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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西吉嶼圖。（引自 望安鄉區域圖）

圖2 西嶼坪圖。（引自 望安鄉區域圖）

圖1. 澎湖圖1.南方四島位置圖。（本研究套繪）

島嶼邊緣．邊緣島嶼─
澎湖南方四島人文聚落
Edge of The Island - Settlements in The Four Southern Island of Penghu
楊博淵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Yang, Po-Yu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of SHU-TE University 

摘要

澎湖縣望安鄉的東嶼坪、西嶼坪、東吉嶼、西吉嶼

（文中簡稱為澎湖南方四島）等四個小島，地處邊陲

而受現代化與社會化影響小，現狀海、陸域保有不

少的自然生態之外，尚有與島嶼環境共構的人文資

源，值得我們瞭解與探究。

前言

查尋臺灣地圖時，稍不經意就會錯過的澎湖縣望安

鄉南方東嶼坪、西嶼坪、東吉嶼、西吉嶼（含鄰近島

礁，如圖1）地區是冷、暖洋流的交匯處，海洋珊瑚礁

生態環境體系造就了豐富的漁場；同時，四島地處臺

澎往來水道的指標地位，為早期先民橫渡海象險惡的

東嶼坪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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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水道（俗稱黑水溝）來臺（台江、安平一帶）的標的

與中繼站，對於漢人移民臺灣拓墾，或者日治時期臺

灣航運史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只是時空變遷，島

嶼渺小又邊緣化使然，逐漸受國人忽略淡忘。

島群的自然環境

東嶼坪、西嶼坪、東吉嶼及西吉嶼形成於發生在

中新世的澎湖火山活動，大約距今約1700萬到800萬

年前，熔融的岩漿溢流而出逐漸冷卻後由頂部和底

部開始產生多角狀的收縮裂隙，構成今日澎湖群島

大部分地區由玄武岩岩柱所形成的獨特地質景觀，

經過長時間的海陸升降與風化作用，地形平坦起伏

不大。四周海域有中國沿岸流、黑潮（Kurishio）支流

與南中國海季風流交互作用，匯集於澎湖海域。澎

湖南側有水深不及25公尺的臺灣淺灘，東吉嶼東側

則是水深100到200公尺深的澎湖水道，海底地形向

南開展並加深，因季風與洋流作用下，經常波濤洶

湧，即是俗稱的「黑水溝」。

澎湖南海的水溫適宜，淺海地質大多為玄武岩，

堅硬底質適合珊瑚附著生長，不論是石珊瑚或軟珊

瑚在澎湖南海的四島海域仍分布廣泛，平均珊瑚覆

蓋率可達40~50%（自然資源調查；海管處）。除此之

外，四島週邊海底地形平坦，海底深度下降平緩，有

些地區自海岸向外延伸超過十公里都是適合珊瑚生

長環境，因此珊瑚及其形成的珊瑚礁，可說是四島

海域生態系的基石。

長久以來，地景地質、海洋資源和島民生活即有密

切的關聯，自潮間帶的螺貝、藻類的採集，乃至海域

豐富的漁產皆有賴於發達的珊瑚礁生態系所賜，也吸

引了魚群及小管常在夏季鰮魚期及冬季鰆魚盛產期

洄游於附近海域；傳統的澎湖房舍建築多以各類形狀

之「硓𥑮石」（石珊瑚骨骼）與貝殼海沙為組構建材；島

嶼各地菜園農作區常見的擋風牆，也多以珊瑚礁塊所

砌成，可說是與島民生活無法分離。

然，地處邊緣地帶而不易到達的澎湖南方四島，

在區域環境特質之下，各自發展了留滯島嶼居住的

漢人聚落，所受近現代化的層面影響較小，仍然保

有不少在地生活文化而少有文獻記載或研究觸及，

2014年成立為海洋型國家公園之際，我們試著以現

狀與史料來瞭解其人文聚落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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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嶼坪（東坪村）

