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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

前言

「商會」 ,這種有別於傳統商工團體的組織 ,傳入中國已經整整 9i年 ,引

進臺灣更有將近百年的歷史 ,大陸學者在 19跖年以後 ,短短 7年間即發表商會相

關論文 m篇以上 (註 l),臺灣之有商會似較大陸更早 ,關於光復前商會的研究

卻僅有筆者 19舛 年發表的 〈臺 、 日實業家與臺灣總督府的分合關係 (18助 ∼

19η )⋯ 以商工會為中心之研究〉一文 (註 2)。

過去有關臺灣商工團體的歷史研究 ,多集中於清代 「郊」的研究 ,與光復後

商工團體有直接承繼關係的日據時期商工會 ,反遭冷落忽略 。事實上 ,自 lB95

年 1U月 ,居住於臺北的日商創立臺灣第一個商工會後 (註 3),至 1939年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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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爆發商工會實質瓦解為止 ,先後至少成立了 15U個商工會 ,全臺共有m個
「街」 (行政單位)曾經設立商工會 :佔街總數的八成以上 ,九大都市甚至出現

多個商工會並存的熱鬧景況 (臺北市即曾6個商工會並存),商工會成為

「街」、「市」級以上城市普遍成立的商工團體 ,比今日商會僅止於縣 ,力量更

深入基層 ,對地方影響甚鉅 。光復後 ,商工會系統為 「全國商業總會」 (會長王

又曾)所繼承 (註 4),與 「商工協進會」 (前任會長辜振甫 ,現任會長辜濂

松)、 「全國工業總會」 (前任會長許勝發 ,現任會長高清愿)並列為今日臺灣

最有勢力的三大實業團體 ,故商工會不僅大幅改變傳統商工團體的面貌 ,亦為今

日實業團體奠下基石 ,甚具研究意義。

關於商工會的 「創設傳播」、「組織功能」、「臺日商工會與殖民政府間的

分合關係」、「商工會與臺人商工領導階層的凝塑」等問題的研究 ,筆者擬於六

月發表的碩士論文 《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 (18竻 ∼ 19伯 )》 中詳述 ,本

文僅以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在 「拍賣」、「廣告」技術的革新為例 ,討論互為敵

體的臺 、日商人在爭奪商權時 ,技術上所採行的競爭策略 ,及雙方如何相互模

仿 、交流 ,甚至緊密合作 ,以共渡經濟不景氣的危局 ,尤其注重臺商如何結合傳

統與新進商賣手法 ,巧妙推陳出新商業經營技術 。

其次 ,延續陳秋坤 、林滿紅 、溫振華等人對臺灣經濟開發中臺民富具資本主

義精神的探討 ,陳秋坤於 《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的開發》中 ,提及漢人移墾時的

「功利精神」 (註 5),林滿紅在 《茶 、糖 、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經濟社會變遷》

中 ,指出清未臺灣貿易大幅發展的直接動因之一 ,在於臺人具有高度的
一
「市場取

向」 (Mark說 U山nta山Ⅱ) (註 6),溫振華 〈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一

文 ,則土地開墾 、水利投資 、經濟作物種植 ‵商業發達等 ,指陳漢人的謀利 、冒

險 「企業精神」 (註 7),本文則擬由拍賣 、廣告技術的革新 ,討論其中所透露

的資本主義精神 。

再者 ,本文亦將探討商業發展與地方文化塑造的關係 (註 ●),關於臺灣廟

會活動與商業發展結合的研究 ,以宋光宇的 《霞海城隍廟祭典與大稻埕商業發展

的關係》最為深刻 、最有貢獻 ,惜其以 19m年為研究下限 (註 9),事實上 ,

192° 年以後 ,臺灣商人因面臨接踵不斷的經濟不景氣危機 ,更須利用迎神賽會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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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顧客 ,刺激振興商況 ,故商賣結合廟會的技術於 193U年代運用似更成熟 、更

興盛 ;因此 ,本文以 19η 年為斷限似可補宋文之不足 。

至於本文以 η39年為斷限 ,係因本年中日戰爭爆發後 ,不僅使得商業活動

陷於停頓 ,而且殖民政府為節約物資 ,對商工會舉辦拍賣會多所限制 ,即使有廉

賣活動亦以控制物價為優先考慮 ,大失拍賣會追求利潤的功能 ,而廣告更轉為宣

傳統制經濟作服務 ,亦喪盡本意之故 。

為節省篇幅 ,本文表格資料來源欄 ,皆以
i

「:日 」代表 《臺灣日日新報》

「
新民」代表 《臺灣新民報》

「白夕﹉」代表 《臺灣日日新報》夕干j

貳 、革新的背景 =臺 、日商戰日人失利

過去由於缺乏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 ,常使人誤以為割臺後 ,毫商即淪

為日商附庸 ,事實上 ,日人除少數巨商能憑雄厚資本或特權壟斷佔居優勢外 ,一

般中小商工業者在商業競爭上始終居於劣勢 ,無力與臺人相抗 ,189B年 lU月 ,

日人臺北商工會創立主旨書言 :「 雖謂政治上領有臺灣 ,但實利上卻受其兼併 ,

內地商人痛苦不堪 ,⋯⋯ 故為與臺人商戰乃發起創立該會 (註 lU)」 ,即是明

證 。

這是因為日人在臺人數有限 ,從事商業者為數甚少之故 ,據 19U5年第一次臨

時戶口調查資料 ,在臺日人總數不過 6萬人 ,且近半數為各級公職人員 ,本業從

事商業的日人僅 12,%2人 ,而臺籍人口 3U5萬 ,約為日人 51.3倍 ,本業從事商

業的臺人為 l18,314人 ,約日人 9.3倍 ,其後 ,倍數雖有縮減 ,亦恆約在 5.4倍以

上 (參見表一);再就平均顧客數計算 ,以臺 、日人多慣於向同籍商人購物觀之

(日人中低收入者亦常向臺商購物),19“ 年 ,臺商平均分得的顧客數約為日商

的 5.5倍 .其後差距雖有縮減 ,也在 2.6倍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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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US∼ 1g芻年二口人日本人的人口、商人的總致 、倍數

年代

一

人 日 人 U/U

A

U/U

B 髒人口細致Φ 商鯽 人口細致Θ 商人致Θ

19U5 3,U55,461 l18,314 59,618 12,726 51.3 9.3 5.5

1915 3,414,388 148,194 137,229 25,674 24.9 5.8 4.2

192U 3,566,381 14U,468 166,621 26,U31 21.4 5.4 3.9

1925 3,924,574 189.63U 2U.7

193U 4,4UU,U76 225,627 232,299 31,284 18.9 7.2 2.6

1935 4,99U,131 26● ,798 18.5

194U 5,682,233 346,663 16.4

1943 6,133,867 397,U9U 15.5

資料來源 :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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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垂苦猋榮籤連發交箬蕁甲
業 、交通業 、自由業 、遊藝業 、娛樂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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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日 商的素質也遠不及臺人 ,日人佐佐英彥於 《臺灣產業評論》即指

出 ,臺商殆集中了臺人中的諸多秀異份子 ,而且中國商人向以敏於觀察商機與刻

苦耐勞著稱 ,反觀日人因向來有輕視町人的風氣 ,至臺者又多為投機份子 ,從事

商業者實非一流人材 ,資質無法與臺商相提並論 (註 ll)。 再據臨時臺灣舊慣

調查會編纂的 《臺灣私法》 ,該書亦言 :割臺後 ,為官者與讀書人大都返回大

陸 ,只有少數讀書人留臺擔任殖民政府旳卞級官員 ,士之階級消失 ,臺商在社會

上的地位遂超過士人 ,躍升為第一位 (註 趁 ),故日據時期臺灣社會菁英可以

說是非常集中於商業 。

再加上日商為外來客 ,無臺人根基穩固的商業據點與銷售網 ,顧客僅侷促於

在臺日人 ,日 商既然缺乏土著地盤 ,經營耗費自然亦較為鉅 ,據估計日商於成本

之外 ,必須多耗費一成的開銷 ,臺籍商人則額外開支甚少 ,生活水準又較日商為

低 ,故能獲致更多的盈餘 (註 l3)。

這種清況其後雖因日商人數 、資金的增加 ,稍有改善 ,但事實上 ,日人中小

商工業者競爭力不如臺商的情況 ,終 日人治臺時期未曾改變 ,在佐佐英彥著書的

l夗5年如此 ,其後依然 ,1929年 ,大園市藏的 《臺灣產業U批判 (第壹卷 )》

亦言 :臺商營業費用僅須日商之半 ,故能以低於日商三成的售價廉銷商品 (註

14)。 l。外 ∼ 19” 年任臺灣總督的川村竹治 ,193U年記述 《臺灣U一年》 ,回

憶其任職臺灣的經歷 ,亦嚴厲批評日商因特權而腐化 :多半為扶不起的阿斗 ,反

而盛讚臺商的敬業態度 (註 15)。 再如 :19M年 ,標榜促進臺北中小商工者利

益的 「臺北社會問題研究會」提出 〈臺灣問題概要〉 ,日 商獲利不如臺商依舊沒

有改變 (註 16)。 1937年 ,高雄商工會發表 〈內地人小賣商U將來 t其 U對

策〉 ,報告中亦感歎日人自負為 「東洋白人」,對臺人抱持優越感 ,但中小商人

卻陷於窮困 ,無法在臺人面前直立 (註 17)。 l與U年 ,大阪每日新聞社舉辦座

談會 ,臺北商工會議所會長後宮信太郎 、臺銀總經理水津彌吉等亦均言臺日商

戰 ,日商遠非臺商敵手 (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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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 ,日 人中、小商工業者既在人數 、顧客數 、經營成本 、商業據點等

條件遠不如臺商 ,故日人商工領導階層除亟望殖民政府給予特權支援 ,亦思引進

新穎的商業技術 ,增強競爭能力 。而臺商面對殖民政府給予日商補助 、技術指

導 、行政協助等差別待遇 ,除咸感不滿 ,亦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 ,對日商所採行

