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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人社會的發展 

 
 隨著土地拓墾、聚落的形成，漢移民社會也漸漸由原本各自獨立的疏離

關係，轉成較親密的人際關係，並更近一步的發展出社會組織。本章即透過

拜拜與人的關係來討論，各自獨立的庄頭是如何連結起來？如何由疏離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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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並藉著第二節漢人領導階層的出現探討漢移民社會的關係更加複雜

化，為了獲得更高的社會聲望，有人轉往科舉發展。地方仕紳透過科舉與軍

功建立了聲望，成了社會領導人；而地方居民為了維持生存所需，彼此團結

一起，建立生命共同體。本章即從寺廟與仕紳這兩方面來探討這逐漸複雜化

的漢人社會。 

 
第三節 寺廟與祭祀圈 

     
清初移民拓墾，每當開墾成一個區域之後，為求安居樂業，必然會供奉

土地公、媽祖等神明，以作為祈求心靈慰藉的精神寄託。在聚落逐漸發展後，

因為祭祀活動具有認同性質，於是逐漸發展成以集體祭祀活動，作為凝聚彼

此情誼的方式，或據此形成自保團體。漸漸地，透過廟宇與祭祀範圍的聯繫，

彼此各個庄頭也聯繫起來，漢人建立的聚落不再分散獨立，而是一個個互有

相關的組織，漢人社會凝聚力漸漸建立。由祭祀圈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出漢

人社會已逐漸聯結起來。 

 
           表 4－1   苑裡地區早期廟宇一覽表 
廟宇

名稱 

興建

時間 

供奉

主神 

主要祭典 位置 附註 

慈和

宮 

康熙

53 

媽祖 農曆三月媽祖

誕辰 

農曆七月三日

盂蘭盆記 

苑裡街

（今苑北

里 

乾隆37年

建於今址 

嘉慶18年

重修 

順天

宮 

雍正2

年 

媽祖 三月初三玄天

上帝誕 

農曆三月二十

三媽祖誕辰 

農曆十月十五

三界公誕辰 

房裡街庄

（今房裡

里） 

道光28年

建咸豐6年

增建光緒4

年捐修 

貓盂

福德

祠 

乾隆

元年 

土地

公 

 貓盂（今

中正里） 

道光28年

建廟 

寶靈

宮 

乾隆

11年 

五顯

大帝 

農曆九月二十

六日往彰化西

海口庄

（今海岸

乾隆53年

改建名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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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永鎮宮進香 

農曆九月二十

八日五顯大帝

慶典 

里） 龍宮嘉慶13

年建於今址 

保安

宮 

乾隆

17年 

三府

王爺 

農曆四月十二

朱王爺祭 

農曆四月二十

六李王爺祭 

農曆六月十八

池王爺祭農曆 

七月二十六王

爺公普 

苑裡街

（今苑北

里） 

道光16年

建築 

田寮

福德

祠 

乾隆

27年 

土地

公 

農曆二月二日

客家人稱「伯公

生」 

農曆八月十五

「土地公生」 

田寮庄

（今福田

里） 

同治4年建

廟 

社苓

福德

祠 

乾隆

30年 

土地

公 

 社苓庄

（今社苓

里） 

 

北勢

土地

公廟 

乾隆

38年 

土地

公 

 北勢庄

（今西平

里） 

慈和宮蓬山

碑記中有記

載 

山腳

鞍福

德祠 

咸豐6

年 

土地

公 

 日北山腳

庄（今山

腳里） 

 

廖府

先生

公廟 

咸豐

年間 

廖先

生公 

農曆八月初八

「廖先生公生」 

田寮庄

（今福田

里） 

 

舊社

福德

廟 

同治8

年 

土地

公 

 舊社庄

（今舊社

里） 

 

石頭 光緒 土地  石頭坑庄  



 95 

坑福

德廟 

10年 公 （今石鎮

里） 

五顯

帝廟 

光緒

14年 

五顯

大帝 

農曆九月八日

五顯大帝慶典 

海口庄

（今海岸

里） 

 

                  資料來源：  A－沈茂蔭，《苗栗縣志》 

                                 B－陳朝龍、鄭鵬雲，《新竹縣志初稿》 

                                 C－《苑裡鎮志》 

 

從表 4－1苑裡地區早期的廟宇一覽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苑裡地區
主要有土地公信仰、王爺信仰、廖府先生公信仰、神農大帝信仰、媽祖信仰

等，其中五顯大帝的信仰和保安宮一樣均屬於王爺信仰中的一種。漢移民在

苑裡地區建立聚落後，信仰活動相當蓬勃，我們可以想見移民社會的活動熱

絡，亦可由此探討出漢移民在此信仰活動背後的意義。以下根據表 4－1所
呈現出來的廟宇，以信仰類別及祭祀圈兩方面，來探討漢人社會間的關係。 

 
一、信仰的類別 
（一）土地公信仰 

土地公信仰由來已久，尤其在移民社會中更是普遍，所謂「田頭田尾土

地公」。台灣早期移民在地方開墾初具後，皆會設立土地公以保平安。聚落

逐漸形成，先以「田頭土地公」為祭祀對象的情形，聚落土地公小廟逐漸形

成，甚至許多庄頭沒有設土地公廟的，也有所謂的「土地公牌」。房裡溪的

出海港口「土地公港」，即是因為港口附近遍佈許多土地公小廟，當初移民

上岸後，在暫時落腳以後，為求能獲得神明的平安庇祐，於是，就地設立土

地公廟，土地公港因而得名。土地神的信仰是早期移民最基本的精神寄託，

土地公港的得名，亦可為清初移民是從土地公港上岸帶來歷史的佐證。 

貓盂福德祠建於乾隆元年、田寮福德祠建於乾隆 27年、社苓的福德祠建
於乾隆 30年、清末，《新竹縣志初稿》〈祭祀〉中記載本鎮廟宇建立的年代：
貓盂福德廟在乾隆元年（1736），北勢庄媽祖廟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房
裡順天宮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山腳福德廟在咸豐六年（1856），田寮福
德廟在同治四年（1865），舊社福德廟在同治八年（1869），石頭坑福德廟在
光緒十年（1884）（鄭鵬雲、曾逢辰，1962）。 
乾隆 38年完成的〈媽祖建廟碑記〉中已有北勢土地公廟的記載。北勢庄

為今天的苑裡港西平厝苑北等地。苑東里井仔頭土地公廟為苑裡街的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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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房裡城的土地公廟相當特殊，當初房裡古城在四個城門均建有土地公

廟，分別為北門土地公、西門土地公、南門為順天宮土地公陪祀其中，及東

門土地公。西門土地公的「土地公會」名下有土地公田。東門土地公在日據

時代因為建路而遷於東門橋下。 
老土地公廟有貓盂、田寮、山腳、舊社、社苓、山柑、石鎮，此皆為獨

立庄頭，後來隨開發的發展，如某溪、某坑等，亦有零散庄頭的土地公產生，

此外，許多地方還設有「土地公牌」，由各家戶輪流供奉，本鎮苑裡坑番社、

苑東瓦窯等地，都仍有此種方式。這些土地公信仰也都設有「土地公會」的

組織，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是土地公生日，客家人則稱農曆二月初二為「伯公

生」，二月初二及八月十五是土地公祭祀時的最重要祭典，苑裡地區各庄落

的「土地公會」、「土地公牌」往往會舉行「吃福」，根據《苑裏志》記載：「各

街、庄⋯⋯或於春二月、秋八月農家賽會宴飲，名曰『食福』。食福者，以

所祀土地神之酒醴，? 飲會內之人而名也。甚有四季皆賽會，名曰『四季福』。

苑裏屬各莊，此典盛行已久⋯⋯」（蔡振豐 1962：62）。所謂「食福」，由選
得的爐主擺宴請客，「福腳」即會員們均酌交一斗穀錢做為餐費。其中，最

具特色的為石頭坑葉厝的「坑（鳥巢仔）土地公會」，此「土地公會」每年

都有「吃土地公福」，每當到了「吃福」當天，「福腳」（即會員）們一大早

就呼朋引伴，將庄頭中的公共道路修補完畢，然後再「吃福」。由此顯現出

土地公會組織的社會功，能含有社會中團結互助、協力共濟的精神。 

 
（二）媽祖信仰 
泉、漳移民來到苑裡地區後，在各聚落普遍設有「媽祖牌」和香爐，

以隨「頭家爐主」走的方式，在各聚落中受供奉，亦有稱為「媽祖會」，據

《苑裏志》：「⋯⋯又有所謂媽祖會者，設值年頭家、爐主輪掌之⋯⋯」（蔡

振豐 1962：86）。此外，在漢人聚集到一定規模後，往往興建媽祖廟成為凝
聚庄頭情感的主要場所。本鎮的主要的媽祖廟有三：慈和宮、順天宮和慈護

宮。與媽祖有關的活動，是以每年農曆三月媽祖誕辰的進香活動最具代表

性，也達到最高潮。每年媽祖的進香活動，此三座寺廟皆前往彰化南瑤宮、

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進香，信仰活動相當蓬勃。所謂「三月瘋媽祖」，

正是最佳寫照。 
本鎮因媽祖廟及各聚落的媽祖眾多，進香活動並不統一。本鎮的媽祖進

香活動過去都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前去，農曆二十三日回來，後來為擴大規

模，都以擲筊方式決定，形成各聚落有不同進香日期的情況；另外，各庄媽

祖通常在進香回來後會有遶庄的活動。早期本鎮的媽祖都到彰化南瑤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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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後來部分寺廟及聚落則到北港朝天宮，光復後又有到新港奉天宮，如房

