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 資料 查詢者 資料來源 

 

臺南 

永康 

永康舊稱為埔姜頭，因為以前此地未開墾時，為埔姜樹蔓生之荒

埔，所以得名。明鄭成功時為部將林、黃等員駐屯之地，稱「永

康里」。日據時地名大改 革，乃以明鄭時期本地隸屬「永康里」，

改稱「永康庄」。光復後改庄為鄉，民國八十一年改制為永康市。 

李桐羽 https://lin187ti17.pixnet.net/blog/post/93

479603 

 

 

 

 

嘉義 

嘉義古名諸羅，原是在地羅亞族（Lloa）平埔族村社名，荷人拼

其社名為 Tirosen，鄭氏時音譯為豬朥山社。 清領後「見諸山羅

列，適與相稱」改譯為諸羅山社，為諸羅縣治。 後因林爽文事

件，居民助官兵守禦縣城有功，乾隆 52年（西元 1787年）11月

3日，高宗以「該處民人，急公向義，眾志成城，應錫嘉名」將

諸羅縣改名嘉義縣,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市，位於南台灣，地處嘉

南平原心臟地帶，全市在北回歸線以北。為嘉義都會區的中心都

市，也是臺灣南部第三大都市。全境除東部屬丘陵地帶外，其餘

均為平原，地勢由東向西緩降。 

王亭又 https://www.moi.gov.tw/cp.aspx?n=13917 

 

 

 

臺南 

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軍攻佔臺灣，把明鄭首都「承

天府」（今台南市）。清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台灣府」

遷建於今天的「台中市」，原在台南的「台灣府」由於位在新的

「臺」灣府（台中）之「南」故改稱「台南府」，日本治台第三

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六月，才設立「臺南州」。後因建制之更迭，

而名稱亦隨之屢經改變。 

郭沛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

%81%A3%E6%98%8E%E9%84%AD%E6%99%82%E6%9C%9F 

 

 

新北 

三重 

三重區舊名為「三重埔」 

臺灣的開發，是由南而北；而北部的開發，則是從淡水河沿線開

始。前清時期，整個臺北盆地對外連繫，都是倚賴淡水河及其支

流所形成的水運系統，當時從大陸來的大帆船可直達新莊的頭前

埔，頭前是一重的意思，埔則是閩南一帶居民對河岸沙洲的慣

稱，「三重埔」則有第三段沙洲的意思。 

 

 

 

 

黃凡恩 

http://163.28.10.78/content/local/taipei/c

henkao/sc/history.htm 



 

 

新竹 

寶山 

寶山舊稱「草山」，係源於清領時期漢族先民因本區丘陵雜草叢

生、人煙罕至而命名。 

至於「寶山」之名，則是 1920年日本政府因應州郡制度的實行及

全台地名簡化的政策，合併寶斗仁、草山、雙溪、新城、鷄油

凸、大壢等部落建立寶山庄。據稱寶山即為「寶斗仁」與「草

山」各取一字而來。 

 

 

范皓羽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5% 

AF%B6%E5%B1%B1%E9%84%89_(%E5 

%8F%B0%E7%81%A3) 

 

 

 

 

 

臺南 

白河 

白河街區舊稱為店仔口街，因為白水溪穿流於石灰岩山區，水色

白濁，所以改稱為白河街。白河舊名「店仔口」，由來是在清乾隆

年間，白河當時已是非常繁榮的商業中心『下茄苳』的必經之

路，因此有一吳姓的異鄉人於現在市場的十字路口結廬賣涼水茶

點，提供行人休憩場所。店仔口指的就是草廬的門口。後來改稱

「白河」的理由是地方人士以「店仔口」不雅，而境內有白水溪

從東繞南而西，環村而流，乃以「白河」為名。光復後改為「白

河鎮」。（臺南縣鄉土教材，民 84，臺南縣政府 出版） 

從古至今，〔水火同源〕一直是白河區極具震撼的圖騰，先民在這

塊土地上不斷留下開創的痕跡，並累積各項成就和心血：溫泉，

水庫，石灰，天然氣，竹產，香蕉，地震…等；而今，關子嶺回

春計劃和蓮花產業文化的營造，是白河老區重塑造新形象的兩項

重大工程，尤其〔白河蓮花節〕為社區總體營造樹立最佳典範． 

 

 

 

 

 

施怡安 

https://ytliu0.pixnet.net/blog/post/230983

519 

 

 

 

