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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關廟區位於臺南市南端，北臨新化區，東鄰龍崎區，西鄰歸仁區，南接高雄

市阿蓮區、田寮區，面積共 53.6413 平方公里，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

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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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里調整為 15 里、280 鄰調整為 209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關廟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合併前田中里及龜洞

里皆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區，戶數未達標準，故二里合併，合併後因南雄橋位

於通往高雄市阿蓮區主要橋梁，且兩里屬南雄派出所管轄及台 19 甲（南雄南路）

為兩里來往關廟市區及高雄市阿蓮區主要幹道，故以南雄里為新里名。早期時代

南花村和北花村原為一體，以往俗稱「花園仔」，兩里有共同信仰中心─上帝公

壇（主祀玄天上帝），且共同組成花園社區發展協會，依據戶數、門牌數、幅員

面積及里民民俗風情多方考量之下，以花園里為新里名。深坑里、布袋里、埤頭

里、下湖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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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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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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里 106 年 05 月 24 日 17 里里鄰調整第一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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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田中里 

龜洞里 

新埔里 

南花里 

下湖里 

106 年 06 月 16 日 
民政局協同公所及里長實地現勘人口聚集情

形 

深坑里 

布袋里 

埤頭里 

下湖里 

106 年 06 月 21 日 里界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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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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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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個案協

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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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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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 107 年 04 月 3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二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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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  位 日  期 摘  要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4 月 30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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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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里 關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7 

山西里 山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9 

香洋里 香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11 

北勢里 北勢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13 

新埔里 新埔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15 

新光里 新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17 

五甲里 五甲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19 

東勢里 東勢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21 

松腳里 松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23 

深坑里 深坑里；另與布袋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25 

布袋里 布袋里；另與深坑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27 

埤頭里 埤頭里；另與下湖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29 

下湖里 下湖里；另與埤頭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29-31 

花園里 南花里、北花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29-34 

南雄里 田中里、龜洞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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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關廟里（Guanm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關廟里共 819 戶，門牌數共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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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關廟里共 15 鄰，調整後關廟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關廟里東與香洋里為界，西以與歸仁區看東里為界，南與五甲里為界，北與

山西里為界。 

里內「隙仔口」位於廟街仔南邊的聚落，今民生街兩側，主要姓氏有王、汪、

何。關於地名由來有二，一為進入聚落前有一隙仔，居民來來往往皆須跨越此隙

仔，俗稱隙仔口；另一說為昔日庄南有一條溪，傍著山頭蜿蜒而流，形成一較低

的缺口，故名之。山西宮主祀關聖帝君，屬於「地方公廟」，是居民共同的信仰

中心，與歸仁區仁壽宮、歸仁區保西代天府，稱作臺灣府城東門城外三大廟，至

今香火綿延三百餘年。玄武殿創立於清乾隆 31 年，主祀玄天上帝，同祀中壇元

帥、康元帥和趙元帥，是山西宮的角頭廟之一，祭祀圈以舊聚落「隙仔口」的居

民為主。本里公共設施有關廟區戶政事務所、圖書館、關廟國民中學、消防分隊、

分駐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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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里照片集錦 

  
山西宮 關廟國民中學 

  
關廟區圖書館 消防局關廟分隊 

  
歸仁分局關廟分駐所及戶政事務所 玄武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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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里（Sh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山西里共 734 戶，門牌數共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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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山西里共 21 鄰，調整後山西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山西里北與下湖里為界，東與新埔里、北勢里、香洋里為界，西與歸仁區歸

仁里為界，南與關廟里為界。 

里內過坑仔是山西里的主要聚落之一，位在關廟國民小學北側、許縣溪南側

之間的低谷地帶。自明鄭時期開始，先民相繼由漳州龍溪、平和與泉州晉江渡海

來臺，定居於此，主要姓氏有李、蔡、黃，清領時期稱「過墘仔」。相傳當時先

民為取水方便，相偕沿溝而居，兩邊居民時相往來，久而久之，遂以「過坑仔」

稱之。里內玄武壇的金獅陣是由宋江陣蛻變而來，它與宋江陣最大的不同是宋江

陣以「頭旗」、「雙斧」領軍，而金獅陣則以「獅頭」帶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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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里照片集錦 

