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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辦法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九十五學年度社會科學研習營辦法 

一、主旨 

1.啟發本校同學對社會科學研究之興趣，並提升社區實地調查與論文寫作之

能力，進而發掘學生之專才，並培育具發展潛力之優秀學生。 

2.結合社區資源與學校教學，以符應高中職社區化之精神。 

二、主辦單位：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務處 

三、協辦單位：羅東鎮公所、宜蘭縣風景管理局 

四、研習人員：凡本校對社會科學有興趣同學 

五、研習人數：預定錄取名額 45 名，報名至額滿為止 

六、研習時間：96 年 7 月 4日至 7 月 6 日 08：00~16：00。 

七、報名時間：6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三）截止，至教務處綜高組報名。 

八、研習課程：宜蘭縣區域地理研究，課程表詳如附表 

九、報名費：300 元 

十、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扣除學生所繳費用，不足者由綜合高中經常門支

應。 

十一、全程參與者將頒發研習證明書，研習成績表現優良同學另頒獎狀及紀念

品表揚獎勵。 

十二、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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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九十五學年度社會科學研習營流程表 

年度主題：宜蘭縣區域地理研究 

第一階段研習主題：研究方法 

一、研習時間：7月 4日星期三 08：00~16：00 

二、研習地點：本校弘道樓四樓會議室 

三、活動流程： 

課程名稱 時間 主講人 備註 

學員報到 0800～0830  報到地點：弘道樓四樓

開幕式 0830～0900 1.校長致詞 

2.研習營會務報告 

 

淺談宜蘭的人文環境 0900～1050 張智欽教授 

宜蘭大學人文與科學教育中心 

 

下課休息 1050～1100   

小論文寫作技巧與範例探

討 

1100～1150 羅東高商簡瑛欣老師  

午餐 1150～1300   

宜蘭地區海岸地形景觀 1300～1440 楊嵐雅老師 

(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碩

士) 

 

下課休息 1440～1500   

認識 GPS及台灣的座標系統 1500～1600 羅東高商鄭俊彥老師  

第二階段研習主題：地理實察 

一、參訪活動：宜蘭縣海岸地形實察 

二、活動時間：7月 5日星期四 07：40~17：30 

三、活動地點：宜蘭縣沿海地區 

四、活動流程：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學員報到 0740～0800  報到地點：弘道樓一樓

出發 0800～0830 羅東高商→北關 交通工具：遊覽車 

宜蘭縣海岸地形實察 

蘭陽溪以北段 

0830～1130 1.北關海岸地形 

2.慶天宮 

3.頭城海水浴場 

4.東港－蘭陽溪出海口 

解說人員： 

羅東高商鄭俊彥老師 

北部濱海公路地形 1130～1200 東港→南方澳 交通工具：遊覽車 

午餐 1200～1300 南方澳漁港 自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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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海岸地形實察 

蘭陽溪以南段 

1300～1700 1.南方澳漁港、蘇澳港 

2.內埤海灘-沙頸岬地形 

3.豆腐岬、跨海大橋 

解說人員： 

羅東高商鄭俊彥老師 

返程 1700～1730 南方澳→羅東高商 交通工具：遊覽車 

第三階段研習主題：區域地理研究實務 

一、活動名稱：宜蘭縣區域地理研究實務 

二、活動時間：7月 6日星期五 08：00~15:30 

三、活動地點：本校弘道樓四樓會議室、各研究區域 

四、活動流程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學員分組實地調查 0800～1200 各組同學自行前往研究區域
進行探訪 

 

午餐 1200～1300  報到與用餐地點 
：弘道樓四樓 

小組討論 1300～1330  地點：弘道樓四樓 

實地調查問題與討論 1330～1500 主持人：鄭俊彥   

結業式 1500～1530 1.校長致詞 
2.頒發結業證書 

 

 

第四階段研習主題：成果發表 

一、活動名稱：宜蘭縣區域地理研究成果發表會 

二、活動時間：日期未定 星期三 下午第一節、第二節 

三、活動地點：本校弘道樓四樓會議室 

四、活動流程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學員準備 1230～1300  筆記型電腦 
單槍投影機 
 

成果發表 1310～1440 1.分組報告 
2.主持人：鄭俊彥 

1.報告均使用 powerpoint
呈現 

師長講評 1440～1505 1.本校社會科教師講評 
2.校長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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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員名單 

社會科學營分組名單 

編號 組別 組長 姓名 新班級 編號 組別 組長 姓名 新班級 

1 ＊ 古筱瑜   綜高二丙 22 ＊ 盧宜吟   綜高二丙 

2   吳佩謙   綜高二丙 23  謝佳誼   綜高二丙 

3 

1 

  呂意雯   綜高二丙 24 

8 

 簡郁如   綜高二丙 

4 ＊ 林郁倫   綜高二丙 25 ＊ 藍敏強   綜高三丁 

5   陳思婷   綜高二丙 26 
9 

 林  芸   綜高三丁 

6 

2 

  鄭亦婷   綜高二丙 27 ＊ 王鑫楷   綜高三丁 

7 ＊ 薛佳淩   綜高二丙 28  余欣純   綜高三丁 

8   陳永祈   綜高二丁 29 

10 

 李怡臻   綜高三丁 

9 

3 

  林子聖   綜高二丙 30 ＊ 吳佳琪   綜高三丁 

10 ＊ 馬鈺涵   綜高二丙 31  郭天妍   綜高三丁 

11   陳思帆   綜高二丙 32 

11 

 陳姝妤   綜高三丁 

12 

4 

  游博涵   綜高二丙 33 ＊ 曾莉雯   綜高三丁 

13 ＊ 簡苡蒨   綜高二丙 34  黃聖翔   綜高三丁 

14   池佳欣   綜高二丙 35 

12 

 何采曄   綜高三丁 

15 

5 

  陳柔安   綜高二丙 36 ＊ 楊姍樺   綜高三丁 

16 ＊ 吳峻安   綜高二丙 37  簡紫婷   綜高三丁 

17   林詩怡   綜高二丙 38 

13 

 林珊宇   綜高三丁 

18 

6 

  陳彥安   綜高二丙 39 ＊ 黃鐘醇 宜中 302 

19 ＊ 陳姵錡   綜高二丙 40  賴韋先 宜中 302 

20   黃若婷   綜高二丙 41 

14 

 韋聖安 宜中 302 

21 

7 

  廖林毅   綜高二丙 42 ＊ 林宜靜 羅高 302 

   
 

      43  陳雅歆 蘭女 209 

   
 

      44 

15 

 江品萱 蘭女 202 

 

註一：公差事項（組長負責分派） 

 

日期 7/4（三） 7/5（四） 7/6（五） 

1.2 6.7 11.12 協助發礦泉水與中午便當 

3.4.8  14.15 維持四樓會議室清潔 組別 

5.10  13.9 垃圾分類 

 

註二：7/6（五）分組實地調查須自行前往研究地點，每一組需備照相機一台、錄音機

一台並隨身攜帶名牌。 



 7

肆、課程講綱 

淺談宜蘭的人文環境 
 

－水水的觀點 
                                          

                                       宜蘭大學人文與科學教育中心   張智欽 

                                                              07/04  2007 
                                                                    

一、宜蘭—雨水的家鄉‧宜蘭水－水噹噹 

二、宜蘭的水平衡—從不缺水的地方 

三、做大水—老一輩宜蘭人共同的記憶 

四、水患成因－宜蘭的宿命‧地形‧氣候‧水文 

四、地下水庫—沖積扇‧湧泉 

四、生命之河‧文化之河‧希望之河—氾濫之河 

五、水文環境與生態系統－多樣性 

六、宜蘭聚落型態與分布－用水形塑的空間 

七、水與產業發展－溫泉、冷泉、礦泉、湧泉及溪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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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自古有「別有天」的雅稱，不僅自然環境的特殊，人文的發展上亦有其特色；宜蘭

地區水資源方面得天獨厚，自古以來從不缺水，但是過去的水患卻是宜蘭人揮之不去的夢魘，

尤其是低窪地區的淹水幾乎是一種宿命，所以「做大水」是老一輩宜蘭人生活中共同的記憶，

這也是宜蘭水文環境多水的特色之一。享用豐沛潔凈的水資源，是宜蘭人生活品質的重要部

分，去除水患免於淹水之苦，也是宜蘭人殷切的期望。宜蘭水文環境的特殊，未來的治水計

畫不能完全仰賴水利工程設施，應有新的觀念與方法，也就是說區域整合治水應結合土地利

用計畫、環境改善、景觀規劃、生態功能等，以提昇區域居住安全與生活品質。 

蘭陽平原有廣袤的溼地，其主要成因是過剩水量、地勢低漥及海岸沙丘排水困難、地下

水流出區水位過高及潮汐影響；主要溼地有得子口溪下游、蘭陽溪口、五十二甲、無尾港等。

近年宜蘭土地價格飆漲，開發區位逼近濕地，或成為建築廢土等的堆置場。1980 年代起因交

通建設改變蘭陽平原溼地生態，北宜高速公路平原線，對平原溼地再次重創，人類在經濟成

長的同時要謹慎考慮生態環境，因為人類無法自外於生態系統，畢竟人類只是浩瀚生態系的

一部分。 

雖然「環境決定論」似乎早已過時，但若說「水形塑了蘭陽平原的地理空間」及「水支

配宜蘭整體的生態系統」一點也不為過，當然水也深刻影響當地住民的「生活方式」，從過去

蘭陽平原的土地拓墾、水利設施的興築、耕作方式、聚落的發展與分布、平原內河航運，到

現代的水力發電、產業發展、建築形式、觀光遊憩、溫泉、冷泉、湧泉等資源的利用，都與

水文環境息息相關，或說宜蘭的庶民生活與水文資源密不可分。 

宜蘭人充分利用豐沛的水源，發展各式各樣與水相關的產業活動，包括水力發電、灌溉、

溫泉產業、冷泉資源、養鴨事業、礦泉水生產，湧泉泳池的利用等，甚至後來蓬勃發展的觀

光遊憩產業，亦多以水為主題，如冬山河親水公園、武荖坑風景區、宜蘭河濱公園、二龍河

競渡的傳統等，這些景點或相關活動已成為宜蘭主題地標或意象。此外還有許多水文地景，

如沿山瀑布群、山地湖泊、龍潭湖、梅花湖、大湖、鼻仔頭公園、尚德水鄉、「螃蟹冒泡」

及隨處可見的洗衣亭等，這些親切尺度的親水空間，更是宜蘭庶民日常生活的場域，凡此種

種都是依存於宜蘭地區「量多質優」的水源；所以說宜蘭「水之為用大矣哉！」 

水形塑宜蘭「水與綠」為主體的景觀外，水的「抹布效應」也使得宜蘭的地表、植被、

建築物等顯得格外清新乾淨；平原水田綠波萬頃、蜿蜒的溪流、叢叢的竹圍農舍，構成蘭陽

平原典型的地景；田間散佈著斜屋頂、深出簷、綠籬圍繞的「宜蘭厝」，就是適應多雨及東

北季風盛行的民居形式。 

老子曰：「上善若水，水善利萬物而不爭，處眾人之所惡，故幾近於道……」老子的理念

陳義甚高，且只讚水之善，或許有勉勵人應效法水之為善與無私之意，而今日之水已非全然

善者，或根本無所謂善與惡，因其可載舟亦可覆舟……。近年台灣頻頻出現「惡水」，何以致

之？原因當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可能是水文環境的破壞所致，宜蘭地區向來以好山好水著稱，

