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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分⼼心 兩  �

!  中 ⼈人
⼀一 微 (Political Science without biography is

 a form of taxidermy)  

         --- Harol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 

!  Lasswell, Harold D.,
 1960(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  Lasswell, Harold D., 1936, Who Gets What, When,
 How. New York: McCraw-Hill. 

!  Chen, Lung-chu and Harold D. Lasswell, 1967,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hu, Wei-Der. 2005.
 Transform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aspora: An Identity
 Formation Approach
 to Biographies of
 Activ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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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3 〈 在
果 為太

〉 223-64
不 ⾃自 �

著 ⽼老

很 � 點
/
 

!  ⼼心 話
⼼心 話  

/9�W 

!  1.  
!  2. ⼼心很 成 學  
!  3. ⽅方I  
!  4. ⽅方II  
!  5. ⽅方III  
!  6. ⽅方IV  

 
 

2. �7FHG\A�N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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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心 ⽼老 ⽅方 ⼼心 ⽼老

⽼老 ……
們

話 到
話 

�7FHG\A�N8 (1/5) 
!  ⼼心 (life history) ⼼心

(personal history) 上
了

(written account of a person’s life based on
 spoken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 (Titon 1980,
 283)  

!  了 上 了

⼼心 ⼼心  

!  要⽇日什 ⽼老之無
兩  2015 �要

⽇日什 ⼼心
著 ⼼心 �

年 年
 

!  2010
�
說 下不�

 

!  ⽼老
⽽而 下⽼老 不
家 只 ⽼老
情 2017 �

過 們
麼不�

個  

�7FHG\A�N8 (2/5) 
!  有 ⼼心

Plummer (1983; 2001)
(documents of life) 會  

會 (biography)⽼老
⼼心(oral history)⽼老 (lif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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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HG\A�N8 (3/5) 
! 

⼼心(the written history of a person’s life) (L. Smith
 1998, 185)  

!  �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里 ⼤大
⾥里  !  沒 1969 �

⼼心想�
 

!  事 ⽼老得
的 兩

2015 �
事 ⼼心

�
年
年  

!  三 1962
�
�

 

!  他 1984
� 他
⼰己 麼不�

 

�7FHG\A�N8 (4/5) 
!  ⼼心 ⼤大 上 [
了 ] ⽼老 麼(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events, their causes and effects)

(Denzin 1989, 48)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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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 事

是

可�
年

來
 

!  2014
� 做

機
⼼心�

後  

�7FHG\A�N8 (5/5) 
!  ⼤大 美

⽼老 (a life, or a segment of
 a life, as reported by the individual in question)

(Denzin 1989, 42) 上 ⼼心
 

 
Q ⼼心 很 這

話 話 

�7FHG�TU�>(1/3) 

!  1973- !  1991-1997 !  1978- !  1985- 

�7FHG�TU�>(2/3) 

!  1962- !  1989- !  2014-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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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HG�TU�>(3/3) 

!  2014- 
!  2014- 

!  2014- 

 
 

3. ��(�	��ZI[\ . 

 
 

4.1. Kvale\MD=5V !  Kvale, Steinar,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Kvale, Steinar⽅方
種  ⽼老
也 2009
� 下很
�  年

回
能  

MD=5V(1/2) 
!  1. Thematizing, the why and what of the investigation 
!  2. Designing, plan the design of the study 

!  3. Interviewing, conduct the interview based on a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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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5V(2/2) 
 
!  4. Transcribing, prepare the interview material for

 analysis 
!  5. Analyzing, decide on the purpose, the topic, the

 nature and methods of analysis that are appropriate 
!  6. Verifying, ascertain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view

 findings 
!  7. Reporting, communicate findings of the study based

 on academic criteria 

 
 

4.2. Richie\����&E?F 

!  Ritchie, Donald A., 1994,
 Do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Ritchie, Donald A., 2003,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tchie, Donald A., ed.,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tchie, Donald A.⽅方
發‧ 國 1997 〈

 下〉
131-82 Donald A.

 Ritchie⽅方 發‧ 國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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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D(1/10) 
!  1. 下 
!  2. 下 
!  3. 下 
!  4. 下 
!  5. 還 下 

��% I�MD(2/10) 
!  1. 下 
 

"  1). 下 為  

��% I�MD(3/10) 
!  2. 下 

"  1). 話 
"  2). 話 
"  3). 話 
"  4). 下 話 
"  5). 下 話 

��% I�MD(4/10) 
!  3. 下 

"  1). 下 話 
"  2). 話 
"  3). 新 話 

��% I�MD(5/10) 
!  4. 下 

"  1). 不  
"  2). 不 ...... 
"  3).  vs.  
"  4).  vs.  
"  5).  

��% I�MD(6/10) 
!  4. 下 

"  1). 不  
"  2). 不 ...... 
"  3).  vs.  
"  4).  vs.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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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D(7/10) 
!  4. 下 

"  6). 現 ...... 
"  7).  
"  8). 出  
"  9). 們 ⼥女  
"  10). 不  

��% I�MD(8/10) 
!  4. 下 

"  11). 以 我 話 
"  12). 對 麼  
"  13). 下  vs.  = ⽼老 ⽼老 開到  
"  14).  =  vs.  
"  15). 下  = ⽣生  vs. ⽣生  

��% I�MD(9/10) 
!  4. 下 

"  16). 話 
"  17).  
"  18). 如  
"  19). 話 
"  20). 話 
"  21). 和話 

��% I�MD(10/10) 
!  5. 還 下 

"  1). 話 
"  2). 話 

 
 

4.3. Bogdan and Biklen\ 
-�+CHG 

!  Bogdan, Robert C. and
 Sari Knopp Biklen,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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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gdan, Robert C. and
 Sari Knopp Bikle
n ⽼老

2001 �
也很 �

� 上
 

 
 

4.4. ��Q$ 

MD��5V 
 
! 1. : 下 為  + 下 次 +  
! 2. : 多  +   + 下  +  
! 3. :  + ⽤用 +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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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失息體 知滿⽤用都種 �

 
 

4. ��E8�-)�II���a 

 
 

5.1. �lMkR 

 
Q易 四 好 然會 代 

�lMkR(1/6)  
! 體 電‧ ⾯面品很
四 ⼦子⼊入

讓
發 屬

屬 下 我
以 時

加 業  

 

�lMkR(2/6) 
 
!  四 計流 可⼩小 易 打

光
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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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kR(3/6) 
 
!  四 四 好影

帶 接
四 新 難次

理這 四 好
guide或 年
leading或四

出  
 

�lMkR(4/6) 

 
!  會覺
四 誰視 定 為

⼝口
信  

�lMkR(5/6) 
 
! 次 流頭體四 易 

"  然� 
"  全以 禮� 
"  感都 網 件� 
"  更向 � 
"  ⻑⾧長兩 � 
"  ⼤大 感然� 
"  等 � 
"  四 雙 ⼩小  

�lMkR(6/6) 
 
!  ⼒力 

"  e.g., 因 些  
!  去 
!  成 成 成 

 
 

5.2. �l�� 

 
Q易 好 會 然 次 四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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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物  
!  2. 然 體  
!  3. 然  
!  4. 四 好 天 過  
!  5.  vs. 到  
!  6. 然 四  
 

�q2&�~|(1/13) 
 
!  博  

 
 

�q2&�~|(2/13) �_v 
!  去去 位 (http://nbinet3.ncl.edu.tw/

screens/opacmenu_cht.html) 
  
!  去 話⽅方 包

無給 去 從去 位  
!  等 去 86 同 ⼈人

出 題 去 從 性主 去
去去 ⼯工 從去 等 1-38
兩去 總即 ⽽而 兩去  

 

�q2&�~|(3/13) �_v 
!  給  (http://readopac.ncl.edu.tw

/nclJournal/index.htm) 
 
!  等 去 從 給 要

總即 ⽽而 要 深5,00
0 從 出 ⾳音話

 
!  好 包 者 1970
我   

 



������
�

��

�q2&�~|(4/13) �_v 
!  微 去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等 給 要

總 要 學 果
因 些 些 些

些 得   
!  好 包 我 好 國

 
!  好 包 者 已

今 ⾊色⻑⾧長 今 於 他
不 家 我 好 包
給 氣⽂文為  

�q2&�~|(5/13) �_v 
!  給 電 (http:/

/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5zLvj
/login
?
jstimes=2&loadingjs=1&o=dwebmge&ssoauth=1&
cache=1475479862465)  

!  ⾒見 去
件都種 等 給 電

1956 我
無業給 包  

!  好 包 我  

�q2&�~|(6/13) ��� 
!  去 / 能博 去 包

從 去 全(http://mylib.nlc.cn/
web/guest/zhongwentushu) 

!  去 / 能博 去
從 全 好 去 周

去 去  
!  好 從 能 3,518什 ( )

後 從 無 要
去 ⾵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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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13) ��� 
!  什 能把 全 給(http://g.wanfangdata.com.hk/) 

!  ⽩白 些 位 什 能把
話⽐比 ⽩白 題

條 對 位 位
要 題 對 博

無業  
!  能把包  能博

能把包 ( 等是6,000 )   

�q2&�~|(8/13) �d]1= 
!  去 (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 (https://catalog.loc.gov/vwebv/
searchBrowse) 

!  去 (Library of Congress)
題 全  

!  好 去 從去 去
去號 從 3,000什 物 果⼰己 去
要 ⾵風 包   

 

�q2&�~|(9/13) �d]1= 
!  你無去 去  

!  Harvard Library (http://library.harvard.edu/) 
!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http://

library.stanford.edu/) 
!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

www.library.cornell.edu/) 
!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web.library.yal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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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0/13) �d]1= 
!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1993-)(Web of Knowledge)

包(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
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
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S2J8uROHtK
CG2fyXryJ&preferencesSaved=)  

!  家 外師  (The Thomson Corporation) 話⽐比
包 等因 些 都1,700平 放50平

些 的 法
⾒見 位些 條 候請 這⾃自享 因

因 多  
 

�q2&�~|(11/13) �d]1= 
!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http://proquest.umi.com/

pqdweb?
RQT=306&COPT=REJTPUcyODcrM2IxMCZTTUQ9MSZJTlQ
9MCZWRVI9Mg==&clientId=23855&DBId=G647#sform)  

!  的物 (ProQuest) 話⽐比 包
等 家 問 要 (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 要 果⼰己 ( 還
) 電  

!  題 ⽽而 230 平什 電  (1861- ) ⼿手
將 1997 能 24太  

�q2&�~|(12/13) �d]1= 
!  能 場從 (http://pqdd.sinica.edu.tw/cgi-

bin2/Libo.cgi?)  

!  題 1997 能 場從 個
近嗎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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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3/13)�QWr6�@� ca�\obf(1/8) �t�bf 
 
!  只情 此受 都
全 看 四 睡 易 遊

麼因與 四 情 此
四 頭直 四 神

⻑⾧長  

 

ca�\obf(2/8) �*�Ibf  
!  費⼤大 感都 件 要

易 專體 體 體
四 頭 頭體  

 

ca�\obf(3/8) �sxSw  
!  路圖

界 期
從 去 體  

 

ca�\obf(4/8) �5����l��  
!  然 四  

!  跟 2003 所 所別 動
頭 ⼭山 ⽅方 微 化 ⽇日 電

 
! 想 各 2001 ⾒見 易
頭 體  ⼭山 ⽅方 ⾒見 電  

! 進載⼗十 2004 很 頭 易
⾒見 的 ⼭山 就結 本 ⾒見
電 電  

 

 
!  然 四 (出) 

! 收 2006 �給 體 公 世也
� 特 去 位 電  

! 收 2000 � 易名 再 很 頭 �
就結 本 ⾒見 電  

!  ⼗十 2005 �給 開 也 專與話 �
因 電  

 

ca�\obf(5/8)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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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四 ( 出) 

!  2004 � 體 公
⼆二 易 給地 多 � 地給些 幾 的⽇日 電

 
!  電 2006 �意 開 專與候請 � 地微
前 候 候轉 電  

 

ca�\obf(6/8) �5����l�� ca�\obf(7/8) ��\o3V 

 
! Peng_Note_Table.doc 
! 2017_10_10_table_開 體 .doc 
 

ca�\obf(8/8) �cabf+F�'  

! 應⾏行獲 四 來
遠  

!  回 四 ⼆二了 現 來 不
四 情 持 址

然  

!  題能
四 情 然 花  

 

	ca;?W�   
!   

!  他 四
現吃 句 四 然

⼈人 眼更 理
 

!  ⾼高 來 眼更
抱  

 

�l?W@EpH�N��$?�4L� 

!  四 感都 裡 都 主 都 以
四 � 四

 

!  四 眼 上 你 過當 都
眼  

 

�/29? vs. %m�J,29?(1/7) 
!  回 四 好 為  

!  ⾥里 open-ended
 question或易 安 代  

!  到 specific question或易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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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vs. %m�J,29?(2/7) 
!  到 真真 四 深

四 四 好 了經容 提
情 四 很 網  

!  流體 ‧發制⾯面 易 流頭體 相 四
吃 吃 家四

合 半
感都  

 

�/29? vs. %m�J,29?(3/7) 
!  四 四 起兩

像 已 很
 

!  為 到 你 領 四
第  

 

�/29? vs. %m�J,29?(4/7) 

!  市⾨門 四 funnel
 interviewing或 

!  和情 薦
分

容

需  

 

�/29? vs. %m�J,29?(5/7) 

�/29? vs. %m�J,29?(6/7) 
!  領 感都 流體 無 � 對
中讓 同三 ── 中收流 中

 

!  易 把 ⽅方 � ⽽而⽇日 �
⽽而⽇日 主 代  

!  運作
之 到 代 會信遠 三 代
⼜又 代  

 

�/29? vs. %m�J,29?(7/7) 

!  以 使 四 才
笑正 ⾼高⼈人 費 四
信 需流 她 真真

分  

!  品 路 中信⼰己 難
找 為 始 信 博

什 還 常 次 正 ⼿手
但⼤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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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 Guide_2008_08_27( 體+專與 +專
與很 ).doc 

 
 

5.3.	D7�9 

 
Q易 學情四 代 好 會 代 

!  1. 學情四 代 
!  2. 會 四 代 
!  3. ⼆二只 讓代 
!  4. 四 代 
!  5. 四 少 住代 

`Z�l7�(1/6) 

!  回 好 因⽽而
進 親 四 了  

 

`Z�l7�(2/6) 

!  推 的 因⽽而
 

!  ⽣生
做 電 ⼈人 清體

件⽇日 個 學情四
精

四 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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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7�(3/6) 

!  流體 gatekeeper或
接

真 真問 個
越 麼 以

很 通 四  

`Z�l7�(4/6) 
!  量 性 然 流
頭體都 你 什

然 四
四 東 說 照間

享單  

!  四 ⼈人 好 把 張
次 四
推 進 沒

有 如
都 ⼼心現 四  

`Z�l7�(5/6) 

!  第 ⽽而
四 四  

`Z�l7�(6/6) 

!  全 話

通 了
內  

 
!  美
來 敢

常
 

!K�,:�M�(1/4) 
!  流體 以 影 家

價 他 精 四
流體 你 抱 主  

 

!K�,:�M�(2/4) 
!  上 四 四

真 ⼝口
真版 度   

!  專 第 個 專 個
運作 卻 理 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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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3/4) 
 
!  的 個 位等 易條就

位 等 第 接 要 位
幾 個  

!K�,:�M�(4/4) 
 
 
!  位 題 流頭體都 超上

界 事 精 四  

!  最 排 美
四 其四 關── 以 五很

題 位  

jYA��#^�(1/5) 
!  情 四 都

⼤大記等們 出 已
四 以 重 像對  

!  ⼩小看該 章 話
四 界 ⽤用 求

著 四 主 四
 

 

jYA��#^�(2/5) 
!  四 那明
處不 四 此 性四

⼀一 以 不
兩 都 獲 取⻄西   

 

jYA��#^�(3/5) 
!  都 合 ⼿手

四 ⼆二 在
樣  

!  四 友 �完數 Brian Lamb或 部
四 家

每 �
才 其

 

 

jYA��#^�(4/5) 
!  四 四

實把 理
⾝身

四 真真
服 四 以

更 句 點
聽  

!  四
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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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A��#^�(5/5) 
 
!  四 都

四
 

 

(����l. �(1/3) 
!  流頭體 四 現 等
們 audio snapshots或 呢看何  

 
 

(����l. �(2/3) 
!  把都 主 獲 ⼥女

四  

 

 

(����l. �(3/3) 
!  四 了 機 快 四

四 話⽅方 不
四 我回 四 四 來

現 話⽅方 問
保 理 ⼿手 事  

 

�q�lCu�;�'�y� 
!  句 經 四

⼝口 今 四 �取
四 住  

!  四 員 傳 解解
理 � 四 道

⾃自 選 四 以
幾  

 



������
�

��

*�0Kwly 
                                                                              �

_Xr                                                                                    
�eYD���*n	�U�T� 

 
2018�9?14��[10:30‧�e#�N��� 

�

部 平⽼老 下  �

 
 

5. �M:�.-¢III£¤�( 

 
 

6.1. p���C 

 

Q管 裝
如
指 本
個

指 

!  1.  
!  2. 本  
 
 
 
 

p�(1/4) 

!  ⼗十  
!  轉  
!  裝 ⾮非  
!  ⼗十 利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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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  打還⼗十  
!  打還  
!  會  
!   
!   
!  解 他  
!  ⽚片  
!  記  
!  呢…擊 
 
 

p�(3/4) 
!  Isaac, 2018, "3 Tips for Recording Research

 Interviews." In Weloty Academic Transcription
 Services, 15 May. https://weloty.com/3-tips-for
-recording-research-interviews/ (Date visited:
 August 26, 2018). 

