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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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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對蘆竹的印象是甚麼呢？體驗大城小事最佳的方式，就是

隨興地漫步在街頭巷尾，沿著家家戶戶門牌走訪輕旅行，好好的

享受在地特色，品嚐巷內獨家料理，體會古意莊稼人濃厚的熱

情。隱身在新穎豪華壯觀的高樓大廈間的古厝，竟有沒街路名稱

的門牌，這饒有趣味的草子崎、河底、土地公坑、山腳古地名訴

說著一個個的故事，也讓我們見證了歷史的軌跡！歷史雖有轉

折，但年代卻是延續的，就如同近年來換發的新式門牌是由番

地、古地名進化而來，傳承著時代肩負的使命，綿延不斷，令人

讚嘆不已！讓我們的檔案代言人-阿炭與阿笠帶領您一同來探訪

蘆竹，感受舊靈魂的新潮流、舊生活的新生命。 

    這本「憶起來敲門」繪本由本所檔案應用小組成員經過數個

月的努力耕耘，從蒐集資料及圖片，再以阿炭及阿笠二兄弟為主

角繪圖至最後撰文及校稿，終於開花結果了。內容豐富精彩絕

倫，涵蓋了日治時期番地、古地名話從前、城市進化光影、國門

之都詳圖、門牌遞嬗傳承及穿街走巷趣遊等，讓人趨之若鶩。

「番地」乃日治時期為戶籍管理上便利，將戶籍配合地番號而

來，相當現今之門牌，也是尋根溯源的重要依據、線索；而呼應

當地人文風情、展現先人蓽路藍縷之「古地名」也在都市發展中

被新命名的街道所取代，逐漸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我們以「番

地」、「古地名」與蘆竹斯地相連故事，一路蜿蜒而上，國門之都

的炫目絢麗，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捷運將蘆竹生活圈輕鬆的擴

展至雙北及基隆，甚或全臺灣，讓蘆竹不再只是地圖上的名詞而

已，讓您會開始關注這裡，甚至想找個時間到蘆竹驚豔，因為這

裡有太多故事要與您分享。 

時間是最好的魔術師，許多的舊貌都變新顏。雖說是陳年舊

事，然而所有庄頭街尾的細節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初遇。讓我們

「憶起來敲門」來場不一樣的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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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場人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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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大家好～♥ 

我是阿笠，今年 6歲，是阿炭的弟弟唷！ 

去年我們一起搭乘時光機去找小簿和爺爺，

你們可以看看「簿可思憶」就知道了哦！ 

今年哥哥要帶我去哪裡玩呢？好期待唷～ 

HI！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炭，今年 10歲， 

我是蘆竹戶政檔案的代言人 

最喜歡帶著弟弟阿笠到處遊山玩水了！ 

今年我們要去深訪蘆竹，認識門牌的歷史 

真是迫不及待要出發了呢！ 

大家好！ 

我是門牌先生～ 

今天就讓我帶領大家 

認識一下門牌的歷史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炭和阿笠的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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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日治時期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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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 

我們今天要去

哪玩呀？ 
 

來來來！ 

就是這裡， 

到了喔！ 

什麼是 

營盤坑呀？ 

營盤坑從日

治時期以前

就有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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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還假的？太

久遠了吧！ 

11 

真的喔！ 

你看這裡有介紹營

盤坑的由來，營盤

坑也是日治時期南

崁廟口庄下的小字

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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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過去一點就是蘆竹 

有名的五酒桶山步道囉！ 

哇！這裡也 

好美喔♥ 

五酒桶山步道 
五酒桶山名由來，有一說是明鄭時期，遷居於此的蔡

光省先生與其五子，極愛飲酒且酒量極好，一次豪飲

一桶酒，當地因此稱作五酒桶山。另一說法則是村民

都牽牛隻都來此飲水，而有「牛水桶山」之名，日後

取諧音轉為五酒桶山。 

 
資料來源：桃園觀光導覽網 



  

 

哥哥，你怎麼知道

「營盤坑」也是日

治時期南崁廟口庄

下的小字名呢？ 

我之前看過一份 

日治時期的資料， 

我們一起來看看～ 

 

  

