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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所為嚮應本府推動與本市以外之鄉鎮（市）公所或團體組織就文化活動、

觀光、教育、醫療及農特產品展銷等業務層面進行交流，以達到平時互相協助

學習，遇有緊急危難時相互支援救助，使交流雙方提昇彼此業務品質，朝向互

惠共榮的目標發展。自 94 年起即辦理「城鄉交流」活動，此次為本所的第 7 次

出訪，參訪的對象為雲林縣台西鄉。 

雲林縣台西鄉位於臺灣海峽的最尾端，轄區內農漁村景觀富有特色，近年鄉內

之光華村更獲得內政部補助，針對其整體農村景觀進行改善與規劃設計，不僅

就農村的公共空間、廣場、周邊溝渠與夜間照明進行改善與環境品質提昇，更

進一步利用廢置空間推動傳統文物之保存，結合環保與傳統工藝技術開創出鄉

土文化藝術的新頁與新經濟價值。台西鄉在社區總體營造上所創造出的新風

貌，真可謂塑立本島各城鄉改造的標竿！ 

    而臺北市大同區則是臺北市早期發展的古城區之一，區內擁有許多歷史悠

久的寺廟古蹟、別具特色的東、西方代表建築，除了大稻埕碼頭可以一窺早期

河街貿易的商業遺跡外，現有的四大商圈（臺北地下街、後火車站華陰商圈、

迪化永樂歷史街區及寧夏夜市商圈）更是臺北市眾多批發商、零售商的聚集地。

每年的年貨觀光大街更讓全臺民眾印象深刻。 

    此次，本所城鄉交流活動選定雲林縣台西鄉，即是希望藉由台西鄉社區總

體營造之成功經驗，彼此交流、吸取營造新城鄉風貌之心得，進一步分享與思

考雙方互助合作之可能，作為本區里內建設與老舊社區更新之參考，為提昇生

活環境品質盡一分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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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流對象簡介 

(一) 地理概要：   

台西鄉位於東經一二○度十一分，北緯

二三度三十五分，雲林縣之西部，且西

面突於台灣海峽之上，東鄰東勢鄉，南

達四湖鄉以舊 虎尾溪為界坑接麥寮鄉

以新虎尾溪為址，西臨臺灣海峽與澎湖

遙遙相對，東西寬五．九七五公里，南

北長為一一．一二五公里，面積六六．

四七二平方公里。臺西海埔新生地面積

七九○公頃、新興海埔新生地面積三七

五公頃。 

地形：全區為平坦的平原地佔 75%以上，土地標高在 5公尺以下。其中有才寮、火

燒牛稠、程海厝等大排由東向西貫穿注入臺灣海峽，將台西鄉自然切割成

數區段，海拔標高為 5 公尺。 

氣候：春季多西南風，秋冬季多強烈東北季風，冬春季多屬寒冷氣溫，雨季多集

中於春夏季。東北季風始於每年 11 月至翌年 3 月為期約五個月，此期間風

力強大，沿海一帶之農作物栽培，必須仰賴於防風林或架設圍籬之保護，

藉以保護農作物之成長。夏季西南季風始於 5月至 9月為期五個月，此一

期間因西南低氣壓強盛，常形成颱風，對於農作物極易造成損害。平均年

雨量約在 1000 公厘，全年雨量集中於夏季 4–8 月，乾濕季明顯，加以東

北季風影響，蒸發量大，對鄉農業經營形態構成極大的影響。 

颱風：臺灣颱風行往之要衝，又毗鄰臺灣海峽，夏季 7月至 9月間，常因東北季

風與西南季風互相激溫而成熱帶性低氣壓，形成颱風，造成一大天然災害，

加以臨海水蒸氣常攜帶鹽份附著於農作物，造成大量農作物死亡，使鄉內

農作物生產種類及質與量均受到限制。 

產業：在離島工業區開發之前農漁牧業是主要經濟支柱，從事近海漁撈、沿海養

殖、內陸養殖為主之漁民共約 3500 戶，主要魚產品有草蝦、文蛤、牡蠣、

虱目魚、鰻魚、紅蟳等。農產品以西瓜、甘藷、花生、甘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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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區 

項目 
大同區公所 雲林鄉公所 

地理位置 臺北市西部 雲林縣西部(臺灣海峽最西端) 

地    形 

臺北盆地中心地帶，舊時區內有兩

個相連的小湖泊，耆老稱「雙連陂」

（讀為ㄅㄧ），日治時期因為市區

發展及修建淡水線鐵路而被填平。

全區為平坦的平原地佔 75%以上，土

地標高在 5公尺以下。 

現有面積 

5.6815 平方公里(臺北市 12 個行
政區中面積最小） 

66.472 平方公里。海埔新生地面積

790公頃、新興海埔新生地面積375

公頃。 

區界四極 

東-捷運淡水線與中山區為鄰 

南-忠孝西路與中正區、鄭州路與

萬華區銜接 

西-淡水河與臺北縣為界 

北-中山高速公路與士林區為界 

東鄰東勢鄉，南達四湖鄉以舊 虎

尾溪為界坑接麥寮鄉以新虎尾溪

為址，西臨臺灣海峽與澎湖遙遙相

對。 

行政區劃 現有 25 里，516 鄰。 現有 15 村，318 鄰。 

人    口 126,516 人 (97 年 6 月） 33,410 人 (9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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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歷史背景 

