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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年   代 大    事    紀    要

1661 明永曆15年

‧鄭成功在青草崙外海投錨登陸臺灣。1設立承天府，劃臺灣為天興縣、萬年縣等2
縣，蕭壠社屬天興縣所轄。

‧黃姓先祖及漳州府詔安縣許侃德攜眷吳四娘隨鄭成功來臺，分別落籍蕭壠社的後

港東及後港西。泉州晉江縣24都龜湖鄉蘇振文隨鄭成功來臺，奉駐城仔內。

1684 清康熙23年
‧臺灣入清版圖，設臺灣府與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等1府3縣，蕭壠地區隸屬於

諸羅縣安定里所轄。

1721 清康熙60年 ‧發生朱一貴事件，安定里組義軍協助清廷平亂，蕭壠地區賜為「向忠里」。

1733 清雍正11年 ‧陳姓宗族1脈陳教入墾蚶寮山（今頂山）。

1741 清乾隆6年 ‧篤加港渡頭設置，由蕭壠社平埔族人設渡濟人。

1742 清乾隆7年 ‧福建省漳洲府龍溪縣28都劉瑞堡田中央陳光明、陳少老父子入墾頂潭。

1758 清乾隆23年 ‧10月，洲北場為洪水所毀，遷闢今大寮。

1786 清乾隆51年 ‧發生林爽文事件。

1788 清乾隆53年
‧8月，洲南場為洪水所毀，遷闢鹽埕地仔，形成大埕、看坪等聚落。
‧林爽文事件，安定里組義軍協助清廷平亂有功，改諸羅縣為嘉義縣。

1789 清乾隆54年 ‧後港庄、城仔內庄義首共13名協助清廷平亂有功，勒石以垂不朽。2 

1804 清嘉慶9年 ‧後港村港東天后宮創建。

1823 清道光3年

‧曾文溪改道，台江陸浮，本鄉大部分土地浮覆。

‧佳里港仔墘黃、王、謝3姓入墾樹仔脚；學甲中洲黃姓、漚汪西甲林姓、北門灰窯

港王姓、佳里興及北門三寮灣曾姓入墾七股寮。

‧洲南場為洪水所毀，遷往布袋。

1840 清道光20年
‧洪理、黃軍等16股首，將墾地劃分成七十二份，招佃開墾，乃七十二份（今竹橋
村）之由來。

1845 清道光25年 ‧6月洲北場為洪水所毀，遷往北門。

1846 清道光26年 ‧頂山仔36戶遷居下山仔寮（今龍山村）。

1852 清咸豐2年 ‧樹林村寶安宮、竹橋村慶善宮創建。

1871 清同治10年 ‧曾文溪第2次改道，經公地尾由鹿耳門入海。

1877 清光緒3年 ‧後港西唐安宮創建。

1878 清光緒4年
‧黃當、黃我、黃己3人合夥為股首，共同開闢淡水魚塭三股仔，三股地名因是得
名。

1880 清光緒6年
‧以北門鄉北槺榔陳姓為主，聯合蘇、林、黃、楊、吳、王等姓入墾北槺榔寮仔

（槺榔村）。

1886 清光緒12年
‧學甲中洲的陳貓、陳古、陳硯、陳碨、陳劍等所謂「中洲陳」和「樹仔脚黃」兩

姓合作開闢「二合魚塭」，後又取其諧音改為義合，遂成庄名。

【附錄】七股鄉大事紀 

1 張良澤高坂嘉玲共譯，《七股庄鄉土誌》（未出版，2010），頁25。
2 詳見何培夫，《南瀛古碑誌》，頁16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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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清光緒13年
‧青鯤鯓陳慶、陳晚，三股仔黃幸、黃通、黃待、黃和、黃格、黃朝、黃大目等9人
合資開闢九股仔淡水魚塭，九股（在今三股村轄區內）地名因是得名。

