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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泥成埔： 

清代臺江內海「港口濕地」的築塭與認墾∗ 

  李文良∗∗ 

摘 要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曾是面積廣大的內海水域，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吸引人們選擇

沿岸住居，也誘發華南商民前來漁獵與交易。然而，臺灣這處最早與外界接觸往來的場

所，卻在十八世紀末起的半世紀內，因為人為開發、天然災害等影響，快速且大範圍淤

積陸化。本文以清代位處臺江內海東北方鄰近岸際的「港口地區」（今臺南市安定區）

為研究區，從事個案研究。試圖利用庄民在嘉慶 19 年（1814）簽訂的一份私約，配合

相關文獻與田野，盡可能復原其歷史和社會樣態，並藉此進一步瞭解他們如何面對劇烈

的環境變動。本文將說明：庄民面臨的嚴峻挑戰，除了天災恐慌、人命財產損失，以及

自然環境與維生方式的急遽變遷外，還有因為水域陸化而與鄰近村庄間的資源爭奪；民

間的糾紛與衝突也引起地方官府介入，致使問題複雜化。十九世紀初領導港口庄民的菁

英們，處事幹練且極富遠見。他們勇敢面對周邊強大村落的武力爭奪、嗜利衙役的侵擾，

整合意見眾多且徬徨的庄民，並衡量現實環境以及未來，迅速做出抉擇以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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