裏媽祖。到何處進香是各管理委員會決定，因而有所不同。各庄頭設有「媽

祖爐」者，即所謂的聚落媽祖，也都會在農曆三月前往進香，只是時間由各

庄頭各自決定。其中，山柑尾即今日的新復里較特別，在農曆正月十五或十

六即前往進香。社南庄包括上館、玉田、泰田三里，共有一媽祖，供奉於五

穀爺廟，後設「媽祖會」進香，以「頭家爐主」負責的方式進行。 
媽祖信仰是本鎮勢力最大的信仰。苑北里的慈和宮為本鎮的媽祖信仰中

心，房裡里的順天宮及山腳里的慈護宮，為地方上的角頭廟。 

 
（三）王爺信仰 
王爺是台灣民間相當普遍的信仰崇拜，又有千歲、千歲爺、府千歲、大

人、老爺、瘟王、遊王、代天巡狩等種種稱呼。傳說王爺屬中央管轄，是代

天巡狩的上帝使者，執行驅邪及除疫的保安工作，民間還流行放王船，或燒

王船的活動（王振勳 2002：1080）。在本鎮較古老的王爺廟有位於海岸里興
建於乾隆 11年的寶靈宮，與苑北里興建於乾隆 17年的保安宮。這兩座廟宇
供俸的主神均有五位，每年有定期的祭祀。 

 
（四）廖府先生公信仰 
廖府先生公信仰屬於有應公信仰，廖府先生公廟位於福田里，是醫藥神

的信仰，在早期農業社會醫藥不發達的情況下，醫藥神的存在，代表人們對

醫療設施的需求，以及對生命的珍惜。祭祀儀式更代表村民的聯結，事實上

廖府先生公的信仰雖以福田里為主，但其信仰範圍是來自台灣各個地方，成

為苑裡地區信仰的一大特色。 

 
 
（五）神農大帝信仰 
神農大帝是農業神的祭祀，苑裡地區屬於農業大鎮，對於神農大帝的

祭祀，實際上各個庄頭都有。其中，泰田里的「鎮安宮」是苑裡神農信仰的

中心，代表著莊民對農作物豐收的渴求，以及對醫療資源的渴求，及對生命

的珍惜；因為神農大帝不僅是農業神，也是醫藥神。鎮安宮的信仰將泰田、

玉田、上館三個里民的情感緊緊結合在一起，每年的慶典，也是苑裡地區信

仰的空前盛事。 

 
二 、寺廟形成的祭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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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信仰只是顯示出苑裡地區信仰活動的蓬勃，但對於其形成過程，
卻無法一窺全貌。筆者擬以寺廟為單位，畫出各寺廟的祭祀圈的範圍，並

以祭祀圈的形成解釋各庄頭是如何產生連結、漢人社會是如何由各個小聚

落組合成為一「生命共同體」，因而在移民社會中安身立命，這均需要靠

祭祀圈來將各庄頭連結在一起。以下將分成獨立庄頭廟、聯庄廟宇、苑裡

大區域廟三個部份來加以討論。 

 
甲、 獨立庄頭廟的祭祀圈 

獨立庄頭廟是單位最小的祭祀圈組織，一個村落以一座廟宇為信仰中

心，通常在村落中均會稱此廟宇為「公廟」，代表村落居民均會參加此廟宇

的祭祀活動，以此廟宇為中心所在，因此，此種廟宇又稱為地方上的「角頭

廟」，往往成為地方上的精神領導中心。 

1、順天宮 
 房裡里的「順天宮」53為一座古風仍存的媽祖廟，相傳創建於雍正 2年

（1724），一般苑裡人也都認為房裡媽祖是苑裡地區最早的開基媽祖。據沈
茂蔭《苗栗縣志》記載，在咸豐 6年郭德先等捐建，光緒 13年鄭補等捐修。
原本順天宮也是一座小廟而已，直到咸豐六年才正式建成廟的格式。「順天

宮」供奉的媽祖主神為分香自湄州浦田媽祖廟，主要的信仰民眾以房裡里為

主，每年三月份的進香活動後，並沒有固定的遊庄儀式。 
 清咸豐年間，房裡城甚為繁榮，房裡街庄民自我區域的意識甚高，為了

與苑裡街的慈和宮加以區別，房裡人稱房裡的媽祖為「城內媽祖」，因為房

裡有一座由庄民自行興建的房裡城堡，苑裏街的慈和宮媽祖為「城外媽祖」。

因泉、漳籍貫別的關係，房裡街庄與苑裡街庄彼此互不往來，來自泉州的房

裡人自認為自己的「城內媽祖」因分靈自湄洲浦田廟，等級上比漳州人慈和

宮的「城外媽祖」更高，且自認為建廟時間早於慈和宮，於是，拒絕參加慈

和宮的任何祭典活動，一切以房裡「順天宮」的活動為中心。每到祭典時，

房裡街庄的人會敬奉「丁錢」，徵丁錢的範圍也是以房裡街庄為主。由此，

可以明顯看出房裡「順天宮」為房裡里的代表性角頭廟，是聚落中凝聚力量

的主要來源，即使是今日的苑裡鎮，這種情形仍然存在，慈和宮為闔鎮媽祖，

但所有與慈和宮的相關活動房裡里是不參加的，房裡里並未包括在慈和宮的

祭祀圈範圍中，且彼此對立色彩分明。 
 房裡媽祖，過去曾有種種的靈驗傳說，如指點官方於房裡溪設立義渡

                                                 
53 關於順天宮的事蹟，參照地方耆老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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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掃除「烏龜蟲」的危害、醫治烏珠病拯救眾生等。順天宮還供奉的玄天
上帝，據地方傳言說，原本玄天上帝式供奉於竹南鎮某座寺廟，有一年順天

宮舉行平安醮慶典時，邀請附近神明前來共襄盛舉。醮事完畢後，其餘神明

均回駕歸廟，只有玄天上帝不為所動，並指示要安奉於順天宮，因此，順天

宮有玄天上帝陪祀。每年房裡裡的里民有三大慶典：農曆三月初三玄天上帝

誕、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十月十五三界公誕辰，皆舉行祭典，也會演戲酬

神，甚為熱鬧。 

圖     4－1  順天宮的祭祀圈圖 

    

順天宮
房裡里

N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2、田寮福德祠 
福田里舊稱「田寮」，是苑裡早期發展的農業聚落之一。在田寮地區有兩

座福德祠55，其中位於鄭家古厝旁的福德祠，年代最久遠，當地人稱為「開
基祖」。這座福德祠位於民居旁，原本為「田頭土地公」，後來建成小廟，成

為地方公廟，全田寮庄的人均來祭拜，是田寮庄的信仰中心。後來因為較遠

處的住家覺得不方邊，才又興建另一座福德祠。 

 根據記載，田寮福德祠初建於乾隆 27年（1762），同治 4年（1865）擴
大規模，從此一直為田寮庄民的精神寄託所在。據地方說法，日治時代日本

人大規模燒毀神像，田寮地區的大戶人家鄭氏家族，將田寮土地公廟改掛上

                                                 
54 原本房裡溪義渡設於房裡溪邊。義渡碑曾一度被人棄置在溪邊，更成為婦女的洗衣板。現在 
       義渡碑收藏在順天宮的外面庭院中，建有義渡亭。 
55 關於田寮地區的信仰，根據地方耆老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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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祠」的牌子，才倖免於難，民國後才再改回來。 
 田寮地區平原廣闊，一直是苑裡平原重要的稻作生長區，因此田寮庄民

