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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我的家鄉在哪裡? 

第一課  家鄉地名的由來 

    「中埔」這個名稱，由來已久，鄉名的由來有以下四種說法：  

一、「中埔」，因位置在丘地上，四周有頂埔、白芒埔、三界埔、

赤蘭埔、樹頭埔、內埔等部落，而位於中心地帶，又是行政中

心，因而得名。  

二、「中埔」，因其北邊有「內埔」，南邊有「大埔」，而位於中間

站的「埔」而得名。 

三、「中埔」是中間的荒地之意，相對於「頂埔」而有此稱呼。  

四、「中埔」之名乃是源於本地開拓先民大多來自廣東省黃埔港大

埔縣，由於祖籍為「大埔」故第二故鄉稱為「中埔」。 

     

 

 

 

 

 
 

 

 

 

圖 1：中埔主要街道（中正路） 

    相傳在清朝康熙年間，大陸居民來鄉定居，原住民族逐漸移

往高山地區，只是當時並沒有建立任何制度，也沒有文獻的記載。

最初，在日本統治時才設為中埔區，隸屬台南縣，後來改為中埔

庄，民國 34 年改為中埔鄉先隸歸台南縣，到民國 39 年行政區域

調整實施地方自治縣制劃分隸屬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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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嘉義縣行政區域圖 

第二課  家鄉的地理位置、人口及交通 

一、中埔鄉的地理位置 

小朋友，從下面嘉義縣的行政區域圖中，你是否找到中埔鄉

了呢？請把它圈起來。     

 

 
                  嘉義市 

台灣海峽 

 

 

 

 

    

 

    中埔鄉位於嘉南平原的東部，在嘉義縣的東南方。他的東南

邊是大埔鄉，東、北邊是番路鄉，西邊是水上鄉，西北邊隔八掌

溪與嘉義市相對，西南邊則與台南縣白河相鄰。 

 

二、家鄉的村里及人口組成 

 中埔鄉全鄉總面積約 129 平方公

里，共有 22 個村，人口約 47000 餘人，

居民大多為閩南族群，有少數的客家族群。 

   聚落的形成，有些以自然景觀、特殊

地形來命名，如中埔（未開發的可耕地或荒

地）、中崙（指小山丘的意思）、灣潭（以水深

形成彎彎的潭而成）、深坑（山間匯集水流的小

圖 3：村里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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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三層崎 （高低間的上下坡）；有些是以政府機關的事務所、

營業單位的名稱而命名，如公館、鹽館；有些是基於與原住民關

係而命名的，如社口原來是與原住民往來的出入口而得名。                     

 
                                                         

    

        

    

 

小朋友，請你依中埔鄉人口統計表資料，回答下面的問題： 

中埔鄉 2009 年 10 月份人口數（單位：人） 
村里 

名稱 
男 女 人口數合計 

 

村里 

名稱 
男 女 人口數合計 

三層村 449 390 839 深坑村 511 444 955 

中埔村 1190 1060 2250 頂埔村 671 575 1246 

中崙村 241 180 421 富收村 1863 1668 3531 

石硦硦硦硦村 803 724 1527 隆興村 1224 1102 2326 

同仁村 1357 1172 2529 瑞豐村 509 429 938 

和美村 3980 3964 7944 義仁村 965 885 1850 

和睦村 1987 1849 3836 裕民村 618 485 1103 

和興村 3435 3278 6713 龍門村 559 466 1025 

東興村 249 212 461 灣潭村 714 616 1330 

社口村 1417 1257 2674 沄水村 725 621 1346 

金蘭村 938 844 1782 塩舘塩舘塩舘塩舘村 601 547 1148 

總計 男生：25006 人  女生：22768 人  總人口數：47774 人 

（一）中埔鄉共有【       】個村。 

（二）人口最多的是【      】村。 

（三）人口最少的是【      】村。 

（四）目前中埔鄉的總人口有【      】人。 

你知道你所居住的村莊地名的由來嗎你知道你所居住的村莊地名的由來嗎你知道你所居住的村莊地名的由來嗎你知道你所居住的村莊地名的由來嗎？？？？如何命名的呢如何命名的呢如何命名的呢如何命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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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埔鄉的總人口數，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多。 

（六）你住在哪一村呢？【       】村。 

請小朋友上網搜尋中埔戶政事務所的網站，查查看統計資料，

完成下面的問題： 

＊和民國 90 年的總人口數做比較，98 年總人口數有沒有增加？ 

�有  �沒有（以同一月份做比較即可） 

 

