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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發展追溯至西元 1950 年代開始出現大量的跨國企業及其管理模式，由

原本以國家、或區域內為主的貿易範圍向外擴展至全球規模，是為「經濟全球化」。

而隨著這種全球性的經濟交易模式導致了「文化全球化」，即在機械工業產品之外逐

漸滲入文化元素、或以文化作為連結供應端與需求端的要素，從另一個面向觀察，

文化也開始出現了工業化的現象。 

在經濟學領域中，從十八世紀建構之後至現代試圖理解經濟活動中的「文化脈

絡」（cultural context），經濟決策從過去存在於農業（自然資源）、工業或者資本時

代至今日的「知識創新」時代，也由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經濟決策發展為文化性的

集體經濟決策；而相對的生產供給面亦由具有價值共識之群體所產製，在知識經濟

的範疇下，生產要素係為以文化、教育為核心的研究與開發，藉由知識創造生產的

經濟價值。 

在文化的層面相當廣泛，而以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詞最原始之意義係指「土

地的耕作」，至十六世紀其字義開始轉變為「心智的培育」，然而演變至今對文化的

詮釋包括了表現於日常中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人類與自然的互動

等。 

而法文字「terroir」便是指對於一地理區域之自然與生態等物理性條件，人類係

藉由該些條件而生活，因此與自然產生密切關係進而衍生出風俗習慣、歷史、文化

等人文風情，即「風土條件」。 

風土條件融合了自然、社會以及科學研究，其中的文化要素係緊繫於自然要素，

換言之人類生活所產生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乃根源於該自然、生態環境。其中自然與

生態又受到地理區域之地質、地貌、氣候等條件所影響，而該些條件也因此成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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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理區域中文化演進之核心要素。 

英國文化地理學者克瑞茲威爾（Tim Cresswell）於《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中提到，人類創造有意義的空間，即人以某種方

式而依附於其中，使「空間」成為「地方」─有意義的區位（meaningful location）。

因此，當人類將自然與生態作為生活要素甚至藉由自然條件進行經濟生產，有別於

未開發狀態下的原始自然環境而賦予其意義，此時空間便形塑為地方。 

而在政治地理學者阿格紐（John A. Agnew）所提出「地方」之三個面向─區位

（a specific location）、場所（a locale）與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當中，其中的

「地方感」係形成於人類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時，例如人類身處某處而

對其產生特殊的感情經驗後，便成為人類對該地方之特殊地方感。 

因此，當風土條件作為人類賦予地方意義之因素，甚至成為人類對地方產生情

感依附的關鍵要素時，在擴大至集體層面而言，生活於該地方的人類便會因該風土

條件而形成共識，進而對地方產生強烈的認同。 

然而，隨著產業更迭、全球變遷等外部大環境的變動，使地方原有之社會關係、

經濟上之供需體系產生變動而失衡，地方必須重新思考對資源的有效應用與更新價

值創造之模式。 

本研究係針對各級產業作探討，並從中分別選定案例對象，即以「鹿谷之茶」

與「池上之米」作為第一級產業之案例、而「竹山之竹器與竹藝等」作為第二級產

業之代表、以及「臺東之音樂」作為第三級產業之研究對象；此外，前三項案例係

為有形（tangible）之物件、品類；相對於此，第四項係為無形（intangible）之案例

代表，本研究係透過各產業面以探討將風土條件藉由價值轉換活動以提高附加價值

發展觀光。 

以鹿谷地區為例，由清代舉人從福建帶回烏龍茶苗種植於鹿谷凍頂山區之後，

烏龍茶便成為鹿谷凍頂居民之經濟作物，因其所發展之採種、焙茶與製茶等技術、

以及茶藝、茶比賽與茶文化等至今成為鹿谷獨特之印象，凍頂烏龍茶亦因此而享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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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而池上在純淨的自然環境中孕育品質優良的米作，亦成為地方引以為傲的風