的新式商業技術均努力仿效 ,並結合傳統形式創新商賣技術 ,即在這種濃厚的競

爭氣氛下 ,臺日商人不斷革新 、交流商術 ,其中尤以 「拍賣」、「廣告」技術的

創新最為重要 。

參 、拍質技術    ﹉

據宋巴特 (WemerSUmbart)的 《現代資本主義》 (DerMUrderne

Cap北血siIl)一書言 ,「 拍賣會」 ,在 18世紀已是西方商人廣泛使用的商賣技術

(註 19),臺灣則約在 19UU年代才出現拍賣活動 (註 ∞ ),191U年代 ,臺 、

日商人商戰日益激烈 ,日人商工會為增強競爭力 ,亦開始舉辦聯合廉賣會 ,至遲

在 1911年 ,日人的嘉義商工會已經舉辦 「歲末聯合廉賣會」 (註 21);明年

底 ,臺北商工會鑑於經濟不景氣 ,亦決定積極協助臺北日商舉行聯合廉賣活動

(註 笈 ); 1914年 ,臺南商工會繼之 (註 ” ),於是拍賣制度逐漸流傳開

來 。

臺人商工會最早仿傚日商舉辦聯合廉賣活動的是嘉義商業協會 ,嘉義臺商原

本每年參加日商嘉義商工會所舉辦的歲末聯合廉賣活動 ,但可能由於臺商商品售

價低廉 、服務親切 ,日商不敵臺商競爭之故

一

1916年 ,嘉義商工會決議排斥臺商

加入 ,嘉義臺商受此刺激 ,遂集會自創商業協會 ,並於當年底舉辦臺人商工會的

第一次歲末聯合廉賣會 (註 舛 )。

但 191U年代聯合廉賣會活動並未立即普及 ,直至 192U年代 ,因臺灣屢受經

濟不景氣侵襲 ,各商工會為振興市況 ,始紛紛舉辦聯合廉賣活動 ,彰化商工會於

19m年首先舉辦 ,其後高雄 、臺中、基隆 、斗六 、澎湖 、新竹 、南投 、大溪 、鹿

港 、田中 、北港 、豐原 、大甲 、臺東等地商工會亦陸續舉辦 (參見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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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商工●首次奉掰聯合廉H台的年代

會 名
犁寮

待別
鶸 留馥轟卻舖

名
=南

工● lgU5 日 191l 1923.l。

LHL商工● lgU9 日 1912 1916.4

Ⅱ南商I● 19°5 日 1914 1925.lU

i=商典曲● 1916

一

1916 1917.9

i女ikm 1917 日 1917

杉化南工● 1917

一

日 1924 192U.12

一

南i中路和● lg23 日 1924 1924.7

南堆商工● 日 1929 1925.4

一

中南交● lg2. 日 1925 1925.5

Ⅱ中●朱臨● t91° 日 1933 1925.5

1●ti幹 lg2. 日 1925 1927.6

鑼 HT●● lg26 日 1926 1926.?

斗六商工● 1924

一

1926 1932.3

澎湖南工● lg21 日 192t.6

新竹口易商● lg2s

一

192?.7

一

南商工協● 1927

一

1927 192?.9

南投商工●

一

日 1927 1932.?

大溪商工●

一

日 1927

鹿港商工會 1927

一

1927 1936.8

田中商工協會 1927

一

1927

澎湖

一

口郊●k●

一

1928.6

北港商工協會 Ⅱ 1928

一

中南工協會 1925

一

1928 1929.6

Ⅱ北商菜● lg28

一

1928 1934.7

宜原商I● lg2s

一

1928

大甲商工● 1929

一

1929

一

束商工協會 日 1929

一

北絡商會 lgsU 二 193U 193U.6

虎尾商工會

一

日 193。

一

南絡商● 193U 二 1932 1931.5

基隆梅商● 二 1931 1933.6



會 名
攤 待別 騙 編 留籛瀰

屏束商工會

一

日 1931 1934.﹉ 7

朴子商I● 193。

一

1931 1935.＿4

Ⅵ ▅ 期 盼 1931

一

1933 1932.6

貝林商工● lgs2

一

1935 1932.lU

琳 斯 lgBU

一

1933 1932.19

Π水商I● 1926

一

1932 1933.4

新竹商工● 1918 日 1932 l° 33-6

iHL商工韜● 1933

一

1933 1933::5

新竹商工怕● lg29

一

1933I6

宜巾I共協● 1gs2

一

1933 1933.8

一

東南友● 1931 日 1933.8

板扣商工● 1933

一

1933 1934.7

竹東南工● 1927

一

i93﹉ 3

斗六●*協● lgss 狂 1933

高堆▋索新兵 1933 日 1933 1935.6,

北斗▋菜曲● 1926

一

1934.5

溪湖南工● lgss

一

1934.1U

形化商工協會 1934

一

日 l:934 19S5.lU

苗栗商工● 1934 二 1934

斗南商工會 1934 Ⅱ 1934

新竹商工g駐所 1934 三 日 1934 1936.7

只山商工會 三 1934

三東女萊協● 1928 日 1935.7

倖日商工會

一

1935:9

束港商工● 1928 狂 1935 1935,1U

白河商工● 193U Ⅱ 1935

旗山商工協會 1931 二 1935

花蓮商榮會 1932 日 1935

中壢商工° 1929 垂 1936 i936.9

新管商工協會 1936 Ⅱ 1936

羅東女菜協會 lg36 三 1936

大稻埕●菜會 1937 垂 1937 1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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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說明的是 :各地的聯合廉賣活動 ,雖不一定是商工會商人首創 ,但將拍

賣會制度化 、擴大規模的 ,無疑多為各商工會之功 。商工會所舉辦聯合廉賣活動

主要可以分為三類 ,即 :一 、「歲末聯合廉賣會」 ;二 、「歲中聯合廉賣會」 ;

、「特定商展廉賣會」,分述於下。

一、歲末聯合廉

一

會

日據時期 ;一般人民經濟狀況不佳 ,平日省吃儉用 ,甚少新購衣物或器具 ,

多半僅於歲暮添置生活用品 ,故每逢歲末年節即為市況最熱絡之時 ,商家為提升

競爭力 ,遂採減價以吸引顧客 ,但時有惡性競爭發生 ,且因實施減價的商家過於

零散 ,宣傳廣告效果不彰 ,直至各地商工會成立後 ,始漸有統籌主辦的中心 (註

25) 。

當商工會決定舉辦歲末聯合廉賣會後 ,通常即由會員推舉執行委員 ,負責籌

畫 ,並開始接受商家申請 ,然後決定減價折扣 .一般多訂為二成 ,但亦給予商家

若干自由折價的空間 ,商家則必須遵守商工會的規定 ,否則將遭受處罰 。

歲末聯合廉賣會另一項吸引顧客的賣點 ,即為摸彩贈獎活動 ,通常先由商工

會執行委員預估商品銷售總額 ,然後提撥約總額的 5∼ lU%,作為獎品或獎

金 ,公開陳列於抽籤會場 ,警察單位亦派員貼上封條 ,慎重其事
j為

收廣告之

效 ,特等獎品多為新穎時髦的商品 ,例如 :基隆商和會曾提供價值 2,UUU圓的摩

托汽艇及 mU圓的摩托車作為贈品 (註 巧 );基隆總商會以金腕環洋服櫥具 、

西洋眠床為特獎 ,以吸引顧客 (註 ” );朴子商工會贈送腳踏車 、大時鐘等

(註 28);亦有商工會以巨額的現金 、商品券或公債作為特獎 ,例如 :臺北商

業會 、臺北總商會 、臺北商工協會 1933年起合辦的 「臺北歲末聯合廉賣會 」 ,

即以 l,UUU圓巨款作為特獎 (註 ” ),當時臺北臺人普通工資一天約僅 l∼ 2圓

(註 3U),因此 ,對顧客可說甚具吸引力。

顧客一般僅須消費 5角∼ l元 ,即可獲贈摸彩券一張 ,中獎率約百分之 5∼

lU%,當聯合廉賣活動結束後 ,商工會依照規定 ,必須邀請警察 、地方官員 、新

聞記者等公正人士出席 ,始准抽籤 ,抽獎技術先進者如 :臺北商業會甚至備有輪

機抽獎機 (註 31),中獎名單則公布於次日的報紙 ,以召公信 。



召璩時期臺灣喲商工      法尻褲珶〃′θθσ∼′”V        f刃

歲末聯合廉賣會活動期間頗長 ,通常長達一個月以上 ;臺‵日商工會稍有差

異 ,日人生活因以新曆年為準 ,故日人商工會大致由新曆 12月
﹉1日起:,至月底

結束 ,臺人商工會則配合臺人習俗 ,至農曆除夕才停止 。在這麼長的管業期間 ,

商工會必須負責會場的布置 、美化 ‵清潔 ,叮囑商家充實商品 ,注意商人有否違

規 ,交涉協調地方政府 、電力公司配合 ,嚴格考驗各商工會的能力
古 ﹉

以活動成效觀之 ;首先是商家
:、

合辦團體的逐年增加 ,例如 :臺北商業會 ,

19困 年初僅與永樂會合辦 (註 笓 ),1931年

一

擴大聯合棉布商 、雜貨商同業公

會舉辦 (註 33),1933年 ,在毫

一

匕商工協會會長陳清波 (陳天來之子)、 幹部

劉鼎基的協調下 ,臺北商業會 、臺北總商會 、臺北商工協會 、永樂會 、太平會五

會更開始合辦 「臺北歲末聯合廉賣會」 (註 γ ),成為全臺規模最大的歲末聯

合廉賣會 。又如 :臺南商工會初僅與同為日商的實業協和會合辦 ,但
一1兜U年代

末期遭逢經濟不景氣侵襲 ,臺日商人同感痛苦 ,日人商工會為擴大規模 ,吸引更

多顧客 ,遂突破民族界線 ,聯合臺人的商工協會一同主辦 ,19笓 年 ,另
一臺人商

工會 ⋯臺南總商會亦獲准加入 ,成為臺
一
日商工會緊密合作的聯合廉賣活動 (參

見表三)。

再者 ,各商工會的銷售金額亦不斷增加 ,以贈品金額約為銷售總額 5∼ l。

%計 ,都市型商工會 ,大者如 :臺北 、基隆 ,臺中、嘉義 、臺南、高雄等 ,每年

消費總額約為 ∞ 餘萬圓 ,小者如 :彰化 、新竹 、屏東亦近 iU萬圓 ●街庄商工

會 ,大者如 :﹉宜蘭
一
北港 、臺東約為 J、 6萬圓 ,中者如 :鹿港 、斗六、虎尾 、

朴子 、旗山約有 2、 3萬圓 ;小者如 :鳳山‵白河等亦有萬餘圓 ,成績可蹲斐

然 ,為商家獲取不少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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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l。
j1年 ,臺北商業會主辦薉未聯合廉賣會 ,於 《臺渣白白新報》上刊登廣告 ,頭獎現金

5U圓共 6張 ,並強調贈品豐富 ,無銘謝惠顧的空籤 ,最少可獲贈火柴一盒 。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1l3π號 ,昭和6年挖月lU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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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

V出賣大水歲﹉合聯雄高

:芳主主言
堪毒月i月 :≡

翠裝
﹉
層

工  :=

【說明】19竻年 ,高雄商工會主辦歲末聯合廉賣會 ,於 《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廣告 ,.

