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檨林里沿革 

 
圖：日治時期為了建立曾文溪堤防，迫使檨仔林全庄遷居 

 

檨林里位於曾文溪北岸，與麻豆區的謝厝寮相鄰，是西港區最東的村庄。里名

「檨林」，乍看之下常讓外地人一頭霧水，其實是台語「檨仔林」的簡稱，「檨

仔」就是芒果，相傳此地昔日種植了一片芒果樹，因此留下了今天這個饒富土

味的地名。 

舊時果樹枝繁葉茂的景象，可惜今日已不復見。根據鳳安宮重建碑誌內文記

載： 

「昔時，荷蘭人佔據台灣，為祭曾文溪河洪，於距本宮東側 600公尺處之曾文

溪畔，栽植三重之八卦形檨仔樹，荷蘭人離台後，首由本庄開基祖宅內角先民

謝兩水先生在此處搭屋管理，斯時因附近一帶土地荒廢待墾，且於曾文溪畔捕

魚甚為方便，五口灶內，莊姓、潘姓先民相繼由外地移民到此定居，結為一部

落，又因有三重之八卦形檨仔樹之故，檨仔林庄名由此而得之。」 



由碑文中得知，本地早在三百多年前的荷蘭時代就出現檨仔樹的種植，後來隨

著先民們接續地移入開墾，到了康熙 56年（1717），在《諸羅縣誌》上首度出

現「檨仔林」的文字： 

「麻豆之南曰灣裡溪……過蘇厝有甲（有溪）、檨仔林（有渡）。」 

灣裡溪就是今日我們熟知的曾文溪，此時文獻上已經出現「檨仔林」的地名，

因此推測在西元 1717年之前應該就有檨仔林聚落的存在了。直到民國初年前

後，曾文溪畔仍然存有一整排高大的檨仔林樹，大約有十多棵，品種屬於「土

檨仔」（土芒果），樹齡可以存活數百年之久，樹高可達幾層樓高，糾結纏繞的

樹根緊緊抓牢溪畔鬆軟的泥土，靜靜守候著聚落中的住家，庄內年歲較高的耆

老們至今猶能指認出當初種植的位置所在。 

到了昭和 8年（1933），曾文溪治水工事施工，檨仔林全聚落被劃為工事範圍

之內，於是原聚落的住民被迫遷村，移到了今日的本部落、新部落（新檨仔林）

與五塊厝等幾個地方，庄名仍沿用「檨仔林」舊稱。而那一排在夏天時結著累

累青果的「檨仔樹」，自然也就隨著治水工程的完竣，全數淹沒在曾文溪浩浩

蕩蕩溪水之下了。 

 