南投 

草屯 

南投縣位於臺灣正中央，東接花蓮縣，西毗彰化縣、雲林縣、南

與嘉義縣、高雄市為界，北鄰臺中市。 

南投市 

南投社為洪雅(Hoanya)平埔族社名，因在同族北投社(Tausa 

Bata)之南故得稱。 

草屯鎮 

本鎮舊名─「草鞋墩」，乃因位處盆地東緣山麓，為出入內山之拓

墾者、挑夫、商旅之出入門戶地點，夙為換棄新舊草鞋之地，日

積月累，草鞋成墩，故得稱。 

 

 

 

余皓宸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

=&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ZvN_K8

Mf3AhXVC6YKHQv0AegQFnoECAMQAw&url=https%3A

%2F%2Fwww.moi.gov.tw%2Fcp.aspx%3Fn%3D13915

&usg=AOvVaw1UVfHJjrSB91HupYLlHBS7 



 

 

新竹新埔 

舊稱吧哩嘓，原為平埔族道卡斯族打獵的荒埔，漢人最早開墾新

埔地區的記載是在雍正年間，來自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嘉慶州

鎮平縣、潮州饒平等地移民陸續入墾竹塹東北之吧哩國地帶。由

於當年清政府對於渡臺開墾並未有統一的政策，加上新埔地區原

本即為平埔族竹塹社人之居地，因而可推測早期漢人在新埔並未

有大規模的開墾，只有為數不多的零星移入。 

 

 

李柔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

%9F%94%E9%8E%AE?msclkid=217c6325ce8511ec9f

1d5bbae75bf355&adlt=strict 

 

 

臺南麻豆 

麻豆區早期為蔴荳社的聚落所在，故舊稱為「麻豆番社」。位於臺

灣臺南市中部偏西北，北鄰下營區、學甲區，西鄰佳里區，東鄰

官田區，南接西港區、安定區、善化區，地處嘉南平原中央地

帶，區內地勢平坦，境內土壤肥沃，經濟活動以農牧業為主，代

表作物為文旦，有柚城、文旦的故鄉之美譽。 

 

 

許惟恩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BA%BB%

E8%B1%86%E5%8D%80 

 

花蓮 

花蓮古稱奇萊，稱花蓮始見於沈葆楨奏疏，故老相傳，花蓮溪東

注於海，其水與海濤激盪，迂迴澎湃，形容之日洄瀾，後人諧為

「花蓮港」，光復後刪去港字，改稱「花蓮」。 

 

傅子恩 

https://www.moi.gov.tw/cp.aspx?n=13916 

 

 

 

 

宜蘭 

自古有一群自稱 Kavalan的南島語族人群在蘭陽平原定居，後來

入墾的漢人便以其族名為地名，稱該地為噶瑪蘭。因係由平埔語

翻譯而來，故清代文獻上亦有蛤仔難、甲子蘭等稱呼。嘉慶 17年

（西元 1812年）清政府於此設置噶瑪蘭廳；光緒元年（西元

1875年）因組織調整，官方以「宜」字有佳美之意，因而易名為

宜蘭縣。 

宜蘭舊稱“噶瑪蘭”或是“蛤仔難”，這些名稱都是翻譯自原來

居住于宜蘭平原上的平埔族噶瑪蘭族的族名，後來到了清光緒元

年，在此設縣，縣名即是在原來的“蘭”字上，加上“宜”這個

文雅的字，成為宜蘭縣，而一直沿用至今。 

 

 

 

 

詹絜羽 

http://big5.taiwan.cn › wxzl › lswx 

 

桃園中壢 

中壢區於乾隆年間開始開發，舊稱「澗仔壢」（客家話：Kîen-é-

la̍k；臺灣話：Kán-á-li̍k），因為境內有老街溪與新街溪切割成兩

個下凹的澗谷，故以此為名。中壢為往來淡水與竹塹的中點，地

處交通要道而形成街市，因此改稱「中壢」。 

 

吳心妍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4%B8%A 

D%E5%A3%A2%E5%8D%80 



 

 

 

 

 

 

臺中清水 

清水區（臺灣話：Chheng-chúi-khu），舊稱「牛罵頭」，前身「清

水鎮」，位於臺灣臺中市西部，由於地理位置緊臨大肚臺地、大甲

溪出海口，且其西濱臺灣海峽，因此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臨海

地區則有海港、漁港等建設，使其呈現特殊的農漁業文化，境內

的高美濕地是清水區著名的生態景點。 

 

 

 

譚翔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6%B8%85%

E6%B0%B4%E5%8D%80_(%E5%8F%B0%E7%81%A3) 

