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歌始成於昭和 16年（1941），時值本市榮獲新竹州五大模範街庄之一。原譜已丟失無考。

民國 70年（1981），鄉長周大弼特別商請游景諒、張玉堃、康禮霖等人，就記億所及，共同整理編曲。

歌詞：

青山碧海　綠野好風光　人文薈萃　我們美麗蘆竹市　高速公路暢通南北　工商齊向榮　稻花飄香年年豐

歡樂滿田園　勤勞團結又和睦　民風真純樸　奮發進取在今朝　攜手建家園

蘆竹市歌
佚名：作曲

游景諒、張玉堃、康禮霖：編曲 

周大弼：作詞

綠 野 好 風 光，            人 文 薈 萃  我    們      美 麗 蘆竹 市青    山    碧    海

高    速  公    路 暢    通 南     北  工    商 齊    向榮，            稻    花 飄    香年    年 豐

歡  樂滿  田園，       勤         勞 團     結       又        和 睦 民         風真    純

樸， 奮    發 進    取       在    今  朝      攜    手 建    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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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為國門所在地，市徽圖案設計是以拱型大門代表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國門之宏偉、壯觀。

其造形是表徵航機銀翼，展翅高飛無阻的涵義，並以 V

形代表成功、勝利。

以蘆竹挺立交錯之藝術造型圖案，表現蘆竹政風和諧、

積極主動、民情純樸；而且充滿鄉土人情味，使家鄉更

美麗與繁榮。

朱魯青：設計

蘆竹市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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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

千屈菜科（Lythraceae or Loosestrife family）

學名：Lagerstroemia Indica Linn

別名：百日紅、滿堂紅

花性： 花期 5-9月，7、8月是盛開期。圓錐花序，頂生，花瓣 6枚，近圓形。

紅、紫色，邊緣皺曲，萼約 1公分。雄蕊多數，雌蕊 1枚。

　　　株高 5-10公尺，落葉性灌木或小喬木，枝幹光滑。

蘆竹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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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文以載道、德乃修身」。透過文字，輔以史志編修，歷史得以

記錄，文化得以傳承。地方志的編纂，除了蒐集、整理並保存地區鄉土史

料，用以呈現時空的變換因果外，也是記載地方發展的重要傳承。我們深

信歷史具有其學術意義的嚴肅性，不論是先民開墾篳路藍縷的過程，或是

代代相傳的文化、符號等智慧結晶，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彰顯時代使命

是有其必要性。

前版《蘆竹鄉志》乃曾前鄉長文敬於民國 84年繼日昭和 8年（1933）的《蘆

竹庄誌》及民國64年的《蘆竹鄉志》修纂而成，迄今20年。20年來的蘆竹，

市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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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業過渡到工商業，進而到服務業蓬勃發展，其發展變化可謂極大。由

於人口大量增加，體制上也由「鄉」升格到「市」，再因應大桃園於 103

年（2014）12月 2 5日升格，而改為「區」。

早期的蘆竹，荊棘叢生，今日的蘆竹，綠蔭蓊鬱的田野逐漸被高樓大廈取

代；位臺灣的一隅，伴隨臺灣近 400年的演變，其間歷經荷西時期（1624-

1661）、明鄭王朝（1661-1683）、清朝統治（1684-1895）、日本時代（1895-1945）

和民國時期（1945-迄今）5大階段，在歷任首長用心經營下，已從一個務

農小村莊，晉身為臺灣的國際門戶，進而躋身成為現代摩登都會之一。

編纂《續修蘆竹市志》過程中，感謝耆老仕紳協助田野調查不遺餘力，熱

心提供史料典籍，豐富內涵。感謝編纂團隊、工作同仁圓滿完成市志續修

編纂的艱難任務，讓「蘆竹」的官方文獻得以立下新的里程碑。

一個故事的結束，代表著另一個詩篇的開始。期待蘆竹的未來更加蓬勃發

展，接軌全球，多元並茂，再寫新頁！

市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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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鄉長

