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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與實踐–茶業相關文化資源調查計畫–以臺南市府城

區及安平區為對象」就臺南市「府城區及安平區」與茶業相關之文化資產，進行

普遍且有系統之調查，作為論述臺南市整體常民生活文化，並轉化、推廣之基礎。 

古都基金會「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與實踐」自 2015 年至今，已進行了

臺南市「米糧相關文化資產調查」、「中西藥行產業調查」、「《府城米糧學習帳》

出版」、「織品相關文化資源調查」等相關計畫（皆獲貴會補助）。本期透過茶業

之調查，繼續開展常民生活文化之架構。執行上，本期計畫在既有操作基礎上仍

有所修正改進。透過歷史研究、志工培力與參與、田野調查之訪談、地理資訊之

整合、論述建立、後續轉化和推廣等步驟，充實常民文化研究與實踐之內涵。 

本計劃執行期間為 2021 年 10 月 01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計調查 51 個里

別、450 間與茶業相關之店家，訪談 4 間店家。前述所得之資料整合於地理資訊

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於教育推廣部分，共召集了 16 位志

工參與調查，並於 2021~2022 年聚會，討論、分享調查經驗及成果。期間，邀請

茶行老闆至基金會與志工們分享茶業知識與自身開業歷程，了解產業發展以及常

民生活文本；也在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生李京的導覽，共同踏查了解安平

空間發展脈絡。 

就茶業相關文化資源的調查而言，府城本不產茶，相關活動以販售及消費為

主。臺南市的相關歷史及行業呈現了兩種故事，一種是清代以來在「老人茶」基

礎上發展出講究「文化」之茶藝；另一是日治初現端倪，戰後茶葉內銷後大量風

行的手搖茶飲。若說米糧做成的小吃和糕餅深入府城人日常飲食與生命儀節，中

西藥行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社會網絡，紡織呈顯了戰後社會經濟和新興市區擴張的

內涵，那麼本期茶業所表現出來的可以說是一種古都中獨有，無懼於景氣波動，

時代變遷的內斂和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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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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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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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生活

文化研究與實踐–茶業相關文化資源調查計畫–以臺南市府城區為對象」（以下

簡稱「本期計畫」）延續同樣由貴會補助之「臺南市舊城區常民生活米糧相關

文化資產調查計畫」、「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系列–中西藥行產業調查計畫」，

以及「織品相關文化資源調查」（以下簡稱「米糧案」、「藥行案」，以及「織品

案」）之精神與方法，進一步調查臺南市府城區之茶業相關文化資源。 

在米糧案、藥行案、織品案中，透過歷史研究、志工培力與參與、田野調

查之訪談、地理資訊之整合，古都提出了以「都市中一般居民的維生活動」為

關懷核心的價值論述。本期計畫延續此一關懷，進一步將調查轉向至今在臺南

市的茶業相關產業活動，以及悠久多元的文化資源。 

就整體「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研究與實踐」而言，透過米糧、藥行、織品、

茶業，逐步建構出對常民生活的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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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之縱深及多元

面貌。 

此外，本期計畫亦持續「志工培力」及「地理資訊系統」兩種具公共參與

性質之執行方式。就前者，本案將持續進行自米糧案以來之培訓、實作、推廣

等工作；就後者，亦已於藥行案進一步與內政部 TGOS 地圖協作平台結合，使

調查成果更能為不特定對象之大眾所觸及。1最後，古都「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

研究與實踐」已透過出版、營隊、演講等方式轉化調查成果，本期計畫亦預期

能透過相關行動，充實常民文化之內涵，並提出一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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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相關文化資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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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茶業相

