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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港村位於湖西鄉西北方，居民

分成四個族群（即沙港頭（頂社）、下

社、土地公前、水窟），農田較集中在

村子的東南方。東、北、西北三面臨

海，海域的潮間帶非常遼闊，是村民

海作的理想空間。 

清朝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五年），

澎湖行政區域開始規劃為十三澳（鄉），

八十二社（村）。目前的湖西鄉，規劃

成三個澳即林投、奎壁及鼎灣三個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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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港村，屬鼎灣澳管轄，並將沙港村

劃分成三個社，即沙港頭社、土地公

前社及水窟社三個社。迄今已有兩百

多年的歷史，地名仍然未改變，曾有

一首詩透露出沙港有沙有港的特色：

「沙迴港繞錦相聯，海闊銀河落九天。」

可見古代如以當地環境或某種象徵物

為地名，就較易沿襲下來。自清代中

葉以降，文風鼎盛，其中尤以陳梅鋒

最負盛名，村內宗祠、古厝都頗具特

色。沙港村 56 號陳宅為一落四櫸頭的

形制，以咾咕時為主要建 k 材，是澎

湖傳統合院建築。門樓以三仙樓為形

式較為特殊，是官宅的特徵。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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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曾受韋恩侵襲，民國 82 年修建。

緊鄰的 54、55 號民宅，雖然形制上已作

更動，與 56 號民宅聯成一氣，也可以

想像昔日之規模與今日時代變遷。村

中尚有日治大正時期開鑿的海樹井、

恩師樓等歷史人文建築。沙港村另有

三個特色：硓古石古厝群林立、湖西鄉

唯一沒有甲頭組織的村落、宗祠最多

的村落。 

沙港社區內涵豐富的觀光條件，

即使海豚風光不再，但在社區仍有許

多等待開拓的觀光題材。村內擁有保

存完善的秀才之家古厝、經百年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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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依然屹立不搖的老古石田園、濃

郁氣息的鄉土農耕，在在勾引起兒時

的回憶與緬懷起起造者的艱辛與智慧

的堆砌、也有半塌後結構外露的傳統硓

咕石古厝及土角古厝，兩相比較後形

成強烈的對比。 

廣大的潮間帶，提供豐富的海洋資

源，潮間帶漁業：拾螺貝、挽紫菜、

石滬、抱礅、立竿網、照章魚、牽罟、

採集海菜、帷魚栽等，項目繁多極具

地方特色，可以提供觀光旅客進行體

驗活動，延長旅客駐足時間，活絡社

區產業活動。 

沙港社區規劃的發展亦早有蹤跡，

社區內的古厝均以一排三間為固定模

式，而一間古厝的面積也固定在42坪。

若未來以整體社區為文化主題旅遊區，

可以結合人文、地景、文化和產業，

發展出沙港社區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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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港學區地名的沿革： 

小崗：小紗，小紗，你家住「沙港」，

那你知道「沙港」的由來嗎？ 

小紗：我不太清楚，會不會是港口有

一大片沙呢？你住「鼎灣」，那

麼你清楚嗎？ 

小崗：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可以請

教「長老爺爺」，他可是飽讀詩

書，說不定他知道呢！ 

小紗：好哇！班上有的小朋友家住潭

邊、中西、東石和許家，他們

可能也不太清楚，那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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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長老爺爺，走吧！ 

小崗、小紗及班上的小朋友興奮地圍

著長老爺爺：趕快說！趕快說！ 

長老爺爺：好，好，那你們得洗耳恭

聽囉！ 

「沙港」閔南語發音唸做「山港」，

意思是有山有港，所以名為山港，後

來可能因為誤傳而變成沙港；另外，

也有一種說法是，在明清時，海邊整

片都是沙，所以叫沙港，這是祖先們

口傳下來的，時間太久遠而只能想像

了。 

「鼎灣」，和現在屬於沙港的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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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頂社、下社、及許家、潭崙、東

