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回到現代一一巡訪七股瀉湖

現在，我們將以導覽的方式介紹以七股鴻湖為核心，方圓

十公里以內的生態資源與景觀、產業風貌、人文資源與景觀，

並透過圖片解說，讓大家了解這塊土地豐富而多樣性的風貌。

圖 4-4 七股瀉湖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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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資源與景觀

1. 黑面琵鷺棲息地

曾丈溪口有豐富

的浮游生物及魚蝦，在

溪口北岸七股海堤與

九塊厝海堤所團成的

寬廣浮覆地上，因堤防

內側有頗深的潮溝，具

有良好的隔離作用，因

此 ， 成為珍稀鳥類的停 口 黑面琵鷺棲息地郭東輝\攝影

棲地;其中 ， 最有名 、

且引起全世界注目的

，就是每年十月前後

，將近三百隻的黑面

琵鷺攜家帶眷從北方

的繁殖區回來這裡棲

息與覓食;然而，除了

黑面琵鷺以外，還有許

多的訪客. . . . . . 這些 口 覓食中的黑面琵鷺 郭東輝\攝影

訪客有天上飛的鳥，但

也別忘了在泥灘地上的招潮蟹、和尚蟹、厚蟹、彈塗魚. . . 

琵鷺類的鳥非常容易辨認，牠們是一種有長脖子的大型

白色涉禽，喙長而扁平，末端變寬成湯匙狀，極像中國樂器

中的琵琶。



琵鷺類的烏具有

社會性，不論覓食或休

息時都喜歡聚集在一

起，有時還會成群聚集

;飛行時脖子會向前

伸直，宛如鶴或鶴;覓

食的方式也很獨特，覓

食時是站立在淺水中

或往前行，然後將頭朝

F左右掃動，利用湯匙

狀的喙在水中捕食，至

於牠們的覓食柄動，則

不分晝夜都在進行，白

天牠們在混濁的水中

覓食，但到 r夜晚，則

轉到清澈的水中捕食

，這些行為模式和同

地區其他的鷺鷥科鳥

類是不同的。

口頭頂上蓬鬆的黃羽冠與黃色的頸環，

表示牠們已進入繁殖期郭東輝\攝影

口展翅高飛 林神保\攝影

琵鷺家族的成員，在台灣出現的記錄有黑面琵鷺與白琵

鷺兩種。要從遠處分辨黑面琵鷺和白琵鷺並不容易 ，黑面琵

鷺的體型較小，臉部從喙的基部到眼睛後方有片裸露的黑色

皮膚 ，喙通常全是黑色的，但有些個體會像白琵鷺一樣，在

喙的前端扁平處有一塊黃色區域。與黑面琵鷺相比，白琵鷺

則沒有這塊黑色區域，羽色也顯得較呈乳黃色。因為琵鷺類

的鳥有許多時間是把頭及喙埋在背部的羽毛中休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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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無法在他們開始

活動前加以區分。

黑面琵鷺是一種

面臨絕種危機的全球

性知名鳥類，這種鳥僅

見於東亞地區，族群的

數量估計大約有400隻

'目前只有在朝鮮半

島西岸外的離島確知

有牠們的繁殖地，至於 口動靜皆美 林神保\攝影

牠們的遷徙路線也所

知不多，僅有在南韓、日本、中國等地有少許的記錄，而在

台灣、香港、越南、中國等地則發現牠們渡冬的棲息地。

1985年台南鳥友郭忠誠先生首先在台灣西南治海的曾丈

溪口地區發現一群『大型白色涉禽Jl經過隔年的幾次觀察

，才確定牠們就是極具珍稀性與極需保護的「黑面琵鷺 J

爾後的調查也發現此地區是目前已知黑面琵鷺最大的渡冬棲

息地， 來此渡冬的數量約佔族群的三分之二。

黑面琵鷺在曾文溪口一帶的覓食活動範圈，包括寬廣的

瀉湖淺水區、河口、沙洲、海埔地、鹹水沼澤、紅樹林、潮

間帶的小溪或抽過水的魚墟等地，在 1997年年初的記錄中，

龍山村龍山宮西側的魚扭地也發現黑面琵鷺的足跡。



2. 紅樹林生態、

「紅樹 1 名稱的由來，是源白於一種紅樹科植物- -紅茄

萃的特徵'這種樹的材質、樹幹、枝條、花朵都是紅色的，

樹皮的部分則可以提煉紅色染料。而「紅樹林」則是泛指像

紅茄萃這類，生長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河口、海岸沼澤區

域的耐鹽性常綠灌木或喬木樹林 O

山於河川在陣地上腕蜓流動，抵達河口時河水多半已呈

現混濁，在流速前I緩的情況 f' 懸浮的泥沙、礦物質及有機

物DC禎 F來，形成質地細密的泥灘地。由於這裡也是河海交

界的地方、漲潮時，海水淹沒泥灘，退潮後水質文被河水取

代，灘地露出水面，暴露在空氣中。質地細密的泥地保水力

強，導致泥中與泥面的空氣無法交換，加上高密度的分解性

細商在泥地內繁生，消耗掉大多數氧氣，所以在軟泥下幾公

分深處，幾乎變成缺氧的環境。

不論是就濕度、鹽份含量或呼吸的觀點來看，這裡的環

境變化實有三是非常大，但也因為此地擁有來自陸地和海洋的

型自食物，因此，存的在紅樹林河口沼澤的生物，除了具有

旺盛的使命力外，也形成了自然循環的依存體系。

日前全世界的紅樹林面積約為 1 ， 400萬公頃，主要分佈在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J帶，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區

域的紅樹林就估了全世界的20% 。其中，最大的紅樹林位於

孟加拉，面積廣達一百萬公頃，其次為非洲的尼羅河三角洲

，面積為七十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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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的紅樹

林分佈現況?從文獻

記載中，我們可約略看

出昔日(十九世紀)的

紅樹林分佈盛況，最北

達基隆，往南一直延伸

到屏東東港附近。而日

治時代的記載也指出

, ~t 部紅樹林以水筆
口真的像綠谷 林神保 \攝影

仔為生，南部則有細蕊

紅樹、紅茄萃、五梨跤

、欖李、海茄萃等五種

。在五十年代，細蕊紅

樹及紅茄萃在高雄港

擴建工程期間，消失殆

盡 i 而西部治海各地

的紅樹林也在各項冒 口欖李的花 翁義聰\攝影

進的「建設」中毫不留

情地被一一創除。直到

西元 1979年，在台北竹

圍紅樹林砍伐的爭議

事件中，大眾才開始注

意到紅樹林生態保育

的重要性，而竹國紅樹

林保護區也就是在那

個時期規劃下來的。
口海茄萃花 劉靜輸 \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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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商海岸的紅樹林的分佈情形，南北明顯不同，

