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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給鳳西國中鳳西國中鳳西國中鳳西國中二年級學生二年級學生二年級學生二年級學生的實查手冊。這時的他們已經學

習過社會學習領域的台灣部份。對台灣的歷史、土地與人民、產業與

區域、家庭與社區生活，以及社會生活都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所謂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學習完課本的知識，正是反芻拿來運用

的時候！ 

 

    鳳西國中是我的母校，對它總是有一份情愫。可惜的是，當年我

在唸書的時候，一直沒有老師帶我們去認識風西國中周圍的環境，錯

失了提早認識鳳山新城這塊富有人文氣息的寶地。這裡有許多前人的

故事和前人奮鬥的足跡，地理學家 Entrikin 曾說：「地方是由人之關地方是由人之關地方是由人之關地方是由人之關

係的無形網和情感的顫動所創造而成的係的無形網和情感的顫動所創造而成的係的無形網和情感的顫動所創造而成的係的無形網和情感的顫動所創造而成的。。。。」鳳山曾經是我成長的地

方，一個令人雋永的地方。 

 

    如今，很榮幸地回到母校實習，希冀藉由這本實查手冊告訴學弟

妹們鳳山的文化，愜意地認識「南台古邑」。然而，隨著社會快速的

成長，逐漸抹去了鳳山的古意。於此，希望藉由這趟文化尋根之旅，

認識鳳山的美麗與哀愁！ 

張雅雯 

June 2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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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下陂頭街表地圖 

� 鳳山鳳山鳳山鳳山，，，，原本是座山原本是座山原本是座山原本是座山 

    「鳳山」原來是山名，稱為「鳳山丘陵台地」，位於今高雄市小

港區與高雄縣林園鄉、大寮鄉接壤的丘陵地帶。鳳山丘陵呈東北-西

南走向，隔著高屏溪與屏東相望，它的西南方有一個崙形山丘，圓潤

的樣子很像鼻子，所以叫「鳳鼻」(今鳳鼻頭)；鳳尾朝東北山丘緩緩

延伸，有數個小峰圓淨豐滿，外形如卵，所以叫「鳳彈」〈俗稱鳳卵，

或筆案山〉。從高處看下去，像飛鳳展翅，所以稱為「鳳山」（圖 1）。 

 

� 鳳山市的過去與現在鳳山市的過去與現在鳳山市的過去與現在鳳山市的過去與現在 

    鳳山市在草

萊蠻荒時期，並

無人煙，因此迄

今尚未發現原住

民聚落遺跡，直

到三百多年前，

才陸續有先民，

隨鄭成功部下在

鳳 山 市 中 心 的

「雙慈亭」一帶

開庄，庄名初期

叫「竹橋庄」，為

明鄭時代萬年縣

內一個小聚落，這

是鳳山市最早的地名。「竹橋庄」緊臨鳳山溪，先民為灌溉附近農田，

於是在今老人活動中心、國父紀念館一帶窪地築堤蓄水，取名「竹橋

陂（又名柴頭陂）」，因與左營「蓮池潭」畔陂仔頭的「興隆庄」，並

列二大屯墾人口數量最多的莊舍，因此又稱「下陂頭」（圖 1）。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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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府鳳山縣地圖局部 

市中心區、赤山、五甲、新甲、七老爺等地，都在同一時期由軍屯墾

地而逐漸形成鳳山市的早期重要聚落。 

    康熙 22 年(1683 年)，明鄭滅亡，清廷將台灣收入版圖，全台置

一府（台灣府，今台南市）、三縣（諸羅縣、台灣縣、鳳山縣）。鳳山

自此成為縣名，縣治設在陂仔頭的興隆庄（今左營舊城）（圖 2），管

轄的範圍包括現在的高屏地區。乾隆 51 年(1786 年)發生林爽文事變，

後來因縣治被林爽文攻陷，於是在乾隆 53 年遷城至鳳山市(昔稱下陂

頭街)，稱為新城（圖 3）。 

 

 

 

 

鳳鳳山山市市簡簡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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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鳳山老地圖 

 

 

    日治時期，鳳山的行政體制多次變更。光復後，改稱鳳山鎮，隸

屬於高雄縣，民國 61 年改制為縣轄市。今鳳山市（面積 27 平方公里）

（圖 4）因緊鄰高雄市，受高雄市工業和港口發展的影響，民國 60

年代，勞工人口大量湧入，全市人口激增，五甲地區首當其衝，因此

五甲社區國宅林立，造就鳳山的繁榮，目前鳳山市的人口約有 30 多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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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鳳山市地圖 

