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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 
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 

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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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萬丹街庄為清代屏東平原最早，也最為繁華的商街，號稱「屏東第一街」。稍

早，荷蘭殖民者即在 1640-1650 年代，開闢一條從臺南赤崁城堡，經由萬丹社、

放索社，遠抵恆春半島的陸路幹道，以便管轄屏東平原土著兼前往臺東卑南，尋

找傳說中的金礦。清代統治期間，萬丹街庄是屏東平原最為主要的稻米、蔗糖和

雜貨交易市集。同時，官方在此設立文武衙門，以便徵收地賦和控制糧食供應，

乃至形成屏東平原政治經濟中心。本文利用政商名人李姓家族的家產文書，敘述

清初萬丹地域的拓墾形態，富商地主的財富累積渠道，以及在地土著下淡水社人

杜賣田業，遷離祖社的離散現象。文中顯示，本地域原為閩、粵移民雜居共處市

集。稍後，經歷頻繁閩、粵分類械鬥以及亂後的清庄和兼併，轉形為閩南人為主

的商街。同時，在地鄉紳先後運用玄天上帝（上帝廟）和媽祖信仰（「萬惠宮」）

的祭祀組織，建構閩庄意識，藉此對抗客庄六堆民團的威脅。最後則是描述下淡

水社業主遷居山腳地帶，形成漢人文化邊區聚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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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紀念屏東研究的先驅者李國銘博士（1963-2002）。在撰寫過程，承蒙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謝嘉樑、

林金田、劉澤民與許淑容等首長同仁慷慨提供原始文獻，協助編輯工作；臺灣大學資工系項潔教授主

持的「臺大數位典藏中心」有效率地供應臺灣歷史文獻資料；萬丹文史工作者李明進先生提供在地知

識，林舟博士分享研究萬丹家族經驗；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白碧玲、李玉亭協助製

作萬丹街庄地圖；劉曉芸協助校對文稿。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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