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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埤
⾄至於後⼭山埤則保留在南港公園內，
以Ｕ字形的姿態，圍繞頗富⾃自然之
趣的⼩小⼭山頭，是三⼤大埤塘中最容易
讓⼈人親近的。新庄仔埤是台北現存
最古⽼老的天然埤塘，也是唯⼀一有古
⽂文獻記載的。

劍潭
歷史⽂文獻的說法顯⽰示在清雍正⼗十年
（1732）臺廈分巡道尹⼠士俍已記載
了該地於《臺灣志略》:「劍潭，有
樹名茄苳，⾼高聳障天，⼤大可數抱，
峙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於樹，⽣生
⽪皮合，劍在其內，因以為名。」，此
說指出地名的來由係因荷蘭⼈人把劍給
插在潭邊的茄苳樹上，潭始得名。

貓空
「貓空」的名稱由來，最常⾒見的說法是來⾃自當地河流沖刷岩
礁所形成的「壺⽳穴」地形，閩南語稱為「皺空」（台羅、⽩白
話字，下同：jiâu（liâu）-khang；凹凸不平的孔洞）。⽇日
治時期⼜又以讀⾳音相近的「貓空」（niau-khang）代替，⾄至
此貓空名稱誕⽣生。⼜又⼀一說在⽇日治時期台灣堡圖上，貓空發⾳音
為Bâ-khang，閩南語中「bâ」其實是狸（果⼦子狸;⼀一種靈貓
科的哺乳動物），與⼀一般所謂的「niau」家貓（貓）無關。

迴⻯⿓龍
相傳迴⻯⿓龍原是⼀一處⻯⿓龍⽳穴，位於林⼝口
台地與⻱⿔龜⼭山丘陵（⼭山仔腳⼭山塊）之
間的⼭山⾕谷塔寮坑⼝口處。經過⽥田野調
查發現，迴⻯⿓龍地名並不如原先所假
設的「毀⻯⿓龍」，然⽽而迴⻯⿓龍之前的名
稱確實是「斬⻯⿓龍」，關於這種說法
必須以⾵風⽔水學的觀點來解釋；從⼋八
⾥里經過五股、泰⼭山、樹林、⼭山佳就
是⼀一整條⻯⿓龍脈盆地發⽣生相對上升⽽而
形成。，盤結佔據台北盆地的⻄西南

⽅方，⽽而且迴⻯⿓龍更是⻯⿓龍⽳穴的所在（現在的萬壽路旁福慧寺所在的⼭山丘
就是『⻯⿓龍吐珠』）。清朝開闢鐵路時削掉林⼝口台地東南⼭山緣，使得
與三⾓角埔的⼭山塊間原本重疊綿延的⼭山群出現了狹窄的隘⼝口。⾄至此，
從台北、新莊往迴⻯⿓龍⽅方向眺望，在⼼心理與視覺上均認為彷彿是⼀一條
⻯⿓龍被斬斷，故稱此隘⼝口處為「斬⻯⿓龍」。⺠民國以後，當地⼈人⼀一⽅方⾯面認
為「斬⻯⿓龍」名稱不雅，⼀一⽅方⾯面期待⻯⿓龍能再回來保祐當地⼦子孫，故改
為迴⻯⿓龍。⽽而所謂的⻯⿓龍脈可能是清朝康熙年間台北盆地下陷，使林⼝口
台地與台北盆地發⽣生相對上升⽽而形成。

古亭
古亭名之由來，清代時本地的主要拓墾者，為泉州
府安溪縣的閩南移⺠民，移⺠民時常遭受新店溪上游屈
尺（今新北市新店區屈尺⾥里）⽅方⾯面的泰雅族出草獵
⾸首，於是當地居⺠民武功周⽒氏議置於⼟土地神廟（今晉
江街、同安街⼝口的⻑⾧長慶廟）⼤大樹邊，作⼀一亭，內置
⼤大⿎鼓，為哨站，派員駐守，當原住⺠民進攻時鳴⿎鼓⽰示
警。因此「⼤大⿎鼓」警戒的「守望亭」，故稱⿎鼓亭。
此廟迄今仍遺⿎鼓亭庄遺址⽯石碑⼀一座。

景美
景美應源⾃自梘尾，指瑠公圳⼤大⽊木梘之尾，其址約在今⽇日舊景美橋
附近，後取同⾳音，改稱「景尾」。1950年，景美⼀一名由地⽅方⼠士紳
林佛國建議，將景尾改⽤用較⽂文雅的「景美」，並⾃自台北縣深坑鄉
（現新北市深坑區）獨⽴立，成⽴立景美鎮。⽽而「景美」名稱沿⽤用⾄至
今。但台灣話⾄至今仍讀作「景尾」（⽩白話字：Kéng-bé），如台
北捷運廣播。

⽊木柵
「⽊木柵」⼀一名由來為古時閩南
移⺠民為了要防備⽣生蕃襲擊出草
獵⾸首，⽽而於此建有⽊木柵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