（一）基本背景

東嶼坪全島面積為448,954平方公尺，位於望安島

南方偏東之處，屬望安鄉之離島，現今長住者不過

6~10人，西面與西嶼坪相對約距800~1000公尺，屬

同一地緣的生活圈。

據昭和6年（1931）的調查，嶼坪（含東、西嶼坪）共

有72戶，385人。比對日治晚期針對澎湖各社里所做

的姓氏統計，望安庄的嶼坪共225戶，可見人口戶數

有所成長，其姓氏總數9個，其中第一大姓呂姓116

戶，占52％；第二大姓陳姓69戶，占31％，其他40戶，

17％計六姓及日本人一戶。民國83年12月戶籍統計，

共9鄰94戶，人口227人，但常住在島上的人口不足

百人，餘多住馬公市，各姓氏分布，以呂姓為大

東嶼坪的傳統民宅（澎湖厝）

姓。生計產業發展方面，根據昭和7年澎湖廳水產課

對於該島的水產業調查結果，島民過著以漁業水產

業為主，陸域農業為輔之傳統生活。

（二）環境與聚落

東嶼坪有南、北二塊高地，因船隻由南面出入故

南山又稱為「前山」，北山則又稱做「後山」，兩山之間

的坳地至坡頂紅土區有先民開墾的梯田式耕作地，

以金龍塔和池府塔之間的坳溝地形，界分「溝東」、

「溝南」與「溝北」幾個地區。東嶼坪聚落房舍除零星

落戶於南端，其主要分布於島嶼西邊臨海灣之狹長

腹地，自南端港口與池府宮（村廟）向北延伸，聚落形

式呈長帶狀，房舍大致坐東朝西以面海。鄰近港口

之房屋聚集地至嶼坪國小側的房舍區域叫做「下厝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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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嶼坪港口塔仔

