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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地理與族群：竹東地區舊地名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地名有「歷史的化石」之稱，大地本無名，地名的出現實開始於

人類在地表上生活，漸漸的為了活動的需求而出現或產生了地名，所

以，地名的存在，早於人類文字記載之前，是不爭的事實。 

   就由於是為了滿足人類活動或方便而產生的「地名」這項「新興」

事務，其產生的背景，又常有著不同的起源及原因；而這些地名的命

名源流或原因，總不外乎當時的人與地、物或事情結合的結果。 

    同時又因為「歷史者，時間之地理，地理者，空間之歷史」，而

萬物之靈的人，又常主宰著時、空的運行，所以地名又常牽涉到古往

今來，該地之歷史、地理，族群背景，是故對地名的研究，尤其是對

老地名的探源或地名的變遷作研究，對於一個地方的開發史，不僅常

可提供重要的線索，也可藉此來瞭解一地歷史演變的軌跡，所以地名

研究事實上包含歷史、地理、族群、語言、民俗、文化…諸多層面，

對學術研究、鄉土教學，以及為政者而言，地名研究皆能提供主要線

索，影響所及，不可謂不大。 

    但是，近年來由於工商發達，經濟起飛的結果，是城鄉都市化，

處處水泥叢林林立，土地極度開發的結果，往往造成地形地貌極大的

改變，「怪手」所及之處，越是高度的開發或建設，越是形成高度的



破壞，休說環保，也別說印象中美麗的家園與鄉土，無一能倖免，那

傳統的歷史化石—地名，也是「皮之不存，毛將焉附」，紛紛走入歷

史的長河中，或改頭換面，以一副嶄新的名字出現，常會令後人「丈

二金剛，摸不著頭腦」，與本鄉本土失卻了縱的傳承與認同。同時又

因為老成凋謝迅速，若不對舊地名早做搶救與研究，則再過幾年，則

即使有心，亦將很困難做，這是本研究形成之原始動機。 

    回顧本地的開發，始自清代乾隆年間，迄今兩百餘年，其間有關

本地區之地名記載或地名研究相關著作，如清代官修地方志書：《淡

水廳志》、《新竹縣志初稿》、《新竹縣采訪冊》、《新竹縣制度考》…日

治時期成書的《樹杞林志》、《新竹廳志》、《新竹叢志》、《台灣堡圖集》…

台灣光復後成書的《新竹文獻通訊》、《新竹縣志》…以及私家著作如

伊能嘉矩之《台灣舊地名辭書》、安倍明義之《台灣地名研究》、陳正

祥之《台灣地名辭典》、洪敏麟之《台灣舊地名之沿革》、楊鏡汀之《新

竹縣舊地名探源》…著作不少，但有關地名不是失之過簡，遺漏甚多

本地舊地名外；不然就是由福佬人、日本人的觀點或角度去解釋客家

地名，常有差之毫里，失之千里之嘆，常令人有今日不做，明日便要

後悔之感。 

    由於近年來科際整合已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方法，所以本書即以

區域發展為主要範圍，以史學方法為主軸，配以地理學、人類學、宗



教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加以整合，先就相關文獻及地圖找出所有

舊地名及相關資料，以為研究之基礎，另一方面則以田野調查之方

式，訪談耆老及現地踏查，再將此田野調查所得資料整理後，也作為

依據之一，最後再綜合各項史料逐一比對，作進一步的分析及歸納比

較而完成研究。 

    本研究的時間上起清代乾隆年間客家人入墾本地區起，至目前為

止，研究範圍只限於竹東地區，即今日之竹東鎮、芎林鄉、橫山鄉、

北埔鄉、峨眉鄉、寶山鄉等六個客家鄉鎮之舊地名為範疇。竹東位於

頭前溪中游左岸，在清代其繁榮程度不及芎林及北埔，但日人治臺

後，因為竹東的位居交通樞紐位置及入山孔道，再加上油井的開發、

水泥廠的興建、治水工程的完成…使竹東一舉躍昇為一新興工礦城

鎮，至臺灣光復時已成為臺灣三大鎮之一，儼然成為竹東地區八鄉鎮

(含五峰、尖石二山地鄉)的龍頭地位。芎林鄉在本區開發最早，在清

乾隆五○年代，芎林一直扮演著客家墾佃二次移民南下竹東、橫山的

中繼站角色。至於橫山與北埔、峨眉、寶山等大隘三鄉，是比較慢開

發的四個鄉，與五峰、尖石交界，一直扮演移墾社會「邊疆」與「前

線」的角色，尤其是大隘地區三鄉，由同一墾戶金廣福拓墾而成，同

質性高，其「邊疆」色彩更為濃郁，所以以竹東為中心的這六個鄉鎮

是各具特色，皆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章 竹東地區地名的緣起與特性 

第一節   漢人入墾前的地名 

本地區的開發，見諸文獻，當推《新竹文獻通訊》所記載的： 

        乾隆三十四年，就有惠州人進墾上、下七份及麻園肚一

帶，移民二十口至五十口不等，漸聚成村落。 

在漢人入墾本區之前，居住在本地的有平埔族道卡斯人竹塹社、

賽夏族及泰雅族，他們當時所使用的地名為何，大致上來說，早已失

傳，流傳至今，仍可辨認或使用的，數量不多，例如竹東鎮二重里的

麻耀、柯湖里的南林窩(已參雜了客家人的窩了)，橫山鄉的福興村的

馬福、馬學社；同鄉大肚村的大肚、南昌村的卑來。其地名的緣起，

麻耀已失其原意，南林是清代竹塹社一個姓錢的人的名字，至於馬

福、馬學、大肚、卑來皆是原住民「番社」之名稱，但其命名緣起，

也已失傳。 

倒是因受到原住民影響而留下的地區尚有一些；例如竹東鎮柯湖

里，古稱「番仔湖」，橫山鄉新興村的「番仔圍窩」、豐鄉村的「番仔

林」、豐田村的「社竂角」，北埔鄉南埔林的「番仔骨頭排」與「番波

坑」，峨眉鄉七星村的「社竂坑」…等。是本區受到原住民影響而明

顯留下的一些地名，在這些地名中，除了「番仔骨頭排」以外，大都

與當時原住名住的地方有關，至於「番仔骨頭排」則與原住民戰死陳



屍或埋骨有關，而上述這些地名的特色是大部份會出現一個「番」字

或「番社」的「社」字。 

 



第二節 與動植物有關的地名 

        等到漢人大量入墾本地區後，漢化的地名開始大量的取代了原

住民原先的地名，移墾到新的土地上，初來乍到，很可能為當地的

植物原始景觀所震驚或有所描寫，或與其日常生活關係密切，因而

產生以植物之名稱來命名的，本區這類地名堪稱不少，例如芎林鄉、

樹杞林(橡棋林)、雞油林、樟樹林、楓樹窩、茅仔岡、柳樹湳、黃

藤坪、大樹龍、柑仔樹下、香緣窩、龍眼窩、九讚頭、麻竹窩、九

芎坪、芎蕉湖、大蔗園、水梨園、大茶園、楓樹橋、雞油崠、赤柯

山、赤柯坪、芎蕉窩、藤坪、桐仔坪、艾仔坪、細茅埔…等，形形

色色，絕大部份會冠上植物的名稱以及狀態或數量，是其特色。 

        與植物一樣，各種動物也是地名命名的好題材，尤其是臺灣並

無肉食性的大型猛獸，所以草食性動物並無天敵，加上氣候炎熱多

雨，草木繁盛，可說是動物的天堂，且有野溪大河、魚、蝦等資源

取之不盡，所以漢人移墾初期，甚多是以當地動物命名的，例如：

山猪湖、馬場、牛屎崎、猪姆竂、猪湖仔、牛路頭、倒別牛、猴洞、

鹿竂坑、山猪窩、猪窟、猴空山、牛溜、蝙蝠洞、猴樹、鯉魚島、

龜窟…等。 

本區此類地名的特色與野生的山猪以耕田的牛有關者最多，猴子

次之。 



第三節    以相關位置或地形命名的地名 

        除了動植物可命名外，先民亦常藉由一地之相關位置或建立所

在，或與當做基準之地名做比較，而後加上東、西、南、北、橫、

直…等方位，或中、上、下、內、外、口、頭、尾、心、勢、背、

底、肚…相關位置，例如竹東、北埔、南埔、埔尾、西河排、竹中、

上員山、下員山、柵門外、北埔口、埔心、黃基頭、內灣、大山背、

崩山下、上坪、上七份、下七份、崁下、下山、上山、水尾、橫窩、

直窩、橫山、中坑、下店仔、砂坑尾、南河、上大窩、下大窩、白

石下，下灣仔、中隘、東關東、伯公下、外坪、內大坪、大河底、

南坑、上崎林、下崎林、中大壢、下大壢、北坑、東坑、北風坪、

上伯公、下伯公、下河背、東門喉、東城、直坑、上河背、水尾溝、

麻園肚、葫蘆肚、東坑肚、生龍口、坑口、大南坑、上河底、溝背…

從這些講求相關位置的地名來看，可能還是有「上」與「下」的地

名較多。 

        相關位置的講求之外，地名的命名，也有許多以地形狀況來命

名者，茲分述如下： 

一、以坑為名者： 

坑在客家地名中出現可能有兩種意義，第一種是指溪流，比

較大的溪流客語稱為大坑、坑埧或大河埧，所以河水稱坑水，坑



壢是另一種意思是指未能形成河谷平原的小溪谷，前者如油羅坑

(溪)，後者如王爺坑、燥坑、鹿寮坑、溪竂坑、暗坑、大南坑、

小南坑、沙坑仔…等。 

二、以窩為名者：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比「坑」更小的小溪

谷或小山谷，通常屬於「坑」的上游或支流之小山谷或小溪谷，

例如王爺坑最裏面又分成牛欄窩與芎蕉窩，鹿竂坑內又分成桔子

窩、賴石窩、安樂窩、麻竹窩、鍾屋窩、灶桶窩、茄苳窩、烏龜

窩、松樹窩、擔水窩…等。 

三、以埔為命名者： 

埔一般是指尚未開墾的平地，例如牛埔、塚埔、草埔、本區

以埔命名的甚多，像頭重埔、石牌埔、二重埔、三重埔、四重埔、

北埔、南埔、埔 尾…等。 

(一)、以湖命名者： 

          湖用在客語地名多中也有兩種可能，一種是湖泊的

湖，像猪湖仔的湖興大埤湖、牛湖塘皆是此類，另一種可

能是低窪處或盆地地形，像是山猪湖、芎蕉湖、大湖、畚

箕湖…等。 

 



(二)、以洋命名者： 

         這裡所謂的洋，並非汪洋大海的洋，而是指平洋，即

使很平坦又很廣大的地方，像竹東武功堂圍牆外的田洋，

芎林上山林的田洋等等皆是。 

(三)、以坪命名者： 

          所謂坪是指稍高而平坦之地，本區通常是指河階台地

而言，像竹東的上坪、下坪、坪林，橫山豐田的南坪、北

埔的大坪皆是，其他的像新路坪、獅頭坪。 

(四)、以崎命名者： 

          家語稱上坡路段謂之崎，以此命名者甚多，如山崎

仔、員崠崎、三段崎、伯公崎…等。 

(五)、以岡為名者： 

所謂的岡，通常是指小山而言，像岡巒、岡阜、本區

以此命名的像茅仔岡、柑園岡、榕樹岡、黃草岡…等。 

(六)、以山命名者： 

         所謂山，是指陸地上隆起的部份，客語稱比較寬廣的

山坡地為山排，本區以此命名者，前者如龜山、上山、下

山、員山、水頭排山、五指山、飛鳳山、王爺山…等，後

者如西河排、扇仔排、楠仔排、死人排、番仔骨頭排…等。 



(七)、以崠(凸)或凹命名者： 

          崠有時寫成凸，客語指小山頂，與凸相反，是山脈稜

線的最低處，本區以此命名者，前者如員崠仔、雞油崠

(凸)、插旗崠、油茶崠、榕樹崠、柯崠…後者如橫山鄉沙

坑村的馬鞍凹以及芎林華龍村的馬鞍凹。 

(八)、以灣或肚為名者： 

          所謂灣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山麓沖積扇地

形，像內灣；肚有內或裏面的意思，也可稱平坦的田地或

河邊的一塊田地，本區以此命名者如石孔肚、東坑肚、葫

蘆肚、麻園肚…等 

(九)、以園、林命名者： 

所謂園一般就是指無灌溉設施的旱田，林原本是指樹

林，但也可指旱田而言，本區地名以園命名者如黃梨園、

菜園窩、上菜園、大蔗園、薯園、油茶園、水梨園、松樹

園…等，旱田而以林為名的為例：頭份林、大分林、小分

林、五股林、十股林、崎林、番仔林、坪林…等。 

 



第四節 產業或人文背景命名的地名 

    先民入墾本區，其生活脫離不了及人文背景，所以在地名命

名時，多多少少一定會與這兩者脫離不了關係，茲分述如下： 

一、以產業之種類命名者： 

這類地命名通常會將生產之物或產業名稱直接加在

地名中，例如紙竂窩、朾磚窩、柑園岡、油茶園、鹿竂

坑、菜頭寮、油車窩、紙寮、紙湖、菜園窩、麻園肚、

芎蕉湖、上菜園、蔗廓、瓦窯埔、烏瓦窯、腦竂、麻竹

窩、芎蕉窩、面盆窩、煙竂坪、柿園坪。 

二、與拓墾事務有關之地名： 

        這種地名不少，例如以股為名的五股林、六股、八

股、十股林，以份為名的頭份林、大分林、小分林，與

隘竂有關的如十二竂、十五竂、九竂、八竂、中央竂、

協竂、尾隘仔、揳隘仔，大都與股份或隘竂有關。 

三、以民俗信仰命名者： 

        民間信仰之神明甚多，故以神明之名轉而為地名者

亦不在少數，例如王爺、王爺廟(三山國王)、伯公崎、

伯公下、三界窩、三寶佛、社官橋、橋頭伯公、水尾伯

公、軍大王、觀音壢、油車伯公、開山伯公、覡婆姐、



媽祖山…等，地名上皆會有神明之稱呼。 

四、以姓氏為地名者： 

        以拓墾先民或住民之姓紙為地名亦是常態，例如韓

屋、劉屋、葉屋或賴石窩、鄒屋窩、鍾屋窩、宋屋窩、

姜屋…等，皆會在地名上冠上姓氏。 

 

 

 

 

 

 

 

 

 

 

 

 

 

 



第四節 竹東地區地名的演變 

甲、 本區行政建置的演變 

本區自清代乾隆中葉進入漢族的歷史舞臺起，開始有漢式地名及

行政建置出現；在清代本區最早出現的行政建置只是籠統的屬於竹塹

堡，然後到了乾隆中葉到同治本間，則稱為竹塹城外東廂二十五廂，

例如牛路頭莊、五塊厝莊(五座屋)、九芎林莊、頂下崁莊、鹿寮坑莊、

十股林莊、五股林莊、石碧潭莊、山猪湖莊、猴洞莊、橫山莊；以及

加上新闢的「大隘」地區。 

到了光緒元年(一八七五)起，本區又屬於竹北一堡管轄下的月眉

莊，北埔莊、橫山莊、九芎林莊、樹杞林莊、寶斗仁及草山莊。至光

緒十五年(一八八九)，本區改稱樹杞林堡，下轄月眉、北埔、九芎林、

樹杞林、新城、橫山六莊。 

光緒二十一年(明治二十八年，一八九五)，政權更迭，日本統治

臺灣，五月二十一日，廣島大本營公佈「臺灣總督府假條例」(臨時

條例)，分臺灣為三縣一廳、即台北縣(轄基隆、宜蘭、新竹三支廳)。

臺灣縣(轄嘉義支廳)、臺南縣(轄鳳山恆春、臺東三支廳)及澎湖島

廳；本區當時屬於臺北縣新竹支廳之樹杞林堡。 

同年(一八九五)八月六日，「臺灣總督府條例」公佈，仍分臺灣

為三行政區；即臺北縣，下轄基隆、宜蘭、新竹、淡水四支廳)、臺



灣民政支部(下轄嘉義、彰化、雲林、苗栗、埔里社五出張所)、臺南

民政支部(下轄鳳山、恆春、臺東、安平四出張所)、澎湖廳仍舊；當

時本區仍屬台北縣新竹支廳之樹杞林堡。明年又改為臺北縣、臺中

縣、臺南縣及澎湖島廳的三縣一廳。 

至明治三十年(光緒二十三年，一八九七)五月二十七日，臺灣的

行政區劃又有更張，即由前述之三縣一廳擴大為六縣二廳，並改支廳

為辦務署)；臺北縣(轄十一辦務署)、新竹縣(轄六辦務署)、臺中縣(轄

十三辦務署)、嘉義縣(轄六辦務署)、臺南縣(轄七辦務署)、鳳山縣(轄

五辦務署)、宜蘭縣(轄二辦務署)、臺東廳(轄二辦務署)、澎湖島廳(轄

一辦務署)。當時本區為新竹縣轄下的樹杞林辦務署，又下轄樹杞林

街、北埔街、九芎林街、月眉街等四樹及軟陂仔、雞油林、上公館…

等一百七十三莊。 

明治三十四年(光緒二十七年，一九○一)五月一日，臺灣的「地

方官制」又有改動，即將前述六縣三廳再以為三縣(臺北、臺中、臺

南)三廳(宜蘭、臺東、澎湖)原縣廳所轄辦務署亦減為四十四。本區

當時改屬臺北縣新竹辦務署之樹杞林支署，下轄月眉、北埔、樹杞林、

九芎村、橫山、新城六區。 

同年(一九○一)十一月九日，日本統治當局以為區分為「總督

府、縣(廳)、辦務署」的三級「地方官制」，在事務處理上欠缺靈活，



故廢縣及辦務署而改為廳及支廳兩級制，分臺灣為二十廳，即臺北、

基隆、深坑、宜蘭、桃園、新竹、苗栗、臺中、彰化、南投、斗六、

嘉義、鹽水港、臺南、鳳山、蕃薯竂、阿緱、恆春、臺東、澎湖。當

時本區屬於新竹廳之樹杞林支廳(下轄樹杞林、橫山、九芎林三區)

及北埔支廳(下轄月眉、北埔、新城三區)
1
。 

大正九年(民國九年，一九二○)九月一日，日本統治當局再次實

施臺灣地方行政區域的徹底改革，當時廢西部各廳，改設臺北、新竹、

臺中、臺南、高雄五州；保留東部花蓮港、臺東二廳、州轄下設郡、

市，郡下設街庄、除了地方行政區的大幅更動，街、庄地名也有不少

遭到更改。當時本區屬新竹州之竹東郡(由樹杞林改名竹東)，下轄竹

東街及寶山、芎林(由九芎林改)、橫山、北埔、峨眉等一街五庄。 

民國三十四年，臺灣光復，臺灣行政區劃再次更改，本區當時屬

省轄新竹市之竹東區，下轄竹東區及峨眉、北埔、橫山、芎林四鄉及

直屬新竹市之寶山區。 

民國三十九年十月，臺灣行政區劃再次更改，省轄新竹市降格為

縣轄市，本區改屬新竹縣，分別為竹東鎮，芎林鄉、橫山鄉、北埔鄉、

峨眉鄉、寶山鄉等六鄉鎮
2
。 



第二節  本區地名的演變 

本區自清代乾隆中葉開拓以來，在有清一代統治的一百多年中，

本區地名發生根本上的變化不多，其發生變化大都與土地開發的過程

有關，茲舉例如下： 

i. 員山仔溪北犂頭山隘邊草地→下山(芎林) 

原本這片土地只是平埔族竹塹社保留區內，滿清政府保

留給熟「番」，作為耕墾維生之地，因尚未拓墾，所以稱為草

地，又因其位於員山仔溪(今頭前溪)溪北及通過犂頭山的土牛

溝(隘)邊以東的相關位置，所以如此命名。這片土地在乾隆五

十年(一七八五)由竹塹社通事什班、土月斗限此抵同眾番等給

與漢佃劉承豪開墾的就是今日的芎林鄉下山村的水坑口。在同

年(乾隆五十年)由竹塹社給墾，招得漢佃林拱寰開墾，及乾隆

五十一年(一七八六)三月、四月、九月分吸招得林體魁、彭雲

化等開墾的同一片土地，今日皆成為芎林鄉下山地區
3
。 

二、南重埔、南勢三重埔、四重埔、南勢山三重埔、四重埔→三

重埔、四重埔(今竹東鎮三重里) 

埔是指尚未開發的平地，勢是指凡力之奮發皆曰勢，所

以自然界造山運動所激發的力量，造成了山的走勢，也就是

山的走向，亦可稱山的方向，這南勢和南勢山指的就是南邊



(客語稱為片)或南邊的山，這南重埔、南勢、南勢山出現在

道光十三年(一八三三)到道光十五年(一八三五)間開發的

竹東三重埔、四重埔地區的古文書上
4
，由此可見證到漢人

最早到達此地時所命名的地名狀況，等到土地開發完成，才

有後來比較正式的地名。 

三、猴洞→併入山猪湖後消失 

猴狪莊的始墾年代始於嘉慶十二年(一八○七)，至光緒

十二年劉銘傳裁隘而終結
5
，至於猴洞地名的消失，應在光緒

二十四年(明治三十一年，一八九八)之前，因為光緒二十四

年成書的《樹杞林志》雖然在＜祠廟＞項下有提到「國王宮

一直在猴洞莊…」，但在其＜街里＞及＜戶口＞項下皆無猴洞

莊之名及統計數字，故知猴洞莊在當時已消失，又根據《樹

杞林志》的記載： 

            光緒二十三年秋，大水；沖毀田畝無算… 

        民間亦有日本人來後(統治台灣)「水打雞油林」的

口碑、所以猴洞可能是在光緒二十三年(明治三十年，一

八九七)消失的。 

四、南興莊→北埔  中興莊→中盛  福興莊→月眉  褲浪埔→

富興 



        這是清道光十五年(一八三五)金廣福墾號開墾大隘

地區、沿峨眉溪而下所命名的四大莊頭名稱。 

五、 福龍莊=大山背→大樹龍莊+騎龍四份莊+竹篙屋莊。 

        這是鍾名妹在同治年間至光緒年間開墾橫山鄉豐鄉

村大山背地區墾區莊地名的變化。 

六、惠興莊=橡棋林→樹杞林 

        惠興莊是金惠成墾號的墾區莊名，而一般民眾稱為

橡棋林(客語發音)，意指橡棋樹叢生的園(旱田)地，福

佬人稱橡棋樹為樹杞，學名亦稱樹杞，故官方文書亦稱

樹杞林。 

七、崩崁→太平地(橫山鄉沙坑村) 

    因嫌其原名不雅而改名太平地。 

 

註 1：周憲文，《嘉義管內采訪冊》，＜弁言＞，臺灣銀行。臺灣文獻叢

刊第五十八種，p1~2。 

註 2：新竹文獻會《新竹文獻通訊》，＜新竹行政區域沿革表＞。 

註 3：張圭憲、王世慶、李季樺《台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

台北，中研院 p87~90。 

註 4：吳學明，《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竹北，新竹縣文化

中心 p179~187。 

註 5：范明煥，＜清代猴洞莊探源＞，《台灣風物》，40.3.p138~146 

 

 



第三節 日治時期本區地名的演變 

日人統治臺灣五十年，其中尤以大正九年(民國九年)對地方行政

區進行大幅更動，許多街庄地名也遭到更改，茲分述如下： 

一、樹杞林→竹東 

        以樹杞成林得名的樹杞林，因其位於新竹市(竹塹城)

的東方，所以遭改名竹東。 

二、九芎林→芎林 

        只有三個字的地名常被省略成二個字，所以九芎林

遭砍頭成芎林二字。 

三、月眉→峨眉 

        月眉以其形像新月的河階台地而得名，後因台中后

里亦有月眉而改名峨眉。 

四、草山→寶山 

        草山順興莊又名草山莊，日治時期嫌其不雅而改

名，取草山之山與寶斗仁之寶而改名寶山。 

五、　仔(矺仔)金興莊→　仔(矺仔)莊 

        五字簡化成兩字。 

六、內大坪、外大坪→(北埔鄉大坪村) 

 



第四節  臺灣光復後本區地名的演變 

民國三十四年，日本戰敗無條件投降，臺灣光復，中華民國政府

派員來臺接收，之後本區地名更改演變的幅度更是空前，茲分述如下： 

一、竹東→竹東、榮樂(榮樂、榮華)、忠孝、東華、南華、

商華、等里。 

ii. 上公館→上館、大鄉、中山等里 

iii. 番社仔→五豐里 

iv. 雞油林→雞林、仁愛二里 

v. 上公館崁下莊→中正里 

vi. 下公館→東寧里 

vii. 荳仔埔→陸豐里 

viii. 燥樹排→瑞峰里 

ix. 柯仔湖→柯湖里 

x. 柯仔林→文林村 

xi. 崁下庄→上山村 

xii. 倒別牛→新鳳 

xiii. 鹿寮坑→五龍、龍華二村 

xiv. 山猪湖→秀湖村 

xv. 王爺坑→永興村 



xvi. 十分寮→合興村 

xvii. 八十份→福興村 

xviii. 油羅→豐田村 

xix. 大山背→豐鄉村 

xx. 濫子→南昌 

xxi. 九鑽頭→新興村 

xxii. 小分林→大林村 

xxiii. 赤柯坪→赤坪村 

xxiv. 中興庄→中盛村 

xxv. 大壢庄→仙鎮、五化二村→油田村 

xxvi. 雞油凸→油田村 

xxvii. 峨眉復興村+赤柯村→湖光村 

xxviii. 石子村+ 藤坪村→七星村 

xxix. 水流村併入富興村 



第五節 竹東鎮之舊地名 

甲、 竹東的歷史人文背景與地理概況 

竹東舊名橡棋林，實肇因於客家先民初抵本地，見橡棋樹繁茂成

林，而以此命名；橡棋又名樹杞，故也稱做樹杞林。本鎮工商薈華，

綰穀七鄉，昔日雄距內山，為全臺三大鎮之一，如今轉型為高科技研

發中心，並以此聞名於世。 

漢人入墾前，本地原是原住民狩獵遊耕，逍遙自在的人間淨土。

不管外面世界如何紛擾不安，管他是荷、西爭霸，還是延平復臺，又

何有與我哉!故老相傳，當年優遊本鎮的原住民，民間口碑盛傳是一

支強悍的「紅面番」，據說五豐里番社仔即其故地。他們究屬何族，

已無法考證，但若以分佈地域及活躍的地區而言，極有可能是賽夏族

人。 

時序的推移，到了乾隆中葉，傳統平靜安謚的生活有了巨大的變

化，漢人的犂耙步步進逼，越過頭前溪，開始進入本鎮。乾隆三十四

年(一七六九)，就有惠州人入墾上下七份及麻園肚一帶，漸成村落。

五年後，饒平人林欽堂向竹塹社土目什班、通事丁老吻承墾頭重埔、

員山一帶荒埔，乃由六張犂(竹北六家)率丁四十餘人前往建立村落，

到了乾隆四十一年(一一七六)，已是遍地開盡，墾成田地七十七甲，

這是本鎮最早開發的地區。 



乾隆末年，陸豐人彭乾和、彭乾順兄弟由芎林下山遷往樹杞林，

建廬社，親冒矢石勤勞躬耕。嘉慶五年(一八○○)，竹塹社土目老萊

湖江與閩人張光彩合墾樹杞林一帶，以粵人漸多而發生閩、粵械鬥，

以致墾務受阻。嘉慶九年(一八○四)，又有閩人張總繼續張光彩的事

業，惜不久病逝，墾地歸附老萊湘江、嗣後「屯番」驅逐「生番」，

漢人向其承購土地，漸次開拓。 

嘉慶十一年(一八○六)，彭乾和等奉官諭合夥組成金惠成墾號，

對本鎮從事大規模的墾拓。道光二十四年(一八四四)曾經改組，一般

通稱閩客合資十四股、墾區從番社仔起，直透入東方的大窩浪(大鳥

籠，今瑞峰里)，建銃櫃，募丁把守，設公館於上公館(上館里)，闢

地一千餘甲。 

竹東鎮土地開發完成後，因其位於接近新竹縣中央，又居四方交

通要衝與入山孔道，所以日治時代後發展甚速。本鎮西起下員山，與

新竹市相連，極東至上坪，與五峰鄉毗鄰，隔上坪溪橫山鄉鄰接，極

南至五指山，一部份依五指山而接五峰鄉，西南山陵則與北埔鄉相

鄰，極北至麻園肚、牛路頭，隔頭前溪與芎林及西北的竹北相望，東

西寛十九公里，南北相距十九點五公里，面積五三點五一三三平方公

里。 

本鎮地形自東南的上坪綿延至西北的下員山，西北邊受限於頭前



溪，西南邊則有竹東丘陵為屏障，幅員狹長，凹凸有效，地形恰似一

條鰭尾俱全的游鯉。 

又稱大鳥龍溪的上坪溪，自東南方環繞而出，至竹東、橫山交界

的洽水潭，有油羅溪自東北方來會，始稱頭前溪，河水西北行，至南

竂附近出海。本流域地勢傾斜，源流短促，故水流湍急，夏季則山洪

驟至，汜濫田園，冬季則常河床乾涸。 

五指山標高海拔一○七七公尺，位於本鎮最南端，五峰羅列，屹

立雲霄、環排秀削、昔日為淡水廳治之祖山，為全淡水八景之一。昭

和二年(民國十六年)又獲選為全臺十二勝景之一。 

自五指山支脈迤邐而來的竹東丘陵、其較重要的山有大鳥龍(大

窩浪)山、猪湖仔山、燥樹排山、軟橋山、員崠仔山、樹杞林山、杔

盤山、三重埔山，至上、下員山漸消逝頭前溪邊。 

嘉慶、道光年間樟腦已逐漸採伐，至咸豐年間進入員崠仔、花草

林、軟橋等處，同治元年(一八六二)及二年滬尾(淡水)、雞籠開設海

關，由是腦業倍加隆盛，加速本鎮開發的腳步。昭和八年(民國二十

二年)員崠仔油田的開採及香料會社(鹽野義)的成立，又促進本鎮產

業的升級，昭和十年(民國二十四年)，頭前溪治水計畫完成，加大了

市街發展空間．先後又有水泥廠及玻璃廠的加盟與內山木材、媒炭的

集散或轉運，又使本鎮迅速發展成一新興的產業大鎮、光復初期，曾



為全臺三大鎮之一。佔盡天時、地利、人和，使本鎮成為頭前溪中游

一顆閃閃光的明珠。 



乙、 竹東外五里的舊地名 

這裏所謂的五里是指竹東鎮外與新竹市毗連成較靠近的五個里

即員山、頭重、柯湖、二重、三重五里，以地理上來說，它是自成一

區與竹東街上有所區隔的；若就開發的歷史來說，它也是自成一格

的，除了三重里是比街上晚的道光年間外，其餘四里皆是乾隆中葉以

後開發的，屬於竹東鎮比較早開發的地區，茲分述其舊地名如下： 

i. 員山里： 

本里因下員山而得名，下員山山形如覆釜，且有上員山之下，所

以以其形狀位置而得名。本里實際上包含下員山，牛路頭，上七分，

下七分，麻園肚等聚落，是竹東開拓最早的地區，乾隆三十四年﹙一

七六九﹚已有廣東惠州府客家人墾本里，上下七分，麻園肚一帶，至

乾隆四十一年﹙一七七六﹚，本里大致已開發，牛路頭距縣東八里，

戶一十九，丁口一百二十七。本里仍保留傳統農村風光，保存有部份

傳統三合院，灌溉用水為取自頭前溪之下員山及竹東大圳。 

ii. 下員山： 

下員山是頭前溪畔的小山丘，山頂圓形平整，有如覆釜，而名員

山，意即圓形的山丘，又在上員山之下，而名下員山，又因為下員之

故，附近聚落因此名為下員山。下員山除了是山名，同時也是聚落名，

今日自二重里上員山以下，頭重里崁下，包含昔日的下員山，上、下



七分，麻園肚，菜頭寮，牛路頭，一帶統稱為下員山，狹義的下員山

即為自上員山以下，麻園肚崁頂，直扺牛路頭，皆是下員山，是一散

村聚落，也是竹東鎮最早開發土地之一，戶數五十一，丁口三百一十

七。下員山為一台灣北部標準的散村田野風光，田間仍有許多由竹園

環繞的三合院，也有一些新式農舍，有員山路及下員山圳貫穿整個聚

落，光復後曾為新竹市煉成窯業的陶土提供地。 

iii. 牛路頭(水尾)： 

清代乾隆年間，漢人入墾六張犁(六家)，本地原為漢人趕牛放牧

的草埔，也是南下拓墾下員山，頭重埔的道路要衝，所以命名為牛路

頭。乾隆三十九年(一七七四)六張犁林欽堂入墾下員山及頭重埔，牛

路頭是其南下開墾的要衝，所以一般習慣稱下員山牛路頭，清末《樹

杞林志》記載：「下員山，牛路頭莊，戶數五十一，男一百八十一，

女一百三十六，計丁口三百十七」目前仍有部份人習慣稱「下員山牛

路頭」，為一散村聚落居民以水田耕作為主，清代《新竹縣採訪冊》

記載，牛路頭庄，在縣東八里，戶一十九，丁口一百二十七。牛路頭

現在與六家(六張犁)隔頭前溪相望，並有東西向快速道路通過，一片

綠野平疇，風光明媚，目前並有水公司建日東水廠一座。 

iv. 下七份： 

源起於清代土地開發，土地墾成後，分成十四股掌管，其位置較



靠近頭前溪下，較靠六張犁的七份，稱下七份。清代乾隆三十四(一

七六九)，有惠州籍客家人入墾上下七份及麻園肚一帶，以台灣堡圖

來看，下七份與牛頭路並列於六張犁南方，下七份居右，為散村聚落，

《樹杞林志》記載下七份戶數十九，丁口九十六人。下七份地名正逐

漸消失中，目前可由員山路 205 巷進入，走到底右轉至小土地廟，廟

以西為下七份，一片田野風光。 

v. 上七份： 

源起於清代土地開發，本區土地在分配時是屬於較靠頭前溪上游

的，所以在分配掌管時稱上七份。清乾隆三十四年(一七六九年)，有

惠州籍客家人入墾上、下七份、麻園肚一帶，以＜台灣堡圖＞來看，

上七份與麻園肚是由芎林三崁店南邊依次並列的，大部份為水田，《樹

杞林志》記載，上七份戶數是二十二，丁口一百五十三，為散村結構。

上七份地名正逐漸消失中，目前可由員山路 205 巷進入，到底後右轉

小土地廟為界，土地廟以東為上七份，以西為下七份。 

vi. 麻園肚： 

種麻的園地謂之麻園，肚是裏面的意思(客語)；也有另一種解釋

是指麻園位於頭前溪本流與支流的半弧形河谷平原上，故稱麻園肚。

本地開發於清代乾隆三十四年(一七六九)，其位置恰在頭溪本流與支

流的半弧形土地上，是一典型散村聚落，依據《樹杞林志》記載，麻



園肚有戶數四十五，男一百三十九，女九十七計丁口二百三十六，距

北埔(北方)二十里。麻園肚已被麻園肚提防所保護而與頭前溪區隔，

但土地也被區隔成堤內及堤外兩部份，堤防邊並有東西向快速道路通

過，為一典型散村聚落。 

vii. 菜頭竂(渡船頭)： 

客家話蘿蔔為菜頭(海陸語系)，寮通常是指小房子，結構較為簡

陋的，處理蘿蔔簡易加工的工竂即為菜頭竂，這個小聚落也是頭前溪

的一個渡口，又稱渡船頭。菜頭寮是位於芎林鄉三崁店，下山地區越

過頭前溪下員山，竹塹城的渡口要衝，在中正大橋未興建以前，是以

渡船來往兩地，《樹杞林志》記載菜頭竂這圈小聚落戶數九，男四十

三，女四十二，計丁口八十五人，距離北埔北方二十二里，是一個位

於頭前溪南岸的臨河小聚落。菜頭竂這個小聚落恰好位在橫越頭前溪

中正大橋與上員山通往下員山的員山路的三叉路口，再往下走由石爺

宮轉入堤防處及砂石廠一帶，戶數不多，雖然已失去渡口的功能，但

是，仍不失為通往新竹的交通要衝。 

viii. 下員山圳(員山仔圳、下員山陂圳)： 

灌溉下員山一帶水田的水圳。下員山圳創建於清嘉慶二十四年

(一八一九)，創建人有鄭勤記，衛壁奎等人，所灌溉的田地有八十九

甲，水源來自上員上崁下圳，其水路由上員山庄尾→上七份→下員山



→ 牛路頭。因來自上員工庄尾的圳道崩塌不通，故下員山現已改由

竹東大圳供水，其支圳經青窩陂，再流下接下員山圳。 

ix. 麻園肚圳： 

灌溉麻園肚，上七份一帶農田的水圳。麻園肚圳的創建人及創建

年代皆不詳，但以麻園肚，上下七份的拓墾始於清乾隆三十四舞(一

七六九)，而拓墾於乾隆三十九年(一七七四)的下員山，其下員山圳

創建於嘉慶二十四年(一八一九)，兩地相連，以此推算，麻園肚圳的

創建，當在清嘉慶年間之前。兩圳陂頭(攔河堰)即直接從頭前溪中引

水。 

x. 麻園肚提防： 

麻園肚地區為防頭前溪河水氾濫，而興建的水泥堤防。日治時代

為防止水患，日本政府曾修建麻園肚堤防，即靠近菜頭竂砂石廠一

帶，是用蛇籠做堤防(駁崁)，民國六十年代重修並加長長度改為水泥

護堤，民國八十二年再重修一次，全長 2500m。這是麻園肚一帶防洪

的＜萬里長城＞，卻也把麻園肚切成堤內、堤外兩部分，旁邊有東西

向快速道路及水防道路。  

xi. 石爺宮： 

供奉石爺(一塊有靈跡的石頭)的小廟。石頭崇拜是一種自然信

仰，取其健壯如石之義，位於上、下員山交界處的一座小廟(一門)。



位於員山路上，上、下員山交界處路旁，一間一門小廟，石爺為一塊

石頭。 

xii. 隘寮伯公： 

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隘竂則是清代防＜番＞的設施，在員山

仔隘旁的伯公廟，就稱隘寮伯公。清乾隆三十七年(一七七二)林特魁

開墾厚力林地方(今新竹市金山里一帶，柯仔壢溪以西之地)，官府曾

於乾隆五十三年至五十六年間設員山仔隘以保庄，後來在嘉慶十九年

(一八一三)以前廟隘，只留下隘寮伯公。這是很特別的一個伯公，也

是一個很特殊的地名，恰好保留了歷史的遺址位置。 

xiii. 頭重埔： 

埔一般是指未開墾的平地，從新竹到竹東(竹塹城到樹杞林)有四

層未開墾埔地，依序第一個開墾的為頭重埔。頭重埔地區本為竹塹社

(道卡斯族)未開墾埔地，屬通事丁老吻，土目什班等所管，乾隆三十

九年潮州饒平人林欽堂由六張犁(六家)遷往頭重埔，墾闢頭重埔及員

山一帶土地，以民口四十餘建庄居住，《新竹縣采訪冊》記載頭重埔：

戶數七，男三十三，女三十二，合計丁口六十四(石牌員山丁口一百

八十九人)。頭重埔本為散村，近三十年則有長足發展，先後建立工

研院中興院區、碧悠電子、中國製釉，反而成為高科技重鎮。 

 



