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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永樂水塔是永樂村的地標 

 永樂里在西港區的西南方，西邊與七股區為界，南邊和安南區相鄰，

全里跨曾文溪南北兩側。日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大塭寮，光復後將曾文溪北

邊的大塭寮和溪南的大塭寮、溪寮埔合為一村，希望居民能夠「永遠和樂」，

取名「永樂」村。 

當你經過曾文溪北岸旁的堤防道路，看見一座形似燈塔的淡藍色建築物時，

就表示已經靠近永樂里了。那個具有地標意義的建築物其實是「永樂水塔」，

建於建於民國 52年（1963），如今已經功成身退，見證農村尚無自來水時的

一段歷史。 



里內最大庄頭是大塭寮，庄廟是保安宮，廟前廣場結合社區營造計畫，闢

有庭園景觀，好像一個小公園，頗為舒適宜人。居民以郭姓為主，在清朝時從

鄰村的大竹林庄頭遷移而來，和大竹林的郭姓是同一個血脈，大塭寮和大竹林

兩庄頭情感也特別濃厚。 

 

里民通常稱永樂里為「大塭寮」。大塭寮是里內最大的庄頭，大正 3年（1914）

時曾文溪改道氾濫，全庄頭都難逃水患，舊庄頭的位置今天已經淹沒在曾文溪

的溪底了，被庄民稱為舊大塭寮或舊寮地。 

現有大塭寮和永樂溪埔寮兩個庄頭。 

 

圖：庄廟保安宮前的廣場是庄民的活動場所 



清朝初年，大竹林郭姓進入此地經營魚塭，日後人數越來越多慢慢成為一

個新的庄頭，早年因為居民常常會在魚塭旁搭建「塭寮」，所以庄名取名為「大

塭寮」。大塭寮共分有七角頭：半股仔、管寮股、路南股、路北股、中社仔股、

學甲股及西平股（路西股），大塭寮遷庄前，各股在舊寮地時和一般庄頭一樣，

分佈相對集中，但是遷庄後搬到今天大塭寮的位置後，七角頭的分佈就四散

了。 

大塭寮和大竹林是「兄弟之庄」，兩地自古的關係就很密切，合稱「頂下

寮」，大竹林是頂寮，大塭寮是下寮。 

 

位於曾文溪南岸的「溪埔寮」中，屬於來自蚵殼港遷庄的溪埔寮一部份，

因為行政區域的劃分隸屬於永樂里，所以稱為永樂溪埔寮或大塭寮溪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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