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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今天的高雄市與屏東縣合稱「高屏」並視為一個關連區域，不只在

現行日常生活中頗為常見，還帶有深厚的歷史意涵。儘管行政空間範圍有

些差異、名稱變化不一，從 17 世紀中葉明鄭時期的萬年縣（州）開始，直

到清代的鳳山縣以及日治後期的高雄州等，大概有二百多年的時間，現今

的高、屏同時隸屬一個州、縣；兩縣市在歷史時期作為同一地方行政區的

時間，其實遠比各自獨立還要長很多。

正因為高屏長期作為一個行政單位來運作，因此會在地域內部形成結

構性關連。例如，一般會有一個地方政治中心，而基於行政管理、訴訟、

稅收等，便有著中心與周緣地區的頻繁往來。更何況這個行政中心通常也

是經濟與軍事中心，商貿流通、道路運輸等也逐漸形成縣內的體系。即使

這個行政中心於歷史時期曾在二贊行（仁德區二行里）、左營、埤頭（鳳

山）、高雄市前鎮或前金區等地，不斷變動。從更廣大的空間來看，高屏

地區基本上是作為早期政經中心的臺南之南方的一個區域，在建構自己區

域內部體系的同時，也與府城之間有著一定程度的交通往來。

在「高屏」的內部分成兩個區域，終至於各自獨立作為地方行政區，

也不是沒有道理。翻開地圖，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在高雄、屏東兩平原間，

有條從東北斜向西南綿延的丘陵，這是阿里山脈往西南延伸的未尾。這片

丘陵也限制了高屏溪的流向，誠如其地名所示乃是今高雄與屏東兩縣的界

河。這也就是說，從早期政經中心的臺南往南方看過去，鳳山丘陵再加上

高屏溪會是道天然地界，據稱溪南在明鄭時代即曾作為流放罪人之地。但

非常有意思的是，相對於今高雄平原是平埔原住民的「真空地帶」，屏東

平原則是著名的鳳山八社之祖居地，在臺灣其他平埔原住民還處於狩獵維

生的時代，他們已經以高度的農耕技術聞名。雖然如此，高屏的行政中心

主要一直都在今高雄市境內，特別是 19 世紀中葉隨著高雄港的現代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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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業日趨蓬勃。在屏東仍被稱為農業大縣的今天，高雄儼然已是新興工

商都市的代名詞，兩地的發展態勢，相去越遠。

本專題共收錄了 5 篇專題論文，屏東 2 篇都跟廟宇有關，分由文物及

建築學者各自針對平原北側內陸市街及西南鄰近海島的重要民間信仰機構，

就創建文物磚契及迎王祭典禮儀進行研究。他們以各自的學術專長，為臺

灣歷史研究帶來新的方法和視野。非常有意思的是，不管是磚契的契約秩

序或迎王的禮儀祭典，雖是來自民間的宗教信仰，卻都是仿效自國家的禮

儀和制度而來，目的則是追求現世秩序的穩定與社會安寧平靜。

第一篇是由文物學者李建緯所撰寫的〈屏東市聖帝廟磚契年代與內容

考釋〉，主題是針對屏東平原內陸最早形成的商業市街的重要宗教機構聖

帝廟，考證原置於主祀神關聖帝君下方一塊用硃筆寫成、向「武夷王」購

買廟地之契約的扁磚。「磚契」是買地券的一種，仿照陽間的法制慣習向

掌管土地之神靈，稟告購置廟地的合法權利，在中國已有長遠的歷史，臺

澎金馬也多有發現，特別是金門地區曾普為盛行。李建緯經由現存同類文

物的比較，參酌歷史文獻，考證磚契之形式、價值，並推斷契約上登載的

「天運庚午年二月」應為嘉慶 15 年（1810）。據此補足屏東聖帝廟從乾隆

45 年（1780）倡建，卻可能因募資不順，導致近 30 年後方才安座的歷史。

作者還進一步澄清，歷來常將「天運」年號連結到反清復明之政治意識的

傳統訛誤。

李建緯長期以來專注各式傳世文物，可視為是廣義的物質文明研究。

他的研究除了文物斷代的技術性檢測、創作風格分析、維護保存，往往也

涉及歷史課題，頗令學界與社會矚目。他常從地方開發史、宗教信仰的角

度來接近他所研究的文物，不純粹只是技術、風格分析。就方法論而言，

這也就等於將現存文物回復它原有的時空間環境來觀察，從物質研究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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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臺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解釋。

