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土先生，民前五年生，有「台灣漁業領航員」之名，出身北方澳，對漁業了

解深入，他赴日考察，與日本漁業界會談中日漁業合作事宜，引進巾著網並大力

改良，創下台灣漁業輝煌年代。

省漁會在火土先生領導下，漁民福利事業由原先的三十二處，增至二百四十三

處。增設漁業電台、播音站、染網場、倉庫、晒魚場由四十二處增至二百七十五

處。經濟事業由原有的六十二處增至二○九處。

民國三八年，在先生努力下，巾著網稍有佳績，省府主席吳國禎，頒獎表揚火

土先生試驗鰹巾著網成功。

巾著網不斷改良，成為操作最迅速的漁法，民國五十年漁船數增到三百艘，六

十九年增加為五百五十六艘，帶動台灣漁業起飛。

協助巾著網發展，火土先生變賣位於南方澳的房屋，自掏腰包協助，五十年代

初期，阿根廷總統親自邀請先生到南美講授捕魚技術，是國際對他的肯定。

地方名人錄

英雄篇

北方澳地理佳，多能人，面積雖小，人口不多，

成名人物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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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土陳

北方澳英雄篇



東海先生，民國六年出生，七十二年逝世，享年六十七歲，人稱「東海仙」，

有漁業先知者之譽。

民國四十九年，東海先生赴日本研習漁業，學習電釣、竿釣、定置網等，對日

本不斷改進漁具、漁法，合成纖維漁網、擬餌等，印象非常深刻。

回國後，認為應設法迎頭趕上，仿傚日本按漁區生產量，由政府嚴加管理，建

造新船、改造或淘汰逾齡舊船，使漁場保持均衡，不致有漁船過多或過少之虞。

他向當局爭取經費，大力協助漁船裝置魚群探測器，對漁船邁向現代化，頗有

貢獻，六十年，國際經濟危機，漁業萎縮，他呼籲政府扶植冷凍加工，至今，罐

頭加工仍扮演著重要角色。

省漁會理事長任內，全力輔導各區漁會，辦理共同事業設施，提高勞保給付、

加強急難救助、爭取

漁民住宅配額、辦理

船員互助，協助國外

遭難船員安全返籍。

曾任：蘇澳漁會四、五屆理事長、宜

蘭縣議員、五十八年起任台灣省漁會

陳東海

北方澳 英雄篇



與陳火土、陳東海二人相比較，火土、東海先生，功在全台漁業，而陳銀圳先

生，則是深切照顧蘇澳漁民的第一人。

提起陳銀圳，南、北方澳漁民，無不豎起大拇指，說上一段他的故事，因為，

他為人豪氣，沒有派頭，不分貴賤，做官最清廉，套句漁民的話，做官，沒有人

像他這樣。

在北方澳時，家裡開土礱間（碾米坊），算是有錢人家，鄰里沒得吃，來賒

米，要多少給多少，不記帳，不寫借條，積欠不還也不追究。

他擔任漁會理事長時，每逢過年，他了解漁民需錢過節的心情，如果等漁會依

規定核款，春節早過了，他總是事先準備一筆錢，私下先墊，魚貨過完磅，就可

向他領錢。

而且從來「不惜手腳」，雖然已是縣議員、 理事長的身分， 只要知道誰

家有喪事，他無不全力幫忙，出殯那天， 下去 抬棺材，

。

北方澳的

漁民 ， ，見到他，無不親切招呼， 。

陳銀圳， 深深受到漁民愛戴，來自北方澳的延繩漁業協

會理事長曾萬瑞等人，頗得其豪爽之風，也很受尊重，他，留給北方澳人大公無

私的典範。

漁會 但

經常主動 幫忙 他對待鄉里

的心，可見一斑

濟弱扶貧，不求回報，幾任官下來，散去了不少家產，卻也贏得南、

的尊敬 漁民返港 奉上幾尾鮮魚，聊表敬意

一生為公，清廉自持，

蘇澳地區漁民最懷念的人

陳銀圳

曾任：縣議員，蘇澳區漁會第六屆理

事長、第十一屆常務監事。

北方澳英雄篇



賴溪頭

曾添賜

林月英

江四郎

林文煌

潘萬益

劉艾光華

林忠發

陳

曾萬瑞

─蘇澳區漁會七、八屆理事長、一、二、三、四屆理事

─蘇澳鎮民代表會副主席、蘇澳區漁會十一屆漁民代表

─蘇澳區漁會第十四、十五屆總幹事

─蘇澳鎮民代表、蘇澳區漁會十一、十四、十五屆理

、十、十一、十四屆會員代表

─蘇澳區漁會第九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第十屆理事暨會員代表

─蘇澳鎮南成里長

─蘇澳區漁會十二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第十二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會員

