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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

地理位置
     關廟鄉在台南縣為地理位置之極南，東與龍崎鄉為鄰，南隔二仁溪與高雄縣阿蓮鄉、田

寮鄉為界，西與歸仁鄉相接，北與新化鎮接壤，大致位於東經120度16分36秒至東經120度

22分20秒，和北緯22度53分14秒至北緯23度1分21秒間。面積53.64平方公里。

地形

     地形上位於嘉南平原與新化丘陵交會處，東

南及東北兩側大多為數十公尺至百多公尺間的

淺丘。三面俱高，只有西面較低，就整個地形而

言，自東向西傾斜，形狀宛如一個畚箕，而全鄉

多為丘陵地，最高山丘為與新化鎮為界的尖山，

標高136.8公尺。

與新化為界的尖山，是本鄉最高山丘，標高136.8公尺。(池永得提供)

尖山上的小徑。(池永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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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關廟地區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區，呈現出「四時皆是夏，一雨變成秋」

的長年高溫，以及「春頻旱，秋成潦」雨量集中於夏季的典型特徵，乾濕季節異常分明。

氣溫

     氣溫方面，據台南測站資料，自1897年至1981年的年平均氣溫是23.5℃，長年高溫，其中

7月溫度最高，月均溫可達28℃，1月溫度最低，但月均溫也在17℃以上，幾無寒冬可言。

雨量

      據台南測站資料，自1897年至1981年80年的平均雨量是1747.2公厘，相對於全台灣平均

2610的年雨量，本區的雨量並不豐盈，而且雨量集中在5~9月，佔全年雨量的90％以上，年

平均降雨日數約105日，夏雨冬乾的特質極為明顯，每年10月至翌年4月為旱期，在旱期內常

發生連續一個月未降雨，甚至五個月僅降雨幾公厘，因而造成嚴重旱災，影響春耕下種，故農

業上十分依賴灌溉，自古埤塘多，但有水灌溉的水田，大多也只能單期作，而無埤塘可資灌溉

之旱園，就僅能種植耐旱作物。

1897~1981年中央氣象局台南測站年平均氣溫、降水量歷年紀錄

平均氣溫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1897~1990 17.0 17.5 20.3 23.8 26.7 27.7 28.3 27.9 27.5 25.2 22.0 18.6 23.5

降水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1897~1990 18.3 29.5 42.7 70.3 180.8 381.0 381.5 413.0 166.6 31.2 17.6 14.8 1747.2

水文
      水文方面，北側有鹽水溪最大支流許縣溪流經，南側為二仁溪水系，兩溪均伴隨著豐富的

曲流地形，環流丘、牛軛湖處處可見，尤其是二仁溪的曲流地形是台灣河流中最顯著者。許

縣溪昔稱許寬溪，發源於龍崎與左鎮交界之觀音山麓，全長26公里，流域範圍涵蓋關廟北半

側，在關廟的分流有埤子頭溪、咬狗溪、草潭溪。二仁溪發源於高雄縣內門鄉木柵村的山豬湖

（460公尺），流經關廟鄉南陲，為台南縣與高雄縣之縣界，在關廟有深坑子溪及番社溪兩條

支流，番社溪發源於龍崎山區，於龜洞村注入二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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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的開發與行政區劃

