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機與重建 【 鄭成功、軍1)銘傳 】

150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鄭成功、劉銘傅 】

2003 年 4 月 25~ 26 日

r 告示」 從《淡新橋彙》中的官府告示看

市鎮訊息傳播網絡

呂紹理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對於當代人而言，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各種告示的環伺之 F . 在學校晏

有佈告欄， 張貼著學生的優良表現或者學校的各種規定，學生則有自己社

凶專屬的海報板，用盡各種拾眼的顏色圖案要招攬人們佇足觀看在 IlìI~區

主真有村里佈告欄 ，通告著各種政府宣導事項或科公共、柄，勁，電制出現後 ，

這種資訊散播的媒介多 r 一種選頃，而電腦網絡的發展，似X取代 f 過半

傳統公告資訊的體系，今天，我們大概早已習於觀看 BBS 威者各種網tI fW

給我們的訊息，很少人會日曬雨淋地站在公告欄前看法各種公告了。

傳統社會的生活中 ， 公告占據著何種位置呢?誰先發布公告?發布的

對象為何?會張貼在何處?有什麼樣的事情需要透過公告來周知大是?對

於公何行為有何規範?傳統社會的公們與公共領域的形成是否訂 |胡係?站

些問 ;tliit 木文所欲處理的課題。

如果就公告的形式而苔 ， 清代的郎報過去 - 直是做為近代新聞媒介 l的

矢 . {凡是以益問而言 ， 碑文亦應值得重視。不過 ， 由於碑刻史料並不充分，

4'丈 H守只利用少部分的篇幅討論碑刻與告示之間的關係.;}.:丈 k 要使用的

材料 ， 將集巾在 { 淡新檔案 〉 哀所保存有關告示的公文，希喂給的此 -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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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整理和分析，能對於清末北台灣城市中的官府訊息傳播網絡及其所勾

連的公眾社會內涵，提出初步的觀察。不過，由於淡新檔案中對於所發告

示張貼地點多半交待不全，只有竹塹城較為清楚，因此本文討論的訊息傳

播空問範圍時，將以竹塹城為主 。

以下我們將先簡單介紹幾則告示的案例，再透過這些案例進一步分析

與告示相關的課題 。

職民林尚義草屋禁宰牛立碑永遠事

同門照;懦、南北路大小科

庄，大庄 2-3 張，小庄 1-2

張;另中VJ石也脾

12505 1.. ._ . _. ___~_. ~ ._..... _.. ~.. 1批:繕寫百十道遍貼曉諭'
淡水分府陳星聚為勸民行善特發教民作|

|實質上共發竹北一保等地 的
好人告示 | 

|道

12506 1竹南一保中港頭份街庄總理陳雲漢等為|竹塹四城門等內外鄉庄共 98

誠心建酷懇請示諭嚴禁場賭以靖地方事|道、戒賭但歌百句共發 20 道

12507 1台灣知府孫壽銘奉撫憲丁(日昌)移請淡|
|竹塹四城門等內外鄉庄共發

水分府將嚴禁賭博以除民害之告示質貼| … 

1 80 、
曉諭一面認真嚴禁亦不得藉端騷擾

12508 1兵部侍郎褔建巡撫部院TC 日昌)札筋

淡水同知將發出告示遍貼曉龍嚴禁自盡|發貼告示 叩
命案誣告圓賴

12509 1嚎蒙本府憲札轉奉撫憲勒頒發嚴禁花會告
I-.~ .-.- -- .~~ -.. . - - - I發貼告示 26 道

|示前即遍曉諭並前具報由

12512 I台北府正堂陳星聚札前新竹縣正堂徐錫

祉桐後所屬各舖地保如有諭示頒到 應|四城門 署前 北門街
造具木板懸掛以免污穢字蹟

12516 1竹南一保中港頭份街庄總董陳光海例貢

黃南球等稟稱南港山以及溪埔等處栽種|示共 16 張
相蕪被人拆採呈請示禁由

12517 1署台北府正堂雷其達因訪間有無恥之徒

假冒科甲或詐部曹甚至冒充大府台親招

l發出告示照抄多張
搖撞騙籍端訛詐札的新竹縣出示嚴禁並

遍貼曉諭一面再派差查擎

12518 1大甲兵丁廣齡稟稱大甲城各路賭棍齊集

夜間並有扒城之人但屢次為紳董保去台

灣防務福建巡撫部院命新竹縣妥為辦理

12519 1學人鄭維藩等為開賭滋鬧胎吉無窮倉請

剋 n 示禁面簽差趕散拘究嚴辦以靖地方

事

13705 11曉諭開徵票筋差催收正雜錢組及應辦事
|發對保 32 張、掛頭門 l 道

宜由

二、〈淡新檔案〉中的告示案例

清代官府的公告行為的性質與程序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

了解目前既存的公告文獻 。 筆者將目前閱讀 { 淡新檔案 } 中與告示有關的

案件目錄，整理如表

表 ( 淡新檔案 } 巾與告示相關的案件

卷號 l 案由 | 公告地點

111 07 I撮閻屬紳奮士庶郊戶等詞請監理科表瞧|城鄉市鎮、懸掛轅門壇前
務分別核轉由 |市鎮壇前

11325 1蒙木府蔥陳札發示禁各處不准私收投詞-
|四城門等 1 2 處

訛索由 | 

11326 1示諭署內廚役人等如在城廂店鋪購買貨 i

物均經諭令查照市平市價現錢交易不准 1本城廂各處

恃強硬頁，除欠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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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4 1台澎兵俯道提督啦政夏獻綸札筋淡/.1<臨
竹墮城凹城門草地 20 道

禁止賭風、嚴禁閉設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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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13906 I新竹縣知縣方祖蔭課稟請臺灣布政使邵|告示 1 道懸牌實貼街前，一

友鞭頒發天平怯碼二付以便遵照持平出|面由該縣照抄多張，遍貼曉

入由 |論

14101 1 禁高抬米價:四城門、署前、

1米市、北古樓
淡水同知王鏽為出示嚴禁固積高抬以便|

|曉諭禁運、開港:竹塹、中
民事 | 

港、大安、香山、圭籠、後

壟、吞霄

言十發發告示二十道

臺北同知於 9 月 18 日收札後，即按照命令，於 9 月 25 日要求六班分

別在下列處所「滿漿是貼曉諭 J ( 12504.2-4 ) 

表 2

竹塹四城門、廳署前、武營前、巡司街口、楊梅壢卜皂負責寒貼

新庄分縣前、福尾街、圭籠街、 三貂嶺 仁皂

由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告示的性質應該與正式的官文書一樣，因為

官府會發布告示的案件多半與「出示嚴禁」有關，也就是告示的目的多半

是為了禁止人民從事不法之事，如賭博 、 詐騙 、 侵擾民地等活動，從這個

角度來看，告示質際上是正式官艾蓄的延伸 。其次 ，除了官府有發布告示

的權力之外， 一般人民也可以透過官府出面禁止他人侵害自己權益或禁止

他人從事不法活動，如表一編號 12502 、 12506 、 12516 等案即是。

為了能夠更進一步了解告示發布的過程及其所具有的效力，以下先堪

一例來說明 。

蜢脾街、參府街前

中壢街、桃仔園街

中港街、後壟街

吞霄街、大甲巡司街前

快
一
快
一
快
一
皂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棄一:賭博

本案的開端是同治 13 年 9 月 8 日臺澎兵備道夏獻綸/發札給各下屬單位

(淡新檔案編號 12504.1 .按: 以下行文中括弧中之數字均表示該文句或文

件在〈淡新檔案 }中之出處編號)

此外，大加納保鄉長蔡承平、保長周廷玉和興直保鄉長林泰安、保長

杜金安等人亦於同治 13 年 10 月 12 日及光緒元年 6 月 29 日分別領收「嚴

禁聚賭札告示 J 2 道及 5 道，貼於該管區內。( 12504.5-6 ) 

