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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蘇澳舊地名探索

　　蘇澳早年被稱為「施

八坑」，但命名來由已

不可考，由清代姚瑩《東

槎紀略•施八坑》中一

篇之描述：「嘉慶年間

已有漢人私入施八坑開

墾，至道光元年聚居已

三百餘人。」記載約於

嘉慶年間，已有漢人開

始進入蘇澳，而海灣稱

「港口」，內陸稱「施

八坑」，而蘇澳一名，

相傳為清朝嘉慶年間，

有位「蘇士尾」的人帶

著鄉勇到此地開發，後

來地方人士為了紀念他

的功績，把他的「姓氏」

和「港灣」結合，稱為

「蘇澳」。

　　但其實「蘇澳」一

地名文獻記載可追溯至

萬曆年間，福建巡撫層

奏請海防以抗海盜顏思

齊，自清代初期也將此

處稱蘇澳，且於 1807年
（嘉慶 12年）福建巡撫
張師誠、1808年（嘉慶 13年）州將軍賽沖阿等人之奏報中，均載有「蘇澳」之名。「蘇士尾」
如果確實有貢獻於蘇澳，因而以其姓命名，那麼為何在史料中並沒有相關記載，可見蘇澳一

名應該不是出於此處，但也已難以考究。

　　蘇澳鎮之舊地名，大致可分為自然與人文環境兩類，其中包含山川地形、族群分布與先

民生活方式等，下將以蘇澳鎮分為龍德與頂寮、新馬、白米、蘇澳、南方澳及南澳等六大地

區介紹該地區舊地名。

【圖 1-3-1】蘇澳鎮舊地名分布（卓彥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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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龍德與頂寮地區

壹、猴猴

　　猴猴原為噶瑪蘭族三十六社之一位於現今頂寮、龍德二里一帶，在蘭陽平原東南部，今

新城溪（武荖坑溪）下游北岸，海岸沙丘西方。猴猴或作「高高」或「猴猴田寮」，可能是

高山族孤立聚落。古時武荖坑溪經大坑罟南方入海，此地原有海岸潟湖「大埤」，猴猴社即

在大埤北岸。

　　洪敏麟根據《噶瑪蘭廳志》的記載：「猴猴一社，從蘇澳之南方遷移來東勢，其言語風

俗與眾異」推測「顯然非卡瓦蘭（噶瑪蘭）平埔族，可能是泰雅族或阿美族之北移者」。至

於田寮地名是山地原住民採火耕式游農，因不斷休耕移地，使耕地遠離村落，常在旱田中築

小茅屋，以備農忙季節時居宿之用，因此得名。244 

貳、隆恩

　　今龍德里境內，位於宜 30線，隆恩廟附近的集村聚落，是一農墾集村聚落。噶瑪蘭設廳
以後，溪南未墾地官府依性質不同而分為：新分埔地、加留餘埔、流番埔地、補城基埔地、

隆恩埔地及酬勞埔地等五類。其中隆恩埔地是奉大憲議准，就東勢加留餘埔內，劃出奇武荖、

珍珠美簡、馬荖武煙、武罕等社界餘埔，湊出 200甲，歸營招佃承墾，亦即是為了慰勞兵士，
賜土地給兵營，做為兵士們的財產。但事實上是責成漳、泉兩籍墾戶首，出資招佃分墾。此

埔地於 1813年（嘉慶 18年）和 1815年（嘉慶 20年），分別由漳籍陳受恩和泉籍翁承輝擔
任墾戶，自備資本，招佃開墾。245 所謂的「隆恩」也者，乃是為了慰勞兵士，賜土地給兵營，
做為兵士們的財產。

參、西崙

　　今龍德里境內，指福德西巷之集村聚落，由於本里地形上多沙崙地形，聚落分布明顯沿

著沙崙平行排列，以龍德廟（土地公廟）所在地之沙崙為中心，位在龍德廟之西的沙崙，稱

之為西崙，有張姓及劉姓之同姓集村。246 

肆、中崙

　　今龍德里境內，指福德路之集村聚落，為龍德廟（土地公廟）所在地之沙崙，由於位置

居中，因而稱為中崙，亦有張姓及劉姓之同姓集村。247 

244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0。

24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7。

24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7。

247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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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東崙

　　今龍德里境內，指福德東巷之集村聚落，由於位在龍德廟東方的沙崙，因此稱為東崙，

主要包括舊猴猴社及猴猴農墾集村聚落。248 

陸、頂寮

　　今頂寮里境內，原位於武荖坑溪北側，頂寮公墓南方的集村聚落，為一漁村聚落，因地

處沙崙地形，地勢較高，移民初至，在崙後搭建簡單草寮居住，因為地勢較高，因此稱為頂寮。

利澤工業區成立時，聚落成為工業用地，於是政府在濱海公路西側國聖廟旁興建國民住宅，

提供附近埤仔尾、水頭仔及頂寮三聚落之居民居住。249 

柒、猴猴仔頭

　　猴猴仔頭又稱「埤仔頭」，為龍德要進入頂寮的地方，以前為平埔族聚落，進入頂寮前

皆須經過猴猴頭，臺語故稱猴猴仔頭。

捌、頂城

　　頂寮北部為頂城，又叫「城頭仔」，住有約 60、70戶，應媽廟位於此處，每年五月初一
祭祀。250 

玖、半中仔

　　頂城與下城之間即為半中仔，臺語為「puànn-tiong-á」，又稱「中仔」，即為兩城的中間，
約有 70、80戶人家，福安宮舊址即在此，遷村後合祀於國聖廟。251 

拾、下城

　　下城位於舊頂寮最南端，鄰近新城溪出海口，又稱「城尾仔」（臺語為 siânn-bué-á），
下城地處低窪，地下多湧泉，暴雨容易造成淹水，颱風來襲又缺乏屏障，常海水倒灌，生活

較為困苦；有應公廟於此，供奉大眾爺公，農曆 7月 15日千秋。252 

24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7。

249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8。

250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4。

251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5。

252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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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頭前溝仔

　　頭前溝仔位於下城庄前，故稱「頭前」溝，溝寬約 1公尺，要走溪底路必先經過頭前溝仔，
下城地區湧泉多，溝水源於埤仔底田，匯集至窟仔底，溝水水量不多，清澈多有魚蝦。253 

拾貳、功勞埔路頭

　　下城地區到功勞埔、大坑罟需要走過新城溪，這條溪底路叫過溪仔路，而過溪仔路從華

興橋頭即為功勞埔路頭。254 

拾參、上頂寮

　　位在頂寮地勢最高處，住有 7、8戶人家，因位居高處居民便稱「上頂寮」。255 

拾肆、埤仔尾

　　今頂寮里境內，位於五結鄉第二公墓東南側，今已成為利澤工業區。舊日本區南部有一

大埤，即金榮發埤，為 1814年（嘉慶 19年）溪南泉籍總理翁清和請張致遠為埤戶，開埤築圳，
後因張氏攜眷返鄉，便將此埤賣給新榮發油舖掌管，故稱此埤為金榮發埤。本地因位於該埤