史前時期
      本鄉現住民以漢人佔大多數，然而在漢人定居本鄉之前，境內早有先住民定居其間。

關廟地區於日治時期，由日本學者今子壽衛男發現到兩個遺址，一個是位於許縣溪東岸小丘的湖

仔內遺址，另一個是在深坑溪北岸的五甲遺址，二者均屬於新石器時代的牛稠子文化。

荷鄭時期的原住民與漢人墾拓

      早期台灣的開發始於台南一帶，而這一帶原屬平埔族西拉雅族的居住地，西拉雅族又

分為西拉雅、馬卡道和四社平埔三支族。其中的西拉雅支族原居住在台江、倒風內海沿岸

地區，後分布於今台南縣曾文溪、急水溪、鹽水溪、二仁溪流域，甚至散居於今高雄、

台東、花蓮等縣境內。主要族社有新港、麻豆、目加溜灣、蕭壠四大社，之後由於遷徙、

分支，更形成龐大的社群。關廟地區位居鹽水溪、二仁溪流域，其原住民究竟屬於哪個社

群，根據明治36年（1903）旗尾山人在其＜蕃薯藔管內新港卓猴及大傑顛社熟番移居及

沿革＞一文，提供了一個線索。

新港及卓猴二社，本居住在臺南的小西門附近，當時臺南一帶或稱赤崁，荷蘭人佔

領時，則聚居於赤崁，受其教育，能以羅馬字寫蕃語。鄭成功平臺之際，一部分遷

往新化西里新市街附近，另一往新化南里的卓猴遷移，當時新市街附近稱為新港，

住在新港的就稱為新港社，住在卓猴的稱卓猴社或二社蕃，乃新港社蕃中的第二社

之稱。鄭氏平臺後，隨著漢人移入者日增，新港社大部分的田園遭漢人騙取，遂移

往大目降、關帝廟及其附近開墾，但閩族附隨而來，所開墾土地隨即又遭騙取，一

而再、再而三，不得已避難於山中。

      亦即鄭成功平台後，隨著漢人移入者日益增多，有部分新港社民由新市遷徙至本地開墾，

但隨後又迫於漢人移墾的壓力，再度往更東邊的山區遷移，其遷徙路線大致是由新化、關廟，

經由龍崎越渡烏山山脈進入高雄縣內門。不過，由於漢人進入本區開發的年代極早，除了後來

移居至二仁溪流域的彎崎、田中一帶的平埔族，在信仰及姓氏上仍保有遺風外，很難看出平埔

族在本地活動過的痕跡。

      關廟地區何時開始有漢人入墾，史無明確記載，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一書中認為保

東里和外新豐里在清以前，漢人即入內開墾，崇德東里至遲在乾隆時期。土地的開墾，須有水

源灌溉，隨著田園面積的增加，養活的人口日益增多，聚落隨之發展，故從水利興築來推估漢

人入墾的時間，可靠性極高。康熙59年（1720）陳文達《臺灣縣志》卷二建置志的水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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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陂：在新豐里。鄉人築堤，蓄雨水以灌田。

草   潭：在新豐里，偽時築，方半里許，蓄雨水以灌田。

公爺陂：在新豐里，偽時築，蓄雨水以灌田。

弼衣潭：在新豐里香洋仔。偽時築，蓄雨水以灌田。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一地志的山水條也記載著：「荷蘭陂：紅毛築也。」

     換言之，早在荷治時期即有鄉人在新豐里，今關廟新光村一帶拓殖，築荷蘭陂蓄積雨水灌

溉。當時是否形成定住成庄的聚落，文獻上並無任何相關記載。到了鄭氏時期，為安頓三萬多

人的軍隊及其眷屬，乃施行寓兵於農的政策，命令部屬分赴各地開墾，唯其開墾區域仍集中於

台南一帶。此時本地的水利建設益加發達，上述引文明確記載鄭氏時期興築的陂塘有草潭、公

爺陂和弼衣潭三處，由於築陂開圳需要相當的資本與勞力，顯示此時本地的開發應有相當時日。

    1664年鄭經即位，將天興、萬年二縣改為天興州、萬年州，分承天府為四坊，邑設

二十四里，就明鄭時期的行政區域劃分，新豐里、保大里以及崇德里這三里皆有一大半的區域

位在今關廟鄉境內。此外，潘英在《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一文中，根據明永曆18年

（1664年）＜臺灣軍備圖＞上出現的聚落名稱，指出在明鄭初期新豐里已出現小香洋民社的

漢人聚落。易言之，在鄭氏時期已有不少漢人進入關廟地區拓墾，形成固定的聚落。

     當聚落有了初步的發展之後，為求身心安頓，祈福禳災，以及回饋神明的庇佑，同時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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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曆18年（1664）＜臺灣軍備圖＞，橢圓框內即為小香洋民社。

資料來源：陳漢光、賴永祥輯，《北臺古輿圖集》，頁5，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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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經濟力與鄉民的凝聚力，很自然的有了廟宇的興建。陳文達《臺灣縣志》卷九雜記志的寺

廟條：「在新豐里    關帝廟：偽時建。」

      綜合上述，在明鄭時期屬於新豐里的關廟地區，已有大量的漢人入內開墾，並形成聚落。

清領時期市街的形成與行政區劃的變更
      鄭氏臣服清室後，雖然鄭氏宗族及大批移民遭遣返回原籍，再加上清領初期頒布「渡台三

令」，中國沿海採「遷界政策」，一度造成人去業荒。但仍有不少流民冒禁紛至沓來，越界侵

墾，因此自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台灣的開墾突飛猛進，聚落增多，台南一帶逐漸進入定住成

庄的階段。

    據方志的記載，昔日新豐里香洋仔（今關廟）即因弼衣潭（今大潭埤）水利之便，成為全

台最早春耕的地方，「香洋春耨」因此成為邑治八景之一。乾隆16年（1751）巡台御史錢琦

還為此作了「香洋春耨」這首詩，鮮活的描述出本地因得水利灌溉之便，一片欣欣向榮的田園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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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聲聲布穀啼，岡山山北柳林西；杏花春雨紅千畝，蔗葉寒煙綠一犁。

