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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隻屋考證, 共有三篇 

 

第一篇   八德舊名是八隻屋…………………………Ｐ.2~Ｐ.4 

 

第二篇   桃仔園桃澗堡霄裡庄八隻屋的研究………Ｐ.5~Ｐ.9 

 

第三篇   八塊厝與八隻屋實地考證的比較…………Ｐ.10~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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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八德舊名是八隻屋 
從 2010.11.25 本人所著《丘道陞公派下來台六大房族譜》, 就開始提倡「八德舊名是八隻

屋」。每當進入 yahoo 或 google, 八德舊名稱都說是八塊厝, 這是天大錯誤。基於知識份子責

任, 本人不得不把真相說出, 盼望大家真正了解「八德原始名稱是八隻屋」, 請看底下分述： 

 

一、八德舊名, 根本不是八塊厝, 而是八隻屋。 

1. 按邱家族譜記載：乾隆 22 年, 詔安邱家集體來桃澗堡(應更正為淡水堡)八隻屋溝後開墾時, 

 此地地名就叫八隻屋。 

2. 按薛啓隆墾荒歷史推演：乾隆 6 年, 薛啓隆墾隊由桃園轉進八德, 沿茄冬溪往霄裡溪開墾, 

其所帶隘兵(長工), 有很多詔安邱、呂姓等人(依現在事實向前推知, 邱家人最多); 霄裡溪 

農田墾完後, 約乾隆 9 年, 往連城溪開墾, 連城溪靠近八德三元宮, 為便於工作, 便在附近 

築有八座草屋工寮(由八隻(厝)屋推知); 當時, 這些長工都是客家人, 因此, 稱此八座草寮 

為八隻屋、八厝屋或八座屋。所以, 邱家族譜記載：乾隆 22 年來桃澗堡(應更正為淡水堡) 

八隻屋溝後開墾。 

3. 通常一塊荒地, 皆先由百姓開墾, 人口聚集後, 政府才會設置機關, 派官管理, 收取賦稅。 

像乾隆 2 年, 薛啓隆帶隊開墾桃園後, 清政府才於乾隆 16 年, 設官管理。而八德呢？僅知 

在乾隆 27 年(1762), 余文儀之〝續修台灣府志〞, 記載淡水廳下轄 35 莊, 擴大為 132 莊, 其

中一個叫做八座厝莊。八座厝就是八德文獻最早名稱, 客語皆稱八隻屋、八厝屋或八座屋。 

4. 依本人所搜集的一些古文件裡, 列舉兩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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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乾隆五拾壹年丙午正月    立領耕字…, 土名霄裡八隻屋庄肚…。 

  (2) 嘉慶拾柒年壬申歲拾貳月  立杜賣田業埔屋斷根契。…, 八座屋庄頭…。 

從古文件裡發現, 這裡的名稱皆稱為「霄裡八隻屋、霄裡八座屋、八隻屋、八座屋或八厝 

屋」, 契約文件中, 出現八隻屋者最多; 一直到同治年間, 因被閩南化, 古文件才有「八塊 

厝」的出現。 

5. 同治 10 年(1871), 陳培桂修《淡水廳誌》,「桃澗堡八塊厝」一詞才出現。客家人說八隻屋、 

八厝屋或八座屋, 可是閩南人說八塊厝或八塊屋; 也就是說, 八隻屋原是個客家庄, 經過

127 年(1744~1870)後, 變成了閩南庄。故八德區公所引用「八塊厝」為八德名稱之由來, 是

錯的。另, 當時的代書, 有人寫八隻屋, 有人寫八厝屋或八座屋, 蓋因隻與厝, 客語發音一

樣, 又可能八隻屋先出現, 致後來契約, 八隻屋要比八厝屋或八座屋多。 

當時的官方文件：台灣府誌、淡水廳誌和官方公文 

6. 2010 年 11 月 25 日, 拙著「丘道陞公派下來台六大房族譜」之第 64 頁八德名稱之由來 a)點,  

即說明八德古地名, 叫八隻屋。 

7. 2018 年 11 月 4 日, 拙作「詔安丘伯順公派下來台大宗譜」, 於第 140 頁, 再次詳細說明八 

德名稱之由來, 也是記載八德古地名, 叫八隻屋。 

 