知當年發行摸彩券數達的萬張 ,該廣告強調贈品總額為一萬圓 。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挖U91號 ,昭和8年也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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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歲中聯合廉賣會 ﹉                      ﹉   :

商工會舉辦的歲中聯合廉賣會就性質言﹉,大致可分為三種 :一為 「夏季納涼

聯合廉賣會」 ;二為
「
迎神賽會聯合廉賣會」 ;三為 「慶祝活動聯合廉賣會」

(參見表四)。          ﹉ ＿            ﹉

﹉第一種 「納涼聯合廉賣會」大多於六、七月舉辦 :由於夏季再虖農忙時期 ,

臺灣溽景氣潀冞胃
,:大眾購犓意願甚俸

,故市況多買賣閑散 :商業資金難得潤

澤 ,一般中小商人深為所苦 (註竻 )。 再者 ,地方政府為消暑意、提供正當娛﹉

樂 (註 γ )∴ 亦多願意協助商工會舉辦 ,加上時間上適逢6月 17日
「
始政紀念

日」前後 ,正須創造人潮 ,來配合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誇耀殖民政府建設的成

果。:   ﹉ ﹉ ﹉     :   ﹉      ﹉  ﹉

「納涼聯合廉賣會」因係日商所引進 ,日本味濃厚 ,故多於日人較多的街市

舉辦 ,如 :臺北.新竹 、臺中、南投 :嘉義 、臺南、高雄 、屏末、花蓮等坤的商

工會 :每逢盛暑都會固定舉辦此類的聯合廉賣活動。 ﹉  ﹉   ﹉ ﹉

﹉ 至於舉辦期間的長短 ,因為本類廉賣會多舉辦於較現代的都市 ,商工會經費

較為﹉充裕 :居民購軍力亦較強 :故常能舉辦較長時間的廉賣會 ?短者 5天γ一

週 :長者 1U﹉ ∼η天 ,甚或超過一個月。                 ﹉

第二種 「廟會聯合廉賣會」 ,係由臺商改良傳統廟會商賣技術而成 ,商工會

利用地方迎神賽會創造大量人潮之機 ,配合舉辦聯合廉賣活動。廟會初多由地方

士紳舉辦 ,後因廟會活動對振興商況甚有助益 ,商工會遂加強參與 ,漸成為各地

廟會祭典的主辦者 ,及地方小傳統文化的主要贊助人。

﹉「廟會聯合廉賣會」大致可以分為三大系統 :一為 「迎媽祖系統」,二為

「迎城隍系統」 ,三為 「中元祭系統」 ,第一類多為臺人商工會所舉辦 ,第二 、

三類則多產生於臺 、日商工會並存的地區 ,係日商受臺人商業技術影響者 。舉辦

的時間因祭祀主神系統的不同而有差異 ,第一類迎媽祖系統因為大部分位於臺入

區 ,故多擇於夏耘前或秋收後的農閒時期舉辦 ;第二 、三類迎城隍 :中元祭系統

則因大部分位於臺 、日人並存區﹉,故仍選擇夏季舉辦 ,配合納涼廉賣會 ,再以廟

會吸引臺人顧客 。

在迎媽祖系統中 ,以配合農曆 3月 23日媽祖聖誕舉辦聯合廉賣活動最多 ,

有 :基隆總商會 (慶安宮)、 北斗實業協會 (奠安宮)、 虎尾商工會 (迎北港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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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朴子商工會 (配天宮 )、 臺南總商會 (大天后媽祖廟)、 鹽水商工會 (庇

護宮)等 ;斗六商工會 、斗六實業協會則稍提早 ,於 2月下旬即已舉辦 。其次 ,

為利用重陽節舉辦者 ,其多為彰化平原上的臺人商工會 ,有 :彰化商工會 、彰化

商工協會 (天后宮媽祖廟)、 二林實業協會 (仁和宮 )‵ 溪湖商工會 (福安宮 )

等 ;員林商工會 (福寧宮)則稍提前於農曆 9月初 2、 3舉辦 。

在迎城隍系統中 ,6月 中旬舉辦者有臺北實業會 、臺北商業會 、臺北總商

會 、臺北商工協會 (霞海城隍廟 )、 臺中商工協會 、臺中實業協會 (臺中城隍

廟)、 南投商工會 (指南宮隍廟)、 高雄商工會 、高雄實業新興會 、高雄實業協

會 (福海城隍廟)等 ;嘉義則因臺人顧客較重要 ,故嘉義商工會 、嘉義商業協會

(綏靖侯城隍廟)擇於稍後的中秋節舉辦 。

中元祭典系統 ,固定舉辦者較少 ,僅有 :基隆商和會 、板橋商工會 (接雲

寺 )、 中壢商工會等 ,其亦多配合納涼聯合廉賣會進行 。

迎城隍系統的廉賣活動 ,都市日商與臺商的合作日深 ,已可窺見日人商工會

仿傚臺商配合迎神賽會舉辦廉賣會的痕跡 ,後 日人或與日人關係較密切的商工會

更漸知利用神社祭典 ,舉辦日式的祭典聯合廉賣會活動 ,這更是日人商工會深受

臺人商賣技術影響的明證 ,例如 :基隆總商會 ‵彰化商工會 、臺南實業協和會 、

岡山商工會 、東港商工會均曾利用當地神社安座 (或遷座)典禮 、例祭舉辦聯合

廉賣活動 (參見表四)。

至於 「廟會型聯合廉賣會」舉辦的期間 ,顯然較 「納涼型廉賣會」為短 ,尤

以迎媽祖系統廉賣會為最 ,多半僅舉行 2、 3天即結束 ,第二 、三類則因感染

「納涼型廉賣會」的色彩 ,期間稍長 ,約為 5∼ 7天 。

而各商工會何以會不約而同的選擇媽祖 、城隍 、中元祭典時 ,舉辦聯合廉賣

會 :而非利用奉迎其他神明的機會 ?媽祖為全臺最普遍的神明 ,為所有籍別 (指

泉 、漳 、客屬等)的人群所共奉 ,中元祭典性質亦同 ,甚至日人也有 「中元盆

會」 ,而城隍爺據稱並非單指一神 ,而為許多神明的總稱 (註 39);故三者均

具有超越 「鄉土神」、「行業神」限制的特性 ,可為不同祖籍別 、不同行業的人

群所接受 ,有助吸引更多的顧客 。而經由這種跨族群 、跨區域聯合廉賣會活動的

進行 ,亦促進了臺灣不同族群 、地域人群的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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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為 「慶祝聯合廉賣會」 ,其經常利用者為霬要公共工程的峻工 、大型

會議的召開或重要紀念日等 (註 3B),利用重要建築完工耆 ,如 :基隆商和會

曾配合義重町道路鋪設完工 ;中壢商工會利用街市場落成 ;臺中實業協會 、臺中

商交會乘鐵路雙軌工程完工之機 ;鹿港商工會配合街公所新廳舍落成 ;嘉義商工

會 、嘉義﹉商業協會利用嘉義車站啟用 、嘉南大圳竣工 ;臺南四大商工會配合西市

場落成 ;宜蘭商工會利用鐵路通車等舉辦聯合廉賣會 (參見表四)。   ﹉

乘大型會議召開舉辦者 ,有 :臺北商工會利用 「臺北實業共進會」的召開 ;

臺北市五大商工會乘「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之機;宜蘭實業協會配合:全島

產業組合大會」的召開 ;嘉義商工會 、嘉義商業協會利用 「農產品評會」、「全

島產業組合大會」的召開等 ;舉辦聯合廉賣會 (參見表四)。      ﹉

配合重要紀念日,除各地商工會利用 「始政紀念日」舉辦外 ,尚有 :新竹商

工會乘慶祝新竹升格為市之機 、中壢商工會配合街制實施五週年 ;彰化實業協會

慶祝創立週年 ;嘉義商工會配合嘉義實施市制 ;高雄商工會利用慶祝高雄橫濱定

期航線首航之機 ;屏東商工會慶祝成立 ∞ 週年 ;澎湖商工會 、澎湖實業會慶祝

恢復市制等舉辦聯合廉賣活動 (參見表四)。

當然若 「納涼」、「廟會」、「慶祝活動」時間上能夠配合 ,則更為理想 ,

可吸引更多的顧客 ,例如 :臺北 、臺中地區的商工會 、板橋商工會 、基隆總商

會 、南投商工會等聯合廉賣會的主題經常是 「納涼」加上 「廟會」。嘉義商工

會 、嘉義商業會則往往是 「納涼」配合 「慶祝活動」的 。高雄商工會則初以 「納

涼」為主 ,後先結合 「港灣祭」 ,再配合 「城隍廟祭典」 ,發展成為兼具三者的

大型聯合廉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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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商工會舉辦的聯合廉賣會 ,漸能將 「農業行事」、「居民作

.息」、「宗教祭典」、「商業活動」緊密結合 ,因此 ,每回聯合廉賣會的舉辦均

是一次經濟 、宗教 、文化綜合活動 ,具有多重意義 (參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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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商工●聯合廉

一

活山已合反革t、 宗教日的托況

▌日月分 . ● 菜 行 工 層 宗教行

一

曆 商 ● 行  

一

 日

忙確 ▌

一

概 況 街    庄 都   市

一月 不在忙碌 收狂第三季作物 新年 、上元 中
眭�祤

夾

舌 堅
二月 忙  碌 群艄〺瞅
三月 公  用 仁豕除草 無題要 黜
四月 非常空闐 仁須巡視 、氾溉

兵月
非常忙碌 館碎鸚驟撒 舌 堅

廠
七月 ︳  閉 仁貓除草 中 元 節

翢
�
�紩

�祤
夾分月上旬非常空面 仁須巡視 、氾溉 主騖舞 譴妹嚳詳整.

李月工匒非常忙碌 的 �
�絁

�祤
夾

〡量蒼
句Ⅱ  開 是資湛磊毒挐及皮具肇

平
葦荏秀叩合廉▌

,蘇兆生“ ,<」〢∥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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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顧客的技術方面 ,前述的歲末聯合廉賣會 ,民眾因原本即有購買需

求 ,故商家僅再以豐富的摸彩贈品 、折扣優惠 ,增強民眾的購買慾 ;歲中聯合廉

賣活動因民眾消費迫切性較低 ,雖巨額的贈品亦難吸引顧客 ,故除仍有摸彩活

動 ‵折扣優惠外 ,商家亦利用民眾 「喜看熱鬧」的好奇芯連 ,以精彩的餘興節目

吸引顧客 ,通常僅須購買3U∼ 5U錢的商品即可獲贈餘興表演場的入場券 。

都市商工會的餘興節目 ,以 日人顧客為主的有 :藝妓 、咖啡屋女侍舞蹈 ,少

年相撲角力 ,日式滑稽劇 ,魔術表演 、古董插花展覽 、馬術表演 、票選最受歡迎

藝妓 、女侍等 ,曲盤 、西洋樂演奏等 ;為臺人顧客準備的有 :歌仔戲 、子弟戧 、

南北管 、十三腔傳統音樂等 ;利用現代科技產物製造噱頭的則有 :電影放映 、施

放煙火 、攝影展 ,留聲機 、收音機放送等 ;亦有顧客可以親自參與的活動 ,如 :

