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第四節 識地名‧念過往 

               現   名     舊   名  說    明 

1 
八連里( 

八連路沿線) 
叭嗹港庄 

●爲基隆河北岸一小支谷上源山間盆地，今八

連里。叭嗹港之緣起，因流水之聲有如連續

不斷號筒聲（喇叭），故名。叭嗹港庄1920

年改制為「叭嗹港」，戰後改制為叭嗹里。 

2 

北港地區： 

拱北里(汐萬

路二段沿

線)、烘內里 

(汐萬路三段

沿線) 

北港庄 

●北港地區位於汐止區西北部基隆河北岸支

流北港溪河谷内，在地名上與南港相對(南

港早年為基隆河下游南岸的港口)。 

●烘內為山谷盆地地形，冬季冷風吹不進來，

感覺暖烘烘，因此居民自稱住在烘內。 

3 五指山 車坪寮山 ●車坪寮山，又名五指山。 

4 烘內山 
叭嗹港大尖 

北港山 
●烘內山又名叭嗹港大尖或北港山。 

5 拱北殿 北港鸞堂 

●拱北殿又稱「汐止仙公廟」。拱北殿名稱有

「眾星拱北辰」之意，為北台灣兩大供奉呂

洞賓之廟宇之一，與木柵的「指南宮」一南

一北相互呼應，有相互拱護生靈之意。 

6 

中興、興

福、康福、

福德、北

峰、金龍…

等里 

頂庄 
●北峰國小以北迄「山腳」(南陽街涵洞過去

往北的康寧街一帶)，皆稱為「頂庄」。 

7 
環河、北山

里一帶 
下庄 

●北峰國小以南，從「土壟間」一帶及「白厝」，

西至「草濫」之「林厝」皆為「下庄」。 

●如由早期的「下庄土壟間」至今金龍國小以 

 下的「雅典王朝」拉一直線，則直線以上為 

 頂庄，以下則屬下庄。 

8 砂石廠 下庄土壟間 

●徐仔銅與徐武雄先生父子之宅，與徐大樹先

生為親戚。今之方位在環河街122巷至138巷

間之砂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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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要沿環河

街旁(今已不

存在) 

圳仔 

●為頂庄與下庄灌溉時引流基隆河水所必經

的溝渠，最具歷史意義的位置，應屬北峰國

小舊圍牆外的馬路邊，六0年代以前小學生

進入校門前就必須走過小混泥土橋後進入

校區。現在北峰國小的校區舊大樓前面的紅

色跑道上，前段靠近校門部分為舊時溝渠，

另一部分是通往下庄的碎石子路，於五0年

代鋪成柏油路。 

10 環河里一帶 圳仔腳 
●所指的區域為「下庄黃厝」所在的聚落。由

今環河街162巷至164巷進入後的舊有古厝。 

11 宜興 橫科 

●宜興舊地名橫科，配合行政區域劃分，民國

71年後，橫科里分成宜興、橫科、福山及東

勢四里，又統稱「大橫科地區」。 

 關於橫科舊地名的緣由，傳聞清乾隆年間，

有一周姓家族駕著舢舨，由關渡沿基隆河

抵達大坑溪，順著潮流進入該區開墾，後續

有陳、高、李、郭、顏、林、闕姓等家族也

進入此地開發，漸成聚落。當時洽有一棵柯

仔樹(臺灣赤楊)橫跨大坑溪上，成為來往

水返腳與南港之間的通道，便以「橫柯」為

庄名。於大臺北古契字三集收錄之「乾隆49

年立給批」亦可見到「橫柯」地名，唯無法

確認何時更名為「橫科」。 

12 白匏湖 白匏湖 

⚫今白雲里之一部分，山邊的光復街原為軍

營彈藥庫，原士林看守所及高鐵汐止基地欲

建於此山，因地區人士反對而作罷。早期臺

灣部分地名命名「湖」，是指山間低谷地形、

盆地狀像畚箕。白匏湖地名由來亦同，是指

「長滿白匏樹的山間低谷地」。早期汐止聚

落少，日治時，即稱此區為「白匏湖庄」，

後因走山，土石崩落造成堰塞，原本小埤塘

變成目前的小湖泊，因地得名，取名為「白

匏湖」，是少見的「先有地名後有湖」。 

13 汐止 
水返腳，水

轉脚 

⚫汐止舊名「水返脚」或為「水轉脚」皆可，

其意海潮溯基隆河而上，漲及此地（定國山

下）而返，故以名。汐與潮同，止即及之終，

因此汐止與水返脚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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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年(大正9年)7月台灣行政區制調  