的尾端，所以稱為埤仔尾。本聚落原來的規模頗大，屬舊時清水庄的最大之聚落，因此又稱

為大庄。利澤工業區成立時，聚落成為工業用地，於是政府在濱海公路西側國聖廟旁興建國

民住宅，提供居民居住。256 

拾伍、埤底田

　　埤底田位於舊頂寮公墓旁，約有十多公頃，田中有湧泉，田裡多種植筊白筍，而湧泉水

蜿蜒流入頭前溝仔。257 

拾陸、窟仔底

　　頭前溝仔的上游即為窟仔底，此地多有水田約兩甲多地，竹林茂盛，沼澤區的水流入頭

前溝仔。258 

253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6。

254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6。

255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5。

25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8。

257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6。

258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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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舊頂寮路

　　舊頂寮路路寬約三公尺，長一公里，路邊矗立著一排電線桿，又被稱為「電火條仔路」（臺

語 tiān-hué-thiāu-á-lōo），從上城沿著電線桿至中寮仔再到猴猴仔。259 

拾捌、後壁溝港

　　為現在自然生態公園，原為一座海港，可以停船，但因大水切割改變河道，變成無尾港，

港區腹地頗深，周圍皆為低地，港內魚類豐富，多有鯽魚、吳郭魚、烏仔魚與其他蝦類貝類。260 

拾玖、軍中養魚池

　　軍中養魚池為後壁溝港仔在戰後國軍來此，圈圍水域形成小池，魚池中養魚蝦，卻不許

居民捕撈，民眾便戲稱是「軍中養魚池」，後來因大家抗議才開放。261 

貳拾、調節溝仔

　　調節溝仔，由後壁溝通往海邊，會隨漲退潮升降，是海水與湖水的交界通道，溝內魚蝦

豐富，多有螃蟹、鰻魚、鯰魚等。262 

貳拾壹、牽罟路

　　牽罟路自新城登上山崙仔，繞過南邊下沙崙後，再經過後壁溝仔港直到海邊，為以前牽

罟捷徑，在牽罟、捕魚苗季往來人甚多。263

貳拾貳、沙崙仔

　　沙崙仔為頂寮連沿岸高大的沙丘，居民早先沿沙崙蓋房以避風，沙崙約佔十公頃，最高

處達 23公尺，自上頂寮綿延至下城，崙上多有木麻黃、茄苳等植物。264

貳拾參、沙崙頂

　　沙崙越高視野越好，於沙崙頂上可以遠眺龜山島，是監控五結到蘇澳海岸的制高點，國

259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7。

260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7。

261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7。

262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7。

263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8。

264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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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將海岸列為軍事要地，並駐有海防班哨，全盛時期有一排官兵駐守，。而沙崙頂亦有

一檢查哨，屬於警察管轄，有三民員警駐守負責漁民進出港登記，不論牽罟或舢筏出海都需

到檢查哨登記。265 

貳拾肆、國聖廟

　　國聖廟因舊頂寮被徵收維力則工業區，舊頂寮三宮廟－「福安宮」奉祀延平郡王、埤仔

尾「聖安宮」奉祀延平郡王、水頭仔「泉安宮」奉祀開漳聖王，頂寮居民集資合建國聖廟共

同奉祀三地神明。

貳拾伍、區界

　　今龍德里境內，位於宜 30線與福德東巷交界處，此地為五結鄉與蘇澳鎮之界線，因此稱
之為區界 266 ，當地居民故稱之。

第二節、新馬地區

壹、新城

　　位於宜 43線，慶安廟附近的集村聚落，七股山之北約 800公尺，地當武荖坑溪南方，因
地近泰雅族南澳群盤踞出沒的山地，當時墾民在此新形成之村莊為了防止山地原住民下山出

草，因而種刺竹、挖壕溝、築石牆，抵禦泰雅族南澳群，為一隘墾集村聚落，與紅水溝保（冬

山鄉）的民壯圍隔新城溪相望，由於開發較民壯圍為晚，所以取名新城，又稱作新圍。，聚

落城長條形，分為上城及下城，南端慶安廟附近，地勢較高，稱之為上城，北端福德廟附近，

地勢較低，稱之為下城。267 

貳、武荖坑

　　在蕃薯山與九股山間，武荖坑溪兩岸的西側山坡地上，地名起源於溪名。洪敏鱗推測武

荖坑溪的溪名由來，可能與噶瑪蘭平埔族奇武荖社人之遷徙有關。268 奇武荖社位於武荖坑溪
下游地區，昔有林保春圳取源於武荖坑溪灌溉內城仔、里腦仔、奇武荖補城基等處田畝。269 
日治時期曾傳出有金礦，大量淘金客湧入淘金，但到了武荖坑投資大量資金後卻無功而返，

因此也被戲稱「武了坑」。

265
　蘇澳鎮公所、頂寮市區發展協會編印，《懷念舊頂寮－遷村二十周年紀念》，頁 19。

26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7。

267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2。又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2。

268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2。

26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篇，1905年，頁 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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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馬賽

　　在武荖坑溪下游堤防之南約 400公尺，東距太平洋 100公尺處，海拔 5公尺以下，即
台 2丙線，馬賽國小附近。馬賽地名的由來，據說是起自原住民的族名。洪敏麟引用《噶瑪
蘭志》的記載：「此社原淡水流番」，解釋是蓬山番移至此地的拓墾者，並與彰化流蕃之畏

罪移來者給予區別而加予保護。並以《噶瑪蘭志略》的記載：「馬賽莊乃當日淡水流番之所

居，而民人近亦耕種於其地焉。」來加以說明。洪敏麟進一步指出關於馬賽的確實來源迄今

仍然不明，地方傳說，馬賽社人與泰雅族發生糾紛，在乾隆年間遷徙南方澳，更北上至大埤

之北。但此地在古志上並未載有原住民的番社，僅知這一帶是猴猴社罟魚狩獵的地方。一說

馬賽社人，在 1804年（嘉慶 9年）與岸裡、阿里史、阿束、束螺、北投、大甲、吞霄諸平埔
族群千餘人，經苗栗內山、斗換坪、大東河、溯鳳山崎溪上游越過山嶺，露宿 2日至叭哩沙
喃原野。可是西部平原上的平埔原住民各族社，並未有馬賽者，上述說法令人存疑；又一說

馬賽人屬泰雅族；更有認為馬賽社人來自臺北縣萬里鄉之馬鍊（VAsai），意為外來者（入侵
者）。270日人安培明義說：「馬賽，是猴猴社番漁獵的地方」271新近的研究則認為馬賽是凱達

格蘭族 Basay的族名，其來源仍無較明確的說法。但根據語言學家：李癸壬的推測：大致是
指原住於北海岸三貂角一帶的凱達格蘭族巴賽亞族，272之所以被稱為馬賽是因當地住有自稱

為 Bassaijos、Basaij的人。273 漢人入墾馬賽地方在嘉慶年間，建村莊於馬賽社旁，初稱馬賽
南興。根據《噶瑪蘭志》：「馬賽隘：距廳南三十里，在馬賽莊，通生蕃界，募丁十二名」，274

