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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1  

在接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一職之後，我常在思考能為地方做一些什麼，能為後代子孫留下什麼；

身為鄭子寮的子弟，生於斯、長於斯也有幸獲得服務地方的機會，如此深刻的在地情愫，有感於

這塊土地上的變遷滄海桑田，隨著耆老不敵歲月記憶漸漸流失，沒有人知道也沒有留下任何痕

跡。 

鄭子寮過去是一個位於城外偏僻、物資缺乏的地方，在地的人、事、物多為口耳相傳，沒有任何

文書記載，因此希望藉由 102 年度台南市新故鄉社區營造點的補助；「話（畫）我故鄉」計畫；

結合社區力量尋訪地方耆老的記憶，一起勾勒過去的特色景致、生活樣貌，拼湊出早期地方的社

會地圖，讓不管是現在或是未來移居於此地的居民，能透過故事與地圖對照古今，認識這塊土地

的歷史風貌與老一輩打拼的過程，因此產生情感的連結而更能認同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讓在地故

事串聯每一戶居民的心，讓故事開始流傳凝聚更多社區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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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2  

感謝每一位參與這個計劃的工作夥伴，以及接受訪問的長輩與耆老。 

此外特別要謝謝陳重宜建築師事務所，以及嘉義大學景觀設計系林佩瑩小姐技術上的協助。 

 

台南市北區成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台南市北區成功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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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釋義及沿革 P.1  

台南市北區成功里舊稱鄭仔寮，位處於府城小北城外，與繁華的城內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

鄭仔寮隔著文元溪(今西門路四段一巷)原屬於台江內海的一部分；清代道光 3 年(西元 1823)間嘉

南平原大風雨，曾文溪、鹽水溪氾濫，溪流改道注入台江，淤積大量泥沙逐漸形成浮陸。台江海

域之海埔新生地逐日增多，於是墾民擁至搭寮建廟，築堤闢建使往日的千里浩瀚，化為今日的魚

塭農田。來自學甲、二重港等地的鄭姓宗族在新生地上開墾，因而得稱「鄭子寮」。 

清代時期隸屬「外武定里鄭仔寮」，日治大正九年（西元 1920）市街改正更名為鄭子寮，屬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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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十六寮之一，光復後改為成功里。民國九十一年再劃分為成功里與成德里。本地因地勢較為低

窪容易淹水，戰後初期仍多為魚塭，因土地面積廣大，故每口塭皆有其塭名，形成地方特色，至

於塭名從何而來已無從考究，推測大至取於豐收、吉祥或以地形、人名為主。早期庄民僅有三十

多戶，光復後改為成功里，當時居民以養殖業與種植蓮子、蓮藕為主，尤以養殖業為大宗；飼養

大頭鰱、吳郭魚、玳魚、鯽魚、草魚為主。 

鄭子寮釋義及沿革 P.2 

民國 76 年因都市計畫成為一個新興的都會區，新移民人口快速增加，經過多次的土地重劃使鄭

子寮成為有六千多戶、二萬多丁口的大區域，不過也打破原本農業社會單姓庄頭的特色，目前居

民多為什業。成功里於民國 91 年再一分為二，劃分為成功與成德兩里，最早宗教信仰為鄭子寮

福安宮，主祀中壇元帥。今日的鄭子寮(成功里、成德里)已蛻變成一個具備優質生活的住宅區，

往日的農村景象已不復見。 

現在的成功里位於台南市北區偏北位置；東起西門路四段，南至北安路一段的北安橋，北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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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二段到鄭子寮橋接西門路四段；北面為安南區，東面為正覺里，西南面為成德里。  

（鄭景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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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子寮文化探索  鄭子寮古地形風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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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新舊地形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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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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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時鄭子寮ㄟ塭名  

鄭子寮早年的魚塭名稱，可自塭主廟宇捐款的名冊中略窺一二。    

          

 

   

東塩水塭、石橋塭、下三角塭、義和塭、布埔塭、東草汞

塭、西草汞塭、李木榕塭、吳金山塭、鄭萬得塭、許萬亭

塭、勝發塭、順添塭、拔仔宅塭、庙仔墘塭、順天大塭、

杜先化養鰻池、建智塭、茶仔店塭、柚仔內塭、三格仔塭、

打銃埔塭、方大塭、東虎尾寮塭、西虎尾寮塭、陳忠塭、

許中平塭、合豊塭、西大塭、上四格塭、下四格塭、連合

成塭、福順塭、本東塭、連合順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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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魚塭風貌  

                                       

      



