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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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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前

言
 

  
  
本

調
查

為
「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社
子

島
地

區
區

段
徵

收
工

程
規

劃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及
樹

保

計
畫

委
託

技
術

服
務

」
中

之
「

文
化

資
產

調
查

分
析

評
估

」
分

項
。

而
就

目
前

資
料

，
本

區
域

內
尤
以
考
古
遺
址
與
史
蹟
最
具
敏
感
性
，
為
本
調
查
之
重
點
。

 

  
  
本
調
查
範
圍
以
社
子
島
地
區
為
主
（
圖

1）
，
部

分
則

涉
及

周
邊

相
關

地
區
。
但

大
致

而
言
，

本
區
域
形
式
完
整
，
周
邊
多
為
寬

20
0
公
尺
以
上
之
河
流
，
故
涉
及
周
邊
之
影
響
較
小
。
相
對

而
言

，
仍

以
範

圍
本

身
區

域
為

直
接

調
查

對
象

。
至

於
調

查
之

方
法

，
主

要
包

括
文

獻
及

實
地

田
野
調
查
，
最
後
並
根
據
相
關
資
料
做
成
評
估
與
建
議
。

 

  
  
工

程
開

發
為

現
代

化
過

程
所

不
可

避
免

，
然

文
化

資
產

是
我

們
社

會
中

之
歷

史
人

文
環

境

中
之

一
環

，
保

護
其

完
整

存
在

亦
為

社
會

各
階

層
所

必
須

承
擔

的
共

同
責

任
。

因
此

，
藉

由
本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工
作
，
期
待
兩
者
可
減
低
衝
突
，
長
久
兼
容
。

 

 

 
圖

1 
調
查
範
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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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文
獻
資
料

 

（
一
）
社
子
島
地
區
歷
史

 

社
子

島
在

漢
族

未
入

墾
前

原
為

凱
達

格
蘭

平
埔

族
的

活
動

區
域

。
凱

達
格

蘭
族

（
K

et
ag

al
an

）
以
淡
水
河
下
游
流
域
臺
北
盆
地
及
其
四
周
為
核
心
，
東
起
臺
北
縣
貢
寮
鄉
三
貂

社
，

經
北

海
岸

、
大

屯
山

彙
、

淡
水

河
，

南
達

桃
園

北
部

，
某

些
語

言
學

者
又

將
其

分
為

馬
賽

（
B

as
ay
）、

雷
朗
（

L
ui

la
ng
）
兩
支
。
毛
少
翁
社
為
凱
達
格
蘭
平
埔
族
社
之
一
，
社
子
島
地
區

為
毛
少
翁
社
活
動
領
域
之
一
。
在
近
代
以
來
的
歷
史
變
遷
中
，
由

16
54

年
S

im
on

 K
ee

rd
ek

oe

「
淡

水
與

其
附

近
村

社
暨

基
隆

島
略

圖
」
（

即
「

大
臺

北
古

地
圖

」
，
圖

2）
來
看
，
當
時
社
子

地
區
似
有
凱
達
格
蘭
族
大
浪
（
石
水
）
社
、
毛
少
翁
社
住
民
活
動
。

 

 

 

圖
2
淡
水
與
其
附
近
村
社
暨
基
隆
島
略
圖

 

 清
初
，
康
熙

36
年
（

16
97
）
來
臺
辦
硫
務
的
福
建
省
幕
員
郁
永
河
在
其
遊
記
《
裨
海
紀
遊
》

中
，
描
述

入
關

渡
後

之
景

觀
：「

此
地

高
山

四
繞
，
周

廣
百

餘
里
，
中

為
平

原
，
惟

一
溪

流
水

，

麻
少

翁
等

三
社

，
緣

溪
而

居
。

甲
戍

四
月

，
地

動
不

休
，

番
人

怖
恐

，
相

率
徙

去
，

俄
陷

為
巨

浸
，
距
今
不
三
年
耳
」，

其
中
「
麻
少
翁
」
即
毛
少
翁
社
，
同
時
也
指
出

16
94

年
地
震
後
河
水

上
升
毛
少
翁
社
活
動
區
域
沒
入
河
流
中
而
移
徙
他
處
。
康
熙

38
-4

3
年
間
（

16
99

-1
70

4）
的
「
康

熙
臺

灣
輿

圖
」

就
反

映
出

社
子

島
地

區
沒

入
河

中
的

歷
史

變
遷

。
而

後
社

子
沙

洲
方

再
度

逐
漸

浮
出
水
面
，
至
乾
隆

21
-2

4
年
間
（

c.
17

56
-1

75
9）

的
「
乾
隆
臺
灣
輿
圖
」
則
見
毛
少
翁
社
民

重
新

於
社

子
地

區
活

動
。

此
時

，
漢

族
移

民
亦

進
入

社
子

地
區

墾
拓
，
社
民
生
活
資
源
逐
漸
流

失
，

而
集

中
於

三
角

埔
一

帶
集

居
。

日
治

初
期

，
日

本
學

者
伊

能
嘉

矩
進

行
北

部
平

埔
族

踏
查

時
，

猶
在

毛
少

翁
社

見
木

雕
、

陶
器

等
殘

存
的

傳
統

風
俗
與
用
具

，
但
其
後
毛
少
翁
社
仍
被
迫

 

4 
 融
入
周
遭
漢
族
文
化
為
主
體
的
大
環
境
中
，
傳
統
文
化
流
失
殆
盡
。

 

 

 
 

圖
3
康
熙
臺
灣
輿
圖
及
乾
隆
臺
灣
輿
圖

 

 

