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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金砂里花旗木步道搭配昔日糖鐵軌道栽植，每年3月花季為臺南代表性的賞花景點之一。 

 

 

金砂里是西港區最北的村庄，西鄰麻豆區，以北和佳里區相接，日治時期

隸屬西港庄大字下宅子，成堆的金黃色砂丘是里內以前最為獨特的地理景觀，因

此光復後設村就取名「金砂村」，臺南縣市合併後更名為金砂里。西港區 12

里中人數最少的村庄便是此里，在 94年 4月份的人口統計中只有1008人，是一個

小而美的典型農庄。 

金砂里以前一片金黃的「砂丘」地貌今天已經看不太到了，砂丘的由來和

舊曾文溪的改道密切相關。舊曾文溪曾流經此地，以前稱作灣裡溪，溪流經過

檨仔林，繞後營到佳里區子龍廟，然後穿過本里的西北緣。清道光 3 年，曾文



溪改道，灣裡溪的河道失去水源逐漸淤塞，因此溪床裸露，再經過東北季風的

吹襲，於是在金砂里境內屯積成砂丘，從新寮一直延伸到砂凹仔、中社、施寮，形

成在西港區內特有的砂丘地形。 

老村長謝登祥回憶：「小時候上學經過砂丘，學生都赤腳，大太陽下過砂

丘需要用書包墊著，免得燙傷！」一句話道出昔日金砂的地貌景象，以及早年

庄民困苦而堅毅的生活。 

 

 

 

 

 

 

目前金砂里內共有砂凹仔、中社仔、下宅仔、施寮仔、新寮仔、學甲寮仔

六個庄頭。 

 

 

庄廟金安宮石碑上記載，此地在清朝時代稱作潭底： 

 

「只見良田百畝，綠野無垠，道光三年風嘯奇蹟，屯山奇形，判為龍之穴，吉

壤之上，命為砂凹。」 

那時候從水圳到新寮，都被白沙所覆蓋，形成了一條長砂崙，走在沙上時

腳會陷入數寸，所以稱此地為「砂凹仔」或「凹仔底」。 



舊時冬天東北季風來臨時，常見風沙走石的景象，而在夏日高照的大白天，庄

人要出入庄頭，還得拿大樹葉踩地以免被砂子燙傷。光復後台糖搬運大量的沙

土到三股農場填地，因此砂丘已被夷平，現在只剩下庄南還有一丘。 

居民大約有 60 戶，是金砂里目前最大的聚落，庄人以來自佳里區的潭仔

墘的黃姓、蔡姓居多。 

 

 

 

圖：砂凹仔庄是金砂里的主要聚落 



 

 

位在中社南邊的庄頭，靠近後營地區，早期是施姓先民到此拓墾搭寮，所

以稱為「施寮仔」。本庄頭一開始是施姓的血緣聚落，後來因為附近謝厝寮仔

廢庄，部分的謝姓居民遷移在這裡，現在居民反而以謝姓為主。 

 

 

位在為施寮仔和砂凹仔中間的一個小庄頭，故稱為「中社仔」。一開

始由黃姓開墾，現在居民多雜姓。庄頭內還留有較明顯的砂丘，作為「金砂」

地名的歷史見證。 

 

 

位於學甲寮之南，因為相對位置在下方，稱為「下宅仔」。是佳里「番仔

寮」楊、程兩姓所開墾的庄頭。據說原本聚落位置在今天位置的西南方地勢較

高之處，稱為舊下宅仔，或稱「舊寮埔」，當時是規模頗大的庄頭，可以分為

舊寮東和舊寮西。大約在一百多年前遷至今天的下宅仔，遷庄原因傳說是因為東

邊有墓園，風水地理不好使得人畜不安。 

 

 

本來是溪埔地，為砂凹仔綿延砂丘的一部份，傳說當年飛砂成丘後才開始

有人居住。目前雜姓居多，部分是謝厝寮仔人與後營械鬥後搬到此處，也有從 



子龍廟後庄李姓居民、尤厝寮等搬搬遷到此地，也有人從七股頂山仔搬來，人

口日日增多，稱為「新寮仔」。 

庄頭東方有「神箭部隊」兵營，營房是推平砂丘後所建，當地早期砂丘人

稱作「望高寮」。 

 

 

先民由學甲移居此處開墾築寮而住，因此稱「學甲寮仔」。在日治時期由

今天學甲中社，為了承墾親戚土地的佃農來此搭寮居住，地主相傳是台南大地

主謝群我，此地曾是謝群我的大孫所分來的土地。目前居民以謝姓為主，另外

也有從舊下宅仔遷居而來的黃姓和陳姓居民。 

除了上面的庄頭之外，金砂村以前原本還有一個「謝厝寮仔」，位在下宅

仔東南方，大約在今天的台糖下宅仔農場處附近，日治時期因為一次瘟疫而散

庄了，據說以前是個規模頗大的聚落。謝厝寮仔庄民來自麻豆漳係謝厝寮，後

來與後營發生械鬥，失勢後庄人相繼遷出，並且把土地出售給謝群我。謝厝寮

仔今日已經廢庄，只留有一謝府將軍廟供人憑弔。 

節錄自珍藏西港第三卷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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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