 鄭子寮文化探索                                                 

12 
 

信仰中心–福安宮 P.1  

鄭子寮福安宮位處台南市北區鄭子寮重劃區內，本地古稱鄭仔寮，原屬於台江內海的一部分。福

安宮主祀中壇元帥，由鄭氏先祖迎奉來此，初期以擲筊產生爐主的方式輪祀，日昭和 12 年（1937）

建立廟宇供奉，自古以來福安宮就以府城下太子開基昆沙宮為中壇元帥之祖家。原本福安宮舊廟

位於今北安路橋下，民國七十六年時開闢北安橋，而先將神尊暫時供奉至臨時行宮；歷經十餘年

的規劃與討論，至民國九十二年時開始重建，耗資壹億壹仟萬元，於九十八年竣工、入火安座。

福安宮從初坯到建成有賴境內居民及四方善信捐款，而當時主任委員鄭順富、副主任委員鄭順和、

總幹事蘇正進、建築師鄭介文及眾委員們辛苦策劃、多方奔走，從找尋材料到施工時的監作，勞

苦功高，貢獻甚多。 

福安宮陪祀觀音佛祖、保生大帝、李府千歲、玄天上帝列位尊神，觀音佛祖係日治大正九年 (1920)

時，台江地區發生瘟疫，十六寮居民前往崗山超峰寺迎請觀音佛祖前來除瘟，瘟疫平息後由各庄

以跋公杯方式決定，鄭子寮獲得最多的十七筊，因此留下神尊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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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心–福安宮 P.2 

該神尊約莫六寸大小，大約清前期左右雕刻，還配有超峰寺觀音佛祖的印，推測可能為超峰寺的

開基神尊之一，深具歷史價值。保生大帝則是舊時鄭子寮鄰近的中洲寮、舊和順、什三佃、外塭

仔、總頭寮等會迎請學甲慈濟宮保生二大帝南巡，而鄭子寮因此與什三佃鄭姓宗親協議，由兩庄

輪流迎奉，形成兩年迎請一次的慣例，後在九十三年建廟時，取得保生大帝同意，新雕神尊供奉。

而李府千歲乃源於大正年間，中樓仔人士許朝發乩，前來本境求助觀音佛祖經觀音佛祖確認是李

府千歲來採乩，乃相邀李府千歲乩子在本境濟世，經過數年時間李府千歲神威顯赫，並指示境民

前往土城鹿耳門聖母廟（當時稱保安宮）取李府千歲香火雕刻供奉。玄天上帝則為本境境民家中

所供奉因神威顯赫，建立廟宇後落公 奉祀，該尊神像約莫六寸，約清末時期雕刻。 

重建後的福安宮為閩南式建築，座北朝南，主體為鋼筋水泥，正面五開間，三進。廟宇為                            

歇山式屋頂，三層屋簷，以木雕、剪黏等裝飾。正殿祀奉中壇元帥、李府千歲、觀音佛祖、玄天

上帝、保生大帝、黑虎將軍等神尊，左、右側神龕分別為福德正神與註生娘娘，廟方服務處在左



 鄭子寮文化探索                                                 

14 
 

信仰中心–福安宮 P.3 

側神龕前方。 

福安宮因位於北安橋邊，因此正殿刻意增高，避免被橋身壓過，而匠師王榮三先生為解決高度問

題，將木雕神龕也設計為寺廟外形，形成廟中廟的景況，深具巧思；而龍虎邊陳三火先生創作的

「哪吒鬧東海」、「玄天上帝收二聖」，刻意不用傳統薄磁碗，改以生活常見的碗盤、花瓶等材料

剪裁出作品，展現匠師的創意與技術，值得細細觀賞。福安宮在建造新廟時以保存臺灣本土藝術

為目標，因此大量使用本土工藝匠師（多有參與府城傳統藝術協會與獲得薪傳獎的國家級大師），

如詹明泰、詹明華、施弘毅的石雕，蘇天福、王瑞瑜、廖慶章、陳明啟的彩繪，陳三火的剪黏，

曾臥石的書法，杜牧河的泥塑，陳啟村的神明雕塑，木雕則由本境匠師陳南陽繪稿，黃國錐等雕

刻，深具傳統藝術風味，是廟方最引以為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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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心–福安宮 P.4 

福安宮的眾神極為靈感，多有顯化，除了觀音佛祖平息瘟疫之外，較著名的神蹟有下列數項：     

1. 早期還有中壇元帥乩童之時，每隔三年便會舉行請水與過火，本地的過火是不灑鹽米降        

溫、直接赤腳踏火而行，即是俗稱的「過生火」。往昔都是由乩童先開火門，眾信徒跟隨乩童東

西、南北各走三趟，隨後乩童關火門，即完成整個儀式。據廟方人員表示，當時踏過火堆腳底只

感覺涼涼的，不會特別灼熱，但只要乩童關上火門，就覺得炙熱非常，還曾有信徒在關火門後觸

碰火堆，結果反而因此燙傷。 

2. 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美軍常會空襲轟炸，有賴眾神保祐，本境得以倖免，幾無人員        

傷亡；在八二三砲戰期間，金門前線當兵的境民也都安然無恙，最後全數平安返鄉。 

3. 舊時醫藥較為不發達，境民若有疾病多會前來求助神明，當時中壇元帥乩童常會在金紙上開

藥方，命信徒直接用此金紙煎水服用，在烹煮時常常會聞到陣陣藥香味，令人稱奇，早年因此當

地多將此稱為「天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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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心–福安宮 P.5  

