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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鹿港在台灣的重要地位，從現今人們仍朗朗上口的「一府、二鹿、三

艋舺」中不難想見一般。而鹿港最為人所稱道的，莫過於是其繁榮的商業。

《彰化縣志》便記載  

 
鹿港大街⋯⋯泉、廈郊商居多，舟車輻輳，百貨充盈。台自郡城而

外，各處貨市，當以鹿港為最。1 

 
而在鹿港的商業活動中，最具代表者莫過於「八郊」，即泉郊金長順、廈

郊金振順、[竹敢]郊金長興、油郊金洪福、糖郊金永興、布郊金振萬、染

郊金合順、南郊金進益等八大郊商。八郊對於鹿港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

的地位，其所帶來的商業利潤，及其對地方事務的影響，都是為人所傳頌

稱道的。故現有研就言及鹿港在清代的地位，幾乎都會提及八郊的重要性。 

 目前關於鹿港郊商的研究，其實已有多位學者曾專文探討，2不過探討

者大多為八郊的概述，而較有深入探討者，多半集中於泉郊、廈郊等大型

郊商，至於其他六郊，論及者多半不出〈鹿港開發史〉一文的範圍，對於

鹿港商業繁盛的景況，總顯得美中不足。  

 現今鹿港的相關研究中，關於染郊研究相當有限，通常只云有規模三、

四十家、公號金合順，或是個別商號的記述等，關於染郊對地方經濟、公

共事務等方面的影響，尚未見有專文加以討論。這除了對染郊活動的建

構，甚至對於鹿港整體的瞭解，都是相當大的缺憾。  

 故本文嘗試蒐羅當時染郊的相關行號之資料，並探討有關染郊所參與

的公共事務及相關活動，希望對於鹿港地方的發展情況、以及彰化地區的

                                                 
1 周璽，《彰化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56種，1962年；1835年

原刊[以下簡稱台文叢])，頁40。 
2 王世慶、張炳楠，〈鹿港開港史〉，《台灣文獻》，19卷1期(1968年3月)，頁36-40。方豪，〈鹿

港之「郊」〉，《現代學苑》，9卷3期(1972年3月)，頁1-12。施懿芳，〈從郊行的興衰看鹿港的

社經變遷—1661年-1943年〉(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郭永坤，〈鹿

港「郊」之史料集零〉，《史聯雜誌》，第6期(1995年5月)，頁24-38。葉大沛，〈鹿港「日茂行」

林氏及「慶昌號」陳氏〉，《台灣文獻》，47卷4期(1996年12月)，頁149-165+16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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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解說，提供另一個面向的資訊。  

 

 
鹿港染郊簡介  
 鹿港染郊在嘉慶年間組成。其出現後無論是在經濟或公共事務方面，

皆有重要的影響力。在經濟方面，在極盛時期，染郊據云有三、四十家染

坊商號，現今可知同時出現者約在二十家左右。而染坊的主要聚集地點，

則在五福街上和興街段上，以眾多布店為鄰。鹿港染坊技術在中部地區可

說是數一數二，有「紅坊」、「烏坊」等，染布的樣式也相當多樣，負起了

供應鹿港及中部地區的布匹的重責。多位染坊主人，包括郭佳老、蔡敦波、

李恆福等人，也成為地方上重要的富商與聞人。其染料來源來自整個中部

地區，無疑對於中部地方的經濟有著另一層影響。而染坊商人之間熱絡的

資金往來與合股投資，對於鹿港經濟的活絡，也有相當的貢獻。  

 而在八郊中，染郊金合順論其規模，在八郊中無論規模或經濟實力，

可說是屬於較為小型者，但其出現所代表的意義，卻相當值得注意。因清

代台灣地區開發較中國內地為晚，內需市場也有限，大多數的民生所需的

手工業、工業用品、以及奢侈品等，都有賴自大陸的進口。因此很長一段

時間，台灣只有某些規模極小或極不利於海上運輸的手工業零星存在著。
3換言之，清代台灣的商業型態，多半是輸出農產品或原料等，而將大陸的

手工業製品轉販到島內。從鹿港其他七個郊商的性質，也可看出如此的情

況。泉郊、廈郊、南郊等以經營船運為主，布郊、[竹敢]郊經營販售大陸

來的民生用品，糖郊、油郊、南郊從事經營台灣的農漁產品，只有染郊係

以手工業—染布為經營項目，性質明顯不同於其他郊商。這點無論是在鹿

港地方，甚至於整個清代台灣的產業發展上，都有特殊的意義。  

 隨著時代的發展，染郊的行號亦有所變動，其詳細內容，可參閱筆者

於附表一之整理。  

 