 

 

 

鳳鳳山山市市簡簡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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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查活動中，為了方便秩序的維護與管理，老師在這裡有一些

小小的叮嚀，需要你我共同來遵守這十大實察守則！ 

 

1. 全班分成 5 組，7~8 人為一組，每組選出一位小隊長，並於活動

中服從小隊長的指示。 

 

 

 

 

 

 

 

 

 

 

 

2. 此趟實察為腳踏車之旅腳踏車之旅腳踏車之旅腳踏車之旅，交通往來，要注意自身安全。 

3.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實查過程務必聽從老師的指示，嚴禁擅自離開隊伍。 

4. 注意保管好證件證件證件證件、、、、錢包錢包錢包錢包、、、、相機相機相機相機等個人貴重物品。 

5. 同學應專心學習，表現出心到、眼到、耳到、腳到、手到，把握

機會充實自己。 

6. 出入宗教聖地出入宗教聖地出入宗教聖地出入宗教聖地，，，，請勿大聲喧嘩請勿大聲喧嘩請勿大聲喧嘩請勿大聲喧嘩。 

7. 在外天氣多變化，要注意保暖和防曬。 

8. 發揮你我的公德心，除了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與紀錄與紀錄與紀錄與紀錄，什麼都不留！ 

9. 活動結束後，請踴躍分享你我的心得。一同返校一同返校一同返校一同返校、統一放學統一放學統一放學統一放學。 

10. 確實記下老師的聯絡方式，以便不時之需。 

 

                              老師手機老師手機老師手機老師手機：：：：________________ 

第    組 

 姓名 

小隊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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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我們小手拉小手，一同去郊遊…」Oh~No！現

在是要去實察喔！讓我們一起來檢查實察裝備是否齊全！ 

 

 □  實察手冊 

□  水壺 

□  鉛筆 

□  雨具 

□  零錢 

□  健保卡 

□  個人藥品 

□  手錶 

□  防曬用品 

□  相機 □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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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9:00~9:30 鳳西國中集合 行前叮嚀 

9:45~10:00 龍山寺 備有洗手間 

10:05~10:15 東便門與東福橋 *停車步行 

10:20~10:35 打鐵街 *步行 

10:40~11:20 家具街 *步行〈回東便門騎

車〉 

11:30~11:45 雙慈亭 備有洗手間 

12:00~13:00  午餐 

維新路一帶自由用餐(餐畢於雙慈亭集合) 

13:10~13:25 城隍廟 備有洗手間 

13:30~13:45 鳳儀書院  

13:55~14:10 曹公廟 備有洗手間 

14:20~14:50 心得分享 於曹公廟廣場 

14:50~15:00 老師回饋 於曹公廟廣場 

15:00~15:15 快樂賦歸回學校  

 

☺ 鳳山地方特產 

1. 百年赤山粿 

2. 吳記製餅舖 

3. 鳳山米苔目 

找一找，你可以在維新路上發現它們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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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龍山寺的位置 

2. 認識龍山寺和先民生活的關係 

3. 欣賞傳統寺廟建築的藝術 

圖 5  龍山寺 

圖 6  龍山寺扁精美雕刻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1. 龍山寺的位置龍山寺的位置龍山寺的位置龍山寺的位置 

    龍山寺（圖 5、圖 6）位

於縣城東門，面臨鳳山溪，有

水利之便，舟楫可經前鎮媽祖

港出海。進口貨物也可從現在

的東便門碼頭上岸，因此龍山

寺得地利之便，很快就發展為

香火旺盛的佛寺。 

 

2. 龍山寺的起源龍山寺的起源龍山寺的起源龍山寺的起源 

  相傳康熙年間，有一來自福建省的

先民，隨身攜帶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鄉龍

山寺的觀世音菩薩香火包，隨船上岸，

一時內急，行經現址的蕃石榴園內，有

一口古井，乃將隨身香火包掛在井旁之

蕃石榴樹枝椏，事畢離去時忘記帶走，

香火包入夜後發光，引起附近居民好

奇，找到香火包，認為是菩薩顯靈，於

是迎奉安海鄉龍山寺香火，並取石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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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鳳山龍山寺舊貌 