  

 
玄武壇 虎虎生風的金獅陣表演 

  
以藤牌為主要兵器的金獅陣 新豐教會 

  
台 19 甲線入口意象 金獅陣獅旦的扮相可愛又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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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洋里（Siangy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香洋里共 1,270 戶，門牌數共 1,38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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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香洋里共 30 鄰，調整後香洋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香洋里北與北勢里為界，東與花園里為界，西與山西里、關廟里為界，南與

五甲里、東勢里、松腳里為界。 

香洋里與關廟、山西、北勢、南花、松腳、東勢及五甲等七里為鄰，地理位

置居本區的心臟地帶，昔為廟街仔三村之一，日治時期隸屬關廟庄第三保，里名

源自於明鄭時期關廟地區已形成「小香洋民社」的漢人聚落，清乾隆時稱香洋仔

庄，故有香洋之稱。香洋舊地名「田中央仔」，來由為最早到香洋開發的祖先，

來到關廟看到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其中一塊田的中央蓋了小宅院，進而在此定居、

耕種，因此就以地形叫「田中央仔」。 

關廟夜市是關廟區唯一的晚上市集，想品嘗在地美食或購買民生用品者皆可

在夜市裡尋得。里內觀音寺的觀音佛祖神像乃清乾隆年間迎自高雄市內門區的觀

音亭與來自泉州鳳山寺廣澤尊王聖王公合祀，組成「聖王公會」。民國 84 年重建，

並經聖示易名為「觀音寺」。里內日治時期的西洋式街屋多集中在商業雲集的武

聖路，這些街屋均屬於巴洛克建築，特色是建築物外貌裝飾華美及雕琢精細，造

就出一種輕盈流暢的動態感，並廣泛而大量地應用「古典」元素，如柱子、圓頂、

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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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洋里照片集錦 

  
觀音寺 日治時期的西洋式街屋 

  
關廟夜市 盤根錯結、枝幹參天的古榕樹公 

  
紅磚造巴洛克式建築 九包五大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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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勢里（Bei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北勢里共 902 戶，門牌數共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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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北勢里共 24 鄰，調整後北勢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北勢里北與下湖里、新光里為界，東與花園里為界，西與新埔里、山西里為

界，南與香洋里為界。 

本里位於香洋里北邊，所以稱為北勢，在清領時期就以「北勢莊」出現，到

日治時期稱為「北勢庄」。地勢主要以平原為主，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從北而南橫

亙本里，平面道路則以現今成功路及仁愛路為最早出現的道路，是本里最繁華地

帶。代天府原稱「池府壇」或「王爺壇」，創建於日治時期大正 8 年，主祀池府

千歲，同祀有中壇元帥等，代天府金獅陣成立時間久遠，有別於其他廟宇獅陣，

為一半宋江一半獅陣，屬於黑面江獅，源自東勢獅陣，後來又向高雄市內門區獅

陣學習。本里地勢主要以平原為主，過許縣溪後，雖然有一些地形高低起伏小山

崙，但其坡度並不大，地勢也不高，整體而言還是以平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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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勢里照片集錦 

  
北勢溪橋 代天府 

  
金獅陣 獅陣的旗子「火」是顛倒的 

  
妙嚴寺 文小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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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埔里（Sinp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埔里共 368 戶，門牌數共 342 個，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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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屬於地勢低窪、偏僻及丘陵高低起伏地形，地形差異極大，曾遭遇嚴重水患，

若與他里合併，服務能量難以顧及全里，恐造成里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故

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埔里共 10 鄰，調整後新埔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埔里北邊與西邊與下湖里為界，東與北勢里為界，南與香洋里為界。 

