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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山上區位於臺灣臺南市中央偏南，北臨大內區，東鄰玉井區，西鄰善化區、

新市區，南接新化區、左鎮區，面積約 27.8780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7 里、84 鄰，

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定，進行里鄰編組之檢討。

106 年 11 月 10 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及公告，全區維持 7 里不變、84 鄰調整為 64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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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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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21 日 召開106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1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8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14 日 召開106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2次研商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 

106 年 06 月 26 日 研議里鄰調整規劃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26 日 召開106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3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13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本市 37 區里鄰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五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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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  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0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整編分階段生效日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1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向臺南市議會簡報「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報告」 

市政府 106 年 11 月 1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公告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1 日 
該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各區逐戶發放市民

須知 

區公所 107 年 01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公告實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區公所 107 年 04 月 19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名稱變更作業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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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明和里 明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6 

南洲里 南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8 

山上里 山上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11 

新莊里 新莊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14 

玉峯里 玉峯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17 

平陽里 平陽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19 

豐德里 豐德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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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明和里（Ming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明和里共 735 戶，門牌數共 541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明和里共 23 鄰，調整後明和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明和里東以曾文溪與大內區石湖里、石城里、內江里相鄰，南與山上里、南

洲里相鄰，西與新市區大社里及善化區嘉南里相鄰，北與善化區嘉北里相鄰。 

明和里原為曾文溪（曰菜寮溪）所沖積出的沙洲地，越往東側曾文溪畔，地勢

越低窪，而往北沙洲地上，稱溪洲，多種植西瓜，無人居住，位處南洲里的西北

邊。 

明和里舊稱苦瓜寮，源自日據時代明治至大正年間，庄民許頭先人，自北港朝

天宮請回現朝天宮天上聖母二媽香火回來供奉膜拜，並提供自有土地作為廟產，

為紀念許頭的善心，取台語發音「許」為「苦」，又因當地居民大多務農，尤其

以種植苦瓜最為甚多，故取名為「苦瓜寮」。後因傳統習俗，神明出巡降伏妖魔

鬼怪，取其「日月明為天地」的意思，最終更名為「明和」沿用至今。明和里苦

瓜寮朝天宮奉祀有鎮殿媽、聖母大媽、二媽、三媽等神尊，神威顯赫、香火興旺，

是本庄庄之民信仰中心。山上教會於 1956 年 11 月 19 日創立。由新市教會（母

會）分支出來的教會，以幫助弱勢團體為主要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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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和里照片集錦 

  
朝天宮 入口意象 

  
明和里活動中心 山上教會 

  
田家古厝 土地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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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洲里（Nanz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洲里共 644 戶，門牌數共 475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南洲里共 20 鄰，調整後南洲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洲里位於山上區的西北位置，東方為山上里、北方接明和里、南方接新莊

里、西方與新市區大社里、潭頂里相接。 

昔日南洲里（舊名南洲庄）是菜寮溪流域一片沙洲，後來溪水沖破牛稠埔坡

溝，直接流入曾文溪，因此農民將沙洲開墾做耕地，並建草寮，日久成村落，謂

「南洲庄」。昔日南洲里包括兩大聚落「南勢洲」及「磚仔井」，「南勢洲」是舊

地名，原本是菜寮溪流域的沙洲地，後來因為菜寮溪改道而變成新耕地。 

為響應低碳永續及綠美化的措施，分別於本里玉二段 339 號及 340－1 號，

設置 2 處「花園城市」空間，並由公所認養維護，供民眾休憩使用。 

南洲開靈宮於乾隆 29 年（1764）建廟，並訂於 06 月 15 日為其聖誕、舉行

祭典。後歷經咸豐 3 年（1853）、光緒 7 年（1881）修建廟宇。南洲開靈宮又稱

南勢洲開靈宮，主祀樹德尊王（樹王公），也就是廟後的雨蘭松（阿勃勒）。該廟

屬於樹神信仰的廟宇，而且可能是臺南唯一一座以阿勃勒為神明的廟宇，但廟方

的沿革匾則認為樹德尊王原名杜冠明，乃漢平帝之臣，因王莽之故在樹下自縊殉

國，後來東漢光武帝復國後，敕封為「九天提督樹德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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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洲里（Nanzhou Village） 