原應為一隘墾集村聚落。噶瑪蘭設廳以後，溪南未墾埔地，分給三籍開墾，限期墾透，馬賽

地區 100餘土地，為補發粵籍缺額埔地。275 另有部分為流蕃土地：猴猴社番佃戶友八、三貂
社番佃戶老婆等，承墾馬賽莊東西埒田業。276 

肆、姓賴仔底

　　位於馬賽國小西北方，台 2丙線旁的聚落，姓賴仔底為賴姓同姓聚集的村落，因此稱之。277

伍、無尾港

　　無尾港，原為馬賽港，是新城溪的出海口，後來因新城溪潰堤氾濫，人工疏浚至大坑罟

出海後，導致港口泥沙嚴重淤積，且溪流改道，水因而無法出口，就被稱為無尾港，現在成

為一個水鳥生態保育區。278 

270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0-451。

271
　安培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 128-129。

272
　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市：宜蘭縣政府，1996年，頁 51。

273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年）》，頁 54。

274
　陳淑均編，《噶瑪蘭廳志》，頁 50。

275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篇，180-183。

276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篇，185。

277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4。

27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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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功勞埔

　　位於宜 40線（存仁路）上定安宮附近的集村聚落，北距新城溪（昔稱武荖坑溪）約 405
公尺，東距太平洋約 300公尺，聚落建於海拔 5公尺的沙丘上。功勞埔，昔作公勞埔，此一
帶地近武荖坑溪口（一名馬賽溪口），舊日為羅東通往蘇澳的咽喉。1825年（道光 5年）
在蘇澳港置汛，並在蘇澳北方七星嶺（南關嶺）之北「嶺腳」建南關為東勢之鎖鑰。附近原

屬東勢地方邊際地區，多泰雅族之騷擾，功勞埔可能就是賞給對禦番拓墾有功者的土地。279 
1811年（嘉慶 16年）有佃戶何江淮、林邱氏、練祥慶、何對等於翟金任內置有馬賽莊功勞埔
地 32甲，280為本地最早的開發記載。亦有功勞埔即菅芒（寒芒）林埔訛音之說法。

柒、大坑罟

　　位於無尾港北側，宜 40線旁（大成路），大玄廟附近的集村聚落，蘇澳街北方約 208公
里處，地當武荖坑溪舊溪道北岸，距大平洋未及 1公里處。「大坑」指武荖坑溪在此，河幅
加寬，罟即網魚之器具，在此設置網罟捕魚，因此得名。281 是以陳姓為主的漁村聚落。另據
村民口述，當初是由陳姓 12人自頭城大坑罟移住至此，故亦以大坑罟為地名。陳家祖先自福
建遷臺，攜入兩尊神明，一尊為關聖帝君，一尊為玄天上帝，族人分兩地而居，乃抽籤決定

奉祀神明，頭城的大坑罟祀關聖帝君；本區則祀玄天上帝。282 

捌、姓林仔底

　　位於宜 40線旁（大成路）港口橋北側的集村聚落，姓林仔底為同姓林的聚落，故稱之。283 

玖、隘丁

　　隘丁因先民常受生番下山出草，因此設關隘，並配置隘丁看守防禦，因此而得名。

拾、隘丁城

　　位於草山東南，隘丁嶺之東，武荖坑溪之南，文化國中東南方的集村聚落。聚落與隘丁

嶺（九股山）相距僅 500公尺，往昔從宜蘭經羅東、冬山至蘇澳之道路，在此入山谷順冷泉
溪而下，為交通要衝之地。相傳 1817年（嘉慶 22年）有汀州移民 32戶 40口（按：黃雯娟
的訪查則說是以漳州詔安籍為主）入墾於此，私設民隘，派駐隘丁以禦內山原住民的出擾，

279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49。

280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篇，188。

281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49-450。

28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5。

283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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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名。284往昔四周以石板，形狀略呈圓形圍成城垣，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城外並

有護城河，城門前方有一水池，當地人稱之為龍池。285因有隘丁城之稱。

拾壹、保安宮

　　保安宮建廟於 1852年（咸豐 2年），自冬山鄉大興振安宮刈火，供奉山三國王，於 1960
年（民國 49年）隘丁居民為籌謝神恩集資修建，並請來交趾陶名師林再興先生操刀，居民也
自發為林再興先生搭窯砍柴，林再興先生也感念鄉民幫忙，自做平安鯉意涵「平安里」之意，

流傳下一段佳話。

拾貳、隘丁嶺

　　隘丁嶺位於隘丁的小山丘，大約海拔 170米，隘丁與馬賽居民會在嶺上砍柴帶回去燒火。

拾參、隘丁大圳

　　隘丁大圳是道光年間廖龍、廖虎兄弟所造，又稱為畚箕湖圳，自武荖坑溪大圳頭開到隘

丁，讓隘丁居民得以有充沛水源灌溉。

拾肆、草山

　　草山位於蘇澳新站後山以東，又分大草山與小草山，大小草山之間稱為草山坡。

拾伍、憨窟頭

　　憨窟頭位在隘丁城忠孝路口，是一沼澤地，湧泉水豐富，以前多有放牛與小孩戲水，後

來成為一個蓄水埤塘，更盛傳因湧泉配上地理美景因而讓隘丁地靈人傑之說，後來道路拓寬

在鄉民極力爭取下以高架架設道路才免於地理被破壞。

拾陸、烏桶頂

　　位於隘丁嶺上，以前在城門都有更寮，由此制高點可以防止生番下山或土匪入庄，一有

危及便可通知全村落。

284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1。

28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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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九股

　　九股相傳先民來此開墾二甲多地，分為九個股份，因而得名。

拾捌、九股山

　　九股山又名「九股山」，與隘丁嶺兩山相對，景色美麗又少有人為破壞，於山上有一古

剎名「吉祥梵宮」，為蘭陽境內最古老的佛寺。

拾玖、湖口店子

　　早年有住戶數家與一家小雜貨店，緊鄰畚箕湖出水湖口，故稱湖口店仔。

貳拾、田心仔

　　位於宜 42線，馬賽國小東南方的集村聚落，以林姓居多，引武荖溪水灌溉水田，因聚落
位於田中央因此命名。286 

貳拾壹、景腳

　　位於蘇澳新站後站、隘丁山西麓下的小聚落，早期為畚箕湖圳的支流，居民利用九芎樹

幹鑿成天溝，俗稱水景，因懸空於地表引水灌溉，因此名為景腳。

貳拾貳、岳明新村

　　位於岳明里，戰後大陳島民撤退來臺，分別安置於臺灣各地，岳明新村為本縣大陳島民

的居住村落。岳明新村一名由來，即是取自沈之岳的「岳」字，及其化名王明的「明」字而來。

岳明新村是個靠海的小聚落，地理位置剛好在馬賽通往蘇澳的山邊隧道口，鄰近蘇澳榮民醫

院。287 

第三節、白米地區

壹、白米甕

　　廣義的白米甕包括長安、永春、永樂三里，狹義則指永樂國小西側的集村聚落，是一隘

墾屬性的集村聚落。因該區三面環山，形成甕口地形，且礦產豐富，常可見白色的石米仔隨

28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3。

287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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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沖刷到溪床上，故名白米甕。

　　地名來源有三說：一說，1876年（光緒 3年）派駐蘇澳的王家驥，初至本地發現白米溪
乾固，白石壘壘，形狀像白米粒，又因這一帶三面繞以畚箕湖山、猴椅山等，形勢似甕，因

