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治時期製香業的產業、設計發展內容與特徵

諸葛正 陳由宜 林育陞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摘要

在過去台灣，雖然香的民間使用情景沿清代以來持續發展，且普遍皆知。但清代台灣相關文獻中，

可能因為此本屬漢人長久以來之既有習俗，反而甚少著墨描述。直至日人統治台灣後，為瞭解台灣社會

習俗，反而積極進行一連串的調查活動。雖然製香產業一直都不是較受注目的工藝產業項目，但在日人

統治十餘年後的 1909 年（明治 42 年），台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終於調查有成，並出版一份多達 73 頁

的「臺灣線香製造業調查」報告書，其中對當時日治初期以前的台灣製香產業發展狀況，有著鉅細靡遺

從使用材料、製造與包裝販賣技術，一路談至地方產業發展實景、輸出入貿易量額等相關議題，實謂瞭

解百年之前台灣製香業發展實境的重要文獻（可能也是獨一無二代表當時代的關鍵文獻）。研究者也可藉

此資料，一窺當時此項產業實況，而無須再用各種常理想像內容進行猜測推論，或是從許多零星資料中

去奮力拼湊還原，但仍是不得其髓的困擾。以下便以此份資料相關內容為主軸，再搭配其他「臺灣日日

新報」的有關報導為輔助，重新檢視日治時期台灣製香產業的發展面貌，與一部份有關香包裝設計的敘

述內容。

關鍵詞：香、工藝史、設計史

1. 日治時期的在地製香產業

「日人領台後，自 1915 年（民國四，日大正

四）9 月起開始對台灣進行宗教調查(瞿海源，

1992) 」。同時間日人也開始引入日本宗教，並有

印行宣傳單教導民眾如何擺放供桌與祭品（圖

1）。日治時期的台灣宗教信仰，雖有論述認為受到

日人打壓與部分民眾改信奉日本宗教，但當時台灣

民間宗教的燒香活動並未因此而有顯著衰退或消

失的狀況出現，而延續著既有的燒香祭祀與地方廟

會活動。同時因為進香與廟會活動的市場需求（祭

祀用品）帶動下，連帶讓香產業得以更加擴大發

展，甚至在報紙中也開始出現香鋪的廣告刊登（圖

2）之相關商業宣傳行為。

圖 1 日本臨濟宗信仰傳單

圖 2 鹿港街施錦玉香鋪特別廣告

相對於日人而言雖然也用香，但跟中國的用香道統

比較起來，似乎仍有段認知上的不同差異。像是報

告一開始便述有：「線香的命運在本島仍是有著許

多希望，其相關製造業除非在支那（中國）四百餘

州、滿漢四億兆民悉數滅絕之外，是不能會有所衰

退的。所以不止為島內消費，還有對清國輸出的目

的下，這產業會一直繁盛的繼續下去，是非常重要

的產業項目…( 臺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

1909)」。這敘述表明香對接續中國傳統習俗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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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是一個很難被根絕的生活設計用品外，也