臺灣日治時期是指臺灣在 1895 年至 1945 年間由日本統治的時期， 

日治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直至 1920 年 10 月實施「地方制度改正」， 

成立五州二廳後才進入穩定期。 

日治時期行政區 轄屬區域 面積 現今行政區域  

台北州  3 市 9 郡 4,594.2 ㎢  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  

新竹州  1 市 8 郡 4,570.0 ㎢  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台中州  2 市 11 郡 7,382.9 ㎢  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台南州  2 市 10 郡 5,421.5 ㎢  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高雄州  2 市 7 郡 5,721.9 ㎢  高雄市、屏東縣  

台東廳  3 郡 3,515.3 ㎢  台東縣  

花蓮港廳  1 市 3 郡 4,628.6 ㎢  花蓮縣  

澎湖廳  2 支廳 126.9 ㎢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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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蘆竹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早期於南崁西北方地區（今蘆竹里一帶）， 

原住民墾殖初期為蘆竹茂生之濕地， 

當地居民以該植物（狀似蘆葦）築屋居住而得名， 

稱「蘆竹厝」，後於民國 9 年 10 月 1 日更名為「蘆竹庄」。 
                             圖片來源：蘆竹庄誌 1933 

 
 

哇~這個是蘆竹早期

的行政區域圖耶！ 

14 

對啊！日治時期的

蘆竹共劃分為 12個

區域，以 12個土

(地)名命名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4%81


  

 

1920 年 10 月，「蘆竹厝」改稱「蘆竹庄」，轄域內分為新興、福興、 

中興、新庄子、大竹圍、蘆竹、南崁下、南崁廟口、南崁內厝、坑子口、

坑子外、坑子等 12 個地(土)名-大字名。 

日治時期番地名稱與現今行政區域對照表 
地(土)名 

大字名 

地(土)名 

小字名 

現今里別 地(土)名 

大字名 

地(土)名 

小字名 

現今里別 

新興  新興 

南崁內厝 

內厝 內厝 

福興  中福 溪洲 錦興、錦中 

長興 

中興  中福、新興 蘆竹  蘆竹 

新庄子  新莊 

坑子 

赤塗崎 坑子 

大竹圍  大竹、宏竹 

富竹、上竹 

貓尾崎 

土地公坑 

坑子 

南崁下  南崁、南榮、興榮 

南興、順興、福昌 

福興、蘆興、正興 

頂社 坑子 

坑子口 

頭前 坑口 

南崁廟口 

廟口 五福、福祿、中山 後壁厝 坑口 

營盤坑 營盤、營福 海湖 海湖、濱海 

羊稠坑 羊稠、吉祥、長壽 

坑子外 

山腳 山腳 

山鼻子 山鼻 外社 外社 

蕃子厝 山鼻 草子崎 外社 

 

 

原來哥哥你就是看這份資料才知道的呀！ 

這份資料記載的很詳細耶！而且南崁廟口庄

不止營盤坑，還有羊稠坑、山鼻子、蕃子厝

和廟口耶！ 

不止如此喔！這份資料除了有日治時期番地名

稱與現在行政區域的對照外，還很貼心的列出

每個地方的番地號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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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8%88_(%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8%88%88_(%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8%88_(%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A%84%E5%AD%90_(%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B%B9%E5%9C%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6%E7%AB%B9_(%E5%A4%A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4%81%E4%B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4%81%E5%BB%9F%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4%81%E5%85%A7%E5%8E%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91%E5%AD%90%E5%8F%A3_(%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91%E5%AD%90%E5%A4%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D%91%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97_(%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為了方便戶籍管理，在日治時期每一家戶都有屬於自己的

番地號碼，並且以木質的戶主牌掛在住家門戶上。 

日治時期番地起迄號碼一覽表 
地(土)名 

大字名 

地(土)名 

小字名 

番地起迄 地(土)名 

大字名 

地(土)名 

小字名 

番地起

迄 

新興  9-698 南崁內厝 內厝 1-308 

福興  1-406 南崁內厝 溪洲 4-324 

中興  30-271 蘆竹  23-610 

新庄子  1-557 坑子 赤塗崎 6-600 

大竹圍  16-673 坑子 貓尾崎 

土地公坑 

1-586 

南崁下  
14-726 

坑子 頂社 1-175 

坑子口 頭前 17-786 

南崁廟口 廟口 2-153 坑子口 後壁厝 33-553 

南崁廟口 營盤坑 11-280 坑子口 海湖 7-237 

南崁廟口 羊稠坑 13-382 坑子外 山腳 1-522 

南崁廟口 山鼻子 9-199 坑子外字 外社 18-910 

南崁廟口 蕃子厝 4-77 坑子外字 草子崎 15-480 

      
資料整理來源：本所檔存戶口調查簿 

番地號碼 

是什麼呀？ 

在日治時期沒有門牌號碼，所以

就使用了當時的土地番號作為戶

籍住址使用，稱為「番地號碼」。

後來國民政府才引入門牌號碼取

代原有的番地號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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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真是長知識了耶！ 



  

chapter 2. 