 

 

三、家鄉的交通 

台 18 線（省道 18 號，俗稱阿里山公路）貫穿中埔鄉，是連

接嘉義市通往頂六、觸口、阿里山的重要道路，此路段現在稱為

中山路。 

此外，165 縣道（俗稱嘉白公路）是嘉義市通往白河、關仔

嶺的必經路線，其中行經和睦與和興村的路段，現在命名為中華

路。 

 

 

 

 

 

 
 

 

 

圖 4：中華路與中山路的路口 

小朋友請你說說看中埔鄉人口改變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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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3 號中埔（頂六）交流道在富收村與台 18 線相連。國

道 3 號又與台 82 線（東西快速道路）相接，更增加居民在交通上

的便利性。另外，台三線是中埔鄉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是通往

番路鄉、竹崎鄉與大埔鄉的主要道路，公車是主要的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在地圖上，國道 1 號以 標示，省道 1 號以 標示，縣

道 36 號以 標示。小朋友，找找看，還有其他標示圖嗎？  

 

圖 5：中埔鄉交通路線圖 

 

 

 



 - 6 -

第二單元  認識我們居住的地方 

第一課  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一、家鄉的地形 

早期，未開墾之可耕地或荒地，就叫做「埔」，大多帶著點緩

斜的地形。中埔鄉的土壤資源雖然肥沃，但全鄉丘陵地（海拔一

百～五百公尺）和平原地（海拔一百公尺以下）約各佔一半，高

於一千公尺之山地僅佔極少數，在開發上相對較晚。 

石硦村東部的頭凍山，與番路鄉交界處海拔高 1286 公

尺，為全鄉最高點。東興村的凍仔頂（白鶴山）也是登山的好去

處。地形上，東方和南方都是阿里山山脈的餘脈，所以地勢偏高；

西方和北方是嘉南隆起的平原。中埔鄉的地勢呈東南向西北斜降。 

 

 

 

 

 

 

 

 

 

 

 

二、家鄉的自然景觀 

     中埔鄉位處阿里山腳下，緊鄰嘉義市，鄉內自然環境優美，

早年是台灣種植檳榔面積最大的鄉鎮，滿山遍野都是檳榔，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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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村民經濟上主要的收入來源。 

    中埔鄉有天然的自然資源，中崙澐水溪溫泉、瑞豐農場、獨

角仙農場、綠盈牧場、石硦林場等旅遊景點，都是中埔鄉景觀的

特色之一。 

      中崙澐水溪溫泉，是嘉義縣第一座以溫泉為主題的溫泉公

園，經縣府開發為露天泡湯池、戶外足湯、室內男女湯池，是嘉

義地區唯一的泡湯去處，適合發展休閒觀光。 

    在地圖上，我們常常以這個圖例「 」來表示溫泉，如果你

在地圖上看到這個 符號，就表示這裡有溫泉哦！ 

 

 

 

 

 

圖 7：滿山的檳榔              圖 8：中崙澐水溪溫泉 

 

三、家鄉的氣候與河流 

    中埔鄉位於北迴歸線以南，屬熱帶氣候區，常年溫暖高且冬

季少雨。依地形上來區分，本鄉屬於西南氣候區之範圍。 

      氣候特徵為年降雨量介於 1500～2000 公厘，由山地、丘

陵向平原遞減，雨量集中在夏季，夏季雨量佔全年雨量 80%以上，

冬季則較乾旱。本鄉最高溫度為攝氏 36℃，最低則為 6℃，年平

均溫度為 22℃，日照充足，有利農業經營。  

    本鄉河流南有沄水溪及尖山溪，中有石硦溪及赤蘭溪，北則

以八掌溪與番路鄉和嘉義市一部份為界。其中以赤蘭溪為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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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流。 
 

 

 

 

 

 

             

 

 

 

 

 

 

 

 

 

 

 

 

 

 

 

 

 

 

 

 

圖 10：赤蘭溪 

圖 11：石硦溪 圖 12：澐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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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為我們服務的機關 