許縣溪沿著北勢里、新埔里界進入本里，在新仁橋附近做一個 90 度轉彎，

從南北流向轉為東西流向，橫亙新埔里，把新埔里分為南北 2 個部分，南邊是大

部分里民居住的新埔本庄，北邊則是以田園為主的過溪厝及牛稠後的廣大農業

區。里內新埔代天府創建於清乾隆 10 年(西元 1754)，主祀池府和潭府千歲二尊

神明，同祀五府千歲、中壇元帥，新埔宋江陣成立約有百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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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埔里照片集錦 

  
代天府 佛祖壇 

  
蓮花池 活動中心彩繪 

  
偕老巷 新埔一街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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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里（Sing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光里共 296 戶，門牌數共 230 個，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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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里幅員廣大與他里距離較遠，服務管理實屬不易，加上本里地勢起伏極大，

野溪水溝複雜，老厝林立，風災水災地震侵襲時非常容易造成重大災情，故里未

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新光里共 15 鄰，調整後新光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光里北與新化區山腳里、龍崎區土崎里為界，東與龍崎區崎頂里為界，西

與北勢里、下湖里為界，南與花園里為界。 

新光里位處關廟區的東北方邊陲，丘陵中間陷落的盆地，先人築屋環鹽水溪

源頭而居；早在明鄭時期之前，曾經是西拉雅族新港社的舊墾地，原名嗊哩社(閩

南語讀音港閔社)，譯為「蚯蚓」或「蚯蚓之地」。「嗊哩」於民國 46 年改名，在

電力開通後安裝電燈，地方上到處大放光明，故定名為「新光」。一般寺廟、神

壇的門聯多與奉祀的神明有關，唯獨奉祀池府千歲與中壇元帥的許厝湖壇，其門

聯是以陳氏堂號「潁川」二字做為上、下聯的首字，乃因許厝湖壇現址在未設壇

之前，原為陳姓祖厝是此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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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里照片集錦 

  新光代天府 新光里活動中心 

  桂花巷 新光彩繪村 

  
嗊哩公園 草埤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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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甲里（Wu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五甲里共 1,101 戶，門牌數共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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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五甲里共 21 鄰，調整後五甲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五甲里北與香洋里為界，西與關廟里、歸仁區看東里為界，東與東勢里為界，

南與深坑里、歸仁區沙崙里為界。 

五甲里包含五甲、後壁厝、蔗埕、四甲、五甲尾、崎頭、大洲等聚落，里內

有竹籐業、螺絲機械、染織、磚窯、製紙、食品、製材、混凝土、塑膠、電鍍、

家具、貨運、烤漆、製麵等工廠林立，是本區的工業區。五甲壇本廟為福德爺與

馬使爺兩座祠合建，五甲壇傳統藝陣為特有畫臉宋江陣，於民國 97 年被登錄為

臺南縣縣定傳統藝術，並已列入國家文化資產保留，為五甲里文化保存最完整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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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甲里照片集錦 

  
五甲壇 五甲公園 

  
十聖壇 五甲公園 

  
長壽俱樂部 壇林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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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里（Dongshih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勢里共 1,133 戶，門牌數共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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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東勢里共 28 鄰，調整後東勢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東勢里北與松腳里接壤，東與龍崎區中坑里相鄰，南與深坑里接壤，西與五

甲里相鄰。 

關廟區地形南北長東西短，中正路由中穿過，東勢里正好位在中心地帶，里

內有東勢、韮菜寮仔、美國厝、山下、潭仔墘、山仔頂、窩坑仔、窩潭、大坵園、

柑仔園等舊地名，是位在松腳里南邊的集庄，早年因在關廟市街（廟街仔）的東

邊而得名，從早期 200 多戶人口，迅速擴增為現在 1000 多戶，大多方、楊兩姓，

另有黃、何等姓。里內方家古厝是列冊有名的老厝，約有 200 多年歷史，古厝內

目前尚見清乾隆 11 年的「德門積慶」、清光緒 18 年欽定一等第一名的「朝元」

及清乾隆 14 年的「一鄉善士」等 3 匾額，保存完整，可見當年功績。由於四甲

廟祭祀圈內的方家祖先得過功名，所以廟內福德正神得以配戴宰相帽，這是四甲

廟與其他廟宇不同的地方。代表東勢地方精神象徵就是金獅陣的威武，金獅陣人

數原需 24 人，然獅頭、獅尾加上預備人員，目前東勢里金獅陣人數共 50 幾人，

陣容堪稱龐大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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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勢里照片集錦 