所以近年的颱風豪雨並未造成嚴重的災害，這應是「人地關係」互動良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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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年 6月北宜高速公路通車，宜蘭已被納入大台北都會區生活圈，她已然是台北大都會

的衛星城市之一，伴隨而來的，必然是加速都市化，以及沿北宜高快速穿透宜蘭的各種次文

化的衝擊，以往宜蘭人引以為傲的宜蘭價值，在此之下是否仍能維持，已經引起知識界的深

切關注。 

所謂的宜蘭價值的內涵，普遍被認同的包括宜蘭對土地的關懷、宜蘭人對本土的認同，

以及保有特殊的文化，這些價值，具體的展現在宜蘭的城鄉風貌、社會結構以及傳統文化裡，

這些是否會因為宜蘭的快速都會化，而消失殆盡？ 

邊陲地區與強勢核心文化的接觸、演進過程中，本土（區域）文化可能流失，與其消極

的保護不如設法重建。掌握住宜蘭的主體性（定位），才能主導文化走向再造契機，而不致於

被淺層的次文化所取代。宜蘭在快速進步的同時，要能保有特殊的人文、風貌，這樣宜蘭才

不會只是台北的衛星城市（或後花園），失去了自己的特色及原有的魅力。所幸宜蘭的社區活

力依舊旺盛，如何給予支援，讓社區特色繼續下去，是宜蘭當前重要的課題。縣政府對城鄉

發展的策略也很重要，不能一味的開發，應對容積率合理的控管，如果決定放寬調整應審慎

評估，以公共利益之創造為必要條件，確保整體環境優質性，落實公共政策公義性。 

過去宜蘭經常舉辦各種活動來行銷宜蘭，提昇宜蘭在台灣甚至全球的能見度，就是重視

行銷、包裝的創意，提升價值感，以「文化加值」促進「文化觀光行銷」。這裡所謂的文化加

值不只在廣告、節慶內容下功夫，仍須配合農特產的文化化實質性的生產活動。儘管文化可

以創新，但我們從過去的文化歷史或自然環境中挖掘太少在地的珍寶，例如珍貴的自然資源

或動人的故事；這是目前宜蘭觀光產業（節慶）普遍忽略的部分。因為在地的資源或動人的

故事，往往可以帶來更深刻的認同與感動的力量。如果正統學術的解說常被觀光客認為過於

深奧無趣，那麼就必須思考有戲劇特質的故事才能夠深入普羅大眾，進而提升地方的價值感。 

如何把傳統的在地文化，活化成一種文化創意產業，提高它的附加價值，並促進社區總

體營造，吸引更多的遊客來到這裡觀光、消費。例如宜蘭縣蘇澳鎮的白米社區，一個以「木

屐」為地方文化特色的地方，為其他社區找尋一個值得參考的模式。白米社區在它的歷史脈

絡中找到了木屐這項文化創意產業，對外為地方塑造了一個鮮明的文化意象，對內凝聚起居

民的向心力，提升宜蘭競爭力，保存在地文化及促進產業升值也改善了社區的環境以及經濟

力。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885B%25u661F


宜蘭地區海岸地形景觀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楊嵐雅 

一、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達 1139 公里，海岸地形相當多樣化，除了美感的欣賞之外，尚

有許多的海岸土地資源可供利用。本文以宜蘭海岸地形及人文活動為主要探討對象，希望能

對宜蘭地區的海岸地形特色，能有更多的認識。 

宜蘭地區主要是由蘭陽溪所沖積而成的三角狀平原所構成，三面環山一面臨海。其海岸

北起自頭城鎮大澳，南止於南澳鄉和平溪口，海岸線總長約 106 公里，為一弧型海岸。海岸

景觀大致可分為 3類：礁溪斷層、蘭陽平原及蘇花斷層海岸。 

 

二、海岸地形特色與人文活動 

1.礁溪斷層海岸： 

位於頭城鎮大澳至北港口間，海岸線平直，屬於岩岸。此區可見海蝕平台、豆腐岩、

海蝕溝及單面山等地形景觀，目前屬於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的管轄區。 

 

(1)海蝕平台： 

波浪日夜不停地侵蝕海崖，久而久之，海崖逐漸崩退，形成和海平面近乎同高度的平坦面，

這種地形就稱為海蝕平台，又稱為波蝕棚。海蝕平台，顧名思義，便是海水侵蝕成的平台，

所以當我們到台灣的東北角海岸時，常可以看到大片的海蝕平台。 

 

圖一  東北角海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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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豆腐岩： 

豆腐岩的表面是由兩個近乎垂直方向的「節理」裂面所切割。海蝕平台上，豆腐岩互相

垂直的節理非常清晰，主要就是因為海浪長期沿著節理面的裂隙向下挖蝕所造成的。 

 

圖二  豆腐岩 

(3)海蝕溝與海蝕洞： 

波浪拍打海岸岩層，遇到軟弱岩層或節理發達之處，常在高低潮水位的高度沿著軟弱地層侵

蝕，造成海蝕溝或是海蝕洞。在以岩岸為主的地區，如北海岸、蘇花海岸、花東海岸便會出

現這樣的海蝕洞。 

 
圖三  南澳的海蝕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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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蘭陽沖積海岸： 

自北港口至蘇澳鎮的北方澳之間，主要由蘭陽溪的沈積物所構成的沙岸，以蘭陽溪口

為界形成南、北弧型海岸，南側利澤簡海岸內側有多道沙丘。 

 

(1)河口： 

由於世界各地的河口在水文、地質及形成過程等地理因素的差異，就造成河口在地形、

物理條件、生態系統等方面，有不同的差異與利用。每個河口都是獨一無二的，因此要下一

個普遍性的定義就相當的困難。一般以「estuary」指稱河口或河口灣，乃因「estuary」一

詞來自拉丁字「aestus」（潮汐），所以在牛津大字典中，河口意為「大河的潮汐口」（The tidal 

mouth of a great river）。若從物理的觀點來嚴格定義河口，目前以 Pritchard 在 1967 年

所提出的最被廣泛的採用，認為「河口是一個半封閉性的海岸水體，它可自由地與開放的海

洋相連接，在它之內，海水可以被內陸排出的淡水所稀釋，而稀釋的程度是可以被量測的。」 

 

(2)沙丘： 

受到強烈的東北季風吹襲，造成清水到利澤簡甚為發達的沙丘，其延伸方向乃與海岸線

平行呈長條狀分布，高度概在 20m 以下，沙丘東坡較緩而西坡較陡，就形態上而言，以濱海

公路以東較為明顯，由於海岸沙丘橫亙，河流入海不易，因而在沙丘脊間的凹低處，造成排

水不易積水成澤，形成背後濕地。 



 

圖三  利澤簡海岸地形圖 

 

圖四  利澤簡沙丘 

(3)沙嘴： 

如果沙洲一側連在岸邊，便形成沙嘴。沙嘴的形態會受到海流的影響，而有不同的形狀。

沙嘴的形狀，也常受到波浪繞射的作用而彎向內陸，形成鈎狀的沙嘴。沿岸流所挾帶的泥沙,

往往是沙嘴的組成物質，而塑造沙嘴的形狀則決定於波浪的方向。像淡水河口的右岸，也就

是靠近淡海的海口，就有一個不斷在改變形狀的沙嘴。沙嘴如果發育得太長，甚至於阻斷了

河口的河流出海口，便形成了沒口溪。溪流流至海口時，便慢慢入滲到海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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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蘭陽溪口沙嘴 

(4)潮汐灘地： 

指高低潮間所露出的地帶。通常為泥質或沙質的海灘地，大部分沒有植被覆蓋。台灣的

潮汐灘地主要分布在西南沿海一帶，大肚溪口以南多屬沙質灘地。如果海岸地形平坦，則潮

汐灘地會因為高低潮，產生極寬廣的潮汐灘地。堆積地形其實是變化多端的。受到海水不同

的作用力作用，會使得這些堆積地形不但多變，無形中也常引起許多災害。 

 

利澤簡位於距離海岸 6 公里遠的冬山河畔，範圍包括利澤村，下福村還有成興村 3 個村

落，受到海洋潮汐的影響，所以歸類為潮汐淡水沼澤濕地。 

內陸沙丘地闢成旱作地與苗種的培育處；低濕地則闢為養鴨場及魚塭，以及養鴨研究中

心設置於此。但是因為原先的工業區設置因素延宕未解，使本區目前呈閒置狀態。 

此處的海岸沙丘，面臨海岸侵蝕的問題，因為受到人養殖業超抽地下水，蘭陽溪上游治

山防洪工程和下游土石超採等，導致的下游沙源不足，使沙丘產生侵蝕的現象。 

 

(5)沙洲、連島沙洲、陸連島、沙頸岬： 

沙洲是指海底沈積物慢慢高出海水面，形成小島的地貌，稱為「沙洲」。當然沙洲形成的

位置，常是海底地形較靠近岸邊且是碎浪帶的位置。即因為波浪在碎浪區內，無法繼續前移

至岸邊，搬運泥沙的能力突然減小，所以只好把泥沙留在碎浪區。低潮時常露.出海水面。如

果沙洲的一端連著岸邊，另一端連著小島，就形成了「連島沙洲」，像台灣宜蘭的南方澳便有

一個極為美麗的連島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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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南方澳連島沙洲 

3.蘇花斷層海岸： 

位於北方澳及南澳鄉和平溪口之間，除除少數的河口有小的沖積扇外，其餘皆為懸崖。

蘇澳至烏石鼻一帶多灣澳、海岬；南澳以南則屬於斷層構造海岸。 

 

(1)海蝕崖： 

海岸受波浪侵蝕而成的陡崖，稱為海蝕崖，尤其是多分布在海岬頂端或是因斷層形成的

海崖上。本省的東北角海岸，東部海岸為典型的地形區，其中以蘇花海岸最具代表性。 

 

圖七 花東海岸海蝕崖 

(2)沖積扇： 

宜蘭沖積平原海岸：頭城以南到蘇澳的北方澳之間，海岸線平滑，長約 30 公里，沙丘、

濕地遍佈，是一個典型的沖積扇三角洲。在地質構造上，本區是一塊海蝕陷落的地塊，呈現

向西緩慢凹入之弓形，原屬於琉球群島西北方沖繩海槽的西端，後來被蘭陽溪的泥沙及礫石

堆積成平原。平原外緣的漂沙受到波浪推打，堆積在高潮線上，形成海岸沙丘，而沙丘上的

沙粒又被強風吹到較裡面之陸地，再加上同時進行之陸地上升作用，於是造成一排排與海岸

平行的灘脊地形。 

在蘇澳以南，則以斷層海岸與小型之沖積扇交互產生之海岸地形，經由上游河川輸砂堆積

在斷層海岸上，形成向海凸出之沖積扇海岸，通常為良好的海水浴場，包括南澳、東澳、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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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 

1.海岸土地利用： 

由於海岸生態體系的差異，不同的土地利用種類，對海岸地區的衝擊，自有其相容性

與衝突性。為因應不同土地利用特性，土地利用分區管制自有其必要性。 

 

