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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西港大橋旁紅色拱形橋架，給人強烈的視覺地標印象 

 

西港里位於本區中部，區公所、農會、衛生所等重要行政機關都座落於此，

是西港區的政經中心。日治時代屬西港庄大字西港，光復後設村，沿用西港的

名字至今。里轄範圍原指西港街鎮中心一帶，民國 77年時因人口擴張，於是

劃分為西港、慶安二村，以中山路（台 19線省道）為界，以東屬於西港村，

臺南縣市合併後更名為西港里。 



西港里是西港區的心臟，和慶安里兩里同為西港區最熱鬧的地方，各類商

店、小吃大多都集中在此，雖然沒有大都會的繁華，但是生活機能已可以自給

自足，也展現出小鎮別具一格的生命力。 

 在西港大橋橋頭和區公所前，都可以看見一座綠邊白底的醒目地標，上面

以三隻鯉魚組成一個「S」，象徵著西港、活力和希望，表現出西港走出傳統農

村的企圖，極欲創造出嶄新的格局。 

 

西港里的主要庄頭有：西港仔街、瓦厝內、茄苳腳、堀仔頭，此四地再加

上南海里的南海埔，就是西港慶安宮所謂的「五角頭」。 

西港仔街簡稱「西港仔」，是西港區的中心聚落，以前是「濱海民番貿易」

的中心，今天這個地名已經擴散到整個西港區。西港仔位於曾文溪北岸，曾經

是台江潟湖的一個內港，可能是因位於當時「直加弄港」的西邊，所以稱為西

港。 



位在中山路和慶安路交叉口的東南隅，相傳此地有一大瓦厝，因而以此為

名，不過今天已經見不到了。此地由先民吳士連入墾，當年隨鄭成功來台後，

在此蓋瓦造大厝居住。吳士連曾在清初「朱一貴事件」時，引清將藍廷珍入西

港平亂，清廷為了表揚他的功績，賜予牌坊一座，同時為了紀念因為朱亂而戰

死的漢番，在吳宅前建有向忠亭。今日瓦厝內居民大多是吳士連的後代，庄內

建有吳士連先生紀念館，一樓空間設立老人關懷中心，是居民經常活動聚會之

場所。 

 

 

圖：吳士連先生紀念館成了附近民眾的活動中心 

 



此地昔日種植許多茄苳，先民在樹附近築屋居住，所以「茄苳腳」這個庄

名，是慶安宮五角頭中，聚落規模最小的一個，現在尚有一株茄苳樹存於樹王

公廟前。 

「堀仔」是池塘的意思，早期在庄內的北方有一約六、七分大的水塘，因

而取名「堀仔頭」，堀仔今已填平。由於此處地勢低，而且靠近曾文溪河邊，

所以容易積水，在堤防未完成前，經常因大雨而成為水鄉澤國，居民苦不堪言。

有時水勢高時，甚至到達屋脊。 

此外，原本還有一個「頭庫」庄頭，清朝時是個大規模的聚落，到了明治

36年（1903）時，戶籍記錄上只剩下 10戶，現在則早已經散庄。 

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謝武昌的考證：「據查頭庫或書土庫、塗庫。清末鼎

盛時，還分頂土庫、下土庫，約在今天西港國中東北方 300公尺處的垃圾場。

當地的農夫耕作時還常會檢到瓦片。庄廟奉祀保生大帝於青龍宮，大正 15年

（1926）青龍宮廟倒，土庫庄民將保生大帝寄祀於慶安宮。每回千歲爺出巡時，

人民信念中擔任千歲爺先生（西席）的保生大帝（瘟醫）例當隨行出巡。後移

居佳里的原土庫庄民重建青龍宮，請回其主神保生大帝，然青龍宮何生大帝任

千歲爺先生已成慣例，故每屆刈香時青龍宮何生大帝定當返回參與。」 



關於舊庄頭「頭庫」的故事，也有一則有趣的傳說在金砂里中頗為流傳，

詳見金砂里單元。 

 

小地名字典 

這是當地人才知道的一小地名，大略位置在中山路和新興街之間的三角地

帶。謝武昌考據，大約 120年前，此地一人名叫李讚，為人憨厚老實，卻非常

怕老婆，他的老婆名叫沈花，精明幹練，西港人戲稱「憨讚沈花」，地名的由

來即「驚某大王」的所在。 

余厝內並是一個庄名，而是專指西港仔余家，位置大約在信和禪寺和慶安

宮附近一帶。余家先祖中，曾有余春魁在清朝末年時金榜題名而聲名大噪，所

謂「文士余春魁，武生吳猛」，一度被傳為西港文武二秀。余家後氏，賢人輩

出，前後有余慶明、余維祥當選西港鄉鄉長，奉獻地方，不遺餘力。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三章 

註：村里沿革介紹節錄自民國 94年原臺南縣西港鄉公所出版之〝珍藏西港〞一書，因此地

名中部分文字仍沿用當時鄉及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