池府塔

東嶼坪聚落的空間層次由外向內大至可區分為：

海、港口、沙灘、廟、「社里」（聚落）、「塔」、前山、「菜

宅」、後山、「墓仔埔」等，從生活機能來看即為生計、

信仰、居住空間三大層次。

東嶼坪聚落房舍集中在島嶼南側、西側有限的濱

海腹地，建築物以當時移民上岸的先後順序，從港

口、下厝仔開始由南向北延伸發展，形成帶狀分

佈。東坪村主要姓氏以呂姓居多，其次為鐘、陳、朱

等姓氏。

東嶼坪宮廟（池府廟） 龍虎湖─金龍塔

（三）重要建築物

1. 池府廟：位於東坪村46-1號，在村落的最南，坐東

朝西。主祀池府王爺，其誕辰為農曆六月十六

日。後因蕭府王爺興乩童，故更名為「蕭府廟」，民

國87年（1998），因蕭府的乩童過逝多年，廟中大

事均由境主池府王爺主導，因此又改為「池府廟」。

2. 金龍塔：鎮煞之信仰紀念物，位於沙溝仔的東

方，臨近海灣，於民國80年（1991）年改建為現在

以水泥建造三階的圓錐狀塔，外圍砌有石牆。其



20 2014 臺灣博物季刊 123 33卷．第3期

菊 島 秘 境
澎湖南方四島特展

Mysterious Pescadores
The Four Islands of 
Southern Penghu Exhibition

東面牆有加高，顯然欲將該沙溝首端阻塞，達到

辟邪效果。塔高約6公尺，外觀漆紅色，兩側文

字為「龍虎湖」及「金龍塔」。

3. 池府塔：鎮煞之信仰紀念物，在沙溝仔的西岸附

近，於民國54年（1965）所建的一座水泥塔，其高

度約6公尺，底部為方形的基座，上方再以水泥

塑一瓶狀建物，頂端為一水泥柱，上方刻寫「池

府塔」。

4. 傳統民宅（澎湖厝）：呂、鐘、陳為聚落大姓，現

存各有一處之民宅，閒置亦有損壞，為典型「一

落四舉頭」建築形式，含周邊（便所、水井、圈舍、

小祠等）生活設施，具在地生活空間文化特色。

5. 嶼坪國小：位於東坪村47號，創立於民國38年

（1949）九月，至民國87年（1998）六月報准撤

校。現嶼坪國小經重新改建及整理，再利用為

「旅遊休憩中心」，以提供來訪遊客島上資訊。

6. 防空洞：位於南、北山中間低凹處的土壕洞，據

當地居民表示，此土壕洞為人工挖掘，為早期做

為防空避難用，洞內相互通連，雖經長年的雨水

沖刷和泥土堆積，殘跡仍存在。

西嶼坪（西坪村）

（一）基本背景

西嶼坪於東嶼坪約800~1000公尺的西北方，面積

約為340,700平方公尺，因地理位置緊鄰，自古以來

關係密切，合稱「半坪嶼」或「嶼坪」，均同因位處僻

遠而墾殖較晚。西坪村的行政沿革同於東坪村，直

至民國55年（1966）4月1日，將嶼坪村劃分為東坪、

西坪二村。

根據現地訪查，西嶼坪長住者不過4~5人，完整的

房舍不到十棟，一個戶籍裡往往登記了十幾戶的人；

當地主要的大姓有陳姓、蔡姓和呂姓。從西嶼坪搬

離的人大多遷居到馬公、高雄和臺南等地；馬公市

三多路一帶有一群西嶼坪人聚居。

（二）聚落環境

西嶼坪為「方山」地形島嶼，碼頭位於島嶼的東南

方，受限於地形腹地，聚落建築無法聚集於港口，故

選擇坡頂平坦處定居發展，現房舍多半閒置或廢

棄。島上的主要交通路徑是由東南方的碼頭往北向

而行的道路，穿過聚落可到達北邊的海岸，其餘舊

的步道由於長久無人行走，加上沒有管理維護，雜

西嶼坪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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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之傳統民居（澎湖厝）西嶼坪宮廟（華娘廟）

草叢生，已不容易辨認。從地形位置及居民的生活

形態來看，由島上主要的進出口向坡頂聚落延伸可

分區為：海、港口、廟、聚落、「宅仔」、墓仔埔、土地

公宮仔；從其生活機能來看，即是分為交通、信仰、

居住空間、生計等四大層次。

西嶼坪具人文價值的重要標的物，以面對港口及

東嶼坪的「華娘廟」（村廟）最明顯，其次是位於島嶼

北面羊箍港的「福德廟」，座北朝南面對一山坳地形，

尚有硓𥑮石牆殘跡的梯田式耕作地；此外，陳宅是

全島僅存的一座傳統澎湖厝。

（三）重要標的物

1.華娘廟：西嶼坪信仰中心位於碼頭附近，創建年

代不明，民國58年（1969年）於原址重新翻建。華

娘廟早期主祀神為華娘，附祀武帥、媽祖、三太

子及陳將軍等。

2.陳姓傳統民宅（澎湖厝）：島上現存唯一之傳統民

宅建築，有居住使用亦有部分損壞，為典型「一

落四櫸頭」向外增建的形式，含周邊（便所、水

井、圈舍等）生活設施，具在地生活空間文化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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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吉嶼