古地名話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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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星期的作文題目是

「認識我的家鄉」，阿笠，你

知道為什麼「蘆竹」又叫

「南崁」嗎？ 

No No其實不是喔！ 

早期的蘆竹總共分為 3個區塊，

分別是大竹、南崁跟山腳，而大

家耳熟能詳的「南崁」只是蘆竹

的一部分喔！早期因為村落都建

於林口台地崖下南麓，而「崁」

原為山谷深險之狀，所以在日治

時期就叫南崁下，光復後才改叫

「南崁」的！ 

18 



  

高聳的長榮大樓和台茂商場就位在

南崁地區，還有羊稠森林步道及五

福宮廟也是到蘆竹必訪的景點呢！ 

那你知道羊稠森林步道為什麼

取名叫「羊稠」嗎？ 

19 



  

20 

那你就問對人了！我上星期的校外教

學才去羊稠森林步道呢！ 

這裡以前小地名叫「羊稠坑」，是一條

可以輕鬆走又能親近大自然的踏青步

道哦！ 

老師告訴我們，以前有牧羊人在此山

谷放牧山羊，而且蓋有簡易的羊廄， 

閩南語稱牛羊的廄舍為「稠」，因此這

裡就被稱為「羊稠坑」。 

阿笠，你果真是

名不虛傳的小小 

吔！ 



  
哥哥，你不是都會

和婆婆去五福宮拜

拜，那你知道五福

宮有什麼特色嗎？ 

 

我知道呀！ 

五福宮是桃園市古

老的寺廟之一，而

且它已經被列為國

家三級古蹟了，位

於現在的五福里。 

五福宮是當地的信仰中心，也是五福里

命名的由來喔！ 

以前的小地名也叫「五福」，是由五個聚

集福氣的地方（南崁頂、南崁下、廟

口、蘆竹厝、坑子）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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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傳奇的特色，是後殿

建有「使者公蛇洞」，裡面供

養數條「神蛇」。這一傳說起

源於明鄭時期的建廟之初， 

當時置元帥爺香火於樟樹下，

有蛇群棲於樹上，保護香火，

而被信眾視為神蛇。 

那下次我也要和婆婆一

起去五福宮拜拜！ 

順便看神蛇！ 



  

哥！你之前說的赤塗崎就是在坑子

里嗎？這個地名好特別唷！ 

坑子里地形東高西低，主要是因河

川向上游侵蝕所造成，赤塗崎溪與

舊貓尾崎溪溪谷橫流於坑子村，形

成許多「坑」、「崎」的地形，因此

地名也保留了這些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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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塗崎」別名叫「赤土崎」，當地是紅

土的山坡，紅土裸露出地面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來而得名的喔!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地方以前是以燒木炭

出名，目前僅存的「 」可是遠近

馳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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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爸比常帶我們去

大竹，那你知道大竹

地名的由來嗎？ 

我不知道耶！ 

我們去問爸比 

25 

我剛好知道唷 



以前的大竹叫大竹圍，因

當地東北季風強勁，住屋

集中田中央，外圍種植茂

盛防風林，莊內包含許多

散莊，其範圍大致包括宏

竹里、富竹里、大竹里、

上竹里等，全部以竹字命

名很特別吧！ 

來！來！來！ 

我這裡還有蘆竹其他小地名對照表，

讓我們也一起探究一下吧～ 

26 

  