整，日本政府採用《淡水廳志》所述之意，

改「水返脚支廳」為「臺北州七星郡汐止

街」。 

14 中正老街 灘音 

⚫臺北縣誌故編輯委員高名來先生言：汐止

舊地名「灘音」。早期基隆河每逢漲潮至今

星光橋下折返，水勢微急，水聲下瀨，音似

管絃，自古即有「灘音」之諺。 

15 汐止國小  
⚫基隆國語傳習所水返腳分教場、水返腳公

學校、汐止公學校、汐止南國民學校。 

16 汐止抽水站 

牛稠頭碼頭 

（水陸碼  

   頭） 

⚫牛稠頭位於中正老街與禮門溪交界處，亦

即現在汐止頂街與下街分界處的抽水站，為

早期水返腳重要交通孔道。因當時附近有許

多牛稠（即牛舍），且礦坑内搭建支撐用的

架子也稱「牛稠仔」）的相思木皆在此運轉

而得名。 

17 能久宮 忠順廟 

⚫昭和12年(民國26年)日本徵佔蘇大老(松

茂)愛妾住所，設「能久宮」以紀念「北白

川宮能久親王」，並於其東側興建「汐止神

社」。民國36年汐止神社拆除，蘇厝(舍營所)

改建成忠順廟。 

18 中正老街 水返腳街 

⚫中正路是汐止最早開始的一條商業街，素

有「汐止第一街」的美譽，過去的發展留下

許多精彩的歷史空間，如：牛稠頭碼頭、保

甲路遺址、濟德宮（媽祖廟）、忠順廟（能

久親王神社遺址）、汐止公園（清末石碇堡

遺址）、公有市場（日治七星郡市場遺址）、

農倉（汐止公學校遺址）、華南銀行（日治

衙門遺址）、汐止教會、隘門遺址等。而老

街亦不乏超過三代經營的老店，如：蔘藥行、

醫生館、香舖、棉被店、布商、茶行、米店、

打鐵店、百貨行、冰廠等，使得老街目前仍

是深具地方特色的居民生活消費空間。 

●不管是水返脚街或是汐止街，指的都是現今  

 中正路的老街，老一輩的人還分為「頂街」 

 和「下街」。過去，船隻可沿著基隆河航行至 

 本鎮，老街上店舗林立，有各地的商人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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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商品交易極盛一時，可謂人聲鼎沸。 

●中正路，這一條老街不因年代時光的轉換而 

 光芒黯淡，直至今日仍是汐止最熱鬧、人群 

 熙攘的一條街。老街伴著汐止走過清代、日 

 治及民國三個不同的時代，孕育出特有的人 

 文文化，也看盡發展興衰與人事滄桑；街上 

 的老建築，雖然在歲月無情的摧殘下已顯得 

 殘跡斑斑，卻記錄著每一段發生於建築物内 

 的故事。 

19 下街、頂街 下寮、頂寮 

⚫為先民驟至時期搭蓋草寮放置墾具，而後

為住室，北有下寮（下街），後有頂寮（頂

街）；後來頂街比下街更繁榮。 

⚫李新添代書曾說汐止以前叫水返脚或下

寮，下寮可能與李春榮先生前面提列的先民

所搭工作用之工寮有關，先有下寮再有頂

寮，故以下寮稱汐止。 

20 康誥坑 康誥坑 

⚫早在乾隆42年(1777)，白雲里康誥坑溪即

有艋舺人黃仙水來開設水圳，主要灌溉區域

以頂寮庄及下寮庄，是清乾時期少數民間開

發的著名水圳。由於白雲地區水資源以灌溉

為主，不利水運，因此一切農產及生活用品

皆必須仰賴人工挑擔依崎嶇的康誥坑山路

而行，因此有「康誥坑」（意即顛簸難行）

地名的稱號。 

⚫對於康誥坑的地名解釋，有三種說法，除前

項說法外。由於康誥坑地屬一坑溝地形，步

行於山中道路時迴音繚繞，有「箜碻」之音

於山谷間廻繞，因此「箜碻坑」之名(箜：

形聲字，從穴，工聲；碻：形聲字，敲音。

取二字之古音(閩南音)，藉以形容走在此境

可以聽見「ㄍㄨㄥㄎㄚ、ㄍㄨㄥㄎㄚ」的腳

步聲迴繞其中。後轉音訛爲「康誥坑」)，

此說為二。最後一種說法則是此區每遇雨季

時，從山上流下的水，匯集於康誥坑溪產生

溪底石頭互相撞擊的聲音，所以將此稱之為

「摃石坑」之名，後取其近音康誥坑，此其

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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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康誥溪 嗊砳溪 

