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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下  仔尾庄的拓墾與發展

趙文華 著

──以趙姓家族為核心的討論（1740～1945）



作者簡介

趙文華，1950 年出生於台中大肚，從小在村中聽長輩講家鄉及長輩歷史，而觸發了終生對歷史

探索的興趣；職場 40 年從事冷凍空調工程專業，退休回家鄉發現家鄉歷史缺乏在地觀點的研究

紀錄，故考進彰師大歷史研究所，希望藉由嚴謹的史學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考證，為家鄉及台

灣先民活動歷史留下紀錄。經由在地「參與觀察」、史料蒐集整理、耆老訪談再加驗證，終於完

成碩論：〈大肚下藔仔尾庄的拓墾與發展──以趙姓家族為核心的討論（1740 ～ 1945）〉；期待

這小小的村莊大眾史學的研究，得以將先民的生活文化及奮鬥歷史留下紀錄，作為規劃未來繁

榮社會的優勢資源，也可提供其他類似條件村莊作為發展的借鏡。

提    要

本論文以筆者出生、成長的村莊──即臺中大肚溪北岸自古稱為「下藔仔尾庄」的村莊為

研究地域，以史料記載先民入墾的 1740 年代開始，至二戰結束的 1945 年為斷限，本文始於趙

姓渡臺祖，因原鄉艱困的生活環境產生移民推力，及臺灣當時環境及開發條件對移民的吸力而

渡過黑水溝，登臺闢草萊墾田園，進而與大肚區原住民大肚南社、中社及北社的融合互動，進

而落地生根。

先民在異域拓墾建立家園，逐步築埤圳興水利，立鄉規定秩序，聚族而居以鞏固生活資源

並自我防衛；並崇祀原鄉神明、自然神祇、客死他鄉亡靈等，以寄託孤寂、撫慰人心，一步一

步由定居而「土著化」進而安居樂業於斯土。

隨著聚落的形成，庄民們進一步興建祠廟，聚落廟宇並進而成為地方事務協調中心，以信

仰融入農業豐收期待及地域、族群融合，建立村莊共同意識，有識領導者更進而創建文祠及磺

溪書院，作興教育、提振地方文風，逐漸建立起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秩序的社會。

因政治變局產生的衝擊，令人民身家性命都受影響，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臺，日本殖民統治者

以國家權力及現代化法律制度治臺，一些舊時代思維的鄉紳，一時無法對應變局，快速失去政、

經優勢，但同時也有眼光獨具、洞察時勢的地方賢達，把握機遇，迎合當局並教育子女，創造家

族的長期繁榮；撫今思昔，令人不勝唏噓。

面對殖民統治者無理的官有地拂下政策，大肚下藔仔尾庄及鄰近聚落農民，為保障傳統耕

地權益，組成「大甲農民組合」試圖對殖民公權力做出抗爭，但抗爭不但無效且空留遺恨，歷

史痕跡似猶留存在這片土地上，見證這一段悲壯歷史。

這篇論文只是保存下藔尾子庄歷史共同記憶的一個起步，期待這些記憶可以讓地方民眾理

解先民闢土創業之艱辛，體認先民的經驗與智慧，珍惜借鏡以建設美好未來，也希望以小知大，

讓下藔尾子庄的歷史，可以提供相同背景的臺灣農村社區參考，共同建構臺灣先民發展歷程完

整圖像，讓我們鑒古知今，建設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