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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以前的古蹟保存大多注重在原貌的復原，但對傳統空間的使用，總是較為疏忽。本研究

從當地人的角度探討「鹿港古蹟保存區」，及使用者對古時市街、歷史街屋和寺廟的行為反應，

進而認識古蹟以及探討其保存、修護的問題，以作為日後保存之參考。 

 

鹿港曾是台灣中的經濟交通樞紐，俗諺「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的鹿港在台灣是相當有

名的觀光勝地。由於鹿港是座文化的古都，人文薈萃，商業繁盛，清朝時期更因為貿易港口

聚通商之便，於是鹿港小鎮有著許多的古蹟、寺廟、小吃等等的吸引，也相當的吸引著我們，

讓我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這個充滿魅力的地方-鹿港小鎮。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鹿港地名的由來。 

（二）了解鹿港古蹟景點介紹。 

（三）如何維護古蹟。 

（四）探討鹿港未來發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 

 

本研究蒐集鹿港古蹟相關文獻，利用圖書館及網際網路資訊，收集有關古蹟之書籍，並

到鹿港相關網站查詢相關資訊，歸納整理後完成論文寫作，研究流程如圖一所示。

 

圖一 論文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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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了解鹿港地名的由來 

 

鹿港在歷史發展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儘管因港口淤積交通要道改變，繁盛榮景早已步

入歷史，卻也相對成為台灣古跡保留得最完整的城鎮，而在這個充滿歷史的鹿港，它有幾個

流傳下來的地名來源說，讓我們來看看這幾個特別的來源說。 

 

（一）台灣開發早期中部一帶常有鹿群聚集在海邊草埔，鹿港可能聚有鹿群，故稱「鹿仔港」，

後來簡稱「鹿港」。 

 

（二）鹿港一帶早年為平埔番巴布薩族(Babuza)領地，平埔族 Rokau-an 一語的轉譯。 

 

（三）地形似鹿，故名「鹿仔港」。 

 

（四）古為米糧集散處而設倉廒，廩之方音曰「鹿」，故得名。（註一） 

 

二、了解鹿港古蹟景點介紹 

   

鹿港歷史古蹟，大概分成二大主類；寺廟、街景，這二大類是鹿港最吸引人的代表性古

蹟，也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主要目的。 

 

(一) 鹿港寺廟類： 

 

早期的鹿港就瀰漫著相當重的宗教信仰、民間信仰，這也是為何鹿港有這麼多寺廟的原

因之一， 而保存這麼多寺廟也是鹿港的一大特色，甚至有人用：「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

（註二）來形容寺廟非常的多。 

 

其中最著名的寺廟，就是媽祖廟（天后宮）了，因為它的歷史最悠久，而且媽祖廟也有

相當重大的意義存在，據說是從福建要過黑水溝（台灣海峽）到台灣非常危險，為了祈求媽

祖能保佑渡臺者能平安抵達而蓋的，如圖一所示。 

 

而最完整的寺廟，則是龍山寺，鹿港龍山寺原為鹿港街巷內的一間小廟，歷經了數次的

整修重建才有現在的樣貌，建材大多都是由泉州而來，格局規模都仿照泉州的開元寺，可說

是相當具有中國泉州藝術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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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格局方正，山門為三進兩廊九開間縱深式建築，入口的山門、五門殿、拜殿到後

殿，是典型的三進二院的建築，前殿因為有五扇門，因此又稱為五門殿。石獅位於前殿入口

的兩側，有鎮邪的作用，石獅位在台座上，彼此相望著對方，公獅常戲弄彩球也常撥弄雙錢，

而母獅則是懷抱著小獅。而龍山寺正門如圖二所示。 

 

 

 

圖二 鹿港天后宮 （親自拍攝） 圖三 鹿港龍山寺 （親自拍攝） 

 