1892 清光緒18年
‧頂山村保興宮（今代天府）創建。

‧大埕村番仔塭隆明宮創建。

1894 清光緒20年 ‧清日甲午戰爭爆發。

1895 日明治28年

‧2月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澎割讓予日本。
‧6月17日宣布始政。日軍攻臺，走番仔反。
‧10月底日軍進入臺南城，臺灣民主國瓦解。
‧設置「公地尾警察官吏派出所」。

1899 日明治32年 ‧設置「上七股藔警察官吏派出所」。

1904 日明治37年
‧在公地尾設立「國姓港海關監視所」。

‧曾文溪第3次改道，以三股溪為主河道入海。

1905 日明治38年 ‧舉行臺灣全島戶口清查工作。

1906 日明治39年
‧1月15日建立戶口調查資料。
‧設置「七十二份警察官吏派出所」。

1907 日明治40年 ‧竹港村組「拍手唱」參加「西港仔香」遶境活動。

1908 日明治41年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興建由蕭壠庄通往大藔的會社專用鐵道（糖鐵五分車），方便

甘蔗的運輸。3 

1911 日明治44年
‧曾文溪第4次改道，由現在溪口入海。
‧篤加村文衡殿（公厝）創建。

1913 日大正2年
‧竹港村組「宋江陣」取代「拍手唱」參加「西港刈香」遶境活動。

‧看坪村下看坪境安宮創建。

1915 日大正4年

‧噍吧哖革命事件發生。

‧7月大東南颱風，七股庄災情慘重。
‧7月「蕭壠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今七股農會前身）創立。

‧10月21日竹橋陳振、城仔內張友達等噍吧哖革命事件義士於臺南監獄遭處決。4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興建了由塭仔內線大塭寮（西港鄉）經竹仔港、樹仔脚接

七十二份的五分車鐵道。

3 《臺灣總督府檔案》，〈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專用鐵道蕭壠大藔庄間道路踏切平面圖，踏切位置道路縱斷面

圖〉（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十五卷；舊冊號05082），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據與光復初
期檔案數位化計畫網站。

4 吳新榮等主修，《臺南縣志‧卷8》〈人物志〉，（新營：臺南縣政府，1980），頁33。
5 北門郡役所，《昭和11年北門郡概況》，（1936，台北：成文版，1985年影印本），頁8。
6 臺南州北門郡役所，《北門郡概況》（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2年），頁92。
7 原幹州，《臺灣地方自治法制自制要求運動》，（1932，台北：成文版，1999年影印本），頁137-156、

18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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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日大正8年 ‧陳哮邀集地方人士成立「竹橋吟社」。

1920 日大正9年
‧7月27日行政區域制度改變，臺灣劃分為5州2廳，地方改採街庄制，本鄉改稱為七
股庄，隸屬於臺南州北門郡，下分14大字。5第1任庄長邱改。

‧10月1日七股庄役場開設，6並成立庄協議會，作為庄長的諮詢機構。7 

1921 日大正10年
‧4月24日七股公學校設立；「樹子脚分離教室」設立。

‧庄長邱改成立「七股庄國語練習會」，並於10月28日臺灣神社祭日，在七股公學
校舉辦第1屆國語練習會。

1922 日大正11年
‧4月1日七股公學校「樹子脚分離教室」升格獨立為「七十二分公學校」；

「七十二分公學校」設立「土城子分離教室」。

‧9月16日後港陳風民設立「玉雲軒書房」。

1923 日大正12年
‧8月18日「七股庄青年會」創立。
‧南鯤鯓五王南巡，大拆「有應公廟」。

1924 日大正13年

‧9月，七股庄青年會分轄出七股青年會、七十二份青年會、土城仔青年會等3個分
會。

‧第2任庄長陳哮就任。
‧竹港村「宋江陣」改組為「金獅陣」繼續參加「西港仔香」遶境活動。

‧「公地尾警察官吏派出所」遷移至北門郡七股庄土城仔。

1925 日大正14年
‧10月31日「臺南州共榮會七股分會」成立。
‧大寮村龍安宮創建。

‧七十二份公學校校長陳雨水組織「七股庄處女會」。

1926 日昭和1年 ‧三股村龍德宮創建。

1928 日昭和3年
‧七股公學校成立「後港分教場」。

‧黃大賓創設樹仔脚寶安宮白鶴陣。

1930 日昭和5年

‧6月嘉南大圳通水，七股庄進行118甲餘鹽分地改良；七股地區成為3年輪作區。
‧7月5日嘉南水利會七股工作站成立。
‧8月1日臺灣總督府稅關七股監視署設立於公地尾。
‧設在公地尾的「國姓港海關監視所」裁撤。

