愈多，遂使聚落紛紛形成。如今松竹村，

先民原居福建晉安，於永曆十五年（1661）隨同鄭成功遷徙來台，至清康

熙年間，遷移者更多，定居竹埜，開始墾荒。118今鹿草村，在永曆年間，武

將軍設營鎮屯，該地區有一棵喬木，枝葉繁茂，故為鹿仔草保。至清康熙

二十四年（1685），沈紹宏領得墾照，李嬰管事再招田開墾，初立一庄為鹿

仔草庄。119今後堀村，清代時由於八掌溪河床易，以致居民由溪南遷移溪北

定居，傳言現樹德宮前有一大河堀，身達二丈餘於是因而得名，清初與山仔

腳合為一保。120今施家村，祖先來自福建省福清縣，首先駐屯於北港樹竹腳

庄，後移至施厝寮墾荒拓殖，後來部落逐漸形成，始改為施家村。121

　　聚落既形成，乃紛建廟宇。例如，今重寮村城隍廟，創建於乾隆四十年

（1775）。122今三角村鐘福宮，創建於咸豐五年（1855）。123今竹山村廣福

宮，創建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保安宮，創建於光緒年間。124今碧譚村

龍湖宮，創建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125今下麻村慈雲宮，創建於嘉慶元

年（1796）。126

五、太保（太保市）、樸子腳（朴子市）

　　太保地區接近嘉義市，開墾及聚落形成頗為快速。例如：

（1）今後庄里始祖楊氏，一族三兄弟，原居漳州府平和縣婆蔗社崙子

頂，隨鄭成功來台，定居於溝後。康熙六十年(1721)，在朱一貴之

亂中，曾威赫一時。127

117　同上，〈各村簡介．溪州村〉，http://townweb.cyhg.gov.tw/shueishang/county015.htm

118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嘉義縣鹿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各村簡介．松竹村〉， 
　　 http://www.lutsau.gov.tw/socc.htm

119　同上，〈各村簡介．鹿草村〉，http://www.lutsau.gov.tw/ltc.htm

120　同上，〈各村簡介．後堀村〉，http://www.lutsau.gov.tw/hcc.htm

121　同上，〈各村簡介．施家村〉， http://www.lutsau.gov.tw/ scc.htm

122　同上，〈各村簡介．重寮村〉，http://www.lutsau.gov.tw/clc.htm

123　同上，〈各村簡介．三角村〉，http://www.lutsau.gov.tw/sacc.htm

124　同上，〈各村簡介．鹿草村〉，http://www.lutsau.gov.tw/csc.htm

125　同上，〈各村簡介．碧譚村〉，http://www.lutsau.gov.tw/btc.htm

126　同上，〈各村簡介．下麻村〉，http://www.lutsau. gov.tw/ smc.htm

127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嘉義縣太保市公所全球資訊網》，〈行政區．後庄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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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田尾里陳姓先民，約在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之間

渡臺，初期聚居在今田尾里和新埤里之間的小溪旁，後來方漸漸往

西移到現址，當時有數家製糖間，係田尾里之大宗產物，除運銷本

島各地，亦銷往福建廈門。128

（3）今麻寮里，康熙六十年，朱一貴造反，治安不良，強盜猖狂，四處

搶奪，關林厝，（位在今麻寮里南方約二公里處）遭土匪攻打而散

庄，部份庄民逃至今麻寮里地方（當時是看管麻仔的田寮）避難，

而後延續居住下來，故名麻園寮，或麻魚寮。129

（4）今舊埤里，於康熙末年，先民趙啟、陳隔等自大陸入墾本地。130

（5）今東勢里，居民80％為龔姓，據龔氏家譜記載，於清乾隆十年

（1745），由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寶峰社，遷居來臺建村，迄今約

有二百五十多年。

（6）今後潭里，於康熙中葉為陳、蔡、馬三姓所開基，住民也以此三姓

最多。131

（7）今安仁里，原有三塊厝之名，係因清朝時代，有顏姓、張姓、陳姓

三戶人家在此定居，遂以之命名，後來其他姓氏陸續遷入集結成

社。132

（8）今春珠里，由春珠和茄苳腳合成。清朝之時，茄苳腳人口較多，達

到千戶。133

（9）今梅埔里埔心部落，有呂姓先民，與梅子厝官姓，都來自漳州府詔

安縣二都石壁門與扈尾石溪下二部，隨鄭成功來臺耕農。官姓祖

128　同上，〈行政區．田尾里〉， 
　　 http://taibao.cyhg. 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9