 如
前

所
述

，
乾

隆
年

間
，

漢
移

民
亦

開
始

由
淡

水
地

區
進

入
社

子
諸
沙
洲
，
由
毛
少
翁
社

民
手

中
取

得
土

地
，

各
分

小
聚

落
活

動
，

逐
漸

形
成

漢
族

傳
統

聚
落

，
並

隨
著

淡
水

河
、

基
隆

河
河

灣
旺

盛
的

堆
積

，
形

成
完

整
的

社
子

半
島

地
形

，
而

因
內

河
航

運
之

便
，

淡
水

關
渡

、
三

重
、

蘆
洲

之
漢

族
墾

民
亦

紛
紛

進
入

，
形

成
社

子
地

區
的
漢
族
傳
統
聚
落
分
佈

。
民
國
時
期
，

中
、
南
部
移
民
亦
不
斷
進
入
社
子
地
區
，
社
子
地
區
的
景
觀
與
社
區
結
構
益
形
複
雜
化
。

 

毛
少

翁
社

所
屬

的
凱

達
格

蘭
族

是
一

以
集

居
性

村
落

為
主

要
的

社
會
，
旱
作
、
狩
獵
、
漁

撈
兼

行
，

並
透

過
航

海
進

行
有

限
度

的
物

資
交

換
，

行
招

贅
婚

，
由

父
母

及
未

婚
子

女
構

成
的

小
家

庭
是

較
常

見
的

家
庭

形
式

，
男

女
分

工
顯

著
，

女
耕

織
，

男
狩

獵
航

海
作

戰
，

農
業

祭
儀

是
主

要
的

村
落

集
體

活
動

，
製

作
各

項
生

活
用

具
的

材
料

多
取

自
周
遭
自
然
資
源
，
如
陶
器
、

木
工

、
螺

碗
，

但
亦

持
續

與
外

來
文

化
接

觸
，

受
外

在
世

界
影

響
，

並
時

常
作

為
中

介
將

這
些

文
化

元
素

傳
遞

到
其

他
族

群
之

中
，

這
些

外
來

元
素

經
族

人
自

行
轉

化
後

，
亦

具
有

文
化

增
益

的
作
用
。

 

目
前

本
區

域
地

貌
包

括
溪

洲
埔

、
溪

砂
尾

、
浮

洲
、

中
洲
埔
四
個
傳
統
聚
落
空
間
，
原
以

泉
州

籍
後

裔
為

主
，

約
自

乾
隆

年
間

陸
續

入
墾

，
以

農
業

、
內

河
航

運
、

傳
統

勞
力

為
主

，
古

厝
多

位
於

傳
統

聚
落

內
，

地
方

祭
祀

圈
、

陰
廟

亦
與

傳
統
聚
落
空
間
關
係
密
切

，
移
民
廟
宇
、

新
起
廟
宇
則
在
近

40
年
內
於
原
聚
落
外
圍
紛
紛
興
起
，
私
人
神
壇
近
年
在
民
間
信
仰
活
動
中
亦

有
一

席
之

地
，

遍
佈

各
處

。
區

域
內

傳
統

聚
落

田
園

景
觀

、
擁

擠
的

移
民

社
區

、
入

駐
的

傳
統

產
業
廠
房
與
倉
儲
交
雜
，
呈
現
特
殊
的
地
方
特
色
。

 

  

（
二
）
公
告
之
古
蹟
與
遺
址

 

  
  
根
據
政
府
公
告
之
資
料
，
目
前
本
區
域
內
並
無
公
告
古
蹟
或
遺
址
之
存
在
，
周
邊

50
0
公

A7-2



 

5 
 尺
內
亦
無
，
多
數
皆
在
距
離
計
畫
區

1
公
里
以
上
。
相
對
位
置
較
近
的
古
蹟
有
周
氏
節
孝
坊
，

歷
史
建
築
有
農
禪
寺
及
北
投
賴
氏
祖
祠
（
圖

4-
1）
。

 

 
圖

4-
1 

基
地
附
近
的
古
蹟
與
歷
史
建
築
位
置
示
意
圖

 

   
  
在
遺
址
方
面
，
附
近
亦
無
政
府
指
定
遺
址
。
而
根
據
學
術
上
的
調
查
研
究

(劉
益
昌
、
郭
素

秋
20

00
)，

則
有
數
處
值
得
參
考

(圖
4-

2)
。

 

 

 
圖

4-
2 

基
地
週
邊
參
考
遺
址
位
置
示
意
圖

 

  
  
至
於
就
相
關
性
而
言
，
則
以
社
子
遺
址
的
位
置
與
內
容
最
為
敏
感
與
重
要
。

 

社
子
遺
址
位
於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社
子
里
，

19
35

年
由

日
本

學
者

平
山

勳
（

19
35
）
所
調
查

 

6 
 發
掘
，
曾
發
現
鐵
器
時
代
遺
物
與
貝
塚
等
。
遺
址
地
點
距
離
本
區
東
南
側
約
有

1
公
里
餘
，
然

因
遺

址
所

在
的

地
形

地
勢

與
本

調
查

範
圍

極
為

相
近

，
因

此
其

相
關

資
料

對
於

本
調

查
有

重
要

參
考
價
值
。
目
前
在
遺
址
地
點
有
相
關
的
紀
念
說
明
碑
文
（
圖

5）
，
地

表
則

已
不

易
發

現
考

古

遺
留
。

 

 

 

圖
5 
社
子
遺
址
的
地
點
與
說
明
碑

 