xiv. 竹中(石牌員山)(石牌埔) ： 

在清代至日治時代叫作石牌員山或石牌埔，原因是這裏裡有兩塊

清代的示禁石碑，光復後改名竹中是因其位於新竹至竹東的中間。清

乾隆三十九年(一七七四)林欽堂入墾頭重埔，員山一帶埔地，乾隆四

十一年(一七七六)林欽堂，曾日輝代給埔以便牧牛，因此立＜員山仔

番子湖冢牧碑＞，至咸豐貳年(一八五二)，再次立＜員山子番子湖冢

牧禁碑＞，石牌員山與石牌埔之名，即因此兩碑之故，此兩碑本立於

竹中國小後方，一二二縣道路旁，讓在民國四十二年左右道路拓寬為

棄土埋沒，經鎮公所及竹中國小合力挖出，現置放於竹中國小操場

邊，保存 整，根據《樹杞林志》記載，石牌員山莊戶數三十五，男

一百，女八十九，計丁口一百八十九。自橫跨柯湖壢的關東橋頭起沿

著竹中路至竹中國小，竹中火車站，已形成一條街道，車輛川流不息，

並形成一密集住宅區，清代留存兩方石碑在竹中國小內亦保存完好。

後記：石碑已被縣府指定為歷史建物，好好保存。 

xv. 柯湖里(柯仔湖、管甫坑(阬)) ： 

低窪之地曰湖，水流柯(黃楊木)叢生成林之＜湖＞地。柯仔湖，

淡水廳作為管甫坑，按昔日稱營兵為管甫，乾隆五十一年林爽文事件

爆發後，有北路右營提標兵十二人逃匿於此坑被殺，故稱此坑為管甫

坑，柯仔湖為散村聚落，《樹杞林志》記載其清末人口為戶數五十九，



丁口四百零二。昔日坑中有大楓樹林叢茂，白鷺群巢其中，今則果園

處處亦有茶園。 

xvi. 柯仔壢山(管甫阬(坑)山) ： 

在柯仔湖聚落旁的一座山。柯仔湖山，又名管甫阬山，是因清乾

隆年間有兵士在柯仔湖阬中被殺，民間稱士兵為管甫，因稱柯仔湖為

管甫阬，柯仔壢山為管甫阬山，標高 190.3 公尺。在柯仔湖聚落的北

側山下平地即福龍敂與柯湖里集會所。 

xvii. 柯仔湖溪(柯仔壢(柯仔瀝)) ： 

客家話小溪谷或小溪流都稱為壢，流經柯仔湖的小溪流稱柯仔

壢，也稱柯仔湖溪。淡新檔案一七三○一之十四及六二，稱柯仔壢這

條發源於河仔湖山的小溪竹縣市的界河，繞山谷流經關東橋及下員

山，沿員山里北出，注入頭前溪。柯子壢自關東橋，下員山以下現改

稱柯仔壢排水溝上游為寶山水庫所截斷，有餘水才下柯仔壢。 

xviii. 黃梨園(柯仔湖、田屋) ： 

種有很多鳳梨的地方。客家人稱鳳梨為黃梨，日治時期居民在柯

仔湖田屋一帶栽種大量鳳梨，故稱田屋一帶聚落為黃犁園。田屋在柯

湖里二鄰，即河湖路三段 293 巷，目前仍有七、八戶人家，這一帶即

黃梨園。 

 



xix. 更寮埬(頂) ： 

位於福龍宮對面的山岡崠頂，標高 150 公尺，視野極佳，可北眺

關東橋，竹塹城及台灣海峽；南望寶山沙湖壢，寶山水庫一帶，民間

口碑此山頂清代搭有更寮派人守夜，客語謂之「掌更」，是守望相助

極佳的處所，故謂之更寮崠，也是寶山、金山面地區往芎林、新埔的

交通要衝。 

xx. 雄雞撇(打)翼： 

從福龍宮對面的更竂峰沿著山脊線向東走大約半里，山勢變陡同

時像雞翅伸展分岔一樣，分成左右兩邊，一長一短，客語謂雄雞展翅

謂之撇翼或打翼，這是以其象形而命名。 

xxi. 界樹坪： 

從雄雞撇翼到柯仔湖溪，中間有一塊較大且平坦的河谷平原，早

期上半截名屋與下半截劉屋為了區隔彼此地界，在中間種了一排樹

木，所以以界樹坪命名此地。 

xxii. 鶴巢排： 

山坡地之正面較寬度的，客語謂之山排，有許多白鶴築巢的山

排，就叫鶴巢排，柯湖里的鶴巢排位於界樹坪隔著柯湖溪對面的山排

即是。 

 



xxiii. 懶人崎： 

客語稱上坡路段謂之畸，從界樹考坪翻越鶴巢排的上坡路段，即

叫懶人崎，一說崎路甚長，負重爬坡，令人累得懶得走，故謂之，也

有說是貪看白鶴排的白鶴群奇觀，忘了趕路而被譏為懶人故名之。 

xxiv. 橫崗頂： 

從懶人崎上坡到了岡(小山)頂，因為山的走勢是橫在行人前面，

所以這種山岡就叫橫崗頂是柯湖里與頭重里的界山，順著斜坡下丟，

就是頭重里，目前有台灣高鐵的隧道穿過山腹。 

xxv. 風車杻： 

從南清公路(中興路)進入柯湖路一段的上坡路段，因為山勢與柯

仔湖溪谷所形成的缺口造成東北季風吹襲時，風勢特吸強勁，當地人

稱此地為風車杻。 

xxvi. 伯公彎： 

從柯仔湖要到二重埔，若從福龍宮出發，在福龍宮右側路邊原來

有一座伯公廟，往二重埔的路就從廟前弧形半繞而過，大家就稱這種

半弧形的彎路叫作伯公彎。 

xxvii. 鏺寮彎： 

彎是道路轉折的地轉折的地方，從前述的伯公彎沿路往上走約一

百公尺處，有一塊木平地，從前有一家打鐵店在此開張，附近老百姓



所使用鐵器都到此購買或翻修，還有猪肉店也在此，大概打鐵店的房

子較簡陋，所以稱鐵寮彎。 

xxviii. 井仔頭： 

從福龍宮到二重埔，要爬一段很長的上坡路段，在尚未登上山頂

前的路邊有一口泉水窟，泉水甘甜是來往行人解渴的好所在一般人稱

此泉水窟為井仔頭。 

xxix. 井頭崗頂： 

二重埔與柯湖里的界山，因從柯湖里爬坡上來，要經過井仔頭才

到山頂，所以稱此山頂為井頭崗頂。 

xxx. 榕樹崠： 

所謂崠，客語一般是指小山頂，這個位於三鄰的小山頂與寶山交

界崠頂有一間的伯公廟和一棵老榕樹的伯公樹，所以稱此處為榕樹

崠，隔壁座山頂從前設有隘竂，當地民眾稱為二銃櫃。 

xxxi. 斬山： 

客家人稱山脈為山龍，福龍橋旁的山，是屬於龍尾(山尾)被當地

人挖斷龍尾，將河道截彎取直，這個挖斷龍尾處即叫斬龍。 

xxxii. 青窩埤： 

一處於青山窩中的埤塘。這個位於二重埔與頭重埔之間的大池

塘，客家一般稱青窩陂，其水源來自竹東大圳，餘水流入下員山圳。



青窩埤於位二重埔與頭重埔交界的小山坡右邊山窩中，即在中興路

(122 線)往新竹方向右邊，離路不遠處。 

xxxiii. 五穀宮： 

祭拜神農大帝(五穀爺)的一間廟。五穀宮祭拜的是神農大帝，位

於竹東鎮二重里一鄰，二重埔八一之五號，是二重埔的信仰中心，老

廟興建於四十年前(民國五十二年左右)，現新廟改建於民國七十六

年。五穀宮廟現址調整為竹東鎮中興路三段 73 巷 30 號。 

xxxiv. 內湖陂(埤) ： 

在五穀宮附近，往竹東方向中興路的巷子進去，二重里一鄰，以

前有個池塘叫作內湖埤，灌溉用，現已填平。 

xxxv. 楊梅窟： 

二重里的一個水窟，因為旁邊有楊梅樹而叫楊梅窟，位置在學府

路往寶山方向，過了竹東大圳上去不遠，在路的右邊。    

xxxvi. 三重埔： 

由竹塹城往樹杞林方向為未開發的第三重埔地。道光十二年(一

八三二)原設在柯子林，豆仔埔的隘竂被移到對面岡上的三重埔，建

立新防線，道光十三年(一八三三)玥，有林垂裕結合劉阿若、范阿台、

林慶猛、姜珠福等十二股，入墾三重埔地區，是竹東較慢開發地區之

一，戶數三十五，丁口一百九十三人。三重埔是竹東丘陵(台地)的一



部份，屬台地地形，高於頭前溪河谷，介於四重埔與二重壢溪之間。 

xxxvii. 杔盤山： 

山頂平坦，形似客家人端菜的托盤山。在番社子之上，以遍生金

毛杜鵑(俗名滿山紅)著名，該山之東北麓，臨溪岸壁峭立，山頂平坦，

以是得名，為樹杞林之入口。由竹東番社子開始上坡，至頂時，山頂

平坦，此即托盤山。 

xxxviii. 四重埔： 

從竹塹城到樹杞林方向第四重尚未開發的埔地，也是最小的一塊

埔地。位於托盤山與三重埔之間與三重埔一起開發，就由於三、四重

埔的開發，打通了竹東通往新竹的道路(任督二脈)。徐金松家族保留

了幾十件當初徐家祖先，徐四鳳參與林秋華、姜秀鑾等開發三、四重

埔的原始契約，彌足珍貴。 

xxxix. 三角城： 

為了防止原住民出草為害而建立的防禦措施，因其據點(隘寮)

有三個，所以稱三角城。北埔姜家、六家林家、三重埔徐家等，於道

光年間開墾了三重埔、四重埔地區，這三角城即其墾根據地，等到姜

秀鑾於道光十五年(一八三五)前進北埔，這裏不但成為橋頭堡，更是

金廣福墾號的後勤中心與醫療中心。自金廣福由三角城沿原住民偷牛

小溪谷(三重瀝溪)攻入北埔後，隘防線內移，所以三角城的防番措施



早就不復存在，但三角城的中心，即當初金廣福的糧倉及醫療中心，

為現在三山國王廟。 

xl. 坭橋(坭橋窩) ： 

地名見於道光年間古契且至今尚存，唯已不知是何意義。坭橋是

個小山谷(窩)，所以也叫坭橋窩，同時也是一個小聚落，坭橋初見於

開墾三、四重埔的姜家、林家、徐…等道光年間，分配土地的老契約，

至清末《樹杞林志》記載坭橋有戶數九，丁口六十一。坭橋在三角城

國王宮對面山谷，前方有竹東大圳通過。 

xli. 梘頭壢： 

梘與筧相通，引水通過懸空地形的長竹管謂之筧，同理灌溉水圳

的木製過水橋也謂之梘頭或梘橋，有梘頭通過的小山谷謂之。三重人

以梘頭引三重壢之水以為灌溉用水，所以在梘頭附近的小聚落稱梘頭

壢，與托盤山常連在一起，兩個小聚落合計戶數十七，丁口一百六十

四。竹東有梘頭壢二：一在三重里；一在上館里。 

xlii. 狗辣林： 

狗辣樹(厚力、校力)成林的地方，狗辣樹是殼是殼斗科植物，客

家話亦稱九讚樹。在昔日由三重埔、三角城沿著三重壢溪谷進入北埔

的路上，即金廣福墾號入墾北埔的必經之地，有竹東大圳通過，現在

大部份為柑橘園，原為散村聚落。狗辣林在良奇加油站及大同沈車教



練場背後山谷，即三重壢溪上游。 

xliii. 小(細)鹹甕： 

可能是原住民語翻譯過來，也有可能說其地形像鹹菜甕。新竹地

區有三個鹹菜甕，一個在關西；一個在香山；一個在竹東，相對於關

西鎮的這圈大鹹菜甕，竹東這個鹹菜甕只是個小聚落，故稱為＜細＞

鹹菜甕，即國語小鹹菜甕的意思，《樹杞林志》，狗辣林與小鹹菜甕合

計有戶數二十四，丁口一百三十二。在三重壢溪上游與狗辣林連在一

起，是一散村。 

xliv. 三重埔山： 

自沙湖壢分出至三重埔所形成的山岡之名。三重埔山，標高

201.5M，山岡秀媚，山半地平，隔一阬為三重埔，再次為頭重埔，原

為荒山，後植相思樹，嗣改種茶，自竹東大圳開通後，均成一片田疇。

由於山勢平坦，且有竹東大圳通過，所以大部份闢為水田。 

xlv. 尖山： 

三重里與寶山鄉支界附近的一座丘陵的名稱。三重埔山，標高

175M，清代即已開發，開拓三、四重埔的韓四妹，晚年捐地建尖種福

堂。鄰近沙湖壢，寶山水庫。 

xlvi. 三山護國公王爺廟(國王宮) ： 

三重埔三角城一間三山國王的廟名。三角城在道光年間即已開



發，當時墾民為防止番害而崇記三山國王香火，開發完成分配土地

時，即留有土地，以為三山國香燈之資，後來姜秀鑾入墾北埔，即此

廟為其後勤醫療中心。廟址在三角城，即三重里三十五號。 

 



第三節 鎮上水源頭（金惠成墾區）的舊地名 

這裡所謂的鎮上，指的是清代嘉慶十一年（一八○六）所組成的

金惠成墾號所拓墾的自番社子直透入大窩浪一千餘甲的土地，以及由

金惠成管事、金廣福姜家及墾民所合組的金協和墾號所拓展出來的五

指山區及上、下坪地區，自清代至日治時代，時間長達一百五十餘年，

故舊地名特別多，茲分述如下： 

五十、番社子： 

地方父老相傳昔日有熟番四十餘居住於此，故稱番社子，也有稱

紅面番居此多年。金惠成墾號嘉慶十一年（一八○六）組成墾拓竹東

的範圍，即從番社子直至大窩浪，故開發甚早，清末番社子在有戶數

五十三，丁口兩百九十九人。番社子與陸豐里隔頭前溪相望，也在托

盤山之下。 

五十一、番社崎（長春路三段加中興路一段）： 

上坡的道路客家話稱為崎，從番社子爬坡到托盤山的一段路就叫

番社崎。番社崎從清代到現在最少有三次變化，光復時期以前的番社

崎是延至番社子山邊上坡，沿著往第四公墓方向上去，至托盤山出

來，光復後改為舊的長春路段（沿山蜿蜒）至現今長春路三段頭處轉

為托盤山蜿蜒而上至山頂，十餘年前在截彎取直並拓寬成現在的樣

子。最新的番社崎已不在沿著托盤山蜿蜒，而是截彎取直，直接在托



盤山開挖出一條四線道隘路，到長春路也截彎取直，直達番社子。 

五十二、沙坑仔： 

多沙的小溪流或小溪谷由長春路三段，五豐橋旁邊進入的一個小

溪谷，至今仍保留傘村狀況，樹杞林志記載沙坑仔庄戶數十一，丁口

七十四人。有建商在沙坑仔建了一些新的社區推出，沙坑仔裡面兩個

大池塘有人在養鴨，溪谷大部份被利用來種菜及養魚。 

五十三、油車窩： 

有人從事炸油行業的小溪谷窩在客家話裡是指小溪谷或小山

谷，油車是農業社會很普遍的行業，有榨花生油榨茶油，油車窩過去

是樹杞林的重要交通孔道，清末有戶數十八，男四十七，女五十，計

丁口九十七。油車窩為散村聚落方式，最裡面的窩肚有竹東大圳通

過，翻過山頭可到小沙仔坑。 

五十四、八莊（五豐八莊）： 

橫窩口六年代後陸續形成的一個社區六○年代起很多從竹東附

近鄉下搬出來的漢人或原住民在此建房子，形成一個漢、原雜居新聚

落社區。房子建築沿山谷而入，沿山坡而上，亂無章法、參差不齊。 

五十五、橫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小溪谷，橫向的小溪谷及叫橫窩橫

向的小溪谷並不大，與油車窩隔山相鄰，目前在窩底有七八戶人家，



窩內除一間小土地廟外，並無人居住。橫窩皆是沿等高線開的梯田，

最上面有竹東大圳通過。 

五十六、樹杞林山（橡棋林山）： 

樹杞樹成林較樹杞林，是竹東的老地名，樹杞林的山就叫樹杞林

山。樹杞林山位於紅崩崗的後方，往北埔古道（通往上面盆療）的路

旁，樹杞林山標高 285.1 公尺，是鎮內除瑞峰里外的最高山。鄰近垃

圾場，經日受焚燒垃圾之煙霧所影響。 

五十七、紅崩崗（竹東鎮垃圾掩埋場）： 

在客家話中崩崗是指崩塌之山崗，即指懸崖之意，崩塌之後露出

紅色的泥土，故稱紅崩崗。紅崩崗，這個紅土外露的懸崖，過去是往

北埔的古道，所經過之地，由此可經過北埔的上面盆寮，現則為竹東

鎮的垃圾掩埋場，民國 66 年起用，目前已飽和，仍在使用，每天處

理 72 到 80 噸垃圾，佔地 6.3 公頃。竹東鎮垃圾掩埋場是附近鄉鎮中

谷量最大的，清潔隊推行生活即是環保，環保即是生活。 

五十八、荳仔埔（陸豐里）： 

未開發的較平坦荒地稱為埔，種荳仔的埔地即是荳仔埔。現雖行

政區域稱為陸豐里，但一般民眾仍習慣稱荳仔埔，清代荳仔埔分上荳

仔埔與下荳仔埔，樹杞林志記載上荳仔埔莊，戶數四十五，男一三八，

女一三五，合計丁口兩百七十三，下荳仔埔戶數三十七，男一二七，



女一一五，寄冬口兩百四十二人。是竹東唯一未與本鎮相連的里，原

本與本鎮相連，與芎林隔河相望，今則相反，里民皆從芎林進出及就

學。 

五十九、芎林堤防： 

陸豐里一帶防止頭前溪水患所做的水利工程陸豐里雖屬竹東

鎮，卻與本溪隔河相望，遠處溪北，與芎林連成一氣，所以堤防雖在

陸豐里境內，卻稱芎林堤防，是可理解的，其實芎林堤防在日治時代

即陸續以線螺（蛇龍）完成，光復一再加強。堤防全長 4950 公尺，

最近兩次加強，一次為民國 83 年師工做 400 公尺丁壩，84 年完成，

85 年時再加強一次，長度 4000 餘米。 

六十、武功堂（蘇屋，蘇姓宗親會）： 

蘇姓之郡望堂號，標於門上，以是不忘本。竹東有蘇、宋兩派多

年來一直在選舉上纏鬥不休，這武功堂及蘇派之蘇家公廳，蘇家來台

發展甚慢，僅五代百餘年而已，經商致富建此公廳，美輪美奐，為竹

東碩果僅存的四大古宅之一。為一傳統三合院建築，雙圍牆，建材皆

來自中國大陸。 

六十一、圍牆下（田洋）： 

圍牆前面或外面的地方。蘇家武功堂的圍牆前面從前是一大片良

田，一般民眾稱之為圍牆下的饒田。滄海桑田，圍牆下的饒田不在，



現在是一排排林立的水泥叢林。 

六十二、萬善爺義塚（有應公塚）： 

當年在開墾樹杞林的過程中犧牲的無數生命，其中無人承受祭拜

的，集中收埋於此，稱萬善爺。該萬善爺義塚是竹東鎮內最早的，由

開墾竹東的金惠成墾號所捐獻，招收無主骨骸，至八○年代後面山上

鏟平建一新社區，建商才為萬善爺建一小廟。金惠成當年曾立一石

碑，禁在義塚之龍身砍伐樹木，現石碑收藏在黃榮洛先生處。 

六十三、猪灶下： 

殺猪的屠宰場。從清代到台灣光復前，竹東人吃的猪肉，猪隻都

是在現在上智小學的正後方一帶屠宰，光復後才遷移到大同國校側門

對面之猪灶。最老的猪灶如今已改建成一牌樓房，即今東寧路三段

199 巷 21~55 號一帶。 

六十四、竹東里： 

竹東因位在新竹東邊而於大正九年改名竹東（原為樹杞林），竹

東街上的一個里名，以鎮名為里名。竹東里是屬於日治時代的竹東街

的一部份，是開發竹東的彭家的大本營，清代稱為橡棋林或是樹杞

林，大正九年改為竹東。大同路以西，竹榮街以東，長春以南之地。 

六十五、橡棋林（樹杞林）： 

橡棋樹（樹杞樹）茂盛成林的地方，是竹東老地名。竹東在乾嘉



年間墾拓時，因本地橡棋樹繁盛成林，故稱為橡棋林，又因橡棋樹在

福佬話或學名皆稱樹杞樹，故又被稱為樹杞林，包含今日竹東里，商

華里，榮樂里、東華里、南華里。民國九年，以樹杞林在新竹之東而

改名竹東。 

六十六、竹東鎮農會（販賣組合）： 

竹東農民的民間組織。昭和三年（民國十七年）在此地成立販賣

組合，光復後改名竹東農會。房舍已改建，目前業務穩健發展。 

六十七、新竹客運竹東總站（竹東庄役場，竹東街役場）： 

新竹客運在竹東層級最高的車站。台灣光復前，此地本是竹東街

役場，更早以前是竹東庄役場（鎮公所）的所在地，光復後因房舍漏

水嚴重，無法修理，恰好竹客所買土地太偏遠，故無償將現在鎮公所

地提供給鎮公所，鎮公所遷移，後來街役場土地改建為客運總站。竹

客多角化經營，大部份改為商店及咖啡店。 

六十八、金東大樓（原竹東土地登記所，竹東地政事務所）： 

一棟公寓大廈的名稱，卻是老地政事務所的所在。金東大樓現址

（新竹客運竹東總站對面），在日治時代是竹東土地登記所，光復後

改名，竹東地政事務所，後來六○年代遷走後留下土地改建金東大

樓。地址位於竹東鎮東寧路上連棟建築，後方仍保有一棟日本式文化

瓦之地政所宿舍。 



六十九、下排仔： 

較寬廣的山坡地稱為＜山排＞（客語）位於下邊的山排，謂之下

排仔。竹東里的一個聚落，有土地公祠，稱下排仔伯公。位於大同市

場及東寧路的後方山坡為一舊型社區，沿山而建，有些雜亂。 

七十、惠昌宮（國王宮）： 

一間三山國王廟的名稱。竹東地區最古老的廟，創建於嘉慶十五

年（一八一○），位於東寧路與古市巷交會點的對面。主神為三山國

王、同祀觀音、媽祖、伯公等。 

七十一、古市巷（東寧路三段 70 巷）： 

竹東最古老的一條街道名。竹東最早的一條街道，從　水崎，經

過竹東長春郵局側門前排房子後面巷子，穿越今長春路，直透至惠昌

宮前，再繞至宮後分局面前，可直通老街（康寧街）。對正惠昌宮，

近年來已改名東寧路三段 70 巷，失卻其歷史意義。 

七十二、上隴西堂（上彭堂）： 

上一間（靠近惠昌宮）彭家，隴西堂是其郡望堂號。開墾竹東的

金惠成墾號的在地領導者彭乾和留下來的老房子，一再改建，目前正

身也有七、八十年正歷，逢年過節彭家皆在此祭祖。正身保持完好，

可惜兩側橫屋皆已被拆除改建，正身前有一軒亭，建材皆來自大陸。 

 



七十三、下隴西堂（下彭屋）： 

位置比較靠近街尾的彭家。開墾竹東的金惠成墾號在地領導人，

彭乾和的後代所建的三合院，正廳供奉神明，兩側橫屋仍住有其後

代。由於受到九二一大地震影響，屋頂塌陷重新翻修，已無古意，但

門樓保持完好。 

七十四、信好第（新彭屋）： 

彭錦濤所蓋的一間古宅。彭乾順後代彭錦濤所建，已有八十餘年

歷史，為一四合院建築，兩側橫屋有拱形迴廊設計，極為美輪美奐。

在東寧路新竹客運竹東站上八間外而被一些樓房包圍，內部尚稱完

好。 

七十五、榮樂里： 

本里因為有榮樂戲院而命名榮樂里及榮樂街。光復前，本里屬竹

東街之一部份，光復後因本里有戲院名榮樂館，故稱榮樂里及榮樂

街。現榮樂管已被拆除，但里名仍在。 

七十六、榮樂館（榮樂戲院）： 

一間電影院名稱。榮樂戲院是鎮民休閒集會的場所，是竹東早期

的戲院之一，由竹東蘇、宋兩大家族投資興建，由彭玉理建築師設計，

也是鎮上唯一有兩層構造觀眾席的戲院。現已拆除改建房屋。 

 