台西鄉在清朝時代隸屬於諸羅縣斗六廳，西螺辦務屬管轄，地名「海豐堡」，日

據時代改隸台南州虎尾郡管轄，稱為「海口庄」，並設庄役場（鄉公所之前身）

執行地方行政事務，臺灣光復初仍維持大縣制行政區，更改名稱為台南縣虎尾

區「海口鄉」，至民國 35 年 8 月 19 日地方行政區調整為小縣制後乃隸屬雲林縣，

並將海口鄉劃分為二，東部劃為「東勢鄉」，西部面臨臺灣海峽最西端，故命名

為「台西鄉」。  

 

台西鄉計有 15 村，以下分別記述各村地名之沿革： 

台西村 

台西村是台西鄉最繁榮的村落，也是台西鄉公所的所在地，其中的中山路就是

當年台西老街，東邊有媽祖廟，再往西面走有台西分局、台西國小、台西郵局、

台西農會、台西鄉公所、台西國中、台西全民醫院都位於此街上。以前稱為海

口，屬海口厝莊管轄〈日據時期〉。 

 

海口村 

是最靠近臺灣海峽的一個村莊，南面有馬公厝大排，現在的台西港也是在此地，

當地居民大部分以討海維生，在港口可見許多的漁船停泊，蚵仔、文蛤、草蝦

等海產養殖為當地帶來不少財富。祖先由唐山到台灣時，由海口村的港口入村

定居，又因「海口」兩字有著聚集財寶之意，故名為「海口」村。 

 

海北村 

位於海口莊北面的村落故名為海北村舊名頂客厝〈含客厝〉在台西村之東北方

約二百公尺，村裡面有一間土地公廟，是當地的宗教信仰所在。在海口之北而

得名。 

 

海南村 

含舊之六塊厝與「王爺埔」二聚落，前者在台西村之南，以山寮大排水相隔，

相傳初建村落時，只有六戶人家，而得名，而王爺埔來源據稱乃秦王爺在此奉

祠而得名，「六塊厝」據丁俊仁提供雲：為丁氏十七世祖能智，衍六戶在此落

戶。 

 

溪頂村 

清代為溪頂莊，相傳在舊虎尾溪之頂（北邊）而得名，和海南村在日據時期，

嘉義廳時代皆屬崙仔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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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村 

光華村舊稱「十張犁」，地名之由來是在明末清初時期，有十戶丁姓宗族人家

至此開墾。一般以一戶開墾人家擁有一張犁，或以犁為戶之單位，故此十戶人

家集體開墾之地遂有十張犁之舊稱。 

 

泉州村 

因當時村民都是大陸泉州來的而得名。日據嘉義廳時代，稱「五塊寮莊」，加

了草字頭。泉州村有新泉州與舊泉州(舊莊)兩部落。 

 

山寮村 

嘉義廳時代，稱山寮莊，含頂山寮莊、下山寮莊外，尚有萬厝部落。萬厝：據

當地居民所述，萬厝莊名的由來，據說最早是由姓「萬」的族人所居住，莊中

因為發生瘟疫而散莊「萬」姓族人四處遷徙，末留一戶。鄰近村莊只有五塊寮

還有二戶是姓「萬」，其餘皆不知遷往何方。現在萬厝莊以「丁」「戴」二大

姓為主。 

 

蚊港村 

含三姓寮，風沙甚大，且有人遷居至東勢厝的「新吉莊」。居有許、林、吳少

部分等三姓，且供奉三王爺即「五府千歲」而稱之。 

 

五榔村 

在清朝叫做「康榔下」在北邊有一沙崙〈沙丘〉有五位吳氏宗親兄弟，遷居到

慷榔下耕種，形成「五塊」「加連寮」〈音〉才演變成今日叫做「五塊寮」，

光復以後稱為五榔村。 

 

牛厝村 

清代分巫厝莊、坵厝莊兩莊，為放牛的所在（放牧），而日據時期是稱牛厝及

丘厝兩莊，後合併稱牛厝。現今牛厝莊分為六個莊---丘厝、鹽田(上鹽田、下

鹽田)、舊泉州、蕭厝、埔仔、牛厝。 

 

五港村 

舊稱五條港，五條港莊，有五條河匯集而稱之，舊時河港甚闊，後因淤塞而廢

港。五港村尚有瓦厝社區。 

 

永豐村、崙豐 

舊名崙仔頂先民早期到崙仟附近地方定居，因為在沙崙之頂上，所以叫「崙仟

頂」，分為三個村，永豐村、和豐村、富琦村。永豐村只是單純一個村落。 

 