（一）基本背景

東吉嶼是南方四島當中面積最大的島嶼，西北側與

鋤頭嶼相對，許多史籍都有記載該島嶼，杜臻《澎湖臺

灣紀略》中即提及「東吉嶼」。高拱乾《臺灣府志》「由此

而東，乃西吉嶼、東吉嶼（舟人所謂甘吉是也）。⋯⋯彼

東西二吉，渡海者，風無論南北，船無論往來，必知由

是路始能入是門；是東吉、西吉，又入台之指南車

也。」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中亦云：「東、西二吉，渡海

時必驗此以定去向；乃入台之指南車也。」《澎湖廳志》

提及，「凡臺、廈往來船隻，以二嶼為標準」。意指東吉

與西吉嶼是臺灣與廈門往來間的重要指標。東吉嶼的

土地面積，據昭和5年《澎湖事情》之記錄，土地面積為

141.5405甲，分為佃地、宅地、原野等。

由於「東吉、西吉二嶼，流迅而礁多」，且「中有鋤

頭增門，水勢洄簿，流觸海底礁石，作旋螺形。舟行

誤入其險，倘遇颶風，瞬息衝破；若無風可駛，勢必

為流所牽；至東吉下，謂之入溜，能入而不能出矣。」

日治時期打狗港完成後，出入該港的船隻應利用

澎湖水路，但該水路暗礁多，潮流急，無人敢從此水

路經過，當時有感東吉島周圍海域暗流險礁繁多，頻

頻發生海難，為求航運安全，《臺灣日日新報》提及：

澎湖海路。緣瀿甚急其變化亦極激烈。且暗礁頗

不鮮。故航駛本島西沿岸之輪船。不得利用距澎湖

海路較近者。而須紆行澎湖島始可得焉。似此微特

不經濟。且頗不便。應如何為之。頗為通信當者所苦

東吉嶼東吉聚落

慮至今次始成案。其梗概。蓋澎島南海面距安平西

方約念六海里之海上。有澎湖列島之一。曰東吉嶼

者。擬於斯建一大燈臺。而燃放燭方光以便航行該

海陲之輪船。此外則於裹正角、塭港堆及胡藔附

近。各設簡便之「亞西之鄰」瓦斯燈臺以與東吉嶼燈

臺相對峙。如是為之則出入安平、打狗兩港之船

舶。可矣航行滯礙。經確定於來年度。先建造東吉嶼

燈臺又該航路沿岸全線約近五十餘浬。

所以臺灣總督府便在東吉嶼設立燈塔，東吉燈塔

即於明治44年（1911）8月13日完工使用。

在《澎湖廳志》出現「臺灣府澎湖海防糧捕廳網垵澳

東吉嶼社」，由此觀之，其聚落發展甚晚。根據日人的

調查，東吉嶼本無人居住，直到清中葉才有鄭誥從花

宅鄉移住，之後又有網垵鄉的呂邦鄉遷居至此，也逐

漸形成聚落，明治44年時，總共有戶數148戶，人口共

844人（男434人，女410人）。大正2年（1913）在東吉嶼著

手興建東吉嶼警察官吏派出所，並於大正3年4月啟用。

明治28年（1895）時，改稱澎湖島廳網垵澳東吉嶼

社；明治30年改為澎湖廳網垵辦務署網垵澳東吉嶼

鄉；明治31年、34年及42年，行政組織先後易名為

「網垵出張所」、「網垵支廳」及「網垵支廳網垵區」，但

「網垵澳東吉嶼鄉」始終未更改。大正9年（1920）地方

行政制度改正，改稱望安庄東吉嶼，戰後由於規定

村的設立必須以150戶為原則，所以將東吉與西吉合

併為雙吉村，但民國39年（1950）實施地方自治後，

雙吉村在民國40年2月1日分為東吉村與西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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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發展方面，《澎湖志略》中有提及，「東吉、西

