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

六、笨港的沒落

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七）諸羅縣志記載：笨港台屬近

海此為最大。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重修臺灣府志亦稱：

笨 港街舟車輻輳，百貨駢闐俗稱小臺灣。證明笨港確曾風

光一 時。唯自幾次天災與禍，就失去它的光彩。

在鄭氏領台時，從中國移民到臺灣來的人數，超過

二十萬人。這時雖然人多，地廣，分子複雜，還平安無事，

可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領臺營以後，由於吏治不良，軍紀不

佳，公權力不彰，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羅漢腳（無業遊民）

泛濫，謀生不易，到處流傳渡台悲歌，「於此臺灣百物貴，

惟有人頭不為錢」的怨言。秘密結社盛行，遇事以械鬥、暴

力解決的行為時有發生，據統計，清領臺灣二百一十二年

中，大小械鬥四百餘次，其中地方官不能鎭壓，必須請清廷

派軍來支援的民變，

就四十餘次。其中以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

乾隆五十二年林爽

文、同治元年戴潮春

等三次械鬥最大。其

領導人及下場如下：

八十二世  顏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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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朱一貴：閩籍，住高雄內門以養鴨為業。康熙六十年

（一七二一）因知府王珍苛稅，引起民怨，聯合閩、粵居民

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自封為中興王，建號永和，攻陷臺灣府

城，清廷文官逃往澎湖避亂。後來客籍桂君英爭領導權失

和，朱被捕糾辦。這是閩、粵合作爆亂唯一的一次。

林爽文：泉籍台中大里人，天地會領袖。乾隆五十一

年 （一七八六）官府取締時，率眾反抗。清廷派普吉保福

康安率十萬軍並動員客民以兩年平定，乾隆為嘉獎客民忠

義，御賜紀念碑，同時取嘉義兩字將諸羅更名為嘉義縣，以

嘉獎客籍義民之勇敢，並將遺骨建義民廟祀之。

戴潮春：漳籍，住彰化四張犁，八卦會領袖。同治元

年 （一八六二）官府取締時率眾反抗，攻下彰化自稱大元

帥，東王，並分封諸王。此舉泉人不支持，乃攻鹿港泉州人，

造成漳、泉對立，官府派新竹林占梅率鄉勇，會同清軍平亂，

兩年後平定，戴潮春不敵自殺。

至於械鬥，官方為了處理事故，依其發生的性質，稱

為分類械鬥。如閩、粵械鬥、漳、泉械鬥，都是以祖籍為爭

權，爭水或爭土地而集體打群架。還有以姓氏，貧富，職業

等為爭生存的械鬥。如宜蘭的樂工為爭出場表演次數而大打

群架，另外也有政治因素，如反清復明的天地會。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笨港街已有四千餘戶，有清

廷來的守備兵，治理地方的知事、水師汛用的砲台、港內

街區有倉庫，溪中與港口外常停靠有數百隻船與竹筏，直

接跟中國運送貨物。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 0）出版的續修

臺濾府志，形容舟車輻輳的笨港街，也敵不過人為的摧殘。

乾隆十五年八月 二十三日，彰化縣刺桐鄉三塊厝，有漳州

人廟會戲謝神，在會場中有漳人黃天和跟泉人廖志發因睹博

發生口角，互相叫嚷，鬧出人命，引起住在笨北港泉人和笨

南港的漳人，也處在互相懷疑和恐懼氣氛中。笨北港的泉民



139吳妹，生員施斌等以泉州人被漳州人燒死。又擔心笨南港

為豪強之地，決定先下手為強，夥同一百六十八人，前往

笨南攻庄、放火，漳民驚散。很快攻過牛稠溪，月眉潭等

一百三十八個庄，焦土片片，笨南港受重創，隨即走上沒落

的道路。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清高宗記錄載：十一月

二十八日笨南港北街發生械鬥事件，水師提督黃仕簡上奏清

廷：自十二月十日抵諸羅，搜捕各要犯，並清查餘犯研審。

起因由笨港北街泉民糾眾，搶劫笨南街漳民財物，連日捕獲

泉籍暴民，分居笨新北街、東庄、土庫、麥仔寮等處，首領

吳妹業已捕獲，送京論處。這次械鬥，南街損失慘重，居民

傷亡甚多，房屋燬損，商民被迫四逃。現在官府已經告示，

招回商民，重新營業。

笨港械鬥的結果，無疑對小臺灣，尤其是南街造成重

創。依常理說：南街的殷商巨富，就是回來重新營業，心裡

上不能毫無芥蒂與恐懼，何況再怎麼復原，也不能恢復以前

盛世的景況。

這次械鬥的結果，雙方傷亡慘重，遺留下來的遺骨、

遺物、殘瓦、碎片，現在仍堆在水林鄉法輪寺後面叢草堆中。

據說在日據時期，有人來此地考古，還立了一塊高達三公尺

「僅會一處」的鎭魂碑。

笨港地區，先後發生兩次較大的械鬥，都是泉籍吳妹

領導。試問，漳泉都是來自福建（同籍）的人，何以如此的

不和睦，卻是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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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咏「收復笨港」                                 清高宗

