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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自 2015 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持續

進行至今，將居民的生活、歷史，以及涵容上述二者的空間置於核心，重新反省

並理解去今未遠的歷史及當下的現況，提出屬於常民、日常生活事物的價值論述。

本次計畫以「中西藥行產業」為對象，一方面，普查臺南市舊城區及安平區相關

的「人—活動—空間—建物—土地」資料；另一方面透過訪談，逐步將調查對

象擴展至居民的生命史、社會網絡、器物、迺至城市的故事。 

本計劃執行期間為 106 年 10 月 1 日至 107 年 8 月 31 日。計調查 62 個里

別、記錄 342 處店家之調查票、訪談 24 間中、西藥行，拍攝 11710 張影像、

紀錄 1 部影片檔案。前述所得之資料整合於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所建置的府城文化資源調查平台。於教育推廣部分，

共召集了 30 位志工參與調查，並於 2017、2018 年聚會，討論、分享調查經驗

及成果。 

基於上述調查成果，本計畫整理了個別中、西藥行在社會結構變遷中的行動，

進一步看見—諸如臺南傳統中藥行師徒網絡、舊城區獨立西藥行作為一種商業模

式等等—一個介於結構史與個人傳記之間的在地景況。在「中西藥行」的故事裡，

展現了比前次「米糧」調查更為色彩濃重的故事。米糧一事，相對而言，已程度

上淡出了常民生活。傳統中西藥行看似逐漸與現代醫療體系斷裂，但在臺南，仍

是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做為一個基本普查，本次計畫側重中西藥行之經營。調查過程中進一步看見

個別藥局中大量豐富的醫藥相關文物，以及更多屬於顧客、一般人的故事，對於

前者的文物盤點以及後者的持續採訪，可以是本次計畫後續進行的方向。  



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西列—中西藥行產業調查計畫 

  

1 
 

壹、 緒論 

 與食衣住行相比，「藥行—藥品—醫療」一事所能揭露的是更介於日常

與非日常之間的生活面向。相對於米糧所揭露的城鄉關聯，藥行將呈現城市

與海外貿易的面貌。本計畫信能藉由調查記錄文化資產及產業活動的相關人

事物資料，以建構出對常民生活的完整認識，成為重新詮釋地方文化資產價

值與意義的基礎，更深化對於臺南城市，乃至臺灣社會日常生活文化之敘事

縱深及多元面貌。 

 中西藥行產業為延續米糧相關文化資產調查計畫之臺南市常民生活文

化研究系列，並結合志工參與與 GIS 地理資訊系統兩主要執行方式。計畫目

的為建構中西藥行相關產業資料庫、建構常民生活文化論述及教育推廣。調

查範圍以臺南市府城舊城區及臺南市安平區，調查內容以與生產流通行為有

直接相關的批發零售業為主。調查方法則分為初勘與複勘兩部分，從前置作

業、調查作業到成果彙整分為三階段，工作包括調查、研究、志工參與、資

料庫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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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背景 

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古都基金會」）多年來

持續以第三部門的角色，投入與臺南常民文化和地方生活有關的各項活動。

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系列–中西藥行產業調查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延續甫於 2017 年 4 月完成，歷時兩年，同樣由貴會補助之「臺南市舊城區

常民生活米糧相關文化資產調查計畫」（以下簡稱「米糧案」）之精神與方法，

進一步調查臺南市舊城區及安平區之中西藥行相關文化資產。 

    在米糧案中，透過歷史研究、地理資訊整合以及田野調查訪談，古都基

金會以「都市中一般居民維生活動」為關懷核心的價值論述。本計畫延續此

一關懷，進一步普查現有各種資料較少提及的「中西藥行」。 

    在訪問安平區的得記藥行時，老闆表示自己有關中藥的技術和知識是來

自丈人的傳授，老闆的丈人執業的福得中藥行位於臺南市北區，為傳統的中

藥行，但得記藥行在經營中藥材買賣之餘，平時會舉辦各種活動，更致力於

中藥知識的普及及推廣。 

 

圖 1、臺南市安平區得記中藥行老闆與顧客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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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接觸到了三代傳承的一個例子。第一代早期在臺南市安南區朝皇