⚫康誥溪乃今名，遠古之名為嗊砳溪，「嗊

砳」，是激流推動石塊，石塊互撞之聲音而

得名，日人不懂「嗊砳」之音及寫法而以康

誥名之。 

22 康誥坑溪 康誥坑溪 

⚫位於台灣北部，屬於淡水河水系，為基隆河

的支流，流域分布於新北市汐止區南半部的

中央地區，發源於海拔641公尺的四分尾山

（茄苳腳山）西側，先向西後轉北流，經康

誥坑、下寮、台鐵汐科站鐵橋下方、台五甲

線（汐止區大同路二段），於水尾灣（江北

二橋旁）注入基隆河，該流域的中上游目前

為汐止地區的自來水水源保護區。 

⚫康誥坑溪上游溪谷西側為白雲山，西南為

鹿窟山，東南為四分尾山，東為大尖山，其

中鹿窟山至四分尾山南脊一段為汐止區與

石碇區之分水嶺及交界。 

⚫文化里內的康誥坑溪山櫻花步道，位處平

地，因日照時間較長，每年到了花季都率先

開花，預計一月底會全面盛開，花期約到二

月底，適合民眾過年全家出遊賞櫻。 

23 康誥坑步道 康誥坑古道 

⚫是歷史知名的一條通往宜蘭的古道之一，

即為淡蘭古道，此一路徑即可經石碇再通往

宜蘭。白雲里除晚近遷入的新住民外，全部

都是泉州安溪人，他們早期以抽藤、採樟、

種茶栽植大菁為主，直至日據因產銷與戰事

影響，遂以礦業為主，茶葉為副的產業開發。

主要聚落有十三分尾、白匏湖、東勢坑、溪

底、康誥坑、栳板椅、大崎腳、大崎頂等，

族姓主要以徐、李、王、陳、劉、蔡、蘇、

郭、賴等家族，到道光年間，已普遍開發。 

24 保長坑 大埔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察機構

用來控制臺灣社會的的制度也稱作「保甲制

度」。此組織乃仿效清朝以來就有的保甲組

織，令十戶組一甲，百戶組一保，互相監  

視告密，並規定連坐處罰。而每一甲設一甲

長，每一保設一保正，甲長由甲內各戶選舉

推派，保正由保內各戶選舉推派，再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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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認可後出任，任期兩年、屬無給職，負責