林爽文之亂普吉保奉旨清剿侵犯笨港的亂民，完成任

務，得到勝利，奏報清高宗乾隆弘曆帝，咏詩以誌慰

按：前詩為清高宗乾隆帝御製，時當林爽文起事，全

台騷動。故聞普吉保奏報收復笨港，喜而賦此詩。本詩經收

入「高宗御製詩文全集」

笨港除了上述人為破壞之外，還有天然的破壞，就是

洪水泛濫，終於造成一府、二笨、三艋舺的光榮地位，沒落

到無名慘況，眞是天命不可違，人為不可宥。



141俗語說：「水火不留情！」是有其道理的。

嘉慶二年、四年連續兩次颱風帶來的大水，泛濫成災，

洪水帶來沙、石與泥土，幾乎把笨港溪水道淤為平地，房屋

及廟宇都被沖倒，笨港溪為之改道。以往笨港外海，常停有

四百餘隻漁舟與貨船，而今已不能停靠，笨港也就失去其原

有的功能，在此種情況下，商民只有遷到距離笨港東南方二

公里半，離河道遠，地勢較高的麻園寮。麻園寮的名字是因

為這裏一大片土地成為荒野旱園，遍地胡麻叢生，在麻園內

以草建屋而居故稱麻園寮。這裡原來是一個小聚落，突然擁

進人口超過原有的住民，又帶來官署與寺廟，居民亦變成以

笨南港遷來的人為主體，改地名為笨新南港，有新的笨南港

的意思。而原笨南港經過大規模遷村之後，迅速沒落，笨新

南港則很快發達起來，原笨南港就改叫舊南港。麻園寮因為

改成新笨南港，它的名字就從此消失了。

到目前為止，北港鎭與水林、新港、交界的北港（笨

港）溪，兩地的連接是民國四十八年改建的松山大橋。溪長

約 82 公里，是濁水溪支流，為嘉南平原之一部份。

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造成嚴重大水患，後來到

八十七年興建堤防，形成今日風貌。這裡原來是笨港溪畔的

蔦松堡，光復後因堡太大、人太多，改成三個村，即松西村，

松北村、松中村，顏厝寮現屬的水林鄉便是原來的松北村。

附有兩張笨港因洪水泛濫改道經過的略圖。在判讀此

圖時，須先以府番、扳頭厝、新街、扶朝來定位，才能看出

笨港變化的過程。（見前頁 圖六、圖七）

總之：思齊公在笨港開拓的成果，雖然已經遭破壞，

但是他以開台王的榮銜，帶領臺灣脫離化外之民，晉入中華

文化之林的豐功偉績，仍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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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9. 北港的古今

