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山鄉與者老對話

葉瓊英

壹、臺北縣金山鄉喬老座談會第二場

時 間: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二點至四點

地 點:金山鄉公所會議室

訪問者:王良行、詹萃娟、黃克武、蔡淵哀、李鴻課、王忠義

受訪者:三界村、六骰村替老

記錶:葉瓊英

一、歷史篇 詹素娟教授提問

(一)有沒有原住民或平埔番位在村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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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夫:村子裡好像沒有這個族，不過娶這個族的人來當太太的大概有。

(二)三界、六股地名的由來?為什麼地名會用「股」或「角 J ?是不是跟開墾有關係?

高新秋:大概是古早的時候有六個人一起來開墾'所以叫做「六股」。

黃俊夫:三界村村名的由來，是因為三界村聖德宮棒侍三宮大帝。現在廟裡面還有

一塊記載建廟過程的石碑。

盧芳銘:聖德宮的歷史，我們根據石碑記載來計算，大約是一百六十九年，但在石

碑有記載之前，聖德宮還有多久的歷史，我們就不知道了。還有，根據石

碑上的記載，三界村這個地方以前叫西勢庄。

(三)田的耕種情形?

黃俊夫:部分的人是自耕農，部份的人租人家的回來種。若田是租來的，冬季前就

要決定是否要續約。若地主收下訂金表示願意再續約，沒有收下，則表示

地主不顧意再把田租給你，那麼個農在冬季前就要搬離租來的問。當時租

金的多少，看地主良心，由雙方自行敲定。

高新秋:若要做人家的田 ，就要給「起個金」來承租，即起租。

(四)有沒有什麼水向11 ?是誰來開墾的?有沒有收水租?

高新秋:最早以前沒有水租，日本時代就有收水租，現在沒有了 。

黃俊夫:祖先來開墾，那裡有水源就在那裡開墾。水圳都日本時代就有了，現在是

北基農田水利會在管。

賴 興:現在是北基農田水利會管，他會看你困地的大小來配給水。

(五)六股、三界除了大地名之外，有那些小地名?

高新秋:自己取名的有很多，如三界壇、下半嶺、頂半嶺、清水溪、山下、集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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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界村的聖德富的右前方有一廣場，它有厚重的牆跟門，請問這個地方以前是用

來做什麼的?

黃俊夫:聽說是日本時代的飛機場，每次飛機要停下來都失敗。但我沒有親眼看過。

現在那裡還有壓路石，是用來把路壓平的，準備當飛機跑道用。

盧芳銘:養鰻場，因為剛養的時候被人家偷偷把鰻苗放掉，為防止此一情況再發生，

因此才築起牆。後來饅魚賣得不好，就把土地賣掉了。

高新秋:台北狗標服裝行的老闆來開設的養鰻場，我曾經去幫他養過鰻魚 。為什麼

他的店要叫狗標服裝行呢?是因為有一個日本人跟他很好，而且還送他一

隻狗，所以他就用狗來當店名。養鰻場因為三界村的水質不適合鰻'又因

當時鰻的價錢也不佳，所以後來就不養鰻而改養鵝。但村人嫌鵲髒'紛紛

向他抗議，最後他就把地賣掉，再到屏東去養鰻。地賣給四個女人，但因

為其中有兩個一直都在國外，所以這塊地才會閒置在那裡。

(七)六股村有一個地名叫「集會所」嗎?

六股村長:日據時代就叫集會所，是現在的活動中心 。

高新秋:六股店啦!

當 老:可能是以前六股村發展的中心 。

六股村長:店是李詩通(李國央之父)家開的。

高新秋:李詩通光復後曾當過村長。

(八)古早嫁娶的對象來自何方?

高新秋:媒人做的，對象來自四面八方都有。

黃俊夫:以前來自四面八方都有，現在有大陸、印尼來的新娘。

(九)六股和三界村分別是屬於西皮還是福融?

當 老:三界、六股都是屬於福祿 。

高新秋:以市場那一條漢(金包里溪)為界，靠大廟(慈護宮)這一邊是西皮 ，越過

去就是福祿，福祿拜田都元帥 。以前 ，孩子的派別通常都是跟父母一樣 。

西皮跟福祿互相會打架，例如頂街和下街門，一直到民國 40 多年才沒有

打架的情形出現 。 現在，年輕一輩的人，已經沒有人要學這項技藝，彼此

也都不分這種派別。

(十)有沒有聽過潭泉械鬥?

