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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城 

• 清光緒3年（西元1877年）時，台灣總兵吳
光亮在埔里構築土城，設有東西南北4個城
門，用以防止原住民，稱「大埔城」。地
點就在今日合作金庫。 



小埔社 

• 清朝末年，客家先民打
算進入埔里定居，但是
因平原地帶已被平埔族
及漢人佔據，只好退至
丘陵地區開墾，形成聚
落，對比於埔里市街的
「埔社」，人們便以
「小埔社」來稱呼。現
在是廣成里範圍。 
 



種瓜坑 

• 種瓜坑昔稱「舂粿
坑」，屬成功里。客
家先民曾見原住民在
溪床岩床上舂米製粿，
於是以「舂粿坑」稱
之。後來有果農在當
地種植木瓜，加上
「舂粿」與「種瓜」
台語發音相近，於是
改稱為種瓜坑，居民
以客家人為主。 

種瓜坑的廣福宮，以客家人
特有的神明－義民爺為祭祀
主神 



挑米坑 

• 埔里桃米坑，原稱挑米
坑或擔米坑。魚池鄉五
城村由於沒有種稻，因
此村民必須到埔里街上
買米，以人力方式挑回
五城，途中在挑米坑歇
息，故稱「挑米坑」。
後來筆誤，挑字的提手
旁多一點，變成桃米坑。 
 



十一份 
• 十一份，清朝有北投社
與南投社的平埔族洪安
雅族入墾當地，所得土
地再加以分割給予個人，
而十一份的所在地，正
好是土地劃分的第十一
份，因而得名。 

• 另一說法，以前這裡有
許多樟樹，吸引做樟腦
工人設灶熬腦，10個腦
灶稱為1份，11份表示有
110個腦灶，或多的意思。 

奉祀觀世音菩薩的良善堂，
是目前十一份聚落的信仰
與活動中心 



牛洞  耶瑪溪峽谷 

• 從埔里循著投131線前
往魚池鄉的共和村，
途中會經過一處峽谷，
以前常有原住民在谷
中殺食漢人的牛隻，
故有「牛洞」之稱。
日治時期，日人發現
當地景色優美，與日
本九州大分縣的耶馬
溪相似，故稱「耶馬
溪峽谷」。 
 



瑪璘窟 
• 埔里西北西方的瑪璘
窟，是一處神秘水潭，
沒有任何水源注入，
但是終年仍能維持一
定水位，因此一般人
都相信，潭底應該有
湧泉。瑪璘是平埔族
語，意指不祥之地，
因此又被稱為魔靈湖
或是鬼湖。 



眉溪 

• 昔日，埔里盆地住著
兩個高山族族群，分
別是南邊的埔社以及
北邊的眉社，兩個部
落隔著一條溪流為界，
由於該溪流比較靠近
眉社，因此該族群遂
以眉溪稱之，是埔里
主要的溪流之一。 
 



覆鼎金 

• 覆鼎金位於義女廟的
對面，當地原有一處
小山丘，狀似倒蓋的
鼎，因此以覆鼎金為
名。清朝發生郭百年
事件，漢人率眾侵占
原住民聚落和土地，
抵達埔里盆地時，就
以覆鼎金為根據地，
與埔社原住民對峙。 義女廟 



八股 

• 八股位於愛蘭台地的
北邊，地屬眉溪南岸
的河灘地，在清朝時
期由平埔族巴宰族和
道卡斯族共同開墾，
然後土地均分為八股
分，當時由來自現今
苗栗通霄的道卡斯族
人分得第八股的土地，
故有八股之名，今屬
房里里的範圍。 
 

八股天雷公，供奉雷公 



五港泉 

• 五港泉是埔里唯一以
泉為名的聚落，昔日
為平埔族洪安雅族人
所建立，在宏基蜜蜂
生態農場附近，早年
因為有5處湧泉而得名，
五也代表多的意思。
聚落裡有一株400多歲
的茄苳樹，是洪安雅
族的祖靈樹。 



石珠 
• 在埔里地區曾經流傳
過一句諺語：「埔里
窟，有入無出。」意
思是如果有外地人到
埔里來工作或是經商，
一旦賺了錢便不會離
開，不會將錢財帶走，
那是因為在愛蘭橋下
方有一顆石珠。石珠
是一堆天然的礫石，
位置在南烘溪與桃米
坑溪交匯處，是守護
埔里錢財風水的象徵。 

愛蘭橋下重建的石珠 
石珠作用就如同港口的石碇，可
以用來固定船隻，而愛蘭台地的
形狀就剛好像一艘船，稱為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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