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民俗风情 

洪雅族 

简介 

  洪雅族（Hoanya）为台湾原住民，洪雅族分布于台湾中西部接近山麓之平地，主要在

台中雾峰以南、台南新营以北一带，涵盖现今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等部分

的区域。此族含阿里坤、鲁罗阿两支，汉化情况甚早。洪雅族语所留地名甚少，唯一可考者

为雾峰，洪雅族人原称雾峰为阿罩雾，汉人到本地开垦，见当地有一山峰，于是取阿罩雾最

后一字，合并山峰之峰字，遂有雾峰地名的出现。本族包括罗亚（Lloa）、阿立昆（Arikun）

二支族。 

时期 

  根据历史，目前所知最早在今天南投市居住的是平埔族的洪雅族，南投市的地名便是因

为在此居住的洪雅族部落--“南投社”（TausaMato）而来的，十七世纪荷兰时代的联合东印度

公司曾做过户口调查，其中的南投社人口约两百多人。 

  早期平埔族的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生活所需皆是取材自于大自然，康熙六十一年（1722）

黄叔璥的著作《台海始槎录》中曾对于南投社人的生活做了以下的纪录：“番屋以木或竹为

柱，楫茅为屋顶，蒸米、煎煮鱼、虾、鹿肉为食”，因此可以知道南投社的洪雅族人大约是

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型态，这种生活型态对于自然环境的改变相当有限，而且从信

仰的角度而言，当时的人们是相当敬畏大自然的，即便是生活所需的木材或是动物有都是有

节制的获取。另外，从黄叔璥的纪录中又曾提到：“台山无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为土

番鹿场。”这说明着旧时台湾近山地区有许多鹿的生态状况，这当然也包括洪雅族居住的南

投社地区，因此人们才有补鹿、吃鹿肉的情形，我们可以从清朝时期绘制的“番社采风图”

中约略的看出当时平埔族生活情形。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生活环境中却再也看不到鹿的影

子，可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们逐渐改变了环境的样貌，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居台源起 

  唐太宗之际，由于南岛语族分部的马来西亚发生洪水，马来地区难民遂向北迁移至台湾，

即为现今的平埔族。又至台湾后，系因散居不同区域，而渐，分流为现今各异之平埔族。而

洪雅族则为嘉义，南投，彰化〈浊水溪流域，嘉义平原〉地区的分布民族。因散居历时已久，

所发展出的风俗文化，农业系统自然会有差别。以稻米为例，居住在水上以及云林的洪雅族，

即使只隔了一条朴子溪，但其所栽种的水稻品种，插秧时间和劳力过程却大大不同，风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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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馅料部份，烧热锅子，加入 3 大匙油，先将香菇丁、肉片炒香，再加入笋干、红葱酥、

