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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E5%8F%B0%E7%81%A3%E6%9D%B1%E9%AF%A4%E6%96%87%E5%8F%B2%E5%8D%94%E6%9C%83-793249980720449/?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jimtim168.pixnet.net/blog


今天的開講內容 

序曲：地

方／學什

麼？ 

第一式空

間：表象

之今生今

世 

第二式時

間：歷史

之前世情

緣 

第三式文

化：地方

變戲法之

千變萬幻 

傳承：文

化變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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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自己 



不單單只是要認識四張犁… 

這是一門地方/學什麼？ 序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C%B5%E7%8A%81


認識你／妳自己：先來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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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張犁先民從何而來？(人群遷徙，為什麼？) 

 何時入墾？(時間是歷史的要件，為什麼是那
時？) 

 什麼樣的條件讓它可以成庄？(環境因素) 

 為何臺灣三大民變的戴潮春事件會從這裡出發？
(要搞叛變真的沒那麼簡單) 

 後來聚落發展又發生了什麼變化？(地方發展) 

 現有的地貌是否可以找到過去歷史的蛛絲馬跡？
(四張犁「文化」小旅行) 

 
自我介紹的時間 



表象：地方變戲法之今生今世 第一式 



空間的意義 

 空間是時間軌跡的證
據，當下的存在是表
像。 

 那些空間對我們會發
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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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景點與歷史符號的解讀 

北屯文昌廟 

洲際棒球場 

四張犁公園 

如何解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1%AF%E6%96%87%E6%98%8C%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E6%B4%B2%E9%9A%9B%E6%A3%92%E7%90%83%E5%A0%B4
https://www.17papago.tw/2019/01/sihjhangli-park.html


時／空交疊的戲法─四張犁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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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廟 聖王廟 

http://heretic.pixnet.net/blog/post/31278729-%E5%9B%9B%E5%BC%B5%E7%8A%81%E9%96%8B%E6%BC%B3%E8%81%96%E7%8E%8B%E5%BB%9F


時／空交疊的戲法─四張犁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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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漳聖王廟(1810) 

 清嘉慶十五年(1810)，由先民陳姓及林姓
家族所建，廟中奉祀除了主神開漳聖王，
同時也供奉撫順將軍、撫平將軍、媽祖及
土地公等神尊。 

 廟中有兩個較老的匾額：「衣被閩檄」，
為清朝戊子舉人呂賡年(汝修)於清光緒十
四年(1888)敬立；另一個「澤及瀛東」則
為昭和庚午年(1930)桂月立。 

 過去聖公會擁有大批田產，但由於土地所
有為當地地主捐獻，臨路土地仍為私人產
權，為其後代子孫處份變賣，入口處僅容
一人通行，被謔稱為臺中市的摸乳巷。 

 事實上，開漳聖王廟過去曾以聖公會之名
有大批「祭祀田」，但其後發展為何？有
待深入探討研究。 



三官堂(1835) 

 三官堂亦為四張犁住
民信仰中心之一，道
光十五年 (1835)由地
方士紳江文蘭等捐資
籌建而為廟。 

 先民感念天、地、水
三官神祐，福澤廣被，
遂於其間香火鼎盛，
信眾飲食必祭，水旱
疾疫有求必禱。 



耕讀傳家─文昌廟(1863) 

 北屯的臺中文昌廟是由文蔚社
及文炳社等兩個社學合併而成
的祠宇，主祀文昌帝君。 

 清道光五年(1835)四張犁莊歲
貢生曾玉音，因感地方文風不
振，乃糾合同志共組「文蔚
社」，定期聚會研讀，昔時社
員共九十六人，由社員捐資為
興學建文祠之用。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有庄
內人士組「文炳社」，開設私
塾、教授漢學。 

 同治二年(1863)兩社為提倡四
張犁文教風氣，鳩資合建文昌
廟，於同治10年（西元1871
年）落成，爾後由文炳社負責
春祭、文蔚社負責秋祭。 



歷史：地方變戲法之前世情緣 第二式 

（1690年－1773年） 



時間的意義 

作為認識自己
與理解世界的
參照。 

那些時間點對
我們有意義？ 



史觀 

史識 

史實 

歷史 

事實 v.s. 觀點 



我們在建立一種觀看世界的視野 

這是一門認識論 

如果要告訴別人四張犁最重要
的三樣東西（人物／事件／景
點），你／妳會說什麼？ 

2-1 



歷史的知識（一）：六館業戶 

雍正11年（1733）
張振萬邀同漢人秦
廷(登)鑑、姚德金、
廖朝孔、江又金、
陳周文等組成「六
館業戶」，出資八
千三百兩大銀，鑿
圳開墾。 

引自李豐旗, 2007 



六館業戶：開埤造圳建／侵家園 

張達京(1690-1773) 潘敦仔(1705-1771)的割地換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9%81%94%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8%E6%95%A6%E4%BB%94