均以虔誠的心敬奉土地公。泉州人鄭姓家族最早來此開闢，大部分的田寮庄

人家也都姓鄭，每年土地公祠的重要祭祀日子有兩天，一是農曆二月初二、

一是八月十五；據說一天是土地公的生日，一天是得道紀念日。過去這兩天

田寮庄均會舉行大拜拜，里民們以今日的一鄰到十一鄰為範圍，均會敬奉「丁

錢」，請戲班來表演，並舉行大宴客，這是過去農業時代農家人聯絡情感的

重要方式。據地方人士表示，現在已不需要徵丁錢了，信眾均以捐錢的方式，

在演戲時「扮仙」，一尊 200元到 500元不等，如此，祭典的經費早已足夠，
所以不需要再徵丁錢。 

 雖然土地公的祭典有兩天，不過因為田寮庄有另一項「廖府先生公」的
信仰，其誕辰為八月初八，也會舉行大拜拜、大宴客，對農家而言，兩個慶

典的日期過於接近，實在無法負擔。於是，「土地公生」的慶祝儀式多以二

月份的為盛大，八月份則專心舉辦「廖府先生公生」的慶典儀式。 

 
3、廖府先生公廟 
「廖府先生公廟」56位於福田里與舊社里的交界處，是福田與舊社的重

要信仰，主要的信仰圈在田寮一帶，每年的農曆八月八號是重要的慶典，是

田寮庄的年度盛事，也是苑裡地區中頗具特色的信仰之一。 
 「廖府先生公廟」位於本鎮福田里三鄰三十九號，創建於清咸豐年間，

原本只是在大樹旁邊的一間草寮。據地方人士表示，咸豐年間的大水災，將

一副屍骨沖到田寮地區，一位農夫好心，將之埋葬在田邊。後來，田寮庄地

區的人發現常有一名白衣老者幫人治病，自稱姓廖，家住田寮庄，生日為農

曆八月初八，常會邀請別人在這天到他家中坐坐，但都沒有人認識他。後來

有莊民發現，當初埋葬屍骨的地方常有奇異光芒出現，經過「擲筊」，才知

道原來就是祂化身為白衣老者。於是，地方人士將之安放在「黃金甕」中，

並興建一間草寮來祭祀祂。因為受惠的庄民越來越多，且往往家中有產婦或

幼兒時，常會見到此白衣老人，受其幫助很大，於是草寮邊的香火更加鼎盛，

大家稱之為「廖府先生公」，稱農曆八月初八為「廖府先生公生」，並舉行盛

大的祝壽儀式。 
因為廖先生公活人無數，受到祂幫助的人太多了，每次到慶典時，總有

來自四面八方的信徒來答謝，他們請戲班演戲酬神，以布袋戲為主。這天是

                                                 
56關於「廖府先生公」的故事，可參閱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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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寮庄最熱鬧的日子，當地人稱為「作戲」，家家戶戶大請客，來自各地的

人擁入田寮地區，真是盛況空前；往往田寮庄在「廖先生公生」這天演戲的

戲班要好幾十棚，都是信士們捐錢的。因為信士捐的錢很多，且常有以「扮

仙」的方式捐錢，所以「廖府先生公廟」都不須「徵丁錢」，經費早就綽綽

有餘了。據說，信士們原想建大廟，但廖先生公指示不需要，只按照現在的

小廟就可以了。 
 因為土地公的信仰、因為廖府先生公的信仰，將田寮庄民緊緊結合在一

起，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地方居民均會稱「我們的土地公」、「我們的廖先

生公」，言詞中充滿了認同與崇敬。地方耆老也提供了一個庄民團結的例子

－咸豐年間，閩、粵械鬥，戰況激烈，打到了田寮地區，事實上，這次械鬥

已使苑裡地區陷入一片戰火當中。當時，田寮地區的鄭氏家族，有一位武秀

才，以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號召鄉民共同抗敵。最後在大家團結一致之

下，並運用巧計，在年糕中下毒，客家人受創嚴重，因此平息了械鬥，田寮

庄也因此逃過大劫。這個故事相信就是《苑裏志》中所記載的：「咸豐三年，

閩、粵械鬥；白沙墩及房、苑各街莊皆被粵人燒毀，閩人盡逃鹿港。惟田寮

鄭玉慶雇民丁自守，保全不陷。」（蔡振豐 1962：99）因為莊民的團結，成
功地對付外侮，在當初移民社會中，的確讓居家生命財產安全多了一層保障。 

 
 
 
 
 
 

圖    4－2     田寮福德祠、廖府先生公的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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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4、貓盂福德祠 
貓盂地區是苑裡鎮最早開發的地區，南有枕頭山，北有印斗山，兩山

間的苑裡溪沖積河谷，吸引了泉州人於雍正年間即已入墾。根據記載，在乾

隆元年，「貓盂土地公」57已在原地，屬於「田頭土地公」，道光 28年建成
廟宇，位於今日的中正里，根據苑裡的開發歷程來看，「貓盂土地公」可以

說是苑裡地區最早的土地公廟。據地方人士說，因為貓盂土地公的「資歷」

最深，所以每年農曆三月媽祖回鑾時，均要邀請「貓盂土地公」前去觀禮。 
地方人士表示，「貓盂土地公」擁有「土地公田」，以前供人耕種，所

收的租穀當做土地公的公積金，但土地重劃後，已被徵收，目前已沒有「土

地公田」了。雖然土地公的生日在農曆二月初二及八月十五，但貓盂庄民舉

行大慶典的日子在正月十五，為了慶祝慶典，貓盂庄的人會敬奉「丁錢」，

並延請戲班來表演，往往從正月十五熱鬧好幾天。過去還曾發生「拚戲」的

事情，不同的戲班互別苗頭，各自吸引觀眾，甚至以茅草將觀眾席區隔，比

賽誰的觀眾較多，在比賽的心態下，甚至連酬勞都不計較了。 
正月十五的祭典還有「求麵龜」的活動，有的作成「糖龜」，有的作成

「糖塔」，供信眾祈求。近幾年因為還願的「麵龜」越來越多，已有部份改

                                                 
57 關於貓盂地區的信仰，參照耆老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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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金錢還願。目前土地公設有管理委員會，由地方上的名望人士擔任，並

保管公基金，據廟方的公告，目前公基金的定存額有六百萬元，當地人稱「貓

盂土地公」是有錢的土地公。因為土地公的年代已非常久遠，雖然早被香火

燻黑，但目前已沒有人敢重塑土地公的臉，據地方人士說，土地公自己也表

示不願意「變臉」，維持原狀就好了。 
貓盂庄的大慶典還有兩天：農曆三月初三「上帝公生」及農曆十月十

五「三界公生」。正月十五、三月初三、十月十五這三天是貓盂庄的大日子，

為了這三次的大慶典，里民們會分別敬奉「丁錢」，徵丁錢的範圍則以貓盂

庄為主。貓盂沒有玄天上帝廟，玄天上帝是以隨「頭家爐主」走的方式供奉，

每年選定「頭家爐主」負責祭祀的事宜，而玄天上帝由爐主請回家中祀奉，

一般信眾則到爐主家中祭拜。三月初三的慶典，上帝公會舉行盛大的遊庄儀

式，也會請出土地公一起遊遍庄頭，將福蔭帶到貓盂庄各地。 
土地公和玄天上帝的信仰，將貓盂庄民緊密結合起來。貓盂庄民談起

他們自己出資辦活動時，個個神采洋溢，且都自稱為「我們的土地公」、「我

們的上帝公」。地方人士還提供了一個對「上帝公」的認同故事－在某一年

的閩、粵械鬥時，粵籍人士搶走了貓盂庄的媽祖神像及玄天上帝神像，因為

客家人對媽祖婆每天以清茶供奉，於是媽祖婆表示不願回貓盂庄了，所以今

日的貓盂庄並沒有特別供奉媽祖。但上帝公則一直要求要回貓盂，並指示貓

盂庄民於某時、某刻到某地接祂，祂會以神通令粵籍人士肚子痛，果然成功

離開，於是玄天上帝又回到貓盂庄。貓盂庄民提到此事時，眼中洋溢著得意

之情，他們都認為上帝公是他們貓盂人的上帝公，也因此認同感更為深刻了。 

貓盂還有一種特殊的信仰活動，祭拜「田頭家」58。所謂「田頭家」是
清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中，本地大地主李同趁機造反，被清朝於苑裡街正法

後（蔡振豐 1962：99），其原本的土地成為「抄封田」或稱為「叛田」，承
租土地的佃農為追思他而設立的小廟。大部分的「抄封田」位於今日苑裡中

學的南方一帶，屬於中正里，在福田里也有一部份。目前在苑裡中學籃球場

邊有一座田頭家祠名為「李大哥祠」；在苑裡中學西北側也有一座。然而，

據說耕作這些「叛田」的佃農並不安穩，收成不好，地方上亦不安寧，佃農

們乃發起「田頭家」李同的祭祀。初時並未建祠，僅在農曆七月十五及二十

九在戶外供奉，類似於農曆七月份的普渡「好兄弟」，光復後才建廟。 

 
      圖    4－3     貓盂福德祠的祭祀圈圖 

                                                 
58 關於田頭家的事情根據期老口述而成，參閱附錄五「李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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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5、寶靈宮 
海口位於房裡溪的出海口，現在的行政區劃為海岸里，清朝時先民在此