與此案相關的卷宗則是編號 12506 號檔，此檔之緣起為竹南一保港頭

份街等庄總理陳雲漢等為了舉辦建瞧，因此於同治 13 年 10 月 13 日真稟至

淡水分府陳星聚，希望官府出示嚴禁場賭以靖地方 ( 12506 . 1 ) 。淡水分府

承發房於 11 月 5 日收到此真後，並沒有立即回應，直到隔年(光緒元年)

5 月 2 4 日福建巡撫王?發札要求台屬軍民嚴禁聚賭之令後，才將兩案併案

處理。陳星聚於 6 月 2 日於文上批示「照抄百十道遍貼曉論，速速，毋延。

限兩日送 J ( 12506 .3 ) .並於 6 月 3 日命令六班分工按照指定地點貼示此

禁賭札( 12506.5 ) 
照得全灣賭素盛，正見當辦理 ;每防之際，調募各營勇丁雲集，誠恐不 j去

兵役，招集遊乎無賴之徒，開場窩賭，尤易滋生事端 。 茲經會向全灣

鎮出示嚴禁，合行札發 。 為此札 '仰核龐 立即遵照 ，會營一種查擎示

棠，不准兵 7役勇人等故違禁，仍蹈積習 。倘 有如前招集遊乎無 賴之，

再行開設賭場，定 !!p 一面查封，一面訊明，按律重辨 。如敢聚眾抗毆，

!!p 行車明，按照軍法從事 。營縣狗屁，同 干參辨 。 仍將遵辨緣由向發

貼處所，開摺報明察查，毋達 。 此札 。

表 3

竹塹四城門、廳署前、武營前、巡司街口、北古樓、內 l
|以上一皂湯才對

天后宮、外天后宮 、 香山街 、水田街、新社、楊梅壢、 1 ，.，
峙。

大湖口 、 新埔街、九穹林街

大甲街、南北門城 、 分司街口、武營前、大安街 、 房裡|以上三皂蔡照對

街、婉裡街、吞霄街 |保。

l 正式官銜為欽加布正主使司街、福建分巡查澎兵備道 、兼提督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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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壟街 、 白沙敬 、 中港街 、 營盤前 、

貓裡街

后宮口 、 頭份街、

以上一快李益對保

中壢舊街 、 行台前 、 新街 、 桃仔園街、公館前 、 南授 、 |以上 三 快李祿對
大姑授 、 三角湧 、 龜崙嶺頂 悔 。

新庄縣署前、中街 、 南街 、 五十六坎街、武廟口 、 種混、|以上 二 皂 江 龍對

八里盆 、 金包里、奎壟、緩緩街 悔 。

蜢脾直街 、 新舊街 、 谷倉口 、 龍 山寺口 、 參府前 、 水返|以上 二 快蔡標對

腳 、 錫口街 、 紡橋 、 大陸同街 、 大稻埋 |保 。

除了透過六班分赴各地 「滿漿是貼」之外 ， 官府往往在碰到較為重要

事項 ， 需慎毫其事時，多半會配合地方基層鄉庄及保甲組織的力量以便分

發告示 ，並且要求各保必須要簽署「管收狀 J 一 方面管制張貼公告的數

量，另一面也約束各保甲在領取告示之後，必須按照規定處所張貼告示 ，

例如大加納保鄉長蔡承平 、 保長周延玉之管收狀內容如下:

具收管狀 。 大加納係鄉長蔡 承平、係長周延玉，今當

大老爺壹前，收管得嚴禁眾賭告示五道，立即發貼越辦栗倉口、龍山

寺口、新街 、舊 街 、武 營 前尊處曉 2銜 ，毋致風雨損 壞。 合具收 管 狀是

實 。

在本案中，由於賭博乃重大社會違禁之事，故宮府對此一告示是否確

1'1執行公告示禁察查得較其他各案更為嚴格，是以各鄉庄長及保長簽 r 管

收狀之後，宵府還曾特別派人至各處查詢，以便確認所收管狀確 I~' 按照崩

定地點貼示 。 在本案中 ， 官府除了發佈般禁聚賭告示外，另外還寫就 一肯

〈 戒賭伺歌一百句 〉 要求下屬傳發各處 。 但歌內容如下 ( 12506 . 31 ) 

動 人 其賭博，賭博例 禁 嚴。 無 論民與兵， 犯者 I!p 枷杖 。

開場 散賭者，罪 名更加重 。初 犯杖一百，併要徒三 年 。

再犯杖照式 ， 遠流三千里 。首賭摯賭者 ，主主有其 賊據，

賭博之 財 物 ， 一概歸入 官 ，半賞首賭 人，半作充公用 。

職官 犯賭博 ， 無論文與武，革職永不用，枷貴不准 贖。

生 監與職銜， 犯 則 先遞 萃， 照例 亦 枷責 ，一種 買賣 不 得。

爾 等富貴子，何 以要去賭?多因不甫輩，開場 來引 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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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f萄酒肉飯，或設煙花局，今爾入迷途，朝夕 戀 不捨 。

輸贏用籌碼，悉聽、 石員家計 。 豈知一結算，盈千并盈萬 。

現交不能欠，無錢借貸 i奏 。 重利受滾盤，變產還亦願 。

從今富貴家，賭博當禁絕 。 子弟早約束，勿致受人騙 。

堂堂體面人，肯做下賤事 。 如有人首告，受辱何能堪?

若是買賣中，自有生財道 。 何可起貪心?思考身賭博財，

更有一般人，可笑更可憐 ， 轎夫及挑夫，受盡苦與辛，

賺來血汗錢，都送賭博場，凡屬問賭者，必非良善人，

無賴與積棍，勾結街中蠢，咯地納陋規，白日敢開賭 ，

或設於街坊，或攤于廟內，招集市并徒，紛紛趨如驚 。

因此多爭鬧，鬥毆釀命案，街鄰受波累，弱者受其殃 。

窮 ;美輸了錢 ， 空乎不能遷，潛思偷與竊，進 變 為賊益 。

從 此賊日多，由于眾賭來，此等不肖輩，非可言吉吾盡力 。

惟有地方官，嚴筋係甲查，分別罪輕重，照例I!p 詳辨 。

租屋與人賭，壘。情應封鎖 。 街市若有賭，係鄰當車孝 。

容 隱 被人告，杖責亦不鈍 。 既往姑免究 ， 從今當痛改 。

出示嚴禁外，更撰五言誠，條例詳指示，根由說其概 ，

大家當共醒，大家當共戚，及早想回頭，長作好百姓 。

然後六班頭役照例將此{里歌傳發各地如下( 12506 .34 ) 

竹塹城 、 東門 、 西 門、 南門 、 北門 、廳、署前 、 竹北一保 、 |以上一皂湯才對

楊梅壢 、竹北二保、 中壢街 睬 。

竹南一保 、 中港街 、 竹南二保 、 後盟街

竹南三保、吞霄街 、 竹南四保、大甲街

桃潤保 、 桃園街 、 海山保、 三角湧

以上一快李益對

保。

以上 二皂蔡照對

保 。

以上 三快李祿對

保。

興直保 、 新庄街 、 芝蘭保 、 混尾海關前、金包里保 、 雞能|以上 二皂江龍對

保、 三貂嶺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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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從(i克新檔*D 中的官府告示看市鎮訊息傳捲網絡