4. 在廟宇重建期間，有次在施作屋頂工程時，一位來自彰化溪湖的工人陳錕賢居然從將         

近五層樓高的屋頂上跌落，在民俗上建廟期間有人員傷亡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廟方頗為擔心，沒

想到神威護佑，該名工人毫髮無傷休息數日後便即返回廟中繼續未完成的工事。 

鄭子寮福安宮不只是咱們鄭子寮的信仰中心，也聚集許多臺灣傳統工藝匠師的作品，成為      

一座活的藝術殿堂。（鄭智文 整理） 

             ↓古早時ㄟ福安宮                              ↓現今時ㄟ福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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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祈福的由來、種類 P.1                               

（一） 建醮的由來 :  

        「醮」－本係中國古代祭名，為祭神之意，漢末道教盛行之後逐漸衍變成「僧道設壇         

祭神」的專有名詞，其原始意義，主要在於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可是，道教通俗信仰隨著

漢人移墾台灣而被導入與生根之後，由於受到閩俗傳統信鬼尚巫之風，與開拓之際所遭遇「毒霧

瘴氣」的影響，建醮的目的，遂巧妙的結合了祈神酬恩和施鬼祭魂，而成為規模盛大的祭典。 

（二） 建醮的種類： 

醮祭的種類繁多，台灣常見的，僅祈安醮、瘟醮、慶成醮、火醮等。其中，慶成醮 係慶

祝廟宇的落成，而常與祈求平安的祈安醮並行實施，合稱「祈安慶成醮」，醮祭中也以此

者居多。因凶荒成瘟疫流行，而祈禱平安瘟醮，以及為水、火災死者祈福的水醮、火醮，

都較少見，往往附屬於祈安慶成醮儀式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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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祈福的由來、種類 P.2 

以醮期的天數分，則有一朝醮、二朝醮、三朝醮、五朝醮等，目前台灣廟宇多採用三朝醮、

五朝醮。此次鄭子寮福安宮百年首醮即採用「五朝祈安慶成醮」。 

（三） 建醮的時間： 

民間舉行建醮的時間，多集中於季秋以至仲冬，也就是農曆、十、十一月三個月，這時正

好是傳統農村社會收割後閑暇之期，過早則農稼正忙，無暇顧及；過遲則新年將屆，有所

不宜。這也可見，民間大祭典和生活的季節性之間的密切配合。 

（四）   建醮的經費來源： 

建醮的經費來源，可分為「斗燈道份」與「丁口錢」兩種，斗燈設於道場內，其名目可多

達數百個，且分等級，重要的如天官首、地官首、水官首等，其中尚有象徵醮域全體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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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祈福的由來、種類 P.3 

的「總斗燈」一個。斗燈首份需按名目的等級，繳納多寡不等的款額。由於信徒對斗燈有

著莫大的關切，在認捐時十分踴躍，爭先恐後輸誠，以祈神明降福，是為可靠的財源。         

丁口錢則是向醀域內的信徒，不分男丁、女口，每人捐獻小額金錢，以資建醮費用，是沿

用已久的籌款方式。 

 （五）   建醮活動： 

醮祭的進行由廟宇管理委員會出面總理一切事宜，稱為安醮局。 

醀祭時，醮場須豎燈篙，旨在對天神、地祇、孤魂野鬼等明示此地特舉行醮祭、燈篙通常

立在廟前，陰陽分開，左邊對天界神祇，右邊則對陰間幽靈，對神祇的中央最高竿須懸天

燈。 

豎燈篙之後有放水燈，使含冤 落水或失足落水的怨鬼可藉此分享醮祭。在醮祭期間，醮

域須全面素食禁屠，市場亦禁賣魚腥葷。醮祭最終日至當晚十二結束，齌戒禁忌才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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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醮祈福的由來、種類 P.4 

翌晨，家家戶戶備妥牲醴「拜天公」，隔日傍晚則家家戶戶備祭品普渡， 到晚上普渡結

束，家家戶戶大開筳席，宴請親友，幾日後，由道士行「謝燈篙」禮，將篙竿拆除，醮典

才圓滿結束。（鄭智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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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1                                  

 「醫生阿，我無愛活太久啦，乎我吃到 120 歲就好ㄚ啦……」 

為了更了解鄭子寮早年在地的生活情形，於是在里長的安排下，決定拜訪在鄭子寮出生，並曾在

福安宮擔任過多年廟公的鄭姓阿公家做採訪。 

   那一天上午，到了鄭阿公家裡時，才得知鄭阿公一大早就踩著腳踏車，獨自一人騎到奇美醫

院排隊等抽號碼牌，隨後看完門診，又一路踩回家。才剛到家沒多久，就接上我們的來訪，原以

為需要休息的老人家，卻仍精神奕奕地告訴我們說：「無要緊啦。」之後又聽到他轉述他今天和

醫生這樣的一段幽默對話，不禁對鄭阿公的健朗與樂觀印象深刻。 

   鄭阿公回想起自小生長在安南區鄭仔寮的生活樣貌，雖然已經高齡 86 歲，但口齒清晰；思緒

清楚。問到關於古早鄭子寮的生活情形，他居然一點也不含糊的一一道出早年鄭子寮曾有的 35

塭名稱：有「三角仔」、「虎尾寮」、「磚仔窟崙」、「打銃埔」、「柚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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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2  