和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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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村落以外還包含火燒牛稠（即萬興）、湖仔內、南公館、草寮、頂新興、

下新興、海埔寮仔、頂客厝寮仔。 

火燒牛稠 ：早期稱萬興莊（光復後改的），在一次土匪打劫的火災中，

竟然燒掉了十七間的木造牛稠（養牛的牛欄或牛舍），所以

又名「火燒牛稠」。 

湖 仔 內 ：原先為一小湖，因為風沙淤積，形成一半場地，先民移進居

住，而叫「湖仔內」。也有一說為先民為防禦土匪侵入，在

村四周栽種三道的林投樹（野波蘿）形成一個範圍，故由一

湖人（一群人）的語言，而稱「湖仔內」。 

南 公 館 ：這村莊的人民大多是從福建來的，而且大部份都是姓林，而

「南公館」這個地名的由來是由於此村莊姓林的祖先，在福

建的老家在清代設有一個官府的住處，是專門養官人的地

方，由於官人多由北方而南下，以方向來講的話是稱得上南

方的公館，由於本來在福建省的那個老家就叫「南公館」，

而姓林的祖先遷到台灣來時就在現在所住的地方取名為「南

公館」，表示懷念與不忘本。 

頂 新 興和下新興：新興是指先民到此新興起的村落。在日據時代的「戊

戌年水災」時新興沖毀先民逃到有才寮排水溝以北的叫頂新

興，以南的叫下新興。 

海埔寮仔：「寮仔」包含「海埔寮仔」和「頂客厝寮仔」，日據時代因

為躲避美軍轟炸到此，當時共有三戶，後來一戶姓丁的人家

移居到此，陸續又移居多戶建立村莊原先三戶人家在光復後

搬回臺北和臺南，剩下現在的樣子，故叫「熱寮仟」。「頂

客厝寮仔」則是頂客厝之人民到此建立的，因為靠近海邊，

故兩個統稱「海埔寮仔」，主要亦是以農耕為主，後因地下

水位下降，海水污染淡水，才改為養殖漁業。 

 

富琦村 

除包含本村落以外還包括普令厝、青埔、圳頂。村民大部份來自大陸福建泉州，

少部份由臺灣甚他地方移居過來的。 

普 令 厝：普令厝的由來，最早村中有一棵很高大的苦苓樹，但對於「苦」

這個字不太喜歡，所以取了諧音叫「普令厝」。 

菁    埔：據說「青埔」這個地方，東面和南面有很多草，一片綠油油，

叫做青草埔，延至今的「菁埔仔」所以叫「菁埔」。 

圳    頂：「圳頂」在行政區上屬於富琦村，在清代由於村莊的南方有

一條圳，寬度在三丈餘，把河的北邊叫做「圳頂」，後來由於

泥沙的淤積而變成一條排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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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編制 

 

【台西鄉公所】 

置有鄉長、秘書各 1 人，並設有 5 課 4 室 1 所 1 隊，即民政課、財政課、建設

課、農業課、社會課、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等課室及托兒所、清

潔隊等單位。分別掌理一切行政措施、地方建設、社會福利等工作，鄉公所行

政組織系統如下圖所示。 

 

 
 

 

民政課 

辦理一般行政、調解行政、公職人員選舉、自治行政、國民教育、

地政業務、民防、守望相助、禮俗宗教、公共造產、公墓管理、

兵役行政、原住民生活改進等業務。 

 

財政課  

辦理有關財務、公產、出納、協助稅捐稽徵事宜等事項。 

 

建設課  

辦理土木工程、都市計畫、公共建設、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工程、

交通、觀光、水利、簡易自來水、建築管理、違章建築查報處理、

市場管理、攤販管理、公用事業、公平交易、消費者保護、小型

排水設施、簡易工商登記及協助工商行管理等業務。 

 

農業課  

辦理農林漁牧生產、農業推廣、糧食、農產運銷、農情調查等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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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辦理社會行政、社會福利、社會救助、社區發展、勞工行政、文

化行政、社會教育、國民年金社會保險制度、全民健保、老弱無

後民眾收容安置、兒童、少年及婦女福利等業務。 

 

秘書室  

掌理文書、庶務、印信、法制、國家賠償、研考、便民服務、公

共關係、資訊管理、鄉務會議等事項。 
 
人事室 

掌理組織編制及職務歸系、公務人員陞遷(外補 )、公務人員任免銓

審、積極進用身心障礙人員、約聘僱人員進用(含請假、考試分發、

留職停薪、因案停職等)、業務委託民間辦理、公務人員年終考績、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案件之處理、差假管理與登記、訓練進修、

激勵員工士氣與績效獎金、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專業證照或

兼職查核、員工待遇、獎金、加班費、國民旅遊卡等、各項生活

津貼、補助費等、退休、撫卹及資遣案件及退休志願服務等、員

工文康活動、公保、健保、退撫基金等作業、人事資料、調查表

系統填（報）送作業。 

 

主計室 

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政風室  

依法辦理政風事項。 

 