 社
子
遺
址
於

19
99

年
曾
經
過
進
一
步
的
調
查
與
考
古
發
掘
，
當
時
發
掘
了
兩
個
地
點
，
一

處
在

河
濱

十
五

號
公

園
內

，
另

一
處

在
聚

落
內

的
社

子
公

園
內

。
結

果
確

認
多

處
埋

藏
已

被
嚴

重
擾
亂
，
僅

1
處
探
坑
於
地
表
下
約

80
公
分
處
開
始
出
現
大
量
貝
殼
等
生
態
遺
留
，
及
近

70
0

件
的
史
前
陶
片
。
據
測
年
及
校
正
後
的
結
果
，
年
代
應
在
距
今

13
00

-1
40

0
年
，
內
容
則
可
歸

納
為
十
三
行
文
化
之
早
期
（
劉
益
昌
、
郭
素
秋

20
00
：

81
-8

7）
。
整

理
目

前
所

公
布

之
資

料
大

致
如
下
：

 

  
  
位
於
方
格
座
標

 E
30

03
25

 x
 N

27
76

55
0，

屬
雙
溪

/基
隆
河
水
系
，
海
拔
高
度
約

1-
3m

，

面
積

 3
00

m
 x

 1
00

m
。
地

理
上
為
基
隆
河
與
淡
水
河
所
環
繞
的
沙
州
，
土
質
為
沖
積
的
砂
土
與

黃
土

。
保

存
狀

況
方

面
，

南
側

全
為

現
代

建
築

所
破

壞
，

北
側

壓
在

基
隆

河
南

岸
堤

防
下

，
僅

部
份
保
留
房
公
園
內
，
破
壞
嚴
重
。
內
涵
屬
十
三
行
文
化
早
期
，
年
代
約

18
00

-8
00

 B
.P
。
發

現
有

陶
器

、
石

器
及

貝
塚

等
，

另
亦

有
鐵

器
、

骨
器

、
貝

器
、

玉
器

與
瓷

片
等

（
參

考
書

目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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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田
野
調
查

 

（
一
）
史
蹟
與
廟
宇

 

本
地

區
歷

史
時

期
的

傳
統

文
化

活
動

族
群

可
分

為
凱

達
格

蘭
原

住
民
，
及
漢
族
移
民
等
兩

部
份
。

 

  
  
在

凱
達

格
蘭

族
方

面
，

文
獻

雖
記

錄
本

族
族

人
於

早
期

曾
在

社
子

地
區

活
動

，
但

漢
族

勢

力
進

入
後

，
紛

紛
集

中
至

三
角

埔
（

今
士

林
區

永
平

里
）

一
帶

。
目

前
在

範
圍

內
地

表
上

並
無

可
見
之
代
表
性
建
物
，
而
推
測
其
原
始
空
間
型
態
概
難
完
整
保
留
。

 

  
  
在

漢
族

方
面

，
從

清
代

以
來

，
因

社
子

地
區

特
殊

的
環

境
歷

史
區
位
，
以
與
地
域
性
、
宗

族
認
同
等
傳
統
宗
教
、
家

族
價
值
觀
有
關
的
文
化
建
物
為
核
心
。
就
實
際
調
查
結
果
列
舉
如
下
：

 

 1.
地
方
民
俗
宗
教

 

據
實

地
的

田
野

調
查

，
宗

教
的

代
表

性
建

物
包

括
地

方
祭

祀
圈

、
陰

廟
、

移
民

廟
宇

及
新

起
廟

宇
等

四
類

。
其

中
的

地
方

祭
祀

圈
、

陰
廟

與
傳

統
聚

落
空

間
關
係
密
切
，
且
常
將
兩
者
結

合
為

一
，

表
現

出
環

境
災

難
性

及
宗

教
克

服
災

害
在

聚
落
發
展
中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性
。
而
移
民

廟
宇
、
新
起
廟
宇
則
在
近

40
年
內
於
原
聚
落
外
圍
紛
紛
興
起
，
表
現
出
外
地
移
民
對
聚
落
結
構

的
影

響
及

其
融

入
社

子
地

區
聚

落
生

活
景

觀
的

歷
史

過
程

。
總

之
，

本
地

區
民

俗
宗

教
反

映
出

傳
統
與
現
代
社
會
特
質
並
存
，
共
同
形
構
聚
落
生
活
特
性
的
現
象
。

 

以
下

列
舉

本
地

區
田

野
調

查
之

宗
教

建
物

（
因

本
區

大
小

宗
教

建
物

頗
多

，
故

下
表

僅
列

代
表
性
抽
樣
，
以
有
效
反
映
現
況
）：

 

 

 

8 
 

表
1 
社
子
島
宗
教
寺
廟
相
關
資
料

 
廟

宇
名

稱
 

地
址

 
類

別
 

祭
祀

神
祇

 
年

代
 

狀
況

與
重

要
性

 
附
圖

 

百
福

宮
 

延
平

北
路

7
段

21
號

前
 

地
方

廟
宇

/
陰

廟
 

主
祀
：
格

界
陰

公
、
黑

虎
將

軍
 

配
祀
：
福

德
正

神
 

附
祀
：
朝

吉
公

 

約
起

於

19
世

紀
 
溪

洲
底

四
方

陰
廟

之

一
，
其

側
小

廟
附

祀
朝

吉

公
(與

水
有

關
)。

重
新

整

建
之

一
般

廟
宇

 

福
安

社
 

延
平

北
路

7
段

27
巷

37
號

 
地

方

曲
館

 
 

20
世

紀

（
民

國

77
年

改

建
）

 

