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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人繪 見笨港

(→北落;其名稱由來

北港出生的資深作家呂雲騰先生認為，北港溪與笨港有密切關係'笨

港原是北港溪的口岸，因而發展成為港埠，也成為漢人開拓台灣最早的港

埠 。 故北港溪是開拓台灣的發源地 ( 註 1 )。

北港溪這個名稱在明代以前的文獻並無記載 。 至十七世紀初葉，荷蘭

人繪製的地圖上首見R.POONKON 名稱 O 這或許是在漢人未移入之前，

住於此地的平埔族原住民洪雅族的河流稱呼 。 追漢人移入此地後，因該地

兼具移民進出的口岸，乃取其同音漢字而稱此一港埠為「笨港 J '而形同

港灣的河流乃稱之為「笨港溪」 。 至於後來改稱「北港溪 J '應在笨港之

街市送經變遷後 ( 註 2 ) ，於清同治年間 ( 1860 年代 )隨溪北地名改稱「北

港溪 j 而來 。

(司北落落之雙邊

北港溪乃發源於阿里山西麓之低山地帶，即雲林縣大尖山之劉菜園

( 標高 516 公尺 ) ，本為濁水溪 4 大分流之一。 1909 年因濁水溪氾濫而

兩岸災情慘重，台灣總督府於 1912 年興建林內 1 號及 2 號堤防斷絕北港

溪與濁水溪之通路 ，北港溪乃自成一水系 O

本溪沿線涵蓋各大小河川及支流，上游為虎尾溪，自東朝西婉蜓而

下，於斗六海豐崙匯石榴班溪，再西南流先後納芭蕉溪、雲林縣於斗南小

東里，納石牛溪於虎尾青埔仔村，納大湖口溪於大埠鄉豐崗村附近;至嘉

義縣溪口鄉柴林腳村與雲林縣大埠鄉交界處，會合三疊溪與倒 ( 卓 ) 孔山

溪 ( 即石龜溪)後 ，始稱北港溪 ( 註 3 ) ，故一般乃習慣將整個水系以

「北港溪 J 稱之 O 河道由溪口經北港西行至嘉義縣六腳鄉崩山村一帶，形

成顯著的曲流地形，河川經常發生侵蝕及改道作用，使北港及新港地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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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頻頻，該地之街區及聚落亦隨之變遷 ( 註 4 ) 0 

而此段北港區與倒.JL山慎之大部分乃成為雲嘉兩縣立天然界線 O

根據文獻記載，北港進所造成的重大災害及變遷約如下:

1.乾隆十五年 ( 1750 年 ) 發生洪水，截斷笨港街為三 O 即北岸之笨港北

街，南岸之笨港前、後街 。

2. 嘉慶二年 ( 1797 年 )北港溪氾濫，災民流失，北港住貝多數移往士庫 O

3. 嘉慶八年 ( 1803 年 ) 洪水氾濫，笨港前後街被毀 O

4. ;董光二十五年 ( 1845 年 ) 暴風雨，因北港慎之洪水與海水倒灌， 至 口湖

鄉沿海居民被淹整三千餘人 O

5. 道光三十年 ( 1850 年 ) 大雨，北港慎從彌陀寺東南方凹案潰快改道，原

南港街截成新南港和舊南港 。

6. 光緒二十三年 ( 1897 年 )北港溪大氾濫，北港街民大量傷亡 O

7. 民國元年(1912 年 )興建林內 1 號、 2 號堤防，截斷濁水溪與北港溪芝通

路，北港溪自成一水系，以洩各支流之山洪 O

8. 民國四十八年 ( 1959 年 ) I 八七水災 J '清水氾濫成災，擴大慘重 O

9. 民國四十九年 ( 1960 年)i雪莉 j 颱風，大雨成災，田間損失慘重 O

至於北港溪之河口位置，原在北港鎮與新港鄉交界處，但隨北港溪長

期之氾濫與流i少淤積而漸往西南移，據洪敏麟教授之考據，早在康熙、乾

隆之間，笨港已離海岸相當遠 ( 註 5 ) ，至今河道是在口湖鄉湖口村處入

海 。

整個北港溪水系的型態可以形容像一棵被西南強風吹龔而向東北方傾

倒的樹，主流之西北側不見支流納入主流，也就是說北港溪及虎尾溪西北

地區之溪流均各自向西流入海 ( 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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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原主要區域-
一