因此，這類的告示並非可以隨意模寫傳抄，極有可能告示本身必須蓋有官

印才能張貼，因此才有數量上的管制，一般人民似乎不得隨意模寫張貼此

類禁制的告示。另外，官府進行禁賭告諭時，除了利用張貼告示以宣達訊

息之外，各鄉長保長赴官府領取管收狀時，官府往往還會另外再以口諭方

式宣達告示的內容、主旨 ，因此，官府傳遞政令的管道，除了書寫文字的

告示之外，還包括了透過鄉保長口頭宣傳的管道，並且透過淺顯易懂的歌

謠傳遞訊息、。

第二種類型的傳播方式則是張貼告示與勒石為碑並用，可以參見以下

的案例二。

大加納保、艦研街、谷倉口、擺接保、紡橋頭、學山保、|以上二快蔡標對

石旋保、暖暖街、大稻埋 |保。

然後，我們叉可看到重覆一樣的程序，即各保長鄉長紛紛前來領取告

示，並簽收「收管狀」

擺接保鄉長李正均、保長簡游金 1 1 幻 06.3 5 1光元 ω01

石旋保鄉長陳再興、保長林朝聘 112506.36 1光元 090 1

大加納保奎府聚鄉長張正翔、保長吳國安 1 12506 .37 1光元 090 1

l 道 2

2 道 3

2 道 4

素二:嚴禁自盡命黨誣告圖賴

本案最初是福建巡撫丁日昌，因褔建省各屬州縣「自盡圖賴之案，層

見疊出，地方官並不詳加勘審，迅速完結，胎害甚非淺鮮 J 因此於光緒 2

年 7 月 30 札筋淡水同知「後凡自盡命案，呈報到官，均限一月審結，倘有

聳令自盡、誣告、圖賴等惰，即嚴究主使、棍徒，一併從重治罪。」並且

要求將此禁制「發去告示、遍貼城鄉，俾知警覺，所有奉文日期及貼示處

所，即行開摺報查，仍將此示糊石城門，限八月底揚送，專詳備核」。也

就是說在此案中，官府除了要在各地「滿漿是貼」告示之外，還要在城門

口立碑。此碑原立於縣城西門城下左眸 6 原碑已不存，不過在〈新竹縣采
訪冊}中錄有完整的碑文。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之所以要立碑 ， 乃因碑文

中將自盡圖賴所犯之律例條文明列其中，一方面達到禁止的目的，另一方
面，石碑具有模寫複製的功能，因為碑文最後有「 爾等安分良氏，如有實

被自盡命黨牽連者，准I!p 革攝石示，赴地方官呈訴，以免拖累 J ( 12508 .2) 

之句，可見立碑的作用，不僅在於示禁，更有重覆印製的作用，它的效力
就不僅侷限於單方面的訊息告知傳遞而己，更具有雙向溝通與使用訊息的

作用。我們雖然在其他現存清代北臺灣的碑刻文字中並未發現其他碑刻得
以「摹揚石示 J 但是這個自盡圓賴碑卻提供了吾人理解勒石為碑的「複

製」功能，因而，儘管石碑所立地點極為固定有限，但卻能發揮重覆傳播

的效果。

以上兩種類型，只是提供7告示產生流程的基本程序。不論張貼或勒

拳山保鄉長林玉輝、保長高正和

大加納保鄉長平、保長周廷玉

雞籠保澳保陳泰

竹南三保蔡朝陽

興直保鄉長林泰安、保長杜金安等

金包里保長陳得旺

芝蘭三保鄉長林進清

桃潤保鄉長陳謹、保長姚林和

竹南一保保長翁中和

12506.38 I光元。901 I 1 道

12506.39 I光元年 0901 1 2 道

12506 .42 I光元年 1016 1 1 道
12506 .43 I光元 09 16 1 2 道

12560 光元。9 16 道
一
道
一
道
一
張
一
張

12506 .45 I光元 0916

12506.46 I光元 09 16

12506 .47 I光元 0916

12506 .48 I光元 1001

12506.40-41 (光元 0905 )公文則是回報公文，告知臺灣府禁戒賭{里歌

目前已貼過處所。 5

從上述各鄉長、保長領取告示簽收管收狀的情形中，我們可以發現，

官府發給各鄉保的告示是有數量上的管制，同時也明確要求張貼的地點，

2 立即飛貼據接、材察街尊處可t諭 -

3 ~賣貼水返腳、暖暖各 1 這-

4 貼於鐘，w tit 、過「口等處-

5 張貼地點為:竹塹城、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暑}j:f 、竹!有一條、中港街、竹 1有二係、
後墊才好、竹兩三係、是早會街、竹 1有四條、大 甲 tit 、竹北一條、楊梅爐、竹北二條、中J，f

街、桃瀾係、桃函街、海山條、三墮湧、興直保、車時庄街、大加納條、經卿街、谷倉口、

芝自自係、i.!尾海關前、據接係、彷橋頭、司已山係、吱吱街、大稻淫、金~里係、主籠條、

三貂嶺、石再是保
6 (息時竹縣采訪冊) .頁 224-226 • 

158 
159 

-- a 



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鄭成功、劉銘傳】

石，告示能否發揮其傳遞訊息的效果，還得注意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告示

張貼的地點是否可以達到宣傳的最大效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注

意官府張貼告示地點的空間特性 。

三、告示地點的空間分析

在前文表一中，我們驢列了各種告示案件張貼的地點，由表一所列的

地點可知，並非每一件告示官府都會在所有轄境內廣貼告示 ，相反的，大

部分的告示其實在發布時，都已設定7具體的閱聽受眾對象，並且根據此

一假設的閱聽對象設計發布告示的數量及內容 。例如禁賭告示中區分專給

兵T閱讀的告示，以及專為不識字者所設計的戒賭僅歌，而且這兩者不論

在發放數量及張貼地點上也不盡相同 。大體而言， 關涉整體轄境內風紀問

題者，如賭博，則告示發布全縣各鄉街，若只與部分人士相闕，則告示地

點多半與該等人群活動的空間範圍有關。

其次，若整理表一告示地點，則我們可以發現，城門大概是所有各種

告示張貼最為重要的地方，大約所有重要的訊息， 一定會在竹塹城四城門

張貼;其次則是街署前，此外北門街、 南門街、內外天后宮等地也是官府

張貼告示的重要處所 。這些地方究竟能對多大範圍的民泉傳達訊息?要回

答這個問題，得先對竹塹城的道路系統及空間機能分佈稍作說明。

根據林玉茹的研究，竹塹城最早發展的地方應是漢人始墾的暗街至打

鐵巷附近. 1748 年(乾隆十三年)官方興建城隍廟及內天后宮之後，以域

隍廟為中心的太爺街至鼓樓街，以及媽祖宮口附近也陸續出現街肆:此外，

竹塹城北門乃直達當港的要道，因此北門外的發展亦極為迅速. 1742 年(乾

隆二十一年)外天后宮(即長和宮)興建完成時，北門外已形成街肆，並

且成為塹城商品交易最為活絡之區。隨著竹塹地區的開墾與對外商品流通

及貿易的漸次發達，至嘉慶末年時塹郊金長和已出現於竹塹城，並且由於

財富聚集，人口眾多. 18 26 年在紳商聯名要求下，官府准許修築了磚城，

而且在道光中葉時，塹城的四城門皆已出現街肆。至清末時，竹塹城內的

街市分化更趨細密， 米市、柴市、炭市、豆市等名稱的市集在塹城內總計

有 21 個市場，為竹塹地區之冠 。 7

7 林玉主右. (清代竹些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金北 :聯經出版羊乘公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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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竹塹城的發展之後，我們還要進一步釐清城內的道路系統，以便

能與告示的空間分布相比對。根據李正萍的研究，新竹城內的道路是以同

知署為中心與四城門連絡，叉可分為官路、及連絡四城門的四條路:

一 、 官路:由告成門(土城之西門)、揖爽門(西門)入城，右轉走

石坊腳，過挂表節孝坊至內天后宮前，左轉入西門街至同知署。由署前經

城隍廟右彎入太爺街，轉北走經米市街、過北鼓樓接北門街至拱辰門，出

城門至長和宮 ; 另有一路由節孝坊旁的小巷北走，即後車路，亦可至拱辰

門，長和宮前往東北方向走水田街(此段路令日稱北門街) .出承恩門 (土

城北門，在今日水田街靠近中正路之一端，與隆恩圳交會點旁，即為城門

址)

二 、北門道路:在長和宮左邊有一條道路，即今日城北街，通往浦仔

(浦雅) 、 舊社，北上蜢鯽 ，此為官道。長和宮右邊男一條路，即今日愛

文街(據說昔日有一隘門在此) .此路出觀海門(愛文街與長和街文會點

之西，約 250 公尺左右) .通往崙仔、沙崙， 至油車港的鹽田 ，鹽館設於

城內後車路(今長安街)

