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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名意涵的探究
文．圖片提供／陳國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名譽教授）；洪偉豪（臺北市永春高中地理教師）

地名是人類和土地互動過程中形

塑的無形地理景觀，反映出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們，各自對於地方的環境識覺。

擁有多元族群且經歷多次政治變革的臺

灣，各地的地名可能會隨著不同的人

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識形態而變

動。因此，探究地名的意涵、起源和變

遷，有助於了解這塊土地居民建構家園

的歷程。

2019年開始實施的社會領域課綱，

主要特色之一是提倡探究式學習。就國

中地理的學習內容來說，即規畫「臺灣

的地名文化」和「臺灣的農業與食品安

全」兩項議題探究。本文即針對「臺灣

的地名文化」議題，以鄉鎮市區級行政

區的地名為個案，簡介這些地名來源，

並分析其意涵與地名出現

的時間脈絡，作為實踐

「臺灣的地名文化」問題

探究的參考。

「地名」資料的來源

臺灣地名資料相當

豐富，但是學術論著較

少：伊能嘉矩《大日本地

名辭書續編：臺灣之部》

（1909）、安倍明義《臺

灣地名研究》（1938）、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

革（四冊）》（1999）、陳正祥《臺灣

地名辭典》（1993）及陳國章《臺灣地

名辭典》（2004）等。

其中，以《臺灣地名辭書》最為完

整，這本書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自1994

年起（當時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先

後委託施添福、陳國川、林聖欽主持，

率領團隊進行普查研究，迄今共出版

二十三卷，收錄臺澎金馬二十三個縣市

轄內的地名（舊高雄市目前正普查研

究中），內容包含縣市與鄉鎮區地名沿

革、行政區域演變等，附有詳細地名分

布圖。連江縣、臺北市等卷，甚至保留

地名最在地的念法，是地方研究重要參

考書籍。

此外，內政部也針對國內的地名資

料進行彙整，建置「臺灣地

名資訊服務網」。該網站將

全臺的地名資料結合空間座

標，並以地圖的方式呈現，

使用者可用關鍵字查詢，找

到相關地名的位置與由來。

網站也建置「地名應用」頁

面，內容包含臺灣地名特

色、課本地名查詢等功能，

甚至提供數則地名教學模

組，教師皆可視需求參考應

用。透過《臺灣地名辭書》

學

與「臺灣地名資訊服務網」提供完整的

地名資訊，可整理並簡單分析臺灣鄉鎮

市區地名的由來與變遷。

鄉鎮市區地名的由來

臺灣各縣、市所轄的鄉鎮市區共

有368個，檢視所有鄉鎮市區地名的起

源，大致可區分為十一類：

1.與自然環境相關地名，如冬山、石門

等，數量最多，共123個，占33％。

2.與原住民相關地名，如後龍、暖暖

等，共62個，占17％。

3.與土地拓墾有關地名，如大埤、六腳

等，共41個，占11％。

4.含有意識形態（包含吉言佳字）地名，

如莒光、光復等，共40個，占11％。

5.與所在位置或形成相對時間相關地名，

如南投、湖西等，共37個，占10％。

6.與境內重要人文設施相關地名，如關

廟、觀音等，共22個，占7％。

7.與外來語相關地名，如松山、春日

等，共11個，占3％。

8.與紀念性人物相關地名：如延平、茂

林等，共10個，占3％。

9.由兩個地名中各一字合成的地名，如金

湖、龍崎等，共10個，占3％。

10.與維生方式相關地名，如苓雅、芬

園等，共8個，占3％。

11.與血緣或地緣相關地名，如潮州、

神岡等，共4個，占1％。

鄉鎮市區地名的演變

臺灣鄉鎮市區地名的演變可分為三

類：其一，完全沿用舊地名類，共153

個，又以完全沿用清代以來即已存在的

地名為多數，占33％，如大安、北港

等；完全沿用日治時代的行政區名者，

如花壇、汐止，占8％。其二，部分沿

用舊地名類，共155個，此類地名是將清

代或日治時代的地名簡化，或取舊地名

中的一個字和其他文字配合而成，例如

大溪、朴子、里港等地名，分別由清代即

已存在的大嵙崁溪、朴子腳等地名簡化

而成，此類地名比例最高，占42％；又如

吉安、金峰、梅山，則是由日治時代的吉

野、金崙等地名調整而成，占1％。其三，

由原地名調整文字或完全新創的地名，前

者如三民、芳苑，分別由三塊厝、番挖調

整而來；後者如臺西，原名海口，因地居

臺灣島西陲而新創臺西地名，此類共58

個，占15％。

從上述資料來看，有

75％鄉鎮市區名稱沿襲清代

以來的地名命名，且大多以

當地的自然景觀或特色命

名。如何透過地名引發大眾

對環境的認識，甚至培養對

土地的情感，是教師未來可

以努力的方向。
▲鄉鎮市區轄境地名分布圖：臺北市信

義區福德次分區的個案。

▲新北市石門區區名取自境內的海蝕

洞門地形。

▲桃園市觀音區區名取自境內的觀音廟

「甘泉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