建立「海墘厝」，屬於房裡庄中的大聚落。當初泉州移民由土地公港上岸，

在出海口附近落地生根，居民大多以捕魚維生。出海口附近有一座土地公廟

是泉州移民當初上岸時設立的，一直是海口地區的守護神。海岸里最大的信

仰為寶靈宮的五顯大帝，是海岸里的庄頭廟。59 
寶靈宮的位置相當特別，位於整個聚落的中心所在，被民居團團包圍，

據廟公的說法，因早期寶靈宮為一較小的一層樓建築，往往隱沒於周圍的民

居中，加上廟的主體建築已年久失修，於是在八年前，由里民們共同出資，

加以整建成兩層樓的高樓建築。如今從聚落外，已可以清楚見到寶靈宮的位

置。從經費的籌措及廟宇的整建過程中，可以清楚看到寶靈宮對於海岸里里

民的凝聚力。 
寶靈宮的供奉主神為五顯大帝，屬於王爺信仰，正殿中的主神有五位，

由右而左分別為溫府王爺、劉元帥、五顯大帝、法主公、池府王爺；五顯大

帝為主祀神。根據建廟沿革的碑記，五顯大帝信仰始於乾隆 11年（1746），
建廟於庄南「陳厝」之後，目前舊廟遺址仍然存在；乾隆 53年（1788）時

                                                 
59 關於寶靈宮的事蹟，參照海岸里耆老口述，及寶靈宮提供的《寶靈宮宮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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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為五龍宮，因此寶靈宮又可稱為五龍宮，因為五顯大帝排行第五。據廟

公表示，因為原本「陳厝」的地理風水不佳，於是在清嘉慶十三年（1808）
遷建於現址。 
因為寶靈宮位於聚落的中心，顯得十分特別，據廟公表示，是與地理風

水有關，當地人稱為「靈居地穴」、「龍穴」－此地理冬天時溫暖，夏天時涼

爽，甚至不會受到任何的蚊蚋攻擊；因為地靈，所以民居漸漸聚集在周圍，

將其團團圍住，今日仍可看到新、舊房子雜陳，可以想見當時聚落初具時的

形式。 
海岸里的居民多捕魚維生，因為據傳五顯大帝能顯靈、保護航海平安，

於是成為里民的主要精神寄託。早期由彰化西港「永鎮宮」分靈而來，因在

地方上顯靈，於是居民虔誠供奉，因而成為地方上的角頭廟宇，成為凝聚聚

落的主要力量。地方傳言，乾隆年間林爽文之亂時，其同黨在沿海騷擾，以

及海盜蔡牽肆虐沿海，危及當初的「海墘厝」即俗稱的海口一帶時，五顯大

帝託夢，交代村民於某日、某時，全村人手拿「草把火」，分別站於海邊「大

線上」（海浪漲潮時，海水在岸上的最高點），像是擺陣勢，讓海盜從海上看

見岸邊，以為軍容壯大而放棄，轉往別處搶掠，而本地得以平安。因為有此

傳言，且屢屢有人在海面上看到海墘厝有金光閃閃的神威，使得本地漁民對

於五顯大帝十分崇敬。 
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寶靈宮的五顯大帝會前往彰化縣大城鄉西港村

的「永鎮宮」進香，當地人稱為「回娘家」。通常是二十六日出發，二十七

日回程，在二十八日舉行五顯大帝慶典。寶靈宮為海岸里的角頭廟，以此為

範圍，家家戶戶會繳交「丁錢」，每年九月初一為了準備慶典，村民會自動

前來繳交。每年並選出正、副爐主各一名，「頭家」約十二名，共十四名負

責整個慶典。因為五顯大帝的信仰，使海岸里、海口一帶的居民，團結在一

起，成為生命共同體。即使在今日苑裡的全鎮建醮活動中，此處雖然也屬於

慈和宮的祭祀圈範圍，但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以寶靈宮為中心，將此處居民團

結起來，全體共同活動，此一特性和其他里別相較，更為明顯。若追溯到移

民初建時的社會，其聚落的凝聚力更可以想見。 
廟公提供了一個居民凝聚力量團結的故事。咸豐三年時，苑裡地區閩、

粵械鬥嚴重，整個苑裡街、房裡街接均遭受嚴重波及。當初田寮庄的大戶人

家鄭玉慶60，為了保護家園，號召海墘厝一帶的鄉親共同響應。因為海墘厝

                                                 
60 廟公沒有指明為誰，只說是田寮的大戶人家。參照蔡振豐《苑裏志》有記載，咸豐三年，田 
       寮庄鄭玉慶領導眾人度過閩、粵械鬥的難關，與此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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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以鄭姓人士佔大多數，且都為泉州人，於是以寶靈宮為中心，成為大家

凝聚力量的總指揮所。海墘厝一帶居民團結一致，用特殊的武器－將鍋子鏟

出一個個碎片，隨著炮筒、夾著火勢發射出去。結果是粵籍人士在此大敗，

因為傷亡慘重，以後客家人再也不敢找閩人拚鬥，因此這也是苑裡地區最後

一次的閩、粵械鬥。當初海墘厝的居民都認為，能戰敗客家人，完全是五顯

大帝的指點，對於五顯大帝又更為崇敬了。 

 
            圖      4－4   寶靈宮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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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6、保安宮 
苑北里在世界路街頭也有一座土地公祠，且年代久遠，當地人稱為是慈

和宮的土地公祠。此祠中敬奉有土地公、土地婆，在苑裡地區中，似乎僅有

這裡有供奉土地婆。雖然此土地公祠和「井仔頭土地公」相距不遠，但其徵

丁錢的範圍僅只在苑北里，彼此並不相關。 
在土地公祠的旁邊有一座王爺廟，名曰「保安宮」，供奉主神三府王爺

（朱、李、池），配祀有玄天上帝及中壇元帥。根據記載，「保安宮」創建於

乾隆 17年（1752），日治寺廟檔案（寺廟台帳）記載於道光十六年三月建築。
在廟中的建廟沿革中表示，因保安宮位於交叉路口上，因廟地可以擴展的範

圍不大，雖然已年代久遠，卻無法將整體建築物改建，只好持續做補強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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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重要的祭典有四天：農曆四月十二日是大王朱王爺生日，稱為「朱王爺

祭」：四月二十六日是二王李王爺生日，稱為「李王爺祭」；六月十八是三王

池王爺生日，稱為「池王爺祭」，都有演戲酬神，也有徵丁錢，以苑北里為

範圍。每年農曆七月的「好兄弟」普渡，保安宮則會於二十六日舉行普渡，

俗稱「王爺公普」。 

 
圖     4－5    保安宮的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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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乙、 聯庄廟宇的祭祀圈 
「聯庄廟宇」的意思代表此廟宇的祭祀圈是跨村落的，不是局限於一個

村落。苑裡地區的跨村落廟宇有二個村落聯庄、三個村落聯庄等。跨村落的

祭祀活動代表漢移民已打破原本單獨村落的狹隘地域觀念，透過廟宇的祭祀

活動，村與村之間逐漸有了連結，也代表漢人社會更進一步整合。 

 
 
1、井仔頭福德祠 
苑東里「井仔頭土地公」是苑裡街的土地公，創立的時間不確定，是苑

裡街發展時的開基土地公。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土地公井，有源源不斷的泉

水，附近人家在早期時均仰賴土地公井水過生活。據地方人士表示，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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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的井水還有治病的功效，曾經活人無數，庇蔭在地人。蔡振豐的《苑裏志》

亦有土地公井的記載：「福德井在苑裡街後。上一小墩，有小石龕祀福德神，

故名為福德井。雖小而泉清甘，久旱不涸。」（蔡振豐 1962：96）現在因為
地下水水質改變，福德井雖未乾涸，但里民們已不飲用，只是此傳說故事，

仍為當地人津津樂道，並在土地公井處建造一座花園，成為土地公祠中少數

建有後花園的特色建築。 
「井仔頭土地公」有二大慶典，一是農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一是

十月十五「三界公生」。在這二大慶典中，里民們均會敬奉「丁錢」以供祭

祀費用，徵丁錢的範圍以苑南里為主，加上苑東里一至四鄰，目前丁錢是一

丁 80元。通常在十月十五時會「卜」「頭家爐主」，以負責祭典的事宜，據
地方人士表示，以前農業社會時大家都會熱烈參與，但近年來似乎欲參加角

逐的人漸漸少了。 
「井仔頭土地公」有一項特殊的活動，即在正月十五時開放讓信士借「平

安金」，開放借貸的時間是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以「擲筊」的方式，看

土地公是否肯借，借的金額亦由土地公決定，借錢的期限一年，還錢就是在

一年後的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這項活動已行之多年，里民們實質受

惠的不少，因為是自己庄頭的土地公，所以大家一定會在限期中歸還。但地

方人士說，近幾年有外地來的借了錢卻不肯還，且下落不明，讓當地人甚感

氣憤，也為土地公大抱不平。 

 
 
 
 
 
 
 
 
 
 
 

圖    4－6     井仔頭福德祠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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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2、慈護宮 
山腳地區在過去稱為「日北山腳」，乾隆年間已形成大規模的聚落，又因

為位處於「火焰山腳道」的交通路線上，成為鄰近村莊的商業聚集區，當地

人均稱為「山腳街仔」。泰田、上館、南勢林、石鎮、蕉埔一帶的客家人，

會挑著東西到此販賣；山柑、社苓、田寮、古亭笨、舊社等庄落，也會以此

地為交易中心，交易景況盛極一時，當地人均稱為「內區」最繁榮的街市。

山腳地區有一座老土地公廟，是地方公廟，稱為「鞍土地公」，據文獻的記

載，是建廟於咸豐 6年（1856）。其實山腳地區和其他地方一樣，早期移民
有信奉「田頭土地公」的習慣，以保佑農事順利、生活平安。咸豐 6年建的
是正式的福德祠，從此成為山腳地區的信仰中心。此外山腳地區有媽祖信