‧「七股庄青年團」創設，設正、副團長各1人。

1932 日昭和7年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收購位於下山仔寮的玉成湖魚塭改種農作物。

1933 日昭和8年

‧第3任庄長黃大賓就任。
‧日本人開鑿「大塭寮大排」，流經七十二份、北槺寮仔、下義合仔，最後入公地

尾仔庄北，再向西北注入七股潟湖。

‧龍山村龍山宮創建。

1934 日昭和9年
‧農曆9月初6曾文溪水氾濫成災，魚塭為泥沙掩埋，魚塭廢耕，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開墾為種蔗農場。

8 盧嘉興，〈臺南縣鹽場史略〉，《輿地纂要》南瀛文獻叢刊2（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年），頁206-208。
9 臺南州北門郡役所，《北門郡概況》（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2年），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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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日昭和10年

‧7月24日七股公學校「後港分教場」獨立為「後港公學校」。七十二份公學校土城
仔分離教室獨立為「土城仔公學校」。

‧11月舉行第1次庄協議會員選舉。
‧「三合子部落振興會（愛國自治會）」成立。

‧西寮村西興宮創建。

‧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在下山仔寮西投資興建集中式鹽田363甲，稱為「七股臺鹽
區」。8

‧年底，曾文溪堤防完成，降低天災水患對七股地區聚落民眾的影響。

1936 日昭和11年
‧4月後港警察官吏派出所創立；廢除十份塭警察官吏派出所。
‧竹港村德安宮創建。

‧大寮、樹仔脚、大潭寮、沙崙脚設置報國自治振興會。9 

1937 日昭和12年
‧城內村文衡殿（公厝）興建。

‧七股、鹽埕地、中寮、篤加、西寮、頂山仔、後港東、後港西、城仔內、七十二

份、義合設置報國自治振興會。10 

1938 日昭和13年

‧4月1日原屬七股庄之土城仔、青草崙改隸曾文溪南之新豐郡安順庄所轄。
‧臺灣製鹽株式會社七股出張所設立於下山仔寮。

‧南日本製鹽株式會社於中寮、頂山、馬沙溝等地投資興建集中式鹽田1000公頃，
稱為「七股南鹽區」。11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在下山仔寮設置北門出張所七股分室事務所監視員與監視員補

詰所（今中鹽派出所前身）。

1939 日昭和14年

‧11月舉行第2次庄協議會員選舉。
‧第4任庄長鹽見一夫就任。
‧七股庄方面委員成立。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徵收位於三股仔東南、公地尾以北、北槺榔以西的看天塭羊仔

塭，並將開闢成種植甘蔗的三股農場及七股農場。

1940 日昭和15年 ‧176線道路闢建。

1941 日昭和16年 ‧第4任庄長細田喜作就任。

1943 日昭和18年
‧三股警察官吏派出所創立。

‧日本政府在臺灣實施6年制義務教育。

1945 民國34年
‧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臺灣50年又4個月的殖民統治。
‧10月陳哮官派代理庄長，至12月底。
‧溪南村寶龍宮創建。

1946 民國35年

‧1月1日黃乾官派代理鄉長。
‧1月20日七股、後港、竹橋等公學校分別改稱為第一、第二、第三國民學校。
‧4月戶政改隸七股鄉公所管轄，5月實施戶口清查工作。 
‧6月1日鄉民代表會成立，陳福春當選第1屆主席。
‧9月第三國民學校成立「三股分班」。
‧11月1日第1屆官選鄉長陳清汗就任。
‧11月1日辦理終戰後首次設籍登記工作。
‧杜粗等人開墾金德豐為鹹水魚塭。