托兒所  

辦理托兒保育事項。 

 

清潔隊  

辦理廢棄物清理、資源回收、廚餘回收、防治登革熱、滅鼠、查

報廢棄車輛、廣告物拆除及野犬捕捉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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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區公所】 

置有區長、主任秘書，並設有 5 課 4 室，即民政課、社會課、經建課、兵役課

、健保課、秘書室、會計室、人事室、政風室等課室，及調解委員會、25 個里

辦公處等附屬單位，分別掌理一切行政措施、地方建設、社會福利等工作，區

公所行政組織系統如圖所示。 

 

 
 

 

民 政 課 

掌 理 自 治 行 政 、 選 舉 、 禮 俗 宗 教 、 慶 典 活 動 、 環 境 衛 

生 、 公 共 衛 生、 義 務 教 育 、 社 會 教 育 、 文 化 、 民 防 、災

害防救及 其 他 有 關 民 政 事 項。 

 

社 會 健 保 課 

掌 理 社 會 福 利 、 社 會 救 助 、 社 區 發 展 、 人 民 團 體 輔 導 及 

其 他 有 關 社 政 事 項、 第 一 類 （ 里 、 鄰 長 部 份 ） 、 第 五 類 

（ 低 收 入 戶 ） 、 第 六 類 （ 榮 民 、 榮 民 遺 眷 、 地 區 人 口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有 關 事 項 。 

 

經 建 課 

掌 理 地 政 、 工 商 、 觀 光 、 度 量 衡 、 農 政 、 公 共 工 程 、 巷 

弄 道 路 、 鄰 里 公 園 管 理 維 護 及 其 他 有 關 基 層 建 設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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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役 課 

掌 理 兵 役 行 政 、 徵 兵 處 理 、替代役徵集、 兵 役 勤 務 、 後 備 軍 

人 管 理 、替代役備役管理及 其 他 有 關 役 政 事 項 。 

 

秘 書 室 

掌 理 文 書 、 印 信 、 庶 務 、 會 議 、 出 納 、 研 考 、 資 訊 、 法 

制 、 公 共 關 係 及 不 屬 其 他 各 課 室 事 項 。 

 

會 計 室 

依 法 辦 理 歲 計 、 會 計 、 並 兼 辦 統 計 事 項 。 

 

人 事 室 

依 法 辦 理 人 事 管 理 事 項 。 

 

政 風 室 

依法辦理預防及查處貪瀆不法事項、公務機密維護事項、機關安全防護事項等。 

 

調 解 委 員 會 

宣導調解功能， 紓減訟源增進地方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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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點介紹 

 

  【台西海園觀光區】 

 
 

【五條港碼頭】 

 
 

【台西漁港】 

 

漁港隨放養的時節而景色有所改變，而一天

當中也因潮汐的不同而有著不同的氛圍；當

滿潮與乾潮時蚵農無法出海作業，無人的港

顯得特別的靜謐；而潮水退到底時，有著泥

沙汙積之現像的港內成了一片大濕地，是彈

「台西海園」由雲林縣政府經營管理，

位於台西海埔新生地內，在台西鄉中央

路的最西端，有做「大海螺」的地標，

其建築構造特殊、外表有無數螃蟹、魚

兒交趾陶燒黏著於上，每到黃昏之際，

亦是遊客喜好駐足納涼之處，佔地面積

約 67 公頃。海螺旁便是之前的海園觀光

區，裡面自然形成溼地，住著一群全世

界最貴地方的嬌客─招潮蟹。海園裡面

有豐富之生態資源，可供遊客釣魚等項

活動。 

舊碼頭距五條港安西府廟約一里，目前身旁便是離島

工業區的開發地方。 在滿清時代為本中部唯一天然

良港，商船往來頻繁，或來自上海、寧波、天津，或

來自福州、廈門、汕頭絡繹不絕，盛極一時，為本省

中南部貨物的總吞吐口。 

每當夕陽西下夜幕初垂之時，落日餘暉與波光交映，

海天一色，這種富有自然的情景，實可與阿里山的拂

曉日出和黃昏雲海相比美，故此地有「海豐漁火」之雅號。但可惜的是，

該港於民國前十四年（清光緒十四年間），草嶺潭第一次崩潰時將港面填

埋，昔日良港一夕遂變成了歷史的陳跡。 

但這裡竟然是遊客最愛去的一個海岸景點，入口前有個觀海亭，可以在此

停歇腳步吹吹海風看看落日晚霞，同時又可到溼地上尋找螃蟹的蹤影，是

多麼愜意的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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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魚、各種螃蟹活耀的天堂。蚵農僅能利用潮水漲退之間的時段將膠筏開至

蚵田作業，經驗老練的漁民絕不會產生膠筏擱淺的烏龍。 

 

【觀夕平台】 
 

 
此情此景猶如一幅美麗的圖畫；同時在此更能感受討海人辛苦的一面。 

 
 

