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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林氏家族產業的拓殖 

 林回公於艋舺發跡，艋舺原來是臺灣北部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居地的社域，他們沿著淡水河

往返和漢人交易，所用的交通工具是一種叫 BANKA 的小船，後來漢人就把這個地方稱做

BANKA，也就是艋舺。 

艋舺的興起主要靠淡水河的航運，清嘉慶年間，淡水河上游的新莊河岸淤淺，原停靠新莊

的商船紛紛改泊艋舺，使艋舺成為淡水河上最重要的港口。此時泉州移民遷入，利用淡水河航

道對大陸沿海各省做貿易，以出口米、糖、樟腦及茶葉為主，成為郊商，艋舺遂成為臺北盆地

的貨物集散中心。從嘉慶到咸豐約六十年時間，是艋舺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許多身無分文的

移民都在艋舺經商的短短幾年間，成為傳奇性的富豪。嘉慶 14 年(1809) 新莊縣丞移至此地，使

艋舺成為北部的政治中心。道光年間，艋舺的商店和住家已達四、五千家之多。 

 

 

 

 

 

 

 

 

 

 

 

 

 

 

 

 

 

林回公在艋舺開設店鋪「榮泰行」，店鋪三間，從事兩岸船頭行與雜貨店，專售五穀雜糧、

絲緞布匹及茶葉等，經常往來福建與廈門。二百多年前臺北市的安和路有一條運河與基隆河相

接，因安和路與古厝基地相距不到三十公尺，林回公當時便看中了林安泰古厝這塊地的便利性，

因而在此興建「榮泰厝」大宅，當時的林回公還不滿 30 歲。4 

  

 

 

 

 

 

 

 

 

                                                 
4
 民國 67 年 6 月 27 日，聯合報。 

【圖 2-6】清代艋舺市街的熱鬧景象 

資料來源：江韶瑩著，《台北市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規畫報告書》，1977，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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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泰家族最盛時期，整個臺北巿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林安泰家族，當時從艋舺（萬華）

走到臥龍街，完全不需走到外人的土地上，現在臺北最精華、地價最貴的大安區，也幾乎全是

林家的。此外，臺大、舊三軍總醫院等過去也都是林家土地，截至目前舊三總院內還有林家祖

墳。好景不常，日本占領臺灣後，對擁有廣大土地的林家課以重稅，繳不起稅的林家只好以捐

土地方式抵稅，許多土地因此充公，林安泰家族由盛轉衰。民國六十年代，林氏家族轉而經營

紡織業，當時設立榮泰等六家紡織公司，總投資額逾百億元，公司員工總數多達六千餘人，後

來隨著產業環境的轉變，這六家公司全數移往大陸，結束在臺灣的營運。目前林家由林睿紳當

家，成立全安泰公司，已由紡織業轉入殯葬業。5 
                                                 
5
 民國 96 年 5 月 1 日，中國時報。 

艋舺 臺北城 

林安泰古厝 

【圖 2-8】臺灣堡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1921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大正版) 

【圖 2-7】林安泰古厝

與發跡之艋舺間的地

理位置關係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

究專題中心，臺北市

百年歷史地圖，1921

年日治二萬分之一臺

灣堡圖(大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