水引石頭開短甽，笛橫牛背過前溪；屢豐不待秋來卜，多稼如雲望早迷。

台邑八景之一 ─香洋春耨

資料來源：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頁84~85，文建會，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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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乾隆末葉，不論是在新豐里、保大東里或崇德里，均有許多漢人在此耕作生活，形成

不少自然聚落。水的移動，牽動著人的移動，尤其是新豐里的聚落，多群聚在水利發達的外圍

地區。但此時本地聚落都屬庄，直至嘉慶年間才出現關帝廟街，關帝廟街位於台南與蕃薯寮的

往來要道上，嘉慶年間因歸仁北里舊社街發生漳泉械鬥，更凝聚了漳州人的向心力，另在關廟

自成為一個以漳州人為主的街市。關於漳泉械鬥這段典故，伊能嘉矩在明治30年（1897）10

月9日的《臺灣踏查日記》中有詳細敘述：

      午後二點，乘轎子從臺南城的大東門出去，目的地是蕃薯寮（高雄縣旗山鎮）。

通過蕃薯園，到達三日里處的關地廟街（台南縣關廟），投宿於設在廟內的關帝廟

辨務署。街市有一零三戶，二二九人，多半是漳州籍的移民。最初，距離關帝廟街

西方四十町處有舊社庄，在八十多年前設立一個市場，成為（新豐里）地方貨物集

散地，居民多半是泉州人。

      住在山村的漳州人來舊社庄做買賣的時候，泉州人都找他們的麻煩，甚至把漳

州人的貨物踢翻於地。於是新豐里全區的漳州人相議，自家人新設一個市場於現在

關帝廟的位置，這是七十年前的事，也因市場的創設而變成一個街市，叫做關帝廟街。

      此後隨著舊社街的衰微，關帝廟街日漸繁榮，成為新豐里一帶的貨物集散地，逐漸有店鋪

形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關廟地區的聚落仍不斷的在增加當中，唯多集中在地勢較平坦的外

新豐里，尤其是水源取得容易、灌溉發達的河流旁或陂塘附近，而保大東里和崇德里的聚落則

較分散。

      康熙23年（1683）台灣正式歸入清朝版圖，隸屬福建省管轄，台灣設一府三縣，改承天

府為台灣府，下轄台灣、鳳山和諸羅三縣，保大里再分為保大東里和保大西里，此時本區隸屬

台灣府台灣縣，自北而南，依次為保大東里、新豐里、以及崇德里三里的各一部分。自此到台

灣建省前，本區的行政區劃除崇德里於同治年間析分東西後，改隸崇德東里外，並無太大的變

動。

      同治初期，「莊」的名稱正式納入里保的行政層級下，據同治13年（1874）的《臺灣府

輿圖纂要》記載，清末新豐里、保大東里和崇德東里出現了三十一個莊名，如下表。

清末關廟地區聚落名稱

里    別 聚落名稱

新 豐 里 林仔邊、塗井莊、隙仔口、關帝廟、五甲莊、過墘仔北勢莊、四角廟、

東勢莊、松仔腳、香洋花園莊、新埔莊、草潭莊、大坵田山莊、

貢裏山南勢寮、咬狗溪、九芎林、深坑仔、馬椆莊、打鹿埔。

保大東里 埤仔頭、下山仔腳、下湖莊、湖仔內。

崇德東里 布袋尾、鱉穴仔、抬牛窩、猴洞莊、田中央、灣崎莊、糞箕湖。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三），頁91、92、96，臺灣文獻叢刊第181種。



     光緒13年（1887）台灣建省，全省擴增為三府一州十一縣四廳，本區在行政區劃上才又

出現了較大的改變，改隸台南府安平縣，里方面，除了先前的東西南北之分外，又多了內外之

分，此時本區範圍涵蓋外新豐里全部、保大東里和崇德西里（原隸屬崇德東里）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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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臺灣輿圖臺灣縣部分圖