129　同上，〈行政區．麻寮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 7&m2= 23&id =95

130　同上，〈行政區．舊埤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8

131　同上，〈行政區．後潭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79

132　同上，〈行政區．安仁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5

133　同上，〈行政區．春珠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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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係新竹竹東鎮官姓8兄弟，攜手至梅子厝開墾，遂有今官姓8房

之分。134

　　在聚落形成後，各自都建了廟宇。例如：

（1）今舊埤里，以保安宮為信仰中心，是康熙末年，先民趙啟、陳隔等

由故鄉同安縣白礁隨身攜來保生大帝，入奉於家宅；雍正十一年

（1733）創立保安宮；道光二年（1822），太保庄出身之閩浙水師

提督王得祿，獻金五百銀元加以改建。135

（2）今過溝里，有鼎新宮，主神供奉天上聖母，據說以前富豪葉涼，自

湄州媽祖分香返家奉祀，後因神威顯赫，漸為里民共同信仰，嘉慶

二年（1797）由葉涼發起建廟。136

（3）今東勢里，以東安宮信仰中心為，根源於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的安

溪城隍。據里中耆宿口傳，明末清初，先民黃氏供奉之二城隍，及

江氏供奉之三城隍，威靈顯赫，香火鼎盛，成為信仰中心，乃協商

黃、江二氏同意，將私人神像移駕為該宮主神，再由鹿草鄉中寮村

安溪城隍廟分香，塑造大隍、四隍、五隍，聯座奉祀，即傳統之城

隍五兄弟。137

（4）今後潭里，於康熙中葉，由陳、蔡、馬三姓，各自迎來玄天上帝、

虎爺、城隍媽。玄天上帝被迎至後潭供奉，虎爺被迎至「廟仔」

（在後潭里內），城隍媽被迎至春珠里供奉。平安宮，原主祀玄天

上帝，現今為三山國王，是嘉慶年間，加走庄散庄，陳姓人家將其

中的二王帶至後潭祭祀。蔡家的祖先第五房，曾在朝為官，遺存一

塊「旗牌石」，在蔡家子孫居住的院子裡。138

134　同上，〈行政區．梅埔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6

135　同上，〈行政區．舊埤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8

136　同上，〈行政區．過溝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90

137　同上，〈行政區．東勢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83

138　同上，〈行政區．後潭里〉， 
 　　http://taibao.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2&m1=7&m2=23&id=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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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領時代的樸子腳，仍然持續拓墾，如今雙溪里，康熙四十年