二、八德區所引用八德市誌(87 年版)敘述八德名稱由來, 真的有誤。 

原文：「八德舊名『八塊厝』，其得名由來傳說有二： 

為始墾之清乾隆 6 年（1741）時，所謂之「八塊厝」分別為「莊頭」、「莊尾」、「稻埕

頭」、「連城」、「舊城」、「城外」、「公館」、「租倉」，其詳細地址多已無法確定，

僅知「莊頭」在今八德國小之西，為唐山旺所建；「莊尾」在莊頭之北，三元宮之西；「連

城」乃邱、廖二姓所居，為兩幢堡壘型相連之房屋，今村北長興路上尚有連城橋之名，茄苳

溪經此一段稱連城溪；「城外」即今農會旁；「租倉」乃納儲租穀之倉庫為鄭姓所居，以上

五處連同稻埕頭均在興仁里內；另外「公館」為官倉之所在，於「更寮腳」底，即今瑞豐 、

瑞祥、瑞德里交接處；「舊城」在「崙仔」邊，於今之福興里。    

                                      

其二為清乾隆 10 年(1745)閩、粵移民自南部北移至此，居住下來的有八姓，即謝、蕭、邱、

呂、賴 、黃、吳、李姓，每姓各築一屋，故得「八塊厝」之名。 

 

對於上述兩項, 本人相當不以為然, 理由如下： 

1. 大家都知道, 人未聚集前, 絕不可能有莊。乾隆 22 年, 詔安邱家幾乎集體來到桃澗堡八隻

屋溝後, 也帶動了家鄉其他姓氏來此開墾; 因人口多了, 所以, 乾隆 27 年(1762)文獻《續修台

灣府志》裡的淡水廳有 132 莊, 其中一個叫做八座厝(莊)。而八德從古至今, 根本沒城, 所

謂城外、舊城, 那是人們想像的名詞; 至於連城、租倉、公館等, 是日據時代才有的地名。 

2. 按八德市誌所示, 莊頭與莊尾, 竟近在咫尺, 這樣像個莊嗎？如把這八個地方連起來, 有這 

樣歪七扭八的城嗎？且這八個地方, 有的離三元宮很遠很遠(自古人們說：這八個厝屋都在 

三元宮附近)。 

3. 「莊頭在今八德國小之西，為唐山旺所建」：莊頭是我們邱家人所建的(請看前述一之 4 

之(2) 契文或看拙作第二本族譜Ｐ.70、138、144), 現在已成中興社區。所謂唐山旺, 他根

本是光復後, 從大陸來的外省人。(當時稱外省人, 都叫唐山) 。根據查訪, 唐山旺應是民

國 80 幾年編市誌時, 住社角的外省人, 他任職公所, 每天上下班都會經過莊頭。 

4. 「莊尾在莊頭之北，三元宮之西」：這裡指的莊尾, 根本就是街尾。記得小時候, 八德的 

街只有短短兩條, 即廟前中山路到公所, 另一條是橫在廟前, 向東是長生路, 向西是長興 

路, 畫廊咖啡就是街尾, 絕非莊尾。真正的莊尾是在建國路 571 號到 703 號那一帶, 也就 

是邱日培與邱良善公祠處, 現已拆除, 改為社區。 

5. 稻埕頭在大廟左後側, 現之中正北路與廣興路所圍住的邱家大宅院(興建於光緒年, 隔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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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 均已拆除, 現為道路與夜市), 有晒穀場。照市誌所載, 稻埕頭在莊尾隔壁, 而且, 竟 