資料來源：洪英盛編著，《畫說乾隆臺灣輿圖》，頁151，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

說        明：屬於本區部分有香洋仔庄（新豐里，今關廟地理中心所在），山仔腳、湖仔內（保大東里，今下湖

                   村），猴洞口（崇德里，今龜洞）。

進入穩定發展的日治時期
    日治初期關廟地區的聚落發展，大體上仍維持著清末時期的面貌，但隨著瘟疫、盜賊橫

行、械鬥的發生，以及開發腳步的加速，聚落產生些微的變化。據明治29年（1896）的《臺

灣事情一班》，此時本區出現的聚落土名有34個。 

     到了明治42年（1909），關廟地區分為三大區八大字三十四個土名聚落，由北而南依序

是保西區保東里，關帝廟區外新豐里和崇德區崇德西里。保西區保東里下轄埤仔頭庄和下湖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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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字，埤仔頭庄下有埤仔頭庄一個聚落；下湖庄下有下湖仔內庄和下山仔腳庄二個小聚落。

關帝廟區外新豐里下轄新埔庄、關帝廟街、五甲庄和深坑仔庄四個大字，新埔庄下有新埔庄、

嗊哩庄、咬狗溪庄、許厝湖庄、大坵田庄五個小聚落；關帝廟街下有關帝廟街、北勢庄、過坑

仔庄、山仔腳庄、隙仔口庄、田中央庄六個小聚落；五甲庄下有五甲庄、韮菜藔庄、四甲廟

庄、東勢庄、松仔腳庄、花園庄、土井仔庄、林仔邊庄八個小聚落；深坑仔庄下有深坑仔庄、

馬調新庄、打鹿洲庄、八甲藔庄四個小聚落。崇德區崇德西里下轄布袋尾庄和龜洞庄二個大

字，布袋尾庄下有鱉穴仔庄、布袋尾庄二個小聚落；龜洞庄下有刣牛窩庄、糞箕湖庄、田中央

庄、龜洞庄、灣崎庄、南溪庄六個小聚落。整個關廟地區的聚落在這段時間大約已完成了聚落

重組的過程。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台南地方行政組織有三大變革，八次顯著改制，尤其是日治初期

的1895年至1898年是台灣地方行政變動最頻繁的時期，關廟地區的行政區域隸屬由台南縣、

台南民政支部安平出張所、台南縣、再到台南廳關帝廟支廳，共歷經了七次變更，直至大正9

年（1920）的五州二廳時期確立之後，地方行政區劃才不再有大變動。

      大正9年（1920）9月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實行民政與警政分開政策，發布改

革地方制度，原有的廳－支廳－街庄社區－街庄社－土名的行政層級制度，改為州－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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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大字－小字的層級，並以文官代替警察充任各層級行政長官。全島改設為五州二廳，關廟

地區由台南廳進入台南州時代，隸屬台南州新豐郡關廟庄，下轄埤子頭、下湖、新埔、關廟、

五甲、深坑子、布袋尾及龜洞八大字。

另一創新局面的開始―國民政府時期
      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隨即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並任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政府全權接收台灣，重建政權。同年12月6日台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公布「台灣省縣政府及省轄市組織章程」，將日治時期的五州三廳十一州轄市改為八

縣九省轄市及二縣轄市，並將日治時期的郡改為區，庄改為鄉，街為鎮，分別設置鄉鎮公所，

鄉鎮以下廢保甲改設村里，實行地方自治。

      原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新豐郡關廟庄自此改稱台南縣新豐區關廟鄉，下轄埤頭、山腳（今下

湖）、嗊哩（今新光）、新埔、山西、北勢、關廟、香洋、南花、北花、松腳、東勢、五甲、

深坑、布袋、龜洞、田中等十七個村，關廟的發展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 

日治後期的關帝廟街。（新豐教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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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堡圖》。

日治初期(1904年)關廟地區聚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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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民國94年11月出版，台南縣關廟鄉行政區域圖。

關廟鄉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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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歷代行政區域變遷一覽表
年 代 隸 屬 之 行 政 區