同時表明製香業在台灣的發展，也是個很難受到壓

抑而衰微的產業項目。台灣當時的香產業分布概

況，大致是以「一府、二鹿、三艋舺」為主要中心

地區，然後再向外擴散發展：「本島現之製造業者，

約有二百戶，台南四五十戶、彰化二十八戶、大稻

埕七八戶、艋舺三戶、嘉義十四戶、苗栗九戶、鹿

港五六戶，其他各地亦有之(台灣日日新報，明治

43 年)」。

當時的製香廠多集中於北部之大稻埕、艋舺，

中部之苗栗、彰化、鹿港、嘉義，以及南部的台南

地區。雖說台灣各地皆有製香販售場所，但原則上

仍是以開發較早的都市城鎮為製香主要重鎮，這也

是拜上述城鎮之宗教信仰較早紮根的因素。由表 1

可知當時在北中南的主要大城鎮，如北部台北的大

稻埕、艋舺，中部的彰化與鹿港，南部的台南等地，

就形成三個主要販賣香的集散地。基本上只有製造

硬腳香的業者，在台灣各地都可以找到相關製造業

者。但如果要硬腳鄉跟軟腳香都能製造的業者，則

只有在像是表 1 所述的大城鎮中才能得見。且後者

的香鋪工廠規模通常較大，幾乎都僱有十人以上的

工匠數目，且多為個人經營（或製造兼販賣），主

要有調香粉、製造竹枝，以及助手等職業分工方式

(臺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1909)。至於台灣各地

的主要從事業者據調查後，在該報告的 38-39 頁中

尚有更具體的名稱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灣各地的著名香鋪

臺北廳大稻埕 鄭怡成 鄭節忠
臺北廳大稻埕 莊義芳
臺北廳大稻埕 同美
臺北廳大稻埕 新聯馨 顏豆腐
臺北廳大稻埕 老聯馨 張氏端
臺北廳大稻埕 李茂興 李宗地
臺北廳艋舺 振玉
臺北廳艋舺 錦松

臺北廳大加納堡 林潭水
臺北廳大加納堡 益金瑞 王珠炎
臺北廳芝蘭一堡 郭春
臺北廳興王堡 陳長成

舊彰化廳彰化街 若蘭居
舊彰化廳彰化街 阮生
舊彰化廳彰化街 童陣
舊彰化廳彰化街 盧允文
舊彰化廳彰化街 許培岩
舊彰化廳鹿港街 施錦玉（圖 6） 施受業

嘉義廳嘉義街 林興盛
臺南廳臺南市外宮後街 振明棧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西元 1910）

5 月 8 日的一則報導中，也對台灣當時的製香業進

行過小規模的調查。而因為政治因素的關係兩岸貿

易往來逐年遞減，從明治三十八年（西元 1905）

起的進口數量總和，五年間便暴跌將近二十萬斤：

「就線香業本島所製線香，雖未能詳之，然由其發

售情形撰之，殆似達二十億枝至二十四億枝，照時

價算，常有三十萬圓以上，更加之軟腳香，即共計

有三十四五萬圓。此外尚有內地及對岸輸入，伹係

對岸輸入者，因關稅加昂等情，漸次減其輸數，茲

就最近五年間，列其輸入額與價格，乃如下：

數量 價額

三十八年 三八○、○九五 三二、八五四圓

三十九年 三二三、七四四 二九、六四五

四 十 年 二○二、一六四 二○、五○五

四十一年 二二九、○四三 二二、○五九

四十二年 一八○、八三三 一九、三八一

頃有當路就同業前途，為說曰，若今後獎勵發

展斯業，未可謂已無策，然為其法也，只在改良製

造一途耳也(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43 年)」。由「然

由其發售情形撰之，殆似達二十億枝至二十四億

枝」一言，似能夠看出當時對香枝的需求量確是甚

大。雖然因政治因素使然，貿易往來逐年遞減，但

也可從「若今後獎勵發展斯業，未可謂已無策，然

為其法也，只在改良製造一途耳也」這句話中，推

測當時對製香技術的改良與開發仍有相當思考，以

求能因應未來對地方香產業的發展期望。而圖 3

所示，便是收錄於池田敏雄所著「台灣の家庭生活」

中的版畫圖，可知當時台灣製香師傅製作香環時的

工作情形，香產出品的部分型式（香環）也一目了

然（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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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線香屋工房