仰，只是一直沒有媽祖廟的建立，直到民國八零年代，才建有「慈護宮」，

目前仍在興建中。 

「慈護宮」61位於山腳里，就在蔡家古厝旁，兩旁被民居聚落簇擁著，
是一間新蓋的廟宇，供奉的主神是天上聖母，是由北港朝天宮「分香」而來，

俗稱為「三庄媽」，是山腳、舊社、日北（青埔）的共同守護神。據廟公說，

分香是將北港朝天宮的爐火，經過「過爐」後，以炭火的方式帶回廟中，安

                                                 
61 關於「慈護宮」事蹟，參照山腳地區耆老口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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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媽祖爐的正中間，回程期間，爐火不能熄滅。 
原本山腳地區是沒有媽祖廟的，據說「三庄媽」的起源來自康熙年間，

當時為「媽祖爐」，以「隨爐主走」的方式接受供奉，後來雕刻有一尊媽祖

神像，仍是每年供奉於爐主家中，一般信眾再到爐主家中朝拜，這種方式一

直到八年前廟宇建成，神像安座後才停止。 
早期的「三庄媽」設有神明會，稱為「金蘭會」，代表地方上人士義結金

蘭的意思，其實就是「兄弟會」，彼此共同信奉媽祖，以兄弟相稱，並負責

媽祖祭祀事宜，且自由捐獻。前後共有兩個組織，早期的稱為「大金蘭」，

後來成立的稱為「二金蘭」，負責每年的祭祀事宜，並加以籌措經費、計畫

購買廟地，今日的廟地就是當時「金蘭會」時代買下的。各會人數約一百人，

由各庄民於媽祖誕辰時擲筊選定正、副爐主，並由爐主供奉。到了媽祖誕辰

時，祭祀儀式選擇在里中的公地進行，各會員會聚會吃飯，稱為「吃媽」。

近幾年已沒有類似的神明組織，祭祀事宜均交給廟的管理委員會處理了。 
慈護宮最大的慶典活動即為媽祖誕辰，每年三月初時會由里民們捐獻「丁

錢」，徵丁錢的範圍則為山腳、舊社、青埔三個里別。在新廟的建築物中，

我們仍可以看到地方上籌措建廟經費的痕跡，如□□雕刻為里民□□□捐

獻，均為這三里的地方人士。據廟公表示，說起建廟大家都會踴躍參與，目

前雖然經費仍不足，但里民們均有信心能將廟建好。 

圖     4－7   慈護宮的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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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3、鎮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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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田里的「鎮安宮」62是苑裡地區最大的五穀大帝信仰的中心，當地人
稱為「五穀爺」，是農家祭祀的主神。此地位於火炎山下，古地名為「烏土

崁」，在早期時仍一片荒野，杳無人煙。據傳在乾隆 11年（1746）時，目前
鎮安宮的現址常有奇異的神光出現，當地居民查看之下，發現發出「毫光」

的地點已有四顆石頭，以三角錐的方式疊在一起63，且前有香案，已有人家
奉祀，早期的人稱為「田頭土地公」。 

當時漢人入墾烏土崁仍不多，且火炎山下尚無堤防。咸豐 3年（1853）
時，苑裡地區發生大水災，64洪水氾濫，流木均漂流至「田頭土地公」前，

百姓們於是大量聚居於此墾荒。根據地方傳言，當時日南的「舊社番」65常
常來犯，且此地常有疾病發生，居民們為了尋求精神寄託，於是正式在「田

頭土地公」前祀以福德正神的神位。此地的村落，早期均為客家人來此墾殖，

於是他們均將土地公廟稱為「伯公廟」。當地居民並表示，他們多以務農維

生，因此祀奉「田頭」的土地公，和靠山吃飯祀奉的「三山國王」不同，今

天在堤防邊，仍有一座與早期開發歷史相關的福德祠，當地人亦稱為「伯公

廟」。 
此處「田頭土地公」規模不大，兩旁都長滿了刺竹，當地人稱為「刺

籬仔腳」，原本只有泰田這個村落的人家奉祀。後來，在漢人入墾越來越多

之後，尋求精神寄託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玉田、上館的庄民均加入，於是稱

為「三庄廟」。因為居民都為農夫，且疾病流行，有醫藥神的需求，於是以

神農大帝為主神，此神農大帝為「紅面神農」66，乃因嚐百草毒發所導致。

民國 16年時，由陳啟心、解添福67倡議集資，由蔡汝修獻地二分，正式在
原址建成「藍田鎮安宮」，並加入媽祖為陪祀神，原本泰田地方沒有媽祖廟，

只有一間小廟供奉著媽祖神像。從此，「藍田鎮安宮」成為三庄人的聯庄廟

宇，每年有三次大慶典，分別為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生」、四月二十六「五

穀爺生」、十月十五日「三界公生」；其中以「五榖爺生」為最大的慶典，里

民們會捐獻「丁錢」，以目前三里人為範圍，並舉辦大規模的宴客活動。 
「鎮安宮」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的慶典，會於四月初在上館里、泰田

                                                 
62 關於鎮安宮事蹟，參照當地耆老口述，及《苗栗縣道廟巡禮》而成。 
63 早期土地公的形式，以四顆大型長方形石頭堆疊而成。左、右及後方各疊一顆，上方再疊一 
       顆，目前在較鄉下的小聚落中，仍有此種土地公的形式。 
64 參照蔡振豐《苑裏志》，有咸豐三年大洪水的記載。 
65 即道卡斯族日南舊社。 
66 神農大帝為農神，也是醫藥神，一般分為兩種顏色，有「紅面神農」及「黑面神農」之分。 
67 陳啟心是日據時代，二度開墾上館里一帶的大地主；解添福是日據時代，由新港社遷居日北 
        社的平埔族家族頭目，解氏家族在上館一帶是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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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玉田里等三里內進行募款，稱為「徵丁錢」，並創設爐主、福首，辦理

慶祝事宜。當日早晨祝壽後，擲筊選定正爐主一人，福首三十人。由於五穀

大帝為苑裡地區相當普遍的信仰，各庄頭廟大多祀為陪祀神，因此，每年的

五穀大帝聖誕，除了三里內居民共同參與外，亦吸引不少本鎮居民前往參

加，成為本鎮信仰的一大特色。 

 
圖       4－8    鎮安宮的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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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三）苑裡大區域廟宇祭祀圈－慈和宮 
苑北里最大的寺廟建築物是「慈和宮」，位於苑北里六十號，苑裡國小旁，

以天上聖母為主神，是苑裡鎮的闔鎮媽祖廟。據廟方表示，媽祖廟的淵源始

於康熙 55年（1716）。根據慈和宮組織管理委員會整理的〈苑裡慈和宮簡介〉、
〈蓬山慈和宮天上聖母史跡及廟宇改建沿革〉68記載，清康熙 53年（1714），
福建一帶賊寇猖獗，肆意劫掠商船，閩省官吏奏表上京，請求派兵圍剿。當

時有吳姓將軍受命剿匪，為求順利，遂於湄州天后宮朝拜，迎請媽祖十二分

靈金身，隨軍供奉。登台後，便暫祀於苑裡望族「陳五志」家中，後因民意

請求，於是分靈媽祖駐留苑裡。清康熙 55年，建廟於苑裡舊市場，後來由

                                                 
68 苑裡鎮公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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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在榮、黃應祿、陳志城等倡建，陳以利助宮地一所，才遷建於今現址，全

部工程於乾隆 38年（1773）完竣，在《苑裏志》中收有王廷珪撰的〈苑裡
慈和宮碑文〉，可以互相參照；因此廟方認為開基媽祖廟始於康熙 55年。據
《淡水廳志》記載，乾隆 37年，陳昭盛等倡建遷建於今址；嘉慶 18年，陳
文豐等重修。 
根據苑裡地區的開發歷程來看，漢人入墾苑裡社一帶該是乾隆初年，苑

裡街庄的形成該在乾隆年間左右，因此康熙 55年的年代似乎太早了一些。
一般苑裡鎮人除了苑裡街之外，似乎都認為房裡的順天宮媽祖年代較久遠，

再加上乾隆 37年的確有文獻佐證，因此以乾隆 37年為慈和宮開始的年代似
乎較為妥當。慈和宮每年重要的祭祀活動為農曆三月的媽祖誕辰，以及農曆

七月三日的「盂蘭盆祭」，即是一般所稱的好兄弟普渡。 
 慈和宮為閤鎮媽祖，祭祀圈包括整個苑裡鎮，當然房裡里除外。早期的

媽祖進香是以公辦會方式進行，每年「擲筊」由哪一個庄頭承辦，由該庄頭

的「頭家爐主」、里長等負責。為了準備慶典，苑裡媽祖在媽祖誕辰、七月

的盂蘭盆祭，除了房裡沒有徵「丁錢」外，其餘皆有徵「丁錢」。現在則因

各庄頭都有自己的媽祖祭祀活動，因此已不再「擲筊」輪流辦理了，「慈和

宮」自己會負責祭祀事宜。只有在全鎮的建醮慶典活動時，才會由慈和宮主

辦，並全鎮逐戶徵丁錢，當然房裡里仍不參與，而慈和宮也成為全鎮祭祀活

動的中心位置所在。           

           圖     4－9    慈和宮的祭祀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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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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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苑裡地區各廟宇的祭祀圈，我們將之整合成苑裡地區的祭祀圈