檨林村目前共分有八個庄頭，分別是：檨仔林、五塊厝仔、新檨林村、社仔、

太西、三合寮仔、中周寮、東竹林。 



 
圖：檨仔林的舊庄頭在今日曾文溪的河床內 

原庄頭的位址在曾文溪河床內，距離今日鳳安宮東側約 600公尺，因為以前栽

種許多檨仔樹而有了檨仔林之稱，是本村聚落發展的起源地。相傳開基先民來

自麻豆的「謝厝寮」，有「宅內角」的謝兩水在此搭寮，並管理檨林樹，後來

有「五口灶內」的莊、潘兩姓接續移入。昭和 8年（1933）日治政府治溪造堤，

使得全庄居民被迫西遷，移入東平寮仔居住，後來居民的墾居範圍向外擴張，

也漸漸取代了原東平寮仔的地名，而沿用了檨仔林的舊稱。謝、莊目前仍然是

當地的大姓。 

位於今日檨仔林庄域北邊，屬於檨仔林聚落的轄區，因為位置在三合寮仔的東

邊，所以又有「東平寮仔」之稱，是治水遷居後檨仔林最早建庄的地方，謝姓

遷居聚庄後稱之為「社仔」。東平寮仔的庄頭雖然已被檨仔林居民遷入多年，

不過平時如果遇到祭祀、賞兵的宗教活動時，居民還是會回到三合寮仔內的公

厝三安宮，與西平寮仔、中周寮仔居民共同祭祀。 



在檨仔林西邊，治水遷村前，檨仔林原址的西方有東平寮仔、西平寮仔、和中

周寮仔三個聚落，所以合稱為三合寮仔。治水工程遷村後，檨仔林聚落西遷進

入東平寮仔混居，而三合寮仔則取代西平寮仔，成為當地的地名。 

在三合寮仔的西南邊，因早年是周姓所聚居之處，是往「八份」的中途站，故

稱「中周寮」。 

在檨仔林之南的小庄頭，也是日治政府治溪造堤西遷時所建之庄，原址在今曾

文溪的溪埔地，在初遷時僅有五戶人家，所以有「五塊厝仔」之稱，大部分居

民為莊姓。 

位於檨仔林西北，介於檨仔林和太西之間，當地人稱為「新部落」，原本是種

植甘蔗的「會社地」。新檨仔林和五塊厝仔屬於同源，在治水前是同一個聚落，

當初日本政府為了安頓遷居居民，在現址上購地建屋、設計規劃，時至今日仍

不難發現，新檨林村和五塊厝仔的道路和屋舍格局極為相似。 

位於檨仔林西北邊，舊名稱為「潭底庄」，庄內以前有大型的沙丘分佈，和不

斷改道的曾文溪流向有關。「太西」地名其實是由「泰師」諧音而來，根據庄

內北極殿的碑文記載，清初時本區由漳州府「龍溪縣廿九都白十堡」人丁泰所

入墾，丁泰是此地製作農耕用牛犁的著名師傅，庄人習慣稱他為「泰師」，久



而久之就漸漸取代了庄名。日治時，泰師被誤寫成了「太西」，一直沿用至今。 

位於檨仔林西南方，以前遍地長滿了莿竹林，和港東村的烏竹林連成一氣，因

位於這片竹林的東邊，因此稱之為「東竹林」。本庄原本和港東村的八份、荔

枝林聚落一同合祀姑媽宮，後來自行建有公厝保安宮，居民以王姓居多。 

 

檨仔林緊靠著有「青瞑蛇」之稱的曾文溪，舊時的聚落大半位於今日的曾文溪

內，在日治政府治溪築堤之前，溪水經常淘空河岸底下的泥土，產生「崩溪」，

房子因而下陷，淹進河水中。先民們傍河而居，歷來飽受水患之苦，然而長年

與河抗爭的結果，卻也留下了許許多多有趣「崩溪傳說」。 

 

1.蔣大佬之靴 

蔣大佬何許人也？他的靴子又有什麼神奇古怪？ 

地方故老相傳，以前的檨仔林是「穩龜穴」（駝背穴），所以又稱「穩龜檨仔林」，

良穴靈地，從未發生崩溪的災情。後來之所以經常發生崩溪事件，正是被蔣大

佬一腳給敗壞了地理。 

民間傳說中的蔣大佬，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指得就是清乾隆年間的台南知府蔣

允焄本人。據說這位蔣大佬精通五行八卦之術，腳上所穿的靴子尤其厲害，任



何良穴只要經他的靴尖用力一踢就會破敗。乾隆皇帝深知蔣允焄的特殊才能，

在派遣他來台任職時，特別交代他在公務之餘巡視台灣各地的地理，深怕「三

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台灣會出現帝王，因此下了一道密令，指示蔣大佬

在台灣「若遇良穴則敗之」。 

蔣大佬銜命來台後，果然不負所望，四處破壞台灣的好風水，南台灣的美濃、

旗山等地，都留有蔣大佬敗了當地龍脈的傳說。 

這一天，惡名昭彰的蔣大佬來到了「檨仔林」，發現庄內有一棵大刺竹，一年

只發一支新幹，而從這棵大刺竹延伸到台南安平的一個大榕樹，兩地相連，赫

然就是一條龍脈！天氣晴朗時，如果從大榕樹往檨仔林方向看，刺竹會冒出一

支「涼傘」；從刺竹往安平方向看，大榕樹則顯現出一座「大轎」。蔣大佬深怕

這條龍脈將來會出現威脅滿清王朝的帝王，當下馬上做法施術，高高抬起那隻

神奇的靴子，往這條龍脈使勁一踢，靈氣於是潰散消逸，檨仔村的地理就這樣

被蔣大佬的靴子給「敗」了，從此之後，檨仔林也就開始發生崩溪了。 

 



 

圖：在曾文溪旁廣為植樹，為了就是避免崩溪 

圖中老樹是太西有名的榕仔公 

 

2.荷蘭人祭溪 

關於崩溪傳說，地方上另外還有一則傳說，和當初在此地種植檨仔樹的「紅毛

番」有關。 

話說當年荷蘭人為了免除曾文溪不斷崩溪的困擾，在檨仔林種植了五棵檨仔來

祭溪。荷蘭人先在地底下埋了一口鼎，鼎中點有一盞油燈，接著再覆蓋上一口

鼎，形成了「鼎蓋鼎」，而鼎中燈火不滅，藉此鎮住地靈，就可以使得這附近

的土地不再「崩溪」，最後才在上面種植檨仔樹。 

荷蘭人埋鼎點燈、植樹祭溪的做法果然奏效，檨仔林一帶真的不再發生崩溪的

事件。只可惜好景不長，原本庇佑土地的這五棵檨林樹，居然在百年之後變成



了樹精，在大風雨時會幻化成奇形怪狀的鬼怪來嚇人。當時地方上以莊姓一族

最有錢，這五棵作怪的檨仔樹也正好在莊家附近，於是莊家人就號召庄民，要

為庄除害才行。 

但是樹怪既已修練成精，豈是這麼輕易就可以對付？當庄民們聚集樹前，正要

動手砍除這五棵檨仔，砍伐者拿起斧頭竟然當場倒地暴斃。眾人大駭，只好快

快請來法師，殺豬宰羊，完成祭拜的儀式，如此才順利砍除這五棵檨仔樹。當

檨仔樹樹頭被連根拔起時，庄民也吃驚地發現了地底下深埋的「鼎蓋鼎」，而

鼎中的燈火居然也如傳說中一樣，百年來未曾熄滅，仍然發出熊熊的火光。 

只是這樣一來，樹精雖除，檨仔樹原本鎮溪的功能卻也因此失效了。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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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