尋寶 ‵搜索化裝者 、商店訪問賽跑 、棒球網球比賽 、腳踏車競速 、龍舟競渡 、竹

筏鬥撐等 。

街庄臺人商工會則傳統味濃厚 ,多以藝閣遊行評比為主 ,配合歌仔戲 、子弟

戲 、布袋戲 、舞龍 、舞獅 、宋江陣 、錦華鼓 、落地掃 、太平龍 、六將 、什錦陣 、

北管 、南管 、十三腔 、亂彈等 。就商工會廉賣活動的餘興節目意義言 ,其將小傳

統文化與商業結合 ′不僅對當時的促銷活動頗有幫助 ,再者 ,就都市商工會言 ,

對提升市民娛樂 、吸收現代文明助益亦大 ,而就街庄商工會言 ,除對傳統民俗文

化的保存貢獻甚鉅 ,亦逐漸塑造了地方文化特色 ,例如 :著名的 「鹽水蜂炮」、

臺南運河 「龍舟競渡」 ,日 據時期即是當地商工會舉辦廉賣會時的重要活動 (註

39) 。

聯合廉賣會的會場亦甚精心設計 ,賣場規模均十分壯觀 ,以 193U年 6月 ,臺

北總商會舉辦納涼廉賣會的會場為例 ,據 《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

(總商會幹部)督勵建築工人 ,徹夜趕造 ,⋯⋯其廣大之建物 ,佔全坪數

千坪的三分之二 ,會場正面為商船 (船運公司)所構建 ,兩側面由郵船

(船運公司)所構造 ,左折入口 ,兩側有市內商人賣店五十軒 ,賣店盡

處 ,左折有一大餘興場及活動寫真 (電影 )、 奏樂場 ;右折正面 ,為喫茶

店 ,左有蓬萊閣 ,右有龍門冷水即賣場 ,左折入口 ,仍有賣店五十軒 ,陳

列兩側 。 (註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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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5月 ,臺北商工協會主辦的納涼廉賣會會場大門 ,亦為 《臺灣日日新報》

稱讚不已 :其載 :

(臺北商工協會於 )太平町一丁目大路 ,⋯ ⋯樹一古式綠門 ,長二丈四

尺 ,柱直徑尺半飾以龍形 ,高懸聯合大賣出彩燈 (註41)。

圖三 :

【說明 】 1933年 ,臺 北商工協會主辦納涼聯合廉賣會 ,於永樂派出所前建 的巨型

會場大門 。

資料來源 :《 臺灣 日日新報 》l19U5號 ,昭和 8年 5月 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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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歲中廉賣會的活動內容往往較歲末廉賣會更為複雜 、多樣 ,所須動員的

人力 、經費亦較為龐大 ,如 :19η 年 ,臺北實業會舉辦納涼廉賣會 ,耗費即高

達 17,UUU圓 (註 佗 ),約為其年會務支出的五倍之多 (註 們 )!因此 ,勢須有

縝密周詳的計畫 ,以 1935年臺中實業協會 、商工協會主辦的 「臺中納涼市」為

例 ,其籌畫除有正副委員長 、六名理事 、二名顧問領導外 ,下更分由演藝 、庶

務 、廉賣 、臺灣戲劇 、煙火 、化裝搜索 、電飾 、納涼 、陳列窗競賽 、廣告化裝 、

會計等 11股幹部負責 (註 聑),分工之細可見一斑 !

圖四 :

【說明】1929年 6月 ,臺 中實業協會 、商交會 、商工協會合辦納涼聯廉賣會 ∴主

辦單位於 《臺海 日日新報 》上刊登每 日節 目表 ,密密麻麻顯示活動的豐富多彩 。

資料來源 :《 臺灣 日日新報》lU484號 ,昭和4年 6月 26日 。 :

�祤�窏畤
�秷�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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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人商工會舉辦歲中聯合廉賣會的經費較為充裕 ,但因價格 、服務態度

不如臺商 ,故在競爭力和實效上常不敵臺商 ,例如 :193U年 7月 ,臺北臺 、日

商同時舉行 「納涼聯合廉賣會」 ,臺商廉賣會每日人海雜遝 ,致使城內日商廉賣

會遭受嚴重打擊 ,日商乃壓迫市府 ,強令停止臺人的廉賣會 ,至 15日 ,日商廉

賣會結束 ,始准臺商重新開張 (註 巧 );又如 :19笓 年 6月 ;嘉義商工會已舉

辦過聯合廉賣會 ,但嘉義商人咸認為 「有名無實」 ,商界仍疲困莫名 ,希望臺人

的商業協會再開納涼廉賣會 ,以 「蘇生瀕死之商界」 (註 46)等 ,皆可為明

證 。

聯合廉賣會不僅是臺 、日商人間的競爭 ,亦常隱含有區域商工會商戰的意

味 ,1931年 ,臺南市商況不振的原因 ,除因當年經濟不景氣 ,更重要的即是因高

雄商工會舉辦盛大的 「港勢展覽廉賣會」吸走大量顧客所致 ,故南市臺商紛紛要

求臺南總商會舉辦迎媽祖賽會廉賣會 ,以為對抗 (註 η ),即為佳例 。三 、特

定主題商展 各地商工會累積了 1夗U年代舉辦 「歲暮」、「歲中」聯合廉賣會

的經驗 ,至 193U年代 ,亦逐漸開始舉辦具有特定主題的商展 ,這些商展依其主

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類強調地方特色 ,其中以 「土產品商展」最為普遍 ;

第二類以配合官方政策或活動為目標 ,以 「愛用國貨商展」最多 ;第三類以整個

「商工」為主題 ,刻意突顯商人地位 ,以臺北商工會首創的 「商工祭」最為重

要 。

第一類商展 ,以地方特色為主 ,其中以宣揚當地特產的商展最為重要 ,例

如 :1933年 ,嘉義商工會 、商業協會聯合舉辦 「木工特產陳列現賣會」 ,邀集

商工專修學校 、方面委員授產會 、刑務所 、市內家俱商 、竹器商 、籐具商 、山產

店等 5U餘家商家參加 ,參展商品達千餘件 (註 侶 )。 又如 :19“ 年 ,彰化商

工協會乘 「臺灣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召開之機 ,舉辦 「土產品展覽會」 ,募

集 185件土產參展 ,並請專家評比 ,推選優良土產品 ,彰化木瓜蜜餞 、八卦饅頭

分獲頭 、二等獎 (註 姆 ),使得這兩項土產的知名度更加遠播 。其他如臺南 、

埔里 、花蓮等地也都曾經舉辦過類似的特產品商展 (參見表五)。

另有些商工會更為積極進取 ,經過考察研究 ,改良製造技術成功後 ,始舉辦

土產特展 ,例如 :19∥ 年 ,高雄商工會鑑於當地牡蠣年產 鉑 萬斤 ,乃設置委員

調查研究 ,培養技術員 ,創造出 「時雨煮」、「佃煮」、「飴煮」等新土產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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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舉辦 「土產宣傳會」 ,使得牡蠣成為高雄的新名產 (註 5U)。 又如 :1936

年 ,鹿港商工會不以當地家俱向以 「品質堅牢 、塗裝不變 、價格低廉」著稱自

滿 ,為順應潮流 ,翻新花樣 ,更組織考察團 ,舉辦工藝講習班 ,採拮新智識 ,利

用新技術製成新式家俱 、雕刻品 6UU餘件後 (註 51),舉辦 「鹿港工藝品

展」,於是 「式樣新穎」又成為鹿港家俱的一項新特色 。

有些特產品商展並不侷限於當地的土產 ,例如 :193U年 ,臺中實業協會 、

商交會 、商工協會舉辦的土產商展 ,範圍即包括全臺及日本 ;1931年 ,臺北總

商會郭廷俊 、蔣渭川等人主辦 「產業展覽會」 ,不僅發函日本內地縣市政府 ,請

託代為邀集商品參展 ,並派專員親赴日本 ,勸誘商工業者參展 ;臺灣方面亦利用

全島實業大會鼓勵商家加入 ,終募得商家二百餘家 ,順利舉辦 「全國百貨商品

展」 ,對臺日商品的觀摩 、促進臺日貿易甚有助益 (註 犯 )。

另亦有些商工會配合當地特殊的人文 、地理特色舉辦特展 ,例如 : 193U

年 ,臺南商工會 、實業協和會 、商工協會以臺南在臺灣文化發展上的特殊地位為

主題 ,舉辦 「臺南三百年文化會」,其特展主旨言 :臺灣文化發祥於澎湖島 ,渡

海而入臺南 ,更普及於全島 ,乃歷史所證明者 ,⋯⋯臺灣主權者不問和 (荷 )

蘭 、清國 、日本 ,遠自三百年前至今 ,文化永續 ,捨臺南不得他求 (註m)。 該

展分成史料 、衛生 、教育 、產業四館展出 ;史料展 ,蒐羅督府 、臺北帝大 、私人

珍藏等史料三千餘件 ;產業展 ,陳列臺灣產業模型 、統計圖表 、工業品 、化學 、

紡織品等五千餘件 ;教育展 ,展出州下教育概況的圖表 、學生手工藝品 、標本 、

理科實驗器材等 ;衛生展 ,陳設衛生統計圖表 、人體疾病模型 、防疫常識等 (註

54)。 又如 :高雄商工會以該地港灣的特殊地理位置 ,1931年起 ,每年舉辦

「港灣祭」,祭祀日人港灣守護神 一 「金比羅」、追悼殉難者亡靈 、表揚港灣有

功人員 ,並舉辦大型聯合廉賣活動 (註 “ )。

第二類商展 ,以配合官方政策或活動為目標 ,193U年代官方介入商工會發展

日深 ,此類商展遂漸增多 ,其中以宣揚愛用國貨觀念的 「優良國產品展覽會」最

多 ,例如 : 193U年 6月 、9月 ,臺北商業會 ,基隆公益社 、商和會即曾分別舉

辦 ,此類商展極力宣揚 「國貨」品質 、價格不遜於外國商品的觀念 ,張貼愛用國

貨的標語 〔日本國旗 ,並請官署職員配掛代表愛用國貨的 「日章旗胸章」 ,涵養

愛用國貨的精神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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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桃園商工會配合郡公所舉辦的 「自治展覽會」 ,亦為此類商展的著

例 ,該展分自治 、衛生 、教育 、產業四館 ,商工會負責店舖陳列裝飾競賽 、廣告

遊行比賽 、聯合廉賣會及大部分餘興節目 (註 ” )。

第三類商展 ,以 19“ 年 5月 臺北商工會首創的 「商工祭」為代表 ,其自訂

屬於商人的節日,並配合舉辦大規模的商展 ,不僅突顯了商人自身地位 ,規模之

大 、商業經營手法之新穎 ,更可謂集當時聯合廉賣會技術之大成 。

舉辦 「商工祭」的構想源自基隆 、高雄的 「港灣祭」 (註58),再由臺北商

工會內附屬的 「商工會研究會」創新設計 、擴大規模 、豐富內容而成 。其靈感雖

得自 「港灣祭」,但其內容則明顯受到大稻埕臺商每年配合
「
霞海城隍廟」迎神

賽會舉辦商展的影響 ,因為 「商工祭」亦如臺商設定商業主神 ,利用迎神機會舉

辦商展 ,其自神戶惠比須神社 ,奉迎日商最信仰的 「事代主命」、「大國主命」

(俗稱大黑天 )、 「織姬吳旗織」 (染色服裝之神 )三神 (註 59);並要求

「霞海城隍廟」迎神活動提前 ,一方面將臺人商業神日化 ,另方面亦巧妙地將臺

商的 「廟會型廉賣會」融入日商的 「納涼型廉賣會」 ;再者 ,「 商工祭」中的四

大遊行 :「 祭典遊行」、「時代遊行」、「廣告遊行」、「藝閣遊行」 (註

ω),顯然就是彼此融合的結果 ,因此 ,「 商工祭」不僅代表商業技術的創新

外 ,亦為臺 、日商業技術交流的結果 。

就 「商工祭」籌備的經過言 ,其繁複為以前商展所無 ,以 1939年第二屆 「商

工祭」為例 ,其籌備會分為祭典委員會 、總務委員會兩大部分 ,前者由市長親任

祭典委員長 、市主任秘書 (助役)任副委員長 ,下有祭典委員 ,分總務 、設備 、

招待 、場地四股 ;後者分正 、副總務委員長 、顧問、總務 、祭事 、庶務
一
預算 、

會計 、招待 、宣傳 、商工祭主題曲審查委員 、餘興 、時代風俗表演 、詩藝閣遊

行 、廣告遊行 、新公園手舞 、煙火 、飾窗競賽等股 ,委員近 們U人 ,籌備期間長

達兩個月 (註61)!