此稱為白米甕；另一說為往昔移民僅植甘藷度日，但此地多山豬、糜鹿，只要入山狩獵、滿

載而歸，可換取白米因此得名。288 

　　又相傳有仙人為幫助逃難於此的難民，於山崖下擺一石甕，每戶人家給天可以從甕中領

到一家所需的米，後來有貪心的居民為了得到更多白米，於是鑿開石甕，但甕中卻沒有什麼，

而石甕再也不流出白米。

貳、過溪仔

　　位於長安里砲臺山西側圳頭溪畔的集村聚落，蘇澳街原有蘇澳溪（包括粗坑、圳頭坑、

猴猴坑、公館坑）流經，溪之東南側一帶，自蘇澳街至該聚落必須跨越蘇澳溪，稱作「過溪

仔」。因蘇澳溪改道東移，此地已與蘇澳街連成一體，今僅臺泥廠仍須過溪。289 

參、砲臺山

　　於本里東側蘇花公路西側山麓、天君廟附近地區。1884年（光緒 10年），清法戰爭爆發，
法軍攻打基隆，亦曾想入侵蘇澳，當時的清軍曾在本地建築防禦工事，架設火砲抵禦法軍進

攻蘇澳，此地興建兩座海防砲臺和營房，便於防禦，故名之。1927年（昭和 2年）日人於此
建有「蘇澳金刀比羅神社」，所奉祀的是日本海神「金毘羅」，日本各地的漁港，多設立金

刀比羅神社，以庇佑漁民海上安全，此一信仰類似臺灣漁民的媽祖信仰。又稱海神廟。今則

闢為砲臺山風景區，而原來砲臺已移至蘇澳鎮公所存放。290 

肆、金刀比羅神社

　　金刀比羅神社位於砲台山上，當時因日本興建蘇澳港鼓勵日本人移民來蘇澳，因而建造

金刀比羅神社，供奉「金毘羅」，為守護海洋之神，戰後遭國民政府摧毀，僅留石碑、石椅

與石燈籠。

伍、永春

　　永春為白米社區一帶舊稱，今永春里境內，位於今蘇澳油庫辦事處，是一隘城仔，分為內、

288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48。又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8。

289
　鄭俊彥提供。

29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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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兩城，外城在臺泥蘇澳廠一帶。291 因此地係晉江永春縣人來此開墾而得名。292 蘇澳街最早
興建的廟晉安宮，奉祀泉州人的鄉土神法主公。根據黃盛璘的研究：「相傳 1826年（道光 6年）
墾民蘇市尾、張光明等，為了鎮壓瘴癘和藩害，仍自原鄉泉州安溪請來法主公（張公）奉祀

於永春，1872年（同治 11年）才遷至太平路今址。」293 白長川因此推論永春應為移民的原
鄉地名，永春縣原隸屬於福建泉州，後雖改轄永春州，但居民仍自認是泉州人，與泉州人有

共同的主祀神，而法主公（張公）則為泉州安溪地區主要的地方神祇，也是永春人的主祀神，

因此永春城應是來自永春縣的移民所建立的防禦性聚落。294 

陸、公館仔坑（燒死人坑仔）

　　於臺灣水泥廠附近，蘇澳溪西側的山谷地區，原無部落，因附近盛產石灰石而成為石粉

工廠集中區。295 亦有一說法為燒死人坑仔，因早期有一座火葬場，僅供日本人火葬以便帶回
本國安葬，所以村民便將火葬場一帶稱為燒死人坑仔。

柒、五里亭

　　於蛙仔湖一帶，即現今蘇澳油庫附近，是清代蘇澳地區重要的防番據點，本區為蘇澳溪

（白米溪）與圳頭坑溪、猴猴坑溪及粗坑溪等支流匯集處，形式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296 
蘇花古道自蘇澳街至此約五華里，故名之。

捌、蛤仔湖

　　蛤仔湖，因蛤子是臺語「kap-á」，為青蛙之意，又稱「蛙仔湖」，現今蘇澳油庫所在，
原是一個低窪的水埤，因位處蛙仔山下，故而得名。民國 70年中油將此填平作儲油槽。

玖、蛙仔山

　　蛙仔山位於蛙仔湖東側的山丘，因山形似蛙而得名，昔日蛙仔山上有清兵駐紮，留有營

盤遺址，呈四方形並以石頭堆砌，約有一人高度，並四周挖有護溝，但於中油興建油庫時將

蛙仔山切掉近三分之二，營盤遺跡也因此而毀。297 

291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9。

292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48。

293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0。

294
　白長川，〈蘇澳開拓史考〉，頁 185-186。

29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0。

296
　吳永華，《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頁 77。

297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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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猴猴坑

　　發源於七公里處，由南向北注入蘇澳溪的坑谷。約 1838年，原屬泰雅族的猴猴社蕃遷至
南方澳西北方的猴猴高地，因發源地曾為猴猴社蕃聚落，故名。猴猴社翻後又遷移至龍德里

猴猴。

拾壹、埤尾

　　於現今蘇澳油庫南方，因蘇澳油庫所在地原是低窪的水埤，而此區又位於該水埤尾端，

因此得名。298 

拾貳、粗坑

　　今永樂里境內，位於白米溪谷口地帶，白米甕西側的聚落。由於正當白米溪山地降入河

谷平原的谷口位置，屬沖積扇地形，河川自上游帶來大量堆積物，至此因坡度下降而形成堆

積，河床上巨石林立，因此稱為粗坑。299 

拾參、圳頭坑

　　位於中油蘇澳油庫南方，圳頭溪谷口一帶，北迴鐵路永春隧道口附近的聚落，圳頭溪圍

蘇澳溪之上游，為蘇澳街主要水源，由於聚落為於圳頭溪谷口，故稱圳頭坑。300 

拾肆、水管仔坑

　　位在永樂里十三鄰即為水管仔坑，當地原有十餘戶人家，坑中有巨石，蘇澳建港時挖去

填港，靠山而居的人家因土石鬆動，下雨造成山崩，之後全數搬離。

第四節、蘇澳市區

壹、蘇澳港

　　《噶瑪蘭志略》記載：「蘇澳，離城南四十五里，為蘭界東勢之盡頭。澳口即深水大洋，

該澳內寬外窄，中有石礁鎖束，左為北風澳，右為南風澳，皆可避風湧。……」相傳明嘉靖

末年，海寇林道乾曾停留此地數月，後來因為夥伴染病損失過多而離開，1797年（嘉慶 2年）
春，又有蔡牽攏靠沙崙，上岸掠奪，1807年（嘉慶 12年）年春，朱濆謀取而代之，至 1810

29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0-371。

299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1。

30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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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嘉慶 15年）夏依然有賊寇在此徘徊。由於盜匪進犯頻繁，清乃於 1825年（道光 5年）
設防，派一人帶兵 50名巡防。

　　於日治時期始興建為漁港，為現今南方澳第一漁港，1923年（大正 12年）開港後，一躍
為全臺三大漁港之一，僅次於高雄及基隆。戰後，為解決宜蘭木材加工品的外銷，於 1965年
（民國 54年）興建小型商港，至 1974年（民國 63年）其拓建被列為十大建設之一，歷時 9
年完工，成為國際商港，紓解基隆港船貨的擁擠。