2. 海岸侵蝕問題： 

宜蘭地區面臨著海岸侵蝕的問題，因為受到人養殖業超抽地下水，蘭陽溪上游治山防

洪工程和下游土石超採等，導致的下游沙源不足，使海岸產生侵蝕的現象。近年來，於海

岸地區興建許多人工構造物，以防止海岸侵蝕。但是，根本之道仍與沈積物的供給有關，

若無法改善此現象。 

 

 

 

 



           

認識 GPS 及台灣座標系統 

鄭俊彥 
國立羅東高商 

◎認識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統（GPS）是現代科技的結晶，特別是微電子學高度發展的產品，目前已被廣

泛推廣至世界上各種行業。在任何時間、任何對空通視良好的地點，我們僅以 GPS 衛星接收

儀接收衛星所發出的電磁波訊號，即可精確地測量計算出所在地點的位置、時間及移動速度。 

GPS 原是美國國防部為了軍事「定時」、「定位」與「導航」的目的所發展，希望以衛

星導航為基礎的技術可構成主要的無線電導航系統，未來並能滿足下一個世紀的應用。第一

顆 GPS 衛星在 1978 年發射，今地球上空有 24 顆 GPS 衛星提供全世界 24 小時全天候的定位與

導航資訊。（如圖一） 

 

太空部分 24 顆衛星 

衛星提供時間及距離 

衛星高度 20200km 

地面控制站 
1 個主控站 
5 個監視站 使用者 

接收衛星訊號 

圖一：全球定位系統之軌道及其分布            圖二：GPS 組成之三部分          

Ａ.GPS 的組成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 24 顆衛星，其中有 3顆為備用衛星，這些衛星分佈於距地表 20,200

公里的上空，而且分屬於 6個軌道面；衛星軌道面傾斜角為 55 度，提供全球全天候，每秒一

次，持續不斷的定位訊號。這些衛星每 11 小時 58 分環繞地球一次，即每天繞過您的頭頂二

次，就像是月球一樣不停地繞著地球旋轉，其速度約每秒 1.8 哩。這些衛星需要地面管制站

隨時加以監控，是否 GPS 衛星在其正確的軌道上及正常運作，另外監控中心可上傳資料給衛

星，衛星再將這些資訊下傳給 GPS 使用者使用。地面共有五個監控中心，四個上傳資料站及

一個控制中心，這些控制站以緯度來劃分其所控制的衛星。在概念上，GPS 是代表著整個系

統（如圖二），包括天空上的衛星、地面控制站及 GPS 接收機。不過一般而言，GPS 即意指

一個 GPS 接收機，這是因為我們在使用上多半只會接觸 GPS 接收機的緣故。一般所使用之 GPS

接收機在任何時刻接收到 4顆或更多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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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GPS 定位原理  
GPS 的原理是採用「三點定位法」來定位的。在二維空間裡，假若你到了一個陌生的地

方，你可以通過測量出你到某已知地點 A 的距離 a，則你現在就處在以 A 為圓心、以 a 為半

徑的圓周上，如圖三（1）所示，如果再測量出你到另一個已知地點 B 的距離 b，則你也處在

以 B為圓心、以 b為半徑的圓周上，如圖三（2）所示。由該圖可以看出，你現在的位置只可

能是在兩圓周的交點Ｏ1 或Ｏ2 上．若要唯一確定你的位置，就必須再通過測量出你到第三個

已知地點 C 的距離 c，你現在的位置也一定在以 C 為圓心、以 c 為半徑的第三個圓周上。如

圖三（3）所示，三圓的交點 O1 就是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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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三點定位法        圖四：GPS 衛星定位 

在三維空間中，其定位原理基本與此相同，只是往往要加上一個已知條件：被測量點在

地面上（如圖四）。在 GPS 中，三個參考點（上述的圓心）就是三顆懸在空中已知位置座標的

衛星，而每個太空衛星在運行時，也同時在發送訊息，而太空衛星的訊息在傳遞過程中，所

需耗費的時間，可經由比對衛星時鐘與接收機內的時鐘計算之，將此時間差值乘以電波傳送

速度（一般定為光速），就可計算出太空衛星與使用者接收機間的距離，有了已知的位置點和

距離，再經由電腦的計算，就可以計算出所在位置的座標資料。而收到四顆衛星的訊息則加

上高程值，五顆以上更可提高準確度，這就是 GPS 的基本定位原理。一般來說，使用者接收

機每一秒鐘的座標料都是最新的，也就是說接收機會自動不斷地接收衛星訊息，並即時地計

算其所在位置的座標料，如此使用都便不需擔心是否接收機顯示的資料太舊或不準確了。 

 

 

Ｃ.GPS 導航原理 
GPS 的基本應用就是導航與定位，導航方面就是利用所求出的定位資料來計算。接收機

所計算出的任何時刻座標資料，在 GPS 裡我們都稱為一個「航點」（WAYPOINT），也就是說每

個航點所表示的是一個座標值，比較重要的航點，我們就可以把它儲存在接收機內，並編上

一個名字，讓我們可以辨別。由於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位置，並都以不同的座標值來表示，

因此只要知道兩備不同航點的座標資料，接收機就可以馬上計算出兩個航點間的直線距離、

相對方位及航行速度，這就是 GPS 接收機的導航資料的來源。 

例如：我們在台北市往南旅行，第一個目的地是新竹市，第二個目的地是台中市為終站；

從起點至終點，每站就都是一個航點，航點與航點間的行程稱為「航段」（LEG），從起點依序

經過各點至終點，整個行程稱之為：「一條航線」或是「一條路徑」（ROUTE），圖示如下： 

Ｂ

Ｏ２ 

Ｏ１ 

Ａ Ａ 

（2） （1） 
Ａ 

Ｂ 

Ｃ 

Ｏ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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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點） 

台北市 

（航點） 

新竹市 

（航點） 

台中市 

全程稱為：Route 

航段 航段 
 

 

 

我們只要事先將各點的座標資料（利用地圖或查詢相關資料）輸入 GPS 接收機內，我們

就可以逼丹許多航點資料，要使用時再將其叫出，利用 GPS 接收機的導航功能做各航段間的

導航。由此可知，要利用 GPS 做導航功能，最基本的就是先建立航點的資料，然後儲存在接

收機內，如此不管是要做航點與航點間的導航，或是要編輯一條航線，就可以直接利用記憶

體內的航點資料了，也可以說「航點」是 GPS 接收機導航功能所需最基本的資料。 

 

 

Ｄ.GPS 的應用介紹  
1.資源調查、土地探測 

例如：森林區、山坡地違規開發查報工作。使用 GPS 可順利導航至可疑之變異點，並直接

查詢調閱地籍圖等相關資料以利研判。 

2.導航定位：車輛，航空，航海  

例如：汽車衛星導航系統於美國日本已相當風行，台灣也已在發展。在可預見的未來，所

有的飛行器將使用 GPS 做導航的標準設備。 

3.大地測量、一般測量 

傳統的三角測量事一件十分辛苦的事，特別是在地面三角測量點缺乏，地標不明顯的

時候，測量工作格外困難。GPS 定位則無須仰仗地面控制點，只要在沒有遮蔽的情況下，

幾乎不受地形地物的限制，所以使用 GPS 作為測量的工具，大大改善了傳統測量的不便。 

4.製圖 

電子地圖之製作及粗略地形圖之製作。將已存在的紙面地圖用數位版數化、或使用掃

描器掃描至電腦中，再進行螢幕數化或自動數化。我們可使用 GPS 在車輛行進的時候，每

隔一段時間將道路點(WAYPOINT)記錄下來，如此便完成粗略的地圖數化工作。 

5.任務派遣：貨運，救護，消防，警政 

這類應用方向，是將 GPS 配合無線電傳輸，可將各車輛所在位置動態傳回派遣中心，

以利調度工作。當然，如果運用在大眾運輸工具，可利於一般大眾於候車時了解班車抵達

的狀況。如：目前車行進到哪裡了？車速如何？(塞車狀況)預計何時可抵達？等相關訊息。 

6.登山定位、山難協尋 

GPS 可準確的定位、定向，在開闊的地方使用 GPS 定位，配合地形圖可以非常準確的

了解目前所在位置，而不會因人為判斷錯誤而迷路。我們也可將 GPS 配合無線電傳輸，將

登山人員所在位置傳送至山難協尋中心，以利救難搜尋工作。 

7.精確定時 

由於 GPS 定位需要非常精確的時間，每顆 GPS 衛星上都有精密的原子鐘，所以 GPS 接

收機可以接收到精確的時間資訊。 

8.軍事 

GPS 發展目的，一開始就是考慮軍事的用途，所以舉凡戰機、戰艦、戰車、飛彈、相

關軍事人員及攻擊目標物的精確定位，均仰賴 GPS 完成。 



 20

 

◎台灣地圖坐標系統 

Ａ.地理座標（經緯度座標） 
1.經度：標準經線以東為東經（Ｅ）0°～180°， 

標準經線以西為西經（Ｗ）0°～180°。 

2.緯度：赤道以北為北緯（Ｎ）0°～90°， 

赤道以南為南緯（Ｓ）0°～90°。 

3.地理座標所使用的單位為： 

度（°）、分（′）、秒（〞）。 

4.報導方法：先緯後經，表明方向。如:北緯 40

度 30 分，西經 60 度(40°30′N，60°00′W) 

圖五：經緯度座標  

Ｂ.世界橫麥卡托方格座標（通用座標） 
世界橫麥卡托方格座標是一種有系統的方格座標制，原文是 Universal Transverse 

Marcuts Rgrid Syoteur，簡稱 U.T.M.座標。 

● U.T.M.之形成： 

帶區的劃分是自西經 180°起，向東量至東經 180°止，每隔 6°分為一帶，共有 60 帶，以

阿拉伯數字 1至 60 為註記。另自南緯 80° 起至北緯 80° 止，每隔 8° 劃分為一區共有 20 區，

以英文母 C至 X (I、Q 不用)為註記，亦即在此範圍內共形成 1,200 個帶區，台灣座落於 51R

帶區中為便於較小區域內目標指示，將「帶」、「區」再劃分為十萬公尺一方格。其方式為以

赤道作橫軸，每帶中央經線作縱軸，其交點即為該帶區十萬公尺方格劃分的原點，自每帶的

中央經線起向左右每十萬公尺繪一縱線，自赤道起向上下每十萬公尺繪一橫線，縱橫交織而

成若干個十萬公尺方格網，各方格概用兩個英文字母(例如「US」)作註記。（圖六） 

● 報導方式： 

先右後上(即先報橫

座標、再報縱座標)，報導

方法為帶號、區號、十萬

公尺格代號、東距座標

值、北距座標值，依次列

出。 

 圖六：UTM 帶區編號 
 

Ｃ.台灣地形圖坐標系統發展 
早期地圖是採用美國之 UTM 投影坐標（Universal Transverse Projection Grid 

System），此坐標將全世界分成 60 個分帶，每個帶跨越 6 度經度。民國五十八年因應大比例

地圖繪製需求，將 6度分帶之投影改為 3度分帶之投影。 

內政部為了辦理地籍重測，乃於民國六十三年決定將測量控制系統改為二度分帶之橫麥

卡托投影（註一）。自民國六十五年起，委托聯勤測量署將全國三等以上三角點（註二）施以檢測，

其成果於民國六十九年發佈施行。同年開始使用 TWD67 坐標系統；又於民國 87 年改採 TWD97



坐標系統。 

Ｄ.TWD67、TWD97 介紹 
內政部於民國六十九年完成三角點檢測，並公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三角點成果表」，其