活動規模之大 、內容之豐富 ,亦屬空前 ,以第一屆 「商工祭」聯合廉賣會

言 ,其預定消費額為ω 萬圓之巨 ,籌備多時 、為期 們 天的 「臺灣博覽會」,銷

售額亦不過 ”U餘萬圓 ,短短一週的 「商工祭」廉賣會竟以 ω 萬圓為目標 ,規

模可想而知 (註 a),其 他主要活動尚有祭典 、商品陳列窗裝飾比賽 、祭典遊

行 、時代遊行 、藝閣遊行 、廣告遊行 、范謝將軍遊行 、藝妓手舞 、日本內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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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施放煙火 、奉納相撲大賽等 ;舉辦期間 《臺灣日日新報》每日幾乎以

頭條新聞報導 。第二屆 「商工祭」活動規模又更擴大 ,甚至有了祭典本身的主題

曲、紀念徽章 (註 “ )。

「商工祭」連續兩年舉辦 ,原本可能成為臺北市商業活動的一項傳統 ,雖因

日本侵略戰爭爆發 ,進入統制經濟而中輟 ,但其已快速向外傳播 ,成為新型時髦

商展的代表 ,例如 :第一屆 「臺北商工祭」後的七個月 ,嘉義商工會 、商業協會

即已模仿舉辦小型的 「商工祭」 (註 “ ); l” 8年 4月 ,朴子商工會亦將以前

的配天宮迎媽祖廉賣會 ,轉變為臺日合壁的 「商工祭」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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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商工會所舉辦的聯合廉賣活動 ,隱含著許多刺激資本主義精神成長的因

子 ,首先 ,商工會創造利潤的手法迥異於傳統的行會 ,舊式商人慣以壟斷市場謀

取暴利 ,臺灣的 「郊」商團即以擅長物價著稱 (註“),商工會的廉賣活動改採

薄利多銷策略 ,吸引更多顧客 ,其既然降低商品售價 ,為獲取與原來相同的利

潤 ,商工會商人勢必須於生產 、購貨過程尋求改進 ,加速生產機械化 ,減少中間

商人剝削 ,促成生產 、消費的良性互動等 ,而這些力求經營合理化的措施正是資

本主義社會所需 (註θ )。.商工會所舉辦的廉賣會商賣價格之高低 ,在顧客心中

亦自有定論 ,例如 :嘉義地區商工會舉辦的聯合廉賣會 ,商品價格即向被視為是

全臺最高 ,廣為人所垢病 (註“),鹽水商工會的廉賣會則以物價低廉著稱 (註

ω );嘉義商工會 、商業協會舉辦的廉賣會售價過高 ,亦使之自食惡果 ,導致其

商賣競爭力遠不如臺南地區的商工會 ,19鉑 年 ;嘉義商工會 、商業協會為洗刷物

價最高的污名 ,甚至特別與嘉義市府 、北港街公所 、北港商工會協會聯合召開

「嘉義郡市商工懇談會」 ,商討改進之道 (註9U)。

其次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有六 ,其中尤注重合理的資本計算經

營 ,強調複式簿記的重要 (註 71),商工會舉辦聯合廉賣會 ,預估商品銷售金

額 ,再提撥總額的 5厄 lU%作為獎品 ,獎金 ,此若非有良好的簿記技術精確估

算 ,顯然無法為之 ,故此亦與韋氏所稱資本主義精神首要條件 ⋯重視精確數量甚

為符合 (註 砲 )。 而將利潤回饋顧客 ,亦為經營合理化的具體表現 ,代表商人

必須以更多勞務換取利潤 ,對培養商人的勤儉精神甚有助益 ,此亦資本主義社會

所強調者 (註 93)。

又次 ,商工會聯合廉賣會強調商品售價童叟無欺 ,會後抽獎活動聘請公正人

士蒞臨見證 ,無形中提升商人的誠信精神 ,而配合迎神廟會活動舉辦廉賣會 ,以

宗教的力量保證商工會的信譽 ,其中 ,喜利用迎城隍賽會舉辦廉賣會尤富意義 ,

因為城隍爺向具公正不阿的形象 ,專察人間不法 ,因此無形中商工會商人亦感染

了誠信的觀念 ,凡此均對強化商工會商人的誠信精神頗有幫助 ,而誠信亦為資本

主義精神的特徵之一 (註 π )。

再者 ,商工會舉辦的聯合廉賣會初具有臺 、日商人民族商戰的意味 ,後更演

成區域商人的競爭 ,在競爭的氣氛中 ,商工會商人致力經營的合理化 ,積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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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賣技術 ,並不斷激發企業精神 ,至 19鉑 年 ,臺北商工會舉辦 「商工祭」 ,商

人自訂節日慶祝 ,刻意突顯商人地位 ,商人儼然成為臺灣社會的新興主角 。

肆 、廣告技術

商工會經常利用的廣告技術很多 ,包括 :於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 、散發廣告

傳單 、張貼大型海報 、製作廣告塔 、看板 、廣告遊行 、商品陳列窗 、召開記者會

等 ;其中 ,於報章雜誌上刊登廣告 ,自臺灣發行報紙以來 ,即有商人利用 ,並非

商工會商人特長 ;張貼大型海報 、散發廣告傳單 、製作大型廣告塔 、看板等 ,因

資料零散 ,且其利用甚為簡單 ,其他商人使用也頗為廣泛 ,似亦非商工會商人獨

擅 ;而藝閣廣告遊行雖起源甚早 ,但將之加強廣告效果 、擴大規模 、固定舉辦

者 ,192U年代中期以後 ,則多為商工會商人之功 ;至於新式 「商品陳列窗」廣告

技術的運用 ,更幾全賴商工會商人介紹 、推廣 ,故本文擬以 「廣告遊行」、「商

品陳列窗」兩項為例 ,探討商工會商人對革新臺灣商業廣告技術的貢獻 。

一、廣告遊行

廣告遊行的靈感可能來自臺灣商人利用廟會舉辦的 「藝閣遊行」,據宋光宇

的研究 ,至遲在清乾隆 39(1992)年 ,「 抬閣」已出現於的臺灣迎神賽會 ,至

清末 「蜈蚣閣」更發展成為廟會的重要活動之一 ,191U年代 ,利用迎神隊伍 ,創

造人潮 ,已是臺商普遍的廣告知識 (註 巧 )

φ17年 9月 ,嘉義商業協會利用綏靖侯城隍爺神誕 ,舉辦聯合廉賣會 ,該會

奉迎新港五媽 、北港二媽駐駕三山國王廟 ,並聯絡各商團奉謝詩意藝閣 5U餘臺

參加遊行 (註 %),此 為商工會將迎神藝閣遊行用於商業活動的最早記錄 。三

年後 ,19η年 12月 ,彰化商工會亦利用奉迎天后宮媽祖繞境之機 ,聯絡各商團

準備藝閣遊行 ,短短一日內竟吸引觀眾四萬餘人 (註 99),對振興彰化商況助

益甚大 。此後 ,運用藝閣遊行創造人潮 ,逐漸成為臺人商工會慣於使用的廣告技

術 。

至 193U年代初期 ,由於經濟不景氣 ,商工會舉辦聯合廉賣活動日益頻繁 ,

利用藝閣遊行廣告的技術逐漸成熟 ,並達到鼎盛 ,每次藝閣遊行動輒運動數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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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團奉獻藝閣 ,例如 :19笓年 ,臺中納涼市 ,即號召自動車團 、腳踏車團 、土

木煉瓦團 、吳服商團 、旅館團 、運送團 、日用雜貨團 、冰販團 、藥種商團 、小西

湖 、敢商團 、金勝堂獅陣 、餅商團 、外交經濟團 、木匠團 、帝國製糖團 、米商

團、大甲軒園子弟團 、大中人駐在團 、土木建築承包商團 、生魚商團等參加遊行

(註 9B);又如 :19∥ 年 ,嘉義商工會 、商業協會合辦的迎城隍廉賣會 ,亦邀

集 :米穀郊 、金銀紙商 、煙酒零售商組合 、布郊 、敢郊 、糖品郊 、宜春樓 、文明

樓 、天仙閣 、東市飲食商 、.泰西商行 、新世界 、金花亭 、東雀樓 、錦香亭 ‵桂花

亭 、遊春閣 、宿屋團 、金銀商 、和洋雜貨商等奉獻藝閣 (註 ” ),吸引的人潮

更常達十萬人 ,廣告效果十分宏大 。

為刺激商團製作更精美 、更具廣告效果的藝閣參加遊行 ,商工會亦配合舉辦

評比的獎勵活動 ,據宋光宇的研究 ,藝閣評比始於 19加 年 6月臺南學甲慈濟宮

保生大帝繞境的藝閣遊行 (註SU);在商工會舉辦的藝閣評比方面 ,據筆者所

蒐集的資料 ,時間稍後於學甲慈濟宮 ,為前述彰化商工會於 19η 年 趁月所舉辦

的迎媽祖藝閣遊行比賽 ,該次競賽由臺彰商會製作的 「黛玉葬花」榮獲第一名 ,

商工會長頒予優勝錦旗及獎品 (註 81)。 由於藝閣廣告意味日益明顯 ,評比漸

不僅限於藝閣 ,亦將各商家的廣告旗幟 、圖案及遊行隊伍列入比賽項目 ,優勝者

除獲頒獎杯 、獎金外 ,亦將得獎作品 、製作人姓名刊登於報紙 ,不僅使商家獲得

絕佳的廣告機會 ,亦刺激商人的榮譽感 ,有助於商品品質的提升 。

藝閣廣告遊行僅能用於迎神賽會聯合廉賣會 ,一般歲末 、納涼聯合廉賣會若

無廟會活動則無法利用 ,故商工會亦必須運用其他遊行隊伍進行廣告 ,1916年

12月 ,嘉義商業協會歲末聯合廉賣會 ,即以提燈遊行從事廣告活動 ,但由於規模

過小 ,效果有限 ,後遂中斷舉辦 (註 路 )。 l夗U年代末期 ,臺灣經濟界接連受

到臺銀瀕臨破產事件 、世界經濟大恐慌等的影響 ,商況不振 ,利用廣告刺激大眾

購賞慾 ,益形重要 ,19田 年 ,臺北商業會首先雇用汽車十輛 ,巡迴遊行廣告 ,散

發近萬張的廉賣宣傳單 (註 S3);同年 ,街庄的北港商工協會 ,亦組成徒步廣

告遊行隊 ,商人手持宣傳旗 ,以音樂隊為前導 ,巡迴散廉賣宣傳單 (註胼 ),商
.工會的廣告遊行隊伍漸不限於藝閣遊行 。

日人商工會由於與寺廟關係甚少 ,藝閣廣告遊行所吸引的民眾 ,又非日商主

要顧客群 ,且其所能動員的人力 ,亦不如臺人商工會充裕 ,故在利用遊行廣告方

田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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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顯然落居下風 。 l兜9年 6月 ,高雄商工會舉辦納涼聯合廉賣會 ,始雇用六輛