溪
洲

底
聚

落
傳

統
文

武

館
 

玄
安

宮
 

延
平

北
路

7
段

90
號

 
地

方

廟
宇

 
玄

天
上

帝
 

民
國

81
年

 
原

為
溪

洲
底

謝
姓

家
族

私
家

供
奉
，
後

將
閩

南
式

家
族

祖
屋

轉
為

公
共

祭

祀
空

間
。

與
家

族
、

建

築
、
聚

落
歷

史
有

關
之

廟

宇
 

許
英

媽

廟
 

延
平

北
路

7
段

10
6
巷

94
弄

口
 

地
方

廟
宇

/
陰

廟
 

主
祀

：
英

媽
 

配
祀
：
福

德
正

神
、

三
太

子
 

20
世

紀

（
民

國
 

70
年

改

建
）

 

水
難

婦
女

作
祟

 
，

建
祠

以
鎮

，
原

為
石

造
，
經

數
次

整
修
。
一

般

廟
宇

 

福
安

宮
 

延
平

北
路

7
段

10
6
巷

17
0

號
旁

 

地
方

廟
宇

/
聚

落

祭
祀

圈
 

主
廟
：
福

德
正

神
 

附
祀

陰
廟
：
陰

公
（

主
祀

）
 

、
白
媽
、
福
德

正
神

（
配

祀
）

 

約
起

於

19
世

紀

（
民

國
 

62
年

遷

建
）

 

溪
洲

底
聚

落
傳

統
信

仰

中
心
，
原

為
土

造
廟

宇
，

後
改

為
石

造
 

，
民

國
62

年
遷

建
於

現

址
。

一
般

廟
宇

 
。
附

祀
陰

廟
為

溪
洲

底
四

方
陰

廟
之

一
 

北
興

宮
 

延
平

北
路

7
段

10
6
巷

35
1

號
 

移
民

廟
宇

 
吳

府
千

歲
 

民
國

69
年

 
臺

南
將

軍
鄉

移
民

將
故

鄉
「

金
興

宮
」
吳

王
爺

分

香
而

來
，
廟

側
另

建
「

五

營
亭

」。
一

般
廟

宇
 

靈
威

公

祠
 

延
平

北
路

7
段

10
7
巷

底
 

地
方

廟
宇

 
主

祀
：

王
爺

 
配

祀
：
福

德
正

神
 

約
起

於

19
世

紀
 

（
民

國

72
年

遷

建
）

 

溪
洲

底
往

來
蘆

洲
之

舊

渡
口
，
原

為
石

造
廟

宇
，

在
堤

防
內

側
，

民
國

72
年

遷
建

於
堤

防
外

現

址
。
與

聚
落

特
性

有
關

的

代
表

性
廟

宇
 

紫
玄

殿
 

延
平

北
路

7
段

10
7

巷
底

靈
威

公
祠

旁
 

私
人

廟
宇

 
霞

海
城

煌
 

民
國

91
年

 
新

建
私

廟
，

一
般

廟
宇

 

萬
善

堂
 

延
平

北
路

7
段

16
2
號

前
 

地
方

廟
宇

/
陰

廟
 

主
祀
：
萬

善
堂

神
 

配
祀
：
福

德
正

神
 

20
世

紀
 
溪

洲
底

四
方

陰
廟

之

一
，

一
般

廟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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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藏
禪

寺
 

延
平

北
路

7
段

18
9
號

 
私

人

廟
宇

 
地

藏
王

 
民

國
79

年
（

94
年

重
修

）
 

佛
教

寺
廟
，
地

皎
法

師
募

建
，

一
般

廟
宇

 

德
聖

宮
 

延
平

北
路

7
段

21
5-

5
號

 
移

民

廟
宇

 
主

祀
：
天

上
聖

母
 

配
祀

：
觀

音
、

註
生

娘
娘
、
福

德
正

神
 

民
國

67
年

 
由

嘉
義

東
石

笨
港

哈
仔

寮
「

三
聖

母
」

分
靈

而

來
，
初

為
神

明
會

組
織

，

民
國

74
年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民

國
79

年
募

款

於
現

址
改

建
。
一

般
廟

宇

福
安

宮
 

延
平

北
路

8
段

2
巷

 
地

方

廟
宇

 
福

德
正

神
 

民
國

94
年

改
建

 
浮

洲
聚

落
傳

統
信

仰
廟

宇
。

一
般

廟
宇

 

陳
靈

公

廟
 

延
平

北
路

8
段

2
巷

 
地

方

廟
宇

 
福

德
正

神
 

民
國

64
年

 
浮

洲
地

區
新

建
之

一
般

廟
宇

。
一

般
廟

宇
 

坤
天

亭
 

延
平

北
路

8
段

96
巷

15
號

 
地

方

廟
宇

 
主

祀
：
中

壇
元

帥
配

祀
：
保

生

大
帝
、
開

漳
聖

王
、

福
德

正

神
、
觀
音
、
天

上
聖

母
 

咸
豐

6
年 （

18
56

）
 

清
代

原
為

溪
砂

尾
之

神

明
會

組
織

，
民

國
70

年

募
款

改
組

為
公

廟
，
民

國

72
年

安
座

，
三

樓
靈

霄

寶
殿

主
祀

玉
皇

大
帝
，
配

祀
南

斗
星

君
、

北
斗

星

君
，

於
民

國
76

年
安

座
。
融

合
各

地
域

信
仰

、

現
代

臺
灣

民
間

信
仰

之

特
質

之
代

表
性

廟
宇

 
鎮

安
宮

 
延

平
北

路
8

段
24

2
巷

6
弄

5
號

旁
 

地
方

廟
宇

 
中

壇
元

帥
 

民
國

73
年

 
浮

洲
李

姓
家
族
捐

地
於

溪
砂

尾
所

建
之
一

般
地

方
廟

宇
 

玄
靈

宮
 

延
平

北
路

8
段

24
2
巷

17
號

 