七十七、猪嬤寮： 

母猪客家話謂之猪嬤，母猪住的簡易小房子。◇榮樂戲院後方洗

衫坑邊低地，原係養母猪販賣猪仔的貧民區，也是竹東的妓女戶，所

以稱猪姆寮。養母猪販賣猪仔的寮已經沒有了，但風化區仍存在。 

七十八、　水崎： 

客語指上坡的道路為崎，　水即挑水，挑水上波的路段謂之　水

崎。大同路到雞油林有一段坡，居民挑水上坡稱之為　水崎，客語的

挑水稱為　水。在榮樂街與大同路的交接路口往中央市場，大同橋的

方向有一段斜坡即是。 

七十九、合作金庫竹東支庫（竹東自動車車出張所（車站））： 

合作金庫竹東分社。此地在日治時代原為新竹自動車商會竹東出

張所（車站），即光復後的新竹客運竹東總站，民國六○年代以後再

改建合作金庫竹東分行至今。民國六十五年左右改建為合作金庫至

今。 

八十、竹東分局（郡役所）： 

新竹縣警察局在市鎮的分支機構。日本人統治台灣，透過警察的

力量把統治力推展到家家戶戶，明治三十一年即在樹杞林設警察署分

署，本署置北埔，後改設郡役所於竹東，主管竹東附近八鄉政警政，

光復後改名新竹市（縣）警察局竹東分局。竹東分局轄局僅包含竹東



全鎮及芎林鄉而已。 

八十一、竹東戶政事務所（戶籍課）： 

管理居民戶籍相關事務的行政機關。日治時期，其戶籍課原設在

郡役所內，光復後曾有一段時間搬到鎮公所右側內辦公（代表會樓

下，今民政課），近年來又搬回分局旁，係消防隊舊址。。原址在杞

林路 85 號，現為竹東鎮公所民政課。現址：商華里康寧街 89 號，竹

東分局右側，係消防隊原址。 

八十二、竹東國中（竹東初中，竹東日本小學校）： 

竹東鎮的第一所中學，以地名為校名。創辦於三十五年，原址是

日治時代的竹東日本小學校，定名為新竹市立新竹初級中學竹東分

部，至民國三十七年才獨立設校為新竹市立竹東初級中學，至民國三

十九年，改為新竹縣立，至民國五十年六月學校改制為省立竹東高

中，初中部與女生部則成立竹東初中，民國五十七年實施九年國教又

改名為竹東國中。竹東國中校址：商華里康寧街 45 號，校園沿山坡

而上，校園較無規劃。 

八十三、菜園窩： 

過去居民種菜的小山谷。菜園窩一般民眾通常是指竹東分局正後

方，竹東國中操場右下方的小山谷，但竹東鎮公所都計街道圖則把竹

東國中操場左邊，普照宮下方的小山谷，稱為菜園窩，沈浤淵校長說



前者較正確，但後者也有人說。兩個菜園窩皆以無人種菜，皆蓋滿房

子，分局後更出現世界大同及德川家康兩大社區。 

八十四、黃泥溜： 

竹東最早義塚之所在。樹杞林志記載：黃泥溜塚，在樹杞林街南，

先年金惠成墾戶獻，這黃泥溜塚是竹東最早的公墓，民國五十年代廢

塚將公墓設在番社子崗頂，即今第四公墓，面積較大，離街道也較遠，

民國五十三年，竹東國中將黃泥溜公墓剷平為大操場。昔為公墓，現

為國中大操場。 

八十五、十八間： 

十八間房子（公園路旁）。竹東國小操場通往公園路西北邊崁下

地方，有十八間民房，民間習慣稱十八間。公園路經過拓寬，有些拆

掉大部份也已重建，早已不止十八間了。 

八十六、銃櫃： 

客家人也稱隘寮為銃櫃。在康寧書院的斜對面，即竹東國中運動

場崁下，過去叫銃櫃，也是日本人藏彈藥武器的倉庫，可見清代留下

的隘寮，日人治台繼續使用。現場早就物換星移，完全看不到任何遺

蹟。 

八十七、竹東鎮立圖書館（牛塚）： 

竹東鎮的圖書館。自清代至日治時代，今日圖書館所在地即昔日



埋藏死去的耕牛的地方，過去農業社會對於耕牛皆不忍心殺來吃，待

其自然老死後，送往牛塚葬，至五○年代彭瑩煥任竹東鎮長將此地闢

建為鎮立圖書館。圖書館位於環山路 1 號。 

八十八、牛屎崎： 

有許多牛糞的上坡路段。從現在公園路圖書館上去一些，開始大

上坡，一直到萬壽亭路段，皆很陡，這一段上坡路段，一般民眾稱之

為牛屎崎。機動車取代牛車後，在也沒有牛屎崎了。 

八十九、竹東林場（林場）： 

日治時代及光復時期，竹東雞油林一帶堆積處理山區運出原木的

地方，地方人習慣稱竹東林場或林場。日治時期，日人成立植松木業

會社，在雞油林一帶佔地數十甲，採集清泉、尖石一帶高級檜木加工

運回日本，光復後由國府接管，屬林務局，林場還設有許多貯木池。

由於停止砍伐木材，木場關閉，貯木池改建成台電竹東營業所即竹東

菸酒配銷所。 

九十、竹東火車站： 

內灣線火車在竹東設的車站。內灣線鐵路，最初稱竹東鐵路，民

國三十三年開工興築，三十四年八月停工，三十五年十一月四日復

工，三十六年受二二八影響又停工月餘，至同年九月二十一日全線軌

道舖釘完成，二十二日第一次工程列車直抵竹東站，十月十一日正線



石渣鋪墊完畢，正式試車，十月二十六日舉行通車典禮。竹東站地址：

仁愛里東林路 196 號。是竹東的一個明顯地標，經常成為婚紗照的主

角。 

九十一、石駁下： 

駁就是客語稱防洪或擋泥的駁崁，石駁即用蛇籠內裝石頭所做成

的駁崁，石駁下即石駁的下面即後面。昭和十年（民二十四）新竹州

大地震，竹東市街蒙受相當損害，昭和十二年（一九三七）斥資日幣

四百七十八萬構築竹東堤防，石駁下段恰好位於石碧潭往竹東的交通

要衝。五○、六○年代，此地的火車窿還常遇雨積水，每次颱風豪雨

來，此地居民就要疏散道街上較高處，現在河川改道，加上竹林大橋

通車後，道路也改道了，此地不復往日風光。 

九十二、竹東國民小學（竹東公學校）： 

竹東鎮內第一座國小。竹東國小創建於日治時期的明治三十一年

十二月八日，為樹杞林公學校，光復後改名竹東國民小學，目前有五

十一班，男生七百八十五人，女生七百二十三人，合計一千五百零八

人，教職員工九十一人。校址：東華里康寧街 1 號，是竹東鎮最古老

的學校。 

九十三、洗衫坑（中興河道）： 

一條貫穿竹東鎮的小溪流名稱。自大窩、上公館丘陵，流入樹杞



林崁下的溪流，居民在崁下洗衣，稱為洗衫坑。沿途尚有多處在洗衣

的地方。 

九十四、康寧街（老街）： 

竹東很老的街道但非最老的街道。日治時代與竹東最早街道－古

市巷相通，稱老街。樣子古樸，較少商業氣息，老街第一號即竹東最

古老的國校－竹東國小。 

九十五、雞林里（雞油林）： 

舊名雞油林的地方所分割出來設立的里行政區。清代樹杞林（竹

東）地區拓墾時，雞油林是與樹杞林（橡棋林）並稱的，所以稱雞油

林，係此地雞油樹成林，雞油樹即櫸樹，光復後一般民間習稱的雞油

林庄成為雞林里，後又先後分出仁愛里及中正里，使得雞林里面積只

剩三分之一。樹杞林志：雞油林庄戶數一百一十五，男三百七十三，

女三百一十六，現有鎮公所、衛生所、地政事務所、稅捐處及中山國

小、教師研習中心…等機關。 

九十六、竹東堤防（石壆）： 

竹東水頭屋雞油林一帶，防止上坪溪及頭前溪氾濫的防洪工程謂

之竹東堤防。昭和十年（一九三五年，民國二十四年）新竹州大地震，

竹東街上蒙受相當損害，當時上坪溪及頭前溪的支流還穿流在竹東市

街邊，為復興計於昭和十二年（一九三七年，民國二十六年）日人政



府斥資四百七十八萬構築竹東堤防，使得下公館、雞油林一帶浮起廣

泛埔地，民國二十七年，在包括浮起地、計畫建新市街，光復後曾修

建過。竹東堤防長度 3705 公尺；竹東二堤防 1600 公尺；現已由原有

蛇籠線螺加舖水泥，現在並與東西向快速道路結構工程結合。 

九十七、中山國民小學(旭國民小學)： 

一所小學的名稱(雞林里)。本校創辦於日治時代昭和十八年(民

國三十二年)，為旭國民小學，光復後改名為中山國民小學，目前共

三十二班，學生 995 人。校址：雞林里中山路 70 號。校園內花木扶

疏，景色優美。 

九十八、竹東涼井： 

竹東一口水質清涼，沁人脾胃的古井名稱。一般民眾認為自清代 

為民眾廣為使用的水井，但涼井確實起自何時，則不得而知，但自古

代到現代，有許多民眾或挑水桶或騎車，到涼井提水回去飲用則為不

爭事實。涼井在東寧路二段 247 巷內，老人會館旁。 

九十九、儒醫吳天佑念碑： 

紀念一代儒醫吳天佑先生捐地與學的義舉而舉立的紀立碑。日治

時期昭和年間(1922 年以前)吳錦堂先生寄付(樂捐)了竹東公學校後

方大片山坡地，經開發為操場，日本總督賜碑嘉勉，興建石碑時，採

用頭前溪的油麻石，經師父在溪邊雕刻完成，再搬運數百公尺到現址



組合樹立，造型極為優美，前幾年破壞嚴重，民國八十八年重修，煥

然一新。紀念碑是吳錦堂先生以其尊翁名義捐贈，故以父名義立碑，

經整修後碑體完好，惜兩側設施已無昔日情景。位於竹東國小操場上

方山坡。 

一○○、軟陂(埤)仔： 

陂就是陂頭，一種小型的攔水壩，現代人稱為攔河堰，是水圳的

源頭。軟陂仔是指水流和緩平靜，故其陂頭稱軟陂仔。軟陂仔是一道

攔河堰，也是一個聚落名，聚落因軟陂仔而得名軟陂仔庄，軟陂仔地

是軟陂圳的源頭，它的位置就在今日東寧橋下，現已廢除，軟陂仔莊

現改名中山里，但軟陂仔地名猶存，日治時期的軟陂仔在竹東郡守宿

舍一帶，即今日北平路與東寧路所圍成的方塊區。軟陂(坡)仔莊：戶

數二十四，男九十，女六十九，計丁口一百五十九人。上公館庄包括

今日上館、大鄉、中山三里。 

一○一、軟坡(陂)仔圳： 

從軟陂仔甲水灌溉的水圳，稱軟陂圳。清代建軟坡(陂)於今日東

寧橋下，引軟陂仔之水入軟陂圳，沿著今日東寧路走，經過橋頭伯公，

曉江亭到神社下方的街頭，至今日竹東國小前左轉進入康寧街，到街

尾經蘇家再流下去，經田洋最後進入蘇屋崁下之沙坑仔壢。陂頭已被

毀，只留一個引水涵洞，沿途水圳皆已加蓋，不復有存在價值。 



一○二、橋頭伯公： 

地處東寧橋頭的土地公廟，敂家人稱上土地公曰伯公。《樹杞林

志》記載「軟陂橋，在樹杞林軟陂仔，光緒五年造，寬三尺八寸，長

二丈二尺」可見清代即有軟陂橋，也就有了橋頭伯公了，橋頭伯公當

然是保佑通過「板橋」的行人了，後來日治時期改成石橋，就更安全

了。在東寧橋與曉江亭中間橋頭位置，香火鼎盛。 

一○三、東寧橋： 

東寧路通過中興河道中遊的一條橋。東寧橋在清代按《樹杞林志》

記載為軟陂橋，日治初年改建成石扶橋，因台灣舊名東寧而改名東寧

橋，《海珠詩集》收有＜東寧橋落成＞一詩可為證明。《海珠詩集》之

＜東寧橋落成＞：人跡霜華尚渺然，軟陂探勝一節先…彩虹高掛竹東

川…軟陂流水細鳴絃…東寧舊名今題柱，我頌天興與萬年。 

一○四、曉江亭： 

東寧橋頭的一座茶亭，因為朝東，一大早就照到太陽了，又在軟

陂水邊，故名曉江亭。軟陂橋清代即有，當時有茶亭不得而知，但現

在之曉江亭為日治初期之作品殆無疑義，因其為巴洛克風味之建築。

右列三位皆指除曉江亭是茶亭而非某些人說的輕便車招呼站。 

一○五、長山街(省中巷)： 

有許多長山(唐山)人住的一條小街。客家話稱外省人曰長山人，



所以省中巷這條短短的小街道被習慣稱為長山街，因為原來有許多外

省人住的關係。長山街位於大林路與康寧路之間。 

一○六、雞棲角： 

客家人稱雞晚上回來棲息的地方謂之雞棲，按棲指鳥宿也，雞棲

角是有雞棲的一個角落。由仙伯公進去，在竹東高中後面，日治時代

神社的旁邊，就叫作雞棲角。在陳夢陶先生家一帶。 

一○七、二十間： 

中山橋邊二十間房子建在一起的小聚落，故稱二十間。台灣光復

後，有人在中山橋頭旁邊，建了二十間房子，形成小聚落，被附近人

稱為二十間。在中山路上，中山橋與博愛街之間。 

一○八、上公館崁下： 

公館是墾戶收租穀的地方，上公館庄崁下地方，也是一個庄名。

上公館崁下莊，按《樹杞林志》記載有戶數 74，男 210，女 260，計

丁口 416 人，台灣光復與下公館莊合併成下館里，後來下公館又獨立

出成為東寧里，上公館崁下庄，則成為後來的中正里。距離北埔東北

方十里。 

一○九、馬場： 

清代這裡叫蔗廍，日本人統治時，引進新的製糖技術，這改名為

製糖會社，後來糖不製造了，又改成養馬的馬場，所以一般老一輩的



稱此為馬場。馬場在現今中正路路頭起在邊一片地方，即水泥廠的側

面一帶。 

一一○、楓樹下： 

有一棵幾百年大楓樹的小聚落。在清代即有這個地名存在，根據

耆老口碑，當年(清末日本統治初期)水打雞油林(鬧水災)時大楓樹就

曾教過彭屋當年在楓樹下是一個大家族，民國 46 年台泥竹東廠擴

建，楓樹下被納入場區，楓樹下土堆被鏟平，大楓樹被砍，原楓樹下

彭家遷至復興街 10 巷一帶，成為新的楓樹下。現在的楓樹下係指復

興街 10 巷一帶，最裏面有一楓樹伯公其實原來真正的楓樹下在今日

台泥竹東廠圍牆邊之倉庫一帶。 

一一一、楓樹伯公： 

楓樹下的土地公廟。清代楓樹下小聚落存在時就已有楓樹下伯

公，連水打雞油林時也未沖走，民國四十六，台泥竹東廠擴建，土地

被徵收不得不遷至復興街 10 巷巷底田中央。楓樹伯公是中正里最老

的伯公，至今中正里的伯公皆從此分香出去，可惜伯公樹係一棵樟樹

而非楓香。 

一一二、台灣水泥竹東水泥廠(南方水泥株式會社)： 

台灣水泥公司在竹東的工廠。昭和十七年(民國三十一年)六月，

南方水泥株式會社在竹東設廠，此即本廠的前身，光復後由政府接



收，民國四十二年實施率者有其田政策，政府合併南方水泥、淺野水

泥及台灣化作為台灣水泥，民國四十六年竹東廠第一期擴建完成。生

產水泥所需的石灰石在關西之礦山採取，用流籠運至十分竂車站，再

用火車運至竹東廠，民國六十年，擴建年產五十三萬噸的旋轉窯，八

○年代末期停產。 

一一三、分水龍(斬龍)： 

北埔鄉與竹東鎮的分水嶺。分水龍為竹東丘陵的一部份，恰好位

於台三線竹東往北埔的最高點，也是頭前溪與中港溪支流峨眉的分水

嶺。因台三線拓寬捨彎取直，使得分水龍的站牌有一些小變化，目前

嶺上住有兩三戶人家。 

一一四、大窩： 

客家話稱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小山谷或小溪谷為窩，大窩是指

比較大的山谷叫作大窩。大窩這個聚落在清代即已開放，《新竹縣採

訪冊》記載，大窩莊在縣東三十里，戶五十，丁口二百四十一，《樹

杞林志》記載大窩莊戶數六十，男一百六十九，女一百三十四，丁口

三百三。大窩是分水龍下方一個西南東北走向的山谷，自新玻建廠以

來已形成一個新興社區。 

一一五、坪林： 

林用在地名時，客家話常是指旱田而言，或稱園，坪是指稍高而



平之地，平坦而稍高的旱田稱坪林。竹東也有坪林，竹東的坪林在軟

陂庄，清代就有，新竹文獻通訊記載，坪林陂圳又名員崠仔陂圳…軟

陂庄之坪林入樹杞林圳，此軟陂莊之坪林根據沈浤淵老校長就在新竹

玻璃場的對面之平地。新竹玻璃廠結束後，將對面廠區捐為政府機關

用地，即原名坪林之處。 

一一六、茅仔岡： 

長滿茅草的山岡。清代志書即有茅仔岡之記載，《新竹縣採訪

冊》：「茅仔岡莊，在縣東南二十八里，戶八，丁口八十七」，《樹杞林

志》：「茅仔岡莊，戶數十四，男三十六，女三十二，計丁口六十九」。

茅仔岡在台三線竹東往北埔路上的左邊，即大窩的對面山岡，目前建

有一新社區-麗景山莊。 

一一七、直窩： 

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山谷叫作窩，直窩是方向打直的小山谷。

茅仔岡背後，開口朝北的一個小山谷。目前仍住四、五戶人家。 

一一八、上館里(上公館)： 

本里因有一個上公館莊而名上館里。公館是清代的產物，是墾戶

向墾佃或佃農收租之處，開拓本鎮的金惠成墾號設公館於本庄而名上

公館庄，日治時代上公館庄所轄地區包括今日之上館、大鄉、中山、

南華、五里，光復後的上館里只包含昔日的上公館庄、清代上公館庄。



按《新竹縣採訪冊》記載上公館莊在縣東南二十八里，戶五，丁口三

十九，《樹杞林志》記載上公館莊戶數六十二，男二二七，女一八九，

合計丁口四一六人。上公館在惠安宮王爺廟附近。 

一一九、惠安宮： 

惠安宮創建於同治十年(一八七一)十一月，奉祀主神為三山國

王，最近一次改建完成於民國八十四年。廟址：惠安街 189 巷 27 號

為一棟二層樓建築。 

一二○、梘頭壢： 

家話稱小溪流謂之壢，尤其是兩岸山壁很高的，有導水梘橋通過

的小溪流，叫作梘頭壢。梘頭壢有二，一在三重里，一在上館里，梘

頭壢可以是一條梘橋通過的小溪谷，也可以是一個小庄頭，上館里的

梘頭壢在中國石油公司資源莊的對面，生產街一帶的聚落，即梘頭壢

莊，是上公館莊之一部份，而竹東大圳的導水梘橋所通過的小溪谷也

叫梘頭壢。梘頭壢是一條小溪流的上游也是中興河道(洗衫坑)的支流

之一，也是一個聚落的名稱。 

一二一、柳樹湳： 

湳是指積水的沼澤或鬆軟的泥土而言，也有寫成「坔」的，柳樹

湳就是指種有許多柳樹的濫泥地。柳樹湳是竹東丘陵在上館里所形成

的一個西南、東北走向的小山谷，過去沿蕃水圳邊種有成排的柳樹因



而得名，到柳樹湳可由資源莊對面的生產街進入。柳樹湳山谷前半段

已開墾成田，但柳樹已死，只剩一棵，後半段仍保留沼澤狀態，居民

在種茭白筍。 

一二二、東寧里(下館里)： 

東寧是台灣的舊名(明鄭時)，本里因有以東寧命名的路與橋，所

以改名東寧里。臺灣堡圖之北埔圖上有包含上公館崁下之公館莊，光

復下公館莊成為下館里，後來上公館崁下獨立成為中正里，下公館則

改名東寧里，東寧里包含下公館及水頭屋一帶。東寧里與上館里是以

洗衫坑之支流梘頭壢為界，再以工業二路區隔中正里。 

一二三、下公館(水頭屋(厝))： 

公館是清代墾戶向佃農收取租穀的地方，相對於居崁上的上公

館，所以有下公館之稱。下公館之名見於台灣堡圖及新竹文獻通訊，

其實一般客家人習慣稱為水頭屋，頭屋有上水頭屋與下水頭屋，接近

員崠仔崁下的叫上水頭屋。現在新竹客運在中豐路與東寧路口蓋了一

座館車站，清代下公館庄包含下公館及上公館崁下，光復後稱下館

里。清代《新竹採訪冊》：水頭厝(屋)莊，在縣東南三十一里，戶十

七，丁口一百二十七人。沈校長說今安東街一帶即俗稱水頭屋。 

一二四、員崠里(員崠仔)： 

崠是小山頂，圓形的山頂就叫員崠仔，員崠里即以員崠仔命名。



員崠仔是竹東丘陵的一座山岡，因為山頂員形，形如覆盂，所以自古

即稱員崠仔，是山名，也是村莊名。員崠仔山頂日治時期建有山神社，

民國四十五年員崠國小就建在山頂上，還有自來水廠的水源地也在

此。《新竹縣採訪冊》：員崠仔莊在縣東南三十六里，戶三十二，丁口

二百二十三人。《樹杞林志》：員崠仔莊戶數五十六男一百四十七，女

一百二十四，今計丁口二百七十一人。員崠仔自日治時間鑽探油井即

熱鬧非凡。昭和九年(民 23 年)二月開發員崠仔第一號井，深度僅三

百尺半餘，不料瓦斯猛噴出瞬間引燃大火，造成四十餘日之大火災，

後賴美籍工程師之助而滅火。《竹東郡勢要覽》。 

一二五、資源莊： 

台灣礦業會社竹東油業所設置的員工宿舍區。日治時代之昭和九

年(民國 23 年)起，日人台灣礦業竹東油業所先後採得石油，而設置

員工宿舍區，內有大禮堂、福利社、購物中心、公共浴室、俱樂部、

幼稚園、公園、理髮部…等，是一個生活設施極為完善的大社區。由

於不再採油，宿舍區早已人去樓空，繁華不再，改建的改建，拆除的

拆除，僅保留一棟製冰廠給人回味。 

一二六、師善寺(師善堂)： 

一間佛寺的名稱。師善寺原名師善堂，咸豐十年(一八六○年)

十一月由甘阿斗創建，光緒十四年(一八八八年)甘惠南等重修，大正



十一年甘惠南派下及庄內善信捐募三萬餘元重建，主祀觀世音菩蕯。

寺貌堂堂，周圍山水清幽，封前眺望絕佳，光復前一年由女禪師(甘

玉燕)接任主持，為一客家女詩人。 

一二七、三元宮： 

員崠地區拜三官大帝的一間廟宇。同治二年九月所創建的一間三

官大帝廟，光緒十四年(一八八八年)重修，由甘惠南、范阿光、邵阿

華等提議重修。昔年曾為來此拓墾、焗腦、制材等移民之集會公所，

據傳此處最後一次番害，彼此殺害慘重，血流溪水通紅。 

一二八、渤海堂(甘屋)： 

甘家的郡望堂號，也是甘家美侖美的房子。員崠子甘家甚早即進

入員崠仔，咸豐十年(一八六○)甘阿斗即創建師善堂，現行之渤海

堂，1916 年左右創建，是甘承宗家族的住宅，現在仍為甘家後代所

居住，甘承宗曾任日治時期橫山庄長，甘家是竹東地區的旺族。渤海

堂為一二層樓之三合院，正身部份為二層樓，傳統形式，橫屋部份為

一層樓，加上洋式拱廊，女兒牆施以草葉泥塑，為竹東四大民宅之一，

其建築彩繪為名所邱鎮邦作品。 

一二九、軟橋里(軟橋)： 

昔日從軟橋到燥樹排，要通過一道石壁，先民是用麻竹搭成竹橋

通過，因為行人走過，橋會上下提動，所以稱此地軟橋。軟橋本來是



指通往燥樹排的一條麻竹橋，因上下搖動較不穩，固而名軟橋。後來

擴展為旁邊的聚落為軟橋，最後加上較靠近員崠的花草林聚落而成今

日軟橋里。由《新竹縣採訪冊》可得到證明，其記載如下：「花草林

莊在縣東南四十二里，戶三十九。丁口二百四十八，軟橋莊在縣東南

四十五里(多了三里)，戶九，丁口七十」到了《樹杞林志》記載如下：

「花草林莊戶數四十一，丁口二百一十六，軟橋莊戶數四十三，丁口

二百一十五」。馮里長說現在大家所稱的軟橋，其實是花草林現在公

車站牌花草林那附近才是軟橋的由來及《新竹縣採訪冊》的記載才相

符。 

一三○、花草林： 

長滿蓪草的園地。客家人稱蓪草為花草，所以稱種了許多蓪草的

園地(旱田)為花草林，因為客語稱園地也叫林，《新竹縣採訪冊》記

載「花草林莊在縣東南四十二，戶三十九，丁口二百四十八。」《樹

志林志》記載：「戶數四十一，男一百七，九百九，計丁口二百十六。」

戶數加了兩戶，人口卻減少三十二人。溤里長說現今軟橋里小街一帶

地方就是花草林。 

一三一、竹東大圳： 

從上坪溪引水至竹東外五里灌溉的一條大圳圳名。竹東大圳由林

春秀、黃維生、黃棟臣等倡首，從大正十五年起動工，至昭和三年(民



國十七年)完工，當時動支工程費四十餘萬元，可灌溉一千二百餘甲，

現為科學園區主要供水者。水圳者路線：軟橋→資源莊→梘頭壢→上

公館→茅仔岡→大窩→菜園窩→橫窩→油車窩→沙坑仔→細鹹菜甕

→狗辣林→三角城→坭橋→內湖陂面→麻耀→柯仔湖→柯仔湖溪。 

一三二、軟橋山： 

竹東丘陵的一座山岡，在軟橋西南角。竹東丘陵自上坪里由南而

北迆邐相連，經燥樹排而達軟橋山，標高 442.5 公尺。軟橋山是個賞

鳥的好地方，地方民眾如是說。 

一三三、軟橋堤防： 

為保護軟橋河谷平原而建的堤防。民國 60 年代興建，80 年代整

修，全長 1550m。較多部份屬於橫山鄉之田竂村。 

一三四、瑞峰里(燥樹排莊)： 

原名燥樹莊，光復後由當地耆宿何禮謙先生改名為瑞峰里。道光

至咸豐年間，十八兒「生番」等為盤據於燥樹排、崩山下、石嘴、五

指山下大窩浪等地，同治年代漢人一面設竂把守，一面披荊棘，自燥

樹排進入崩山下、石嘴、竹圍開拓，今日這些地區皆屬於瑞峰里，可

現這些地區的開發甚晚。除燥樹排有較平緩山坡外，餘皆甚崎嶇。 

一三五、燥樹排： 

有許多枯樹的山排，客語較稱寬廣的山坡曰山排。同治年間漢人



始進教開墾，《新竹縣採訪冊》記載燥樹排莊，在縣東南四十五里，

戶四十五，丁口一百六十三，《樹志林志》記載，燥樹排莊，戶數二

十七，男七十三，女四十四，計丁口一百十七人。燥樹排莊是一散村，

包含燥樹排、紙寮、崩山下等聚落。 

一三六、猪湖仔莊： 

經常有山猪來戲水玩爛泥的天然水池曰猪湖仔，在這形成的聚落

叫作猪湖仔莊。《樹杞林志》記載：「朱(猪)湖仔莊距署(北埔)東十一

里」。「猪湖仔莊：戶數十五，男四十一，女四十八，計丁口八十九」，

猪湖仔有一猪湖仔山侑一天然形成之山頂水池，經常有山猪出沒，後

來漢人在山頂種茶逐漸形成一小聚落。猪湖仔在燥樹排，紙寮岡頂(山

頂上)大部份住的是梁家，傢梁列光、梁瑞國…等，現在已無人住，

山猪每半年仍來一次，因雜草樹木叢生，人跡罕至。 

一三七、猪湖仔山： 

猪湖仔莊旁的一座山岡，一個標高 663 公尺的三角點。是竹東丘

陵中的一個三角點，在猪湖仔水池北方約 275 公尺，標高 663 公尺，

但內政部 25000/1 地形圖及竹東鎮行政區域圖皆標明為五指山是錯

誤的，五指山在竹東，北埔也只有一座，標高 1062M，應改正為猪仔

湖山。因岡頂雜草叢生，路徑已失，無法扺達現場。 

 



一三八、添油崠： 

輕便車到此添加機油的地方，崠是小山頂的意思。過去由竹東往

上坪或上坪往竹東的輕便車，到此剛好是兩邊皆上坡路段的頂點，至

此車夫要給輕便車加油，故稱添油崠，因客語稱加油為添油。添油崠

在燥樹排站牌上往上坪方向約三百公尺，上燥樹排山之路口，也就是

往天五堂路標之路邊。 

一三九、瓦斯壢： 

有天然瓦斯冒出地表的小山谷。瓦斯壢是一處陡峭的小峽谷，當

地賴姓、林姓等人家用水泥把瓦斯露頭處封好，再用塑膠管引回家中

使用，為免費天然瓦斯。在南清公路旁，林木茂盛，甚難發現。 

一四○、紙竂： 

用附近產的竹子(桂竹)造紙的地方，竂通常指簡易的房子。漢人

用竹子造粗紙有很長久的歷史，所以開發到瑞峰里時也有就地取材的

造紙工作出現，其工作地點即紙寮在此地有二，一在南清公路紙竂站

牌崁上之土雞城就是昔日紙寮，為昔日黃姓人士來投資，一在燥樹排

25 號之崁下，自南清公路有小路可達。紙竂已變土雞城，旁邊甚多

台階式平台即往日泡竹子之紙湖。 

一四一、崩山下： 

崩山，是指山上的泥土崩塌下來，因為經常會崩山，所以取名崩



山下。紙竂再進入，此處由於土質不穩，經常會崩山，所以名崩山下，

《樹杞林志》記載崩山下莊，距署東(北埔)十五里，戶十六，丁口七

十三。現在已無人居住，山也不太崩了。 

一四二、大窩浪口： 

客語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山谷，大窩是指較大的山谷，

大窩的谷口恰好與上坪溪成直角，而造成浪花，所以叫大窩浪；也有

說是原住民語大烏龍的諧音，在大窩浪的入口，或說是大烏龍的入

口。金惠成墾號的開墾自番社仔直透大窩浪，亦即五指山下，清代稱

大窩浪崗頂叫大烏龍山，上坪溪叫大烏龍之水，這大窩浪口是過去南

清公路未開前，原住民埋伏殺人之處。在五指山的登山口一帶，有公

車站牌一及數戶人家。 

一四三、大窩浪： 

上坪溪與大烏龍山迤邐而下的山谷，形成直角，致溪水與石頭激

起浪花而稱大窩浪，所以整個山谷也稱大窩浪。大窩浪是金惠成墾號

拓墾竹東的極限，所以日治時代大窩浪仍有金惠成開籍股東黃鼎三家

族分得之土地，大窩浪莊在樹杞林志的記載有戶數三十，丁口一百四

十二。大窩浪是個散村聚落，讓給大聖御花園遊樂區。 

一四四、拹竂： 

金協成墾號在五指山區所建立的一所隘竂名，在增強防務的作



用，也有協同合作的作用。清光緒八年(一八八二)由北埔姜家及竹東

彭家參與，組成的子公司金協成墾號建立的隘竂，主要是為了開五指

山區及上下坪地區，至光緒十六年(一八八六)開墾完成。由五指山路

往上走，至大聖御花園往下方轉彎處往左上方走即可到達。 

一四五、下坪(瑞峰)： 

瑞峰里的南端，與上坪僅隔一溪澗，與上坪相對稱下坪，按客語

稱坪一般是指稍高而平坦之地。光緒八年(一八八二)由北埔姜家參

與，金惠成彭家支援隘防，集合了五十三股的小墾民，組成「金協成

墾號」進墾五指五區及上下坪地區，經過八年的努力，二次增資，一

次改組，終於開墾完成。有一小聚落，有路往上可通中央竂及觀音禪

寺，往下走右轉過南上大橋可達尖筆窩、大山背、豐鄉地區。 

一四六、上坪(大營)： 

坪是稍高而平坦之地，位於比較高的坪地，所以稱上坪，也是竹

東與五峰交界的大坪。上坪是上坪溪左岸的河階台地形成的大坪，清

光緒十四年(一八八二)拓墾完成，是竹東最後一個開發的里，清代曾

派兵勇取隘丁防守原住民，在此地設營區駐紮，所以又稱大營上坪

莊，戶數十五，男三十九，女三十九，計丁口七十八。位於平地與山

地鄉與五峰的交界，是漢人與原住民來往的門戶，保留有一條老街，

有一些邊關的味道。 



一四七、中央竂： 

是一坐隘竂的名稱，指位於中央位置的隘竂，在此隘竂附近所形

成的聚落又叫中央竂莊。《新竹縣採訪冊》：中央竂莊，在縣東南五十

里，戶一十五，丁口七十八，《樹杞林志》：中央竂莊，戶數十七，男

五十二，女四十七，丁口九十九人，光緒八年(一八八二)金協成墾號

進墾五指山區下上下坪地區，中央竂這個竂這個隘竂恰好位在上坪與

五指山區的中央策應位置，相當重要。中央竂為一紏坡地形，有戰備

道路通過，有一間隴西園餐廳。 

一四八、觀音禪寺(五指山下堂)： 

五指山中指山麓，一間奉祀觀音佛祖的廟宇。創建年代為民國二

年(大正二年)供奉釋伽佛、阿彌陀佛祖及大勢至菩蕯，距離金惠成的

分水龍隘竂距離不遠，五指山區在光緒十六年(一八八二年)即已拓墾

完成，每年四月八日、八月九日、十一月十七日舉行祭典。因地震而

震下中指山之巨石，鑿成別有洞天供佛處，內祀白玉觀音，寺前一方

天然水池，游魚無數，廟右前方有一大石，頂部坪坦上有小水池，傳

說是古時原住民磨刀石。 

一四九、瑞峰國民小學(上坪分教場)： 

瑞峰里及上坪里為學區的小學。日治時代昭和 16 年創設，原為

上坪分教場，光復後由何禮謙先生建議，改名端峰國小，目前有學生



六班，男生 33 人，女生 22 人，合計 55 人，教職員 12 人。昭和十六

年(民國三十年)設立竹東旭國民學校上坪分教場，同年四月一日以上

坪集合所為教室，上坪派出所為教職員宿舍，廣惠宮為辦公室，正式

開學。三十年十一月測定校地，三十一年興建校舍及運動場動土，民

三十四年廢分教場，改瑞峰國小。校址：上坪里四鄰 43 號。校地由

北埔姜家所提供，校園花木扶疏，綠樹參天，景色清幽。 

一五○、河頭： 

竹東鎮最靠近上坪溪源頭的地方。竹東與五峰的交界，最靠近上

坪溪水源頭，所以叫河頭。河頭在舊檢查哨及靠近往五峰花園橋一帶。 



 