表

陳東淵

陳聰明

陳阿秋

李永山

曾溪明

林阿周

李松根

曾賜村

林萬福

曾萬樹

莊仁宗

陳 登

陳賢郎

陳海上

李重道

─第九、十屆縣議員、蘇澳區漁會常務監事

─蘇澳區漁會第九屆理事長

─蘇澳區漁會九屆理事長

─蘇澳區漁會第十屆理事長

─蘇澳區漁會第三屆常務理事、第四屆理事

─省漁會理事、蘇澳區漁會十一屆監事

─蘇澳鎮民代表

─蘇澳區漁會第十屆常務監事

─蘇澳區漁會十一、十四、十五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第十一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十三、十四屆理事

─蘇澳區漁會十、十一、十二屆會員代表

─蘇澳區漁會十一、十五屆會員代表

─蘇澳區漁會十四、十五屆會員代表

─蘇澳區漁會十五屆會員代表

事

代

俊

賴溪頭

陳阿秋

陳聰明

李永山

北方澳 英雄篇



北濱一村

耆老篇

林阿周

陳春成 曾添賜陳正池

莊吉田

陳溪厚

林阿山曾萬瑞

陳東山 李連松

陳東淵

曾松田

陳溪厚（八十一歲） 林阿周（七十八歲） 陳東山（七十四歲） 李連松（七十四

歲）陳正池（七十一歲） 春成（七十歲） 曾添賜（六十八歲） 曾萬瑞（六十

八歲） 陳東淵（六十八歲） 阿山（六十五歲） 莊吉田（六十五歲） 曾松田

（六十三歲）

陳

林

北方澳耆老篇



曾添賜

莊吉田

北方澳有一次「走番」，聽阮阿公說起，差不多九十多年前，村民得知山上的

「番仔」準備出草殺人，全村害怕，老的、小的全坐上帆船，開到外海避禍。

當時，全庄來到東、南澳一帶，找到一處山凹，峭壁如刀，躲在裡面不敢出

來，雖然靠近原住民的居住地，但從上面看不到山下有人，也下不來，反而比較

安全。

躲了二、三個星期，風頭過了，才敢回到村裡來。有一次，村中「阿贊」等四

人，出海捕飛魚，船來到在距粉鳥林不遠的礁石，被原住民殺死，村民為紀念他

們，就將那座礁石取名

為「阿贊礁」。

福建漳州南靖人。

媽祖廟，在一百多年

前，有一艘垵邊船，遇

上颱風，漂進蘇澳灣，

北方澳三面山一面海，

在蘇澳灣的北面，地形

倒鉤形。

垵邊船，研判是從大陸湄洲來，當時沒有氣象預報，可能為了避風，才駛進蘇

澳灣，帆船被巨浪打破，船上沒有人。

船破，神明也落海，北方澳人迎上岸，供奉在大澳的石窟內，即目前廟的正下

方，船上的人平安，三、四年後，前來尋找落海的媽祖神尊。

媽祖決定留在北方澳，不回大陸，進安宮經過四次建廟，離開石窟，是第一次

建廟，只有二、三坪大，人可以進去，擴建後，有十餘坪。第二次擴建時，廟址

即移到山上。

四次修建，媽祖廟坐向都沒變，六十二年遷村，暫奉南方澳力行街，蘇澳港建

港時，一位工人忽然說「誰也不能在這裡建，北方澳媽祖廟要建在這裡」，北方

澳人極力爭取，建成今天的進安宮。

↑東澳捕魚水路

北方澳 人口篇



北方澳有二座廟，王公廟供奉開漳聖王，在媽祖廟的南方，三山國王、三太子

陪祀；戰備道上有一座山神土地公廟，廟後是北方澳的墓區。

百年來，小孩會走路，

就會到海裡玩，從未發生

任何意外，就是「媽祖很