汽車 ,組成廣告車隊 ,巡迴散發廉賣宣傳單 (註 “ );同時 ,臺中納涼聯合廉

賣會 ,實業協會亦聯合商工協會舉辦化裝廣告遊行 (註 跖 )﹉ 。19笓 年 ,臺北 、

高雄 、臺中 、新竹的日人商工會紛紛聯合殖民政府舉辦 「商業美術展」 ,總結

19m年以前的廣告技術 ,其中廣告遊行的運用 ,列為各地 「商業美術展」的重要

主題之一 ,廣告遊行亦日趨大型化 (參見表七),例如 :據 《臺灣日日新報》記

載高雄商美展 ,高雄商工會廣告車隊 3U輛 ‵商家 、藝妓廣告遊行隊蜿延一里餘

(註 B9),可以想見該廣告隊伍是何等盛大 !

此後 ,不論臺 、日商工會均普遍利用非藝閣性的廣告遊行 ,廣告遊行股成為

各商工會籌辦廉賣活動中甚為重要的一股 ,至 1939年 5月 ,臺北商工會主辦第二

屆 「商工祭」時廣告遊行達到頂點 ,臺北商工會在其會報的商工祭號外中言 :廣

告遊行是商工業者經營上適應新時代的宣傳方法 ,於短時間內 ,對眾多的顧客充

分的宣傳 ,娛悅大眾 、提供幽默 、在微笑 、爆笑裡 ,以資商品的宣傳及銷路的擴

張⋯⋯對全臺廣告界的啟發貢獻甚大 (註BB)。

第二屆 「商工祭」的遊行隊伍分為 「七福神遊行」、「藝閣遊行」、「祭典

遊行」、「廣告遊行」 ,分三日遊行 ,其中以第二天的 「廣告遊行隊」最為龐

大 ,共計有汽車廣告隊 21隊 、汽車 %輛 ,徒步廣告隊 ” 隊 、三輪車 、四輪

車 、大八車 、牛車等 鉑 輛 ,夾雜樂隊七組 ,參加入員 2BU餘人 ,臺北知名商店

如 :盛進商行 、菊元百貨 、捷裕蔘行 、乾元藥房 、虎標永安堂 、神農大藥房 、森

永 、松下等均組隊參加 ,遊行路線經公會堂 、新高堂 、本願寺 、永樂市場 、第二

世界館 、芳明館 、萬華車站 、總督府法院 、教育會館 、軍司令官邸 、南門、第一

師範 、總督府官邸 ‵帝大醫學部 、新公園、馬偕醫院 、美國領事館等重要商區 ,

會後評選優勝隊伍 ,頒發獎金 、獎杯 (註 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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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商工會廣告遊行概況

● 名 柵 間 合〺m● 宜咖 避 行 伍 況 女 科 來 源

lHL由工●
lgU9

lgs2.7.2U
- 7尼4

瓣
呷

展女告迪行隊
::甜

gG、

望

一

田

驧
LHL由工奈 日 .12979、

12982、 12983
、12984、 129
BC、 尼9g,、

:書甘卄
°、12999

1937. 5.ll

驧
lHL南工奈

餬魏
U-14

一

北商業合
1928. 1.12

1928.l1.26 永樂會 安杏聯
合廉卒亨n嚳革密

張

日 .m29U號
田目 3.l1.28

193U. 6. 6
∼ 6.19 殷是召庠

品
腳 昆由騕η、

●Hm南●
193U. 5.17

193U. 5.2S 瑚 毀胛
廉 昆甜野

l:

193U.12

飣 安杏聯合
廉騁躍辭 日 .lUgg.號

田目 5.l1.22

一

北商工協●
1933.2.26

1933. 5 ︳辦
艸

廉 日 .l1871、

l1875、 l188U
、llSSS、 l18
87、 l1892、

∵:::j●書書: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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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陸總商會
1931.1● .25

迎 神 蔤 閣 遊 行 皮 告
緲

桃日商工●
1933. 5.19

1933.12. 3 犯掰 自治展i會 琵妻平行嘐伍日 .l2UU9、

合會g:7、 12°

:U�祤�翊lg32.9.出
- 9.25

獅 府 商樂 新 昅 ｛啦 告烆 日 .llCS9、

盟
°、l1.C4

卲臨灣 迎 神 苾 閣 遊 行 文 告
舺

一

中文榮協會
191U. 5

一

中南交會

聯卍藤
1925.lU.ll

1929. 6.25
∼ 7.15 灩 弊呻廉製作大型女告

鉗隞告日 .lU464、

Ψ::o山斟堅盟2

趯〕(g卜
9
驧

工商業美術展 ●創 螹 日.l1U●9k
昭 7. 9.lU

1935. 7.2U
︻︼U8.12 :觀

工
贙

廉rk●告遊行 日 .l2●91我
田目lU. 7.lU

迎 神 茁 閣 遊 行 廣 告
聊

南投商工會
1918

迎 神 蔤 閣 遊 行 廣 告
籍駍

杉化商工會
1917. 2.18

1932.lU 獨辦 留暮聯合廉化裝廣告遊行 日 .l1U9U號
田哥 7.lU.lU

1933.lU 獨辦
盤鞈平化裝廣告遊行 日 .12U54︳比

田冒 8.lU.26

迎 神 苾 閣 進 行 廣 告 靜鸛鞈

形化商工協會
1934.11.23

迎 神 茁 閣 遊 行  i 告
緲

鹿港商工會
1935. 8.21

1935.lU 田辦 鎒鞈廉廣告遊行隊 日 .1241Ⅲ比
田目lU. 9.18

迎 神 苾 閣 遊 行 廣 告
緲

員林商工會
1932. 8.16

迎 神 必 閣 遊 行 廣 告 靜鸚叩
北斗●菜協會
1926. 6.13

迎 神 小 閣 遊 行 皮 告
緲

二林i業協會
193U. 4

迎 神 婆 閣 遊 行 廣 告 餕鸚昨
溪湖南工會
1933

迎 神 蔤 閣 遊 行 廣 告
靜鸚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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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由工●
lg2..9

迎 种 6門 進 行  i告
緲

比尼由工●
lg2B

lgs4.5.26 街公所 咖 蹤 飾 日.l挖“出
昭 9. 5.15

北港口工怕●
lg2B.12. 2

1928.12.l° 塴
狎

日.lU2g2Ⅱ
昭 3.挖 .1●

迎 神 6門 避 行 女 告
舯

挫甜甿
1916.11.21

1916.12
驆 胛

師 漪 昊f努︴
1917.12 習卑

工.
仲

療批 告漪 日 .C2● S出
大 6.12. 6

Ig2B.12
觀

一

仲
康躡 告漪 晶t︳矽.′

lgs1.12
纖 胛

●告遊行 日.l1S9U∴
昭 6.12. 6

1934.l1.3U 吝葑專
工

仲
廉化袋

一

告遊行 日 .l2●●g比

田目 9.l1.28

lgss.2.9 零嘉
工.

驟 雜殍

一

告捉燈日.I丐S2駝
昭1U.2.lU

迎 神 6門 遊 行 皮 告 靜鸚睎

朴子商工●
193U. 4.29

迎 神 ● 門 遊 行 女 告 靜觀澔

鑷翠
土嗧紀缶掛
193U. 7.l。

1932. 7.16
顴

玠
艸

廉女告遊行 湒:4︳ l早

::甘

比

︳南扭由●
193U. 7.lU

迎 神 6門 遊 行  汝  告 靜觀鞈

▄水商工會
1926. 3

lgs4.2 蹦 壬宮聯合廉fni告遊行 日.1219g比

昭 9.2.29

迎 神 6門 遊 行 女 告 靜鸚胎

佳目南工●
1927.ll

.迎
神 小 門 遊 行 女 告 靜鸚鞈



南雄南工●
1912. 6.3θ

1929. 6.3U ︳掛
艸

廉 日.1U●U21
昭 4.7.2

1932. 8.14
∼ 8.16

南堆市府
呷

反

繟
日 .l161l、

Ψ°
:︴韜心凸甾留

°

1934.6.l
∼ 6.BU

︳掰
呷

日.l22GSl
田目 9. 5.27

1gs4.l1.sU 璐
胛

日.圯4SB●
昭 9.12.2

1935. 6

辭
辮 呻 颻

19SS. 3

毊
潭幣呻 黤驏 考角驗

SS

迎 神 6門 遊 行 反 告
靜駍

騙 擺
1933.l1.3● ︳掰 蟀鞈廉

鶭鱗
Φㄚ

�祩

�祪

紬

眳紬�祫
畤
�祫
眭

Ν
�窏

屏束商工●
1916.lU. 8

lg34.7.l
∼ 7.14

︳辦
艸

「
化袋i告遊行

你�羛Ν�祫屁
�翍

1934.l1.24 田辦 留押
廉化袋皮告遊行 日 .1244到比

田目 9.l1.24

1935. 6 屏束市府 弊鞈廉fk●告遊行 日 .l2U●●比
昭1U.6.1S

宜田●柴油●
lgB2.12.25

1933. 8.25 扣辦 幣鞈廉

貫菙鞷單富量
日.llgg.比

昭 8.8.2S

迎 神 菘 閣 遊 行 皮 告 靜粵局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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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9“年 ,臺東商友會舉辦歲末聯合廉賣會 ,會員以化裝廣告遊行宣傳廉賣活動 。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13191號 ,昭和l1年 12月 15日 。



圖六 .1

【說明】1939年 ,臺北商工會舉辦第二屆 「商工祭」廣告遊行競賽 ,臺商的神農大藥房 、華商的

虎標永安堂 、日商花王公司均組隊參加 ‘

資料來源 :《臺北商工會會報》第13號 ,(臺北 ,該會 ,1939),頁”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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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

