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里沿革 

    南海里跨曾文溪兩岸，南以嘉南大圳曾文溪分線與安定區相接，位

於「西港仔」西南邊，俗稱「南海埔」。在日治時期屬西港庄大字南海

埔，光復後設村，沿用南海埔設南海村，民國 67年(1978)合併由中港、

東港及曾文溪以南的中東溪埔寮所組成的中東村，仍名為南海村。（按：

中東村於光復後設村，村名取自中港、東港的首字，後來因人口日減所

以併入了南海村）現今縣市合併後，更名為南海里。 

    在臺江陸浮之前，此地還屬於內海範圍，道光三年(1823)，曾文溪

改道進入臺江內海，造成內海迅速淤積，西海岸淤積外移，此區漸漸陸

浮後，形成了「海埔新生地」，又因為位於西港仔之南，所以有了「南

海埔」之稱。 

    村庄位於曾文溪畔，堤坊旁立有日治時期所建之治水紀念碑，夕陽

時分到此遠眺落日之美、溪床生態，可以引發幾分懷古的幽情。知名企

業南寶樹脂公司，以及臺南地區頗有名氣的明星學校港明中學也都座落

於此。 

 

庄頭說故事 

    今天的南海里大致上分有南海埔、中港、東港和南海溪埔寮四個庄

頭。 

 



    南海埔是南海里的主要庄頭，也是慶安宮的五角頭之一。早期居民

以黃姓為主，根據當地居民說法，先民來自嘉義的義竹頭竹圍。庄頭名

保留「海埔」兩個字，正可以見證臺江內海淤積陸浮的歷史。「埔」在

閩南語中則有雜草叢生的意思。 

 

    以前是舊大塭寮和西港仔之間的小河港，所以稱為中港，另有一說

是指位於南海埔與蚵殼港之間，才得到中港的稱謂。早期的移墾者皆為

臺南大地主謝群我的佃農，所以此地的姓氏較為繁雜。此庄頭因鄰近曾

文溪，在還沒有建立堤坊之前，有豐富的「走大水」的經驗。大正元年

(1911)，曾文溪氾濫時，蚵殼港、舊大塭寮毀庄，中港亦半毀。避難的

居民有一部份移入新市區永就里的「移民寮」。 

 

    位於中港西南方，昔日也是曾文溪畔的小港灣，位於新港之東，所

以稱為東港。推測建庄時間，應該比中港、新港要來得晚。依據曾姓祖

譜記載，先祖乃曾肇祥，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曾尾鄉，渡臺後幾經

轉折，最終遷入了今日的東港。 

 



    位於曾文溪南岸的溪埔寮，屬於南海里管轄範圍的稱為南海溪埔寮。

是「溪埔寮」中最東邊的小庄頭。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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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