一截戴上佛帽，視為開基觀世音佛像，建寺奉祀，並沿用祖廟龍山寺

名稱；因主祀觀世音菩薩，地方上亦有稱「觀音寺」。 

 

    鳳山龍山寺（圖 7）的

創建年代，缺乏正式的考

據，有人說在康熙末年，也

有人說在乾隆初年。不過，

在現存龍山寺的匾額中，正

殿上方懸一方「南雲東照」

木匾，落款為「乾隆歲次庚

辰」，贈匾人不詳，時為乾

隆 25 年(1760 年)，推測正逢

龍山寺擴建落成。因此，寺方依據各方考證，也自認為龍山寺創建於

康熙年間，已有近三百年歷史。 

 

3. 先人智慧的遺跡先人智慧的遺跡先人智慧的遺跡先人智慧的遺跡 

龍山寺經內政部列為國家二級古蹟，因為該寺保留豐富而完整的

傳統寺廟建築資產，從屋頂剪粘、泥塑、山牆面設計、台基、柱礎、

石材雕刻、木構棟架、雕窗、門牆彩繪等全體造型或局部構工，相當

可觀，與一級古蹟鹿港龍山寺、二級古蹟台北市艋舺龍山寺齊名。 

 

� Try it 

1. 龍山寺的浮雕壁飾作工精細。當你從天井面向龍山寺的大門時，

觀察左、右方牆上是什麼圖形的泥塑？ 

   左方：□獅堵 □虎堵 □龍堵 □人堵 

   右方：□獅堵 □虎堵 □龍堵 □人堵 

2. （  ）龍山寺左、右牆上的泥塑圖形擺設，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

關？(A)風水信仰 (B)神明指示 (C)設計理念 (D)票選決定 

龍龍山山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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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東便門與東福橋的位置 

2. 了解東便門與東福橋對昔日鳳山新城交通的重要性 

3. 表現關心古蹟完整性問題的態度 

圖 8  從鳳山溪橋看鳳山新城東門

「朝陽門」 

圖 9  從鳳山城內看東門「朝陽門」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鳳山新城一開始建造

時(乾隆 53 年，1788 年)，僅

以有刺的樹木當做籬笆作

為掩蔽。等到新城日益繁榮

之後，知縣吳兆麟才在嘉慶

9 年（1804 年）開始建造城

門，總共有 6 座：大東門為

「朝陽門」（圖 8、圖 9）、

小東門為小東門為小東門為小東門為「「「「同儀門同儀門同儀門同儀門」，」，」，」，也稱也稱也稱也稱

為為為為「「「「東便門東便門東便門東便門」」」」、西門為「景

華門」、南門為「安化門」、

北門為「平朔門」，北門外

門 附 廓 稱 為 「 郡 南 第 一

關」。 

 

  東便門城門外，於同治

3 年(17864 年)建一座石橋，

橫跨鳳山溪，稱為東福橋。

東便門臨鳳山溪（昔稱東門

溪），經東福橋可通對岸，



 15 

圖 10  修復中的東便門與東福橋 

為城內打鐵街與城外過溝仔街通道，也是縣城往屏東（昔稱阿猴城）

的門戶。城門外橋頭北側，有座土地廟「東福祠」為守護神。 

 

    新城殘蹟中，唯一保留城

門原貌的東便門及跨鳳山溪

的東福橋，是全省少數還活在

現代人生活中的城門古蹟，人

車往來，皆須經東便門門洞，

因此東便門和東福橋至今仍

擔負起交通孔道的功能。可惜

在民國 90 年 7 月 11 日因潭美

颱風帶來豪雨，7 月 13 日沖毀

東福橋兩座橋墩與橋面，而沉

入鳳山溪中，目前正在重修復原中（圖 10）。 

 

� Try it 

1. （  ）根據研究，東福橋橋墩的造形具有抵抗水流衝力的作用。

觀察現場，它是什麼形狀？(A)三角形 (B)四角形 (C)六角

形 (D)八角形 

2. 寫下東便門與東福橋目前正在進行的工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東東便便門門與與東東福福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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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打鐵街的範圍 

2. 認識鐵器的製造過程 

3. 了解現代打鐵街的經營模式 

4. 表現尊重傳統技藝的態度 

圖 11  打鐵街 

圖 12  維持傳統行業的鳳山打鐵街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千錘百鍊千錘百鍊千錘百鍊千錘百鍊 打鐵造街打鐵造街打鐵造街打鐵造街 