【說明】1●39年 ,臺北商工會第二屆「商工祭」的巡迴廣告車蓄勢待發。

資料來源 :《臺北商工會會報》第13號 ,(臺北 ,該會,1939),頁 15。

::∴ .n｝〔商r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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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品陳列宙

廣告遊行係由傳統的藝閣廣告術蛻變而成 ,臺商功不可沒 ,相對於此 ,「 商

品陳列窗」的利用則與日商關係較大 。商工會舉辦聯合廉賣活動時 ,為吸引顧

客 ,均鼓勵參加的商號整理美化店頭 ,當 19m年代初 「商品陳歹j窗」傳入臺灣

後 ,商工會更強調運用這種新型展示工具 ,來刺激顧客的購買慾 ,而且將商品置

於精美的商品櫥窗內 ,亦可提升商品的價值感 ,為鼓勵商家善用商品陳列窗 ,

19外 年 6月 ,基隆商工會首先舉辦商品陳列窗裝飾比賽 (註 ∞ ),獎勵最富廣

告效果的商品陳列窗 。不久 ,鄰近的宜蘭地區亦受感染 ,但因其商業技術較為傳

統 ,商品陳列窗稀少 ,lU月 ,宜蘭商工會乃變通辦法 ,改辦 「店頭裝飾比賽」

(註 91),強調店舖的整體裝飾 ,兩地競賽辦法雖略有差異 ,然注重廣告的心

理則一 。

「商品陳列窗比賽」源自基隆商工會 ,而非由臺北地區的商工會首創 ,顯示

商業技術的革新 ,臺北商人並非全居領導地位 ,位居臺灣門戶地位的基隆 ,亦有

可能首先吸收商業新知 ,創新商業技術 。

南部商工會率先舉辦這種新式商業技術競賽的則是嘉商工會 、商業協會 ,19

%年 12月 ,兩商工會配合歲末聯合廉賣會 ,亦舉辦商品陳列窗競賽 (註 夗 ),

如前所述 ,嘉義地區的商工會已於拍賣技術的引進 、廣告遊行上居領先地位 ,現

於商品陳列窗的運用上又居倡導地位 ,顯見嘉義地區為商業技術的早熟區 ,值得

注意 。中部地區因傳統商人勢力較強 ,故舉辦這種新式商業技術競賽的時間稍

遲 ,

19” 年 6月 ,臺中納涼聯合廉賣會實業協會 、商交會 、商工協會始舉辦第一

次的商品陳列窗競技活動 (註 兜 )。

「商品陳列窗競賽」之推廣與臺北商工會 、實業會關係最大 ,19笓 年 7月

21∼ 24日 ,兩商工會與總督府殖產局合辦 「商業美術展」,該展標榜集內外廣

告拔粹 ,廣泛蒐羅臺灣廣告界資料 ,提供商家參考 。為示範創造人潮的廣告技

術 ;該展特別於會場大門設置首次在臺展出的日本機器人 (人造人),「 手頻振

鈴 ,且以電音自談 ,眉 目口鼻隨聲而動」招徠觀眾 ,造成極大的轟動 ;展示館內

則陳列各種廣告標語 、廣告攝影 、廣告海報 ,並放映廣告電影短片 ,刺激商人的

廣告智識 ;而 「商品陳列窗競賽」更為本次廣告展活動的重心 (註 蛢 ),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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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親自評比 、頒獎 ,對於商工會舉辦商品陳列窗比賽 ,給予莫大的鼓舞 。 職

是之故 ,不到一個月 ,高雄商工會亦於州物產陳列館 ,舉辦 「商業美術展」 ,接

著九月上旬 、下旬 ,臺中、新竹兩地商工會亦仿傚舉辦 ;明年 1933年 6月 、8

月 ,臺人的臺北商工協會 、斗六商工會亦開始舉辦 「廣告祭」 (參見表九),傳

播商品陳列窗廣告技術 ,經此推廣 ,商品陳列窗比賽漸為商工業者熟悉 ,成為各

地商工會舉辦聯合廉賣會時 ,吸引顧客不可或缺的主要活動之一 。甚至 19田年 6

月 ,臺灣軍總部亦利用商品陳列窗的強烈廣告效果 ,推展國防演習常識 ,其託臺

北實業會 、商工協會聯合 ⅡU餘家商店 ,主辦 「特種演習陳列窗裝飾競賽」 (註

95) 。

商品陳列窗評比的標準 ,亦都是絕佳的廣告原則 ,例如 :19“ 年 ,高雄商工

會舉辦商品陳列窗比賽 ,評審標準分為 :「 引人注意」、「愉悅感」、「刺激購

買慾」、「商品信賴感」、「促人購買決心」等數項 (註 %);又 如 : l竻 7

年 ,臺北商工會主辦 「商工祭」 ,更詳列評比標準為 :「 惹人注目」 (包括予人

強烈印象 、機智 、新鮮 、獨創 、與近鄰商家對照等 )、 「美觀與好感」 (表現商

品色彩 、圖案 、明暗配合 、整齊清潔 、與店內設備調和 、表現商品的氣氛 、經濟

等 )、 「適合顧客心理」 (考量顧客興趣 、年齡 、職業 、季節 、時事等 )、 「商

品介紹」 (說明價格及用途 )、 「引誘入店」 (注意入口、店內設備 、陳列窗 、

店內照明等 )、 「刺激購買慾」 (為前五項的綜合)等 (註99),這些評比標準

經由比賽 ,貫注於商人腦海中 ,不僅適合於商品陳列窗 ,亦可為他類廣告活動的

信條 ,對提升臺灣商人的廣告智能助益甚大 。



圖 七

【說明】圖為獲得19”年臺北商工會第二屆 「商工祭 」商品陳列窗裝飾比賽第二名的菊元商行 、

盛進商行作品 ,商品置於精美的陳列窗中無形提高了價值 ,這種廣告手法以日商較為擅長 。

資料來源 :《臺北商工會會報》第13號 ,(臺北 ,該會 ,1939),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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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圖為獲得19“年臺北商工會第一屆 「商工祭」廣告海報比賽優勝的黑松飲料及番頭牌萬

金油所設計的廣告海報 。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129S7號 ,昭和l1年 5月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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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商工會舉辦的商品陳列窗 、店頭裝飾比賽

● :名

袞
圬 咖 合掰口Ⅱ 目舖 助 公加商象致 女 料 來 源

㎜.一
lg2..1● .15

●
紩硈�笪昹

∪

犩
驆 長古●:::°

6、

●HL南工●
lgU9.

●
韹 夫

5.田

毊
鱉北商

工攜、哪

193了 . 5.ll
起三天

攤
iHL商工
祭 艤、叩

賭含砝凱拓
1933. 2:26

● 1934. 6.17
∼ 6.蹲

嚲綷
日 .I尼9G、

:銂垂伊
4

1HL商工協會
1933. 2.26

● lg3s. 6. 1
∼ 6.5

︳辦 廣告祭 3嚇 日 .l1871、

llB95、 l188°

、l1885、 118

℉曲就 鷻

基隆商工會
1925. 2

● 1925. 6 ︳辦 日.gU2Un
9╰14. 6.2U

競車伊
● 1928.l1.16

∼l1.18
基隆市政
府 鸚

日.1U田5號
田目 3.lU.18

1929.l1. 9
∼l1.13

基隆市政
府 驟購

�祩
ㄚ

硈眲�笻
∪眹�窏

Ν
紩畚

193U. 9.lU
起一避

扣辦
::i:｜早:l｜驢

. 日 ,lUS2U比
昭 4:11.1U

桃口商工台
1933. 5.19

▲ 1933.12. l
起五天

桃口街公
所 晷

級L 日 .12。69、

吉書:暑
7、 l2UgU

中壢商工●
1929.l1.16

▲ 1934. 5.3U
∼ 6.lU

田辦 蝌伊
64易K

:::由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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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南工會

撒箸
● lgs2.9.2s

∼ 9.% 奲離震摯
�笥
␇

眻紬＆

�祩

≒
�笣

齲臨彎 ● 1935. l
離〞 神

日 .12● Ul我
昭 9.12.lU

lgss.l2
餧麥

日.l2&犯悅
田目lU.12. 7

1936:12. l
起十天 黀妒

日.13始4悅
昭l1.l1.8

鞿蓺
1925.lU.ll

● 1929. 6.25
∼ 7.15

-遙π封湃 等中納涼 日 .lU471、

lU●BS●比
新民 .2U7悅
田目 4. 6.3U

1932. 7.14
起十天

=嘲 二中納涼
市

llU穌
長:古:古:’

G、

lgs5.7.2U
∼ 8.12

二會合辦 二中納涼
市

日 .l2G71我

昭lU. 7.lU

清水南工協會
1929. 5.17

● lgs9.9 ︳掰
辭

中 日 .1●2UG蹺
田目14.lU. 2

鹿港商工會
1935. 8.21

● 1935.lU 蹦
驧

日 .l2● l」比
田目lU. 9.18

斗六商工會
1924. 9

● 1935. 2 瑚
蒶鑒

日 .l坊2g號
田目lU: 2.17

嘉義商工會

造箋商業協會
1916.l1.21

● 1926.12. l
起七天

兩商工會
鈿 展香響合 日 .gs3,號

大15.l1.19

趕塱道
3.17

觀
琦

箋螺墅嚲
日 .lUU2S號
昭 3. 3.19

1928.12中
旬 謇慕

工會歲未聯合
廉H會

日,1U蹲9號
昭 3.l1.ll

1929. 7
蘦軒

慶祝女施
市制

日 .l。44到防
昭 4.5.2B

▲ 1932. 6 囍蠠
工
璨委蕃拿 日 ,l156田防

昭 7.6.2S

垂南商工會
lgU5.

轟 鑳 麗
1927. 7.lU

▲ lgs1.12.l
起一個月

-會合辦 柔香蕃拿 日 .l1364號
田目 6.l1.3U

倖單商工會
1927.ll

● 1936. 8 扣辦 北
「
弓吊中雨土

祭典
日 .lSU9號
田目11. 7.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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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6 展m 昭 7. 8.12

▲ lgsB.6.l
∼ 6.lU

蹦
艸

日.llgls比

昭 8.6:8

● 1935. 6. 8
∼ 6.l。

南雄市府
衷
鋪 轠 拼

6月 .pl5∼ lS

1937. 3.26
∼ 3.29

高雄市府 衷蹣口 轠 佛
3月 .pB5γ●l

Ⅱ山南I●
lg24.l1.23

▲ 1934.12 瑚
絞妒

日 .l2●m出
口目 9.12.21

屏東南工●
1916.l° . 8

● 1gss.6.2U
∼ 7.3

瑚 胖
日 .l2U●●耽
田目lU. 6.13

建蜇夫
6.2s ︳辦 腰胖

日.lBS9U悅

昭12.6.2U

宜m商工●
1924.l1.23

▲ 1925.1U.27
91U.28

︳辦 宜而神社
錪

日 .91●S弦
大1● .1U.2●

宜由●柴協台
1932.12.25

▲ 1933. 9 亨層原翠澥
日 .l1895、

l1957、 l1967

:將忌堯驆
%

1934.12 獨辦 霹香曹
合CUm家 日 ,12447、

l餘Sg囍鋸
兒U

1935.12 扔辦 羅委醫拿
日 .l2B2g號

昭1U.12..6

宜而商工協●
1938.12.23

▲ 1939.ll;14
起一個月

扣辦 宜田神社
錪

25U易良 日 ,1421困沈
昭 1● .1U.8

花之商工台
1917.