第二篇是由建築學者陳彥伯所寫的〈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的王府建

構〉，以鄰近東港的琉球島三隆宮在 2021 年舉辦的迎王平安祭典為主題，

藉由親身參與觀察，分析祭典期間由負責禮儀的「內司」所營建、用以接

待代天巡狩之「王府」的空間建構以及各階段的祭祀活動流程。

王爺是南臺灣沿海地區重要的民間信仰，吸引國內外歷史、人類及宗

教等學者的持續關注，已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特色首先在於作

者並非單純的旁觀者，他以內司的身份參與了祭典自籌備以致於執行的全

部過程，因而能親身接觸原本具有神秘性、神聖性且不易對「外人」開放

的王府之建構與禮儀過程。建築學專長的作者也特意著重空間的觀察，他

翔實記錄、繪製各階段的禮儀布置、行進秩序等，為我們留下了非常難得

的第一手田野資料。作者還進一步將琉球的迎王祭典跟東港、南州、臺南

等地進行比較，認為主要學習自東港的琉球迎王祭典，融合了自身的祭祀

習慣及空間概念並進行轉化，各方面都已發展出自己的在地特色。

相對於屏東的 2 篇之研究對象都是廟宇，高雄市 3 篇的主題則與現代

經濟產業有關，分別是香蕉產業、工業以及百貨公司，地域則從沿山地帶、

繁華市街到濱海港口，其所影響的範圍不只高雄、屏東，甚至及於整個臺

灣或東亞的社會經濟發展。專題的第三篇〈日治時期旗山香蕉的物流網

絡〉，即是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與語言研究所李文環教授跟

陳欣宜碩士兩人所合寫，探討 20 世紀南臺灣重要的香蕉產業之最初發展階

段。如眾所周知，香蕉雖早在 17 世紀即已出現在歷史文獻，主要卻是在屋

旁空地栽種，以自家食用為主，未為政府積極推廣成為產業。直到 19 世紀

末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因著日本內地廣大的消費需求，才普為推廣

種植，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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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1925 年以前中臺灣才是主要的香蕉產地，約佔島內的 80%

以上。不過，很快地南部高雄州的產值卻迅速在 1931 年超越臺中州。作者

發現其間扮演著關鍵影響的是，1924 年高雄港開通了日本內地間的定期航

線。因此，本文便立意以高雄四大香蕉產地的旗山作為個案，將焦點集中

在香蕉作為一項產業，從產地到消費地之間的物流網絡，包括 1910 年營運

用以連結旗山和縱貫線的糖鐵旗尾線、日臺海洋船運、地方集散市場、青

果同業組合，甚至延伸及於包裝、保存、熟成等技術發展。這篇以香蕉為

題的優秀論文，讓我們清楚感受到了沿山至海港的整體地域連通及其整合。

「香蕉網絡」在讓山區農產順利流往港口的同時，也便於新興商品、資源

和技術回流沿山地帶。

高雄應該是臺灣最早發展的工業都市之一，但一般卻不太清楚何以高

雄港內也擁有眾多工業？有一個主要原因是行政管理機構複雜，利用高雄

港務局資料進行的研究成果，常僅呈現各階段的築港工程、貨櫃及商港等

面向。王御風的論文〈戰後高雄港工業區的建立：從南部工業區到高雄臨

海工業區（1961-1977）〉，則充分吸收不同行政機構的文獻史料及研究成

果，非常精彩的釐清了高雄築港工程擴張與工業區形成之間的階段性辯證

發展過程。

從長遠的歷史來看，高雄的發展與近代航海貿易、工業革命等世界發

展趨勢息息相關。自然地理條件讓高雄港在 19 世紀新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

中佔盡先機。而配合此一歷史進程的則是，臺灣在 19 世紀末成為致力於脫

亞入歐的日本帝國之南方熱帶殖民地。誠如王御風所述，高雄港區成為臺

灣主要的工業聚落就是從日治時期開始，也就是日治築港後的戲獅甲工業

地帶，聚集機械、化工產業。戰後則持續在此一基礎上發展，從 1958 年的

高雄港擴建工程、1963 年南部工業區，到 1971 年高雄臨海工業區的階段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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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當然，現在已經可以被整理清楚的階段性演變，並非國家先有一套完

整規劃藍圖下逐步落實的線性發展，其實整個過程充滿著歷史機遇。本文

值得深思的地方還有，王御風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有更為深遠的現實關懷，

他在釐清 20 世紀工業發展所架構的高雄灣區的同時，也進一步指出「港灣

內工業區轉型是高雄港在 21 世紀所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們也非常期

待作者未來可以很快的將現有相關研究成果改寫成一本學術專書。

大統百貨是許多南部人的童年回憶。雖然大多數人是去大統百貨逛街

購物、吃東西或遊樂園玩，但相信也有不少人是慕名而來，單純只想到此

一遊，或想要體驗當時還相當罕見的電梯。專題第五篇論文〈商業設施與

城市：試探大統百貨對高雄市的影響（1975-1995）〉，作者張維正主要便

是探討 19 世紀才在歐洲發展的新業種百貨公司，如何在戰後的高雄市區出

現，成為眾人的時代記憶。

張維正首先注意到的是大統百貨創建者吳耀庭個人獨到的眼光和經營

手法，從建築設計、透明電梯、國際顧問團、商品管理、自營展櫃、員工

禮儀、藝文展示、廣告宣傳、開幕典禮等，讓大統自開幕伊始就能吸引媒

體與社會的目光，不只成為市民喜愛的購物消費場所，更是外縣市遊客來

訪時必遊的觀光景點；「吳（耀庭）式經營」，亦因此頗受矚目。當然，

1975 年開幕、座落於今五福二路與中山一路交叉口的大統百貨，其成功還

有著特定的時空環境背景。亦即高雄市的繁華商業區，從原本濱海的鹽埕

區，隨著都市計畫、主要幹道開設，呈現著往東擴張延伸的基本態勢。在

此同時，1970 年代名為十大建設的龐大公共工程啟動、石油危機結束，臺

灣經濟持續成長，成為亞洲四小龍。大統百貨因此也成為觀察戰後高雄及

臺灣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良好案例。

本專題能夠順利完成出版，要感謝五位學有專精的作者願意分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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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論文，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黃宏森館長、黃秀政主編的信任，以及館

內同仁在各種編務行政上的協助，還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

語言研究所在 2023 年 11 月舉辦的「從港埠到山林：南臺灣人群移動與産

業網絡歷史暨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本專題中討論旗山香蕉

產業、高雄港工業區的兩篇論文，就是來自該研討會。最後，我們也熱切

期待，高屏的歷史研究能持續拓展，茁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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