地方的治安問題。乃以前保長常來巡視而得

名。保長坑早期因地勢平坦，故名「大埔」，

為汐止區舊地名、舊行政區畫之一。位於汐

止區西部、基隆河南岸的保長坑溪谷，其範

圍涵蓋今保長里、長安里、保安里、橋東里。 

25 鄉長里 鄉長厝 

⚫鄉長厝的台語發音和「香頂厝」相似，據聞

在清朝時候有一戶人家在此研杵香末，並製

造香條、檀香末等出售而得名。鄉長里的機

關庫也稱「調車場」，是五分車、煤車調度

維修廠。 

⚫新北市汐止區舊地名、舊行政區畫之一。位

於汐止區中部、基隆河北岸，其範圍涵蓋今

鄉長里、江北里。因往昔曾有鄉長(鄉保)住

在此，所以稱為「鄉長厝」。 

26 汐止街 峰仔峙街 

⚫西元1751年有客家人從淡水港溯河轉基隆

河達今汐止區境，向平埔族租地墾殖；並建

峰仔峙庄。 

27 頂淡水 瑪瑠坑 

⚫茄苳腳鄭厝，鄭謙遜先生說他的祖先到汐

止開發時，當時地名就叫頂淡水（瑪瑠坑），

應與多年前一首童謠中提到的（瑪陵坑）同

一地。 

28 大尖山 蘇魯準 

⚫原居於汐止的平埔族「峰仔峙社」稱大尖山

為「蘇魯（高大）準（尖削的鼻頭）」。 

⚫李春榮先生提到故代書李新添先生曾說他

辦過的地契中有不少「蘇魯準」在舊地契中

出現。 

29 
東山國小前

身 

石硿子分教

場 
⚫汐止第5座小學。 

30 姜仔寮 姜仔寮庄 

⚫今東山里一部分。沿保長坑溪上溯為姜仔

寮溪發源地，其上1公里即姜仔寮山，在拓

墾初期有飼育羌仔，寮棚亦設置在此，所以

稱為「姜仔寮」。現境內多山林。 

31 鵠鵠崙 鵠鵠崙庄 

⚫今東山里一部分。石硿仔上方即爲鵠鵠崙

溪流域，海拔約五百公尺的山坡地，因山崙

一層比一層高聳，閩南語稱「鵠鵲」，故以

名。又該地多山林，「鵠鵠」爲斑鳩聲，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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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意。 