  
清水祖師壇 清水祖師壇前古井 

  
方家古厝(舊厝) 方家古厝涼亭 

  
旺萊公園 東勢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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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腳里（Songj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松腳里共 674 戶，門牌數共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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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松腳里共 18 鄰，調整後松腳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松腳里北與花園里接壤，東與龍崎區中坑里相鄰，南以松安街與東勢里相壤，

西與東勢里、香洋里相壤。 

里內四維街中段可見一棵高聳 300 多年老榕樹是著名地標；以閩南語「松仔

腳」的發音，意為「榕樹下」。老樹位在「松腳村 41 號」前，庄人稱作「榕公」，

樹冠範圍曾達 20 平方公尺，是臺南縣府列管的珍貴老樹，松腳村人口從二百多

戶，逐漸增為現在六百多戶，庄內大多吳、歐、楊、蔡、李等姓。里內千佛山原

地名為香洋山，又叫大潭山。站立山上，可俯瞰關廟市景。里內大潭埤公園大潭

埤古名弼衣潭、白衣潭，明鄭時期即已開墾，為關廟最早開發之處，早年其充沛

之水源，使香洋(關廟古名)一帶，成為全省最早的春耕之地，清朝時大潭埤曾被

列入臺灣八大勝景之一，民國 88 年轉型為公園，新名「大潭埤旺萊公園」，將大

潭埤劃歸「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作一整體規畫，園內設置兒童遊戲區親水設施(夏

季開放免費戲水)、休閒區與槌球運動區、環湖步道賞湖及垂釣平臺，風景宜人

是休憩、運動、遊樂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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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腳里照片集錦 

  
聖母廟 榕樹下的守護 

  
千佛山菩提寺 五甲國民小學 

  
大潭埤旺萊公園 編織竹器特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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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坑里（Shenk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深坑里共 565 戶，門牌數共 571 個，布袋

里共 451 戶，門牌數共 438 個，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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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里面積廣大，鄰近本區五甲里及歸仁

區沙崙里，沙崙里市府已列入規劃建設，未來針對綠能科技研發中心、中研院南

部院區及大臺南會展中心再開發，有戶數成長的可能，故未予調整。里進行里界

調整，將布袋里調整前第 1 鄰 6 戶（7 個門牌)調整入深坑里第 10 鄰。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深坑里共 14 鄰、布袋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深坑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深坑里北與五甲里、東勢里相壤，東與龍崎區中坑里、楠坑里相壤，南與布

袋里相壤，西與歸仁區沙崙里相壤。 

深坑里由深坑里和布袋里（部分)整編而成。 

此地屬新化丘陵西麓，東側倚鄰龍崎區馬鞍山丘陵地帶，整體地勢稍微偏向

西南方傾斜，並且有深坑子溪流過是二仁溪上游支流之一，它發源於大潭埤與馬

鞍山，兩條支流各在本里北、南邊流過切割，因此在中間形成了一處較低的盆地，

以低下地勢的地形而得名的「深坑里」。里內山西宮建於清乾隆年間，日後有多

次增建整修，皆由各方集資捐獻，足見本廟作為深坑仔聚落信仰中心的地位。西

台慈惠堂與無極混元玄樞院共構一堂，整體格局前堂後院，皆採北方式建築，堂

宇華麗且佔地遼闊。北極殿主祀玄天上帝，目前三川門正入口懸掛「玉旨深坑村

北極殿」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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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坑里照片集錦 