蜿蜒於雲林，嘉義兩縣之間的北港溪，標高多在一百

至二百七十公尺間。流經平地部分約佔八成。山地部分才佔

兩成。曾是顏思齊渡海來台時，率先登陸的地方。在清康熙

至乾隆年間，「笨港」是現在北港興起的重要推手。

在「河川臺營」一書北港條中，敘述臺灣發展，只知

道 「一府、二鹿、三艋舺」，卻不知道在鹿港崛起之前，

臺灣島上盛行的說法是「一府、二笨、三艋舺」。「二笨」

的笨港，曾造就臺灣西海岸一座大集鎭，學者陳明惠說：「笨

港當時能掘起，與台南的一府，台北的艋舺鼎足而立，幕後

最大的功臣，就是顏思齊開發笨港（北港）溪。

顏思齊冒險橫渡素有黑水溝之稱的臺灣海峽。來臺灣

另起爐灶。在他們抵達臺灣外海之後，首先發現面前可以朔

溪而上的溪流，就是當時被原住民稱為「笨港」的北港溪。

這個說法陳明惠提出以上研

究外。尚有原任高中歷史老師許士

能，退休後也致力於「古笨港」研

究，他說：當年的笨港，就是今天

雲林縣水林鄉，北港鎭及小部分嘉

義縣新港鄉。」又說：「綜觀臺灣

移民史，在顏思齊來台之前，並非

沒有漢人拓墾，但只因為先前來的

漢人多半零星出現，居留的時間也

不長，而顏、鄭等人來台為數眾

多，又對紮營設寨等措施多有規

劃。許多學者也以他們為臺灣移民

史上，首批有組織、有計劃的開發

臺灣，所以顏思齊才是眞正的開台

王。



143今天，不論是在出海口北岸的水林鄉，或北港鎮，還

有南岸的新港，都可以找到許多諸如王厝寮、顏厝寮、黃厝

寮、蘇厝寮等等為名的村落，在此單看村落，就知道他們是

顏思齊帶來的族人，親屬或部下所開闢的聚落。後人在研究

這一段歷史過程時說：「中土人士入臺灣，自顏思齊始」這

是不錯的。

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街市：笨港街：

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日南街、日北街，顯見已由村落發展

形成為熱鬧街市。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在大糠榔東堡記有：

北港及笨港，在縣西南四十五里，交通沿海。金、廈、南澳、

澎湖等處商船常川往來，帆牆林立，商賈輻榛。貿易之盛，

為雲林各市之冠。日據大正九年，隸台南州北港郡北港街，

戰後改制隸北港鎭。

至於與北港有關的另外兩個鄉鎭中，水林與新港，分

述如次：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3)



144 10. 水林鄉

水林鄉位於雲林縣西南部，北港溪下游北岸。東接北

港鎭、西向通過口湖鄉便是海岸，地名緣於北港溪下游近海

沼澤一帶。為水漆草（水燦林校漆與燦同音。）植物密生

處。故名。水林開闢極早，明末時代，即有漢人顏思齊入懇，

周鍾埴著諸羅縣志卷二水利條即載有水燦林陂。水利、尖山

莊、大溝莊等俱屬水林鄉區域。

今鄉內水北村廟前路八十號，有廟宇通天府、廟柱上

對聯之一：天啓三光廟貌輝煌，綠漲笨港溪水燦林。可見今

水林舊名水燦林。

日據大正九年，實施地制改革、簡化地名，水燦林地

名簡化為水林，隸台南州北港郡水林庄，戰後改制稱水林鄉

至今。

11 新港鄉

新港位於嘉義西北部，朴子溪之北，北港溪之南，西

北隔溪與雲林北港鎭相望。古時舊名麻園寮，因當時大片荒

野旱園時，遍地胡麻叢生，故得名。舊址在今奉天宮的宮前，

以及宮後與大興等村落一帶。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 O年）

洪水東西貫穿笨港（今北港）街中央，街乃分為南北，溪之

北稱笨北街（後稱北港），溪南稱笨南街（又稱笨南港），

乾四十七年及道光三十年（一八五 O）漳泉分類械鬥，居南

港街漳州人，大舉往東南避亂麻園寮，形成新的街市，帆牆

林立，百貨雲集，初稱笨新南港，再簡化為新南港及新港。

日據時大正九年（一九二 O 年）簡化地名，將新港街

省去街字改名新港，二次戰後稱新港鄉。



14512. 顏厝寮

思齊公登陸笨港，第一個落腳的地方是水燦林，地區

荒涼，雜草遍野，有番民村落在其一端，起初番民也曾反抗，

經過說明以不侵佔他們已開發的土地條件，取得番人的諒

解，便在這一塊靠近海邊的水燦林中，建房舍，架柵欄，以

防外人入侵，次第向外擴展。後來，又從漳、泉地區遷來民

眾，分建十個大營寨，以供安身，顏姓鄉友宗親，大多聚居

在水燦林，地以姓為名，以顏厝寮自稱，時間久了習以為常。

官方的行文，地圖也以顏厝寮相標示。這就是顏厝寮名字的

起源。至於確實的位置，請參閱附（圖八）並可看出笨港到

海岸線的變化有多大。在目前從新港奉天宮至海岸約二十二

公里，就是以前在笨港南街將天妃宮遷往距離原地點東南二

公里半的麻園寮。

北港朝天宮至海岸約十六公里，這裡是嘉慶四年洪水

從笨港對街衝過時幸存的笨港北街的一部分，現在只有港的

地名，並沒有對外通商的港灣。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3)