書 老:沒聽過彰、泉械門 。 我們都是潭州人。

二、政治篇 黃克武教授提閱

(一)日據時代有誰當過保正?

盧芳銘:三界壇的高正治，就是高新秋的阿公。

高新秋: (敘述有關保正的故事)

1.黃俊夫的爸爸愛賭博，被警察抓去，是保正去保回來。

2. 保正家裡有種一些相，家裡常有人賭十猴(傳統的一種賭博)。有一天，保正

家晚上又有人在賭十猴，警察發現了，並沒有當場抓人，只採了兩顆棺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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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門檻上準備當作證物。日本時代，每月的初七，保正都要開村長會議，

警察就楚這個機會，問保正是否有賭博?保正回答說: r 沒有」。警察再問他:

「有沒有看到他放在他家門檻當做證據的兩顆相啊」。結果保正回答說 :r 原

來我的棺被偷了二十多斤，就是你偷採走的啊! J 

(二)日接時代有沒有人做過刑事?

高新秋:開山標(許明標)、李阿貞(大面貞)。

(三)地方選舉的價碼是多少?

者 老:選村長， 500 元買到 5000 元。大樁角 5000 ，再往下 3000 。

(四)對政黨的看法?

高新秋:什麼黨都一樣，要選人不選黨。大地震去眼災的都是國民黨，都沒有民進

黨，我看得很清楚。

朱英雄:

1.我出生在金山，但很早就離開金山，所以對金山的事情了解得並不是很多。

父親(朱樂樹，己去逝)從金山國小畢業，在礦溪頭派出所 I 做過書記，後來日

本人要離開金山，父親也跟著離開，因此小時候就跟著父親坐船離開金山到

瑞芳去。父親退休後回到故鄉金山，年老了，做為長子的我，雖然還不到退

休年齡，但為了照顧父親，也回來金山，至目前為止，回來金山也只有 10 多

年而已。

2. 關於對政黨的看法，通常年齡大的人，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因為民主才有民

進黨，有其他黨國家也才會進步，但都是無法做到十分完美。

(五)精省後，對鄉長直接由縣長官派的看法如何?

高新秋:用派的好，因為這樣選舉就不用賄選了。

黃俊夫:做得仔的話，兩樣都好啦。不要像李總統說什麼你們是我的老闊，我是你

們的夥計。我們所求的是安定，政府應該給老百姓安定、正常的生活最垂

要。就讓政府決定。

三、經濟篇 玉良行教授提問

(一)農家中，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女性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阿 姨 (賴芳玲謀長的乾媽) :我 19 歲嫁人，嫁過去時夫家已經分家了。我什麼

事都要傲，女人沒有權利，沒有受到尊重，不曾出門，吃飯要吃最後， nt: 
人家剩下的，很辛苦。女人多唸點書好，現在的女生什麼都會做。以前農

家， 田裡男人做得此較多。家裡的錢大部分是男人在管， 或是交給父母。

(二)種田的生活 ，男人貢獻大還是女人貢獻大?

蓄 老:女人管家內，男人在外面打拼。

黃俊夫:女的貢獻大，因為做的時間長，而且範圍大，讓人感受到母親的偉大。以

前的確有大男人的現象。

1 位在令天的童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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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財:女人辛苦 。

高新秋:一樣大 。

(三)對三七五減租政策的看法?

高新秋:對老闊地主不好，因為回被放領了。

書 老: {I田農較有利，因此有錢了。

黃俊夫:

1.這是政府為了照顧個晨，給他一個翻身的機會。有造成糾紛，到現在還是有 。

如契約還沒有終止，沒有辦法講到讓個農滿意，就沒有辦法收回土地，不然、
毀約的話，地主要付 1/3 的錢給個農。

2. 現在土地上有一個大問題，常常造成很多的糾紛，就是共業的問題。兄弟共

有一塊地，沒有辦法分割，要蓋一個房子卻有兄弟不肯蓋印。這以後一定會

造成很多的問題出現，政府在地政上一定要有大改變。

(四)金山有沒有採過煤礦?

