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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臺灣系列】 

新欣向榮 竹塹尋根 

 
《一分鐘看新竹》 

總面積 
104.1526 平方公里（新竹市） 
1427.5369 平方公里（新竹縣） 

毗鄰 桃園縣、苗栗縣、臺中市、宜蘭縣 

總人口 
414,682 人（新竹市，99） 
512,353 人（新竹縣，99）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22.3℃ 

熱門旅遊

景點 

城隍廟、18 尖山、古奇峰、17 公里海岸線風景

區、清泉風景特定區、雪霸國家公園、內灣風

景區 

特產 
米粉、貢丸、肉圓、竹塹餅、擂茶、水蜜桃、

東方美人茶、甜柿、柿餅 
 

▲ 新竹位置圖 

 
特殊的歷史背景與地理位置的優越性，造就了新竹這個人文薈萃、文風鼎盛的城市，尤其

是近 20 年來高科技產業的發展，更讓這個城市創造出許多輝煌傲人的經濟奇蹟。在造訪過前一

站令人流連忘返的世外桃園之後，寰宇名師學院「走讀臺灣系列」接下來將帶領大家來到素有

「風城」之稱的城市——新竹，一探它的前世與今生。 
 

「新竹」之名的由來 

新竹的舊名為「竹塹」，在漢人尚未進入這塊土地之前，原為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居住

地。清朝雍正年間，清廷有鑑於康熙年間的「朱一貴反清事件」與臺灣北部移民人數日漸增加，

乃以大甲溪為界，在溪北增設「淡水廳」，溪南增設「彰化縣」，而當時的淡水廳治即是設置在

竹塹。 
早期的竹塹城頗為簡陋，最早的城牆是由莿竹環植而成，嘉慶年間為了防禦海盜蔡牽，改

以土牆取代原本簡陋的莿竹牆。後來受到「林爽文事件」的影響，清朝政府終於改變了「臺灣

斷不可建城」的政策，一時間全臺各地的廳、縣治先後修築石磚牆，於是竹塹城遂成為北臺灣

第一座石磚城。光緒元年（西元 1875 年），臺北府成立後，改淡水廳為新竹縣，「新竹」之名自

此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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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地形分布圖 

★新竹歷史沿革 
年代（西元／年） 名稱 重要特色 

雍正元年 

（西元 1723 年） 

淡水廳 竹塹脫離諸羅改屬淡水廳 

清領

時期 光緒元年 

（西元 1875 年） 

新竹縣 淡水廳分為淡、新二縣，改竹塹稱新竹並首度設縣

西元 1895 年 新竹支廳 隸屬臺北州 
日治

時期 
西元 1901 年 新竹州 合併新竹、桃園廳為新竹州，下置 8 郡（包括今桃、

竹、苗等地），州治設於新竹郡 

戰後

時期 

西元 1950 年 新竹市、新竹縣 戰後新竹州解體，分新竹、桃園、中壢、苗栗等地

改置 8 區 1 市，設縣治於桃園。後調整行政區域，

分桃、竹、苗 3 縣，此時的新竹縣之縣治設於新竹

市。西元 1982 年，新竹市與香山鄉合併升格為省

轄市 

 

風城造就米粉的故鄉 

新竹三面環山，地勢由東南向西北降低，

地形景觀非常豐富，東有雪山山脈、大霸尖山；

中間為丘陵台地區，有飛鳳山丘陵、竹東丘陵、

伯公崗台地、湖口台地；最西則為平原地帶。

由鳳山溪、頭前溪沖積而成的平原因地勢平

緩、水源充足，為新竹地區農業發展的主要區

域，其範圍涵蓋了今日的竹北、芎林、竹東、

橫山、新竹市等地。 
新竹的平原由東南向西北呈喇叭狀分布，

每年冬天東北季風越過雪山山脈下沉後，形成

強勁、乾冷的風勢，故新竹素有「風城」之稱。

也因為這樣特殊的自然因素，當地民眾利用天

然乾冷、強勁的風勢風乾米粉，尤其在客雅溪

畔，因河階平坦寬闊且風勢強勁，溪埔常見做

米粉的人家在此晒米粉，故新竹又有「米粉的

故鄉」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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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手胝足建家園——金廣福墾號 