第五章 芎林鄉的舊地名 

第一節  芎林鄉的歷史人文背影及地理概況 

芎林位於新竹縣之東北方，東南邊及西邊有頭前溪及其支流油羅

溪流經，與竹東隔河相望，已倚飛鳳丘陵與新埔，關西相鄰，東與橫

山鄉毗連，西南一角與竹北鄉相接，總面積四○點七八平方公里。 

本鄉之山陵最主要為飛鳳丘陵，或稱飛鳳臺地，南起橫山鄉新

興、大肚二村之九讚頭、上、下大窩、大肚…一帶，瀕臨油羅溪，北

至犂頭山。是頭前溪與鳳山溪的分水嶺，也是竹北，芎林、橫山與關

西、新埔諸鄉鎮的界山。山雖不高，綿延北上，其間較重要的山勻有

石壁潭山、飛鳳山、九芎林山、獅頭山、上山、下山……等。 

油羅溪自東南來，與西南來的上坪溪於洽水潭會合後成為頭前

溪，自東南流向西北，在南寮附近出海，本鄉在右岸。 

芎林古名九芎林，先民到此開墾時，見一片九芎樹蒼蔚成林，故

以此命名，大正九年(民國九年，一九二○)被日人省略一字改為芎

林。芎林之開拓，見諸文獻者，首推客家人劉承豪於乾隆五十年(一

七八五)十二月的入墾「員山仔溪北犁頭山隘邊草地(下山水坑口)，

同時林拱寰亦入墾「員山仔溪北犁頭山隘邊草地(芎林下山地區)，次

年(一七八六)漢佃林體魁、彭雲化亦入墾此地(下山)，根據劉家族譜

(劉承豪派下)的記載。劉承豪「聚粵鳩閩，得同志十八人，聯成招土

大計，於是率先冒險，斬荊棘，枕砲槍，流血流汗，苦戰經年，由邊

疆進駐重心（即九芎林，後遂家焉）」若此記載可信，則劉承豪等十

八位拓墾先驅者於乾隆五十一年就已進駐九芎林了。 

乾隆五十一年(一七八六)十二月，臺灣爆發林爽文事件，震驚全

臺，乾隆五十三年(一七八八)，亂事為清廷所平定，福康安建議政府

在臺設立番屯制，從熟番中挑募屯丁，酌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養贍，

當時丈得九芎林埔地三十五甲零五釐二毫四絲，交佃首姜勝智督佃開



墾成熟，按等科租，以充屯務公用
3
，使九芎林的拓墾正式走上合法

的程序，官方也在九芎林設立官隘，設隘丁十名，官隘首為劉里益，

護助隘首為何俊良、何俊享等，由於是合法擁有官隘保護，所以吸引

大批漢佃陸續入墾倒別牛。中坑、石壁潭…等地。水坑、沙坑仔地區

也由竹塹社屯番潘文起招佃開闢而成。 

由於墾民合力驅逐兇「番」，向屯「番」承墾土地，繼續東進拓

墾，至嘉慶十二年(一八○七)，佃首姜勝智邀集墾戶劉阿昌、劉引源

等即備資本入墾橫山、猴洞兩處
4
。至嘉慶二十五年(一八二○)，墾

民的腳步已抵達大肚、九鑽頭、南河一帶，本鄉屬於猴洞莊墾戶的僅

秀湖一村。位於王爺坑、鹿寮坑一帶屬於飛鳳丘陵的地區，則是由陳

長順，陳福成的合興莊墾戶於嘉慶二十五年以後墾成。 

註 1 張炎憲，黃世慶、李季樺《台灣平埔族文獻----竹塹社，台

北中研院 p87~89》 

註 2：劉輝清《劉氏家譜》p87 

註 3：來著撰人《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 152 印 

註 4：同註 3  p1063 



第二節 從下山到新鳳村的舊地名 

下山是芎林最北之村，與竹北市交界，也是芎林最早開發地區，

自乾隆五十年(一七八五)十二月劉承豪入墾「員山仔溪北犁頭山隘邊

草地」的下山地區起，至乾隆五十三年(一七八八)九芎林成為「屯務

公埔」止。這是九芎林拓墾的第一階段，故以本區的舊地名作一普查

式的調查與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下山： 

下山有兩層意義，一是指飛鳳丘陵中橫亙在下山村北方的小岡

阜，就叫下山，一是指下山村，是發鳳丘陵下山山麓下的倚山聚落，

因下山而得名，上與下對稱，客家話稱上片(邊)、下片(邊)，位於上

片的山稱上山，位於下片的稱下山，至於上下的標準，這裏很可能與

頭前溪的上、下游有關。 

二、水尾： 

位於下山村的七鄰，因位於下山圳之尾端而稱水尾《新竹縣采訪

冊記載「九芎林下山莊，在縣東十六里，戶五十七，丁口三百一十一」，

《樹記林志》「下山莊，戶數一百四十三，男四百五十六，女三百九

十七，計丁口八百五十三。」《新竹縣采訪冊》「下山水尾莊在縣東十

四里，戶十六，丁口一百八十五。」 

三、水尾下鄭屋： 

水尾鄭屋：下鄭屋，因位於下山圳水尾，而且先後建有鄭氏家祠，

地方上遂稱水圳下方為下鄭屋。水圳上方為上鄭屋。 

四、水坑仔： 

位於下山村七、八鄰一帶，是芎林地區最早開發地區，客語坑有

兩種意義，一指河流，所以稱較大的河曰大坑、稱河水曰坑水，另一

種意義指溪谷，水坑通常是細或小的意思，故老相代，此處活泉甚多，

挖井之時，隨便一挖，就有水源，所以叫水坑仔。 

五、月桃窩： 



月桃窩位於下山村八鄰附近，月桃是種薑科植物，分布全臺，開

白花，葉子民間常拿來包猪肉、魚、豆腐…在塑膠材料出現前是很好

的包裝材料，其葉鞘(假莖)民間常將之拍扁曬乾後打成繩子。窩在客

語中是一種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此坑還小的。所謂月

桃窩就是指月桃遍布茂盛的小山谷。 

六、三段崎： 

上坡路段客語謂之崎，從新埔石頭坑通往芎林下山村的捷徑，有

連續三段用石階鋪成的上坡路段，其中有兩段在新埔境內，可上至山

頂，另一段則下坡至下山村五鄰，反過來若從芎林下山村至新埔，則

芎林這一段為上坡路段，目前石階步道僅剩芎林、新埔交界的劉屋附

近尚保存一段。 

七、五座屋： 

因早期墾民在此建有五座房屋，故名五座屋(客語稱屋，福佬話

稱厝)，今屬九鄰、十鄰一帶，當年的五座屋遺址大約為今日文山路

1188 號至 1246 號一帶。《新竹縣采記冊》記載「五座屋莊，在縣東

十五里，戶九，丁口五十五」，《樹杞村志》則無相關記載。 

八、祠堂下(上鄭屋)： 

祠堂下係指下山鄭家祠堂外面或附近之地，此為祭祀公業鄭萬盛

嘗之祠堂，建於日治時代明治 42~44 年，現屬下山村四鄰 35 至 36 號 

九、獅頭山： 

此獅頭山非峨眉、南庄之間的獅頭山，而僅是下山一座形係獅頭

的小山岡，光緒二十一年(一八九五)，十月，陰曆六月十六日，進攻

芎林的日軍，在此遭義軍伏擊，戰況激烈，義軍殉難者達二十一人(事

見新竹文獻通訊)。獅頭山下的鄭家一向以習武出名，有「下山鄭屋

介拳頭」之美稱。 

十、陂塘窩口： 

陂塘在家語中指的是儲水灌溉的蓄水池，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



口朝外的小山谷，所以陂塘窩是內有陂塘灌溉設施的山谷，而陂塘窩

的進出口，就叫作陂塘窩口，地屬下山村一鄰。 

十一、上山： 

上山是本鄉的一個村名，也是一座山岡的名稱，村以山名，是因

為飛鳳丘陵中的上山橫亙於本村北側而得名。上山村包含舊名中上田

洋、下田洋、上山、崁下、陂塘窩、打磚窩，橫窩、柵門口…等聚落，

但《新竹縣採訪冊》、《樹杞林志》皆未有上山莊之名，故未見有丁口

數。 

十二、田洋(上田洋)： 

客語稱平坦而寬廣的土地為平洋，田地平坦而寬廣則為田洋，上

山村十鄰一帶，已屬寬度的頭前溪河谷平原區，故以名之，又因為位

於水圳上方，故稱上田洋，位於今縣農會及果菜市場一帶。 

十三、下田洋： 

平坦而寬廣的田地叫田洋，在水圳下方，與上田洋以通往菜頭寮

的道路為界的則為下田洋。 

十四、崁下： 

位於九芎林河階臺地下方的頭前溪河谷平原，因與河階臺地有一

定的落差，故客語稱為崁下，從前因可能有水患之苦，故未形成聚落，

在芎林堤防完工及芎林外環道路完工後已大為改觀。《樹杞林志》記

載：「崁下莊，戶數一十，男二十一，女二十四，計丁口四十五。 

十五、打磚窩： 

從芎林車站附近，衛生所旁右轉往新埔寶石之四線道(115 線)進

去之山谷即為打磚窩，所以得名是因為昔日山谷內有幾家製造磚瓦之

磚窯而得名，位於上山村 1鄰。 

十六、陂塘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溪谷或山谷，窩裏有陂塘這

種灌溉蓄水池的就叫陂塘窩，位於上山村九鄰，由下山村一鄰窩口進



入，從前窩內據說有五口陂塘故名。最早的九芎林官隘即設在此，由

隘首劉里益(承豪子)把守。 

十七、柑園岡： 

高的山岡客語謂之岡，種植柑橘的山岡，就叫作柑園岡，為上、

下山與新埔鎮的分水嶺，今為芎林公墓區。 

十八、橫窩： 

窩是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或小溪谷，橫窩得名的原

因是因為它是打磚窩的窩中窩，橫向的小山窩靠近柑園岡，為上山村

一鄰，與打磚窩成垂直走向得名。 

十九、柵門口： 

聽耆老傳說，昔日九芎林莊種有刺竹的竹圍，在進出九芎林的要

口即今日二鄰、三鄰交界處設有柵門，可資管制，今日柵門早已不復

存在，但柵門的地名卻保存下來了。 

二十、橫排： 

客語指稱較為寬廣的山坡叫山排，在陂塘窩內與該窩成垂直的橫

向山排，即叫橫排，屬上山村九鄰。 

二十一、九芎林： 

清代先民至此開墾，因見九芎樹茂密成林，因稱此地為九芎林，

至清乾隆五十三年(一七八八)，清廷設屯番制度，以九芎林埔地為屯

務公埔。在乾、嘉年間，九芎林是先民繼續東進拓墾的中繼站，故發

達甚早，惜受限於地形而未形成大市肆。《新竹縣採訪冊》記載：「九

芎林莊，在縣東二十里。戶一百一十三，丁口九百三十九。」，到了

《樹杞林志》則為：「九芎林街：戶數一百三十九，男二百九十九，

女二百七十一；計丁口五百七十。」看起來似乎人口減少，其實是未

把高梘頭、紙竂窩、伯公窩…等列入。 

二十二、公館： 

乾隆五十三年(一七八八)，實施番屯制後佃首姜勝智及通事什



班、土目斗限比抵等先後在九芎林建立公館，其公館早已不存，姜家

公館在新竹客運芎林站後方，昔為三合院，今已改建為公寓，錢什班

公館位置即今廣福宮，《芎林庄誌》記載如下： 

   至咸豐二年，有經理人黃光昌、何俊享、徐元華、劉維翰、劉嵩

山、姜殿魁、林賢德、葉杯思、鄭家寶、劉珍亮等，即將錢什班

所施山場公館之位置及劉長亮加施地基六尺湊成，建築為國王

宮… 

二十三、車頭(公館坪)： 

客語稱車站為車頭，新竹客運芎林站現址昔為姜勝智公館的大禾

埕，又稱公館坪。 

二十四、文林村： 

文林村是光復後新設的一個村，也是從芎林村分出來的一個村，

所以包含了文林閣一帶的原九芎林街部份、高梘頭、柯仔林、紙竂窩

等處。 

二十五、高梘頭： 

梘是過水之橋，以竹為之的為筧，以木為之的為梘，乾隆五十四

年(一七八九)姜勝智、劉承豪等十六人開鑿五股林圳(又名高梘圳)，

圳水由五股林西行一里，鑿山一丈六尺引水出，又行一里，過梘十八

丈，由於此處水梘自坑底架木撐高梘頭，故名高梘頭地區包含文林閣

四週、紙竂窩、芎林國小、國小前到鄉公所一帶皆是。《新竹縣採訪

冊》記載：「高梘頭莊，在縣東二十三里，戶九，丁口五十五。」，《樹

杞林志》記載：「高梘頭莊，戶數三十四，男七十六，女六十四，計

丁口一四十。」 

二十六、矮梘仔： 

五股林圳在紙竂窩口斜對面公路崁下，架過水的梘橋，因其溪谷

較低，其支架較矮。故稱矮梘仔。 

 



二十七、伯公窩(橫窩)： 

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故稱有奉祀土地公的山谷叫伯公窩，伯

公窩位於紙竂窩的入口處，芎林國小左側，因窩的走向與紙竂窩成橫

向垂直，故又稱橫窩，但伯公窩的伯公已遷移。《新竹縣採訪冊》記

載：伯公窩莊在縣東十八里，戶一十八，丁口一百五十一。《樹杞林

志》記載：伯公窩莊，戶數十六，男五十六，女五十八，計丁口一百

十四。 

二十八、紙竂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溪谷，在芎林文林村九、十

鄰一帶，即芎林國小校門過去右邊第一個路口進去的一個小溪谷，居

民大都姓劉，操饒平腔，昔日皆以造紙為業(以桂竹造粗紙)，故名紙

竂窩。 

二十九、柯仔林： 

新竹地區客語稱赤揚樹曰水流柯，是一種先鋒植物，其樹可當樹

籬或防風牆，其材可做木箱或作薪炭，也是一種種香菇的好樹種。水

流柯叢生之地即為柯仔林，很可能是遭遇洪水沖蝕後，新生地上的先

鋒植物，此地在北二高竹林交流道附近，《樹杞林志》記載「柯仔林

莊：戶數二十九，男一百一，女八十八，計丁口一百八十九人」。 

三十、水坑： 

坑在客語中有兩種意義，一是指水量較大的溪流，所以較大的溪

流叫大坑，另一種是指溪谷，水坑既是一條水坑溪，也是一個水坑溪

穿越的溪谷村落，故名水坑。水坑村從文林閣旁左轉往關西坪林公路

進去，離芎林街區約一公里半左右。《樹杞林志》記載：水坑莊，戶

數一百二十三，男三百七十四，女三百四十六，計丁口七百二十七。

《新竹縣採訪冊》記載：水阬莊，在縣東二十三里，戶一十一，丁口

一百零九。 

 



三十一、油茶園： 

油茶樹，山茶科，福佬話稱苦茶，昔日農業社會功能甚多，其果

實可供榨油，有潤肺、清肝、解毒、整腸健胃功能，其渣箔，即為油

茶姑，為極好之肥皂，園在客語中指的是旱田或旱地，所以稱種了很

多油茶樹成園的地方，就叫油茶園，在水坑村四鄰一帶。 

三十二、右孔肚： 

客語稱裏面也叫肚，右孔則是指石頭洞穴，也稱石窿、石空。石

孔肚在本村一至三鄰，因溪谷兩岸岩石逼近之凹槽溪谷，進入此地宛

如進入石洞內，故名石孔肚。 

三十三、倒吊窩： 

這個位於大華技術學院校門右側的山谷，谷底與紙竂窩崗頂為

界，在本村第八鄰，是否因窩口高於窩底而名倒吊窩已不得而知。 

三十四、沙坑仔： 

客語坑在此指的是溪谷的意思，加個仔字，表示小的意思，所以

沙坑仔，指的是多砂的小溪谷，本地開發甚早，早在嘉慶十四年(一

八○九)即由竹塹社土目潘文起杜賣予漢人劉承德開墾。位於本村九

鄰，大華技術學院校門進去，在其後方之溪谷即是。 

三十五、沙坑尾(沙坑內崩山)： 

在前述沙坑仔溪谷的尾，故稱砂坑尾，土名又叫沙坑內崩山，與

新埔石頭坑為界。 

三十六、水坑： 

客語稱坑者，一為溪流比較大的，一為有溪流通過的溪谷，這裏

所謂的中坑村是中間有中坑溪通過的一個溪谷村落，所以名中坑，是

因為介於水坑溪與倒別牛溪之間。中坑村分成中坑及赤柯竂兩個聚落

中坑為一至五鄰，赤柯竂為六到十鄰，兩地隔溪相望。《新竹縣採訪

冊》記載：中坑莊，在縣東二十二里，戶二十八，丁口一百七挺。《樹

杞林志》記載：中坑莊，戶數五十六，男一百六十五，女一百三十九，



計丁口三百四十。 

三十七、赤柯竂： 

赤柯樹，屬殼斗科，因木質堅硬可為車輛、農具，尤其是刀、鋤

之柄。竂是指簡陃的小屋，中坑溪北岸的聚落，因昔日赤柯樹繁茂而

得名，先民在此處搭竂居住而名赤柯竂。《新竹縣採訪冊》記載：赤

柯竂在縣東二十五里。戶二十四，丁口一百四十三。《樹杞林志》記

載：赤柯竂莊：戶數三十八，男一百一十四，女一百三，計丁口二百

一十七。 

三十八、倒別牛： 

倒別牛現屬新鳳村，倒別牛根據楊鏡汀校長的講法，是農夫在使

牛或駕牛車時控制牛的一種動作，牛在前進時若是偏左或要向右轉

時，要用牛索拍打牛身，稱為倒撇，過去牛車沿著溪流要往水坑、中

坑、倒別牛時，到到芎林軍醫院附近，要到倒別牛，牛車要右轉，所

以要用牛索倒撇牛身，指揮牛右轉，久而久之倒撇牛又寫成了倒別

牛。倒別牛莊有倒別牛溪穿越，這個聚落屬新鳳村一至三鄰一帶。《新

竹縣採訪冊》記載：倒縛牛莊，在縣東三十里，戶二十七，丁口一百

七十四。《樹杞林志》記載：到別牛東興莊：戶數二十三，男七十九，

女七十五；計丁口一百五十四。 

三十九、穿窿(竹蔑竂)： 

五股林圳又名高梘圳在五股林莊前瀦水為陂，又西行一里餘，鑿

山洞一丈六尺引水出，這種鑿山洞穿山而過引水的方法，謂之穿窿，

也寫成穿龍，也有被誤寫為川窿，是不對的。此地又因建了一座剖竹

蔑專做竹器的工竂，所以又稱竹篾竂。 

四十、五股林： 

客語稱尚無灌溉設施的旱田或園為「林」，所以稱開墾園地叫「打

林」，而這個林要發「ㄋ

ㄚ」的音，所謂五股林，是當初先民開墾此地時，

尚未水田化之前，是以集資五股開墾而成，故稱五股林，在今新鳳村



四至八鄰一帶，《新竹縣採訪冊》記載：五股林莊，在縣東二十三里，

戶六，丁口三十七。《樹杞林志》記載則五股林分為上五股林莊及下

五股林莊，其丁口數如下：上五股林莊：戶數三，男六，女五，計丁

口十一，下五股林莊；戶數十三，男三十八，女四十二，計丁口八十。

詢及當地耆老上、下五股林是以聖母院入倒別牛的路來分，後鳳山方

向為上五股林，往芎林樹上方向下五股林。 

四十一、燥坑： 

由飛鳳山麓流出的一條小溪流，因大量不大，所以枯水期常呈乾

涸狀態，故名燥坑，在新鳳村九、十鄰一帶，《新竹縣採訪冊》燥坑

莊，在縣東三十二里(可能搞錯了)，戶二十七，丁口二百八十二。《樹

杞林志》記載如下：燥坑莊：戶數三十八，男一百六，女八十六；計

丁口一百九十二(應為二百四十六)。 

四十二、白鶴屋(田屋或譚屋)： 

客語稱白鷺鷥為白鶴，所以稱附近有白鶴聚居的房屋叫白鶴屋，

因屋主姓田，所以又名田屋，現屬新鳳村二鄰；也有人說附近譚屋有

一棵大楓樹，常聚居甚多白鶴，所以說譚屋才是白鶴屋。 

四十三、檨子樹下(檨仔樹頭)： 

在柯仔林往五股林道路與往芎林國中的上陂路段路旁邊原來有

一棵大芒果樹，芒果樹俗稱檨仔樹，所以此地又叫檨仔樹下，後因道

路拓寬而鋸掉，只剩樹頭，所以又稱檨樹頭，現在連樹頭都不見了。 

 



 

第三節   從石壁潭到鹿竂坑的舊地 

石壁潭現稱石潭村，在乾隆五十二年(一七八七)九芎林佃首姜

勝智招佃入墾九芎林至石壁潭之野。秀湖村舊稱山猪湖，與猴洞(已

併入山猪湖後消失)都是劉朝珍家族(中興莊墾號)在嘉慶年間開拓成

功的，至於王爺坑(永興村)及鹿竂坑(五龍、龍華二村)皆是嘉慶二十

五年(一八二○)以後由陳長順、陳福成的合興莊墾號墾成的，也是本

鄉較慢開發地區，茲分述其舊地名如下： 

四十四、石壁潭： 

頭前溪及其支流王爺坑溪會合後強力沖擊，在碧潭國小崁下，形

成一個深潭旁有懸崖峭壁，《樹杞林志》稱其壁高三丈、山高千仞、

壁下潭深數丈，俗稱石壁潭，現因河流改道潭已不復存在。石碧潭亦

可稱石潭水潭崁面之碧潭國小一帶至福昌宮、茶工廠一帶皆屬上石壁

潭，竹林大橋橋頭至碧潭橋與燥坑交界止則為下石碧潭，《新竹縣採

訪冊》記載：石碧潭莊，在縣東二十五里，戶二十五，丁口二百零八。

《樹杞林志》記載：石壁潭莊，戶數一百六十八，男四百七十四，女

四百三十，計丁口九百四十。 

四十五、葉屋： 

姓葉的住的房子，位於石潭村三鄰，芎林前縣議員葉樹滋、葉紹

欽文子皆出自此葉屋，葉紹欽且曾連任兩任鄉長。 

四十六、下窩仔：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的溪谷地形，下窩仔是一個小溪谷，

位於壁潭聚落下方，屬石潭村一至三鄰，現有一寶之林新社區。 

四十七、王爺坑： 

坑在客語中可稱溪流，亦可稱溪谷，開口(坑口)在碧潭國小附近

的一個溪谷，現行政區劃為永興村，所以命名為王爺坑，據耆老口碑

相傳乾隆末年，石碧潭在福昌宮所供奉之國王聖像，突被「生番」私



行盜入深谷，忽然「生番」肚痛非常，警惶莫狀，魂不附體，急將國

王聖像請出，在半坑中放置。後眾信人等恭請至廟中安位，從此人康

物阜。所以石壁潭上窩之深谷，改稱王爺坑之名目者，因此原由。《新

竹縣採訪冊》記載：王爺坑莊：在縣東二十八里。戶九，丁口七十二。

《樹杞林志》記載：王爺坑莊：戶數六十五，男一百七十九，女一百

五擒，計丁口三百三十五。 

四十八、直窩(坑尾直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比坑小的溪谷或山

谷，在王爺坑溪的上游坑尾，所形成的小溪谷，是王爺

坑的最裏面走向與王爺坑同樣的溪谷，所以命名坑尾直

窩。在本村一鄰。 

四十九、芎蕉窩： 

在直窩的隔壁，與直窩、牛欄窩鼎足而三，芎蕉窩是位在中央的

小山谷，客語稱香蕉為芎蕉，所以生長很多芎蕉的地方就叫芎蕉窩，

在本村二鄰一帶。 

五十、牛角窩： 

在本村二鄰一帶，是一個形狀像牛角的小山谷，所以稱為牛角窩。 

五十一、牛欄窩： 

是位於王爺坑尾，面向下游，最右邊的一個溪谷，位於本村三鄰，

客語稱牛舍為牛欄，過去農家在此設有牛欄，稱為牛欄窩。 

五十二、竹竂窩： 

竂是指簡陋的房子，以竹子搭蓋的謂之竹竂，過去因此地建有竹

竂，而稱此山谷為竹竂窩。在本村第六鄰。 

五十三、船仔窩： 

在本村第六鄰的一個小山谷，因其窩旁山勢形似船隻而得名。 

五十四、澢跌水： 



客語稱不斷滴落的水為澢跌，水小則稱為澢澢丟丟或澢澢跌跌，

因為不斷有泉水從岩壁上滴下來，像水源一椋，所以叫澢跌水，在永

興村第六鄰。 

五十五、桐仔窩： 

這個位於水興村七鄰的小山谷因為種了許多桐仔樹而命名為油

桐窩。 

五十六、龍船窩： 

同樣位於永興村第七鄰的小山谷，因其山勢形狀似龍船而得名。 

五十七、筧頭壢： 

通過溪谷或懸空地形的過水橋，客語謂之水梘或筧仔，壢一般是

指小溪流或深漕的溪澗，有引水水筧的小溪澗謂之梘頭壢，在永興村

七鄰一帶。 

五十八、打林窩： 

打林，客語有時也寫成「改林」，林是指旱田或園，開墾荒園，

謂之打林，有先民在開墾的山谷，謂之打林窩，在永興村七鄰。 

五十九、桂竹窩： 

這個位於永興村七鄰的小山谷因種了許多桂竹而名桂竹窩。 

六十、陂塘窩： 

這個位於永興村七鄰的小山谷，因谷中有灌溉用水的蓄水池—陂

塘，故名陂塘窩。 

六十一、賴房石崎： 

客語稱上坡路段謂之崎，這個位於永興村七鄰王爺坑口的上坡路

段因有賴姓居民定居而得名。 

六十二、暗坑仔： 

坑在這裏指的是溪谷，坑仔加個仔字有細或小的意思，有著濃蔭

蔽天，光線不佳的小溪谷就叫暗坑仔，在永興村七鄰。 

 



六十三、茅仔坑： 

有茅草遍生的溪谷就叫茅仔坑，在永興村八鄰。 

六十四、十股林： 

林是指旱田或園，先民到此開墾時集資組成十股的合股開墾土地

方式，所以開墾的園地就叫十股林，在永興村八、九、十三鄰，這裏

姓官的多，龍眼樹也多。 

六十五、山猪湖： 

有山猪在「打濫」的低窪地謂之山猪湖，山猪就是野猪，打濫就

是在濫泥中打滾玩耍之謂，清代的山猪湖庄，現在已改名秀湖村。 

六十六、猴洞： 

今芎林鄉秀湖村三山國王廟惠和宮一帶古名猴洞，原意為何已不

得而知，這個地名在清末因洪水汜濫而消失，現併入秀湖村。 

六十七、李保窩： 

這個位於永興村十鄰的小山谷，何以命名為李保窩已不得而知，

可能是從前有一個叫李保的人住過吧。 

六十八、鹿竂坑： 

鹿竂坑代表兩種意義，一是指鹿竂坑溪，一是指鹿竂坑溪流經的

溪谷，已經是整個村落的名稱，後來光復後又分成五龍、華龍二村，

但一般人仍泛稱為鹿竂坑。所以命名鹿竂坑，有兩種說法，一種說法

是鹿竂溪中「　仔」甚多，所以「　仔」，指一種形似蝦虎(狗頷仔)，

而身上有一條條黑色斑紋的淡水小魚，所以稱為鹿竂坑；但羅紹藩先

生提供魏盛唐秀才(住鹿竂坑口)所撰對聯：猴洞山中猴獻果，鹿竂溪

上鹿含花」，可見此鹿非彼　，可見此說不通；另一種說法是指先民

獵鹿所建簡易小竂在此，較為一般人接受，也符合「鹿竂溪上鹿含花」

之說。《新竹縣採訪冊》記載：鹿竂坑莊，在縣東二十九里，戶八，

丁口二十一。到了《樹杞林志》記載：鹿竂坑莊，戶數一百四十七，

男五百六，女四百一十八；計丁口九百二十四。鹿竂坑以飛鳳古道及



內山官道之入口及一段而出名，是昔日運茶及樟腦的古道。 

六十九：賴石窩： 

所謂窩，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溪谷地形，五龍

村一鄰這個賴石窩所以得名是因為有賴石一家最早居住於此山谷而

得名。 

七十、五龍： 

客語稱山脈為山龍，本村村口有五座山脈迤邐到油羅溪邊，故稱

五龍，民間傳說因遭「劉慈法」之犁頭符犁掉四個龍頭，中間一個主

龍頭稍為受損，其實是清代中葉的一場大洪水沖蝕掉四個龍頭便成斷

崖垂直狀，這斷崖的橫切面，在夕陽下景觀甚佳，曾入選《樹杞林志》

的樹杞林八景之一的「鹿山夕照」。 

七十一、桔仔窩： 

這個位於五龍村三鄰的小山谷因種植甚多酸橘(桔)而得名，酸橘

是客家人作為柑橘接枝之砧木及製作酸橘醬的原料。 

七十二、下窩仔： 

客語中「仔」有小(細)的意思，這個位於五龍村八鄰的小山谷，

因位於五龍村入口媽祖廟下方而稱下窩，又因小而稱下窩仔。 

七十三、燒炭窩： 

過去在山區的客家人，甚多從事燒木炭的行業，這個位於五龍九

鄰的山谷，過去因有居民以炭窯燒木炭而得名。 

七十四、鬼嬤壢： 

壢在客語中通常指小溪，尤其是深槽形的小溪澗，鬼嬤指女鬼，

所以鬼嬤就是有女鬼出現的水壢，位於五龍村與永興村交界處，原本

林木陰森可怕，今因四線公路通過而地名消失中。 

七十五、石吼仔： 

根據楊鏡汀校長的考證此地因為曾有一石頭洞而名石孔仔，後來

不知什麼原因被寫成石吼仔，在本村第十鄰。 



七十六、老茶亭： 

由鹿竂坑入山沿山脊線而走的飛鳳古道，在橫山鄉、芎林鄉、關

西鎮三鄉鎮交界處即華龍村一鄰，原建有茶亭一座，以為往來商旅休

息喝茶之處，每天由善心人士提供茶水，為北埔金廣福墾號少主姜紹

祖所建。其楹桂皆白石為之，鐫聯云：雖非廣廈遮寒士，亦效環滁築

醉翁。此外程途多未歷，箇中甘苦貴親嘗。不借望梅能止渴，得些息

足自添神。花香鳥語蒼崖畔，帽影鞭絲大道旁。 

七十七、鍾屋窩： 

位於華龍村二鄰的山谷，因為鍾家家族居住此山窩而得名。鍾家

第十三世祖鍾沐環入墾此地有成建有大伙房屋(三合院)。 

七十八、雞竂坑(　竂坑)： 

客語稱溪谷為坑，根據黃卓權老師的考證，雞竂坑應為　竂坑之

誤植，　是一種由竹、木等燒灰後煮出來的植物鹼，客語　發ㄍ一ˋ

之音，容易與雞混合而以訛傳訛。這　竂坑就是有　竂提鍊　(植物

鹼)的山谷。位於本村三鄰三元宮後方。 

七十九、三界窩： 

三官大帝客家人習慣稱為天神爺或三界爺，尤以後者為多，華龍

村二鄰有華龍三元宮廟宇一座，三鄰三界窩的土地是屬於奉祀三界爺

的三官嘗的土地，所以稱此處山谷為三界窩。 

八十、陂塘窩： 

位於華龍村三鄰的山谷，因谷內有儲水的灌溉的蓄水池(陂塘)，

客語即稱為陂塘窩。 

八十一、河頭窩： 

這個三鄰南華橋橋頭的溪谷，因位於鹿竂坑溪之源頭之一而名河

頭窩。 

八十二、馬鞍凹： 

在龍峎(山綾線)低處形似馬鞍之鞍部，謂之馬鞍凹，位於華龍村



四鄰尾，正當芎林華龍與橫山太平地的交界處。 

八十三、山猪窩： 

有山猪(野猪)出沒的山谷，屬華龍村四鄰尾，是馬鞍崠的一個岔

窩仔，目前無人居住。 

八十四、新茶亭： 

位於華龍村第四鄰，因為第一鄰原本在飛鳳古道上建有茶亭一

座，所以在所建茶亭以「新」茶亭名之。 

八十五、灶桶窩(鄒屋窩)： 

以製木桶為業的人所住的山窩，因做與灶客語同音，故誤植為灶

桶窩，又因鄒洪上將故居在此，所以又稱鄒屋窩，在本村第五鄰。 

八十六、松樹窩： 

位於華龍村五鄰一處松樹叢生的山谷謂之松樹窩。 

八十七、烏龜窩： 

位於華龍村六鄰集會所後，過去窩內有一處深水潭，烏龜甚多而

得名。 

八十八、船仔窩： 

颱風草客語稱其為船仔草，以其形似也，位於華龍村七鄰的山窩

因颱風草遍生而稱船仔窩，現為芎林鄉第一公墓。 

八十九、檐仔窩(檐水窩，五鬼人窩)： 

客語稱挑檐謂之　　擔擔，所以挑水稱擔水或核水，此處山窩因

水源充沛，所以當地居民常到此擔(挑)水而名擔水窩或擔仔窩。又因

過去有五戶漢人居此山谷中，為原住民泰雅族馘首，所以又稱五鬼人

窩。在華龍村七鄰。 

九十、吴屋窩： 

吳家最早來此居璧的山谷原有吳家老宅現在已拆除，位於華龍村

第八鄰茄苳樹(新聯—茶場旁)旁進去。 

 



九十一、茄苳窩： 

意指長有許多茄苳樹的山谷，位於華龍村九鄰。 

九十二、宋屋窩： 

這個位於第十鄰的山谷因為是宋家人最早來往，所以以此為名。 

九十三、樟樹孔： 

位於華樹村一鄰葉屋公廳正前方右側山谷，因有許多樟樹而得

名，是否因為有大樟樹的樹洞而得名則不得而知。 

九十四、麻竹窩： 

位於華龍村一鄰鹿竂坑尾的小山窩，因遍生麻竹而得名。                   



 

第六章 橫山鄉的舊地名 

第一節 橫山鄉的歷史人文背景 

  橫山鄉位於新竹縣之中央位置，東以山陵與尖石鄉相連，西以上

坪溪與竹東鎮隔河相望，南接五峰鄉，北倚芎林鄉，東北毗連關西鎮。

油羅溪自尖石東北行，至本鄉南河崁下轉九十度改西北行，穿越本鄉

中央，將本鄉切割成溪南五村與溪北六村，全鄉面積計六八．一二五

七平方公里，其中平地較少，約佔百分之三十，其餘皆為丘陵。 

  本鄉東南隅的尖筆山是本鄉之最高山，標高九百三十三公尺，山

腹原有卑來社。大山背山，《新竹縣釆訪冊》稱之為大山，標高七百

零五公尺，其背面山腹有大樹龍、大寮、新路坪、新公館、大空売、

騎龍、四份壢…等聚落，因在大山之背，故名大山背。《新竹文獻會

通訊》以為橫山即大山（大山背山）是似是而非的，橫山雖自嘉慶十

二年（一八○七）即見諸史籍，但這個橫山與大山在《新竹縣釆訪冊》

上面是截然不同的，這大山在縣東三十五里，挺拔百餘丈，高與五指

山埒，正是現在的大山背山，而橫山在縣東三十二里，其山自大山束

峽算起，高五、六丈，其形端直而長，山上民居五十餘戶，名橫山莊，

其下為猴洞莊，一片平原，可見這個有橫山莊在上面的橫山，絕非大

山背山，甚至稱山都太擡舉它了，充其量只是一處高五、六丈的河階



臺地罷了。 

  本鄉的開發甚早，在嘉慶十二年（一八○七）墾戶劉引源、劉阿

富等進墾橫山、猴洞一帶山林荒埔《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臺灣私

法物權篇》，這是橫山見諸史籍之始。可惜這批墾民因本小支出大，「番

害」又嚴害，「生番」出擾橫山，墾民流散，地方荒蕪；墾戶劉阿富、

劉引源招徠劉朝珍等，合湊為四十股再墾猴洞一帶。 

  由於劉朝珍家族的加入使得猴洞莊的拓墾獲得長足進展，至嘉慶

二十五年（一八二○）已開至九鑽頭、南河一帶《臺灣私法物權篇》，

劉朝珍身後其子孫劉世城、劉世遠（維翰）先後投入經營，至光緒年

間已拓墾至油羅青山一帶，所以從芎林鄉的秀湖村起，包括本鄉油羅

溪沿岸的大肚村、新興村及豐田村皆由劉朝珍家族的「中興莊」墾號

（即猴洞莊）所墾成。 

  鳳山溪的支流沙坑溪流域的沙坑、福興、力行三村及內灣村的一

部份，又屬嘉慶二十五年（一八二○）起投入飛鳳丘陵，北起水坑、

上下橫坑，南迄大肚村邊緣的「合興莊墾號」，由陳長順、陳福成家

族所拓墾成功的。 

  由油羅溪的支流粗坑溪及上坪溪所包夾的橫山、田寮、豐鄉（大

山背）、南昌（濫子）四村則分別由四個墾戶拓墾而成；橫山村部份

歷經錢榮選、徐旺、林秀春、鄭武力、徐玉成等先後組成墾號入墾，



大約在咸豐年間由徐玉成拓墾成功。田寮村（含矺仔）則咸豐六到八

年間由竹塹社土目錢朝拔、詹阿秀、黃阿九、曾宣等為首，組成二十

四股開墾田寮坑、矺仔，建小市於田寮坑，錢朝拔把守自帶英崠至下

洽壢，隘寮五座，隘丁二十名。 

  同治十年（一八七一），鍾石妹、徐統娘、彭廷珍、鄧萬春等及

其他六、七人合夥開大山背（今豐鄉村），在大山背大寮、騎龍、小

橫龍、茅泥崠、流明崠、卑來崠等設隘寮六座，隘丁二十四名把守，

至光緒八年（一八八二），鍾石妹轉而為陳福成抱隘，墾拓八十份，

把守獅頭山、人字崠、桔子崠、弔望崠、分水崠、高崠、三叉崠、李

子崠、馬啼崠、馬鶴（學）社、石嘴…等十二座隘寮，大山背於光緒

十年（一八八四）則改由徐廷勝擔任隘首。至於南昌村（舊稱濫子），

則由邱乾山於光緒十六年（一八九○）向台北大嵙崁撫墾總局請得墾

照，開闢尖筆窩、騎龍莊兩處山場荒埔，東至大龍岡水流出新洽壢，

透至五指山河（上坪溪）為界，西至騎龍背，透過十三份，插落壢水

流老洽壢口為界，南至老卑犁山腳崗崗崁眉為界，北至南窩龍頂插落

出四重壢，透出騎龍尾洽水為界，這是溪南四村開發的經過。 

 

 

 



 