然在莊尾之外！ 

6. 「連城乃邱、廖二姓所居,…」：這樣寫法是錯的, 應該是「連城在長興路 161 巷連城 1 號 

(舊地址)邱家公厝。其祖先邱仲仁在打鐵店附近十八家開基, 後來在此購地, 約 1890 光緒 

16 年, 其六子邱華可後代來此開墾, 築兩間土牆草屋, 附近番社番人經常騷擾, 故四周種 

棘竹以防禦, 狀似城堡, 後來, 人稱之連城。(連城溪也因此得名) (祭祀公業法人邱仲仁在 

連城 3 號)。往東, 相隔 40 公尺, 廖家是來自大溪田心仔(位於內柵觀音亭附近), 約在民前 

15 年(1897)來八德, 先住莊頭 3、4 年多, 再搬到面前厝, 於 1908 光緒 34 年(明治 41 年)建 

基連城(舊址連城 5、6 號), 2016 年前, 先後搬走, 已荒蕪人煙; 再往東 70 公尺, 舊址連城 

7~12 號, 在長興路邊, 1928 民國 17 年(昭和 3 年)左右, 邱乃辛派下來此耕種開基。 

7. 「租倉乃納儲租穀之倉庫為鄭姓所居,…」：是日據時的農會, 在公所旁。即是現在的農 

會。所謂鄭姓人氏, 只不過是編市誌時, 剛好住那兒旁邊罷了。 

8. 「公館為官倉之所在，於更寮腳底，即今瑞豐 、瑞祥、瑞德里交接處。」此說相當離譜。

它是在今之瑞祥里, 於興豐路 646~698 巷之內。日據時, 內有日本空軍長官官邸及軍營; 

光復後, 有國軍的龍駒營房, 今已為社區, 即豐德路與福樂街之間。 

9. 「舊城」在「崙仔」邊，於今之福興里。事實上, 舊城是指建國路 160 號「祭祀公業邱蓮 

塘」的祠堂所在地。咸豐至日據時, 為邱家大公祠(餘慶堂) (屋脊兩端燕尾式蹺起之公祠), 

昭和 11 年(1936)改建成日式祠堂。早期, 邱蓮塘祭祀公業開會在此集會, 平時, 附近居民 

經常在此聊天, 很是熱鬧, 像是在城裡, 到了日據時, 房屋已老舊, 所以人們稱它為舊城。 

10.「城外,即今農會旁。」詳細地說, 即在今之戶政事務所正門對面社區, 日據時, 為屠宰豬 

場。(從興豐路 304 巷進入, 以前是小路, 兩邊雜草小樹, 在進入 1 弄之前, 兩邊各有一個 

4、50 公分高的四方石柱, 民國 50 年還在, 之前, 人們說, 出了石柱, 就是城外) 。 

11. 八隻屋之所以形成莊, 肯定地說：完全是拜邱家在乾隆 22 年大舉遷居, 及詔安鄉親接踵 

而至, 人口增多, 而形成村莊, 才有莊頭、莊肚和莊尾等名稱。(前面提過乾隆 27 年(1762)

《續修台灣府志》的八座厝(莊), 就是明證。) 

12. 總之, 「莊頭」和「莊尾」：約於乾隆 27 年(1762)前產生;「連城」約於光緒 16~17 年出現;

「連城」、「稻埕頭」、「舊城」、「城外」、「公館」、「租倉」, 都是日據時代產生。 

13. 有關「清乾隆 10 年(1745)閩、粵移民自南部北移至此，居住下來的有八姓，即謝、蕭、 

邱、呂、賴 、黃、吳、李姓，每姓各築一屋，故得「八塊厝」之名。」依本人仔細查證, 

吳、謝、賴等三姓, 確實住在霄裡坡, 根本不住八隻屋; 蕭姓是住社角番社; 而呂、黃、 

李姓, 一與邱姓當過薛啓隆的長工, 二於乾隆 22 年, 隨邱家之後而至, 絕非如市誌所述。 

14. 如果是八姓各築一屋, 那八德舊名應該是「八姓厝」。 

 

