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壁区 

简介 

行政区管辖 台南市 
行政区类别 市辖区 
总面积 71.2189 平方公里 
人口 25,717 人（2011 年 4 月） 
区长 李本源 
区划 21 里 268 邻 
机关网站 后壁区公所 
邮递区号 731 
毗邻 盐水区、新营区、东山区、白河区；嘉义县水上乡、鹿草乡 
后壁区位于台湾台南市北端，北以八掌溪与嘉义县水上乡、鹿草乡相邻，东

邻白河区，西邻盐水区，南接新营区、东山区。 
本区地处嘉南平原中段，系由八掌溪及急水溪冲积而成，东北方地势稍高，气候

属热带季风气候。 

历史沿革 

根据“后壁乡志”(乡公所编)和“后壁香火”〔泰安旌忠文教基金会〕的描述，

在后壁村和侯伯村之间早期有一条大溪，民众必须渡筏而过，当时有一位胡须伯

仔在这里筑寮渡筏维生，后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胡须伯仔的寮仔”，久而久之

又转为“侯伯寮”。 
后壁区旧称“侯伯寮”，因位于“顶茄苳”后方，当地人也以闽南语惯称“后

壁寮”(即后面的意思)。 
本区在明郑时代属承天府天兴县。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设台湾府，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本地属诸罗县，

隶属于福建省，是时尚为荒芜之地。 
雍正年间设厅，改属盐水港，管辖下茄苳南堡、下茄苳、北堡及自须公潭之

白沙墩庄，后因行政区再度调整，始改隶嘉义厅。 
日治时代以后，因为音误而改称为“后壁寮”。从日本时期所绘制的“台湾

地形图”来看，当时“后壁寮”的聚落中心是指现在的侯伯村一带，今日被称为

后壁村的地点在早期则庄外的荒地，战后，车站附近才另设一村并为行政中心，

称后壁村，原来的聚落则称侯伯村。 
迨至大正九年 (1920 年)九月一日废厅改制，设州、郡、庄，将原嘉义厅下

茄苳南堡、本协庄、鸟树林庄、安溪寮庄、下茄苳北堡、菁寮庄、崩埤庄、长短

树庄、竹围后庄、新港东庄、上茄苳庄、土沟庄及白须公潭堡、白河墩庄等合称

“后壁庄”，并划归台南州新营郡管辖。 
后壁区在明郑时期就已经开发，区内东侧嘉苳村的“本协”这一地方就是明

郑的设营屯田的地方。另外，上加东与下加东等地名也在明郑时期即已出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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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赖永祥:国际知名图书馆学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副馆长 

第六章：风俗民情 

西拉雅族 

西拉雅族（Siraya）为台湾原住民，台湾清治时期称之为“平埔熟番”，现代

称之为平埔族。西拉雅族是台湾平埔族中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族，主要分布

在嘉南平原到恒春半岛之间。19 世纪因汉人争地压力，部份西拉雅人逐渐东迁，

移住台东、花莲一带，也有很大部份汉化，失去传统风俗及语言。西拉雅族人在

近年发起正名运动，要求官方承认其原住民身分，台南县政府在 2005 年率先认

定西拉雅族为“县定原住民族”。 

分布 

一般学者将西拉雅族分成三大系统： 
西拉雅本族 

西拉雅本族主要有四大社，其分布区域由北而南依次为： 
目加溜湾社（八掌溪下游到曾文溪下游） 
麻豆社（急水溪上游以南到曾文溪之间） 
萧垅社（曾文溪到盐水溪之间） 
新港社（盐水溪以南到二仁溪以北之间） 
除了四大社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社如大目降社、卓港社、大杰颠社、噍吧

哖社、芋匏社等。 
大满族 

清朝文献称为‘四社熟番’主要分布在台南、高雄两地区的丘陵和河谷地带，

如： （原）高雄县小林村 （因 2009 年献肚山走山土石流之故已灭村）。所谓四

社是指大满族建立的大武垄社、霄里社、芒仔芒社以及茄拔社这四社。 
马卡道族 

主要分布于屏东地区，所建立的上淡水社、下淡水社、阿猴社、放索社、搭

楼社、茄滕社、武洛社、力力社等八社被清朝文献称为‘凤山八社’ 
凯埤斯族 （Kaeps） 

该部族为西拉雅之一分支，依地理位置划分约略是与新港社的位置稍有重

叠，目前仍无法考证出两个部落间是否有往来关系。凯埤斯的活动领域，北至曾

文溪，南到盐水溪，东至中央山脉分支，西以昔日的台江内海为界。当时的凯埤

斯，沿四个边界筑起了高墙，作为防御也做为洪水的遮蔽，抵抗年复一年的泛滥；

墙内的领域，该族的语言称“Welang”，也就是“世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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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由来 

棺材板的前身是用西式酥盒加上鸡肝等中式配料做成的。一开始不称棺材

板，而为鸡肝板。据闻某日，台湾大学考古队来到这家点心店品尝鸡肝板。在茶

余饭后，考古队与许六一闲聊之际，一位教授忽然说：“这鸡肝板外形很像我们

正在挖掘的石板棺呢！”。而生性乐观开朗的许六一听完后，便爽朗地回答：“那

从此我的鸡肝板就命名为棺材板吧！”。因此，这个有点耸人听闻的名号“棺材

板” 。 
而由于形状和偏甜的口味都很特殊，使得棺材板一炮而红，遂成台南著名小

吃之一，在沙卡里巴或赤崁楼附近皆有摊贩。但事实上棺材板口味较油腻，销售

以观光客为大宗，本地人不常食用。 
创始店位于中正路俗称“沙卡里巴”的康乐市场内。 

作法 

首先将厚片吐司炸到金黄色后捞起，中间挖空再放入鸡肉、豌豆、萝卜和墨

鱼等以高汤煮成再用些牛奶勾芡，再放上土司的盖子即成为美味可口的棺材板。

而早期尚有鸡肝等素材，现在多已不再使用。 

第七章：台南旅游 

台南开元寺 

台南开元寺位于台南市北区，清朝时的柴头港溪溪畔，于民国七十四年（1985
年）8 月 19 日公告为二级古迹。该寺创于清朝康熙年间，原称海会寺，是台湾

著名的寺庙和最早创立的官方寺院，对近代台湾佛教的发展关系颇深。该寺亦是

台湾府城七寺八庙之一。 

历史沿革 

前身 
开元寺的前身是明永历三十四年（1680 年）郑经为奉养其母董氏而建的北

园别馆，而在董氏去世后该园遂废，此外郑经长子、监国亦是在此被杀[6]。而

进入清朝之后，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周昌也曾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在此

地建亭筑室，但不久就任满回京，该园又废。 
建寺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台湾镇总兵王化行与台湾巡台兵备道王效宗认

为台湾缺少佛寺，遂在此兴建寺庙，因为是位于柴头港溪入海之处，所以命名为

“海会寺”，而因为该寺为台湾第一座官建佛寺，便循唐玄宗所开之例，又称“开

元寺”。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 年），巡道书成重修该寺，且因该寺多石榴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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