 
公共事務的參與  

 染郊為鹿港八郊成員之一，其下染坊商號甚多，經濟實力和人際網絡

等方面皆有重要的影響力，在地方公共事務自然也肩負起重要的角色。而

參與地方事務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係以染郊金合順公號或染坊

                                                 
3 陳國棟，〈台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收於邱文彥執行主編，《航運貿易新趨勢》(台北：胡氏

圖書，2003年)，頁16。 



商號為代表者，第二種則是染坊經營人以個人身份投身於地方的公共事

務。  

 
鹿港龍山寺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鹿港龍山寺  

 
一、染郊行號的參與  

 
 清代政府由於受限於人力、財力等種種的限制，對於廣大的疆域並無

法完全介入，地方的公共事務往往必須仰賴地方士紳或商人等來出現處

理。在台灣地區，從事貿易的郊商因為頗具經濟實力，故在地方事務中，

也成為主要的領導者之一。  

 地方公共事務繁多，主要可歸納成五類：(1)一般公共事務：包括修路、

造橋、修建寺廟、城牆等。(2)社會福利：包括賑災、興辦義倉、義渡等。

(3)文教書院：經管或捐助書院經費等。(4)團練自衛：募集地方勇丁，以捍

衛地方秩序。(5)調解糾紛：除調解郊的內部糾紛，並仲裁一般民眾、商家

之間的紛爭。4染郊所參與的事務，主要係在廟宇的修建，以及社會福利等

方面。而且染郊由於在八郊中地位並不如泉、廈等郊商，鮮有獨自參與地

方事務者，多半與其他八郊聯名一同參與。  

 在廟宇的修建事務方面，染郊金合順首見參與的公共事務，是於 1815

年參與修建鹿港威靈廟，隔年鹿港聖母宮的修建，也可見到染郊一同參與

的記錄。  

                                                 
4 蔡淵洯，〈清代台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4

期(1986年6月)，頁155。 



 鹿港最重要的廟宇之一—龍山寺的修建，染郊自然也不落人後。1829

年，染郊與其他七郊一同參與了鹿港龍山寺的重修；1858 年龍山寺再重修

時，八郊又捐獻了「慈靈顯應」匾，隔年並捐鑄古鐘一口予龍山寺。這個

來自浙江寧波的古鐘高達 2 公尺，直徑 1.2 公尺，重約千斤，可說是台灣

廟宇現存最大的鐘。這口古鐘現因龍山寺整修而暫置於左側的走廊上，有

興趣的朋友正可以就近觀察鑄於古鐘上各捐贈者所留下的資料。而在龍山

寺的多次修建中，染郊皆佔有一席之地。  

 
龍山寺古鐘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鹿港龍山寺  

 
 天后宮亦為鹿港重要的信仰中心，也是重要的古蹟之一，在其修建過

程中，染郊曾多次參與。1834 年，眾染坊以染郊金合順公號之名，捐銀壹

十大員，參與了天后宮的重修。1870 年，舉人蔡德芳等人再倡議重修鹿港

天后宮，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改建，「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便如此形容  

 
⋯⋯將廟地移北八尺，增闢三尺，厥位依舊面西，俾對夕照佳景。

又新塑神像於殿中⋯⋯亦復修理禪房、護厝數間，養名花以留香氣，



巢好鳥以逗清機⋯⋯故今日之規模，較前日猶宏麗焉。5 

 