第二節 油羅溪北六村的舊地名 

  溪北六村在日治時期初期將其統稱為「沙坑庄」，雖然分由中興

莊、合興莊兩個墾戶開墾而成，且分屬頭前溪及鳳山溪流域，但地方

發展上未受河川阻隔，較易連成一氣，故在地名調查時將其區隔成一

區，茲將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大肚： 

現在是村名，從前漢人沿著油羅溪來此開墾時，本地原屬油羅社

之祖先而稱為大肚社的原住民住在此地，故名大肚，台中縣亦有大

肚，昔日也是大肚社之棲地，故大肚的地名與河谷平原的形狀無關。

《新竹縣釆訪冊》記載：大肚莊，在縣東四十里。戶三十五，丁口三

百七十五。《樹杞林志》記載：大肚莊（附河壩莊、田心仔、香員（櫞）

窩）：戶數一百一十五，男三百五十、女三百二十，計丁口六百七十。 

二、河壩莊： 

客語河壩即河流的意思，顧名思義，可知是位於河壩旁的村莊，

這個河壩莊，在日人統治初期明治三十一年（光緒二十四年，一八九

八）成書的《樹杞林志》之樹杞林堡全圖上尚可見到，是位於油羅溪

右岸河谷平原與大肚往九鑽頭道路的右邊，但到了明治三十九年（光

緒三十二年，一九○六）所出版的《臺灣堡圖》中，已不見蹤影，極



可能這個村莊已遭洪水而消失。 

三、田心仔： 

客語稱田中央叫田心，仔又有小的意思，與前述河壩莊一樣，只

見於《樹杞林志》，而不見於《臺灣堡圖》；這個位於大肚莊與油羅溪

中間的村莊，經實地查訪當地耆老，得知當年的田心仔即現在的卡車

停車場及亞泥的沙石場。 

四、石街仔： 

大肚原為猴洞莊墾戶（中興莊）的大本營，劉朝珍家族在此建有

富麗堂皇之三合院藜照堂，庭院及屋旁路徑皆用採自水頭屋之石板鋪

成，所以這段路稱石街仔，仔在客語中有小的意思。目前永昌宮後仍

保留一小段及劉家留下之斷垣殘壁。 

五、香園窩（又稱香櫞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山谷叫窩，香園其實

應寫成香櫞，也就是佛手柑，種了許多佛手柑的山谷，就叫香櫞窩，

《新竹縣釆訪冊》記載：香櫞窩莊，在縣東二十八里，戶八，丁口六

十四。香櫞窩位於台三線與一二○縣道交會處往大肚方向走約二百公

尺，左轉過橋進入即可。 

六、龍眼窩（牛眼窩）： 

客語稱龍眼為「牛眼」，所以正確的寫法應寫成牛眼窩，也就是



種有許多牛眼樹的山谷，在大肚村香園窩內，也是一個谷中之谷，居

民以羅姓為多。 

七、樟樹窩： 

這是一個以植物命名的好例子，也是位於香櫞窩內的谷中之岔

窩，因遍生樟樹而稱為樟樹窩。 

八、大蔗園： 

位於香櫞窩內，早年種植甘蔗，生長情況良好，種植面積也相對

較大，故稱大蔗園，由於糖業的沒落，現址早已不再種蔗，改種檳榔。 

九、暗街壢： 

壢在客語中通常是指小溪流，尤其是深槽式的小溪澗，在香櫞窩

與亞洲水泥廠間的這條小溪澗由於地處兩山之間，加上林木茂盛陰

森，陽光不易直射溪澗中，所以稱為暗街壢。 

十、九鑽頭： 

九鑽頭現在名為新興村，是橫山鄉的鄉治，最早見諸文獻是在嘉

慶二十五年（一八二○），九鑽是一種殼斗科的植物，有紅九鑽與白

九鑽兩種，客家話也叫「狗栗仔」或「狗辣」，其木材可為車輛、器

具、農具、船，也可為薪炭。大棵的九鑽樹在先民拓墾過程中被砍掉

了，只留下一個九鑽樹頭，因此稱這個有九鑽樹頭為地標的地方為九

鑽頭。福佬話稱九鑽為九層，所以也有以九層頭稱呼此地的，《新竹



縣釆訪冊》記載：九層頭莊，在縣東四十里，戶四十二，丁口三百四

十七。《樹杞林志》記載：九鑽頭莊（附上、下大窩及水頭屋）：戶數

一百三，男三百二十，女二百六十九；計丁口五百八十九。因其位居

沙坑莊與橫山莊的中心點，所以被選為鄉治。 

十一、下大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山谷或溪谷，相對於

新興村的一鄰有個上大窩，這個最下方也是最後兩鄰（十二、十三）

的山谷，就稱做下大窩，大是形容其形狀與面積的大小，可見是比較

大的山谷。除散居的農戶外，大多為柑橘園或樹林，下大窩從台三線

九鑽頭外環道段，原大肚國小（舊）校門往關西方向約一百多公尺左

轉進入。 

十二、上大窩： 

位於新興村一鄰的一個山窩（谷），因位於九鑽頭上方且相對於

下大窩，所以稱為上大窩，窩口有台三線通過。 

十三、埤塘窩： 

這是一個位於下大窩的窩中窩，即谷中之谷，因為有儲水灌溉的

陂塘而得名，在新興村十二鄰。 

十四、濫窿窩： 

同樣位於新興村十二鄰的一個谷中之谷，所以得名是因為這個山



窩是一個低窪的沼澤地。客語稱溼軟的爛泥地或沼澤地為濫，或寫成

坔，窿是指空洞或低窪之處，例如窿底。 

十五、番仔圍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番仔圍窩也

是位於新興村十二鄰，一個下大窩的谷中之谷，也就是岔窩，所以得

名是因為當初住在此山谷中的一戶人家，在原住民出草時被圍屋馘

首，所以這個山谷就被稱為番仔圍窩。 

十六、打磚窩： 

芎林有個打磚窩是燒紅磚的，但新興村下大窩內的窩中之窩之一

的打磚窩卻是百餘年前，羅姓家族在此打造土磚的地方，因此而得名。 

十七、畚箕窩： 

這是一個形似畚箕的小山谷，位於新興村忠孝街三十號後方山

谷，目前是一個種植海犁的柑橘園。 

十八、崩岡窩： 

客語稱懸崖為崩岡，有懸崖的小山谷，位於新興村忠孝街二十四

號後方。 

十九、腦寮窩： 

用樟樹去焗腦的工寮叫腦寮，設有腦寮的山谷就叫腦寮窩，在新

興村二鄰。 



二十、猪窟： 

窟是水窟，即蓄水成窟之處，謂之水窟，山猪經常出沒的水窟就

叫猪窟，在新興村二鄰六十一號前方山谷，原被開成梯田，現已荒廢。 

二十一、響笐山： 

響笐原本是一種會發出高亢響聲的童玩，後來客語也稱發出空襲

警報的警報器為響笐仔，所以稱山頂裝設有警報器的山為響笐山，位

於美滿昆蟲館右後方。 

二十二、菜園龍： 

客語稱山脈或山脊叫山龍或龍，杵旗枰山（插旗崠）的餘脈一直

延伸到九鑽頭街道附近，即覡婆娘廟背後，因山脊走勢較平緩，所以

附近民眾在上面種菜，因此命名為菜園龍，現已改建為住宅區。 

二十三、四大埠： 

一塊（畝）田地，客語稱之為埠，位於水頭屋崁下有一塊油羅溪

的沖積平原，面積大約有半甲（五分）大，過去把它劃分為四埠（畝）

田，所以稱為四埠田，可惜沖毀於民國五十二年九月十日的葛樂禮颱

風，滄海桑田，現已修復。 

二十四、水頭屋： 

九鑽頭靠近油羅溪水源頭方向的一個聚落，客家人習慣稱之為水

頭屋，同樣的道理竹東鎮東寧里就街上來說，較靠近上坪溪水源頭，



所以也稱水頭屋。新興村水頭屋在杵旗枰山的山腰，往油羅村的路

邊，自古即附屬於九鑽頭。《樹杞林志》記載：九鑽頭莊（附上、下

大窩及水頭莊）：戶數一百三，男三百二十，女二百六十九，計丁口

五百八十九。 

二十五、插旗崠（杵旗杆山）： 

客語所謂崠，是指小山或直指小山頂，插旗崠在地圖上標示為杵

旗杆山，位於九鑽頭往油羅路上左邊，瀕臨油羅溪，山腹（腰）即水

頭屋莊，山本無名，因日治時代測量時，山頂為一三角點，標高三百

四十五公尺，日人為凸顯地標而插一面旗幟，從此稱為插旗崠，是沙

坑溪與油羅溪的分水嶺。 

二十六、烏瓦窯： 

客家建築過去喜用烏（黑）瓦，客家、福佬稱黑皆曰烏；專門生

產烏瓦的瓦窯，就叫烏瓦窯，在上大窩一鄰，現已荒廢。 

二十七、瓦窯埔： 

尚未開墾的平地謂之埔，開設瓦窯的埔地就叫瓦窯埔，在新興村

二鄰，台三線旁，日治時代曾在此設立沙坑公學校九鑽頭分校。 

二十八、十分寮（合興、麻竹窩莊）： 

寮是簡易的小房子，十分寮是屬於製造樟腦的腦寮，客家人稱製

造樟腦謂之焗腦，因為製造過程要經過密閉、蒸餾、冷卻手續，所以



用焗這個動詞，因為要蒸餾，所以要使用腦灶，而腦灶每十灶（鍋）

算腦份一份，所以所謂十分寮就是有一百灶腦灶的地區。其實十分寮

最早的地名叫麻竹窩，就是種了許多麻竹的小山谷，其確實地點根據

耆老指稱大約在今茶工場一帶，清代《新竹縣釆訪冊》記載：麻竹窩

莊在縣東三十五里。戶七；丁口四十八。等到轉型製腦，莊名改為十

分寮，《樹杞林志》記載：十份寮莊：戶數一十七，男六十三，女六

十；計丁口一百二十三。臺灣光復以後，日治時期的十分寮莊改名合

興村，鄰村八十份莊改名福興村。所以改名合興，可能與清代拓墾本

地的合興莊墾號有關，尤其十分寮是合興莊墾號最南的一個村莊，民

國三十九年內灣線鐵路通車至十分寮，在此設立合興站，更是給合興

地名下了一個註腳。後來因人口流失嚴重，合興村又與南河村合併而

成力行村。十分寮地區位於省道台三線與竹一二○線及竹三十一線交

會處及內灣線鐵路合興站一帶，即力行村一鄰至五鄰。 

二十九、北十分寮： 

位於十分寮的北邊，是十分寮地區最靠鄰村沙坑村的地方，因與

十分寮的相對關係位置而命名為北十分寮。屬力行村二鄰。 

三十、二確： 

二確之原來之意思已不得而知，就像地名「大確頂」的確一樣，

已不知是原住民語或漢語。也有這麼一說，說是防範「生番」殺人而



敲擊中空的木頭發出叩、叩之聲，卻又與原住民出沒的方向不能對

應。二確屬力行村二鄰，從北十分寮旁水泥橋進入，是一外窄內寬的

山谷。《樹杞林志》記載：二確莊，戶數十一，男二十八，女二十，

計丁口四十八。 

三十一、井壢： 

壢在客語中通常指的是小溪流，尤其是深槽式的溪澗，井壢在力

行村五鄰佛寺旁，在自來水尚未普及的年代，井壢的水是十份寮人唯

一的選擇。 

三十二、牛溜： 

溜就是滑行的意思，牛溜就是牛滑落的地方，位於力行村五鄰，

尤加利樹園左上方，地勢陡峭，難怪牛隻會滑落下來。 

三十三、南河： 

現在的南河指的是力行村六、七、八三鄰地區，即一二○線道正

南陸橋旁的聚落。其實現在的南河並非原來的南河，現在的南河開發

甚晚，直至清代治臺末期的光緒年間，才有漢人進墾，在這之前本地

以南河命名的有南河新城莊（關西新城，即南華里），南河和（合）

興莊（橫山鄉沙坑村太平地）、南河沙坑莊（橫山鄉沙坑村）、南河上

四股（可能是橫山鄉福興村八十份）、南河下四股（橫山鄉福興村下

四股）、南河四分莊（不詳），都是合興莊墾號的墾區地名，所以命名



加南河二字，應是指這些村莊皆位在南邊來的河流（沙坑溪北流注入

馬武督溪）邊上，故名南河，而現在的南河因屬同一墾區而沿用其名。 

三十四、矮筧仔： 

圳水通過懸空地形成溪谷的過水橋謂之水筧或水梘，以大竹筒為

之的為筧，以木板為之的為梘，坑谷不深，則架設水筧不必太高，故

稱之為矮筧仔。位於力行村九鄰，竹一二○線與竹三十四線交會處，

即南河穚旁往白石湖的路右邊，最早只是一枝矮筧仔，後來形成一個

聚落，就叫矮筧仔。《新竹縣釆訪冊》記載：簡子莊，在縣東三十五

里。戶七，丁口四十七。《樹杞林志》則記載：矮梘仔莊：戶數十六，

男四十七，女二十八，計丁口七十五。 

三十五、南河橋： 

縣一二○道路橫越白石湖溪所建的一道橋，因位於南河聚落的下

方，因名南河橋，在一二○縣道轉往白石湖道路的左邊，有幾戶人家，

因此又命名此地為南河橋，其實是矮筧仔聚落的一部份。 

三十六、白石湖： 

所謂白石，其實是石灰石或石英岩，本地所產大都以石英細末之

矽砂狀態，因其為色白，故稱白石或白砂，舊時亦稱硅砂，為製造玻

璃、三合土、混凝土等原料。客語所稱的湖，可以是湖泊的湖，也可

以是指低窪或盆地形的地形，此處是指後者。白石湖是白石湖溪流經



的一個長條形山谷，屬力行村十一鄰，《新竹縣釆訪冊》記載：白石

湖莊，在縣東四十里，戶三十，丁口兩百零九。《樹杞林志》則記載：

白石湖莊：戶數二十七，男九十五，女八十；計丁口一百七十五。 

三十七、北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 

三十八、抽心龍： 

所謂抽心，是指地心中有某種抽取或吸引向內的力量而造成的一

種地層下陷，發生在山脊上的這種現象，就叫抽心龍。位於力行村十

三鄰，張蘭輝宅後，呈山溝狀態，翻山過去即內灣東窩。 

三十九、九芎坪： 

坪是指稍高而平坦之地，在這指的是油羅溪的河階臺地，所以九

芎坪是指野生許多九芎樹的坪仔。在竹一二○縣往內灣的路旁，過橋

可通油羅，屬力行村十三、十四鄰。 

四十、內灣： 

內灣是指三面環山，一門開口的山麓沖積扇地形，由於地勢由狹

隘的油羅溪谷過了九芎坪後突然向內彎曲，形成－三面環山，一面稍

有傾斜而開口朝外的山麓沖積扁，地勢豁然開朗，因此稱內灣，是由

東窩溪及油羅溪沖積而成，日治時代後因伐木業及煤礦業的興起而形

成聚落，並成為進入尖石及出入平地的邊關地帶而繁榮，五○年代後



沒落，近年來因觀光休閒業而興起。《樹杞林志》記載：內灣莊：戶

數十五、男四十一、女三十一，計丁口七十二。 

四十一、上菜園： 

內灣火車站鐵路的盡路附近及內灣國小一帶，昔日原為內灣人種

菜之所，因位於住宅區上方而稱上菜園。 

四十二、東窩： 

在油羅溪北岸，由東窩溪所流經的一個小溪谷，在內灣聚落的上

方，是內灣聚落的水源地，山谷內為稻田及果園，近年來以盛產螢火

蟲而名噪一時，由此可通本鄉馬福及關西玉山、馬武督。 

四十三、南坪（南坪角）： 

在油羅溪南岸，與內灣及東窩隔溪相望，過橋即達，是油羅溪南

岸的一處河階臺地，原為農田及散居農戶，現已咖啡店、餐廳林立，

景觀全新。 

四十四、南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向外的小山谷，南窩位於油羅溪南

岸，內灣聚落及東窩的斜對面山坡上的乾谷，地勢頗陡，現屬內灣村，

昔為劉子謙隘寮所在。 

四十五、馬學社（馬鶴社、馬福社）： 

客語發音的學與鶴是同音，而與福佬話的福也相近，故三者實指



同一「番」社之名，屬泰雅族，民國九年編入八十份莊，目前為漢人

村莊，甚多柑橘園，昔為陳福成墾隘隘寮所在。 

四十六、東安部莊（蔗廍）： 

從馬福橋往白石湖的路上，原來是先民製造烏（紅）糖的地方，

所以叫蔗廍，至於為什麼又叫東安部莊，是否原住民泰雅族原來名稱

不得而知。 

四十七、馬福： 

原為原住民「番社」之名，馬福（馬學）何意義已不得而知，在

福興村一鄰，屬漢人聚落，《樹杞林志》馬福社：戶數三十九、男一

百一十，女八十，計丁口一百九十。 

四十八、獅頭山： 

獅頭山是因山形似獅頭而得名，清代為陳福成墾號之隘寮所在

地，在福興村第一鄰。 

四十九、白石下： 

這裏所謂的白石，是做水泥原料的石灰石，因為山上都產白石，

所以山腳下也就是福興村一至三鄰也稱白石下。 

五十、石峽窩： 

一個兩側佈滿石頭的小山谷，谷內有四個陂塘，在八十份往馬福

道路（竹三十一線）的左邊，上空有亞洲水泥公司纜車通過。 



五十一、柏色壢： 

壢在此指的是深槽式的小溪澗，長有柏色樹的小山溪，謂之柏色

壢，柏色是客語，學名即柏樹科之肖楠，可做裝飾、器具、家具、雕

刻。 

五十二、八十份： 

清代先民在山區製腦，其焗腦的腦份是以蒸餾的灶為準，每十灶

為一份，所以八十份就是有八百個腦灶的地方，竹二十六線與竹三十

一線交會的地方，這個聚落有店舖，有活動中心，是狹義的八十份，

廣義的八十份是泛稱福興村一至五鄰一帶。《樹杞林志》記載：八十

份莊戶數五十，男一百五十三，女一百十八，計丁口二百七十一。 

五十三、牛角窩： 

從八十份沿竹二十六線道路走，左邊第一個路口轉入即為牛角

窩，這個小山谷是以其形狀而得名。 

五十四、石崠： 

崠在客語中通常指小山或小山頂，石崠即因山頂有塊大石而稱石

崠，在福興村七鄰，目前有兩戶居民。 

五十五、下四股： 

位於馬福溪河谷，當初先民開墾土地時，以股份式組成，分土地

自然按股份分，清代莊名本有南河上四股莊與南河下四股莊之分（按



新竹縣釆訪冊），而沒有八十份之名，日治時期明治三十一年（光緒

二十四年）成書的《樹杞林志》則變為下四肢莊與八十份莊，可見位

置較上游的上四股部份可能因製腦業的勃興而變為八十份，位置較下

游的下四股仍保留原名而去掉南河二字。《新竹縣釆訪冊》記載：南

河下四股莊，在縣東三十三里。戶十九，丁口一百四十六。至清末的

《樹杞林志》則為：下四股莊：戶數二十一，男六十四，女五十一，

計丁口一百一十五。位於福興村十一鄰。 

五十六、大坪角： 

馬福溪谷在此因曲流而形成地形平坦且有一彎角的地形，因此稱

為大坪角，在福興村十一鄰。 

五十七、深壢： 

特別深切的凹槽形溪谷，因此稱深壢，這是指馬福溪切穿南河山

注入沙坑溪時所形成狹而深的溪谷，當地人一向稱之為深壢，過去架

輕便車的時代，稱輕便車橋為高橋，以其距溪底甚高而得名。 

五十八、沙坑： 

沙坑在此有兩種意義，一指沙坑溪，是鳳山溪的支流馬武督溪的

支流，因自南向北流，早期先民穿越飛鳳臺地至此溪谷開墾時，見此

南方流來之河，亦稱南河，《新竹縣文獻會通訊》本鄉之山川項下有

如此之記載；太平地山…隔一小溪為南河山，八十份、橫坑（？）、



沙坑、太平地等諸庄散在其間，可證南河之說，而清代莊名，本地各

莊皆冠上南河二字，如南河下四股莊、南河上四股莊、南河四分莊、

南河沙坑莊、南河新城莊、南河和興莊…亦可證明南河的說法。沙坑

另一種意義是指沙坑莊，廣義的沙坑莊是包含今日的力行村與沙坑村

的範圍，狹義的沙坑莊則只包含沙坑聚落，沙坑所以得名，是因沙坑

溪谷多泥沙型砂石而稱沙坑，《新竹縣釆訪冊》記載：南河沙坑莊，

在縣東四十里。戶六十，丁口四百零七。《樹杞林志》記載：廣義的

沙坑莊下轄－十莊，戶數計共七百四十八，男二千三百一十一，女二

千三百七；計共四千六百一十八。狹義的沙坑莊：戶數一百二十六，

男三百五十，女三百二十二，計丁口六百七十二。 

五十九、河背： 

從沙坑往八十份沿著竹二十六線走，下了沙坑溪谷，過了東沙坑

橋之後，即為河背，因為就沙坑而言，它是在沙坑溪的背後，所以名

河背，昔為上、下陳屋及范屋所在，人丁鼎盛，現人口外流嚴重，只

剩九戶人家，屬沙坑村十鄰。 

六十、打鐵坑： 

一個位於沙坑派出所正後方的山谷，屬沙坑村九鄰，何以命名打

鐵坑，可能是因有打鐵店在此而得名，但實情已不得而知。 

 



六十一、馬鞍凹： 

位於芎林鄉華龍村與橫山鄉沙坑村八鄰的交界處，一個山稜線的

最處，形如馬鞍的地方。現為雜木鄰。 

六十二、豆腐壢： 

壢在客語中本來指的是小溪流或是深槽式的山澗，像豆腐般鬆軟

的土質的山澗，就叫豆腐壢，位於沙坑與太平地中間，即從風爐口這

個山谷流下，流經北沙坑橋下，注入沙坑溪的這條山澗就叫豆腐壢，

但也有指是台三線從北沙坑橋大轉彎起至太平地前大轉彎止的一段

路也叫豆腐壢。 

六十三、風爐口： 

從北沙坑橋的北端左轉小路進去的一個山谷，因谷口在冬天東北

季風吹襲時產生一種風爐口似的效應，因而被名為風爐口。 

六十四、太平地（崩崁）： 

太平地舊名崩崁，得名由來是因其面臨沙坑溪的河階臺地崩陷，

形成近乎垂直的一個崁狀階段地形，故名崩崁，本為陳長順、陳福成

墾號開墾飛鳳臺地及沙坑、太平地、新城、燥坑、八十份、馬福…等

地之大本營，故早期亦稱本地為南河和興莊，因陳家墾戶名稱為合興

莊墾戶而得名，後來因崩崁欠雅而改名太平地。《新竹縣釆訪冊》記

載：南河和興莊，在縣東四十二里，戶四十九，丁口四百五十三。《樹



杞林志》亦記載；太平地莊：戶數六十七，男二百三十四，女一百七

十一，計丁口四百五。 

六十五、公館坪： 

在太平地山山麓及太平地聚落及三元宮前之一大片平坦田地，是

昔日合興莊墾戶收租及操綀隘勇的公館坪。 

六十六、十六份： 

所謂十六份就是早期焗腦時，每十灶算一份，此地有一百六十個

腦灶在焗腦，因此命名為十六份，從台三線東太平橋北方約七十餘公

尺之產業道路進入，爬上一個小岡埠後，即為甚為平緩的大片梯田，

即是十六份。 



第三節 溪南五村的舊地名 

  油羅溪溪南五個村是分別由上坪溪、油羅溪及其支流粗坑溪所環

繞而成的一個區域，地理上是相連成一體，但在歷史人文或拓墾背景

上卻是分由五位墾戶開闢而成，因此又有許多不同而影響到地名的發

展與演變，茲將舊地名列出如下： 

六十七、橫山： 

橫山最早出現在古文書是在嘉慶十二年（一八○七）（《清代臺灣

大租調查書》、《臺灣私法物權》），當先民沿著油溪開墾猴洞、橫山地

區時，渡過油羅溪，發現這個山勢走向與油羅溪成橫向垂直的小岡

埠，就以橫山名之。《新竹縣釆訪冊》亦有相關記載如下：橫山：在

縣東三十二里。其山自大山（大山背山）東峽復起，高五、六丈，其

形端直而長。山上民居五十餘戶，名橫山莊。其下為猴洞莊，一片平

原，良田數十甲。外為溪埔，即五指山、油羅山兩溪匯流處也，可茲

證明，所以橫山有兩種意義，最早本是一座叫橫山的小山，因為山頂

平坦，建了聚落，又成了莊名。其實嚴格來說，橫山不能算山，它只

是古河階臺地的遺蹟，所以才會其形端直而長，頂端平坦。《新竹縣

釆訪冊》記載：橫山莊在縣東三十三里。戶五十七，丁口五百九十二。

《樹杞林志》則記載：橫山莊：戶數二百五十八，男七百五十五，女

六百一十九，計丁口一千三百七十四。 



六十八、新庄仔： 

新建的村莊，就稱為新庄仔，《新竹文獻會通訊》記載：乾隆五

十三年設化番屯田制度，土牛界外未墾荒埔配與屯番開墾，先是九芎

林方面已有漢人入墾，自是漸次沿入橫山方面；嘉慶以來，九芎林之

廖荖萊湘江所管之田業被漢民所霸佔，屯番已不能安住其地，因此彼

等遂涉過樹杞林溪（頭前溪）而驅逐「他孔流民」等之生番，在社仔

番之公埔創建新庄仔莊，招募番、漢佃民一面與生番抗爭，一面開墾

下灣仔、田寮坑等地。此時橫山方面之橫山、蔗廍、頭份林、埔心、

下崁等地，棲有稱為「卑來」及「瓦可布構」之生番…由此可見新庄

仔是橫山地區最早開發之地，其「新」是對應九芎林而非橫山。《樹

杞林志》記載：新莊仔莊：戶數三十九，男一百二十九，女一百七；

計丁口二百三十六。現屬橫山村七到九鄰，即台三線從竹東往橫山方

向，過了竹東大橋，第一個聚落即是新庄仔。 

六十九、崁頭（羅屋）： 

因本地之獅頭山之獅尾部份從前被上坪溪溪水切蝕，使得獅毛部

份與溪谷平原間有極大落差，客語稱這種高低落差謂之「跌崁」，羅

家這個家族是住在崁面上，所以叫崁頭，假如住在山麓溪谷邊則叫崁

下。現屬橫山村六鄰。 

 



七十、下崁： 

比新庄仔聚落這個河階臺地還要低一階之地，謂之下崁，即下一

崁也，在新庄仔往五龍方向，越過內灣線鐵路之後的一片土地，往昔

為橫山通竹東或山猪湖必經之地，道路改道後已無人居住，地名亦消

失。 

七十一、烏泥窟： 

客家，福佬皆以烏來稱黑色之物，所謂烏泥就是黑色的泥土，窟

是指洞穴或積水的窪地或洞穴，有著一窟窿的黑泥窪地，是此地得名

的由來，據耆老口碑可能是泥火山遺址，後來被填平，現已找不到蹤

跡，結果橫山村十六、十七鄰地區反成烏泥窟的泛稱。現有中華技術

學院設分院在此。 

七十二、黃基頭（黃枝頭）： 

《新竹文獻會通訊》作黃基頭，有些地圖也寫成黃基頭，其實是

不對的，正確的寫法應是黃枝頭，客語稱梔子花為「黃枝仔」，有一

個黃枝仔樹頭的地方，就叫黃枝頭，黃枝子，果實可供藥用，花的香

味很濃，也可做染料，老的樹幹更是雕刻的好材料。其基（枝）頭在

橫山火車站往九鑽頭方向第一個平交道左轉進去，鐵路背後皆是，以

前為一聚落，且有一大林紙場，現紙廠已拆除改建國宅。 

 



七十三、謀人崎： 

崎是指上坡路段，從橫山火車站往東沿著台三線走，至平交道（有

柵欄）時勿左轉往油羅溪橋，而沿著鐵軌邊走不到一百公尺，即有一

條上坡之羊腸小道，可直通至埔心及頭份林，因該條小路一面是山

壁，一面是山崖，而且林木陰森，是謀財害命的好所在，所以地方人

士習慣稱之為謀人崎，現已少人行走而荒廢。 

七十四、蔗廍： 

過去先民用牛拖石輪榨甘蔗汁製烏（紅）糖的地方就稱為蔗廍，

位置在橫山村十到十二鄰一帶。 

七十五、三崁店： 

從橫山往頭份林（竹三十四線）的半路上，過去開了三間店，謂

之三崁店，後來交通工具發達後四、五十年來，其實只剩一家店，但

大家仍習慣稱為三崁店，連這最後一家由韓華坤經營的店也在民國八

十八年結束營業。三崁店屬橫山村十二鄰。 

七十六、埔心： 

埔是尚未開發的平地，埔心就是整塊埔地的中心地帶，就謂埔

心。其實橫山村除了粗坑這個距離較遠的聚落外，大部份地區是大山

背山山前的古河階臺地，所以地形相當平整平坦，在這塊平坦的埔地

中心地帶，村民習慣稱呼三崁店到頭份林中間點的葉屋、韓屋一帶，



尤其是葉屋為埔心。 

七十七、埔心圳： 

咸豐六年（一八五六）由劉維翰、徐玉成等創建的埔心圳，由粗

坑溪築陂引水經粗坑、頭份林、埔林、黃枝頭的一條大水圳，由於通

過埔心，也是灌溉埔心一帶及下游田地，故稱埔心圳。 

七十八、頭份林： 

頭份林的林字並非代表樹林的林，而是指客語中的園，即旱田，

漢人到此開墾，第一份開墾出來的園地，即稱為頭份林。按頭份林是

由徐玉成與劉維翰合作開墾成功的。即橫山村十九、二十、二十一等

三鄰。 

七十九、陂塘閣（角）： 

陂塘閣正確的寫法應為陂塘角，是指大陂塘旁邊的角落之地。由

橫村派出所旁邊道路進入，一直走到底，或半途右轉進入，皆可抵達

三義陂的北面即為陂塘角。 

八十、獅頭山： 

因山形像獅子而得名，位於橫山村十六鄰，獅頭朝烏泥窟，獅身、

獅尾在崁頭一帶，由於獅頭土質屬頁岩及黏土，為水泥廠及磚窯買去

做原料，所以獅頭早在二、三十年前即被削掉大半。 

 



八十一、圓山仔： 

在獅頭山旁邊，華山國中的正後方，一座圓形的小岡埠，以其形

狀而命名為圓山仔，仔有小的意思。 

八十二、中隘： 

位於中間的隘寮，就叫中隘，位於大山背山的正下方，頭份林聚

落的上方，大都為橘子園，目前已無人居住。 

八十三、粗坑： 

粗坑這個地名有兩種，一是指粗坑壢，粗坑壢發源於大寮，是油

羅溪的支流，流經粗坑、頭份林、埔心等地崁下，在台三線油羅溪橋

下方注入油羅溪。另一種是指橫山村二十二鄰這個位於山腰上的散村

聚落，過去人口興盛時有十幾戶人家，現只剩三戶，所以名粗坑，是

粗坑溪中粗大石頭甚多，故名粗坑，聚落分佈在溪流上方，亦名粗坑。 

八十四、伯公背： 

粗坑伯公廟背後山腰上的五戶人家，即粗坑七號、八號等，當地

人習慣稱為伯公背。 

八十五、鬼嬤壢： 

鬼嬤在客語中指的是女鬼，壢在此指的是深槽式的山澗，在二十

一鄰與二十二鄰之間，有一條由大山背山山腰，萬瑞森林樂園旁流下

的山澗通過，由於過去道路尚未拓寬前，林木陰森可怕，謠傳此地有



女鬼出現，故習慣稱之為鬼嬤壢。 

八十六、茶亭崎（大山背古道）： 

由頭份林往大山背，過去在橫豐產業道路（現改名竹三十五之一

號道路）未開通前，皆是羊腸小道的上坡路段，客語謂之崎，其中由

頭份林陳金球、陳增球兄弟田地開始到現在萬瑞森林遊樂區小木屋區

旁的茶亭為止是最具挑戰性的一段古道，俗稱茶亭崎。屬橫山村二十

三鄰。 

八十七、大山背（豐鄉村）： 

因位於大山背山的背後而稱為大山背，同治十年（一八七一）由

鍾石妹、徐統娘、彭廷春及鄧萬春等人合夥開墾，初名福龍庄，至光

緒八年（一八八三）鍾石妹轉往南河、八十份為陳福成抱隘，大山背

大致至此已開發完成，以《樹杞林志》的統計，光緒二十幾年時大山

背的人口有五百五十餘人，臺灣光復後改名豐鄉村，目前人口外流嚴

重，只剩六十餘戶。 

八十八、草寮仔： 

所謂草寮就是用茅草蓋的房子，最早是有葉姓人家來此居住，位

於豐鄉一鄰，即廢棄的豐鄉一號舊橋（雙孔橋）對面山排上，有草寮

崎古道通往粗坑。 

 



八十九、大樹龍： 

龍在客語中是指山脊線或山脈，此指山脊，長滿大樹的山脊，即

稱為大樹龍，在豐鄉村二鄰，長滿許多水流柯（赤楊），現已遭砍除，

居民以彭姓為主，老村長彭金玉（創議大山背分散場）即住此。《樹

杞林志》記載：大樹龍莊（附草寮仔）：戶數十七，男四十八，女五

十，計丁口九十八。 

九十、竹篙屋： 

客語稱一字形的房屋為竹篙屋，即國語的一條龍，以其形似取

名，大山背竹篙屋最早為鍾石妹所住，後因鍾石妹領義軍抗日，竹篙

屋被攻入大山背之日軍焚毀，鍾後來改居廟側（樂善堂），現由魏性

人家居住，為大山背三鄰。《樹杞林志》記載：竹篙屋莊（附新路坪

及新公館：戶數四十八，男一百七十四，女一百二十九；計丁口三百

三。 

九十一、新路坪： 

坪一般是指稍高而平坦的地方，有新開之路通過的稍高平坦地，

謂之新路坪，在大山背四鄰，即大旗崠（大山背山主峯）下方，竹篙

屋與新公館間。 

九十二、番仔林： 

客語稱原住民為「番仔」，原來是由原住民耕作的園地，因此稱



「番仔林」，位於新路坪及新公館間現為大山背五鄰，住戶以陳家為

主。 

九十三、大庄（新公館）： 

比較大的莊頭，就叫大莊，在豐鄉村五鄰，全盛時期有四十餘戶

人家，現已無人居住，原為鍾石妹設公館收租之處，所以又名新公館。 

九十四、老大份： 

舊的一大塊田謂之老大份，在大山背六鄰，與新的一大塊田－新

大份合稱大份，主要居民原為楊家。 

九十五、十三份： 

由十三股墾佃合夥開出來的土地，位於大山背與南昌村的交界

處，屬大山背六鄰。 

九十六、大空殼： 

早期開發此處有棵大樹樹心中空，只剩外部空殼，故稱大空殼，

名漫畫家、發明家劉興欽先生老家在此，位於樂善堂往豐鄉國小約三

分之二處左邊，路的下方，目前已無人居住，屬六鄰。 

九十七、四份壢： 

壢在此指的是山澗，四份壢本來指的是老大份、大樹龍崁下的一

條小溪澗，另一條支流為騎龍壢，在小瀑布（水沖礦）注入粗坑壢。

四份壢也指老大份與騎龍崁下，四份壢壢面（上面）的一個聚落，位



於大背七鄰。《樹杞林志》記載《騎龍四份莊（含四份壢）》：戶數二

十二，男六十三，女四十，計丁口一百三》 

九十八、大旗崠： 

大山背大的主峯，日治時代亦稱天拜山，因其形似一面大旗而得

名，標高七百○五公尺，山上設有－三角點，天晴時景觀甚佳。 

九十九、騎龍： 

騎龍既是一條山龍（脊）也是一個聚落，它是位於大寮與大山背

之間的一條山脊，豐鄉國小就在靠大寮這邊的山排（坡）上俗稱騎龍

學校，民居則散居在兩側山坡，尤其是豐鄉國小斜下方，與四份壢合

併共有戶數二十二，丁口一百零三。 

一○○、騎龍壢： 

從騎龍山脊西坡流向四份壢的一條小山澗，會合後注入小瀑布底

下的粗坑壢。 

一○一、大寮： 

比較大的隘寮，稱大寮，在騎龍崁下，翻過另一邊山頭，即是尖

石馬胎，是粗坑壢發源地，梯田甚多，另成一聚落，屬大山背八鄰。 

一○二、芎蕉湖： 

客語稱香蕉為芎蕉，湖是較四週低窪之地或盆地地形，位於豐田

村，一個芎蕉很多的低地，這芎蕉還可能是野生香蕉，位於豐田村七



鄰，《樹杞林志》記載：芎蕉湖莊：戶數二十四，男七十一，女四十

九；計丁口一百二十。 

一○三、焿灶壢： 

焿灶壢本來指的是由焿灶壢山流向油羅的一條溪澗，因先民在此

以草、木灰煎煮植物鹼，植物鹼客語稱之為焿，故稱焿灶壢，現為豐

田五、六鄰。 

一○四、脫山仔： 

獨立於雞油壢與油羅壢的一座小山，故稱脫山仔，現為豐田村公

墓所在。 

一○五、油羅（豐田村）： 

油羅是原住民語，原住民有油羅社，山有油羅山，河流有油羅溪，

皆由油羅樹而來，油羅樹按日人光永喜－在明治二十八年（一八九五）

深入油羅社的（蕃界視察報告書）中提到「有名的樟樹，名 yuro（油

羅）」可見油羅樹其實即樟樹。油羅這個聚落是由猴洞莊墾號（劉朝

珍家族）從秀湖沿溪一路開進來，最裏面的一個村莊，《樹杞林志》

記載：油羅莊（含楠仔排）戶數六十，男一百六十四，女一百二十，

計丁口二百八十九。現油羅改名豐田村。 

一○六、楠仔排： 

由增昌大橋至油羅橋之間右邊山排（坡）即楠仔排，過去因為是



長滿了大葉楠，故名楠仔排，原來在山排止有一十幾戶人家的聚落，

現已搬遷一光。位於油羅八、九鄰。 

一○七、扇仔排： 

像扁子展開一般寬廣的山坡，就叫扁子排，位於增昌宮的斜後

方，一直延伸至社寮角，屬四鄰。 

一○八、油羅壢： 

由焿灶壢流出的溪水流至油羅店仔一帶改稱油羅壢，至油羅橋旁

與雞油壢會合後約一百多公尺注入油羅溪。 

一○九、雞油壢： 

從芎蕉湖山上發源之水，流經脫山仔左側，流經油羅橋下不還與

油羅壢會合的一條小山溪，謂之雞油壢，客語稱櫸樹為雞油，大概溪

畔生有雞油樹而命。 

一一○、社寮角： 

所謂社即原住民的「番」社，寮本指簡陋的房子，可見在漢人出

現前，本地可能「番社」的所在，位於「番社」的一角而名社寮角。

為油羅畔的一個河階臺地，與九芎坪隔溪相望，有永豐橋相通。 

一一一、蟾蜍石： 

油羅溪增昌大橋下方約二百公尺河床中有一石頭，酷似蟾蜍，石

高約二公尺，長約四公尺，以形得名，過去因溪流歷年變遷，蟾蜍石



時或在溪東，時或在溪西，漢人昔日入山嘗以該路作地標。 

一一二、田寮坑： 

田寮有兩種說法，一般是說建在田間，擺放農具、肥料，或休息

之草寮，謂之田寮，但據本鄉耆宿談，此地昔時漢人入山採藤，故稱

為藤寮杭，後又改稱田寮坑，按《樹杞林志》樹杞林堡全圖就把田寮

坑與藤寮坑並列，但在樹杞林分圖又只見藤寮坑而未見田寮坑，更早

的《新竹縣釆訪冊》也記載著藤寮坑莊：在縣東三十八里。戶五十三，

丁口三百六十五，可見耆老之說頗具採信價值。田寮坑到了《樹杞林

志》記載為戶數四十四，男八十五，女九十二，計丁口一百七十七。 

一一三、下灣仔： 

仔在客語中有小的意思，灣本來指的是陸地三面環山，一邊向內

彎曲而開口朝外的淺谷，因為小而且開口朝外、朝下，故稱下灣仔，

現為田寮村第一鄰。《樹杞林志》記載：下灣仔莊：戶數四十六，男

一百四十六、女一百三十五，計丁口二百八十一。 

一一四、北窩： 

窩是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在田寮二、三鄰，因位

置在山谷中的北邊岔谷，因此名北窩，《樹杞林志》記載北窩莊：戶

數二十一，男六十，女四十七，計丁口一百七。 

 