（1701），侯姓祖先，侯東興（東八）傳三房（岩、榮、國）或侯朝。自福

建南鞍縣之泉州府十八都古頭尾井山，遷居來臺拓墾。139今溪口里，約於乾

隆五十七年（1792），福建南鞍之侯姓先民，渡海移民來臺，定居下寮溪

邊。140

　　至於建廟方面，如今大鄉里，開發較早，有古廟幾座。涂姓開基祖廟主

祀媽祖，創建於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莊中富豪涂大廣聚資興建。

育黎宮主祀城隍，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創建。福德祠供祀福德正神，

同於清乾隆二十七年創建，祠邊立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荷苞嶼事蹟

之石碑。141今仁和里，係清代大、小槺榔部落，屬大槺榔西堡。內開基廟福

安宮，供祀元帥爺及五府千歲，清道光元年（1821）由蘇某倡建。142今溪口

里，清領時建廟名為石碼宮，供奉林府元帥、連府千歲、五府千歲，為今石

碼宮最初之前身。143今崁前里，清領時屬大坵田西堡，開基廟福德宮，供祀

福德正神，清道光年間創建。144

第三節　沿海聚落

　　清領時代的沿海地區，先民陸續從大陸移民至此開墾，聚落逐步形成，

大多顯縣在村落廟宇的建置，茲分述如下：

一、猿樹港（東石鄉）

　　關於拓墾活動，康熙四十年（1701），晉江縣人蔡、陳、鄭姓先民入

墾大坵田西堡。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後，閔泉晉江縣人黃、吳、蔡姓

先民，合墾蔦松堡鰲鼓庄，同年代又有蔡搆入墾。另有福建人林、鄭、唐、

楊、姚五姓先民入墾栗子崙。乾隆十一年（1746）前後，閔泉晉江縣人蔡繼

黨、蔡芳永（屬東石玉井派下）遷入。乾隆三十一年（1766）前後，晉江縣

139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嘉義縣朴子市公所全球資訊網》，〈村里簡介．雙溪里〉， 
　　 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24.html

140　同上，〈村里簡介．溪口里〉，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12.html

141　同上，〈村里簡介．大鄉里〉，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1.html

142　同上，〈村里簡介．仁和里〉，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4.html

143　同上，〈村里簡介．溪口里〉，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12.html

144　同上，〈村里簡介．崁前里〉，http://puzih.cyhg.gov.tw/html/sec_9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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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石人吳梓入墾頂東石。乾隆五十一年（1786）前後，晉江縣人蔡氏五兄弟

（屬梅林派下）入墾。另同縣岑兜鄉人蕭漢文後裔自布袋嘴移墾三塊厝莊。

嘉慶年間（1796-1820），晉江縣人柯千里，南安縣人侯糞相繼入墾。咸豐

六年（1856）前後，晉江縣人莊海，自過溝鹽地仔遷移栗子崙。145

　　其他開墾活動，還有他例：

（1）今東石村，康熙年間，黃生、黃聖兄弟，自泉州晉江縣東石渡海來

臺開墾。146

（2）今下揖村，康熙年間，已有居民撐竹筏出海，費時數日之久，遂以

揖仔或鉛揖仔，在溪邊或淺水之潟湖地捕魚為生，故有揖仔寮之地

名。147

（3）今型厝村，係在康熙年間，福建沿海海盜猖狂，人民生命財產難

保，先民蔡德曉，從晉江縣東石鎮型厝村渡海來臺，在此以養蚵捕

魚為業，結草為廬，沿襲祖籍「型厝」為名。型厝寮以蔡、黃、

吳、顏、張等五大姓氏為主，其中以蔡姓為最大姓，來台拓墾時間

也最早。148

（4）今海埔村，結莊於乾隆年間，由鄭、曾兩姓入墾闢荒，築草寮於虞

稠溪（今朴子溪）畔而居。清嘉慶年間，虞稠溪第一次改道（海埔

結莊後），將寮沖失，莊民乃遷至今村莊東北小廟附近。咸豐年

間，虞稠溪再次改道，原有屋舍再遭洪水沖失，於是又遷至原臺糖

火車場南邊。同治四年（1865），虞稠溪第三次改道，村民只好又

遷回現址，從此之後才開始安定下來未再遷移。149

（5）今圍潭村的圍子內先祖，隨鄭成功渡臺，在朴子溪畔定居；雙連潭

145　嘉義縣東石鄉公所，《嘉義縣東石鄉公所全球資訊網》，〈歷史沿革〉， 
 　　http://dongshih.cyhg.gov.tw content/index.asp?m=1&m1=3&m2=13。

146　同上，〈村庄巡禮．東石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 &sid=&keyword=&id=56

147　同上，〈村庄巡禮．下揖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 =30& gp=&sid=&keyword=&id=53

148　同上，〈村庄巡禮．型厝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58

149　同上，〈村庄巡禮．海埔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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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原在鄰海埔村東側的朴子溪畔，初渡臺的祖先柯合吉，於道光

