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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彼店在此」： 

清、日跨政權下臺南郊商許藏春的抉擇∗ 

  林玉茹∗∗ 

摘 要 

最遲清代以來，就有一群家在福建而在臺灣做生意、頻繁地往來兩地的商業移

民存在。1870 年代，因應全球化貿易，來自福建泉州晉江的許藏春，先到臺灣府城

（臺南）郊行景祥號擔任雜役、記帳，進而晉升統管商務的當事（家長）。1903 年，

還以當事的身分，成為繼臺南大糖商王雪農之後第二任三郊組合長。然而，他不

僅抽鴉片、中國商人身分意識強烈，而且在泉州和臺南之間組成以他為核心的跨

海雙元家庭。清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他雖然是少數沒有回原鄉的中國商人，

但面對日本異族統治的矛盾和衝擊也比在地出身、擁有日本經驗的王雪農來得深

刻。1917 年，他更舉家遷回原鄉，僅留次男一房在臺南落地生根，守住基業。許藏

春的生命史正反映了晚清出洋貿易商人的身影及家族管理策略。過去，我們大多

關注臺灣籍民在中國或東南亞的活動，卻較少注意在清、日跨政權下這一群跨海

經營、雙重國籍的祖國型商業移民及其家庭，如何頻繁地往來兩地，維繫家族血脈的

綿延以及因應時代變局的布局和困境。許藏春還以在臺南的泉州人領袖身分接引福建

華工來臺，更極力重振傳統宗教活動，呈現了日治初期在臺灣商業移民的另一種面貌。 

本文即以臺灣第一代雙重國籍者許藏春為例，試圖說明他於 1870 年代渡海來

臺後，如何由郊行當事變成第二任三郊組合長，並釐清郊行行主和當事之間的關

係。其次，說明他如何開枝散葉，組成福建泉州和臺南跨海的雙元家庭，又如何從

跨國主義變成原鄉主義，突顯時代變局下雙重國籍家庭的運作和困境。最後，分

析他在殖民統治下的政治社會角色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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