地
方

廟
宇

 
玄

天
上

帝
 

民
國

42
年

 
溪

砂
尾

地
區
一
般

地
方

廟
宇

 

慈
雲

宮

威
靈

廟
 

延
平

北
路

9
段

2
號

 
地

方

廟
宇

/
陰

廟
 

囝
仔

公
 

19
世

紀
 

（
現

主

體
民

國

35
年

改

建
）

 

清
末

於
中

洲
埔
所

建
祭

亡
靈

之
陰

廟
，
原

為
草

廟
，

因
頗

顯
應

 
，

19
34

年
改

為
石

造
，

後
為

湧
蓮

寺
剌
封

為
慈

雲
宮
，

19
46

年
再

改
建

為
目

前
之

主
體
，

其
後

於
民

國
60
、

70
年

代
多

次
改

建
、

改
修
。

一
般

廟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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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德

宮
 

延
平

北
路

9
段

11
7
號

旁
 

地
方

廟
宇

 
主

廟
：
福

德
正

神
 

配
祀

：
甘

輝
、

萬
禮

 

19
世

紀
 

（
民

國

77
年

改

建
）

 

中
洲

埔
地

方
泉
州

後
裔

信
仰

中
心

。
為
改

建
之

一
般

廟
宇

。
其
旁

南
安

社
，

為
地

方
傳
統

文
武

館
 

  
在

以
上

資
料

中
，

如
玄

安
宮

、
靈

威
公

祠
、

坤
天

亭
多

融
有

社
子

島
之

聚
落

、
家

族
、

宗
教

等
特
色
，
建
議
未
來
應
就
其
中
選
擇
保
存
。

 

 2.
地
方
傳
統
建
築

 

宗
族

認
同

與
其

凝
聚

力
是

傳
統

漢
族

聚
落

的
構

成
要

素
之

一
，

社
子

地
區

亦
然

，
而

社
子

地
區

土
地

、
農

業
資

源
所

扮
演

之
角

色
尤

重
，

同
時

不
斷

有
外

地
移

民
湧

入
，

傳
統

宗
族

的
凝

聚
力

成
為

一
大

特
色

，
也

影
響

了
聚

落
結

構
，

因
此

在
各

傳
統

聚
落

中
多

有
宗

族
認

同
中

心
的

祖
厝

、
公

廳
，

發
揮

其
祭

祀
、

認
同

的
功

能
，

同
時

也
留

存
了

一
些

值
得

保
存

維
護

的
重

要
傳

統
建
築
（
表

2）
。
不
過
另
外
必
要
強
調
的
是
，
在
四
個
聚
落
間
隨
處
都
可
見

10
0-

20
0
年
間
之

傳
統
古
厝
（
圖

7）
，
有

些
狀

況
保

存
雖

未
必

完
整
，
但

都
多

少
皆

肩
負

著
傳

承
社

區
傳

統
之

意

義
，
未
來
於
拆
除
或
遷
建
前
，
應
皆
尋
得
當
地
居
民
之
認
同
。

 

 

表
2
社
子
島
傳
統
建
築
相
關
資
料

 

建
築

名
稱

 
地

址
 

類
別

 
年

代
 

狀
況

與
重

要
性

 
附
圖

 

「
燕

樓
」

李

家
古

宅
 

延
平

北
路

7
段

63
巷

12
弄

2
號

 

古
厝

 
19

世
紀

 
溪

洲
底

地
區

泉
州

籍
李

姓
大

家

族
祖

厝
，

其
祖

由
淡

水
地

區
入

墾
，

社
子

地
區

李
姓

公
廳

設
於

此
。
過

去
為

社
子

地
區

李
姓

後
裔

家
族

祭
祀

中
心
。
三

合
院

式
磚

造

傳
統

建
築
，
形

式
仍

完
整
，
現

仍

使
用

中
，
屋

前
老

樹
，
周

圍
之

殘

存
竹

林
仍

維
持

傳
統

聚
落

景

觀
。
與

聚
落

開
發

史
有

關
之

代
表

性
傳

統
建

築
 

王
家

古
宅

 
延

平
北

路
8
段

2

巷
20

0
弄

13
、

14
號

 

古
厝

 
20

世
紀

 
浮

州
地

區
泉

州
籍

王
姓

大
家

族

的
一

間
磚

造
樓

房
祖

屋
。
原

三
合

院
式

結
構

已
全

面
改

建
為

緊
密

相
連

的
樓

房
，
但

主
屋

主
體

除
頂

瓦
外

仍
大

致
維

持
原

貌
。
展

現
家

族
變

遷
歷

史
的

傳
統

建
築

 

「
孝

得
堂

」

古
宅

 

延
平

北
路

8
段

2

巷
20

6
弄

1
號

 

古
厝

 
19

世
紀

 
浮

州
地

區
泉

州
籍

王
姓

大
家

族

的
磚

造
祖

屋
。
原

三
合

院
式

結
構

已
全

面
改

建
為

緊
密

相
連

的
樓

房
，
主

屋
主

體
結

構
仍

大
致

維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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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貌
。
展

現
家

族
變

遷
歷

史
的

代

表
性

傳
統

建
築

 

「
李

和
興

」

古
宅

 

延
平

北
路

8
段

13
3
巷

15
號

 

古
厝

 
民

國
34

年
 

溪
砂

尾
地

區
三

合
院

式
磚

造
樓

房
，
李

姓
家

族
後

裔
經

商
致

富
所

建
，
具

閩
式

風
格
，
主

屋
近

年
重

新
翻

新
。

新
式

傳
統

建
築

 

「
兌

山
」

李

家
古

宅
 

延
平

北
路

9
段

92
號

 