高新秋:有 。 最早開始挖煤礦的老闆是許海亮，在後坑z 開探。當時挖煤礦的公司

有很多家，開採的地點在山頭上不停的移動。挖煤礦一天的工資大約是二

十二元，一個月發兩次薪水，當時豬肉一斤約二元。後來四萬元換一元的

年代，一天的工資是三千元，但剪一尺布要三千兩百元，而要做一條工作

褲要三尺布 。 許海亮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被殺死了，後"*他家也發生過火

災，熄婦被火燒得很嚴重。

四、社會篇蔡淵家教授提問

(一)三界村、六股村有沒有大家族?

當 老:三界村的李厝有翹尾、李金成、六股李詩通。

(二)主要的姓氏?

三界:李、高、黃、賴

六股:蔡、許。

(三)人口外流還是移入多?
書老:多是外流。

(四)有沒有外省藉居民?

盧芳銘:一、兩個而已。

(五)聖德宮之外還有那些廟?

三 界:土地公廟 4 間，都屬角頭廟。半嶺有一間萬應公廟，較沒有人拜 。

六 股:廟都跟三界村一樣。土地公廟 4 間，分角頭拜。

(六)有沒有的神明會?

看 老:聖德宮有神明會，有的人有參加，有的人沒有 。三界公有三尊，神明會分

別屬於三村，三界(地 )、六股(水)、清泉(天)各一尊 。三村裡，誰當上

2 大概在今天的積嘴山一帶 。



爐主，神明生目的時候就要拜拜。

(七)有沒有參加抗爭?

舊老:反核抗爭。

五、文化篇 李鴻謀、王忠義主任提問

( 一)為什麼古早時分家產，大孫要多分一份?

高新秋:要幫他穿麻、捧斗 。 現在似乎沒有多一份了 。

( 二)寸猴什麼時候開始有人玩?

高新秋:很早就有T' 以前比較多人玩。

當 老:農曆過年的時候最多人玩。

奮老:女人玩紅牌，只有 2 色。男人玩 4 色的。

(三)歌仔戲什麼時候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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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秋:古早都做大戲，唱E音，我們都聽不懂，只是用看的，他們多是演一些官

員的事情。後來才有改良戲的出現，也就是現在的歌仔戲，出現的時間距

離現在大概有六十至七十年左右。其實，比大戲更旱的野台戲應該是布袋

戲。

王萬得:大戲唱的是正音，我們聽不懂。

(四)古早有什麼娛樂?

高新秋、王萬得:位弦、吹笛、唱曲(像唱扮仙) ，子弟圈。

(五)高正治家有沒有請老師教晚學?

奮老:有。大家一起交錢 。

盧芳銘:聖德宮旁有一塊 「 金山分校」的石碑 。

( 六)有沒有婚外情的現象?抓到要怎麼辦?

阿 姨:以前較多，現在比較沒有了 。

黃俊夫:晚上打一打就好了 。

高新秋:金山街有人被抓到，一個被罰繞街、也有人是被罰豬腳麵線一付，這是日

本時代的事情。日本時代合法的風化間，只有有錢的人才有能力去 。 那時

候的風化間也不像令天的娛樂場所這麼多，所以才有比較多婚外惰的情

形。

(七)有沒有放七星?

奮 老:有。以前生活困苦，孩子一大堆，快要過年沒有錢，先去向有錢人家借錢

來用，然後再去幫他做工 3 年 。 做 3 年工的人很多 。

(八〉三界公廟有沒有當過晚學教學的地方?

高新秋:有。 教漢文、日文都有。內容包括千經譜、四書、大學 ，沒有教種植方

面的技術。

(九)衣服有沒有提?

高新秋:有， 再踩一踩 。

(十)沒有電燈怎麼辦?

高新秋:用臭泊 。 沒有的時候，若有需要，就留下煮飯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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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以前的作物是什麼?

