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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在清光緒年間的《安平縣雜記》中，

就出現了眼鏡交易的紀錄「修理眼鏡司阜：販

賣各樣眼鏡及修理舊眼鏡。」也就是 說，在劉

銘傳的年代，臺灣人不僅第一次接觸到電燈、

火車，眼鏡也開始出現在部分臺灣人的生活

中！

　　像是 20 世紀下半葉來到臺灣，參與編撰

《淡水廳志》的士人吳子光就曾寫下一篇〈眼

鏡考〉，讚頌眼鏡的功效：「為老人觀物所必需

者，惟眼鏡之功獨奇。」

　　不過，在清領時期的臺灣，還沒有太多關

於眼鏡的文獻記載，要一直到日本殖民臺灣

後才逐漸普及於臺灣社會。



　　那麼，如果你在當時的臺灣，要去哪裡

買眼鏡呢？答案是：鐘錶行。當時，眼鏡大

多與金工商品一同販售，尤其是鐘、錶類

的精密器械。例如在《臺灣商工人名錄》中

便可看見，和泉時計舖、真木時計店等鐘

錶行皆有兼賣眼鏡、寶石甚至是製圖儀，

堪稱「斜槓店家」。

不過這其實是因為「精確的時間」觀念在

日治初期才剛進入臺灣社會，眼鏡的醫療

意義也尚未受到重視，相關市場都還不 夠

成熟，所以才常見這種有別於今日的經營

模式。



直到 1920 年代後，專門的鐘錶店、

眼鏡店才逐漸出現，數量也隨之提

升。像是 1910 年代的臺北僅有  4 間

商店兼販售眼鏡，但到了  1940 年時

，便成長到  15 間，其中更有  6 間是

專業化的眼鏡行。



在傳統鐘錶眼鏡行尚未有驗光設備

以前，要測量視力度數必須仰賴眼科

醫生診療，如《臺灣民報》記者黃旺成

便曾尋求眼科醫生替其鑑定眼鏡度

數。直至 1923 年，和田眼鏡製作所、

上海眼鏡製造公司等專門的眼鏡行

接續開幕，人們終於可以在一間店裡

同時滿足製造鏡片、修理與販售眼

鏡、甚至是驗光的需求。醫生吳新榮

便曾於 1940 年的日記中寫下「到明

明眼鏡行量視力，近視加重了不少，

就選購了一付眼鏡。」現代眼鏡行的

形象在這時愈發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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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鐘錶眼鏡行

https://travel.ettoday.net/amp/amp_news.php7?news_id=699113


／連鎖量販

年青人眼鏡

https://www.youngman.com.tw


／連鎖量販

寶島眼鏡

https://www.formosa-optical.com.tw/mobile/m_index.aspx


／快時尚

OWNDAYS

https://www.owndays.com/tw/zh_tw


／快時尚

大倉酷眼鏡

https://www.dccool.com.tw


／流行文青

KlassiC.

https://www.klassiceyewear.com/?gclid=CjwKCAiAp8iMBhAqEiwAJb94z-3b6jbaiGcZ8EnNbEjKXbyOfyGy79jV3InKMr8TtbTJyiVqzKrD5RoCodUQAvD_BwE


／流行文青

CLASSICO

https://www.tpc-sd.com/tw/wordtxt.asp?wnum=1256
https://www.classico.com.tw


／專業職人

靈魂之窗

https://wttsoul.com


／專業職人

明視域

https://fb.watch/9iN6LOWYIR/
https://bluesky7915.pixnet.net/blog/post/20035961-%E3%80%90%E7%A1%AC%E5%BC%8F%E9%9A%B1%E5%BD%A2%E7%9C%BC%E9%8F%A1%E3%80%91%E9%A9%97%E9%85%8D%E5%BF%83%E5%BE%97-%E5%A5%BD%E7%9A%84%E7%A1%AC%E5%BC%8F%E5%B8%B6%E4%BD%A0%E4%B8%8A


／精品設計

溥儀眼鏡

https://www.puyi.com/hk_tc/puyi-optical


／精品設計

恩瑞眼鏡

https://m.facebook.com/153814451325754/




https://youtu.be/1U-Y8Ull2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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