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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北埔金廣福公館 
吳學明 

金廣福公館是金廣福墾號的營運總部 

清道光初年，竹塹城東南廂外山區（今新竹縣北埔、峨眉、寶

山三鄉）為賽夏族居住的區域。漢人視原住民族安全的威脅者，企

圖進墾其居住地區的埔地，因此不斷向內山地區設隘開墾。道光 14

年淡水同知為消除竹塹城東南山區的「番害」，支持姜秀鑾擴大隘

線，但設隘「防番」耗資甚鉅，次年因而籌組墾號，分別由在城閩

籍周邦正（初為林德修），在鄉粵籍姜秀鑾，分別向兩籍人士勸募

入股，進而設立金廣福墾號，金字取其吉祥多金，廣為粵籍，福為

閩籍。在粵閩兩籍合力下，順利開墾今北埔、峨眉和寶山三鄉土地。

金廣福墾號設的隘線，全臺規模最大，又稱「金廣福大隘」。金廣

福墾號的組成，象徵閩、粵兩籍人士合作拓墾。 

金廣福公館的設立 

以今日角度看，金廣福墾號是土地開墾公司，採武裝移墾。金

廣福墾號的墾務由閩、粵兩籍墾戶首負責營運，閩籍墾戶首周邦正

負責在城與官方交涉；粵籍墾戶首姜秀鑾主導在鄉設隘募丁防

「番」、取地招佃墾闢。金廣福墾號的業務繁雜，包括聘任隘首、

雇募隘丁設隘防「番」、資金籌募、經營隘店、收繳隘租、發放隘

丁口糧，細至隘丁器械火藥的購置和傷亡隘丁的醫療撫卹。為此，

金廣福墾號在今北埔設置營運總部，就是現今的金廣福公館。金廣

福墾號初設時置管事一名，後閩、粵各一，分司其事，有如今公司

之經理。除北埔金廣福公館（總公司）外，又於南埔、雙溪等處分

設公館（辦事處）。日治後金廣福公館一度做為政府衙署，1935 年

關刀山大地震後改建，成為今日之格局。1983 年被指定為一級古蹟，

北埔街為金廣福墾號經營的核心區，相關的古蹟甚多，是全臺客庄

古蹟最密集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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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廣福墾區的客家社會 

領導粵籍移民開發大隘地區的姜秀鑾，原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

縣，其先人在乾隆年間來臺，初定居紅毛港（今新竹縣新豐鄉），

為翠豐庄業主的佃農，後來遷至九芎林庄（今新竹縣芎林鄉），道

光年間姜秀鑾漸漸嶄露頭角，積極推動頭前溪上游的開墾事業，並

與竹北林家合作開發員山南重埔（今新竹縣竹東鎮）一帶。在同知

李嗣業力促下，於道光 15 年（1835）組成金廣福墾號，他出任粵籍

墾戶首，主導金廣福墾號實際的拓墾事業。由於閩籍股東多為竹塹

城紳商舖戶，他們出資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外，旨在投資取得租權，

分管埔地後多由粵籍移民承租開墾。因此，金廣福墾區成為客家人

優佔的區域，大隘聯庄在清末已成為新竹枋寮褒忠義民廟第十四個

輪祀祭典區，是典型的客家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