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新竹市竹蓮寺看竹蓮市場的演變 
 

                       文/謝華英(竹蓮國小教師) 

前言                    
    清代本市的商業據點，多半是人群聚集的寺廟附近，或城內對外的交通路線

旁，以農林產品為主，並無綜合性市場，多集中於北門內街、北鼓樓街及內外媽

祖廟口前之騎樓外或路旁。南門外巡司埔竹蓮寺附近，在道光年間金廣福設立大

隘後隨著進墾東南山區，漢人與先住民衝突解除之後，內山物資如木材、樟腦的

輸出與交易帶來的商機，漸漸成為城廂東南村落，改善了居民選擇當地居住的意

願，對竹塹城南地帶的發展帶來顯著的影響。同時竹塹城內居住空間有限，磚城

外土城內原為水田的腹郭地區，成為核心人口飽和後向外發展的延伸空間，居民

漸次移於此。竹蓮市場形成的原因與竹蓮寺有密切的關係，竹蓮寺是一座香火鼎

盛的廟宇，常有信徒前往膜拜，再加上位於交通要道上，廟前漸漸形成市集，由

於攤販越來越多，逐漸跨過南大路，延伸至竹蓮街，至七十五年蓋了新的竹蓮市

場，情況才改觀。筆者想從歷史的脈絡來了解其演進的過程。 
 
新竹市早期的開發 
    要知道竹蓮寺及竹蓮市場的過去，就必須要先從新竹的開拓來了解。在整個

新竹縣市地區的漢人拓墾過程中，王世傑在新竹市的墾業具有決定性的先導地

位。他與族人在康熙五十年代（1711-）進入平坦的竹塹社地，將新竹市城隍廟

附近、東門、暗街仔一帶土地大致墾成（即城隍廟到東門市場附近），到五十年

代晚期，王世傑墾拓的範圍大概在頭前溪下游與客雅溪下游之間，卻獨漏東南一

帶的區域。 
其後，隨著官方軍事駐防與拓墾制度的改變，移居於竹塹的移民增加。在新

竹地區，有些工事於塹城東南沿金山面、埔頂、石頭坑、雞蛋面、巡司埔一路向

南蜿蜒，雖然塹城週遭平坦可耕之地大多已經水田化，塹城的商人開始收買水田

化土地的小租權，但竹塹城南廂一帶，卻還保持「塜墓放牧之地」的狀態。 
  

新竹市東南廂的開發 
在咸豐九年（1859）（憲禁冢碑）有一段記載：「查乾隆四十二年間，息莊佃

農及紳士人等先後僉請各前憲，准以香山、牛埔、內外獅山一帶山麓曠地並巡司

埔1、枕頭山2、蜈蜞窩、雞蛋面設為義塜各在案。又蒙各大憲行飭，准以界外番

山之金山面、大崎、雙溪、青草湖、石碎崙、茄苳湖至鹽水港、荖衢崎止，概為

塜墳之地」。所以，從以上的一段話可以得知，在咸豐年間巡司埔附近還是塜墳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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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廣福設立大隘後，對竹塹城地帶的發展帶來顯著的影響。因為與先住民衝

突的解除，以及内山物資輸出與交易帶來的商機，改善了居民選擇當地居住的意

願，同時竹塹磚城内居住空間有限，磚城外土城內原為水田的腹郭地區，成為都

市核心人口飽和後向外發展的延伸空間，居民漸次移於此。清代晚期塹城城內（由

外郭土城範圍算起）之人口分布，北門、西門人口最多。南門外此時的人口數字

雖然不是非常突出，但與（淡水廳志）所記同治年間城南聚落的情形比較，竹塹

城南只有巡司埔莊、溪仔底莊二莊，且「俱係小戶」；可知到光緒二十年（1895）

前後，竹蓮寺周邊的新興小聚落（尤其巡司埔莊）已有明顯的成長。 
日冶時期所繪製之台灣堡圖（圖一）、台灣地形圖（圖二）中可以了解枕頭

山至巡司埔附近還是塜墓和水田交錯的地方。從台灣地形圖中知道竹蓮寺至南大

路附近已住了許多的人。 
新竹城南門外到十八尖山一帶，被日人推行納入都市計畫的一部分：棋盤式

道路改變了舊城牆區隔的地域空間，讓人口再往城區南邊流動。根據民國三十四

年（1945）之人口資料，南門町、牛埔町、黑金町已發展為新竹市人口最多的幾

個里。扣除因為行政區界重劃與日人移入移出所造成的人口數字變動，居民由清

代南門附近幾個舊落發散擴張的情形仍然甚為顯著。 
 
 
 