顧庄」，庄內大小都平

安。

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飛

機投彈，沒有一顆炸彈落

在北方澳，傳說有一個身

著黑裙的女子，拉起裙子

將炸彈撥到海裡。

陳火土是旺族，北方澳的雜貨店，就是陳火土家族開設的，祖父陳五美，曾祖

父陳士留，帶高祖母帶到北方澳來。

原是泉州同安人，高祖父下南洋做生意，賺回很多錢，後來，失去連絡，以為

死了，才搬到台灣來。

來到台灣從淡水登

陸，帶來不少錢，分為

二支，一支到北投買

地，一支來到北方澳，

錢用挑的，到新馬等地

買了一、二十公頃，住

紅瓦厝，在大澳。

林阿山

陳東山

北方澳耆老篇

↑陳東淵開設的雜貨店，門口掛有「菸酒公賣」招牌

曾松田提供

←陳東山全家福 陳東山提供



祖父會捕魚，

父親做魚產承銷

生意，龜肉是大

宗，當時北方澳

盛產龜，海岸沿

線到處都可見到

海龜，龜肉比豬

肉、牛肉好吃，

賣到利澤簡，縣

長陳進東家人很

喜歡吃。

北方澳人很少看醫生，大澳只有黃寶漢開藥房兼看病，身體不舒服，扛媽祖金

鑾找葯草，加些香灰，吃一吃就好了。

起厝，地方大家通力合作，農曆七月半後，漁閒之期，合力搬石賣，砌石頭

壁，拜米豆仔，養豬。風平浪靜時，砌駁坎，防止海浪打上岸，親戚朋友幫忙搬

運材料。

北方澳用水，大、小澳各有一處山澗水，二次大戰前，夠四、五百人使用，光

復後，通貨膨脹，漁業發展，家戶整船仔，外來漁工七、八百人到北方澳。

北方澳已有居民一百餘戶，來自漳州、泉州，阮十九世來到北方澳，到我已是

廿三世

二次大戰之後，魚很多，「抓一星期，買一甲地」，當時，北方澳大地主很

多，大家合買二百多甲農地，後來，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田分給佃農，嚇得大

家有錢也不敢買地。

陳春成

陳溪厚

林阿山

北方澳 人口篇

↑媽祖千秋廟會古裝迎神 賴茂盛提供



曾添賜

陳正池 李連松

陳正池 陳春成

罟，小澳二組，是黃阿順跟李連枝（李松根的祖父），大澳二組，陳五美、莊

新發（莊吉田家族北方澳第一代）。

「牽罟偎索有份」，只要有幫忙，漁獲人人有份，因為交通不方便，無冰保

鮮，價錢賣不好，漁獲都沒有賣，大家分一分。

討盞仔（焚寄網），未光復前，上方澳有七組。

漁船未機動化之前，討盞仔要三艘船，其中一艘是燈船，二艘是作業船，一艘

船九到十二人，網是開口型。

用手划的舢舨，抓苦魺仔、小卷，多在近海的礁石下捕，最遠到南澳鼻。

那時全靠人力，要討卡遠的海，到東、南澳去，下午四點左右，帶著便當和水

出海，到達漁區後，往回程的路上抓，天亮就到家了，跟現在「晚出早歸」的漁

船一樣。

二二八事件，謠傳焚寄網有間諜，嶺腳有人被抓。

農曆五月起，

北方澳人到粉鳥

林抓飛烏，到中

秋前，東北季風

起才休息，冬天

風太，不討其它

海；日本時代，

船大、機器化，

有 的 改 為 鏢 旗

魚、經營延繩釣

漁業。

牽

北方澳耆老篇

↓與堂弟、表弟到父親的船上玩 黃初芬提供



漁網，日本話叫「黑橄仔」（台語），北方澳人到粉鳥林捕魚，搭草寮，粉鳥