看到公所公佈之「八德舊名八塊厝」及「八德名稱由來」, 誤導很多知識份子, 心裡很難

過！為盡本人的責任, 將我多年考證的資料呈獻出來, 誠請大家一起來研究, 為「八德舊名

是八隻屋」正名化努力。 

 

 

                                         邱文能 

                                         20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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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桃仔園桃澗堡霄裡庄八隻屋的研究 
 

曾有人問我：霄裡庄與八隻屋庄, 那個早？是霄裡庄包括八隻屋庄？還是八隻屋庄包括霄 

裡庄？當時回答：霄裡庄早, 早期霄裡庄包括八隻屋庄, 後來各自獨立。現在我們一起來研 

究桃仔園庄、桃澗堡、霄裡庄和八隻屋, 若有不對, 請不吝指教。請先看下面五則說明。 

說明一： 

台灣清治時期行政區劃（1683 康熙 22 年－1895 光緒 21 年） 

台廈道時期  一府三縣（1684 康熙 23 年－1723 雍正 1 年）：台灣府轄台灣縣、諸羅縣、鳳山縣 

台灣道時期  一府四縣一～三廳（1723 雍正 1 年－1875 光緒 1 年） 

：台灣府轄台灣縣、諸羅縣、（1787 乾隆 52 年改名嘉義縣）、鳳山縣、彰化縣 

（1723 雍正 1 年增設）、澎湖廳（1727 雍正 5 年增設）、淡水廳（1731 雍正 9 年增 

設,1875 光緒 1 廢除）、噶瑪蘭廳（1812 嘉慶 17 年增設） 

二府八縣四～五廳（1875 光緒 1 年－1887 光緒 13 年） 

：台北府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 

            ：台灣府轄台灣縣、鳳山縣、恆春縣、嘉義縣、彰化縣、埔裏社廳、卑南廳、 

澎湖廳 

福建台灣省時期  三府一州十一縣三～四廳（1887 光緒 13 年－1895 光緒 21 年） 

                ：台北府  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南雅廳（1894,有爭議） 

                ：台灣府  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埔裏社廳 

：台南府  安平縣、鳳山縣、恆春縣、嘉義縣、澎湖廳 

                ：台東直隸州 

說明二： 

1731 雍正 9 年增設淡水廳, 1875 光緒元年廢除。 

1740 乾隆 5 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淡水海防廳下轄二保, 管三十五庄。 

淡水堡：八里坌庄、滬尾庄、大屯庄、竿蓁林庄、關渡庄、北投庄、八芝蓮林庄、奇里岸庄、

瓦笠庄、興仔武朥灣庄、大佳臘庄、圭母子庄、大灣庄、水興庄、興直庄、加里珍庄、擺接

庄、山腳庄、八里坌仔庄、海山庄、坑仔庄、虎茅庄、奶芴庄、澗仔歷庄、甘棠庄。 

竹塹堡：南庄(苗栗)、北庄(神崗)、芝巴里庄(中壢)、大溪墘庄(觀音, 姜郭范姜)、翠豐庄(新豐)、貓兒錠庄 

(竹北)、中港庄(竹南)、永安庄(？)、貓盂印斗庄(苑裡)、吞霄庄(通霄)。 

說明三： 

1762 乾隆 27 年, 余文儀之《續修台灣府志》, 乾隆 28 年完成。淡水廳行政區新劃分及加增

後，共計一百三十二庄。(余文儀, 浙江諸暨縣人, 乾隆 25 年出任臺灣知府。) 