H北落;其流域之範囡

北港溪流域位於本省西南部，北鄰濁水溪流域，南界扑子溪流域，流

域面積達 645.21 平方公里 。 就行政區域而言，其流域包括雲林縣之 3 分

之 2 鄉鎮市及嘉義縣之一部份鄉鎮 。 計包含雲林縣古坑、莉桐、林內、斗

六、虎尾、土庫、斗南、大埠、元長、北港、水林、口湖等 12 市鄉鎮，

與嘉義縣梅山、大林、溪口、民雄、新港、六腳、東石等 7 鄉鎮 。 其流域

集流分區範圖表詳如附表 1 、 2 。

已二)北落落流域之地勢

再就地理形勢而言，北港溪流域山麓線在 100 公尺以上者有 160 平方

公里，佔全流域面積 114 ·上游河床坡降為 1 : 159 ·流域平均坡度為

1.5m/ km ..地勢是由東部丘陸與山岳地區漸吹向西部低翟地區降低，以至

口湖鄉與東石鄉海潰 ( 註 7 )。 故本流域地區之地形大約有 70%屬平原地

區，即一般所稱之雲嘉平原主要部份 。

由於河流從山區流至山麓或平地後，坡度急遷變緩，流速銳減中易導

致泥沙淤積、河床變高，而當洪水氾濫時，河水越過河道，向兩岸低翟地

溢流，堆積出寬廣的氾濫平原，是一個十分適合農業的肥炭地區，故雲嘉

平原乃成為台灣糧食的重要產地 。

至於丘陵山岳部份則星帶狀分佈，北牢南寬 。 因其地多岩石與砂碟，

且陽光強而保水力極弱，為乾燥而非肥汝之地，故多為樹林與園地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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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港溪流域集流分區範圍表

集流分區|面積( k而 )

上|

游| 石榴班分區 59.52 吉林縣

;可

段|海豐崙分區| 71.81 雲林縣

芭焦分區 43.64 芸林縣

中

石牛分區 59.69 雲林縣

游

河|大湖口分區| 后7.75 害林縣

段|延潭分區 24.78 掛縣

客子厝分區 3 1.63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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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鎮
莉桐鄉

林內鄉

斗南鎮

虎尾鎮

古坑鎮

惠來村

埔尾村、 六合村、大美村
烏塗村、重興村、烏麻村、九苓村、

林中村、林南村、林北村、林茂村、

a a . 
一 ‘.-一

、'" 二::X:::-. I . .~ l' t . 二:::1. '.7 '.......... .1 . 

1 八德里、鎮東里

、
什口里、嘉東里、溝填里、 i衛星星星、

江厝里、久安里、龍潭盟、鎮西里、

鎮南~.、 三平里、保庄壁、長平星、

一~ JL二t

東明星、中天里、北銘旦、東仁里、

西歧里、小東里

下溪壁、東仁里、安慶里、平和旦、
新興堅、中山里、公安里、德興里、

水光村、永昌村、桂林村、古坑村、

麻園村、 I南仔村、西平村、朝陽村、

、
延平壁、廉{史星、北溪里、 三合里、

立仁里
斗南鎮 |將軍墨、阿丹里、新南墅、林子里、

舊社旦、南昌星、明昌里、埠麻里、

西伯里、大東里、新崙里

古坑鄉 |華山村、華南村、水確村、田，心村、
高林村、荷益村、東和村

、

興新里
元長鄉 |客厝村、卓運村、下寮村、龍岩村、

鹿北村、鹿南村、瓦瑤村、內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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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港溪流域集濟分區範圖表(續)

集流分區|面積忱的

中 l 主林縣

游|

- 料分問 177.63 
ioJ l 嘉義縣

段 |

主:林縣

下
新街分區 50.83

游
嘉義縣

i可

段|埠子頭分區 67.93 嘉義縣

荒草、面積

大埠鄉

. .>

民雄鄉
悔山鄉

|松竹村、大德村、興tEtI 、北鎮村、

|間宇平T3 . !?矢志們 i叮利。
ro --'--'_ 一

,iD .::::t 、

明和旦、 工二，村月1 、、jL，卡車里、大糖里、
|義和里、中林里、 1 :林鬼、吉林里、
溝背壁、 4 和l 壁、中坑熙、 →角里、

內林里、過1翼壁、大美盟、東林里、
西林里

東興村

悔北村、梅陶村、的東村、圳北村、

圳南村、能HR村、太 f.村、安堉村、

半天村、水興村、大 lÍ'i村、雙1美村、
過山 t'J. -- .. ,, -_.._._-

、
' H' ，尸-~ ----"- ::F 4 ' . .... -L. .......'TT-'- '171 ' ι~ ~ 

|府番旦、草糊里、樹腳 I[ 、扶朝里、

水埔里、游皂里、好收 w

、
松北村、松中村、松茵村、瓊埔村、

增底村、土層村、溪i乾村
六腳鄉 |崩山村、 六南村、魚寮村、水質村、

竹本村、盟美村、亢 '1井、I 、蘇厝村、
街陽村

來石鄉 I i翼下村、無鼓村

、

坪頂村、妙銜村、美Jt村、美兩村、
本厝村、體溪村、柳溝村、溪'*村、

溪西村、林腳村

民雄鄉 |松山村、 三輿村、東向!村、巨型收村、
鎮北村、頂銜 .H 、來榮村、中樂村、
西安村、福權村、寮頂村、 27埔村、

新港鄉 |海瀛村、西庄村、尚品t村、北崙村、

645.2 1 

資料來源:行政院m境保護者〈北港溪、朴子溪流域整治規劃) <北港溪流域)( 台北:行政院環境

保護者 1993.6 ) 頁 2-3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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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商運之河淤積衰微

據了解，北港溪成為濁水溪支流以前，原是清水溪的支流，流水清

澈，水量豐沛，有利於行舟，下游河道廣闊，船隻進出方便，笨港因此成

為河港 ( 註 8 )。 此亦可由李春景先生所引之〈雲林縣通誌〉上載:

北港溪雖水流不大，水位季節變化很大，竹使航線深入竹山鎮 ( 林中巴

埔 ) ，將竹山丘陵的林產木材、竹筍、樟腦運至北港集散，從上游而

下，出下湖口港一直運往安平交洋行 。 各船隻竹繞，下航多用槳，上

航則用嵩或拉繩槌繫而上 ( 如有順向風力時，亦掛上了布帆而駛 ) 0 

當北港溪流淺後，則改用牛車作為運轉的工具，沿海一帶的村莊'靠

著牛車到港邊搬運貨物而維生的住民甚多 ( 註 10 ) 。

李春景先生所引立資料未註名出處，且未指明年代時間，然以台灣早

期開發河川普通扮演移民進出及產業貨物運輸之角色，並由竹山、斗六之

開發年代甚早的史寶來看，北港溪早期可供竹繞行與內陸貨運之敘述應屬

可信 。 要可況如北港溪無此功能，則笨港之腹地將受限制，而無法享有兩

百年繁華的歲月 。

北港溪在明、清兩代使笨港成為河港港埠，除了上述立情形外，男自

有其優越的條件，呂雲騰先生認為主要是流水豐沛，港灣進出方便，且有

生產及消費的腹地來促進貿易 ( 註 1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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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笨港的繁華景象，呂雲騰先生的文章中亦云 :

諸羅縣志等文獻僅記載車船輻揍 ，俗稱 T 小台灣 J ' 及笨港商船鞍

集，載五穀貨等十幾個字，並記載雍正九年設笨港縣丞。 可證地方的

繁華及重要性 O 再者，從笨南港水仙宮保存的道光十三年 ( 1850 年)

「重修笨南港水仙宮碑記」記載，由廈郊、泉郊及龍江郊 3 個行郊出

面主持，在碑記刻再捐款者商號個體屬北港街者 82 單位，屬新南港



幸在港文物 i章州風華

的單位，屬南港街 11 單位總計 110 單位，可證商業、貿易發展狀況

及地方的繁華(註 12) 0 

然、至道光、戚豐以後 ，笨港的航運逐漸衰微 。 據陳正祥先生的看法，

認為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泥沙的淤積、河床的隆高、流量的減低、及路上交

通運輸的改進 ( 註 13 )。 其中造成港灣泥沙淤積、河床隆高、及流量減

低之主因， 一方面是濁水慎的氾濫所帶來的大量流沙，發生在乾隆十三年

及嘉慶二年兩次大水災即是;其次是被迫遷徙的原住民平埔族及拓墾的漢

人入山墾殖，濫伐森林，導致山坡地失所保護， j可川沖蝕沈積輯盛所致

( 註 14 )。 而本地區雨量過1f~集中，山區水源涵養不良及拓墾住民開鑿

灌溉埠圳，攔截模流，亦使北港溪流水量益形減少 。

至於陸上交通逐漸改進 ，使運職向最方便之港口集中，如基陸與高雄

等，乃使笨港之航運與新莊、鹽水一樣，走向衰微之路 ( 註 15 )。

北港溪的航運沒落俊，其在提供農業灌溉用水、養殖魚溫用水、 1曳洪

排水、工業所需的冷卻用水、以及流域區內五十萬人每天的生活用水等方

面，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故北港溪在過去可說是孕育雲嘉兩縣的生命之

河 。 曾幾何時，近年來卻因社會經濟發展，工業與畜牧養殖業發達的結

果，北港溪流域與鄰近海域水質及沿海璟境衛生漸受污染，水體的正常用

途深受影響，亟需進行污染整治工作 。

四、閩籍移民大

(一)北本漢流域之開發

墾

由於北港慎之溪口具有對泉州、廈門、福州以及本省西岸南北各地交

通及貿易的條件，所以很早就形成漢人移民台灣的登陸地 。 據潘英先生的

說法，甚至可能在明嘉靖中葉 ( 1550 年代 ) 以後，便與台南、嘉義沿海地

帶同時成為中、日海盜的臨時巢穴，而顏思齊、鄭芝龍於明朝天啟元年

179 



河川清流研討會

( 1621 年)登陸北港的傳說，大概確是史實 ，但不能過度誇大其拓殖之成

果 O 不過，在荷蘭人進據台灣之前，台南、嘉義雲林沿海一帶，已有不少

漢人從事非定居性的魚撈或冒險活動，應可確定 ( 註 16 )。

明朝天啟四年 ( 1624 年 ) 荷蘭人佔據台灣後，隨即以今台南市為中

心，進行所謂「治番」及「拓殖」二項工作，於崇禎十四年(1641 年 ) 在

笨港河(今北港溪)登陸，以武力迫使貓兒干社等平埔族部落投降，將其

教化區域向北推至北港溪流域，使其拓殖地區北至北港 。 但這只是點的拓

墾而已，還未形成面的開發 。

〈雲林縣志稿〉亦描寫荷蘭人由北港溪進出於笨港地方的情形:

明永曆四年荷蘭人在台南築赤按樓為處理政務之所，當時開拓本省內

地以及傳教，均由海上進展，對播亞薩部族 ( 即洪雅族 ) 之教化，係

由北港溪進出於笨港地方 ( 註 17 )。

永曆十五年 (1661 年)鄭氏驅逐，實施軍屯 。 北港溪流域雖無軍屯情

形，但鄭氏屯井的私墾傳聞，卻為數不少 。〈雲林縣芳、稿〉云 :