北部只見耐寒性較高的水筆仔，而海茄萃則廣泛分佈於中南

部沿海，至於欖李與五梨跤則僅侷限分佈在南部地區，目前

所存數量已經不多，艾面臨強大的保育地開發壓力，也許將

來也會走上細蕊紅樹與紅茄萃相同命運。

三百多年前，七股‘帶的紅樹林即已十分茂盛，當時的

摳汪溪還被荷蘭人稱之為「綠谷」。現今七股鄉境內篤加的

溝渠旁、七股演，口、西南邊的海埔地都可以看到成林的海茄

萃，樹影搖曳，綠意盎然。

保護紅樹林已經是全球性的運動，希望在重視自然環境

的意識抬頭後，這樣的努力可為地球留下寶貴的自然資產。

泣(紅樹林生態〉介紹取材自黃徙先生「台江紅樹林生死戀

」與愛鄉文教基金會「自然生態解說師資培訓營」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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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瀉湖生態

七股瀉湖是台灣

地區碩果僅存，兼具完

整性、白然性與代表性

的鴻湖，也是西南治海

最具有生產力與多樣

性的生態棲息環境。當

地漁民在瀉湖中插蚵
日七股溪口紅樹林 林神保\攝影

仔、施放定置網，養殖

文蛤、赤翅、黃錫綱、

石斑、黑鋼等。此外，

由於七股瀉湖具有濾

化、淨化水質的功能，

可提供良好水質的海

水給臨近的魚溫使用

'並濾化魚揖所排放

出來的池水，使得七股 口 鴻湖中施放定置魚、網 郭東輝\織影

地區成為台灣海水魚

類繁殖的重鎮。

瀉湖的底質以細

沙為主 ， 湖底有超過百

種的貝類，退潮時刻，

成千上牆的短指和尚

蟹擠在鴻湖區的沙灘

上，泥灘地上也可以發 口 瀉湖內牡蠣養殖 林神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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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豐收的一天 林神保\攝影

口 由瀉湖登上網子寮仙 林神保 k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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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離岸沙洲

由青棍鱗青山港

以南、到曾文溪出海口

以北，羅列著包括青山

港泊、網子寮I山、頂頭

額 1山與新浮崙沁等系

列的離岸沙洲，這些離

岸沙洲是七股一帶海

岸的特色，靠著這些沙

洲的遮擋，使得入侵的

波浪能量大為降低，成

為海岸的最佳天然屏

障。

所謂離岸沙洲係

指「由於~8岸流的搬運

及堆積作用，在近岸地

帶海流較為緩慢的地

區，形成沙碟堆積，露

出水面，並與海岸線平

行的沙體」。近年來，

由於河川輸沙減少及

治岸漂沙補充不足，各

沙洲大多有南移及蝕

滅的現象。

口網子寮I山上的沙丘 林神保\攝影

口頂頭額泊的沙洲景觀 林神保\攝影

，三.

三P• 
.. 游說.

口網子寮泊的鷺鷥林 林神保\攝影



這些沙洲除 f 是

七股海岸的天然屏障

外，沙洲上因海風搬運

作用 ， 所堆起一列列綿

延數里的沙丘，可媲美

屏束的風吹沙 ， 令人恍

如置身在沙漠中。在這

片金黃色質細的沙丘

與沙灘上，可以發現具

有耐熱、耐鹽的優勢植

物，像旋花科的馬鞍藤

、 禾木科的演刺麥 ，以

及成片著生的蔓荊 (或

稱為海埔姜) ， 這些優

勢植物口J 是沙洲 上定

沙的功臣。

口 成片著生的蔓荊 劉靜輸 \ 攝影

沙灘 上 則 有號稱 口馬鞍釀劉靜輸 \ 攝影

「鬼蟹 」 的「幽靈蟹 」

以每秒 1 . 0-1 .6公尺的

速度 ，來回奔馳，猶如

幽靈一般。此外，在沙

灘的溝潮中，偶而也可

以看到隨著潮水漲退

而停留在沙灘上的鋸

緣青縛，也就是可以食

用的「紅時」
口 演刺麥 劉靜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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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i上也有茂盛的防風林，這比|的風林 L要以水扁I[ ;1吉為

主，防風林內是鳥類的安全棲息地，在制 j弋寮仙的防風林內

則有聚集近萬隻的鷺鷥鳥鳥穴呢!而在防風林內的 F層 j~lltl

問，則可發現一些類似鼠穴的洞，洞口有扇狀的噴沙， 1同內

所藏的正是「兇狠圓軸蟹 J 此外，還有棲忠在中:叢冉、木

麻黃內及土堤石縫中的「相手蟹 I

您可以涉海(瀉湖)體驗搶灘登時，也可以r! 1. ~股、九

塊厝沿著九塊厝堤防，來到這裡，穿過防風林，或越過堆積

如山的沙丘，踩著金黃色的沙灘，暢心的戲水、 J會打 (1y持、

賞蟹 O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干 I且.:):年近也伏

，也不可以因好奇而去碰鳥的窩，同時，也不要把垃圾留在

沙洲上!

5. 鳥類資源

曾文溪自國聖橋以西，有長期沖積 l Ííi 成的沙洲與廣闊的

海埔新生地，加上水面寬廣的溺湖、七股鹽灘 1t:j JI< (J L 1Þi& 池、
週邊的魚溫、田園農地、防風林與紅樹林，造就 f豐白的 ;t

態體系，也吸引了無數的野鳥來這捏聚集，與1千îl持 d:J主(~ r有區

的四草同時成為台灣西部候鳥棲息的樞紐，也是亞澳海線候

鳥遷徙的中繼站 o

依據台南市野鳥學會的 1985年至 1993年六月的調查，這

一帶的主要鳥類有朱鷺科、雁鴨科、鷺科、情科、離科、鷗

科~ . . . . .等;台南市野鳥學會也把所觀察到的地點整理出來

(表ι1 ) 