    打鐵街（圖 11、圖 12）原為東便門

城內一條出入城門的小街道，是從大陸

駛往鳳山新城的小帆船上岸後必經之

路。當時上岸地點的鳳山新城東門一帶

相當熱鬧，因此唐山的移民從老家搬來

許多謀生工具，為了避免搬運這些笨重

器具的麻煩，於是就在東便門碼頭旁直

接開店營業，其中又以打鐵業最為興

盛。以當時農業社會尚未有現代工業冶

金技術而言，打鐵算是一種相

當賺錢的行業，在最興盛時曾

有 13 家之多，每天鏗鏘不絕的

打鐵聲音，以及打鐵匠透過高

爐鍛造鐵器的製作過程，保留

早期農業社會生財工具的各種

鐵製農具原貌，歷久不變。所

以戰後便更名為打鐵街。不過

由於工業化大量製造的鐵器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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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廉價但不耐用，使得打鐵街的生

意逐漸凋零，現今鳳山市打鐵街只剩

下 5、6 家打鐵店仍持續這項傳統行業

（圖 13），以應付上門的老主顧所需。 

 

� Try it 

1. 仔細觀察打鐵街道上的 LOGO 標

誌，畫出兩種自己喜歡的圖案。 

 

 

 

 

 

 

 

 

 

 

 

 

 

 

 

 

 

 

 

 

 

打打鐵鐵街街  

圖 13  打鐵匠仍維持手工

打造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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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家具街的範圍 

2. 了解家具街成為鳳山早期最繁華街市的原因 

3. 了解鳳山市公所改善家具街的方式 

4. 了解道路拓寬對家具街的影響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1. 1. 1. 1. 鳳山第一街鳳山第一街鳳山第一街鳳山第一街    

    三民路 287 巷（圖 14）堪稱是鳳山

市開城發源地，早在明朝末年，雙慈亭

四周即形成草店街市，稱作「草店仔

街」，又因在「柴頭陂」（陂通埤，在

今國父紀念館、老人公園一帶已被填

平）畔，通稱「下陂頭街」，因地勢略

呈高平的土山，山脊陵線由雙慈亭延伸至龍山寺，附近平原萬頃，鳳

山溪環繞，閩粵移民大量遷入，在康熙、乾隆年間，即迅速發展為清

朝鳳山縣境內最繁華街市。 

 

  三民路的風華，維持至今有三百多年之久，287 巷逃過二次三民

路的都市計畫道路拓寬，保存約四公尺寬的古街道規格，向南的一排

住家，閩式紅瓦平房，店面式的前廳，猶有昔日經商的氣氛。主人說，

歷代先人在此已往了二、三百年之久，確實見證鳳山市早期的繁華歲

月，意外的為鳳山市日治末期的三民路保留思古意象，也為鳳山市古

城留下歷史足跡，故有「鳳山第一街」之稱，古城風貌在此可見一斑。 

 

圖 14  三民路 287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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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市街再造市街再造市街再造市街再造    重塑鳳貌重塑鳳貌重塑鳳貌重塑鳳貌    

    擁有百年歷史的鳳山

市三民路，是一條家具專賣

街（圖 15），遠近馳名。為

了增添商機，闢建現代化商

場，鳳山市公所特地研擬了

三民路商店街開發計畫，向

經濟部商業司爭取經費補

助，共同打造城鄉新風貌。

從雙慈亭到三民路底和中山

路交界，是南部有名的家具

店街，其中不少建築皆有悠久歷史，相當值得保存。從前這裡未經有

計畫的整頓規劃，以致出現店家招牌任意掛置，占用騎樓空間營業而

影響行人通行，呈現雜亂無章的景象。鳳山市公所針對三民路所進行

的造街計畫，就是希望結合傳統與現代，改善當地景觀，提振街區商

機，重新賦予老街新生命。 

 

    鳳山市公所規劃的造街計畫，包括打通店家騎樓，設置行人徒步

區，讓逛街民眾行走更加舒適。雜亂無章的廣告招牌，重新設計統一

格式，塑造家具街的整體風格。未來並將配合節慶舉辦各種家具展銷

活動，重振三民家具專業街區的繁榮。 

 