清代的竹塹地區，隨著漢人移民日漸增多，與原住民爭地開墾的糾紛，也隨之增長。為防

禦驍勇善戰的原住民族，漢民族透過組織墾號的方式進行土地拓墾（墾號即是今日土地開發公

司，主要目標是發展農業），如位於北埔的金廣福即是一例。道光年間，粵人姜秀巒與閩南人周

邦正聯合今北埔、寶山、峨眉一帶的零星墾戶，合組「金廣福墾號」。「金」字的意義很多，有

一說是代表官方，也有人認為是吉祥之意，另一說法則是中國人經商習慣的命名方式；「廣」意

指來自廣東的客家移民；「福」則指福建的閩南移民。因此，由墾號的名稱可知，金廣福墾號的

股份是閩粵移民各持一半。 
在金廣福墾號成立之初，主要以南興庄（今北埔、峨眉、寶山）為主要墾區，後來姜秀鑾

又率領閩、粵農民自樹杞林（今竹東）一帶開始建立據點，並設隘寮、配置隘丁防守，形成一

道嚴密的防禦線。隨著金廣福開墾面積的增大，姜秀鑾與周邦正選擇北埔為據點，成立「金廣

福公館」，專事竹塹山區開墾與守隘的業務。日治時期，金廣福公館曾充作樹杞林林務署衙署，

後來又曾作為北埔支廳的公務宿舍，經歷數次改建後，仍然維持一定的原貌，目前被列為國家

一級古蹟。 
 

分類械鬥的見證者——新竹義民廟 

清領時期的臺灣社會，基於原鄉習慣、祖籍、姓氏、語言、職業等不同因素，械鬥事件頻

繁。早期滿清政府對臺灣採取消極的治理態度，對於械鬥一事並未有圓滿的處理方式，甚至更

曾利用不同群體間的積怨與差異來製造分化，藉以轉移民變的注意力，新竹義民廟的成立背景

即肇因於此。 
乾隆 51 年（西元 1786 年），林爽文在臺中一帶起事，時天地會會黨紛紛起而響應，先後攻

陷臺灣許多地區。清政府漸漸害怕林爽文的勢力會愈來愈大，乃利用閩、粵間的衝突，命令新

竹一帶的粵民以「保鄉為民」的名義組織民兵，全力攻擊林爽文黨羽，後來甚至演變為漳客械

鬥（林爽文為漳州人）。隔年清廷再派遣大將軍福康安率軍來臺平亂，粵民與清軍合力夾攻林爽

文，至乾隆 53 年（西元 1788 年）終於平息亂事，但也造成各地民眾死傷慘重。當地仕紳為了

慰藉在械鬥中喪生的亡靈，遂將在此次戰役中身亡者的遺骸合葬於新埔，並興建祠堂（即今日

義民廟）紀念。乾隆皇帝為了表揚這些「義民」，特別頒賜「義勇」、「懷忠」、「褒忠」三個匾額，

因此義民廟又稱「褒忠亭」。 
今日的新埔義民廟，仍然為桃、竹、苗一帶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平時香火鼎盛，信眾絡繹

不絕，每年農曆 7 月 20 日的中元祭典，輪值地區遍及新竹、桃園兩縣，信徒也自全省各地前往

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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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迎曦門 

風格獨具的藝術——建築與玻璃藝品 

大正 9 年（ 西元 1920 年），日本政府實行

「市區改正」計畫，將全臺灣分成臺北、新竹、

臺中、臺南、高雄 5 州，當時新竹州的範圍包含

今日的桃、竹、苗 3 縣，州治設於新竹郡（今新

竹市）。為整齊市容而拓寬道路，歷經 3 次都市

改造，前清時期的竹塹城市貌因而改變，舊有的

建築物與市街也遭拆除，至今僅保留東門城迎曦

門於新竹市區。雖然許多清領時期的竹塹古蹟已

不復存在，但日人也藉著市區改正計畫，將日化

後的巴洛克式建築風格注入新竹，今日新竹所保

留的大型公共建築，如新竹市政府（原新竹州

廳）、新竹火車站即是日治時代的歷史見證。 
  此外，日治時期也是新竹玻璃業的重要發展時期。新竹地區因盛產製作玻璃的矽砂，並

富含玻璃熔煉過程所需之熱能資源，引起日本礦業公司的注意，陸續到新竹設玻璃工廠，並引

進玻璃製作技術，自此開展新竹玻璃產業的發展，新竹也因而成為臺灣玻璃工業的重鎮。戰後

的玻璃業曾歷經幾次興衰，如今隨著傳統產業轉型風潮，逐漸朝向精緻化的玻璃藝品發展，無

論技術或產量皆屬臺灣之最。 
 

科技移民的新故鄉 

臺灣光復之後，由於政府大力推動高科技及半導體產業，而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的高科技

人才，也提供了絕佳的環境，加上廣大的土地面積、充足的水電等完善區位條件，在政府政策

的引導下，西元 1980 年成立臺灣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該園區所涵蓋的產業

相當廣泛，包括積體電路、光電、電腦及周邊、通訊、精密機械，以及生物技術等六大領域。

由於鄰近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竹科的員工多具高學歷、年輕化之特質，自成立迄今，園區產

值驚人，為臺灣創下許多經濟奇蹟。 
近年來積體電路業占竹科營業額之首，如著名的台積電公司等等，光電業也有逐年增加的

趨勢，但電腦及周邊產業卻逐年外移，營業規模逐漸衰減。為解決土地面積、水、電供應不足

的問題，園區積極建設竹南、銅鑼、篤行等基地，並設立以研發為導向的專業園區，以提升專

業水準，朝全球研發中心的目標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