146 顏厝寮以前是海邊的水燦林，現在距海岸約十一公里，

時至今日顏厝寮已有三百九十年歷史，現在顏厝寮住戶不是

姓顏，而是姓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詳，有待以後考證

了。

顏厝寮在日據時期，曾有人提議，將顏厝寮改名稱麥

仔寮。這是因為蔡姓是從雲林麥仔寮遷來，所以有此提議。

當時，經過地方政府官員研究，認為顏厝寮已經有幾百年歷

史，是開台王顏思齊的居處，不宜變更此一富有歷史意義的

古蹟。變更顏厝寮地名議案，被政府官員否決。以後沒有人

再提議了。這就是顏厝寮的名字，一直保留到現在的原因。

顏厝寮現在仍是雲林縣水林鄉水北村的一個很有歷史

意義的聚落，郵政局還為顏厝寮編有六五二四八專用郵遞區

號，從這一點看，也可以證明思齊公的聲望，道德及人格的

偉大。深被地方尊敬的程度。

圖九



14713. 思齊公之墓

水上鄉的三界埔，就地形來說，是附近許多山頂最好

的地方，它後有靠山，前有嘉南平原，視野遼闊，左有大海，

右有阿里山，眞是一個寶地。可是，思齊公來台是在笨港水

燦林紮營設寨，以防外人侵犯。這是開始就注意族群安全的

措施。思齊公過世後沒有安排他長眠在自己創建的顏厝寮，

以便早晚定省祭拜與憑弔，而將開發臺灣的領袖死後送往距

離顏厝寮約三十公里外三界埔，不怕思齊公孤單與安全。確

是有違常理，也是不可思議的做法。但從另外一方面想，思

齊公生性豪爽、和善，行俠仗義，很受群眾尊敬，日本也尊

稱為甲螺（頭目），相信思齊公也已得到被他同化的原住番

人的信賴與崇敬。認為思齊公是在三界埔狩獵時得病不治，

墓園安置在三界埔山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還有。眾兄弟

是否接受思齊公留言交待，或是原住番民的要求，都說不

定。據史書記載：思齊公臨終前曾召集眾兄弟交待後事，如

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

未逐，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還有「不要在碑上刻一個

字」的遺言。以他的德行， 應不會顧慮「盜墓」的事。（上

頁圖九）

總之，這是以前的事，我們都沒有參加，不知道內情，

要想更明白，只有照胡適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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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顏厝寮時發現一座古墓，這一座古墓能夠在顏

厝寮存在，可能與顏姓有關係。據說：在顏厝寮所有居住的

人，對這一座古墓都很尊敬，尤其顏姓和周姓家族，每逢農

曆三月二十九日，舉家都要到墓前恭祭。古墓沒有碑文，墓

中是何人沒有人知道，只是先輩世代傳下來的習俗，照章行

事。試想：若是姓顏、周姓為何要拜？在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的傳諺裡，似乎不可能有夫妻合葬，如果有，也是以後遷來

一位有影響力的大善人，才能受到顏厝寮所有住民的崇敬，

眞所謂「朋友遍天下，近鄰一家人，親戚只三代，宗族數萬

年」。為此事，曾特別拜訪水北村村長，據云，也不知道眞

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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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續 ).....

15. 思齊公與鄭成功

鄭芝龍是思齊公換帖兄弟，他的兒子鄭成功本來不能

與思齊公平起平論的，但是為了要說明一些事情，不得不把

鄭成功特別列出來。須知，鄭芝龍與思齊公和臺灣發生較密

切的關係，是因為他們同時來臺灣開拓與定居。思齊公過世

後，是鄭芝龍承繼他的事業。後人在記錄他們事跡時說：「中

土人士入臺灣，自顏思齊始，為甚麼臺灣人對鄭芝龍的兒子

鄭成功的評價高於思齊公呢？！關於這一點可從下列五事來

說明：

1. 從種族說：鄭氏反清復明，符合孫中山驅除韃擄政

策。

2•從民族說：自十八世紀後，鄭氏是中國唯一打敗帝

國主義的英雄人物。

3•從國民政府說：鄭氏反清復明，符合反共復國國策。

4•從中共說：鄭氏收回臺灣故土，可為解放臺灣依據。

5•從日本說：鄭氏母親是日本人，認為日本人後裔，

是遠征臺灣的歷史人物。

除以上五事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列入呢？

基於以上說明，這固然是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論述，

但是就鄭氏先後四代在臺灣幾十年，就時間配合他們的所作

所為，尤其是驅除荷蘭人，以及國姓爺的封號，是可以把他

神化起來的。再看思齊公，雖是中土人士入臺灣，自顏思齊

始，並且也被公認為他是開台王，但在時間上，自始至終不

到六個年頭，在一切施政還在模擬之中，其事蹟不是身受其

利者，是不會知道思齊公為他們創造的福祉是甚麼，所以思

齊公的名聲，沒有鄭成功響亮，這也是勢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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