圖，如圖 4－10所示。苑裡地區先有獨立庄頭的祭祀圈，如「順天宮祭祀圈」、
「貓盂福德祠祭祀圈」、「寶靈宮祭祀圈」、「保安宮祭祀圈」、「田寮福德祠祭

祀圈」、「廖府先生公祭祀圈」等，這些小祭祀圈成為獨立庄頭的精神領導中

心，各庄頭因寺廟祭祀活動的關係，成為一生活共同體，漢移民在此找到了

歸屬感。於是，在小村莊中，漢人社會因此整合了起來。 
隨著聚落的越趨複雜化，生活競爭上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漢移民逐漸透

過祭祀活動，不同村落的人有了共同的信仰，於是，形成了跨村際的祭祀圈。

在跨村際的祭祀圈中，如「井仔頭福德祠祭祀圈」、「慈護宮祭祀圈」、「鎮安

宮祭祀圈」，這些祭祀圈的形成均與地域有關。鄰近的村落共同進行一項共

同的祭祀活動，於是，漢移民的社會更加擴大，雖然居住在不同的村落中，

但因為跨村際的祭祀活動，使得區域間的凝聚力逐漸強化，因而在本地區中

形成更大的力量。 
慈和宮的媽祖信仰整合了整個苑裡鎮，雖然彼此祖籍不同、村落不同、

職業不同，但因位於慈和宮的祭祀圈中，苑裡地區的漢移民逐漸形成了群體

意識體，因為共同祭祀圈的關係，他們體認到大家均是屬於苑裡地區的人，

均受到苑裡地區的媽祖庇佑，於是，漢人社會至此完全整合了起來。 

       圖     4－10苑裡地區的祭祀圈圖 

 

鎮安宮
     祭祀圈

(1)
(2)

(3)

(4)

(5)

(1)寶靈宮祭祀圈
(2)保安宮祭祀圈
(3)井仔頭福德祠祭祀圈
(4)貓盂福德祠祭祀圈
(5)田寮福德祠祭祀圈

慈和宮祭祀圈

慈護宮
祭祀圈順天宮

祭祀圈

N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第四節 士紳階層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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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移民社會透過祭祀圈的形式整合了起來，然而，社會關係越趨複雜
化，在生活無虞後，不少漢移民也希望能透過科舉的方式，增加自己在社會

上的聲望，於是地方上逐漸有文風出現，也造就了不少領導人物，也有不少

人是藉著軍功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人物。本節擬從文風、科舉與軍功三方面著

手，探討苑裡地區在街庄形成之後，士紳階層如何興起？以及其在地方上是

否造成了影響？ 

 
一、文風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知道漢人大量移入是在乾隆期間，然而苑裡地區並

沒有地方級的學校設立，因此對於漢人教育的記載在文獻上則不多見。苑裡

地區有志於向學者，均必須透過考試到府學、縣學就讀。據《苑裏志》中的

學額記載：「苑裡前附淡水廳，咸豐八年捐輸案內台灣道奏准永遠加廣學額，

舉進文童七名、武童四名；文童後又加廣至九名、十名。光緒元年，又加額

取進。光緒五年，淡、新分治，苑裡則改附新竹，文童應進縣學六名，添撥

府學或二名、或三名不等；武童則應進五名。光緒十五年，新、苗分治，苑

裡則又改附苗栗，應進文童縣學二名、府學一名；武童取進，一如文童。此

苑裏向來赴考應行取進文、武童生之舊額也。」（蔡振豐1962：55）名額不多，

競爭又激烈，苑裡地區又沒有專門的書院、縣學等教育單位，實屬於文化不

力的地方。然而地方上仍致力於培養學子們啟蒙的機會，設立書房教育，以

私塾的方式，自籌經費，對苑裡地區的子弟加以啟蒙，《苑裏志》：「義塾，因

前時苑裏管下官未籌定經費，故未設立。所有塾師教訓生徒，均由民間自備

脩脯，延請? 課。」（蔡振豐 1962：56）故在科舉上也頗有亮麗的成績表現。
光緒六年，房裡陳姓家族有一監生陳植東，在自家宅後築「方鑑堂」，聚集宗

族鄉黨的子弟修業。據蔡振豐對「方鑑堂」的描述：「方鑑堂，在房裡街後；

監生陳植東建。堂前開一方池，故名為方鑑堂。四圍環堵，中築草堂；池蓄

魚，邊栽垂柳，排石塊以作釣磯。外環堵，皆桃李；牆角松一株如蓋，堂前

蘭、菊植以盆，兩邊排古木。堂後百花，鋤地以種。上下劃兩區，中編小竹

為籬。西北牆開一門，通街道。堡中之聖境，以此為最。」（蔡振豐1962：97）

方鑑堂不僅風光秀麗，成為房裡堡中的名勝，更因為陳植東設私塾以栽培後

進，而更具文教氣息。之後陳植東的次子陳星郎（即選舉表中的陳光昌），後

來也加入了「方鑑堂」的教育行列中，繼續承襲「方鑑堂」的教育志業，更

為苑裡地區的文風加分69。 

                                                 
69 根據苑裡鎮公所提供的陳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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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陳植東於光緒初年的的「方鑑堂」外，其他的私塾教育在文獻記載

中付諸厥如，因此我們無法確切了解清代苑裡的書房設置情形。不過，我們

可以藉由日治時代苑裡地區的書房統計表，一窺年代相隔沒多遠的清代苑裡

書房教育。 

 
表     4－2   1911年以前苑裡庄書房表 

編號 書房 地點 

1 郭謀證漢文書房 貓盂 

2 省身軒書房 山柑 

3 葉泉書房 芎蕉坑 

4 帶草堂漢文書房 貓盂 

5 郭王書房 苑裡坑 

6 苑裏學半脩書房 苑裡 

7 鄭茂己書房 瓦窯 

8 舊社學半齊書房 舊社 

9 陳徵書房 苑裡庄西勢41番地 

10 郭子燕書房 苑裡庄 

11 鄭星五書房 苑裡庄 

12 魏希稱書房 貓盂 

13 白修軒書房 山柑 

14 鄭子香書房 田寮 

15 邱傳才書房 苑裡坑 

附註：1920年山柑王清淵愛竹山莊 

      1932年山柑王清淵蓬山吟社 

         資料來源：苑裡鎮公所林坤山先生整理提供 

 
表 4－2是 1911年以前，苑裡地區的書房表。苑裡地區在清朝時期有關

教育的資料付諸厥如，筆者在此借引日治時代的統計表加以討論，因為相差

的年限不多，產生的結果將不至於太過離譜。日治時代從 1895年開始，在 1911
年以前，苑裡地區已有十五座書房進行私塾教育，才短短十六年的時間，苑

裡地區就有如此多的書房教育，且幾乎遍佈苑裡各區域，其私人興學風氣之

盛，不得不令人想見，滿清時代苑裡地區的文風應該已頗為鼎盛，否則如何

在日本教育之下，還能維持漢文教育如此的盛行呢？況且，文風的普及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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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朝一夕即達成，乃是需要日積月累的文化累積，由此，更可以推斷早在

清朝時期，苑裡地區早已文風鼎盛。 

 
二、科舉 
當聚落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漢移民逐漸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為自己

爭得社會中的階級流動。於是，義塾教育帶動了文風鼎盛，科舉功名的取得，

在苑裡地區的漢人社會中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根據《苑裏志》留下的資料，

整理出表 4－3，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苑裡地區的讀書人在科舉部分上亦是
表現優異。 

 
             表      4－3苑裡地區選舉表 

類別 人名 

貢生 陳緝熙、陳嘉謨 

例貢生 蔡壽山、鄭兆藩、湯宏文、邱楨祥、邱

有才、黃文鳳 

監生 湯宥文、古昌勳、湯鴻文、吳文炳、湯

如漢、張龍池、湯祿、蔡玉書、鄭寅、

古松榮、陳植東 

文生員 王紹蘭、陳連登、陳濟熙、曾肇楨、江

煥章、江成章、鄭銳、蔡相、陳光昌、

鄭楷煌、李鍾萼、鄭煚、蔡振豐、張源、

湯登漢、張建中、駱鏡濂 

武生員 古昌魁、陳朝升、鄭捷陞、邱光忠、黃

國清、鄭作鴻 
                  資料來源：A－陳培桂《淡水廳志》：236 

                               B－蔡振豐，《苑裏志》：70－71 

                     C－房裡陳氏族譜 

              
苑裡地區一直沒有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在科舉考試中似乎也展現了亮

麗的成績，雖然表中人物其身家已多不可考，但我們仍可以看出其中陳姓、

蔡姓、張姓、鄭姓所佔比例不少。我們雖不敢斷定其彼此間一定有關係，但

此四姓均為苑裡地區開發過程中的大家族，其經濟狀況較許可，自然獲得的

教育機會亦較多，也較有餘力將金錢與時間花在功名之路上有關。他們也多

希望能藉著功名的獲得，提升自己在地方上的聲望－除了是有錢人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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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書香世家。在今日的苑裡，我們仍可以看到幾個頗有勢力的大家族，