土資本。 

另外以竹山地區為例，過去當地人們的生活與竹產生密切地關係，從由原本地

方居民所形成的習俗、至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政策上的規畫，竹一直是地方經濟與

產業發展之重心，而與地方生活與情感產生緊密的連結。 

此外，位於臺灣東部保有豐富原住民文化的臺東地區，在傳統的祭典儀式、信

仰與社會組織當中，族人傳唱著部落歌謠、古調，生活於該地方的社群透過音樂為

彼此間溝通的媒介、藉此傳達訊息與情感，係成為地方無形的風土。 

因此，對於生活在竹山、鹿谷或池上地區之居民而言，其因竹、茶與米等風土

條件而對竹山、鹿谷與池上產生之獨有地方感，對內形成人對地方的記憶、想像與

認同，對外成為對該地方之印象與聯想。而對於居住於臺東地區之居民（尤其原住

民族）而言，音樂更是為生活中溝通、情感交流之媒介與文化傳承之元素。 

然而，隨著外部大環境的變遷，全球化發展、產業逐漸地外移等趨勢下，製造

業逐漸往低工資的地區遷移、以及外來文化的流入，使得當地居民原本賴以維生的

資源逐漸失去其經濟價值進而造成人口外移。雖然根植於在地的風土文化並不會如

物質上的沒落而急速消逝，儘管無形的文化精神與風土人文依然突顯地方之特殊性

與價值，但是仍須建構新的價值鏈將有形與無形資源轉換為實質的經濟收入。 

以竹山為例，雖然當地的加工製造產業外移而對降低了對竹子的需求，透過發

揚其在地的竹工藝、以竹文化行銷竹山地區，以增加外地人對竹工藝之認識、進而

吸引外地人至竹山體驗竹文化，即由原本屬於農林業的第一級產業與製造加工之第

二級產業，提升以服務加值之第三級產業，甚至成為藉由創意以凸顯獨特生活風格

之創意生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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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一、 國際觀光趨勢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994 年提出的「觀光策略與鄉村發展」（Tourism Strateg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報告指出，以開發國家的經濟快速成長使的可自由運用的

收入增加，此外隨著教育程度的提升也促使向外旅行、探索的機會增加。1 

此外，世界觀光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於 2012 年初所公布之資料顯示：國際觀光人數已達到 9 億 8000 萬人次，在全球經

濟環境不佳的情況下仍較前一年成長了 4.4%，並預估 2012 年底將突破 10 億人次，

請參考圖一。觀光產業占全球 GDP 的 5%並且達到出口量的 6%，同時在就業市場

方面在每十二人之中便有一人受雇於觀光相關產業，因此觀光在促進經濟成長之外

亦能增加就業機會，應為各國所加強發展之產業。2 

 

 

圖一 1995 年至 2011 年之國際觀光人次變化圖 

                                                       
1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http://www.oecd.org/industry/tourism/2755218.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4 月。 
2  世界觀光組織（UNWTO）網站，

http://media.unwto.org/en/press‐release/2012‐01‐16/international‐tourism‐reach‐one‐billion‐2012，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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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世界觀光組織3） 

 

二、 臺灣之觀光發展 

根據臺灣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料顯示：2011 年（民國 100 年）來臺旅客累計約

608 萬人次，相較於前一年成長 9.34%。同時亦創歷年來臺人次新高，其中主要客

源市場以「觀光」為目的之旅客為約 363 萬人次，佔來臺總人數之 60%，相較於前

一年亦成長了 11.95%4，請參見圖二以及圖三。 

 

 

圖二 近十年來臺旅客及國民出國人次變化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5） 

 

                                                       
3  世界觀光組織（UNWTO）網站，

http://dtxtq4w60xqpw.cloudfront.net/sites/all/files/pdf/unwto_hq_fitur12_jk_2pp_0.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4 月。 
4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release_d.aspx?no=136&d=3447，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4 月。 
5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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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近十年來臺旅客觀光目的別人次及估比變化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6） 

 

而就國內旅遊部分，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0 年國人旅遊狀況調查」資料顯示：

2010 年（民國 99 年）國人國內旅遊次數計 1 億 2,394 萬旅次，較 2009 年成長了

26.5%，請參考圖四。而平均每人國內旅遊次數為 6.08 次，相較於 2009 年的 4.85

次增加了 1.23 次7。就旅遊目的而言，「觀光、休憩、度假」者占 79%，而有 20%是

「探訪親友」8，2010 年相較於前一年，純觀光旅遊的比例（64.5%）減少 1 個百分

點，而生態旅遊（4.3%）的比例增加 2 個百分點，請參考表一。 

 

                                                       
6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7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8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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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近十年國人國內旅遊總旅次變化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9） 

 

表一 國內旅遊目的 

單位：% 

旅 遊 目 的 2010 年 2009 年 

合 計 100.0 100.0 

觀光 
休憩 
度假 

小            計 79.4 79.5 

純 觀 光 旅 遊 64.5 65.9 

健 身 運 動 度 假 4.7 5.4 

生 態 旅 遊 4.3 2.6 

會議或學習型度假 1.4 1.0 

宗 教 性 旅 行 4.5 4.6 

商 ( 公 ) 務 兼 旅 行 0.9 0.9 
探 訪 親 友 19.6 19.2 
其 他 0.1 0.4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10） 

 

此外，透過觀光收入觀察，不論外匯收入或者國內旅遊支出收入皆呈現持續成

長，臺灣 2010 年之觀光總收入達到新台幣 5,140 億元，外匯收入與國內旅遊支出皆

                                                       
9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10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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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歷年新高，尤其國內旅遊支出於近兩年達到 30%的成長量，請參考圖五。 

 

 

圖五 近十年觀光外匯收入及國內旅遊支出及總收入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11） 

 