林有流鶯，地方也稱為「黑橄仔」。

李添枝外祖母「阿美」，火燒魚寮，以為

是燒到流鶯，鼓掌叫好，後來才知道是漁網

被燒掉，地方傳為趣談。

北方澳派出所在小澳，只有一個日本人，

轄區包括嶺腳、港口，日本教育日本話，讀

一年級時，一班有廿餘人，後來走「疏

開」，即二次大戰，躲到梅花湖八個月。

日本海軍陸戰隊有數十人，駐守北方澳，打下盟軍一架飛機，掉在內埤港。

十五世祖先到頂寮，後來才定居北方澳，到我已經是廿一世。

毛蟹穴就在媽祖廟的上方，外人偷修一門風水，破壞地理，全庄不安，媽祖起

乩，村民才發現。

刻了一塊「天上聖母」石板，放在墓前，墓主不平安，不和何時，悄悄帶回

去，結果，原墓地出現湧水，有硫磺味，鐵鏽般的紅色，証實是冷泉水。

據時代，北方澳有八、九十戶，派出所位於現今海軍中正基地的艦隊部那個位

置，轄區管到嶺腳、田心、港

口，只有一個警察，一般都叫

「大人」，會打人，非常有權

威，一般人看到嚇得發抖，小

孩哭鬧、不聽話時，只要叫一

聲「大人來啦！」，小孩就乖

乖停止哭鬧。

林阿山

曾添賜

林阿周
日

↑凌亂堆放的網具

↓北方澳石堤

北方澳 人口篇



北方 澳有 一所小

學，是蘇澳公學校分

校，一到六年級學生

四、五十人，不過，

我那一屆，只有四個

人畢業，畢業後繼續

升學 ，讀蘇 澳高等

科，學校就是現在的

蘇澳國小，是第三屆

畢業。

等科讀兩年，同學來自澳底、東澳、南澳各地，共卅六人，每天清早四、五點

就要摸黑出門，到學校上課。

十六、七歲時，擔任北方澳派出所「保甲書記」，性質類似警察助理，專責新

生兒戶口登記、死亡、遷出等工作。

北方澳淺灘，沙埕，魚在南方澳拍賣，船開回北方澳，需錨碇在海中。

錨碇的繩索，是用月桃做成，嶺腳女孩拔月桃，曬乾，挑到北方澳賣，每船買

一、二百公斤，做繩索，長約卅公尺，綁二個錨，可用一年。

北方澳沿岸的海芙蓉、仙草、鐵釣竿等藥草，很出名，四時都有人拔。

北方澳漁業最盛時，有大小漁船一百餘艘，如果好幾天抓不到魚，就拜媽祖，

燒香、放鞭炮，再捕不到，乾脆請老媽祖到船上供奉，一定有斬獲，屢試不爽。

這是秘密的辦法，有一次，曾經在大清水，一航次捕獲一萬八千公斤的胭仔

虎。

媽祖生，爐主到各縣市請媽祖，包括北港、彰化、新港、淡水等地，農曆三月

廿日以前，媽祖要請到蘇澳張公廟。

高

曾萬瑞 陳春成

莊吉田

莊吉田

北方澳耆老篇

↑北濱國小第四屆畢業旅行 曾松田提供



有一年，陳金波

（陳火土的弟弟）

忘記到草嶺天公廟

請神，被罰一齣

戲。

三月廿三媽祖生

早上，全庄的人請

老媽祖繞境，信士

扛轎走後山到張公

廟，八時走到張公

廟，浩浩蕩蕩繞行

市區後，回北方澳，差不多十一點左右。

回到北方澳，全庄殺豬公，豬公多到廟口放不下，各人養各人殺，尤其是有船

人家，一定殺豬，拜好就開始流水席，家戶相互較勁，比誰家客人多。

過火，擔心被符仔仙作弄，方向得擲筊請示媽祖，扛頭籤的人最怕被人作法，

參加過火的人要先淨身，換乾淨衣服，扛轎過火的順序，老媽祖自已會發落。

過火後，又請客，三月廿五日，透早送神明回去，北方澳媽祖生不怕人吃，庄

民相信「愈吃愈旺」。

用水最艱苦，媽祖廟邊等水，一人一擔水，曾經摔死一個小孩，只有七、八