3. 3. 3. 3. 在家具街在家具街在家具街在家具街，，，，你可以買到什麼你可以買到什麼你可以買到什麼你可以買到什麼？？？？    

    三民路是一條名聞全省的家具產業商店街，店家達二百多家，貨

色齊全；大至木製或鋼製大型日用辦公家具、桌椅、床具，小至精品

家飾、佛堂擺飾、神像、法器、兒童玩具、古典燈籠、現代燈飾、室

內裝潢、櫥窗設計、禮品、刻印、裱褙、匾額等居家或辦公家具，一

應俱全，來一趟家具街採購，物美價廉。 

 

圖 15  三民路又稱「家具街」 

家家具具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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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it 

1. 數一數，走完中正路與中山路間的三民路需要_______步。 

2. 估測自己每步的距離，計算出中正路與中山路間的三民路約有多

少公尺？ 

甲、自己每步距離約為______公尺。 

乙、中正路與中山路間的三民路約有______公尺。 

3. （  ）運用「實察路線圖」，測量計算中正路與中山路間的三民路

約有多少公尺？(A)400 (B)500 (C)600 (D)700 公尺 

4. 數一數，中正路與中山路間的三民路，它的佛具店共有______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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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隨筆筆手手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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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雙慈亭的位置 

2. 認識雙慈亭祭祀的主神 

3. 了解雙慈亭與早期鳳山居民的生活關係 

4. 說出雙慈亭未被列為古蹟的原因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悠久寺廟悠久寺廟悠久寺廟悠久寺廟    

    雙慈亭位於鳳山市三民

路與雙慈街口（圖 16），原名

「天后宮」，本地人俗稱「媽

祖廟」或「大廟」。創建年代

比二級古蹟龍山寺還早，原先

主祀觀音菩薩，最早稱「觀音

亭」。先民隨鄭成功來臺，奉

祀觀世音菩薩香火，迄今已有

三百多年的歷史。觀世音菩薩

所坐位置，正好是全市最高

點，如同鍋蓋的中心點，大家都認為此吉穴，由神佛坐鎮最恰當，先

民因而將此地讓給觀世音菩薩建寺，逐漸以此為中心擴大聚落，成為

清朝鳳山縣境最大的街市，康熙年間叫「下陂頭街」。 

 

    乾隆 18 年（1753 年）增建前殿，並祀天上聖母，觀音佛祖因而

退居後殿。由於二尊主神皆為女性，信徒感念二聖慈悲為旨，而改稱

天后宮為雙慈亭。乾隆 53 年（1788 年）縣署遷來下陂頭街，街市更

加熱鬧，維持「雙慈亨」香火迄今不墜。 

圖 16  雙慈亭雄偉的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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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慈亭先後歷經嘉慶 23

年、道光 8 年、光緒 13 年、

民國 61 年、92 年共五度重

修，古貌盡失，故未列為古

蹟，不過仍保有多幅匾額（圖

17）、對聯及石碑為憑，證明

寺廟歷史久遠。 

 

 

� Try it 

1. 觀察雙慈亭的前殿，抄寫下廟壁上嵌著嘉慶 23 年的對聯。 

 

 

 

2. 下圖是雙慈亭「神祇供奉位置圖」，觀察寺內的神祇位置，在空

格內填上正確的神祇名稱。 

 

 

 

 

 

 

 

 

 

 

 

 

圖 17  光緒元年清代文武官員敬獻

匾額 

 
天上聖母   

朝
天
爐 

三官大帝 太
陽
星
君 

太
歲
星
君 

雙雙慈慈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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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城隍廟的位置 

2. 了解城隍廟與人間行政體制的關係 

3. 領會民間信仰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1. 1. 1. 1. 獎善罰惡獎善罰惡獎善罰惡獎善罰惡的廟宇的廟宇的廟宇的廟宇    

    鳳山城隍廟（圖 18、圖 19）

位於曹公國小後方，鳳儀書院

西側，建於嘉慶 5 年（1800

年）。鳳山縣城隍廟最早於康

熙 57 年設於左營舊城，林爽文

事件縣治移到鳳山後，才有鳳

山城隍爺廟的興建。 

    民間信仰認為，縣城之內，知縣掌

管陽間事務，裁決百姓功過，陰間也有

一位城隍爺，在陰界審理在世時的善

惡，所以凡地方官署所在凡地方官署所在凡地方官署所在凡地方官署所在，，，，必有城隍廟必有城隍廟必有城隍廟必有城隍廟

的存在的存在的存在的存在。縣有縣城隍，府有府城隍，都

有都城隍，與封建行政體制相同。國人

信仰城隍由來已久，歷來朝廷對城隍都

非常崇敬，尤其清朝有下列措施： 

一、 通令各省、府、廳、縣建造城隍廟。 

二、 把城隍祭祀列入正式祭典。 

圖 18  城隍廟 

圖 19  城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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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凡地方官新上任，必須先卜吉日，親謁各該地的城隍廟舉行奉

