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 林 開 發 簡 述 
 
彰化縣位於臺灣西海岸正中央略微偏北的地帶，員林鎮在彰化平原東邊，全境幾

乎都是大平原，僅僅在和南投縣交界的地方有個八卦丘陵（台地）。員林（Yuan-lin）

位置約於東經一二○度三三分五二秒(註 1)，北緯二三度五七分四三秒 ，面積四

○. ○三八○平方公里。東距八卦山麓 3.5 公里，海拔 25 公尺，綜貫鐵路及台一

線公路過此 (註 2)。施世榜(註 3) 開鑿的八堡圳（康熙 58 年，1719 年）過村南(註
4) ，引濁水溪之水灌溉本鎮 (註 5)。員林初建於雍正八年（1730 年），至乾隆十

六年（1751 年）形成市街。最初客、閩籍移民開墾，以張、江、曹等姓為主 (註
6)，形成彰化縣最大的農產集散地，直至現在的南彰化縣最大城市，全彰化縣第

二大城，交通發達，物產豐富，為一大經濟重鎮。 
 
農產以楊桃與蕃石榴為主，工業以食品加工業及製造業為最鼎盛。員林街區因附

近物品交易鼎盛，於是商舖、醫院、旅館、飲食店、運輸公司行號林立，商況至

為繁榮；彰化縣地方法院及地檢署亦設於此。六成以上的住民為客籍後裔，但民

國四、五○年代，語言已完全福建化。一九九七年人口有十二萬六千人。居民以

從事工商業為主；信仰以三山國王、天上聖母(註 7) 及土地公為眾。 
 
第一節 開闢設治淵源 
 
與開墾概述(註 8) 
員林地區之拓墾，始於清康熙中葉 (註 9)。  
 
員林在明永曆十五年(一六六一年)，鄭成功光復台灣時，隸於東都承天府天興

縣。永曆十八年，鄭經時代，員林隸於東寧承天府天興州 (註 10)。 
「員林 」(註 11)形成村莊在清雍正初年，至乾隆十六年前後已發展成街鎮，稱

為「員林仔街」，因早期墾民從四方伐木闢地，留下圓形林地以為紀念，故名 (註
12)；又因民屋四週林木茂盛，亦稱「林仔街」。舊時街道含蓋今民生、中正、新

興、仁美、和平、光明、中山、黎明、三義、新生等里。至於郊區古稱「惠來厝」

（惠來里）、「圳頭厝」（東和里）、「三條圳」（三條、三和里）、「南平庄」（南平、

南興里）、「萬年」（萬年里）、「田中央」（溝皂、中央里）、「大饒」（大饒、大明

里）、「番仔崙」（崙雅、振興里）、「湖水坑」（湖水、出水里）、「柴頭井」（林厝

里）、「三塊厝」（浮圳、鎮興、大峰里）、「東山」（南東、中東、北東、西東里）。

員林鎮於雍正年間隸彰化燕霧堡，乾隆年間改隸彰化縣燕霧下堡。日據時代數易

其名，於昭和二十三年（民國九年）稱台中州員林郡員林街。光復後改為台中縣

員林區員林鎮，迄民國 39 年改屬彰化縣員林鎮至今 。 
 
1683 年(清康熙二十二年)，水師提督施琅，陸軍提督萬正色攻打台灣，鄭克塽降



清。員林隸於福建省分巡臺廈道臺灣府諸羅縣。康熙年間，施世榜建施厝圳，黃

仕鄉鑿十五庄圳，二圳合稱八堡圳。於是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人曹阿慈、廣東嘉

應州鎮平縣人詹志道、劉延魁、吳三霖、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黃可九、黃實賢、

盧剛直、張應和、張文敞、張剛直、廣東惠州府陸豐縣人梁文開、梁文舉兄弟來

墾員林 。楊緒賢教授云：「(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張儒林、福建省漳州詔安縣黃

盛漳、漳州府平和縣人高敦瑟等入墾員林」 。 
 
1740 年（乾隆五年）劉良璧等修《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中，燕霧保轄垓台、秀