至鄭成功收復台灣，大事開拓陸路，當時南起鳳山，北起諸羅而達斗

六、竹山，由海陸 ( 路 ) 開拓者，貝IJ溯北港慎而上，經北港進入彰

化，而達新竹、淡水、基隆等地 ( 註 18 )。

例如薛姓拓墾嚴腳庄 ( 在今古坑鄉 ) ;陳姓以土問厝、水燦林為中心

闢地致駕松庄 ( 皆在今水林鄉 ) ;禁 、黃二姓開拓石龜峰、林仔、南勢三

庄;何、陳二姓拓墾阿丹庄;蒲姓拓林仔庄(以上皆在今斗南 ) ; 蔡、黃

二姓開拓埠頭庄 ( 在今大埠鄉 ) ;鄭萃興拓殖林內庄(在今林內鄉)。同

時，亦有人民自動入墾 。 例如康熙中葉樟州人陳石龍拓墾蔽頭庄 ( 在今古

坑鄉永光村 ) ;而黃吉崙庄 (今士庫續 ) 則傳說係順治年間由泉州人林、

郭二姓墾成，並為當時鹿港通往北港必經要道 。

鄭經時代則有泉州人許友儀、許源興、許盛，心等及埠州人林天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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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福、林浮芳:先後入墾笨港 (今北港鎮及新港鄉 )。 要之，在清朝以前，

北港、斗六、古坑、大坤、林內、水林等地，已有漢人移民的足跡，北港

尤為港埠要道，北港溪兩岸已有漢人聚落，但仍多屬「點 J 的拓墾'且多

與農j~氏政權有關 。 故至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年 ) ，鄭氏亡，其親黨多被遣

返大陸，其所拓土地大多文陷於荒蕪 ( 註 19 )。

北港i是流域的全面拓殖應自清朝以後 O 若依年代則以雍正年間最蓬

勃 。 至乾隆年間便已拓墾完成了 。 茲略舉數例說明 ( 註 20 ) 如下:

1.康熙末年，閩人吳應開拓斗六大北勢、九老爺、大潭、大崙等地 。

2. 康熙末年，樟什|人林克明開拓斗六埠仔頭、咬狗、內林、湖山等地 O

3. 康熙廿九年，樟州人林、陳、劉三姓拓墾古坑溫厝腳、麻園等地 。

4. 康熙末年，聞人李楊拓墾斗南大東、小東、田頭等地 。

5. 康熙末年，閩樟捕人鄭萃徘開拓林內水抄連 ( 部分 ) 地方 O

6. 康熙廿九年，樟州人吳、陳、軍IJ三姓拓墾!奄古坑、跟頭厝 ( 部份 ) 地

方 。

7. 康熙末年，潭州人蔡麟開拓九穹林地方 。

8. 康熙末年，樟州人陳姓召募樟、泉諸個人開拓尖山保 (今 口湖、四湖及

水林一部 )

L二)族萃分布

北港溪流域的開拓先驅， 大體是以閩籍人士屬多 。 而依 1926 年台灣

總督府所做的人口調查，當時的嘉義郡 ( 相當今天嘉義縣的大半部 ) 總人

口有 15 萬 7 千人，其中祖籍樟州者，有 11 萬 5 干 3 百多人，佔總人口

70% 以上 。 而當時的斗六郡 ( 相當於今天雲林縣東半部 ) 總人口有 7 萬 9

于人，祖籍i章小|、|的人有 6 萬 3干 4 百人，也估了 80% 以上 。 可見本地區樟

州籍人口今於泉州籍 O

男一交獻記載， j章州人主要分佈於斗六、斗南、林內、古坑、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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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坤、虎尾、水林、口湖、新港、大林、民雄等市鄉鎮;泉州人主要分佈

於斗六、莉桐、土庫、北港、水林、元長、口湖、大埠、六腳、東石、梅

山等鄉鎮 O 至於客家人因進入本地區時間較聞人為晚，移民根基未固，且

其人口較少，分佈叉較廣泛，加上他們之中又以潮人居多，似乎較易被同

化，故後來多變成所謂「福佬客 J '除了二崙、崙背、西螺地區的「詔安

客」現仍存在外，其他幾乎已無痕跡可尋 ( 註 21 )。

本地區原為平埔洪雅族的活動範圍，如斗六柴裡社、斗南他里霧社、

民雄打貓社、土庫猴悶社等族人 。 然漢人大量進入後大都被迫漢化或往埔

里等地區遷移，故至今除部份其聚落之地名外，幾乎無法尋跡矣!

其餘， 1945 年以後方移入之外省人，僅在虎尾、斗六及東石等地較

多，然其數量不多，故除部份眷村外，於族軍結構上並無重大影響 ( 註

22 )。

五、集村聚落大有市街

(→眾落型往

北港溪流域早期的聚落分佈及台灣南部其他地區同屬集村型態 。 其所

以形成集村的原因，包括天然及人文兩大因素，且彼此相互影響，頗為複

雜 。 依地理學專家陳正祥教授之看法，認為有下列幾點因素:

1.水源的限制IJ :台灣之南部，冬半年皆有長期乾旱，水源屢有缺乏之虞 。

而且在南部平原之上，地下之水面恆低，掘井亦較困難，須合資協力挖

掘深井，不得任意擇地而居，宜于共同聚集於有深井之地，於是形成了

集村 。

2. 原始景觀的影響:南部平原有冬期的乾旱，森林不易生長，當多屬草地

或散樹草原 。 依據人生地理學的原則，森林地帶生產小型村落，開曠草

原產生大型村落 。 可見南部的集村與其原始景觀亦有密切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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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期漢人移民對於原住民的防禦:台灣當漢人移民墾殖之先，已有原住