吉、半坪嶼、花嶼⋯⋯請牧羊」即在清領時期，本島

有牧羊。另外，日治初期以漁業為主，並習慣將魚貨

以鹽巴醃漬方式加以處理後，輸往臺灣。婦女及老

幼則以農耕為主。昭和5年時，東吉嶼的產業發展以

漁業及水產業為主，具有相當規模的船隊，日治後

期，由於為澎湖群島中最東且與臺南距離最近的島

嶼，船隊與臺南之間的商業來往相當密切，亦為四

島當中經濟與生活條件之最。

（二）環境與聚落

東吉聚落為集村，主要座落於島西面南北兩大高

地之間的坳地，以村廟「啟明宮」為中軸線，房屋群

向內陸與兩側展開，建築群大致排列整齊，坐東朝

西面海，集中於港灣腹地，島民不少戶籍仍在但常

住臺灣本島，住屋多半閒置，且多棟建築有半毀損

或倒塌情勢。往南虎頭山方向行經的路上亦有幾戶

住戶；而在島的西側下段是早期衛生所和早期東吉

國小的舊址，沿學校前的緩坡路段向上行，則是通

往燈塔、耕作地和放牧區。

東吉嶼聚落的空間層次由外向內大至可區分為：

海、港口、沙灘、廟、虎頭山（塔）、社里、菜宅、放牧

區、墓仔埔、燈塔、「兵厝」等，從其生活機能來看也就

是分為生計、信仰、居住空間、公共設施等四大層次。

（三）重要標的物與空間

1.啟明宮：又名「東吉廟」，位於東吉村72號，座落

於村里的中央，坐東面西，前臨東吉漁港。啟明

宮供奉主神徐府王爺，其誕辰為農曆十一月廿七

日。從廟中文物及其碑匾的年代，可確定啟明宮

在嘉慶十三至十六年（1808∼1811）間及同治十

一年（1872），應曾分別修建過。而較近期的則是

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重修及民國六十一年

（1972）的修建，將現今的廟基填高。民國八十九

年（2000）三月，該廟再進行廟頂翻修。

2.東宮：又名「公媽廟」，東吉村35號，在東吉村落

東南方約600公尺，位於公眾戶下戶的南方，為

全村公有的小廟，坐西朝東。原供奉萬善爺（俗

稱「鬼王」），因人口外流而無人供奉，現神像已迎

往高雄市的「澎湖啟明宮」。

3.夫人宮：又名「夫人媽宮」，位於東吉村落南方的

小廟，坐東朝西，供奉夫人媽，亦為全村公

有。傳說因早年在現廟址前挖掘到一副骨骸，村

人乃再將其安葬，並於其東方建廟奉祀。

東吉宮廟（啟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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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虎頭山塔：建於東吉村落西南方的虎頭山頂，該

塔坐東南朝西北，面對西吉島，為一底部正方

形，塔身圓形，混凝土粉刷的兩層塔。塔底正方

形各邊長140公分，高114公分，塔身底面直徑

130公分，高412公分，塔頂豎立太子爺神像，總

高656公分。

 5.東吉燈塔：建於東吉嶼北方的尖礁上方，標高47

公尺的高地，為財政部關稅總局海務處所管

轄。由於東吉嶼附近海域暗流險礁密布，海難事

故頻傳，日本進據臺灣後，於明治四十四年（清

宣統三年，1911）在東吉嶼建造了東吉燈塔，是日

人在澎湖群島所興建的第二座燈塔。塔身以鐵造

圓筒狀，外表漆成白色，裝設五等電石氣閃光燈，

2秒閃光一次，光力為800支燭光，見光距離為19

浬（約35公里）。民國七十九年（1990），改用旋轉

電燈，光度為750支燭光，每12秒閃光一次，是行

駛臺灣海峽南北船隻定位導航及緊急救難的指

引目標。

虎頭山塔 東吉燈塔東吉洋樓式民居

東吉嶼洋樓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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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東吉島氣象站：設於東吉嶼西北方崡頂高地的西