測量原點為位於南投縣埔里鎮虎子山一等坐標點，採用二度分帶橫麥卡托投影坐標系統，稱

為 TWD67 坐標系統。 

內政部自民國八十二年起，採用 GPS 衛星定位測量技術，辦理衛星追縱站及一、二等衛

星控制點測量，並於民國八十七年公布新的國家坐標系統（TWD97）。 

 

台灣二度分帶 
參考橢圓體(國際大地測

量及物理聯合學會公佈)
長半徑 a 扁平率 f 

TWD67 GRS67 (1967) 6378160km 1/298.25 

TWD97 GRS80 (1980) 6378137km 1/298.257222101 

表一：TWD67 及 TWD97 之比較 

 

 

Ｅ.TM2 坐標系統介紹 
投影方法：Transverse Mercator（橫麥卡托）（如圖七） 

二度分帶：涵蓋兩度的經度範圍（120°～122°E） 

 

 

 

 

中央經線 121°E 

 

 

 

 

 

 

 

 

 

 

 

 

 

 

 

 

 圖七：以 121°E 為中央經線之橫麥卡托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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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TM2 坐標系標示方法 
東西向坐標：7位數，以中央經線為原點，但為了考慮將澎湖群島納入，座標原點還要西移

250 公里，即Ｙ軸是「平移後的 121 度」。 

 南北向坐標：6位數，以緯線 0度為原點，即Ｘ軸為赤道。 

範例： 

羅東高商之ＴＭ２坐標：Ｘ=326593，Ｙ=2729804 

北成國小之ＴＭ２坐標：Ｘ=326791，Ｙ=2730022 

 

 

 Ｘ座標： 313999 

Ｙ座標：3773080  

 

 
圖八：GPS 接收機上 TM2 坐標 

 

 

備註： 

1.橫麥卡托（Transverse Mercator，簡稱 TM），

此投影原理和麥卡托投影法一樣，不同的是將原

本直立和赤道相切的圓柱橫放（圖九），變成圓

柱和南北經線相切。麥卡托投影（圖十），在投

影的過程中，離中央經線愈遠其面積會被放大愈

多，為保持地圖與實際比例之正確性，故將投影

方式改為橫麥卡托（圖十一），而中央經線則選

為 121°E。 圖九：橫麥卡托投影 
 

 

 

 

 

 

 

 

 

 

圖十：麥卡托投影                        圖十一：橫麥卡托投影 

 

2.三角點，指繪製地形圖的「三角測量基點」。台灣山岳的基準點，依三角網的「邊長」，分

為一等、二等、三等及四等。一等三角點的平均邊長為 45 公里，二等三角點為 8公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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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角點為 4 公里，四等三角點為 2 公里，所以在山頂的展望度，一等最遼闊，展望度最

好，二等次之，三等又次之，四等最差。 

GPS 實作及運用 

◎GPS 接收機操作說明： 
本次實作使用的 GPS 接收機為 GARMIN 所出之 eTrex Legend C。 

各部按鍵說明如下：（圖一） 

 

圖一：GPS 接收機之各部名稱。 

【縮小、放大鍵】：調整地圖頁中，顯示比例尺的縮小與放大。 

【目錄／搜尋鍵】：主目錄功能設定（連按兩次），或用以顯示及操作各主畫面的子功能，持

續按壓此鍵約兩秒鐘，具有快速搜尋功能，尋找目標點。 

【電源、燈光鍵】：電源及燈光開關。 

【搖捍鍵】：即游標／輸入鍵，共有五個按壓移動方向選擇。 

向下按壓一下即放開：在畫面反白處（游標所在位置），接壓一下按鈕，即為選項或是確認動

作。 

向下按壓並按住數秒：快速標定現在位置座標。 

推動上下左右之方向：移動畫面上游標之選項，或地圖頁之畫面橫移。 

【換頁／退出鍵】：其有四個循環畫面，分別具有不同的功能，以及中途退出任何設定動作。 

◎航點的標定 
帶著本接收機至某個地點後，接收衛星信號，當計算出 3Ｄ座標後，直接儲存在本接收

機。標定方式如下： 

【搖捍鍵】：3Ｄ定位狀態下，在任何畫面，均可直接按下本鍵，畫面會轉換至（航點標定頁），

此時游標反白在「確定」處，可上下移動選擇更改的項目。 

【搖捍鍵】：按下本鍵，即完成航點之標定與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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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論文寫作技巧與範例探討 
簡瑛欣 

國立羅東高商  

一、 論文寫作的格式 
（一）論文架構 
1. 序論（緒論）/前言 
（1） 研究動機 
（2） 文獻分析：在小論文寫作的架構下，本項建議放在論文主體 
（3） 定義/研究界定 
（4） 研究假設 
（5） 研究方法 
（6） 研究途徑 
2. 主體：論文寫作的主體，研究內容的鋪陳。 
3. 結論/結語 
（1） 檢討研究過程 
（2） 提出研究發現及其貢獻 
（3） 說明本研究所面臨的問題及預擬未來研究方向 
4.參考資料/引用書目/徵引書目 
5.小論文章節標號 如本講義的標號一  （一）  1  （1） 

二、 教育部小論文比賽 
（一）參加小論文比賽的重要性 
（二）參加時程 
（三）格式規定 

三、 註釋及引用資料的格式 
（一）註釋及引用資料的重要性 
（二）註釋及引用資料的格式 
1. 採隨頁註。（word 插入→參照→註腳） 
2. 格式如研習手冊參考資料一 

四、 範例探討 
（一）綜二丙 游珮玲、廖子依〈聚落的指標—羅東鎮北成福德宮調查報告〉 

（參考資料二） 
（二）綜三丙 李惠婷、陳吟貞、何宜靜〈永福宮全記錄〉（參考資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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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一 
 

註釋及引用資料的格式 

 

一、 中文資料 

（一） 單一作者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香港：南國，1954，頁 11。 

（二） 兩位作者合著 

戴國輝、葉芸芸，《教育心理學》，台北：遠流，民 81，頁 11-20。 

（三） 三位作者合著 

冉光榮、李紹明、周錫銀，《羌族史》，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 37。 

（四） 三位作者以上合著 

周大成等，《台灣自然地理》，台北：立人，1994，頁 21-32。 

（五） 以機關團體為作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歷史—二二八事件專號》，3，台北：中研院近史所，1992，

頁 11-15。 

（六） 未註明作者 

不著撰人，《目錄學與工具書》，台北：木鐸，1987，頁 38。 

（七） 以筆名為作者名 

說明：作者以筆名或別號發表作品時，若不知其真名，則以書名頁上所記載的著錄，若知真

名，則於筆名或別號之後，以（）示之。 

毛毛（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台北：地球，1993，頁 26。 

（八） 編輯者為作者 

趙松橋編，《中國自然地理》，台北：地圖，1984，頁 21-30。 

（九） 翻譯著作 

麥克魯漢（Marshall McLuhan），葉明德譯，《傳播工具新論》，（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台北：巨流，1987，頁 122。 

（十） 同一著者，由他人編成的單行本合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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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凱，〈消費合作社概論〉，國民黨黨史會編，《廖仲凱先生文集》，台北：國民黨黨史會，

1983，頁 269。 

（十一） 多卷 

孫中山，《國父全集》冊二，台北：中華民國各界紀念國父百年誕辰籌備委員會，民 54，頁

35-37。 

（十二） 叢書 

徵引的資料為叢書的一部份時，需註明叢書名稱及編號。 

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料—社會建設（五）》，《革命文獻》，輯 100，台北：國民黨黨史會，

民 73，頁 23。 

（十三） 第二次以上出版者 

羅振玉，《殷墟書契考釋》，重印增訂殷墟書契考釋本，台北：藝文，1969，頁 23-25。 

（十四） 老書新印 

劉師培，《中國民族志》，台北：中國民族學會，1962，頁 25-28。 

（十五） 自印本 

方同生，《非書資料管理》，台北：著者自印，民 73，頁 25-29。 

（十六） 期刊中的論文 

王振鵠，〈文化中心圖書館之規劃〉，《中國圖書館學會會報》，民 67，期 30，頁 1。 

（十七） 會議論文 

1. 已出版會議論文 
王明珂，〈漢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意象與民族政策〉，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蒙藏委員會合

編，《中國邊疆史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蒙藏委員會，1995，頁 23。 

2. 未出版會議論文 
朱宏源，〈儒之行者：沈慕羽於二十世紀的馬來西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儒

家思想在現代東亞」國際研討會，台北：1999.7.6-8，頁 23。 

（十八） 年鑑、百科全書 

1. 辭條未署名著者名時 
〈大陸抗暴運動〉，《民國 69 年中華民國年鑑》，台北：中華民國年鑑社，民 69，頁 1812。 

2. 辭條有署名著者名時 
王佩祺、余遠盛合著，〈圖書館學書目題要〉，《中華民國圖書館年鑑》，台北：中央圖書館，

民 70，頁 287。 

（十九） 報紙上之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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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以創新、突破、超越作法辦好此次選舉〉，《中國時報》，民 75.6.20，版 2。 

（二十） 博碩士論文未出版者 

彭慰，〈我國聯合目錄編制之研究〉，台灣大學圖書館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74，頁 139。 

（二十一） 引一書之序言、引言 

沈翰之，《史學論叢》，〈劉松培序〉，台北：正中，民 52，序頁 5。 

（二十二） 公共文件 

行政院（六十八）文字第 4747 號函 

（二十三） 手稿 

陳世結，〈大學集結〉，《東海陳氏手稿本》，1：1卷冊，清初，台北：台灣大學圖書館。 

（二十四） 訪問記錄 

須包括被訪人之姓名或團體名稱、時間。 

胡述兆，〈訪問有關圖書館課程問題〉，民 72.9.6。 

（二十五） 轉引 

拉克伯里，《支那太古文明西源論》（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1984），轉引自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1929。 

（二十六） 古籍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台北：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參考資料二 

 
從土地公到三山國王 

—羅東鎮北成福德宮、興安宮調查報告 
 

游珮玲、廖子依、簡珮伶、鄭亦珊1 

一、前言 

北成—一個充滿人文藝術的社區。 

在將近兩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北成社區從一個弱勢族群僻居的角隅，經過一段未受工業青睞的

沈靜時期，在它一步步的改變過程中，卻很少聽到來自這塊土地的聲音。或許它原先居住者的特殊地

位使它如此沈默；亦或許是它與羅東太靠近，感覺它只是大羅東的一個小部份。雖然如此，「北成」

這一名稱仍有它自己的來歷；而北成庄、北投社、茅仔寮等幾處早期的聚落，在農地的開發限制下，

仍大體可辨識其形貌；北投社東側的「樹林」，位在都市計畫保護區內，亦仍可看出一些早期的環境

特色。至於早期農田的整體景象，由於已實施農地重劃，已有相當的改變；然而北成圳依然蜿蜒有緻

的流過社區，尤其可喜的是，位於當年北成庄東側，今公正路底北側的彎曲水路，如今仍然維持舊貌，

圳溝旁的植栽以及彎

道北端的福德祠亦都

存在。
2
 

    在這個有歷史、有

文化的地方，有些東西

是被人們所遺忘的。雖

然被遺忘，但是依然不

論風雨屹立在此，為人

們默默的守護這塊土

地。 

                                                 
1 這次訪問要特別感謝陳德興先生、游春標先生、江阿標先生和福德宮附近熱心的鄉民。如果沒有他們幫助，

這篇論文就無法順利完稿。 
2 由北成社區的網站節錄下來 http://www.dudu.com.tw/~peiche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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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調查的是北成社區二間相當具有歷史的廟宇—福德宮與興安宮。福德宮地處羅東運動公

