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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姑媽宮是八份的庄廟，也是西港仔香的源頭 

 

港東里位於西港區東方，東南臨曾文溪與安定區相望，日治時期屬於西港

庄大字八份，光復後沿用八份的舊名設八份村，另外以烏竹林、雙張廍、下面

厝三個部落為一村，成為「三落村」，諧音「三樂村」，有三庄和樂的意思。

民國 68年，當時八份村因人口數太少，於是與三樂村合併為一行政村，這時

村內有一港東國小，因此更名為港東村，臺南縣市合併後更名港東里。 

八份是港東里最大的庄頭，廣場前豎立了四根大旗干的庄廟姑媽宮，在西

港區眾廟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是西港仔香的起源。廟前有一株百年榕樹，



樹根緊緊包住一面牆壁，形成極為特殊的景觀。姑媽宮耆老說：「那面牆壁其

實就是姑媽宮舊廟的殘蹟，這棵榕樹長到了神明的頭上來，多年來樹根越來越

粗，到最後竟把廟給壓垮了。」 

經過姑媽宮之後再往南走幾步，有一處麻豆糖廠西港原料區，門前「五分

仔車」的鐵軌在此縱橫交錯，如今已鐵色斑駁，當年人來車往的糖廠榮景只能

遙想了。 

 

 港東里有八份、雙張廍、下面厝、烏竹林 4個聚落。 

據聞約 150年前，有 8名陳姓先民來此開墾，共同經營一間糖廍，所以稱

為八份，當地尚有「廍地仔」之地方性用語。在日據早期，八份是擁有百戶以

上人家的大庄頭，姑媽宮還曾被選為諸羅縣九大廟宇之一。 

民間傳統的製糖廠就稱作「廍」，一張廍有兩個石車、幾隻牛，因為以前

此地有兩間製糖的草廍，所以稱雙張廍。 



因為位於八份、烏竹林庄頭以南，所以稱之為「下面厝」。 

位於八份東南邊，以前滿地都是刺竹，密密麻麻，閩語中黑暗為烏，因此

稱為「烏竹林」。早期聚落位置在今庄廟廣慈宮西北邊，後來因風水不佳而遷

村庄到今天的之地。 

據庄廟廣慈宮碑文記載，此地先祖是鄭成功之部將，軍分一旅駐紮西港仔

堡烏竹林，開發相當早。居民以謝姓為主，一說先祖是謝記涼，乾隆末葉從學

甲方面移居而來此，另一說法是來自麻豆的謝厝寮。 

 

小地名字典 

在今烏竹林文武宮（三四將軍祠）後方還存有一口古井，以前此地稱為酒

店巷，是當地人才知道的小地名。據謝武昌考證，約在民國 20年左右，還有

二、三戶人家，昔時酒店巷的首富謝掀，曾於咸豐 2年，出資整建廣慈宮，小

地名從何來，則無人知曉。 



 

 
圖：酒店巷舊址，如今尚留有一口古井 

 

荔枝林是西港鄉最後敗落的庄頭，昔時因此地荔枝成林而得名，庄廟的神

明現在安奉在八份天聖宮中。荔枝林位置在今天的 123幼稚園附近，原本已敗

落的庄頭如今建立了一間別墅，門前有一巨石，上刻『荔枝林』三個斗大的紅

字。 

 



 
圖：荔枝林舊址上，已有原庄民重回此地建屋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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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