 
 
 

p�(4/4) 
!  活 2014 〈相有 感每 打還
⼗十 !〉擊�PIXNET 待管活 � 10

24 擊http://twneed1742.pixnet.net/blog/post
/205921771-%E6%8
C%91%E9%81%B8%E4%B8%80%E6%94%A
F%E9%81%A9%E5%90%88%E8%87%A
A%E5%B7%B1%E7%9A%84%E9%8
C%84%E9%9F%B3%E7%A
D%86%E5%90%A7%21 管2018 8

26 擊 
 
 
 

kg�C 
!  裝 管 當影裝 同 如
⾼高⾝身 知影裝 主

擊 
!  裝 管照 裝 ⾼高⾝身 知 中

再 裝 裝⽣生吧論 單 擊 
!  打還管 同即打影裝 同 ⾨門 動

還⼥女 主交功這 件
增擊 

!  打管戰 我 送三結(Key word)
每 情 打還 三

擊 
 
 
 

 
 

6.2. <�S26 

 

Q管 裝 裝⽣生
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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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隨戲 像 指  
!  2. 裝⽣生指 
!  3. 張 意 指   
!  4. 裝 ⽣生聽 裝⽣生 指  
 
 
 

���u|¥ (1/7) 
!  像 經 頭 裝 ⽣生
也 載

獲 擊 

!  裝⽣生 期裝 ⽣生 上 錯分 錯
同 擊 像 領
新眼求 機 期擊 

!  經 像 增
錯 當 裝⽣生 擊 

 
 
 

���u|¥ (2/7) 
!  領 像 之
該 處擊 

 
 
 
 

���u|¥ (3/7) 
!  來裝 ⽣生那圖 品息

只能 放 ⾨門 裝⽣生 像 視 擊
裝⽣生 只

易 ⾛走 我 ⼩小 知
強 ── 放 位裡 裝 ⽣生 發

擊 
 
 
!  全 進覺 全 選光

失近 裝⽣生說 住錯
像 擊 

 
 
 

���u|¥ (4/7) 
!  像 求 裝 ⽣生

裝⽣生 擊 只 ⼊入現
可 擊  

 
 
 

���u|¥ (5/7) 
!  � 主 裝

其 傳
場 Bertrand Russel講

擊 ⽽而 裝
望

多 擊
家 經經 像擊
年影因⽚片 ⼰己
場

像 因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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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6/7) 
!  進它 或 就 幾⼰己

── 管 

!  場 開 指 場
像 什 她 領 作
節 擊 

 
 
 

���u|¥ (7/7) 

!  推 來
等 ──

原思
管 件

指 薦
⽚片空

推 裝 ⽣生 如
裝 頭 學錯
期變帶運擊 

 
 

�H-�<�S¥ (1/3) 
!  無 安 空 真 裝⽣生擊 

!  真 名與⼯工
現 個 ⽇日 裝 ⽣生 清
�⼩小⽣生 男 相題 擊 

!  裝 ⽣生 如 者 獲
擊 

 
 
 

�H-�<�S¥ (2/3) 
!  所
間⽣生 ⺠民趕 過 說 薦
⾳音 相 裝⽣生 理 擊 

 
 
 

�H-�<�S¥ (3/3) 
!  裝⽣生 算 像 裝 ⽣生
學 擊 裝 ⽣生 真 別 ⼩小

感感 擊 

!  ⾨門 也
點 像 機得 因

知⼩小⼝口 因 擊 
 
 
 

!P=>�,�w�$fc�¥ (1/4) 
!  我 裝 ⻑⾧長 世

⼩小 性 擊 ⻑⾧長
和禮 ⼒力 擊 

!  裝 ⽣生 讓
保 擊 ⼆二

已 員 次 ⼿手
⼩小 起 因 擊
請只 實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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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fc�¥ (2/4) 
!  ⾒見 請 實 裝

⽣生⽅方 版擊 只您合 容
── 男注

受 知 放 不擊 

!  新很只價信
笑 情 擊 

 
 
 

!P=>�,�w�$fc�¥ (3/4) 
!  張 裝 ⽣生那圖

如 好 代累
擊 

 
 
 

!P=>�,�w�$fc�¥ (4/4) 
!  張續 同
⽚片 擊 ⽐比 請

好 為 抱想
只 擊 

!  影裝 於 於提 ⼩小
參 費 擊 

 
 

�tSq�<�S��¥ (1/5) 

!  但全 以
裝⽣生 ⼩小 擊 

!  打
裝⽣生果
國 全 ⼩小
忘 擊 

 

�tSq�<�S��¥ (2/5) 
!  圖 聽種 裝⽣生

裝⽣生 真 在第 擊
裝 說 ⾊色 處 裝 ⽣生
說 為擊 

 
 

�tSq�<�S��¥ (3/5) 
!  地轉 ⼩小 代累嗎些
便 線⺫⽬目 擊 ⽉月 ⾼高⾝身
計打 開 清⽣生 擊 ⽤用
了 裝⽣生 計 ⾝身 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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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q�<�S��¥ (4/5) 
!  裝⽣生 擊

裝⽣生 ⼩小
請 痛 信 擊 

!  情 我 只遠
雙
制 名 常 擊
年 ⾏行 了

就 ⾨門 擊 

�tSq�<�S��¥ (5/5) 

!  全 麼少
裝 ⼒力 ⾨門

⽚片 使 痛 主
⾯面 情 會 可 指 

 

 
 

6.3. �tS26 

 

Q管 裝 裝 ⽣生
去 指 

!  1. 說 報碼 指 
!  2. 照 裝⽣生 請 指  
!  3. 裝 ⽣生 =  vs. 指  
!  4. 裝 ⽣生 vs. 裝⽣生 = 將 指  
!  5. 像指  

!PR������;E¥ (1/8) 
!  裝⽣生 每 服來 ⽂文⾏行 神改
兒 說 報碼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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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2/8) 
!  正 ⽣生品 � 事也 John Gwaltney講 事

出給 我 ⼆二 � 來 花 � Drylongso,
 1993講 ⽣生 我 ⼆二 照

⼼心 報碼 擊
在 回 客 現 裝⽣生

遠 薦 擊 
 

!PR������;E¥ (3/8) 

!  說 報碼 前 為⼜又 擊 

 
 

!PR������;E¥ (4/8) 

!  ⼈人也 歡 也 歡
屬計 兩 重 屬 超
那圖 裝 擊真 剛 城
超 裝⽣生 聽 更
裝 擊 

 
 

!PR������;E¥ (5/8) 
!  裝 ⽣生 ⼈人也 也 歡

如裝 那圖包 報碼
只 後 對  

!  管 些�事 地� The Washington
 Post講 超 ......擊
⼀一 指  

!  真 後 裝⽣生 那
新算 擊 

 

!PR������;E¥ (6/8) 
!  報碼 裝⽣生 像

經變⽚片 薦 了 擊 

!  裝 ⽣生 題 說擊
裝⽣生 為 說 錯分 他四

� 裝 ⽣生 為 收──
⾃自 擊 

!  上 再 不
裝  

 

!PR������;E¥ (7/8) 
!  裝⽣生 裝 說

擊 

!  讓裝 ⽣生 裝 情 位認直
現說 句 � 變 裝⽣生

持 也 擊 家 我
裝⽣生 ⼤大擊 

!  歡 裝 ⽣生 裝
裝⽣生 ⼤大 只 開 ⽣生為

專 靠 擊 

!  上 再 不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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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8/8) 

!  ⼩小 怎⾊色 解
裝 ⽣生 裝⽣生⽂文⾏行

兒 擊 
 

!P�h<�S"v\�¥ (1/2) 
!  裝⽣生 裝

請 擊 

!  裝 ⽣生 以 的 最
最 期

裝⽣生 ⼀一
� ⽩白裝 關情

裝⽣生 擊 
 

!P�h<�S"v\�¥ (2/2) 
!  獲體 我 情

照 請擊 地
懂把 請擊 裝 ⽣生精

⽇日 清 沒
請擊 

 

�tS = }G� vs. }A�¥ (1/6) 
!  裝⽣生

只 看擊 

!  讓 裝⽣生 無
⼩小 無 全
到 擊 

 

�tS = }G� vs. }A�¥ (2/6) 
!  裝
⽣生 那
圖應遠應 清
⾨門 為 卻
安 ⼝口 錯

越分擊 

!  ⽂文⾏行神改 裝
兒 什

是
 

 

�tS = }G� vs. }A�¥ (3/6) 
!  只擊 

!  果 裝 只 之 裝
⽣生 無 到 通 ⼤大
為 ⻄西四 到 所

期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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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 }G� vs. }A�¥ (4/6) 
!  ⽣生 裝⽣生 裝 ⽣生到

家 正 ⼩小 卻 ⼩小
發 裝 ⽣生

持 擊 
 

�tS = }G� vs. }A�¥ (5/6) 
!  家 ⼩小

擊 

!  裝 所 ⽤用
笑 打擊 

 
 

�tS = }G� vs. }A�¥ (6/6) 
!  等 被 以 裝⽣生 擊 

!  裝 ⽣生 如 張法
⻄西 擊 

!  裝⽣生 像 推 眼求 經 變
特 男

⾨門 ⾼高⼝口 們物 試擊 
 

�tS vs. <�S =  � 31)m�¥ (1/6) 

!  裝⽣生 味 裝 ⽣生
指 

!  ⾳音裝 ⽣生 擊 

 
 

�tS vs. <�S =  � 31)m�¥ (2/6) 

!  其 0 喜待 下 The Federal
 Writer Project講裝 給 擊
清 裝 ⾼高⾝身 給

裝 ── 真 前
完真給 擊 

 

�tS vs. <�S =  � 31)m�¥ (3/6) 

!  裝 說
⾄至 請
擊
直 請
著 給

擊
給 邊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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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vs. <�S =  � 31)m�¥ (4/6) 

!  傳 和 將 都 說
主 像 擊 獲 將

外兩 擊 

!  ⼩小無以 裝 ⽣生 有 再 擊 

!  服來
裝 擊 

 
 

�tS vs. <�S =  � 31)m�¥ (5/6) 

!  裝⽣生 每 裝 ⽣生 易
太 裝⽣生

獲 安
⾼高⾝身擊 ⽂文⾏行 服來安久擊 國 好

⽇日 ⽐比⾸首 擊 
 

�tS vs. <�S =  � 31)m�¥ (6/6) 

!  裝 ⽣生 機 裝
要 外 擊 

!  直 題 如得
裝 ⽣生 裝 裝⽣生

擊 
 

��5&�B�+�"u¥ (1/4) 

! 

的 那圖
果

然 ⾼高⼝口話成能
去 擊 

 

 
 

��5&�B�+�"u¥ (2/4) 
 
!  ⼩小無

間那 裝⽣生
電 說

相 ⽚片
當 像 ⻄西動

擊 

 
 

��5&�B�+�"u¥ (3/4) 
!  裝⽣生 今

後 ⼩小⽣生
擊 

!  物
裝 ⽣生

擊 無
⽚片 了 今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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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u¥ (4/4) 
!  我 ⼆二 笑 裝⽣生 請

裝 ⽣生 擊裝 開 內
圖 裝⽣生 那 半
裝 ⽣生 擊 

!  裝 ⽣生 我 ⼆二 下
裝 件 知

敢 以 找 問 擊 
 

 
 

6.4. 8� 

<�S��9`d¥ (1/7) 
!  裝 國 打都 到 擊 

!  裝 ⽣生 裝⽣生 的
必 今 ── 麼那圖 份
裝⽣生擊 

 
 

<�S��9`d¥ (2/7) 
!  ⽐比 動打還 ⼩小取 會

裝 裝⽣生
擊 

 
!  作 ⼩小 從 裡 變失近

裝⽣生話成 擊 
 

 
 

<�S��9`d¥ (3/7) 
!  你 在 花 點

機 擊 

!  任 ⼩小 裝⽣生
之 以 終

內 件薦 只過
注 像擊 

 
 

<�S��9`d¥ (4/7) 

!  全 今 現擊 

!  管 指
指 講 打還 書

主 變 版 流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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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d¥ (5/7) 

!  裝⽣生 今快 全 擊
何 條 裝 ⽣生 變 點點點

⽚片 排領 次 � 吧增
論 何 完 薦 質
需變 ⽚片 擊 

 
 

<�S��9`d¥ (6/7) 
!  還 快 全

擊 

!  還 說
未主 到

次 擊 

!  樣
還 說 擊 

 

 
 

<�S��9`d¥ (7/7) 
!  裝 ⽣生那圖物 快 全 他四 想

推裡
未 年 裝
⽣生只 點 裝⽣生 像 未

⼤大 為 沒擊 

 
 

F~�t��{%B¥ (1/6) 
!  好 息 裝⽣生

� 因�
家⼩小 由 開 擊 

 
 

F~�t��{%B¥ (2/6) 
!  裝⽣生 件 家

度 說 裝 ⽣生 主
擊裝 懂把 謝 請 失近
裝⽣生 以 打 打還

裝 清 理 輕擊 

 
 

F~�t��{%B¥ (3/6) 
!  裝 息 說把 裝⽣生打還 看
指打還 能已 看指
流 ⾵風 深 總 滿樂 為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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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B¥ (4/6) 
!  裝 息 ⼤大 裝⽣生 ⾵風
打還 化總 完
⾵風�前 完 流

裝⽣生住錯數加 連⾵風 化總 擊 

!  東到 流 樣
指 主 裝⽣生 件 ⼤大 中 裝
擊 

 
 

F~�t��{%B¥ (5/6) 
!  親 ──

⽇日⻑⾧長東始空 全 ── 來
擊 

!  裝 ⼆二
裝 息 那 信打

還 裝⽣生 擊 
 
 

F~�t��{%B¥ (6/6) 
!  裝 知 我 ⼆二 下

接 照 歲 �太 看
� 打還

格表� 上 ⾵風 化總 �
⾝身 主 已 清裝 ⾼高⾝身

擊 

 
 

JxsO<�S��¥ (1/3) 
!  的 我 ⼆二 下 國 來聲明

精⽇日 感 來 感專 裝
⽣生 向 擊 

 
 