10 臺南州北門郡役所，《北門郡概況》（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2年），頁28。
11 盧嘉興，〈臺南縣鹽場史略〉，《輿地纂要》南瀛文獻叢刊2（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年），頁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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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民國36年
‧2月12日第一、第二、第三國民學校分別改稱為七股、後港、竹橋國民學校。
‧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發生，震驚海內外。
‧南七股開發「美國塭仔」470甲。

1948 民國37年

‧6月1日第2屆代表會主席陳福春就任。
‧9月後港國小成立「篤加分班」；15日七股國小設立「中寮分教室」
‧10月28日七股國小設立「大寮分教室」。
‧11月1日第2屆官選鄉長陳清汗就任。

1949 民國38年

‧1月，七股鄉衛生所創立。
‧4月1日電信局七股辦事處設立。
‧玉成村玉龍宮創建。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全臺實施戒嚴；幣制改革，發行新臺幣，舊臺幣4萬元折合新
臺幣1元，新臺幣5元折合美金1元。

1950 民國39年
‧7月設置鹽警第1大隊部於大潭寮。
‧10月竹橋國小「三股分班」獨立為「三股國小」。
‧11月6日第3屆代表會主席陳福春就任。

1951 民國40年
‧8月1日第1屆民選鄉長陳清汗就任。
‧8月七股國小設立「下山分教室」。
‧七股村七股寮仔九龍宮、義合村頂義合仔保安宮創建。

1952 民國41年 ‧10月25日七十二份灌溉工作站成立。

1953 民國42年

‧1月6日第4屆代表會主席陳福春就任。
‧8月1日第2屆民選鄉長陳清汗就任。
‧8月七股國小「中寮分教室」獨立為「光復國小」。
‧實施「耕者有其田」及4年經建計畫。
‧黃秋鐘以私地與台糖交換土地興建玉成村「新市場」。

‧義合村下義合仔保興宮創建。

1955 民國44年 ‧6月1日第5屆代表會主席陳松茂、副主席張江山就任。

1956 民國45年
‧8月1日第3屆民選鄉長陳清汗就任。
‧10月28日七股郵政代辦所成立，隸屬於佳里郵局。

1958 民國47年 ‧6月1日第6屆代表會主席陳松茂、副主席張江山就任。

1959 民國48年 ‧8月後港國小「篤加分校」獨立為「篤加國小」。

1960 民國49年
‧1月15日第4屆民選鄉長陳槐卿就任。
‧8月1日七股國小「下山分教室」升為「龍山分校」；後港國小「頂山分校」獨立
為「頂山國小」。

1961 民國50年

‧6月1日第7屆代表會主席陳宗寶，副主席張江山就任。
‧8月1日七股國小「龍山分校」獨立為「龍山國小」。
‧9月竹橋國小成立「樹林分校」。
‧黃秋鐘與親友共12股合夥創建七股戲院於玉成村新市場。
‧三股國小設立「十份分校」。

‧槺榔村玉安宮、十份村金德豐正王府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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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民國51年