    每一口魚塭都有一位塭主，有的魚塭是以地形地貌取名，有的則是直接以塭主的名字來命  

名，塭主對於地方廟宇多有奉獻，對於地方的大小建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當年在正覺寺

旁，有一間恭奉有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小廟，是在地塭主們每月必定前往膜拜的靈廟。 

    問到阿公小時候最常玩什麼時，阿公感嘆，小的時候哪有現在的孩子幸福，玩具一大堆，想

吃甚麼，想買甚麼都可以輕易擁有。自己做囝仔時，最歡喜做的一件事，就是到鹽水溪旁游水、

摸蜆仔，再將蜆仔帶回家醃上醬油和蒜頭，就是當天最好的配菜了，有時還可以摸到蝦子給媽媽

加菜。 

    早年在鹽水溪畔邊，一大早就經常會有來自別人家放出來四處覓食的鴨子，有些鴨子會下蛋

在爛泥中，如果被孩子們發現了，就會高興地搶著撿回家，變成那一天最佳的營養補品。 

    早年自鄭子寮要跨過對岸的安南區溪頂寮需要繞遠路才能到達，如果急著想從鄭仔寮這端到

對岸的溪頂寮，又不想變成落湯雞，就只能靠著竹筏過河，於是鹽水溪畔有了專門撐竹筏渡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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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3 

河的行業，搭一次只要五毛錢。 

    阿公做囝子時，也喜歡和玩伴玩炸陀螺或挖溪邊的爛泥巴，揉成一團再往地面上用力一甩，

比比看誰甩出來的圓洞比較大，誰就是贏家。在炎熱的夏天天氣太熱時，孩子們也會去溪邊挖爛

泥土，不是拿來往地上甩而是直接往頭頂上塗抹，就像戴上一頂渾然天成的帽子一般保護著頭頂，

身體也就不會感到熱烘烘的了。阿公特別強調，因為以前住家的周邊幾乎都是魚塭地，所以天氣

一點也不像現在這樣動不動就要熱死人，當然我們都知道除了環境生態改變的因素以外，臭氧層

被破壞也是讓溫度飆高的主要原因。 

    阿公也曾在私塾讀過幾年的書，阿公也還記得當年的老師是陳賢良，我想這位陳老師如果地

下有知，應該會很安慰有這麼一位高齡的老學生還記得他。後來因為日據時期，日本人安排台灣

的孩子到公學校就讀，所以阿公只上了三年的私塾就中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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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4  

年輕時候的阿公曾跟隨一位日本籍老闆，一起做銅爐火炭鍋具的工作，老闆沒有因自己是日

本人而欺壓員工讓阿公留下良好印象，並感念再三。在工作期間相處愉快，彼此建立了深厚情誼，

因此當日本人戰敗在台南醫院撤退時，阿公還熱心地前往幫忙老闆搬家。 

    阿公說自己很會游泳，是因為曾經養過虱目魚的關係。養殖虱目魚常須搭「竹排ㄚ」到魚塭

的中央，如果一不小心掉到水裡，這可是會淹死人的。 

    當問到阿公年輕時最喜歡吃甚麼，阿公說那時候物資缺乏，只要有虱目魚配白飯，就是最豐

盛的一餐了，甚麼也不敢奢想。 

    問阿公活到目前心中最覺得高興的一件事是甚麼？阿公沉思了一會兒後說，當年生活困苦，

每天總是為了三餐忙碌，印象中實在沒甚麼好值得高興的事發生過。年輕時的戀愛經驗呢？ 

因為結婚是靠媒妁之言，也沒甚麼談戀愛或暗戀的機會，娶老婆時還因為家裡只有一間房，所

以得先向朋友借了一間草厝來窩身，實在是沒甚麼好歡喜的；真要說人生最高興的時刻，大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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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5 

只有當了阿公、阿祖時，才是自己人生中最高興的時候了。 

  鄭子寮在阿公的年代還沒有自來水可用，當地的地下水又是鹹的，於是從七七(現今民德國中

附近)嫁過來的阿嬤非常辛苦，因為每天都得挑著兩個大水桶，走到現今西門路上的正覺寺打井

水，回家煮飯、燒開水。從一開始裝滿水的水桶，經過一路的擺蕩搖晃，回到家時往往已只剩下

半桶水，阿公長期看了不忍心，於是想辦法設計了一台兩輪的手推車，讓阿嬤改為推水車去取水，

才減輕阿嬤每天挑水的負擔。而鄭子寮也因為挑民生用水的問題聲名遠播，使得當年許多城內女

孩因此都不太敢嫁到這當年尚未開發的庄頭來吃苦。 

鄭子寮因緊鄰著鹽水溪畔，形成了一種很特別的水質現象，漲潮時水是鹹的，退潮時水質就

會變淡。然而因水質鹽分偏高，也造就了許多魚塭養殖業在此蓬勃發展。不過和別區的魚塭相較

不同的是，這裡有些魚塭業者會在水面上種植蓮花、菱角等高經濟作物，水面下則另養著草魚、

吳郭魚等，不但因此淨化了水質，魚兒的排泄物也成了最佳養分，真是「摸蜆ㄚ兼洗褲」，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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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阿公ㄟ故事 P.6 