南，隸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其前身是設於民國

四十八年（1959）二月六日的風力觀測站。為加強

風候情報之供應，利於航行之安全，民國五十一

年（1962）將其改為東吉島觀測站，民國七十八年

（1989）七月一日更名設立測候站，後再更名氣象

測站，現名為東吉島氣象站。

7.望安國中東吉分部：位於東吉村落西北方的崡頂

高地，民國五十七年（1968）六月奉臺灣省政府核

定籌設，為望安國中所轄三分部之一，於該年九

月上旬全部竣工。由於東吉村人口逐年銳減，學

生人數亦隨之逐屆減少，至民國七十九年（1990）

六月，因無應屆畢業生，而八十學年度（1991）六

月，僅有的三名學生畢業後，無新生入學，故自

八十學年度起，東吉分部便宣告停辦。

8.東吉國小：東吉村6號，位於東吉村落的西北端，

設立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四月，原屬於望安公

學校東吉分教場。因村中人口逐漸外流，學齡兒

童也逐漸減少，民國八十年（1991）二月併為望安

國小東吉分校。同年六月，全校唯一的學生畢業

後，東吉國小也隨之走入歷史。

9.日軍砲兵營房遺址：在隩房的西方岸壁上有一處

名「石碗腳」，其西南方約150公尺處，有日治期

駐守東吉嶼的日軍砲兵營房遺址，村人稱為「兵

厝」，其瞭望台至今仍殘在。

10.防禦棧道（當地稱之風林）：日治時期日軍要求

所有東吉人都必須負責參與造牆的工作，雙層石

牆所形成棧道是環島一周的防禦工事。

11.傳統合院與洋樓民居：以林、陳、許為代表之傳

統合院或與洋樓形式折衷之民宅建築，蔚為特

色。

六、西吉嶼

（一）基本背景

西吉村已廢村，西吉嶼位在望安島的東南方，兩

者相距約16公里。高拱乾《臺灣府志》以後的史籍中

始對西吉嶼有較詳細的敘述。西吉嶼由於和東吉嶼

等開放拓墾較晚，其行政名稱也遲至《澎湖廳志》中

才出現。

明治28年（1895）時，改稱澎湖島廳網垵澳西吉嶼

社；明治30年（1897）改為澎湖廳網垵辦務署網垵澳

西吉嶼鄉；明治31年（1898）、34年（1901）及42年

（1909），行政組織先後易名為「網垵出張所」、「網垵支

廳」及「網垵支廳網垵區」，但「網垵澳西吉嶼鄉」始終

未更改。大正9年（1920）地方行政制度改正，改稱望

安庄西吉嶼，戰後，將東吉與西吉合併為雙吉村，民

國39年（1950）雙吉村在民國40年2月1日分為東吉村

與西吉村。

日軍「兵厝」 西吉嶼聚落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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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嶼的人口，根據昭和6年（1931）的統計，共有