【魚塭景色(海埔新生地)】 

 
偶而遇上養殖人家豐收時期，或許還可以直接和養殖人家商談，到窟仔裡過

過「摸文蛤兼洗褲」的樂趣喔！ 

 

【海口庄派出所】 

 

觀夕平台位於台西漁港(台西船塢)西側，在台

西活力海岸漁港小店的旁邊，全部用木頭建

造，是適合在此觀海的最佳視野。而且在接近

黃昏之際，情人約會，最是浪漫富有情調的地

方。若是親朋好友三五成群在此遊玩嬉戲，實

為賞心悅目的最佳場所。另外在此可觀看處處

佈滿的蚵田景觀，以及漁民出海作業的情形，

每當夕陽西下，霞光映照在海面蚵田上， 

最靠近沿海的內陸，便是台西地區廣大的魚塭

區，一畦畦的窟仔連綿直到盡頭。一幢幢的工

寮靜靜坐落水畔，池裡水車未間斷的旋轉拍

打，一動一靜，勾勒出美麗的畫面。漁塭池裡

面放養著產量居全台之冠的文蛤，還有虱目魚

也頗豐富。 

悠游魚塭風光最適合的交通工具為機車或自

行車，可以細細品味出地方特有的產業景觀， 

位於台西鄉市中心，也是雲林縣沿海唯一

具紀念價值的古老公共建築。「舊海口庄派

出所」為日據時代所建之古老建築，地方

文史工作者勘查後，認為具有保存價值，

但因鄉民認為該就派出所與新建之台西警

察分局大樓不協調，且佔據空間主張拆

除，最後將該派出所整修工作併入中山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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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再造計畫中，於民國88年 6月 13日由北邊向南遷移 30公尺整建才得以保留，

地方文史工作者表示，就派出所位於市區中心，若能以此為資訊窗口，提供台

西導覽訊息與 15 村的特色，將可有效推動觀光產業，加速傳統漁村轉型為觀光

漁村。 

 

【觀光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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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訪目的或效益 

由於雲林離島工業區的設立，對於台西鄉未來發展造成重大的影

響， 如產業的轉型、環境的變化與引進人口 ...等，因此對於道

路交通、休閒觀光、地方文化的傳承與創新都是現在需關心的課

題。如何利用現有的資源突破農漁業發展的瓶頸，利用田園景觀、

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漁業，

在經營上達到農漁業產銷、農漁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一體

的觀光產業。 

此次本所參訪的目的在於瞭解台西鄉如何打破傳統創新文化，發展

地方觀光休閒經濟、對於社區整體營造部分之改造過程及對於當遇

到災害發生時之應對與處理方式，並且透過交流相互學習；而本次

參訪的效益，希望能達到下列功能: 

（一） 社會功能：讓本所參訪同仁體驗台西鄉農業生活文化，增進與台

西鄉鄉民的接觸，拓展人際關係，同時達到行銷大同

區的目的。 

（二） 教育功能：提供機會讓生活都市的本所同仁認識台西鄉漁業特

色、瞭解加入 WTO 後的衝擊，為了將產業升級，追求

更加永續、優質、專業的形象、由改善環境、美化、

綠化社區，以營造出優質產業的新契機。 

（三） 文化傳承功能：藉由瞭解台西鄉維護自然生態、傳承在地歷史文

化及將生活融入周遭自然環境的態度與用心，反思本 

所應如何規劃、維護、推廣大同區特有的歷史產業文

化及許多慶典習俗、民間技藝，使其繼續延續與傳承，

從而找到大同區新時代的定位，創造出具有特殊風格

的文化。 

（四） 遊憩功能：提供、介紹本所同仁正當的休閒場所，從事健康的休

閒活動。 

（五） 醫療功能：提供本所解除工作及生活的壓力正確方式，透過觀光

旅遊達到舒暢身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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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訪人員：區長等共計 21 人(如附件 1)。 

