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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連江縣)位在台灣西北方，是由南竿、北竿、東莒、西莒和

東引五座海島組成，除了東引，其餘諸島皆隔海與大陸閩江口、黃歧

半島遙遙相望。馬祖的開發最早始於元朝，是大陸漁民出海捕魚時休

憩的避風所在，明末清初期間當地為倭寇所盤據。到了清朝初期才又

有福州沿海漁民移居此地，並逐漸形成一個與福州具有血緣關係的村

落，因此島上的通用語言也是福州語，到福州船程約 2小時。  

    南竿是馬祖第一大島，為連江縣縣治所在，也是馬祖的政經文教

中心。共分為四個鄉，即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和東引鄉 。而莒

光鄉位於馬祖列島的最南端，又分東、西莒兩島，其東西兩島山形似

犬，舊名乃稱為白犬，即所謂白犬列島，東島便稱東犬，西島則稱西

犬，福州語叫犬為肯，所以也叫白肯！莒光兩島四周環海，又多凹凸

峽灣、港澳，盛產鯧魚、黃魚、帶魚、鱸魚…，及各種奇特的貝類，

如佛手、藤壺、花蛤、珠螺等等，還有海藻類，海產漁獲的豐盛，讓

此地生活能夠自給自足。  

    民國 60年國軍進駐接管後，將此地更名為莒光鄉，乃寓意「 毋

忘在莒 」的精神，東犬、西犬便跟著更名為東莒、西莒了，當地住

民則習慣稱「東島」、「西島」。鄉公所位在西莒島，但面積上，東莒

略大於西莒。目前東莒島上居民約兩百餘人，這裡不但曾經是平服倭



寇的古戰場，也是屹立於閩江口不滅的明燈，除戰備工事外，古樸的

福正與大浦兩座漁村、年代久遠的二級古蹟東犬燈塔及三級古蹟大埔

石刻等，均值得一探。  

    東莒島舊名「東河」也叫「下沙」，位處馬祖列島的最南端，雖

然總面積只有 2.64平方公里，徒步全島繞一圈也不需一個小時，目

前僅有「大坪」、「福正」兩個村落，人口也只有 300人左右，感覺比

西莒還冷清，卻有種世外桃源的清幽。目前大坪算是較熱鬧的行政中

心，據老一代的鄉親回憶說:在島東南方、大埔石刻旁的大埔聚落，

原本是個熱鬧的大漁村，政府遷台之前，有 50餘戶人家，約 200人

口，港灣裡的大小漁船數十艘，大埔原名大浦，在島東南，浦乃福州

話小港灣的意思，景觀有峽谷風味。如今由於人口外流，漁村只剩一

戶，顯得十分蕭條，但卻是全縣刻意保存的

四大古聚落之一。高高聳立的雪白東莒燈塔，

建於清同治 11年（1872年），是目前中華民

國地區內第一座使用花崗岩建造的燈塔。燈

塔下方的福正聚落，幾乎都是傳統閩東式建

築的石頭屋，木造門窗也十分別緻。  

   行政中心的西莒，面積 2.4平方公里，從清朝末年五口通商以來，

由於華洋輪船駛入閩江，需在青帆澳口候潮、避風、補給淡水，在「以



物易物」的貿易下，華洋百貨充斥市面，那時的青帆是商圈、是聚落、

是港口，也是西莒島最熱鬧的村落!大陸淪陷前，它是馬祖唯一設「鎮」

之地，所以昔日青帆港的繁榮，曾被美稱為「小香港」。也就是由於

洋人的出現，早年民眾便稱該澳口為

「青蕃」，後來才改名為「青帆」。國

軍從大陸撤退後，在韓戰期間，美國

的 CIA以「西方公司」名義進駐，訓

練當地的海防部隊突擊大陸，蒐集情報，直到韓戰結束後才撤離。現

今青帆村山頭的「山海一家」餐廳，就是當時西方公司的辦公處所，

立此高處，遙望對岸，追古思今，令人無限感慨！ 

    西莒島南部的青帆村為鄉公所所在地。其實這座島上很多地方都

還是軍事要地，單戰時遺下的

崗哨就有三十八座之多，從青

帆碼頭開始到菜浦澳，一座座

沾滿戰時弟兄的血汗… 

   大陸政權易手後，馬祖進入近四十餘年的軍管時期，整座海島皆

劃為軍事重地。隨處可見結構複雜的軍事建築、鬼斧神工的地下坑道

及港口、據點、砲座、訓練場所、軍醫院等軍事設施，可說深具獨特

戰地風光。直至 1992年 11月 7日，馬祖地區解除軍管之後，軍方已



陸續開放不同類型之軍事觀光資源，交由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整修、

管理。所以西莒除了迷人的海岸風光、釣客的天堂外，更有著非常豐

富多采的人文歷史，值得細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