區域 小地名 由來概要 現今里別 

大 

竹 

地 

區 

新興 清雍正年間之南北大道經過桃園市八角店，本莊因鄰近而興起。 新興里 

中興 中間興起的村落，介於中厝、福興兩村落。 中福里 

新庄子 
本為荒涼草埔，後由王、游兩族人在此繁衍新立村落。日治為新庄

仔，光復後更名為新莊。 
新莊里 

大坡腳 
本地位於大竹北方約一公里處,聚落建立在數個埤塘之間的低漥處,

故名大坡 
宏竹里 

南 

崁 

地 

區 

蘆竹 
雍正年間陳仲日兄弟伐竹為社，因稱蘆竹厝，日治時期為蘆竹厝

庄，光復之後改稱蘆竹。 
蘆竹里 

水尾 位於桃園大圳灌溉渠線匯入南崁溪之地，因而得名。 長興里 

下河底 
位於南崁溪流域，與茄苳溪交會處，計有河底崁頭、頂河底、河

底、南崁下、下河底五個聚落。 
南興里 

南崁下 南崁下方的村落。 
南興里 

錦興里 

溪洲 南崁溪中淤灘開懇而來，故稱溪洲，日治併為南崁內厝的一部分。 
長興里 

錦興里 



原來每個小地名都有它的由

來耶！真的是大開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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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小地名 由來概要 現今里別 

南 

崁 

地 

區 

 

廟口 
五福宮廟口前之村落，為林口台地崖下山麓聚落，原為南崁社

番原住地。 
五福里 

營盤坑 
相傳明鄭時代，軍隊曾於今廟口營盤坑紮營屯田，並招徠漢人

移民開墾。 
營盤里 

內厝 
昔東鄰山鼻仔為土著聚落，漢人村落建於接近之處，設圍護

衛，稱內厝。 
內厝里 

公埔 公共放牧使用的荒埔，今南崁內厝該地之小學亦由此而得名。 內厝里 

山鼻仔 位於林口台地崖突出之處，山型狀若鼻樑，故稱山鼻仔。 山鼻里 

蕃子厝 
昔為平埔番人房屋聚集之地，原名番仔厝莊，日治改名番子

厝。 
山鼻里 

山 

腳 

地 

區 

貓尾崎 台地邊崖突出細長之山稜，狀如貓尾巴而命名。 坑子里 

頂社 高原上的聚落，位於坑子溪流域最高點。 坑子里 

土地公坑 位於坑子溪支流谷地中，該谷地原有福德正神祠，故名之。 坑子里 

草仔崎 滿是茅草的山坡，建閩南式小屋居住，又稱紅瓦房。 外社里 

外社 坑仔社番昔分頂社、下社，下社在頂社外方，後改稱外社。 外社里 

山腳 
村落建於太谷山南麓而得名，是南崁、海湖、林口交通會合

點。 
山腳里 

頭前 為坑仔口鄰近南崁溪邊之地，因為水利好，開發亦較早。 坑口里 

後壁厝 後面房屋之意，與頭前兩住家聚落相互對應。 坑口里 

海湖 
因地形而得名，海湖因林口台地之西北端部份，伸出作東西南

三面環繞，地勢低平呈臨海盆地地形。 
海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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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景觀雖已逐漸遠去，然而許許多

多的地名卻延續下來，留下恆久的記

憶，透過小地名的演繹，似乎可以讓你

們兄弟倆看到早期的蘆竹呢。 

謝謝爸比提供這麼詳細的資

料，看來我這次的作文，非

得拿特優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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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底．南崁溪 

這天，阿炭和阿笠在書桌

上看到了爸比年輕時寫的

手札及泛黃的照片，引起

了他們兄弟倆的好奇心，

裡面紀錄了好多故事與照

片，我們一起看看吧 

原來這個就是以

前的南崁溪呀！ 

對啊！爸比說因為南崁

溪經過這裡，所以這裡

以前叫作「河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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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爸比說，以前住在磚瓦房且四周

綠油油都是稻田，買生活用品還要

走 20幾分鐘才能到南崁街上，生

病要去看醫生，還得搭班次不多的

客運到桃園呢。 

真是不敢相信耶！ 

現在想要買東西，樓下就有便利商

店、超市，如果生病，隔壁街就有診

所，超級方便的！ 

31 

鄉村．農田 



南崁。市區街景 

提到客運… 

爸爸說在中山高速公路通車以前，

連「台北→南崁」的客運都沒有

咧，現在有好多開往台北的，而且

站牌就設在我們家樓下呢！ 

對呀對呀！更不用提現在有好

幾條公車路線經過下南崁區

域，幾年後還有捷運綠線呢！ 

32 



現在的南崁溪沿岸整治成

河濱公園，還有自行車

道，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

人來騎單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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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河濱公園．自行車步道 