兩得。 

    在這裡讓我見識到了早年人的生活智慧，更呼應了現今的環保意識。一輩子在鄭子寮這塊土

地上成長至傳宗接代的鄭阿公，曾在因緣際會下於福安宮當了 18 年的廟公，所以對整個在地存

有深厚的情感與了解，希望如他對醫生開玩笑所說的，能夠活到 120 歲，讓鄭子寮又多添一位傳

奇人物。 （方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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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的成長故事 P.1               

   「俗覔無好貨，俗人眜做工作。」現任福安宮主委蘇先生，簡單的一句俚語即透露出個人對

於工作執著的態度與人生觀。 

   「從事任何行業的人，沒有不想往上爬的。」秉持這個信念，蘇先生在 39 歲那年毅然地投入

養殖虱目魚塭的事業，如今 65 歲已屆退休享清福年紀的他，仍然戰戰競競地守在自己的工作崗

位上。 

    蘇先生的祖籍並不在鄭子寮，只因為阿公早逝，阿嬤為了生活，於是帶著「拖油瓶」爸爸，

改嫁到鄭子寮的鄭姓人家，從此在鄭子寮落地生根。幼年時期在鄭子寮的生活非常清苦，懂事的

他每天一早，不但要幫忙父親將新鮮採收回來的蓮藕切成片狀，再鋪於福安宮的廟埕前或柏油路

上，有時候還要幫忙運送至延平市場旁；團管區正前方一處大穴(化糞池)上的水泥地曝曬。到了

晚上一一收回家之後，把收回的蓮藕片放進大烤箱內，以二氧化硫於箱底燻烤，如此約需經過三

到四天反覆的製程，才能大功告成；經過燻烤乾燥的藕片分裝至麻布袋，一袋袋轉賣給中藥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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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的成長故事 P.2 

做藥材。早年，蓮藕乾可算是一味高檔的中藥，但以現今醫學觀點來看，二氧化硫的運用對人體

是有危害的，因此已較少使用。 

    小學階段的蘇先生，因家中物資缺乏，為了捨不得讓新鞋子受到磨損，所以每天上學時會將

布鞋吊掛在脖子上，以打赤腳步行方式，一路走到立人國小再穿上；也因家境貧窮住在「竹籠仔

厝」內，沒有電源的住處，夜晚得靠著煤油燈的亮光才能看書、寫功課，有一晚因看書太專注，

突然聞到一股燒焦味，才驚覺自己頭髮被燒到了。 

    放學或不上課的日子，最喜歡和同伴們聚在一起就地取材製作童玩嬉戲，其中有利用林投葉

捲成喇叭狀吹出聲音，稱做「林投噴鼓吹」；或抓來當年隨處可見的金龜子，用線一端綁腳，一

端綁在筆桿上，讓牠們繞著圓周飛行，這種玩法叫做「旋金龜磨」；大樹下捕蟬、踩鐵罐高蹻、

玩「酒剔仔蓋」、溪畔玩「卜土」、爬樹摘「蘋婆」等等。 

    雖然沒有現代五花八門的玩具，但靠集體同伴創作出來的遊戲既環保又具啟發性，可惜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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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的成長故事 P.3   

代生活型態的改變，當年許多有趣的童玩，孩子們已無機會親身體驗。  

    談到上一代的工作環境，蘇先生感嘆地說，每天母親早出晚歸只為了賺取微薄薪資，他深深

感觸那是個資方剝削勞工的年代，終日的忙碌只為換來一口糧食；即使當年家中雖有養雞，但在

平日卻是不可能宰殺來吃，除非得了雞瘟(今稱禽流感)，在病雞奄奄一息時，才捨得殺來加菜。 

    若是遇到寒流侵襲，周遭的虱目魚塭經常會出現翻白肚的死魚，塭主也不准外人捕撈，居民

們也只能望魚興嘆；主要是擔心大動作的撈捕，會影響到其他健康的魚隻，造成魚塭更大的損失。 

    早年的鄭仔寮處處可見蓮花池，所產的蓮子品質與數量在當年可算是全台第一。已經成家的

蘇先生為了拚家計，每天一早就到水仙宮內賣魚貨，午後收攤回家還幫忙太太剝蓮子，一直忙碌

於工作的日子，現今回想起來，應是人生中最艱苦的一段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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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的成長故事 P.4  