五、參訪日期：97 年 6 月 27 日(星期五)，計 1 天。 

六、參訪過程 

(一) 行程概要： 

     本所集合出發 → 拜訪台西鄉公所、台西鄉民代表會 → 熱情午餐 → 

     參觀安西府 → 光華村、農漁村文物教育展示館  → 蕃薯窯藝術工坊  

→ 甜蜜溫暖的家 

(二) 參訪古蹟及景點 

     【台西鄉安西府】簡介 

 
五條港安西府之建置緣起，可遠溯至清乾隆六十年間(西元一七九五

年），該年農曆三月十日夜晚，適值潮水飽和，月色皎潔之際，漁民正在

海豐島附近海域作業，忽見東方五條港口狀元澳外有道金光，閃徹雲霄，

漁民見狀，甚感驚奇，待退潮時，那道金光便隨潮水漂流至海豐島上，

漁民乃相偕往探，只見一隻竹筏，筏上有香爐乙鼎及清香三炷，另有一

座香火，上書「張李莫千歲」，眾人見香火駕臨，認係聖蹟，遂建寮奉祀

香火於島上。 

五條港安西府採宮殿式建築宏偉瑰麗，正殿之前建有類似拜亭之大涼

亭，各個方柱均有石雕作品與龍柱相輝映，正殿裡保存有古聯、古匾等

珍品。安西府重要的祭典中以農曆 6月 10 日張千歲祭日最為盛大，各地

人潮聚集，萬頭鑽動的盛況，熱鬧非凡。府後建有一棟長 160 米、高四

層樓的「鳳凰城」，提供信徒在朝聖之餘，也能欣賞到台西海岸風光‧ 

為加強廟宇的觀光特色，斥資一千多萬元，於廟埕右前方闢建一處佔地

約百坪的景觀瀑布公園，加入傳統的亭閣、假山流水等造景藝術，配合

原有的觀光設施，例如花木扶疏、流水淙淙的廟後花園等景觀，為蒞廟

安西府座落於五港村北方，吉向

西南，負林面海，佔地約 2甲，

採宮殿式建築，華麗而典雅，可

見閎偉牌樓迄立於縣道旁，越過

牌樓後，入眼即是聞名全省之大

旗杆，此對大旗杆距今已有一百

四十七餘年歷史，旗杆立於廟埕

左右，高約 60 餘尺，是值得存

的古物之一，該廟是台灣少數存

有大旗杆的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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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謁的民眾提供一個休閒養性的世外桃源。這些觀光建設不惟表現出安

西府宗教與觀光齊頭並進的建設步調，也帶動了台西當地的觀光效益。 

    

通往安西府所在地的華式牌樓，氣勢恢宏 五條港安西府建廟二百週年五朝清醮紀念石碑 

安西府鳳凰城景觀 安西府雲霄岩景觀 

  
後花園景觀 後花園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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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村】簡介 

 
對台西鄉光華村實質環境的影響十分顯著，包括基礎生活設施的缺乏、

傳統農村風味景致的流失等。基於此，光華村內一群重視鄉土文化、社

區建設的鄉親們於是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由組織社區環保義工

隊開始，積極吸引社區居民投入社區的公共事務，希望藉此民眾參與居

住環境品質改善的作法，達到提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進而提振農村的

整體經濟與文化。 

光華村城鄉風貌計畫獲內政部補助近千萬元，該村在村長丁金城任內，

積極尋找建設鄉村補助經費，並且結合村民動員整理家園，如今當您走

入該村，整齊劃一完善的規劃鄉村風貌，讓我們見識到了他們的用心，

以及對於自己居住的環境賦予生命，顯現出農村特有的景象。 

 
要目標為「改善農村公共空間品質」，計劃範圍包含了「道路景觀改善」、

「民俗廣場改善」、「村落周邊溝渠景觀改善」、「全區夜間照明計劃」及

「住戶圍牆改善建議」。90 年度再度獲得營建署補助，進行「台西鄉光

華村農村景觀整體改善一期工程」，進行「主要道路（雲 123 線）景觀

改善工程」及 91 年度「二期民俗廣場改善工程」、92 年度「三期村落周

邊溝渠景觀改善工程」已完成。除此以上有關實質環境的改善計畫之

外，光華村也開始以自主的力量爭取到了環保署的「生活環境整體改造

計畫」，以及農委會所推動的「農村新風貌」計畫，期望能在農村衛生

與環保以及農村文化等面向有所提升，未來可與改善後的實質環境品質

相互搭配，塑造表裡如一、內外兼備的農村新氣象。 

 

台西鄉共有十五個村，若以村里建

設來看，光華村足以作為台西鄉其

他村里的典範。光華村舊地名為「十

張犁」，為台灣西岸典型的農漁村。

在過去二十年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

中，光華村逐漸喪失其賴以維生的

經濟條件，產生嚴重的人口外移現

象。經濟轉變與人口外移兩個因素 

民國 79 年接受農委會補助進行「現代

化農漁村社區更新先期整合性計劃—

台西鄉光華村規劃」。 

89 年度獲得內政部營建署的補助，進

行「創造城鄉新風貌─台西鄉光華村

農村景觀整體改善規劃設計」，邁開農

村規劃與景觀改造的步伐。此計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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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漁村文物教育展示館】 

 