清水古稱牛罵頭，此名係取當時拍瀑拉平埔族頭目 GOMA的音譯，

後來漢人遷入聚居，以“寓鰲頭”名之，此乃因清水鎮境內有一

鰲峰山，其古名為“鰲頭山”，取名為“寓鰲頭”自有居住清水

之意；今名清水，則是源於日本時代，本鎮仕紳因感“牛罵頭”

名不雅，加上鎮內有一終年不歇，冬暖夏涼的靈泉之實，在經由

先賢楊肇嘉先生的堅持，而於民國九年改名為“清水”，其以水

清之質，勵子孫之行，並敦其品。 

 

 

 

 

陳昶佑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

ir2003/c0319420257/whygomach_doc.html 

 

 

 

 

 

 

汐止 

汐止舊名水返腳，昔日為原住民凱達格蘭平埔族「峰仔峙社」（Ky

──panas）所在地。《續修台灣府志》中記載，在乾隆 23 年

（1758年）前後，漢人已在此聚居形成街肆，稱為「峰仔峙

庄」。後改稱水返腳，此地名源起與舊名錫口的松山，同為昔日基

隆河的重要渡口。根據陳培桂淡水廳志記載：「水返腳，潮水漲至

此也。」民國 9年乃取其潮汐至此而返之意，改名為汐止。 

源由二: 

汐止地勢南北高，中央低，河岸階地海拔平均僅 9公尺，區內除

基隆河兩岸為較大之河谷平原之外，其餘多為坡度百分之三十以

上之山坡地。基隆河由汐止區之東蜿蜒西流，南北高山夾峙，基

隆河貫穿其中。 

本區基隆河岸每逢漲潮，潮水約漲至本「星光橋」下游灘頭後返

回，故清代時起名曰「水返腳」。昔日因河水流經此處，水勢微

急，水聲下瀨，音似管絃，自古即有〝灘音〞之諺。 

 

 

 

 

 

 

楊絜晰 

https://www.xizhi.ntpc.gov.tw/home.jsp?id=

e32fc9bbd6f35420 



 

 

 

 

臺北內湖 

內湖區（臺灣話：Lā i-ôo-khu）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東北部，因

其境內多山丘，形成多處小盆地地貌，當地人臺灣閩南語稱山坳

地為「湖」，故內湖是「內部盆地」之義。 

閩南語「內面即湖」或「內面彼湖」之稱謂；所指的盆地範圍係

以北側自大金面山到碧湖國小的山陵，東緣從綠大地社區、成功

公園到清白新村，南邊從白鷺山延伸到公館山之山丘北坡，西方

是江南街處，在其中間形成一山坳型盆地。內湖區境內尚有「畚

箕湖」、「北勢湖」、「白石湖」和「牛稠湖」等老地名，命名方

式，是依地形和先民開墾事跡有關連性，非指有水的湖泊名稱。 

 

 

 

 

 

 

 

 

 

顏伯丞 

維基百科 

 

 

新北石門 

石門區（臺灣話：Chio̍h-mn̂g-khu）位於台灣新北市最北端，是

臺灣本島位置最北端的三級行政區，而區內的富貴角燈塔為臺灣

本島最北的地理極點。地名來自於區內有處被稱為「石門洞」的

海蝕門。石門為北海岸地區一濱海之小漁村聚落，並有出產桶

柑、花生、茶葉等農產品，「石門粽」也相當有名。 

 

新竹 

新竹市（臺灣話：Sin-tek-chhī ）是臺灣的市，位於臺灣西北

部，為新竹都會區的中心城市。古名「竹塹」，最早是平埔原住民

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所在地，又名「風城」，因九降風特別強盛

而得名。 

 

 

新北瑞芳 

上山採金必先經由目前的柑坪里，適時基隆河接駁渡口附近，有

一商家鋪號名為「瑞芳」，而其店貨之日用品，可說是南北雜貨俱

備，成為前往山區採金與往返噶瑪蘭中途補給及休息所。由於往

來者眾多，都不約而同或口頭相約，都說「去瑞芳」，或「從瑞芳

回來」聚集同行，沿襲成名。 

 

 

陳柏叡 

https://www.ruifang.ntpc.gov.tw/home.jsp?i

d=e32fc9bbd6f35420 

 

 