古
厝

 
19

世
紀

 
中

洲
埔

地
區

泉
州

籍
李

姓
大

家

族
祖

厝
，

又
稱

「
李

忠
記

」
，

其

祖
由

淡
水

地
區

入
墾
。
三

合
院

式

磚
造

傳
統

建
築
，
目

前
已

發
展

為

左
右

二
層

護
龍

龍
。

形
制

完
整

，

為
展

現
家

族
變

遷
歷

史
的

代
表

性
傳

統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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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宗
教
寺
廟
與
傳
統
建
築
的
分
布

 

 
 

 

圖
7 
社
子
島
常
見
的
傳
統
建
築

 

 

（
二

）
考

古
遺

址
 

  
  
在
方
法
上
，
本
工
作
先
將
調
查
範
圍
依
地
貌
劃
分
為
數
個
分
區
，
再
分
別
就
其
性
質
實
施

考
古

田
野

調
查

。
一

般
而

言
，

本
區

域
地

貌
可

分
為

聚
落

、
廠

房
、

農
田

與
雜

林
地

等
類

別
，

原
地

表
則

以
砂

地
、

壤
土

最
常

見
。

通
常

在
聚

落
與

廠
房

周
邊

可
見

較
頻

繁
之

人
為

擾
動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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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地

表
多

見
遮

蔽
物

，
不

利
整

體
觀

測
；

各
種

農
田

地
多

屬
淺

層
擾
動
，
也
有
較
多
的
土
層
暴

露
，

是
最

利
於

調
查

之
區

域
，

然
因

環
境

特
殊

，
本

地
不

少
農

地
田
園
多
為
堆
土
形
成
，
或
已

失
去

原
堆

積
。

至
於

雜
林

地
則

依
植

物
型

態
不

同
，

形
成

不
同

地
表

遮
蔽

，
可

依
該

狀
況

實
施

不
同
密
度
的
調
查
。

 

  
  
另
外
在
周
邊
地
區
，
則
以
河
岸
旁
之
露
出
低
地
為
主
要
觀
測
對
象
。

 

  
  
據

調
查

結
果

，
整

體
範

圍
內

尤
其

在
各

聚
落

周
邊

常
可

發
現

不
少
晚
近
之
硬
陶
、
瓷
片
，

但
目

前
此

部
分

並
無

特
別

清
楚

之
考

古
意

義
。

另
主

要
於

一
處

地
點

發
現

有
集

中
之

史
前

陶
片

分
布
，
雖
然
發
現
亦
有
限
，
但
明
確
屬
一
處
遺
址
之
地
點
（
見
下
文
），

未
來
應
加
以
注
意
。

 

  
  
以
下
將
本
調
查
結
果
，
配
合
照
片
與
調
查
地
點
做
一
簡
要
說
明
：

 

 

圖
8 
社
子
島
考
古
調
查
地
點
（
各
點
概
況
見
下
文
）

 

  
  

  
  

 
1
多

聚
落

民
房

與
雜

林
，

土
層

露
頭

少
，

地
表

擾
動

劇
烈

  
  

  
  

 2
雜

草
地

為
主

，
地

表
面

觀
察

，
可

見
近

代
遺

留
 

 

 

14
 

 

  
  

  
  

  
  

 

3
多

菜
園

旱
地

，
多

次
擾

動
，

原
砂

質
土

堆
積

，
淺

層
觀

察
  

4
多

菜
園

旱
地

，
多

次
擾

動
，

原
砂

質
土

堆
積

，
淺

層
觀

察
 

 

  
  

  
  

  
  

 

5
多

廠
房

、
果

園
、

雜
草

地
，

地
表

面
調

查
  

  
  

  
  

  
  

  
  

6
多

廠
房

、
果

園
，

地
表

面
調

查
 

 

  
  

  
  

  
  

 

7
水

池
、

菜
園

、
竹

林
為

主
，

地
表

面
調

查
  

  
  

  
  

  
  

  
  

8
小

型
狹

長
菜

園
地

，
零

星
露

出
土

層
觀

察
 

  
  

  
  

  
  

 

9
雜

林
與

菜
園

為
主

，
部

分
土

層
露

頭
觀

察
  

  
  

  
  

  
  

  
  

10
雜

林
地

為
主

，
可

觀
察

區
域

零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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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菜

園
與

相
關

人
為

設
施

為
主

，
地

表
面

觀
察

  
  

  
  

  
  

  
12

菜
園

旱
地

為
主

，
多

次
擾

動
，

砂
質

土
，

淺
層

觀
察

 

 

  
  

  
  

  
  

 

13
地

面
暴

露
砂

質
土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1

4
多

廠
房

、
未

種
植

之
堆

積
旱

地
，

多
近

代
遺

留
 

 

  
  

  
  

  
  

 

15
堆

土
形

成
之

菜
園

旱
地

，
堆

土
斷

面
觀

察
  

  
  

  
  

  
  

  
  

16
以

菜
園

旱
地

為
主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16
 

 17
以

菜
園

旱
地

為
主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18

廠
房

旁
之

小
型

零
星

菜
園

與
雜

林
，

人
為

擾
動

劇
烈

 

 

  
  

  
  

  
  

 

19
地

面
覆

蓋
高

之
堆

土
菜

園
，

零
星

土
層

調
查

  
  

  
  

  
  

  
 2

0
菜

園
旱

地
為

主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21
菜

園
與

竹
林

雜
林

為
主

，
部

分
未

種
植

地
可

觀
察

22
未

種
植

之
大

片
菜

園
旱

地
，

易
於

觀
察

，
多

小
型

礫
石

及
砂

質
土

 

 

  
  

  
  

  
  

 

