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鹿港古今 



鹿港在哪裡？ 



鹿港的四個「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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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重生期 



1684 
創生期 



1)從明鄭到清領 
西元1684年，清軍派施琅擊敗明
鄭軍，佔領台灣，來自福建各地
的移民遷至鹿港定居（泉州人、
漳州人、客家人、興化人…） 



2)怙惡不過隘門 
移民時同一祖籍的在
一起彼此照顧。不同
族群容易發生衝突，
演變為武裝鬥爭，為
了保護自己村莊的居
民而建設「隘門」 



3)百姓公廟 
無親友的「羅漢腳」
在械鬥後傷重不治，
屍骨就近埋葬形成具
有規模的墓葬群 



1784 
鼎盛期 



1)一府二鹿三艋舺 
鹿港地理位置良好，商
業興盛，「走私」問題
嚴重官方無法解決，
1784年正式開港，此
後行郊雲集、商務發達，
迅速成為中部第一大港。 



2)鹿港八郊 
郊行是同個產業店家
的聯合組織，當時分
為「泉、廈、南、𥴊、
油、糖、布、染」，
郊行常做好事能增加
地方知名度，對商業
有利。 



3)日茂行 
鹿港八郊中的泉郊裡最
大的船頭行，門廳前有
大埕，擺有許多磉石，
是過去郊商往來所用的
旗杆座及酬神時演戲用
的戲臺石 



4)不見天街 
清領時期為讓來此消費
的買客避免受到炎陽、
雷雨及冬季九降風的侵
襲，街道兩旁的商家共
同搭起亭蓋遮棚。 



5)鹿港飛帆 
「港口帆檣林立，白帆
輕驅海風，人皆輕衣馬
肥。豪商林日茂為首，
資產算十萬者達百家」
商業興盛使鹿港人民普
遍富有，高消費追求使
工藝文化興起 



1884 
衰敗期 



1)從清末到日治 
1885台灣建省，劉銘
傳成為首任巡撫，拒
絕將鹿港設為首府，
鹿港也因港口淤積，
商業地位逐漸被基隆
港取代 
 



2)鹿港火車站 
1919年，明治製糖
株式會社設置鹿港
車站，鹿港線列車
則在鹿港驛進行五
分車的鐵軌切換。 



2)鹿港乘桴記 
洪棄生記錄鹿港由盛
轉衰的過程。抒發乘
桴的見聞，更流露出
今非昔比，物是人非
的感慨。 
 



樓閣萬家，街衢對峙，有亭翼然。
亙二、三里，直如弦、平如砥，暑
行不汗身、雨行不濡履。一水通津，
出海之涘，估帆葉葉，潮汐下上，
去來如龍，貨舶相望；而店前可以
驅車、店後可以繫榜者，昔之鹿港
也。 



人煙猶是，而蕭條矣；邑里猶是，
而泬寥矣。海天蒼蒼、海水茫茫，
去之五里，涸為鹽場，萬瓦如甃、
長隄如隍，無懋遷、無利涉；望之
黯然可傷者，今之鹿港也。 



3)鹿港鹽田 
日治時期由辜顯榮與
施來申請開墾，曾是
臺灣最大鹽場，但是
最後還是因先天條件
不佳而廢晒，改為農
田或魚塭。 



4)鹿港神社 
鹿港神社日治時期
落成，祭神為明治
天皇、北白川宮能
久親王、大綿津見
神等。 
今改建為鹿港國中。  



5)鹿港民俗文物館 
鹿港民俗文物館前為
鹿港辜家辜顯榮宅邸，
館內常設展示廳展示
有三千餘件鹿港當地
文物。 



1984 
重生期 



鹿港的解凍與再生 
1)1983年社區營造計
畫 
2)1984年鹿港古蹟保
存區修復調查 
3) 2012年保鹿運動 
4)鹿港茉莉人文環境
教育中心 



Q：鹿港的當代辯論：生活的鹿
港？觀光的鹿港？ 
 
鹿港的2084會是什麼樣子呢？ 



1)施黃許，赤查某 
「施黃許，赤查某，娶了施黃許，
敬如天公祖」鹿港施、黃、許姓
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勢力龐大，
這句話帶有敬畏和戲謔的味道。 



2)鹿港施一半 
鹿港施一半，社頭蕭一半，大村
賴賴趖，溪湖巫嘎嘎(楊了了)，
二林洪吱吱，福興粘離離。 



3)鹿港人，講話無相同 
鹿港腔調特殊，與外地迥然不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3Fnmb7U7E


4)鹿港風，彰化虻 
鹿港秋冬強烈的「九降風」來襲
時，令人難忘強風的凜烈，與兇
狠的彰化蚊子齊名。 



5)初一放水燈，初二普王宮。 
初一放水燈、初二普王宮、初三米市街、初四文
武廟、初五城隍宮、初六土城、初七七娘生、初
八新宮邊、初九興化媽祖宮、初十港底、十一菜
園、十二龍山寺、十三衙門、十四飫鬼埕、十五
舊宮、十六東石、十七郭厝、十八營盤地、十九
杉行街、廿後寮仔、廿一後車路、廿二船仔頭、
廿三街尾、廿四宮後、廿五許厝埔、廿六牛墟頭、
廿七安平鎮、廿八泊仔寮、廿九通港普、卅日龜
粿店、初一米粉寮、初二乞食寮、初三乞食吃無
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V7cqwVH2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OXrGYl2sw&t=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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