宮附近經營中藥行(目前已歇業)，第二代在臺南市北區經營中西合併的藥局，

第三代因餐飲專長，發展為專售漢方茶飲的風格店，與父親共同研發配方，

新的經營模式讓傳統中藥行產業轉型成功。 

     從兩間藥行訪談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藥行技術與知識傳承的重要性，

為讓此產業能繼續發展的因素之一。從三代傳承的例子中，看到藥行發展與

空間、宗教信仰的連結。朝皇宮為祭祀保安大帝的廟宇，第一代執業的藥局

便位於附近，第二代轉變為以社區藥局的角色，搬遷至舊城區和安南區的交

界處，第三代則選擇在人潮最多的中西區經營茶飲店。 

在「中西藥行」的故事裡，展現了比前次「米糧」調查更為色彩濃重的

故事。米糧一事，相對而言，已程度上淡出了常民生活。傳統中西藥行看似

逐漸與現代醫療體系斷裂，但在臺南，仍是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本計畫藉由調查記錄文化資產及產業活動的相關人事物資料，建

構出對常民生活的完整認識，重新詮釋地方文化資產價值與意義的基礎，更

深化對於臺南城市，乃至臺灣社會日常生活文化之敘事縱深及多元面貌。 

此外，本計畫持續米糧案「志工參與」及「地理資訊系統」兩種具公共

參與性質之執行方式。就前者，本案將持續進行培訓、實作、推廣等工作；

就後者，可進一步與臺南市政府建構之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GIS）

整合，使調查成果更能為不特定對象之大眾所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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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的 

本計畫三項主要目的如下述： 

（一） 於地理資訊系統中建構「中西藥行產業」相關文化資源資料庫 

  本計畫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Quantum GIS（以下簡稱 QGIS）整合

調查表、照片、訪談稿等各種資訊，並透過視覺化（visualization）呈

現藥行相關文化資產之空間資訊。 

（二）  以「藥行—藥品—醫療」深化臺南市日常生活文化之論述 

  以前述文化資源資料庫為基礎，進一步呈現臺南市舊城區及安平區藥行

相關文化資產的現況，並回到歷史脈絡，論述藥行相關活動在臺南市舊城區

及安平區常民文化中的角色。關於此一目的，又可細分為兩項： 

1. 臺南市舊城區及安平區藥行相關活動之變遷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呈現自清領時期以來，臺南市藥行相關活動的

變化。此一變化實與臺南市整體現代化息息相關，將呈現地方尺度

上臺灣社會文化與實質空間的變遷。 

2. 府城常民文化中藥行的角色 

如計畫背景所述，古都基金會在本計畫中，試圖建立一種屬於常民、

日常生活事物的保存價值論述。透過調查「藥行」這類最基本、又

最是生活所需的事物，本次計畫將持續深化於米糧案提出的，以居

民為主體，以常民生活為核心的保存價值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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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推廣 

    本計畫是由基金會以「第三部門」角色所提出的計畫，做為公

部門與社會的橋樑，針對社會大眾的教育推廣亦為重要的一環： 

1. 計畫進行前：舉辦循序漸進的培訓課程，包含講座、調查培訓、導

覽，作為基金會志工組織的教育訓練。 

2. 計畫進行中：調查結合志工參與，於協作過程中落實文化資產的保

存與調查操作概念。並定期舉行內部討論，滾動式修正調查方法，

逐步建立關於文化資產價值之共識。 

3. 計畫完成後：兩期的調查總成果轉化為出版、導覽、講座等，以此

建立與社會大眾溝通的方式，成為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與再生的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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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範圍與內容 

(一) 調查範圍 

本計畫調查範圍設定為臺南市舊城區（在今臺南市中西區、北區、東區

內，以下稱舊城區）及今臺南市安平區，其中舊城區為米糧案調查範圍，作

為延續性之調查計畫，自應持續就同範圍進行調查。另本計畫修正新增臺南

市安平區，選擇上述區域的理由如下： 

1. 舊城區是臺灣漢人最早發展出具規模聚落，也就是清領時期的臺灣府城

之大致範圍，這使得本次調查範圍在歷史縱深上具有其重要性。 

2. 日治時期臺灣政經中心北移臺北，但在殖民政府的空間計畫下，臺南市

出現了現代都市計畫空間與傳統街巷、廟埕、屋宇並存的空間紋理，這

是府城舊城區特有的豐富空間紋理。 

3. 舊城區（以中西區為主）今天仍是中心商業區所在，也是政府資源匯注

之處。但若從本計畫的常民生活觀點來看，該區域更能展現自清領以來

至今，超越政治分期，歷代個人與家庭如何持續投入其生命與精力，以

回應社會經濟變遷的表現。 

4. 本計畫新增臺南市安平區為調查範圍，一則係考量實際調查工作份量後

對既有範圍做出修正，二則臺南市中藥材來源以進口為主，故安平區之

調查有助於完整勾勒藥行相關活動之整體面貌。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整合

今臺南市舊城區與安平區之間的社會文化關係，這是在既有臺南市歷史

研究中較為少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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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2 為臺南市舊城區（府城）與安平區（王城）之對應位置圖王城區指