宗教祭祀中所必需使用的香產出品，於本時期

雖仍延續著清代以來的製作習慣，但在化學工業開

展的影響下，香產出品製造過程中的原料使用與製

作技術逐漸也受到影響。

2. 香（材料）使用與製作技術之變遷特徵

香的使用材料實貌，在資訊傳播系統逐漸成形後的

近代，開始有更為明確的文字記載出現。在日治時

期所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便可得見當時香產

業相關的報刊紀錄。例如刊載於明治四十二年（西

元 1909）的一則報紙新聞（圖 4）中，便出現肯定

鹿港製香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意義的紀錄。

圖 4 鹿港香業

報導中提及「又同店製品出陳內地（註 2）博

覽會，受賞牌已及三回，其所製種類，有烏沉、赤

沉、菊花、長線香四種，但以烏沉為最優品」，得

知台灣製造的香產出品，在當時也逐漸受到日人喜

好，並參加日本博覽會展出並獲獎。至於「烏沉」、

「赤沉」兩種香產品，推測是如同今日染成黑色與

紅色的兩種線香，可見日治時期的香產品便已有經

過色料「染色」之具體實證。

「而此等原料，店主親到香港購收之，其主要

原料，乃甘松、大黃、桃香、麝香，梅片、沉香、

檜香、黏仔、末仔是也等」，從上述報載中也可察

覺，由於本土不產麝香、沉香等名貴香料，所以當

時的香原料多半依賴製香業者從外地採買輸入台

灣，再進行加工製造的經歷流程。

香的種類主要有軟腳香與硬腳香（有竹枝）兩

種。明治四十三年（西元 1910 年）四月二十日的

報刊中（圖 5）有相關記載：

「…凡製出品之中，有分二種，一曰軟腳香，

一曰硬腳香，製造之原料，若白檀粉、楠香、白末、

及檜粉、最多，混合劑在北部則用楠香及白末，中

部多用楠香、南部用檜粉，若製造上等香，乃更加

沉香及罌粟香，亦用些少之紋黃、桂心、春花、五

加皮、牡丹皮、納茶术、漳草术、香白芷、細辛、

獨活、小茴、丁香、甘松、良□、檜芎、香三奈、

揀□□、桃草、木番等，附屬劑松脂、糖類、□類等，

色料及黑烟、胭脂、綠膏、金粉等，製出種類有種

種不同，價格亦彼此不一…」。

圖 5 本島製香

而在當時期的台灣南北幾個大城鎮，皆已有

些發展多時的著名香鋪工廠存在，如表 1 所示。
製造者名

號
線香名稱 香條直徑 長度

香粉
顏色

臺北大稻埕
鄭怡成

貢香
長壽香
長壽香

（假軟腳）

一分二三厘
二尺二寸
一尺七寸
一尺八寸

黑

臺北大稻埕
聯馨號

貢香（假軟腳） 二分 二尺 黃

臺北艋舺
錦松號

上貢檀 一分五厘內外 一尺六寸五分 黑

臺北艋舺
振玉號

上貢藏香
上貢藏香
蘭花長壽
尺二蘭花香

一分五厘內外
一分五厘內外

七八厘
四厘內外

一尺九寸
一尺六寸五分
一尺六寸五分
一尺五分

黑
黑
黃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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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楠線 二厘內外 一尺五分 黑

