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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這塊小而美的土

地，是入墾者夢土，來自

不同原鄉的種籽灑落，土

地與水流寬容迎接，孕育

多元的台灣文化。儘管今

日文明腳步多麼快速，生活的土地故事，依舊是地方口耳相傳的重要

主題，花香、水聲、鳥鳴、雲行，豐富的大地撫慰心靈，成為現代文

化應重視的加值產力。

　　假日有空，阿都阿欽夫婦喜歡走入百果山社區，和在地人一起感

覺，阿都的筆書寫不停，阿欽的相機喀嚓不止，長年下來紀錄不少員

林人的故事。阿都不忍精彩的生活故事隨光陰流逝，俗話說：「喙

是風，筆是蹤」，書寫百果山共同記憶，成為2007年重要的行動。當

話匣子打開，生活舞台布幕升起，一齣齣真實的萬象人生，酸甜苦鹹

交織在生活戲碼中，全都是員林鄉親記憶深處的重要軌跡。俗話說：

「人生親像大舞臺，苦齣笑詼攏公開」，縱然許多過往今來的地方議

題，總是「一人講一項，無人講相仝」，然而，村庄故事如繁星閃

爍，和在地人一起穿越村庄，一起呼吸泥土芳香，讓人樂此不疲。

　　阿都深知競爭與合作是人與大地的生態法則，競爭激烈的社會迷

宮，容易讓人失去方向，唯有智者懂得尋找生活出口。2007年台灣人

王建民的棒球精神，林義傑挑戰沙漠的極限，再次成功樹立台灣精神

典範，有助於跳脫傳統教條式意識型態的注入，從週遭小人物生活典

範的建立，觸動人心引發良善的心靈迴響，讓紛紛擾擾的台灣社會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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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微微曙光。然而，現代人心靈空虛與盲知區域如何彌補？何以文明

進步了，物質豐足了，資訊便捷了，地球畛域拉近了，而心靈距離卻

浮浮沈沈？倘若人是樹，要問滋養生靈的根健在嗎？泥土、陽光、空

氣、水等所需無虞嗎？哎呀！物質為重，名利擺中間的現代人，熟悉

的土地仍在心中嗎？或許將故鄉土地留駐心中，才有邁向未來夢土的

活力。

　　鳥瞰台灣，台灣中部八卦山餘脈向西緩降處為「半線」社，這個

因平埔族巴布薩族聚落，取音得名的半線社，1685年《台灣府志》記

載許多風情。1709年施世榜引濁水溪水建施厝圳，又稱濁水圳，十

年完竣，嘉惠半線八堡ㄧ○三莊，1721年坡心庄黃仕卿修築十五庄

圳。暢通的圳水加速農作物豐收，同時也吸引大批來自福建廣東的入

墾者。到了1723年「半線」改「彰化」，後人從福建巡撫王紹蘭《彰

化縣碑記》追尋地名由來，碑中記載「實獲眾心、保域保民、彰聖天

子、丕昌海隅之化歟」，意味顯彰皇化的意思，果真如此？不過，

確定的是，當時彰化轄十保，範圍包括諸羅縣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

南，員林隸福建省分巡台廈道臺灣府彰化縣。

　　1726年彰化孔廟和員林廣寧廟完竣，隔年饒平縣朱厝樓朱天壽、

朱天海入墾廣寧廟附近（今打石巷），直到1730年官方資料出現「員

林仔庄」地名，1741《台灣府志》出現「員林仔街」，又叫「林仔

街」（約在今廣寧宮員林第一市場、打石巷、博愛街一帶）。至於員

林地名由來說法不一，學者洪敏麟和《員林鎮志》認為早年墾民在樹

林中央墾植結廬成庄，留下圓形林地得名；專家陳國典從語音變化提

出：圓樓仔→圓籃仔→圓林仔→員林仔→員林。《環華百科全書》記

載員林古作「圓林」，清高宗乾隆時為粵東客家張姓所開發。專家洪

英聖從鹿港角度來看，是河洛語鹿港腔「下」(Ue)林仔，指鹿港下方

東側山丘「林」地，近音「員林仔」。有關員林地名由來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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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思，有待深入考究。