例如：房裡的陳家、蔡家、鄭家；西平厝一帶的張家；苑裡街上的陳家、鄭

家；中正里的郭家；福田里的鄭家；山柑里的王家；舊社里的陳家等。這些

家族不僅在苑裡地區的開發史上均屬於較早入墾的家族，在後來多成為大地

主，對地方頗具影響力。又因為功名的獲得，在地方上頗受一般佃農的敬重，

儼然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中心。我們仍能從一些相關資料中找出其中的部分關

係，並發現大家族在地方上，因勢力較大，自然也對地方有較大的影響力。 
與苑裡地區相關選舉表，最早記載是《淡水廳志》，其中記載陳? 熙為

道光 26年的恩貢生，惠安人，曾為候選教諭六品藍翎；只是無法得知其餘
相關資料。另一位貢生是陳嘉謨，根據《苑裏志》記載是陳士珍之子，原籍

詔安，苑裡街人；生員中的陳連登是陳嘉謨之子。生員蔡相、監生蔡玉書是

兄弟關係，而其父親則為在房裡街上甚有名望的蔡錫疇，曾屢獲軍功，享有

五品頂戴。生員陳光昌，原名陳星郎，是監生陳植東之子。光緒六年，陳植

東在房裡街建「方鑑堂」，設立私塾，教化鄉黨子弟，陳光昌後來亦投入私

塾教育中，對苑裡地區的教化，實在貢獻良多。 
生員鄭煚，原籍同安，渡台後世居於瓦窯庄。光緒十三年，道試取新

竹縣學秀才第三名，十五年至十九年，歲試、道試、科試均取二等遺才；二

十年幫補苗栗縣廩生，贈賜例受修職郎。平日溫厚慈善，熱心公益，經常慷

慨解囊，救濟賑恤地方貧弱，調解地方紛爭。又私資在鄉里設立書房，聘郭

秀才擔任教師，鼓勵鄉黨青年讀書知禮節，苑裡文風為之一盛；又聘請蘇秀

才訓練青年武術，使之文武合一，藉以強身，保衛地方（王振勳 2002：1159）。
對於苑裡地區文化教育上，實屬貢獻良多。 

 
三、軍功 
除了透過科舉制度外，苑裡地區亦不乏有軍功人物出現，他們多在危

難時挺身而出，成為地方上的精神號召，不僅保護了地方，亦使自己獲得了

軍功，成為士紳階層。於是，在地方上的聲望更大，更具號召力。表格 4－
4是從文獻中，找到與苑裡地區有關的軍功人物製成。 

 
 

表       4－4  軍功表 
時間 姓名 籍貫 功名 附註 

乾隆年

間 
陳士珍 原籍詔安 

苑裏人 
八品頂戴、七品頂戴 林爽文亂、陳

周全亂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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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年

間 
蔡錫疇 原籍同安 

房裏人 
以軍功獎五品頂戴 與洋匪戰有功 

同治二

年 
陳植東 原籍同安 

房裏人 
軍功六品、五品銜獲

賞藍翎同知職銜 
戴潮春亂有功 

同治五

年 
鄭必達 苑裡南勢

林人 
拔補外委 同治五年剿匪

有功 
同治年

間 
鄭用 原籍同安 

田寮人 
守備 戴潮春亂有功 

      資料來源：A－蔡振豐《苑裏志》：76、77、78、117 

                  B－王振勳等，《苑裡鎮志》：1156 

                   

從表 4－4軍功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其軍功的取得，均與地方上的大動
亂有關。從軍功表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其多與苑裡地區的大家族有關係，且

多為地方上的名望之士。事實上，苑裡歷史上發生了幾次危機，也是靠這些

大家族們出面領導大家，而順利渡過難關。目前，在史料上仍有蛛絲馬跡可

找的是：有關於林爽文之亂、閩粵械鬥、戴潮春之亂等，這些鄉紳均發揮了

團結鄉黨，保衛家園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也使得苑裡地區順利渡過難關。此

部分筆者擬將列入第四部份，士紳階層的影響中討論。 

 
四、士紳階層的影響 
透過文教的培養、科舉制度的取得功名，以及建立軍功，地方上的士

紳階層逐漸形成，當遇到社會動亂時，他們儼然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中心，發

揮了穩定民心，安定地方的力量。歷史上與苑裡地區相關的的動亂有林爽文

事件、戴潮春事件、閩粵械鬥等，士紳階層均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以下則

依照事件區分，加以討論士紳階層造成的影響。 

 
（一）、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原為漳州平和縣人，乾隆 38年（1773），當時林爽文十七歲，
跟隨父母來台，居住於彰化縣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市）。曾擔任縣捕，頗

有家產。當時大里杙一帶有不少大姓巨族常發生械鬥，因此大家都集眾自

衛，林爽文也不例外。乾隆 48年（1783），有漳人嚴? 渡臺傳天地會，林爽
文與平日意氣相投的劉升、陳泮、王芬，及淡水的王作、林小文，諸羅的楊

光勳、黃鍾、張烈、葉省、蔡福，鳳山的莊大田均入會。林爽文的朋黨素多，

又入此會，聲氣聯絡，直通四邑。乾隆 51年（1786）七月，諸羅縣發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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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會黨人楊光勳，與其兄弟互鬥，官府趁機搜捕黨人，於是，有參與此械鬥

的天地會黨人，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紛紛逃往大里杙投靠林爽文。彰化知

縣俞峻，與北路協副將赫生額，欲前往搜捕，卻中計，反被會黨人士殺害。

事情演變至此，已不可收拾，林爽文決定起事。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率眾攻

陷大墩（周璽 1962：363－364），十二月三日，被眾人擁立為王，建號「順
天」。台灣知府孫景燧，及北路理番同知長庚皆遇害（陳培桂 1977：344）。
由於此事件牽連甚廣，以下僅簡述與本文相關的大甲、苑裡地區。 

乾隆 52年（1787）五月八日，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會同副將徐鼎士、
都司朱龍章及幕賓壽同春抵達白石湖山下，安撫居民。因為大甲溪接近被攻

陷的地區，於是，壽同春上書陸路提督任承恩，意圖合攻，但任承恩以兵源

不足的理由回塹城。而白石湖等處的漳、泉、粵人有分莊互殺之事，故壽同

春前往安撫之。六月八日，同知徐夢麟兵屯大甲。大甲溪兩山對峙，南彰北

淡，中隔一溪，迫近牛罵頭、葫蘆墩、紅圳頭，與大理杙脣齒相連。時溪南

皆林爽文黨人，惟千總袁良? 率兵二百餘人，同義民共禦，力疲糧匱，各懷

去志。夢麟招集義民，倚溪扼險，請參贊藍元枚發兵協守。元枚委守備潘國

材，以兵六百赴之，徐鼎士亦領兵千八百人，與朱龍章會合於大甲溪，加上

徐夢麟及番兵數千，結營溪口，復令工鑄大小? 二百餘位，屢用攻擊林爽文

黨人，此輩多次敗潰。於是，淡北恃以無恐，53年（1788）春正月四日，
終於擄獲林爽文於老衢崎（今苗栗縣竹南鎮），解送京師伏誅，北路平（陳

培桂 1977：347－348）。 
在「林爽文事變」中，苑裡地區有了「李同造反」事件，往後造成「田

頭家」的信仰；然而，苑裡地區也出現了一位英雄－陳士珍。有關於陳士珍

的事蹟，據《苑裏志》記載：「陳士珍，字崇義；苑裡人，籍詔安。林爽文

亂，參贊藍元枚令募義民，同守備袁駐烏牛欄抵敵，追迫賊巢，義民陣亡者

八人、傷者十七人；士珍乃督率截拏賊匪林石、馬齊、蔡棲從等，斬之。巡

撫徐嗣曾奏給八品頂戴，准建思義坊。乾隆六十年陳周全亂，復同義首王松

募義民，隨軍克復彰城，陣斬賊黨曾尾、吳亮，並獲吳監、吳前、吳在等解

營斬之。總督伍拉納奏給七品頂戴。子嘉謨，歲貢生；孫連登，庠生。」（蔡

振豐 1962：77、78）在陳士珍的號召下，苑裡鄉民組成義民軍，奮勇殺敵，
最後使林爽文得以伏法，陳士珍也因此獲得軍功，成為乾隆年間苑裡地區的

八品頂戴。原本陳氏已為苑裡地區的大家族，在獲得軍功後，更成為苑裡地

區的領導人物。於是，乾隆六十年又一亂事，陳士珍同樣又號召鄉民堅決地

抵抗，奮勇殺敵，最後亂平，苑裡地區當然也平安無事。乾隆時代是苑裡地

區積極發展的時代，在發展時期能免於戰亂，在安定中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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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珍在當時即具備了此項重要角色。往後陳家更加發展，亦在功名路上有

