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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類對其生活世界中，各種自然景

觀與人文景觀加以命名，所得的人文物

（註 1）。因此，可以說地名是自然的歷史產

物，是人們對熟悉的地方所共同約定的專有

名詞，在日常生活上提供定位的功能，同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的狀況，及對於該地理區加以命名之文化群

體的特質（註 2）。此外，地名也隨著時間向

度的增加，而累積文化歷史的深度。藉由地

名沿革的深入解讀，不僅可作為瞭解族群分

佈、遷徙、習俗或生活方式的指標，亦可對

當地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與社會組織等種

種歷史軌跡及人文脈絡，有深入的認識。

地名學研究不外是藉由地名命名的原因、

地名的演變、語源、語音、含義等的瞭解，

探究各地歷史、文化、社會、組織的發展情

況，可以從時間面（歷史）或空間面（地理）

來分析。以臺灣而言，臺灣地名約有六、七

千個，多由原住民固有的語音而定名，但由

於早期原住民複雜，加上長時期之變遷，產

生了各種命名意義不同之地名，輾轉譯音或

諧音而變更地名者也不勝枚舉（註 3）。而臺

灣地名的變動更改始自清代，日據時期的變

更幅度最大，民國後實施地方行政區域改

革，也造成地名的改變（註 4）。

對於這些地名的發展沿革，若是缺乏有系統

的記錄，即使靠著當地居名的口耳相傳，也無

法完整的保留下來，日久必有失傳的一天。

還記得有首歌，小時候是耳熟能詳的，「古早

屏東是阿猴，高雄又名是打狗，臺南故都赤

崁樓，永康叫做埔姜頭，白河舊時店仔口，

北斗土名是寶斗，人講臺西是海口，清水叫

做牛罵頭，新竹以前是竹塹，嘉義舊名諸羅

山，隆田叫做蕃仔田，阿公店叫做岡山，⋯」

（《臺灣地名起源考證》，頁 2 2 1）。曾幾何時，

已經少有人在唱，更別說代代相傳了。

有關臺灣地名的研究，早在清代已經開

始，也因此開啟爾後地名學研究的先河。對

於臺灣地名系統化研究，始於日治時期的伊

能嘉矩。伊能嘉矩所撰的《大日本地名辭書

續編．第三臺灣》完成於明治 4 2 年（1 9 0 9

年），對於臺灣重要地名所做解釋，取材範圍

宏廣，包括臺灣的各種方志及史料，並佐以

實地調查的成果，可視為「臺灣開發史料彙

編」。接下來較為有名者，例如安倍明義的

《臺灣地名研究》、陳正祥的《臺灣地名辭

典》、洪敏麟的《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等。但

後三者在內容的深度及廣度上，都不及伊能

嘉矩的作品。此外，除了文獻考證編纂工作

外，陳國章也於民國 7 0 年著手臺灣地名學的

實證研究。《臺灣地名學文集》就是由記錄

地名的音與義，尋找文化群體命名的過程及

規律性，進而探索民族或族群分佈、遷徙、

習俗或生活方式的特色。（〈臺灣地名學研究

回顧與地名義蘊的詮釋〉，頁 8-1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有鑑於光復後行政區域

的重新調整，新舊地名之間發生斷層，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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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建立地名基本資料，記錄地名的起源及

其演化過程，避免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被世人

淡忘，也有助於後世子孫對臺灣歷史文化源

流的認識與瞭解。然而，有關臺灣地區全面

性地名研究之專書極為有限。因此，於民國

8 3 度研訂「臺灣地名普查計畫」，針對臺灣省

地名作有系統性之全面普查，並整理編印臺

灣地名沿革對照專書，以供社會各界查閱瞭

解臺灣各地地名緣起演變。該普查計畫涵蓋

地名之標準名稱、位置、意涵、來源、當地

發音與歷史沿革等項目，以及與地名有密切

相關之社會、經濟、文化等人文景觀發展，

採文獻收集及田野普查並重方式。

普查時首先擇定臺中市為試辦市，以建立

普查模式。8 4 年起改由委託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系施添福教授進行研究。每年進行二至三

個縣市之普查，迄今普查完成的縣市有臺中

市、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臺南市、高

雄縣、宜蘭縣、臺東縣、屏東縣、嘉義縣、

南投縣、澎湖縣、臺南縣、雲林縣等 1 4 縣

市，同時出版《臺中市地名沿革》及基隆

市、新竹市、臺義市、臺南市、臺東縣等五

縣市之地名辭書。另外，高雄縣、宜蘭縣、

屏東縣、南投縣、澎湖縣等六縣市之地名辭

書即將出版，預計民國 93 年度完成全省 21 縣

市之地名普查工作。

本套書的編輯架構，首先說明各縣市發展

的沿革、行政區劃、聚落的形成與發展後，

詳析各縣市內鄉鎮地名的緣起、生態環境、

地區特色、所屬各里的地名釋義。除了文字

考據外，亦輔以相關圖表，在閱讀理解上更

為容易。以宜蘭縣地名為例，書中則附有清

代宜蘭縣圖、日治時期宜蘭廳管內略圖、日

治時期宜蘭街庄分布圖、宜蘭縣鄉鎮分布圖

等，並詳列資料來源。

在結論中，編輯者歸納縣內各鄉鎮村里名

演變，如完全沿用舊地名（清代或日據時

代）、部分沿用舊地名，將清代或日據時代的

地名簡化、完全新創地名等部分。此外，並

就各鄉鎮村里名的起源及其意義分為十三

類：位置與時間、自然環境、維生方式、血

緣與地緣、名勝或人文設施、拓墾、軍事與

眷村、意識型態、紀念性人物、合成地名、

與原住民的關係、名來語地名及其他。對於

地名的演變情形，閱讀者當可一目了然。

本書列為〈2 0 0 0 年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選

介〉（本刊民國 90年 6月號，17-50頁）書目之

一，是現階段內容較為新穎的地名辭書，只

是尚未包括臺灣全部的縣市資料較為可惜，

然民國 9 3 年後當無此方面缺憾。本文作者推

薦本套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其資料來源是透

過普查方式徵集所得，不像當前部分有關臺

灣地名考證之論述，只是透過文獻探討方式

而得。藉由田野調查方式獲得的實證研究資

料，較為真實、完整且具參考價值。此後，

若能有政府專責單位，對臺灣地名的改變或

新興地名，即時且詳實記錄下來，當可延續

本書內容，成為臺灣地名之全記錄。此外，

地名與地圖編製的關係密切，本套書的完成

也有助於日後臺灣地圖的編纂。

誠如本套書的編輯者所言，地名可以看出

每一地方發展脈絡的痕跡，反映出一個地方

的故事，是人與自然互動的具體呈現（頁

4 2 7）。例如漢人開拓時，為了思念故鄉，常以

故鄉地名而命名。居住在河海邊沿者，仿效

閩南的墘、港而命名，至於空曠的地方則以

埕命名。臺灣光復後新興地名與街路名稱，

多以寓有中興氣象及吉祥名稱為主。臺北市

在光復後，將全市以日式町目名稱，一律廢

除，並以全國各省區省會和主要縣市命名等

（註 5）。每一個地名的改變，都是一則則有趣

的故事。

因此，地名不只是一個符號而已，隱含豐

富的歷史背景，這是需要去挖掘和保留下來

的。如此，才不致於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演

變，地方的印記也逐漸的消失（頁 4 3 8）。本

套書的編纂實具有歷史傳承的功能，也是史

地研究學者或對地名沿革有興趣的讀者，重

要的一部地理參考資源。

（下接第1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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