廳城南：香山庄、南勢庄、西勢庄、隆恩庄、番婆庄、嵌頭庄、田寮庄、南庄、北庄、中港 

庄、加志閣庄、貓星庄、後壟庄、新港仔庄、貓盂莊、宛裡庄、後壟街、船頭庄、 

西庄、打那叭庄、白沙墩、頭湖庄、二湖庄、三湖庄、吞霄庄、房裡庄、山柑庄、 

日北庄、大甲庄。 

廳城北：水田庄、湳仔庄、竹塹庄、樹林頭庄、金門厝、造船港、二十張犁庄、鹿場庄、麻 

園庄、貓兒椗庄、枋藔庄、婆老粉庄、紅毛港庄、蠔殼港庄、大溪墘庄、白沙墩庄、 

芝芭里庄、安平鎮南勢庄、北勢庄、澗仔瀝庄、外𧒄仔瀝、加冬庄、南興庄、龜崙 

庄、八座厝、桃仔園庄、霄裡庄、南靖庄、尖山庄、奶笏庄、甘棠庄、南嵌庄、 

虎茅庄、大湖庄、鍾厝庄、潭底庄、坑仔口庄、田寮庄、大南灣、小南灣、長道坑 

庄、三角埔、石頭溪庄、海山庄、隆恩庄、彭厝庄、中庄仔、中港厝庄、塭仔庄、 

新莊街、山腳庄、永興庄、擺接庄、新埔庄、火燒庄、加里珍庄、頭重埔庄、大牛 

椆庄、八里坌庄、埤頭庄、石灰窯庄、廣福庄、柑林庄、員林仔庄、清水坑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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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庄、南勢庄、二十八張犁庄、秀朗庄、芎蕉腳庄，武朥灣庄、大坪林庄、彰和庄、 

永和庄、朱厝崙庄、萬盛庄、古亭村庄、艋舺渡街、奇武卒庄、大浪泵庄、中崙庄、 

下埤頭庄、大加蚋庄、上碑頭庄、興福庄、內埔仔庄、新莊仔、塔塔悠庄、貓里錫 

口庄、里族庄、內湖庄、南港仔庄、和尚洲庄、峰仔崎庄、石角庄、八芝蘭林庄、 

瓦笠庄、北投庄、唭哩岸庄、干豆庄、八里坌仔庄、滬尾庄、芋蓁林庄。 

說明四： 

1871 同治 10 年陳培桂的《淡水廳誌》, 淡水廳所屬堡街莊： 

廳城內東西南北(共 11 街等省略) 、城外東廂(25 莊省略)、城外西廂(11 莊省略)、城外南廂(2 莊省略)、

城外北廂(17 莊省略)、城外東北廂(16 莊省略)、城外西北廂(11 莊省略)  

桃澗堡二十九莊：中壢街、內壢溪莊、嵌腳莊、下茄冬莊、新莊仔莊、赤嵌莊、大埔莊、坑 

仔口莊、過溪仔莊、南嵌街、桃仔園街、龜侖口莊、大湳莊、埔頂莊、霄 

裏新興莊、八塊厝莊、銅鑼圈莊、龍潭陂莊、三坑仔莊、舊社仔莊、東勢 

莊、南勢莊、安平鎮莊、山仔頂莊、宋厝莊、八張犁莊、貓朥合莊、黃泥 

塘莊、員樹林仔莊。 

海山堡(17 莊省略)、興直堡(19 莊省略)、芝蘭堡(32 莊省略)、大加臘堡(16 莊省略)、石碇堡(14 莊省略)、 

拳山堡(14 莊省略)、擺接堡(17 莊省略)、中港堡(26 莊省略)、後壟堡(33 莊省略)、苑裹堡(15 莊省略)、 

大甲堡(63 莊省略)。 

說明五：             
1. 1755 乾隆 20 年, 第一行中下, 土名霄裡新興庄   2. 1765 乾隆 30 年, 第一行中, 霄裡庄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B%E5%A1%8A%E5%8E%9D%E8%8E%8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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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85 乾隆 50 年,第一行底下及第二行開頭,土名霄裡八隻屋 4. 1812 嘉慶 17 年, 第一行底下及第二行開頭, 土名八座屋 

  
5. 1828 道光 8 年, 第 1 行, 霄裡東興庄 6. 1855 咸豐 5 年, 第 1 行, 霄裡八隻屋 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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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859 咸豐 9 年, 八隻屋公記 8. 1873 同治 12 年, 第 10 行, 八隻屋 

 

 

 