歷屆鄉、市民代表會主席



林元枝
委派首任

間接選舉首屆

臺灣光復 - 35年12月31日

林元杰
間接選舉　第 2屆

36年1月1日 - 45年7月5日

民選　第 1、2、4、5屆

49年1月5日 - 57年2月28日

曾　明
第 3屆

45年7月6日 - 49年1月4日

林元昱
第 6、7屆

57年3月1日 - 66年12月29日

周大弼
第 8、9屆

64年12月30日 - 75年2月28日

陳宗賢
第 10 屆

75年3月1日 - 79年2月28日

曾文敬
第 11、12 屆

79年3月1日 - 87年2月28日

李清彰
第 13、14 屆

87年3月1日 - 95年2月28日

趙秋蒝
第 15 屆

95年3月1日 - 96年1月24日

方力脩
第 15 屆（代理 3個月）

96年1月25日 - 96年4月30日

趙俞菊蘭
第 15 屆（補選）

96年5月1日 - 99年2月28日

褚春來
第 16 屆

99年3月1日 - 103年6月3日

歷屆鄉長 歷屆鄉、市民代表會主席

張福來 
第 1屆 

35年 - 37年

黃文源 
第 14 屆 

79年8月1日 -  80年12月30日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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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鄉、市民代表會主席

張福來 
第 1屆 

35年 - 37年

游貽德 
第 2、3、4、5、6、7屆 

37年 -  53年6月1日

陳慶源 

第 8、9屆 

53年6月1日 - 62年11月1日

黃木樹 
第 10 屆 

62年11月1日 - 67年8月1日

洪文科 
第 11、12、13 屆 

67年8月1日 - 79年8月1日

黃文源 
第 14 屆 

79年8月1日 -  80年12月30日

林丕欽 
第 14 屆（補選） 

80年12月30日 -  83年8月1日

呂理灶 
第 15 屆 

83年8月1日 -  87年8月1日

劉勝全 

第 16 屆 

87年8月1日 -  91年8月1日

呂宏仁 
第 17 屆（補選）

95年3月1日 - 95年8月1日

徐國鎮 
第 18 屆 

95年8月1日 - 99年8月1日

林振捷 

第 19 屆 

99年8月1日 - 103年6月3日

市民代表會　首任 

103年6月3日 - 103年12月25日

（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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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秋蒝 
第 17 屆 

91年8月1日 -  95年3月1日



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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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
圖

清康熙55年（1716）南崁四社分布圖
清康熙 55年 (1716)南崁四社分布圖
（屬本市者為紅點標示的坑仔社與南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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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14年（1834）淡水廳圖

道光 14年 (1834)淡水廳圖
（與本市有關者，以紅圈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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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同治10年（1871）淡水廳圖

同治 10年 (1871)淡水廳圖
（與本市有關者，以紅圈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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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蘆竹庄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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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
圖

民國 59年（1970）蘆竹鄉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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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7年（1998）蘆竹鄉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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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
圖

民國 103年（2014）蘆竹市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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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凡例

一、 《續修蘆竹市志》之編纂，旨在蒐集、整理並保存鄉土史料，以及記錄本市

歷史與現狀，促進本市發展更形昌隆，立論務求客觀超然，對於地方特殊情

況作增刪取捨，同時也參考地方紳耆意見而訂定。

二、 撰述時所採用之資料，以古今以來本市的地方事物為主，但因書名既為《續

修》，主要時間軸則以詳載近 20年來本市發展變化為重點。現行行政區劃內，

均為本志撰述範圍，轄區外與本市有關者，亦得列入。

三、 資料之運用，本著真實完整，務使文獻與調查兼顧，政典和風物並列，以期

周延詳盡，忠於歷史。

四、 依臺灣歷史演變之實況，分別稱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代、日治時期、民

國等，年號則以使用當時之稱呼為原則，並於年號年代出現時，加括號標示

西元年數，年數採阿拉伯數字。

五、 志稿記述歷代「地名」、「建置」等類之名稱，須符合其歷史過程。關於地名，

宜使用當時地名，如已難為大眾所通曉者，則儘可能括號附註說明其現行地

名或其轄境隸屬。

六、 志稿中之人名稱呼，不論古今人物，皆直書其姓名或官銜，不加尊稱或客話；

至於對歷代之帝王逕書其廟號，以代替其姓名。

七、 參考文獻列在附錄之中，有官方出版品、專題論著、期刊論文等，並依作者

姓名之筆劃排列，俾便查閱。



蘆竹市歌

蘆竹市徽

蘆竹市花

市長序

歷屆鄉長

歷屆鄉、市民代表會主席

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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