明
鄭
時
期

永曆15年 
（1661）

東都
承天府

萬年縣

保大里       新豐里 崇德里

永曆18年 
（1664）

東寧
承天府

萬年州

保大里       新豐里 崇德里

清
領
時
期

康熙23年 
（1684）

福建省
台灣府

台灣縣

保大
東里

      新豐里 崇德里

光緒13年 
（1887）

台灣省
台南府

安平縣

保大
東里

      外新豐里 崇德西里

日
治
時
期

明治28年
（1895）

台南
民政支部

安平出張所

保大
東里

      外新豐里 崇德西里

明治34年
（1901）

台南廳
                 關帝廟支廳

車路墘
支廳

保東里       外新豐里 崇德西里

明治42年
（1909）

台南廳

關帝廟支廳

保西區
保東里

      關帝廟區
      外新豐里

崇德區
崇德西里

埤
仔
頭
庄

下
湖
庄

新
埔
庄

關
帝
廟
街

五
甲
庄

深
坑
仔
庄

布
袋
尾
庄

龜
洞
庄

大正9年
（1920）

台南州
新豐郡

關廟庄

埤
子
頭

下
湖

新
埔

關
廟

五
甲

深
坑
子

布
袋
尾

龜
洞

戰
後

民國35年
（1946）

台南縣
新豐區

關廟鄉

埤
子
頭
村

山
腳
村

新
埔
第
一
村

新
埔
第
二
村

關
廟
第
一
村

關
廟
第
二
村

關
廟
第
三
村

關
廟
第
四
村

五
甲
第
一
村

五
甲
第
二
村

五
甲
第
三
村

五
甲
第
四
村

五
甲
第
五
村

深
坑
子
村

布
袋
尾
村

龜
洞
第
一
村

龜
洞
第
二
村

民國37年
（1948） 台南縣

關廟鄉

埤
頭
村

下
湖
村

新
埔
村

嗊
哩
村

關
廟
村

山
西
村

香
洋
村

北
勢
村

五
甲
村

東
勢
村

松
腳
村

南
花
村

北
花
村

深
坑
村

布
袋
村

田
中
村

龜
洞
村

資料來源：1. 李僊錦，《關廟地區開發的歷史變遷》，頁4，國立台南大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年。 

                   2. 關廟戶政事務所

說       明：1. 日治時期的下湖庄，戰後更名為山腳村，因與鄰近的新化鎮山腳里易生混淆，遂再改回下湖。                   

                   2. 民國39年廢除新豐區。

                   3. 新光村原名嗊哩村，於民國46年（1958）9月1日改名，因村民鑑於嗊哩的閩南諧音不雅，極欲更

                       改地名，適逢當局正在推展「農村電氣化」，民國46年電力架設完成，村內一片光明，為紀念

                       這個新時代的來臨，遂改名為「新光村」。



戰後本鄉歷年人口資料

年度別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總人口數

35年 2741 8542 8369 16903

36年 2878 8688 8521 17209

37年 2951 9081 8844 17925

38年 3037 9281 9029 18310

39年 3102 9721 9453 19174

40年 3167 10078 9771 19849 

41年 3242 10403 10087 20490 

42年 3302 10706 10353 21059 

43年 3362 11074 10615 21689 

44年 3473 11296 10939 22235 

45年 3583 11710 11328 23038 

46年 3653 11987 11681 23668 

47年 3734 12156 12004 24160 

48年 3805 12643 12322 24965 

49年 3907 12989 12554 25543 

50年 3991 13451 12960 26411 

51年 4060 13607 13103 26710 

52年 4100 13792 13306 27098 

53年 4205 14106 13410 27516 

54年 4229 14350 13622 27972 

55年 4356 14754 13860 28614 

56年 4473 15042 14119 29161 

57年 4551 15348 14454 29802 

58年 4690 16253 14827 31080 

59年 4817 16579 15188 31767 

60年 4947 17100 15471 32571 

61年 5048 17138 15764 32902 

62年 5216 17516 16124 33640 

63年 5312 17722 16166 33888 

64年 5383 17930 16368 34298 

65年 5565 18192 16595 34787 

66年 5825 18463 16888 35351 

67年 6063 18807 17158 35965 

資料來源：關廟鄉戶政事務所提供

年度別 戶數
人口數

男性 女性 總人口數

68年 6303 19041 17508 36549 

69年 6577 19108 17550 36658 

70年 6793 19548 17983 37531 

71年 7018 19900 18185 38085 

72年 7262 20042 18226 38268 

73年 7417 20427 18519 38946 

74年 7612 20349 18642 38991 

75年 7829 20411 18764 39175 

76年 8039 20323 18706 39029 

77年 8220 20367 18578 38945 

78年 8433 20249 18580 38829 

79年 8637 20302 18685 38987 

80年 8786 20415 18755 39170 

81年 8959 20389 18822 39211 

82年 9024 20279 18776 39055 

83年 9175 20314 18813 39127 

84年 9393 20461 18847 39308 

85年 9563 20473 18775 39248 

86年 9747 20381 18777 39158 

87年 9894 20278 18622 38900

88年 9996 20233 18558 38791 

89年 10047 20147 18471 38618 

90年 10108 20005 18381 38386 

91年 10224 20020 18328 38348 

92年 10293 19919 18181 38100 

93年 10386 19751 18131 37882 

94年 10398 19549 17982 37531 

95年 10423 19422 17885 37307 

96年 10511 19273 17763 37036

97年 10452 19082 17633 36715

98年 10631 18898 17482 36380

99年 10687 18723 17386 36109

（統計至民國99年8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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