　　員林仔街東邊山林，早年全是原始叢林，據說野生構樹叢生，構

樹是野鹿的最愛，俗稱「鹿仔樹」，大綠葉、生存力強，山坡清泉豔

陽滋潤，春風吹過，雄花綠、雌花紫紅，十幾公尺高，滿樹絲絲繁

花，聚集的小花球處處。秋季結紅熟果，冬季葉落整枝。山坡人家男

壯丁帶工具結伴入山，尋找野豬、野鹿、野羌等野生動物足跡，守在

鹿仔樹下，往往能捕獲獵物，將四肢綁在長竹棍上，開心抬回聚落慶

功。這座山林是員林和南投、芬園、社頭的界山，庄民感謝大自然恩

賜山林和湧泉，天、神、土、樹、水，全都是感恩祭祀的對象。

　　員林東邊山林蓊蓊鬱鬱向西緩降，坑崁間多半是原生種野生植

物，據說早年有構樹、九芎、朴樹等。山林中以「坑」和「寮」為

主，向陽「坑」地水源充足，聚集人家較多，向陰坡地好栽植，散居

草「寮」人家，黃土夾雜圓礫石，地表處處湧泉。雍正乾隆年間陸續

有張姓等入墾，「蕃薯嘸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他們披荊斬

棘，結廬而居。

　　員林山間「坑」地聚集來自廣東潮州府墾民，在虎蹄坡卻出現

「泉州寮」，一個來自福建泉州府的聚落，探索泉州寮要從吳伯惠入

墾的故事開始聆聽。

　　據張懋勉派下《清河堂第十三世四房張姓瑞華公族譜》，發現在

吳伯惠入墾虎蹄坡前，來自潮州府饒平縣馬崗派的張懋勉和 珍父子

已入墾「廣福社」數十年，廣福社南面牛埔地叫「虎蹄坡埔」，虎蹄

坡埔南早已由馬崗派張姓族裔聚集，也就是柴頭井下埧張厝，推估約

在乾隆初期1730-1740年代。之後，當吳伯惠從福建泉州府安溪縣直接

入墾虎蹄坡埔東面上方山林地時，周邊全都是粵庄，為了生存，粵泉

難免起紛爭。

　　到了1759年《乾隆台灣輿圖》出現員林庄、東山庄、三塊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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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厝、半路厝、柴頭井，吳伯惠已入墾柴頭井庄外北面多年，設延陵

堂，卻傳來與張厝械鬥的慘況。直到嘉慶年間，來自廣東潮州府饒平

縣張慶蒼之子張日進，推估約在1800年後，從番仔崙遷入虎蹄坡埔附

近，在延陵堂九芎樹西面設清河堂。因此，虎蹄坡埔旁的聚落日漸成

庄，地名「泉州寮」正式出現在1832年《彰化縣志》，屬大武郡社，

因聚集許多泉州人吳伯惠族裔而得名。

　　泉州寮聚落成庄近二百年，有何美麗的哀愁林間流傳？傳說如星

光神秘，有時近在眼前，有時遠在天邊，靜謐地伴著山林。隨著歲月

轉輪，日治時期出水坑劃作保安林，設水源地和員林神社，虎蹄坡

被「清埔」，變成保安山林並設湖水公學校，許多庄民需向員林街庄

役所租佃耕作，成為苦力「佃田作」。直到1961年，鎮長林朝業和興

賢吟社林玉華等人，正式命名為「百果山風景區」，範圍包括湖水坑

（湖水里、出水里）、柴頭井（林厝里）、番子崙（崙雅里、振興

里）、三塊厝局部（大峰里、鎮興里）、東山局部（南東里）。1968

年員林鎮公所積極建設百果山社區，以湖水、出水、林厝、振興里為

主，平時再加上崙雅里，成為林厝派出所管轄的百果山大社區。

　　今日走讀

百果山，不同

入徑就有不同

發現與感受，

讓我們深入泉

州寮探索，尋

找員林人失落

的百果山記憶

吧！

◆暢遊百果山。(吳佳燕繪/楊銘欽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