 
 
 

竹蓮寺

 
 

蓮國小及竹

一：台灣堡圖 1904 年 明治 37 年 （翻拍自交大圖書館） 

圖中     的符號表示墳墓 ，         的符號表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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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市場大概位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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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寺 

竹蓮市場 

竹蓮國小 

圖 
 

這些景象。 
 
 

箭頭所指為竹蓮國小位置 箭頭所指為竹蓮市場位置  
 
 
竹

 
 

 
 
 

 
 

圖二：台灣地形圖 1921~1928 昭和三年（翻拍自交大圖書館） 
 

 中符號表示墳墓，    符號表示水田，枕頭   

山腳至巡司埔附近墳墓和水田交錯，現在在竹蓮國小附近已看不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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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蓮寺的建立 
竹蓮寺在古稱巡司埔的南門外，即今竹蓮里竹蓮街 100 號。康熙末年竹

氏遺民小祠堂，一日有一位鄉民路過，見樹下有一座觀音

                  （圖三和圖四由朱訓漳先生提供）            
 

 

蓮寺原是一座鄭

佛像，便迎回現址，鄉民前往問神祈福，據聞非常靈驗。嗣後北莊業戶即

新竹的墾首王世傑捐獻地基及香火租穀。到了乾隆四十六年（1781）有信

徒莊仕德等人倡議遷建於巡司埔現址，。由於當時城外護城河邊種植了許

多竹子，所以稱為竹蓮寺。寺內供奉韋馱護法、十八羅漢尊者等，信徒眾

多，因此終年香火不斷。竹蓮寺為新竹現存古老的廟宇之一，又因供奉觀

音菩薩，所以又稱「觀音亭」。它是新竹地區五十三莊閩客共同的信仰。從

圖三及圖四中可以看出，竹蓮寺在 1950 年間重修後變得雄偉又壯觀。 
 
 
 
 
 
 
 
 
 
 
 
 
 
 
 
 
 

圖三：竹蓮寺廟會熱鬧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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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竹蓮寺廟會熱鬧的情景 
（時間約為 1960 年） 

 
 

   
        （兩廂正在整修） 

 
 
 
 
 
 
 
 
 
 
 
 
 
 
 
 
 圖五：古色古香的竹蓮寺—平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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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蓮市場的形成 
  廟宇往往與市集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竹蓮市場附近的市集在文獻上至

。在日治時期竹蓮寺附近的新興聚落居民驟增，因本身的

狹地下道，

， 

 

 

遲出現於 1923 年

需求逐漸發展成農產品的初級交易市場，依照推論竹蓮寺前市集的出現時

間應更早。從圖一《台灣堡圖》可以看出竹蓮寺就交通地理位置來看，自

塹城磚城出南門後，經竹蓮寺往西南可到香山方向，往南可到金山面及雙

溪、寶山及峨嵋一帶；東南山區的物資可以順此一路線往城區運送，竹蓮

寺因附近交通及地利之便，逐漸形成小規模的初級交易市集。 
    在民國四、五十年代，鐵路以東一帶無零售市場，以致消費大眾（主

婦們）購買魚、肉、菜或民生必需品，必須通過日據時代所建低

前往南門或西門仔（西門市場）購買，在當時交通工具尚缺乏情形下確實

費工費時，非常不方便，在此不方便情形下，為使消費者便利，攤販便應

運而生，在竹蓮市場（舊市場-大概位置在竹蓮街大眾廟至 64 號間）對面

廣場漸漸聚集部分之攤販。 

 

 

 

 

 

 

 

 

 

 

 

 

 

 

圖六：南大路與竹蓮街口位於西南角做生意之情景。 

照片由朱訓漳先生提供，右立者為其父親。 

（時間約為 1960 年-此棟日式建築之後改建為二樓磚房

於今年（2006）因竹蓮街拓寬工程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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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南大路與竹蓮街口位於西南角做生意之 

為朱先生 

 

於越來越多的自耕農肩挑自己種植的蔬菜至此地販賣，不久便匯集成

一畸

眾廟

前廣

屬違法佔用道路營業，常發生私

人非

情景。照片由朱訓漳先生提供，小孩

小時候可愛的模樣，後立者為其母親。 

（時間為 1973 年）  

 