園東南側，在運動公園尚未建好前，鮮少有人知道福德宮的存在。如今，運動公園已經完工，為地方

觀光打響名號，也連帶的帶動了福德宮的人潮，現在已成為附近居民下棋、泡茶、聊天的好地方；興

安宮主祀三山國王，為北成聚落的信仰中心，每年三山國王神誕日與中元普渡均會舉辦大型祭典活動。 

我們的研究動機，即是因為移民社會的宗教信仰，通常和

當地的開發歷史有顯著的關係，於是寺廟便成為聚落中一個重

要的空間。他不僅僅是一個人民生活的紀錄，更是追溯移民原

鄕歷史足跡的重要指標。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寺廟調查，理解

北成聚落漢人民間信仰面貌，同時「以廟窺史」的途徑也有助

於我們瞭解北成聚落開發史的切面。 

我們的調查主要步驟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訪問當地耆老有關福德宮與興安宮的歷史，另

外，去尋找相關文獻，以證明其正確性；第二階段從廟宇祭典、組織，來分析廟務運作；第三階段，

是本組較具理論思考與問題意識的部分，我們時常在關於寺廟研究的論文中看見「祭祀圈」一詞，在

此階段，我們希望理解祭祀圈的概念，並希望透過廟捐款芳名錄的統計，檢驗祭祀圈理論。 

 

二、土地公信仰—北成福德宮 

(一)廟史 

1.福德宮的起源 

經過筆者訪問地方耆老得知：福德宮源於「作 田人」為了

保平安，於是在地方中心建設了福德宮，但是這只 是 其 中 一

個原因。根據本組訪問資料得知：在福德宮東側， 北 成 與 今

公正路之間昔日號稱「九塊厝仔」，因清朝末年住 戶 有 九 塊

厝（九戶)都是草茅管織壁屋，先人傳說：有一戶人 家 一 夜 婆

媳吵架至深夜無熄燈火，遇到二、三名小埤下來的 「番仔」藉

著燈火，沿著溪水，摸黑入屋，將九塊厝住戶全都殲滅，只留下一名婦女（因當晚她回娘家，不在九

塊厝)。庄民為鎮安被殺的魂魄，建造一間約一坪地的福德宮。
3
剛開始只用簡單的石板蓋起，只要有

                                                 
3 游阿五 ﹤北成社區耆老座談﹥，《北成社區地方史話專刊》，民 92.11.1 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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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來，就得重蓋，至民國六十九年才重建而成。那時只有土地公土地婆兩尊神明，但是到現在已經

有七尊之多。 

上述為福德宮起源傳說，然而福德宮的年代還是個謎，只能大約知道年代。在訪問當地耆老時，

耆老告訴筆者已有三百年歷史，但是但是北成社區地方專刊和網路記載一百多年。根據歷史：羅東於

清嘉慶九年（一八○四年），由來自彰化地區的平埔族的頭目賢文和茅格，率領了一千多的移民，建

立了阿里史和阿束社部落。
4
另外，根據史書記載，吳沙入墾蘭陽平原的年代為嘉慶元年（西元 1796

年），而吳沙之前的林漢生入墾烏石港，遭番人殺害也在乾隆三十三年（西元 1768 年）
5
，在此之前，

少有漢人的活動紀錄，若是如此，北成耆老的說法便值得商榷，需進一步的考證，就現有的資料而言，

以一百多年比較有可信度。 

2.廟宇翻修 

   初建─由『作田人』爲保平安，於是選地方的中心點，建設了這間廟，剛開始只用了三片石版拼

建而成，廟的大小只能容納半個人，因此每次祭祀時，都只能在廟前的小空地，那時裡面只供奉了土

地公、土地婆兩尊。 

現今，多了許多尊土地公、土地婆，供在 廟宇裡，讓

一般民眾供奉。為什麼會多了許多尊 ? 是因為 以前老人

家供奉，他們過世後，後輩就不供奉了，大家 就把神明

請入福德宮。民國 69 年 農曆 11 月 9 日擴建， 游樂山先

生樂捐了 26 坪大的土地，這時的擴建已和現有 的面貌差

不多。到了 79 年 農曆 5 月再次擴建，興建拜 庭(廟

庭)，並且在廟前搭建棚子，供人休息，而後新 增了廁所

和車庫，由修建歷程而言，福德宮的香火應頗為鼎盛，或許福德宮是北成聚落為一一間主祀土地公的

寺廟，信眾的捐獻與參與度對寺廟的發展均有一定的助益。 

（二）、廟宇祭典 

  福德宮的祭典裡，土地公生分別有(農曆)二月初二以及八月十五日這二天。在二月初二這天，附近

民眾會準備四色金、三牲、四果等祭品來參拜；另外，在八月十五日這天，除了準備祭品以外，廟方

還另請卡拉ok供民眾點唱，也準備了米糕和麻油雞供鄉民享用。在這二天祭典中以八月十五最為熱

鬧，請見下表： 

                                                 
4 節錄自羅東鎮公所的網站 http://www.lotong.gov.tw/TW/default.asp?PageId=F_M01_01L 
5參考：廖風德，《清代之噶瑪蘭—一個台灣史的區域研究》，（台北：里仁書局，1982），頁 44；或陳進傳，《宜

蘭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1995），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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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農曆日期 活動名稱 負責人職稱 活動方式 祭祀物品 備註 

2 月初 2 土地公生 1 神明會 

2 爐主 

按俗例辦理 四色金(福金、天

金、土地公金、壽

金)，三牲(豬雞

鴨，全雞鴨，頭朝

內)，四果 

附近的居

民參拜 

8 月 15 日 福德正神千

秋 

1 神明會 

2 爐主 

早上九點至下午

五點，有請卡拉

ok， 

另外準備「米

糕」、麻油雞給鄉

民吃 

四色金，三牲，四

果和麵線麵龜，偶

爾會有爐主殺豬

公（不一定要殺，

看個人誠意） 

附近的居

民參拜 

 資料來源：依照田野調查記錄製表 

（三）、廟宇組織 

1.管理委員會   

    福德宮廟委員會裡的主要幹部，每三年選一次，例如：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暨總幹事、

委員暨總會計，方式是由委員之間互相推薦選出適合人選，請詳見表二。另外，不單單只有管理委員

會，他們還成立了『北成長壽俱樂部』，俗稱老人會，請見表三。 

表二 

職稱 人數 參加人員資格 任期 姓名 備註 

主任委員 1 委員 3 年 陳德興 1 可連選連任。 

2 產生方式是由委

員之間互相推薦

選出適合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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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 1 委員 3 年 蔡坤煌 同上 

委員暨總幹事 1 委員 3 年 陳鴻蓉 同上 

委員暨總會計 1 委員 3 年 張永同 同上 

委員 10 附近民眾 3 年 游春標  

  附近民眾 3 年 江阿後  

  附近民眾 3 年 江石棋  

  附近民眾 3 年 陳阿賢  

  附近民眾 3 年 方石清  

  附近民眾 3 年 江石標  

  附近民眾 3 年 鄭玉麟  

  附近民眾 3 年 莊文德  

  附近民眾 3 年 羅秋金  

  附近民眾 3 年 陳坤和  

常務監察人 1 委員 3 年 方添喜 同上 

監察人 4 委員 3 年 陳春生 同上 

  委員 3 年 陳有順 同上 

  委員 3 年 游阿五 同上 

  委員 3 年 陳榮植 同上 

名譽主任委員 1 委員 3 年 陳正朝 同上 

督導委員 4 委員 3 年 徐錫川 同上 

  委員 3 年 劉添梧 同上 

  委員 3 年 魏炎輝 同上 

  委員 3 年 游永富 同上 

資料來源：福德宮主任委員 

表三北成長壽俱樂部成員 

游春標 游兵源 
陳阿賢 林錦川 



李豐田 莊錫坤 
陳榮華 黃麟兒 
陳坤煌 陳德兵 
陳有朋 陳正朝 

2. 神明會與爐主 

廟宇組織裡還有一個神明會，名為「土地公會」，神明會在福德宮創建時同時成立，神明會的由

來是因為大家想喝酒，於是就召集一起，為了方便組成一個會，就是神明會的前身，另稱喝酒會。神

明會是採取世襲制，人數大約 50 人，神明會的會員大都是附近民眾，神明會會員每逢八月十五日，

當天選出下一任的爐主。爐主的誕生是由『擲筊』來決定，擲『聖筊』數越多，就表示神明指派你當

爐主，神明會裡每個人都必須要輪替一次後，才能再重複當爐主，至於爐主的義務，必須在任期內籌

辦土地公聖誕千秋相關祭典。 

從廟宇組織的角度而言，福德宮由公共性質的管理委員會與私人性質的神明會共同運作而成，從

成立的時間言之，神明會應早於管理委員會，由此也說明了寺廟運作的二元組織，如能相輔相成，嚴

謹性較高的管理委員會，加上信仰活力較高且運作較具彈性的神明會，縱然只是聚落小廟，也能長久

經營。 

   三、北成興安宮 

（一）、廟史 
從 1904 年調查的地圖上可看到，「北成庄」是一個包圍在農田中的小聚落，它的南側則另有較為

分散的「北投」社。據說，「北成」俗稱「客人城」，為客籍移民墾居之聚落；因曾以柴、石等材料設

置於聚落四周做為防衛，故稱為「城」。當時人們稱這裡為「客人城」6如今仍祭祀著三山國王的北成

興安宮，即是當時全庄的中心。興安宮又稱北成廟，廟位於本區的「客人城」，早期這裡是客家人居

住之地，故而名之，客家先人陳燕台、劉阿仙是客人城開拓的功勞者，因此其牌位也被供奉於神龕右

側。本廟傳說是陳燕台後人所築建的，這都在在說明了客家人在蘭陽地區得發展跡象，就地理位置而

言，興安宮地理位置適中，介於四人埤圳和北成圳之間，所以成為客人城，牛寮仔，北投社(現 18.19.20

鄰)居民宗教信仰中心7。 
                                                                       
 
 
 
 
 

 
1904 年調查地圖上的北成庄，是羅東街外眾           北成聚落入口處：客人城      

多聚落中的一個；庄的中心為興安宮。 

                                                 
6社區園區─地名尋根【http://www.lotong.gov.tw/TW/default.asp?PageId=F_M07_01_01_20L】 
7北成社區專刊─第三版   (20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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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廟史的部分，北成居民在 200 年前從新竹來此，建了此座廟，為姓陳和劉，共翻建三次。本宮

祭祀得主神為「三山國王」，祭祀的神尊是廣東先民由霖田廟奉迎「三王」之神像，追隨民族英雄鄭

成功來談開墾，先居住在新竹等地客居，至「吳沙公」入墾宜蘭之後第八年(公元 1803 年)由新埔地區

之先民奉迎入蘭，定居於清水溝堡鹿埔城仔葇草廟內，後經轄內先民協議移建於頂城仔(今廣興堤防

與五結堤防中間及羅東鎮北成里與冬山鄉廣安村交界處)在距今 100 年前洪水為患，頂城仔被流失，

乃於公元 1897 年先建土角厝廟宇於現址，再經民國 12 年級 57 年兩次重建，始成現在之廟貌。 

   