  

真的！因為蘆竹的交通和生

活越來越方便，所以也越來

越多人搬進來了。 

大量的人口移入，讓蘆竹從

鄉變成蘆竹市，後來又變成

蘆竹區，真的是太經典啦！ 

哥哥，我們之前才看過日治

時期的蘆竹是由 12個庄組

成的，現在的蘆竹已經有

39個里了耶！ 

你看，這裡有演變過程 

日治 

時期 

12庄 

35年

光復 

15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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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3年 

1月 1日 

民國 

87年 

26村 

 

37村 

民國 

59年 

16村 

民國

83年 

23村 

民
國
59
年
的
時
候
新
增
大
華

村 民
國
83
年
的
時
候
新
增 

上
竹
村
、
富
竹
村 

宏
竹
村
、
南
興
村 

南
榮
村
、
錦
中
村 

和
長
興
村 

民
國
87
年
的
時
候
新
增 

營
盤
村
、
羊
稠
村 

和
瓦
窯
村 

民
國

年
的
時
候
新
增 

上
興
村
、
中
興
村
、
順
興
村
、

福
昌
村
、
福
興
村
、
蘆
興
村
、

興
榮
村
、
中
山
村
、
福
祿
村
、

營
福
村
、
長
壽
村
、
吉
祥
村 

然
後
刪
除
大
華
村 

人 

口 

數 

39,608人 
65,447人 

81,025人 

149,8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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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3年 

6月 3日 

民國 103年 

12月 25日 

36 

資料來源：蘆竹戶政人口統計資料 

已經有 

166,985人 

民國 

107年 

39里 

 

37里 

 

37里 

蘆
竹
鄉
人
口
數
達
到
15
萬
，

升
格
為
蘆
竹
市 

桃
園
市
總
人
口
數
達
二
百
萬

人
，
升
格
直
轄
市
，
蘆
竹
市

也
改
制
為
蘆
竹
區 

民
國

年
的
時
候
新
增 

正
興
里
和
濱
海
里 

人 

口 

數 

150,000人 
151,354人 

164,384人 

民國 

109年

10月底 

哇！住在蘆

竹，真的是太

幸福了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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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你看！ 

這個不是蘆竹的區

域圖嗎？ 

跟之前看到日治時

期的區域圖都不一

樣耶！ 

對啊！這可是經過

多次的行政區域調

整演變而來的呢！ 

哥哥，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請 GOOGLE 大神幫忙呀！哈

哈～只要上蘆竹戶政的網站，裡面

有很多資訊唷！ 

蘆竹戶政網站：https://www.luzhu-hro.tycg.gov.tw/index.jsp 
38 



  

將於 109年 12月 1日 

從 12鄰增加為 13鄰喔 

像是現在的南興里，以前可是全桃園縣最大的村

里喔！ 

有 9,500 多戶、設籍人口超過 25,000人耶！ 

後來在民國 103年 1月 1日行政區域調整的時

候，把南興村拆成南興村、順興村、福昌村、福

興村、蘆興村 5個村，接著在民國 107年 3月 1

日將福興里又調整成福興里及正興里。 

39 



  
你知道蘆竹區最長壽的里是哪

一個里嗎？ 

我知道！ 

是長壽里！ 

不不！其實是 喔！ 

這裡 90歲以上的長者 

有 位耶 

資料來源：蘆竹戶政金 8點(109年 10月底) 

喔喔！我認識一位  

他就是蘆竹國小畢業的喔 

40 



  

嗯…呃… 

蘆竹沒有博士里… 

是在哪一個里呢？ 

答案就是…… 

！ 

足足有 個博士耶 

資料來源：蘆竹戶政金 8點(109年 10月底) 

那你知道最多博士是在哪一

個里嗎？ 

住在吉祥里，整

個就超有氣質的

啊！ 

博士吉祥~萬福金

哇！那我長大以後也要當博

士，請叫我阿笠博士！哈哈 

41 



  

4 

最長壽的… 

最多博士的…

哥，那蘆竹有 

最有錢的里嗎？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 

當然有啊！ 

蘆竹區最有錢的里也是吉祥里喔。 

根據財政部公布的 107年全台綜稅所

得總額各縣市鄉鎮村里統計，桃園市

最富有的里是「龜山區長庚里」，其

次就是「 」哦！ 

哇！吉祥里真的不簡單耶！ 

不僅是全區學歷最高， 

還是最富有的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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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們為