9. 1888 光緒 14 年, 淡水縣桃澗堡八隻厝庄   10.  1907 明治 40 年, 桃園廳桃澗堡八塊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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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19 大正 8 年, 桃園廳桃澗堡八塊厝庄 12. 1934 昭和 9 年, 桃園郡八塊庄八塊厝 

 

 

 

 

 

結論 
看過上面五則說明後, 足以寫下一些結論。府志廳志都是歷史記錄; 庄是因墾民聚集而成

立, 而保是因庄數量增多及區域的劃分而建立, 所以先有庄才有保, 最後府志廳志才記錄之; 

另外, 保庄並沒有記載那一年建立, 只能說它是在某一年之前後或某時期之間產生。現在寫

下這些庄保出現的時間, 請大家指教。 

1. 虎茅庄與澗仔歷庄出現於 1740 乾隆 5 年之前。(請見說明二) 

2. 桃仔園庄是從虎茅庄裡分出, 1740 乾隆 5 年, 只有虎茅庄, 1762 乾隆 27 年, 兩者同時出現。 

1751 乾隆 16 年, 清政府於桃仔園設立機關管理, 再依三峽鎮志第廿四大事年表：乾隆 12 

年, 張敦仁召集墾丁、莊民生倡修三角湧經鶯歌石至桃仔園之道路,…。所以, 可斷定桃仔 

園庄於 1747 乾隆 12 年已建立。(請見說明二、三) 

3. 霄裡庄是由霄裡與社角新興番社合組而成, 請見說明五之 1：乾隆 20 年民間契約寫霄裡新

興庄。乾隆 27 年《府志》, 只記霄裡庄; 1765 乾隆 30 年, 民間契約寫霄裡庄(說明五之 2)。

可是, 到了同治 10 年《廳志》, 卻只寫霄裡新興庄, 而沒有霄裡庄。   

4. 乾隆 27 年《府志》, 同時出現八座厝與霄裡庄, 但霄裡確實比八隻屋先開發; 乾隆 6 年,  

薛啓隆與原民知母六合作開墾霄裡, 後來, 黃燕禮成為霄裡大地主, 佃農繳租單都蓋有「霄 

裡庄業主黃燕禮圖記」; 可能受這兩種原因的影響, 臨近地方的民間約書, 其庄名之前, 很 

多都冠上霄裡, 如霄裡八隻屋庄、霄裡八座屋庄、霄裡廣興庄(請見說明五之 1、3、5 和 6) 。 

5. 八隻(厝或座)屋, 何時出現？1757 乾隆 22 年, 邱家 109 人(含 13 戶 91 人)大舉移入八隻(厝 

或座)屋, 八厝屋就是八戶人家的意思, 可見八隻(厝或座)屋地名, 早在乾隆 22 年前, 即已存 

在。先有民間土名八隻(厝或座)屋, 才有官方的八座厝。 

6. 至於八隻(厝或座)屋何時成庄？乾隆 22、23 年, 邱家或他姓鄉親陸續抵達, 八隻(厝或座) 

屋順勢成為一個庄, 時間應該是乾隆 24 年, 然後, 乾隆 27 年的《府志》才會登錄為八座厝。 

7. 八德舊名是八隻(厝或座)屋：八塊厝是遲到 1871 同治 10 年陳培桂的《淡水廳誌》才出現, 

照理, 從同治 1 年 1862 起, 到光緒 21 年 1895, 公文或民間契約總該有八塊厝地名, 可是搜

集的資料, 從乾隆到 1895 光緒 21 年, 都是八隻屋或八座屋 (請見說明五之契約) ; 而八塊厝名

稱, 到日據時代才出現。由是, 我們確定八德舊名是八隻(厝或座)屋, 絕不是八塊厝。 

7. 桃澗保的名稱是由澗仔歷與桃仔園組合而成。澗仔歷與桃仔園同時出現於 1762 乾隆 27 年 

府志, 但, 一直到 1871 同治 10 年陳培桂的《淡水廳誌》, 才出現桃澗保。 

 