 
 
 
 
 
 
 
 
 

羅東北成興安宮沿革 

                                開墾北城之先賢功德歷代 

另外，興安宮似乎已有 290 年以上的新傳聞： 

 

貴宮應不止 198 年依本地先民流傳下來得傳說：新埔元為平埔族居住地，名為「巴里」先民落居開墾

之土地大部分為山坡地，地瘦收成不佳，生活非常困苦，部分先民不忍其苦而外遷，數年後已有人回

到新埔，謂其落居葛瑪蘭之北成地區，墾地肥沃農墾豐收生活安定。並已建廟侍奉『三山國王』。彼

時在距今 286 年薪補建治之前，亦是本宮(廣和)建廟之前。因此，貴宮建廟迄今應有 290 年以上等語，

依據一般之常理，任何祖廟都自認其建廟應較爐下子弟在他遷地建廟為早，以其表示尊嚴。惟空白的

100 年如何證實，還須加以還原真相的史實。
8
 

 

 

寺廟歷史的還原，恐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我們只能透過其他文獻，檢驗其可信度，例如上述 290

年以上的傳聞，依本組所掌握的資料（在福德宮的廟史已經說明），可信度是較低的。然而，我們也

透過地方耆老所提供的資料，建立北成興安宮千建後的沿革表。請見下表： 

 

 

                                                 
8陳春生主任委員－ ＜興安宮管理委員會之文獻記載＞  （２００１）頁 1 

 34



項目 時間 說明〈資料來源〉 

遷建 公元 1803 年 興安宮管理委員會之文獻記載 

第一次擴建 公元 1923~1925 年 地方耆老口述 

第二次擴建 公元 1968~1975 年 地方耆老口述 

 
（二）、祭典 
 

興安宮的神明祭典主要是大王（農曆八月二十五日）、二王（農曆六月二十五）與三王（農曆七月

二十五）。 

由於本廟先民流傳的王爺公誕辰月日則為大王八月二十五、二王六月二十五、三王七月二十五。

大陸祖廟，霖田廟係以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國王城聖日為一年一度得慶典，正確的日期未考正確時前，

三山國王的聖誕仍沿用舊習9。 

至於興安宮的神明祭典活動，以二王的千秋為大，那天會擲筊杯選爐主，從鄰長先，如果是從外

地搬來的擲到筊杯，則可以選擇放棄。爐主須是委員會的人，想參加的人加入會員即可；以前的人加

入會員需要殺豬祭祀，現再用酒祭祀即可，每年的千秋，神明會會員「吃會」辦的地方不一定，有時

會在餐廳，有時在廟裡。 

本廟除有管理委員會之外，並有神明會，主要是大王，二王、三王和土地公四種神明會。 
                                                         

 
 
 
             
  
        

 
 
 
 
 
 
 

『三山國王』                                土地公與土地婆 

                                                 
9陳春生主任委員－ ＜興安宮管理委員會之文獻記載＞  （２００１）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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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祭祀圈理論的檢驗與討論 

 

（一）祭祀圈理論 

    在「祭祀圈」的理論部分，回顧以前的學者對於祭祀圈定義的提出，在台灣民間信仰的研究中，

最早從廟與住民地域性關係切入，探討祭祀圈的是日本學者岡田謙，他認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個主

神的民眾所居住之地域10；施振民提到祭祀圈是以主神為經而以宗教為活動為緯建立在地域組織上的

模式11；許嘉明更進一步指出祭祀圈是指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行祭祀的信徒所屬的地域單位，

其成員則以主祭神名義下之財產所屬的地域範圍內的住民為限12。林美容認為上述的定義尚無法涵蓋

祭祀圈的內涵，因此她認為祭祀圈是為了共神信仰而共同舉行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13。 

在祭祀圈的研究上，林美容設定了一些指標來確定祭祀圈的範圍，依序是：1.建廟或修廟居民共

同出資、2.有收丁錢或募捐、3.有頭家爐主、4.有演公戲、5.有巡境、6.有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動。她認

為收丁錢是祭祀圈最明顯的指標，頭家爐主資格是祭祀圈第二明顯的指標，若再有巡境，和一些與祭

祀有關的共同活動，祭祀圈當然就更明顯。若沒有共同的祭祀組織通常也就沒有共同的祭祀活動，這

種情況下，至少要有一個由居民共同鳩資創建或修建的廟宇，才有祭祀圈可言14。我們將以林美容教

授對於祭祀圈所定的操作性指標，進行個案式的檢驗。 

   以福德宮為例，其共同的祭祀活動主要是土地公的千秋祭典，神誕時要由爐主代表上供祭拜，居

民也要拿祭品到公廟或公眾的祭祀場所去拜。祭祀當天通常有演戲（演公戲），不過福德宮已經改為

唱卡拉 OK。另外，還有準備麻油雞和米糕。祭典完後的當天，也常舉行「新交舊」，及現任的頭家爐

主與新產生的頭家爐主交接，另外，由於土地公的神格並不高，所以沒有繞境活動，至於收丁錢的部

分，則由福德宮神明會會員繳交。 

   至於共同的祭祀組織，以頭家爐主的形式為最多，每年在固定時間，筶於神前擲筶，「聖筊」的次

數最多的為爐主，需準備祭品和安排祭祀程序 。 

（二）以福德宮、興安宮芳名錄檢驗祭祀圈 

寺廟的碑文資料，是一種具有史料價值且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碑文資料除了沿革外，最常見的是

捐獻芳名錄，寺廟在興建或修建時，地方信眾的捐款自然是寺廟重要的經費來源，而捐款者的姓名也

                                                 
10 此論由岡田謙在 1938 年提出，見：岡田謙著，陳乃綮（譯），〈台灣北部村落之祭祀範圍〉，《台北文物》，9：

4（台北市文獻委員會，1960：12），頁 14-29。 
11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落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台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5），頁 191-208。 
12 許嘉明在 1978 年所提出，參考：許嘉明，〈祭祀圈之居於台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復興月刊》，11

（6）：頁 59-68；轉引自：林美容，〈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

（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7），頁 58。 
13 林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入張炎憲、李筱峰、戴寶村（編），《台

灣史論文精選》（上），（台北：玉山社，1996），頁 292。 
14 林美容，〈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198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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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刻印於碑文上以資紀念，所以假若我們分析芳名錄的姓氏結構，便可以檢驗林美容教授祭祀圈理論

的第一項指標，建廟或修廟居民共同出資這項指標即非常適合用芳名錄碑文檢驗，我們的作法是：統

計碑文芳名錄的姓氏結構比例，並對照日本時期北成聚落戶籍資料，藉此判斷福德宮或興安宮祭祀圈

的強度，從另外一個角度而言，廟的地方性在芳名錄的分析上得以顯現。北成福德宮的芳名錄共有下

列四項： 
1.民國 69 年農曆 11 月 19 日祭祀公游樂山捐獻土地 26 坪芳名錄 
姓氏 人數 百分比% 

陳 50 22.7% 
黃 25 11.3% 
游 24 10.9% 
林 19 8.6% 
江 16 7.2% 
李 14 6.4% 
張 7 3.1% 
謝 6 2.7% 
方 5 2.3% 
羅 5 2.3% 
蔡 5 2.3% 
邱 5 2.3% 
楊 4 1.8% 
簡 4 1.8% 
莊 3 1.4% 
吳 3 1.4% 
廖 3 1.4% 
詹 2 1.4% 
盧 2 1.4% 
鄭 2 1.4% 
官 2 1.4% 
朱 2 1.4% 
賴 2 1.4% 
葉 2 1.4% 
壬 2 1.4% 
俆 1 0.5% 
胡 1 0.5% 
許 1 0.5% 
唐 1 0.5% 
洪 1 0.5% 
商 1 0.5% 



劉 1 0.5% 
戴 1 0.5% 
俞 1 0.5% 
呂 1 0.5% 
潘 1 0.5% 

芳名錄姓氏分布圖 

 

陳 黃 游 林 江 李 張 謝 方 羅 蔡 邱

楊 簡 莊 吳 廖 詹 盧 鄭 官 朱 賴 葉

壬 ? 胡 許 唐 洪 商 劉 戴 俞 呂 潘

 

 

 

 

 

 

 

2.北成福德宮新建廁所車庫樂捐芳名錄 
姓氏 人數 百分比% 

陳 29 17.0% 
游 21 12.3% 
林 12 7.0% 
黃 11 6.4% 
江 10 5.8% 
張 9 5.3% 
方 9 5.3% 
李 8 4.7% 
羅 4 2.3% 
莊 4 2.3% 
簡 4 2.3% 
許 4 2.3% 
蔡 3 1.8% 
邱 3 1.8% 
吳 3 1.8% 
王 3 1.8% 
曾 2 1.2% 
鄭 2 1.2% 
柯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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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 2 1.2% 
嚴 2 1.2% 
謝 1 0.6% 
盧 1 0.6% 
呂 1 0.6% 
楊 1 0.6% 
徐 1 0.6% 
官 1 0.6% 
葉 1 0.6% 
田 1 0.6% 
洪 1 0.6% 
廖 1 0.6% 
蕭 1 0.6% 
魏 1 0.6% 
馮 1 0.6% 
郭 1 0.6% 
鐘 1 0.6% 
姓氏 人數 百分比% 

戴 1 0.6% 
藍 1 0.6% 
石 1 0.6% 
何 1 0.6% 
詹 1 0.6% 
賴 1 0.6% 
顏 1 0.6% 
劉 1 0.6% 
朱 1 0.6% 

      芳名錄姓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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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游 林 黃 江 張 方 李 羅 莊 簡 許

蔡 邱 吳 王 曾 鄭 柯 沈 嚴 謝 盧 呂

楊 徐 官 葉 田 洪 廖 蕭 魏 馮 郭 鐘

戴 藍 石 何 詹 賴 顏 劉 朱

 
 
 
 
 
 
 
 
 



 
3.北成福德廟改建樂捐芳名 
姓氏 人數 百分比% 

陳 15 16.7% 
游 15 16.7% 
方 12 13.3% 
江 10 11.1% 
黃 8 8.9% 
林 4 4.4% 
李 4 4.4% 
張 3 3.3% 
劉 3 3.3% 
簡 3 3.3% 
羅 2 2.2% 
蔡 2 2.2% 
藍 1 1.1% 
徐 1 1.1% 
楊 1 1.1% 
吳 1 1.1% 
魏 1 1.1% 
許 1 1.1% 
盧 1 1.1% 
湯 1 1.1% 
謝 1 1.1% 

 
芳名錄姓氏分布圖

陳 游 方 江 黃 林 李 張

劉 簡 羅 蔡 藍 徐 楊 吳

魏 許 盧 湯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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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北成興安宮芳名錄 

