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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常說生長在一個地方，不可不了解地方事，在日常生活中，對於自己出

生、成長的地方我們瞭解多少呢?其答案是否定的。而也因常不去瞭解，所以當

有人問我，你是哪裡人的當下，我心虛了。「觀音」——一個富有大慈悲心與愛

心的地名，祖先幾百年來就在觀音菩薩的護佑下，發展出與其他地方不同，且具

有特色的文化，一點一滴的流傳，成就了一地的繁華。「草漯」一個有別客籍的

閩南聚落，又有甚麼不同的文化呈顯呢？因此，吾人希望藉著了解「觀音」鄉的

地名同時，也能知道「草漯」之由來，與其發展，去瞭解自己生長的故鄉，延續

地方文化的發展。 

 

一、研究動機 

 

記得在上台灣史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曾提及，每一個地方的地名，之所以

會這樣命名，一定有它的典故，例如：「北投」、「南崁」、「芝芭里」與平埔族有

關，「三張犁」、「金六結」與清領時期移墾有關，「埤頭」與水圳有關等等，而我

的家鄉——「觀音」鄉呢？「草漯」這個有趣的地名又怎麼來的呢？心裡油然升

起一股探討與了解自己故鄉的動力。 

 

二、研究目的 

 

現在的人很少會去真正了解自己鄉土的文化，即便是現今的我們，到目前為

止，每天朝夕相處於我的家鄉，我也不怎麼了解。更別說，很多離鄉背景在外地

工作的人，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會回到故鄉，短暫的時間，又能真正了解多少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間廟宇的創建由來，慢慢了解一個地方的開發史。所以藉由這

次的機會，讓我們去更加了解，自己鄉土的文化及其地名之由來和發展，使增加

自己對故鄉的認知與瞭解 

 

三、研究方法 

 

上網搜尋有關觀音鄉的地名之由來和發展之資料，参考圖書館的書籍和詢問

家中年長的長輩，到廟裡参考文獻資料，經過記錄、整理、討論、歸納最後得到

我們所要的結論。 

 

貳●正文 

 

一、觀音鄉地名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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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疊青山翠，清清石上泉。巍峨觀音現，靈秀旁桃源。第是山山繞，男女

濯塵緣。悠悠神仙地，千載共涓涓。」(甘泉寺沿革拮錄) 

 

據寺廟記載：「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零年)農曆二月十九日，甘泉寺

的右方有一水塘，今為名貴母坡塘，是日晴空萬里，忽有一聲霹靂，天降豪雨，

塘上湧出一石像，其形如神尊，載浮載沉，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一農夫撈起於坡

旁，築一草寮供祀之，三天後，神靈降乩謂眾曰：石像及石觀音佛祖，以救苦救

難，普渡眾生降臨凡間。」此後即清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四月間，當地仕紳

募款建造簡樸廟宇一座，因寺旁有一水窟湧出一道清泉，其水清澈，飲之甘甜如

飴，相傳泉水可以治病，於是泉水的神跡，竟不脛而走傳遍全台，也因甘泉水顯

跡著稱，遂命名「甘泉寺」供奉主神「石觀音佛祖」觀音鄉，舊稱「石觀音」，

1920 年台灣地方改制，改為觀音庄，隸屬新竹州中壢郡。於 1946 年改名為觀音

鄉。 

 

觀音鄉因地理環境與拓植時期種種因素，自然形成三大發展區------

觀音、草漯與新坡區。閩、客族群在這三大區域中各自形成不同的文化

呈現。其中草漯這地名也最令人感到興趣。 

 

二、草漯地名之由來及保障宮 

 

(一)草漯地名之由來 

 

草漯位於觀音鄉的東邊，與大園鄉許厝港相鄰。草漯惜日多沼澤地，低漥積

水而生長出許多野草，先民踏草而過，每次都必須割草鋪地才能勉強通過水沼

地，因而感到十分勞「累」，並在字典中找到部包含「累」的漯字，因而興奮成

就了「草漯」這個地名。但當地人還有一個很文雅的解釋，是說先民來自澎湖謂

其草為長生不老草；漯乃由三點水、田、系合成，先民在此遇無極仙翁降世，三

日後沐浴潑水於凡塵，成三池水；引水灌田，植桑緇絲，其絲極細，慧眼始可見。

漯讀成ㄊㄚˋ，常被誤念成螺，甚至有人以誤為正，說早年濕草間多螺，故名，

後訛螺為漯，真是黑白顛倒之說，現今的人看到如此特殊的字，都還是會不由自

主的唸成ㄌㄨㄛˊ。 

 