 

JxsO<�S��¥ (2/3) 
!  我 ⼆二 安 完 管

⼀一 拿 打 擊 公
只 向擊 

 
 
 

JxsO<�S��¥ (3/3) 
!  ⻑⾧長 們 下 也 樂

還 獲 裝⽣生 完
說 時 擊 ⼿手 我 ⼆二 下
⼜又 感專 裝
推 情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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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V£ 
¤�Z�� 

 
 

7.1. �^� 

 

Q管 裝 息  
三 消 指 

!  2008_06_01(裝 三 ).doc 
 
 

 
 

7.2. �� 

 

Q管 三 使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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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三 我 以 數加擊  
!  2. 三 打 擊  
!  3. ⼦子 ⼦子 加 三 擊  
!  4. ⼦子 三 加擊  
 

�/a�V(1/5) 
!  1. 使(Line by line analysis) 

!  2. ⼩小 ⽼老
指 

 
!  3. 住數知 指 

�/a�V(2/5) 
!  4. 三結 ⼩小 ⽼老

── 抱每 從擊 

!  5. 從 周然 將
同 ⼩小⽣生 以 擊 

�/a�V(3/5) 
!  6. 以

管 

"  想 張 往  
"  想 頭 實往  
"  裝⽣生 期點 想 往 
"  ( 家 ) 獲體  往 
"  想說把 家⼩小周然 已  往 
"  ⼩小⽣生 以 真 擊 

�/a�V(4/5) 
�/a�V(5/5) 

! 
2006 �

於
是
管

因 使�擊
⾏行 事

兒
可 清
家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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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1/3) 
!  1. 錯 擊
錯加 感⼗十擊 

!  2. ⼩小 歡
氣⽅方 擊 

!  3. 那
領 獲⼩小 擊 

'�a�VI(2/3) 
!  4. 擊 

!  5. 才 以
現 獲擊 

!  6. 氣⽅方 獲 (categories)擊 更
從 (themes)擊 

 

'�a�VI(3/3) 
!  7. 獲 擊想

同 將 ⼩小⽣生 擊 

!  8. 擊 氣⽅方 次
擊  

!  9. 
因 界 頭 問 擊  

!  10. 周然可 ⾼高⾝身擊  

'�a�VII(1/6) 
!  1. 氣⽅方 獲 道 擊 
 

'�a�VII(2/6) '�a�VII(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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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I(4/6) '�a�VII(5/6) 

'�a�VII(6/6) 
!  2. 味 獲 兒擊 

!  3. 獲 兒 清
擊 些 裝⽣生 果 做

清
所擊 

 

��a�V(1/5) 
!  有定福 獲 想 歡 獲 抱

喜此 嗎 兒 周然可候開
如 獲 知業 同擊 

 

��a�V(2/5) 
!  1. (story)管 公 清 頭

味 續(narrative)擊 

!  2. 他(story line)管周然可
福 獲 擊 

 
!  3. 福 獲 (core category)管 獲

頭擊 

��a�V(3/5) 



������
�

���

��a�V(4/5) ��a�V(5/5) 

 
 

7.3. Wb�] 

 

Q管 地太 指 

�z3@o(1/2) 
!  1. 分 獲

味 想 對 擊
影 ⾏行

為 擊 

�z3@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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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研究線o資料庫應用�
游牧笛�
ThHHrKFHM2ImDKM.FPm�

自我介紹�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生�
•  社團法人u華民國無界塾創新教育協） 地理教師�
•  研究與興趣�

•  地形學（河流地形e歷史環境變遷）�
•  文化資產保存�
•  地景調查�

•  現正執行計畫�
•  臺灣近百年來v要河流的地形變遷與其減災意涵am個

k人為地形學l的嘗試�
•  建構防災地形分類與地圖製圖規範研究�
•  順應河相之河川廊道範圍初步規劃研究�
•  k人e山川e海洋lZ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本的地理e環

境教育與科學探究能力之建構Z以頭─溪泰雅族原鄉e大
漢溪阿美族新原鄉為例�

2 

課程安排�

• 臺灣(鄉土 研究的範疇與案例�
• 資料庫介紹�
•  常用資料庫簡介與注意事項�
•  歷史圖資資料庫平台�

• 實作�
•  歷史圖資分析方法�
•  9PPIMH我的地圖展示�
•  4MPI或8DFHEPPL平台呈現�

3 

你心目u的臺灣(鄉土 研究是什麼b�4 

你執行過臺灣(鄉土 研究嗎b用什麼方法b�5 

臺灣(鄉土 研究的範疇�

• 基於土地的研究(自然或人文 �
• 運用在地的素材(口訪e田野調查e文獻e地圖…… �
• （好能有親身的經歷(生活e體驗…… �
• 案例a�
• 賴和詩路�
• 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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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a賴和詩路�

• 大正元(1.1( 年1(月1.日……�
• 當時還在總督府醫學：讀書的1.歲賴和，突然想從
台北走回彰化老家，就這樣找了醫學：同學杜聰明
（吃苦本是愚者少，追。難得是聰明），兩人花了+
天的時間k走l回彰化。�

7 8 

賴和的(4首詩 
記錄了所見所聞�

怎麼走b�
• 年暇由台北徒步回家途u計費五日，始由n角湧沿u央山

脈至頭份w折向u港遵海濱而行，山嵐海氣殊可追念。�
9 

日期� g詩名h（紅–為地名）�
第m日(1(/1. � g新店溪喚渡hegn角湧heg大嵙崁heg宿鹹菜甕(台

北至此行將百里 h�
第二日(1(/(0 � g由鹹菜甕越山欲至樹杞林於山巔(姜百萬茶亭小憩 he警

署─庭兀兀碑g北埔heg由北埔深夜越嶺宿於獅岩洞h�
第n日(1(/(1 � g頭份被順n君所留h�
第四日(1(/(( � 曳足行登尖筆山g越尖筆山heg白沙墩途u遇雨heg雨

u涉溪(後壠 heg通〉heg渡大安溪he涉盡大安溪，
穿行苑裡街g過苑裡heg大甲訪李天財君heg夜入鰲
西h�

第五日(1(/() � g汴仔頭渡he欲到u寮道，行行似已差。不知此何地，。
便問人家。 離城纔四里，去路尚多叉。轉向溪橋過，─村竹
子腳g竹子腳h�

重建路線�
賴和於大正元(1.1( 年年底出發�

可使用明治),(1.04 年出版的臺灣堡圖比對現代地圖進行分析�
10 

疊圖分析a以不同年代圖資進行古地名的確認�

11 地名分布�

•  台北cn峽c大溪c關西�

•  關西c竹東c北埔c獅頭山�
•  獅頭山c頭份�

•  頭份c尖筆山cu港c後龍
c白沙屯c通〉c苑裡c大
甲c？棲�

•  ？棲c汴子頭（大肚）c竹
仔腳（和美）c彰化�

徒步�
片段的感受�

資訊時代�
整體性觀察�

���

賴和詩路的�
地理景觀與�
區域特性�

地形�

氣候�

水文�

土壤�

生物�

政治�人口�

聚落�經濟�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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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渡灘─立，風〈白日斜。 
渡船難傍岸，港路漲浮沙。�

i汴仔頭渡》�

���

���

不是沙灘便石灘， 
此u未信有波瀾。�

i渡大安溪》�

��� ���

�	� �
�

��20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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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a賴和詩路�

• m個鮮明的v題�
• 調查素材a�
• 詩文�
• 歷史地圖�
• 實景照片（搭配自我觀察）�

• 資料庫與工具a�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9I@的網路開放圖磚，務）�
• 9PPIMH我的地圖�

19 案例a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 v要課題a�
• 後龍溪在約m百年─河流作

用的邊界為何處b�
• 土地利用與使用強度變遷是

否能說明河流地形的變遷歷
程b�

20 

概念�

• 3IIHTT DnG BKMSPn ((00. 利用多期圖資釐清歷史
河道變遷區(5hDnnHM MKIrDTKPn CPnH, 5MC 範圍。�
• 5MC 0 :MC + 3:C + 7:3 – DM3�
•  :MC (:KSTPrKFDM MKIrDTKPn CPnH 為歷史變遷區�
•  3:C (3vuMSKPn :DzDrG CPnH 為改道風險區�
•  7:3 (7rPSKPn :DzDrG 3rHD 為侵蝕風險區�
•  D:3 (DKSFPnnHFTHG MKIrDTKPn 3rHD �

21 

結果ma河道與沖積平原地形變遷�
22 

)��

�*%��(�
���'��

�(� !��

1:20,000 
�#���

1:25,000 
�"����

1:50,000 
�#����

1:25,000 
&��$����

結果二a聚落與土地利用變遷�

• 土地利用的v要改變位於乾河道a�
•  (0s紀初台灣堡圖為乾河道(帶狀砂礫灘 �
•  1.(0年代實測地形圖改為草生地，與《堤興建

攔阻水流可能有關�
•  1.+1年代台灣地形圖o多被標示為水田，連續

堤幾y徹底阻斷沖積平原與後龍溪v流間的直
接連結。�

•  圖》標示聚落數目a�
•  4(.(堡圖 c1.11後龍溪大改道c1..(實測地形圖 �

23 

石圍牆《堤。(01,.1(.)0攝�

乾河道改建渠道。(01,.10.1+攝�

案例a苗栗沖積平原環境變遷�

• v要概念a�
• 環境是變動的，村史的調查要回到當年的情境。�
• 自然環境控制了變遷的基本條件，但人為影」則實、塑

造了今日景觀。�
• 資料庫與工具a�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 地名資訊，務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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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使用過任何資料庫協助研究進行嗎b�25 

臺灣(鄉土 研究的範疇�

• 臺灣(鄉土 研究是個綜合性的工作�
• 自然與人文的資料不可偏廢(互為佐證 �

• 近年來的優勢a�
• 資料庫數量愈來愈多�
• 資料庫整合程度愈來愈好�
• 網路！及度愈來愈高�
• 網路平台愈來愈多元�
•  (付費後 彈性愈來愈大�

26 

常用資料庫簡介與注意事項� 27 人文e文化類檔案資料庫� 28 

國立u央大學-客家圖書聯合目錄資料庫�
hTTpS///WWW.MKE.nFu.HGu.TW/hDLLD/�

29 

本系統之目標在於整合國內外有關客家
研究之相關圖書資訊資源，包括圖書e
博碩士論文eu西文期刊目次..等。以期
能透過本系統，有效提供國內外客家研
究相關人員，完整而方便迅速的客家圖
書資訊，以加速教學研究工作的進行，
t提升國內外客家相關學術研究與教學
推廣的水準與品質。�
�

客家文化發展u心數位博物館 影「平台�

客家歷史影像(老照片 e影
片e活動照片供使用端檢索，
t可以時間軸e空間軸進行
檢索結果分析。此外z整合
本）獎補助碩博士論文及圖
書資源探索系統，提供檢索
者更便利e精確地檢索客家
歷史影像數位典藏資料。�

30 
https://media.thcdc.hakka.gov.tw//?ctNode=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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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委）客家文化發展u心典藏管理系統�

蒐集古文書e古籍e行政
檔案e照片e器物及建築
等六大類型資料，t透過
資料庫建置及檢索平台，
提供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
學者專家及民間人士使用
相關資源。�

31 
http://digimuseum.thcdc.hakka.gov.tw/ 

�

客委）客家文化發展u心 數位臺灣客家庄�

匯聚k產lek官lek學l
及k民間組織l力量，整合客
家委員）與各界在過去e現在
及近期內針對臺灣之k客家文
物lek客庄文化資產le
k圖書文獻lek影「資料l
方》所進行的數位化典藏與數
位內容開發計畫。�

32 
https://archives.hakka.gov.tw/ 

�

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

客委）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學習，建置
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學習者可以透過
詞彙等級(初級eu級暨u高級 e詞彙
分類（1-單元）e腔調種類（四縣(含
南四縣 e海　e大埔e饒平(含桃園e
新竹e苗栗 e詔安）及關鍵–做為搜
尋條件，找出您要的客語詞彙，每個詞
彙有華語e英語的辭義解釋，t有造句
範例說明及發「。�

33 
https://wiki.hakka.gov.tw/ver2018/index.aspx 

�

國發） 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

整合國內各公部門e國立
大學相關檔案資料的查詢
平台，可從此連結到其他
部）的重要資料庫，t提
供個人化的查詢方式。�

34 
https://across.archives.gov.tw/naahyint/search.jsp 

�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A:D= �

k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l為集
合台灣史m手史料之資料庫，
提供全文檢索e詮釋資料檢索
等功能。本資料庫目─包含
k淡新檔案lek明清臺灣行
政檔案l與k古…書ln文獻
集，有全文資料逾十萬筆。�
�
已大量蒐集地方政府所o網的
資料。�

35 
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 

�

內政部 地名資訊，務網�

各種地名查詢ev題式地名
整理，tr可以了解各類地
名的分布與使用頻率，藉此
推斷對地名認知的正確與否。�
�
（此資料庫仍持續建置u）�

36 
http://gn.moi.gov.tw/geonames/index.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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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e綜合類資料庫� 37 

自然環境e綜合類資料庫�

•  地質〈綜合圖台dhTTpS///WWW.IHPMPIyFMPuG.TW/mDp/zh-TW�
•  u華民國統計資訊網dhTTpS///WWW1.STDT.IPv.TW/mp.DSp1mp0)�
•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dhTTpS///GDTD.IPv.TW/�

38 

歷史地圖類資料庫� 39 

u研院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收錄臺灣近百餘年來，以
近代測量方法測繪之各種
圖資e航拍影像，t透過
地圖疊圖方式呈現，以了
解地景e空間在歷史時間
軸o的變化狀況。�

40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

實作a歷史圖資分析方法�

看看自家環境的百年變遷b�

41 

螢幕截圖工具�

• ?rT@Fr鍵�
• 剪取工具�

42 

別忘了善用螢幕截圖工具，記錄p自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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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 第m步a空間對位�
1.  把地圖縮放到適當大

小。�
(.  點擊k定位l。�
).  採用k地名l或k地

址l定位，t在p方
輸入。�

• 此處的位置採9PPIMH
地圖資料庫。�

43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 第二步a→取適當的歷史地圖�
1.  了解自己想查詢的年代�
(.  點擊圖名─的+號，可顯示大

致的繪圖年代�
).  點→圖名，使該圖反綠，可在

圖台o看到該地圖出現�
4.  調整透明度可知在9PPIMH地圖

o現狀為何，加以比對�
+.  圖名右側可點→圖例(僅部分 �

44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操作�

• 第n步a自行線o數化�
1.  →擇點e線e》�
(.  在想要標註出來的位置o進

行點擊�
).  點→KM=，自動p載成

9PPIMH地圖可支援的格式�

45 

實作a9PPIMH我的地圖展示� 46 

47 48 數化點線》�

→取喜歡的底圖�

為地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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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數化成果出現位置�
點→後可修改圖形e顏色�

50 

點→任意點�
可修改內容�

文–�

照片�

51 52 

加入簡短文–e分類�

53 

分享和預覽�
變更分享權限�
(預設為不公開 �

公開後可得到共用連結�

以9PPIMH帳號邀請他人共同編輯地圖�

實、操作與提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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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客庄村史寫作-鄉土資源實查方法課程 

陳柏志 

   

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 彰化縣永靖鄉陳厝厝庄 桃園市八德區公厝 

一、案例分析-新竹縣芎林鄉紙寮窩(節錄) 

紙寮窩劉姓族人，自乾隆年間自祖籍潮州饒平渡海來台，因受同祖籍移民林家、劉家的影

響，前來芎林地區發展。幾年後承得目前紙寮窩一帶土地，開始有了發展機會，除在紙寮窩的

土地之外，也取得花草林和大肚庄的小租權。獲得安身之後的劉家族人，積極參與地方上公共

事務。他們可能利用福建竹紙供應不穩的時機，自力學習製造粗紙販賣，使紙寮窩不但是一純

單一姓的聚落，也以製紙而留傳於今日。由相關資料顯示，九芎林地區的開墾，在設屯之前已

有漢人前來拓墾之事實。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起事抗清，福康安平定後奏請設置屯田，因