貳、阿里史

　　今蘇西里境內，於中原路寶山寺與祖師堂之間，因嘉慶年間有部分台灣西部巴則海平埔

族「阿里史社」人移住該區，因而命名。301 

參、金面山

　　今蘇西里、永光里境內，又稱之為金字山，因山形似一金字而得名。302 永光里「日月宮」
根據創建發起人之一的劉祥臨表示，他早年在此山修道時就曾發現許多清兵的古墓，1965年
（民國 54年）日月宮建造於此一墓群之間。1973年（民國 62年）為配合政府推行地方建設
「公園綠化」號召，日月宮籌資於廟旁興建七層高的「忠靈塔」收納這些四散的清兵骸骨，

第一層除奉祀地藏王菩薩外，還安置 1876年（光緒 3年）清廷特派登仕郎王家驥，以及其他
墓碑湮沒的清兵骸骨 20餘具，其他各層則提供民間作為安置先人骨骸或無人奉祀之神主使用。
1992年（民國 81年）宜蘭縣史館進行田野調查時，在日月宮附近共發現 23座古墓，其中有
8座在金面山上。除此之外，以前在永春也曾發現 3—400具無主骸骨，據說是清兵駐軍全營
被原住民所殺害者，如今這些遺骸也全部遷祀於忠靈塔內，又早期清軍駐守活動的地點因後

來的開發或荒草湮沒，因此現在在日月宮週遭已難找到當年清兵古墓遺址，但日月宮的忠靈

塔內倒是置放了許多古墓石碑。1994年（民國 83年）吳永華經深入研究後推測：（1）金面
山上的清兵古墓應該是蘇澳地區的海防兵，與羅大春開發蘇花古道之清兵無關；（2）從永春
遷祀於忠靈塔內的數百骸骨，從未見史料記載，可能是 1875年（光緒 2年）死於疫癘的清兵，
並非村人傳說死於原住民所殺害者。（3）當時駐守蘇澳的清兵多為湘系的「湖南兵勇」。303 

肆、蘇澳神社

　　日治時期的蘇澳神社，鳥居位在蘇澳國中校門，自鳥居進入後繞到聖賢路273巷、志成路，
就是位在現在的幸福花園社區，當時因日本政府不許民眾供奉神明，因此集中神像於神社供

奉。

301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3。

30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3。

303
　吳永華，《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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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康大人廟

　　蘇澳城隍廟原為萬善公廟，後來改為大眾爺廟，當時因仙公廟搭戲台挖地基時，挖出金

斗甕，且旁邊有一把刀刻著康大人等字，可能是以前來鎮守砲台山的總兵，於是村民集資建

廟供奉，在八十年間，因志成路拓寬，遷建於現址並由縣長追封為城隍爺。

陸、蘇澳街

　　傳說清嘉慶年間有泉州籍蘇士尾，率壯丁入墾現今蘇澳街區西方一帶灣澳地區，由蘇氏

開墾之灣澳，故名蘇澳。另據臺灣番政志記載：西元 1632年西班牙人，因船隻偶遇颶風，漂
泊到「卡巴蘭」港口，船員 50人，全員為土蕃所殺。於是率領西班牙人及呂宋土人重歸故地，
焚毀土著部落七處，殺死土蕃 12人。此地因此被注意，並將蘇澳以北的海灣，命名為「聖•
塔卡塔利那」（Santa Catalina），即噶瑪蘭灣，而蘇澳港附近則命名為「聖•羅連索」（San 
Lorenzo or St.Laurens）。

　　廣義的範圍包括現今蘇澳鎮南強、朝陽、東澳三里以外的地區；狹義的範圍即日治時期

的蘇澳小字，包括現今蘇澳鎮蘇東、蘇西、蘇南、蘇北四里。304 

柒、蘇澳冷泉

　　今蘇北里境內，於冷泉路與中原路一帶，本區冷泉溫約攝式 22℃，因水溫低於常溫，故
名冷泉，日治時期即闢有冷泉浴室，此冷泉含有大量二氧化碳，日人在此設置臺灣第一家汽

水工廠：七星涼水場，正是利用冷泉生產。現本區已規劃為冷泉公園，鎮公所並於溫泉路底

興建冷泉浴池供民眾使用。305 

捌、水蚊仔坑

　　水蚊仔坑位於冷泉路上，白雲寺西南側的小溪谷，因地處山麓河畔陰濕地帶，蚊蟲孳生。

水塘內多水黽，因稱「水黽坑」。黽即福佬語蚊子之意，故名。306 

玖、港口

　　原新城溪出口港，故名港口，聚落屬集村型態，位於武荖坑溪下游舊河道與七星嶺（南

關嶺）之間，港口莊往昔在武荖坑溪口的南岸，與大坑罟南、北對峙。今武荖坑下游入海河

304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3。

30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5。

30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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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移，經大埤入海，稱新城溪，307 原河段稱為港口大排水溝。港口地名起因為原為武荖坑
溪口港汊，聚落為集村型態，居民多賴捕魚維生。308 1942年（昭和 17年）年颱風、洪水肆虐，
使新城溪改道至今河道（頂寮里南側），原來的河道淤塞，成為無尾港。昔無尾港可通帆船

至今港口城仔竹圍下，河川改道及超抽地下水使新城溪水量減少，金溪橋下已乾涸。309 

拾、七星嶺

　　七星嶺為岬狀山丘，七星嶺環繞蘇澳鎮舊市區北邊，西起聖湖里後湖一帶，向東綿延至

北方澳海岬，東西軸向腹地長約 4.5公里，南北軸向最寬處為約 1.5公里。基地周邊南臨蘇澳
冷泉風景區，向東俯瞰蘇澳港與南方澳漁港，東北眺望蘭陽平原與龜山島太平洋海域，西北

遙望畚箕湖山，嶺上可遠眺蘭陽平原與無尾港、龜山島與太平洋遼闊海景、蘇澳港至南方澳

漁村之人文景觀，並俯瞰冷泉公園與蘇澳鎮生活街區。

拾壹、嶺腳

　　東北距太平洋僅 200公尺，南倚關嶺（七星嶺）北麓，地名起源於南關嶺之山麓，舊日
是蘇澳北上赴羅東之咽喉。於七星嶺山腳，因位置得名，故名嶺腳。該處為一漁村，是以陳、

林及張姓為主的主姓村。1825年（道光 5年）蘇澳港建置，並在七星嶺北邊的嶺腳，設置南關，
為噶瑪蘭南方之鎖鑰。

拾貳、三面城（南關）

　　於現今蘇澳榮民醫院西北側的荒地上，原為隘丁防守據點之一，但今已找不到聚落痕跡。

南關位於距蘇澳燈塔大概一千多公尺，自清代即是重要的軍事據點，因遠眺可以看到龜山島、

南方澳，所以風景與視野相當漂亮，但因被列為軍事重地所以無法開發成觀光風景區。

拾參、澳仔角

　　位於岳明新村東南方海邊，七星嶺北坡嶺下海濱地區。由於位於新城溪舊道出海口（即：

現在的無尾港港口）之灣澳的最南端（南方有七星嶺阻隔），因此稱為澳仔角。310 澳仔角有
長灘兩百多公尺，於南端有礁石區，魚、貝類相當豐富，為牽罟最佳地點之一。311 

307
　1942年（昭和 17年）颱風、洪水為患，使新城溪改道之今河道（頂寮里南側），原來的河道淤塞，而成為無尾港。昔無尾

　　  港可通帆船至今港口城仔竹圍下，後因河川改道，加以超抽地下水，使得新城溪水量減水，金溪橋以下已成乾溪。（黃雯娟，
　　 《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
308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1-452。