然而草漯地方幾百年來的平安與和諧，卻有賴保障宮中的主神——媽祖的庇

佑。 

 

(二)保障宮 

 

保障宮於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草漯村民楊兜於海邊拾得一媽袓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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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供奉在家裡。咸豐四年（１８５４）草漯與保障村民發起建廟，因廟身坐落

於保障村內，故名之為保障宮，其所奉祀的媽祖金身，原是安奉於船上的「船仔

媽」，相傳於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５０），由福建湄州分靈，極具歷史價值。舊廟

地來自：草漯村呂姓祖先呂俊葉先生捐獻土地二百二十坪。興建『草漯保障宮』

之用地。 

 

現今擁有宏偉外觀的保障宮是西元 2003 年改建完成的新廟身，根據廟方記

載，西元 1994 年，因台 15 線西濱公路進行拓寬工程，保障宮的舊廟身遭拆除，

歷經 9 年的大規模改建工程，新廟終於完工圓醮，成為代表地方文化及信仰中心

的廟宇。 

 

保障宮為鄉草漯地區中九村的信仰中心(包括草漯、塔腳、富林、保障、廣

福、新坡、溪海、和平、樹林等九村)於每年農曆七月由九庄輪流值年，辦理廟

會活動，與辦神豬比賽等普渡活動，進幾年來為增加地方文化氣息，每年的廟會

活動都有所不同，這樣的傳承一種文化的方式，不但讓地方增添傳承文化的氣

息，更是讓村民在廟會活動時凝聚向心力，為地方共創榮景。 

 

三、人文與自然發展 

 

由於近年來政府推動一鄉一特色，觀音鄉蓮花產業推動成功，遂發展成「蓮

花季」的特色，從 2008 年到目前為止已舉辦過四次的蓮花季，年年吸引了不少

外地來的遊客來此地遊玩，為地方帶來經濟和文化上的氣息。 

 

觀音鄉大致習以分為三區(觀音區、新坡區、草漯區)觀音區靠近新屋，多為

客籍移民，草漯區因深受大園鄉影響，多為閩南籍的移民，說的是閩南語，新坡

區為閩南與客家人混居為主，多為混雜，閩客語通用。 

 

觀音鄉是桃縣重要農業鄉市，多為務農居多，而也發展出以觀光休閒為主的

農場，增加鄉內地方的休閒活動。由於時代的變遷，觀音鄉漸漸的從農業轉變成

工業的鄉市，鄉內就有兩區工業區(觀音工業區、草漯工業區)觀音鄉內有曾重金

屬的污染稻米的事件，嚴重影響鄉民的安全以及健康。 

 

然近觀音海水浴場外海發現，從大園鄉的內海村經觀音鄉，南至新屋鄉，均

有零星珊瑚礁層分布，最大的一片位於觀音海水浴場南側，退潮時，露出長約有

百公尺，寬約二十公尺的黃褐色礁層，經海水侵蝕，已有海蝕溝出現。據生物學

家指出這些遍及觀音沿岸的藻礁地形，估計至少要有 2000 年，為目前國內發現

生長面積最大，生長最好的藻礁地形。這些的無價之寶是觀音鄉的特色，更是台

灣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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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透過這些日子收集資料與閱讀，且實地調查的結果，讓我更加清楚這個從出

生到此刻，從未深入了解的地方，尤其這一個富有多元族群區域，幾百年來和平

相處的在這片土地上，閩南人不必洋洋得意早於客家，而客家也不必一定要三山

國王廟才會祭拜，先人用他們的雙腳走出現在的觀音。因為大家放下彼此的不

同，為求一個相同的生活彼此努力，這是一條艱辛的路，但他們做到了。身為青

少年的我們真是心存感恩，因為有前人的犧牲奉獻，才有今天這片園地，但要如

何能將這份感動與歷史傳承下去，也是我們的責任。感謝這一次的小論文，能讓

我們從根開始認識起，進而省思並體會地方傳承文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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