    蘇先生目前是鄭子寮福安宮的主任委員，雖然只有小學畢業，說起自己的人生閱歷卻字字箴

言，而其正向積極的人生觀讓人感到好奇，再三追問之下得知，蘇先生早年喜歡大量閱讀書報、

讀者文摘等，尤其看報紙社論時總會特別注意編輯的觀點，同時他也喜歡聽各界學者的演講，因

著這些習慣成就了他今日給人的不平凡觀感。 （方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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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住民」--- 重劃與建設 P.1 

 

    民國七十幾年，老王的工作是跟著建設公司四處蓋房屋，北區鄭仔寮也是他們要「建設」的

地方。當時的鄭仔寮原本是一大片好幾公頃的魚塭地、蓮花池，當他們來到這裡部分的區域已被

填平，有些地方已經蓋了房子。 

    建設公司決定先買下北安公園旁的那塊地，面對公園適合興建大樓眺望綠樹，於是取名攬翠

樓。這是一個由農地轉向都市開發的時代，也正是建設公司大發利市的機會，老王跟著工頭老張、

他的同事、他們的怪手，開心的、振奮的直往攬翠樓的預定地大力開挖。 

    但這一挖讓他們非常驚嚇，因為挖出來的不是泥沙，不是土石，而是一坨又一坨，一堆又一

堆的碎布。他們知道這是之前負責承包整地的承包商做的缺德事，若不是他們要蓋大樓打地基，

沒人會知道這地底埋的是碎布。老王說：「真沒良心道德，若是不知道就蓋起房子，不就等於蓋

在彈簧床上面嗎？」   

  於是他們決定再挖深一點，要把所有的碎布都挖出來再填土，因為蓋一棟安全又舒適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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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住民」--- 重劃與建設 P.2  

才是建設公司最應當堅持的原則。承包商違法的還不只如此，他們將拆除台南監獄的建築廢棄

物也全數都載來鄭仔寮非法掩埋，讓魚塭地吃下那些堅石磚瓦，部分的地底就佈滿了尖銳物又充

滿空隙，成了沒有彈性的硬地。 

    老王慶幸自己是在一家有品質、有信譽的建設公司工作，這家建設公司在興建攬翠樓的同時，

也向大塭主王先生購買還未出售的魚塭地權，因為政府已經將鄭子寮設定為第十三期市地重劃區，

這也意味著老王會在這個地方工作好幾年呢！ 

    因此在攬翠樓蓋好之後，老王自己也決定購買一戶在這娶妻生子定居下來，成為攬翠樓的住

戶。老王說要在魚塭地蓋房子就要先整地；抽水—>抓魚—>填土—>給配，這是一定的步驟，更

重要的是要填進去的土一定要用天然的砂石；因為蓋的是大樓的緣故，依規定規劃道路要留多深

當水溝，水管要埋在什麼的地方，這些專業的概念在老王說來絲毫不假思索。說到這，老王憶起

21 年前遇到一次大颱風，剛填完土的魚塭經不起大雨沖刷，如同土石流一般往低處傾瀉流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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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住民」--- 重劃與建設 P.3 

燒島」，那裡有十六戶的住家，幸虧是傍晚六點時被發現，老王馬上和 15 名同事領了二台山貓推

土機進行搶救；有的拿圓鍬幫忙鏟土，有的幫忙洗地、疊沙包，才避免更大的損失。 

    其實像老王這樣隨著建設公司來到鄭仔寮蓋房子，然後決定在這裡長住久安下來的，還有許

多同期或不同期的同事，他們這一行就是需要配合公司的安排常往外地工作，因此有機會看到許

多都市快速變化的樣貌，他們認為台南算是建設步調比較緩慢的城市，現在回頭看來，這裡的純

樸才是更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老王口中的攬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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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住民」--- 重劃與建設 P.4      

最後他們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早期台南許多低窪地區都是魚塭，其中有不少大塭主，當時有些

大塭主真的太有錢，在每餐吃飯時間總是擺出 4、5 桌飯菜，免費提供給自己的親朋好友來一起

使用，有一位大塭主的兒子每個月「蹔酒家」的錢就要三棟房子。 

他們在形容自己的魚塭時更是口氣很大的說：「土地看ㄝ到的攏是我个，粉鳥飛袂過。」取代

一望無際的魚塭，鄭仔寮已經搖身一變不再是城外的荒蕪；寧靜的住宅區、美麗的公園、林立的

商業大樓；在生活機能完整簡便當今，走過滄海桑田的人與事成了最令人玩味的故事。 （洪意

萍） 

 

 

 

 

http://ip194097.ntcu.edu.tw/TG/Concordance/kwic.asp?hp=hl&su=蹔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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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ㄝ媳婦 P.1  

                             

「小時候我經常跟著喜歡釣魚的爸爸到鄭子寮這個地方，對於當年所看到的鄭子寮印象中是個充

滿農村景色的偏僻地方，眼前所見幾乎都是魚塭和蓮花池，偶爾會見到一些愛好拍照的攝影師對

著池中的蓮花取景。小時候居住在正覺里，與鄭子寮僅相隔一條西門路就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環