● 1936.l1.27
-l1.29

扣辦 27目k 日,lB192號

田目l1.l1.26

【說明】商品m(j窗裝飾比士者為標示●者 :店鋪裝飾lL-者為▲ :電燈裝飾比

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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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會舉辦廣告展的概況

會 名 活助名稱 珊 問 合辦mm 騾 她 烞 竊

LHL商工●
19U9
LHtik●
1924

�笫
�祤

1932. 7.2U
- 7.24 生辨

十●
是5i〕古:║:甘║:、

高雄商工會
1912. 6 趯爭

Ⅱ高雄市府 日 .l161l、

Ψ°
:︴║9j薱會E各

U

伊
.忘 1934.l1.3U 田辦 日 .IⅡ就

昭 9.12.2

Ⅱ中女業協會
191U. 5 卿 古E呂堊;(gh9

一

中市府 五工五千
人 昆‘i〕古

1即、

新竹商工會

蛘格女鈺醬
1924

麎摯
lgs2.9.23
- 9.25

新竹市府 四茁二千
人

日 .l1659、

書:SgU、
l1664

iHL商工協會
1933. 2.26

廣告祭 1933. 6 獨辦
昱
。
j:囍音思、

文告祭 1934. 6 扣辦
f:i∵:ξ♀4° 、

斗六商工台
1924

廣告祭 1933.U9 扣辦 日 .Inl2比
昭 8. 9.13

綜言之 ,廣告對商工會而言 ,不僅具有促銷商品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商工會

能利用商家參與活動的機會 ,整合境內各小商團 ,而廣告競賽驅使商家努力爭取

獲獎 ,除讓商人獲得聲望的滿足 ,品牌的觀念亦藉此建立 b頗有助於提升商人的

企業精神 。

伍 、結語

日據時期 ,日人中、小商工業者由於人數 、素質均不如臺商 ,加上土著臺商

擁有穩固的商業據點及銷售網絡 ,經營成本較低 ,再者 ,臺商對生活水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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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高 ,故常能獲得較多盈餘 ,中 、小日商無力與臺商競爭成為當時普遍的現

象 ,日 商領導階層遂思引進新穎的商賣技術 ,加強日人的商業競爭力 ,「 拍

賣」、「廣告」技術即為其中較重要者 。

191U年代初期 ,日人商工會首先引進拍賣制度 ,至 192U年代中葉 ,拍賣會

已成為各都市日人商工會普遍使用的商賣技術 ,192U年代中葉起 ,臺灣遭逢一連

串經濟危機 一臺銀瀕臨破產 ‵世界性經濟不景氣等 ,臺商亦開始學習日人商工會

舉辦聯合廉賣會 ,商工會漸成各地統籌舉辦廉賣會的中心 。

拍賣會可分為 「歲末」、 「歲中」、 「特定商展」三類 ,”m年代中葉以

前 ,「 歲末廉賣會」已相當普及 ,19m年代中葉起 ,「 歲中廉賣會」繼之漸興 ,

193U年代 ,商工會有了歲末 、歲中廉賣會的經驗後 ,亦開始舉辦有特定主題的商

展 。

「歲末廉賣會」 , 日人商工會於 191U年代首先舉辦 ,19m年代中葉起 ,

臺人商工會亦逐漸加入 ,「 歲末廉賣會」以折扣優惠及摸彩贈獎吸引顧客 ,銷售

金額依商業發達程度而有差異 ,規模最大者可達 ∞ 餘萬圓 ,最少者亦有萬餘

圓 ,為當地商人賺取不少利益 。舉辦的期間 ,通常日人商工會於新曆 笓月 1日 開

辦 ,月底即已停止 ,臺商則較勤勞 ,直至農層除夕始結束營業 ,故獲利常較日商

為多 。

「歲中廉賣會」可分為三種 ,即 :「納涼廉賣會」、
「廟會廉賣會」、「慶

祝活動廉賣會」,其中 「納涼型」、「慶祝活動型」多於都市舉行 ,以 日商較為

擅常 ,「廟會型」則多舉辦於街庄 ,係臺商改良傳統廟會商賣技術而成 。隨著

臺 、日商人交往日切 /彼此亦互相學習 、模仿對方所擅長的廉賣會 ,就臺商言 ,

193U年代起 ,都市臺人商工會亦知仿傚日商 ,舉辦 「納涼型」、「慶祝活動型」

廉賣會 ;再就日商言 ,街庄日商加入臺人 「廟會型廉賣會」的情況日益普遍 ,而

都市日人商工會更漸成為 「迎城隍廟會廉賣會」、「中元祭廉賣會」的主辦單

位 ,最後 ,甚至日人商工會亦能利用神社祭典舉辦廉賣會 ,顯見雙方交流之深 。

19”年 ,臺中納涼聯合廉賣會 ,臺 、日商人尚互責對方所準備的餘興活動 ,民族

色彩過濃 ,不易相互吸引異籍的顧客 (註 9S),但至 19鉑 年 ,臺北商工會舉辦

「商工祭」時 ,日 商不僅仿效臺人設定商業主神 ,利用迎神機會舉辦廉賣會 ;臺

人的 「藝閣廣告遊行」、「范謝將軍遊行」更成為此次商展的重心活動之一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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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臺 、日商人的親密交流 ,光復後當臺商必須面對政治環境由 「親日」轉為 「反

日」時 ,甚至產生心理矛盾 ,造成不易解決的歷史難題 (註 99)。

「歲中廉賣會」由於顧客購物意願較低 ,必須另以餘興節目刺激消費 ,故商

工會漸利用小傳統文化 ,來繁榮商業活動 ,此不僅有助於當時促銷商品 ,亦使其

成為地方文化的贊助人及塑造者 ,例如 :鹽水蜂炮 (鹽水商工會 )、 臺南運河划

龍舟 (臺南市四大商工會 )、 水裡社原住民杵音 (臺中市三大商工會 )、 嘉義小

調 (嘉義市兩大商工會 )、 馬蘭加路蘭原住民舞蹈 (臺東實業協會 、商友會 )

等 ,都是日據時期當地廉賣會的重要活動 。

「特定主題的商展」亦同樣對塑造地方特色有所貢獻
.,如 :鹿港 、大溪 、嘉

義的傢具 ,彰化的蜜餞 ,高雄蛤產等 ,都是當地商工會特辦商展促進而漸聞名

的。有的商工會更知配合當地特殊的人文 、地理環境舉辦商展 ,如 :臺南市三大

商工團體舉辦 「臺南三百年文化會」 ,強調臺南在臺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而

高雄 、基隆兩地商工會亦利用當地港灣的特別地理環境 ,舉辦 「港灣祭」。

廣告技術的革新方面 ,以 「廣告遊行」及 「商品陳列窗」最為重要 ,前者以

臺商貢獻較大 ,後者則日商功不遑讓 。「廣告遊行」初以街庄藝閣廣告遊行為

主 ,”lU年代 ,利用藝閣遊行創造人潮已是臺商普遍的知識 ,後都市日人商工會

受其影響 ,亦漸知能轉化為利用花車或化裝遊行來進行廣告 。  「商品陳列窗」

廣告技術 ,約在 19m年代初傳入 ,19筠年 ,基隆商工會已知利用競賽 ,鼓勵商

家採用 ,然並未造成流行 ,直至 1932年 ,經臺北商工會舉辦 「商業美術展」大

力推廣後 ,「 商品陳列窗」始成為商家普遍的營業設備 。由其傳播過程觀之 ,商

業技術的革新臺北商人並非絕對居於領導地位 ,其他地區的商人亦可能首先吸收

商業新知 ,創新商業技術 ,但若由必須經臺北的商工會介紹 ,某種商業技術始能

流行來看 ,似又說明臺北商人在臺灣的商業發展上居於發號司令的地位 。而在臺

人吸收本項廣告技術方面 ,由於臺商 「商品陳列窗」較少 ,故採變通方式 ,改以

注重店舖的整體裝飾 。

而商工會引進拍賣制度 、革新廣告技術 ,尤富意義者為其中含有許多刺激資

本主義精神成長的因子 ,首先 ,商工會舉辦廉賣活動 ,揚棄傳統行會以操縱物價

謀取利益的方式 ,改採薄利多銷策略 ,其既降低售價 ,為賺取相同的不U潤 ,勢必

致力改善生產 、交易過程 ,尋求經營合理化 。其次 ,廉賣會皆事先預估消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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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始提撥固定比例金額作為贈品 ,不僅有助於強化簿記技術 ,更可刺激重視數

量的精神 ,而商工會商人將利潤回饋顧客 ,表示其願用更多勞務換取利潤 ,對於

培養勤儉精神甚有助益 。再者 ,廉賣活動強調童叟無欺 ,會後邀請公正人士主持

抽獎 ,廟會型廉賣會更透過宗教保證其信譽 ,頗有助於提升誠信精神 。又廣告競

賽 ,商家為累積良好形象 ,努力爭取獲獎 ,不僅激發其榮譽感 ,更於無形中灌注

品牌的觀念 。而致力經營合理化 、重視精確數量的觀念 ‵勤儉誠信精神 、追求企

業形象等皆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意含 。

臺 、日商工會在相互競爭中 ,不斷激發企業精神 ,亦經由合作交流 ,持續提

升商賣技術 ,19“ 年 ,臺北商工會舉辦 「商工祭」 ,自訂節日慶祝 ,刻意突顯自

身地位 ,商人儼然以臺灣社會新興主人自居 !

註釋

註 l

註 2

趙洪費 ,〈 近幾年大陸學者關於中國商會史研究綜述〉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l°

期 ,(臺北 ,中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跑年9月 ),頁 1● 9。

趙祐志 ,〈 臺 、日實業家與臺灣總督府的分合關係 (18竻 ∼1939)⋯以商工會為中心之研
究〉 ,《歷史學報》第”期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民國S3年 6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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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參見林滿紅 ,《茶 、糖 、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經濟社會變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民
國“年碩士論文 。

溫振華 ,〈 清代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 ,《歷史學報》第9期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系 ,民國9U+6月 ),頁 1ll∼ 139。

註 3

註 4

註 5

註 6

註 9

註 8 蔣竹山 ,〈
.「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

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3年 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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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8期 ,(臺北 ,中

,頁”∼41,言關於商人與地方文化的討論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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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宋光宇 ,《霞海城隍廟祭典與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 (18ωγ192U)》 ,國科會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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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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