姓氏 人數 百分比 

陳 150 28.8% 
黃 52 10% 
游 51 9.81% 
林 50 9.62% 
江 24 4.62% 
李 21 4.04% 
蔡 17 3.27% 
張 14 2.7% 
簡 11 2.11% 
吳 9 1.73% 
王 7 1.35% 
曾 6 1.15% 
莊 6 1.15% 
蕭 6 1.15% 
賴 5 0.96% 
許 5 0.96% 
邱 5 0.96% 
羅 5 0.96% 
劉 5 0.96% 
楊 4 0.77% 
鄭 4 0.77% 
魏 4 0.77% 
方 4 0.77% 
朱 4 0.77% 
徐 4 0.77% 
周 3 0.58% 
葉 3 0.58% 
謝 3 0.58% 
廖 3 0.58% 
蘇 3 0.58% 
呂 3 0.58% 
鄧 2 0.38% 
俞 2 0.38% 
柳 2 0.38% 
歐 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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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2 0.38% 
藍 2 0.38% 
洪 2 0.38% 
康 2 0.38% 
施 2 0.38% 
何 2 0.38% 
高 1 0.19% 
彭 1 0.19% 
夏 1 0.19% 
柯 1 0.19% 
胡 1 0.19% 
戴 1 0.19% 
馮 1 0.19% 
官 1 0.19% 
石 1 0.19% 
潘 1 0.19% 
蔣 1 0.19% 
顏 1 0.19% 
塗 1 0.19% 
詹 1 0.19% 
薛 1 0.19% 

 
 
大姓順序 日治時期戶籍

調查 

 

福德宮芳 1 福德宮芳 2 福德宮芳 3 興安宮芳 4 

第一大 陳（29.16） 陳 陳 陳 陳 

第二大 黃（12.86） 黃 游 游 黃 

第三大 游（12.86） 游 林 方 游 

第四大 江（8.10） 林 黃 江 林 

第五大 林（7.14） 江 江 黃 江 

資料來源：依照施添福《蘭陽平原的傳統聚落—理論架構與基本資料》與本組分析製表 

由上表來看，無論是福德宮或是興安宮，捐款姓氏比例的前五大大致與日本時代北成戶籍資料相

吻合，除了福德宮芳名錄 3 的第三大姓方姓外之外，其餘均符合日治時期前五大，當然，第一大姓都

是陳姓，黃姓、游姓順序猶有相互代替，原因在於北成聚落的姓氏仍以陳姓為相對多數，經由這個實

證式的比較，我們可以認定，祭祀圈理論指標中的第一項，建廟或修廟居民共同出資是相互符應的，

我們也可以由此認為，北成聚落的兩間廟宇，其地方性和祭祀圈邊界仍是相當清楚的，當然，並不是

所有指標在這兩間廟都可看見，例如福德宮並無繞境，又因為祭祀圈本質上是一種地方組織，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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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以神明信仰來結合與組織地分人群的方式。祭祀圈有一定的清楚的界線，界線之內的居民就有義

務參與共同的祭祀。經由芳名錄的檢驗，我們認為其祭祀圈應該是存在的。 
 

四、結語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調查與分析，我們獲得下列幾項結論： 

首先在福德宮與興安宮廟史方面：筆者首先訪問當地耆老來了解福德宮的種種事蹟，然後透過文

獻資料來證明其真實性，並意外發現福德宮除了耆老說的由來以外，還有「九塊厝」的故事。另外，

福德宮的年代還是個謎，只能大約知道年代。在訪問當地耆老時，耆老告訴筆者已有三百年歷史，但

是在文獻資料的顯示，北成聚落的漢人開發應當是一百多年，另外是興安宮的廟史，大致上較福德宮

的歷史為早，但也不如耆老所述的將近三百年，所以透過相關文獻史料，我們清楚地區分了「史料年

代」與耆老「口述年代」的斷裂現象，當然，這也是台灣民間信仰的特色之一：若能成為歷史悠久的

廟，香火一定旺！ 

第二，在祭典與組織部分，兩間廟都有相同特色，都是由具備公共特色的管理委員會與私領域的

神明會架起各項慶典活動，在福德宮的祭典裡，土地公生分別有(農曆)二月初二以及八月十五日這二

天，尤以農曆八月十五最為熱鬧。福德宮廟委員會裡的主要幹部，每三年選一次，例如：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委員暨總幹事、委員暨總會計，方式是由委員之間互相推薦選出適合人選。由以上兩點

看出來，福德宮雖然規模不大，但已經是附近居民的信仰中心。另外，興安宮更有四個神明會，神明

會的「吃會」活動也讓興安宮祭典多了更多的凝聚力。 

第三，在祭祀圈理論的討論上，我們回顧了祭祀圈理論，並試圖檢驗林美容教授關於祭祀圈的指

標，經由芳名錄的分析，我們發現無論是福德宮或是興安宮，捐款姓氏比例的前五大大致與日本時代

北成戶籍資料相吻合，顯示北成聚落的兩間廟宇，其地方性和祭祀圈邊界仍是相當清楚的。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廟全記錄（本文附錄資料）為地方留下珍貴的文字與影像紀錄，而祭祀圈理

論的檢驗，與芳名錄分析的模式，可作為檢驗其他廟宇祭祀圈的研究途徑，對我們而言，寺廟研究是

認識台灣鄉土的絕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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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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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類 941031 綜三丙 許智雯 蘭陽平原埤圳調查以北成圳為例 第一名 

游珮玲 

社會科學類 941031 綜二丁 廖子依 羅東鎮北成福德宮調查報告 第一名 

李惠婷 

陳吟貞 

社會科學類 941031 綜三丙 何宜靜 北成聚落廟宇調查報告永福宮全記錄 入選 

陳宜品 

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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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類 950331 綜二丙 陳鈺蓉、郭學典 羅東鎮北成社區古厝形制調查 第一名 

游珮玲 

社會科學類 951031 綜三丁 何佩菁 開蘭福德廟祭祀組織研究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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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5/10/2005103112594058.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5/10/2005103113094294.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5/10/2005103114120092.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5/10/2005103117203615.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03/2006032910415573.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03/2006032911194060.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3111071494.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3123591399.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3114120586.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2717170777.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2717170777.pdf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31211623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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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二、承辦單位：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網路發展委員會 

三、執行單位：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 

四、專屬網站：http://shs.tngs.tn.edu.tw/essay/ 

五、實施目的 

  

  01.鼓勵同學閱讀、討論與研究，培養同學撰寫小論文之能力。 

02.提供同學研究報告常態性發表園地，促成研究成果分享，創造中學生做研究之風氣。

0 3.推廣圖書館利用教育，引導同學深度利用圖書館。 

六、實施方式 

  

  01.每個學期舉辦一梯次比賽，上學期截稿日期為每年之十月三十一日，下學期截稿日期

為每年之三月三十一日；各梯次比賽以截稿當天之年月日定梯次別，如「930331」、

「931031」、「940331」、「941031」……。 

02.所有參賽作品均需以「pdf」格式投稿於網路指定專區，非「pdf」檔留言參賽系統不

會接受。 

03.所有參賽作品規定於製作「pdf」檔之前，需先於文書處理軟體中以置中方式加入頁首

（文章篇名）、頁尾（頁碼），未依規定設定頁首、頁尾之參賽作品，視為格式不合，

將不列入評審。 

04.比賽採認證性質，由評審團訂定認證標準，凡合乎標準之作品即可獲獎。 

0 5.為鼓勵同學做研究與撰寫小論文，敘獎採多數獲獎方式，歡迎同學踴躍參賽。 

  

七、實施對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一、二、三年級同學自由投稿參賽。 

八、作品格式 

  

  01.作品內容格式規定如下： 

 

封面頁：含小論文篇名及作者資料（需獨立成頁） 

壹●前言 

貳●正文 

參●結論 

肆●引註資料  

  

02.參賽作品格式規則及說明詳見： 

http://shs.tngs.tn.edu.tw/essay/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3.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3.asp


 47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2.asp  

03.參賽作品實例詳見：（pdf檔）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2.pdf  

04.加入「頁首／頁尾」的作業流程（以 MS Word 為例）：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3.asp  

05.pdf檔製作說明區：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九、參賽方式 

  

  01.各校收到公文後，務請先上網登錄註冊，完成登錄註冊後，貴校同學方能進行投稿參

賽；為提昇行政效率，爾後如非特別重要之通告，將選擇以貴校於登錄註冊時所留之

e-mail通知，並於本專區保持相關通告資料，以供隨時瀏覽。 

02.各校上網登錄註冊之登入密碼為「*****」，登入後請自行設定填寫「學校帳號」、

「投稿密碼」與「管理密碼」及其他單位基本資料，登錄完成後，「學校帳號、投稿

密碼」請公佈予貴校同學知道，同學需先填寫「學校帳號、投稿密碼」登入方能投稿

參賽。 

03.同學參賽可個人單獨寫作參賽，也可組成小組共同寫作參賽，唯小組成員需同校同年

級，且最多三人為一小組。 

04.「學校帳號、管理密碼」為各校爾後對本校學生投稿作品進行修改資料或刪除檔案之

用，敬請保密。各校同學之留言請各校自行負責管理，敬請隨時上網了解貴校投稿情

形，如有不當留言，務請即時刪除。 

0 5.「投稿密碼」與「管理密碼」務請作不同之設定，以利管理作業。 

  

十、投稿期限 

  

  01.930331 梯次投稿日期：即日起至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三十一日 24:00 止；餘類推。 

02.務請於截稿日期前完成網路留言投稿參賽動作，屆時留言參賽系統會自動拒絕留言，

逾期不再受理投稿。  
  

 十一、評審方式及評審分工 

  

  01.所有參賽作品分年級評審。 

0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共同負責評審工作：凡有同學投稿參賽之學校經分配指定，需負遴

選教師擔任評審工作之責；未有同學投稿參賽之學校，如於評審工作上有需要，亦請

協助遴選教師參與評審工作。  
  

十

二、

敘獎方式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2.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2.pdf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3.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ost/register.aspx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ost/register.aspx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ost/register.aspx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ost/regis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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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梯次比賽分年級敘獎，各年級分別錄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入選等若干名，頒

發獎狀以資鼓勵。 

  

十

三、

著作權聲明 

  

  01.同學曾經參與其他單位（含校內與校外）舉辦比賽之作品，無論得獎與否，在不違反

原主辦單位之競賽規則下，歡迎投稿參賽。 

02.同學投稿參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之作品，在不違反另外主辦單位之競

賽規則下，歡迎另行投稿參賽。 

03.所有參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原撰稿學生所有。 

04.所有參賽作品，主辦單位擁有結集成冊或其他教育目的之使用權，不再個別通知，亦

不支付任何稿費。 

05.所有參賽作品內容之被引用，主辦單位有同意權。 

0 6.所有參賽作品，在標明作者資料與原網頁位址的條件下，歡迎非商業性質之自由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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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參賽作品格式規則及說明 

總說明： 

  

01.本資料如有不清楚的地方，煩請詢問貴校圖書館主任。 

0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採分年級評比分年級敘獎，歡迎各校一、二、三年級

同學踴躍參加。 

03.所有參賽作品均需以「pdf」格式投稿，非「pdf」檔留言參賽系統不會接受。 

04.作品內容格式規定：小論文之架構計分為「封面頁」及四大段落：「壹●前言」、「貳●

正文」、「參●結論」、「肆●引註資料」 

05.小論文貴在論述有據，條理分明，分析周詳，內容完整，只要各段落字數符合建議字數的

最低下限之要求，文章長短並非評比的根據。 

06.留言參賽時請依網路畫面說明進行留言，留言之版面編排務請： 

A.所有段落之標題皆單獨成行 

B.標題與段落之間空一行 

C.段落與段落之間空一行 

D.所有標題及段落文字皆靠左排列 

07.本資料的重點在於格式規則說明，雖因為了說明方便而需引用他文，然其敘述及內容等並

非規範標準。 

  