    家鄉有許多為民服務的機構，提供各種服務項目，不但方便

我們的生活，也能保障我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例如：嘉義縣警察

局中埔分局負責犯罪預防、違規取締；消防分隊協助災害搶救、

緊急救護等工作。 

    中埔鄉公所協助辦理全家健康保險、提供急難救助與低收入

戶補助申請；戶政事務所可以登記出生、申請戶口名簿與國民身

分證等；中埔衛生所則提供健康檢查與衛生宣導服務，與我們的

生活習習相關。 

一、中埔鄉的重要機構名稱及聯絡方式 

單位 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 

中埔鄉公所 中 埔村 128 號 05-2533321 

戶政事務所 中正路 64 號 05-2531154 

中埔分局 中埔村中正路 66 號 05-2531013 

衛生所 中埔村 130 之 1 號 05-2531008 

消防隊 中埔村中正路 66 號 05-2531013 

中埔鄉郵局 中埔村 167 號 05-2531030 

中埔鄉農會 中埔村中正路 75 號 05-2532201 

鄕圖書館 中埔村 128-2 號 05-2534441 

嘉檳文化館 中埔村 128-2 號 05-2534441 

二、緊急任務： 

（一）宗維想要把壓歲錢要存起來，他可以將錢存到哪個機構

【      】【       】。 

（二）振興主任想要把戶籍遷到中埔鄉，他需要到哪個機構去辦

理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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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鈞貴想要看書、借書，他應該去哪裡【               】。 

（四）文俊發現市場有火警他立即撥打 119 求助，請問他是要聯

絡哪個單位【       】。 

（五）鳳春喜歡看畫展，她可以去哪個地方欣賞畫作？

【             】。 
 

   

中埔分局 戶政事務所 中埔鄉郵局 

 

   

中埔鄉農會 中埔鄉圖書館 嘉檳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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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家鄉的特色 

第一課  家鄉的鄉賢人物 

    中埔鄉的鄉賢人物有很多，如當選全國好人好事楷模－林玉

得先生、中埔第一位博士－翁大有先生等。 

一、當選全國好人好事楷模－林玉得先生 

    林玉得先生，民前三年生，逝

世於民國八十四年，世居東興村（俗

稱凍仔腳），日據時期僅受過私塾漢

文教育，但他對山區民眾的生活和

教育的關懷投入卻是令人尊敬的。

台一七二線省道系統、沄水國小都是努力奔走的成果。除連續擔

任七屆的家長會會長外，即使子女

已畢業多年，他仍為學校貢獻心力。 

      民國六十年，他的善行獲得

社會一致的肯定，當選全國好人好

事代表的模範。後人為感念他對家

鄉的付出，特別將他極力爭取的沄

水溪大橋，取其名之一的「得」字，與另一位功勞者張道真校長

之「道」字，合稱為「得道橋」，以彰顯他們的貢獻。 

二、中埔第一博士－翁大有先生 

翁大有博士，中埔鄉裕民村石頭厝人。生於民前三年，逝於

民國七十四年，享年七十七歲。翁博士十歲就讀中埔公學校，五

年後越級考入台南二中就讀，因成績優異而進入台大醫學院研

讀，後來留學日本，獲得日本醫學博士學位。又因專心研究教育

行政及心理衛生等學術領域，而獲頒美國教育心理學博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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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一年學成畢業，回嘉義醫院服務，因處事積極、熱

忱，為同期生中第一位被任命的醫官。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除任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教授、遠東工專校長等職務，為教育奉獻心力

外，在民國五十一年獨資捐款籌建一所小學，縣府為表彰他的義

行，就以先生的名字立名為「大有國民學校」。後來，教育部以銀

質勳章，表揚先生之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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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家鄉的藝文雅士 

    中埔鄉有許多的文人雅士，他們有的對文學作品非常感興

趣，有的對藝術的創作特別喜愛。這些傑出的創作高手有：書法

家－劉嘉雄先生、美術家－曹根先生、藝術家－羅森豪等，現在

讓我們來認識他們吧！ 

一、書法家－劉嘉雄先生 

    劉嘉雄先生，早年定居於中埔鄉灣

潭村。先生六歲時即受其詩人父親劉堀

啟蒙，學習漢文及書法，因家境清寒，

家教非常嚴格，因此養成勤勞簡樸、不

喜華麗的個性。惠風書藝苑是他開設進

行書法創作與教學的地方。 

    先生所寫的字體柔中有勁，流暢穩

重，受到各界讚賞，故常受邀書寫寺廟

柱聯或鏤石，嘉義市地標「射日塔」之

題字即為先生所書寫。民國九十二年先

生於嘉義縣中埔鄉中正國小教師退休

後，仍是以書法傳授自娛。 

二、美術家－曹根先生 

    曹根先生，民國二十年出生於中埔

鄉同仁村。民國三十五年進入林東令

畫室習畫，三十八年在國畫大師林玉

山處學習國畫，國畫、西洋畫兼通。

曾任教於新港國小、博愛國小、吳鳳

中學、工專、稚暉工家等，教育英才。 

    當選中華民國畫學會、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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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學會、台灣省膠彩畫協會理事。長期以膠彩畫參加全省美展