宜蘭頭城 

1797年噶瑪蘭地區爆發天花疫情，吳沙將藥予原住民，原住民便

供漢人土地開墾，頭圍是漢人在東部第一個建立的開墾據點，當

時是噶瑪蘭地區人口及商業之最，所以又稱「頭城」。 1812 年宜

蘭地區設立噶瑪蘭廳於三結街（今宜蘭市），為避免與廳治衝突而

將頭城之名改為「頭圍」，並駐有縣丞。 

 

 

賴品樺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A0 

%AD%E5%9F%8E%E9%8E%AE 



 

 

 

 

 

 

 

 

 

 

屏東 

滿州鄉 先住民排灣族取為「Manutsuru」，清雍正年間漢人入墾時

取同音漢字並用河洛音稱為「蚊蟀」（panteu）。 

黃姿寧 https://www.moi.gov.tw/cp.aspx?n=13909 

屏東縣（臺灣話：Pîn-tong-koā n），台灣南部的縣，位於臺灣西

南部最南端，也是臺灣西部南北最狹長的縣份，北與高雄市為

界，東過北大武山與臺東縣為界，處熱帶地區，富有熱帶風情。

屏東縣產業結構上偏重農、漁業，但近年來大力推動觀光產業。 

 

羅浩元 

維基百科 

屏東舊稱「阿猴」，明鄭成功時期屬萬年縣（州），清代隸鳳山

縣、恆春縣，日治時期，先後隸臺南縣、臺南民政支部、鳳山

縣、臺南縣、阿猴廳、恆春廳等。明治 35年（西元 1902 年）初

設阿猴廳阿猴街，至民國 9年（大正 9年）改稱高雄州屏東郡屏

東街，復又於民國 22年改為高雄州屏東市，該年 12月屏東市升

格為屏東市，民國 34年臺灣省光復即於翌年初設置屏東市政府，

直隸省署，民國 39年 10月臺灣省縣市行政區域調整合併屏東市

及潮州、屏東、東港、恆春等四區設屏東縣，縣治置於屏東市。 

 

 

 

葉宇恩 

https://www.moi.gov.tw/cp.aspx?n=13909 

在漢人來開墾之前，屏東一帶多是平埔族馬卡道族的聚落，也就

是所謂的「鳳山八社」。其中屏東市的位置，在老師說，現在屏東

公園裡留存的朝陽門，也有個名字叫做「阿猴城門」。這其實是大

約道光十六年（1836年）時，為了防後來到了日治初期，日本人

覺得「阿猴」拿來當城市名實在是太不文明了，就將「阿猴」改

為「阿緱」。最後在行政區的重劃過程中，日本人才又改名為現在

的「屏東」。 

李錦旭老師也提到，定名「屏東」的說法之一，是以地理位置而

命名。因為位於半屏山以東，所以為「屏東」。 

 

 

 

 

林鈺笙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3033 

 

赤嵌樓 

赤嵌樓又作赤崁樓，位於臺灣臺南市中西區。前身為 1653 年荷治

時期於赤崁行省興建之歐式城塞，又稱「普羅民遮城」，在地人稱

為「番仔樓」，曾為全台灣島的商業中心，至清代已傾圮，僅留部

分殘蹟。 

 

 

鍾以翔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entity/m

079sqc?hl=zh-TW 



 

 

 

基隆 

舊地名「雞籠」:此名稱最早見於 1556年明代鄭舜功所著《日本

一鑑》一書，關於「雞籠」一詞的由來，有許多種說法， 

一說是在 1870年修訂的《淡水廳志》中稱今基隆港外的和平島，

形狀頗似雞籠，故有雞籠之名。 

另一說法是漢人將原本居住於基隆一帶的平埔族原住民凱達格蘭

族（Ketagalan）之名之中，取頭尾的「ke」和「lan」兩音簡化

而成 

清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清廷在臺灣的行政組織進行大變

革，當時沈葆禎取「基地昌隆」之意，將「鷄籠」改名「基隆」。 

 

 

 

陳柏翔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F%BA% 

E9%9A%86%E5%B8%82%E6%AD%B7%E5%8F%B2 

 

 

彰化北斗 

北斗鎮舊名寶斗，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的諺語。 

一說是來自於平埔族原住民巴布薩族「東螺社」（Dabale-

Boatao）的 Boatao音譯；另一說是此地街道整齊，形狀近似寶斗

仁（骰子），故以此名稱之，但當時寶斗庄一帶多為田地，尚未有

街道縱橫交錯，所以普遍認為前者說法較為可信。 

 

 

老師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8C%97%E6%96%97%E9%8E%AE_(%E5%8F%B0%

E7%81%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