高新秋:

1.回裡種稻，甘藹，山上種茶，茶種在半讀、西蟄湖、兩湖一帶。還有水果，

如相、蓮霧、白柚...等，除相種檀較多可以實以外，大部分是種來自己吃而

已。

2. 跟現在比起來，稻子一年只有種一期而已，因為政府鼓勵休耕，且現在這個

品種成熟期需要一百四十天到一百五十天，也沒有辦法趕得上二期稻的種植，

但收穫量比以前兩期稻還要多。休耕的時候，雖然政府有捕助，一分地大約

補助一干斤至二千斤的租，但這些錢用來請人家來幫忙一年翻兩次田就差不

多打平了。
3. 還有現在蔬菜、茶、水果的種植都變少了。蔬菜跟水果都長得不好，可能是

空氣不好，有可能是核電廠帶來的污諜。茶山的減少則是因為茶價不佳，又

缺乏人工，地也多被法鼓山買走了。

4. 現在種較多的是安白苟、甘薯，甘薯種得比以前還要多。

(十二)以前茶工廠在那裡?

高新秋:三界、六股各一間，私人開設的 。 金山街上也有二間，較老的是茶農合股

闋的，另一間是林溢源開的，林溢源的先倒閉，合股的這一間隨著茶山的

減少，在二十至三十年前也收起來了。以前的茶賣到台北、基隆。

(十三)稻子收成要如何處理?

高新秋:小時候都自己處理，用土壟去殼。後來就送到六股、清泉、最仔腳那裡以

及金山街上去處理。民國六十左右，政府就補助農民買小機器，我也買了

一台，這樣就直接在家裡處理即可。大部分的稻米是要自家吃的，若有多

餘的，再交到農會去 。

(十四)以前的雨衣如何做?

高新秋:叫人來綁。

(十五)交通工具是什麼?

高新秋:都是用人擔。

(十六)衣服怎麼來的?

替 老:都是自己做的。做事時常做麻袋衣。常諜。

(十七)有沒有什麼体育比賽?

高新秋:種田、採胚比賽 。 茶山少，沒有採茶比賽 。



貳、臺北縣金山鄉喬老座談會第三場

時 間:民國八十八年寸月十七日上午九點至十一點

地 點:金山鄉公所會議室

訪問者:王良行、詹璋娟、黃克武、蔡淵豈宜、李鴻謀、王忠義

受訪者:五湖村、美回村香老

記錯:葉瓊英

一、文化篇 王忠義主任提問

(一)日據時代有那些老師教過「晚學 J ? 
書 老:許再發、李國添、李朝恨、李金城(後兩位己逝).. .。

(二)可不可以介紹一r古時候的衣服的樣式?

書 老:李存清老師家、金山國小有照片可供參考。

(三)以前的船，可以從豐漁村3 上溯到金包里漠的那裡?

林瑤晃:清朝時代，胎可開到市場。

蔡萬得:可以到新館4 的橋那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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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枝:日據時代，還沒有開基金與淡金公路以前，貨都從海上來，到港口時要換

小船如火船5 來運貨，火船可以開到新館下。送來的貨銷到金包里街的店

家。那時候的店家以下街較多， J頁街較少。

(四 ) 本鄉其他地方，有沒有像礦港一樣，有很多人在放風箏?

蔡萬得:其他地方放風箏的情況沒有像積港那樣熱烈，但大家都會玩。大人放大風

箏，小孩敢小的。風寧是自己糊的，形式有八仙、大八角。南勢蔡'\.. (已

逝)自己開了一間店，所以比較閒'曾做了兩隻大八角的風箏，這隻風箏，

人不容易抓住，都綁在柱子上。白天跟夜晚，風箏都在天空中飛，發出很

響亮的聲音。

(五)小時候，小孩的娛樂是什麼?

蔡萬得:打陀螺(自己月板子做)、打玻璃彈珠、甩牌、擲草輸、跳繩(在學校的時

候，大家都有玩) 。

二、政治篇 黃克武教授提問

(一 ) 清朝時候有沒有人經科舉當上官的?

3 原名7.1<尾村，後因本村係漁村且期望漁獲豐收，而改名為豐漁村。但一般的習慣使用「水尾」之稱
呼。

4 位在豐漁村 。

5 即「貨船 J 此稱「火船 J 乃因當時候胎的動力為燒煤炭之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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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清:小時候聽人家說，中角相仔腳6 姓黃的，好像是進士;舊郭仔7 好像也有

人當過宮。

蔡阿村:蔡珠，土名叫紅毛，是五湖村南勢(新厝)的秀才。

(二)簡大獅是土匪，還是抗日英雄?