以熱蘭遮城為範圍之區域，而本計畫調查範圍之安平區泛指包含王城區在內的

15 個里，圖 2 為顯示舊城區及安平區之「相對位置」。 

下 圖 3 疊合日治時期臺南市街範圍與今臺南市區里別圖，可以比對出本次

調查範圍為清領時期臺灣府城舊城內居民主要聚集的區域。範圍涵蓋今中西區

（30 里）、東區（8 里）、北區（9 里）。包含自清代傳承下來的紋理：東菜市、

下大道（保安市場）、五條港，以及西市場、新町等日治時期之規劃建設。此外，

同一產業聚集區域，如市場、戲院、銀樓、特種行業、廟宇等在內的主要街道，

及街道上延伸的巷弄社區，皆在空間上與中西藥行業歷史相關。 

圖 4 疊合臺南市安平區航測圖與臺南市區里別圖，範圍涵蓋安平全區（15

里）及王城區。安平區在地理位置上比舊城區接近臺南以北，有部分人口第一代

從中國遷移至台後，先在將軍等地落腳，之後再選擇遷移至安平區；也因安平區

鄰近安南區，安南區在清代以來多為魚塭，安平區的勞動部分往安南區來回移動。

部分安平區人口在身為藥行學徒，技藝學成後，也會選擇前往將軍、佳里等地或

是舊城區執業。中西藥行產業勞動力人口至清代以來，歷經日治和戰後時期，在

世界地圖上的亞洲地區如中國、澎湖、安平、府城之間如何流動和遷移。 

米糧案以街廓為調查單元，本計畫則以里別為調查單元 （里別分布如表格 

1），以改良在前次調查過程中容易發生之里別標示錯誤的情況。將日治時期臺南

市街範圍地圖疊合現今臺南里別圖，可發現日治時期發展之街廓範圍相近於現今

臺南里別範圍，延續從日治時期以來的歷史地理紋理，結合現今里別確切範圍，

有助於更確認調查的範圍且了解古今城市脈絡之變遷與不變。例如忠義路原名為

打銀街，後又稱為白金町，原本忠義路上有國花戲院及竹子厝，但目前只見日治

時期即已開業的仁育藥行仍矗立在巷弄。 

  



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西列—中西藥行產業調查計畫 

  

8 
 

本計畫期程為 11 個月，扣除前置作業與成果整理階段，實地調查的時間為

9 個月。就範圍而言，又可細分為三個區塊，即舊城區之五條港區域、舊城區其

他區域、安平區。五條港區域包括協進里、民權里、藥王里、水仙里、建國里、

中正里等 6 里；舊城區其他區域共 47 里；安平區計畫範圍 15 的里，目前已知

中西藥行共 31 間，集中於其中 7 個里，如西門里、金城里、國平里、港仔里、

億載里、平安里、石門里，且有 8 個里在初勘後無發現藥行，包括文平里、平通

里、建平里、育平里、怡平里、華平里、漁光里、海頭里（如表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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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南市舊城區（府城）與安平區（王城）之對應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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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日治時期臺南市街範圍與今臺南市區里別圖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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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南市安平區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航測圖）與今臺南市安平區里別疊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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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本計畫調查範圍涵蓋里別 

區 序號 里 序號 里 

中西區 

1 赤嵌里 16 小西里 

2 三民里 17 元安里 

3 永華里 18 郡西里 

4 銀同里 19 民生里 

5 萬昌里 20 保安里 

6 青年里 21 民主里 

7 永福里 22 大涼里 

8 天后里 23 安海里 

9 建國里 24 協進里 

10 福安里 25 藥王里 

11 水仙里 26 中正里 

12 公正里 27 協和里 

13 開山里 28 三合里 

14 郡王里 29 普濟里 

15 進學里 30 民權里 

北區 

1 裕民里 6 玉皇里 

2 安民里 7 長德里 

3 和順里 8 興南里 

4 五福里 
9 公園里 

5 三德里 

東區 

1 成大里 5 大同里 

2 圍下里 6 泉南里 

3 東門里 7 東安里 

4 中西里 8 龍山里 

安平區 

1 文平里 9 平安里 

2 平通里 10 石門里 

3 西門里 11 育平里 

4 金城里 12 怡平里 

5 建平里 13 海頭里 

6 國平里 14 華平里 

7 港仔里 
15 漁光里 

8 億載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81%E5%85%89%E9%87%8C_(%E8%87%BA%E5%8D%97%E5%B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