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
•分類：地緣類

•地名別稱：吉野

•地名意義： 光復後，一則兼顧本鄉地名之源流，
二則取其「吉祥安康」之意，改吉野鄉為吉安鄉，
「吉安」一詞，應是吉野為日本之地名稱呼。

鳳林

•地名分類：動植物類

•地名別稱：馬里勿

•地名意義：阿美族語稱本地為「馬里勿」，是上
坡的意思。以前這一帶森林叢密，有一種教木蘭
的植物會繞樹滋長，形狀有如鳳凰展翅一般，漢
人來到這裡墾荒，見此情況便叫這裡為「鳳林」。

•地名分類：動植物類

•地名意義：原為阿美族所居之地，因其地多志哈
克樹（「ㄐㄧ-ㄏㄚㄍㄨ-」），遂以樹名為社名
（在鐵路之西），日人取其音為「知伯」社。光
復後，漢人以閩南語音譯為「志學」。

志學

南平 •地名分類：位置類

•地名別稱：林田

•地名意義：南平者，南邊也；
以其北有飛機場，故稱之為
「南平」。

林榮

•地名分類：動植物類

•地名別稱：平林

•地名意義：日治時期原稱「平林」，位於壽豐溪南岸，因樹
林茂密而取名。光復後稱林榮里。

萬榮
•地名分類：地貌類

•地名別稱：馬里巴西

•地名意義：阿美族原居地在今現址西北山麓，因該地多
為緩坡地帶，阿美語稱之「馬里勿」，日治時為方便管
制，迫族人移此，並設「馬里勿」駐在所。日人將「馬
里勿」譯音為「萬里」；民國六年東線鐵路架設鐵橋之
後，一般稱做「萬里橋」。民國四十年遷入現址，因與
台北縣萬里鄉同名，於民國四十七年奉省政府核定，改
名萬榮鄉，沿用迄今。

大禹

•地名分類：人物類

•地名別稱：針塱

•地名意義：原稱「針塱」，因當地生長一種有毒
植物，阿美族人把此種有毒植物稱作針朗，1917
（民國6）年東線鐵路通到璞石閣，日人在此設
末廣站。戰後初期改稱「光復」，後因與光復鄉
同名，奉令改名，而居民鑑於當地三面環水，水
患頻仍，想起中國治水有功的先賢「大禹」為名，
希望藉以解除水患威脅。

在製作的過程中，讓我更了解我的故鄉，與故鄉更為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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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 ‧坦然，反璞歸真 ─ 花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