309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

31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

311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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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無尾港

　　同港口釋義，原為新城溪之出口港，1942年（昭和 17年）颱風、洪水為患，使新城溪改
道至今河道（頂寮里南側），原來的河道淤塞，稱為無尾港。因為淤積沼澤地，時有水鳥棲

息於此，今成為水鳥生態保護區。312 

拾伍、張公廟

　　晉安宮蘇澳居民俗稱張公廟，主要供俸張公聖君，為蘇澳當地最古老廟宇，清代羅大春

曾在此興辦學堂，有勒石興學紀念碑於廟前。

拾陸、太平巷

　　蘇澳舊街市最熱鬧繁榮的市中心即為太平巷，但在 1942年（昭和 17年）颱風將屋舍吹垮，
日本人重新開路並截彎取直，變成現在的中山路。

拾柒、畚箕湖（施八坑）

　　在冷泉溪上源處，介於畚箕湖山和七星嶺間的山間盆地，本地聚落分布在冷泉溪西南岸，

海拔約 20至 40公尺間。因屬盆狀地形，其口向東，狀如畚箕，因此得名。本地原為泰雅族
盤據之地，1859年（咸豐 9年）有臺北縣三峽地方富豪李家亮率領民壯 20餘人入墾本地，313 
民結集而居，是一隘墾集村聚落。314 

拾捌、後湖

　　位於台 2丙線及台 9線之間（在冷泉溪上源，畚箕湖北方約半公里處），蘇澳軍人公墓
附近的聚落，由於東、北、西三面為山脈所包，僅南面較為開展，形式似湖，再加上其南面

開口處即為畚箕湖，此區位於畚箕湖的內側後方，因此得名。本地公路西側有一小山丘，為

著名的「軍人忠靈祠」，建於戰後，建築是仿照中正紀念堂的外觀設計，公園式的規劃，曾

獲得「全國最美麗的軍人忠靈祠」的美譽，是蘇澳鎮著名的觀光景點。315 

拾玖、出水口

　　位於新城溪（武荖坑溪）畔，蘇澳新站附近地區，在武荖坑溪上游短小支流的谷地中，

介於七星嶺和畚箕湖山之間。本地為舊馬賽圳水頭所在，馬賽圳即金豐萬圳，嘉慶年間馬賽

31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66。

313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2-453。

314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1。

315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3。又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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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補撥為粵籍缺額埔地，因勢高難以成田，乃於 1817年（嘉慶 22年）莊民公請結首范兼、
古大展等，在金山面溪頭坑內築埤穿壟，引水開鑿圳路，其取水口即在本地，因此得名。316 

貳拾、金湖城

　　金湖城早期只有三戶人家，進出都走周爺廟旁的大溝便道，於八○年代興建國宅後才熱

鬧起來。

貳拾壹、北方澳

　　古稱「北風澳」、「北份灣」，位於蘇澳港區北方的灣澳，原為小漁港，位於蘇澳灣北

方的岬角上，距蘇澳街區東北方約 2.4公里處，岬角向東延伸，上有高約 100公尺的小山脈。
《噶瑪蘭志略》作北風澳，冬季，東北季風吹襲，可避風湧。1970年代，蔣經國基於北方澳
軍事防禦上的優良地位，實施「龍淵計畫」，將原聚落的 200多戶居民遷出，成為海軍中正
基地。 戰後隸屬於北濱里，1975年（民國 64年）北濱里併入蘇東里，今屬蘇東里。

貳拾貳、松尾坑（上尾坑 317）

　　今蘇東里境內，位於七星嶺東方，舊海岸道路的至高點，清時南觀所在地。「松尾」是

臺語音「siōng-bué」之譯寫，有最後的意思，因南關為噶瑪蘭最南端的防守據點，故名。坑，
指山谷地形。318 

貳拾參、牛車路

　　牛車路為濱海公路開闢之前到北方澳沿白米溪可以到達埤角的小路，僅可通行牛車來搬

用重物，所以被稱為「牛車路」，牛車路坡度陡，而且只能到埤角，再下去就是海灘，只能

給人行走。319 

貳拾肆、風孔仔

　　風孔仔又稱「風孔仔口」、「風孔仔山」，是一處天然隘口，因兩邊山壁形成風口，海

風強勁因此稱為風孔。320 

316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篇，頁 180-183。

317
　松尾一詞，見諸於蘇澳地區諸多出版品，於《臺灣地名辭書：宜蘭縣》中，亦用松尾兩字，然則，松尾其實為音譯文字，亦

　　 可使用「上尾」一詞。
318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2。

319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2。

320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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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伍、金母雞

　　距風孔仔約五十公尺的山崖邊被稱為金母雞，是因相傳朱濆在此處葬妹，陪葬了十三座

金銀棺並裝滿金銀財寶，傳說金銀棺會化為金母雞帶著小雞仔在此出現，但人一靠近便化為

無形，居民便稱此地為金母雞。321 

貳拾陸、鳥屎礁

　　鳥屎礁顧名思義，形似鳥屎，且聚集許多海鳥居住在礁石上，布滿厚厚一層鳥屎，礁上

也多有貝類，有居民會上礁撿拾鳥蛋與貝類貼補家用。322 

貳拾柒、大嶺尖

　　大嶺尖為北方澳山嶺最高處，俗稱「大尖」、「主母山」，風景宜人，視野遼闊，日治

時期為重要陣地，與砲台山為蘇澳重要防空地點。323 

貳拾捌、板牆

　　板牆位於嶺北山路至嶺南大、小澳之間，地名由來已難以考證，地勢看來兩邊山壁高聳，

如被切割，中間可以通行，應是人工開鑿。324 

貳拾玖、鼻仔頭

　　鼻仔頭位於北方澳嶺端，形似象鼻，堅硬的花崗岩，為大、小澳的屏障。325 

參拾、大澳

　　大澳位於鼻仔頭灣內，倚靠北方澳嶺為屏障，是北方澳先民最早定居之處，房屋依山而

砌，但因山勢陡峭，漲潮時浪會打到山腰，人難以行走。326 

參拾壹、原進安宮

　　進安宮原坐落於大澳海邊石窟內，後來遷建至大澳山坡上，主祀天上聖母，為北方澳居

321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3。

322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4。

323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5。

324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6。

325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9。

326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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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信仰中心，龍淵計畫北方澳遷村，原本媽祖廟也要遷往南方澳，但後來起乩媽祖表示不