六館業戶土地分界 

 陳周文─四張犁、後
庄、陳平 

 秦廷(登)鑑─三十張、
二分埔、三分埔  

 姚德心─牛埔仔、石
牌仔(水湳一帶) 

 廖朝孔(漳州詔安官陂
人)─港尾仔 

 江又金─牛埔仔、上
七張犁 

( 地界資料引自陳炎正《戀戀
北屯情》乙書) 



陳周文業主權(1732) 

 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彰化縣堂以墾照承認陳
周文花銀六百二十大員所闢圳路墾地之大租業
主權。 

 其範圍包括：「貓霧捒東堡四圍等處，該墾東
至旱溝，西至廖朝孔大溝，南至姚家大橫路，
北至里史社大橫路。四界之內墾底併費銀正。」 

 陳周文成為四張犁漢人招佃入墾的大墾首。 



招漢佃入墾(1776) 

由於平埔族人耕作技術及能力有限，許多番大租土
地贌讓漢人耕作，四張犁土地亦不例外，其中亦有
屬於道卡斯族大甲東社所遺埔地，乾隆四十一年
(1776)的一份契約，可以看出梗概： 

大甲東社番老仔己，有承父遺下埔地壹所，土名四
張犁庄前，東至斗肉四老田、西至圳溝、南至車路、
北至園併溝，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力自墾，托中
招得漢人楊進觀前來認佃，自備牛犁、種子，開築
成田，面議以備出犁頭銀參拾伍員，即日仝中一足
收訖，約議每年早季供納大租粟貳石，無論豐荒，
不得拖欠；此埔委係老仔己應分產業，並與社中番
親無干，亦無重張別招掛礙等情。 



漳泉械鬥(1783) 

 從乾隆末年以後，四張犁土地業主權大都落在以陳周文、陳
貴生父子等漢人手中，隨著人口日眾，地方也愈加不平靜。 

 乾隆四十八年(1783)，發生一起驚動兩岸的漳泉械鬥事件，首
謀是泉州晉江人士謝湊(謝笑)，他在乾隆年間帶妻蔡氏來臺，
在番仔溝、四張犁地方耕種，並在鹿仔港開染坊度日，因為
有一位漳籍人士因賭打死泉人廖志起釁，以致漳、泉之人成
仇，互相打搶。謝湊恐漳人焚庄，倡議令泉人持械抵禦，並
燒漳人之庄，惹下大禍逃回大陸，官府於是發出通緝令限期
逮捕歸案。 

 在《台中市北屯區歷史沿革》乙書中訪問林宗枝老先生，亦
提到四張犁先祖來台之初，分為梧棲起水的林姓先祖與大甲
起水的黃姓先祖，兩姓因分類械鬥導致黃林互不通婚的地方
習俗。 

將(漳)豬拿來，
將(漳)羊拿去。 

全(泉)是豬，
全(泉)是羊。 



聚落成庄(1836) 

 清道光16 年（1836）編修之彰化縣志就已經有
「四張犁街：屬捒東堡，距邑治三十里」之記載(平
埔族勢力全數退出)。 

 而四張犁聚落形成與葫蘆墩圳的開闢具有緊密關聯
性，1904年「台灣堡圖」內所測繪的四張犁街，地
屬交通要衝，由街中心往北通往潭子墘與葫蘆墩、
往西可通往西大墩，往南可達犁頭店街。 

 當時堡圖所呈現的交通網絡，顯現台中街開發前自
彰化、犁頭店、四張犁、潭子墘到葫蘆墩的南北區
域空間網絡中，四張犁街所佔據之交通要衝地位。 



歷史的知識（二）：戴潮春事件 

 團練武力：萬生反(1862-1863)是臺灣三大民變歷時
最久者。戴潮春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繼承兄長的
當主地位，以及其所成立輪祀土地神的「土地公會」
和鄉勇團練「八卦會」，同時加以擴張成為天地會
的分支，協助官府緝捕盜匪而得到官方認同，使其
成為戴家擁有的私人武力。 

 事件起因乃官府鎮壓八卦會所致，影響範圍北至大
甲，南至嘉義，遍布整個台灣中部。雖然起事者為
戴潮春，但與事者中包含各地富豪，其中以林日成、
洪欉等最有勢力。真正「賊黨之最強者」為霧峰林
家後厝庄四塊厝林日晟(人稱戇虎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6%BD%AE%E6%98%A5%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6%BD%AE%E6%98%A5%E4%BA%8B%E4%BB%B6


霧峰林家前、後厝庄的矛盾 

 蔡青筠與吳德功《戴案紀略》，以及林豪《東瀛紀事》
稱「賊中首領，惟林日晟最強；本是族大丁多，且又夙
嫻武備...。」 

 早在1850年，霧峰林家前厝庄與後厝庄即因爭奪田產
而鬧得不可開交。戴潮春在彰化圍城之際，官府欲利用
台勇平定亂事，霧峰林家前厝庄林奠國與後厝庄林日成
都是召募對象。 