新祖宮，主要祭祀的是掌管海上航運的女神―媽祖，及

山官大帝、青面、龍王尊神和俗稱黑面的境文宮，相傳當初

在林爽文叛變的時候，清廷派福康安大將軍率領士兵來台灣

平定途中遇上了颱風，因媽祖保佑而順利地抵達鹿港，因此

建了此廟感念媽祖，新祖宮又為官拜廟，廟口的下馬碑刻著

文武官員至此下馬。 

 

新祖宮內的龍王尊神有呼風、喚雨和興風作浪的本領，令人敬畏，而龍王本來之職就是

興雲佈雨，為人消滅炎熱與煩惱，龍王治水成了民間普遍的信仰，而龍王的尊身是集合了馬

嘴、蟹眼、羊鬚、鹿角、牛耳、獅鬃、魚鱗、蛇身、鷹爪…等。（註三） 

 

(二) 鹿港街景類： 

 

鹿港小鎮是由很多古早的建築物所組成的，也因此聚集了相當多的街道與巷弄，在這小

小的城鎮裡。 

 

其中最著名的應該就是鹿港老街了，這條老街早期俗稱「古市街」，只因為當時大家

都在這邊進行買賣、交易，同時也是當時最為熱鬧的街道，再經過整建之後，也變為

現在最為熱鬧的觀光勝地之一。而現在，我們則稱為九曲巷（金盛巷）。而圖四中，左下角

的井便是半邊井。 

 

 

圖四 鹿港新祖宮 （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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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宜樓位在金盛巷內，又稱「跑馬廊」。十宜樓在早年，常有許多文人雅士聚集，在

十宜樓上高談闊論、品茗對月，傳說十宜樓的主人位了使客人可以在高處賞月，因此在兩棟

樓的中間建一座跑馬廊，十宜樓因為「琴、棋、詩、酒、畫、花、月、博、煙、茶」（註三）

十宜以及和金盛巷交叉成十字，故名十宜樓，如圖五所示。 

 

 

 

圖五 鹿港九曲巷－半邊井 （親自拍攝） 圖六 鹿港十宜樓 （親自拍攝） 

 

而位於十宜樓附近的意樓又稱「望夫樓」。意樓曾

經有過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一位曾經住在意樓

的陳姓大戶人家，愛上了一個名叫尹良的ㄚ環，當

雙方論及婚嫁後卻遭到家長極力反對，好不容易得

到同意後，陳姓少爺的家長卻要求他們成親以後必

須立刻進京考試。臨行前，少爺種了一棵楊桃樹，

並告訴尹娘，一定要等他回來，但誰也不知道少爺

就這麼一去不復返，尹娘日日夜夜看著楊桃樹思慕

著少爺，最終日漸憔悴而死。」（註四）  

 

三、如何維護古蹟 

 

不管是人或者是古蹟，都一樣會生病、老化，而且古蹟都是經歷了數百年或者千年的歲

月，所以更應該需要保養、治療。而保養是平常就要做的經常性工作；治療則是要對症下藥，

否則會破壞到其他地方。而古蹟維護工作包括下列幾項措施： 

 

（一） 平常管理 

 

（１）防腐： 

平常門扇及櫥櫃要打開，使屋內常保乾燥及通風，然後善加維護古蹟周圍的排水

設施，還有屋頂要保持乾淨，以避免堆滿樹葉堵塞洩水槽，且須注意漏雨現象。 

 

（２）防蟲： 

圖七 鹿港意樓 （親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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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白蟻、保持乾燥，可以防腐防蛀，可使用燻蒸、噴灑、塗敷、浸漬、穿孔及土壤等

方法處理來防蛀。 

 

（３）防鳥： 

防止鴿子棲息在古蹟上，防止啄木鳥在壁板上啄洞， 以及麻雀在屋簷下築巢破壞到古

蹟。（註五） 

 

（二） 開放時管理 

 