表 4 1 鳥類名錄

河 浮 色 農 防
床 謹 墟 地 屈L

沙 I也 林
洲

自翅黑煎鷗 V V V 

鷗嘴燕鷗 V V 

若燕鷗 V V 

野鴿 V V V V V 口襄海燕鷗郭東輝\攝影

班頸鳩 V V V V 

紅鳩 V V V V 

番鵑 V V V 

布穀 V V 

筒鳥 V V V 

短耳聽 V V V V 

褐鷹鳴 V 

翠鳥 V V V V V 口反嘴1萬 郭東輝\攝

小雨燕 V V V V V 

白腰雨燕 V V V V V 

針尾雨燕 V 

雲雀 VIV V 

赤腰燕 VIV VIV V 

家燕 VIV VIV V 

洋燕 VIV VIV V 

棕沙燕 VIV VIV V 口育足鵲郭東輝\攝影

資料來源:台南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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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 1 (續)

i可 浮 魚 農 防
床 覆 墟 士也 風
沙 地 林
洲

白頭翁 V V V V 

白環鸚嘴 V 

棕背伯勞 V V V V V 

紅尾伯勞 V V V V V 口小辮徬 郭東輝\攝影

模尾伯勞 V 

野鵑 V V 

籃磯鵝 V V V V V 

黃尾鴨 V V 

鳥灰輯 V 

赤腹鴉 V V V 

虎輯 V V 

斑點鴉 V V 口磯鸝 郭東輝\攝影

竹鳥 V 

小彎嘴 V 

山紅頭 V V 

粉紅鸚嘴 V 

大葦鶯 V V VIV 

短翅樹鶯 VIV 

短尾鶯 V 

白頭錦鴨 VIV V 口燕 1萬 郭東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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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續)

?可 浮 色 農 防 河 浮 由 農 防
床 覆 墟 地 風 床 覆 墟 地 風

沙 I也 林 沙 地 林

~Jtl 洲

j火沙燕 + V 錦鴨 V V V V 

亦喉膠 V V 花尾聽 V 

F'J 背膠 極北柳鶯 V V 

拉J膠 B V V 黃眉柳鶯 V 

|伊大一一花一-膠 V V 灰頭鳥鶯 V V V 

褐色膠 V 斑紋鵑鶯 V V V 

t三l 鵲鴿 V V V V V 褐頭鵑鶯 V V V V 

灰鵲鵲 vlv V V 黑枕藍鑄 V 

黃鵲鵝 V V 灰斑鵝 V 

制嘴黑鴨 V 綠繡眼 V V V 

剖，胸倩 V 黃足鸝 V V V 

小環頸1萬 V V V V 鶴鸝 V V V 

鐵嘴{聶 V V V 鷹斑鸝 V V V V 

蒙占1瑋 V V V 諾氏鸝 V 

跳lJ島 V V V 磯鸝 V V V V 

金斑情 V V V V 美洲黃足 V V V 

灰斑俑 V V V V 青足鸝 V V V V 

小辮情 V V 白腰草鵑 V V V 

翻石鸝 V V V V 小青足鸝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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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續)

河 浮 色 農 防 ?可 浮 伯 農 防
!末 覆 祖 地 風 床 種 扭 地 風
沙 I也 林 19; 地 林
洲、| 掛|

尖尾鸝 V V V V 赤足鸝 V V V V 

i賓鸝 V V V V 反嘴鸝 V V 

漂鸝 V V V 高蹺f萬 V V V V 
滸鸝 V V V 反日背得 V 

美洲尖尾 V V 灰瓣戶已鸝 V V 

樟鸝 V V V V 紅領瓣足 V V V V 

雲雀鵑 V V V V 燕倩 V V V 

丹氏桿鸝 V V V 玄燕鷗 V V 

姥鸝 V V V 黑脊鷗 V V V 

一趾鸝 V V V V 海鷗 V V V 
琵嘴鵲 V V V V 黑尾鷗 V V 

田鸝 V V #工曜;鷗 V V V 
寬嘴鸝 V V V 黑嘴鷗 V V 

半膜鸝 V 大黑脊鷗 V V 

斑尾鸝 V V 小燕鷗 V V V V 

黑尾鸝 V V V 自眉燕鷗 V 

大柯鸝 V V 鳳頭燕鷗 V 

默鸝 V V 襄海燕鷗 V V 

小拘鸝 V V 紅燕鷗 V 

流蘇鸝 V V 黑腹燕鷗 V V V 

中柯鸝 V V V 燕鷗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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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續)

17 fú 農 |出 河 浮 色 尪歸祖竟是 防

!末 種 主tj個III t也 風 床 覆 溫 地 風

10、 lili 林 沙 士也 林
圳、| 掛|

小攝鵰 V V 綠頭鴨 V V 

虛烏鷺 V V V V 花嘴鴨 V V V 

年 ci面虛烏鷺 V 白眉鴨 V V V V 

l可斑准艦烏 V V 青頭潛鴨 V V 

蒼鷺 V V 磯雁 V V 

室主鷺 V 澤覽 V V V 

池鷺 V 鈴鴨 V V V 

大!而~L鷺 V 海秋沙 V V 

黃1m鷺 V V V V 花亮 V V V 

綠裝鷺 V V 松雀鷹 V V V 

大白鷺 V V V V V 赤腹鷹 V V 

唐 Ël鷺 V V 灰面露鷹 V 

小 l土l 鷺 V V V V V 焦鶯 V V V 

中白鷺 V V V V V 鵰頭鷹 V 

岩鷺 V V 年 V 

栗小鷺 V V V V 燕華 V V 

秋小鷺 V 紅學 V V V 

黃小鷺 V V V 普通夜鷹 V 

黃鷺 V 林三趾鵑 V 

夜鷺 V V V V V 棕一趾轎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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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續)

?可 浮 色 農 防 ?可 浮 色 農 防
床 覆 溫 地 風 床 覆 墟 地 風
沙 I也 林 沙 士也 林

洲! 洲

;再鷺 V 白腹秩難 V V V V 

匿墮 V V V 白冠雞 V V V 

黑面琵鷺 V V V 董雞 V 

黑頭白環器 V V V 紅冠水難 V V V V 

尖尾鴨 V V V 耕秩雞 V V 

琵嘴鴨 V V V 快難 V 

;J\~*鴨 V V V V 灰胸秩雞 V V V L工
羅文鴨 v V 彩諸島 v! 
巴鴨 V V 蠣情 V 

赤頸鴨 V V V V 東方環頸1萬 V V V V 

金聽 V 

小踴 V 八哥 V V V V V 

田聽 V 絲光掠鳥 IV 

錢要員 V 噪林為 V V 

黑臉畫畫 V V V 歐洲八哥 V V V 

野聽 V V 灰卷尾 V 

黑頭文鳥 V V V 大卷尾 V V V 

斑文鳥 V V V 巨嘴鴉 V 

白腰文鳥 V V V |樹鵲 V V 
麻雀 V V V V V 自眉噶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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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螃蟹、 i)'ffl 哈魚、

螃閉關於動物界的節肢動物鬥、甲殼綱，與蝦及寄居蟹

樣是屬於十足 11 。在生態鏈中，螃蟹與其他無脊椎底棲生

物 ]ti} 樣扮演再砰!丹良苦的角色，具有促進生態系有機物循環

，提 I~~"; [-. itt~ ijl!~瓜皮的功能。螃蟹種類的差異及數量的消長，
那兒環境燒遁的乍物指標，有人說今日鳥類、明日人類，其

實今日螃蟹或其他先物的命運，何嘗不是人類未來的命運的

寫照?