彰化若蘭居
高香
鳥菜香
白菜香

六七厘
八厘內外
八厘內外

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五分
一尺五寸五分

黑
黑
黃

鹿港施錦玉 奇楠線 二厘內外 一尺三分 黑

臺南振明棧

烏沉香
束線香
上桃香
中桃香
笑桃香

四五厘

一尺五分
一尺五分
八寸六分
八寸六分
八寸六分

黑
灰
黑
黃
黃

製香的原料大致仍維持自古以來的香料種

類，如甘松、大黃、梅片（冰片）、五加皮、小茴、

丁香等中藥材。然而從「混合劑在北部則用楠香及

白末，中部多用楠香、南部用檜粉」一言中，也可

瞭解台灣香產業大量運用台灣本土特有之香木樹

種（楠木、檜木）進行製造的實景。

值得一提的是「附屬劑松脂、糖類、□類等，

色料及黑烟、胭脂、綠膏、金粉等」此段描述，道

出香原料在日治時期開始產生些許變化，新類型的

化學香精、香料開始被添加使用，如染色用的色料

多半是化學合成劑。香料基本上細分為天然香精與

化學香精兩種，天然香精即是由天然動、植物提煉

而得的精純香油（如今日之沉香精油、檀香精油、

花香精油或香水等皆是），化學香精則是以化學合

成方式所提煉出的各種香味。此種情形在大正十四

年（西元 1925 年）的「工廠名簿」中也已顯現（圖

7），當時的日本政府已將「線香製造業」列入化學

工業的範圍中：

圖 7 化學工業－線香製造業

從日本政府將製香業歸類於「化學工業」的職

業屬性一事中得知，製香發展到近代似乎已經開始

脫離原本「傳統手工藝」的面貌，而邁入開始結合

不同使用目的之香材料來源，以及進入輕工業化製

造技術發展的範域。由於香產業逐漸開始利用新興

人工化學原料進行生產製造（如近代香產業對香

水、香精、染色劑、硝石、火藥的助燃劑、石灰等

添加物的使用），同時從各香鋪的職工數目上，也

可看出作為製香廠的規模，已有朝向大量生產進行

產業發展的規模化情形出現。基於以上所述因素，

可推論日本政府在進行工業統計時，便因此而將製

香業與樟腦製造業、製藥業、化妝品業等近化工類

群事業歸納成一致的業種類別之來由。

3. 日治時期香的包裝設計

製香業的製程中，除製香司阜的工作主要為製

香本體的職司外，助手（亦有式手、二手、小工等

稱謂）的工作除幫忙製香，同時也負有製造包裝

紙、袋，以及包裝線香入袋等工作。本論後續要討

論的傳統包裝設計方法，在此便已有初步論及。

在該報告的 56-57 頁中，對當時香包裝的印刷

製造與分包方法有著極為具體的描述內容。如：「包

裝材料者要有袋、卷紙、標籤三部份。要製袋之前

先將紅色、桃色、黃色的紙切成適當的長方形，有

如內地（日本）的信封一般，黏成寬一寸五分至二

寸，長八寸至一尺十二寸的袋子。以版印方式印刷

書畫圖形於其表面，主要材料為色紙，…卷紙則是

運用白色或紅黃色的色紙與粗唐紙，…標籤則是以

紅色、黃色、青色等色紙切成長方形，印刷書畫圖

形。…通常這些製造作業多以家族，或是讓助手在

工作閒暇之餘進行製作，所以很難精查其相關工資

給與方式」。至於「線香的包裝法是將一定數量的

香裝入袋內，或者用卷紙將軟腳香捲包，至於硬腳

香則是兩者包法皆有，…在其末端再貼上色紙印刷

標籤…(臺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1909)」。以上

便是當時香外包裝的設計方式與包裝法。這裡面可

惜的是調查內容中並未描述為何如此做的原因，而

只有事實陳述。如此一來為何要如此做的意義，就

徒留下許多想像空間，可能只能藉由依賴近代匠師

訪談再來求證之。

其實當時香的產品來源並非只有本地製造，也

有許多外地、國外輸入的競爭產品，像是日本本土

輸入，與清國的輸入品。軟腳鄉因為多由日本本土

運來，算內銷品，所以取代本地製造品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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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稱的上是競爭。但是中國大陸的硬腳香輸入品

則因為：「…比起本島產品較為優秀，本島人士大

為喜愛。本島的相關產業尚處幼稚階段，但從以前

一直持續使用至今，消費量甚大。直到本島歸屬帝

國之後，因為關稅增加之故，輸入量與使用量大幅

下降，現今只剩臺北、臺南的部分地區還繼續購買

使用，…(臺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1909)」，也

可知悉當時對競爭輸入香產品的看法（至於輸入品

的經營店鋪，多是雜貨店兼賣為之，主要店鋪名號

如表 3 所示）。日人雖希望消弭平台灣人對中國大

陸製品的依賴性，以使用關稅等政策壓抑，但其也

特別提及應該要重視本島產業的製造能力再提

升，可見其綜合性來說，對台灣香產業的印象程度

仍未算的上太好。這究竟是本質上的問題還是政治

印象問題，可能必須專文另論，本文在此不會大幅

討論此類議題。

表 3 輸入外地香產品的主要本島店鋪

臺北大稻埕南街 源泰
臺北大稻埕中街 連瑞記
臺北大稻埕中街 美隆

臺北大稻埕杜厝街 賽豐玉
臺南市南勢街 馬達慶
臺南市草花街 洪彩忠
臺南市草花街 洪炳昌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香產品多是拿來祭祀神佛