館內文物有風鼓、牛犁、耙子等農具，還有裝煤炭的熨斗、竹製蒸籠等

生活用品，參觀的人都覺得很新奇。而村長夫人更是利用她的巧手，將

丟棄的寶特瓶，甚至是魚鱗，做成美麗的花朵，真是令人印象深刻。 

【蕃薯窯藝術工坊】 

座落於麥寮鄉興華村田園中的麥寮蕃薯窯藝術工坊，是一座規劃完善的

藝術教學及農特產品展售中心。老闆早期從事寺廟規劃與承建，從南到

北，由沿海至內地，承建與規劃無數的寺廟，因此對傳統工藝文化，有

獨到的專業及素養，有感於民間工藝漸被現代化的洗禮而顯式微，逐將

佔地一公頃的園區，規劃為交趾陶及傳統工藝品的教學及展售。 

一樓為精緻農特產品及藝術工藝品的展售區，並於內部設計咖啡館及餐

飲區，將庭園設計山水景觀，讓人在品嚐美食及品味咖啡之際，亦能享

受藝術氛圍的薰陶。樓下展售的藝術品件件經典、精緻，民眾要細心瀏

覽，才能體會創作者的獨到功力及藝術品味。二樓規劃為精雕藝術品、

世界罕見珍貴檜木榴、藝術教學 DIY 教室、會議室等，並成立不同的主

題館：（1）檜木主題館：將精心收集的台灣檜木榴、檜木雕塑的藝術

光華村長丁金城表示，早期地方歷

史只有老一輩村民存有印象，為讓

年輕一輩也能認識地方沿革、風

俗、景觀，雲林科技大學教授與空

間設計系學生，利用寒假指導社區

義工，用磁磚、磚瓦片、蚵殼、竹

片等材料，將地方歷史做成板畫、

地方民俗藝陣、車鼓陣及牛犁陣。

台西鄉光華村利用閒置農舍成立農

漁村文物教育展示館，保留文物，

最近入選營建署主辦的第 1屆全國

景觀風貌改造大獎，是雲林縣唯一

入選社區。光華村長丁金城有感於

年輕人對早年農漁村生活型態逐漸

淡忘，3年前積極奔走，四處蒐集古

早農漁村文物，並將村民提供的 1

棟數十年歷史閒置農舍，整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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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藝大師張文議木雕，陳列於主題館供遊客欣賞，現場並讓遊客瞭

解檜木芬多精提煉過程。（2）交趾陶主題館：介紹交趾陶製作過程、

源流、發展與未來，展示獨一無二的交趾陶作品。 

蕃薯窯藝術工坊在傳統工藝中融入了匠師個人風格，將作品藝術化、現

代化、生活化，並結合裝飾性與實用性，開發各類產品，希望各種代表

臺灣本土的文化資產得以保存發展。蕃薯窯藝術工坊的整體規劃，透過

藝術品展覽及親身參與製作的過程，讓遊客深入了解傳統工藝的文化歷

史。目前展示工藝製品走少量且精緻化路線；開辦陶藝教室，提供 DIY

行程，可親自體驗捏陶創作樂趣，還可將完成後的作品寄送到府，個人

化服務貼心值得大家來體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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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流模式 

 

1.座談與意見交流 

透過與台西鄉公所就本所相關業務事項進行集合式雙方問答之座談

會，加強彼此間的交流協助，並分享彼此的經驗及地方特色文化，在

相關業務的執行方式及行政經驗，蒐集有關的資訊，互相協助、學習，

提昇彼此業務品質，使雙方關係更深入而長遠。 

2.簽訂友好交流備忘錄 

大同區公所與台西鄉公所為鞏固友好情誼、促進兩地間城鄉發展進而

互相協助學習，提升彼此業務品質，以達共同發展、互利互榮。雙方

以互惠平等為基礎，為兩地間之產業、文化、藝文、農業發展等各領

域之交流協力共同努力。 
有關訂立城鄉好交流備忘錄，請參照附件 2。 

 

(四)訪談人物 

台西鄉鄉長：李培元鄉長 

李鄉長一直以來為人口外移到都市的狀況憂心，因此盡心盡力推動地

方產業發展，為台西鄉引進好的工業與商機，帶動地方繁榮，增加就

業人口，進而穩定地方財源；此外，對於如何提昇鄉民生活品質，維

護地方文化資產，更是不遺餘力。李鄉長更期許自己依照計畫、政見，

逐步將台西鄉帶入更嶄新的里程。 

 

七、參訪心得 

台西鄉擁有豐富的農漁產及多樣的人文資源，其中與大同區相同的是

台西鄉轄區內也是廟宇古蹟林立，具有宗教活絡和香火頂盛的特色，

如：安西府為鄉內最大、香客最多（有全台罕見的旗竿）之廟宇、南

清宮的藥膳、進安府的建築特色以及昭安府的原木雕樑畫棟等，均具

有觀光巡禮的價值。就發展觀光產業，帶動地方經濟而言，每年約有

七十幾萬香客到台西鄉各廟宇參拜即是可善加運用的優勢。正如同大

同區每年 4 月初規劃舉辦的「保生文化祭」即是吸引香客信徒、外地

觀光客遊覽大同區的地方盛事。台西鄉若能加強整合地方人力與資

源，搭配周休二日的休閒觀光路線規劃，再加上廣告媒體行銷來爭取

曝光率，相信安西府的張李莫三府王爺必也能如同媽祖出巡般，為臺

灣各地香客信徒銘記在心，而每年廟會期間可吸引來的人潮、商機，

對於振興地方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必定極具影響力。 

近年來在愛臺灣、本土化高漲的意識作用下，台西鄉的地方人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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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起而號召外出遊子返鄉服務，特別是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藝術文化的