32 石硿仔 石硿仔庄 

⚫石硿仔亦東山里一部分。保長坑溪另一上

源即石坑仔溪流域，因附近崖壁自然形成許

多石洞、石塹，每當大風刮起時，坑洞口即

會發出響聲，故名。又「硿」爲一種陶製容

器，形似水缸面較小，而本地區的河源地帶

呈碗狀地形，其內佈滿了卵石，故亦稱之。 

33 金龍湖 

象頭埤、匠

頭埤、樹頭

埤、觀音埤 

⚫生長在山澗水澤中的鱸鰻迴流到此居留，

這種鰻魚非常厲害，牠很能翻騰跳躍，攀爬

高處。牠爬石壁時是用尾巴先攀住石壁，然

後扭身一躍而上(鱸鰻上石壁尾先行)，神乎

其技。據說牠也可扳倒水邊的芒草來吃它的

嫩葉，人們認為很補為了抓捕牠將刀片埋於

鱸鰻喜歡的芒草路徑上。因其勇猛無比，精

力旺盛像一尾活龍，又是金色的，因牠之故

取名金龍湖。 

⚫象頭埤之名取自金龍湖的輪廓，又稱「樹頭

埤」。從前，站在湖畔的小山頭上俯瞰，金

龍湖就像是一顆伏貼地表的綠色象頭。 

⚫匠頭埤大約在清乾隆年間，那時漢人除了

開墾荒地，種植水稻及茶葉外，也有一部分

是以伐樟為業，伐樟煉製樟腦油是後清時期

才興盛的，早期汐止原生種的樟樹因很少受

到人為的干擾，樹幹又高又粗，砍伐下來的

樟樹，大部份用來作為建築或家具的材料。

那時期金龍湖四周圍的山坡地，幾乎都是高

大的樟樹，擅於利用自然資源的漢人乃於當

地廣為伐樟，初步加工作為樟板後，將樟板

集中在樟樹灣，再利用基隆河的水路運往艋

舺一帶販售。 

⚫匠頭埤乃金龍湖舊名，源自早年砍伐樟樹

的工匠在此伐樟取材，汐止「樟樹灣」之地

名即與此有關。木匠群體的頭子有「匠首」

或「匠頭」之稱，故遂以「匠頭埤」作為儲

水埤塘的名稱。 

⚫清乾隆年間在金龍湖沿岸大約有二、三十



               現   名     舊   名  說    明 

個樟板寮，每個寮至少有十來個，多也有三、

四十個樟板匠。也許是過於急促廣泛的砍伐

樟木，使附近的山坡地失去了水土保持的功

效，在當時遇到一次豪雨連續數日不停，突

然在夜晚大家熟睡時，洪水夾帶泥沙把那些

樟板寮全數沖到金龍湖裏，有部分樟板匠就

罹難了。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隻身從福建沿海

來台發展的，所以無親屬可照料後事，乃由

當地居民發動義工將百餘名樟板匠的屍骨

合葬一處，後人在該處建一小廟名為「有應

公祠」以為悼念。 

⚫金龍湖舊名「匠頭埤」，源自早年砍伐樟樹

的工匠在此伐樟取材，汐止「樟樹灣」之地

名即與此有關。木匠群體的頭子有「匠首」

或「匠頭」之稱，故遂以「匠頭埤」作為儲

水埤塘的名稱。 

⚫湖的形狀猶如由主湖區伸出四「爪」，有環

湖步道欣賞湖景，並有白鷺鷥、翠鳥、紅冠

水雞等親水鳥類生態。東邊算起第一「爪」

最長，沿上游北峰溪有步道通往翠湖；第一

二「爪」間為大型社區「水蓮山莊」；第二、

三「爪」間湖畔山上有一寺廟「北峰寺」，

為汐止社後地區居民的信仰中心；第三「爪」

次長，上有一白色拱橋，為湖前街所行經，

溝通「水蓮山莊」；第四爪最短小。 

⚫北峰寺乃觀音埤山腰間一座寺廟，主祀八 

 手觀音菩薩，所以當地人習慣將之稱為

「觀音埤」。 

34 樟樹里 樟樹灣 

⚫樟樹灣為今樟樹里一部分。清乾隆年間，在

今中興路一段末，舊渡船頭處旁有一叢叢樟

樹林，其中有一棵長百尺的樟樹橫跨基隆河

面，每當退潮時，住民就藉著其渡河成為一

重要幹道，其因在基隆河曲之內，故名。 

⚫早期基隆河兩岸種植之樟樹順流而下匯集

於此河灣，故名。 

35 五堵車站 五堵炭埕 
⚫今日五堵車站一帶曾被稱為「五堵炭埕」，

汐止煤業最盛時，煤礦從橋東鄉長路一帶運



               現   名     舊   名  說    明 

至此地。 

36 山光社區 番婆坑 

⚫又名「番仔寮」、「番仔坑」等。原「東鋼工

業」東側的河谷地，為住在松山的錫口社一

部分原住民，於乾隆年間遷移至此，因而該

地被稱為「番婆坑」。 

37 茄苳腳  

⚫茄苳即重陽木，屬於半落葉性喬木。相傳嘉

慶19年間，四、五姓客籍家族從水返腳河港

登陸，於鄰近的河谷地帶看見一棵巨大茄苳

樹突兀於一片繁茂茄苳樹林之上的山坡，於

是在其山下開墾建庄，因而稱該地為「茄苳

腳」。 

38 垂遠堂  
⚫為汐止第一任街長陳定國先生的故居，是

汐止重要歷史建築之一。 

 

第五節 憂盛危明的滄桑 

一、鹿窟事件  

    民國 36年(1947)2 月 27日，因專賣局查緝員不當使用公權力查

緝私菸，造成民眾 1 死 1 傷的慘劇，引發了從次日(28 日)開始，臺

灣民眾對行政公署進行陳情抗議，及至後來擴及到全臺灣進行大規模

反抗政府與攻佔官署事件，甚至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攻擊。事件

期間，全臺各地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臺灣省

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協商談判，但陳儀表面上雖接受地方仕紳所提出

的改革要求，卻暗中請求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自中國大陸調派

軍隊增援鎮壓。最後，國民政府派遣第 21 師部隊來臺，逮捕與鎮壓

並殺害臺灣民眾。此事件造成臺灣民眾的大量傷亡，許多臺灣菁英份



子在此事件中被殺害，但也使得更多臺灣人體認到無法在國民政府的

統治下做體制內的改革，於是工人開始崛起，他們想要走另一條路，

一條屬於臺灣人的路。 

    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由中國共產黨指派回臺的蔡孝乾所領導的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組織迅速擴張，尤其到民國 38