                                    邱文能   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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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八塊厝與八隻屋實地考證的比較 

 

本篇是依據前面兩篇的考證, 用表格方式簡明表述。 

名   稱 公佈者            內       容 

 

八塊厝 

 

 

 

八隻(厝)

屋 

八德公所 1741 乾隆 6 年, 即有八塊厝地名, 分別為「莊頭」、「莊尾」、

「稻埕頭」、「連城」、「舊城」、「城外」、「公館」、「租

倉」; 又稱此八個地方分別為謝、蕭、邱、呂、賴 、黃、吳、李

等八姓, 每姓各築一屋, 故得「八塊厝」之名。 

邱文能 1757 乾隆 22 年, 邱家 109 人(含 13 戶 91 人)大舉移入前, 此地土名

為八隻(厝)屋。1741 乾隆 6 年, 墾首薛啓隆與原民知母六合作開墾

霄裡溪, 約 1744 乾隆 9 年, 移到茄冬溪上游連城溪, 部份墾民分居

今之三元宮附近八間草寮, 因而得名八隻(厝)屋。 

莊頭 八德公所 「莊頭」在今八德國小之西，為唐山旺所建 

邱文能 人未聚集前, 絕不可能有莊。乾隆 22 年, 詔安邱家大舉移入八隻屋

溝後, 也帶動了家鄉其他姓氏來此開墾, 人口多了, 約 1759 乾隆 24

年, 才可能有莊, 所以乾隆 27 年(1762)文獻〝續修台灣府志〞裡的

淡水廳有 132 莊, 其中一個叫做八座厝, 就是八隻(厝)屋莊。 

莊頭是邱家人所建, 現在已成中興社區。所謂唐山旺, 根本是光復

後, 從大陸來的外省人(當時稱外省人, 都叫唐山)。根據查訪, 唐山

旺是民國 80 幾年編市誌時, 住社角的外省人, 他任職公所, 每天上

下班都會經過莊頭。 

莊尾 八德公所 「莊尾」在莊頭之北, 三元宮之西。 

邱文能 公所指的莊尾, 根本就是三元宮廟前之橫街, 左邊今之長生路, 以

前約 40 公尺後, 就沒人住; 右邊長興路, 約 80~100 公尺處, 今之畫

廊咖啡就是街尾, 絕非莊尾。真正的莊尾是在建國路 571 號到 703

號那一帶, 也就是邱日培與邱良善公祠處, 現已拆除, 改為社區。 

稻埕頭 八德市誌 稻埕頭在莊尾之南。 

邱文能 稻埕頭在大廟左後側, 莊尾之隔壁, 現之中正北路與廣興路所圍住

的邱家大宅院(興建於光緒年, 隔壁是張家, 均已拆除, 現為道路與

夜市), 有晒穀場。照市誌所載, 稻埕頭竟然在莊尾之外！ 

連城 八德公所 「連城」乃邱、廖二姓所居，為兩幢堡壘型相連之房屋，今村北

長興路上尚有連城橋之名，茄苳溪經此一段稱連城溪。 

邱文能 公所的說法是錯的, 應該是「連城在長興路 161 巷連城 1 號(舊地址)

邱家公厝。其祖先邱仲仁在打鐵店附近十八家開基, 後來在此購地, 

約 1890 光緒 16 年, 其六子邱華可後代來此開墾, 築兩間土牆草屋, 

附近番社番人經常騷擾, 故四周種棘竹以防禦, 狀似城堡, 後人稱

之連城。(連城溪也因此得名; 祭祀公業法人邱仲仁在連城 3 號)。

往東, 相隔 40 公尺, 廖家是來自大溪田心仔(位於內柵觀音亭附近), 

約在民前 15 年(1897)來八德, 先住莊頭 3、4 年多, 再搬到面前厝, 

於 1908 光緒 34 年(明治 41 年)建基連城(舊址連城 5、6 號), 2016 年

前, 先後搬走, 已荒蕪人煙; 再往東 70 公尺, 舊址連城 7~12 號, 在

長興路邊, 1928 民國 17 年(昭和 3 年)左右, 邱乃辛派下來此耕種開

基。 

城外 八德公所 「城外」即今農會旁。 

邱文能 八德從古至今, 根本沒城, 所謂城外、舊城, 那是人們想像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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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詳細地說, 即在今之戶政事務所正門對面社區, 日據時, 為屠 