與祖先的用途，農曆正月與七月使用量最大。而在

報告最後，則整體提出需要機械化發展的意見，也

不脫當時對其他工藝產業的一般看法。「以上所述

本島的香製造業尚相當榮盛，…幾乎是手工小產

業，製品也盡是島內消費用途。如此現狀如果繼續

下去，其前途堪慮，早晚會衰退。…本島山野充滿

香腳製造原料刺竹，如果能大量生產賣到對岸四百

餘州，就不會有生產過剩的問題出現，將來的前景

也就甚為看好。…就吾人所見，促進此業發展的良

方，便是改進製造方法，將手工業形式改為機械化

生產工業形式。…如此一來，如果機械化得宜，就

很容易壓抑清國製產品，並且可以不會很困難地就

能積極開拓對岸市場(臺灣總督府民政府殖產局，

1909)」。提出機械化製程便是解救此產業的方法，

可大量生產，就可以賣到對岸去。當然從現今的角

度來看，後來台灣的香產業是如其所期盼一般，在

戰後的近代逐步機械化發展，但事過境遷之後，其

實好像也沒有如其所述，能夠再一展鴻圖，大加發

展下去。這顯示香產業的發展思考，應該不單只是

單純改良製程的問題如此而已，而是有著其他更重

要的因素。

4 小結

日本政府對台灣各種宗教進行調查，詳細紀錄

台灣的宗教發展沿革與詳實內容。傳媒系統的發

達，使香鋪銷售可躍上報紙廣告。而從當時的報載

中得知民間進香廟會活動（如霞海城隍廟之城隍遶

境）的絡繹不絕，也可間接推敲當時香產業呈現相

當活絡的局面。

由「臺灣日日新報」對香產業、香料之相關記

載，可知台灣本土出產的香料，無法成為高級香品

的製造原料，諸多高價香料仍須長期仰賴外地的進

口輸入，迄今亦然。

而日本政府將製香業歸納為「化學工業」，似

乎也透露出製香於近代逐漸開始工業化生產與應

用人工材料的現象。香產出品自古以來雖一直採用

天然香料，但卻於近代化過程中開始摻入化學香料

與添加劑，使產業屬性逐漸走向化工事業類別，如

使用染色劑，使香產品本身具有不同顏色，以及其

他化學添加劑可增加香味、助燃或其他用途等。

宗教信仰習俗中的儀式器物需求，應是香製品

得以出現的基本原因，也是其得以延續使用的關

鍵，是當初設計此類物品的哲學思考基礎。當近代

工業化的浪潮掀起之後，許多原本的手工業產品就

得開始接受機械化製程的考驗，而產品（或說文化

商品）所受的檢驗自然就更大。原本只是地產地

消、純粹「島內消費」的香產品，也要開始面對大

量生產加速外銷以賺取外匯的命運安排，而這也改

變設計方法的思考，使得設計製造技術勢必得有所

改變。傳統的設計思維案例提供當初為何人類會產

生如此需求的原因與成果，但是否這些需求現今已

不再存在，所以得另尋方法（或說另找原因）去再

設計，這或許不只是個單純的設計改善問題，而是

個做不做、為何作的設計哲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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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釋

1.今日之香環製造，也多以紗網架作為承載工具，

將香環放置於架上風乾後，再加以包裝銷售。

2.「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時的文法用詞，「內地」

指的是日本國內，「本島」則是指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