而產生臺灣歷史上的番屯制度。



 

2 
 

當時，竹塹之屯地大抵在今芎林鄉境，姜勝智被舉為佃首，由於在設屯之前竹塹社已陸續

將埔地給墾，且九芎林東毗的石壁潭附近並不屬於番屯地，因此可供姜勝智招佃開墾之荒埔相

當有限，然而移民開墾潮此刻正大肆展開，自設屯之後 20 年間，九芎林一帶拓墾極為迅速，

是急速開墾的期間，當時姜勝智與墾首林國寶各代表一個拓墾勢力，兩股勢力在九芎林競墾。

另外，芎林在新竹地區拓墾史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是嘉慶、道光年間竹塹地區往內山拓墾的

中繼站。移民多往當時拓墾的第一線尋找發展機會，但經過乾隆、嘉慶年間的拓墾，芎林地區

幾已墾盡，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前來芎林尋求發展的移民只得再向內山前進，石壁潭、橫山、

樹杞林，甚至後來往大隘地區發展。芎林地區在拓墾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開墾九芎林之漢佃多屬散佃，雖有合夥拓墾的現象，但其資本金額並不大。也就是說參與

開墾者，多屬零星小農。從後來在芎林定居的各姓拓墾者的祖籍，可知乾隆末到嘉慶初年，各

籍人士在芎林地區積極活動，如六家的林國寶家族來自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人；劉承豪來自廣

東省大埔縣；石壁潭劉朝珍家族來自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姜勝智家族則來自廣東省惠州府陸

豐縣。與六張犁林先坤家族同屬潮州府人士的劉傳老，其來台或與林家在台拓墾缺乏勞動力，

返回原籍招募族親前來拓墾或有關連。根據莊英章的研究，林先坤生於雍正 3 年卒於嘉慶 11

年(1725~1806)。林先坤靠著個人的勤奮與努力，於乾隆 22 年(1757)曾返廣東饒平省親，並於

回台時帶領許多族人前來六家地區開墾，聚集成庄，而成為當地的領袖人物。與劉傳老祖籍同

屬廣東潮州府饒平縣的劉朝珍家族，其家族的移台時間較六家林家晚。依據《劉氏族譜》記載，

劉朝珍生於清乾隆 23 年，卒於道光 8 年(1758~1828)；他於嘉慶 9 年(1804)遷居石壁潭庄(今芎

林鄉石潭村)。參照《劉氏族譜》所稱，劉朝珍於嘉慶 9 年(1804)遷居石壁潭庄，且承辦大肚庄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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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但因此地的拓墾條件不佳，所以採合夥方式，募集三十六股共同墾闢。又於嘉慶 20 年(1815)

由全體股夥人「眾議」邀請劉朝珍加入四股，合為四十股，繼續墾闢，並且擔任墾戶首親自參

與隘防事務，才得以順利墾成。劉傳老於乾隆末年來台，應為當時潮州移民潮的一支。 

劉傳老為劉良侃之四子，於乾隆末年偕兄長傳銳、次兄傳道、三兄傳易等家人來台。從族

譜資料可知劉傳老的三位長兄並未傳承後代，其骨骸與其父母同奉於芎林倒別牛祖塔。劉傳老

生於乾隆 29 年(1764)，妻林氏生於乾隆 46 年(1781)，生六男二女，長男萬海、次男對生、三

男三龍、四男鳳記、五男萬盛。六男如金。根據族譜所載傳老公卒於道光 16 年(1836)，享年

73 歲。我們從咸豐 2 年(1852)劉傳老後人已在猴洞擁有租權，可知其家族已能以紙寮窩為基地

向新墾地發展。光緒 6 年(1880)劉傳老第二代孫世春、世開、世祥和其姪等六房分家鬮書時除

紙寮窩本窩山林物業依六大房六分均分之外，亦可發現在大肚庄和花草林二處尚有兩處田，收

取小租。此外，我們從紙寮窩劉氏族人對地方公共事務的投入，可知劉姓族人在紙寮窩得到相

當的發展，也使紙寮窩成為一個純劉姓的聚落，且都為劉傳老所傳下之子嗣。 

紙寮窩劉氏族人何時開始從事造紙業，或謂造紙是從劉傳老開始，關於劉傳老是否從原鄉

將製紙的技術帶來臺灣紙寮窩？為了解此一迷題，民國 88 年(1999)彭啟原導演和陳板老師曾

前往劉傳老的原鄉饒平縣饒洋鎮石井村訪查。在劉家祠堂放眼盡是稻田，完全看不到竹林。詢

問劉氏接待的宗親，也不知劉傳老造紙之事，原鄉亦無造紙的傳統。因此可確定的是紙寮窩的

劉家族人的造紙技術是自他處學習得來的。《臺灣日日新報》曾有一段報導紙寮窩的相關訊息。 

文獻雖然指稱的地方是「樹杞林」而不是九芎林。但在行政管轄而言，九芎林一直屬樹杞林，

或後來之竹東郡，且造紙者為劉姓人家。可見報載所描述的應為九芎林紙寮窩無誤。此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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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對紙寮窩造紙的過程有相當完整的記載，對於紙寮窩的造紙，也指出是「新格致出一竹製

之紙」。如果此一報導內容正確，可推測紙寮窩劉姓族人，可能是從日治初期才開始從事造紙

的工作。而且造紙的時間短暫，劉家族人不可能完全仰賴造紙為生，平常一定另有其他謀生之

技。 

造竹紙的條件是豐富的竹林、滷竹用石灰，此外尚需有豐富的水源和充足的勞動力。紙寮

窩內桂竹林林立，到處可見，是製造粗紙的主要原料，根據報導紙寮窩劉家紙寮也向窩外人士

承瞨竹林，以備充裕之原料。用來造銀紙的竹材要挑選適當的嫩竹，要剛長成的嫩竹，竹梢尚

未長葉子的竹子，表皮還帶著淺淺的粉白，才適合造紙。取嫩竹的時間約在農曆三月，清明節

前後，桂竹開始長嫩筍，嫩筍生長約 28 天到 30 天左右嫩竹開始分岔枝，就可砍竹取材。滷

竹用的石灰劉家人為節省成本，是自行挑運「水浮石」回窩內燒製石灰，他們從大山背將水浮

石挑回，在屋唇挖一口埤塘。叫「落頭湖」，在那結窯，燒石灰。當時往來大山背相當不方便，

石頭又重，其艱辛可知。 

嫩竹經砍伐成竹片並用竹篾捆綁之後，要從竹林中快速運回。這些從山上搬運下來的嫩竹

片，首先要經過石灰水浸泡，將嫩竹軟化。浸泡石灰水的過程稱為滷竹，滷竹需要有水池，泡

嫩竹片的水池，稱為「湖塘」。滷竹其實就是要讓嫩竹發酵，之後要多次泡清水洗淨，因此造

紙需有充沛的水量。紙寮窩湖塘的水源，主要接自山上的泉水，至今山上的泉水仍然相當的充

沛。山上的泉水被接引入埤塘儲存，紙寮窩計有三個蓄水埤塘。(一說是 2 口埤塘) 

無論是伐竹、砍竹、運竹、滷竹、輾料、造紙、晒紙等製造過程，均需相當的人力。尤其

製造紙張的原料必需是嫩竹，而竹筍生長的時間集中，因此勞動力相當缺乏，除了動員劉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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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之外，也雇用窩外的人來協助。滷竹必需要在湖塘內進行，生產期又相當集中，湖塘的需

求相當大量，因此就利用家族公共的湖塘來進行滷竹的工作。粗紙製好之後，要挑到赤土崎的

店家販賣。根據報導劉家所製之紙張，在分家之前是以「崇茂」之名行銷於各地，後來仍從事

造紙的各房也有各自的商號，如大房的「集茂」；三房的「三龍」；以及四房的「清茂」、「東茂」、

「海茂」。 

紙寮窩劉姓族人初以農墾起家，從事墾耕，但也可能同時從事商業活動，以六房為例，他

們不從事造紙的工作，而在九芎林文林閣附近開店，從事生理。劉家子弟事業有成之後，積極

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他們或以來台祖傳老公的店號，以「劉崇茂」為名，捐獻參與地方公共事

業。如光緒 20 年(1894)「捐置九芎林義渡田業碑記」中紙寮窩劉家以劉家公號「劉崇茂」之

名義捐獻五銀元。明治 40 年(1907)芎林「建造積德橋碑記」中，捐獻 多的是紙寮窩公號「劉

崇茂」捐一百元，此外劉傳老裔孫劉世春(三房)、劉世開(二房)均捐三十元，與當時芎林大戶-

姜義豐家族同列第二。此外劉家各房名列其中者尚有劉守泉、劉守興、劉陳潭、劉守立、劉守

魁、劉世茂、劉守乾、劉守彩以及劉世祥等人均捐銀五元以上。此固然是積德橋地近紙寮窩的

關係，但也可以發現紙寮窩劉家的財力明顯提升及其家族樂心公益的事實。 

日治大正 4 年(1915)九芎林地方人士於菜頭寮、三崁店兩處地方，設置義渡之構想，由地

方人士輸金樂助，至該年冬將募得款項置立田產，捐獻金額 高者為文林閣復善堂捐二百元之

外，其次即屬紙寮窩劉姓族人，他們以家族公號「劉崇茂」之名捐獻一百五十元，為所有捐獻

者之第二高金額，其他劉姓族人也有以個人名義捐獻者，如劉家羗、劉守青等。昭和 12 年(1937)

芎林居民改築文林閣即由劉家大房的劉家水發起，劉陳光擔任改築總理，他們並捐獻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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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紙寮窩劉家同時以來台祖劉傳老及其三位兄弟劉傳易、劉傳銳和劉傳道的名

義各捐獻六元。 

劉姓族人對於寺廟興築之積極參與奉獻，已如前述。劉家在地方上宗教活動，與一般客家

住民無異，紙寮窩劉家子弟參加枋寮義民廟祭典，屬九芎林輪祀區，他們在參與活動時一直以

劉傳老之公號「劉崇茂」之名領調。他們也積極參與廣福宮的祭典，祭祀三山國王，也是以「劉

崇茂」之名領調；並於窩口設立伯公祠，為窩內共同祭拜土地伯公之場域；此外在山間樹下，

也多有祭拜伯公之事實。在伐竹的時候，各人在各自的竹圍肚立一粒石頭當做伯公，向他們報

告，祈求平安順利，可見紙寮窩的劉姓子弟與其他地區的客家移民，重視土地的事實。 

紙寮窩有兩種比較特殊的信仰，一是蔡倫的祭拜；一是王爺的供奉，甚至建廟奉祀。蔡倫

的祭祀與造紙的行業有關，因此劉姓子弟皆會向蔡倫祭拜。王爺的信仰為客家地區較特殊的宗

教信仰，紙寮窩居民為奉祀王爺，興建了三武宮，為紙寮窩主要的宗教活動重心，根據莊興惠

《芎林鄉志》的記載，三武宮位於紙寮窩 10 鄰 17 號，民國 56 年(1967)興建。據說是有劉水

源者，二次大戰期間，被徵調到南洋當軍伕，得平安返台，認為是紙寮窩神明庇佑所致，為叩

謝神恩，於民國 55 年(1966)與紙寮窩之居民劉家洲、劉興土與劉興琳等發起建廟，土地由劉

興枋提供，建廟經費由紙寮窩眾信徒和芎林街上住民共同捐獻。主要祭典在農曆 11 月 23 日。

然而，劉興桑認為紙寮窩劉姓子弟祭祀王爺，與新竹南寮富美宮有關。相傳劉傳老來台，自南

寮上岸，向南寮富美宮的王爺祈求，希望庇佑順利建立基業，成為他們經常前往祭拜的對象。 

「三武宮」的設立，則是源於大正年間二房家富從事木材的進出口，經常往來南寮，並向

王爺祭拜祈求，事業得以順利，因此自廟中攜回王爺令旗返紙寮窩，但畏懼祖母責怪，不敢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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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屋內祭拜，因而於紙寮內祭拜。之後改在二房的大樟樹下供奉，奉祀後經常「出乩」，四

房的成員有人出乩，並能傳話，因此令旗被轉到四房供奉。戰後，二房劉邦平出乩，要求建廟

奉祀。由於有感王爺靈驗，窩內居民共同捐獻，窩外也有很多人共相盛舉。更有劉家成員-劉

水源被徵調到南洋當軍伕，前來祈求保護平安，果然平安返鄉，認為是王爺保護所致，因此在

建廟時大力捐獻。 

日治時期王爺指示每兩年回富美宮祖廟一次，據報導當時進香時盛況空前，一路從關東橋

到南寮，回程時經竹北六家，沿途香案不斷，有的更備點心供劉家人食用，尤其是與劉家同屬

饒平移民的竹北六家更是用心準備。認為進香隊伍相當風光，回鑾時九芎林街滿街吊掛燈籠，

相當熱鬧。今不再共同進香，窩內居民個別前往富美宮祭拜，前往者，多得到富美宮主事者特

別的接待。戰後，建廟時自老令旗分香安置，因此目前紙寮窩內有老王爺、新王爺以及花王爺

分別被供奉，廟內祭拜者為新王爺。為祭祀王爺，紙寮窩劉姓居民，曾共組「王爺會」，祭典

時會眾可領得一片豬肉。後來王爺會因故消失，其會產也移轉。但王爺會何時組成，如何組成，

均已不可得知。王爺的祭典、進香在皇民化之前，盛極一時，但在皇民化運動之後，已盛況不

再。但仍有殺豬公祭拜的情形，赴南寮富美宮進香也成為個別的祭拜。但年老一輩多還有利用

春節前後前往祭拜的習慣。 

九芎林是清中葉竹塹地區向內山拓墾的中繼站，也是防「番」的重要據點，因此歷來九芎

林地區的武風相當盛行。目前芎林仍有相當多的武獅團，至今仍有五個客家武獅團。武獅團團

員必需要有相當的武術功夫，獅團與武術之間關係密切。在過去農業社會，武獅更加盛行。據

傳紙寮窩劉家曾因族人受人欺侮，因而延師「嚴師父」到紙寮窩教武術。據聞劉家的嚴師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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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是屬於柔性的武功，與芎林鄭家、田家、黃家的硬功夫並不相同，屬鶴拳系統。嚴師父來

自饒平，與劉家同祖籍，他在紙寮窩長駐約四、五年的時間，劉姓子弟中家字輩和興字輩的子

弟曾有向他學習的經驗，因此當時劉家男子多少會些拳腳功夫，有的得其真傳，因此劉家也以

武術出名，其中二房的劉興琴曾受邀到關西開館授徒(時約民國 47、48 年之際)，四房劉興賜曾在

竹東開接骨館。五房的劉家驤也曾親向嚴師父習武，其子劉興賀、孫劉邦蔚均得其真傳，目前

於北埔開武術館。 

資料來源：林曉薇計畫主持人，《芎林鄉紙寮窩文化環境保存及活化規劃委託案成果報告書 》，新竹縣政府文化

局主辦，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承辦，2008 年 4 月 

二、案例分析-彰化縣永靖鄉陳厝厝(節錄)  

舊稱「陳厝厝」的村庄，在漢人還沒來開發時，原屬於洪雅族大武郡社(今社頭與舊社)的

鹿場及活動範圍。早在明鄭時期(1662-1683)劃歸「天興縣」(1661-1664)與「天興州」(1664-1684)

管轄；清康熙時期(1683-1722)劃歸「福建省臺灣府諸羅縣」(1664-1723)管轄，後於雍正元年(1723)

