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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政統計通報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發布 

 

彰化縣古蹟概況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定義，古蹟係「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其承載著歷史的記憶，並呈

現了社會、藝術和技術的演進。為活化本縣豐富多元之文化資產、提升文

化內涵及提振文化經濟，本縣文化局舉辦古蹟日相關主題活動，期能重新

連結民眾與古蹟的歷史記憶，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本通報係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本縣文化局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以呈現本縣古蹟概況。 

 

一、本縣 111年底古蹟計 60處(國定古蹟計 8處、縣(市)定古蹟計 52

處)，居全國 22縣市第 5多。 

  彰化縣建置於 1723 年(雍正元年)迄今 300 年，是目前臺灣歷史上

最悠久的縣治，古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 條分為「國定」、「直轄

市定」、「縣(市)定」三類，本縣 111 年底古蹟計 60 處，其中國定古蹟

計 8 處(占 13.33%)、縣(市)定古蹟 52 處(占 86.67%)。又文化部於 111

年 8 月 1 日公告「彰化扇形車庫」由縣定古蹟升格為國定古蹟，故「國

定」及「縣(市)定」古蹟分別增減 1 處，與 110 年底資料相較，本縣

111 年底古蹟總數無增加。 

觀察 111 年底全國資料，本縣古蹟 60 處居全國 22 縣市第 5 多，

占全國古蹟(1,029 處)5.83%，各縣市以臺北市 193 處最多，臺南市 146

處次之，新北市及金門縣 93 處並列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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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1 年底全國古蹟概況-指定別分 

圖 1 111 年底全國各縣市古蹟總數 

單位：處

 較上年底

增減數

 較上年底

增減數

 較上年底

增減數

 較上年底

增減數

 總　計 1,029 19 109 2 509 14 411 3

 新北市 93 1 7 - 86 1 - -

 臺北市 193 8 19 - 174 8 - -

 桃園市 29 1 2 - 27 1 - -

 臺中市 58 1 4 - 54 1 - -

 臺南市 146 3 22 - 124 3 - -

 高雄市 51 - 7 - 44 - - -

 宜蘭縣 40 - - - - - 40 -

 新竹縣 31 1 1 - - - 30 1

 苗栗縣 18 2 1 - - - 17 2

 彰化縣 60 - 8 1 - - 52 -1

 南投縣 18 1 1 - - - 17 1

 雲林縣 28 - 2 - - - 26 -

 嘉義縣 24 - 2 - - - 22 -

 屏東縣 22 - 3 - - - 19 -

 臺東縣 - - - - - - - -

 花蓮縣 20 - - - - - 20 -

 澎湖縣 27 - 8 - - - 19 -

 基隆市 16 - 4 1 - - 12 -1

 新竹市 41 - 5 - - - 36 -

 嘉義市 17 - 2 - - - 15 -

 金門縣 93 1 9 - - - 84 1

 連江縣 4 - 2 - - - 2 -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國定  直轄市定  縣(市)定 古蹟總數 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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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縣 111年底古蹟種類以「寺廟」29 處(占 48.33%)最多，「宅第」

12處(占 20.00%)次之，二者合計比重近七成；另本縣 111 年底

「寺廟」古蹟占本縣古蹟總數之比例 48.33%，遠高於全國「寺

廟」古蹟占全國古蹟總數之比例 17.88%。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將古蹟種類分為 28 類，本縣 111

年底古蹟依種類區分計 11 類，排除「其他設施」外，按古蹟數量多

寡依序為「寺廟」29 處(占 48.33%)、「宅第」12 處(占 20.00%)、「衙

署」4 處(占 6.67%)、「書院」及「產業」各 2 處(各占 3.33%)、「祠堂」、

「商店」、「車站」、「醫院」及「墓葬」各 1 處(各占 1.67%)，其中「寺

廟」與「宅第」二者合計比重近七成。 

本縣 111 年底「寺廟」古蹟占本縣古蹟總數之比例 48.33%，遠

高於全國「寺廟」古蹟占全國古蹟總數之比例 17.88%，主要原因有

二： 

(一)早期開墾困難、環境艱苦，且移民主要是漢語及其後裔者居多，

隨著漢人經商開墾，移民時奉迎家鄉的守護神來臺，信仰逐漸

傳播進來，故寺廟逐漸成為民間信仰中心。 

(二)本縣的開發始於鹿港，後因港口淤沙、泊船不易，盛極而衰，

停滯開發的結果使得昔日古樸風貌得以留存至今，造就今日本

縣為臺灣目前文化遺產保存最豐盛的地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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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1 年底彰化縣及全國古蹟概況-種類別分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說    明：1.本表僅呈現彰化縣擁有古蹟之 11 種類別。ｓ 