23
堆

土
形

成
的

菜
園

與
雜

林
，

部
分

露
出

土
層

觀
察

  
  

  
  

  
 2

4
未

種
植

之
菜

園
與

雜
林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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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河

岸
沙

洲
地

，
地

面
觀

察
，

除
近

代
垃

圾
外

，
內

含
純

淨
  

  
 2

6
大

型
菜

園
地

，
淺

層
擾

動
，

邊
緣

多
近

代
遺

留
 

 

  
  

  
  

  
  

 

27
堤

防
外

，
自

然
植

生
雜

林
，

不
易

進
入

  
  

  
  

  
  

  
  

  
 2

8
菜

園
與

果
樹

林
地

，
地

表
面

觀
察

 

 

  
  

  
  

  
  

 

29
濕

地
為

主
，

地
表

面
觀

察
，

純
淨

，
少

人
為

遺
留

  
  

  
  

  
 3

0
菜

園
與

少
部

分
民

房
，

淺
層

擾
動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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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一

處
正

進
行

堆
土

，
顯

示
本

區
之

菜
園

農
地

的
墾

地
結

構
  

  
 3

2
聚

落
旁

之
菜

園
與

雜
林

，
有

多
近

代
遺

留
 

  
  

  
  

  
  

 

33
廠

房
地

，
極

少
土

層
露

出
，

不
易

觀
察

  
  

  
  

  
  

  
  

  
 3

4
廠

房
地

，
極

少
土

層
露

出
，

不
易

觀
察

 

 

  
  

  
  

  
  

 

35
旱

地
、

雜
林

與
廠

房
、

住
宅

為
主

，
地

表
面

多
現

代
擾

亂
物

  
 3

6
堆

土
形

成
之

菜
園

，
土

層
斷

面
覆

蓋
，

零
星

觀
察

 

 

  
  

  
  

  
  

 

37
學

校
、

建
築

旁
之

零
星

菜
園

旱
地

，
多

次
擾

動
，

淺
層

觀
察

  
 3

8
雜

林
與

小
規

模
堆

土
菜

園
，

表
面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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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
廠

房
、

聚
落

建
築

、
雜

林
為

主
，

多
次

劇
烈

擾
動

  
  

  
  

 4
0
河

濱
公

園
灘

地
，

表
面

人
為

覆
蓋

，
地

表
觀

察
 

  
  

  
  

  
  

 

41
聚

落
後

方
之

海
岸

雜
林

地
，

零
星

露
出

土
層

觀
察

  
  

  
  

  
  

42
堤

防
內

之
道

路
沿

線
聚

落
，

不
易

觀
察

 

 

  
  

  
  

  
  

 

43
堤

坊
內

雜
林

地
，

植
生

茂
密

，
外

部
零

星
觀

察
  

  
  

  
  

  
 4

4
菜

園
與

雜
林

地
，

地
表

面
觀

察
 

 

  
  

  
  

  
  

 

45
堤

防
外

濕
地

，
多

植
生

，
零

星
土

層
露

出
觀

察
  

  
  

  
  

  
 4

6
菜

園
地

，
多

次
擾

動
，

淺
層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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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雜

林
與

小
型

菜
園

，
地

表
面

觀
察

  
  

  
  

  
  

  
  

  
  

  
 4

8
雜

林
與

雜
草

地
，

地
表

面
觀

察
 

  
  

  
  

  
  

 

49
菜

園
與

雜
林

地
，

淺
層

觀
察

  
  

  
  

  
  

  
  

  
  

  
  

  
 5

0
菜

園
地

，
土

層
露

出
處

之
淺

層
觀

察
 

   
 一

處
遺
物
發
現
地
點
如
圖

8
所
示
，
該
地
點
之
座
標
為
北
緯

25
度

6
分

4.
3
秒
、
東
經

12
1

度
29

分
32

.5
秒
，
範
圍
約
長

10
0
公
尺
（
西
北

-東
南
），

寬
60

公
尺
（
東
北

-西
南
）
，
面
積

約
60

00
0
平
方
公
尺
。
遺
物
零
星
散
布
於
菜
園
與
果
園
間
，
所
見
遺
物
以
考
古
學
界
一
般
所
認

知
的

幾
何

印
紋

陶
為

主
，

但
其

中
多

數
於

表
面

並
未

帶
有

紋
飾

，
相

關
原

因
須

仰
賴

未
來

進
一

步
的
學
術
探
討
。
初
步
判
定
內
涵
以
鐵
器
時
代
近
於
十
三
行
文
化
為
主
，
年
代
約
距
今

20
00
～

10
00

年
間
，
或

與
已

知
的

社
子

遺
址

相
近
。
惟
目

前
所

知
僅

止
於

地
表

調
查
，
且

本
區

域
亦

屬

堆
土

形
成

之
農

地
，

其
地

下
埋

藏
之

情
形

並
不

清
楚

，
初

步
判

斷
可

能
已

有
相

當
程

度
遭

受
破

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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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遺
址
現
場
的
採
集

 

 

 
 

圖
10

 採
集
陶
片
（
左
：
素
面
陶
；
右
：
印
紋
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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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評
估
與
建
議

 

在
文

化
史

蹟
方

面
，

針
對

其
代

表
性

、
重

要
性

、
完

整
性

、
與

聚
落

歷
史

空
間

的
結

合
性

等
方

面
綜

合
評

估
，

整
體

而
言

，
凱

達
格

蘭
族

文
化

遺
留

因
近

代
的
開
發
，
其
原
始
空
間
型
態

及
分

佈
已

遭
破

壞
，

目
前

較
不

易
進

行
保

存
。

漢
族

傳
統

文
化

建
築

反
映

了
長

期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地
方
主
體
意
識
，
是
仍
可
保
存
的
有
形
文
化
資
產
。
故
未
來
工
程
應
注
意
：