                                                      
1
 古都於 2018 年 11 月 21 日受邀參與內政部 107 年度 TGOS 平台頒獎暨成果研討會分享「再現

府城常民生活文化—運用 TGOS 協作平台進行文化資源志工普查」。 



2 
 

關文化資產之空間資訊。 

（二）以「米糧、藥行、織品、茶業」系列調查深化臺南市常民生活文化

之論述 

在以文化資產調查平臺所呈現的空間圖面資訊基礎上，進一步呈現臺南

市府城區及安平區茶業相關文化資源的現況，並建立歷史脈絡，論述茶業相

關活動在臺南市府城區及安平區常民文化中的角色與重要性。關於此一目的，

又可細分為兩項： 

1. 臺南市府城區及安平區茶業相關活動之變遷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呈現自清領時期以來，茶業相關活動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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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常民文化中茶業相關活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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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這類基本、生活

所需的事物，本次計畫將持續深化於米糧案、藥行案和織品案提出

的，以居民為主體，以常民生活為核心的保存價值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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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完成後：調查成果轉化為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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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調查範圍與內容 

（一）調查對象 

本期計畫調查對象係茶業相關行業及其店家。以「茶」稱之，係因直接

以產業類別區分，但相關產業牽涉龐大，以製程來說，包括栽種、採茶、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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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撿枝、烘焙，而參與其產業的腳色包括茶農、茶師、茶館、洋行、買辦、

茶廠等，類別眾多反而分散調查資源，無法反映一整體的文化景致。故本期

計畫提出以「茶」為核心，以茶葉、茶器及茶飲批發零售為主要調查對象，

能呈現前述歷史與當代常民生活之行業。 

就臺南市歷史脈絡而言，都市空間與相關行業、活動的關係甚為重要。

在前述圖面可以看到，自清領至 90 年代，茶業內部的演變，鑲嵌在都市空

間的變遷中。清領時期府城內茶飲空間以舊城區為主，包括五條港及水仙宮

市場周邊，除了有飲茶的常民活動之外，尚有連結安平港貿易活動而延伸出

的商業集結–茶郊，及附帶祭祀活動等。日治時期，除了飲茶種類改變之外，

也開始出現茶業相關商品的販售，例如茶器、茶果，範圍以府城區為主。戰

後茶飲在茶藝與連鎖手搖飲的發展下，散佈在臺南市各地方，並不侷限於府

城區，也融合了清代以來的茶行及後來新開業的茶行。 

在當代常民生活的面貌上，則針對以下數個行業進行調查，呈現有別於

產業活動，更為貼近常民生活景致的茶業相關活動。調查對象主要為茶業批

發零售的茶行、茶莊及茶鋪（包括茶藝館、連鎖茶飲，部分老茶行亦有製茶

的焙籠間可記錄）；木、陶、金屬的相關器具（包括茶器、茶具、麥頭等）製

造與批發零售。 

調查對象又依與計畫相關性分三個層級，包括列為必調查對象：貿易、

生產相關；第二層的茶文化相關教育與推廣；及最外層的現代茶飲文化發展

下的連鎖茶飲。（圖 1） 

目前已知以茶葉批發零售為主的對象有 46 間；茶藝館為 24 間；連鎖茶

飲店為 148 間。 

本期計畫在調查對象的記錄如同前米糧案、藥行案及織品案，同樣以「中

華民國行業分類」作為調查項目依據。如上所述，本期計畫固非完全以單一

產業為對象，但就資料登記本身而言並無影響，仍舊係依行業分類別登記期

分類代號，故所生產出的資料，也可以與其他種類統計資料相對照分析，提

高本計畫成果的開放性及延續性。與茶相關的行業內容請參考下（表 1）。 

下（表 1）中，與茶業相關行業之大分類含農林漁牧業、製造業、批發

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林漁牧業包括茶等特定作物栽培；

製造業包括茶葉加工和精製、非酒精飲料製造、木竹（例如：茶器、焙籠）

或陶瓷等工藝茶器製造、裝貨木箱製造、金屬加工處理製造（例如：鐵皮麥

頭）、製茶機械製造；批發及零售業含茶葉及茶飲批發零售；住宿及餐飲業

包括以飲茶文化為主的茶藝館；工商業團體為臺南茶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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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茶職業工會等。 

 

 
圖 1、調查對象層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