宰豬場。(從今之興豐路 304 巷進入, 以前是小路, 兩邊雜草小樹,  

在進入 1 弄之前, 兩邊各有一個 4、50 公分高的四方石柱, 民國 50

年還在, 之前, 人們說, 出了石柱, 就是城外) 。 

租倉 八德公所 「租倉」乃納儲租穀之倉庫為鄭姓所居 

邱文能 是日據時的農會, 在公所旁。即是現在的農會。所謂鄭姓人氏, 只

不過是編市誌時, 剛好住那兒旁邊罷了。 

公館 八德公所 「公館」為官倉之所在，於「更寮腳」底，即今瑞豐 、瑞祥、瑞

德里交接處。(請翻開地圖, 看看這三里, 便知有問題。) 

邱文能 公所說法不對。公館是在今之瑞祥里, 於興豐路 646~698 巷之內。

日據時, 內有日本空軍長官官邸及軍營; 光復後, 有國軍的龍駒營

房, 今已為社區, 即豐德路與福樂街之間。 

舊城 八德公所 「舊城」在「崙仔」邊，於今之福興里。 

邱文能 事實上, 舊城是指建國路 160 號「祭祀公業邱蓮塘」的祠堂所在

地。咸豐至日據時, 為邱家大公祠(餘慶堂) (屋脊兩端燕尾式蹺起之

公祠), 昭和 11 年(1936)改建成日式祠堂。早期, 邱蓮塘祭祀公業開

會在此集會, 平時, 附近居民經常在此聊天, 很是熱鬧, 像是在城

裡, 到了日據時, 房屋已老舊, 所以人們稱它為舊城。 

八姓 八德公所 清乾隆 10 年(1745)閩、粵移民自南部北移至此，居住下來的有八

姓，即謝、蕭、邱、呂、賴 、黃、吳、李姓，每姓各築一屋，故

得「八塊厝」之名。 

邱文能 依本人仔細查證, 吳、謝、賴等三姓, 確實住在霄裡坡, 根本不住

八隻屋; 蕭姓是住社角番社; 而呂、黃、李姓, 一與邱姓當過薛啓

隆的長工, 二於乾隆 22 年, 隨邱家之後而至, 絕非如市誌所述。如

果是八姓各築一屋, 那八德舊名應該是「八姓厝」。 

結論： 

八德原始土名是八隻屋,它是從 1757 乾隆 22 年之前,一直到 1895 光緒 21,官方稱之「八座厝

或八隻屋」,而民間稱之「八隻(厝或座)屋」; 而八塊厝是在 1871 同治 10 年陳培桂《淡水廳

志》才出現, 一直到日據時代才開始使用。乾隆 22 年前或後,八隻屋的移民邱姓呂姓等等都

詔安客,隻與厝,客語音一樣,而八座屋也是客語的另一種說法。八塊厝是閩南語的說法,表示

原為客家庄已漸漸閩南化了。 

當初墾民的八間厝都在三元宮附近, 按八德市誌所示, 公館與連城卻離得那麼遠, 人民未聚

集前, 一下子就有莊(莊頭與莊尾), 一下子就有城(城外與舊城), 是不是很離譜？把這八個地

方連起來, 有這樣歪七扭八的城嗎？莊頭與莊尾竟近在咫尺, 這樣像個莊嗎？ 

另外, 八塊厝為八姓所居之處, 也是不實之說。八個地名, 除莊頭、莊尾、連城外, 其餘都

是日據時代所留下來的, 連八塊厝地名也是。故, 八德真正的舊名是八隻屋, 絕非八塊厝。 

 

                                邱文能   2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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