周家古厝，200 多年前曾是南洲發源地，翻建後距今屋齡近 77 年之久，但從

最早的建築開始則無法考究其正確年代，目前只能推算從清朝道光年間就已存

在。古厝的許多部件是由清朝留至今，門口左側有超過百年的大水缸，屋內則存

有清朝時代的山水壁畫，以及家具。山上圖書館，乃臺灣省政府主席邱創煥先生

所提倡。旨在弘揚傳統民族文化，充實民眾生活內涵，培養讀書風氣，本圖書館

自民國 76 年秋，即著手籌建，並積極展開各項規劃工作；所需用地經鄉衛生所

之同意，由鄉公所購地百坪交換使用，始得以在衛生所原址興建本館。南洲里農

民教育活動中心，現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同時也時常舉辦老人文康活動及中低

收入戶老人送餐服務。設備方面有健身器材、伴唱機及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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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洲里照片集錦 

  
「花園城市」玉二段 339 號 「花園城市」玉二段 340－1 號 

  
南洲開靈宮 周家古厝 

  
山上圖書館 南洲里農民教育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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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里（Shansh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山上里共 398 戶，門牌數共 283 個。屬交

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因山上里位於都市計畫區，加上目前該里興建房屋多達百戶，部分已完工，且里

內大多數土地均為建地，目前建商規劃數筆土地開發案，且配合臺南原水道博物

館開幕、山上苗圃開放，發展淺潛能高，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山

上里共 15 鄰，調整後山上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山上里東和南與新莊里接壤，西與明和里、南洲里接壤，北接大內區內江里。 

「山上」昔時由曾文溪沖積成洲，故附近村落有南勢洲（今之南洲村）、北

勢洲之稱，山上地區乃明末時期，始由鄭成功部將余士龍為了養軍，並開墾荒地、

率兵屯駐後，經年累月人口漸漸繁殖，移住成村。山上區原是平埔族西拉雅族新

港社的遷徙地之一，因其位於曾文溪河階地上，自低處向上望，似乎像是座落於

小山上的聚落，故有「山仔頂」之稱呼，至日人據台後沿用「山仔頂」之名，及

至民國 99 年 10 月 01 日地方改制，即改為山上庄。 

原臺南水道是臺灣的文化資產之一(2002 年 11 月指定爲臺南所屬的縣定古

蹟。2005 年 09 月 29 日經内政部公告爲國定古蹟)，為日治時期日本人於大正元

年（1912）基於當時臺南市街之飲水需求所設置，可供應約 10 萬人需求的現代

化自來水基礎建設，對臺南地區之經濟發展亦有相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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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里（Shanshang Village） 

林雹古厝，無錢落仔雹，有錢雹叔公仔是流傳山仔頂的俗諺，訴說林雹（1804

－1883）的一生傳奇。林雹本是赤貧戶，因代麻豆富豪經營糖廍而致富，林宅門

楣氣窗木格嵌著「林」字，正廳為傳統的中式風格，廂房是西洋式的桁架，大廳

雕梁畫棟，可見設計之講究；山仔頂公園以前是一片墓地，現產權屬山上天后宮，

也是一處遠眺風景的好去處，常有地方人士來涼亭下棋聊天，天氣好時可欣賞曾

文溪畔的玉峰攔河堰；山上天后宮，主祀「玉二聖母的山上天后宮」。由於本地

民情樸素，樂觀進取，又執守文化禮制，傳統的民間信仰，成為居民心靈上最主

要之慰藉與支柱，加上敬天祀神又是我國綿亙古今，永續不息的基本觀念，是以

自先民入墾此地關始，在披荊斬棘，艱苦奮鬥的過程中，對於護衛他們來臺的故

鄉神明之敬仰始終不移，這也就成了早期臺灣移民的主要模式。財團法人台南市

私立聖功社會福利善事業基金會進駐山上里農民教育活動中心辦理山上日間照

顧中心的服務，實屬里民的一大福祉。天主堂是西班牙人早期到臺南傳教時所設，

結合中西式建築風格，教徒曾有 2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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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里照片集錦 

  
原臺南水道 林雹古厝 

  
山仔頂公園 山上天后宮 

  
山上里農民教育活動中心 山上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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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里（Xinzh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莊里共 371 戶，門牌數共 271 個，屬交

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莊里共 9 鄰，調整後新莊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新莊里東以菜寮溪與玉峰里、平陽里相鄰，南隔馬鞍山與豐德里相接，西與