 

（
1）

與
漢
族
宗
族
認
同
與
凝
聚
力
、
聚
落
結
構
有
關
的
各
地
方
傳
統
建
築
，
由
於
蘊
含
完

整
的

文
化

歷
史

記
憶

，
重

新
切

割
歷

史
空

間
對

其
之

衝
擊

當
然

最
為
明
顯
，
也
是
需
慎
重
考
量

的
地
方
主
體
意
識
之
一
。

 

（
2）

地
方
民
俗
宗
教
之
相
關
史
蹟
，
由
於
祭
祀
圈
與
環
境
災
難
的
密
切
關
係
可
說
是
社
子

地
區

傳
統

聚
落

的
一

大
歷

史
特

色
，

除
了

豐
富

的
地

方
口

傳
之

外
，

反
映

此
歷

史
特

色
的

廟
宇

對
於
當
地
住
民
的
歷
史
記
憶
與
空
間
感
亦
格
外
具
有
意
義
。

 

（
3）

社
子
地
區
作
為
不
同
時
期
外
來
移
民
的
集
結
地
之
歷
史
特
質
，
自
清
代
即
然
，
民
國

50
年

代
以

來
中
、
南
部

移
民

更
大

批
前

來
，
逐
漸

形
成

移
民

社
區
，
並

滲
透

原
傳

統
聚

落
，
成

為
影
響
目
前
社
子
地
區
整
體
景
觀
的
重
要
因
素
。

 

基
於

以
上

，
本

計
畫

建
議

廟
宇

中
如

玄
安

宮
、

威
靈

宮
祠

與
坤

天
亭

為
可

保
存

之
建

築
，

在
傳

統
建

築
方

面
，
以

燕
樓

李
家

古
宅
、
王

家
古

宅
（

含
孝

德
堂

）、
李

和
興

古
宅
、
兌
山

李
家

古
宅
為
主
要
保
存
標
的
。
但
以
上
規
劃
，
都
須
尊
重
族
群
對
文
化
史
蹟
之
主
觀
情
感
，
換
言
之
，

必
須
適
當
配
合
說
明
會
、
問
卷
以
取
得
居
民
最
大
共
識
。

 

 在
考

古
遺

址
方

面
，

地
理

上
，

社
子

島
為

基
隆

河
與

淡
水

河
匯

流
處

所
形

成
之

海
拔

極
低

的
沙
洲
，
雖
然
有
資
料
指
出
其
形
成
於

17
世
紀
以
後
，
然
而
本
地
區
地
形
變
動
劇
烈
，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目
前
所
知
的
社
子
遺
址
，
其
年
代
已
距
今

10
00

多
年
以
上
，
因
此
完
全
不
能
排
除
本
區

域
存

有
史

前
遺

址
之

可
能

性
。

而
根

據
本

計
畫

實
地

調
查

結
果

，
印

證
確

實
存

有
史

前
遺

址
，

故
未
來
無
論
何
種
工
程
都
應
注
意
到
本
區
域
遺
址
之
存
在
。

 

對
於

未
來

工
程

方
法

，
若

以
全

島
填

土
方

式
進

行
，

則
是

將
現

有
遺

址
狀

態
完

全
保

存
於

地
下
，
故
對
遺
址
造
成
衝
擊
小
，
現
況
亦
無
須
做
任
何
對
應
措
施
。
但
須
注
意
在
填
島
過
程
中
，

是
否

仍
有

部
分

挖
掘

或
整

地
工

作
，

或
是

埋
設

管
線

等
設

施
是

否
侵
害
到
原
地
層
以
下
，
針
對

此
部
分
，
原
則
上
作
如
下
建
議

 

1.
非
遺
址
區
域
之
原
地
面
的
整
地
開
挖
行
為
：
應
做
考
古
監
看
，
實
施
頻
率
每
週
一
次
。

 

2.
遺

址
區

域
內

之
原

地
面

的
整

地
開

挖
行

為
：

應
於

事
前

針
對

遺
址

進
行

合
乎

法
規

之
考

古
試

掘
，

以
確

認
遺

址
存

在
空

間
（

範
圍

與
深

度
）

與
內

涵
。

其
次

，
工

程
若

仍
有

無
法

避
免

之
遺
址
影
響
行
為
，
則
應
在
文
化
資
產
主
管
機
關
的
同
意
下
，
進
行
考
古
搶
救
等
補
救
措
施
。

 

此
外

，
施

工
單

位
若

在
施

工
過

程
中

另
有

發
現

時
，

應
恪

遵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第
五

十
條

發
見

疑
似

遺
址

，
應

即
通

知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採
取

必
要

維
護

措
施

。
營

建
工

程
或

其
他

開
發

行
為

進
行

中
，
發

見
疑

似
遺

址
時
，
應

即
停

止
工

程
或

開
發

行
為

之
進

行
，

並
報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處

理
。

以
避

免
對

於
文

化
資

產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破

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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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考
書
目

 

王
世
慶
，

19
98
，《

淡
水

河
流

域
河

港
水

運
史

》
，

中
央

研
究

院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所

專

書
，
台
北
市
︰
中
研
院
社
科
所
。

 

仇
德
哉
，

19
79
，《

臺
灣
省
廟
神
傳
》，

雲
林
縣
：
信
通
書
局
。

 

平
山

勳
，

19
35

，
〈

台
灣

社
會

史
の

諸
問

題
-社

會
經

濟
史

的
領

域
に

關
し

て
〉
，
《

台
灣

社
會

經

濟
史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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