  
深坑山西宮 北極殿 

  
西式圓拱式窗型 深坑國民小學 

  
西台慈惠堂 大頭嬸心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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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里（Bud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布袋里共 451 戶，門牌數共 438 個，深坑

里共 565 戶，門牌數共 571 個，皆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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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里地域面積廣闊，住戶居住分散，

考量救災及服務能量，里未予調整，里進行里界調整部分，布袋里第 1 鄰 6 戶（門

牌 7 個)調整至深坑里第 10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布袋里共 10 鄰，調整後布

袋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布袋里北與深坑里相壤，東與龍崎區楠坑里相壤，南與南雄里相鄰，西與歸

仁區大潭里相鄰。 

布袋里由布袋里（部分）整編而成。 

清領時期布袋屬崇德里布袋尾庄，前布袋尾保正建議下改為布袋村，里內聚

落由北而南為「打鹿洲」、「八甲寮」、「草埤」（頂草埤、下草埤）、「馬稠」、「灣

仔」、「布袋尾」舊地名。清水寺坐落布袋八甲寮，祭祀圈主要包括八甲寮、打鹿

洲、草埤三個聚落。三官府位處於布袋灣仔聚落，由包姓宗族與此地信徒們一起

集資建廟，於民國 90 年完成今日大觀。原為貧脊風沙漫天大坵地及高苓溪溪埔

地，之後經開發擁有 18 洞國際級標準高爾夫球場，有南部最佳球場的美稱。關

廟森林公園位於深坑里、布袋里，樹種多達十餘類，在台 19 甲線，遠遠看十分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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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里照片集錦 

  
清水寺 關廟森林公園 

  
高爾夫球場 三官府 

  布袋里活動中心 打鹿洲萬善公媽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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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頭里（Pit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埤頭里共 710 戶，門牌數共 882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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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進行里界調整部分，將埤頭里第 4 鄰 2 戶(4 個門牌)調整入下湖里第 3 鄰。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埤頭里共 14 鄰，調整後埤頭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埤頭里北與東與新化區山腳里相鄰，南與下湖里相壤，西與歸仁區媽廟里相

鄰。 

埤頭里由埤頭里（部分）整編而成。 

埤頭里位在關廟區境最北端，閩南語發音稱「埤仔頭」，則是先民開拓當時

的「灌溉源頭」。而在埤頭里東邊有一座占地約 10 多甲自然形成的深埤，稱為「埤

仔頭埤」，相對於下湖里茄苳湖興建時間則較晚，因此又稱為「新埤」。關帝廟鄰

保東派出所，採華南式三川脊，石獅咧嘴相對，鎮於殿前，抬頭望屋簷下則有「憨

番抬厝角」，造型鄉土頗具趣味。「虎山靶場」位在埤頭里東南邊，屬於臺南陸

軍砲兵學校訓練用地，因為附近有老虎俯臥形狀的山丘而得名，靶場面積廣闊，

範圍包含埤頭里、下湖里、新光里、新埔里、及新化區山腳里等數個村落，統稱

陸軍山。里內埤頭休閒景觀公園面積約 2.5 公頃，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埤仔頭關帝

廟，目前將管理維護交由關廟公所處理，堪稱第一處由神明行坡地保育的傳奇佳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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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頭里照片集錦 

  
保東國民小學 埤頭關帝廟 

  
新埤 埤頭下湖里聯合活動中心 

  
埤頭休閒景觀公園 埤頭宋江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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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湖里（Siah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下湖里共 180 戶，門牌數共 225 個，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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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因面積遼闊，考量救災及服務能量，里未予調整。里邊界調整部分，將埤頭里

第 4 鄰 2 戶調整入下湖里第 3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下湖里共 7 鄰、埤頭里（部

分)共 1 鄰，調整後下湖里共 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下湖里北與埤頭里相壤，東與新光里相壤，南與新埔里、山西里及歸仁區歸