三 、 東門 :由街門 口走太爺街、打鐵港、暗街仔 ，轉東門街， 經東壇

至迎曦門。出城門直行見即五穀廟，或由門外轉向北，治水圳行至賓陽門

(土城之東門) .府後街土城橋邊，出城門過圳溝，通往下東店 、 東勢 。

四、南門道路:往南門有二條主要道路。 一由街門口走谷倉口，轉南

門街，經關帝廟(勝利路與城南街交點) 二由街門口走西門街至內天后

宮，轉西行至石坊腳 ，接西門下後車路 ， 經護(何)厝溝(芋仔園邊)

過義倉。此路平行於西大路之左，轉東南行，接南門街。南門外向東南行，

過圳溝接今日竹蓮街，出耀艾門(土城之小南門) .門外即南壇，此路通

往東南山區;男一條路出歌蕪門後，走今日城南街，轉西彎入今日褔德街，

經褔德祠出解車門(土城之南門，位於褔德街與林森路 182 巷交點) .西

南通香山。

五、西門道路:西門外官路由告成門向西南行(相當於中山路) . 經

玄天上帝廟、過隙仔溪(客雅溪) .經埔先(草)圈，往牛埔、香山，即

今日竹 54 號道路。 8

年，頁 81-100 . 
8 李正萍. (從竹塹至IJ 新竹:一個行政 、軍事、商業中心的空間扮展 ) .全北﹒國立全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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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的發展既與開墾過程及城牆營建的歷史有關，也影響了城內的機

能配置 。 城內各項機能以同知署為中心，呈現南北分區的現象，南半部為

軍事機關 、 及文教中心 ， 南門外巡司埔在道光年間以後則成為城廂東南村

落農林產品的集散地;同知署以南的則有北路右營、文廟、文昌宮 、 明倫

堂、考棚、書院、義倉及育嬰堂等公共建築。 9北半部治米市街 、 北門街為

商業區 。 如此分布反映開墾背景與土地所屬形態，王世傑等人所開墾的地

方成為城內主要住宅區，如暗街仔、北門街 、 崙仔、水田街一帶及西門街、

中巷至南門街 。這些地方，部分因其所處之交通地位重要，而有商業活動

出現，此時的重要交通地位， 一是指位於城廂村民進城的主要路線， 二是

指位於與舊港連絡的主要路線 。因此由上述二動線來看，北門地區是商業

發展最為有利的位置 。 竹塹商業最初因城隍廟與內天后宮的建立，而集中

在城隍廟後及媽祖廟前。隨著城內外居民日漸增多，商品需求量增加，商

業地帶乃由城隍廟旁向北延伸至米市街、北門街 、 長和宮口。此一路線即

城內通往城廂西、北面各村莊的主要道路，嘉道年間興起的塹郊便集中分

布於此，主要分布於水田街、北門街、米市街 、 太爺街。 10 。 此外，鄰近鄉

村村民每日挑運農林產品至城內販賣的市集，則分布於長和宮 、 北門街、

米市街、太爺街、街署口、內天后宮、南門街 、 南門外草埋及北門外的水

田街 。這些街道所經營的買賈頗為集中，如米市街、北古樓外及水田街主

要經營米食買賣"城內的內后宮及城外的外天后宮則為柴市和炭市集中

地，樟腦交易則匯聚於城內南門街，魚市則分佈於城內北門米市街 。 12( 參

見表 4 - 1 ; 4-2) 

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研士論文. 1 99 1 年，頁 24-26 • 

9 李正萍. (從竹塹至IJ 新竹:一個行政 、 軍事、商業中心的空間發展 ) .頁 30-31 • 

10 林玉全名. (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其活動網絡) .頁 130 • 

" (新竹縣志初稿) .頁 2 1 ﹒
12 鄰，聽雪 、 曾 i主辰~.t寞. (新竹縣志初稿) .頁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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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

柴市

紫市

革可7

草市

炭市

炭市

炭市

魚市

魚市

菜市

土豆市

瓜市

瓜市

tf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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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分佈地段 市集開閉時間 備註

北鼓樓外 辰時畢集，日晚則散 皆城廂聾戶及各

村莊農人用竹籃

挑運到此，排設街

中為市 。

縣署口 巴午時為市

北門外外天后宮口 未申時為市

南門外 辰巳時為市

北門外外天后宮口 未申時為市

縣署口 巴午為市

西門內內天后宮口 巳午時為市

北門外外天后宮口 未申時為市

太爺街 溪魚每日下午為

市;海魚無定時，大

約下午為盛

縣城北門外 商業較太爺街消歇

縣署口、太爺街、南門街 、 北

門內、北門外外天后宮口

北門外外天后宮 辰已為市(土旦新出

時，黎明為市，日出

則散)

北門街 五六月瓜熟時，每日

辰巳午二時為市

南門街 五六月瓜熟時，每日

辰巴午三時為市，不

及北門盛

南門街 已午二時為市 內山客人挑運到

此為市

資料來源:新竹縣采訪冊，頁 1 0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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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按街路整理的市場所在地

街路 市集種類

外天后宮口 柴市、草市、炭市、菜市、土旦市

內天后宮口 炭市

南門街 草市 、 菜市 、 瓜市、芋市

北門街 瓜市

縣署口 柴市、炭市

太爺街 菜市

此外，塹城的發展也與家族組織的成長密切相關，鄭、林兩大家族乃

竹塹城最其影響力的兩大姓，位於塹城西門城牆邊的林家潛園及位於土城

北門外的鄭家北郭園分別於 1849 及 1851 年開始興築'並且成為塹城最重
要的地景指標。鄭、林兩家皆以商入仕，林家多捐納得功名，而鄭家則因

鄭用錫於 1823 年(道光三年)中進士得「開畫黃甲」之殊榮，其後家族中

有二十二名以正途取得科舉功名，其中鄭用鑑長期主持明志書院，倡建文

廟、文昌宮及明倫堂，對於地方文風的發展極真影響力。 13

理解了竹塹城內的人文商業空間分布狀況之後，我們進一步比對告示

發布的地點 ，則可發現，官府發布張貼告示的地點質際上與整個商業及行

政軍事空間的分布若合符節，以前述關涉社會風紀良緝的禁賭告示而言 ，

該告示發布的範團最廣，幾乎含蓋了整個塹城中重要的空間，包括重要交

通動線的北門街 、 水田街、暗街仔;商業節點所在的北古樓、四城門、內

外天后宮、武廟口及城隍廟口等地，也包捐了行政文教中心的節點，如廳

前、城訊署前、巡檢署前和書院前等地;而兵T分布密集且賭風頗烈的武

營軍事節點亦為告示重點之所。從此一比對可知，官府深知透過重要交通

動線與商業節點等人車褔鞍之地的特性，將其所欲傳達的政令以最大可能
公告人民周知 。

另外，針對特定案件需要向特定群體傳達訊息時，則會利用立碑方f

定點傳遞訊息，對照表 5 .我們可以知道:由於城門為出入城池的交通要衝

13 黃朝進. (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成社會:以其F 、林兩家為中心) .全北 國史館，
1995 年 ，頁 27-29 ; 73-77 ; 96 ;黃 M 翔.()青代台灣“新竹戚"城治之其築 ) . (金角，
社會研究}季刊，第 3 卷 2-3 期. 1991 年 12 月，頁 186-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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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往來人潮極多，因此立碑的地點主要集中在城門(北門、北鼓樓及