民居住，西部平原多有其分佈 。 漢人最初移入台灣南部時，因為水源的

限制，不得不與原住民共處於水源較豐之地;同時因為利害衝突，文不

免要有所提防，故須大家聚集在一個村落 。 散居不但受水源的限制，而

且也是很危險的 。 其後，漢人日增，在政治、經濟上皆佔絕對優勢，大

部分原住民被迫漸退山區，原住民村落的遺址，也常是漢人建立村落的

所在，如古坑新莊之聚落 。

4. 開墾組織之影響:漢人的墾殖台灣 ，初僅限於西南部，當時南部台灣之

開墾組織，因受荷蘭人之「王田 j 及鄭氏之「官田 J 及「營盤田 J 等限

制之影響，皆採用集體組織 。 其時農民盡為政府或官吏之個戶，貧困而

缺乏資力，為生產及農業經營上的互助計，彼等多聯合同姓之宗族或較

為親密之同鄉而集體居住，實行一種原始的村落共同組織，既便於共同

開墾，也可以防禦原住民 。 而當時南部所盛行的營盤田組織，實為促使

集村形成的首要因素 ( 註 23 )。

而開發本地區的主力文大多是來自樟州的移民 。 樟州人本著原鄉「務

農為本 j 的精神在此拓墾時，基於土地開發權的取得，招個墾荒，興修水

利，以至抵禦外侮等，均聚族而居，故形成集村的聚落型態 。至今仍普遍

存在著同姓或同籍聚落，其社會變遷之遲滯，堪稱奇蹟 。

當然，除了傳統的集村聚落外，隨著人文社會之變遷，本區域之聚落

型態也有部份變遷 。 例如因嘉南大圳水利工程完成，農業經營方式改變，

給水也比較便利;許多原先不可能散居的地方，現在也有散村出現了 。 而

旱田改變為水田之後 ，農耕栽培漸趨集約， 須勤于照顧，村落距離田場不

宜太遠，故本來用不著散居的，現在也須散居了 。 此外，當經濟開發比較

進步，交通與公共設施 ( 如電力、自來水、電訊等 ) 比較普及時，鄉村秩

序比較安定後，人民的安全感增加了，散村也跟著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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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市街分布

本區域隨著清代的全面拓殖，人口日漸增加，因此在聚落中，地理條

件較佳或產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均先後形成了市街 。 如北港因位於北港摸

口，而早在康熙年間已形成河口街 。斗六則困地當南北要衝'且因鄰近山

區而為諸羅縣東之鎖鑰'而於乾隆初即發展成為街市，從此便成為雲林地

區的行政中心 。 土庫則因位於周緣二十三庄交易中心 ， 及鹽水港、北港、

鹿港南北交通要衝，而於道光年間發展成街市 O 故大部分街市都已有頗久

的歷史 。 惟仍有少數至二十世紀後才興起者，虎尾即為一例 O 該地原本連

聚落都沒有，乃因 1908 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在此建廠，並選擇此地為

該會社之總部 ， 遂迅速發展成為街市 。 如今 ， 其商業機能仍持續發展著 。

其他鄉鎮早期均尚止於「鄉村」階段，頂多是在適當地點或交通位置

較優越之處產生「市場 j 而己，並未發展成市街 。

至於北港，其河港機能雖已消失，然因其宗教及地區產業機能代之而

興，故其街市仍能繼續發展，亦屬難得 。

六、艾化風貌潭州縮影

由前面所述 ，北港溪流域地區不論在地理璟境、土地開拓、族重與聚

落分佈、或產業發展，都與北港溪息息相關 。 而其孕育出來的文化至今仍

然延續著，以下略舉數例以窺之 。

由於北港溪流域的雲嘉平原與擅長農耕的樟州府非常類似 ， 所以本地

區的土地開拓、水利興修及農業發展， 大多由樟小|、|移民拓展 。 而潭州人在

拓墾之餘，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卻也非常別緻而生動 。 去日 i章小|、|人移民時攜

帶來台的地方守護神「開樟聖王」、 「敵天大帝」、「 三官大帝」與「謝

府元帥」等至今仍為北港及新港地區樟小|、| 人所奉肥 。 而供奉媽祖的新港奉

天官也是經過水災沖毀後，在嘉慶十六年(1811 年)由樟州鄉親出錢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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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重建的 ，如今奉天宮已是新港鄉最具規模的廟宇了 O 自台中大甲媽祖