石、港底（成功）等七個聚落有勵「八

保」之稱。鼎灣的位置在八保的中心，

地勢外圍低，形狀像一個「鼎」，所以

稱為鼎灣。 

「中西」，鼎灣在清代分為中寮、

西寮和東寮三部分。後來，中寮和西

寮在台灣光復後合併為中西村，而東

寮依舊稱為鼎灣村。所以，中西村有

小鼎灣之稱，而鼎灣村也有人稱為東

寮。 

「潭邊」，因為潭邊北方海域（今

天「青島養殖場」西方）有一片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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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窟，而命名為潭邊。據說，西南邊

以前可供三桅帆船停泊，所以又有「港

頭」的俗稱。 

「許家」，許家村位於潭邊村的南

方，因為是潭邊港的尾端，所以早期

叫做「港仔尾」。後來到了民國三十九

年，因全村大部分為許姓居民，而改

名許家村。 

「東石」，在清光緒時就稱為「東

石社」，根據另外一位長老爺爺的推測，

可能是因為村落在東方，俗稱為沙窟

的海岸邊有一塊村民奉為「石頭母」

的大石頭而得名。另一說法，福建也

有「東石」，可能祖先自福建移民，懷

念故鄉而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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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小朋友上網查或回家問問

看長輩，是否知道地名的由

來，將不同於長老爺爺的說

法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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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長老爺爺的說明 ，請寫

出各村以前的地名或是別

名。 

1.沙港： 

 

 

2.鼎灣： 

 

 

3.中西： 

 

 

4.潭邊： 

 

 

5.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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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祖先： 

小紗：長老爺爺，您說在明清時，沙

港就有人了，那麼我們的祖先

是從哪裏來的呢？ 

長老爺爺：小紗，不知道你有沒有發

現學校班上的小朋友大部分姓 

「陳」、「洪」、「歐」、「黃」，還

有「許」，根據我的了解，我們

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到了澎

湖後再遷移至各處，現在，跟

著我一起來追蹤他們的來源。 

陳姓祖先：明萬曆年，金門水頭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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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陳振遙問基沙港；清乾隆十

六年，陳欽昌考訂族譜，尚有

人散在潭邊，鼎灣。 

洪姓祖先：開澎始祖來自金門水頭后

豐鄉，後代鼎灣均有立業者。 

許姓祖先：開澎始祖來自金門後浦鄉，

先至果葉，後遷至許家村。 

黃姓：開澎始祖於南安縣居覺山內厝

鄉遷來，而澎湖的黃姓，以菜

園、東石最多。 

歐姓：沙港土地公前居民幾乎都姓歐，

是太武村歐光前先生的後裔。

據說歐光前移墾沙港時曾帶了 

一尊土地公來奉祀，後人把「土

地」和「光前」合併起來稱歐

姓族人的聚落為「土地光前」，

後因為同音的關係而被寫成

「土地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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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小朋友上網查沙港學區的

宗祠，並介紹之。 

 

 

 

 

 

 

 

二、參觀你們的祠堂，並以資訊

設備拍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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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古蹟： 

有歷史、文化與藝術價值的古代

建築，或其他遺跡、遺址都可稱為「古

蹟」。古蹟代表著先民們在這塊土地上

努力奮鬥的成果，也是他們智慧的結

晶，面對先人的遺跡，我們心中不免，

生出感念的心情。 

古厝： 

許家村 29 號民宅是屬於一落四櫸

頭的澎湖傳統民宅形制。其過水庭的

屋脊採燕尾式的官宅形式，是其最大

的特色。據該戶民宅的後代子孫表示，

該棟住宅阿約建造於日本大正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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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今已有 80 年以上的歷史，雖然歷經