境與文化。」鄭里長的太太回憶著說。 

    當年只是一個單純的小女生，怎樣也沒想到在長大之後會嫁到幼時常去玩耍的農村，成了鄭

子寮媳婦；更意想不到日後有機會在這塊土地上成了服務里民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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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ㄝ媳婦 P.2  

    說到當媳婦的生活，鄭太太說比起上一代婆婆她們，現代年輕的媳婦實在輕鬆許多。婆婆雖

然不必像更早期的女人得走路到很遠的地方挑水，但多數上一代的媳婦都要協助農作，早出晚歸

地在農地和家庭二頭辛苦。 

    其實任何年代的媳婦都有各種甘苦的故事；鄭太太說在鄭子寮容易淹水的「火燒島」上(備

註)，有一批現今看起來老舊的透天厝，那是早年鄭子寮第一批整地建屋出售的「販厝」。 

當年有一位居民因為急欲搬出婆家，一知道有魚塭整地蓋了販厝，二話不說馬上訂了一戶，

入住一段日子後才發現淹水的情形嚴重，還曾引起先生的抱怨。 

    不過當鄭子寮一路以都會型社區持續的發展，地價跟著水漲船高，先生應當會讚許老婆當年

的慧眼獨具吧！ （洪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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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ㄝ媳婦 P.3  

 

                  

                           批整地建屋出售的「販厝」。 

備註：「火燒島」原意是指遼闊浩瀚的大海中的小島。古時候汪洋中的小島居民出海捕魚，每每      

在天未亮回程靠岸時，因天色太暗時常觸礁沉船，後來島上居民想到在岸邊燃燒火堆來照亮，讓

辛苦出海捕魚的家人能安全歸來。所以「火燒島」之名有著先人的智慧，也意味著黑暗中的一點

溫暖光明，像燈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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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書工作坊」學員採訪百年米粉老店 

    這間百年米粉的工廠已經傳承了第三代，而第三代的老闆也準備要退休換第四代了，在這裡

工作看起來很辛苦，大家都赤著腳在走路，員工大約都工作１０個小時左右。 

    老闆很謙虛的說他的米粉和其他的米粉差不多，料理方式也可以看自己的想法來製作，很多

人都想和老闆買米粉拿去做加工，例如：做餅乾、麵包等等，以前大部分都是用手工，但因為越

來越多，所以現在雖然還是會用手工製作，但大部分都是使用機器去製作。 

    以前米粉做成條狀之後再用鍋子疊起來，疊高後在下面用火燒，現在是採用蒸的方式比較快，

產量也比較多，大約要製作１０個小時左右。老闆說很多人建議他去做外銷，但是他都拒絕，因

為現在的工作都已經忙不過來了，再加上外銷風險比較大，所以老闆目前沒有做外銷的打算。（吳

嘉輝 民德國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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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書工作坊」學員採訪福安宮委員  

福安宮本來是位於今天的成功活動中心現址，但民國七六年因為要興建北安橋，福安宮因此

遷移第二次，福安宮就蓋在北安路橋下民國九三年福安宮動土重建，蓋了五年才完工。 

    這座廟是鄭子寮的精神象徵，許多人們為了提供一個信仰中心，有些人組成團體來募款，有

些人不管有沒有錢也捐一些資金。廟裡的神尊有中壇元帥、觀音佛祖、玄天上帝、李府千歲、福

德正神、註生娘娘。 

    福安宮主要的設計師是鄭介文，說到福安宮的特色就一定要提到廟頂是採用「剪黏」又稱「剪

花」的裝飾；利用早期不要的瓷器，以石灰和石棉拌合糖水，成為一種既有黏性也具可 塑性的

固體，然後塑成各種形狀，再將瓷碗片成需要的形狀黏貼上去，做出好看的藝術品。 

   柱子是使用大理石製作，福安宮的雕刻是採用三層雕，不同於其他地方是在於它是一體成   

型，木材是使用紅檜木，因為紅檜現在禁止砍伐也無法使用，所以更顯得這些雕刻和神像的珍貴。

在室內彩繪方面則是以傳統最原始的工法；用水墨、炭筆所畫成，相當具有藝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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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工作坊」學員採訪福安宮委員  

（吳嘉輝 民德國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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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寮發展軌跡  

    早年的鄭子寮屬台南市外緣地帶，因地處偏僻，以漁塭養殖和蓮花池相關產業為經濟主要來

源， 但隨著鄭子寮重劃區對該行政區居住環境的改善，因此吸引了許多外來人口的遷入。 

    人口遷入重劃區的現象，也同時顯示新遷入人口對住宅環境的需求，已逐漸趨向於單純的住

家環境，而逐漸脫離住商混合之傳統居家兼營生意的型態。 

    台南市為台灣之開臺古都，充滿歷史人文活動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隱約顯示在層次鮮明的都

