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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大林鎮位於嘉義縣的北端，北與雲林縣的古坑鄉、斗南鎮、大埤鄉相鄰。

東鄰梅山鄉，南邊的民雄鄉是通往嘉義市的要道，西邊的溪口鄉與大林鎮的水

稻田，四季都有不同的景色。

　　大林舊稱為「大莆林」或「大埔林」，最早的開發是始自康熙末年，到乾

隆中葉(1766年)已經形成街莊。直到1950年10月25日才改為「嘉義縣大林鎮」

至今。「大莆林」地名來由是此地的移民大多來自潮州府大埔縣，也因為這個

地方剛開發的時候都是森林，所以稱為「大埔林」或「大莆林」。在大林鎮有

許多與「林」有關的地名，例如：中林、頂員林、林子前、林頭、內林等等。

大林鎮曾經是嘉義最繁華的「首富」之區，尤其第二次大戰以後，台灣糖業公

司在這個地方設廠，創造許多的就業機會，後來因為社會及產業轉型，人口外

流，榮景不再。幸好，1996年由星雲大師發起「百萬人興學」活動創設的南華

大學，帶來豐厚的人文氣息；2000年大林慈濟醫院以「田中央的醫院」矗立在

田野之中，造福許多人；2004年臺灣糖業公司在大林設立生技廠延續糖業輝煌

史；2007年崇仁護專亦於此設立新校區；2009年大埔美精密工業園區也開始招

商與建設，生態、教育、醫療、工業在大林鎮一應俱全。

端端端端，，北北北北與與與雲雲林縣的古坑鄉、斗南鎮、大

是通往嘉義市的要道，西邊的溪口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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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林自行車道自糖廠出發至三角蔗埕共7.2公里，風景宜人，沿途的藝術

作品也為運動綠廊增添藝術氣息；注重環保與生態的明華里社區更成為環境保

護的新指標，稻米與蘭花是重要的經濟作物，「大林鎮－my darling」與「米

蘭小鎮」是現在大林鎮的行銷重點，更是別出心裁的意象營造，此地出產的的

竹筍品質很好，頗受歡迎。位於三角里上林頭的「500年茄苳樹」名聞遐邇，

200多年的「舉人樹」也是很多人喜歡到來的景點，中林社區的鯉魚潭與各里

均有的水池具有灌溉及防災的功能。大林鎮的「早知路」可以通往以前的早知

港，雖然早知港已經成為稻田，但仍可想像當時繁華的景象。注重生態的大林

鎮更是保育類動物「諸羅樹蛙」的大本營，每年的四到九月是繁殖期，雨後的

夜晚，隨處可見。由於諸羅樹蛙對環境要求較高，牠的存在，同時也證明了大

林鎮的環境優質。

　　歷史文化也同時為大林鎮做了最好的註解，創建於嘉慶6年（1801年）且

為全國八大名寺之一的觀音亭紫蓮庵，道光十五年(1835年)因為火災重新修

建，在日據昭和年間改名為昭慶寺；湖北里的佛方宮供奉「慚愧祖師」；溝背

里有江氏祠堂「濟陽堂」。榮耀家鄉的簡拔是台灣首次舉辦科舉考試的舉人，

家廟被稱為「文魁宮」也稱為「舉人廟」。而掌控大林鎮命脈的水利設施十股

圳及鹿堀溝旁都設有「蔡葉二將軍廟」，廟中供奉的蔡將軍為蔡貓東，他曾經

是大莆林墾首薛大有家的掌櫃，葉將軍則身分不詳。二人在清朝年間於三角里

東北端修築水壩，引倒孔山溪（華興溪）的水灌溉，後又將圳水分成十股，讓

更多人受惠，也是造就埤圳沿線成為大莆林穀倉的關鍵。

　　大林鎮的賴英才古厝具有中國傳統建築特色；江文蔚古宅與重新點燈的萬

國戲院記錄著大林的繁華與興盛；大林火車站的跨式建築，是地方的一大特

色，也讓居民進出更方便。大林鎮正以沒有藩籬的方式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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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Tuā        nâ kū miâ Tuā pôo  nâ

Kóo tsá Ka gī         siōng hó gia̍h

Ko sok kong lōo  siang pîng khai

Tshiòng kuàn thih lōo  lâm pak lâi

Tâi thn̂g tsá sî siat tshiúnn tsin huân îng

Tsit má sing bu̍t kho kī tsiànn sî hing

Tshân tiong ng ê pēnn īnn sī Tsû tsè

Lâm huâ tāi ha̍k hó ha̍k gē

Tuā  pôo   n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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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p kóo tsùn  Lo̍k khut kau  khí tuā pâi

Tsō hok ki bîn bān bān tāi

Kha ta̍h tshia  sì kè kiânn

Phang bí suí hue siōng tshut miâ

Khuân pó sing thài lóng kiam kòo

I liâu kàu io̍k tsò tsin hó

Kang gia̍p hn̂g khu  ū  tì huī

Huân huâ   ū bāng Tuā poo b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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