不 11 iJ i的蟹棉墊J棲 tri1.環境的要求有著極大的差異，例如相

于鹽 1丈扒湘蟹喜歡悽忠字E紅樹林的潮溝中;而大眼蟹，、招潮

蟹、不[1尚蟹 H日活躍在潮問帶的泥沼地。

崑山技術學院環←[系童淑珠老師曾於 1995年三月至 1996

年二月間，在會文溪出海口北岸、七股海堤二號至三號鬧門

間的潮問帶，以及靠近水產試驗所的七股鴻湖等二個地點進

行蟹種的調查，在為期→年的觀察中，共發現九科三十二種

蟹種，如表4-2所示;另外，也發現了凹足陸寄居蟹及長趾細

萱寄居蟹等兩種寄居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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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蟹種名錄

不斗 別 種 要J~

j少蟹科 台灣招潮蟹、網紋招潮蟹、北方呼喚的潮蟹、

白扇招潮蟹、粗腿綠gN招禪j蟹、_:. ftJ 招潮蟹、

四角招潮蟹、屠氏招潮蟹、長 ~Ir.股街蟹、雙扇

股窗蟹、角眼沙蟹及半宇:沙蟹、

方蟹科 條紋方蟹、 fn氏厚蟹、萬歲大 m:.! 蟹、有問厚蟹

、隆脊張 u 蟹、方形大軍i蟹、秀麗 J( JJ 蟹、午三

背蜈蟹、裙痕擬相手蟹、JjÎ申妙雌性i 于蟹、雙晶

近相手蟹及紅趾擬相于蟹。

饅頭蟹科 紅點黎明蟹

和尚蟹科 短指和尚蟹

地蟹科 兇狠圓軸蟹

梭于蟹科 鋸緣青時、五棘石蟹

旦蟹科 碗旦蟹

哲蟹科 繆氏哲蟹

蜘蛛蟹科 羊毛絨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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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指和尚蟹的頭胸極像

剃光頭的和尚，叉稱為「海

和尚」。在退潮時，大群的

和尚蟹會爬出洞口，群集到

水邊攝食;遇到危急時，即

旋轉身體遁入沙，留下土壤

鬆動的痕跡。 口短指和尚蟹 劉靜愉\攝影

~ 台灣招潮蟹是台灣特有

種，性膽怯，有在特定時間

砌築高塔的特性，所砌塔高

度約 10-20公分。

口網紋招潮蟹 劉靜愉\攝影

口台灣招潮蟹 劉靜愉\攝影

口白扇招潮蟹 劉靜輸\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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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紅豆招潮蟹 劉靜輸\攝影

9 台灣厚蟹因頭胸甲殼厚

實且拱起而得名，因牠的背

甲呈現灰青色，所以文稱為

「青蟹」

分 兇狠圓軸蟹是一種大型

的陸蟹，頭胸甲寬約 12公分

，色澤土黃色或紫黑色，兩

贅足不等大，兩指節問留有

空隙 ，步足前節後緣具有長

剛毛。俗稱「雷公蟹 J . 聽

說被咬到時，得等打雷牠才

肯放手。

口北方呼喚招潮蟹劉靜愉 \ 攝影

日台灣厚蟹 劉靜輸\攝影

口兇狠圓軸蟹 翁義聰\攝影



道 沙蟹(幽靈蟹)是沙灘

上的小精靈，牠們在沙灘上

快速奔馳，猶如幽靈來無影

去無蹤，喜歡在沙質灘地上

挖洞=當牠們挖到洞口時，

就用腳將沙粒向外一掃，形

成扇形的圖案。

口平掌沙蟹 劉靜愉\攝影

一，相手蟹是一種典型的雜

食性蟹，主要棲息在草叢間

、木麻黃林內或土堤的石

縫中，或掘穴而居，或隱藏

在石縫中，叉名「隱蟹」。

口痕掌沙蟹 自由j靜愉\攝影

口角眼沙蟹 劉靜愉\攝影

口摺痕擬相手蟹 劉靜愉\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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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拳蟹 翁義聰\攝影

-+ 彈塗魚屬於蝦虎科，在

台灣有記錄者共三種，分屬

不同的屬，牠們主要的特徵

是一對凸出的眼睛。彈塗魚

俗稱「泥猴 J 體型較小也

最為常見;青彈塗魚叉稱「

七星岩 J 背緒極長，常高

舉有如揚帆一般 ; 大彈塗魚

的體型最大，因身上有許多

藍色的斑點 ，文稱為「花跳

」 。

日碗豆蟹 翁義聰\攝影

口彈塗魚 劉靜愉\攝影

註(螃蟹與彈塗魚〉介紹取材自台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 「 曾文溪口一生物世界探索」 。



7. 貝類資源

七股濕地反治海

一帶獨特的移動潛沙

、離岸沙洲、瀉湖與平

坦廣大的泥沙質灘地

，除了吸引為數龐大

的候鳥，並蘊育紅樹林

與螃蟹生態資源外，還

有不少的軟體動物- - 口愛龍寶螺翁義聰\攝影

貝類 。 崑山技術學院翁

義聰老師曾於 1990 年

至 1996年間，在七股治

海一帶進行長達五年

的採集調查，總共發現

二枚貝 91種、螺類 114

種、淡水貝 13種，合計

218種(表4- 3) 

口 黑蝶珍珠貝 翁義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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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貝類名錄