一一五、南窩： 

在尚未抵達田寮坑前，右轉進入同一開口山谷後，分岔成兩邊，

位置較北的為北窩，較南的山窩則為南窩，位於田寮四鄰，《樹杞林

志》記載南窩戶數二十三，男七十三，女六十八，計丁口一百四十一。 

一一六、矺子： 

根據楊鏡汀校長的考證，矺仔就是磧仔，也就是防守原住民的隘

寮，現為田寮村第十、十一、十二鄰，有國王宮。《樹杞林志》記載

矺仔金興莊戶數十一，男三十、女四十；計丁口七十。 

一一七、水頭排： 

排是山排，即指寬廣的山坡，水頭指水的源頭或較靠近水源的地

方，水頭排位於田寮最西南的聚落，最靠近上坪溪，又是山坡地形，

故名水頭排。位於田寮村十九鄰，《樹杞林志》記載：水頭莊：戶數

四十八，男一百三十三，女一百一十八；計可口二百五十一。在軟橋

攔河堰的右上方。 

一一八、柑仔樹下： 

位於一片柑橘園的崁下而名柑仔樹下，位於田寮村五鄰。 

一一九、下坪仔： 

位於田寮第七鄰，即矺子往田寮路邊崁下，因地勢比矺子低；故

名下坪仔，現有二十餘戶。 



一二○、尖筆窩： 

窩是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或小溪谷。在尖筆山北面

的山谷稱為尖筆窩，位南昌村一鄰。 

一二一、尖筆山： 

南昌村與五峰鄉交界的界山，標高八百六十二公尺，現大都為杉

木園或麻竹叢。 

一二二、下薯園（二十份）： 

從縣道一二二線往上坪走，至昌惠大橋，左轉過橋即可達薯園，

位於南昌村三到四鄰，所以稱薯園，是因為日治時代在此種大量的樹

薯，因此命名為薯園，又因本村有二薯園，故分上下，過昌惠大橋的

為下薯園，又因早期開墾焗腦時，算腦份是以每十灶為一份，故二十

份即有二百個腦灶的地方，故也稱二十份。 

一二三、甲壢： 

壢是小溪流或深槽的山澗，河溪的流水會合，客語寫成「洽」而

非甲，視其大小而分成洽坑、洽水、洽壢，故甲應改成洽，這甲（洽）

壢是尖筆窩溪與上坪溪會合處，地當南昌村入口，南昌村六鄰。 

一二四、濫仔： 

濫仔是南昌村的舊名，濫也寫成坔，客語是指鬆軟的爛泥地，或

積水的沼澤地，濫仔就是以沼澤而得名，在南昌村品味山莊後方尚有



其沼澤存在。 



第七章 北埔鄉內舊地名研究 

第一節 北埔鄉的歷史、地理人文背景 

北埔鄉屬於新竹縣的東南山(丘陵)區，東邊自五指山主峰起，經

大窩浪(大烏龍)山、猪湖仔山、軟橋山、分水龍山、面盆竂山…等竹

東丘陵諸山東緣山脊線與竹東鎮為界，南至五指山之北面山麓，與五

峰鄉為界，西南一隅接苗栗縣南庄為界，西鄰峨眉鄉，北連寶山鄉；

在北緯二四度三六分至四四分，東經一二一度一分四十九秒至五分十

九秒間，東西長七十二公里，南北長一十一點七八公里，面積總計五

○。六六七六平方公里。 

    本鄉原稱南興莊，後稱北埔莊或北埔街，包含北埔、水磜子、大

湖、大坪、南坑、南埔、小分林等七大字，光復後改鄉以來編成九村，

民國四十二年四月再編為十個村落，今則內坪村併入外坪村，仍為九

村。本鄉四面皆山環繞，為一盆地地形，東南諸山更為險峻，外大坪、

內大坪層巒疊翠，五指山及鵝公髻山聳立於後，大坪溪發源於兩山之

間，為中港溪的支流，北行至內大坪附近，納　竂坪自西南來之水，

西北行至南坑口，納小南坑之水，再向北迂迴北埔崁下流出，稱此北

埔溪，納大湖溪西來之水，貫穿全鄉中央，繞行南埔後轉入峨眉鄉稱

峨眉溪，可見本鄉四面山環水抱，中央北埔，南埔開屬一片平洋，幅

員數十里。自成一天塹，平原丘陵均拓成田園，有水田七百餘甲，園



(旱田)一千兩百七十餘甲，主要物產以稻米、茶葉為主；原先鄉內茶

工廠有十餘所，後來漸沒落，今則以休閒觀光業勃興。 

    北埔、峨眉、寶山三鄉是新竹地區最慢開發的地區之一，由於山

陵疊嶂，進出不易，仍然被「生番」所盤據，時而出草殺人，一般墾

戶莫不視為畏途。 

    更可怕的是連近在塹城咫尺的南門外大眾廟附近的巡檢署，也遭

到原住民的出草毒手，巡檢以下遭馘首而去，基於塹城安全的考慮，

必須設隘防「番」，為了樟腦及土地山工的利益，也必須設隘進墾，

所以當時的淡水同知李嗣鄴積極的計畫開疆拓地，道光十四年(一八

三四)，先撥官銀一千元，諭令姜秀鑾及林德修等添設新隘於橫岡外

深入之處，僱募隘丁，負責沿山一帶防務，次年二月，更化消極為積

極，下令塹城西門總理林德修與姜秀鑾同立合約，組織金廣福總墾

戶，可能在訂約後不久，林德修即過世，而由號稱周百萬的周邦正接

替，姜、周二人同閩粵二籍紳商各募款一萬兩千六百圓，以建立金廣

福合資墾號。 

        公號既成，姜周二人乃分工合作，由周在墾城運籌帷幄及洽公，

姜氏則駐守開墾現場，擔任守隘防「番」及督工開墾之任務，姜氏

一面調配原有隘丁，向內層移隘，逐步縮小對原住民包圍採取強力

的中央突破戰術，率領數百人眾由竹東三角城循原住民之偷牛小路



進入、埔尾，並在北埔建立公館，即以此為據點，更推進於今之埔

心、埔尾、南埔、番婆坑、尾隘仔、四竂坪、福興、麻布樹排、水

磜仔、面盆婆、尾隘仔、月眉、河背、西河排、水流東…等地，相

其險要，開設新隘三十六處，配備隘丁二百六十九名，號為大隘，

與原住民大小失十餘回血戰，百折不橈，一心一德，一面披荊斬棘，

一面開墾，經將原住民逼入內山，而化榛莽之地為良田。 

    隨著隘線的漸向內山推進，人民生活日益安定，口腹無虞，行有

餘力，自然轉而經營精神層面，所以營建廟宇，昌明文獻與敬天法租，

再結合原先特殊的武裝移民背景與客家色彩，就形成了北埔與眾不同

的聚落文化。 

 



第二節 北埔北邊四村的舊地名 

    這所謂的北邊四村是指臺三線沿線的四村，恰好正位於本鄉

的北邊，故以此分割，以方便研究。茲將舊地名分述如下： 

一、北埔(南興莊)： 

北埔最早的地名，在姜秀鑾入墾時原稱南興莊，與中興莊(峨眉

中盛村)、福興莊(峨眉村)、富興莊(峨眉富興村)，合稱四大莊，後

改名北埔，所謂埔是尚未開發的平地，又位於河(北埔溪)的北岸，所

以稱北埔，其實當時的北埔實包含今天的北埔上街、下街、北埔村、

南興村…等，光復才分割成北埔，南興一村。《新竹縣採訪冊》記載：

北埔莊在縣東南三十二里。戶九十三，丁口七百二十八。《樹杞林志》

記載：北埔街：戶數三百三十七，男七百二，女六百一十三；計丁口

一千三百一十五。 

二、上街： 

自慈天宮廟前廣場兩側，向西延伸的北埔街，先後穿過廟前街、

南興街與城門街後通往埔尾。其中與南興街交會處，即清代老西門遺

址，所以南興街以上，即老西門以內的這一段北埔街，北埔人習慣稱

為上街。接梁宇元的調查，自光緒十五年(一八八九)起，陸續有商戶

向姜家及張家繳納地基租銀，興建店鋪街屋，逐漸延伸，成為北埔聚

落的中軸線。 



三 、下街： 

北埔街從老西門外至清末西門(即今城門街交會處)，即從南興街

口(不含)以下至城門街口的街尾這一段北埔街為下街。 

四、北門： 

北埔聚落早期環植刺竹以為屏障，在東、西、南、北分設四隘門，

以控制進出，其中北門位置依耆老口述推測，當在中興街往天水堂二

房通路之路口，早已拆除不見。 

五、東門： 

位於公園路與中興街的交會點，即轉往煙竂坪的路口。 

六、南門： 

位於往大湖村道路與公園路交會點，耆老指稱即是當年的南門。 

七、西門(西城門)： 

北埔歷史上的西門有兩個，第一個西門是在北埔聚落以刺竹圍莊

時的西門，因正對慈天宮，所以後面設有照壁，照壁前即戲臺，因形

成制較完整，故又稱西城門，其地點在今日北埔街與南興街的交會

點，後來聚落範圍突出城門，所以在下街尾再造一新城門，舊城門則

拆除，新城門仍稱西門，地點在城門街與北埔街交會點。北埔人一生

最後一定要出西門一次，因出了西門左轉城門街，即千山獨行往最後

歸宿去也。 



八、水梨園(姜屋水梨園)： 

從中興街進入，往天水堂二房左轉前進，位於天水堂二房前方及

姜文澖先生宅院旁，過去為種水梨樹的果園，故稱水梨園，位於北埔

村一鄰，為姜義豐祭祀公業所有，梨園因逐漸改變景觀，現梨樹僅剩

一棵。 

九、叮咚橋： 

叮咚是狀聲詞，並非真的有橋，而是慈天宮右邊巷弄中，排水溝

上鋪石版通行，因行走其上會發出叮咚之聲，好事者誇大，以叮咚橋

稱之。 

十、大菜園： 

種菜的旱田或園地稱為菜園，面積很大的菜園即稱為大菜園。今

仁愛路與中山路至臺三線之間所圍成的大片土地，為彭姓昔日入墾北

埔所分得者，除蓋房舍及祠堂外，大都闢為菜園，因佔地頗廣而稱為

大菜園。 

十一、廟背(花臺、秀鑾山下)： 

慈天宮的正後方，有慈天宮的化胎所在，現改成供百姓休憩的花

臺，以及一大片昔日金廣福墾佃的住宅區，當地人習慣稱為廟背，以

其在慈天宮大廟之背後也。地屬北埔、南興二村一鄰。 

 



十二、埔心： 

埔心因位於北埔埔地的中心(央)地帶而名埔心，清末已成聚落，

《樹杞林志》記載：埔心莊：戶數五十，男一百八十，女一百六十一；

計丁口三百四十一。現屬於埔尾村八鄰一帶，即北埔國小及埔心街沿

線一帶。 

十三、埔尾(北埔尾)： 

在北埔埔地的尾端(秀鑾山、金廣福、慈天宮一帶是北埔頭)，故

稱埔尾，清代即已自成一莊，《新竹縣採訪冊》記載：北埔尾莊在縣

東南二十八里。戶四十九，丁口四百六十九。清末的《樹杞林志》則

記載：埔尾莊戶數五十五，男一百七十一，女一百六十九；計丁口三

百四十。 

十四、埔尾崁下： 

在北埔國中前，臺三線往北埔頭方向右邊崁下，因路面與溪谷平

原間形成一階梯式的落差，路面稱崁頂或崁面，底下則稱崁下，崁下

大部份為農田及數家農戶。屬埔尾村八鄰。 

十五、社官橋： 

省道臺三線北埔往峨眉之路段，從北埔國中西南行約六百公尺左

右，跨越水磜溪的一道橋樑，謂之杜官橋。橋之得名，因橋旁有杜官

伯公，所謂社即土地之神，按古者自天子下至庶民皆得封土立社，以



祈福報功，其所祀之神曰社。祭后土也謂之社，因為后土即社神，所

以社官即土地公，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所以社官橋即伯公廟旁之

橋。 

十六、埔頂： 

埔本來是指尚未開發的平地，所謂埔頂是指埔地中最頂端或較高

之處，埔尾村七鄰的埔頂，即位於輔尾這塊埔地的頂端，因地勢較高，

過去為埔尾村之果園、菜園、民國七十五年，中偉陶瓷公司在此設廠，

頗具規模，現已停止營業。 

十七、洗衫坑(觀音壢)： 

金廣福墾號之客籍股夥之一彭三貴所建之一堂六橫三合院崇德

堂左前方有一大水井，水質清洌，水量豐沛，水井以風水觀點看，被

喻為女性之陰部，所以客語稱為觀音壢，壢在此有深槽山澗之意，隱

喻頗為切合，又因水源為湧泉之故，亦成為婦女洗滌衣物之所，客語

稱衣服為衫褲，故也稱此地為洗杉坑。在埔尾村十一鄰。 

十八、漏油窩(ㄌ

ㄠ雲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山谷，漏油窩這個位

於十四鄰的小山谷，若說是漏油的山谷顯有未通，因為假如有石油露

頭，中油早就開採了；另外一種說法是因為窩內住戶綽號叫「ㄌ

ㄠ」雲，

故稱呼此小山谷為ㄌ

ㄠ雲窩，按客語ㄌ

ㄠ是是形容一個人做事不怎麼確實妥



當之謂，有福佬話漏屎，漏氣之意。 

十九、橋頭陳屋： 

由埔尾通往新竹市寶山路的竹市三號道路，在橫跨水磜溪的橋

頭，住著陳姓家族，當地人稱為橋頭陳屋，陳屋祠堂匾額為歷山衍派，

所謂歷山衍派的由來，陳家的始祖為舜，舜在微時曾在歷山耕田，故

其後代自稱歷山衍派。地屬埔尾十三鄰。 

二十、猪灶： 

客語稱殺猪的屠宰場為猪灶，因為殺猪要用熱水刮毛，所以要有

大灶大窩燒熱水，所以稱殺猪處為猪灶。北埔猪灶為日治時期設置，

位於姜家祠正對面，即南興村十四鄰，現已不再使用。 

二十一、十五間： 

十五間房子建在同一塊地上，習慣上以十五間稱之，十五間位於

姜家祠及北埔洋樓旁邊的十五間小房子，成兩排前後排列。此地本為

平坦林地，昭和十年(一九三五)四月發生台中州、新竹州大地震，北

埔地區房屋倒塌甚多，日本政府為救濟窮苦災民而建此十五間小屋。 

二十二、開基義民塚(邦正園)： 

金廣福墾號之開墾北埔，因原住民反撲據烈，與諸「番」社發生

大小十餘次戰役，多所死傷，姜家將此枯骨集葬於今之城門街與光復

街交會點的對面，屬南興村十三鄰，稱為開基義友塚，清光緒四年(一



八七八)重修，且於每年清明、中元定期由姜義豐嘗派人整理及祭祀。

昭和八年(一九三三)，開墾大隘地區一百週年時改名邦正園，以記念

閩籍墾首周邦正之功勞。 

二十三、筧仔下： 

筧在客語中是指圳水通過溪谷或懸空地形的，有時也寫成梘，由

麻布樹排到北埔，是由下坡到上坡，在上坡與下坡的最低處，往昔先

架竹筧通水而過，所以稱筧仔下，水筧之下也，又因為是由麻布樹排

崁下的小溪澗所通過，故也稱筧頭壢。屬水磜村一鄰。 

二十四、溝背： 

以麻布樹排分界線，壢以南為筧仔下，壢以北為溝背，因溪不大，

只是一條客語稱很深的「壢溝」，所以稱溝背，是指壢溝的背後。位

於麻布樹排往北埔半途，由台三線右轉上坡即至。 

二十五、麻布樹排： 

所謂排，就是客語中的山排，意指比較寬廣的山坡。麻布樹排就

是長滿麻布樹的山坡，是沿著台三線，過了分水龍後，往北埔約三分

之二的路段後，在右邊，也就是現中油加油站附近一帶所形成的聚

落。《樹杞林志》記載：麻布樹排莊：戶數三十，男一百一十，女九

十九，計丁口一百八十九。現屬水磜村一到四鄰。 

 



二十六、黑橋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溪谷或山谷，黑橋

窩是附屬於麻布樹排聚落的一個小山谷，出口就在無竹居餐廳旁，曾

是道光十七年(一八三七)北埔墾佃與大撈社原住民血戰的古戰場。至

於何以命名山谷為黑橋則不得而知。 

二十七、面盆寮： 

寮是簡易的房子，製造面盆等木製生活用具的簡易房子，就叫作

面盆寮，後來形成聚落，就成為兩個面盆寮莊，靠近竹東的(垃圾場)，

就是上面盆寮，以其位置偏高較上而命名。靠近埔尾的就叫作下面盆

寮。《新竹縣採訪冊》記載：面盆寮莊，在縣東南二十八里。戶數四

十八，丁口三百七十九。《樹杞林志》記載：上面盆寮莊：戶數三十，

男一百二十五，女九十二；計丁口二百一十七。下面盆寮莊(附水磜

仔)：戶數五十二，男一百四十九，女一百一十八；計丁口二百六十

七。 

二十八、水磜仔： 

所謂水磜，按《客方言》的說法：水磧涯也，上流地高下流地低，

中有層石隔之，水自石流下，俗謂是處為水磜，字書無磜字，磜當為

磧。以字義看，其實水磜即今所謂瀑布。開墾竹東的金惠成墾號墾戶

彭乾和在面盆寮過害之處，據彭家子孫彭步雲先生言及為一水沖礦



(客語瀑布之意)，可證明水磜即瀑布。現為北埔與竹東相鄰之一村。 

二十九、橫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溪谷或山谷，就叫

窩，屬於上面盆寮的橫窩因山谷走向與面盆寮往北埔的路的方向成垂

直的橫向而得名，窩內有十幾戶人家。 



第三節 北埔南區五村的舊地名 

所謂北埔南區五村，是為了調查方便，而將北埔溪及

其支流大湖溪以南的五個村，即南埔、大湖、大林、南

坑、外坪等五村。茲將調查及研究結果敘述如下： 

三十、南埔： 

所謂埔是指尚未開墾的平地，因位於北埔溪之南而名南埔，後發

展成一聚落，為大隘地區五大庄頭之一，《新竹縣採訪冊》記載：南

埔莊在縣東三十里。戶五十九，丁口四百十一十。《樹杞林志》則記

載：南埔莊，戶數八十，男二百五十二，女二百八；計丁口五百三十

二。 

三十一、鉛線橋(雍伯橋)： 

客語所謂鉛線即國許所稱鐵絲，鉛線橋就是指吊橋，從北埔國小

旁斜坡下來，要渡過北埔溪到南埔的那道橋在改建成吊橋後，客家人

習慣稱吊橋為鉛線橋，後改建為水泥橋稱雍伯橋。 

三十二、濫(坔)排： 

積水而鬆軟的爛泥地，客語就稱為濫泥，或寫成坔泥，南埔村一

鄰與二鄰間的這塊濫排，是一個從一塊山坡地開墾出來的濫田，目前

僅住一戶人家。 

 



三十三、上河底： 

北埔溪流經南埔河階臺地崁下，其由流與河階間所形成的第一個

長條形沖積平原，因比河面高不了多少，故稱河底，以示其地勢低。

現屬南埔村一鄰。 

三十四、河底： 

北埔溪在溪經上河底後右轉約四十五度，在穿越雍伯橋後又左轉

超過九十度，形成一個大圓弧形的曲流，與南埔河階間形成一圓弧形

約十多甲的河谷平原，當地人習慣稱為河底，現為水稻田，在南埔一

鄰。 

三十五、　水壢： 

客語稱小溪流叫水壢，提供居民水源挑水的，就叫　水壢。位於

南埔村一鄰到四鄰間。 

三十六、番仔骨頭排： 

在一次嚴重的漢原血腥衝突後，出草的原住民全數喪生，遺屍山

坡，後該處山坡(排)即叫番仔骨頭排，按客家人稱較寬廣山坡為山

排，此排在南埔村二鄰，伯公龍的後面。 

三十七、黃泥崎： 

崎在客語中是指一坡路段，所謂黃泥崎指的就是黃土土質的上坡

路段。南埔村的黃泥崎是老一輩的共同記憶?意指從河底爬上濫排的



那一段上坡路。 

三十八、觀音座蓮： 

南埔一座山名，以其形似觀音佛祖座下蓮花而得名，位於大坪溪

與番婆坑溪之間，南埔金剛寺在其西邊山麓。 

三十九、水車： 

南埔圳裝設有水車，能將圳水引到較高處的水利設施，位於南埔

往大分林道路大轉彎左邊崁下，現已重新打造，並拓寬步道及水圳加

蓋，以利參觀，按每一水車可灌兩分地。 

四十、瓦窯： 

製造磚瓦的地方，謂之瓦窯，南埔的瓦窯，位於水車後面整片山

田，以前是陳家燒磚瓦之處，故名瓦窯。一直營運至民國六十年左右

才停業。 

四十一、牛塚(埋牛崠)： 

埋牛的墳地叫牛塚，過去農業社會耕牛為農民辛勞一生的工作，

農民在其死後，皆不忍食其肉，故將其埋葬，所以各地皆有牛塚，南

埔牛塚在南埔往大分林道路的右邊山上，即有瓦窯後山崠，客家人稱

小山頂為崠，因為為大眾埋牛之所，故又名埋牛崠。 

四十二、坑口(番婆坑口)： 

這個坑口，指的是南埔通往番婆坑這個溪谷的入口處，故稱坑



口，位於南埔村五鄰。 

四十三、番婆坑： 

客語中坑有兩種意義，一是指有河流中穿的溪谷或指河流，所以

稱河水為坑水，將較大的河埧為大坑，這番婆坑，既可指番婆坑溪，

也可指番婆坑溪流經的山谷，番婆坑溪是發源於番婆坑最裏頭不知名

山東側山窩中的一條小溪，蜿延北行後再西行，位龜山下附近注入峨

眉溪。番婆坑也是一個溪谷發展出來的聚落，所以稱番婆，按原住民

婦女稱番婆，此地在當年先民開墾時，漢原抗爭激烈，導致原住民青

壯男子犧牲殆盡，僅存老弱婦孺，故稱稱番婆坑。《樹杞林志》記載：

番婆坑莊：戶數三十五，男一百七，女八十五，計丁口一百九十二。

位於南埔村七鄰。 

四十四、墩仔： 

所謂墩就是指土堆，仔在客語中小的意思，墩仔本是二寮山山脊

線北埔方向迆邐而來的餘脈，所以呈士堆狀，故名墩仔，北面有大湖

溪流經，西南墩仔腳下本有大坪溪流過，後來因大坪溪逐漸向南埔方

向靠攏，使得墩仔面積愈來愈大，客家人最善於開田，將大石沒入地

下，小石鋪平，加上防漏的黏土層及客土層，化沙礫為良田，後來新

竹玻璃公司在此設立大林洗砂場，在此洗砂砂，以為製作玻璃原料，

現已停工，建築公司建透天別墅社區於此，命名「親水河畔」。 



四十五、雙安橋： 

是架在大湖溪上，溝通南興、大林二村的紅磚橋，大概是希望二

村村民免於涉溪之苦及免於洪患而保平安，故稱雙安橋。日治時代橋

上有水圳通過，因橋身大窄，光復後，北埔鄉長姜煥尉先生在雙安橋

重建一新水泥橋，原紅磚橋沒落，現為一寫生及觀景的好地方。 

四十六、油車伯公(開山伯公)： 

客家人稱傳統榨花生油、苦茶油、茶油…等的工作坊為油車，位

於油車附近的就叫作油車伯公，油車伯公位於墩仔後方，面向大坪

溪，據當地耆老口碑，當年金廣福墾務推展至小分林、大分林地區時，

因原住民反撲劇烈，故由金廣福客籍股夥彭三貴設土地廟於此，從此

順利推展墾務，因此又稱此伯公為開山伯公，按現大分林之老頭擺餐

廳老闆、義興茶廠老闆家族世居於此，為彭三貴後裔，故此說可靠性

甚高。 

四十七、二寮： 

寮是簡易的房子，二寮是當地第二間腦寮，故稱二寮，位於大林

八鄰，可由北埔經竹三十九線直達，或由竹三十七線，至小分橡後左

轉上山抵達，為一散村聚落，有一棵芳樟的二寮神木伯公樹。《樹杞

林志》記載：戶數一十八，男四十六，女二十五，計丁口七十一。 

 



四十八、伯公龍： 

伯公就是土地公，龍就是客語中的山脈或是山脊，又稱山龍，有

土地公廟的山脊，就叫作伯公龍，在小分林往二寮路上，即往大隘山

莊途中。屬大林村八鄰。 

四十九、骨頭窩： 

窩在客語中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溪谷，骨頭窩就是

曾發現人類的骨頭的小溪谷，由於小分林東方北埔公墓曾因山崩，造

成骨骸流失至下方小溪谷，故稱之為骨頭窩。 

五十、湯匙山： 

形似湯匙，故名湯匙山，位於大林村六鄰，竹三十七線過北埔橋

後左轉，北埔公墓附近。過去因為黏土土質而建有磚瓦窯，使地形大

為改變。 

五十一、猪墩仔： 

墩仔，就是土堆，埋猪的墩仔，就叫作猪墩仔。位於湯匙山的右

邊，後連北埔公墓，日治時代是埋猪的地方，後來因其土質為黏土，

故成為瓦窯，瓦窯停工後成為養雞場。 

五十二、大分林： 

客語稱園或旱田為林，比較大片的園地，稱為大分林，與早期開

墾土地分配有關，因本地皆屬園地或旱田，故分得比較大份的稱為大



份林。位於林村一至四鄰，自竹三十七線過大林橋後上坡即至。《樹

杞林志》戶數五十六，男一百三十五，女一百，合計丁口二百三十五。 

五十四、湯皮潭： 

大坪溪油車伯公附近的一個深潭，因昔日有一名湯皮者溺斃而名

湯皮潭，現因溪流的改變，已無深潭。 

五十五、柿園坪： 

稱高而平之地謂之坪，有柿子果樹園的地坪，就叫柿園坪，位於

大林聚落的尾端，老頭擺餐廳崁下，竹三十七線路邊一帶。 

五十六、高旗崠(大分林山)： 

地圖上標為大分林山，標高三三五公尺，為大坪、南坑、南埔三

村的界山，因日治時代在山頂插一枝紅白色旗幟，以為觀測，故也稱

高旗崠，山頂有一一等三角點。 

五十七、煙寮坪： 

高而稍平之地謂之坪，建有煙樓，烘乾菸葉的高平之地，就叫作

煙寮坪，位於大湖村八鄰，由公園街進入。《新竹縣採訪冊》記載：

煙寮坪莊，在縣東南三十四里。戶二十七，丁口二百一十九。 

五十八、尾隘子： 

最後一個隘寮，就叫尾隘子，北埔大湖很竹東員崠子方向，金廣

福所設的最後一個隘寮，就叫尾隘子，位於大湖村一鄰。 



五十九、上大湖： 

湖在客語中可以是湖泊的湖，也可以是低窪之地或盆地地形，上

大湖指的是後者，位於大湖村的中央，除了大湖溪後狹窪溪谷朝外開

口外，四周幾乎環山，中間低陷，故稱大湖，又因大湖頁有兩處此種

低湖地形，故稱位置較上的為大湖。 

六十、下大湖： 

本村偏西南的一個低窪地形，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溪谷，

為有別於同村的上大湖而稱下大湖。竹三十九線之一縣道，過大湖橋

右轉，再過順興橋即至。 

六十一、八份寮： 

有八十個腦灶的腦寮，謂之八份寮，按腦灶每十灶為一份，故八

份有八十灶，位於上大湖三鄰一帶。 

六十二、四寮坪： 

坪是稍高而平坦之地，有四間腦寮的高平之地，謂之四寮坪，位

於大湖村七鄰。 

六十三、水磜坪： 

水磜是客語，意指小瀑布，壢是指小溪流或有深槽的山澗，位於

大湖村九鄰山谷中的小瀑布，落差約有四十公尺，地圖上標示為水磜

瀝，瀝應改為壢。 



六十四、龍鉤崎： 

上山的坡段沿山稜線蜿蜒曲折而上，遠看就像一條龍釣頭爬坡，

故名龍鉤崎。位於一鄰與五鄰交界處，上坡路段長約一百公尺。 

六十五、油茶崠： 

油茶即客語對苦茶的稱呼，崠為小山或小山頂，整座小山頂皆種

滿油茶，故名油茶崠，位於八鄰與九鄰的交界。 

六十六、鬼噭窩： 

客語稱鬼哭叫鬼噭，聽到好有鬼哭的聲音的小山谷就叫鬼噭窩，

後來弄清楚原來是羌的叫聲，位於尾隘仔、六份壢、四寮坪之間。 

六十七、六分壢： 

壢在客語中指的是較小的溪流或深槽溪澗，六份壢是指在小溪流

附近設有六十座腦灶的地方。位於大湖村一鄰。 

六十八、四寮(老四寮)： 

四寮之寮指的是焗腦的腦寮。有四座腦寮的地方，就叫作四寮坪

為新四寮《樹杞林志》記載：老四寮莊戶數二十九，丁口一百五十二。 

六十九、九份仔： 

南坑村二鄰，所以稱九份仔與昔日客家人在此焗腦有關，有九十

個腦灶的地方(每十灶為一份)就叫九份仔。《樹杞林志》記載：九份

仔莊(附坡頭面)：戶數三十八，男九十二，女七十五；計丁口一百六



十七。 

七十、石峎山(石硬山)： 

客語稱山稜線為龍峎或峎仔，佈滿石頭，稜線分明的山，就叫石

峎山，地圖上標示為石硬山是錯誤的。是北埔、峨眉的界山之一。 

七十一、石峎仔(石硬仔、石梗仔)： 

位於石峎山稜線上的聚落，屬南坑四鄰《樹杞林記》記載：石梗

仔，戶數二十七，丁口一百八十。 

七十二、草寮仔： 

寮是指簡易的房子，以草搭蓋的寮，就叫草寮，仔有小的意思，

位於南坑村五鄰，由小南坑再往裏面走。 

七十三、推山窩： 

客語稱崩山為推山或崩山，窩是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

谷，大南坑這個山谷的尾端，因土質較易口朝外的小山谷，大南坑這

個山谷的尾端，因土質較易崩山，故稱推山窩，位於南坑村六鄰。 

七十四、千段崎： 

崎在客語是指上坡路段，由上千階石板鋪成的上坡路段，就是千

段崎，位於南坑村七鄰，由南坑口往藤坪的半路上左轉上山，可通四

十二份及南庄。 

 



七十五、大南坑： 

坑在客語中是指溪谷，就北埔鄉來說，大南坑，小南坑是四圈偏

南的溪谷中的兩個，所以較大的就叫大南坑，位於南坑村五鄰到九

鄰。《樹杞林志》記載：大南坑莊戶數六十三，男一百五十一，女一

百一十三；計丁口二百六十四。 

七十六、小南坑： 

位於南坑村一到四鄰的這個溪谷，因位置偏南又較大南坑小，故

名小南坑。《樹杞林志》記載：小南坑莊：戶數二十六，男六十六，

女六十九；計丁口一百三十五。 

七十七、洗炭窩： 

位於小南坑溪谷內的一個小山窩，過去當地婦女去檢取雙喜煤礦

的倒土場參雜煤炭的泥土去清洗出煤炭，故稱這個山窩叫洗炭窩。屬

南坑村三鄰。 

七十八、五份八： 

昔日漢人焗腦，每十個腦稱一份，故五份八是指擁有五十八個腦

灶的地區，今屬南坑村九鄰，位於千段崎上去，與大坪村交界處。 

七十九、南坑口： 

位於南坑溪注入大坪溪處，因位於南坑溪谷的入口，故名南坑口。 

 