開放時間遊客眾多，應該貼一些警告的標語讓遊客注意，以免古蹟被無意間破壞了，如

以下幾點： 

（１）不要亂摸木頭〈它們怕汗水〉 

（２）不要亂踢石塊〈會斷掉、建築物會垮掉〉 

（３）不要坐在石製護欄上〈會斷掉、自己掉到水裡〉 

（４）勿攀折花木〈因為它們有百年歷史〉（註六） 

 

（三） 修護工程的進行 

 

古蹟的修復是一項不得已的作法，絕對不可輕率行事，在修

復前，比須擬定各種保護措施，加分析比較，在確定沒有其他更

好的方法取代，才能選取的最後辦法。 

 

進行古蹟修復時，盡可能保留原構件，並用各種方法加以修

理，不可以輕易抹去過去修補與歷史的部份，避免採用更新的手

法，以保留更多的歷史訊息。 

 

以傳統的材料與技術從事修復，雖然不排斥現代技術，但新

技術必須先經過證實可靠才可用於古蹟修復，並且這種方法具有可逆性―指的是不會破壞原

有材料，未來並可取下，不影響原物。 

 

修復目的並不是為了追求統一的風格。負責修復古蹟時，不可主觀地評量古蹟的價值與

重要性，進而決定保留或去掉什麼。必須透過公開討論以求客觀之標準。 

 

四、探討鹿港未來發展方向 

 

鹿港以人文歷史為名，早期因為鹿港鄰近海邊，所以商人往來頻繁，發展極為快速。

 

圖八 鹿港龍山寺修護(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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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寺廟是鹿港現在最為著名觀光景點。古色古香的鹿港街道，有許多遊客慕名而前來，

但大部分的歷史古蹟都分散在鹿港的各個角落，常有遊客在街上詢問各個景點。站在遊

客們的角度，各街道路口的指標更為重要。 

 

古蹟巡禮的路線，是鹿港發展特色的另一項工作，假日的鹿港總是熱鬧非凡，然而

多半的時候遊客們總是盲目的漫步在鹿港街頭，而許多的歷史古蹟也只是過目即忘。因

此應該規劃出一趟專屬鹿港古蹟的導覽路線，讓遊客們不僅僅只是參觀鹿港百年以上的

古蹟，更能體會到整個歷史的層層遞進，不論是從發展前後，或者是歷史的痕跡，讓遊

客們彷彿回到當下，親身感受歷史。一趟古蹟巡禮，不僅僅只是觀光，更是親身經歷一

趟歷史。 

 

参●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此次的論文中，我們特地調查了這塊擁有悠久歷史的小鎮。雖然鹿港早已不復當年一

府二鹿三艋舺的盛況，但卻留下許多傳說。這些都是鹿港後人所津津樂道的事。在這個藏著

許多珍貴資產的地方，每一幢閣樓都有著各自的故事；每一座寺廟都有說不完的傳說；每一

個商家都各自盛敗興衰的經歷，擁有這麼樣珍貴的一個小鎮，不是很幸運嗎？ 

 

隨著歲月的流逝，多處古蹟也變的殘破不堪。近年來政府也致力於維護與修復古蹟，但卻仍

有外地的觀光客因貪玩之心而恣意破壞這些資產。讓我們不禁疑問：難道這就是後人對於這些文

化資產的尊重嗎？又試問：當我們擁有這樣豐富的文化，難道不該更加珍惜、尊重這些文化嗎？ 

  

我們應該正視觀光對於小鎮所帶來的衝擊，雖然觀光發展為鹿港注入了一股生機，相對的也

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何管制外來觀光客對小鎮的破壞是鹿港今後值得關懷的課題之一。 

 

二、 建議 

 

（１）規劃出一日古蹟巡禮路線，增加遊客興致，吸引更多人潮。 

（２）在古蹟景點招募當地志工，解說古蹟由來，讓遊客更加認識古蹟。 

（３）設置遊客中心，提供當地古蹟、觀光、美食…等簡介。  

（４）假日車潮擁塞，可以設置接駁車或公車，定點接送，使遊客更加便利。 

（５）可以增設飯店或旅館，提供旅客休憩。 

 

肆●引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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