告典禮，然後視事。 

四、 每月初一、十五兩日，要到城隍廟進香。 

 

2. 2. 2. 2. 不是不報不是不報不是不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未到時候未到時候未到    

    在中國宗教信仰中，民間

深信現世的善惡和吉凶福

禍，都由城隍爺來處理。因

此，城隍廟內有兩種專屬文

物，一是「你來了」木匾（圖

20）、二是「大算盤」（圖 21）。

「你來了」示意人生遲早要向

城隍爺報到；「大算盤」即是

精細算出一生功過與善惡的

表徵，見到這兩樣文物，自然

有所警悟。 

 

 

 

 

 

 

 

� Try it 

1. 觀察城隍廟的後殿左側前壁，有一方斗大的石碑。它是追念鳳山

縣林爽文事件中，殉國官員的紀念碑。碑文上的四個大字為何？ 

 

圖 20  「你來了」扁額 

圖 21  城隍廟的大算盤 

城城隍隍廟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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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鳳儀書院的位置 

2. 了解鳳儀書院的空間配置意義 

3. 關心鳳儀書院內的違建問題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1. 1. 1. 1. 鳳儀書院的簡史鳳儀書院的簡史鳳儀書院的簡史鳳儀書院的簡史    

    鳳 儀 書 院 為 第 三 級 古

蹟，位鳳山市城隍廟邊（圖

22）。其類別屬於書院，指定

古蹟時間為民國 74 年 11 月 27

日。所有權屬國有財產局學產

地。係創建於清朝嘉慶 19 年

（1814 年），是由知縣吳性承

發動紳民捐款、捐地，再由候

選訓導歲貢生張廷欽董建。共

有屋 35 間，包括：正中廳事 3

間，左右官廳房各 2 間，兩廊

學舍 12 間，講堂 3 間，頭門 5 間，義倉 9 間，聖蹟庫 1 間。書院在

光緒 17 年（1891 年）由舉人盧德祥重修一次，日治時期充作鳳山街

役所（鳳山市公所前身）員工宿舍，光復後仍由公務人員佔用，以後

數度易手，住民份子複雜，且多為中低收入者佔用迄今。   

 

2. 2. 2. 2. 書院的運作方式書院的運作方式書院的運作方式書院的運作方式    

  鳳儀書院是鳳山市最早的一所民間興辦的學校，它是如何運作的

呢？以前主書院的講席者，稱為山長，至乾隆 30 年諭令改稱院長，

圖 22  鳳儀書院的頭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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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現今的校長，是負責教務和訓導的成敗。而書院可分內課生、

外課生、附課生三種，成績較好者為內課生，次為外課生，再次者為

附課生，而內外課生則有膏伙銀之津貼（相當於獎助學金），附課生

則無。書院不但歡迎學生來上課，還供應午餐（相當於現代的營養午

餐），下午上完課後，住在附近的學生放學回家，遠道的學生就在書

院的學生房舍寄宿。師資除山長外，還有教諭、訓導、教職員、工友

等，與現在的私立學校差不多。 

 

3. 3. 3. 3. 鳳儀書院的現況鳳儀書院的現況鳳儀書院的現況鳳儀書院的現況    

     鳳儀書院為本縣書院中最

具規模者，但目前卻遭近百戶

市民佔用，佔用戶私自擴建，

毀損情形嚴重（圖 23）。民國

87 年間，高雄縣政府有意整

頓，請租、佔戶撤離，經各單

位調查結果，補償費及整修費

高達三億餘元，擬由中央、省、

縣配合編列預算辦理，惟與居民

間之協調礙於補償遷移費無法

取得共識，本案至今仍懸置。 

 

  現今參觀者須從照壁兩

側頭門進入庭院，現在則是大

雜院，通道狹窄，佔用戶櫛次

鱗比，雜物堆置（圖 24）。鳳

儀書院正廳應掛橫額「鳳儀書

院」，也早已不見蹤影。書院

的設計是坐北朝南，外牆中央

是一堵高丈餘的照壁（圖 25），

圖 23  雜亂不堪的講堂 

圖 24  鳳儀書院內晾衣服 

鳳鳳儀儀書書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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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覺書院是一個很神聖的

