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厝里沿革 

 

圖：昔日的含西港港口，位置大約就在今日劉厝大排附近 

 

劉厝里位於西港區西北部，西南邊際和七股區銜接，以北與佳里區相鄰。

劉厝里由先民劉登魁來此開基建厝，因而稱為劉厝，日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

劉厝，光復後設村，一直沿用劉厝地名至今，臺南縣市合併後更名為劉厝里。 

劉氏登魁宗派宗親會在淵源簡介中記載： 



溯吾來台始祖登魁祖，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二十四都後山尾

窗裡社。離鄉背井卜居台灣府諸羅縣安定里西保含西港（即今台灣省台南縣西

港鄉劉厝村），闢荒務農，開基立業距今已三百年餘，綿延已有十四世裔孫。 

三百多年來，劉氏宗親在劉厝這個小村庄開枝散葉，十四代所綿延而出的

子孫人數已有數千餘人。 

 

劉厝里目前有含西港、劉厝、中社仔三個庄頭，以前在劉厝東側還有一個

舊庄頭稱為「許厝」，是許姓先民拓墾結社的地方，但是相傳後來因為風水不

佳、人畜不安，早在日治時期就已散庄了。 

清代時的舊名為「含西港」，現在的「蚶」字因同音而被後人誤植。「含

西」是魚名，傳說以前有一對大含西從大海遊到港口，破壞了當地的風水，一

隻被庄民打死，另外一隻則逃到了八份才死去。捉補這對含西大魚的事件在當

時也許頗為轟動，所以此港口自始因魚而得名。 

含西港在清朝時與西港仔、外渡頭（在今佳里鎮境內）三地同為臺江內海

北岸的港口。後來曾文溪多次改道，造成臺江內海的淤積，港口也因此逐漸完

全失去了功能，舊港口位於今日劉厝橋附近，曾有「舢舨頭」的舊地名，顯示



此地的確曾為海汊，而且有船隻可以溯溪而上進行貿易。劉厝橋下的大排水是

七股溪的上游，黃文博在《南瀛地名誌》中有進一步的考證：「昔七股溪進入

西港後形成兩條支流，在南邊者叫『下頭港』，旨在今『南寶樹脂公司』南側

水圳，在北邊者叫『頂頭港』，即『蚶西港』。」 

含西港是當年劉登魁登陸的港口，也是劉厝村聚落發展的源頭。據說早期

含西港庄頭的規模相當大，庄廟開仙宮參與「西港仔香」時，可以出動兩組宋

江陣、兩組跳鼓陣和一組天子門生。全庄目前僅剩 100多戶，居民以黃姓為主。

庄頭中還有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小地名，稱為「內渡頭」，應是相對於佳里區

的「外渡頭」而來。 

位於蚶西港以南，明鄭時期，泉州同安縣人劉登魁追隨鄭成功的部隊來台

後，移入此地，稱為劉厝。後來劉氏子孫在此地開枝散葉，庄頭的規模漸漸取

代了沒落的蚶西港，到了日治時期時已成為了劉厝村的主要聚落。 

位於劉厝庄頭的西方，因為庄頭位置介於劉厝和外渡頭之間，所以稱為中

社仔。全庄僅有 20多戶人家，以王姓居多。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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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