仁里相鄰，西與歸仁區七甲里、八甲里相鄰。 

下湖里由下湖里和埤頭里（部分）整編而成。 

下湖里最早可溯及漢人來臺以前的西拉雅族新港社群生活地域，大約在明鄭

時期，就已經有漢人入墾，當時屬「承天府萬年縣保大里」範圍內。清領時期本

里改屬「福建省臺灣府臺灣縣保大東里」，一直到清代中葉以後，根據清同治 13

年（西元 1874）的《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已有「下山仔腳」、「下湖莊」、

「湖仔內」三個聚落。大正 9 年（西元 1920），本屬臺南州新豐郡關廟庄下湖大

字，下轄山子腳與下湖兩個聚落。民國 37 年前都還是以山腳村為名，為了與新

化區山腳里有更清楚的區別加上里內東南邊有茄苳湖，所以後來採用下湖作為里

名。里內包含下山仔腳（下湖）、牛長山等聚落，此地屬於新化丘陵的西麓，整

體地勢稍微偏向西南方傾斜，並且有一條鹽水溪流經本里西邊與南邊，是本里早

期的重要灌溉水源。里內下山仔腳（下湖）此處因位在牛長山西邊的山腳地帶，

所以稱為「山仔腳」後來為了與北邊新化鎮山腳里的山仔腳區別，又改稱「下山

仔腳」，又因為是下湖里的本庄，所以此地也稱「下湖」，現今約有一百多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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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湖里（Siahu Village） 

多陳、吳兩姓。里內茄苳湖位在下山仔腳東南方的埤潭，因湖畔有茄苳樹而得名，

屬於嘉南農田水利會所有，現今租人養魚、養鴨。牛長山位在茄苳湖北邊的小丘

陵，俗稱為牛頭場或牛場崎，近年來此處多種植鳳梨和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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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湖里照片集錦 

 

 

 
下湖關帝廟 關帝廟馬使爺 

  
茄苳湖埤 許縣溪畔 

  
陸軍山鳳梨田 濟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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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里（Huay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調整前北花里共 788 戶，門牌數共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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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

南花里共 517 戶，門牌數共 515 個，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

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由於兩里有一共同信仰中

心─上帝公壇(玄天上帝)及共同組成花園社區發展協會，依據戶數、門牌數、幅

員面積及兩里里民俗風情多方考量之下，整編為花園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北

花里共 20 鄰，南花里共 15 鄰，調整後花園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

施。 

花園里北與新光里、北勢里相壤，東與新光里、龍崎區崎頂里相鄰，南與松

腳里相壤，西與香洋里相鄰。 

花園里由北花里、南花里整編而成。 

早期南花里和北花里原為一體，原址約在現今香洋里「田中央仔」東邊一帶

的區域。花園地名之由來，是因為當地開發甚早，過去有一座紅花園而得名。另

有一說是指該地曾有戶富有人家興築花園得名。玄天上帝公壇為花園地區南花里

及北花里的共同信仰中心，一樓為活動中心，二樓是上帝公壇廟體，凡是有相關

活動、庄廟廟務，兩里居民也會一起共同行動、參與，繼續維持著往昔花園聚落

的整體性。 

原南花里位於香洋里東邊，以花園一街為界，以南稱為「南花里」，當地的

里民，以劉姓、吳姓、盧姓人口數為最多。目前南花里內，僅有劉姓家族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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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里（Huayuan Village） 

宗祠。 

原北花里以花園一街為界，以北稱為「北花里」，是關廟進入龍崎及高雄內

門等丘陵地區前的起始之處。境內以縣 182 縣道(中正路)為主要交通幹道，關廟

的土雞城崛起於民國 60 年代末期，當時藤業正處於巔峰狀態，來往接洽的客戶

多，北花里接近多山的龍崎區，土雞來源充裕，所以陸續在往龍崎沿途開設土雞

城。但自從民國 77 年藤原料無法進口後，人潮忽然驟減，榮景不再，但業者始

終堅持做最好吃的料理招待顧客，也希望能結合各觀光景點，規劃旅遊行程，再

造土雞城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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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里照片集錦 