水、佳錫、員林仔、鎮平、內灣、白沙坑等七庄。燕霧保的市街則為員林仔街。

十八世紀上半葉是台灣地區漢人移民、開墾速度最快的時期，這種保（保甲）－

－街、庄的聚落架構大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 
 
1751 年(乾隆十六年)，由於清政府於雍正十年及乾隆十一年，准台民移眷入台，

於是員林於是年形成街市 。 
 
1760 年（乾隆二十五年）余文儀修《續修台灣府志》，燕霧保轄燕霧內、上咳咳、

員林仔、東山等四庄（只有記載重要庄落），街市則為員林仔街。 
 
1835 年（道光十五年）周璽修《彰化縣志》，現今所稱的員林地區應涵蓋燕霧上、

下保共五十五庄，與大武郡東、西保共九十三庄之一部（陳宗仁，1997：49-52）。

有關員林地區的保與街庄，參見表 1。  
 
表 1-1 十九世紀上半葉員林地區的漢人聚落表 燕霧上、下保 大武郡東、西保 內

庄庄、橋仔頭、茄苳腳、內中庄、番仔墩、灣仔內、楓腳庄、三家春、苦瓜寮、

姜仔寮、陜西庄、田尾厝、 北勢洋、新興庄、秀水庄、口庄庄、湳尾庄、崙仔

頂、白沙坑、碑底庄、大坑內、溪北庄、劉厝庄、庄仔庄、 港漧厝、菜園內、

西庄庄、車路口、圳頭厝、五條圳、南平庄、水碓庄、北勢庄、大埔厝、東勢庄、

杉橋庄、 田中央、大崙庄、碑腳庄、佳錫庄、外崙仔、內崙仔、茄苳林、過溝

庄、擺堂庄、港尾庄、東山港、三塊厝、 黃厝庄、碑仔頭、犁頭厝、大三角潭、

小三角潭、燕霧大庄 萬年庄、竹篾店、三條圳、番仔崙、挖仔庄、湖水坑 有關

二十世紀初員林郡的主要地名，參見表 2。  
 
表 1-2 員林郡九街庄大字地名表 (西元 1920 年、民國九年、大正九年) 郡 員林

郡 街 庄 員林街 大村庄 埔鹽庄 溪湖庄 坡心庄 永境庄 社頭庄 田中庄 二水

庄 大 字 員林、三條圳、三塊厝、東山、南平、柴頭井、番子崙、湖水坑、萬

年、大饒、田中央 大村、茄苳林、加錫、大崙、擺堂、過溝、蓮花池、埤子頭、

黃厝 埔鹽、瓦窯、牛埔厝、三省、南勢埔、崙子腳、南港、廓子、石埤腳、浸

水 溪湖、頂寮、四勢厝、四塊厝、崙子腳、阿媽厝、汴頭、大突、田中央、三



塊厝 坡心、埤霞、梧鳳、舊館、羅厝、大溝尾、太平、瓦窯厝 永靖、湳港西、

湳港舊、陳厝厝、崙子、五汴頭、同安宅、竹子腳、獨鰲 社頭、枋橋頭、湳雅、

石頭公、許厝寮、舊社、崙雅、湳底、張厝 田中、閃灣、普興、卓乃潭、太平、

大紅毛社、外三塊厝、大新、內三塊厝 二水、大丘園、鼻子頭、過圳、十五 (資
料來源：埔心鄉志，頁 70) 關於員林鎮的行政變革，由於本研究採表列式為主，

因此不多用文字贅述，僅整理成表以為參考。 
 
表 1-3 員林鎮的行政變革表 年代 台灣的行政區分 員林鎮所屬的行政區 員林

鎮全名 明鄭時期 1611-1683 康熙 23 年 (1684) 庸正元年 (1723) 乾隆 16 年 
(1751) 光緒 13 年 (1887) 光緒 20 年 (1894) 光緒 21 年 (1895) 光緒 21 年 (1895) 
光緒 22 年 (1896) 光緒 23 年 (1897) 光緒 27 年 (1901) 宣統元年 (1909) 民國 9
年 (1920) 民國 34 年 (1945) 民國 39 年 (1950) 1 府 2 縣 1 府 3 縣 1 府 4 縣 2
廳 1 府 4 縣 2 廳 3 府 1 直隸州 11 縣 3 廳 3 縣 1 廳 「台灣民主國」 1 縣 2 民

政支部 1 廳 3 縣 1 廳 6 縣 3 廳 20 廳 12 廳 5 州 2 廳 8 縣 9 省轄市 16 縣 5 省

轄市 1 管理局 天興縣 諸羅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台灣縣 台灣民政支部 
彰化出張所 台中縣鹿港支廳 (彰化支廳) 台中縣 彰化廳 台中廳 台中州 台中

縣 彰化縣 福建省台灣澎湖兵備道台灣府彰化縣燕霧下堡員林仔街 台灣省台灣

府彰化縣燕霧下堡員林街 台灣總督府台灣縣燕霧下堡員林街 台灣民主國臺灣

府彰化縣燕霧下堡員林街 台灣總督府彰化出張所燕霧下堡員林街 (明治 28 年) 
台灣總督府鹿港支廳燕霧下堡員林街 (明治 29 年) 台灣總督府台中縣員林辦務

署燕霧下堡 員林街(明治 30 年) 台灣總督府彰化廳員林支廳燕霧下堡 員林街

(明治 34 年) 台灣總督府台中廳員林支廳燕霧下堡 員林街 台灣總督府台中州員

林郡員林街 (大正 9 年) 台灣行政長官公署台中縣員林郡區員林鎮 彰化縣 台灣

省彰化縣員林鎮 資料來源：蕭坤松，員林鎮土地利用之研究。省立員林高級中

學教育專題研究報 告之一，1991 年。花松村，頁 615-618。 
 
(註 1)花松村，一九九六年，頁 610。  
 
(註 2)其他交通見本研究附交通道路圖。  
 
(註 3)施世榜（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安海人，生於康熙十年 1671 年，卒於乾隆八年