繞境進香以來 ， 香火 日盛一日 ， 與北港朝天宮共同構成了雲嘉地區宗教文

化的重鎮 。 近年來由地方熱心人士推動成立的「新港女教基金會 J . 除了

結合地方節慶舉辦各項精緻的民俗活動外 ， 要展開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 成

功地將新港這個老鎮注入了新生命 O

其次 ， 樟 'HI 移民把原鄉的民間小調「錦歌」構來台峙 ， 在台峙的墾拓

開展之際 ， 錦歌就逐漸融入採茶、車鼓等戲曲 ， 發展出適台說唱故事的

「歌仔戲 J . 成為移民辛勞之餘最重要的娛樂 ， 也成了逢年過節、祭把神

明的表演 。 至今 ， 本地區仍有為數不少的車IJ團 ， 而且重大節歷時 ， 仍亦常

見大小歌仔戲團之演出 。

至於開拓北港慎地區的i章籍人士中 ， 在斗六、梅林地區的林克明 ， 不

但在康熙六十年 ( 1721 年 ) 朱一貴之亂時 ， 救助逃難的難民 ， 還創建湖山

岩寺 ， 以安定人，心 。 如今這座廟宇不僅是斗六市最大的廟宇 ， 也是觀光勝

地立一 。 而在林內地區的鄭萃徘 ' 因其開基墾荒之功及其二子鄭天球穫乾

隆帝拔為貢生之榮耀 ， 所建之宗桐仍留下具有近三百年歷史的「拔貢 」及

「勤公懋著 J 區額 ， 極具歷史意義 。

其他移民而來的族畫亦留下不少文化遺產 。 如泉州、|移貝佔大部分的北

港鎮 ， 除了興建朝天宮媽祖廟外 ， 近十年束並先後成立「笨港媽祖女教基

金會 j 及「北港;英文化工作室 J · 於宗教文化、社會福利興地方化等各項

活動的推展不遺餘力 ， 或於寒暑假期間辦理笨港煚蹟文化研習醬，促進大

家對北港有深一層的認識 。 而每年的元宵節花燈展覽、媽祖誕辰等盛會 ，

都推出精緻生動的系列活動 ， 吸引近 500 萬人前來進香參觀 。 目前要興建

媽祖景觀公國 ， 開放供信徒參觀 ， 為北港宗教觀光區帶來更多特色 。

曾經是笨港商業貿易外港的 口 湖鄉沿海各口岸 ， 於 j草光二十五年

( 1845 年 ) 遭暴風雨引發北港進、牛挑起溪洪水及海水倒灌之侵襲 ，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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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斃無數，港口之功能亦漸萎縮，至 1916 年被取消特別輸入港之設置

而式微 。 代之而起的漁業亦隨著魚源枯竭及地層下陷、水源缺乏而漸沒

落 O 但當地居民與旅外鄉親為緬懷、超度先人，每年舉辦大規模的法會，

形成台灣地區獨特的「牽水東藏」文化，亦為本地區特有的人文資源 O

而位於北港溪出口南岸的東石鄉，居民亦大多來自泉州哥江，本著原

鄉擅長出海經商捕魚的長才，締造了船仔頭的繁榮，近數十年來雖然已風

光不再，但其所塑造的文化風貌，經過地方有心人士的研究整理，藉著八

十五年全國文藝季等活動，展現在國人面前，卻也有熱情別緻的風味 O

月外，北港溪流域其他鄉鎮仍有許多民俗文化活動與史蹟文物，如每

年農曆四月十二 日是斗六、斗南、虎尾、土庫及大埠 5 鄉鎮市有 300 多年

歷史的「六房螞 J ' 因輪流供奉而舉行「過爐」慶典，各地香客十多萬人

隨著，聲勢浩大，堪稱奇景 。

來自泉州南安的郭姓族人在土庫鎮建「鳳山寺 J '供奉廣澤尊王 ，已

有 300 多年歷史，該寺為全台廣澤尊王之開基廟宇，每年各地前來進香者

絡繹不絕。

由以上簡介，我們可以了解，北港橫流域的文化風貌、族輩分佈、與

該地的傳統產業型態有密切關係 '而其中又大多是璟繞著宗教信仰而發展

出來的 ，故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 此亦可由「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書 j 中

統計至 1992 年止有佛道教寺廟 554 座，且分佈平均，至今甚且將近 700

座，可見其發展之驚人 。 而現有古蹟亦以寺廟及宗祠較多 ( 註 24 ) ，亦

在說明宗教寺廟是本地區之主要文化資產 。

七、農業結構縣困民窮

最近數十年來，因為受到社會經濟璟境變遷的影響，北港溪流域雖然

也引進了二、 三級產業 ，但仍因發展落後 ，導致人口大量外流 。 要了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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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流域的生態在歷煚時空中如何變化 ， 就需先了解因地理因素、族重分

佈、及政治經濟變化所形塑的社會經濟風貌 O 幾百年來 ， 北港區的經濟活

動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幹。在 1990 年 ， 雲林縣耕地面積 87 ， 24 5 公頃 ， 佔

全縣總面積的 67 .59 % '佔中部流域可耕地面積之 27.06 % ' 是中部 6 柯:市

中耕地面積最大的縣份 ( 註 25 ) 0 正是如此 ，中央政府的農業政策不僅

深深地影響雲林縣農民的生計 ， 要因此而影響雲林縣整體的發展 O

台商在二次大戰之後的工業化發展 ， 就官方一貫的說法是「以農業培

養工業 ， 以工業發展農業 J 0 然而 ， 實際上只施行了前半部政策 ， 而忽視

了後半部政策 ; 在農業政策成為工業政策的附庸的情況下 ， 農村日漸i周蔽

是難以避免的事 O 農業被當成是工業的附庸可由兩方面來觀察 O 其一 ， 國

民政府在 1949 年退居台灣 ， 深!苦當年通貨膨脹帶給社會的動盪不安 ， 對

1f~'政權穩定性影響重大 ， 同時 ， 為了確保從大陸帶來的龐大軍隊的用糧 ;