新市區潭頂里相鄰，北與南洲里、山上里相鄰。 

新莊里由「新庄」和「大庄」兩大庄合組而成；早年另有「番仔山」廢庄。

「新庄」係因逃避大水而由「中崙」入墾此地而新建的庄頭。「大庄」係清初征

臺將軍施琅麾下部將余化龍駐屯之地，故初稱「將軍庄」；之後庄內出過秀才改

稱「秀才庄」；其後庄大人多，相傳有「千外火鼎」，遂再改名為「大庄」。 

新莊有一棟歷史悠久的傅家古厝，佔地約 1 甲 3 分多。1972 年傅氏族人登記

傅氏古厝為祭祀公業，並經縣政府於民國 61 年 12 月 08 日，南府民行 11313 號

公告在案。古厝建築極具特色，一眼望之，即知當初應是高官顯赫之家族。傅家

至今（2016）已近 40 代，因開枝散葉，宗親人口眾多，紛紛外移別處居住。淨

水池：原臺南水道是臺灣的文化資產之一，分為「水源地」與「淨水池」兩大區

域。「淨水池」外觀由天然石塊與仿石塊兩種組合而成，形制固若。淨水池內有

臺灣葉鼻蝠棲息，為臺灣特有種，夜行性，因鼻部特化為葉狀被稱為「葉鼻蝠」。

玫瑰花園，為日本皇太子手種老樹數十株。將來玫瑰花園將有 7,000 株的玫瑰將

迎接未來的觀光。福緣宮，余府千歲為清朝大將施琅將軍之麾下，本名余化龍，

康熙中葉隨清軍駐紮此地，造福地方，其功甚偉，其逝世後，英靈猶護衛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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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里（Xinzhuang Village） 

鄉民為感念，乃於乾隆年間籌資建廟供奉。咸豐元年廟毀於兵燹，咸豐 3 年重建，

後經光緒元年（1875）、光緒 30 年重修，昭和 7 年（1932）遷址重建，民國 53

年廟宇毀於地震，民國 56 年由地方耆老倡議重建，民國 83 年余府千歲降壇，指

示廟向攸關庄運興替，遂由庄民共議拆廟重建，84 年竣工成今廟。廣濟宮，廣濟

宮又稱龍虎宮臺南興濟宮保生大帝駕臨本地，庄民雕塑神像宮奉於本地曾文溪

畔，民國 19 年保生大帝託夢，信眾遵其旨意遷於現址，今廟於民國 73 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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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里照片集錦 

  
傅家古厝 淨水池 

  
蝙蝠洞 玫瑰花園 

  
福緣宮 廣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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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峯里（Yuf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玉峯里共 240 戶，門牌數共 129 個。屬交

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維持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位於山上區的東南位置，東方為玉井區望明里及層林里、北方與大內區內江

里、內郭里、曲溪里、二溪里相鄰、南方接平陽里和左鎮區榮和里、西方隔菜寮

溪與新莊里相接。 

玉峯里於山上鄉戰後設村，和「蚵壳潭」及其附近的「牛稠埔」、「中坑仔」

和「埔姜坑」等小庄為一村，以此地帶群峰疊翠、清朗如玉而命為「玉峯村」。

本里分別於福德正神廟後方及中坑部落設置綠美化環境，以響應低碳永續及綠美

化的措施，提供民眾觀賞、休憩使用。山上區玉峯里牛稠埔有一座蘭科植物園，

由蘭花教父－吳明坤夫婦所創立，原本致力於蘭花種苗改良產業的夫妻倆，幾年

下來發覺，蘭花這麼美的植物，應該給更多的人來認識傳承，感受蘭花的魅力，

於是創立了「蘭科植物園」。明德外役監獄屬開放式矯正處遇機構，不但極富人

性化的「教育刑」，多元化處遇，扮演著收容人回歸社會前，類似「中途之家」

的角色，同時「明德雞」也頗具盛名。玉峯里活動中心，平日為里民休閒時聚集

的場所，1 樓有伴唱機設備、健身器材等娛樂設施；2 樓為里辦公處。圓慈禪寺，

創立年代為 1988 年，主祀神明為釋迦牟尼佛。 

  



 

22-18 

 

 
  玉峯里照片集錦 

  
中坑部落綠美化 蘭科植物園 

  
明德外役監獄 清水寺 

  
玉峯里活動中心 圓慈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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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陽里（Pingy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平陽里共 155 戶，門牌數共 89 個。屬交通

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因平陽里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高低起伏落差大，且緊鄰菜寮溪，易氾濫成災，

平陽大橋則逢雨易淹、交通中斷，屬災害潛勢區里，故里無須調整。調整前 5 鄰，

調整後 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和北與玉峯里接壤，西與新莊里、豐德里接壤，南與左鎮區光和里及榮和