          2.其他設施包含「武道館」、「曲館」、「戲院」…等古蹟。 

 

三、本縣 111年底各鄉(鎮、市)古蹟總數以彰化市 20處最多，鹿港鎮

16處次之，二者合計比重達六成。 

本縣 111 年各鄉(鎮、市)古蹟總數以彰化市 20 處(占 33.33%)最

多，鹿港鎮 16 處(占 26.67%)次之，二者合計比重達六成；和美鎮、

員林市、社頭鄉各 3 處(各占 5.00%)，北斗鎮、芬園鄉、大村鄉、永

靖鄉各 2 處(各占 3.33%)，田中鎮、二林鎮、秀水鄉、花壇鄉、埔鹽

鄉、二水鄉、溪州鄉各 1 處(各占 1.67%)。 

彰化縣「寺廟」古蹟計 29 處，其中又以鹿港鎮 12 處(占 41.38%)

最多，且鹿港鎮「寺廟」古蹟占該鎮古蹟總數達 75%，主要係因乾隆

49 年（1784 年），鹿港正式開港，為全臺最接近中國的港口，此後行

郊雲集、民生殷富、商務發達，漢人來臺大抵由鹿港上岸，然後分轉

南北，故鹿港移民甚多，屬於精神信仰的寺廟也隨之林立。 

單位：處、％

數量 占比 排名 數量 占比

 總計   60 100.00  1,029 100.00

 寺廟    29 48.33 1     184 17.88

 宅第    12 20.00 2     246 23.91

 衙署     4 6.67 3      63 6.12

 產業     2 3.33 4      51 4.96

 書院     2 3.33 4      23 2.24

 墓葬     1 1.67 6      53 5.15

 祠堂     1 1.67 6      43 4.18

 車站     1 1.67 6      15 1.46

 醫院     1 1.67 6       6 0.58

 商店     1 1.67 6       3 0.29

 其他設施     6 10.00     160 15.55

種類別
彰化縣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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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1 年底彰化縣各鄉(鎮、市)古蹟總數 

 

說明：本縣 111年底尚未有古蹟之鄉（鎮、市)為溪湖鎮、線西鄉、伸港鄉、福

興鄉、埔心鄉、田尾鄉、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埤頭鄉共計 10 個，

大多集中於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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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1 年底本縣各鄉(鎮、市)現存古蹟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備    註：「鹿港天后宮」其牌樓、左右護室及後殿等建物為「縣定」古蹟；另三川殿、左右

過廊、正殿等建物經文化部核定為「國定」古蹟。 

國定 縣定

彰化市20處

(國定4處、縣定16

處)

彰化孔子廟、元清

觀、聖王廟、彰化扇

形車庫

原彰化警察署、南瑤宮、彰化市武德殿、

彰化關帝廟、彰化西門福德祠、開化寺、

節孝祠、定光佛廟(汀州會館)、彰化慶安

宮、彰化懷忠祠、彰化集樂軒、彰化市農

業倉庫、南郭宿舍5號及5-1號、彰化振豐

源商行、彰中校長宿舍、彰化鐵路醫院

(原高賓閣)

鹿港鎮16處

(國定2處、縣定14

處)

鹿港鹿山寺、鹿港天

后宮(註)

鹿港南靖宮、鹿港公會堂、鹿港隘門、鹿

港文武廟、鹿港地藏王廟、鹿港城隍廟、

鹿港三山國王廟、鹿港興安宮、鹿港金門

舘、鹿港鳳山寺、鹿港丁家古厝、鹿港新

祖宮、鹿港天后宮(註)、鹿港日茂行

和美鎮3處

(國定1處、縣定2

處)