郭 森:簡大獅以前做土匪頭，在本鄉的7.k尾、礦寮、讀頂頭部各有一個土匪營，

牛若牽經過這些地方，他就把牛搶走，並說牛就是他們的。若想要把牛牽

回來，就要用錢去贖。

林瑤晃:有關簡大獅的資料(台北縣志)裡有很多。

郭 森:聽外婆說，日軍剛來的時候，金山廟寺裡有七名憲兵，土匪聚集起來去殺

他們，結果日軍有的逃到害寮'有的逃到基隆去討救兵。有一個叫賴順良

的憲兵，因為行動慌張而被槍殺，在他身上果然搜出一張討教兵的信;另

一個人，有人用帆船把他載到日本的公館。後來他還得一個功勞章，憑這

個章他可以進總統府。

(三)日本人曾在金山國小立一個石碑，有沒有知道它到那裡去了?

李存清:不知道到那裡去了，不過，它的相片還在。

(四)請問二三八事件發生時的狀況?知不知道有沒有人受害?

蔡萬得: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家裡，從山上買了一草柴來劈。聽到外頭有子

彈聲，才知道到發生事情了。聽人家說，那時候慈護宮有人正在集會，而

中國軍也從淡水出發快接近金山了。載中國軍從淡水來的卡車司機知道這

些人來到金山一定對金山居民沒有好處，所以，開到頂街(金包里街頂街)

有一個水道頭的地方，這個文j(道頭旁邊有一根電線桿'卡車司機故意開不

過去來拖延時間，他共繞7二、三次才開過去。這個司機因此被中國兵打，

但經此時間的拖延，廟前的集會也散了。聽到子戰聲咻來咻去，我嚇得三

天都不敢出來到街上。

郭 森:壞狗德(郭歹) ，郭問樹的爸爸，拿慟頭要到田裡工作，但因為穿著日本兵

服就被槍殺了。

許酒池、藍校:許個池家隔壁的胡蘆壽，就是劉清奇的爸爸，也是因為穿著日本兵

服要去廁所而被殺掉。

藍 枝: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我正好看見。那時候我擔甘薯要去我母舅家，走到頂

街與下街交叉處，兵車剛好開到許開山他的家門口，卡車停下來，兵看到

人就開槍殺，胡蘆壽就是那時候被殺死。我躲在漢底一直到隔天，出來的

時候又剛好遇到兵，我詢問他可不可以擔甘薯回去水尾，他說可以，我才

回家。

(五〉請間有沒有人知道豐漁村的那棟舊式的日本式建築之由來?

李存清:六十多年前，約昭和十三年時蓋的。

許萬金:台北州聽蓋的，叫新館，現在的鄉公所是舊館。新館是蓋來做溫泉旅館，

6 位在萬壽村。

7 位在豐漁村，代表當地郭姓家族聚落，因為很早即來豐漁村開發居住，所以冠上「舊」之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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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是山下。新館在二二凡事件的時候被中國軍佔去，並破壞了它的溫泉

源頭，反而用它來養豬。有些二二八事件被抓的人也關在那裡'槍斃也是。

後來臺北縣政府把土地給公所，公所再招標把它賣掉，被一個姓李的人買

走了。
(六)我們缺乏公所歷任祕害的資料，可不可以請許萬金先生提供?

許萬金:

l.最早當秘書的人是高燦水。光種後只有鄉長與副鄉長(賴樹興、代表會選的) , 

沒有祕書。李龍洲當鄉長的時候，高燦水當總幹事。民國四十二年總幹事才

改叫祕書。高蝶水舵、書當很久，從李龍洲當鄉長一直到王其清當鄉長左右，

前面八年，後面五年，共十三年。

2. 再來說說鄉長的歷史。日本時代派李金訢來做村長，光復後他就延續做鄉長，

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為止，然、後開始民選。「民選」是「代表會」選的，

還許海亮做鄉長，共做了四個月，代表會再選賴崇璧做鄉長。一直到李龍什|

之後才有副鄉長。

(七)請教兩位退休的建設課長，在你們當建設課長的時候，金山鄉主要的建設是什麼?