所成就，歲貢生陳嘉謨即為陳士珍之子，生員陳連豋為陳士珍之孫，陳家在

地方上不僅為大家族，有功於地區，確保大家的安全，更是書香世家。 

 
（二）、閩粵械鬥 
苑裡地區為閩粵交界的區域，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因為語言溝通的

障礙（羅肇錦 1998：173、174），在台灣開發史上，常發生有「閩、粵械鬥」、
「漳、泉械鬥」的事情發生，每每總是死傷慘重。在苑裡地區亦有「閩、粵

械鬥」，在老一輩人的口中，他們均稱為「福佬、客人相拚」，在海岸里、福

田里、中正里都仍有口耳相傳的「相拚」故事，亦均與其廟宇祭祀相聯結，

此部分在祭祀圈已討論過，在此不再贅述。 
然而，關於苑裡地區的「閩、粵械鬥」，史料上的記載少之又少，目前

只在《苑裏志》上看到相關的記載：「咸豐三年以後，漳、泉往往不能相能，

貓盂街市又廢；各處泉人始建街衢於房裡庄之北，名曰新街。」（蔡振豐 1962：
118）；又「咸豐三年，閩、粵械鬥；白沙墩及房、苑各街庄皆被粵人燒毀，
閩人盡逃鹿港。惟田寮鄭玉慶雇民丁自守，保全不陷。」（蔡振豐 1962：99）
由此二段文字，我們可以約略知道苑裡地區的「閩、粵械鬥」事實上也包括

了「漳、泉械鬥」。漳洲人中詔安、南靖、平和等地，其語言結構完全和漳

州的福建人不同，事實上他們是在福建省的客家人，一般通稱為「福佬客」，

因此「漳、泉械鬥」事實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閩、粵械鬥」（羅肇錦 1998：
181）。田寮即為今日的福田里，鄭氏家族最早在此開發，且里民中也以鄭姓
為大姓。鄭家在此為大地主，頗有影響力，在遇到村莊遭受危難時，號召壯

丁自守，終於渡過難關。而且此次械鬥，苑裡各街庄受創嚴重，唯有田寮地

區因為鄭家登高一呼，以鄭家做精神號召，大家團結在一起，奮勇抵抗，終

於平安渡過危機。福田一帶的里民，到今天仍稱鄭家為「武舉人」，對其推

崇備極。 

 
 
（三）、戴潮春之亂 
戴潮春，彰化縣栜東堡四張犁莊人，今台中市北屯區。家巨富，世為

北協署稿書，因前北路協夏汝賢貪酷，知道戴潮春為富家，任意勒索。戴潮

春因為拒絕，而被革職回家，後來加入八卦會成為領袖。咸豐 11年（1861），
因官軍準備剿辦八卦會，戴潮春發難於彰化，各地響應（蔡青筠 196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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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四月，大甲人王和尚知彰化城破，率其黨人莊柳、
陳再添，與街民王九螺勒迫舖戶、莊民。大甲守備洪先達、巡檢吳良二人棄

城而逃。戴潮春差蔣馬泉鎮守大甲，但黨人全無紀律，任意索掠民間。五月，

竹塹紳士林占梅遣蔡宇等由東門擊破入城；十三日，代理淡水同知張世英，

率千總曾捷步、把總周長桂及義民赴援，大安港黃姓亦率族人拒敵。王和尚

援引救兵抵禦，張世英、羅冠英、蔡宇等各開門夾擊，大甲城收復。十一月，

黨人復犯大甲，帶動十八庄響應。官軍戰於下大安庄，黃腰、吳算被殺，大

甲城又陷入危機。羅冠英、曾捷步均來救援，危機遂解。同治 2年（1863）
一月，黨人林晟復糾賊圍大甲城，後補同知王楨率義首與林晟戰於磁窯莊，

王楨幾為所獲。後官軍再戰於水社尾莊，忽有一砲擊中林晟，折其二齒，林

晟趕緊逃離，大甲城之圍解（蔡青筠 1964：41）。 
同治 2年十月，新任按察史司銜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丁曰健帶兵抵

竹塹，開始展開攻擊。十二月，戴潮春逃竄至武西堡，七十二庄張三顯遊說

戴潮春後，執而獻之，不久斬首於北斗溪（蔡青筠 1964：54、55）。餘黨直
到同治 4年（1865）四月，整個事件才平定。 

大甲地區和苑裡地區僅只一溪之隔，當大甲城三度告危時，苑地區各

街、庄民亦深感威脅，於是，在《苑裏志》中，我們也找到了與此事件的相

關記載。我們看到的是苑裡地區唯恐戰亂波及，主動由地方鄉紳率領義民出

擊，並出資築城自保。一次動亂事件，讓我們看到了苑裡地區團結禦侮的情

形，漢人建立的社會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因為大家已有休戚與共的意識。 
在《苑裏志》中，我們看到了鄉紳將苑裏人團結在一起，共同渡過危

機：「蔡錫疇，房裡人；原籍同安。自少渡台，謀生計於房裡，遂娶而家焉。⋯⋯

以軍功，獎五品頂戴。同治元年戴逆亂，匪首林憨虎成帶匪黨千餘人圍困大

甲城。時同知張世英、游擊鄭榮帶兵駐房裡，欲圖破匪；疇與監生陳植東參

謀先傳密信於大甲城內，約期夾攻。乃募莊民為引路，夜半行軍至頂店莊，

潰圍而入；城內兵開門應之，圍遂解。」（蔡振豐 1962：76、77）同治元年
的戴潮春事件，當時同知張世英、游擊鄭榮兵駐房裡，蔡錫疇、陳植東全力

加以配合、並號召義民加入保衛家園的行列。蔡錫疇已有功名在身，享有五

品頂戴，在房裡又是大家族，號召力足夠，自然能成為群眾的領袖，當他登

高一呼，號召力自是足夠。陳植東在房裡也是頗有名望的大家族，當時擔任

房裡街團練局長，地方聲望足夠，當亂事危及大甲時，亦馬上號召義民，率

團練勇士剿打，奮勉出力，同治二年獲賞軍功六品銜。其後精勇救護大甲，

克復彰化城，次年晉升軍功五品銜，並獲賞藍翎同知職銜。又《苑裏志》：「鄭

用，田寮人；原籍同安。頗有家財，生平慷慨。戴逆之亂，自備斧資帶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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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名，隨游擊鄭榮剿平逆匪。以軍功，授守備職。」（蔡振豐 1962：117）
田寮庄的鄭氏家族在此事件中亦奮勇出力，自己出經費募集義民，隨鄭榮剿

平亂事。唯有將亂事阻於大甲，使其不再北上，苑裡地區才有渡過危機的可

能。因為苑裡地區的仕紳有此認知，於是他們奮勇殺敵，追隨鄭榮直至彰化

城收復為止。戴潮春之亂沒有北上，而苑裡地區也倖免於難。從這事件的過

程，我們看到了苑裡人士為保衛家園勇往直前的勇氣。 
此外為了防止盜賊劫掠至苑裡地區，鄉紳們警覺到必須加強武備，加

以防守，以阻絕亂民於外，以免遭受戰火波及。於是「當匪黨猖狂之時，四

處劫掠；疇出首捐貲，集莊民固守城池，埋釘桶以禦之，匪不敢犯；地方賴

以保全。」（蔡振豐 1962：76、77）又「同治元年，戴逆亂；逆黨順途肆劫。
職員蔡錫疇、監生陳植東同總理張阿晨、陳文讚設法保守，卒無大害。」（蔡

振豐 1962：99）在地方鄉紳的領導下，大家出錢、出力，建立了房裡城，以
釘桶加強防守力量，里民們輪流守禦。在保衛家園的前提下，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於是房裡街庄、苑裡街庄及其餘各庄均無遭受到盜匪的迫害，苑

裡地區在大家團結下，打了一場漂亮的勝戰。 

 
        （四）、地方亂事 

鄭必達為苑裡南勢林人，是南勢林庄的大家族。同治五年為地方義首，

因剿匪有功，使地方免於盜匪亂事，因此拔補外委職，統有三百兵，有鐵甲、

鐵靴。其祖地在南勢里六股坑口，前有銃櫃，後有民壯寮，為苑裡地區日北

小屯的駐地（王振勳 2002：1156）。目前「銃櫃」、「民壯寮」的古地名仍然
存在，大家對於鄭家的英勇，亦在老一輩口中津津樂道。 

 
 
 
 

第五章 道卡斯族人的社會變遷 

 
道卡斯族蓬山社群原本是苑裡地區的主人，但因漢人陸續前來開墾，

在社地不斷被侵佔之下，道卡斯族人的生活空間越變狹小，且遭遇到前所未

有的社會衝擊。本章節擬就蓬山社群的抗官事件、土地權的喪失、遷徙以及

漢化等部分，探討苑裡地區道卡斯族人的社會變遷。 

 
第五節 抗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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