讓洽公民眾更深入

的認識蘆竹，還有

專區介紹蘆竹，旁

邊還有我們蘆竹各

大著名景點的由來

與介紹呢！ 

阿笠，我跟你說喔… 

蘆竹戶政事務所有辦展覽， 

裡面什麼資訊都有喔！ 

 

他們把蘆竹各里的特色製作

成幸福金 8點指數，所以我

才會什麼都知道！ 

資料來源：蘆竹戶政人口統計資料(109年 10月底) 

哇！蘆竹戶政真

的好用心哦！ 

我下次也要去蘆

竹戶政好好欣賞

這些完美的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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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擇日不如撞日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搞不好可以挖到更多寶喔！ 
你看！這裡有展示 

出生、結婚、離婚跟 

死亡的證明書耶！ 

好特別唷！ 

44 

這裡還有展出蘆竹的歷史，

裡面還有國民身分證的歷

史、戶口名簿的歷史、門牌

的歷史…好多好多東西哦！ 

哥哥你看！那個

不是門牌先生

嗎？我們過去打

招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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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阿炭、阿笠！ 

你們也來看展覽嗎？ 
對啊！順便

來看看你呀 

Hi 

哇！ 

這麼有質感

的牌牌是什

麼東東呀？ 

照片來源：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這可以說是我的祖先喔！ 

它叫作「戶主牌」，材質

大多以木質為主。 

戶主牌？是做

什麼用的呀？ 

上面寫的好像

是姓名耶！ 

46 



  戶主牌，其實就是日治時期的門牌喔！ 

他會懸掛在住家門戶上，上面載有地名

及地番號，但是實際上大家都只記載戶

主的姓名而已！ 

第 16 頁有介紹

地番號喔！ 

這個門牌…… 

尺寸好小喔 

而且它沒有街路，

只有小地名耶！ 

有關小地名的對照 

請參閱本書第 23-24 頁 

這個大約是民國 74

年以前的門牌喔！ 

它是鋁質藍底白字，

由右向左書寫，高約

9 公分，寬 13 公

分，是凹凸面，而且

沒有加註郵遞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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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呢？ 

沒記錯的話，這個應該是民國 74 年到 80 年之間所使

用的門牌喔！一樣是鋁質的，但版面加大，長約 21 公

分，寬 15 公分，而且文字是由左向右書寫，在左下方

還加上了蘆竹的郵遞區號 5 碼呢！ 

這裡還有另一

種門牌耶！ 

48 



  這個跟前一版的門牌其實差不

多，是在民國 80 年至 87 年所使

用的門牌，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

是因為郵遞區號 5 碼太複雜了！

所以改成 3 碼比較好記！ 

原來如此！ 

難怪我覺得

很像！ 

哥哥你看！ 

這個門牌的顏色

跟剛剛看到的都

不一樣耶！ 

哈哈！這個門牌可是大有來頭喔～ 

在民國 88 年的時候，桃園縣實施全面換發

門牌政策，採一鄉一顏色，所以當時蘆竹

的門牌就全面換成水藍色囉！ 

而且背面是黏貼強力泡棉膠，取代原先的

釘掛方式，一直使用到民國 105 年哦！ 

49 



  哇！好酷喔！ 

蘆竹有屬於自己的門牌耶！ 

看到水藍色就知道是蘆竹囉！ 

門牌也會烙英語

耶！真是國際化

啊 

這是一定要的啊！ 

民國 94 年的時候，因為實施「雙語門牌指標放大

計畫」，在重要道路的路口增掛放大尺寸及雙語標

示的門牌，以利外籍民眾尋址，另外也把郵遞區號

拿掉了！ 

只有各大

重要道路

才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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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這個我知道！ 

這個就是現在的門牌對不

對！我在路上都有看到~ 

不過…怎麼沒有英文了？ 

嗯嗯！好眼力！ 

這個就是現在的新式門牌 

桃園市為了維護市容美觀及

一致性，所以把英文拿掉了 

在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全市統一進行

換發新式門牌，新式門牌的尺寸大小是

長 26 公分，寬 17 公分，而且夜間具有

反光的功能喔！在門牌上也加入桃園市

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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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走在路