時，正式設立彰化縣，隸屬於大武郡堡。嘉慶 17 年(1809)為彰化縣武西堡管轄，光緒 13 年(1887)

臺灣設省之後，仍為臺灣府彰化縣武西堡轄區之中。 

「陳厝厝」所在的彰化平原， 早進入的漢人，是在荷蘭時期就穿梭在各平埔族部落中，

進行鹿皮及鹿脯買賣的「社商」。清代 早進入彰化平原開發的地方是今田尾鄉的「打廉庄」

(1690 年/康熙 29 年)，是由時任「社商」的黃仕卿家族請墾的。「陳厝厝」村名的由來，地方耆

老傳說與明永曆 20 年(1666)延平郡王鄭經的部將-劉國軒率兵進駐彰化平原，進行屯田制，並

以今彰化市作為鎮壓平埔族斗尾龍岸社(今大甲溪北)及沙轆社(今臺中市沙鹿區)武力抗爭的根據地，

為漢人移民打下開墾基礎有關係。聽說當時就有姓陳的族人來這裡開墾，並蓋有房屋，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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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陳厝」的「厝」，念久了就直接變成「陳厝厝」。但這一段傳說並沒有史實的資料佐證，

然而根據永靖鄉公所的調查，「陳厝厝」早期之拓墾者確為：陳姓、巫姓、許姓、馬姓等族人；

之後還有邱春華、湳底之劉瑞華及竹圍仔之漳州客劉一玉，也大約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來附近

墾拓，各據一方成為陳厝厝聚落。後來， 早墾拓的族人陸陸續續搬遷離開，現在除留有陳華

宗、陳義達家廟外，巫姓、許姓等族人都沒有遺留可供辨識的文物，而逐漸被遺忘。目前「陳

厝厝」是以楊、張、詹、鄭為大姓，還包括有張厝、楊厝、曾厝與黃厝等地名，就是沒有陳厝。 

陳厝厝庄的開發與「十五庄圳」有著直接的關係，「十五庄圳」源頭在二水鼻子頭附近(八

堡圳口左側)，引濁水溪入水圳，使水順地勢向西北流，灌溉圳岸兩側共計 15 個村莊，而取名「十

五庄圳」。十五庄圳流經永靖、埔心一帶，居民們大都沿水圳兩岸附近築屋定居，因此聚落也

沿著水圳分布。但「十五庄圳」並非一次即完成所有目前所見的水圳分布，例如「湳港西庄」

以下圳道，是在康熙 59 年(1720)進行興建計畫(與大武郡社協商簽約築圳事宜)，於雍正 2 年(1724)

間才完成。「十五庄圳」完成後，經過多次的修繕與管理人的變遷，在同治元年(1862)時，由

44 名業戶出資搶修十五庄圳，再於清同治 7 年(1868)共同簽署圳規，並推舉代表人吳郡山、魏

尚瑩(曾任永靖庄長)、魏精仁(魏尚瑩之子)輪流管理。 

彰化地區的械鬥與戰亂， 早大約始於清雍正中期，一直延續到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

(1862)，在短短的約 120 年之間，人民為了水權或是土地等生存問題，經常引起糾紛，集體鬥

毆或械鬥事件也就越來越嚴重。在這樣「大姓吃小姓」與「大吃小」的姓氏與族群械鬥不斷的

狀態下，「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反」的現象就造成環境動盪，各族裔為求自保，逐漸按鄉貫

祖籍之界線，分別各自聚居一起以求自衛與互助，其中閩、粵劃地分居的現象 是明顯與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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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潮州府饒平縣的墾民也因此逐漸集中於永靖、埔心與員林一帶。在經過清中葉的械鬥之後，

彰化平原上移居開墾的居民進行大洗牌與聚居後，形成同一籍貫或家族為主，聚居在一起並各

自進行民防團練的防禦工事之工作，逐漸形成目前所看到的聚落分布概況。戴潮春事件之後，

因中國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臺灣被指定為通商口岸，被迫開港(安平港)貿易，頓時臺灣所

產的茶、糖、樟腦等產物大量出口，減緩人口壓力，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更有助於減少漳、泉、

粵等不同籍貫造成的社會地位之差距，商業貿易的興盛使得分類械鬥與動亂減少，逐漸轉化成

為貿易夥伴關係而產生族群融合的現象，使得社會秩序也趨於穩定。直到清代末年，永靖地區

在清末臺灣建省(1887-1895)後，被劃歸為臺灣省臺灣府彰化縣武西堡管轄下，計有 18 個街庄。 

日治時期，「八堡圳」圳頭於大正 14 年(1925)改建成 6 個制水門與 1 個排水門，並分為一、

二兩圳，第一圳為「八堡舊圳」，第二圳即「舊十五庄圳」。第二圳於昭和 9 年(1934)改修，設

置有制水門及排砂門；昭和 11 年(1936)修改幹道、支圳路；昭和 16 年(1941)興建「員林大排

水渠」。耆老楊六龍曾經在口述歷史時表示，日治時期這一帶盛產椪柑，後來「員林大排水渠」

興建完成之後，因為「地氣」被改變，以至於到現在椪柑都種植不起來。有關於盛產椪柑的說

法，在明治 38 年(1905)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於 10 月 14 日時，報導一篇〈植柑致富〉的

新聞，內容說明在武西堡的湳港西、芎蕉腳、陳厝、徑口厝等庄，盛產「椪柑」，是當地的特

殊農產品；主要是因為當地土質是下層沙土上層泥土，是種植椪柑 適宜的土質。報導中還說

明，雖然武東堡和東螺堡等地也都有種植，但就是沒有武西堡這一帶地區的色澤清潤、品種味

美，甚至在明治 39 年(1906)彰化廳農產物品評會中，評鑑為一、二等的椪柑都是武西堡的農

民，由此可知「椪柑」是可以代表當地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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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永靖車站」雖位於崙子村，然而由昭和 7 年(1932)10 月 13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的報導中，詳細說明在員林驛與社頭驛之間，約有 1 千多戶，感覺到交通不便利，因此希

望能設立一個「汽動車停留場」(車站)，供在地居民使用，並推永靖庄陳捷鰲庄長及邱字氏協

會委員訪問員林驛長-鈴村驛長協助，再前往總督府拜訪鐵道部營業課長及運輸課長陳情。

後，鐵道部同意設置汽油客車臨時停車場(臨時車站)解決居民的交通問題，並於昭和 9 年

(1934)11 月開放使用，成為陳厝厝庄居民重要的交通運輸機構。 

「陳厝厝庄」的範圍，由目前可找到 早的地圖-明治 31 年(1898)的《臺灣堡圖(明治版)》

(二萬分之一)中看到，「陳厝厝庄」包括現在的東寧村與永興村，位置在永靖街的東方，有一道

路(今永興路)連接永靖街至陳厝厝庄，並由西向東貫穿庄內北端後，連接至湳底庄和板橋頭庄，

大部分的聚落都集中在此道路北側，部分散落在庄內西側浮圳。「陳厝厝庄」的東北側臨接崙

仔庄，東側為板橋頭庄，東南側臨接湳底庄，南為張厝庄，西側則是湳港舊庄，西北為五汴頭

庄；整個村庄範圍型態方整，在北側與南側各延伸出一段庄界。 

耆老們表示，「陳厝厝庄」早期又稱為「四板橋」，主要是指現在永興路由永靖市街往東走

到陳厝厝排水路時，會遇到以前用四大塊木板搭成的一座木橋橫越排水路，當時就會喊：「四

板橋到了! !」表示抵達陳厝厝庄的意思，而這個名稱也就因此流傳至今。現在稱為「永興路」

的大路，主要是由關帝廳庄往東通過陳厝厝庄到枋橋頭庄、社頭與舊社，而社頭與舊社就是原

來的洪雅族的「大武郡社」，因此這一條古道路 早的形成可能是當時粵人來永靖地區開墾時，

需與擁有土地權利的「大武郡社」進行生意往來或交流的要道。根據史料記載，關帝廳庄 早

是清康熙中葉時，來自南安縣的張權與饒平縣的巫玄儒等人入墾，並定居於此地；因此這條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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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早可能形成於清康熙中葉時期， 晚不會晚於十五庄圳完成的時間；它是粵人聚落(關帝

廳庄)與平埔族部落(社頭與舊社)交流的要道，是永靖街 5 條聯外道路之一(其他 4 條為台一線、永坡

路、永福路與永社路)也是關帝廳庄往東的主要道路。 

陳厝厝庄 早的寺廟為「清福宮」，傳說 早是在明永曆 16 年(1662)，由當時開墾的墾戶

在庄尾-陳厝厝排水路西岸建造的小型廟宇，後遷徙至「四板橋」旁，為坐西向東的土埆廟宇，

供奉福德正神木雕神牌位。後因清康熙 60 年(1721)十五莊圳的支線-陳厝厝水圳完工，位在水

圳旁的土埆廟宇，因地勢低窪經常淹水，再於清雍正元年(1723)選擇現址興建「石板廟」，遷移

供奉福德老爺金尊。之後幾經翻修，於清乾隆 40 年(1775)重建為 13 塊大石板組成的石板廟。

根據沿革碑記載，清福宮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96 年(2007)修建廟宇，並於年底完工啟用。原「石

板廟」為保存原貌，特別遷移至五汴村社區內安置(現已遷回原位置旁空地)，後於民國 100年(2010)7

月以「永靖清福宮石板廟」之名，登錄公告為彰化縣歷史建築(府授文資字第 10002395362 號)。另

外，石板廟右側廟壁上刻有《重修清福宮碑記》，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一為前言，二為捐款

者芳名，三為禁止事項。其中，前言為一段頌讚清福宮福德正神之優美文章；在捐款者芳名部

分，主要一位捐艮十二元的是一位歲進士六品職員張植圖，根據《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記

載張植圖為湳底莊墾戶張士箱之曾孫，生於清乾隆 21 年(1756)，卒於清嘉慶 9 年(1804)，享年

48 歲。由張植因的捐款，可以佐證目前所見的 13 塊大石板組成的石板廟應是重建於清乾隆

40 年(1775)無誤。清福宮為陳厝厝聚落中， 早的信仰中心，其存在點出聚落座向，且早期以

其為中心共計保佑四庄半的範圍，包括：五汴頭庄、陳厝厝庄、湳底庄、湳港舊庄、浮圳半庄

各一部分。根據耆老表示，早年只有那四庄半的人們才能在去世後，入祀五汴頭庄的公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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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是清福宮管轄範圍清楚涵蓋聚落的 有力證明。 

陳厝厝庄的「庄廟」為「永興宮」， 早是由前臺南府師爺馬宰於清道光 24 年(1844)由中

國大陸持歸遷入陳厝厝庄，成為陳厝厝庄的地方頭人；之後，因發生信徒路過時將香火袋吊在

榕樹頭而發出毫光之異事，才由地方頭人(可能是馬家與楊家)鳩眾於清咸豐元年(1851)在榕樹的西

邊興建小廟供奉三山國王，並取名「永興宮」。主要的信徒分布則與清福宮的信徒相似，分別

是陳厝厝庄、五汴頭庄、湳港舊庄一部分，因此也可說清福宮與永興宮有著信仰上的香火串聯

之關係。這樣的祭祀結構，於清末時期因馬家與楊家發生衝突(楊馬鬥)，馬氏族人遷離陳厝厝庄，

使得後來永興宮主要的祭祀以楊家為主。 

整合上述，可知陳厝厝庄信仰中心 早是清福宮的福德老爺，之後是以永興宮的三山國王

為中心，後因為彰化地區的械鬥頻繁，產生「七十二聯庄」的保甲系統，才會有天門宮武西二

媽的加入，並加入南瑤宮老四媽會成為十二角之一的「陳厝厝角」，使得南瑤宮老四媽也成為

出巡遶境中 重要的神祇之一。由於陳厝厝庄 早是以清福宮的福德老爺為信仰中心，以願意

加入興建體系的四庄半人口為主體，收取「丁口錢」，並約定只有這四庄半的「丁口」才有資

格入葬本區的墳場中；久而久之，這四庄半的範圍就成為清福宮的信仰範圍(又可稱為΄境΄)。之

後，要興建祭祀三山國王的永興宮時，當時的人們自然而然啟動早已運作成熟的信仰範圍-清

福宮體系的四庄半，也因此才會有永興宮與清福宮的信仰範圍重疊的現象產生。然而，因為福

德老爺的神格不具備配祀五營兵將，因此在永興宮建立之後，才由主祀三山國王的永興宮派駐

五營廟宇在陳厝厝庄的四方，成為鎮守陳厝厝庄四周的廟宇，同時也就具體的標註出陳厝厝庄

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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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早在乾隆 52 年(1787)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後，武西堡和武東堡地區的漳州人便於清

嘉慶 3 年(1798)改建乾隆 20 年枋橋頭「媽祖廟」，作為武裝組織的根據地；而潮州粵籍人士則

於嘉慶 16 年(1811)興建三山國王廟-「永安宮」為武裝組織的根據地，並於清嘉慶 18 年(1813)

完成今日永靖街的興建。林爽文事件後，地方上的各族群意識到危機發生時，清廷政府無法保

護地方村莊，於是各自成立武裝組織，以求自保。在數十次的分類械鬥事件中，道光 6 年(1826)

「李通事件」發生時，粵籍人員移入埔心和關帝廳等地區堅守防禦，雖然永靖街被毀，但在平

定之後，由官方出面辦理清庄聯甲制度。武西堡和武東堡地區的地方士紳，於道光 29 年(1849)

在枋橋頭媽祖廟，招募七十二庄弟子商議聯庄事宜，並改廟名為「天門宮」以作為聯絡根據地。

咸豐 11 年(1861)武西堡和武東堡地區的七十二庄弟子，以武東、武西堡為範圍，漳人以祭祀

媽祖的枋橋頭天門宮為代表，粵人以永靖街祭祀三山國王的永安宮為代表， 後選擇以「媽祖」

共同的精神象徵，產生「枋橋頭七十二聯庄」的保甲組織。之後，隨即在同治元年(1862)爆發

「戴潮春事件」，雖武西堡的永靖、埔心一帶皆受其害，永靖街的永安宮亦遭毀壞，但 後戴

潮春因藏匿於七十二聯庄總理張三顯家中，由邱萃英勸降成功，協助清廷平亂，永靖人-陳義

方與邱萃英都因功受封，證實七十二聯庄體系的動員成功。 

「枋橋頭七十二聯庄」的聯庄保甲組織，正式成立於咸豐 11 年(1861)，以枋橋頭天門宮

為主要根據地，以武東堡、武西堡內的七十二座村庄為範圍，跨越漳州人與以潮州人為主的粵

籍人士等不同族群。其組織結構包括： 

(1)角頭團體：共有 9 個角頭，各以一尊媽祖為名號，依例存放神像於天門宮內，地方遇有慶

典時，各自恭請媽祖回庄祭祀，事後再請回天門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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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頭組織：共有 72 座庄頭，包含武東堡與武西堡的漳州庄和粵庄都加入。 