由

形的攤販集中區，漸漸蔓延至竹蓮街，緊接南大路兩旁營業，而此地段

是竹蓮寺前的重要交通要道，且廟宇香火鼎盛香客眾多，尤其逢農曆初一、

十五香客擦肩接踵擁擠不堪，而攤販除了製造髒亂外且影響交通至鉅。因此

於五十八年間，有關單位發覺事態嚴重，開始取締，並強行驅離。 

在警方強力取締下，竹蓮寺前之攤販漸漸越過南大路 ，匯集於大

場營業，此地段為廟方之內庭，警方便不再取締，直至六十一年間大眾

廟宇重新改建，攤販又自動外移至竹蓮街兩側繼續營業，日子一久漸漸延至

市民代表會（今之殘障福利中心）門前。 

六十四年間已匯集有二百餘攤攤販，因

法收取費用之情事，且管理品質差，環境髒亂、垃圾滿地，造成附近居

民抗議，雖警方偶有取締，但因警力不足，不能持續取締，所以於六十四年

間縣府及警察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要求新竹市攤販協會出面負責管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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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違章建築和旁邊的大樓相比，形成強烈對比（由新竹市 

 

圖九：以前攤販在竹蓮街上佔用走道，違法搭建做生意（由上往下 

 

攤販協會提供） 

 

 

 

 

 

 

 

 

 

 

看，完全看不出是一條馬路）（由新竹市攤販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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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四年以後攤販再度蔓延，且已延伸至東南街一九六巷（即竹蓮國

小圍牆兩邊），攤販數已增加至三百餘攤。市政府有鑑於此地區遼闊，人口

綢密，但竟無一傳統市場，而一直任由攤販非法佔用道路營業，影響交通秩

序，製造髒亂，故於七十五年間，竹蓮街十五號3地點興建一幢規模宏大之

傳統市場，歷經十三年四任市長，現在已興建完成。目前竹蓮零售市場由新

竹市攤販協會標得經營權，擇定八十八年七月十三日開幕啟用進場營運，，

並將竹蓮一帶的攤販遷入營業，從此髒亂的竹蓮街走入歷史。 

改建後的竹蓮市場，為一附有地下停車場的兩層建築，市場由新竹市

攤販協會承租管理，樓上、樓下各有 113 個。樓下以百貨商品為主，樓上

為生鮮魚肉區。市場內還有冷氣空調，提供一個舒適又寬敞的購買空間。 

 

 

 

 

 

 

 
 
 
 

 
 
 
 
 
 
 
 
 
 

圖十：現在的竹蓮市場看起來氣派又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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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竹蓮市場的後門 
 
 
 
 
 
 
 
 
 
 
 
 
 
 
 
 
 
 
 

圖十二：購物環境寬敞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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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竹蓮市場對面的頂竹圍公園—購物後可以在公園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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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竹蓮市場成為全國第一座擁有自動走道、公有民營之傳統零售市場。開幕以

來頗受好評，引來其它各縣市組團觀摩，成了一個示範市場。由於市場的改建，

改善了附近的交通，也大大提高了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竹蓮市場因竹蓮寺的香火鼎盛，常有信徒前往膜拜，廟前漸漸形成市集，而

有現在之竹蓮市場。筆者就在其附近服務，有此機會做田野調查，是以報導性的

方式來寫，希望在文獻的呈現、先民的開墾及訪問的過程中，能對斯土斯民有更

深一層的認識，也希望再蒐集資料、老照片或訪問耆老來印證或更深入了解竹蓮

地區的歷史，能讓歷史更真實的呈現出來。 
 
 
 
 
 
 
 
 
 

                     
註 1 巡司埔在今竹蓮寺一帶，屬竹蓮里。日據時期屬黑金町。巡司埔原為竹塹

巡檢署衙役墾地取糧之所，故得名。雍正九年（西元一七三一年）竹塹巡檢署設

巡檢一員，民壯二十名。這些民壯並不支給工食，而是仿古屯田制，每名給就近

草地三甲，任其開墾，以資日食。這一片草地就是後來被稱為巡司埔的地方。 

註 2 枕頭山指今中山公園、孔廟所在之山崙，向南延伸至竹蓮國小的高地，因

其狀狹長似枕，故得名。枕頭山北側的聚落，則稱枕頭山腳。枕頭山腳：地址在

東南街兩側至東山街一帶，分頂竹、下竹二里，日據時期屬黑金町。 

註 3 根據筆者訪問得知，竹蓮市場現址在民國四、五 十年間，是一個養鴨場，

旁邊是賣竹篾做成的農具及家用的用品店，附近則是磚廠，屬於公有地。磚窯廢

掉後聚集了很多的乞丐（人稱乞食寮），時常會出來和上街買菜的行人行乞，有

些是靠賣藝賺錢。後來這些乞丐行乞賺了一些錢後就離開了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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