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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螺聲飛陽 

西螺鎮 
• 又稱：「螺陽」，此二字應出於開拓者，為追思故土福
建螺陽而取名之。 

• 西螺鎮開發甚早，乾隆時期已具街衢，因其地形似「田
螺」，與對岸之北斗鎮相仿，故光緒年間併東堡及西堡
（今彰化縣北斗鎮、溪州鄉一帶）為東螺，隸屬彰化廳
管轄。 

• 另一說法，說明西螺早先為先住民平埔族在此定居生活，
為巴薩Babuzak族之SaiLei部落，漳人稱之西螺，荷人
記為Soeran，後遂以之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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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崙仔 
• 因最早到此開發為黃姓的四戶人家而得
名。 

• 本地又稱柑桔，因本地在民國五十年代
盛產椪柑，品質極佳，富有盛名，因此
本地街道名稱叫柑桔路。 

• 本地在民國五十年代盛產椪柑，品質極
佳，富有盛名。後因土質惡化，種植無
法結果。目前已無柑桔種植。 

• 為昔日彰化溪州、
埤頭兩地居民進出
西螺之路口，因最
早有一間店舖，故
稱為「口店」。 

• 仁和路旁的土地公
廟是彰化南渡到本
鎮渡口的地標，稱
為口店福德宮。 

• 清代稱「大茄苳」，日治初期稱「新宅庄」。 

• 清治時期先民原居於濁水溪中央有一聚落稱為
「湳仔埔」，因約於1875~1895年間（約清光
緒初至日治前）一次溪水泛濫致使該村落淹沒，
居民乃南遷在此地建立新聚落，故名「新宅」，
為新起石屋之意。 

• 老聚落現已位於濁水溪河床中。 

• 「埔羌崙」位於頂湳里之中央，昔日
此地之沙丘上遍長野生植物黃荊，俗
稱埔羌，而村落建於沙崙之北側，故
名為「埔羌崙」。 

• 今人有稱之為「經崙」，似為「荊」
字按音拼字之誤。 

• 因早期民宅建沙丘的上方因此稱為頂
崙仔。 

• 「頂崙仔」位於東興里西北角，在東
興庄（下埤頭庄）的北方，昔日有沙
丘，是為大崙，而本部落位於大崙的
東南角，亦有沙丘，地勢略為高起的
崙仔頂，形成聚落，故稱「頂崙」。 

• 清初自雍正至乾隆初間，即有福建移民來此墾殖，
因見此地為一片溪埔地，程姓族人入墾此地時即
在此草埔地人建屋居住，即指未開墾地的中心，
聚落在溪埔地中形成，遂以「埔心」稱之。 

• 位於濁水溪南畔，因古時候無堤防修築，故這一
帶為一片河床荒蕪埔地。 

• 住民百分之六十以上為程姓。 

     本地地名說法有二： 

• 一是早期多林投樹而得名，「林」閩南語發音和「藍」
相同。 

• 二是由於最初開墾者乃是「藍」姓先民，此後方漸有
人移入而集結成聚落，為紀念至此開墾者之辛勞，遂
將該地命名為「藍厝庄」，如今本庄已為一雜姓聚落。  

• 為早期拓墾此地之高姓族人
聚居處，昔有高氏大宅廣場，
故稱之。 

• 今人以訛傳訛稱之為「鵝厝
埕」或「員厝埕」，實為誤
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