八十、大坪： 

高而稍平之地謂之坪，大坪溪在南坑口附近成九十度轉折，右岸

河階臺地成一大坪，故名大坪，上有大坪國小，也稱外大坪。 

八十一、楔隘仔(尖隘仔)： 

塞進去填補空隙謂之楔，金廣福開墾本地之初，在大坪附近本已

設隘多處，後來發現本處仍有防務上的縫隙，故在此高地上楔進一處

隘寮，故名楔隘仔，客語稱楔亦稱尖，故也可稱為尖隘子，因為這個

隘是後來「尖」進去的。位於外坪村二鄰高地上。 

八十二、頭寮窩： 

位於大坪下游的次一個小山谷，長平橋的對面，翻過窩低山脊，

東北方就是二寮，因為是第一座腦寮所在的小山谷，故名頭寮窩。 

八十三、伯公坪： 

有土地公廟的高平之地，就叫伯公坪，位於外坪村三鄰，大坪溪

右岸。 

八十四、紙寮窩： 

寮是簡易的房子，窩在此指小山谷，有居民以桂竹製紙的小山

谷，就叫紙寮窩。位於外坪村四鄰，現已沒落。 

八十五、卅二份： 

設有三百二十個腦灶的地方，就叫卅二份，位於外坪村三鄰。《樹



杞林志》記載：三十二份莊：戶數十四，男三十四、女二十五、計丁

口五十九。 

八十六、扇仔排： 

排在客語是指較為寬廣的山坡地，像扇子般展開的山坡，就叫扇

仔排。位於外坪村三鄰。 

八十七、內大坪： 

大坪溪左、右為兩條支流會合處的後方，形成稍高而平之地，也

稱大坪，因有別於外大坪，故稱內大坪。 

八十八、深壢： 

壢在此指深槽山澗，位於大坪村五鄰的這條溪澗，因凹槽深且落

差大，故稱深壢。 

八十九、長坪： 

坪是指稍高而平之地，在大坪溪左、右兩支流中間，即內豐國小

的後方，有一塊成東北、西南走向，坡度平緩的長條形平坦地，故稱

長坪。昔日為北埔事件發生地。 

九十、　寮坪： 

位於鵝公髻山的下方，大坪溪左邊支流左岸的溪谷平原，因過去

漢人在此燒草木灰，煎煮　油(植物鹼)故名　寮坪。《樹杞林志》記

載：　寮坪莊(附內大坪)：戶數三十五，男七十七，女六十；計丁口



一百三十七。屬外坪村六鄰。 

九十一、四十二份： 

有四百二十座腦灶的地區，位於外坪村七鄰，山頂稜線與南庄為

鄰。 

九十二、四料壢： 

四塊土地，客語謂之四料土地，在外坪村二鄰有三條山澗會合，

把土地分成四片，故名四料壢。 

九十三、向西排： 

朝西的山坡，謂之向西排，位於外坪村三鄰。 



第八章 峨眉鄉的舊地名研究 

第一節 峨眉鄉的地理、歷史、人文背景 

  峨眉鄉位於新竹縣的南邊，與北埔、寶山合稱大隘地區，屬新竹

縣的東南山區，東與北埔鄉相接，北連寶山鄉，西南與苗栗縣之頭份

鎮、三灣鄉、南庄鄉等三鄉鎮接壤，全鄉面積四十六點八平方公里。 

  本鄉重巒疊翠，山多田少，各村落散處溪谷山間，北埔溪繞經南

埔後自東北方進入本鄉，再繞經龜山下後西行，至峨眉崁下後西南行

有石子溪自南方來會再東北行，形成曲流地形，再繞經石井崁下、獅

頭坪、富興頭，形成三段大轉折後南下後西行至茅埔再南行，在獅頭

坪前，有石井溪來會，南行之峨眉溪在繞行西河排後在十二寮大橋上

方約二百公尺處建有大埔水庫之大埔壩，使大壩以上形成一大埔水

庫，又名峨眉湖，水庫餘水在繞經十寮坑後東北行再東南行，在銅鑼

圈附近注入中港溪。 

  獅頭山、猿山、六寮、八寮諸山環繞本鄉南境，其中獅頭山為臺

灣十二勝景之一，現規劃為三山國家公園之一部。本鄉土壤多輕鬆沙

礫，風土極適種植茶樹與柑橘，故本鄉所產膨風茶取名東方美人茶，

遠近馳名，茶葉混產量在過去極盛年代，可年產一三六、五四八公斤；

近年來除極力推廣東方美人茶外，因其產量有限，又推出無子桶柑及

文旦柚，頗獲佳評。 



  本鄉在新竹縣的開發史上，屬較晚開拓地區之一，直至道光十五

年（一八三五），金廣福入墾東南山區的大隘地區，本鄉實為金廣福

設隘開彊範圍之一部。在金廣福進入北埔為根據地後，逐步開展墾

拓，自北埔埔尾進入本鄉中興庄、月眉、糞箕窩、河背、西河排、水

流東、焿寮坑、獅頭坪、石井、沙坑、梯仔桄、四分子、陰影等地，

隘設墾隨，原住民之反撲亦極為劇烈，尤以中興庄（今中盛村）一役

最為著名，金廣福最後在本鄉共設隘寮共十三座，即獅頭山藤坪岡之

滕坪隘，石硬（峎）仔隘寮窩之石峎仔隘，石峎仔芎蕉窩之芎蕉窩隘，

獅頭山之六寮隘，藤坪崗頂之八寮隘，十二寮之十二寮隘、九寮隘、

十寮隘，赤柯坪之十一寮隘、十四寮隘、十五寮隘，獅頭山之獅頭山

隘、猴子山隘等。 

  咸豐初年，月眉莊內，全部開發成村落，唯有月眉南方之社寮坑

透入石峎仔一帶仍有少數「坪潭番」，十寮坑、新公館等處亦有「馮

祿番」，這些皆為大隘地區道光年間被武裝拓墾所驅而輾轉遷徙至此

之殘存者，在漢人的犁耙撥刀（掃刀）步步進逼下，又不得不再次遷

徙流離。漢佃又得以拓墾此地。同治十二年（一八七三）以後，由於

南庄、三灣先後已開發完成，而月眉方面亦經由轉清水、十四寮、十

五寮、富興庄等地通往三灣方面道路亦已打通，兩地交通漸繁。 

  至光緒年間，先後經過劉銘傳、邵友濂兩任巡撫之辦理撫墾事



務，金廣福大隘內殘存之各社「番」皆已漢化，故官方將其社地發墾

單，使其耕作，一面整飭隘防以備番人生變。此時藤坪東南經劃定地

域，給發墾單於原住民，一面督飭漢佃拓墾田園及伐木熬腦，俾各相

安。新藤坪之土目夏矮底，即於此時以舊藤坪溪澗為界，取得墾單，

故民國四十三年時新藤坪尚有原住民四十人居住，此是本鄉開發之沿

革。 

 



第二節 中盛、峨眉、石井三村之地名研究 

  為了研究方便，而將峨眉鄉東部毗連之峨眉、中盛、石井三村劃

成同一單元，峨眉舊名月眉，是鄉治所在地，中盛舊名中興，是金廣

福拓墾早期，南興、中興、福興（月眉）、富興四大庄頭之一，石井

村是後起之秀，是合併石子、藤坪二村而成，村內有全臺十二勝景之

一的獅頭山，茲將地名研究敘述如下： 

一、峨眉（月眉、福興莊）： 

根據峨眉鄉富興村隆盛宮的沿革記載，拓墾當時的大隘四大莊頭

依序為南興莊（北埔）、中興莊（中盛）、福興莊（月眉）、富興莊（富

興），後來才改名，若此說屬實，則峨眉最早的地名應為福興莊，後

來以其形成聚落的河階臺地形狀像一彎月芽，彎月也稱眉形月，故稱

月眉，大正九年（民國九年，一九二○），臺灣行政區域調整，以本

地月眉鄉的鄉治所在地。《新竹縣釆訪冊》記載：月眉莊在縣南二十

八里，戶九十二，丁口三百六十二。《樹杞林志》記載：月眉街：戶

數一百三十，男三百一十七，女三百九十三，計丁口七百一十一。 

二、後背山： 

客語稱後面為後背，所以位於峨眉聚落小街及丹桂宮背後的山

龍，就叫後背山，有一產業道路橫貫其間。 

三、蔗廍坪： 



坪一般是稍高而平坦之地，以前傳統產業中，用牛 拖石輪夾蔗

榨汁，再經熬煮，製成烏糖（紅糖）的場所謂之蔗廍，設有蔗廍的高

平之地，就稱為蔗廍坪。位於新臺三線與老臺三線交會處後方，即今

峨眉中油加油站附近。 

四、下河背： 

以峨眉聚落（小街）這邊來看，位於峨眉溪背後的溪谷平原，就

叫河背，與峨眉加油站隔溪相望，現大都開墾為水稻田。又由於有別

於本鄉中盛村的上河背，而取名下河背。《樹杞林志》記載：河背莊，

戶數三十二，男一百五，女六十八，計丁口一百七十三。 

五、陰影： 

位於下河背的南方（背後）丘陵，由於層巒疊嶂，林木叢生，容

易產生樹蔭尤其是山谷中，客語稱樹蔭為樹影或陰影，所以這一地區

就稱做陰影。 

六、蛇壟尾： 

高起的土堆，客語稱為壟，像蛇身般隆起的長條形土堆，就叫蛇

壟，蛇壟形地形的尾端，就叫蛇壠尾。後背山的餘脈直抵峨眉溪畔，

因其形似蛇的尾端而名蛇尾壠，在峨眉開莊伯公廟下方，民國八十年

代，鄉公所將蛇尾壠鏟平，興建月眉新邨，民國八十八年完工，現已

成一新社區。 



七、西峨眉： 

因位於峨眉的西邊，所以取名西峨眉，位於台三線往三灣方向右

邊山坡上散村聚落，距峨眉直線距離約五百公尺。 

八、中盛（中興莊）： 

此地在金廣福拓墾大隘早期為南興、中興、福興、富興四大莊之

一，所以名中興，可能是因剛好位於南興與福興（月眉）中間而興盛

起來的村莊故名中興莊。光復後改名中盛村。中盛莊位於峨眉溪西岸

的河階臺地上，崁下龜山及龜山下、上河背亦屬本村。《新竹縣釆訪

冊》記載：中興莊在縣東南三十里，戶六十一，丁口四百三十二。《樹

杞林志》記載：中興莊（附陰影）：戶數九十二，男三百七十二，女

二百三十七；計丁口五百九。 

九、龜山： 

以其山形似龜而得名。位於龍鳳髻之南，中興莊之東，南埔之西，

竹東丘陵自東南方速邐而來，似斷而續，在峨眉溪河谷平原中突起一

山丘，頂平而形圓，四面皆田疇，峨眉溪迂迴於東側，遠望似龜浮水

面，因此得名。故老相傳，峨眉溪本流經龜山之西，並在龍鳳髻崁下

沖刷成一深潭名龜窟，龜山上則住一「番社」極為強悍，頑踞山上，

雖四面受敵，猶能抗拒多年，最後峨眉溪改道轉流東側，龍脈沖斷，

該社原住民才遁去。 



十、龜山下： 

位於中興莊崁下，龜山山腳的河谷平原，故簡稱龜山下，位於峨

眉溪北岸，現皆為水田。 

十一、上河背： 

以中興莊或峨眉的位置看，這處位於峨眉溪背後的地區就稱為河

背，河背雖相連，卻被區分為兩塊，較上游屬中盛村的稱上河背，為

一河谷平原。全區大都為稻田。 

十二、黃草岡： 

岡可以是山高處，也可指小山而言，此指小山，因為土地貧瘠，

連草都長不茂盛，顏色黃黃的小山就謂之黃草岡。位於中盛村西邊與

後背山東邊之間小岡巒。 

十三、四份仔： 

份通常指焗腦之腦份而言，每十灶之腦灶，謂之一份，故四份仔

即有四十個腦灶之處，四十個腦灶算是規模較小的，故加仔字，按客

語若加仔，則表示細（小）之意。位於中興村西北部之丘陵。 

十四、龍鳳髻： 

最早稱為鳳髻山，古人以山形如鳳鳥之冠，故名鳳髻山，《樹杞

林志》收入樹杞林八景之一的鳳髻朝陽即此處，位於中盛村最西，連

接埔尾村，以其山形轉向朝東，故有朝陽之名，後來改龍鳳髻，今站



牌寫龍鳳記誤矣。 

十五、暗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暗窩是指林木茂密，

遮天蔽日，造成光線陰暗的小山谷。位於龍鳳髻東北方與社官橋之間。 

十六、上埤塘： 

位於龍鳳髻的北方，中盛村的東北方，一個位置較上方的一個灌

溉用蓄水陂塘，稱為上埤塘，有水圳通龜山下灌溉。 

十七、下埤塘： 

位於下方的陂塘，因為有上埤塘的比較而稱下埤塘，因拓實台三

線現已填平。 

十八、上陰影： 

因樹蔭蔽天，形成陰影之處，即稱之為陰影。陰影有二，在上方

屬中盛村，從上河背進入的為上陰影。 

十九、石井： 

石井地名由來已不可考，但有一說，謂當初先民在此鑿井之時，

在挖深六到八尺後，井中有許多石頭，須再挖深方有，故稱石井。 

二十、葫蘆肚： 

葫蘆肚是一個形似葫蘆的小山谷，肚在客語中有裏面之意，即在

葫蘆形的山谷中，位於石井、峨眉二村及臺三線交界處。 



二十一、梯仔桄： 

梯子兩根直柱中間的橫木客語謂之梯仔桄，石井村東北部的一個

山谷何以命名為梯仔桄，已不得而知。《樹杞林志》有關本聚落的記

載如下：梯仔桄莊：戶數三十五，男一百一十四，女七十；計丁口一

百八十四。 

二十二、桐仔坪： 

位於石井聚落後方西南方向，由峨眉溪曲流環抱之一塊稍高而平

坦之地，就是桐仔坪，所以命名桐仔坪，可能以前種了許多桐仔樹（油

桐或梧桐），客語稱油桐或梧桐也稱「桐仔」。現為一片果園。 

二十三、蔗廍坪： 

稍高而平坦之地謂之坪，蔗廍是過去以牛拖石輪夾甘蔗榨漿煮糖

的場所，設有蔗廍的稍高平坦之處謂之蔗廍坪，位於石井聚落之青果

社峨眉集貨場一帶。 

二十四、艾仔坪： 

稍高而平坦之地謂之坪，若在此種地形長滿艾草，則稱之為艾仔

坪，離桐仔坪不遠處，石井溪東邊。 

二十五、大荒埔崎： 

從艾仔坪到梯仔桄的上坡路段謂之大荒埔崎，按崎在客語中指上

坡路段，荒埔則指這個地方非常貧瘠，據附近民眾言及，此地地力極



薄，連番薯都種不起來，難怪會成為荒埔。 

二十六、插旗崠： 

小山或小山頂客語謂之崠，有插旗幟的小山頂謂之插旗崠，位於

梯仔桄西北方，寶山與峨眉交界處小山丘，因日治時代，曾於此山頂

插紅旗，因以名之。山頂標高一七二公尺。 

二十七、吊頸排： 

客語稱上吊自殺謂之吊頸，排是指寬廣的山坡地，故吊排乃指曾

有人吊頸自殺的山坡地。位於插旗崠東北方，梯仔桄北方。 

二十八、冬瓜山： 

形似冬瓜之山，縱貫寶山、峨眉兩鄉交界，位於吊頸排東邊。 

二十九、直坑： 

客語稱溪流或溪谷皆謂之坑，有溪流貫穿的溪谷或與溪流平行的

山谷皆謂之直坑或直窩，與溪流垂直的則為橫坑或橫窩，石井村最北

之直谷，因有石井溪支流貫穿而得名。 

三十、洽坑及洽坑口： 

客語稱河流交會之處為洽水或洽坑，例如三洽水、洽水崎，因客

語稱溪流亦可謂之坑，所以溪流會合亦稱洽坑，石井溪與峨眉溪交會

處謂之洽坑口，從洽坑口進去的山谷亦謂之洽坑。 

 



三十一、沙坑（沙坑坪）： 

沙質的溪谷，謂之沙坑，新竹縣最少有三處地名謂之沙坑，石井

村之沙坑位於本村中央，石井溪曲流圍住之溪谷平原，因稍高而平，

又稱沙坑坪。《樹杞林志》記載：沙坑莊，戶數二十，男四十六，女

五十，計丁口九十六。 

 

 

 

 

 

 



第三節 富興、湖光、七星三村的舊地名 

富興原名褲浪埔，客語稱褲襠為褲浪，實因富興地形

似一睡女遮蓋，富興正位於褲襠位置，在女人褲襠之下，

名實不雅，故改名富興，既富饒又興隆，金廣福拓墾初期，

本莊名列四大莊頭之一，為本鄉西邊重鎮，民國六十七年

合併水流村，仍稱富興村。 

  同樣的，赤柯村與復興村於民國六十七年合併後，改名為湖光

村，因村內有峨眉湖（大埔水庫），湖光山色，風景怡人。同年，石

子村又藤坪亦合併而稱七星村，經姜信淇校長考證，所以改名七星，

實因兩村之間有一七星橋之故。 

  茲將三村舊地名研究羅列於後： 

三十二、富興： 

原名褲浪埔，褲浪客語褲襠，以其不雅，改名富興，寓意既富饒

且興隆。《樹杞林志》記載：富興莊：戶數一百五，男三百，女一百

三十五，計丁口四百三十五。 

三十三、下坪： 

坪是指稍高而平坦之地，位於富興聚落左下方的河階臺地，因此

稱下坪，當地也稱左腳坪。 

 



三十四、東門喉： 

往昔富興經馬山通往赤柯坪的道路，其東側的交通咽喉位置有三

個陂塘，謂之東門喉，位於下坪北方。 

三十五、大笨湖： 

東門喉三個埤塘最北一個，為赤柯坪黃家所挖，後因官司敗訴，

不得已將埤塘還給曾家，曾家在塘中建一小亭，以譏其白送一池，故

名之大笨湖。現已被填平。 

三十六、上坪： 

峨眉溪的河階臺地，因位於富興的上方，稍高而平坦，故名上坪，

即今峨眉變電所及富農新村所在之處，為一大茶園。 

三十七、過水埤：  

被圳水通過至下一埤塘的中間埤塘，謂之過水碑，位於富農新村

北方，由大埤流向大笨埤的圳水，必須經過過水埤，因而得名。 

三十八、大埤： 

大埤者，大陂塘也，為富興曾家所有，位於上坪北方，新臺三線

開路時曾將大埤北端填平。 

三十九、水流東： 

位於富興村北部的水流村，土名水流東，照字面來看應有向東流

之河，事實上卻無，原意為何，已得而知。現這片丘陵地以種柑橘為



主。《樹杞林志》記載：水流東莊：戶數四十七，男一百六十一，女

一百五十一，計丁口一百三十一。 

四十、三十股： 

開發這塊土地時由墾佃組成三十股來開拓，因此土地開發完成，

也以三十股名之。位於富興北部山谷中。 

四十一、牛湖頭： 

位於富興對面山上平台上的一個水池，為附近農家牛隻戲水、泡

水、休憩之所，因名牛湖頭，位於老台三線附近。 

四十二、窩肚： 

窩一般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肚是裏面的意

思，意指在小山谷裏面，位於富興對面山窩，牛湖頭附近。 

四十三、崗頂： 

山高處謂之崗，位於峨眉鄉湖光村、富興村及頭份鎮的交界處，

恰好是當地最高之山頂，客語稱岡頂。 

四十四、焿寮坑： 

用草木灰煎煮出來的植物鹼，客語謂之焿或焿油，製作焿的工

寮，就叫焿寮，設有焿寮的山谷就叫焿寮坑，位於富興西邊，新台三

線與老台三線交會處兩側及下方皆是。《樹杞林志》記載：焿寮坑莊：

戶數十五，男四十三，女三十九，計丁口八十二。 



四十五、糞箕篙： 

形似糞箕的淺谷，謂之糞箕窩。位於湖光村東北部與峨眉村交界

處附近，現大部份為水田。 

四十六、赤柯坪： 

湖光村北部，峨眉溪曲流環抱之河階臺地，因長滿赤柯樹而得

名，赤柯屬殼斗科植物，現赤柯坪以種柑橘、柚子及茶為主。 

四十七、蔗廍坪： 

過去加工生產蔗糖（烏糖）的地方就叫蔗廍，有蔗廍的稍高而平

坦之處，即謂之蔗廍坪，在赤柯黃氏宗祠附近。 

四十八、楓樹下： 

在一棵或數棵大楓樹底下或附近，謂之楓樹下，位於今之赤柯坪

投票所一帶，樹已於六○年代左右砍掉。 

四十九、赤柯坪山： 

赤柯坪山，為赤柯坪左後方的山崗。位於本村西部，標高一百六

十四公尺，赤柯坪埤與峨眉溪之間。 

五十、赤柯坪埤： 

位於赤柯坪正後方的一個灌漑用蓄水陂塘，由峨眉黃家所創設。 

五十一、獅頭坪： 

坪是稍高而平坦之地，獅頭坪位於石井溪與峨眉溪交會處的洽坑



口對面，赤柯坪左側的河階臺地，三面為峨眉溪所包圍，所以命名獅

頭坪，因坪後山形似獅頭之故。 

五十二、赤柯山： 

長滿了赤柯樹的山崗，謂之赤柯山，赤柯樹殼斗科，木材堅硬可

製農具、刀柄、鋤柄…，位於本村中部，標高一百八十三公尺。 

五十三、灣潭： 

位於富興村與獅頭坪交界處之峨眉溪略呈Ｓ形曲流且水流較

深，土名灣潭。 

五十四、馬山： 

媽祖客語也稱馬祖，所謂馬山即馬祖山之簡稱，在馬山吊橋附近

的山地，因為附近山地之地租是作為隆聖宮媽祖婆之香燈祭祀之用，

故稱此山為馬祖山，久而久之就簡稱馬山。 

五十五、細茅埔： 

埔是指尚未開發的平地，長滿細茅草的平地謂之細茅埔，位於富

興南方，三面環水（大埔水庫）的一個半島形河階臺地，原為茶園，

現為天恩彌勤佛院買去興建道場。 

五十六、西河排： 

排在客語中指山排，即寬廣的山坡，所謂西河排，乃指西邊之河，

沿岸之山排，按峨眉溪在細茅埔段時，就峨眉鄉而言，是最西邊之河



流，故其對面山排謂之西河排，《樹杞林志》記載：西河排莊：戶數

一十，男四十，女二十九；計丁口六十九。 

五十七、十五寮： 

按《樹杞林志》記載，從六寮到十五寮皆是金廣福三十六座炮櫃

中的隘寮，十五寮位於細茅埔的中央位置。《樹杞林志》記載：十五

寮：戶數十一，男二十七，女二十四；計丁口五十一。 

五十八、十四寮： 

金廣福墾號三十六座隘寮之一，位於細茅埔右側。《樹杞林志》

記載：十四寮：戶數十一，男三十五，女三十；計丁口六十五。 

五十九、十四寮坑： 

坑在客語可以是溪流，也可以是溪谷，十四寮坑是位於十四寮東

南方的一個小溪谷。 

六十、十四寮大埤： 

位於十四寮坑最裏頭的一個大陂塘，有圳道通十二寮地區，為峨

眉赤柯坪黃家所開鑿。 

六十一、南窩： 

十四寮坑溪谷內左邊的一個小山谷，因在赤柯坪南方，故稱南窩。 

六十二、十二寮： 

金廣福的三十六座隘寮之一後形成聚落，位於大埔壩左側，十四



寮右側的河階台地，現為休閒農業觀光景點。《樹杞林志》記載：十

二寮，戶數二十，男六十二，女五十七；計丁口一百一十九。 

六十三、九寮： 

金廣福第九個隘寮，位於大埔水庫大壩以下的凸岸臺地，又稱上

坪，以其與轉溝水的下坪相對位置居上，故稱上坪。 

六十四、十寮坑： 

有金廣福第十個隘寮所在的山谷，從轉溝水旁的十寮坑大橋進

入，可直通獅頭山之獅尾。《樹杞林志》記載：十寮坑莊：戶數三十

九，男一百八，女九十三，計丁口二百一。 

六十五、轉溝水： 

三面環水的河階台地，位於峨眉溪曲流大迴轉之處，故謂之轉溝

水。又因其位於九寮坪之下方，亦稱下坪，民國七十一年建有湖農新

村。 

六十六、八寮： 

金廣福的第八個隘寮，位於湖光村最南端，右邊與七星村交界，

南邊與三灣鄉相鄰。 

六十七、坑口： 

十寮坑溪谷之出口，位於十寮坑大橋東側。 

 



六十八、奶頭崠： 

位於獅頭坪後方之兩座山，以其形似奶頭而名奶頭崠。 

六十九、圓墩： 

墩者即土堆，所謂圓墩即圓形土堆，位於本村最北部臨峨眉溪的

河谷平原，地勢平坦，但有一圓形大土堆平地隆起，標高八十八公尺，

土名圓墩。 

七十、社寮坑： 

社為「番社」，以前賽夏族夏姓之舊社址，在「番社」舊址搭建

簡陋房子，謂之社寮，有社寮的溪谷為社寮坑。位於圓墩以南，沿著

石子溪河谷即為社寮坑。 

七十一、十寮坑口： 

位於獅音橋附近的一個溪谷入口的名稱，為進入對面十寮坑的起

點。 

七十二、頭寮窩： 

窩是指三面環山，一面開口朝外的小山谷，因有第一間腦寮設在

此地而稱頭寮窩。位於獅音橋旁之三號道路進去之小山谷即是。 

七十三、芎蕉窩： 

種有許多香蕉的小山谷謂之芎蕉窩。按客語稱香蕉為芎蕉。位於

本村東邊與小南坑交界處。 



七十四、樹下屋： 

位於社寮坑下方，地名由來不詳，相傳日治時代此地一棵大楠樹

（大葉楠）及一家雜貨店，極可能是樹下屋由來。 

七十五、茅坪： 

稍高而平坦之地謂之坪，長滿茅草的高平之地即謂之茅坪，位於

七星橋左邊之平地。 

七十六、獅尾： 

獅頭山之尾端，故名獅尾，在水濂洞附近。 

七十七、石峎（石硬）： 

從八仙橋轉入，石子溪右岸的一個山谷，峎在客語中指稜線，多

石的稜線謂之石峎，地圖上寫成石硬是不通的。 

七十八、藤坪： 

稍高而平坦之地謂之坪，盛產藤類（黃藤）的平坦高地謂之藤坪。

在七星村東南角，獅尾進去。 



第九章 寶山鄉地名之研究 

第一節 寶山鄉的歷史、地理人文背景 

寶山鄉地處新竹縣東南隅，原為竹塹城東南廂的榛莽之地，

荒草叢生，故稱草山，經開發後，始知土壤肥沃適通種植，因此

改名為寶山。 

 寶山鄉東臨竹東鎮，北埔鄉，北連新竹市，南接峨眉鄉與頭

份鎮，東西長十四公里，南北寬八公里，全鄉面積六四點八四三

三平方公里。耕地約三七七○公頃，水田僅九九○公頃，可見是

一個叢巒疊嶂，平地極少之鄉。東邊山湖寶山二村丘陵起伏，連

延至南面油田，三峰兩村之間，從此地勢逐漸低伏。北為雙溪大

崎二村，西為新城，深井、寶斗三村，聚落錯落，具中寶山、雙

溪、新城三村人口較為聚集，形成東(上寶山)、西(下寶山即新

城)、北(雙溪)三足鼎立之處。故鄉治所在地設在寶山，新城間

的雙溪。 

 本縣因丘陵起伏，崎嶇不平，故溪流短促，大部份屬河川上

游，分屬客雅、鹽水港、峨眉三溪之流域，但山高谷深，較難利

用溪水灌溉，田園大多零星錯落於山谷之間，近年來積極推廣綠

竹筍及橄欖，頗有佳績，原種植甚廣之柑橘，亦能守成。 

 本鄉之重要山巒有三叉崠山，位本鄉與峨眉之間，標高五百



餘公尺，除五指山外，為大隘三鄉的最高峰。大山歷山，從本鄉東

方上大壢，蜿蜒西行至下大壢，與三叉崠相對。水仙崙山位於本

鄉與金山面(新竹市金山里)之間，山脈(龍)自沙湖壢迤邐而來，

至吳寶廍分岐，轉向西為金山面山。十鬮山，在三叉崠之西北，

盤旋曲折，為雙溪、新城村必經之地。 

 本鄉雖北連新竹，但開發甚晚，從新竹市方向向本鄉之開拓，

早期有嘉慶年間組成的郭陳蘇墾號。但受制於資本不夠豐厚且原

住民頑強底抗，故少有進展，僅能於新竹市之金山面、本鄉之大

崎、雙溪三地設立三處大隘寮，嚴防原住民出擾。新城、寶斗仁

方面亦難有突破。 

 一直要到道光十五年(一八三五)，金廣福組成後，採取武裝

拓墾方式，進墾大隘三鄉，才真正大規模入墾本地。金廣福的拓

墾方式是從竹東三角城沿原住民趕牛溪谷挺進北埔，其西路軍沿

中興莊，透出月眉一帶沃野，其著手順序，則置本鄉於最後，但

隨著北埔，月眉之間的打通，大崎、水仙崙、雙溪、崎林、水尾

溝等地原住民由於腹背受敵，勢窮力盡，只好退居五指山後，隨

著隘設墾隨，寶山、大壢、雞油山東 、柑仔崎、寶斗仁，新城各地

遂為漢人入墾，悉歸金廣福大隘管轄範圍。從此化荒埔為田園，

拓墾出寶山鄉。 



 

第二節 寶山的舊地名研究 

根據林延武先生的調查，寶山鄉的地名研究如下： 

一、上崎林： 

崎在客語是指上坡路段，林是指園或旱田，上崎林是位於上坡路

段旁的園地。係位於較高崗之地方，四周圍是林相，山形地理蜿蜒曲

折，居民在自已土地上耕種，世世代代靠種水稻、蔬菜到如今。田園

農作物沒有多大轉變，居民生活水準提昇，住現代化洋樓。 

二、崎林： 

係指地形有些坡度，四週圍仍是園地。此地居民聚落

較多，距離新城較近，學生求學都在新城國小，交通非

常便利。也是深井村社區活動中心。 

三、下崎林： 

下崎林是下坡路段，林是園成旱田，位於下坡路段的園地。丘陵

地形，依然有坡度於下方，四週圍係清翠林相。人文生活大部份依靠

水田，種植水稻，坡地種甘蔗，綠竹筍、荔枝、蔬菜等。居他簡單伙

房屋、泥牆屋。使用鐵牛種田，居民改住水泥屋或鐵片屋。居民出門

非常便利，由崎林、下崎林的雙林路，一路可暢通透南隘。 

四、深井： 

由深井山頂上往下鳥微，似一口深凹的井。代代相傳種水田，山



坡地種日本橄欖，芎蕉、柑桔、綠竹筍、蔬菜。居民大部份往新城社

區，或在自已田園上起屋定居。農田有部份休耕，幾戶人家居住現代

化雙層水泥屋，屋頂養鴿子，附近有高爾夫球場，中山高速公路。相

思林滿山坡。 

五、萬高坑山(彎高山)： 

地理景觀突顯，又帶些彎彎之形狀，(台灣地區相片基本圖稱「萬

馬坑山頂」可能係誤植)此地接壤頭份鎮，大部份係山坡地，滿山相

思林，林竹林，只有低凹地方種水稻、茭白筍、開埤塘、養魚、翠綠

的嫩葉，陪一戶農家老房子。 

 

六、中大壢(大壢)： 

像人的屁股中間凹下去，而且面積寬大長方形，稱＂大壢＂。光

緒年間即有先民在開墾種植水稻、茶葉、柑桔、造林。造橋舖路，住

泥牆屋、伙房屋，大約 14 戶人徐氏佔多數。大部份地形景觀，都是

綠油油果林、綠竹林、桂竹園。接壤上大壢＂寶二水庫＂大建設地理

景觀，整個面目全非，滿目瘡痍，居民很無奈……。 

七、下大壢(的壢)： 

屬大壢下方，台灣光復後，土地重劃為下大壢，接峨眉鄉石井村。

此地整通山坡地，都是綠油油柑樹，綠竹園、客家聚落，三合院、泥



磚屋、紅磚橋，居民生活簡單樸實。居家住宅改為現代水泥屋，鐵皮

屋，有部份居民改為養猪場。最珍貴的就是此座紅磚頭仍在，令人回

憶起來，生活充滿希望。 

八、四面凸(四瓣崠)： 

山龍(山脈)形狀像是果剝出來成四瓣，取名：四瓣崠。此地接壤

峨眉鄉、石井村農產道路，經寶山北埔、峨眉都方便，也是當地居民

交通步道，昔日有茶亭、聚落、靠種茶、柑坩為生。目前高爾夫球場

在中間重新規劃出一條農業道路，歸還柑農出入方便，但古意盎然的

老茶亭，青翠的山峰，卻不知不覺消失了 

九、風嶺(風空)： 

每遇秋冬時節，此地山谷風特別大，坡度也特別高，非常空曠！

此地接壤北埔鄉，係附近居民往北埔，往寶山、峨眉客家莊快捷步道，

昔日設有茶亭，民國 46 年，新竹客運在此設車牌，曾有班車在此通

車。由新竹經中大壢、風嶺、埔尾、北埔止。(寶山路)。目前寶二水

庫大建設，寶山路在拓寬，週遭環境都披上一層厚厚灰沙。 

十、余厝： 

全係余姓聚落。於日據時代在此建三合院，定居至今，靠種植水

稻、茶葉、柑子、柿子、香蕉、水梨、造林 30 餘甲山坡地，維持生

活，也係油田村大規模三合院地靈人傑好地方。三合院受納莉颱風洗



禮，有再重建，整個聚落因人口增多，格調有些改變，四週圍增加了

好幾座現代化住宅、現代化養猪場、山上石靈祠、土地公廟、也變新

的。 

十一、五化： 

光復後，有一位從大陸五華來的巡佐，下鄉普查人口，問此地何

名，當時此地沒地名，就把五華來的警察，唸成五化。此地大都是丘

陵坡地，種植柑桔、水稻也是地人傑的好地方，曾出大富翁傳奇人物

賴旺伯，精緻三合院。目前此地最珍貴就是賴旺伯故居，精緻完整三

合院。 

十二、坪園： 

地形平坦，可定居住人，並種各種農作物。地勢平坦好定居，形

成一個聚落，屋前屋後就是家裡菜園，人文精神的生命泉源。民國

46 年新竹客運在此設車牌，此地居民出門更加方便。傳說老房子依

然掛著老車牌，馬路拓寬後，班車逐漸減少，各種車輛增多，居民生

活水準依然沒什麼提昇。 

十三、雞油凸： 

從遠方看它的山勢形狀似一隻雞，而且山崗上也都是雞油樹。此

地係高崗地，有幾戶人家及寺廟康樂台，大榕樹，也係新湖路經過的

地方，有客運車牌，居民上下出門都很方便。(新湖路)人文聚落依然



沒變，四周環境有規劃社區公園，精神堡壘，涼亭，視野很美。 

十四、茶亭： 

此道路常有人上下來往，有位好心人，常在此奉茶，後來又設了

一個涼亭。昔日有人文聚落之路口。大都有設個亭子，擺放一桶茶水、

一只茶杯，給過路人止渴。＂茶亭＂在客家莊也算是很重要的文化資

產。如今交通方便，人人有車代步，很少人走路上街，＂茶亭＂功能

逐漸消失，但在地居民仍保留著，並認養一顆雞油樹陪伴老茶亭。 

十五、八股： 

據長輩們說，係八個結拜兄弟，在此合股開墾，後來劃分成八股。

在光緒年間(1875 年)，就有先民在此拓寬，但居家不理想，所以住

家極少，一望無際山嶺，只有 8 分之 1 是農作物柑桔園，綠竹園，其

餘都是相思林、梧桐、雞油林、麻布樹、桂竹林。目前有部份步道舖

柏油路，山腰下兩戶住家，農舍改成養猪場及雞鴨天堂。 

十六、芎蕉窩： 

係指山形地理似一條香蕉園的山谷，谷似山谷。光緒年間就有先

民來此開墾土地懂植柑坩，造林，定居至如今，並開出一條蜿蜒古道，

往新竹街(現拓寬為寶山路，可通往新竹、三峰，竹東、北埔方面)

尚有幾戶農家在路旁居住，依然靠媑種柑桔、綠竹、文旦為生。並設

有柑桔蔬果產銷班。如今馬路拓大(寶山路)很多本區居民，去科學園



區上班都走此路。 

十七、北坑(坑口)： 

係指寶山鄉北邊山溪谷出口地方。此地係丘陵地，居民世世代代

靠水稻、柑桔、各種農作物為生。最可貴的這裡仍有日據時代留下來

的碾米廠，光復後改為糧食局指定碾米廠。並設有菸酒、雜貨店。 

十八、楓橋(楓樹橋)： 

早期先民來此開墾定居，把楓樹當做橋樑之意。台灣光復後，寶

山鄉公所本來是要在此地成立行政中心，但受到種種因素卡住，就改

於雙溪。從國民小學、農會、糧食局指定研米廠、天主教、派駐所，

日據時代庄役所，現代村名都與＂寶山＂息息相關。 

十九、泥船： 

山勢地形似一艘船。有人文聚落之地方，就有地名，這個地方詳

細看真像一艘船，船頭船尾，地理方向，都很有先民之智慧。可稱寶

山鄉地理古蹟。步道改為柏油路，兩戶傳統伙房屋，及一座農場擺放

著一些古農村生活用具，養放山雞，老板黃留明很熱愛鄉土文化，仍

保留一些祖先遺留下來的文化資產。 

二十、枋子坑： 

形容溪畔有一家製材所;，堆放著很多各式各樣木材。此地位在

寶山國小旁，很早即有先民到此開墾土地種植水稻、茶葉、柑桔綠竹、



造林。據先輩們說：此地山層岩狀，也係台灣百萬年前野獸化石產地。

(參考新竹文獻通訊民國 43 年 5 月 31 日出版) 