分 類 名 稱 備 註

經濟性 文蛤、牡蠣、血蛤、西施舌、蛻、九孔、日

的貝類 月貝、蚓、針螺、鳳螺、椰子螺、肉螺、燒

酒海峰、楊桃螺、香螺、歪簾蛤、竹懼、赤

嘴蛤、多刺鳥尾蛤、公代。

治岸湖 文蛤、野生文蛤、赤嘴蛤、西施舌、珠蝶、

間帶的 玉螺、華螺、轎法螺、玉螺、水晶鳳凰螺、

貝類 錐螺、車輪螺、海蛤、彩虹自昌螺、織紋螺、

魁蛤、晦蛤、凱蒂蛤、橫簾蛤、鯊皮櫻蛤、

有斑麗蛤、席氏麗蛤。

瀉湖中 文蛤、牡蠣、台灣歪簾蛤、薄殼的公代、麗 後三者在七股

的員類 島櫻蛤、耳螺、鹿斑豆豆螺、 障泥蛤、射線 瀉湖與黑面琵

青螺、粗肋盔螺、海峰、燒酒海驗蛤、桂海 鷺棲息地中高

蟾 o 潮位線附近可

發現。

紅樹林 粗紋螺、草莓螺、波紋螺、細粒螺、台灣玉

區域的 泰螺(停棲在紅樹林上)、望遠鏡螺、沼澤

貝類 小筍螺(紅樹林區域的泥灘地)

淡水池 小椎實螺、沼螺、石田螺、塔峰、結節螺、 後三者可在半

塘中的 台灣蛻、流紋垮、網時、台灣網峙。 鹹淡水中發現

貝類 。

寄居蟹 長趾細贅寄居蟹、下齒細贅寄居蟹、毛掌活

與碗旦 額、棘刺活額、碗旦蟹。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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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風貌

1.七股鹽場

1934年日本國內

化學T業日益發展，工

業用鹽需求量日鉅，加

上日本人對台灣所產

的工業用鹽甚感興趣

，於是派員到台查勘

，經評選擇定七股鄉

下山仔寮附近三千八 口不是雪山，是鹽山 林神保\攝影
百多甲的土地，並訂定

分期開發辦法。第一期

工程計畫面積為 393 甲

，大部份為海灘地，原

訂三年完工，但因工程

進度不順，延至 1938年

四月才完成，總計開闢

面積為 363 用，稱為七

股台鹽區，因為它比鄰

側的南鹽區較早開闢

，又稱為舊台鹽。

口勤奮的鹽工 林神保\攝影

七股鹽田第一期工程完工後，日本政府因二次世界大戰

擴大 ， 需鹽恐急，為擴充產能 ，於是在 1938年六月成立南日

本製鹽株式會社並著手興建新鹽田 ，新的擴建計畫仍然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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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製鹽株式會社(佔投資額二成)為主體，加上由東京大日

本鹽業株式會社(佔投資額五成)、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佔

投資額三成) ，總共集資←→千高日元，總開墾面積為 2 ， 684 甲

，其中採鹽面積約為 1 ， 137甲，於 1942年完工 o 因新關鹽田屬

於南日本製鹽株式會社所有，故稱七股南鹽，以區別原有的

七股台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股體lI!出長百公署接

收經營， 1946年改由鹽務機關接管，並將75?曙與南禮台併歸

七股場管理，合稱七股鹽場， 1946年九月的→場颱風過境，

堤防潰決，海水氾濫，使得鹽田瀕臨全毀，直到 1948年才全

部修復，恢復晒鹽。

1970午，台鹽成立新鹽灘開發一L程處，開發海埔地鹽灘

，位於青棍，暢東側的馬沙溝鹽區與後港鹽區就是在 1977句:開

發完成的，總計面積750甲，而後歸入七股鹽場，使得七股鹽

場成為台灣最大的鹽場。

在大量的使用機械採收後，已經很少看到鹽T日兩鹽與挑

鹽的情景，但七股鹽場在生產旺季時，堆積的鹽山就像是一

座座白綿綿的雪山，在太陽底下發出閃閃品光，形成特殊的

鹽分地帶景觀 o

2. 田園風光

七股治海一帶的農作經營，仍然延續嘉!有平原的種植型

態，春夏雨水豐沛時，種植水稻，到了秋冬乾早風大時，則

轉種雜糧、蔬果，如玉米、胡蘿蔔、蔥、蒜、 j由菜、洋香瓜

等。此地所出產的洋香瓜與蜜瓜，香醇可口，汁多、大文甜



'聞名全國;鄰近將軍鄉的胡蘿蔔產量與品質，更是執全國

牛耳，每年也舉辦胡蘿蔔節;而佳里鎮的牛旁種植，也具全

國知名度 。

3. 養殖漁業

七股沿海一帶是

一些底棲、 i回游、降海

、 1朔?可性魚類的棲息、

與作為通道的場所，也

是沿海漁業資源仔稚

魚的重要哺育場所;依

據中央研究院動物研

究所邵廣昭教授等自

1994年八月起，至 1996

年七月止，在西寮溪口

、七股溪口、曾文溪口

、鹿耳門溪口與四草

紅樹林區等五個採樣

地點，所採獲的魚種數

量，由北到南分別為西

寮溪口 176種、七股溪

口 9S種、曾文溪口 97種

、鹿耳門溪口 133種、

四草90種(表卜 37 ) 

口風目魚收成 林神保\攝影

口魚墟風光 郭東輝\攝影

台南七股沿海地區養殖漁業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包括淺

海養殖與陸上魚墟養殖。淺海(瀉湖、潮間帶)養殖漁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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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蚵仔)及民類(蛤)養殖為主，絕大部分快?在國內市