西門各有二碑，南門有三碑立於該處)。其次 ， 立碑的地點多少與碑文所

欲傳達的內容及設定告諭的對象有密切關係，如「明善堂經收德化社番大

租章程碑」因涉及義倉的管理原則，為昭公信起見，特別將此碑立於義倉

旁;叉如 1873 年 7 月(同治 12 年 6 月 )的「禁攤扣兵齣碑 J 因與兵營

軍自向發放之權益有關，為免長官剋扣並昭公信 ， 因而特別將碑立在遊擊署

頭門外。

表 5

年代 地點 碑刻 立碑人 備註

1849.10 新竹縣 嚴禁佐雜街門擅 眾持書街莊人等

道光 29 年 城內北鼓 受婪贓枉攬民詞 仝勒石

樓下左胖 碑

185 1.11 新竹縣 憲禁混佔塚界藉 舉人許超英貢生

成豐 1 年 城內北鼓 墾滋端碑記 魏紹華葉呈芳，生

樓下右胖 監總理郊行錦戶

等同勒石

1867.1 長和宮內 長和宮碑 塹郊泉紳士仝立

同治 5 年 12 月

1867.9 新竹縣 欽定臥碑 淡水同知嚴金清 對於生員 請行的

同治 6 年 8 月 孔廟明倫 規約，其中可注

堂左側 意者如「市民一

切利病不許生員

上書陳言，如有

一言建白，以違

制論，點l t在治罪;

生民不許糾黨多

人，立盟結社把

持官府武斷掉11

曲，所作文唔，

不許妄行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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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者聽提調官治

罪」

1869.10 新竹縣 |明善堂經收德化|淡水同知富樂賀

同治 8 年 9 月 城南門內|社番大租章程碑|曉諭

義義倉邊

1869.10 新竹縣 |明 善堂開銷義舉|署臺灣北路淡水|將明善堂由大甲

同治 8 年 9 月 |城南門內|條款碑 |總捕分府加十級|德化社番大租之

義倉右側 紀錄十次 |公費明列其用於

1873 . 5 新竹縣城|示禁四害碑

同治 12 年 4 月 |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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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之用途，包

括文廟內油和燈

燭之費，城內外

廟宇歲秒油香，

每月僱工檢收字

紙，建設義塾，

修築滴仔莊及西

門外香山衝衛之

路，南門外義塚

維護及檢埋沙灘

浮屍 ， 每年五六

月製藥茶藥丸施

送站暑疫等善事

淡水同知向濤諭|內需為禁藉命索

鈕，禁賣業重

找，禁誣良為

盜，禁命案牽

連 。 本件為職員

林汝悔，鄭如

梁，翁林華，林

褔祥，學人吳上

敬，林煥，貢生

鄭程材，郭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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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7 新竹縣 |禁攤扣兵齣碑

同治 12 年 6 月 |遊擊署頭

門外

閩漸總督英桂、褔

建巡撫示贊泉給

示勒石 ，署北路石

營遊府世襲雲騎

尉增慶斗

繡' 王慶元， 鄭

如漠，李聯超，

魏春醋，林亨

嘉，生員傅以

楊，鄭澤霖，吳

尚恭，鄭如蘭，

郭鏡澄'郭壽

樁，鄭如雲，武

生吳建邦 ，陳明

福，職員高廷

碟，杜廷輝，莊

拱晨，郊舖金長

和等會稟

1876.3 新竹縣 |嚴禁勒買補倉穀|臺灣知府周懋琦

光蜻 2 年 2 月 城西門城|累民碑 |給示勒石，淡水同

內 知陳是聚刻

1876.9 新竹縣

光蜻 2 年 7 月 1城西門內

嚴禁向盡圓賴碑|福建巡撫丁日昌|禁止愚民動輒輕

188 1. 5 新竹縣 |示禁碑記

光緒 7 年 6 月 |城南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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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示勒石 生，令親屬聽人

4唆砌詞混持牽

涉多人立在求財

新竹縣正堂施錫|舉人吳上敬，生

衛出示勒石陳朝|員陳朝英，梁昌

綱立 |年，陳明龍暨紳

者郊舖等愈稟

資料來源(新竹縣采站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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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府士紳對商 業廣告的管制

在前面兩節中，我們說明了官府告示的行政程序及其與城市內部空間

機能的關係，點出了告示與商業機能與交通動線的密切關係。如果告示的

地點也是商業發達之所，一般商家是否也會利用這些空間來散布商業廣告

呢?從目前現存的材料中，我們不太能掌握具體的細節，但是從前面有關

官府告示的分析中，我們推測官府應該對於自身發布告示的數量及張貼地

點有嚴格的規定，因此推測官府對於一般人民的商業廣告應該也有相似的

限制。我們的推論還可以從淡新檔案中有關敬字習俗之推廣與嚴禁販賣壽

字的案件中得到佐證。有關臺灣漢人社會敬字的習俗 ，日本統治空灣之後 ，

日人對於臺灣漢人的敬字風俗特別感興趣，例如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

一書中就曾考證臺灣敬字習俗的由來及最早興建完成的惜字亭 14不僅如

此，在 1903 年大阪舉辦「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時，把任歪倒館策展人

的伊能嘉矩就在會場中矗立了兩座情字亭，其中一座還以樟腦為材料製

成 ; 15 1907 年東京舉辦東京勸業博覽會，樟腦惜字亭仍是畫灣館中最醒目的

展品之一。此外 ， 片岡巖著之{臺灣風俗志〉一書中甚至認為是否有敬字

習慣是區別漢人與非漢人的重要指標，他特別指出一條傳言，說中日甲午

戰爭時，日本軍事間諜假扮中國人以收集情報，這位探員不論語言 、風俗、

坐作 、 進退幾與中國人無異，因此極不易被人發覺 ， 然而他卻因如廁時用

了有字的紙，被清朝幹探識破，最後被捕搶殺。 16不論片岡所錄之傳說是否

屬質，從日木異文化的眼光觀之 ，敬字的確是清代漢人社會發展出來極為

特殊的風宵。

以下是此一案例的模概。

案三:不准舖戶人等販賣壽字金箔

12503.3 淡水分陳為出嚴禁恨(淡水分府陳星聚出/]\淡水廳、自rfì 戶人等

不准販良品字金箔)

11503.5 署新竹縣、正堂施出示嚴禁事

14 伊能1.矩. (全灣文化志}中卷(南技 企灣省文獻委員會) .頁 103-109 .
15 月出自告. (金灣館) .另參見呂紹正里. ( 展示全灣:一九O三年大阪內國動業博覽會全
月，館之研究) • ( 受灣史研究 ) . 9 卷 2 期. 2002 年 12 月 ﹒ e 

16 月岡1.. (金頁，風俗幸在) (全北﹒金灣日日新牧草土. 1920 年 ) .頁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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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加同知銜，署新竹縣正堂施 為特再出事嚴禁事。本年五月二十八

日，據本域建主人吳士敬仝眾紳士等稟稱 r 聖蹟字紙，貴乎珍恭敬，

豈可遺棄褻潰。乃過來竟有市伶奸徒，造賣金銀紙簿，干1) 印字號、標

名，或遺於污穢路旁，或焚於不潔之區，字灰飛斂飄零，誠為目擊心

傷。是是邀仝~紳，鳩資刊主1) 禽花木，邀集眾鋪在文昌宮各領花印，

業蒙 陳前處出示嚴禁在素 。 罔料眾金銀舖膽敢仍蹈前忽，伏思造賣

紙縛，如果應刊標號，儘可代以禽鳥花木，真用污及字績，稟請出示

嚴禁」等情。據此，查此案先蒙前道憲夏 批，府移筋示禁，當經裁

決淡水廳出示嚴禁在案。茲據前情，除批示外，合再示禁。為此示，

仰閉屬舖戶人等知悉;爾等如有販賣金簿，務須另刊禽鳥花木為記，

不准再刻籌字店號，以免污穢字 Z貴。自示之後，倘敢故違，一經查出

定即從嚴提究，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毋遣。特示。

右示仰

四城門、后車路、署前、 7)( 田街、北門街、南門街

光緒 6 年 6 月 22 日(泣 : 6 / 10 送稿 6112 發稿 6113 送簽 6116 發簽)