二十一、洽水崎： 

兩條溪流會合地方，旁有一段斜坡道。此係早日寶山村後山居

民，往新竹、關東橋做生意最便捷步道(寶山路)。附近山腳下的傳統

三合院、泥磚屋，溪畔上沙埔地農作物：水稻、柑桔、綠竹、蕃薯、

蔬菜，依然在呼吸，代代傳承至如今…。如今高鐵左斜坡路旁經過也

在這綠意盎然丘陵地，天然溪谷上空，築成了一個半天橋，附近幾個

青翠山坡地，被開山機、平路機、卡車整得光禿禿大興土木造房子。 

二十二、洽水： 

係指兩個山谷底溪流會合成一一條河流之意，居民生活依山傍

水，居家座西北朝東南，屋前係綠油油梯田，山腳下係蜿蜒曲折小溪

流。傳統三點院改成冷冰冰鐵皮屋前有些梯田變成養雞場，良田變成

社區住宅，溪畔上洽水土地公逐漸受到傷害。(大坪路) 

二十三、三峰(三叉崠)： 

山勢形勢突顯，形成三隴山峰，故取名：三叉棟(海拔 200 左右)，

老名：三叉崠，係昔日交通四通八達地方。人文聚落，雜貨站，國民

小學、火炭窯依然存在。民國 46 年新竹客運在此設車牌，通車給居

民出門去新竹，竹東非常方便至如今。(三峰路與新湖路叉口)大部皆



住宅依然存在改換水泥屋、鐵皮屋為多，雜貨店只剩一家、一個公用

電話、轎車、卡車之產量比昔日多多。 

二十四、八分寮： 

此地相思林很多，居民燒木炭餬口，有八個木炭寮。昔日火炭寮

在山區裡，很普遍到處看得到，居民生活都住矮小簡陋牆屋，靠種植

水稻、柑桔、石柿、茶葉、燒木炭渡過一生，蜿蜒曲折山路拓寬，居

民農產品有出路，山區老家、住宅都換上新衣改住二層洋樓、不再容

易看到木炭窯。 

二十五、石爺凸(石爺崠)： 

曾有先民在此拓墾山坡地發覺一塊靈石似石爺，這裡山勢也很突

顯，就取名此地：石爺崠。此地四週圍山夋下，都有人文聚落，住三

合院，伙房屋步道就在山崗上，往新竹、峨眉、北埔莊、五指山，一

目了然認出方向。步道拓寬變大馬路(三峰路)，石爺神碑卻失蹤，但

人文呼出來的＂石爺崠＂地名，依然嘹亮，也多了一座三峰亭。 

二十六、石坪： 

係指此地地質表皮，硬如石板，遇到風化脫落，也是片片之形狀。

路面沒有住家，大部份定居山腳下，有五戶人家，三合院，泥磚屋，

一直靠種水稻、茶葉、綠竹為生。居民上下出門，雖是產業道路。但

車輛少，很有安全感。產業農路拓寬，農產品有出路，居民的物質生



活提昇到人人有車代步。崗頂三峰路班車，卻減少了，也少人坐。 

二十七 三條坑： 

地理景觀似三個山谷，谷底有溪流。此山谷也是早期先民拓墾地

方，大部份也是靠水稻、柑桔、茶葉、蔬菜、造林維持生活。目前仍

有幾戶人家，住現代化雙層水泥屋，鐵皮屋，高鐵在此穿洞，使整條

產業農路，環境受到破壞。 

二十八、洽水口： 

係指兩個山谷水系，在此合成一個系統。此地昔日也有一條古道

(現拓寬為寶峰路)，人文聚落居民較少，大部份居民都棲息在自已耕

種田園上，靠柑桔、綠竹筍、造林、蔬菜為生。高鐵在附近穿洞打隧

道，工程卡車整天在此打轉，弄得景曲灰濛濛，居民搖搖頭說：好無

奈……。 

二十九、火燒崙(火燒隴)： 

山崗很突顯，在光緒年間，常發生火災，昔日先民不知此地底有

天然氣，後來到日據時代才發覺此地有石油氣，時常發生火災，一燒

起來就幾十天連續好幾年，先民就稱山隴叫火燒隴，位於三峰路也有

幾戶人家。地理景觀沒多大改變，不再發生火災，保有三合、水泥屋

住宅，大部份種綠竹筍為多，及地瓜、柑桔、龍眼、荔枝，相思樹下

有養蜂人家，現共有 13 戶。 



三十、黃厝： 

係指整個聚落都是黃姓家族。據現任三峰村村長黃文英村長口

述，黃厝在此聚落已百餘年歷史了，到如今仍沒有他姓住進來，宗親

會精神非常團結。居家住人非常祥和、安靜。黃厝，也是一個地靈人

傑好地方，目前有兩位優秀人材：黃木魁及黃木銘，在美國太空署擔

任先鋒職務。 

三十一、葉厝： 

係指整個聚落都是葉姓家族。此大遍山坡地，靠種水稻、柑桔、

蔬菜、綠竹筍維持生活上百年，居民出到新城、雙溪、新竹市街，都

很方便。如今張眼看。係大型住宅社區，士雞城、鴕鳥園、餐廳。想

要看一下百年葉厝，倒不容易看到。 

三十二、大確頂(大角崠)： 

遠遠看似一座三角形狀的山崗，但比旁邊丘陵突顯，先民稱：＂

大角崠＂。據長輩們說：在日據時代曾係日本軍事重地，無人文聚落，

連墳墓也沒有。如今滿山相思林、桂竹林、有部份被拓墾種綠竹香蕉、

白柚、蔬菜等，及一座風水(靠近峰城路) 

三十三、溪源洞(仙爺廟)： 

以當地為苗栗縣峨眉溪之源頭，亦有居民開挖之山洞，故名。行

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上大壢。始建於清朝宣統一年，創建人為北埔



庄之姜滿堂，傳聞當地居民李妹嫁與夫家後，事姑至教，忽患病，經

仙爺治瘉，遂與地方人士集資鑿洞建廟勸孝講善稱仙爺廟，奉祀救苦

大仙，至今香火弗替，該地區原以「仙鎮村」命名，現已隸屬山湖村。 

三十四、尖山菜堂(種福堂、觀音堂)： 

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五鄰，新湖路過此。又名「種福堂」始

建於同治六年，光緒二十九年重修，主祀觀世音菩蕯，為尖山壢，沙

湖壢地區佛、道教信仰中心。廟埕前有建廟、重修碑文各一，現存。 

三十五、牛欄： 

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第八鄰。位於山湖村沙湖壢最東端畚箕

湖內，居民多姓呂，都因寶山第一水庫興建而遷移。農作物以綠竹，

水稻為主。 

三十六、沙埤底： 

以兩山之間谷地多沙粒，有野溪流其間命名，客語「埤」指人工

開挖或天然形成之水塘，平或乾旱，雨時則野溪有水。行政區或多寶

山湖村四鄰。為尖山壢最東端，柯子湖溪上游，越柯崠可至竹東鎮三

重埔，居民多姓林以植綠竹、柑桔、香蕉、木瓜為生。 

三十七、米輪坪： 

以地形為平坦之地，早期有輾米廠命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

村七鄰，現為「寶山華城」社區所在竹 46 號公路即水仙公路過此。



當地早期客籍住民設輾米加工廠，以木竹為棚，利用牛隻拉施輾米石

輪，附近散居之村民，稻穀採收後，沿山區小路，肩挑或以件車運至

此處加工，即去稻殼。 

三十八、伯公崎： 

以近土地公之上坡崎嶇路段為客語伯公即土地公，亦稱福德正

神。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三鄰。與竹東鎮二重埔相鄰有中興路一

段，經竹東圳，過北二高涵洞，有產業道路通此，現仍留有沙岩石塊

疊砌而成之石階，為二重埔，三重埔通往北埔鄉金廣福公館之古道，

見有居民姓彭、姓吳，部分路段已遭水庫淹沒。 

三十九、柯崠(柯仔崠)： 

以種樹命名之山，柯崠，即為很多野生柯仔樹之山頂，柯樹係常

綠喬木，果實堅硬，木材可造屋製器最常用為刀柄、斧頭柄、鋤頭柄。

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四鄰，與竹東鎮三重里為界。(252.5m)。柯

崠 254.5m，有產業道路從竹東鎮中興路三重埔通此，為柯子湖溪上

游之發源地，為竹東鎮三角城通往北埔金廣福古道經過此，居民為彭

姓、吳姓、林姓，種植綠竹、柑橘、桂竹。 

四十、沙湖壢： 

以當地之士壤分布命西，意指沙粒充斥之平緩坑谷小盆地。客語

之「壢」與「窩」，意思與「湖」相近。指兩山之間的平緩谷地，通



常有野溪流過之山谷。行政區域屬山湖村之三、四鄰，寶山鄉山湖村

之中西部，與竹東鎮之二重里、三重里相鄰。海拔 90~120 公，地形

判於兩山脊線之谷地中，多充滿沙粒，為柯子湖(頭前溪流域)最上

游，雨季小溪有水，旱季則乾涸，故稱為「壢」大部分已為寶山第一

水庫淹沒，居民姓古、姓林、姓吳、姓呂、多務農，種植綠竹、桔柑，

均為客藉。 

四十一、北坑(北坑仔)： 

以野溪為名，客語「北坑」即指「北邊之野溪」，坑即小溪之意。

位顧寶山鄉山湖村一、二鄰，現有已坑路經過。為新竹市客雅溪之最

上游，源自北坑同頂山(191m)，與鹽水港溪之上游南坑(行政區域屬

寶斗村)為相對之稱呼，居民務農種植綠竹、橄欖、油茶、柑桔，北

坑產業道路與新湖路術接。 

四十二、畚箕湖： 

以地形似畚箕(盛土盛糧的竹編器)而命名，客語「湖」，非指有

水之湖泊，而係指兩山間平緩之地區，間或有山間野溪流過其間。位

於寶山鄉村第八鄰，為寶山第一水庫南支流之終點，由於坑口似畚箕

而名。大部分地區已遭水庫淹沒，為柯仔湖溪之上游野溪水係，居民

植綠竹、茶樹、樟樹、相思樹，多姓呂、吳、古。客家人，居民多呂

姓、古姓、吳姓。 



四十三、上大壢： 

地地形為山谷平緩原區為名：客語之「壢」意指兩山間平緩之地，

間或有小溪(遇兩成溪，乾旱時則為旱)經過其中。地多寶山鄉山湖村

九鄰，有山仙公路(山湖→仙鎮)過此。屬苗栗縣中港溪上游峨眉溪(新

竹縣境稱峨眉溪，流入峨眉湖)之流，山谷間平緩地緩地形，居民務

農為生，種植綠竹、落花生、柑桔、茶園為「東方美人」茶(即膨風

茶)之原產地，為寶山箯二水庫之淹潮區，清朝期間稱「大壢庄」。 

四十四、尖山壢： 

壢，客語為地形凹陷之地，與「窩」之意旨同，客家族群居住地，

多以有「壢」、「窩」形容小山谷在此地。寶山鄉山湖村與竹東鎮二重

里以尖山稜線為界，山湖公路過此，現址有尖山路。寶山鄉之山湖公

路經過此處，因尖山(220m)而名，柯子溪上游流經此處，為尖山東面

山谷地區，有黃姓，魏姓居民住此，居民廣植綠竹、橄欖、桂竹，今

部份地區已遭寶山水庫淹沒。 

四十五、尖山： 

山名，屬於新竹縣鵝公髻東北稜。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五

鄰，竹東鎮學府路，寶山鄉新湖路過此。高 220m，三等三角點(陸補

57 號)(219.54m)行政區域屬新竹縣寶山鄉，為寶山鄉與竹東鎮二重

里為界。當地有尖山路即以尖山為命名，另有「尖山菜堂」(即種福



堂)主祀觀世音蕯，始建於同治六年，為當地佛，道教信仰中心。 

四十六、石橋： 

橋名：居民久而久之，將當地以石橋為地點之通稱。頭前溪支流

柯子湖溪上游，現在寶湖吊橋附近，已遭水庫淹沒。原有以石頭堆砌

而成之橋，原係國有財產局之地，日據時期寶山山湖村通往竹東之產

業道路，現寶湖吊橋往水壩之間興建寶山水庫後遭淹沒。 

四十七、十三家伯公： 

因寶山水庫興建，土地公集體立廟收留而命名。新湖路經過，寶

山水庫邊坡上。山湖村之沙湖壢，尖山壢地區，墾戶在當地設伯公(即

土地廟)，因寶山水庫興建，集中遷往現在水庫之邊坡。名為「福德

祠」，主祀十三家墾戶之土地公。水庫邊坡，福德祠。 

四十八、十三家： 

以先民拓墾之戶數命名。清朝拓墾沙湖壢地區，墾戶為林姓、鄭

姓、吳姓、楊姓、劉姓、魏姓、黃姓，總計有十三戶人定在此落戶，

久之名為十三家，現除鄭姓、黃姓、魏姓仍住原址外，其餘均為水庫

淹沒區(寶一水庫) 

四十九、仙人腳跡： 

以地物之形狀命西。位於寶山第一水庫壩頂出水口處，石壁上有

天然成形，狀似雙腳之岩石，先民傳言有仙人曾在此處停留，而留下



腳印，客語「腳跡」即腳印。該遺址已為水庫淹沒區。 

五十、有應公崠： 

以山頂曾置放無主骨灰罐而命名，客語稱放置不知姓名之小廟為

「有應公」。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五鄰與二重埔交界地區。該地

原有開墾先民放置骨灰罐之無主祠堂。 

五十一、寶斗仁： 

砌期移民築屋時，將房屋排成方形，有如賭具寶斗，按寶斗仁即

賽斗仁即賽子，仁即植物之有殼者剝去之核，(洪敏麟著台灣舊地名

之沿革)清末朝設寶斗仁莊，在新竹市衛西南 16 里處，今新竹縣寶山

鄉寶山，深井西村，包括舊小字寶斗仁、深井、崎林等小村莊，實斗

仁在今寶斗村中部，距寶山鄉公所南南東五點五公里處，水系屬鹽水

港溪上游，海拔 40-50m。 

五十三、南坑 ： 

以溪流為地點之稱吀。南坑意即「南溪」，客家族群稱山谷盼小

溪稱為「坑」。寶山鄉寶斗村，為鹽水港溪上游支流。鹽水港溪上游

小支流沿新珊公路(新城至珊珠湖)而行，其東側為南坑，另一側則為

義門坑，坑兩岸多綠竹、烏莯竹、茶葉，水稻，民務農為生。 

五十四、石馬： 

以地方望族墳前兩座路題雕刻之馬為名，久之成為地方之地名。



寶斗村寶新公路邊，附近有鄭家後代居住。鄭屋墳墓所在地，現為蘇

屋當地作墳，寶斗到新城道路(寶新路)上，現已剷除，據傳：光復前

有星星掉落，有奇蹟，地方觀看，引為美談。為新竹望族鄭振祖來台

之墓地，相傳墓前石馬，夜間會偷吃農作物，遭農民以鋤頭各打斷一

條腿，自此不再危害作物。石馬於民七十年間遭偷竊。 

五十五、老隘： 

以當地設有隘寮，又因系清朝時，期曘早設隘防番滋擾之地區，

故日老隘，客語之「老」，意指較早期之隘寮。行政區域屬寶山鄉雙

溪村 7 鄰，有明湖路，寶新路，雙園路通過，在新市街南九公里處。

清嘉慶二十年漢人陳環，蘇春，郭勃合夥在今新竹縣金山面，大崎、

雙溪一帶拓墾，並設該三隘防番滋擾及至墾地成田後，大隘移往北

埔，雙溪隘之功能始漸式微，及至明治 39 年居民修公館，供雙溪村

民酬神戲場，公共聚會場所，今已闢為園地。現雙溪村七鄰，明湖路

與寶新路，雙溪路。雙園路三叉交界處，原公館設寶山國中現址處，

隘寮則設在該村西南山丘之上，與雙溪公館形成犄角之勢。 

五十六、雙溪(雙溪村、雙坑)： 

村名，因丙條小溪流交會地點命合，雙溪，客語唸成「雙坑」。

行政區域屬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在新竹市南九公里處。位於新竹市

客雅溪上游，水尾溝與湳坑交界處，因有兩條小溪流通其中，故雙溪。



為寶山鄉公所鄉治所在地，有雙園路(雙溪-新竹科學園區)。明湖路

經過此處。地處海拔 50-60m 之間，清朝末年設有雙溪隘寮防番。 

五十七、水尾溝： 

以水系之發源區命名，水尾即水流之上源也。行政區域屬新竹縣

寶山鄉雙溪，在新竹市南八公里處。位於雙溪村 1、2、3、4鄰，鄰

寶新路(寶山    新城)。客雅溪最上游，故曰水尾。兩山峰之間故以

水尾溝名之。居民植水稻、綠竹，相思樹、桂竹。山谷地區多築埤塘，

儲存天然雨水，用以灌溉水稻、甘蔗、蕃薯等農作物。清領時期，設

竹塹水尾溝莊。 

五十八、葫蘆肚： 

以地形之形狀似容器葫蘆而命名。屬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 28 鄰，

在新竹市南十里，雙溪村 28 鄰處，與大崎村交界，雙園路(雙溪村      

新竹科學園區)過此。「雙溪有一個葫蘆肚，大崎有一位水仙某」(閩

語發音)為當地區老一輩人之順口溜，形容大崎村一位百歲婆(姓鄭)

與葫蘆肚一樣出名。清朝設竹塹堡壺蘆肚莊。 

五十九、惜字亭： 

以立「惜字亭」之地點為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新城村，新成村

落地區。位於新義村新義橋旁，民國七十餘年廢除，私人土地上，當

地早期居民集資籌建，用以教化居民，惜字，受教育。 



六十、東坑： 

以山間溪流命名。水系，屬新竹鹽水港溪上游。鹽水港溪上游，

兩矮山之間溪流，居民務農維生，植水稻、相思樹、柑桔為主，沿溪

流有東坑口，東坑肚之散居村民。 

六十一、東坑口： 

以溪流之口處命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新城村四鄰，鄰中山高，

竹苗 47 線公路過此。為東坑之入口處，散居村落，居民為客籍，多

以務農維生，植水稻、柑桔、綠竹，屬鹽水港溪水系。 

六十二、東坑肚： 

以溪流之發源地命名，客語「肚」即內部，深入裡面之意。行政

區域屬寶山鄉新城村八鄰。水系屬鹽水港溪支流東坑之最上游發源

地，為散居之村落，多柑桔果園，溪流山谷間分別有東坑口，東坑等

地名。 

六十三、十鬮： 

因早期居民拓墾過程中，分配土地之持分而命名。行政區域屬新

竹縣寶山鄉新城村，位於新竹市西南十五公里處。清末設竹塹十鬮

莊，為寶山鄉雙溪村通往新城村必經之地，為散居村落，大都為80~120

之山坡地，附近十鬮山，係以十鬮村落命名，居民多種水稻、綠竹、

甘蔗、蕃薯。 



六十四、柑仔崎： 

以地形為上坡路段，以及生產柑桔命名。意同柑仔坡。行政區屬

寶山鄉新城村十鄰，竹 40 線公路過此。當地多種柑桔，上坡路段，

十鄰，新湖路上，居民植大片之橘果園，屬鹽水港上游，大部海拔在

30~170m 之間，有竹 40 號公路可通往三峰。 

六十五、鬼仔窩： 

以該地區山林茂密，樹蔭陰森命名之谷地，客語「窩」即山谷地

區，惟沒有較明顯之溪流流過其間，與「坑」有別。行政區域屬新城

村二鄰，竹 40 線公路過此。新城村二鄰新湖(即竹 40 號路(新城→山

湖))路上，濛煙大，雜林叢生，有陰森森之感覺，行走其間，心生恐

懼，疑有鬼魅，故稱鬼仔窩。 

六十六、油車窩(油車坑)(油車坡，係誤稱)： 

以山谷之地區，配合當地種稙油茶樹命名。窩係兩山之間的谷

地。清朝始稱之種油茶樹，產茶油，油車是打茶油之工具，位於柑仔

崎往新城透三峰之路上，早期客籍居民，種植之油茶樹，果實利用油

車輾製成油可食用，其殘渣壓擠成圓形塊狀，可揉洗頭髪。 

六十七、公坡尾(公埤尾)： 

以地形之未端命名，客語「尾」即末端之意。「公坡尾」疑係「公

埤尾」之誤，公埤係早期居民合力出資興築用以灌溉旱田之公有池



塘。現高速公路箱涵口近處，(1884 年)道光 24 年新建新豐宮原來之

「三山國王」暫時先安置在公坡尾大禾程。 

六十八、榕樹崗(榕樹崠)： 

以位於山顛形命名，崗即崠之意，客語指山峰之頂端。行政區域

屬寶山鄉新城村五鄰，臨竹苗 47-2 公路。位於新城村與雙溪村之交

界處，中山高速公路貫穿，越竹苗 47-2 公路可至三峰村。相傳早期

有土地公廟，有「伯公樹」(即土地公廟旁之樹，用以供土地公遮蔭)

榕樹在該處，現此於光復後，蓋有王公廟。 

六十九、新城： 

以居民拓墾之新村莊命名，客語「城」即「城鎮」、「村莊」之意。

在新竹市街西南十七公里處，竹苗 47 線道路過此，臨中山高速公路。

今寶山鄉新城村西部，屬新竹市鹽水港上游之新竹分割丘陵上，海拔

30~60m，地名起源於早期客籍移民在此安身立命，新闢良田，建村莊，

以竹、土、石為牆垣，故名，居民多務農為生，植甘薯、水稻、綠竹、

村內有新豐宮，創建於道光 14 年(1834)，主祀三山國王。 

七十、蔗廍： 

以當地生產紅糖(客語稱黑糖)之工廠命名。即日據時期利用紅甘

蔗製造紅糖之工廠。行政區域屬新城村三鄰。日據時代迄今，原生產

冰沙糖→紅糖，現生產紅糖。(新城國小旁)寶山高爾夫球場入口(竹



市代表吳德福開設)，全省唯一。原為縣議員李增豐祖父李火生在日

據時期開設蔗廍，後售與吳德福。現為寶山糖業公司。 

七十一、盧屋(盧厝)： 

以移民姓氏為地名。為早期盧姓宗親陸續移台定居之村落，苗竹

市 4 號公路經過此處可至新竹市之南隘村，現仍有老伙房屋留存，屬

鹽水港溪上游支流水系。 

七十二、大崎(大崎村)： 

以地形為下坡路段，路崎嶇不平而命名，「崎」客語即「坡」之

意，大崎意指坡度很大。行政區域為寶山鄉之大崎村，有新竹縣寶山

路過此。清嘉慶年間，漢人郭(郭勃)、陳(陳環)、蘇(蘇春)三姓族人

設「大崎」隘拓墾，防番滋擾。在新竹市街南方 12 公里處，清未設

「大崎莊」，在新竹分割丘陵上，客雅溪上游谷中，海拔 60-~80m，

中山、北二高速公路貫穿，境內有保生宮，創建於清道光 14 年(1834)

主祀保生大帝。居民以務農為業，主要作物為水稻、綠竹、柑桔、甘

蔗、茶葉、橎石榴等。 

七十三、鹿仔坑： 

以原產野鹿奔馳之山谷為名，客語「坑」與閩南語「坑」，係指

兩山之間坑谷地區，間或有小溪流過其中。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大崎村

四鄰，與新竹市金山里交界。大崎村四鄰，臨北二高，客雅溪上游，



臨支流野溪，前人指為麋鹿，故名之，居民以植稻，綠竹為主。 

七十四、皇帝殿： 

以地形風水佳而命名，為風水學之名稱。行正區域屬寶山鄉大崎

村六、八鄰。大崎村六、八鄰處，矮山，環伺前面地形似金交坐椅，

以地理佳，故名之，有伯公樹(相思樹)仍生長，茶園多，寶山鄉雙龍

公路在此經過。 

七十五、謝厝(謝屋)： 

以姓氏宗親集體移居而命名。行政區域屬大崎村四鄰，大雅路行

經此地。大崎村四鄰，大雅路過此，為謝姓拓墾集體村落，居民務農

民為主，種植水稻、甘蔗、綠竹，謝姓來自大陸漳泉地區，現大都操

客語。 

七十六、吳厝(吳屋)： 

客家吳姓自大陸來台拓墾，以同姓氏集體居住而命名。位於寶山

鄉大崎村二鄰，寶山路過此。行政區域屬大崎村二鄰，吳姓自大陸來

台移民後，次第邀宗親來此拓墾居，以姓氏移居之典型，現址老伙房

屋尚存。 

七十七、二坪： 

以地形較平坦而命名，客語「坪」，即「平」也，地勢為平坦，

開闊之地。位於寶山大崎村七鄰，附近有二坪橋，二油路(二坪至油



田)過此。為大崎村七鄰，居民散居之小村，寶山鄉大雅路過此，地

勢平坦，當地相傳說，屬「美人獻花」地穴旁，傳言當地出生之女人

出嫁後，容易出軌，地理師曾在地穴兩旁矗立石筆一對，而破解之，

現址為「萊茵社區」。 

七十八、美人獻花： 

以地形，地理師之通稱命名。地穴之名稱。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大

崎村，寶山鄉大雅路過此。為寶山鄉大崎村七鄰，二鄰坪鄰近之山坡

地，現址已闢建為「萊茵社區」，為地理師命之地穴名稱與「怏公犁

稜」穴相對應。 

七十九、怏公犁稜： 

因地形命名，地理師通稱之地穴名稱，「怏公」係客語命名之淡

水魚。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大崎村七鄰。為寶山鄉大崎村二坪村落旁之

矮山，地理師相傳之地穴名稱，現部分已闢建為北二高，與「美人獻

花」穴相對應。 

八十、大崎頭(大崎頭山)： 

以上坡路段之初段命名，客語「頭」，意指地形地物之最前端，

即開頭，初段之意。屬寶山鄉大崎村，新竹市寶山路此至以雙園路交

接。大崎村 1 鄰，臨雙園路，科學園區經雙園路往雙溪之下坡路段地

點。有大崎頭山，高 103m，為新竹市進入大崎村之前端。大崎頭山，



海拔 103m，地圖仍使用該名稱。 

八十一、吳寶郭廓(吳寶髻(見淡水廳志))： 

以人名曾經在經營守隘而命名為地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大崎

村，新竹市金山面交界處。為新竹縣寶山鄉水仙崙山之分歧，水仙崙

山至吳寶廓轉向西北面為金山面，由金山面越水仙崙山向南直下則為

寶山鄉，現有寶山路過此，部分地區已整地為科學園區。地緣屬閩南、

客家族群共同開發之城郊地區，俗稱山巔曰「山頭、廓尾」，故將「吳

寶」守隘之山頭稱為「吳寶廓」。 

八十二、水仙崙(水仙崙山)： 

以山脊線命名，「水仙」客語發音，意指流水清徹之山陵。位於

新竹市東南與寶山鄉寶山村、大崎村交界之山稜線。(大崎村三鄰)

水仙崙，介於新竹市之金山面與寶山鄉之間，岡陵自沙湖壢逶迤而

來，至吳寶廓分岐，現有新竹市寶山路，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至此，

接水仙路可至寶山水庫。居民沿山坡居住，多屬廣東籍，西北面有開

台金，現已為科學園區廠區包圍，現金山寺仍保存，香火盛。 

八十三、大崎口： 

以村落路段之部區域命名，客語之「口」即入口之意，大崎口表

示由雙溪村要進到大崎村之入口。為雙溪村要進入大崎入口處，臨三

峰路，越中山高路即進入大崎村，為客雅溪上游水系，居民以植水稻、



綠竹為主。 

八十四、蝙蝠洞： 

以蝙蝠居住之地洞命名。客語蝙蝠，唸成「闢婆」，「ㄆㄧˋㄆㄛ」

行政區域屬寶山鄉油田村 11 鄰，竹 43 號公路過此。現存，天然形成

之山洞，崖壁高離地三丈，寬六尺，常年有蝙蝠成群穴居。 

八十五、猴櫥壢： 

以當地曾有野猴成群，地形像裝猴仔之捕獸器形狀命名。行政區

域屬寶山鄉寶山村一鄰，水仙過此。當地曾是野猴成群出沒之地區，

又因位於兩山之間之谷地，形似櫥形，故名 

八十六、湳坑(湳坑仔)： 

以山谷間之溪流命名，客語「湳」指有沼澤之地區，或指地勢低

之山谷，間有泉流其間，泥濘之溪地，故曰湳坑。行政區域屬寶山鄉

雙溪村 12 鄰。雙溪村十二鄰，客雅溪上游，為當地兩條野溪交界，

地勢低，多水田，故曰湳坑，現有湳坑路。可達三峰村。水稻，綠竹，

柑桔、蔬菜，為居民種植之主要作物。 

八十七、李屋(李厝)： 

因李姓集體宗親移民之村落命名。清朝李姓宗親陸續移民來台，

卜地而居，漸次成單一李姓村落，位於新城村東南方之村落，有產業

道路越八分寮坡地可接竹 40 號公路，居民植水稻，柑桔維生。 



八十八、風爐缺： 

以地氣似風爐而命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 3 鄰。為沙湖壢

與北坑上游交界地區，屬沙湖壢野溪流域地區(柯子湖溪水系)，山谷

向北，東北季風吹起時，呼呼作響，似風爐起火之聲音，又因位於山

脊線之缺口。故名。 

八十九、噹滴水： 

以山澗溪水滴落聲命名，客語「滴」同「跌」意似，掉落之意。

位於寶山第一水庫大壩下方約三十公尺處，有山湖村往柯湖里之公路

過此，有野溪(柯子湖溪水系)在石壁間，當年有山澗之溪水滴落聲，

居民以此命名。 

九十、洽坑： 

因兩溪交界而命名。為寶山鄉山湖村柯仔溪上游尖山壢，沙湖壢

流交會之地方，客語「洽」即會合的意思。日據時期有二重埔到寶山

之山湖公路過此，現已拓寬為新湖公路(二重埔→山湖)。現為寶山第

一水庫土壩中間之位置所在，大部份地區淹沒水庫內。 

九十一、風爐缺： 

以山谷之地形似風爐命名。位於竹苗 44 號道路與苗 2號道路會

合地區，即新竹縣寶山鄉與苗栗縣頭份鎮流東里交界處，鄉鎮間以山

稜為界，屬中港溪上游水系，當地山谷北向地區，冬季吹東北季風，



似風爐之起火聲呼呼作響，故名。山脊線約在海拔 100~105m 之間，

苗 2 號公路過此。 

九十二、北風坪： 

以地形平坦，面向北方命名，客語「坪」即平坦之台地。雙溪村

與大崎村交界臨三峰(即竹 43 號道路) ，為雙溪村地勢最高處平台

地，面北向，北風大，故名。水系屬客雅溪之上游，居民種植柑桔、

荔枝、綠竹、相思樹、雜木。 

九十三、壢底寮： 

係指山谷裡的小草屋。先民來此開墾，大部份生活清苦住在山腳

下，燒木炭、焗腦油的地方，都稱為寮。昔日的腦寮、木炭寮、在山

區裡很容易見得到，如今時代進步了，先民的生活寫照，唯有靠自己

想像了。 

九十四、草山： 

係指滿山沒人開墾之草山。先民來此開墾，此地滿山芒草，希望

開墾之後，能化為珍貴之土地，就取為寶山，鼓勵自已打拼把草山地

方為珍品。那時生活非常簡單，只住草寮，吃地瓜稀飯。如今真的把

草山變成寶山，滿山都是綠油油的柑桔、梨園、綠竹園，居民生活水

準也提昇住現代化高級住宅，轎車代步。 

 



九十五、風缺： 

以風大而命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山湖村五鄰，新湖路與尖山路

交會處。尖稜線，因新湖路開闢，越稜線即屬柯子湖溪水系，在尖山

路會合處，系山稜線之缺口，東北季風起時，面風向，北風冷冽，貫

穿稜缺口而來，居民故以風缺命名。當地有尖山菜堂(即種福堂)祀觀

世音菩蕯。 

九十六、十鬮山： 

山名，因山邊有村落名為十鬮者，故以村落之名為山名。位於寶

山鄉三叉凸之西北，盤旋曲折，條幹參差，為雙溪、新城兩村必經之

地，十鬮，似由於墾地按十份鬮分之故似而命名。 

九十七、雙溪公館： 

為清朝拓墾時期設立之辦事處。行政區域屬寶山鄉雙溪村 7 鄰，

為金廣福墾號六痤公館之一。迄民國 40 年許，闢地建校，公館乃變。 

九十八、三峰口： 

以地區之入口命名。客語「口」在此指某地區之入口。行政區域

屬寶山鄉雙溪村 11 鄰。雙溪村十一鄰，為新城到三峰村入口，為雙

溪，新城、三峰之交界處，由雙溪村，新城村進入三峰村之居民越過

矮山，經過三峰口即進入該地，居民多植綠竹、茶、相思林。 

 



九十九、寶山： 

取清時期之「寶斗仁莊」「草山莊」中之「寶」、「山 」各一定而

命名寶山鄉。位於新竹市街東南 9公里處，鄉治所在地屬雙溪村。寶

山鄉位顧新竹市街之東南，東與竹東鎮、西與香山鄉，南與北埔鄉、

峨眉鄉及苗栗縣之頭份鎮相毗連，北與新竹市相接，東西 14 公里，

南北 8.45 公里，全鄉面積 64.8433 平方公里。分別有頭前溪、客雅

溪、鹽水港溪、中港溪等上游水系貫穿其間，居民多廣東藉，其中大

崎、雙溪、新城等村因為閩、客交界處，部份有閩籍住民，惟有遭客

籍同化之福佬客。居民沿竹東圳開鑿山洞引水，造尖山壢，現築有寶

山第一、第二水庫。 

一○○、虎頭山： 

山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寶斗村。位於寶山鄉斗村與深井村交界

之山峰，海拔 73m，鹽水港上游水系。矮山，山上居民設田莊伯公(即

土地公)乙座。 

一○一、江寮山： 

山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新城村。海拔 113m, 水系屬新竹市鹽水

港溪上游屬八分寮山系，圖根點 113.20m(遺失) 

一○二、石壁下山： 

山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新城村。海拔 133m，屬八分寮山系



132.51m(圖根點)，屬鹽水港溪水系。 

一○三、雙溪山： 

山名。因山邊有名為雙溪之村落而命名。行政區域屬寶山鄉之雙

溪村(海拔 127m，圖根點 127.33m)屬八分寮山系，水系為新竹市客雅

溪上游。 

一○四、崩坎山： 

山名，客語「崩坎」，指山崖。行政區域分別屬寶山鄉山湖村，

竹東鎮三重里。海拔 252m，圖根點(252.24m)，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

湖村與竹東鎮三重埔交界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