並有多次佳績：第 20 屆省展作品「古剎遺跡」第一名、第 24 屆

省展作品「廚房一隅」第一名、第 25 屆省展作品「息舟待航」第

二名，獲省展免審查邀請作家。繼而獲聘擔任嘉義市美術協會會

員評議員及全省學生美展、全省美展、南瀛美展多次評審委員。 

    民國七十八年首次個展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出版「曹根

畫集」一輯。民國八十年學生為感念師恩，為他舉辦「曹根紀念

展」，並出版「鄉土情趣─曹根紀念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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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家鄉的名勝古蹟 

    中埔鄉有許多值得一遊的旅遊景點，有古蹟廟宇、自然生態、

農場林園及旅遊休憩的景觀，相當多元而豐富。例如：吳鳳廟、

吳鳳紀念公園、石硦天林、濁水潭、中崙澐水溪溫泉、豐山生態

園區、峭壁雄峰、獨角仙農場、綠盈牧場、中華民俗村等。 

一、吳鳳廟 

      古色古香的阿里山忠王祠，位於社口村，是由當年吳鳳的

衙門所改建，已列為三級古蹟。正殿門上懸有一「仁必有勇」的

匾額，與殿內身披紅衣、騎戰馬的吳

鳳塑像相互輝映，顯得英氣勃發。 

 

二、吳鳳紀念公園 
      

吳鳳紀

念公園

內展示有台灣早期的「木馬車」，了

解先民以「木馬車」拖運木材的一段

歷史，讓民眾見識先民的堅毅與智

慧。 

三、石硦硦硦硦天林 

    石硦林場位於阿里山脈下，座落於中埔鄉的桶頭山，這一處

嘉義縣的秘密森林，屬近鄉型自然

生態區。園區內生態資源多樣而豐

富，常見植物包括蕨類、觀音蓮、

筆筒樹，泡桐、桃花心木、樟樹、

榕樹等，也常見保育類大冠鷲、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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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鶇、五色鳥……沿著登山步道皆可觀賞。 

 

四、中崙澐水溪溫泉 

    中崙澐水溪溫泉位於中崙

村。本溫泉是縣內台三線重要遊

憩區，也是雲嘉地區唯一溫泉資

源。中崙澐水溪溫泉與關仔嶺溫

泉屬同一泉脈，在經過特殊岩層

地帶時會產出溫泉沙，觸感頗為

滑溜，具有美容、滋潤肌膚、筋

絡保健等特性，有「台灣美人湯」之稱。 

五、濁水潭 

    位於中崙山區的濁水潭，又名

『無底潭』，意思是潭深不可測。濁

水潭多次於大地震前夕，濁水潭都

會冒出大水泡，且越冒越多； 921

大地震前溫泉水亦曾發生異常變

化，也曾發生噴漿現象，半夜即發

生天搖地動的大地震。現今學術單位已於此安置觀測儀，定期紀

錄資料，作為早期探測或作為研究地震的蛛絲馬跡，期能有助於

保障人們的生命安全。 

六、豐山生態園區 

    園區內皆以自然生態為主，因此

有許多自然生物棲息，搭襯落日餘

暉，美不勝收。園區種植了許多奇花

異果，其中栽植一種俗稱「樹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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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西嘉寶果，嘉寶果原產於巴西，又名樹葡萄，還有南洋的紅

毛丹、印度的辣樹等，熱帶的原生植物很多，形成特有的植物生

態園區。 

七、峭壁雄風 

    位於深坑村豐山果園

山腳下的一片山壁，因雕

刻藝術家陳瑞光先生在石

壁上刻上整片文字圖騰，

故常叫人停下腳步來觀

賞，「峭壁刻字」、「峭壁雄

風」就成為本地很特別的

景觀。 

八、獨角仙農場 

    獨角仙休閒農場的牧場

野趣有白鴿、駝鳥、山羊、小

乳牛、迷你馬。自然生態不受

到破壞是獨角仙的天堂，每年

的 5 月初至 7 月，就可以看

到成群的獨角仙在場內活動

自如。自然生態館，把全世界

各地的獨角仙、鍬形蟲及甲蟲

類的小蟲兒製成小小的標本及解說文字，非常有趣。 

九、綠盈牧場 

    民國七十六年（1987

年）開始經營，主人顏志輝

先生在「高品質的鮮奶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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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奶牛與衛生的環境」的堅持原則下，已由一個飼養 20 頭荷