願意搬，因而進安宮保留在海軍營區內，北方澳居民再出資分靈於南方澳重建進安宮。327 

參拾貳、小澳

　　小澳為北方澳第二大聚落，與大澳相距約兩百公尺，於同一海灣內，居民多沿海建屋，

路緊鄰於海，浪大時道路幾乎被淹沒，行走於此十分驚險。328 

參拾參、內漥仔底

　　內漥仔底為北方澳第三大聚落，為一處靠海的小緩坡，山青草長、人跡罕至、野生動物

豐富。329 

參拾肆、灰窯仔
　

　灰窯仔距內漥仔地約五、六百公尺，曾為北方澳最具規模的工廠，主要是將海中咕咾石燒

成灰作為建材。330 

參拾伍、埤角

　　埤角位於牛車路進入北方澳之轉角處，今海軍蘇澳（中正）軍港指揮部，為一個水埤，

約三分地，是一處山泉匯流處。331 

參拾陸、毛蟹穴

　　毛蟹穴位於大澳山尖仔嶺，會自己湧出冷泉，夏天也不會乾涸。332 

參拾柒、蟾蜍礁

　　蟾蜍礁位於北方澳灣內，相傳北方澳原本沒有蚊子是因為這蟾蜍礁會吃蚊子，漲潮時浪

花滾滾，像蟾蜍含水一樣，後來建軍港時蟾蜍礁被炸毀。

327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2。

328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2。

329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3。

330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3。

331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4。

332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23。



T
H

E
  H

IST
O

RY  O
F  SU

A
O

  T
O

W
N

SH
IP

第
三
章
　
蘇
澳
舊
地
名
探
索

111110

參拾捌、蝦仔澳

　　蝦仔澳於北方澳北邊，曾有大量蝦子湧入澳中因而得名。333 

參拾玖、蘇澳燈塔

　　蘇澳燈塔位於北方澳後山，塔高 7.9公尺，為四方型燈塔，光程白光可達 16浬，紅光可
達 12浬，目前屬於蘇澳港務分局管轄，燈塔建於 1927年（昭和 2年），塔身為白色方形混
凝土塔，二戰時曾遭轟炸損壞，於 1949年（民國 38年）修復，目前仍然屹立於後山照亮北
方澳海域。

第五節、南方澳地區

壹、南方澳

　　位於蘇澳灣南側，距離蘇澳街東南約 2公里。古志作「南風澳」，此因往昔南風吹襲的
季節，以南風澳作為寄泊港因此得名。334 舊日的南方澳莊包括今南寧、南建、南興、南安、
南正、南成等里。南方澳為蘇澳南部大型灣澳，因南部有海岬為屏障，南風盛行時可做為船

隻停泊的灣澳，為天然良港，是臺灣三大漁港之一，為東部遠洋漁業重鎮。

貳、琉球仔巷

　　今南寧里港頭巷、南成里新化巷一帶，有許多來自小琉球的漁民，並聚集於此地生活，

因此當地人多稱為琉球仔巷。335 

參、移民仔村（底）

　　移民仔是日本琉球來蘇澳的移民，位於南興里華山三巷至七巷地區，本地為日治時期日

本為鼓勵日本移民到南方澳作業，興建一處專供日本漁民居住的村落，自成一區，當地人稱

為移民仔。光復後，日本漁民撤回，此移民村已為本省人佔居。336 

肆、南方澳漁港

　　南方澳漁港共有三個港區，第一漁港為日治時期所建，第二漁港即為內埤漁港，1955年

333
　蘇澳鎮公所、蘇澳區漁會、進安宮發行，《北方澳回顧－消失的漁村》，頁 15。

334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48-449。

33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3-374、378。

336
　吳麗玲，〈南方澳漁業聚的形成與社區整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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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4年）開挖之漁港稱為第二漁港。337 

伍、南天宮

　　南天宮為南方澳居民信仰中心，主祀天上聖母，漁民出海皆須來參拜以求平安。338 

陸、進安宮

　　進安宮原為北方澳居民信仰中心，主祀天上聖母，於 1975年（民國 64年）北方澳開闢
軍港後，居民遷村至南方澳，於 1983年（民國 72年）另建進安宮，作為北方澳移民的信仰
中心。339目前北方澳進安宮海軍予以保留，繼續供俸。農曆每月初一、十五仍開放信眾入內

上香參拜，香火相當鼎盛。

柒、虎頭山

　　虎頭山位於南興里西側的山嘴地形，高 78.9公尺，因山勢形似虎頭而得名。340 

捌、白鶴山

　　白鶴山於南方澳漁村，與虎頭山相互呼應，於白鶴山上可鳥瞰蘇澳港、北方澳、南方澳

整個港區風貌。

玖、王爺宮

　　位於南興里華山五巷池碧宮附近，1967年（民國 56年）自小琉球漁福村的「池隆宮」求
得池府王爺的同意，另雕金身分靈至南方澳，當時尚無正式廟宇容納神尊，於是將神尊供奉

在陳石碖自宅的二樓，不久便形成一個以小琉球人為中心的神明會。1977年（民國 66年）年
組成建廟委員會，募捐購地，籌建廟宇。1983年（民國 72年）屬於小琉球人移民籌建的新廟
終於落成，取名為「池碧宮」。「池」字是取自「池隆宮」的首字，「碧」字則是取自廟內

所供奉的另一尊「觀音媽」所來自的「碧雲寺」。由於池碧宮主祀池府王爺，所以稱本地為

王爺宮。341 

337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4。

33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5。

339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5。

34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6。

341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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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內埤

　　指現在的南方澳第二漁港，昔為一潟湖溼地地形，相對於南方澳第一漁港，其位置較內

側，因之稱為內埤仔。1955年（民國 44年），將內埤仔開挖為第二漁港，俗稱內埤漁港。342 

拾壹、豆腐岬（豆腐角）

　　今南建里境內，位於南方澳漁港東側防波堤，日治時期南方澳開港，興建兩塊閘門基座，

用來控制漁船進出，但新航道剛動工，基座才設好即面臨日本戰敗，工程停擺，遺留的基座

似兩塊豆腐被地方民眾口耳相傳成了地名。而原本規劃為漁港專用航道，在蘇澳商港南側防

波堤完工後，使得豆腐岬的地形成為半封閉的弧形，凹槽底部的海灘成為附近居民嬉水弄潮

的好去處，政府遂決定在此興建海水浴場，利用兩個路連島之間的沙灘，闢成天然的海水泳

池。343 

拾貳、猴猴鼻

　　今南建里境內，為昔日猴猴社原住民居住地，海岬地形似鼻狀，此名首見於 1904年（明
治 37年）所繪的臺灣堡圖，將南方澳東南海角稱為猴猴鼻，有一說是因似猴子鼻樑因而命名，
另一說為蘇澳原為猴猴社平埔族所居住，因此將此命名為猴猴鼻。

拾參、賊仔澳

　　今南建里境內，位於南安國小東南海濱的小灣澳，相傳 1797年（嘉慶 2年），有蔡牽攏
靠沙崙，上岸打掠，1907年（嘉慶 12年），又有朱濆謀佔為巢，來此竄泊，因此稱為賊仔澳。344 

拾肆、盡尾坑

　　今南建里境內，位於學府路大眾廟附近，盡尾坑為一山坑地形，位於南方澳之尾端，而

「盡」為宜蘭腔發音「thin」，為「最」之意，北方澳遷村後才有居民進駐此處。345 

拾伍、北濱一村、北濱二村

　　北方澳遷村所興建的聚落，北方澳居民分別移入南成里與南建里，分別稱為北濱一村與

北濱二村。346 

34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7。

343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7。

344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7。

345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7。

34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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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筆架山