張正明:我是民國五十七年做建設課長，跟現在比起來，那時候的經費就顯得非常

的不足。比如整個金山一年只能裝設十盞路燈，還需要代表會通過才可以

裝設;鋪路的經費則要從縣政府那邊去爭取才有。所以，那時候的鄉政實

在是沒有什麼發展。

林瑤晃:

1.以前金山可以讓車子通行的路，只有陽金公路與基隆到淡水的台二甲線，所

以，為了方便興農業需要，就開始拓寬產業道路。錢由縣政府出，道路拓寬

至兩米寬，讓鐵牛車可以走，人家就說這種兩米路叫「瑤晃路」。

2. 水利方面，配合張明陽議員從縣政府爭取了很多的經費，來整治金山的里?溪

與無名溪，並為這些溪加蓋，颱風來的時候才不會因為阻塞而淹水。

3. 金山風景區的開發，包括向軍方爭取開放獅子頭山風景區，以及開放水尾海

水浴場。水尾海水浴場在日本時代就很有名，光復後因為軍事的關係沒有開

放。李龍掛!當鄉長的時候才亭取開放，並邀了台北的財團來蓋了金山大飯店，

規模不輸給台北的希爾頓，時間與中國電視公司開播同一年，因為中視就是

到這裡首播。從此，金山名氣漸響。

4. 林國治當鄉長的時候，救國團主任李煥來金山，我陪他去選了一塊地，剛好

是公有地，比較好處理，就用來開發為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5. 各村的村長辦公處、社區活動中心大概都是那時候葦的。

6 蓋中山堂 。

(八〉請教蔡代表 (蔡萬得)民國五寸年代代表會的情形，再請游主席說明一下現在鄉

代會的狀況 ?

蔡萬得:

l 民國五十年 ， 我當選第七屆的鄉代 ， 連任一次 ，一直做到民國五十七年為止。

那時候一年只有二次定期會，一次臨時會。沒有薪水，平常大家吃吃飯，有

開會的話，一天領六十元的出席費。來開會時，若家裡還要請工人頂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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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工人一天的工資要五十元，所以扣一扣，出席費也只剩下十元。

2. 那時若要路燈，就叫代表爭取。代表會共有三個代表負責審路燈的設置，我

是真責下中股，頂角是黃中波，中角是黃漢仁。

3. 當時候有派系，分國民黨跟無黨(黨外) ，我們的比較強(國民黨)。我們選

舉沒有用金錢買賣或送東西，都是挨家挨戶去拜訪。但其他候選人，大概有

人送肥皂、味精，但我自己沒有看見啦!大概是從民國 57 年改選第九屆才開

始有金錢買賣。我就是因為沒有賄選才會落選。為什麼會開始有賄選，大概

是因為競爭比較激烈吧。參加競選的人沒有比較多，但對方比較想做，又剛

好有這個機會，有錢入手。

4. 代表會跟鄉公所的關係不錯，鄉公所的職員與鄉長都很老實，最多是代表來

的時候請我們喝一杯茶，但沒有特殊關係。

5. 民進黨成立才十多年而己，之前就有黨外活動，但力量不夠。

蕭福來:民國三十九年實施地方自治以後，那時的村長、代表真是可憐。當時，代

表會只有一天而己，早上來工作報告，中午弄一頓飯六十元給大家吃，下

午就回去了，一天之內要把預算審完。村長兩個月來開一次會，只領五十

元，扣掉中央日報費三十六元，一個月到公所領十四元而已。也大約要到

民國四十二至四十三年左右才派村幹事來輔佐，但那時候的村幹事都是外

省籍，講話沒有辦法溝通，所以跟村長溝通時都是用此的。代表會真正能

發揮民意代表的功能大概要到民國五十年左右，代表會也大約有一個星

期，也是很辛若，開會時的桌子要去戲台倍，預算也沒有像令天要審個十

天，一天內就要審完，待遇也只有六十元。所以，令天的代表、村長們的

福利要好很多了。

(九)請教游主席，您覺得金山鄉那些建設是比其他鄉鎮好的?以及金山鄉未來需要改

進與發展的方向是什麼?