蘭種奶牛的小牧場，歷經千辛萬苦，搖身一變，成為獲獎無數、

國內知名的優良牧場。園區內設有草原牧牛區、可愛動物區、烤

肉垂釣區、牛奶有機蔬果園、昆蟲生態區、自然花草區等，相當

豐富。在假日時，可看到許多遊客入園參觀 

 

十、中華民俗村 

    中華民俗村位於社口村，將原來的吳鳳紀念園重新規劃整建

而成，是一座以閩南式建築的主題樂園，園區內有充滿中國風情

的建築，也有歐式花園，形成特殊的中西文化融合，非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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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家鄉的產業 

一、產業轉型 

    由於農民在耕作時，習慣以種植檳榔當作彼此田地的界線，

而買賣檳榔只是順手為之。不料在一次的天災中，檳榔價格突然

飆漲，鄉民便這麼以為「檳榔」價值非凡。至今，中埔鄉的有錢

人家，十之八九大多曾是種植檳榔賺大錢的「菁仔農」。  

    不過，近年來的中埔鄉積極轉型，從檳榔栽種改為培育健康

養生的菇類、靈芝、木耳、栗子、酪梨、山藥、石蓮花、木瓜、

水蜜桃、咖啡及蜜棗等農作物。 

   
檳榔 靈芝 山藥 

 

   

木瓜 水蜜桃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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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菇戀花活動 

      中埔鄉氣候溫和、通風良好，加上溪流貫穿，帶來對流濕

氣，適合菇類生長，光是中埔鄉所產的菇類，就包含金耳、白木

耳、芹耳、猴頭菇、柳松菇、金針菇、白雪菇、白菇等 10 幾種菇

類。無論是品質或產量，中埔鄉都是全國第一「菇」產地，尤其

黑木耳產量更居全國之冠(逾 80﹪)。  

    雖然黑木耳與靈芝皆已家喻戶曉，卻很少人知道它們同屬菇

菌類的一種。正因如此，自 2007 年開始在嘉義縣政府與中埔鄉

農會、中埔鄉公所於每年 9 或 10 月中旬合力推出「菇戀花」活動，

成功塑造中埔鄉為「菇類的故鄉」的品牌形象。「菇戀花」活動可

以說是中埔鄉產業文化的年度大事。 

       

 

 

 

 

 

 

 

 

 

 

 

 

陳明文縣長與李文堂鄉長在促銷菇類 

一年一度的「菇戀花」活動 

以絲瓜露等農產製作的各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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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家鄉的美食 

    說到中埔鄉的美食，可以都是非常有歷史的老店，如：河南

口味的的「大陸飲食館」、頂六江家的火雞肉飯等，而阿霞肉粽店

的幸福好手藝最具人氣。小朋友，現在就讓我來一一介紹他們的

特色美食吧！ 

一、美食之家－四十年老店 

      「大陸飲食店」是中埔鄉 四

十 幾年 的老 店， 民國 五十 八年開

始 由退 休副 營長 所經 營的 ，以道

地 家鄉 河南 口味 為料 理的 特色。

來 到「 大陸 飲食 館」 必嚐 的家鄉

料 理有 「黑 豬肉水餃 」、「梅干扣

肉」、「紅燒蹄膀」、「牛肉拼盤」及

「 原汁 牛肉 湯」 等招 牌佳 餚，一

道道大陸特色的家鄉菜，是往返中埔旅遊一定要嚐嚐的好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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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美味－火雞肉飯 

    頂六的江家火雞肉飯以四十

年的老到經驗，從婆婆到媳婦代

代相傳，作出口感越老越美味的

火雞肉飯。每個老闆娘都有著一

身好手藝，鹹淡拿捏恰到好處，

不但用餐時間總是坐無虛席，美

食行家更愛火雞肉飯搭配苦瓜排

骨湯，把雞肉飯的絕妙美味傳遍千里。 

 