十七年（1857），自泉州府晉江縣長市鄉白石堡南門外埕尾，來此

定居。至於雙連潭，居民以蔡、柯兩姓居多：光緒初年，因山洪侵

襲，朴子溪沖毀雙連潭，村民只得無奈遷移，部份遷移至今圍子內

南方重建家園，稱為「新厝仔」。150

（6）今掌潭村，乾隆至道光年間，先祖由泉州府渡海來臺，以林、二姓

居多。151

（7）今塭仔村，主要由陳姓宗親所組成，陳氏家族的始祖為陳海公夫

婦，本來住在泉州府東安縣鼎尾鄉塭尾，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

時搬遷來臺。152

（8）今網寮村，清乾隆末，戴姓祖先戴勝，由泉州府晉江縣渡臺，航海

經東石港南，見有二重港河中浮一丘嶼（即今之網寮），返大陸故

宅後，便商請父親戴高，戴紀、戴昭、戴財等伯叔移遷來開墾。今

蔦松村，有許姓先民，於康熙年間，帶族人來臺入墾。153

　　關於建廟的活動，諸如：

（1）今三家村福靈宮，為村民信仰中心，主祀觀音佛祖。康熙二十三

年（1684），在大坵田北堡建一小廟，乾隆四十九年（1784）再

修建成較大的廟宇，名曰「佛祖廟」，供信徒膜拜。同治十年

（1871），庄民提議遷廟重建於中堡，當時建材以石為主，取名

「福靈宮」。154

（2）今永屯村信中心是永靈宮，其廟始建，追溯到清乾隆年間，村內長

老為平安祈福，往南鯤身五府千歲代天府祈求，分靈李府千歲，以

150　同上，〈村庄巡禮．圍潭村〉，gp=&sid=&keyword=&id=66 http://dongshih.cyhg.gov.tw/ 
     office/index-1.asp?m=1&m1=8&m2=30&

151　同上，〈村庄巡禮．掌潭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67

152　同上，〈村庄巡禮．塭仔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70

153　同上，〈村庄巡禮．網寮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74

154　同上，〈村庄巡禮．三家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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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雕神像迎回永屯奉祀。155

（3）今西崙村信仰中心為靈慈宮，是栗子崙成庄後，先民前往南鯤身代

天府祈求李府千歲分靈立祠；乾隆四十五年（17801），由庄賢鄭

形、林三全、姚敏等發起募捐，創建廟宇於現廟南側，曰「靈慈

宮」，光緒六年（1880）整修。156

（4）今東石村先天宮，是村民的信仰中心，自康熙年間，村民常遭海水

湧襲，求助於神明，恭塑保生大帝、紀府王爺結廬奉祀，取名為

福隆宮。至光緒四年（1878），依舊址擴建廟宇，改名為「先天

宮」。157

（5）今海埔村，村民的宗教信仰以祝天宮為主，創建於同治四年，主祀

鄭國姓。

（6）今掌潭村，本庄的保安宮，主神為刑府千歲，合祀仙祖、福德正

神，刑府千歲為掌潭村開基神。都是道光年間，先民入墾時，由中

國大陸恭迎入奉。158

（7）今港口村港口宮，建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先民林楷從

大陸湄州天后宮奉請聖母金身來臺，初名為笨港口天后宮，同治

十年（1871），廟宇擴建，更名為港口宮。宮內有乾隆四十七年

（1782）「保我黎民」謝匾，嘉慶年間古石碑和「敬如神在」匾；

道光二十七年（1847）「海不揚波」匾；同治十年的「保障天南」

匾；光緒年間對瓶和古刀一把。159

（8）今塭仔村，以鎮安宮為信仰中心，香火鼎盛。創立於光緒九年

155　同上，〈村庄巡禮．永屯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54

156　同上，〈村庄巡禮．西崙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55

157　同上，〈村庄巡禮．東石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gp=&sid=&keyword=&id=56

158　同上，〈村庄巡禮．掌潭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67

159　同上，〈村庄巡禮．港口村〉，http://dongshih.cyhg.gov.tw/office/index-1.asp?m=1&m1 
     =8&m2=30& gp=&sid=&keyword=&id=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