66戶，350人。另一方面，依據內政部在民國83至84

年間整理之日治時期戶長資料的統計，望安庄的西

吉嶼共187戶，姓氏總數9個，第一大姓陳姓110戶，

占59％；第二大姓吳姓33戶，占18％；第三大姓許姓

17戶，占9％；其他27戶共計6姓，占13％。

產業發展方面，該島是以漁業及水產業為主。除

漁業及水產業外，亦有農業發展，根據昭和7年的調

查，島上農作以黍為主，落花生、甘薯次之。

由於生活條件不佳，人口於民國50年代末期銳減，

在政府的輔導下，居民於民國60年代中期陸續遷離

成為無人島，是澎湖第一個遷村的島嶼聚落。

（二）聚落環境

西吉嶼的微地形北高南低，最高點為煙墩山23公

尺，屬於平坦的方山地形，坡度較陡處集中於島嶼

北側。聚落主要分佈於煙墩山山腳下勉強可避季風

而面海灣之區域，略向島嶼東南端延伸至海岸港口。

西吉嶼於民國67年7月1日由政府輔導遷村，87年6

月29日修正戶籍法廢除本籍登記，現今島上無人居

住，僅存早期放牧的羊隻及過去聚落的遺跡。

西吉村聚落住屋集中在島中央偏東南方，即從煙

墩山山腳下開始向東的砂垵發展，再延伸向東南邊

的西吉港仔方向發展（此處僅有四棟民宅建築，且距

離聚落群較遠，當地人稱其為「下厝仔」）。聚落空間

層次大致可分為：海、港仔、砂灘、廟、聚落、菜宅、

山頂、山腳、塔、墓仔埔等，從生活文化層面來看，

即是分為居住、生計和信仰空間三大區塊。

由於自民國58年以後西吉人口逐漸銳減，政府因

而有遷村的計劃，成為澎湖第一個遷村的島嶼聚落，

現島上已無人居住，聚落建物多毀壞傾倒，聚落內

外的連串道路也因雜草叢生而被覆蓋，島上的人文

景觀在風雨侵蝕下也逐漸圯毀，亦無相關文獻記錄，

僅能從現存遺跡、田野訪問及地名以判斷過去聚落

生活概況。

（三）遺構建築與標的物

1.西吉宮：即池府廟，原位於西吉村24號，規模不

大，但頗具特色，廟正前有八卦門牆，並豎立兩

支旗杆。民國67年（1978）西吉遷村，為使香火延

續，村民乃聚資在馬公朝陽里文林街61號購屋，

將原廟遷至現址。主祀池府王爺，其誕辰為農曆

六月十八日。該廟現雖遷至馬公市，但仍為西吉

村民的信仰中心。

2.東吉國小西吉分校：設立於民國37年（1948）三

月，當時稱西吉分班，屬東吉國民學校。西吉村

遷村前，學生人數約僅有20餘人，當時多數均轉

往馬公中興國小就讀。

3.安全寶塔：面臨西吉嶼東方的海灣，座落在村東

海岸俗稱「大井腳」東方的平坦地上，塔東北50

公尺有「彎墩頭塔」，塔東南 60公尺有「沙溝

塔」。為一由疊石砌成的錐狀圓塔，高5.86公

尺。塔前立一水泥碑，碑文左邊為：「西吉村安全

寶塔」；上部構造原有一可供放置玻璃罩的煤油

燈，西面並各留有小洞口，使燈光照射出，其東、

南二口燈光圭臬，此時船隻便可泊碇，所泊地點

堪稱安全無虞，故該石塔應亦屬導航的燈塔。

4.西宮：位於西吉村落的西方（原西吉村57號），在

西吉分校的前面，麒麟寶塔的北方約200公尺，

是一座小廟，供奉主神為官人及黃大媽（其誕辰

均為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現神像奉祀於馬公市

西吉宮內。西吉嶼西吉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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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彎墩頭塔：根據黃有興老師所著《澎湖的辟邪祈

福塔》中的調查記載，因東吉島的地形其外貌很

似「蟳」，西吉人稱為「蟳穴」，建此塔的用意，是

為了對付東吉蟳的螯，村民咸信螯的腳張開，會

對西吉島產生不利的影響，為庇佑西吉村民安居

樂業，因此建塔以反制東吉的蟳螯。

6.沙溝塔：根據《澎湖的辟邪祈福塔》中記載（黃有

興，1999），據陳與能說：「民國五十年左右，西吉

嶼出生的嬰兒，約有十分之七眼尾會帶些紅色血

絲，俗稱『紅眼睛』，一直到小孩『週歲』才會自然

消失，島民紛紛傳出，此西吉嶼對面的東吉嶼南

邊有一座山頭名曰『虎頭山』，其外形宛若一隻老

處，面對著西吉島所致，為了反制該威脅而建此

塔。」

7.麒麟塔：據調查，「該村四周海域經常發生海難，

尤以四十五年農曆十月十四日，季風強達八、九

級，在『東坪尾』俗稱『瀨仔』的地點，發生海難，

死亡最嚴重，計有一百一人死亡及失蹤，僅六人

幸運獲救，因而顯得該嶼南側海岸陰氣深，傳聞

常『鬧鬼』，後經七美鄉東湖村陳金長的神壇羅府

千歲指示建塔鎮守，庇佑西吉島民。」建塔的最

主要目的在鎮壓煞氣。

展望與期許

澎湖南方四島雖地處邊緣又有著島嶼資源的限制，

但不論在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上蘊藏了特殊的島嶼

生活經驗及歷史文化層面的特色，人文生活圈不僅

限於集居的聚落，其生活與空間環境資源緊密依存

互動，從人的生存條件來看各島嶼（陸域觀）仰或是

澎湖南海島群（海域觀）皆表現了漢人移民社會的需

求與文化詮釋之場域特色，值得我們從環境保存、

保育的思維來友善對待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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