 不料軍隊甫抵大墩，林日晟即倒戈投向戴營，讓戴潮春
得以身著黃馬褂，頭戴黃帥帽，風光進佔彰化城。 

 台灣道孔昭慈向幕友汪季銘詢策，卻得到「朝聞道夕」
的回應而服藥自盡。萬生反勢如破竹，林日晟的反叛是
關鍵，而霧峰林家前厝和後厝的新仇舊恨更是導火線。 



大甲城攻防戰 

 戇虎晟因大甲城攻防戰而敗亡，節婦余林氏向
天祈雨的故事傳誦至今，1848年矗立的林氏貞
孝坊現為臺中市古蹟。 

 由於當時清廷正與太平天國交戰，無力理會台
灣民變，加上參與事件者包含各地大小暴發戶，
在起事當地頗具影響力，因此初期清朝僅能依
靠霧峰林家等大戶與鄉勇勢力抵抗。 



事件結果─以台制台 

 1863年丁曰健與林文察相繼赴台參戰後，戰情
才急轉直下，於1865年初結束。 

 戴潮春事件之後，霧峰林家因建立軍功，獲得
大量的田產與樟腦專賣權，一躍而成為中台灣
最有勢力的家族，奠定霧峰林家後厝族人在臺
灣中部以武力建立的政經權力結構，但也種下
日後官府與林家之間仇恨的種子。 



歷史的不同觀點 2-2 

生活：醫師與修車工人對專業詮釋的差異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JudtEDkn8&t=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5JudtEDkn8&t=9s


萬生反的庶民觀點 

稟到道臺你知機，現今府城富戶
滿滿是，大局設落去，八城門出
告示： 

大爿店扣二百，小爿店扣百二， 

大擔頭扣六十，小擔頭扣廿四， 

若是開無夠，八城門的豬屎擔， 

一擔扣伊六(个|個)錢來相添。 

勸人子兒不當叛反的代誌，若是
謀反一代誌，拿來活活就打死，
不免官府受凌遲，田園抄去煞伶
俐。 

原因：橫徵暴歛 

結果：寒蟬效應 



四張犁 

文化：地方變戲法之千變萬幻 第三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C%B5%E7%8A%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C%B5%E7%8A%81


文化詮釋：事件、人物與景點 

 陸光九村（1965) 

 第十一期四張犁市地
重劃區（1993.02～
1997.08） 

四張犁國中（2000年
招生） 

八二三公園 

北屯行政大樓 

仁美國小（2005年招
生） 

 

 六館業戶（1732～） 

張達京(1690-1773) 

陳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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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日本時代 

 戴潮春事件（1862-
1864） 

戴潮春（四張犁） 

林日晟（霧峰） 

合福祠（戴恩公祠） 

潮春街 

陸光九村 

 

 漳泉械鬥(1783) 

http://lov.vac.gov.tw/village/Content.aspx?i=219&c=3
http://www.scljh.tc.edu.tw/page/about/index.aspx?kind=124
http://www.scljh.tc.edu.tw/page/about/index.aspx?kind=12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4%BA%8C%E4%B8%89%E7%B4%80%E5%BF%B5%E5%85%AC%E5%9C%92
https://www.beitun.taichung.gov.tw/927154/post
https://www.beitun.taichung.gov.tw/927154/post
https://www.beitun.taichung.gov.tw/927154/post
http://www.tc.edu.tw/school/list/detail/id/721


文化系統性：搭配時間說故事 
33 

年代 事件 文化意義 
1732 六館業戶 水圳(產業) 
1776 引狼入室 漢番族群衝突 
1783 漳泉械鬥 漢漢族群衝突 
1810 開漳聖王廟 漳州人的世界 
1835 三官堂 信仰的差異／天公廟 
1836 四張犁庄 聚落成庄 
1863 戴潮春事件 官逼民反／合福祠 
1863 文昌廟 教育 

消失的日本時代 



面對未來：參與與記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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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事件 文化意義 
1958 八二三炮戰 國共內戰 
1965 陸光九村 移民聚落 
1997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2000 四張犁國中 教育 
2005 仁美國小 教育 
2019 
  
  

新建案與新住民 族群 
產業 
信仰 



文化社造的議題 

 族群 

漢番衝突 

漳泉械鬥 

新住民的舊居民／臺灣
人與婚姻外配 

 教育 

文昌廟到四張犁國中／
國小的文化傳承 

 產業 

水圳變水溝 

社區產業的變遷 

 

 聚落 

四張犁庄(1836) 

 11期重劃區(1997) 

 民俗 

庄頭廟 

福德祠 

百姓公 

 觀點 

戴潮春（抄封地） 

陸光九村（潮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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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視角：1898年的陸光新村 
36 



文化戲法：戴潮春到陸光九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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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 



那裡可以找到我？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