道東書院 和美李安人墓、和美阮氏修義堂

北斗鎮2處

(縣定2處)
無 北斗保甲事務所、北斗遠東戲院

員林市3處

(縣定3處)
無

興賢書院、員林江九合濟陽堂、員林保安

堂曾春泉洋樓

田中鎮1處

(縣定1處)
無 田中陳氏壽山堂

二林鎮1處

(縣定1處)
無 二林仁和宮

秀水鄉1處

(國定1處)
馬興陳宅(益源大厝) 無

花壇鄉1處

(縣定1處)
無 虎山巖

芬園鄉2處

(縣定2處)
無 芬園寶藏寺、芬園庄役場

大村鄉2處

(縣定2處)
無 大村賴景祿公祠、大村武魁新厝

埔鹽鄉1處

(縣定1處)
無 埔鹽大有陳順昌號

永靖鄉2處

(縣定2處)
無 餘三館、永靖忠實第

社頭鄉3處

(縣定3處)
無

社頭枋橋頭天門宮、社頭清水岩、社頭斗

山祠

二水鄉1處

(縣定1處)
無 二水車站（原二水驛）

溪州鄉1處

(縣定1處)
無 三條圳派出所

鄉(鎮、市)別
設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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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1 年底彰化縣各鄉(鎮、市)「寺廟」古蹟總數 

單位：處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四、為響應「全國古蹟日」，本縣文化局 111年度舉辦「2022年古蹟

日-美歷彰化 GO！好玩」系列活動，喚醒民眾瞭解古蹟、歷史

建築等各類文化資產保護意識；另活動參與人次以「歡慶芬園寶

藏寺 350 週年－明華園戲劇總團演出」最高(1,300 人次)。 

為響應每年九月第三個週末為「全國古蹟日」，本縣文化局 111

年度舉辦「2022 年古蹟日-美歷彰化 GO！好玩」系列活動，透過「文

資小學堂」、「文資輕旅行」、「歡慶芬園寶藏寺 350 週年－明華園戲劇

總團」、「古蹟主題日系列活動」及「歡慶彰化扇形車庫提升國定古蹟

－創意生日卡慶賀」等活動，讓民眾瞭解古蹟、歷史建築等各類文化

資產保存的重要性，增進不同世代文化資產保護觀念，進而願意共同

參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活動。 

在活動參與人次方面，「2022 年古蹟日-美歷彰化 GO！好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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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動總計參與 2,823 人次，以「歡慶芬園寶藏寺 350 週年－明華園

戲劇總團演出」最高(1,300 人次)，其次為古蹟主題日系列活動(1,000

人次)，其餘活動參與人次皆在千人以下。 

 

表 4 本縣 111 年度「2022 年古蹟日-美歷彰化 GO！好玩」概況 

資料來源：本府文化局 

單位：人次

項次 名稱 活動簡述
參與

人次

1 文資小學堂

整合彰化縣多元的文化資產資源與特色

，將文化資產保存修復觀念與工藝美術

結合，讓民眾瞭解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

性，辦理傳統建築彩繪、剪粘工藝、文

資檔案手工書等共5場次。

125

2 文資輕旅行

以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教育為核心，帶領

民眾穿越時光隧道，辦理【芬園寶藏寺

建築與信仰文化】、【解讀彰化300文資

密碼】、【鹿港街屋與和興青創基地散

步】、【北斗郡宿舍群與北斗紅磚市場

走讀】、【二林蔗農事件歷史散步】、

【溪湖文資散步】，共6條路線。

200

3

歡慶芬園寶藏寺

350週年－明華園

戲劇總團演出

慶賀芬園寶藏寺350週年結合古蹟日辦理

明華園戲劇總團演出。
1,300

4
古蹟主題日系列活

動

辦理古蹟日開幕、「寶山第一」尋寶闖

關趣、趣味競賽、文創市集等。
1,000

5

歡慶彰化扇形車庫

提升國定古蹟-創

意生日卡慶賀

以手作創意生日卡片書寫相關慶賀彰化

扇形車庫100週年暨提升為國定古蹟文字

，製作具創意的生日慶賀卡片。

198

  2,823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