年(1949年)春天徐蚌會戰結束，中國國民黨快速的敗退，更使得臺灣

共產黨的人數快速增加。此時，陳本江因《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被

國民政府追捕，逃亡過程中經陳春慶牽線，於當年秋季便逃到新北市

汐止區、石碇區與臺北市南港區交界處的鹿窟村躲藏，並成立鹿窟基

地，開始收留更多來到鹿窟避難的臺灣人，這些人有些是知識分子，

但更多的是心繫臺灣未來的工人們。 

    當時的鹿窟村，村民約 1,000多人，村民原以種茶維生，但在二

次大戰爆發後，臺灣茶產業極度萎縮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居民改以當

礦工為生計。陳本江、陳春慶等人為什麼會選擇鹿窟村做為躲藏的基

地？一方面是因為村長陳啟旺是陳春慶的堂哥，因為這一層的關係，

便開始收留這些來到鹿窟村躲藏的臺灣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鹿窟村

雖是山區，卻鄰近市區，山勢不高卻也十分隱密，外人進出村落容易

察覺，更可以反監控南港、汐止、石碇及基隆一帶，可說是佔盡地利

之便。既然外人進出鹿窟容易被察覺！那麼村民對於這些外來人的行



蹤難道不曾得知嗎？根據鹿窟村村民的說法，他們一方面認為這些來

到村裡躲藏的人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而逃到山區避難的知識份子，

一方面也因為對中國國民黨不滿而願意掩護這些「躲山仔」。 

    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和陳春慶等人，在一開始進入鹿窟基地時，

便以「分土地」的說法說服村長陳啟旺，以及當地的幾位村民，如：

蕭塗基……等人加入共產黨。開始在鹿窟基地生活後，這些共產黨人

們也會利用每天晚上的時間，與村民談天說地，進而批判國民政府統

治臺灣的弊端，宣揚「新政府」解放臺灣後，貧苦大眾將可分得土地、

出頭天等思想。沒有讀過什麼書，聽著這些話也一知半解的村民們，

有些就在陳本江、陳春慶等人的說服下，陸續宣誓加入共產黨，但所

謂的宣誓，也不過就是面對一面五星旗，跟著指導員唸出誓詞並蓋手

印、登記名冊，就算是完成入黨手續。甚至到後期，因韓戰爆發導致

臺海局勢丕變時，陳本江等人甚至是開始強迫村民參加共產黨，以防

村民下山告密。正因為如此，當鹿窟基地被破獲時，此案負責人—谷

正文根據入黨名冊抓人，村民因此被牽連無數…… 

    鹿窟基地領導人—陳本江和其弟陳通和，以及陸續進入鹿窟基地

躲藏的臺灣共產黨人，一開始對於當時的情勢相當樂觀。因為民國 38

年(1949 年)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節節敗退，甚至在當年年底便全

面撤退到臺灣島來，因此，陳本江等人認為不久之後共產黨解放軍便



會來解放臺灣，在山區的躲藏只是暫時。但是局勢到 1950 年開始丕

變，同年 1月蔡孝乾被國民政府逮捕後，開始供出許多在臺灣的共產

黨地下秘密組織及黨人，許多人因此被捕，但此時的鹿窟基地卻逃過

一劫，很大的原因在於陳本江雖受蔡孝乾指揮，但蔡孝乾本人並沒有

進入過鹿窟基地，再加上陳本江上山之後，來不及跟蔡孝乾報備，便

已被抓。因此，從民國 39年(1950 年)國民政府大舉破獲共產黨地下

組織開始，到 1952 年為止，躲藏在鹿窟基地的共產黨人才能在風聲

鶴唳中，苟延殘喘了 3 年的時間。而同年 6 月 25 日爆發的韓戰，美

國為拉攏臺灣進入反共防禦體系，派遣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至此，

中國共產黨失去解放臺灣的時機，而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權則日趨

穩定。此時，躲藏在鹿窟山區的共產黨人開始慌張…… 

    生活在鹿窟基地的「躲山仔」們，如：許希寬、王忠賢等人，為

了生活所需，有時會下山回家請家人接濟金錢及生活物資等，而遭到

保密局或調查局的注意。民國 41 年(1952)11 月 25 日，保密局破獲

臺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一案，在書記溫萬金家中發現其所寫的日記，

詳細記載了其在鹿窟基地的所見所聞。緊接著，許希寬及汪枝被捕，

由於汪枝是鹿窟的山下聯絡人，至此，保密局從汪枝口中得知鹿窟基

地所有實情。保密局將鹿窟基地上報蔣介石後，引發蔣的震怒，從 1950

年大規模掃蕩共產黨地下組織以來，原以為在臺灣的共產黨組織應已



破獲殆盡，卻沒想到近在咫尺汐止、南港山區藏匿如此「大規模」的

地下共產黨組織。同年 12月 28日晚間，保密局會同軍隊、警察及特

務所組成的聯合部隊開始入山，沿著今天的汐碇路、汐平路及石碇往