封面頁：含小論文篇名及作者資料（列印時需獨立成頁） 

  

關於「篇名」的撰寫說明： 

  

01.針對您所研究的主題，擬定一個適切的題目，即為「篇名」，建議同學於選擇研究主題與

擬定篇名時，即與貴校教師請教討論，同時多收集相關資料加以研讀，以便於正文討論時

運用。  

02.研究主題如與課業內容相關，可以帶來相輔相成的效果，那自然理想。  

03.然而您所選擇的研究主題也不一定要跟課業相關，若能跟興趣相結合，會有一股出自於自

己內在的研究動力，也是非常理想的。  

04.不過無論如何，在您的小論文中所顯示的研究態度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及結論是否得

當，才是決定您的作品是否會受評審肯定的關鍵。  

05.為免大而無當，論述失焦，在選擇研究主題方面，主辦單位的建議是「寧小勿大」，也就

是選擇一個特定單元議題，進行具體、詳細而完整的分析、研究。  

  

關於「作者」的撰寫說明： 

  

01.請仿下例，依「姓名。學校。年級班級」之順序編排，每篇小論文最多以三個人一組為限，

可以三個人、兩個人為一組，也歡迎個人單獨創作，唯作者超過三個人的作品視同違規，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http://shs.tngs.tn.edu.tw/essay/plan/essay_plan_00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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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參賽資格，不列入評比。 

02.同組同學必須同校、同年級，不一定要同班。 

  

篇名 

台南市電影院空間分析與消費型態研究 

  

作者 

湯亞蒨。私立長榮高中。二年一班

曾郁萍。私立長榮高中。二年一班

周亮辰。私立長榮高中。二年三班 
  

壹●前言 

  

關於「前言」的撰寫說明： 

  

01.正式的論文寫作在此處的內容主要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

範圍等等的概略說明。 

02.這方面同學如能涉獵，並於小論文中應用一些，當然最好，否則請同學於此處就為何選擇

你的題目，透過什麼方法、運用什麼概念進行資料搜集的工作，整篇文章的討論邏輯、架

構與範圍，以及想要達成的目的等擇要而寫。 

03.如前述所言同學若還有疑惑，不知如何下筆，在我們的小論文比賽活動中，建議同學將「前

言」當作您的小論文的摘要來寫也可以。 

04.「前言」的建議字數為介於兩百字至五百字之間。 

  

一個市場投入大量相同機能的商店後，其各個 商店之消費人口會相對地減少，尤其若在該地

區投入一個大規模的同種商業機能之商店，一定會對整個商圈狀態有重大的衝擊。當一個地

方有一定的利潤時，一定會 引起廠商投入其中來爭取利潤。而規模較小的商店，又如何求新

求變，來維持一定的營業水準，或就此倒閉了？台南市在 2002 年下半年，一連開了三家新影

城 （國賓、華納、派拉蒙）挾著新影城新設備，外商投資以及結合百貨等優勢，吸走了大量

原有影城的顧客，破壞台南市電影業消費型態的平衡，有些老舊的戲院（王 子、南都）面臨

倒閉，有些戲院以低價格來促銷，這些因素引起了平常愛看電影的我們的興趣，因此投入了

這個電影消費型態發展的研究。首先，我們利用假日實地 察訪四家電影院，深入地了解各電

影院間內部空間及地理位置的異同。接著，我們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分析消費人口選擇影

城的條件來了解消費型態的差異。並結 合先前內部空間及地理位置的差異，證實其對消費人

口的流動有很密切的關係。最後，根據這個結果分析各影城未來可能的發展及給予建議。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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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文」的撰寫說明： 

  

01.「正文」為小論文之主體內容所在。 

02.與 週記或一般作文不同的是，小論文乃是在公共領域面對大眾（乃至專業人士）的意見

陳述，為了說服讀者接受小論文中的種種觀點，小論文的任何內容都必須經得起 讀者的

種種質疑；因此應避免通篇只是依靈感隨興所至地抒發己見自由推論，而在內容上特別強

調相關資料的引用、彙整、分析、辯證，亦即需「引經據典」地進行 文獻探討（包括對

前人研究的回顧與分析），在形式上則宜以分層次分段條列方式處理，「正文」的表現是

否符合這些要求，將關鍵性地影響該篇小論文的成敗，當 然也會影響到是否能夠獲得評

審的肯定。 

03.「正文」之論述層次請參考下例，逐次依： 

 

一、 

01. 

A. 

a. 

 

並加中文標題，分層論述。 

04.「正文」中引用資料部份，請以（註一）、（註二）……等加註，並於「肆●引註資料」

加以說明。 

05.「正文」的建議字數為介於一千兩百字至三千字之間。 

  

一、各家影城分布區位及內部空間概述 

 

01.分布區位描述 

 

A.華納威秀影城 

 

位於台南市中區，結合大遠百百貨公司。鄰近新光三越百貨及 FOUCS 百貨……（略） 

 

B.派拉蒙影城 

 

位於台南市西區，結合新光三越新天地百貨……（略） 

 

C.國賓影城 

 

位於台南市東區及台南縣永康市之邊界，結合 HIHA 歡喜城……（略） 

 

D.南台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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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南市西區，中正路商圈內……（略） 

 

02.內部空間比較 

 

在裝潢上，國賓影城整體設計是以科幻世界來呈現影城的未來感，不管是售票處、販賣部還

是影廳入口，每一個細節都要讓觀眾彷彿置身星際大戰的想像空間中，傳 達出虛擬的太空意

象，希望觀眾到國賓影城都能感受到電影的戲劇性張力；（註一）華納為美式影城風格，層

層電扶梯而上，內部裝潢匠心獨具，讓人身歷電影情境 之中，觀眾可以來此盡情享受美式娛

樂文化；（註二）派拉蒙為南台灣首屈一指的美式現代化設計影城，無壓迫感的空間設計，

寬敞的大廳並提供座椅休憩等候； （註三）南台因年代較久遠，出入口的樓梯或通道則較顯

狹窄。 

 

二、問卷探討 

 

01.人口統計變數 

 

這次我們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來協助我們了解消費人口選擇的不同動機……（略） 

 

02.電影消費狀況 

 

A.票價低廉是否較吸引人？ 

 

在此問題中，四類問卷裡選擇南台戲院的消費族群有超過半數的人同意「價格低廉」吸引他

們去南台電影院觀賞電影……（略） 

 

B.常去的電影院是因為離家近？ 

 

在這個問題裡，常去國賓戲院的民眾同意的人數高出許多……（略） 

 

C.影城結合百貨會更吸引我 

 

這個問題裡，派拉蒙和華納影城的消費族群超過半數同意此一問題……（略） 

 

D.座椅較舒適的影城較受歡迎？ 

 

在此問題中，新進的三家影城所使用的豪華型座椅、挑高球場式座椅、情人專屬座椅……（略）

 

E.聲光效果較好的影城較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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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中，同樣也有超過 90%的人同意此一項目……（略） 

 

F.願意多花點錢進戲院看電影？ 

 

在這個問題裡，四家影城皆佔有相當比例的人選擇同意此項因素……（略） 

 

03.選擇電影院的重要因素 

 

在問卷中，我們設計了十一種影響消費者選擇戲院的因素……（略） 

  

參●結論 

  

關於「結論」的撰寫說明： 

  

01.「結論」的內容取向主要包括研究過程中所遇到或引發的種種現象思考、根據研究成果所

提出的問題，以及未來值得研究的方向。 

02.「結論」比較是放在大架構中的思考研析，觀點需具體明確，貴能釐清種種現象，提出新

的問題，並有自己的創見。 

03.「結論」的建議字數為介於兩百字至五百字之間。 

  

眾多影城在台南 市地區為了生存，而彼此互相競爭，各有各的優勢，各出各的奇招，都是為

了吸引顧客來消費。然而每個人對於看電影的訴求不同，所以四家影城保有一定的營業 額。

而由我們的問卷研究報告中，證實了四大影城分布區位和內部空間分布及其消費型態，確實

和消費人口的流動有密切的關係。新影城結合百貨，交通又方便，設 備又新穎，是南台影城

所不能比的，而種種電影院分布區位和內部空間因素，對電影院消費人口的流動有極大的影

響。聰明的消費者會因個人需求不同，而選擇適合 自己的影城，但畢竟華納、派拉蒙、國賓

三家影城皆開幕不到一年，是否能在長時間後仍能保有新影城新設備的優勢和南台抗衡，或

是會不會因為生意太好反而造成 不便的交通，降低競爭力，仍是值得考量的。而且以後要是

海安路地下街能開通，促進中正商圈發展，帶來人潮，而南台若能增添新設備，以及改善周

圍道路交通， 或許能讓影城更具有競爭力。所以未來台南市影城的發展和走向，仍是值得再

研究的議題，但可以確定的是，不論是價格的高低、影城的知名度還是朋友的意見…… 等，

影城所分布的空間位置，和其內部設備才是真正影響消費人口移動的因素。我們也期望在一

個良性競爭下，能為台南市市民創造出一個優質的假日休閒空間！ 

  

肆●引註資料 

  

關於「引註資料」的撰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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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由於小論文的重點在於援引相關資料進行討論，不僅要「言之有物」，也要「言之有據」，

因此每篇小論文皆需附錄引註資料。 

02.「引註資料」無論是出自於書籍、期刊、報紙、影音資料或網站資料皆可。 

03.「引註資料」需方便讀者依線索尋找原資料，如出自「書籍」，除作者與出版者等外，需

加註頁碼，如出自「期刊」需註明期數與頁碼，如出自「報紙」則需註明年月日，如出自

網站，需註明網站名稱與網址。 

  

註一、華納威秀影城 http://warner.whatis.com.tw 

註二、派拉蒙環球影城 http://www.ucicinemas.com.tw/ 

註三、國賓影城 http://www.atfilm.com.tw/ 

註四、《建築電影院》p.58。李清志著。創興。1993  

 



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九十五學年度社會科學研習營注意事項 

1.本營隊各場次報到時間如下，請於報到時間抵達上課地點。 

2.研習期間請穿著夏季制服。（7/5 參觀宜蘭縣海岸地形請穿著運動服、短袖上衣、長褲） 

場次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服裝 
講座：7 月 4 日 上午 8：00 弘道樓四樓 08：00~16：00 羅東高商 夏季制服 

參觀：7 月 5 日 上午 7：40 弘道樓一樓 07：50~16：30 宜蘭縣北關至南
方澳 

夏季運動服、
長褲 

實務：7 月 6 日 中午 12：00 弘道樓四樓 08：00~16：00 0800～1200 各小
組前往各研究地
區，1200 至本校
弘道樓四樓會議
室報到 

夏季運動服、
長褲 

3.研習期間請勿缺席、曠課或蹺課，以維護研習品質與掌握同學安全。 
4.輪值公差者，請共同負責該時段內所有後續清潔及臨時交辦之事項。 
5.校外參觀請注意安全，若有任何問題請隨時聯絡營隊輔導老師。 
6.全程參與之同學，研習完畢將頒發研習證明。 
7.歡迎同學攜帶相機紀錄活動，可以將活動照片放入心得報告中。 
8.本活動名額有限，若你確實無法參與，請於 6 月 30 日上午 10 點前告知綜高組，無故不到

或研習開始後不予退費。 
9.若遇颱風警報宣布宜蘭縣停課，則日後補開課程或退費。 

～期待你自社會科學研習營中領會到區域地理實查之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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