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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施世榜家族發展史  簡介 

自 1624 年荷蘭人入主台灣後即採取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先進行轉口貿

易，繼而發展以貿易為導向的產業，其中以糖業為主，而稻米業亦發展，但它

是糧食業，非出口業。鄭氏時代（1662-83 年），基本上維持此一政策。至清初，

依然如此，原因是此時糖在日本與中國有廣大的市場。康熙三十一年（1692）高

拱乾出任台灣道台後，曾發出禁止過度插蔗製糖的飭令，以免影響種稻，導致

缺糧。可見早期移民偏向蔗糖業。 

然而，從康熙四十年代，即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後，台灣農業發生重大的變

化，即土地的全面開發，而稻米業成長迅速，取代糖成為最大出口品。原因是

此時大陸人口激增，缺糧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福建省，亟需進口糧食，而近

在咫尺的台灣業發展條件良好，正可滿足其需求。因此，康熙末期開始有一大

規模的水田化運動，將原住民的鹿場化為漢人的田園。結果，稻米產量大增，

成為與蔗糖並駕齊驅的主要出口品，以米蔗為主要出口品的農業模式成為台灣

的經濟傳統。 

    由於拓墾的成功，施家亦成為當地首富，在地方政治與社會活動方面扮演

要角，乃清初台灣重要社會領袖。施世榜搖身變為臺灣大家族後，亦庇蔭子孫，

施家成為台灣仕紳之家。因此，本書以施世榜為主角，探討施家興衰史。再者，

由於施家開台祖乃施秉，亦論述其事蹟與影響。綜言之，本書以施秉為開端，

以施世榜為骨幹，下及於清末施家之衰微，整體論述其家族史，以便全方位了

解此一重要家族崛起的因緣、興衰過程、家族特色等問題。 

 施家雖然是清代重要家族，但其史料相當有限。主要史料有方志、族譜、契

字等。然而，方志上有關施家族人的記載大多相互傳抄，內容亦相當簡略，且

未必正確。至於族譜，施家亦無完整的歷代系譜，很多後代子孫的名字無法查

出，而列名者大多無實質之事蹟記錄。為彌補文獻之不足，筆者乃進行實地勘

查、訪談耆老與施家後人之工作，略補不足。另外，新近取得之施家福建安海

原鄉的資料與施世榜墓址等，亦提供珍貴訊息。透過以上不同管道取得的資料，

筆者期望盡可能重建此一家族之歷史，並提出某種詮釋論點。 

 本書主要依照施家興衰之時序，論述其族人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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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施家在清代台灣所扮演的角色。在架構方面，除導論、結論外，共分五

部分。第二章為施家之起步，論開台祖施秉來台前之事蹟、來台之因緣及其投

資糖業的情形，並述介施世榜之早年生活，包括居住地功名等，以及在下淡水

溪的拓墾活動。第三章為施世榜之經濟活動，論述施世榜之企業眼光，在彰化

平原興建八堡圳等水利工程，造福萬民，施家亦成鉅富。內容分別為：投資米

作開發彰化平原之緣由、展開大規模水田化運動、拓墾土地、水圳興建後之影

響、施家之財富等。第四章為施世榜之政治、社會活動，論述施家興起後成為

重要仕紳，配合官府，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之情形。政治方面，論其在朱

一貴之變的角色﹔在社會活動方面，述介其捐款進行公益活動，如敬聖樓、鳳

山縣學宮、修橋鋪路等。在文化活動方面，簡述其詩文。第五章為施家之守成

轉型時期，論述施世榜之弟施世黻之事功以及其子施士安等九子之功名、善舉

等，以瞭解其是否能發揮先人之遺德。第六章論述施家之衰微時期，探討衰微

之轉捩點、後代之分立與迅速沒落之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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