地方，進入書院就要專心讀書，

求取功名。古時候的讀書人，為

顯示謙卑，進出書院大門不設在

中間，而從照壁的兩邊頭門出

入。門廳的正門兩旁有一對抱鼓

石，彫刻的紋路典雅柔美，很符

合書院的韻味。鳳儀書院採用的

木構棟架、門窗、瓜筒、雀替等

材質，全採用上等福州杉（圖 26），木材仍堪使用，外表的彩繪，

雖已剝落，稍經整修重繪，要

恢復原貌並不難。至於屋頂翹

脊、紅瓦、滴水、瓦當殘破部

分，只要更新建材，仍可完整

如昔。目前，鳳儀書院殘破及

髒亂不堪，常令遊客搖頭。 

 

 

 

 

� Try it 

1. （  ）觀察鳳儀書院講堂屋頂，有一個尖狀物。想一想，那是什

麼呢？(A)闢邪物 (B)避雷針 (C)接收器 (D)象徵物 

2. 走完鳳儀書院，寫下你對它的感覺。（20 字以內） 

 

 

 

 

 

圖 25  鳳儀書院雄偉的照壁 

圖 26  用上等福州杉建造的鳳

儀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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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剩下最後一站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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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曹公廟的位置 

2. 知道曹公圳對清代鳳山縣的重要性 

3. 了解曹公廟設立的由來 

�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 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解說內容 

    曹公廟（圖 27）位於曹

公路上的曹公國小正對面。曹

公路全長約六百公尺，路名的

由來，是為紀念清朝一位偉大

的水利專家，也是一位愛民如

子的知縣─曹謹。曹謹知縣在

鳳山縣蒞任五年（道光 17~21

年）期間，勤政愛民，開闢水

圳，在九曲塘引下淡水溪水

源，灌溉數千公頃看天田成為

「允水田（良田）」，農作物由一年一收而增為兩熟，縣民不再饑荒

起盜心，家家戶戶安居樂業，所開之水圳以「曹公圳」命名。曹公於

道光 29 年（1849 年）逝於故居河南省河內縣（今沁陽市），後代子

孫感念曹公開圳德澤，於是在咸豐 10 年（1860 年），在縣署東側的

鳳儀書院內，建祠「曹公祠」三楹祀之，並懸「正德厚生」匾額以垂

後世。 

 

  日治時期，總督兒玉源太郎於 1896 年巡視鳳山，見「曹公祠」

傾圯，於是指定現址公有地作為遷祀擴建之用，並捐資一封，動員仕

紳醵資重建曹公祠。十年後，新祠落成。繼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

圖 27  曹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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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15 年）贈「曹公祠」木匾一

方，作為新祠橫額（現存廟內，作為

鎮廟文物之一）。 

 

    曹公廟在民國 81 年 11 月 1 日以

前，原稱「曹公祠」，管理曹公祠的

高雄農田水利會（圖 28），為尊重民

間知恩報本的信仰美意，為前清鳳山

縣知縣曹謹雕塑金身，以神像取代長

生牌位，而改稱「曹公廟」。 

 

 

 

 

� Try it 

1. （  ）觀察曹公廟廣場，數一數總共有幾塊花崗石的石碑？(A)5 

(B)6 (C)7 (D)8 塊 

2. 在這一排石碑中，其中有一個是曹謹所題。他題了什麼字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28  高雄農田水利會鳳

山工作站 

曹曹公公廟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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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公廟廣場和同學們交流實察心得後，相信你也有一些話想

說。現在馬上拿起一枝筆，寫下你的心得感想吧！(3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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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高雄縣本土教材編輯委員會(民 81 年)。高雄縣—我的家鄉。高雄：

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本土教材編輯委員會(民 82 年)。高雄縣—我的家鄉 3。高雄：

高雄縣政府。 

 

折頁： 

清朝鳳山縣新城古蹟導覽。鳳山：鳳邑赤山文史工作室。 

鄭溫乾(民 94)。「南台古城」--鳳山市。鳳山：鳳山市公所。 

高雄縣鳳邑雙慈亭沿革。 

鳳山龍山寺。 

 

網頁： 

鳳山市公所 

http://www.fengshan.gov.tw/about/main.htm 

 

走讀台灣-鳳山市

http://192.192.58.194:8080/readtw/town_html/1001201/1001201.htm/ind

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