游主席:我是第十五屆當選，一直到現在第十六屆。任內以來對金山的建設大致有:

1.代表會在第十五屆的時候編了一億兩千萬元的預算，改建已有六十五年歷史

的舊鄉公所。

2 開發觀光資源方面: ( 1 )爭取軍事特別區(獅仔頭山風景區; )白天開放，晚

上六點以後才關閉。 (2) 旅遊局撥了一千萬開發中角海潰公園，規劃一日避。

要做一個步道從中角一直到青年活動中心，再配合積港假日漁場，想要以此

來取代富基漁港的地位。又撥了二千四百萬元開發金山海潰公園，就是獅仔

頭山，這會一直延伸到水尾。水尾這裡有兩個洞，我們也正在想辦法突破。(3)

發展溫泉，金山有礦溪帶，水質比北投好，我們準備找一個地方開發溫泉，

並呼籲不可亂開墾土地，以免破壞了水質。

3. 賽建北海岸金山綜合醫院:八十四年第一次在電基會開會 ，想要爭取經費蓋

醫院， 一直到八十五年七月十一日金山先進配合胃寮做抗爭，電基會才答應

給一億六千萬來蓋醫院，跟我們做醫事技術配合的是台大醫院。八十六年八

月一日成立北海岸金山綜合醫院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個台大醫生，五

個當然董事包括金山、石門、萬里、三芝鄉長及金山鄉代表會主席、再五個

是電基會主任祕書、主任委員、一廠、二廠廠長、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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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萬得:做農會的代表很簡單，開村的小組會時就推薦代表，理事都是形式上選而

已，民眾服務站早就安排了。

三、歷史篇詹素娟教授提閱

(一〉有沒有聽說過有平埔番?

言午萬金:平埔番金山沒有幾戶，日本時代，昭和十年以前，戶籍登記簿裡有登記，

熟番寫熟。平埔番的後代姓林，林國治他們那一族而已 。 家裡收大租 。

林瑤晃:大租交給他們，小租交給土地的老聞 。

蔡萬得:租個多少由地主與個農雙方自己決定，沒有一定。給老闆的是小租，大租

是由賦。現在已經沒有了，田賦都被政府收走了。三七五減租之後，政府

按等則決定租金多少。金山最好的田是八等則。這種問題問許萬金先生最

清楚，當時他就是在辦租個的事情。

許萬金:日本時代，起個由地主決定田租是多少，常常要巴結地主。三七五減祖之

後，政府按土地等則規定租金，金山的生活才比較安定。民政課有資料 。

(二)來金山大概有幾代?

蔡萬得:我們家從第十七代祖先來台，目前又傳承了六代，這六代算起來大概已有

一百多年。我家有族譜，孫子是金山電信局主任，已將資料輸進電腦 。

蔡萬得、許洒泄:古早有一幾句 I 有舊郭仔厝'沒舊郭仔厝富;有舊郭仔富，沒

舊郭仔厝 J 。家裡有出過能人，屋脊都是翹脊的。

(三)五湖村有幾個庄頭?

蔡萬得:五鄉村與南勢湖合起凍，所以叫做五湖村 。 有五個庄頭。

郭 森:五鄉是因為有五個地頭 。

(四 ) 住在一起否都同姓?

蔡萬得:什麼姓都有啦 。 以前，南勢以姓蔡的家族為最大族。

四、經濟篇 王良行教授提問

( 一 )請游主席介紹金山鴨肉店的歷史?

游主席:我們家的店，最早不是賣鴨肉，而是 40 多年前在市場裡賣切仔麵'且，只

有晚上才賣 。 25 年前店才遷到今天廟下，但賣鴨肉要到民國 60 年左右才

開始，大概是核一廠設立之後，漸漸有了外客，才開始賣 。

(二)民國的年的時候一天賣多少鴨?今天一天又賣多少鴨?

游主席:以前一天賣一隻就不錯，現在平常時一天大約 250 隻， 假日則多 3-4 倍。

(三)什麼時候生意開始變好?