經過此次改建，天后宮樣貌為之一新。而如此重要的事務，染郊商號自然

也不落人後，包括藏錦號、錦興號……等十五家染坊，共捐銀一百四十九

兩六五響應。而 1874 年完工後，該事蹟被刻於「重修鹿港天后宮捐題牌

記」上，留下了捐獻的染郊行號名稱。  

 1913 年，天后宮從福建泉州聘請名雕刻師連詠川來台，為天后宮重修

原有媽祖神像，並且新刻 33 尊媽祖聖像。此次發起民眾的捐款，總計募

得壹仟陸佰拾陸大員，支付媽祖神像雕刻工資壹仟伍佰陸拾陸肆拾錢、雜

目器具及整理廟中原有神像工資肆拾肆玖拾貳錢五厘、支付媽祖起駕日紅

包、點心及鼓吹、開光點眼及祭祀的禮花費等費用。除此之外，由於廟宇

屋頂巳有受損，此次並一同修理廟內屋頂。染郊參與捐獻的行號包括振興

號、振裕號、元昌號、洽裕號、勝利號、元和號、瑞興號、勝興號、和美

號、合順號、成發號、合泰號等 12 家。6而此次的捐獻，也成為元昌行首

見參與大型公共事務的見證。  

 在其他廟宇部分，1850 年，鹿港城隍廟重修，染郊金合順及其下行號

皆捐貲經費。包括染郊金合順捐銀十大員，染坊寶藏號捐銀三大員，藏錦

號等十七家則各捐銀一大員。1875 年，鹿港諸紳士、郊商捐獻「燮理陰陽」

匾予鹿港城隍廟，雖無明言染郊公號，但染郊身為鹿港郊商的一份子，應

當也參與了此次捐獻。1856 年，八郊聯合修建鹿港鳳山寺，並捐獻「威武

英烈」匾一副。  

 而在鹿港以外的廟宇，亦可見染郊的蹤影，彰化元清觀便是一例。元

清觀供奉玉皇大帝，現今是彰化的二級古蹟。其係於 1763 年由泉州移民

集資興建，在嘉慶年間首度重修，後因 1848 年山門戲台塌壞，於 1866 年

由鹿港舉人蔡德芳、職員陳元吉等人發動募捐整修，歷經二十餘年的努

力，直到 1887 年才告完工，除重建了戲台，並整修了中、後殿。在這次

的修建中，鹿港多位士紳、商號都有捐獻，郊商中的泉郊、布郊、[竹敢]

郊、以及染郊亦助一輩之力。染郊共捐銀一百元、平七十兩。7 

 在其他的事務方面，染郊參與了 1818 年重修鹿港敬義園的公共事務

                                                 
5 「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位於鹿港天后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化縣篇》，

頁135。 
6 「重修舊祖宮諸神像捐題牌記」。位於鹿港天后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

化縣篇》，頁141。 
7 「溫陵元清觀碑記」，為於彰化元清觀。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化縣篇》，

頁39-40。 



中。敬義園是由浙江紹興魏子嗚與鹿仔港巡檢王坦損倡議，得士紳林振嵩

合泉廈二郊鳩資於乾隆前間所設的民間慈善機構。後於 1818 年重修，此

次重修捐出資的名單載於「重興敬義園捐題碑記」上；碑文雖因缺字而無

染郊字樣，但八郊中的其他數郊都參與捐獻，染郊應當亦是不落人後才是。 

 而在 1888 年時，因為抗議劉銘傳所推動的土地清丈不公，彰化地區爆

發了「施九緞事件」。當地莊民以施九緞為盟主，舉旗抗官，後並攻入鹿

港。進入鹿港後，施九緞向八郊派借銀兩，郊商可能是為求自保，於是捐

餉予施九鍛。8算是意外的捲入了此次事件中。  

 
二、個人的參與  

 
 在染郊金合順公號、或染坊商號來參與地方的盛事之外，由於染坊經

營者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財富和名望，故有時亦以個人的身分，出來主持地

方事務。  

 以日本時代為例，就有多名染坊主人被派為鹿港地方的保正。其中最

知名者莫過於勝興染坊的蔡敦波。蔡敦波，生於 1869 年，其人被譽為「漢

學廣博，為人敦厚，資性剛毅，英氣拔群，好就義行」。在清代雲林匪亂

危及鹿港時，他便徵募壯丁，自任防衛。1905 年 12 月被選為保正後，亦

是不辭辛勞，奔走公務，凡公共事業莫不勇為。至 1911 年 11 月，獲總督

府頒授紳章。歷任地方調查委員、鹿港信用組合理事、鹿港街協議會等職。
9是鹿港地方相當有名的保正。  

 除了蔡敦波，勝順號的主人施枋，也擔任和興第三保保正。合順號主

人周連順，則為新興第三保保正。  

 在公共事務的建設上，也可見染坊主人以個人身份慷慨解囊。在前述

1913 年的鹿港天后宮重修中，蔡敦波也以個人名義，捐金五円。10而在鹿

港以外，也可見染坊主人參與的事蹟，  如彰化節孝祠的修建便是一

例。現今位於彰化市公園路上的三級古蹟彰化節孝祠，是台灣現存三座節

孝祠中，唯一單座獨立的節孝祠，具有孤例之稀少性價值，相當珍貴。節

孝祠係於 1873 年，由彰化地方人士醞釀籌建，並由進士蔡德芳及拔貢生

林清源先行採訪節孝婦女，共得一百二十名；至光緒初年又由白沙書院山

                                                 
8 連橫，《台灣通史》(台文叢128種，1962年；1920年原刊)，頁881。毛一波，《台灣省通志‧

卷九革命志》(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頁66。 
9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列紳傳》，頁208。吳文星主持，《鹿港鎮志‧人物篇》(鹿港：鹿港鎮公