三、幸福好手藝－阿霞肉粽店 

   中埔鄉小吃『阿霞肉粽』已

成 為 中 埔 往 阿 里 山 的 公 路 上 有

名的美食小吃，傳統口味、道地

南部水煮粽，全程以傳統的方式

製作、包、煮，在時代趨勢下，

更發展出屬於養生的粽子，招牌

肉粽的豐富餡料與糯米、融入粽葉的香氣，交織出傳統的懷

舊滋味，成為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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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家鄉的信仰及習俗活動 

    家鄉的信仰為道教與佛教居多，和其他地方的宗教信仰一

樣，鄉內的宗教與習俗活動以祭祀為主。鄉內具有特色的廟宇非

常多，其中社口村的吳鳳廟、和睦村的－四十九庄保安宮（池王

爺廟）、頂埔村的震安宮及白雲寺、鹽館村的能仁淨寺、中崙村的

瑤池宮及深坑村的開凰宮，最令人印象深刻，以下一一介紹給小

朋友們認識。 

一、社口－吳鳳廟 

    清嘉慶二十五年（西元 1820 年）在今中埔鄉社口村成仁地

建吳鳳廟奉祀吳鳳，至今已有一百九十年的歷史了，原稱為「阿

里山忠王祠」的吳鳳廟，是為紀念清朝地方通事吳鳳捨生取義的

精神而興建。這一段史實雖曾引起

大家廣泛的討論和質疑，但吳鳳廟

卻是中埔鄉最有名的名勝之ㄧ。吳

鳳廟是中埔鄉唯一的三級古蹟，在

全縣六百五十九座寺廟中，是唯一

由地方政府興建管理的公有寺廟。  

二、和睦－四十九庄保安宮（池王爺廟） 

    保安宮位於和睦村司公廍南

側，距阿里山公路約 100 公尺；保

安宮又稱為池王爺廟，為一座三殿

大院廟宇，因早期為四十九村莊信

徒奉祀之祖廟，所以又稱為四十九

庄保安宮。保安宮是全台首座池王

爺廟，興建於 1765 年，距今已有二百四十五年的歷史了，歷史

悠久，香火鼎盛。 



 - 24 - 

三、頂埔－震安宮 

  二百八十幾年前陳呆居士之祖先，從大陸移居來台灣時，從

武當山真武廟移駕玄天上帝與太子元帥二尊神聖之金身，爲海上

航行時護航的尊神，到台灣後就在嘉義縣中埔鄉頂埔村橫山巖下

定居，並將其住宅命名為上帝爺壇，供祀此二尊神聖－玄天上帝、

太子元帥，民國 41 年改建為震安宮。 

 

 

 

 

 

 

四、頂埔－白雲寺 

  白雲寺位於中埔鄉，地方善信

於民國 49 年組織籌建，供奉觀音

聖像，十餘年中，均無出家人住持，

於民國 58 年聘請心田法師為第一

任住持，才正式成為佛教道場。寺

內目前有出家師父十餘位，本著佛陀精神，重視內修功夫。白雲

寺建築簡單樸實，又不失莊嚴大方，是本鄉少有的佛寺。 

 

五、鹽館－能仁淨寺 

    能仁淨寺位於嘉義縣中埔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是奉

祀的神佛。開山住持是慧深法師，

年近六旬。能仁淨寺是以比丘尼為

主的道場，常住尼眾約在 20 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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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然創寺僅有幾十年的歷史，但是在嘉義縣市一帶有相當的

弘法成果，特別是每年針對國小高年級的冬、夏兩季的兒童營活

動，辦得極為出色。 

 

 

六、中崙－瑤池宮 

    瑤池宮位於中埔鄉中崙山區，寺內供奉西天王母娘娘神像，

是花蓮慈惠堂王母分堂。據說民國五

十四年間，嘉義陳炎山道長受王母的

靈示，才找到寺廟現在的位置，四處

化緣而興建完成，經過了二十年才有

目前的規模。寺内供奉一座長達六公

尺的「虎爺」巨型木雕，號稱「東南

亞第一木虎」，這座巨型老虎的由來據說還有一段傳奇故事呢！ 

 

七、深坑－開凰宮 

    開凰宮建於中埔鄉深坑村，為居民信仰之中心。開凰宮供奉

池府千歲、女媧娘娘及天上聖母三尊神聖，保佑地方信徒。民國

71 年成立重建委員會，於舊有廟址，

配合老人休閒活動中心及村辦公處，重

新規劃，歷時三年餘，才有今日的規

模，營造出地方信仰與學習活動結合的

特殊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