(3)祭祀團體：共有 4 個祭祀團體，分別是太子爺會(枋橋頭天門宮)、五福堂(南投清福宮)、王爺廟

(田中保安宮)和帝爺廟(田中順天宮)。 

另外，「枋橋頭七十二聯庄」的組織並沒有獨立於彰化地區之外，而是屬於彰化地區信仰

中心─南瑤宮的祭祀圈範圍之內，所以特別需要探討彰化南瑤宮的信仰圈才能理解南瑤宮與七

十二聯庄之間的關係。 

根據郭應哲等人認為，臺灣中部地區可概稱為客家武術重要的系統區域(苗栗、臺中、彰化、

雲林、南投等縣市地區)，流傳於此區域包括有振興社、振興館、武野館、鳳山館、欽習堂、同義

堂、岳飛拳、玉麟金獅…等客家武術系統，其中流傳於彰化、南投的武館首推「同義堂」，其

次為「振興館」、「振興社」與「勤習堂」。在彰化地區的武館數量與統計上，「同義堂」共計有

48 館，其中以社頭鄉的 11 館 多，其次是永靖鄉及二水鄉各有 9 館次之，因此可說社頭鄉、

永靖鄉及二水鄉是「同義堂」主要的分布地區。「振興館」共計有 25 館，以田中鎮 9 館 多、

二水鄉 6 館次之；可說田中鎮與二水鄉是「振興館」密集度 高的區域。與「振興館」系出同

源的「振興社」共計有 18 館，分布於溪州鄉的 10 館、社頭鄉的 5 館及二林鎮的 3 館。「振興

館」與「振興社」合計共有 43 館之多，主要分布於田中鎮、二水鄉、溪州鄉、社頭鄉及二林

鎮等地區，與同義堂的實力在伯仲之間。「勤習堂」共計有 28 館，分布於埔心鄉與二林鎮的 7

館 多，永靖鄉的 5 館次之，因此可說埔心鄉、二林鎮及永靖鄉是勤習堂主要分布地區。彰化

地區武館林立，門派眾多，在日治時期「拚館」風氣依舊強烈，各鄉鎮地區內都曾有「拚館」

事件的發生。永靖鄉雖有二大武館系統並存，但由於同義堂系統在戰後大盛，佔有明顯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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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只見各館在各自系統內互相往來，並無二大流派「拚館」的現象。但是各地區的「拚館」事

件，直到戰後才逐漸消失，留下許多「拚館」的故事。 

陳厝厝楊家的來台祖是乾隆年間來台的十四世祖-楊孔玉，原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光德

鄉元歌都小榕社人士1。楊孔玉來台後，輾轉落腳於半線社旁的陳厝厝聚落開墾定居，娶妻生

子開枝散葉；一生共生養三子，派下人才輩出，目前可知孔玉公派下子孫在清代計有一位貢生

(楊朝中)、一位國學生(楊家邦)、二位秀才(楊家添、楊永言)、一位武秀才(楊克廉)；另外，楊家添之

妻謝氏金，獲頒「天旌節孝」匾額一方，表彰德行；第四代曾孫楊崑火更是中部武術界重要派

門-「同義堂」創始人之一，可說是文武兼備，世代為地方上望族，對於彰化地區影響極大。 

楊朝中，字惠康，又名尚義，生於乾隆 45 年(1780)，卒於咸豐 3 年(1853)，享壽 73 歲。

楊朝中本名黃露，自小過繼給楊孔玉為螟蛉子，清彰化縣貢生。先後娶妻于氏(1781-1837)及詹

氏，生有六子-楊家邦(1809-1857)、楊家頂(?-?)、楊家添(1813-1834)、楊家福(?-1848)、楊家猛與

楊家盛。根據族譜記載，楊家邦為國學生、楊家添為彰化縣秀才。在楊朝中求學過程中，因彰

化縣學遭林爽文事件(1786)焚毀而遲未重建，因此可能是在鄰居詹氏雲川居中學習，並入興賢

社就讀，再前往臺灣府城考取貢生資格，至於有無前往福建考舉人，則未得知。 

清嘉慶 15 年(1810)剛上任的彰化知縣楊桂森(雲南石屏人)便前往楊宅拜訪並過夜，因有本家

之親，所以親自堪輿環境，指定五處風水，起五落大宅，第一落正身(存)就是楊縣令指定之處，

另外指定在第一落正身後虎邊點一口水井(存)以及種植茄冬樹一棵(廢)，再於龍邊種植一棵蓮霧

                                                      
1 根據族譜記載陳厝厝楊家來台祖是來自廣東省潮州府小瀛社，但經查「潮州府志」後可發現應是誤植，原

籍應為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光德鄉元歌都小榕村(位於縣城東邊30里處)，位於今天的廣東省潮州市饒平縣浮

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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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存)； 後在大宅屋後堆起約 50 公尺長的土堆稱「珍珠塞」(廢)，風水穴位加氣場規劃，主

楊家人才輩出、常年興旺，與人械鬥時越形勇猛，屬於武場地理。道光 10 年(1830)知縣李廷

壁倡議重修彰化孔廟、編修縣志，並由知縣託克通阿力勸地方士紳，商賈踴躍捐資，募得資金

一萬餘元。道光 20 年(1840)彰化孔廟重修完工落成，並在櫺星門外設立「重建彰化縣學碑記」，

其中副碑「重修彰化縣學兼造縣誌提捐官紳業戶各芳名數目碑」中有記載-「貢生楊朝中捐銀

二百員」的字樣。 

楊朝中在 54 歲-68 歲之間，相繼遭逢三子楊家添、四子楊家福與妻子于氏的過世，於是

在 60 多歲時，由三媳謝氏做主，娶婢女詹氏為側室，再生一子家盛。咸豐 3 年(1853)楊朝中

去世，根據耆老說明，楊朝中曾擁有 300 多甲土地，土地大到需要有「二隻馬、一頂轎」，好

方便騎馬巡田的榮景。在其去世後，五房子孫依序分完家產，留下的公產歸於管理組織名下，

後因大正 12 年(1923)臺灣總督府推動「臺灣祭祀公業令」，便登錄成立「祭祀公業楊尚義」(大

公)並運作至今；同時楊家邦派下子孫亦將祭祀楊家頂之田產登記為「祭祀公業楊頂公」(小公)。 

楊家自第二代的楊朝中高中貢生後，再經彰化知縣楊桂森親自堪輿環境、指定風水之後，

楊朝中派下人才輩出，成為陳厝厝楊家 興旺的一支家族。楊朝中一生中生有 6 個兒子，除第

二子楊家頂幼時早夭之外，其餘都有長大成人並傳下子嗣。這 5 位兒子中，長子楊家邦獲取「國

學生」身份；三子楊家添考取秀才的功名，三媳謝氏金更獲頒「天旌節孝」匾額；六子楊家盛

自小俠義性格，其子楊崑火更是中部知名的武術宗師；使得楊朝中派下人才輩出，文武兼備。 

楊崑火，生於清光緒 9 年(1883)，卒於昭和 19 年(1944)，享年 61 歲；楊朝中之孫、楊家

盛之子，明治 35 年 8 月(1902)娶妻蔡氏美(1886-??)，共生 6 子 4 女，其中三子楊六藝(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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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繼楊崑崙為子。楊崑火 7 歲時與鄰居黃順學習猴拳與草藥，後黃順於光緒 17 年(1891)因在

關帝廳牛墟，因緣際會拜來自大陸的拳頭師傅-羅乾章為師，束以厚禮(聽說是 13 甲田地)得以學

拳。之後，黃順學拳時楊崑火都在旁邊看，再自己練習而被發現，羅乾章認為是偷看偷學的，

但又發現這位小男生打的還不錯，比手把手教的黃順打的還要好，所以後來就稱楊崑火為「賊

仔火」，稱讚他有雙賊眼睛，能精準看出事物的要訣，學習也夠快。 

據記載，楊崑火在 12 歲時與黃順拜羅乾章為師。但一直到 18 歲才棄文就武，在明治 40

年(1907)楊崑火在南投郡役所慶祝明治天皇登基 40 年的活動中，舞獅跳過三層桌而轟動聞名。

成名後的楊崑火開始教授拳術，曾遠傳至嘉義地區。大正 4 年(1915)楊崑火因擔心受到噍吧哖

事件牽連，外出授拳傳藝，以避禍端。因此，彰化、南投同義堂大多是他親傳，也有到雲林、

嘉義地區授徒。楊崑火所生 6 子皆有習武，其中以楊六經武藝較佳，曾受派至上海日本船務公

司工作；楊六壬(1909-1979)精通日語與漢語，退休後回鄉開設漢學堂(私塾)；楊六經、楊六壬與

楊六遜(1923-1985)兄弟三人於太平洋戰爭時期(1941-1945)曾被總督府派往海南島作戰，運用草

藥救治罹患瘧疾病患，並於戰後被遣送回國；楊六郎(1928-1999)為社頭國小教師、楊六龍曾任

職東寧村長。 

楊崑火與楊六經父子在彰化傳館甚多，其中傳有 18 位弟子較為出眾。據傳，楊崑火在 60

歲時，還有單隻大姆指倒立撐地(一指禪)的功力，能用二指抓起桿秤與秤錘，擅長使一丈二尺木

製尖尾矛錐，可穿透一尺二寸土牆，使用沾濕腳巾借力飛簷走壁，舞獅功力更是了得。楊崑火

與兒子楊六經創立同義堂之外，更擔任日治時期永靖地區壯丁團的團長。昭和 19 年(1944)楊

崑火去世，享年 61 歲；楊崑火一生文武雙全，陳厝厝永興宮未重建前的廟宇門柱，即有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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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所寫的對聯；楊崑火自 24 歲因武術成名後，開始授徒長達 37 年之久，約有 70 館同義堂武

師是出自楊崑火的授拳，對於羅乾章派下同義堂的傳播與發展影響極大，至今楊崑火故居外上

留有一顆他親手種植的人蔘果樹。 

楊六經，生於明治 36 年(1903)，卒於民國 57 年(1968)，享壽 67 歲。楊家盛之孫、楊崑火

之子，娶妻蕭氏膾(1903-??)，生育 4 子 3 女，日治時期擔任員林香蕉市場檢驗員，戰後初期曾

有溪湖糖廠邀請前去業務經理但考量家鄉需要，因而留下來擔任永靖鄉農會果菜市場市長，晚

年曾任永靖鄉代表會主席。楊六經受父親與父親頭叫師仔-詹五湖啟蒙與調教，自小習武練拳，

無論拳術、獅藝、醫學(中醫)…等皆享譽中部武林，其拳術尤其善使虎拳，少年時曾在火車站前

表演虎拳及舞獅，博得滿堂喝采。大正 13 年(1924)時年 21 歲的楊六經，任職員林香蕉市場的

檢驗員，某日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發生口角，與來自埔心瓦窯厝的蕉農大打出手，當時楊六經只

憑一根扁擔自我防衛，對打七、八十根扁擔，打到扁擔都斷掉，再改為雙棍繼續邊打邊走，當

時地上擺滿很多裝滿香蕉的香蕉籃，楊六經踩上香蕉籃後，翻身越過圍攻的人群跑走，而被踩

過的香蕉都沒有毀損的樣子，並且全身而退，因此聲名大噪，人稱為「員林香蕉市事件」。此

事件之後，婦孺都知「六經師」都名號，各地爭相延聘為教師，號稱教過「百館」；由他與父

親所創立的同義堂武館，大多有經過他教過。楊六經以其武藝享譽中部武林 40-50 年，晚年

曾任永靖鄉代表會主席，一生中政商通和。 

楊六龍，生於昭和 6 年(1931)，卒於民國 104 年(2015)，享壽 84 歲。楊家盛之孫、楊崑火

之子。自小習武，與楊上雄自幼是練武的「一對手」，盡得父兄真傳，人稱「六清師」。成年後，

18 歲至 28 歲曾任職於永靖鄉農會，後來務農並專心傳館。六清師因個性豪爽，與各地同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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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有密切往來，於國術會舉辦之活動也多有參加。民國 90 年(2001)8 月 8 日由三立影視台播

出的「阿龍師傳奇」，介紹同義堂，內中的主角即為楊六龍。在當時，楊六龍身體硬朗，聲如

洪鐘，手腳敏捷，出手成技，滿頭白到發亮的頭髮正是他的標誌。楊六龍一生努力傳館，不敢

鬆懈，僅陳厝厝地區就傳有徒弟 10 多人，其子楊猛亦自小有習武的習慣，勤學南少林武術與

傳統損傷整復，現在擔任「臺中市國術會」理事長，並在臺中市南屯區開業授徒，以現代 NGO

的方式繼續發揚同義堂武術技藝。 

楊上雄，生於昭和 5 年(1930)，卒於民國 106 年(2017)，享壽 87 歲。楊崑火之孫、楊六經

之子。楊上雄生在武術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對武藝產生濃厚的興趣，自小習武盡得父親真傳，

人稱「雄師」。成年之後，因在永靖鄉公所擔任村里幹事，利用職務之便以及閒餘時間，得以

走遍鄉內 24 村；當然也因名門之後而教拳教透透，可說對於傳承武術的影響深遠，其子楊政

成亦得其調教，武學造詣精湛，曾獲得「2012 年臺灣海峽盃全球華人武術大賽暨一百零一年

全國梅花盃少林拳道武術景標賽」中老年組器械項目第一名的榮耀。 

同義堂創立的時間大約在大正年間(1912-1926)，當時但因楊崑火受「噍吧哖事件」所累，

需要離家避禍，願意接納楊崑火躲藏與避難之地，大抵是依賴過去楊家與七十二聯庄的深厚情

誼，才能順利逃過此劫難。因此，同義堂初期的傳播範圍和路線，也就循著楊崑火的逃難路線

而進行，大抵是清代就成立的「枋橋頭天門宮七十二聯庄」中的客人庄為主。自日治時期開始

至戰後，彰化縣地區的武館大致上以同義堂、勤習堂與振興社三個體系為主，其中臨山的村庄

中又以「同義堂」為主要的武館系統。同義堂的武術傳承自羅乾章的武學系統，而羅乾章師出

少林寺的系統，所傳下的武學系統包含拳術、傢俬套、獅套與藥簿等重要內容與文化資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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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整理，在整個同義堂的武學體系中，又以楊崑火系統影響層面 為鉅大，因此透過訪談

與重要文獻的彙整而建構起整個同義堂的武學系統。同義堂的武學在訓練上是集體統一的訓練，

招式出聲同一號令，具有清末綠營的特色。 

同義堂師祖羅乾章的拳法屬於少林拳系，應為「南拳系統」，傳下四門拳、五行拳、鶴拳(掠

鬚拳)…等拳法屬於硬拳系統。除此之外，部分武館也摻學其他門派拳法，如：白鶴拳、江西拳、

天山派拳法、太祖拳法…等。羅乾章教拳時，為能分辨是在哪個地方的武館所教出來的徒弟，

所以教拳時有將拳法略作區別。另外，也有部分堂口學習到獨有的拳法。在同義堂習武前，大

多要求弟子們懂得進、退、柔、忍的態度，再開始學拳；同義堂的拳法重視基本功，馬步基礎

較多，拳套打起來講究步伐、身形、手形、手法。學拳時，應先學馬步，有三角馬、丁字馬、

四平馬、墬肩馬等；拳套部分以「三合拳」為拳母啟蒙，之後開始學習拳套，大概三、五個月

就可以學好四門、踏蓮等基本套路，三年就可以學全 10 多套拳法。在陳厝厝楊崑火傳下的拳

術系統中，同義堂主要傳有 12 套路–1.雙頭枝、2.鶴形、3.四門、4.打蓮、5.龍形、6.龍虎會、

7.五形、8.五鶴、9.單枝、10.雙枝、11.聯拳走馬、12.虎拳，其中的基本功主要是羅漢拳、五

行(龍、蛇、虎、豹、鶴)，而技藝重心在於五行，尤其是以虎形與龍形 佳。楊崑火本身 擅長的，

就是拳術中 難學的象形拳-猴拳，因為要學猴拳的話，要縮頸、含胸、拔背、沉肩、垂手、

墬腕、屈膝、掂腳…等基本動作，這些動作要本身個性夠調皮和幽默感才能學得傳神。楊六經

的虎拳是 為知名的，曾在員林車站前示範而風靡員林鎮；楊六龍曾在中部六縣市高幼齡國術

表演觀摩大會上表演「鐵尺套法」，技藝超群，被選為武術刊物「力與美」雜誌的封面人物之

一。楊上雄盡得楊六經真傳，偏愛虎拳、好雙刀，與楊六龍是練習上的「一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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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堂的傢俬(武器)甚多，包括有：藤牌、大刀、丈二槌、雙刀、鈎鐮、雙鐧、齊眉棍、