此案到光緒 6 年 12 月 13 日時，叉有童生童達源、林應昌、稟生蘇敏、

卓雲漠、職員許騰雲等紳士真稟控告謝絨、蔡俊、許紡 、洪益、林舉、 許

小蠣、黃立成、鄭紅、鄭仕等各金銀舖戶「抗遵 蔥示，故違王章，仍造

印字金銀，翻刻字標 J 童達源等人因而「叩乞 公祖大老爺中流抵柱 ，

恩准迅筋差拘懲究。一面出示嚴禁，俾知敬情而振文風 J 0 ( 11503.6 ) 新

竹縣正堂錫衛一直到隔年(光緒 7 年) 4 月 l 日才再度批示再次示禁於「四

城門、後車路、署前、暗街仔(此地為前所無)、北門街及南門街。 ( 11503.7-8 )

越年之後(光緒 8 年)此事越演越烈，光緒 8 年 1 月 24 日，叉有職員

潘清漠、|凍朝綱 17 貢生禁景熙 18 、監生張濟川 19 、東生藍彰 20 、劉錦標，生

17 於五份 1為庄間有 r I來茂源、 」 號，為地主兼營商業者，日，台初期全角，銀行所編之{金月，茶
1;視察從命書}中曾將他列為擁資五萬圓的「資產家」﹒參見林玉針 .c青代竹籃地區

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 (全北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0 年) .頁 277

18 幸存景!熙，新捕 ~!f鋪戶「蔡合珍號」創業主，曾以捐納、軍功方式取得職員銜。

19 張濟川，開設 r .張興隆 」 號，曾於光緒七年摘錄十二元以建新埔文昌祠﹒

20 1t彰，未知是否為藍彤之誤﹒若為1t彤員'1 ;亦與張 j齊川等人共同於光緒七年搞建新鳩文昌
4司﹒

169 



間，于

" 
11 

團|

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 鄭成功、劉銘傳】

員 張德瑄 、 彭培桂 、監生蘇錦榮 21 、林鵬飛、林大樁及張元清等人聯名真稟 ，

對於敬字紙的範圍更加擴大 ，他們說 :

「 字之有功于世，有益于人，書之於紙，固宜敬惜，以報字利也 。 乃

今世之人，往往輕字紙如并皂，祝宇紙猶敝履，或禁於糞土，或辱於

泥塗，鄉中路上，滿地遺文，巷口街頭，任人踐踏 。 究厥由來，多起

生理一途，雜貨包皮，恆蓋字號，什物襄函，慣用標名;甚至瓦碟題

詩，磁器刻畫，賭具有字，為害更烈 。 婦女無知，被童真識，解包里

而旋擲，用器數而何珍，出入漫不加意，隨處皆褻字之舉，賣買習為

由常獲罪等 ...... J ( 12503 .9 ) 

在這分稟文中 ， 知識分子把褻潰字紙的罪魁禍首歸之於「生理之途 J

亦即認為商家包裝紙隨意遭人棄置 ， 因而對字紙不敬，官府對此案的解決

之道有二 ， 一是福建巡撫批示 r 仰該監生等 ， 自行設立們字 ， 雇人檢拾

廢紙 ， 並於治街多置紙麓 ， 隨棄隨拾 ， 免致污穢。 J ( 12503 . 9 ) 此外 ， 竟

然要求各商家不得在包裝上印字。請看下面的公文「告內規條 J( 12503.10 ) : 

禁收買舊員長紙簿造貴賭博紙神 。

禁金銀紙面標號印字 。

禁粗紙板面印 。

禁鞋襪 印字 j主號 。

禁香采色紙印字 。

禁 糕餅包面印字 。

禁布 袋 h 號印字 。

禁大小炮包面標字 。

禁閉閣 繡冊不 J僅有字 。

禁 書惠膏1) 紙 包不准印字 。

禁磁 器 不准 寫在1) :字 樣。

禁什 貨 包皮 ;住寫字 。

動農工商賈，勿將字紙為包物糊物等用 ， 尤勿 於一 切 器 周貨物上書 寫

21 劉錦標、 張德瑄及絲絲榮 等人均與張清 川 同於 光緒七年搞 建文 昌祠 ， ~因此可以看 出本 案
主要的勞動者即為這挑搞建 文 昌祠的商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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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姓，刻印字號，自有善報 。

勸窯戶，勿於磁器磚瓦上燒詩句、刻字號，鐵剪刀打字，如有字須磨

去，庶免污穢，自有善報 。

勸星相醫卡，勿濫刷招牌於 j秋隘處，者尤勿貴春方帖，自有善報 。

勸刻字之鋪，一切樣稿印紙，割補差吉化 ， 慎勿輕棄隻字，自有善報 。

到了光緒 8 年 7 月 10 日 ， 叉有舉人吳士敬率同生員林照熙、彭樑材、

王步曾 、陳編、謝文煒 、 吳錫疇、 楊學周、 黃昇 、鄭守藩、 吳尚恭 、傅有

駱及童生楊其輝、 曾金鎔 、 蔡炳奎 、魏文英 、 童澄鏡、 吳鶴齡及謝巖泉等

人聯名再葉 ，指控:

3俞前儒學傅於 文昌宮董成其事 。 幸諸舖戶;軍遵，值以虫鳥花木等印

以代字標 。 無何閱日寄未久，禁令稍疏，利心一月券，慢心復萌 。 彼言者金

銀紙鋪，膽敢將前所易花印素豈不用，仍以多方字標印蓋發行，而香

店糕餅店亦接鐘而效尤，非 蒙出示嚴禁，拘摯懲蝕，貝1) 頑槌難化，

安知文教之所崇， 聖 Z貴之當敬也哉 。

官府收到真稟後 ， 於光緒 8 年 7 月 22 日 行文 ， 重 申 金銀紙香貢糕餅等

店不准以字模印蓋發行。這個案子到了是年 12 月 10 日時 ， 吳士敬叉再度

具稟指其諸舖戶將禁令視為其文 ， 並在稟文 中 明列「頑戶名單:許謗 、 范

進賢 、 禁俊 、 孫梅 、 林姑 、 黃和太 、 許小管(另一文件書「廣 J ) 、 張輯 、

謝鉗 、 林塗 、 吳金梭 、 郭立成 、 莊道生 、 鄭仕」等人 ， 新竹知縣徐錫祉原

本立即於 12 月 24 日發文拘拿上述人等 ， 但本案似不了了之 ， 因為到了光

緒 9 年 7 月時 ， 新上任的代理知縣周侃還說「業經前縣單提未到 ， 該各頑

戶仍以多方字標印蓋印發行。不過淡檔有關此案只到此處為止 ， 未知是否

拘提到案。就在周侃上任前 ， 對岸福建侯官縣文章林耀輝 、 林耀震也對當

地知縣具稟 :

「 閩省 總 紳人士敏字誠切，凡有污慢者，均 經請官示禁，蔚起人文，

似無遺議 。 茲坪等敢以管見之窺 ' 小補惜字之缺，通宵攬枕動念，件

然 竊思，夫枕之兩頭 ， 一則書年份甲子，一則書枕鋪招牌，接其來由

牌號，欲其生意之膺傅，書年教徵其流水之久，固習俗相治傳為世

守，非不知惜字，竇無意訛傳也，孰知其褻污乎字跡尤較重於別端，

用連床第易染婦女之污器 ， 寄惟房草書禁兒童之褻' 或 顛倒腳踏 ，或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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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截臨無盡垢，端難以枚舉，弗論愚夫愚婦素犯同覺， !!p 文人文士偽

蹈弗知也，此而不禁，流貝克何窮，籌易新章，洗除舊染 。言青筋各鋪一

畫十二甫形像以換甲子之書，一畫一兩朵名花，以為牌號之記，以及

枕箱雕筆，把燈、卦體等字一切不用，另刻分曉牌紙，俾貿易認知，

無礙生意，無損陰功，可否有當，仰懇憲恩俯察移筋各省示禁，俾已

進在鋪者成使更新，已買在家者成使削洗，共尊 聖道而整斯文 。」

(光緒 9 年 4 月 27 日自福建收此文於臺北府， 12512.3 ) 