場。由於生產技術提昇， ttl插式養蚵進步到的蚵'加上淺海

養殖不需投置人五飼料，所需資本不向，牡蠣養殖已是治海

地區收入不差、工作輕鬆的」種漁業JW態，為沁海漁村帶來

不少財富 o

陸域舟、 1且養殖音[)份，早年開發的多!遨游埔新'1'.地，除 f

鹽H3之外，大多以養殖魚、 I且為主 u 1963年台灣鰱魚、月魚人

工繁殖成功後，其他各種水產種茁 't一直技術也相繼開發元;或

'奠定良好的養殖漁業基礎;目前，台 f'H沁海地區的魚祖養

殖'以低利潤的風目舟、最多，主要供應國內 rii 坊， (r:"J 利潤的

養殖則以鰻魚、蝦類較多，新興的魚柯包的花跳、 L龍、“

斑、黑網等。

4. 七股海產街

七股地區漁堪密佈'淺坪養殖豆~ f 1 魚的黑史最為悠久，為
湖內的箱網養殖也甚為發達，連同近海捕撈的海鮮，通常是

優先供應當地的海產店，因為價格公迫與服務熱切，海鮮逐

漸變成七股鄉的特產。在fî三里鎮通往七股鄉的縣 176公路兩旁

林立的海產店，蔚為奇觀，也形成有名的「七股海產街」



(三)人文資源與景觀

台南開發甚早，所累積、沉澱下來的人文資源極為豐富且

多元化，部分文化資產極具歷史價值，但因保存不善，部份已

喪失，部分則仍留存在農業生產與休閒的過程中，繼續與人民

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富有生命力。這些文化資產是地方珍貴

的文化財，是地方認同及建立地方特色的實質基礎，因此這些

文化資產的發掘、保存和再發展將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

在這裡，我們以台 17線公路為主軸，介紹鄰近的六個鄉鎮

，包括北門鄉、將軍鄉、七股鄉、學甲鎮、佳里鎮與西港鄉的

人文資源與景觀，包括廟宇古蹟、平埔族--蕭瓏社舊址、台江

遺跡與考蹟遺址。

1.廟宇古蹟

台南縣是台灣較早開發的地區之一，加上民間鼎盛的宗

教信仰，老廟林立，在行政院內政部評定公佈的「台闊地區

古蹟」中，台南縣就擁有五座，包括二級古蹟的南棍紛代天

府，三級古蹟的佳里金唐殿、佳里興震興宮、學 '-E可惡 j齊宮與

關仔嶺大仙寺。

( 1 ) 南棍櫥代天府

南棍暢代天府位於台南縣北門鄉西北的海邊，為內政

部評定的二級古蹟。有關代天府所主紀的五府千歲的由來

，卻有」段美麗的傳說鞍間，依據該廟所出版的《南棍蜴

代天府治革誌〉的記載:「......斬時曾有一夜，月色餃

潔，風恬浪靜之際，漁夫為候潮水出海，正在聊天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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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間鐘、鼓、管弦之聲，遠 !~j ;海 L傳來，清雅悅耳，爭先

出寮視之，卻見 1里王橋大帆船，輝1月燦爛，徐徐進入急

水溪口，漁民等奇之:追至有日，出海 l口 l 來時，相邀向往

溪口，探望情形，卻不見有大船， r社 ll....u皮爛小舟，橫靠

港邊，眾人皆疑猜恐惶，谷IJ奮勇管舟採↑IY況，然現於

眼前者，祇有六尊稱製神像在焉， rnj-(♀座皆吉布名稱，視

之，即大王李府千!真、二王池府 f歲、三 F. 吳府于歲、四

王朱府千歲、五玉范府千歲，並配中軍!府鎮守，始悟此船

，必 lE 大陸建西裝酬神，放出海 I三的 F船 O 當時共感!神力之

廣大，成謂航靠此港有占兆，無不歡天喜地句，牛[j合 )J 將王

船拖起，築草寮於棍員身 111 0 J 至於之後的建廟歷史，更有

→段神話傳言;比較可信的說法是清高慶 '.f -. ~ 1r ( 1 R 17 

年)月的第二次建廟，常 l峙， f tJ於煌，蝴r.科浩大，資材

缺乏，正當愁屑不!蛋、無以為繼的時(仗，忽然來于市2年

約五!來歲的麻豆婦人，名叫享13鳳，事1\婦立稱係受 li_E託

夢前來捐贈白銀千繭，也因為這筆捐款， {吏符 T抖得以順

利進行;此次的建廟工程歷時五年文凹個多刀，在清道光

三年( 1822年)六月六日完成，為紀念發跡的舊地名「南

棍暢於是將廟命名為「兩眼樹代天府 l

當時南棍自身代天府的規模，以丘F.殿為 t惜， I~ 現

川門式建築:到了同治三年( 1864年) ，蚵寮丹:信徒吳港

、洪虎攀、涂甘美等三人集資一萬元，垂修大翩。之後，於

!司治十一年( 1872年) ，再增建後殿「青 lJI 寺 J 奉祝觀

音佛祖，其內並奉把有十八羅漢、註生娘娘、福德正神 ν

1920年(民國 )l 'if汀，北門咕:F諜導人兇廟宇年久失



修，於是提議擴建大廟，經三年募捐累積了三十萬元，終

於在 1923年二月一日動工， 1928年四月廿六日舉行入廟大

典，但全部工程則一直到 1937年二月才完成，歷時十五年

，總共增建中軍府、城隍街、天公壇、娘媽殿，也就是今

日所見的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棍暢代天府「老神在在」安

然無忌，但經廿餘年的風雨摧殘，屋頂剪貼多處折壞破損

，於是在 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年十月十八日辰時，動

工修繕，並禮聘名匠葉王前來主持，到了 1952年(民國四

卡 4年)二月才完工。爾後又陸續增建7拜亭、龍虎大金

爐、萬善走廊、棟榔大樓、五聖橋、棟榔山莊香客大樓，

現在則，有興建中的大棍園和靈霄寶殿等等。

( 2 ) 金庸殿

金唐殿位於台南縣佳里鎮中山路。

荷據時期以前，現今金唐殿附近地區原有一條小溪，

小溪的兩側是一片原野，散居著屬於蕭瓏社的平埔族群;

明鄭時期，陳永華實施「兵農合一」制度，讓兵士設營屯

墾;其中，有一名叫林可棟的鎮兵則進入蕭瓏社墾殖，當

時，他所屯墾的地區大約就在現今佳里舊市場附近。而後

，聞風而來的漢人也陸續移入墾殖或經商，並形成聚落，

稱為「蕭瓏街」

清康熙年間，陸續渡海來台的移民為求航運旅途平安

順利，隨船奉請了家鄉的蕭王爺及觀音菩薩二尊神像，到

了蕭瓏街以後，便將三尊神像供奉在平埔族的公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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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 ，林可棟見移入的漢人日增，便

提議說捐獻廟地，建立一座小廟供奉蕭王爺及觀音菩薩，

此小廟便是現今金唐殿的前身。

金庸殿在興建之初，即由台灣縣保西里(現今台南縣

歸仁鄉)代天府(通常稱之為大人廟)乞請香火回來奉肥

，因此，金唐殿在當時也稱為代天府，而由於大人廟奉把

三老爺，所以，金唐殿也奉爾巴三老爺。

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林爽文變亂，蕭瓏保一帶的

義民協助清廷勘亂，平亂後，乾隆皇帝賜給御區，勒封代

天府為「金唐殿 J 也將蕭瓏保改為「挂義里 J 並勒石

褒揚;同時，重修大廟，並在大廟左側建立「義民亭」。

之後，金唐殿於嘉慶二十三年( 1818年)在總理楊成

美等提議下重修，其規模不變;到了咸豐五年( 1855年)