上都還會看

到在更換新

式門牌呢 

我上次有問那個

貼門牌的叔叔，

他說因為全面換

新，數量太多惹

啦！所以要分階

段完成。 

(我是路人) 

沒錯喔！全蘆竹有那麼多個門

牌都要更換，當然要給我們一

點時間呀！不過比較大條的道

路我們都有優先更換喔！ 

媽媽~這裡有

展覽耶！我們

來逛一下吧 

今天真是滿載而歸了 

阿笠，門牌先生有新客人

囉！那我們就不要打擾了！ 

嗯嗯！好哦！ 

門牌先生，今天真的謝謝你 

下次我還要來蘆竹戶政看展覽！

掰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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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嗯…我想想… 

該不會是… 

「 」吧？ 

阿笠，你知道我

們蘆竹還有一個

地方也是家喻戶

曉的喔！ 

YES！你答對囉！ 

民國 67 年中山高速公路通

車，南崁交流道為地方的工

商發展帶來極大的轉變呢！ 

周邊都市計畫

發展、各式住

宅大樓林立，

是蘆竹區最熱

鬧的地方喔！ 

54 



但是哥哥，你知道

為什麼要叫南崁交

流道，而不是叫蘆

竹交流道嗎？ 

我知道呀！ 

「南崁」其實是蘆竹的

舊地名，昔日為桃園平

原的總稱，有南崁溪(青

溪)流過 

早期蘆竹分為南崁、大竹及山腳三大

區域，而交流道就是剛好位在南崁，

所以就叫南崁交流道囉！ 

南崁 

大竹 

山腳 

我記得媽媽也說過，民國 101

年的時候，蘆竹鄉公所曾發放

4 萬份問卷，讓鄉親們票選改

制後，是沿用「蘆竹市」還是

改為「南崁市」，結果大家還

是投給「蘆竹市」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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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蘆竹有很多道路都是

以「南」字開頭的喔！ 

像是南崁路、南山路、南

竹路、南青路、南昌路…

好多耶！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這些道

路的名稱很有趣～ 南崁 山腳 
南山路 

南崁 大竹 
南竹路 

南崁 青埔 
南青路 

真的耶！他們都是 2

個地名組成的耶！ 

1990年代前的台灣，命名道路多以中國的省分命名。 

像是現在通往南崁五福宮的五福路，早期就叫北平路。 

 

1990年代後才陸續更改道路名稱 

南崁、大竹及山腳的道路，就以第一個字為開頭 

讓大家一眼就可以知道是往返什麼地區 

好記又好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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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是「南」開頭的道路喔！ 

像是山林路就是 往返  

山外路就是 往返  

還有海山路就是 往返  

道路命名真有趣呢！ 

那蘆竹還有什麼

好玩的地方嗎？

帶我去～帶我去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富竹里， 

他家有一個賞鳥埤塘很棒, 

可以觀賞好多不同種類的鳥兒喔！ 

我們改天可以去看看唷! 

還有機場捷運開通後，

蘆竹也變得更熱鬧囉！ 

 於 2017 年 3 月落成的機

場捷運 A10 山鼻站，以

農業區居多，四周視野

開闊，甚至還有古厝和

土埆厝，可說是機捷線

行經桃園的第一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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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有看到喔 

上次經過的是 

 

對不對！？ 

沒錯喔！ 

另外還有  

和  

都是今年新闢的道路喔 

照片來源：桃園捷運官網 

因為捷運開通，帶動了周邊的發展 

所以也新闢了幾條道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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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周邊也

設置了重劃

區，而且範圍

內的「德馨

堂」和「室善

居」等歷史建

築都將完整地

保存下來喔！ 

A10 山鼻站未來可轉乘桃園捷運

棕線，周邊土地完成開發後，

將成為南崁地區轉運中心，可

讓山腳生活圈成形，成為蘆竹

三大生活圈之一。 

真是太棒了！這麼一來蘆竹區就

有更多地方可以去晃晃了。 

以後我們要經常出門繞繞，發掘

更多蘆竹的新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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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觀光休閒埤塘-大竹里 小木屋休閒農場-坑子里 

桃林鐵路 天公廟-山腳里 

民間傳統浣衣場-營福里 南崁山三角點-山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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