鐵尺(杵)、鐵叉…等。目前所知，與傢俬形成套路者有齊眉棍法、鐵尺(杵)套法、雙刀套法、挑

仔刀套法及丈二槌套法…等。由羅乾章所傳兵器中，以「雙刀」和「丈二」較為特殊，因羅乾

章本身原本以「雙刃」見長，「丈二」傳有四套棍法，有「八卦齊眉棍法」、「九尺棍法」、「丈

二槌法(八卦槌法) 」...等套法，其中「八卦齊眉棍法」已流傳 120 餘年。另外，目前，陳厝厝

同義堂尚存有百年藤牌、大刀頭、雙刀、鈎鐮槍頭、鐵尺(杵)…等傢俬，保存狀態良好，是十

分珍貴的文物。羅乾章所傳獅藝有其獨到之處，獅頭屬於「青面獅」，獅嘴開口，為菱角形，

是「反清復明」之獅，舞獅之獅套齊全，動作細膩，將獅鼓由三拍改為四拍，更加活潑生動。 

同義堂舞獅時，由自由式與制式相混合成為一個「獅套」，來完成一個儀式，其中自由式

的舞獅在前進方向不脫離儀式的目的物(如香案)，且並非毫無規則，而是不外乎「看二邊」和「回

頭看」，演出瞻前顧後狀。同義堂的舞獅套之基本動作是以「起掃腿」為準則，配合著打鼓者

節奏，由鼓聲領導獅舞；起舞制式獅套時，打鼓者密視舞獅的動作變化，而打出適當的鼓點。

據說羅乾章很會舞獅，曾在清光緒年間或日治初期出陣於南投街，以「起雙飛腿法」跳上民宅

二樓取下紅包。羅乾章傳下來的獅套在中部綿延 120 餘年，主要分為排場用獅套和神明遶境

用獅套二種。同義堂的舞獅是南獅系統，屬於「青面獅」。獅頭是師門的象徵和依據，同義堂

出去外面參加活動時，不同地方的同義堂看到青面獅頭，就會知道這是同師門的人。目前陳厝

厝同義堂留有一面近百年的青面獅頭，特徵就是眉毛部分與眾不同，因獅頭上有八卦圖樣且有

開光點眼，是帶有神明性的，可以帶出去進行迎神、開門等儀式。 

陳厝厝同義堂的藥簿–「銅人簿」，據說是楊崑火以家產向羅乾章學習得來的，之後傳給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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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和楊六龍。傳說羅乾章本人醫藥功夫很好，其手法會根據季節、時辰推斷人體內的血氣運

行狀況來推拿點穴，在用藥時要依四時節令與時辰下藥才具有神效。長久以來，武師如果學會

十二時辰的「點斷」打法，被視為學全 高功夫；至於十二時辰對應至哪部位，則會被當師傅

的視為 高機密而不易下傳，因此久而久之就極為容易失傳。由於過去沒有中醫師制度，平常

人們都靠著青草和中藥進行養生與醫治；以前的拳頭師傅都會看跌打損傷，也不用立招牌，大

家就會知道拳頭師傅會醫治。練武的人常說：「練拳沒煉藥，終其尾會變化石」，所以剛開始練

武時，就要一邊學熬中藥一邊喝中藥，常常都是邊練武時邊將青草拿來熬煮，平常就當成白開

水在飲用。同義堂有一帖祖傳秘方即是「萬應膏」，製作時，為防止秘方外傳，會將藥方拆成

兩份，分開到蔘藥行抓藥；聽說服用後能夠氣血暢通，有利於練武過程。依目前可知，陳厝厝

同義堂「銅人簿」計有 13 冊，內容總計記載(約)有 900 多則藥方，可以說是一本整合生活方

式、醫學與信仰於一身的文化寶典，因此「銅人簿」的內容十分繁複與精深，如果沒有深厚的

漢學基礎，是無法學習與理解其內容與紀載的意義，所以傳承至今已經少有後繼者能完整的解

讀與使用「銅人簿」，只有流傳下一些較常用且易於製作的中草藥方。 

「同義堂」為臺灣中部的武術名門，享譽臺灣武林的著名「武館」，其拳法、傢俬套、獅

套與藥簿等武學內容，皆傳承自出身於少林寺的俗家弟子–羅乾章。羅乾章是清中葉至清代末

期，因應臺灣的尚武風潮而渡海來台開館授徒的武師之一；羅乾章憑藉著出身少林寺以及紮實

的拳腳功夫，迅速的在當時的臺灣中部武林享有名聲。「同義堂」傳承自羅乾章的武學系統，

不只是武術、拳法與獅套而已，更包括傢俬打造、獅頭製作、符錄祭祀、青草中藥….等，集武

術、道法、儒教等特色於一身。羅乾章因緣際會的藉由陳厝厝楊家在地方上的家族勢力，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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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館授徒而在臺灣中部的武林佔有一席之地。羅乾章是臺灣武術文化傳遞者的代表，是臺灣武

館興起的開山者，更是將中國武術在臺灣在地化的典型人物。 

永靖陳厝厝楊家族人在陳厝厝庄中，雖不是 早來此地開墾的地主層級家族，但憑藉著歷

代楊家人透過文、武科舉的勝利以及誥命夫人的封賞，逐漸在地方上取得頭人的地位，之後更

在「楊馬鬥」中擊敗馬家勢力，得以透過陳厝厝庄而與七十二聯庄的各角頭平起平坐，成為永

靖一帶具足輕重的家族之一。羅乾章的武學文化透過楊家子孫的傳播與發展，才得以在臺灣中

部武林打下一片基礎，其中尤以楊崑火與楊六經父子著力 深，影響也 大。楊氏父子創立的

「同義堂」，即是在日治時期，臺灣人民遭受殖民統治與打壓之下，習武之人在憂國憂民的情

懷中，藉由「武館」的組織，取代過往聯庄系統，進行自立自強的保護與防衛措施。「同義堂」

的發展是藉由楊崑火為逃避「噍吧哖事件」而出走避禍，四處教拳過活，卻因此得以傳播同義

堂武術，使得「同義堂」以永靖陳厝厝庄為中心，散佈於臺灣中部各地，成為重要的武術重鎮。 

資料來源：陳柏志、楊富媚著，「永靖陳厝厝」，大家來寫村史 46，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2017 年 12 月(ISBN: 

978-9860-547-89-4) 

 

三、案例分析-桃園市八德區公厝(節錄) 

八德地區位於桃園台地東北部，鄰接桃園區、中壢區、大溪區與新北市鶯歌區，是桃園台

地與大溪河階地銜接的區域，也是漢人由河口地區往山邊進墾路線的中繼站。整體桃園地區的

開墾路線，除由沿海地區陸續往山邊發展之外，由竹塹地區往臺北地區發展而形成的陸路「官

道」也是重要的區域發展關鍵。 

桃園地區的海上交通，發韌於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因漳、泉商民渡海交易漸多，桃

園沿海之港口，除南崁港(蘆竹)、許厝港(大園)外，尚有石觀音港(觀音)、蚵殼港(新屋)、崁頭厝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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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等港口可供寄定小型船隻。之後，因墾業日興，交易日繁，這些港口成為往來於臺北淡

水港、新竹舊港及苗栗後龍港等港口之船隻貨物起卸停泊之地。因此，南崁成為一處交通孔道，

逐漸變成熱門的交通要道，早在十七世紀初的荷蘭人地圖中，已出現「南崁」的地名。 

荷治時期(1624-1662)經臺灣長官任命，分全臺爲北部(臺南市到大甲溪)、南部(臺南市以南)、淡

水(大甲溪以北)、卑南(臺東)4 個集會區；桃園地區屬「淡水集會區」範圍中。明鄭政權入主臺灣，

改行明代政制，於永曆 36 年(1682)派遣陳絳守雞籠鎮撫番人，派軍隊在南崁港登陸，並在南崁

地方五福宮廟口一帶設柵防守，闢有「營盤田」，今日南崁地區還留下「營盤」之地名，為

早有開墾記錄之地。明鄭時期雖設有營盤田，但只是點狀的開闢，尚未形成面的分布，因此在

明鄭滅亡之後，屯軍與移民大都撤回大陸，大部分的墾地因而荒蕪。 

清康熙 40 年(1701)後《渡臺禁令》逐漸鬆弛；因流移開墾之眾逐漸來台，清廷於康熙 51

年(1712)在淡水港(滬尾)置淡水分防千總，並設有七塘官兵，南崁為七塘之一。「南崁塘」即為桃

園地域 早的官方機構設置，自從塘汛設置之後，移民隨之而來，南崁地區的墾業便大力開展。

桃園地區 早正式開墾的紀錄，是康熙 52 年(1713)由賴科、鄭珍、王謨和朱焜侯四人合成四大

股，以「陳和議」的戶名，請墾海山庄、北投庄、坑仔口社一帶荒埔(今蘆竹區坑子、外社、山腳、

坑口、海湖等一帶)。雍正 2 年(1724)朝廷復准臺灣各番鹿場空曠地方可以墾種，令地方官曉諭，

聽各番租與人民耕種。之後，便激起閩粵移民前往桃園地區墾荒的意願。雍正 9 年(1731)清廷

移福建淡水同知駐竹塹；竹塹(新竹市)成為淡水廳的廳治，桃園地區歸屬其管轄；同時，清廷對

臺的拓墾政策從消極轉爲積極，正式開南崁、後壟二港從事貿易。 

自乾隆 3 年(1738)至 11 年(1746)之間，清廷三度頒佈禁令，官方立場很明顯的是在保護平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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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的土地，不過除平埔族人自耕之社地外，整個漢墾區已無未經報墾之土地。乾隆 15 年(1750)

時，清廷為保護平埔族，界定番界，開築土牛和土牛溝作為實際界址。清廷希望以土牛溝界線，

禁止漢人進入土牛溝以東開墾，並准平埔族人於土牛溝以東打牲耕種。乾隆 21 年(1756)廳署由

半線(彰化)移駐竹塹(新竹市)；行政權北移後，竹塹作爲移民入墾門戶，加快漢人經由各河口港

口來桃園地區開拓之速度，漢人入墾桃園地區的人數也漸多。乾隆 26年(1761)確立「漢番界線」，

此界線在桃園地區的位置，大約北起八德區大湳、經大溪區埔頂、南興、平鎮區東勢、南勢，

後到楊梅區高山頂、陰影窩、四湖一帶。但乾隆中期以後，平埔族之「保留區」，因族人或

典、或贌、或賣於漢佃耕作， 後還是成為漢人的家園。乾隆 50 年(1785)桃園墾域中心地帶以

澗仔壢(中壢街區)、桃仔園(桃園街區)二大聚落為中心，周圍已先後成立眾多村落群，兩地也因此

從乾隆中葉以後，逐漸成為桃園地區的 2 個地方生活中心。 

乾隆 55 年(1790)為防患泰雅族(當時稱為生番)逸出危害，清廷實施屯番制度。漢人拓墾活動

大致由桃園台地的四周向中心逐漸開發，東方沿著大嵙崁溪水運進入本區域；西南方納入新竹

地區的墾殖範圍內，西北方則位在河川下游，三處皆是先民由原鄉至桃園台地開發的第一站，

之後再漸及中部，故由今桃園區先開墾，中壢區直至乾隆末葉才有興盛的拓墾事業。直至道光

9 年(1829)署同知-李慎彝建一公解在桃仔園，政治中心地位因此奠定。 

清初漢人對臺灣北部的開墾，集中在臺北盆地與新竹平原，而桃園地區位在上述兩地之間，

於是成爲兩地海陸之交通中樞。因此，以桃園地區為中心來看，桃園地區位於南北交通要道上

的必經之路，渡海移民而來的漢人，大多分別需由淡水河港及南崁溪港上岸，之後再透過陸上

交通路線遷徙移動。自竹塹地區要往臺北地區， 早形成的是由康熙 36 年(1697)由郁永河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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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路徑，被稱為「舊官道海線(或外港線)」。康熙末年出現新的陸路交通路線，是條沿著桃園

台地東南側近內山地區，與大嵙崁溪左岸，向東北進入臺北盆地的路線，被稱為「舊官道山線

(或內港線)」。雍正 11 年(1733)形成新的陸路交通，被稱為「新官道─陸路」，這條新官道直接貫

穿桃園台地，並且在桃仔園和舊官道路網結合，使桃仔園成為北桃園地區的交通交會點，迅速

發展成為重要的漢人聚落。因此，漢人大約在雍正末年(1731-1735)，由楊梅沿官路向北以及從

新屋鄉、觀音鄉的沿海向內陸開墾；此時平埔族居民漸被漢化，泰雅族人則逐漸退守至今大溪

新峰里與復興里一帶。 

自乾隆末年(1786-1795)到咸豐年間(1851-1861)，漢人間的「分籍械鬥」相當嚴重，尤其是不

同祖籍之間的對抗，更是嚴重；以致爲了保障人身安全，相同祖籍之人通常會聚居在一起，於

是在桃園地區出現北閩南客的分布現象，分別以桃園市街和中壢市街為生活中心。桃園地區自

乾隆末年(1786-1795)以後一再發生嚴重的分類械鬥，約持續 70 年之久，光是官方記載即有 23

起。就空間分布而言，大多集中南崁、龜崙口、中壢一帶。自同治 6 年(1867)清廷允許洋人至

內地採購樟腦；同時，有潘永清集資募丁，大舉開關大嵙崁一帶山地，種植雜糧、茶樹，並製

腦外銷，闢地至枕頭山下之阿姆坪及滴仔溝(大溪區復興里)一帶。因此，因產業熱絡與商業發展，

使得各族群之間逐漸由敵對狀態轉為合作方式，使得分類械鬥狀況逐漸消失與不再出現。 

「八塊厝」地名由來主要有三種傳說與記載：其一為《桃園縣志》所記載，乾隆 12 年(1747)

在此地區拓殖者共有 8 戶，即：謝、蕭、邱、呂、賴、黃、吳、李姓，每姓各築一屋，因此名

為「八塊厝」。其二為原八塊厝庄內有 8 座三合院，分別為呂姓的 3 座：「著存堂」、「貽訓堂」，

第三座位於三元宮後的八德市場旁，現已改建成大樓形式的公祠；邱姓的 2 座「餘慶居」及「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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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堂」及李姓、賴姓等 8 座屋。其三，分別為「莊頭」、「莊尾」、「稻埕頭」、「連城」、「舊城」、

「城外」、「公館」、「租倉」。八德地區於乾隆 6 年(1741)由漢業主薛啟隆率領閩粵移民開墾至今

霄裡一帶，因缺乏穩定的灌溉水源，而與當地的霄裡社通事知母六(蕭那英)合力召集佃戶開鑿「霄

裡大圳」，是桃園地區 早見諸史籍記載的水利設施。「霄裡大圳」水源引自今龍潭區佳安里泉

水空，是中壢台地的階崖下泉水，目前尚包括來自龍潭區九龍里的陂塘水路，水源經由洪圳導

入「霄裡池」。「霄裡池」位於今八德區霄裡里，是早年霄裡圳之水源地，是霄裡社通事-知母

六，率族人及漢佃合力所建，完成於清乾隆 50 年(1785)。因「霄裡大圳」的水路開通與灌溉，

使得八德地區於乾隆末葉開墾完成。八德地區除八塊厝之外，清代開拓之地區，尚有下莊仔、

霄裡、茄冬溪、大湳、小大湳等莊。境內主要廟宇三元宮、玉元宮、元聖宮，大致可以反映出

聚落開拓與建立之先後。 

「內港道」是通過臺灣北部近山地區，連接臺北盆地內部、桃園台地內部與新竹平原的陸

路交通線。在「內港道」上，留有一處地名「官路缺」至今；「官路缺」因地當中壢台地之裂

口，利於升降；早在康熙 50 年(1711)開闢的「內港道」即經過「官路缺」地區，因此官路北連

鶯歌，南接楊梅，位於官路要衝而得名。鄰近「官路缺」的「公厝」又稱為「公厝仔」，位於

桃園縣八德區白鷺里，距離八德區公所約 3.4 公里，現廣福路 1357 巷路口，象福宮週邊的小

聚落。黃永日與父親黃士元及三哥黃永文父子兄弟，於清乾隆元年(1736)由大陸原鄉移居來台

定居，黃永日渡台之後，即到「公厝」開墾定居，當時的「公厝」隸屬於臺灣府淡水廳之範圍

內，廳治已移至竹塹城中。雖然如此，「公厝」地區尚屬於霄裡社的範圍內，桃園地區尚未有

大規模的漢人前來請領墾照；直至隔年(1737)才有薛啟隆率丁請墾「虎茅莊」一帶。「公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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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緊鄰康熙 50 年(1711)開闢的「內港道」旁，尤其是臨近北連鶯歌，南連楊梅，位於「內