平溪的道路以及山路，每 50公尺一個崗哨，指揮所設在鹿窟菜廟(今

光明寺)，在隔日凌晨 5、6點開始抓人。此時，在搜查過程中，劉學

坤當場被軍警打死，軍警們將劉的屍體綁在竹竿架著的椅子上，抬屍

遊街示眾，警告鹿窟村民不得反抗，共產黨人快出來自首，並開始逐

戶搜查逮捕犯人，並押送至鹿窟菜廟嚴刑拷打。尤其是在李蘇照厝查

獲登記在冊的入黨名冊之後，谷正文循此名冊抓人，400多個鹿窟村

農民與礦工被送進菜廟指揮中心拷打逼問，甚至叫來汪枝指認誰是共

產黨人。 

    民國 42 年(1953)1 月 19 日軍警聯合部隊撤離鹿窟，但至 3 月 3

日才解除對鹿窟的包圍，而陳本江、陳通和、陳春慶……等人因事前

接到村長陳啟旺和其子陳田其的通知而先逃亡，陸續在之後才遭到逮

捕，整個鹿窟事件的逮捕行動一直到 1955 年的 7 月才宣告結束。但

緊接而來對於鹿窟事件逮捕人的判決，卻讓人怵目驚心。沒有查證、

沒有對質，沒有公設辯護人，這些被逮捕的鹿窟村民被移送軍法審判，

家人無法探視，只要吸收他人參加組織者都判死刑，槍決後通知家人

直接來收屍；被吸收者則判處有期徒刑，但這些被刑求的村民們，即



使出獄後有些終身殘廢，有些甚至精神崩潰而自殺。鹿窟全案共 35

人被槍決，其餘則判處 1~15 年的有期徒刑，其中甚至有 19 人在當時

保密局谷正文的「善心」之下，未依法定程序審判，被古正文留下作

為家奴，甚至供保密局作為差遣或跟監之用，如此違法居留竟長達 5、

6年之久。不當審判的威權恐嚇，是鹿窟村民心中難以抹滅的傷痛…… 

    鹿窟基地的領導人陳本江、陳通和及及陳春慶等人，在審判過程

當中因遭到中國國民黨威脅利誘而以自新方式得到無罪殘喘，但無辜

鹿窟村民卻被這些外地人牽連犧牲。整起鹿窟事件牽連甚廣，可說是

5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保密局將整起鹿窟事件定調為「武裝游擊

基地」，但是從鹿窟基地僅起出一面五星旗、一把短槍和一批土製炸

彈，試問：這些裝備是要如何策謀劃反，進而對抗中國國民黨軍隊？

事件過後，鹿窟村改名「光明村」，對於遺留下來的村民進行愛國教

育。但已造成的冤獄無法挽回，政府利用人性的軟弱，讓被抓的人陸

續供出所謂的事件關係二人，為的就是鞏固當時搖搖欲墜的統治威權。

鹿窟村已然恢復平靜，當年服刑的人也都回到社會上，但留在心中的

傷痛，卻難平復…… 



二、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辦理日期概況(以 106年度為例) 

族別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名稱 放假日期 

阿美族 

豐年祭(收穫祭) 

Malalikit/Malikoda/Ilisin/Kilo

ma’an 

7月 1日至 9月 30 日期間 

泰雅族 
感恩祭 

Ryax Smqas Hnuway Utux Kayal 

8 月 25 日(8 月最後 1 週星期

五) 

排灣族 豐年祭(收穫祭)Masalut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 

布農族 射耳祭 Malahtangia 5月 12日(5月第 2週星期五) 

卑南族 年祭‘Amiyan 12月 31日 

鄒  族 戰祭 Mayasvi 2月 1日至 4月 30 日期間 

魯凱族 

小米祭 Kalabecengane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黑米祭

Tabesengane)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期間 

賽夏族 
偶數年：祈天祭 

 (’Oemowaz ka kawas) 

3 月 28 日至 4 月 25 日期間
(農曆 3月) 

雅美族 

( 達 悟

族) 

收穫祭 Mapasamoran so piyafean 5月 26日(農曆 5月 1日) 

邵  族 祖靈祭 Lusán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9 日期間

(農曆 8月) 

噶 瑪 蘭

族 
豐年祭 Qataban 7月 10日至 8月 31 日期間 

太 魯 閣

族 
感恩祭 Mgay Bari 10月 15日 

撒 奇 萊

雅族 
火神祭 Palamal（前祭） 

10 月 6 日(10 月第 1 週星期

五) 

賽 德 克

族 

收穫節 

Qlasan Tninun/Smesung Kmetuy 
12月 31日 

拉 阿 魯

哇族 
聖貝祭 Miatungusu 3月 1日 

卡 那 卡

那富族 
米貢祭 Mikong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