酱油、五香粉及胡椒粉，拌炒均匀，等凉即可。 

  3.把粉浆材料拌匀，放在瓦斯炉上，用小火慢煮，煮的时候要用打蛋器不停的搅拌至浓

稠状，熄火后，等粉浆降至 35℃时，即可制作肉圆。 

  4.将小碟子上抹上少许油，抹上粉浆，加入作法 2 完成的馅料，然后再铺上一层粉浆，

放入蒸笼中，一一做好，用中小火蒸熟，约需 6~8 分钟。 

  5.红色食用色素加入少许水拌匀，再用纸巾把水份吸干，即为印泥。 

  6.将蒸好的肉圆取出，等凉后脱模，在肉圆上盖章，然后泡入温油中，等到肉圆表皮变

得 Q 软即可捞出，沥干油份。 

  7.放入碗中，用剪刀剪出十字备用。把酱料材料一起煮磙，把勾芡材料拌匀后，倒入酱

料中拌匀即为淋酱。将淋酱淋在肉圆上，再放入少许蒜茸及香菜即完成彰化肉圆。 

彰化肉圆的吃法 

冷藏蒸炸的吃法 

  首先将米将放在冷冻里面，肉圆冷藏可以保存一星期，食用时，请将米将放在电锅蒸熟， 

  然后再将肉圆蒸五分钟即可食用，随各人喜好可自行搭配蒜头酱油。 

  如果要炸的，要冷油下去炸，用中火或小火慢慢炸，等到油滚了，就把火关掉，然后用

余 

  温炸到皮软，肉圆就可以起锅了。 

夏天肉圆的吃法 

肉圆除了清蒸或油炸，若在夏天的话，肉圆也可以沾酱吃，QQ 皮、肉馅多，风味绝佳。 

第五章：彰化旅游 

鹿港龙山寺 

基本简介 

  鹿港龙山寺，为台湾彰化县鹿港镇的庙宇。于 1831 年修建原本的狭小庙寺而成，主要

祭祀观世音菩萨。是台湾著名龙山寺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属一级古迹。 

  最早在 17 世纪时建立，在 1786 年迁到现在的位置，并重建许多次。龙山寺是一个大型

建筑物，被认为是现在在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清朝建筑物。整个庙宇最重要的是其建筑和雕刻。 

  龙山寺在九二一大地震时遭到严重损毁。 

  鹿港龙山寺创建于 1653 年，建于大有街一带，到了 1786 年，才迁建于此。历经数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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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西螺位於浊水溪南岸的冲积平原上，前清时期为台湾府彰化县西螺堡，後改隶台湾府云

林县西螺堡。此地为中部地区交通转运点，早年民风强悍，武学盛行，人文教化稍嫌不足，

地方人士在诗社振文社王有成等人倡议下成立振文书院。振文书院前身为文昌帝君祠，是由

绅士廖澄河等捐建於嘉庆 2 年(1797)。嘉庆 18 年(1813)，在振文社王有成等诸生，有感明礼

教化之重要，遂起而倡议成立书院，也在廖澄河等人热心捐助下，於翌年成立振文书院，振

文社并献有「千秋书祖」匾乙方，以资庆贺，兼作为期勉。书院初建时为木构土埆砖墙之建

物。至道光元年(1821)，廖澄河等人再度捐资扩建书院，成为「一宇一亭，右廊六间」的规

模；且在书院左前方兴建魁星楼，供士子膜拜兼有庇佑文运之用。 

  振文书院位於西螺东南郊，自成立以来，即为地方士绅会聚酬唱之地，也是莘莘学子读

书联谊之处。其内常设有地方社团，於发展地方文教，奖励学术，正清人心方面，均不遗馀

力，是为该镇首学。而书院不仅在教化兴学上贡献良多，於肃清烟毒上亦有相当贡献。缘由

清末烟毒遗害地方，该院遂创儒宗神教堂，倡议戒烟毒，受感化之瘾君子纷纷弃烟器於院前

予以焚毁，据闻受戒者只需服院中炉丹，并汲饮院中古井水即可戒毒。 

振文书院创建以来，迭有修建，每隔十来年就有一次，可谓十分频繁。其材料或沿用或

新作，新旧混陈，有嘉庆年间者，也有晚近者，但大体上形制规模未变。振文书院无山门与

後殿，为单进之格局，在台湾现存或可考之书院中较为特殊。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一传说，

饶富趣味。略谓书院後有座观音亭，亭与书院间有片麻竹林，该竹林出产之竹笋味美鲜嫩，

博得地方赞誉，俗传「观音亭的竹笋最好」，遂不忍铲除，辟建後殿，乃一直保持单进之形

制。 

第六章：彰化名人及事件 

政界名人 

谢东闵 

人物简介 

  谢东闵（1908 年 1 月 25 日--2001 年 4 月 8 日），自号求生，台湾省彰化县二水乡光化

村人。台湾地区第六任副领导人，是台湾本省籍人士中第一位担任此要职者。晚年人们又尊

称他为谢求公。 

家庭与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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