‧5月私立昭明初級中學創立，公所提供2甲餘地促成。
‧番仔塭遺址由江家錦、江金培等人發現。

‧北七股小型零售市場開設於台潭。

‧大潭村頂潭永安宮創建。

1963 民國52年
‧番仔塭遺址命名，並出土貝塚。

‧大潭村謝仔寮寶佛堂、十份村五塊寮仔聖護宮創建。

‧海埔新生地1350公頃鹹水魚塭開發成功。

1964 民國53年

‧4月第5屆鄉長黃大欉就任。
‧6月1日第8屆代表會主席陳宗寶、副主席陳本田就任。
‧三股國小「十份分校」獨立為「建功國小」。

‧大潭村台潭龍安宮創建。

‧下山村更名為龍山村。

1965 民國54年 ‧七股鄉農會三股辦事處設立。

1966 民國55年 ‧大潭村西爿楊仔祐王宮、大埕村三合仔佛龍宮創建。

1968 民國57年

‧4月1日第6屆鄉長張栽就任。
‧6月1日第9屆代表會主席陳宗寶、副主席蘇文昶就任。
‧8月1日後港國民中學創設。
‧實施延長9年國民義務教育。

1969 民國58年
‧5月七股電信局設立。
‧7月1日七股鄉戶政事務所成立。
‧9月七股郵局成立，全銜「交通部佳里郵局第3支局」。

1970 民國59年

‧8月1日七股國小「大寮分教室」獨立為「大文國小」；竹橋國小「樹林分班」獨
立為「樹林國小」；後港國中成立「竹橋分部」。

‧七股鄉民代表會大樓興建落成啟用。

‧永吉村公地尾仔吉安宮創建。

1971 民國60年
‧七股戲院結束營業。

‧城仔內水師寮仔天南宮創建。

1972 民國61年 ‧後港國中「竹橋分部」獨立為「竹橋國中」。

1973 民國62年
‧4月1日第7屆鄉長王福森就任。
‧11月1日第10屆代表會主席陳進四、副主席邱土城就任。

1975 民國64年 ‧9月24日賽洛瑪颱風襲台，各地災情慘重。

1976 民國65年
‧4月「南縣區漁會」七股辦事處成立。
‧10月1日臺灣電力公司三股辦事處成立。
‧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遷移至本鄉三股村現址。

1977 民國66年 ‧12月30日第8屆鄉長王福森就任。

1978 民國67年

‧3月鄉公所新辦公大樓落成啟用。
‧8月1日第11屆代表會主席王龍雄、副主席黃安心就任。
‧港東村、港西村合併為後港村；台潭村、頂潭村合併為大潭村。

‧中寮村天后宮、玉成村南千宮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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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年   代 大    事    紀    要

1979 民國68年 ‧國姓大橋開通典禮。

1981 民國70年
‧城仔內枰棒圖書館創設。

‧塩埕村台區南聖宮創建。

1982 民國71年
‧3月1日第9屆鄉長蘇德川就任。
‧8月1日第12屆代表會主席邱土城、副主席黃青山就任。
‧10月七股鄉軍公教福利品供應中心開幕營運。

1983 民國72年
‧7月七股鄉衛生所率先成立「群體醫療執業中心」。
‧佳里榮譽國民之家創設。

1984 民國73年 ‧臺南縣政府於曾文溪築堤開發河口新生地。

1985 民國74年 ‧篤加村聖帝廟創建。

1986 民國75年
‧3月1日第10屆鄉長王龍雄就任。
‧8月1日第13屆代表會主席黃青山、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頂山「妙惠堂」創立。

1987 民國76年
‧七股鄉農會後港辦事處成立。

‧曾文溪築堤完工，形成827公頃的海埔新生地以及280公頃的浮覆地。

1988 民國77年

‧7月振裕針織公司董事長陳振捐贈七股鄉圖書館設備。
‧10月1日七股義消小隊成立。
‧七股鹽場全面鹽攤機械化，以機械器具來收鹽。

‧七股消防小隊成立，隸屬警察局管轄。

1990 民國79年
‧3月1日第11屆鄉長王龍雄就任。
‧8月1日第14屆代表會主席黃榮政、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頂山「妙惠堂」正式更名為「佛教妙惠居士林」。

1993 民國82年 ‧龍山村海寮仔龍海宮、十份村九塊厝仔神帝府創建。

1994 民國83年
‧3月1日第12屆鄉長陳啟明就任。
‧8月1日第15屆代表會主席黃榮政、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1995 民國84年
‧12月6日南縣區漁會永吉信用分部創立。
‧全民健康保險開始實施。

1998 民國87年

‧3月1日第13屆鄉長陳啟明就任。
‧8月1日第16屆代表會主席黃榮政、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8月1日西興國小廢校。
‧塩埕村十棟寮保興宮創建。

2000 民國89年
‧7月1日北門鹽場縮編為北門分場，隸屬七股鹽場管轄。
‧永吉村三百二十萬三和宮創建。

12 《臺南縣政府公報》(民國9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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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西元 年   代 大    事    紀    要