　　筆架山位於南方澳東側的陸連島，海拔約一千公尺，為蘇澳漁港重要屏障，因外形似筆

架因而得名，近年因南方澳地區陸續有農委會主委李金龍、文建會主委邱坤良、教育部長鄭

瑞城等南方澳人出任政府要務，鄉里因此盛傳俗諺「筆架山，出文官」。

第六節、南澳地區

壹、東澳

　　位於東澳溪河口西南方約 300公尺的河谷平原，東北距蘇澳街區約 8.3公里處。東澳的地
名，洪敏麟說：「意即在東方岸邊靠水彎曲地方聚落，因灣澳位置，站在平原上，向東眺望

之處，故以名。」347 黃雯娟則認為：「因位於大南澳蕃地東側之灣澳，因之稱為東澳。」348 
原屬山地行政區（蕃地），1945年（昭和 20年），為隔離漢蕃，將蕃界東部漢人分布區劃入
蘇澳街，本地即當時的漢人分布區。349 

貳、吳仙營角

　　位於東澳溪北岸，當地保存完整，有砌石近三公尺，分為四個區，範圍達百坪，相傳為

清將領於此防生番，但因愛抽鴉片遭生番突襲而覆沒，只留下營盤。

參、粉鳥林

　　位於蘇花公路東澳灣的最南端，粉鳥即是鴿子，因為本地昔日是野鴿子群聚的天堂，所

以稱為「粉鳥林」。今建有一小型漁港，即粉鳥林港。粉鳥林港三面環山、腹地狹小，但因

地形屏障可避東北及南風，因此以供定置網漁船休息及避風為主。粉鳥林港出產有名的豆腐

鯊，每年的捕獲量，為全國之冠。由粉鳥林港至東澳村，延伸著一片新月形的白色沙灘，由

蘇花公路往下眺望，優美的海灣弧度襯著蔚藍深邃的海洋，和背後蔥蘢的烏石鼻，山海交織，

被公認為蘇花公路沿線最美的景色之一。350 

肆、烏石鼻

　　位於東澳最南端的海岬，因形似鼻頭，再加上覆蓋著青苔，因此稱烏石鼻。351 

347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3。

34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2。

349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3；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2。

35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2。

351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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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烏岩角

　　位於東澳北部、臺灣石粉礦場南側海邊的石柱地形，因覆蓋著青苔所以稱為烏岩角。352 

陸、東澳灣

　　東澳灣的範圍，北起烏岩角，南至烏石鼻，夾於兩片青山間，凹形海灣狀，全長綿延約 2
公里，弧線優美，為沙灘與礁岩互相組合而成的海岸。

柒、浪速

　　今朝陽里境內，位於大南澳平原南澳溪出海口北側山腳下，當地耆老習慣以日語「なに

わ」即「浪速」的日語發音「那娘仔」稱呼本地。洪敏麟說：「光復前朝陽里稱浪速，係日

本軍艦浪速輪載日軍登陸於此故名。」353 黃雯娟也說：「日治時期稱為浪速，乃因浪速丸在
此登陸，而以船名為地名作為紀念，又因浪速的日語發音似臺語音的『那娘仔』，當地人亦

俗稱為『那娘仔』。」354 經吳永華的考證，洪敏麟、黃雯娟的說法二人絕非事實，正確的答
案是 1907年（明治 40年）7月，浪速艦來到大南澳沿海砲擊南澳的泰雅族，此舉不僅讓南澳
的泰雅族驚慌失措，久難忘懷，對日本人而言更是別具紀念意義，因此命名。1909年（明治
42年）5月，蘇澳至大南澳間警備道路完成，宜蘭廳在沿線設置了 7個蕃務官吏駐在所，浪
速地名正式確立。在臺灣地名的命名過程中，以日本戰艦為名，這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例子。355 

捌、海岸

　　位於南澳溪口以南，澳尾山以北的海岸地區，日治時期總督府將大南澳平野官林野地組

給移民開墾，將此地分為四個區域，於 1942年（昭和 17年）洪水沖毀海岸聚落，居民紛紛
遷至澳尾山山腳下形成新聚落。356 

玖、雙層橋仔

　　雙層橋仔為清兵營寨，以前為刺竹營，往下到石碑位置為舊路，是蘭娘子與蘇澳組的界

址，石碑處即為兵營駐地。

35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2。

353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2。

354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0。

355
　吳永華，〈大南澳「浪速」舊地名之由來〉，《宜蘭文獻雜誌》第 50期，2001年 3月，頁 114—122。

356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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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龜山、龜山腳

　　今朝陽里境內，為於大南澳平原東側有一小山，原為一海島，此島分為兩部份，形似一

隻海龜，所以稱為龜山。大南澳平原，往昔部分為海灣，由於大南澳南溪及北溪兩溪分別帶

入大量的泥沙，慢慢沖積形成三角洲平原，使得三角洲平原東側的龜山，因此與陸地相連，

形成現狀。357龜山腳是龜山南側的地名，以位置得名。 358

拾壹、茄苳

　　今朝陽里境內，位於蘇花公路新澳橋附近的地區，原並無住家，因遍野的茄苳樹，以之

為名。1949年（民國 38年），南澳鄉南澳村有真耶穌教徒因與部落內其他教派者失和，聯合
同鄉碧後村的真耶穌教徒，遷移本地，自成聚落。359 

拾貳、澳尾山

　　澳尾山位於南澳溪南側，海拔高度 382公尺，為蘇澳最尾端山丘。360 

拾參、大南澳

　　蘇澳鎮最南端的聚落，位於大南澳南、北溪口的北方，三角洲平原上，原是一個海灣，

經堆積而陸化。大南澳地名因在南方岸邊靠水彎曲處建立的聚落，因此得名，且大南澳適與

其西北方冬山鄉的小南澳（今大進村）相對稱。361 廣義的大南澳包括今南澳鄉的大部分及蘇
澳鎮的南強、朝陽二里。日治初期大南澳全域為蕃界，1945年（昭和 20年）基於漢蕃隔離政
策而將大南澳平原東部（南強里、朝陽里）納入蘇澳街。362 

拾肆、蔗廍

　　蔗廍的地名是因日治時期本地有一簡單的甘蔗絞汁機臺而得名，根據耆老訪談得知，當

時蔗廍為大南澳平原牛隻放牧、圈養最集中地區，所以當初地名也叫「牛埔仔」。可能因為

當時牛隻勞動力充裕，逐漸發展出利用牛隻動力來從事蔗糖事業。而南澳糖廠為 1930年（昭
和 5年）林木溪兄弟所創辦的興業製糖有限公司，在當時是大南澳地區最大殖產會社，全盛
時期甘蔗種植面積達到 150幾公頃，主導大南澳地區經濟數十年之久。民國 40年代末期以後，
由於國際糖價崩跌，製糖事業成為夕陽工業，南澳糖廠因製糖事業的沒落而關閉，只留下大

357
　林朝棨，《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5），頁 331。

358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0。

359
　李亦園，《南澳的泰雅族人》（上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專刊之五，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頁

　　  19。
360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80。

361
　洪敏麟，《臺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頁 453。

362
　黃雯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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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地標糖廠大煙囪矗立數十年之久，後為顧及週邊民宅的安全而拆除，目前僅存糖廠基座

及煙囪的爐座而已。

拾伍、定情湖

　　定情湖位於朝陽里南澳溪出海口內側，為淡、海水交會的瀉湖，瀉湖會隨潮汐而變化，

於瀉湖湖灘有兩座礁岩因形似鴛鴦，因而得名，濕地鳥類眾多，為賞鳥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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