所，2000年)，頁28-29。 
10 「重修舊祖宮諸神像捐題牌記」。 



長丁壽泉、訓導劉鳳翔、稟生吳德功、主事吳鴻藻等士紳再採訪得一百六

四位節婦名單，經於台灣知府程起鶚、陳文騄和彰化知縣李嘉棠等奏請禮

部核准建祠。於 1887 年興工，座落於彰化城內城隍廟東側，但於日軍入

台時的戰亂中受損，於 1924 年再因都市計畫遷建於八卦山下現址，共合

祀節婦四百六十二人。而勝興號的蔡敦波、順興號的周清水，則各捐金二

十圓，參加了 1924 年這次頗具意義的重建事宜。  

 

 
小結  
 從上述的整理，不難發現無論是以染郊公號、染坊商號，甚至於染坊

主人個人的身分，在鹿港甚至彰化地區的各項公共事務上，都可見到他們

活動的身影，也反映了染郊在鹿港地方上的重要性。  

 雖染郊在八郊中經濟實力雖不如泉、廈等大型郊商，但對於公共事務

的參與，仍是不宜餘力，無論是在鹿港的龍山寺、天后宮、城隍廟、鳳山

寺、威靈廟，甚至彰化的元清觀、節孝祠等的修建，都可見染郊捐獻資助

的紀錄。在地方事務上，染郊可說是不可獲缺的一員。不過染郊由於在八

郊中地位並不如泉、廈等郊商，鮮有獨自參與地方事務者，多半與其他八

郊聯名一同參與，是其特色。  

 而多位染坊的主人，至日本時代後同時出任地方的「保正」職務，在

地方事務的推動和維持，也有相當的影響。而個人參與的事件亦多在日本

時代，這與清代時多半以染郊名稱、或是以染坊的行號來參與有所不同，

似乎也反映出統治者對於地方團體的態度及某種時代的轉變。  

 現今對於鹿港八郊的研究，多半集中於八郊共同活動的討論，以及泉、

廈等大型郊商的探討。而其他的中小型郊商，如染郊，專文論述者相當有

限，這對於鹿港往昔風光甚至彰化的歷史而言，可說是美中不足的。本文

雖無法蒐羅所有有關染郊的資料，但透過上述的排比整理，對於染郊甚至

鹿港在過往的經濟、地方活動的光景，應可提供一個較豐富的側寫。  

 



附表一、染郊商號及個人所參與之公共事務  

年代  出現名稱  事由  金額  資料來源

1815 年  

嘉慶二十年  

八郊  修建鹿港威靈廟   ，頁 133

1816 年  

嘉慶二十一

年  

染郊金合順  重修鹿港聖母宮   ，頁 133

1818 年  

嘉慶二十三

年  

(碑文缺字、但應有

包括染郊) 

重修鹿港敬義園   ， 頁

171-173 

1829 年  

道光九年  

八郊  重修鹿港龍山寺  

1831 年完工  
 ，頁 162

1834 年  

道光十四年  

染郊金合順  重修鹿港天后宮  銀壹十大員  ，頁 187

1850 年  

道光三十年  

染郊金合順  

染坊寶藏號、藏錦

號……等十七家  

重修鹿港城隍廟  捐銀十大員  

捐銀三大員  

各捐銀一大員  

， 頁

128-129 

1856 年  

咸豐六年  

八郊  修建鹿港鳳山寺  

捐獻「威武英烈」匾

 ，頁 28

1858 年  

咸豐八年  

八郊  重修鹿港龍山寺  

捐獻「慈靈顯應」匾

 ，頁 28

1859 年  

咸豐九年  

染郊金合順  捐鑄鹿港龍山寺古

鐘  
 ，頁 132

1874 年  

同治十三年  

藏 錦 號 、 錦 興

號……等十五家染

坊  

重修鹿港天后宮  共一百四十九

兩六五  

，頁 138

1875 年  

光緒元年  

鹿港諸紳士/郊商  重修鹿港城隍廟  

捐獻「燮理陰陽」匾

 ，頁 31

1898 年  

明治三十一

年  

鹿港染郊  重修彰化元清觀  銀一百元、平

七十兩  

，頁 40

1913 年  

大正二年  

染郊金合順  

振 興 號 、 振 裕

號……等十二家染

重修天后宮  共捐金一百五

十円  

 

，頁 141



坊  

蔡敦波  
 
捐金五円  

1924 年  

大正十二年  

蔡敦波  

周清水  

重修台中節孝祠  金二十圓  

金二十圓  

，頁 58

 
資料來源：  

《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彰化縣篇》  

〈鹿港「郊」之史料集零〉  

《鹿港龍山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