2001 民國90年

‧8月1日頂山國小降為後港國小頂山分校。
‧8月10日財政部派員進駐七股鄉農會，9月14日交由第一銀行概括承受，17日信用
部移交。

‧蘇煥智當選第14屆臺南縣縣長。
‧竹港村下竹港仔代天宮創建

2002 民國91年

‧2月觀海樓興建落成使用。
‧3月1日第14屆鄉長蔡舜忠就任。
‧5月1日七股鹽場全面停曬，結束臺灣338年歷史的曬鹽產業。
‧6月七股氣象雷達站正式運轉。
‧8月1日第17屆代表會主席黃榮政、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11月21日行政院核定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其範圍北至雲林牛挑灣溪，南至臺
南鹽水溪，東以台17線公路為界，西為海岸線以西至海底等深線20公尺處。

‧12月黑面琵鷺遭受肉毒桿菌中毒事件，臺南縣政府籌設「黑面琵鷺保育管理及研
究中心」。

‧看坪村十一份仔文昌殿創建。

2003 民國92年 ‧12月24日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

2004 民國93年
‧2月20日臺南大學七股校區舉行「安石殿基」典禮。
‧臺鹽公司民營化。

2005 民國94年
‧1月30日臺灣鹽博物館開館運轉。
‧3月30日「臺鹽七股機車庫」指定為歷史建築。12

‧蘇煥智當選第15屆臺南縣縣長。

2006 民國95年
‧3月1日第15屆鄉長蔡舜忠就任。
‧8月1日第18屆代表會主席黃榮政、副主席王上村就任。

2007 民國96年 ‧3月14日七股鄉納骨堂落成啟用。

2008 民國97年
‧5月16日行政院農委會正式劃定「七股鄉溪南休閒農業區」。
‧8月1日後港國小頂山分校廢校。

2009 民國98年

‧6月29日臺南縣、市合併升格案通過。
‧9月16日「七股鹽場減資建物群」、「七股頂山鹽警槍樓」、「七股台區鹽警槍
樓」指定為歷史建築。13

‧10月台江國家風景區成立。
‧12月1日農委會接管「黑面琵鷺保育管理及研究中心」成立「黑面琵鷺生態展示
館」。

‧七股消防隊改稱為「七股救災救護分隊」。

2010 民國99年
‧9月26曰「七股台區鹽警槍樓」因坍塌被夷為平地，取消歷史建築登錄。
‧11月《七股鄉志》付梓。
‧12月25日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3 《臺南縣政府公報》(民國9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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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七股鄉志》從零到有，經過10個月的懷胎，終於誕生，在接生新娃娃誕生的當

下，回首來時路，心中充滿著盈盈的感動與感激。

《七股鄉志》是一件龐大的文化工程，地理、歷史、政事、經濟、文學、藝術、

人文、地景、宗教等等，都要面面俱到。如此龐大的文化工程的完工，除了編撰委員

及編撰助理的辛勤耘耕外，其背後勢必有一群龐大人力在支撐、在鞭策、在協助、在

推動。這股龐大的人力，就在這10個月的時間裡，匯成一股巨流，目標一致，眾志成

城催生了《七股鄉志》。

在《七股鄉志》順利問世的此時，我們以最誠摯的心，虔謝這群背後的「推

手」：謝謝您們，因為有您們的奧援，《七股鄉志》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付

梓。茲列協助者單位及芳名於下：

受訪者：（依首字筆劃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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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里榮譽國民之家于作亮主任	 後港派出所鄭忠明所長

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葉信利主任	臺南縣警察局佳里分局林郁誌副分局長

臺南縣議會陳朝來議員	 臺灣自來水公司佳里服務所楊宗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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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埕村長李財教	 中寮村長許全田	 龍山村長許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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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國中李木森校長	 建功國小王聰敏校長	 塭內國小張伯遊主任

篤加國小羅永忠校長	 樹林國小郭耿舜校長	 龍山國小姜慧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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