1743 年），字文標，號澹亭，墾號長齡。清朝中葉鳳山拔貢施世榜承其父業開墾，

並出資興建水利，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完成台灣最大的埤圳工程。詳見賴宗寶，

「八堡圳之父－施世榜」，源泉水。歷史情－八堡圳傳奇。頁 41。彰化縣文化中

心，民國 84 年。） 
 
(註 4)陳正祥編，臺灣地名手冊。台北市：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民 48 年，頁 181。 
 



(註 5)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台中市：

民 74 年，頁 310-317。  
 
(註 6)鄉鎮姓氏人口排名全國第二者，員林為張與曹姓。（楊緒賢，「八堡圳流域

姓氏源流大會串」，源泉水。歷史情－八堡圳傳奇。頁 56-57。彰化縣文化中心，

民國 84 年。）同書洪敏麟亦有下列說法（八堡圳流域的地名與趣談，頁 54-55）： 
 
地名（原名） 
 

典故 備註 

燕霧上、下堡 
 

取名自八卦山台地一座燕霧大山，據

說因為該山長年為雲霧籠罩而得名。

上堡：今指大村 、花壇

下堡：員林 
員林 
 

民國九年前稱圓林（ㄋㄚ'），係指民

眾自四面八方開墾後，在中央留下一

塊樹林供大家居住。 
 

 

員林南平 
 

福建南平人所建立的村庄。 和族群遷徙有關的地

名。 
 

 
潘英著，臺灣拓殖史及其族姓分佈研究（上）。自立晚報，民 81 年，頁 342，則

稱員林的拓殖者有：張、詹、江、曹、劉、黃、梁、朱、游、吳、盧、石、蔡、

高等姓。（資料為民國 40 年）。 
 
(註 7)員林廣寧宮以信奉媽祖為主，「七十二庄」是彰化中東部，於清朝中業以後，

所出現大區域性保庄聯防民間組合。以社頭鄉枋橋頭的媽祖廟天門天后宮（簡稱

天門宮）來表現，最具體的方式有二：一為進香，二為建廟。其中員林屬武西二

媽，有員林鎮大明、大饒里（大饒庄）、溝皂里（溝皂庄）、中央里（田中央庄）、

光明里（員林打石巷）。（曾慶國，「『七十二庄』考」，源泉水。歷史情－八堡圳

傳奇。頁 49-53。彰化縣文化中心，民國 84 年。）見附圖：七十二庄村里圖。  
 
(註 8)由於本研究並非歷史考証之作，因此有關開墾的歷史以引用現有資料為

主。根據陳宗仁著彰化開發史，早在漢人來臨前，彰化地區的住民屬於南島語族，

由於他們似乎缺少文字記述，現在的資料純粹是外人對他們的記載。在中國的文

獻中，這些先住民統稱為番人，又以歸化與否，區分為生番與熟番。彰化平原的

先住民與清朝官方的接觸甚早，因此，在官方記載中，是歸化的熟番。而早期的

中國移民則如清朝統治台灣十餘年後，1695 年福建佈政使楊廷耀描寫當時的台

灣：未有遐荒窮島如閩之臺灣者，臺孤懸海外，歷漢唐宋元所未聞傳；自明季天

啟間，方有倭奴、荷蘭屯處，商販頗聚；繼為鄭成功遁踞，流亡漸集，數十年來



不過為群盜逋逃籔耳......問其俗，猶是飲血茹毛，既無廢興沿革之可稽，亦安有

聲名文物之足紀乎！（陳宗仁，1997:15,25） 
 
(註 9)根據員林鎮志（1989：25），有以下說法：本鎮之拓墾，開始於清康熙中葉，

有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曹何慈者入墾。康熙年間並有客籍墾民鎮平縣之詹志道、

劉延魁、吳三霖，饒平縣之黃可久、黃實賢、盧剛直、張應和、張文敞，陸豐縣

之梁文開來墾。康熙末年泉州籍施世榜築施厝圳（即今八堡圳）引濁水溪之水灌

溉，招徠閩粵墾民之後，移民來墾者，與日俱增。至雍正年間，福建省、漳州府

平和縣江包、詔安縣黃盛漳及客籍饒平縣朱天壽、朱天海、張儒林、劉寧廳等人

又陸續入墾。乾隆年間有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游宗賜，龍溪縣石博敏，平和縣江

篤厚，泉州府安溪縣許登等人及廣東饒平縣張佈強、張希遠等族人來墾。至嘉慶

年間，續有饒平縣張鵬程，道光年間有潮陽縣蔡生等來墾。 
 
(註 10)花松村，頁 615。雖有隸屬，然各種資料顯示當時員林地區仍屬於無人開

發地區。  
 
(註 11)員林地名由來： 
 
說法一：初闢之時，原為樹林茂盛之地，居民在墾餘之圓形森林築屋成村，故得

名。（員林鎮志）  
 
說法二：圓樓仔（客籍典型住宅型式）-->圓籃仔-->圓林仔-->員林仔-->員林（陳

國典）  
 
說法三：員林，古作「圓林」，清高宗乾隆時為粵東客家張姓所開發。員林原是

有城牆的街市。 原稱員林仔街，後簡化為員林街。（環華百科全書）  
 
(註 12)員林鎮志，頁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