林耀驛等人的陳情引發更多士子的聯想，陸續提出各種引發污損文字

的可能性，例如就在同一時間，福州府學生員劉其光也提也與林耀輝類似

的稟請，認為:

「閩中宜。枕頭、傘柄、首飾、笠帽、碗碟等物，多車'J:寫年月、聯糊字

號，其笠乃貴首之具，星在目無虞玩褻，而以聖賢字跡貼近膚髮之間，

敢云無過?況遇媛;嶼天氣，奔走之餘，輒復脫卸床頭被上，隨手安置，

係無偽遭穢褻乎。是主雨傘一經棄置，踐踏頻力口。若碗碟一經碎破，隨

手拋棄，檢察辦?其穢褻又甚焉 。 至于枕頭、首飾兩物，婦女之手

置床楠之間，不知不覺穢褻萬端，戴之褻其不敬猶小，當生產之時，

處沈病之際， i于穢相投，其不敬其大焉，尤當嚴禁 。 此則其如紙牌一

物，牌之首尾多印字號，以及牌石各字。當有用之時，貝'J 珍如珠寶，

及無用之處，兒童婦女時供把玩，一經拋棄，滿地散亂?糞土什或遭

踐履而不知，或被掃除而不覺，多端穢褻，言之殊堪痛恨，究其繪刻

字跡之 1車，無非欲人識認，~~，牌，不誤主僱然蟲魚、白鳥、名繪一物皆

可為認識之責，何必拘拘以文字為哉 。 種惡習，疊蒙前 軍示禁在案，

無如日久玩生，仍復相循故輒'光等觸目痛心，勢難袖手不 票 3青

憲台大人座前，伏乞迅速出示諭止，一面錫縣，隨時察獲，併遵照嚴

業淫書淫 之例，刻石永遠示禁'fo..、月石今申百年弊絕焉，碑喝流芳，

公候頌德 。

耐住巡撫把泣峙地方土的立且發札可有各地，要求斬境 1 1:芯 J挾'j<押的 。

fì JL 失rl HJ 'df Jt 迷收丈後隨即仰自&J FJ凶手令縣財'Jf 11H '新竹女n縣 !mfJt 咖啡，川依

上級倪志 ，且:求 「閱 (注、卸j 1'、 íl[ 氏、1f r{白人手去11 悉 ﹒已呵 :'j~llúl叫 11 枕訓，

放金銀紙o/i:i 、件包糕紙等項器物，印寫字號者，務須改 HJ 花鳥叮;.rú綿 j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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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准印寫字號，以免穢褻 聖賢字蹟。」並將此示張貼於四城門、署

前及北門街等三處地方。另外，宜蘭縣讀書人的反應較之其他地方更為積

極，隨即提出一套觀察蘭地「污穢聖跡」的事項，要求宜蘭知縣必須嚴加

處理:

議書家猶不能確守惜字之氣 t ì.兄市肆村愚乎， !!p 如包皮標記、香來糕

餅等類，所有印用字號，業經稟請各前縣、嚴禁，己一概改用花樣以代

圖章。所最難堪者，其若布庄、銀紙兩款。其布庄疊印字號，在於裹

布外皮，奸商蠅頭射利，洗之不淨，棄之不忍，員是售染房，遇染烏色，

發賣村愚，莫如底細，裁作婦女裙褲，其穢辱有不可明言者。其銀紙

疊蓋字號在於糙成紙面，或堆燒於且各傍'與糞土同其踐踏，或送終於

棺內，與腐肉共其沈土里，有好婦臨盆致死，亦用銀紙入棺'藏在恐尸

左右，其污穢褻 i貴之罪，更難於屆主口者。彼用字號欲以馳名，反自賤

而自穢，將未曾閹人喚醒，故相沿恬不為怪，屢欲再請嚴禁，因而思

治末不如正本，窮流昌若;青源，而台地所售布庄、銀紙均由內地探運

銀紙，出自泉州等處，布庄出自廈門等處，是欲禁絕流弊，當自內地

始，再四思維，惟有仰懇俯准再行出示申禁外，乞息轉吉羊

樵督學各院蔥，移會各省一體示禁，凡布庄有印字號於布皮，銀紙有

印字號於標頭者，改換花鳥人物，其字號另用結紙粒於內標，亦可馳

名致遠 。 札筋津泉府屬轉筋該轄縣、 令，特示告誡之文，並伸懲辦之律，

一面通行稅關、海口，驗有布皮、銀紙面印字，不許放行，以杜萬世

流弊，俾使敬惜文字家喻戶曉，如!尊崇 聖蹟之報，允宜萬代替縷，

滿門朱綾矣。(光緒 15 年 5 月 26 日， 12512.8) 

土紳對於敬字的要求，不僅只限於商家，甚且對於官府隨意張貼告示，

任告示風吹雨打的徑不滿，福建省福鼎恩貢生邱士准、王義事瓊等即曾稟稱:

竊 i雀等藉隸鼎色，世居幕嶼，於光緒二年間重立同善社，敬惜字紙，

添設焚爐，每逢朔堂，沿街挨戶所有殘書破字，專工收拾片紙無遺，

惟僻處海潰，民稍地窄，未使過建申明亭，所有容到 列憲吉俞示，以

及地方文武官告示，而各鋪地保竟不懸牌張掛，每貼於路旁、巷角，

多致風雨損壞、 j壽喜喜漂流，見著惜之，奈限於例禁，不敢擅行折拾，

徒正是.其漸次飆零，吏為欲敬無從， !!p 行且各之人亦如不忍，況 i雀等 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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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焉 得 弗知敬惜，理合漫情合懇， 伏乞德敷遐 i壘，一視同仁， .tít 

筋該屬地方官，傳諭各鋪地保 ， 制後如有 1俞示頒到吏貼處所 ， 著令造

具木板懸掛，或限定月日，可以及時收拾，免致損壞飄 i吏 ， 以重 敬 惜

而靈永久 ， 項祝切呈奉批示諭粘 貼路 旁 ，以致 久風 雨飄零，殊 非 敬

字紙之道 ， 據請懸牌張扮，定以月日 隨 時收輸 . .. ... ( 12512 . 1 ) 

在士紳的要求下，官府只好依樣畫葫蘆。褔建布政使司的批示是「艾

武關防榜示，如尋常者，限於一月外即行收檢，若應行日久榜示者 ， 應由

地方官著令地保，造具木板滿漿是貼，勿致風雨飄零 ， 並筋該處巡典隨時

查察 ， 俾專賣成 ， 以示敬惜而垂久遠 。 」而臺北知府陳星聚則在官府告示

須注意收拾外，男加上「查臺地溝渠積穢甚多 ， 不特告示一項應須檢點，

即如一切標條門聯 ， 往往風雨飄零剝落，墮入污泥之中，均非情字之道，

亦宜由地方好善士庶 、 紳商設法查收焚化，俾重 聖蹟。 J ( 12512 . 1 ) 相

較於褔建布政使司要求由「巡典隨時查察 J 亦即動用官府人力回收榜示

而言 ， 陳星聚的態度似乎消極許多，他不但將回收榜示的工作推回到「地

方好善士庶紳商」的手上，也不忘回敬士紳一語，要求他們也必須注意自

家「標條門聯 J 對於士紳有關敬字禁忌的無限聯想，態度似乎不甚積極 。

從今日商業發達社會中無處不有廣告的的角度來看，我們可能對於當

時士人敬字風俗引發各種褻潰文字的豐富聯想恐怕難以理解，不過，這個

問題必須回到敬字風俗緣起的歷史背景來看待。根據梁其姿的的研究，情

字風俗緣於三種信仰及社會衍化過程，在宗教層面，情字與崇拜文昌帝君

的信仰有闕 ， 二則是善書傳播此一信仰(其中尤以陰鷺艾的刊行最重要) , 

三則是科舉制度 ， 從時間演變的過程看，文昌帝君的信仰原本在明代被政

府所禁，但是到了清初則因陰騁艾善書鹿為流傳於長江下游，普hff 中強調

積善德方能中舉的觀念，因而使得士子欲以惜敬字紙做為如善德的途徑 。

不過情字的觀念落質並以結社方式推行，卻要到清初才逐漸在江南地區普

遍流行。清初蘇州大儒彭定求( 1645 - 1719 ) 撰著了最早的情字會文，標舉

禁止鋪家用字紙包貨物、禁止用有字的紙做鞋、窗扇、雨傘、燭心等物，

並勸店家用花樣代替字號、禁止人用字紙作還魂紙，甚至禁止在磁器底部

描字等，而其孫彭紹升( 174 0- 17 9 6 ) 且組織7惜字會、放生會不n施衣施棺

會等善會，進一步將惜字與其他前德善行結合，並以結社的團體力量來推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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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惜字活動。 22梁其姿並且初步統計了方志中有關情字會的記載 ， 指出情字