，因廟宇殿堂空間狹窄，而參拜者日益增加，因此，總理

楊成美、陳文秀、舉人陳德言等建議擇地重建金唐殿，並

聘請嘉義名匠葉王主持建廟，現今金唐殿的規模就是當時

所建立的。

1928年，佳里庄長黃深淵、替老鄭根葉提議重修金唐

殿，並聘請沁頭名匠何金龍主持重修計畫，何金龍師傅傾

其生平絕藝在金唐殿的重修工作，將葉王的交趾燒改為剪

粘 o

到了 1956年(民國四卡五年) ，金唐殿前後任董事長

陳秀江及鄭定兩人為彰顯先民的偉業，便提議重修金唐殿

，並延聘何金龍師傅的得意門生王石發補修剪黏，另請台



南潘春源油畫極柱、施天福雕刻石柱、石壁等，而考試院

院長賈景德、司法院院長王寵惠也為金唐殿題聯。

金唐殿因保存有清朝時期御賜興建的義民亭古蹟、日

治時期剪黏名師何金龍的剪黏作品，經內政部評定公佈為

第三級古蹟。

( 3 ) 震興宮

震興宮位於佳里鎮北方約四公里的佳里興，隸屬於佳

里鎮。

佳里興堡，早在康熙廿四年( 1685年)就設立縣治，

駐巡檢司，設城堡，可以想像當時將兵、官民移來此地居

住的一定相當多，是台灣最早期開拓，居民密集的部落。

震興宮前的「古天興縣治紀念碑」即闡述著這一段歷史。

康熙年間，當時的居民在震興宮現址的廟埋(約在道

路與廟埋間)建了一座「公厝 J 雍正元年( 1723年)當

地的信徒由福建安溪迎請清水祖師神像奉記在公厝'並集

資五百元，將原公厝改建為神祠，稱為「清水宮 J 也就

是震興宮的前身。

道光元年( 1821年)庄內武舉人曾廷暉，眼見清水宮

日益頹廢，於是斥資重修一次，並獻贈「鍾靈甲第」區額

紀念。

同治元年( 1862年)庄內替老莊新民、李烏獅、張春

江、曾連陸、黃允、許光興、羅和尚等提議，並集資一萬

元，於同治七年將清水宮拆除，聘請嘉義名匠葉王主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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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同年三月十日動工擴大興建廟宇，到了同治八年八月

興建完成，並於八月廿六日吉辰舉行入廟典禮，恭請諸神

登基寶座，命名為「震興宮 J 當時的董事會獻贈「共沐

恩波 J 副董事則獻贈「赫濯聲靈」區額，以紀念建廟落

成。同年，並由南鯉魚身代天府分靈李府千歲，與雷府大將

、清水祖師，一併成為震興宮鎮殿主神。

1935年(民國廿四年)信徒黃烏龜等提議重修震興宮

，同時改建東西兩廊，完工後，由當時的董事王期吉獻「

參天浩然 J 理事代表贈「英靈萬古」區額紀念重修。

之後，震興宮叉於 1965年(民國五十四年)重修， 1968 

年(民國五十七)七月二日完工。

震興宮與金唐殿同為內政部公佈的第三級古蹟。

( 4 ) 慈濟宮

慈濟宮位於台南縣學甲鎮中心的濟生路上 o

有關慈濟宮的建廟歷史，各誌書的記載不一，據傳在

明末清初，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白礁縣的部份住民，追隨鄭

成功來台時，他們為求渡海平安，由其中的李姓人家隨船

迎請了家鄉慈濟宮的保生二帝、謝府元帥和中壇元帥等三

尊神明，登陸後，便在落腳的學甲下社角搭建起草寮，奉

而巳保生二帝等三尊神明。

到了清康熙四十年(西元 1701 年) ，地方替老因感於

保生二帝神威顯赫，香火鼎盛，便提議為保生二帝興建廟

宮，當時，恰巧有位居住在鹽水岸內的趙姓信徒，為感謝



保生二帝為他讓災解禍，於是捐獻現今慈濟宮所在的廟地

，使得建廟工程得以完成。之後，在清乾隆九年(西元 1744

年)與清嘉慶十一年(西元 1806年)分別有修繕工程。

清咸豐十年(西元 1860年) ，地方士紳見廟貌老舊，

於是提議將蔥、濟宮作整體慢的翻修，並J禮聘名匠葉王主持

墮堵與屋頂裝飾五程，由於工程耗大，一直到清同治元年

(閱元 1862年)才完成，其間葉王嘔心瀝血完成數百件的

交趾陶作品，安放在廟頂中脊到正殿內壁堵，以及後殿兩

邊的「八羅漢 t面的壁堵。之後，在清光緒二十八年(西

元 1902年)與 1923年(鼠國十二年)分別有修繕工程。

1929年(民國十八年) ，地方民眾看到廟貌傾扭，再

度提議聚資重修，並請剪黏名師何金龍主持，將已毀損的

交趾陶改以亮麗、金碧輝煌的剪黏 o

此後，慈濟寓，再度於 1959年(民國四十八年)籌組重

修委員會致力修復葉王的交趾陶與何金龍的剪黏， 1977年

增建鐘鼓樓、大型金爐、保生賓館， 1978年在學甲頭前寮

將軍溪眸興建「鄭玉軍民登陸暨上白礁譎祖紀念碑 J ' 1981 

年興建白礁亭， 1982年興建文化大樓，使得慈濟宮的廟貌

更形宏偉壯觀。

慈濟宮與金!青殿、震興宮同樣名列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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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埔族舊址