游主席:大概是核一廠蓋好，根二廠開始蓋的時候，大概是民國 65 年左右。因為

有外客來，如蓋工廠的工人。我們算是低消費，那時候 ，公賣局的酒我們

都沒有跟他們收錢。

( 四 ) 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平均一個人消費多少?現在一個人平均消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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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主席:以前是二十至三十元，現在是一百元左右。

(五)鴨肉店會成功原因在那裡?

游主席:應該是金山鄉民的照顧。因為金山鄉不好停車，金山鄉民都會很好心的告

訴他們如何走，並讓他們暫借停車。

(六)金山什麼時候開始有電燈、收音機、電話

李存清:日據時所有的鄰長都有收音機。

許i四池:我們家的電話是金山的第一支電話，號碼是一號。家裡還有一支日本公賈

局的旗子，因為以前我們家租給日本公賣肩，公賣局要傲的時候，我就把

這面旗子留下來。

許萬金:日據時代金山有十四支電話。沒有汽、機車。民國二十九年有輕便鐵，是

屬於基隆輕鐵株式會社。

(七)日據時代金包里街有什麼店?

藍 枝:雜貨店、打鐵店、菸酒專賣局、中藥店、鴉片店、妓女戶(按女是在地人，

要定期去醫院檢查)。許海亮可以自己做酒來賣，過年時就到街上辦賞。

許潤池:金包里街上的那支煙白是我老爸那時候弄的，用來磨米。我經營戲台、茶

店、撞球店、當鋪(店面還在，光復後怕被殺，已轉手給別人)、電影院。

藍 枝:金包里街變很多了，現在人變很多，很熱鬧，市場都擠不過去。

(八)金山有沒有礦業?

書 老:死積仔坪出積塊，大概是德記來開採的。

(九)為什麼在民國七十五年至八十五年左右，金山的營造業大量增加?

林瑤晃:經濟發展。

(十)日接時代要跟誰借錢?

許酒池:找我，我閱當鋪。

(十一)現在，來往較多的金融機構是那個單位?

許萬金:農會，農會有存款四十多億。

(十二)請比較一下金山從日據到現在，經濟水平的變化?

蔡萬得:以前我們當農會代表的時候，縣政府說，如果我們有辦法籌一百萬元的資

金，就無條件蓋一間倉庫給我們。一百萬也不是很多，但我們就是做不到，

可見經營得不是很好。但農會存款現在已經四十多億，經營得很好，跟以

前差很多。金山經濟發展的時間，大概是一廠與二廠蓋了之後，來了很多

的外地人，還有核電廠的員工都在這裡消費，可以說是核電廠帶動金山的

發展。但也因此，金山賣的東西都比人家貴。

(十三)在核電廠工作的人多不多?

林瑤晃:臨時工非常的多。

當 老:若移走，一定會很多人失業。

(十四)未來金山的發展要如何做 q

林瑤晃:捷運開到金山來，是李登輝總統跟我講的。

李存清:北二高以後應該會到金山來。

(十五)金山需不需要設大學?

舊 老:不需要，以後交通方便，可以到外地就學，而且也沒有地方可以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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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李存清老師捕充。

李存i青:日本的飛機場不鉤，就徹收清泉、六股的土地來蓋。有機關砲在中角，四

個大砲在礦活。金山沒有被美軍轟炸過，我數過飛越金山上空的美軍的飛

機，最多時是一百四十四架。二三八事件，我大概是第一個看到的。

(十七)金山有沒有種藺草?

李存清:有，在水尾，大多是做大賣生意。加工做成草唐再來賣的是少數。

五、社會篇蔡淵教授提閱

(一〉美回村的大家族分別是什麼?

當 老:許、李(住得比較分散)。

(二〕美由人口是外流還是移入?

音 老:移入，從本鄉的鄉下移進來，並非外來。

(三)美田村的祖籍多是那裡?

書老:潭州，少數泉州。

(四)美田村主要的寺廟?

當 老:武營廟、許祖公廟、土地公廟一間。

(五)五湖村的大家族分別是什麼?

者老:察。

(六)五湖村人口是外流還是移入?

書老:外流。

(七)五湖村的祖籍多是那裡?

者老:潭州。

( /\)五湖村主要的寺廟?

書 老:南天宮、土地公廟凹悶、王爺公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