數次的整修，卻依然保存著當初建築

的規模與樣式，在許家村甚至於全澎

湖是一動頗具特色的傳統住宅。此外，

許家村內的古厝群，呈現了中國南方

聚落的「梳式配置」。位於許家下社西

側住宅所形成的長巷，尚留存「隘門」

之遺跡。夏日薰風徐徐吹來，長巷內

十分涼爽，是村民在夏日午後閒談交

誼的最佳地點。 

古匾： 

「克配彼天」鼎灣村開帝殿、乾隆

五十年蔡喜所立。 

古聯： 

「帝鎮澎山安鼎澳、王興湖海被

灣鄉」：鼎灣村開帝殿、道光元年洪榮

立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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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 

「海樹

井」：沙港村，

在沒有自來

水的年代，

海樹井供應

了全沙港的

用水，水質

甘甜且源源

不絶。 

古池： 

「八卦池」：在鼎灣村，於清康熙

年間就已興建，歷經多次修建，八十

四年又重建完成。八卦池對面，有一

口「四眼井」是村民在民國四十二年為

了擴建開帝殿時，仿舊井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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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社區中超過五十年以上的

古厝，並簡單做介紹（如：屋齡、

朝代、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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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朋友你所居住的社區有哪些

屬於古蹟？請寫出二至三項。 

 

 

 

 

 

 

 

三、 到廟裡尋找古匾，抄下匾額題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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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有五十五間宗祠，湖西鄉

即占了二十五間，為本縣之冠。湖西

鄉早期多文人，而以沙港及南寮文風

最盛，這兩村的宗祠也最多（沙港村

四間，南寮村三間）。沙港村的四間宗

祠是陳氏家廟、陳氏七柱宗祠、曾氏

家廟、歐陽家廟。 

一、 陳氏家廟（沙港村下社，143 號） 

1.正堂奉祀開漳聖王陳元光，及開浯

始祖陳丙，開澎始祖 8 世陳道太、9

世陳振遙、陳和宗祖牌。 

2.民國 65 年（1976）廟成，18 世陳志波

撰＜陳氏世系暨澎湖沙港陳氏家廟

沿革＞碑文。 

3.家廟內，「貢元」匾額，咸豐 7 年，

歲貢生陳玉衍立。 

4.中庭天井，建在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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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世秀才陳梅峰，設杏園堂於家廟

內，培養文化人才，轟動全澎。 

6.家廟前有貢元旗桿台及陳玉珩事

蹟石碑（澎湖舉人鄭步蟾、郭鵲翔

恩師）。 

二、陳氏七柱宗祠（沙港村 32 號） 

1.本宗祠為頂社 14 世祖陳文獻七房裔

孫所建，奉祀 7 世瑞顯祖。 

2.五柱裔孫謙省、攀然、伯寮捐宗祠

權狀。 

3.宗祠有 19 世陳英豪撰（陳氏七柱宗

祠重建銘）。 

三、曾氏家廟（沙港村，過溝 29 號） 

1.正堂奉祀開澎祖曾誥祖牌。 

2.廟成，10 世曾其南撰（沙港曾氏家

廟重建記）。 

四、歐陽家廟（沙港，土地公前） 

1.正堂奉祀開澎祖歐陽光前祖牌。 

2.正堂保存民國 66 年（1977 始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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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祖廟史記）舊碑文。 

3.家廟土地，由春輝、啟順、進丁、

自申、建潤、蔡軒捐獻 80 餘坪。 

 

沙港學區家廟表 

村名 家廟名稱 家廟數目 

沙港 陳氏家廟、曾氏家

廟、歐陽家廟、陳氏

七柱宗祠 

4 

潭邊 許氏宗祠、陳家祠

堂、渤海衍派 
3 

許家 許家宗祠、許氏家廟 2 

鼎灣 燉煌衍派（洪氏家

廟） 
1 

中西 鹽官衍派（翁氏家

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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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許與訓示 ☺☺☺ 

每個人對自己的子孫都會有所

期許與訓示，最典型的便在呈現在宗

祠或家廟大門上，現在就請你找出位

於沙港學區的宗祠或家廟大門上的

對聯，將其記錄下來，並了解其背後

所代表的意義！ 

上聯： 

代表的意義： 

 

 

下聯： 

代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