會的團體到了嘉慶之後，尤其在同治年間成立者最多。究其原因 ， 恐怕與

官方在喜慶 6 年( 1801 )因傳聞梓連帝君再次四川顯靈以助清廷平定白蓮

教亂 ， 因而在是年將文昌神列入祭典，其後在成豐 6 年( 1856 年)將文昌

祠升格為中肥，與關帝並列為一文一武之神祇的舉措有密切關{系。 23

梁其姿的分析可讓吾人理解清代敬字風俗與宗教信仰、科舉制度與士

紳階層的掘起有關 ， 士人藉由敬字及相關的善行義舉 ， 希望求得褔報以能

在科單中一登龍門。清代臺灣敬字風俗的發展其實也與大陸的敬字習俗發

展速度頗為 一致，官府在嘉道年間公開尊崇文昌帝君的作為，無疑鼓勵了

民間對此一神明信仰及敬字風俗的發展，再加上 1823 年「開臺黃甲」的鄭

用錫出身竹塹城 ， 更加深了塹城士紳對於敬字的尊崇與禁忌。〈淡水廳志 ﹒

卷十一風俗考〉就會說 r 塹城尤敬惜字紙，每屆午卯茵年，士庶齊集，

奉蒼頡神牌爾巴 ; 護送字灰，放之大海。燈縣鼓樂，極一時之盛云。」 24正因
為竹塹城有此一特殊的歷史背景，才使得城內的敬字活動較之其他地方更

為研極 。 從這個角度我們或許比較能理解士人何以如此熱烈地推動敬字習

俗 。

然而，敬字習俗卻極有可能威脅7商業廣告宣傳的空間，如果將敬字

概念無限上綱的話，則一切與商業有關的文字其質都應該在禁止使用之

列，這反應了讀書人認為只有他們才擁有使用文字的權力，其他身分階層

和行業的人都不該利用文字 。 然而事質上這種情形是無法達到，也無法示

止的。官府對於塹城士紳要求的反應也頗值得注意，從本案官府接受士人

陳諦而發布告示，但告示的地點卻僅侷限於四城門 、 署前及北門街三地的

作為 ， 可以略知官府一方面雖順應了士紳的請求 ， 但另一方面卻未如禁賭

一般全面傳發告示，也未如執行禁賭一般嚴格查緝商家完全不准使用文

字，即可知官府可能也理解此一要求無法全面禁絕 。 25

22 察其姿. (清代的惜字會) • (新史學) • 5 卷 2 期. 1 994 年 6 月，頁 83-9 1 • 

23 梁其姿. (清代的惜字會) .頁 11 0- 111 ﹒

24 (淡水底怎 ﹒ 卷十一風俗考) .頁 297 • 

25 官府儘管並未嚴格禁止商家在產品上或包裝上使用文字，但一般商人可能格於士紳在地
方上的道德影響 力 ，不得不配合著士紳的價值。筆者撰寫此文時，曾收集一些企丹，早諸
生活器物的風餘，以便理解商家製造器物時，是否也順從 了 士紳對敬字的看法。在有限
的材料中的積見到一般日常器物中較少使用字型紋樣做為裝飾者，然而，~物中少有字
型紋絲，究竟是出於文字造型不走去圖像紋飾槍眼且變化多端，還是真的受到士紳敬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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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對於清代臺灣官府使用告示傳遞訊息的基本程序

有了初步的認識。首先，告示應屬於官府正式文書的一種，真有施告知施

行行政權的功能，因此一般人民不能隨意張貼分發布告 。原則上官府是發

布告示的主體，但是一般人民仍然可以藉由向官府具稟的管道，將自己所

欲昭告的訊息和權利，透過官府的許可而得以公告周知，在一般的情形下，

士紳階層較之其他庶民更容易取得這種公告的權利 。官府的告示並非任意

張貼，而是在數量及公告地點上有明確的規範'發布告示的管道 ，除了動

用六班皂快之外，地方基層組織中的鄉長保長也往往是散發張貼告示的媒

介，官府除了透過鄉長保長張貼告示外，也往往會利用他們領取告示時，

以口頭宣諭的方式說明，因此鄉保長不僅只執行張貼告示而己，他們也是

官府口語傳播的重要媒介。在一般的情形下，官府發布告示的地點通常都

是在交通要衝及商業繁華之區，而且兼顧動線與節點人群流動聚集的空間

特性，以便能發揮最大的公告效果，不過，官府也往往會針對特定內容特

定對象，只在特定區域發布告示。官府發布告示除了利用張貼方式外，也

多半會利用碑刻，不過，由於碑刻所需經費較大，費時較久，因此碑刻所

欲傳遞的訊息通常可能涉及需要流傳久遠的訊息或具記念意義的文字，碑

刻無法多處張貼，只能定點通告，但是卻能摹蹋複製，其有不斷電覆公梧

的功能，在時間上屬於長遠型的訊息流通，但在訊息公布的空間 L 自IJ 相對

較狹小。相對而言 r 滿漿是貼」的告示就與碑刻正好相反，告示費用有

便、在空間上流通範間更廣但在時間上卻缺乏耐久特性，因此 IIJ 能傳遞的

訊息多屬臨時、急緊、機動的訊息、。 此外，告示內容的類型也會影響其張

貼的範圍(並非每一類型的告示內容都傳發全域，通常告示張貼的地點具

有相當明確的對象性，因此不同告示內容張貼的地點與範間也不 一致 。初

步的印象是真有強制性、懲罰性或威嚇性質的告示多半會在會域張貼 ， tm 
催繳錢租、禁賭、 禁米出口等，而奈米、天平、敬字等公告則具有明確的

對象性而公布的範圓比前者小了許多。

影響?由於所收圖錄資料不足，這個問題只能存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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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從{淡新檔案} 中的官府告示看市鎮訊息傳捲網絡

告示代表一種對於公共領域宣示的權力 ，因此可以將告示看成是一種

公/私領域的交會處，人民可以利用向官府真稟的方式取得公布其意思的

機會，因此可以藉由此一案例來勾勒人民如何透過此一管道將其私領域的

意思滲透進入公領域之中。其中最引人著目的例子應該就是敬字問題。敬

字問題還能引申出許多有意思的題目 ，例如士紳禁止商家在其商品上印

字，商家其實正想利用文字以達到商業宣傳的目的，但士紳卻用敬字風俗

與觀念限制商人使用文字宣傳的權利 。若從告示的符號媒介角度來來看，

等於是表明只有士紳擁有使用文字發布其意思之權力，並且藉由官府的力

量將商人使用文字告示的權利排除在外。不過，這場使用文字的權力爭奪

戰中，文人士紳似乎並無法阻擋一般人民使用文字的權力 。 1895 年日本統

治臺灣後，儘管一些日本知識分子對於臺灣敬字風俗深感興趣 ， 一般民間

也仍殘留了收集字紙的習慣，但是那種全力阻隔一切可能污穢文字的無限

聯想，似乎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 面對新時代全新的傳播媒介一一報紙雜誌

與印刷的帽起，士人敬字的堅持似也只能隨著科舉時代的終結而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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