來台後盡全力反通貨膨脹 ，直在控制糧源 ， 而農產品價格政策正是當時最重

要的工具 O

在 1950 年代 ，由於台俏的所得水準(丘 ， 追求溫飽是一蝦人民的努力

目標 O 當時 ， 食品支出佔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高達 50% 以上 ， 其中尤以

稻米最為重要 O 因此 ， 米價嚴重閥係于IJ物價水準的漲跌 ， 不僅影響人民生

計 ， 更影響社會的安定與政權的梧定 O 在此情況下，政府嚴格控制米價是

可以理解的 ( 註 26 ) 0 

其二 ， 台灣在 1950 年代開始椎動工業發展 ， 而以勞力密集直業為主

軸 o 工業資本來源除了美援外 ， 最重要的就是來 自 農業部門 O 政府先透過

「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來使過去的地主體制解體 ，

一方面將土地資本轉成產業資本，男一方面政府得以直接控制農業及農

民 O 然而透過各種方法如徵收農業土地稅、強制性收購糧食、米月巴不等價

交換、擴大農直品、與工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等 ， 東榨取農業資本以聽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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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工業部門(註 27 ) 0 李登輝先生估計從 1950 年到 1955 年的台灣農業

恢復期，農業部門流到非農業部門的價值為農業總產值的 22% ( 註

28 )。 慨然台灣工業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則工資在產品生產成本中的比

例就相對地提高 。 而如上述，食品支出是工人家庭支出的大宗，因此，壓

低糧食價格一方面具有緩和工資上漲的作用，另一方面，低糧價造成的低

工資代表資本家的相對利潤提高，可促進資本家的投資意願 ( 註 29 ) 0 

更重要的，由於低糧價政策造成農戶收入遠低於非農戶收入，因而造

成農村勞動人口不斷外流，而更加速了農村的凋蔽 。 就雲林縣的農戶來

看，在 1977 年，農家所得僅佔非農家所得的 72.6 1 % '而在 1988 年則為

65.76% ( 註 30 ) 0 此外，台灣農家所得中農業收入佔的比重不斷下降，

而工資所得的比重卻不斷上升 。 雖然官方統計資料通常顯示台灣自耕農的

比例遠高於個晨，但卻忽略了自耕農中能完全靠農業生活的比例卻逐年降

低 。 以 1985 年為例，台灣農家中能完全靠農業生活的只有 17% ( 註

31 )。 當一個地方的農民無法完全靠農業為生，而其收入文遠低於非農業

部門時，自然、農村人口外流及農村隨之而凋蔽，很不幸的，這正是雲林縣

這幾十年來發展的寫照 O

如上述，雲林縣以農業為主，但政府幾十年來的低糧價政策及對農業

部門資源的擠壓，正是造成雲林縣人民生活窮困，人口大量外流的結構性

因素。雲林縣在交通、礦產、人力、公共設施、教育等相關條件為配合的

情況下，發展高科技二級產業，並不是很容易 O 在上述結構性因素沒有對

症下藥地解決之前 ，要想、脫離貧困，就不得不引進遭其他縣市排拒的高污

染工業了。乍看之下 ，似乎雲林縣成為工業大縣指日可待，然而，如果主

政者的基調是經濟發展，以及如果地方派系介入工業發展，那麼北港溪流

域的璟境生態將是前途堪憂， 這些並不是靠璟境工程諸多技術可以根本解

決的;也不是靠法令的修訂可克服的，畢竟「徒法不足以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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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外 ， 地方政府為了加強公共建設、引進產業、帶動地方繁榮 ， 以吸

引人口的回流、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 ， 紛紛提出綜合開發計畫專案。以雲

林縣政府為例 ， 其在 1993 年所提出的綜合發展計畫中便將全縣規劃成 4

大生活圈 ， 其中與本區域相關者有斗六、虎尾、北港 3 個 ， 各生活圈均依

其地區二三產業及文化特色 ， 規劃出發展重點 ， 如斗六生活圈 ， 包括林內、

莉桐、斗南、大埠、古坑等鄉鎮 ; 中心都市是斗六 ， 以工商業及休憩觀光

為其發展重點 。 虎尾生活圈包括西螺、土庫、二崙、崙背、褒忠等鄉鎮 ;

中心都市是虎尾 ， 以虎尾為工商業中心 ， 和其他鄉鎮的觀光和農業為本地

區特色 。 北港生活圈含元長、水林、口湖等鄉鎮 ; 中心都市為北港 ， 以發

展北港宗教歷史文化、觀光、商業，及其他鄉鎮之精緻農業為重點 ( 註

32 )。
這些規畫IJ都是期望帶動地區發展 ， 使其脫胎換骨的理想 ， 然而 ， 吾人

認為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 如何徹眩落實地去推動執行 ， 並維護產業發展

與人文提昇並重 ， 並應注重璟境與生態的平衡，貝IJ北港模流域的生命力方

能永續發展 。

八、發展工業別忘人文

北港進是雲嘉平原上最主要的河川 I '她提供了先民渡海來台時登陸的

門戶，也成為他們向內陸發展的走廊，更是他們拓墾灌溉與生活所需的泉

源 。 她不但孕育了雲嘉地區眾多于民 ， 也塑造了大家勤奮樸實的風格 ， 我

們今天應當懷抱憨恩及珍惜的心情束對待她 。

河川乃大地生命的泉源，一直口人體中的血液與血管對生命的維槃典人

體健康的重要性 ， 絕對不容忽視 。 我們從前述北港模流域的人文與社會經

濟璟境的變遷過程當中，可以看出這一條河川正遭逢空前未有的浩劫 O 如

今除了偶有抽取河水作為灌溉與養殖用外 ， 其直在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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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引水使用，北港溪成為一條 1世洪與污水排水道，怎不令人驚懼，而

