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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家園--細說八斗子 

八斗子在地人  方雅芬   

傳說在很久很久以前，平埔族女巫居住在這美麗又幽靜的小島上，於是族人稱此小島為「Pa 

Tau」。 

八斗子位於基隆市的東北方，1937年之前她也是基隆市八個離島之一。 

平埔族時代凱達格蘭族所稱的八斗子僅指「八斗子島」此一小島嶼，清朝

雍正年間杜氏五兄弟由福建來到台灣落腳於此地，漸漸的八斗子就變成了主要漁

村聚落的地名，1937年日本政府為了興建北部火力發電廠，而將分隔台灣島與

八斗子島的海溝--長潭溝及廣大沙灘--砂仔園填成陸地，形成今日所見的陸連島

景象，慢慢的八斗子此一地名遂成為泛指周圍區域的通稱，包括五里分別是八斗

里、長潭里、砂子里、碧砂里及新豐里。因此現在的八斗子主要範圍為東西指穿

過海洋大學的北寧路起至與台北縣瑞芳鎮交界的望海巷，南北則指八斗子島至調

和街，包括八斗子、七斗子、砂仔園、草山、長潭尾、換番、土地公澳、林投溝

等小村落。 

八斗子地區位於台灣東北角，冬季受強烈東北季風直接吹襲，造就許多不

同的自然生態，迎東北季風面可見遼闊的草原區，背風面則是小灌木林甚或是濃

密的森林，同時海岸亦孕育出各種海蝕景觀：蕈狀岩、豆腐岩、蜂窩岩、壯麗的

海蝕崖及隆昇的海蝕平台，沿岸亦有珊瑚礁，海洋生物的多樣性真是令人驚

嘆！。此外，站在至高點—七斗子山，向西可眺望富貴角、野柳岬、和平島，向

東可遠看鼻頭角及番仔澳岬，北部崎嶇多變化的海灣景緻盡收眼底，正對面的基

隆嶼不但是基隆人的精神寄託，更是個名副其實的火山島喔！八斗子真是個絕佳

的海岸生態及地理景觀的自然教室。 

八斗子主要由大寮層、石底層二種地層所形成，八斗子島屬於大寮層擁有

豐富的海蝕景觀及各種化石，沿岸海洋生物不但種類多且數量豐富，背風面是個

優良的避風港，因此，一直是個重要的漁港，目前本地區擁有四個漁港，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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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近馳名的八斗子漁港、碧砂漁港，及較小型的長潭漁港、望海巷漁港。而在台

灣島這一側則是具有相當優良煤礦的石底層，清朝末年、日據時期到民國 60年

代這裡的煤礦資源深受重視，根據歷史學者研究清法戰爭會攻打台灣可是因為要

搶奪本地的煤礦資源呢，迄今這裡尚有三口清政府挖掘的官方煤井「清國井」，

默默的訴說著當時的故事！而今煤礦資源早已採收殆盡，煤礦業不再有人提起，

八斗子的兩大行業獨留漁業依然興盛。 

隨著時代的脈動，八斗子始終保持著她的活力及深深的內涵，環繞八斗子

漁港一周，各式大大小小漁船、各種捕魚漁法漁具，真令人眼花撩亂，旁邊漁寮

更是忙碌不已，隨著季節轉變，加工的漁獲亦隨之不同，陣陣魚香吸引著遊客駐

足觀賞，這也是八斗子遊子最懷念的味道呢！走進傳統建築的巷弄中，一個轉彎

就與世隔絕，掉入深深的舊時回憶中，手心輕輕撫摸著咾咕厝的一角，想像著當

年辛苦從海邊扛著重碩的咾咕石（珊瑚礁）一塊疊著一塊，砌成如此一棟百年老

厝，再用海砂細心的粉飾著，不知這樣的海砂屋裡蘊藏多少溫馨的故事！廟前老

人家正娓娓道來媽祖廟「度天宮」、土地公廟「福清宮」的傳奇故事，而調和溪

口巨大石壁上，清朝撫州許廷瑞所提的「海國容才」四字，靜靜的見證了百年來

八斗子的轉變。 

八斗子的過去，您或許來不及參與，但八斗子的未來希望有您的期待與鼓

勵，在這個我們共同的家園裡有著滿滿甜甜的回憶！ 

（作者現為海洋大學海生所碩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