歲，腦受傷，送宜蘭大醫院不治。

船用鐵桶，到南方澳、蘇澳載水，後來地方爭取自來水。

交通工具是舢舨，搖櫓，中學生自蘇澳國中搭車到南方澳，走到檢查哨，再搭

舢舨回北方澳。

回到北方澳灣，距岸約二百公尺，要搭駁船，也叫渡船。

北方澳有專業的小渡船，駁船有錢，一個月約五十至一百元，大澳有四艘駁

船，小澳有一艘。

住小澳的村民，有漁船就自備駁船，通常一艘駁船，負責十餘艘漁船的接駁、

補給工作。

陳正池

北方澳 人口篇

↑媽祖千秋在海邊搭戲棚 賴茂盛提供



曾松田

北方澳能用的平地很

小，房屋依山臨海而建，

地勢高低落差很大，巷道

狹窄，前排房屋的屋頂，

與後排房屋的門口一樣

高。

家中有人往生，棺木因巷道窄，無法迴轉進

門，只好踩上前排房屋的屋頂，再轉彎進家

門，出殯時也一樣，北方澳人彼此感情好，又

是鄰居，相沿日久，習以為常，也就不會認為

是不祥了。

北方澳不論男女，從小就在家門口戲水，放

學回家，多半先下海戲水，直玩到大人呼叫吃

晚飯，還不想上岸，所以幾乎都會游泳，而且

很喜歡游泳。

男人，白天出海從事海上工作，女人在家照小孩、洗衣、煮飯、織漁網，到了

晚上，男人紛紛回家，女人也放下手邊工作，下海戲水，海上人聲喧嘩，非常熱

鬧，這也是北方澳才有的事。

光復後，北方澳小孩從利澤簡搬回北濱國小，政府動工興建新教室，學生暫時

被安排到燈塔下的半山腰上課，新校舍完成才搬回來，我是第四屆畢業生，蘇澳

國中第一屆。

土地小，房屋蓋得也

小，很少有一戶人家的客

廳，擺得下二張桌子，所

以結婚宴客必需借鄰家桌椅，請三十桌，得向

十幾戶鄰居借，有的在樓下吃有的在樓上吃，

鄰家幫忙招呼嘉賓，喝酒行令，鄰家也沾沾喜

氣。

北方澳耆老篇

↑結婚喜宴 乾杯 曾松田提供

新娘登上窄小的樓梯 曾松田提供



陳溪厚 莊吉田

曾添賜

北濱國小，日治時代屬蘇澳公學校北方澳分教場，與曾金標、賴溪頭是同學。

北方澳本來有一個外省醫師，人住冬山，醫術不不好。

呂朝順，是羅東人，懷江醫院的舅子，第二大胖子，生產、看診全都會，他曾

在功勞埔、虎尾寮看診，即現在新馬的朝順葯房。

北方澳人很有團隊精神，

當庄裡有人往生，出殯那

天，不必擔心沒人抬棺材，

因為每戶都會留下一個壯

丁，不出海打漁，義務幫

忙，不用叫，什麼事都做。

遷村後，北濱一、二村能

保留原有習俗，遇婚喪喜

慶，每戶都至少派一人幫

忙。

早期，北方澳結婚，新娘

坐花轎，扛轎的轎夫，是馬賽二個老伙仔，後來換坐計程車。

陳東淵厝在大澳路五號，就在廟邊，開一家雜貨店，兼辦北濱里郵政代辦所，

郵件寄收都在雜貨店，也是庄內唯一有電話的人家。

十年前，蘇澳沿岸牽罟漁業最盛，只要有一組罟，就是有錢人，北方澳大澳，

當時有二組罟。

囝仔時代，吃雞肉是最大的享受，只有過年和大節慶，才能吃到雞肉。

每年到了八月半（農曆八月十五日），「九降起」，北風大，無法牽罟，這

時，罟主會辦四、五天的流水席，犒賞「海腳」（船員）。

漁家也忙著曬魺荷魚脯、鱙仔魚脯。

三

北方澳 耆老篇

↑北方澳出殯陣頭 曾益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