推動上，展現佳績。例如：「台西藝術協會」、「蕃薯窯藝術工坊」都

是打破外人對台西鄉是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的最佳鐵證。這些返鄉服

務的熱心藝術工作者，不僅發揮長才在教育上扎根，努力培育發掘愛

好美術之人才，更改造廢棄的農舍作為保存傳統文物的展示館，並結

合地方產業，為漁村開發活路，賦予文化底蘊，造成外界廣大的迴響

與關注。這種創意如此地貼近居民的生活，確是值得大同區效法之處。 

而光華村奐然一新的農村風貌，其社區總體營造的設計規劃由村口的

入村意象、精神堡壘即可見成效之卓著，農村內首先採用電線地下化

工程即讓光華村的天空更加的明亮寬闊，村內由雲林科技大學教授與

空間設計系學生，利用寒假指導社區義工，運用磁磚、磚瓦片、蚵殼、

竹片等材料，將地方歷史、地方民俗藝陣做成板畫，即是富有教育與

傳承意義的裝置藝術，讓農村增添一抹文化氣息。而整齊的路樹植栽、

休憩點設備、社區導覽圖……等建置，更是提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的

貼心規劃。這種對生活環境的用心，讓在欣賞農村特殊景色外來的我

們，更佩服當地居民、志工團體對家鄉的付出與努力。 

台西鄉在時代的變遷下，雖然面臨了產業轉型的危機，卻也凝聚出海

口人愛家愛鄉的情懷，就憑著一股純樸、肯打拚的熱情，台西鄉的新

農村建設、文化巡禮已逐漸吸引了台灣各界的目光，台西人的豪邁更

是拉近彼此距離的利器，台西鄉仍是處處有溫情、處處有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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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參訪成果照片 

臺北市大同區公所 雲林縣台西鄉公所城鄉交流成果照片集錦 

照片說明：大同區公所與台西鄉公所合照留念 

照片說明：雙方人員互相提問與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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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大同區公所區長謝正君與台西鄉公所鄉長李培元簽訂城鄉交流備忘錄。 

 

照片說明：本區區長致贈禮品予台西鄉公所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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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區長致贈本區特產。 照片說明：雙方互贈禮品合影留念。 

照片說明:台西鄉鄉長致贈當地特產予本所。 照片說明：雙方互贈禮品合影留念。 



 26

照片說明：區長致贈禮品予台西鄉民代表會。 照片說明：台西鄉民代表會致贈特產予本所。 

照片說明：區長致贈禮品予安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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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五條港安西府。 照片說明：五條港安西府祀奉張李莫府千歲。 

照片說明：光華村社區公園改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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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光華村農漁村教育文物館合影留念。 

照片說明：光華村村長夫人解說館內古早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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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光華村村長夫人解說館內古早文物。 照片說明：館內陳列之早期物品。 

照片說明：光華村村長解說館內古早文物。 照片說明：館內展放之早期摩托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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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村長夫人將廢棄物品變成美麗的花朵。 

照片說明：村長夫人將廢棄物品變成美麗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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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台西鄉李鄉長全程陪同並述說台西鄉歷史及現況。 

照片說明：雲林縣麥寮鄉蕃薯窯藝術工坊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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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說明：坊內師父正製作藝品。 照片說明：坊內師父正製作藝品。 

照片說明：為本所區長及同仁解說坊內的藝術品及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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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7 年度第一梯次城鄉交流(台西鄉公所)參訪人員名冊              

編 號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分 工 

1 區長 謝正君 綜理城鄉交流全盤事宜 

2 人事室主任 鄭竣弌 協助綜理人事相關業務交流 

3 會計室主任 簡維玲 協助綜理會計相關業務交流 

4 民政課課長 華戎戡 綜理民政課相關業務交流 

5 經建課課長 黃國世 協助綜理經建課相關業務交流 

6 視導 陳文勳 
負責蒐集基層服務及輿情反映

業務項目 

7 課員 馬昱生 
負責蒐集災害防救相關業務項

目資料 

8 約僱人員 李美瑩 
負責蒐民防戰力相關業務項目

資料 

9 約僱人員 張祐嘉 
負責蒐集宗教寺廟及基層藝文

活動相關業務資料 

10 約僱人員 陸冠伶 統籌本次活動及相關聯繫事項 

11 調解會秘書 王月琴 負責蒐集調解會相關資訊 

12 課員 黃美華 負責蒐集採購相關資料 

13 書記 吳佳芳 負責蒐集採購相關資料 

14 技佐 湯明義 
負責蒐集農林業資產業務推廣

相關資料 

15 課員 朱文祺 
負責蒐集鄰里公園工程建設相

關資料 

16 里幹事長 劉天從 
負責蒐集社區營造等相關建設

資料 

17 里幹事 吳桂圓 活動攝影、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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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分 工 

18 里幹事 葉明珠 活動攝影、照相 

19 里幹事 江美芬 活動攝影、照相 

20 里幹事 李國源 
負責蒐集社區營造等相關建設

資料 

21 里幹事 林淑美 
負責蒐集社區營造等相關建設

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