港道」官路要衝的「官路缺」地區。由地理位置來看，「公厝」十分鄰近霄裡，是「霄裡大圳」

灌溉範圍之內，尤其鄰近「霄裡池」及「向天池」；再加上黃氏家族來台時間在「霄裡大圳」

開鑿完成前 5 年，即已經來到「公厝」定居。由時間、空間來進行推估，黃氏家族當時應該有

加入薛啟隆、知母六開鑿「霄裡大圳」的團體組織中，而後才能依靠水利系統的灌溉，逐步開

墾而成為當地的大地主。 

整合上述可知，黃永日父兄三人當時來到桃園地區，可能先加入薛啟隆以「虎茅莊」(桃園

街區)為中心的開墾組織，而後選擇在往來霄里與「虎茅莊」頻繁及熱絡的官道旁定居，並加入

以薛啟隆及知母六為首的「霄裡大圳」開鑿組織中，進行水利開發，進而與霄裡社漢通事與霄

裡莊業主-黃燕禮熟識，而後一同開墾霄裡地區。因此，才能逐步開墾而成為當地大地主，而

這也是「公厝」一名的由來。 

黃永日，號正陽，江夏堂黃氏英公派下十三世裔孫，出生與死亡年月不詳，父親為黃士元

(?－?)，上有長兄三人(永固、永宗與永文)，娶妻姓名不詳，育有長子黃時歸、次子黃標語(1743-1786)。

黃永日原居福建漳州府南靖縣張窖總永豐里官山厝祿斗村(現名樂土村)，在原鄉娶妻後，於雍正

13 年(1735)生有長子黃時歸。後與父親黃士元、三哥黃永文一起於乾隆元年(1736)，攜帶妻子及

剛滿一歲的長子渡海來台開墾，於今八德區白鷺里建立祖業經營農業。傳說黃永日父子兄弟三

人會來臺灣，主要是黃永文長兄－黃永固(?-?，別號虎)先渡海來台發展 13 年(可能是雍正元年)，但

因為沒有賺錢，所以返回大陸原鄉。據說留了一些田地在臺灣，於是黃永日父子兄弟三人才聯

袂來台接續開墾工作。傳說中，當初黃永日父子兄弟來到今白鷺里一帶搭寮開墾(種田)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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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江姓人士在此砍伐樟樹結露為生(製作樟腦油)，黃永日父子兄弟到此地定居後便向官府申請開

墾權，並招佃農耕而逐漸生活安定。江姓人士將此地的樟樹砍伐完後，便舉家遷離，至今並無

留下任何子嗣或屋厝。而後，黃士元及黃永文待次子黃天水(1741-1834)成家立業、生活安定後，

與長子黃天舜一同回大陸，未再渡台，逝世於大陸。黃永日也在長子黃時歸成家立業、生活安

定後，將整個開墾產業交付長子，約於乾隆 28 年(1763)左右攜帶次子黃標語(時年約 20 歲)返回大

陸，也未再渡台，逝世於大陸。 

當初，黃永日父兄三人及家眷於乾隆元年(1736)渡海來台來臺開墾時，正是順應著朝廷准

許各番鹿場空曠地方可以墾種、正式開放南崁、後壟二港貿易、准許人民攜眷來臺以及平埔族

人杜賣草地荒埔來應付徵納課餉的時期。黃永日與父兄三人於乾隆元年(1736)渡海來台來臺，

直到約於乾隆 28 年(1768)左右返回大陸為止，大約在臺灣開墾 28 年左右。這 28 年間，順應著

自竹塹地區往臺北地區，形成三條陸路交通系統軸線，聯結至開墾於乾隆 2 年(1737)的「虎茅

莊」為區域核心的狀況。選擇位於「虎茅莊」經「霄里莊」往「大嵙崁」的「新官道─陸路」

與「舊官道山線(或內港線)」道路系統之間的官道旁定居，亦即公厝位置。由時間與空間來推估，

黃永日在當時極有可能就是加入開鑿「霄裡大圳」的佃戶之一。之後，業戶－黃燕禮承接薛啟

隆在霄裡部份產業，成為桃園地區的大業戶。黃永日也因加入開鑿「霄裡大圳」組織與黃燕禮

熟識，而後一同開墾霄裡地區，逐步成為當地大地主。 

黃時歸，江夏堂黃氏英公派下十四世裔孫，生於清雍正 13 年(1735)，卒於嘉慶 11 年(1806)，

享壽 71 歲。父親為黃永日(?－?)，與二弟黃標語(1743-1786)相差 8 歲，娶妻林良(1743-1797)，育有

一子－黃好生(1763-1826)。黃時歸出生於大陸原鄉，一歲時由祖父、三伯及父母攜帶渡海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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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八德區白鷺里公厝仔四號定居。在台定居之後，黃時歸從小即與天舜、天水和標語四人一

起長大。推估黃時歸於乾隆 20 年(1755)20 歲時逐漸接掌家業，之後娶妻林良(1743-1797)，於乾

隆 28 年(1763)生子-黃好生，時年 28 歲。之後祖父、三伯及堂弟與父親及二弟即動身回歸原鄉，

留下黃時歸與黃天水堂兄弟持續耕耘。因此，可能由黃時歸與黃天水堂兄弟繼續接替父執輩工

作，協助完成「霄裡池」與「向天池」的開鑿工作，並於乾隆 50 年(1785)完成，黃時歸時年

50 歲。黃時歸接掌家業時，正是淡水廳署由半線(彰化)移駐竹塹(新竹市)之時，因行政權北移加

快漢人經由各河口、港口，前來桃園地區開拓之速度，漢人入墾桃園地區的人數也漸多。這個

過程中，雖然清廷確立「漢番界線」，但乾隆中期以後，還是成為漢人的家園。乾隆 50 年(1785)

時，澗仔壢(中壢街區)、桃仔園(桃園街區)二大聚落逐漸成為桃園地區的 2 個地方生活中心。據說，

黃時歸因開墾有成，所以出資在現在的公厝位址上興建「大厝」(應該是正身)。因為大厝風水得

宜，所以發展興旺(財丁兩旺)，也因此才能在庇蔭其子-黃好生生得七子。 

乾隆 51 年(1786)爆發「林爽文事變」，北路會黨-王作等人攻陷淡水廳城(竹塹)，隔年(1787) 3

月，北路黨徒進攻淡水三角湧，大戰於甘林陂(今新北市土城區內)；之後北路黨徒分襲三重埔、

錫口(松山區)、艋舺、和尚洲(今新北市蘆洲區)等處。後因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招降北路黨首-

林小文，並斬殺之。「林爽文事變」的北路軍大致上已經平定。雖然，在北路軍的戰爭記載中，

並沒有登載到桃園地區，但是由起初攻陷竹塹，到後來分別進攻甘林陂、三重埔、錫口、艋舺、

和尚洲等處可知，作戰之處位為桃園地區的南北二端，而桃園地區位於其間，三條陸路官道建

立起來的交通系統，正是提供南北調兵與奔襲的 佳要道。另外，位於現八德區長興路 493

巷內的「安安佛堂觀音寺」後方，留有一「褒忠義民廟」(原稱營盤古墓)至今。當地舊名「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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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霄裡里茄苳溪左岸，與右岸的大溪區南興里對望。據耆老指出，「營盤」位在土牛溝旁，

清代有軍營駐紮在此，當年的軍營就在今「營盤四號彭宅」的現址。由此「褒忠義民廟」的位

置及設立時間來看，極可能是林爽文的北路軍要通過官路缺等地時，與當時駐守「營盤」的官

兵或義民發生過戰鬥。此處距離黃時歸居住之處，直線距離不超過 3 公里，十分鄰近。由此可

知，當時黃時歸一家人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張壓力之下；但幸好不過 1 年 4 月後便已

平定，黃家並無受到兵災，黃時歸時年 52 歲。 

自乾隆 56 年(1791)至嘉慶 2 年(1797)，在短短的 6 年之間，獨子黃好生連生三孫，黃時歸時

年 62 歲，正是樂於含飴弄孫之時。然而，好景不常，嘉慶 11 年(1806)時，黃時歸、妻林良、

媳婦林受以及孫子-衍恩四人，於住處(今白鷺里公厝仔四號)被客家人-楊、廖二盜賊搶劫殺害，並

將頭顱割下取走而慘死。當時，因為死難者要入殮時沒有頭顱，所以訂製「錫頭」來代表頭顱

安葬。墓地葬於八德區白鷺里公厝四號－公厝後側崁下大樹邊。黃時歸享壽 72 歲(諡號寬朴)、

林良享年 63 歲(諡號溫柔)、林受享年 33 歲(諡號勤儉)、黃衍恩享年 9 歲。黃時歸，生於大陸原鄉，

長於八德區白鷺里公厝，接掌父執輩開墾成果，延續黃氏血脈，為永日公派下之開台祖，一生

拓展黃家基業，平安度過林爽文事變，身後留有當時起居營農之祖厝，與田、旱、雜、林、建

等土地計 19 筆，為後世開枝散葉打下重要基礎；可說是黃家守成與開拓之人。 

黃好生，江夏堂黃氏英公派下十五世裔孫，生於清乾隆 28 年(1763)，卒於道光 5 年(1827)，

享年 64 歲；父親為黃時歸(1735－1806)。娶妻林受(1773-1806)、呂奕(1780-1832)，育有七子－衍旺、

衍寄、三恩、衍來、衍琳、衍慶、衍麗。 黃好生於乾隆 28 年(1763)出生在今八德區白鷺里公

厝，約於乾隆 48 年(1783)逐漸學習接掌家業後；乾隆 56 年(1791)長子黃衍旺出生，而後又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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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 年內迎接次子與三子的出生。不幸的是，在嘉慶 11 年(1806)時，父親黃時歸、母親林良與

妻子林受及三子-衍恩四人，於住處被客家人-楊、廖二盜賊搶劫殺害而慘死。當時，因黃好生

與臺北知府2為平輩好友，故慘案發生後知府偵緝匪徒不於遺力，因此不久之後即捉拿歸案，

也告慰亡者在天之靈。一夕之間，遭逢父母、妻兒雙亡的黃好生，在痛心疾首之下，傳諭子孫

不得與客家人楊、廖二姓通婚。甚至，黃好生收養一子-黃漢昌，承嗣為黃衍恩之子；黃好生

時年 43 歲。 

黃好生秉性孝順，勤奮好學知書達禮，交遊廣闊，家道轉為富裕，成為地方仕紳。在妻子

林受遇難之後，再續弦迎娶呂奕為妻，於嘉慶 19 年(1814)至嘉慶 25 年(1820)之間連續迎接四子-

七子以及長孫的出生，黃好生時年 57 歲。然而，道光 2 年(1822)長子黃衍旺去世，使得黃好

生對於親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不小的衝擊，加上家業已然龐大，因此黃好生於 60 歲時(1823)，為

祈求子孫長久福祺發展，主持分家事宜，將所有資產設立「黃長福」公業(或家號)，由後代子孫

各房代表共同管理。之後各房傳宗接代，繁衍於八德、桃園、蘆竹、龜山、大園、中壢、大溪、

觀音、板橋、臺北、花蓮等地。 

來台開墾－黃永日、黃時歸及黃好生父子爺孫三代，自乾隆元年(1736)渡海來台後，順應

開墾步伐由「虎茅莊」經「霄里莊」往「大嵙崁」的官道旁定居，加入以薛啟隆、知母六為首

的「霄裡大圳」建設組織，進行水利建設與開鑿，使得後代子孫得以在此地落地生根開創基業。

黃時歸幼時隨父親渡海來台，長大成人後接掌父執輩開墾成果，一生拓展黃家基業，平安度過

                                                      
2 根據記載，嘉慶11 年(1806)時並未有「臺北知府」的單位。當年桃園地區位屬臺灣道臺灣府淡水廳轄下，

時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滿洲鑲紅旗出身的清華(?-?)；當年的「臺灣府知府」在一年之內連續

更換4人(高叔祥、錢澍、楊廷理與鄒翰)擔任，並未詳記原因；「淡水撫民同知」則為河南商城監生出身的

程文炘(?-?)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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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事變，延續黃氏血脈，為永日公派下之開台祖，更為後世開枝散葉打下重要基礎，可說

是黃家守成與開拓之人。黃時歸之子黃好生，接續祖父與父親二代人的努力成果，藉由「霄裡

大圳」的完工，經過 40 多年的努力經營，使得原黃永日定居之處，已經完全開墾完成，成為

澗仔壢(中壢街區)、桃仔園(桃園街區)間重要的聚落之一－「公厝」，並成為桃仔園經霄裡前往大

嵙崁之間的重要休息站。黃好生因此成為地方的仕紳階級，與臺北知府成為平輩好友，也因此

才能在晚年設立「黃長福」公業，讓後代子孫得以持續經營龐大家業。 

黃永日、黃時歸及黃好生父子爺孫三代，由初來到之時的一片荒蕪與灌木雜草叢生，透過

水力開鑿與僱工墾拓，歷經近百年的戮力經營與血汗交織的過程，終至黃好生一代獲得地方的

仕紳階級的成果，得以開枝散葉，成立「黃長福」公業，讓後代子孫得以有所依歸，也才能讓

各子孫在此基礎上，持續發展與經營。 

資料來源：陳柏志、陳華興，《遷台黃氏長福堂宗族史暨長福堂宗祠文化資產調查案》，桃園市八德區祭祀公業

黃長福管理委員會，2018 年 6 月，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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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一 不 

!  Zoom 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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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
!  �麥克風類型�
                        攝影機內建麥 風�
                           指向性麥 風�
����������������Mini隨/無線/有線麥 風�
                              外置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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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輯前置�
•  硬體 建議配置�

    C26) S核心(05/0( �
       RA1) 16G�
       獨立顯示M�
       資料硬碟容量((200 )15�
       AG硬碟(5200 /SSD/磁碟陣I�

•  軟體�
   剪輯軟體�
      文書軟體�
      V媒體工具軟體�
�

     

剪輯前置注意事項 
 

•  資料的A份 V顆硬碟保存/新進度須更新A份/P一台電腦完成�

•  統一資料夾 方便尋找素材路徑/A份與更新方便�

•  剪接計畫(腳本  詳細的剪接計畫能確保剪接過程的流暢�

      �

�
�
�
�

專案建立�

•  確認路徑/R名�

•  設定影片格式//D/SD  
 

視窗介紹�

•  功能面板 

•  調整 

U本剪輯功能介紹  
•  時間軸�
•  影格縮放 �
•  波紋 �
•  插入 �
•  覆蓋�
•  剪H �
•  特效�

字幕  

•  開新字幕資料夾�
•  字T設定�
•  安C框�
•  位置�
•  複製-貼:-另存新檔  

音樂 �

•  音樂導入 
•  聲音特效 
•  淡F淡入  

輸F�

•  素材格式�
•  燒錄D7D�
•  G軌輸F�



� 

D它小技巧�

•  片頭與片尾處理�
•  影部與聲部的F現位置�
•  -(�

學•視頻�

•  �	�� Edius �� 

•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
list=PLrQFxy9f3Yysa27AfOq_NAih8Yg9v
8U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