里接壤。 

平陽里民風純樸、典型農村社區，位於丘陵地帶，有豐富竹木景象、風情景

緻甚佳。昔日平陽里為山上鄉戰後設村，原屬左鎮鄉光和村轄域的「石子崎」和

「卓猴」劃入此鄉，並合設一村，命為平陽村，「平陽」村名是「石子崎」汪姓

的郡號。 

為響應低碳永續及綠美化的措施，本里己設置 4 處「巧布點公園」供民眾休

憩使用。這些公園都是黃滄江理事長為綠美化社區環境自己設計景觀、選擇要栽

種的植物，並與社區環保志工一起合力動手打造完成。而里內的平陽大橋位於石

子崎南 184 線道，橫跨於菜寮溪，是通往玉峰的主要橋梁。此平陽橋改建工程自

2012 年 06 月 18 日動工，2013 年 06 月竣工，平陽橋為當地運輸農產品到外面銷

售的重要道路，因為水患問題，市府投入經費改建平陽大橋，讓道路能雙向通車，

橋面增高，解決山上區淹水的問題。汪家古厝為以前汪姓員外的家，經濟來源為

種植甘蔗，在以前是大事業，但汪家古厝的三合院有建造這個門，為有錢人的象

徵。神農大廟，原稱媽祖廟，奉祀天上聖母、福德正神，創始年代據日人寺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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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里（Pingyang Village） 

鑑，係康熙 15 年，歷代屢有修繕，同治年間迎請神農大帝之香火到本村，後雕

金身供奉為主神，自此更名為「神農廟」。平陽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99 年 09 月整

修整修完畢，為當地居民平日休閒的好場所。設施包含：伴唱機設備、健身器材

等多項娛樂設施。里內百年古井，105 年地震時，臺南災情慘重，許多地方斷水

斷電，包括平陽里也不例外，停水時全村人就是依靠這口井，此井已經有百年的

歷史，會自動填滿水，乾淨清澈，可供全村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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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陽里照片集錦 

  
巧佈點公園 平陽大橋 

  
汪家古厝 神農大廟 

  
平陽里活動中心 百年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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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德里（Fengd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豐德里共 151 戶，門牌數共 89 個。屬交通

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然該里為平埔族生活習俗及宗教信仰地區具有保存價值，且為森霸發電廠所在

里，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成前 4 鄰，調整後 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豐德里位於山上區的西南位置，東方為平陽里，北方與新莊里相鄰，南方接

左鎮區光和里，西方隔那潭頂溪與新化區𦰡拔里和新市區潭頂里相接。 

豐德社區舊稱隙仔口，早期幾乎荒煙漫草人跡罕至，先民應是由平地(安平

台窩灣社或赤崁社，遷至新港溪，在溯新港溪，即今鹽水溪上游)移居至此，其

原因很多，如洪水、地震、瘟疫等天災及人禍包括戰爭，隙仔口有小山，有平地，

亦有水源，野生動物很多，尤其台灣特有的水鹿更是隨處可見。 

豐德設施由於地質、地理位置特殊，從日治時期起即設置許多重要公共設施，

包括：變電所、中油儲油槽、森霸發電廠等，可見其位置、地質之重要性。為建

立里民資源分類及回收的概念與習慣，於 105 年設置資源回收站，由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補助，郭政郎理事長提供土地。豐德太子廟主祀中壇元帥，副祀玄天

上帝，興建於清乾隆 11 年，廟後有棵樹冠幅員廣闊的百年古榕，一株二幹實形

如龜狀蔚為奇觀。井田三子廟拜韓國人又拜金雞母，相當罕見，相傳是 200 多年

前來臺經商的韓國人被殺害，埋在「金雞母穴」，得道後托夢給地方人士，經由

當地信仰中心太子爺同意，在當地建廟並取名「路伯公祖」，保佑往來行車平安。

豐德里中山堂為當地居民平日休閒的好場所，設施包含伴唱機設備、健身器材等

多項娛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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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德里照片集錦 

  
豐德變電所 森霸發電廠 

  
資源回收站 豐德太子廟 

  
井田三子廟 豐德里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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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山上區 明和里 田財益 山上區 玉峯里 陳啟瑞 

山上區 南洲里 李振家 山上區 平陽里 黃滄江 

山上區 山上里 郭文仁 山上區 豐德里 李明良 

山上區 新莊里 黃羿穎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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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所有給予本區里鄰整編指導及關心的議員、里長、鄰長、地方賢達與

市民朋友 

策劃召集／余基吉 

執行團隊／臺南市山上區公所、臺南市新化戶政事務所（山上辦公處） 

執行編輯／曹明傑、田塘圳、陳柏豪 

編審人員／柯佳雯、方俊翰、李金源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山上區公所全球資訊網之區及各里簡介及里鄰長口述等撰寫

而成。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