這都是我們的自私與愚昧所造成的 O 今後欲讓其j青流如昔，貝IJ 須付出更多

，心力與代價，並且正本清源找出造成污染的根源與提出確切可行的頁方，

從而標本兼泊，方為上策 。 而當地方政府在引進高污染工業的時候， ~頁先

做好璟境影響評估及舉辦公聽會等，並從徹底排除地方派系的糾葛與黑道

及特權勢力的介入上著手，否則再有更仔的整治計畫也是枉然 。

誠如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峰、朴子j是流域污染整治規

畫IJ J 總報告中所提之建議事項 ( 註 33 ) 及吾人上述意見之外，針對北港

慎的人文發展部分 ， 再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做參考 。

←)古蹟之保存與維諱: 因為北港模流域地區之開發甚早，加以早期產業結

構的影響，保存的古蹟以寺廟及傳統民宅最多，然根據國立成功大學都

市計畫系暨研究所對雲林縣之調查分析認為:第一由於古蹟保存維護工

作起步慢，且缺乏完整的法令與行政組織，導致古蹟保存事業無法有效

推廣;其次因為古蹟修護研究及技術人才的缺乏，且11多護材料及構造標

準不一，導致 11多謹結果難保古蹟原始風貌 ( 註 34 )。 法令不彰的問題

應由中央政府加緊修訂文化資產保護法;至於古蹟維修技術與程序，地

方主管機關應積極展開維修行動，否則以今 日 雲林縣亟欲脫胎換骨，加

速建設立際，古蹟將悄失殆盡 。

(二)地方文史資料與機關檔案之收集與整理:以雲林縣為例，其1JI~ ft:;國六十

八年編暴〈雲林縣志稿〉以後，便未再正式編暴地方更主、 ;而由縣政府所

發行芝〈雲林文獻} ，貝IJ酷似首長施政報告 。 地方文史記錄淪落至此，導

致人們對自己鄉土歷史的漠視與地方文壇資料之急速散失等現象 O 而各

機關亦不重視檔案之管理與保存，任由檔案流失，將來若欲編暴地方史

志，恩將遭致無米之炊之苦 ， 人民也將因不知地方之歷史而茫然無所適

從了 O 或許因為有鑑於此， )寥泉裕縣長當於八十四年四月底表示有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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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縣史館 J ' 然時隔一年 ， 卻未見下文 ， 我們寄望廖縣長能實踐經濟

與人文並重的許諾 ， 儘速推動成立之 O

(司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 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先生提到 ， 社區是介

於國家社會和家庭團體之間 ， 而為現代人追求居住璟境品質 ， 提升生活

品質的單位 。 而這是終極關懷的文化理想國 ， 要讓他在這境土地上普通

生根 ， 唯有透過民主化的社區共同體 ， 白發地從事總體的改善工作 ， 才

能營造出一個適合現代人居住生活的軟硬體頭境 ( 註 35 ) 。 地方政府

欲發展所謂「生活圈 J ' 實有賴社區總體營造之工作來奠基以落實之 。

目前雲嘉地區之新港鄉與北港鎮在這方面已有初步成效 ， 我們除了希望

各位關慎地方發展的人士共同參與社區再造的工作外 ， 要希望地方政府

首長亦能積極投入 ， 起帶頭作用 ， 讓每個鄉鎮都變成文化理想國 。

(四月郎土教材之編摹 、 修訂與普及: 對北港模流域的人文產業與河川污染整

治等課題的認知與關懷 ， 有賴地方政府從教育上著手 ， 而各級學校的鄉

土教學正是最佳途徑 。 我們希望縣政府教育局出面召集相關人員 ， 編製

理想的鄉土教材 ， 提供各級學校採用 ; 而地方政府要應寬列經費以支持

此一工作 。

最後 ， 我要呼應成功大學建築系暨研究所兼任專家郭中瑞先生「在復

建孕育文化歷史的河川 」一文中所提出的呼籲來做結論 。 他說 :

傳統以來的治水計畫是以現實世界的主要生態系 ， 亦即以人類為中心

的河川整治計畫 ， 暫且不論其他生態界 ， 如果把人類生態中社會因素等也

考意進來論計畫構成 ， 則更有效率的奸計畫 ， 實際上文化系統的部份佔了

非常大的分量 。 忽視文化的各項計畫往往造成許多無謂的族畫摩擦 ， 延伸

出其他社會問題 ， 因為河川興地方文化的聯槃以歷史為軸是非常的強而有

力 。 故今後的治水計畫策定時除了考慮到自然璟境背景、民眾意見之外 ，

歷史家、思想家的想法與看法 ， 同時也有研究的必要 ( 註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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