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江本土教育學習護照 長安國小設計 

來聽台江故事～走揣青瞑蛇 
 

在兩百年多前的某個夏天，先是發生地震，之後颱風來襲，連續大雨七天七

夜，曾文溪的溪水夾雜大量土石泥流滾滾而下，曾文溪因此改道向南，滾滾溪水四

處奔流，大量土石注入台江內海。 

從此，原本有如潟湖般的台江內海，出現不少漲潮退潮也不會消失的土地。

土地上長滿耐鹽分的菅芒草，滄海化為桑田之際，台江內海陸化成為「菅芒埔」。

曾文溪改道使得台江內海快速淤積，沿海居民據地圍墾、搭建草寮，先民開墾將近

兩百年的光景，成就如今安南區繁榮茂盛的風貌。 

在有記載的歷史中，曾文溪因為經常氾濫淹水，也改道十幾次，幾乎是無法

預料它的脾氣！以前的人會用「青瞑蛇」（指它有如一隻盲眼的蛇）來描述曾文溪

的善變。以前的人無法預測天氣、下雨後的溪水暴漲更是造成嚴重災情，莫可奈何

之下，他們祭拜神明，希望神明保佑溪墘擋住洪水。在他們傳說中的曾文溪，就是

一條喜歡趁風雨作亂的青瞑蛇。 

 

 

來聽聽長安國小為您製作的走揣青瞑蛇的故事，用手機掃描QRCODE 

 
走揣青瞑蛇YouTube https://youtu.be/hu4gY6gXDu4 

 

  

https://youtu.be/hu4gY6gXD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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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象守護溪墘公親寮 
一、公親寮仔名稱由來： 

 

1823年，一場大風雨，滄海桑田之變，曾文溪載著滾滾泥沙，衝進台江，台

江成為海埔地吸引大量墾戶佔地開墾。當時位於曾文溪河道旁邊的某些土地，雨季

或颱風來襲時，河水氾濫導致大量淹水，曾文溪河邊的墾戶常常在洪水過後，為了

原本的土地界址，發生爭吵。 

 
因曾文溪多次改道，原本商定各自開墾罾門溪兩岸的墾戶，經常為了土地起

爭執，甚至於打架。後來，他們找附近的一個耆老（德高望重的老人）來主持公道

（公親，指公平判斷化解糾紛），最後他們覺得這個耆老很公正，能夠劃分彼此開

墾地的界線。在這位公正人士的協調之後，土地界址的問題獲得解決，兩邊的墾戶

合議，把一小部分的土地（可以種地瓜謀生）贈送給這位公正人士（公親）作為謝

禮。此後這個地方聚集越來越多人居住，當地便被當時的人稱為「公親寮」。 

景點：石象與劍獅 

日治時期，公親寮在清水祖師指示下安置劍獅與石象，村民相信兇悍的劍獅是文殊

菩薩的座騎，鎮守離溪較近的庄北。庄南坐鎮的則是普賢菩薩的坐騎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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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獅與石象(石振洋拍攝) 

宗教信仰：公親寮清水寺 

清水寺是公親寮的信仰中心，主神是清水祖師與觀音佛祖。 

(吳明勳 攝) 

 

 

公親寮學習單 
1. 公親寮的名稱由來，是有一個老者曾做為爭議雙方的調解者，化解土地的糾

紛，這樣的長輩被尊稱為(               )。 

2. 公親寮早期容易淹水，後來村民在村莊南北設置了（      ）與（      ）來鎮

壓水患。 

3. 早期造成公親寮淹水，是哪一條河流很容易氾濫成災？（          ） 

4. 身為一個現代人，關於安南區低窪地區容易淹水的問題，說出你想要幫忙的

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