蕭瓏社是佳里的舊稱，也是舊時西拉雅族四大社之首，

當時蕭瓏社的散居範圍係以金唐殿為中心，東南到三五甲、

西南到番子墟，西北到北頭洋、番子寮、角帶圍，東北到曬

潭。

( 1 ) 北頭洋、立長宮、飛番墓

「北頭洋」是平埔語﹒意為「巫山 J 位於現今佳里

鎮的西北郊，也就是潭州里與海澄里一帶，為平埔族蕭瓏

社的聚落，相傳該聚落曾由北方的苓子寮飛來的兩座砂崙

所淹沒，而瀕臨滅庄，現今仍可在立長宮後方，見到一座

殘留在平原上的小山崙'不知是否與此有關?據當地的書

老表示，以前登上山崙還可以遠眺，現已逐漸流失。

此地的居民世代奉「阿立祖」為守護神，祭而巳於公膺

, 1950年代改建為立長宮，並在立長宮前加建慶長宮，形

成兩廟一前一後的景象，慶長宮奉祖觀音菩薩，立長宮內

有一石碑，刻有「阿立祖」三個字。

除了阿立祖的信仰外現北頭洋還有一項「平埔傳奇」

'那就是「飛番」的故事;相傳「飛番」程天與，善於跑

步，速度如飛鳥，能與駿馬一較長短，清乾隆辛末年間，

蒙乾隆皇帝召見到御前表演追趕駿馬，聽說當時程天與在

髮辮上串了一百個乾隆通寶，並讓駿馬在被打了三鞭後才

追趕出去，沒多久便超越駿馬，而髮上所綁的銅錢也因速

度太快，飛成水平，乾隆皇帝看了大悅，賞賜程天與父子



拜謂三次。程天與死後，他的子孫便把「父子面君三次」

這項榮耀刻在墓碑。

飛番墓建於清乾隆四十一年(西元 1776年)位於佳里

鎮往摳汪的路旁，如今只剩下墓碑，長年埋在私人田地中

，只露出墓碑頂，台南縣政府在路旁豎立有解說牌。

( 2 ) 角帶圍

角帶圍位於j區汪的西北方，將軍的南方約兩公里的田

間，早期因優寇盜匪橫行，因此在村落的外圍仿照古城堡

，種植竹籬圍牆，以禦外侮，因而得名;現在則是一個三

、四十戶的小型聚落，庄內有座廟，名為興安宮。興安宮

的前身是座茅草建築的平埔族公廳，建於光緒三年，奉把

有觀音佛祖、九天玄女、阿立祖、楊府元帥與老而且， 1931 

年改建成磚瓦式的公厝， 1971年重建並設置拜亭，取名為

興安宮; 1993年八月重建，歷時二年，於 1995年八月廿六

日落成入火安座，才有今日堂皇的風貌。

新建的廟宇中'lE殿奉把觀音佛而且、九天玄女與楊府

元帥，左右兩側則分別阿立祖與老祖;而在左側的門口上

，則可看到以「阿」、「立」為首的對聯。

( 3 ) 番仔祖

番仔瞌屬七股鄉大理村，村內有座阿立祖廟，據傳明

鄭時期有」位叫「阿海」的北頭洋人(海而且)在此荒郊野

外、雜草叢生的海沁拓殖數十甲魚墟為生，所以得名。

263 



264 

海祖在某年的農曆九月五日去世，後人為了紀念他，

便在現址的西北方一百餘公尺處建了座草寮奉肥。 1931 年

將草寮改建成磚造結構的小廟宇，並在旁邊增建萬善堂來

奉記當時因災殃而亡的眾孤魂 o

1975年在地方民眾與旅外人士的努力 f' 重建廟宇，

並採用馬背式建築。

到了 1995年六月，文在當地建高的資助下，再度重建

，並保持阿立祖廟與萬善堂並列的風貌。

( 4 ) 遍汪

將軍鄉的摳汪為荷據時期蕭瓏社支社歐王社的所在地

，現今的番子厝(西湖村)與中社(忠、興村)為其遺跡。

昔日分為四甲，包括東甲(即東勢楊，今長榮村)、西甲

(西華村、西和村)、中甲(忠、興村、昌平村)與北甲(

北嘉村)

( 5 ) 山仔腳

將軍鄉山仔腳應為諸羅縣志所指，-歐王溪西有史耶

甲社」的遺址，今分為頂山仔腳(廣山村)與 F山仔腳(

玉山村)



3. 台江遺址

( 1 ) 國聖港

國聖港交稱國賽港、國使港或各西港，位於原台江內

海中部(內海最廣闊的部份)老加灣港附近，是道光年間

會文溪改道淤填後所形成的港口;依記載，當時台灣島內

的各港口深度，除了北部的雞籠(現今的基隆港)外，就

屬國賽港較深，加上臨近的鹿耳門已淤廢，使得外國船隻

都改以國賽港進出起卸，所以也稱為「國際港 J

由地理的變遷巾，可約略得知當時的國賽港應是指原

台江內海的殘留部份，也就是三股溪、七股溪、西寮西邊

一帶的內海，國賽港口就在三股溪與七股溪口間，現在的

美國祖外面的沙洲的闕口。滄海桑田，國賽港口的遺跡已

不再，或許只能到頂頭額j山上的國聖燈塔前，憑弔當時船

隻進進出出的風貌了?

( 2 ) 篤加港

篤加，舊名為卓加，是七股鄉境內最早(清初)出現

在史籍上的地名，據傳說，當時的住民是由蕭瓏社所移入

，果真如此，那麼卓加社與將軍鄉的史椰甲社將是當時西

拉雅族的西界;在清乾隆時期，卓加港與合西港並為台江

內海北岸的兩個重要港口，其遺址應在現今篤加村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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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甜西港

西港鄉如西港即清初的含西港，是古台江內海的港口

之一，現與劉厝合併成劉厝村，庄前的小溪古為曾文溪的

支流之一，現為七股溪的上游。

( 4 ) 將軍溪口

將軍溪是原來的歐汪溪，也就是現今曾文溪下游入海

的河流，道光三年( 1823年)曾文溪改道由西港南流入海

，使得將軍溪失去上游水源，溪道逐漸淤塞。

現今的將軍溪上游集番子田的排水，往下經麻豆、佳

里營頂、華宗橋、頭前寮、將軍橋，最後由北門鄉蘆竹溝

和將軍鄉馬沙溝間入海。營頂里以上溪面狹窄，係屬於排

水溝性質;營頂里以下的溪面漸寬，在溪口處遺留有昔日

大溪流的舊形，但已無大溪流的壯觀。



4. 考蹟遺址

( 1 ) 番仔揖遺址

番仔溫遺址位於七股鄉篤加村，佳里往篤加(南32 ) 

與下營往大寮(南的)的鄉道交會處南方約30公尺的道路

兩側，它的南邊是七股鄉第四公墓，遺址所在地因闢建為

魚蝠，除了公墓部份尚保持完整之外，其餘已被破壞。

遺址所在地為低平的海岸平原，屬於古曾文溪三角洲

的一部份，土壤屬於砂頁岩沖積土。

番仔坦遺址的出土再次印證篤加在台江內海陸浮前，

已為陸地，且位於台江內海海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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