  
玄天上帝公壇 花園蜈蚣陣 

  古井 松王公 

  轉運站 在縣 182 縣道往龍崎沿途的土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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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雄里（Nanxi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調整前田中里共 273 戶，門牌數共 236 個，

調整前龜洞里共 293 戶，門牌數共 288 戶，兩里皆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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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兩里屬南雄

派出所管轄且台 19 甲（南雄南路）為兩里來往關廟市區及高雄市阿蓮區主要幹

道，又南雄橋位於通往高雄市阿蓮區主要橋梁，且兩里學區相近，整編為南雄里。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田中里共 9 鄰，龜洞里共 8 鄰，兩里合併調整後南雄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南雄里北與布袋里、龍崎區楠坑里相鄰，東與高雄市田寮區西德里相鄰，南

與高雄市阿蓮區阿蓮里相鄰。 

南雄里由田中里、龜洞里整編而成。 

日治中期日人將「龜洞庄」及附近的聚落劃分為四保，傳統的「龜洞庄」因

人口超過一庄規模便將「龜洞庄」拆成 2 部分，一部分稱為「龜洞第一保」戰後

改設為「田中村」，而另一部分稱為「龜洞第二保」戰後改設為「龜洞村」，龜洞

里及田中里里界線不明顯，「龜洞庄」庄民生活習慣上經常出入的庄廟福安堂、

崇和國民小學、派出所等地皆位於田中里轄區內。南雄橋位於關廟區最南邊。 

原田中里位於關廟區的東南端，屬新化丘陵的一部份，清代此地為崇德東里

的「田仔中央」，日治時代屬龜洞第一保，戰後沿用「田仔中央」之地名，與「彎

崎庄」、「坔溪庄」和「中旗崙仔」一帶合為一村，名為「田中村」。清乾隆末年，

官方遷來一群來自新港社的平埔族原住民在附近屯丁，迄今當地田中里的溫姓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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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雄里（Nanxiong Village） 

人多保有祭祀「太祖矸仔」的習慣，如有家人遷居外地，也會讓其帶走「太祖矸

仔」，並於每年祭拜換水，保留平埔族拜壼習俗。 

原龜洞里是關廟區最南邊的行政區域，「龜洞」在清初地名原稱為「猴洞」，

是位在二仁溪上溯至「羅漢門」入山處，屬新化丘陵南段西側，標高約 30 公尺，

是由平原地形入山的重要關卡。故在清領初期乾隆年間即有軍隊進駐，並有漢人

入墾成庄，經百多年的聚落發展，到了日治中期，「龜洞庄」已發展為一個大型

的「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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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雄里照片集錦 

  

南雄橋 福安堂 

  

 
南雄派出所 崇和國民小學 

  
田中里與龜洞里的分叉路口 庄內祀壺保存最原始的太祖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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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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區 關廟里 戴德和 關廟區 南花里 郭文郁 

關廟區 山西里 楊啓賢 關廟區 北花里 楊國眞 

關廟區 香洋里 盧添登 關廟區 深坑里 吳明哲 

關廟區 北勢里 郭水道 關廟區 布袋里 陳龍目 

關廟區 新埔里 張敬仁 關廟區 田中里 雙文傾 

關廟區 新光里 黃瑞池 關廟區 龜洞里 王澤源 

關廟區 五甲里 蔡明松 關廟區 埤頭里 許文進 

關廟區 東勢里 方耀南 關廟區 下湖里 陳照明 

關廟區 松腳里 李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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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珠 

執行團隊／臺南市關廟區公所、臺南市歸仁戶政事務所（關廟辦公處） 

執行編輯／凃秀惠、李燿州、梅兆平、戴熒怡、汪淑芬 

編審人員／洪寶宗、戴瑋志、陸珍華、林威良、周聰琦、林濬紳、黃全敏、

黃宗彬 

照片提供／關廟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關廟鄉公所出版之「濃濃關廟情、戀戀香洋風」、「17 里摺頁

簡介」及臺南市關廟區全球資訊網、山西宮簡介及里鄰長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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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