市建築、街道紋理古蹟活動的傳承中。而漠視環境正義的經濟發展，製造了各式的汙染源，改變

了鹽水溪的生態，相對的也阻礙了地區生產，影響周邊生活與生命的樣貌。  都市並不是非得高

樓大廈；車水馬龍，擁有一個舒適的社區空間尺度，也兼具歷史文化特色的居住環境，才是最適

居的所在。 (方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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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門簡介Ⅰ  

 

台南市從以前至今留下了不少古建築，其中就包含了府城古城門。 

 

清領時期設為台灣府，因懼怕反清人士會據城池，威脅清政府，又為國防所需、當地 

 

駐派官員所奏，於雍正年間，台灣府城牆正式立足於台南。 

 

城池的形狀是半月形，西面臨海，不設柵垣，後又陸續在柵城外種植刺竹、綠珊瑚。 

 

柵城不耐火又發生林爽文事件，清廷終於將柵城改建為三合土城。 

 

康熙 60 年（1721）朱一貴事件，於雍正初期知縣周鍾瑄開始修築木柵。 

 

此時城門只有七個，西邊未完全包圍，致大西門獨自聳立，兩邊未與木柵相連。 

 

雍正 11 年（1733）～ 乾隆 53 年（1788）為竹城時期。 

 

雍正 11 年（1733），奉旨加植莿竹以強化城防。此外，還在小北門與小西門建了大砲臺，在

大西門外設四座敵臺，小北門外設兩座敵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4%B8%80%E8%B2%B4%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9%8D%BE%E7%91%8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E%BF%E7%AB%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8C%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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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門簡介Ⅱ  

乾隆元年時，將七座城門改以石堆砌城門。 

 

乾隆 24 年（1759）在莿竹外增植綠珊瑚強化防禦。 

 

乾隆 40 年（1775）知府蔣元樞補植莿桐與林投，並添建了小西門和整修砲臺與窩舖。 

 

乾隆 53 年～56 年（1788～1791）木柵竹城由知府楊廷理改建為土城牆。 

 

此次改建，最重大變動就是將大西門往內移動約 120 餘丈，使五條港區成為城外。 

 

城垣高約一丈八尺（5.76m），頂寬一丈五尺（4.8m），底寬二丈（6.4m），城周 

 

約兩千五百二十丈（8.064km）。 

 

道光 16 年（1836）開拱乾門、兌悅門與奠坤門，大東門外也擴建了東外城，仁和、 

 

東郭、永康三門。這一次的擴建，令城牆周長增加到兩千七百丈（8.64km）。 

 

光緒 33 年(1907)日據時期逐次拆除城垣、城門，闢建道路。(黃玲 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5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7%8E%89%E6%A8%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5%85%83%E6%A8%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5%BB%B7%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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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八座舊城門  
 

 

名稱 
別 稱 

創建

年代 
位        置 說       明 現況 

備    

註 

 

大 

東 

門 

  

 迎 東 

 春 安 

 門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城池東南側，清代十字街

東端。今，東門路一段與

勝利路口，以圓環形式坐

落於道路中央 

內門上有“迎春

門”3 字。1977 年將

大東門依原來的外

貌形式重建。 
市定古蹟 

往來仁

德地區

必經之

路 

 

大 

南 

門 

寧 

南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孔廟正南方，城池南垣正

中，出城向南行有五妃廟

位於桂子山 

內門上有“寧南

門”3 字、外門有

“大南門”3 字設

月城，1977 年依原

樣重建 

市定古蹟 

右前方

有:大碑

林。週邊

現稱南

門公園 

 

   大 

西 

門 

鎮 

海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城垣西邊。約於今西門路

二段與民權路二段交會

處 

西門路是依大西門

城垣而建 
拆除 

府城海

岸邊的

城門 

 

大 

北 

門 

拱 

辰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約於今小東路與北門路

二段交會處 

台南公園燕潭旁仍

有一段大北門城牆

遺蹟 
拆除 

往來埔

姜頭地

區必經

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6%80%E8%B7%AF_(%E8%87%BA%E5%8D%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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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東 

門 

鎮 

東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大東門與大北門之間原

址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內 
剩下部份城牆 

日據初， 

拆除 

通往後

甲一帶

交通要

道 

 

 

小 

南 

門 

鎮 

南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約於今臺南大附小，開山

路與樹林街二段交會處

附近 

 

1895 年日軍由此進

入府城。剩下部份城

垣為臺南女中之圍

牆 

拆除 

遺蹟附

近:小南

城隍廟 

 

   小 

西 

門 

靖 

波 

門 

乾隆

四十

年 

1775

年 

原址約於西門路一段、保

安路口附近 

 搬至成大

光復校區 
 

 

小 

北 

門 

鎮 

北 

門 

雍正

元年 

1723

年 

 

約於今民德國中附近公

園北路與西門路三段交

會處 

 

拆除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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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城 古 城 池 圖  

 

 

 

 

 

清嘉慶十二年 

（1807 年） 

城池圖 

 

       

         

 

      文字參考資料  

 

     1.府城今昔 

     2.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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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作者 : 林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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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作者 : 繪本工作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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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作者 : 李意晴 ∙李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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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