由上述統計資料可知，隨著國際潮流的發展趨勢，近幾年國內外旅遊人次呈現

正向成長；就臺灣旅遊狀況而言，不論來臺旅客或者國內旅遊人次皆持續增加，其

中又以「觀光」為旅遊目的比率佔最多數。 

細究觀光項目，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10 年來臺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資料

顯示：吸引旅客來臺觀光因素依序為風光景色（每百人次有 66 人次）、菜餚（每百

人次有 41 人次）、臺灣民情風俗和文化（每百人次有 37 人次）、歷史文物（每百人

次有 27 人次）、人民友善（每百人次有 27 人次）等，請參考表二。而在「2010 年

國人旅遊狀況調查」報告中顯示，最主要為自然賞景活動佔 53.8%、而文化體驗活

動則佔了 26.7%，請參考表三。 

                                                       
11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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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0 年吸引受訪旅客來臺觀光因素 

單位：人次/每百人次 

項目 風光 
景色 菜餚 

臺灣民
情風俗
和文化

歷史 
文物 

人民 
友善 水果 物品 

價格 
距離居
住地近

相 對 次 數 66.40 41.03 36.87 27.27 26.91 20.81 18.29 16.17

註：本題「吸引受訪旅客來臺觀光因素」為複選題。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12） 

 

表三 2010 年國內旅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 
單位：行% 

遊 憩 活 動 2010 年 

自 然 賞 景 活 動 53.8 

觀賞海岸地質景觀、濕地生態、田園風光、溪流瀑布等 31.8(1) 

森 林 步 道 健 行 、 登 山 、 露 營 25.5 

觀 賞 動 物 ( 如 賞 鯨 、 螢 火 蟲 、 賞 鳥 、 貓 熊 等 ) 5.1 

觀 賞 植 物 ( 如 賞 花 、 賞 櫻 、 賞 楓 、 神 木 等 ) 12.0 

觀 賞 日 出 、 雪 景 、 星 象 等 自 然 景 觀 3.2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26.7 

觀 賞 文 化 古 蹟 5.1 

節 慶 活 動 1.3 

表 演 節 目 欣 賞 2.5 

參 觀 展 覽 9.2 

傳 統 技 藝 學 習 ( 如 竹 藝 、 陶 藝 、 編 織 等 ) 0.9 

原 住 民 文 化 體 驗 0.8 

宗 教 活 動 8.2 

農 村 生 活 體 驗 1.2 

懷 舊 體 驗 0.8 

參 觀 有 特 色 的 建 築 物 1.8 

戲 劇 節 目 熱 門 景 點 ( 電 影 、 偶 像 劇 拍 攝 場 景 等 ) 0.1 

運 動 型 活 動 5.7 

游 泳 、 潛 水 、 衝 浪 、 滑 水 、 水 上 摩 托 車 2.0 

泛 舟 、 划 船 0.3 

釣 魚 0.4 

                                                       
12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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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行 傘 0.0 

球 類 運 動 0.2 

攀 岩 0.0 

溯 溪 0.1 

滑 草 0.1 

騎 協 力 車 、 單 車 2.9 

觀 賞 球 賽 0.0 

遊 樂 園 活 動 6.1 

機械遊樂活動 (如碰碰車、雲霄飛車、空中纜車等 ) 3.2 

水 上 遊 樂 活 動 1.0 

觀 賞 園 區 表 演 節 目 2.5 

遊 覽 園 區 特 殊 主 題 0.8 

美 食 活 動 33.8 

品 嚐 當 地 特 產 、 特 色 小 吃 、 夜 市 小 吃 32.3(1) 

茗 茶 、 喝 咖 啡 、 下 午 茶 3.1 

健 康 養 生 料 理 體 驗 0.2 

其 他 休 閒 活 動 37.2 
駕 車 ( 汽 、 機 車 ) 兜 風 1.8 
泡 溫 泉 ( 冷 泉 ) 、 做 s p a 5.6 
逛 街 、 購 物 27.8(3) 
看 電 影 0.5 
觀 光 果 ( 茶 ) 園 採 摘 品 嚐 0.9 
乘 坐 遊 艇 、 渡 輪 、 搭 船 活 動 2.8 
纜 車 賞 景 1.9 
其 他 0.9 

純 粹 探 訪 親 友 ， 沒 有 安 排 活 動 15.0 
          註：1.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為複選。 
              2.其他休閒活動其他項含烤肉、唱歌等；純粹探訪親友含掃墓。 
              3.”0.0”表示百分比小於 0.05。 

        4. ( )內數字表前 3 名排序，數字相同表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經過檢定後無顯著差異，因此排

名相同。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13） 

 

歸納吸引旅客從事觀光活動之主要項目分為：自然與人文。其中，前者為風光

景色、生態旅遊、觀賞海岸地質景觀、濕地生態、田園風光、溪流瀑布等，而後者為

臺灣民情風俗和文化、歷史文物、人民友善、農村生活體驗、傳統技藝學習（如竹

藝、陶藝、編織）等。 

                                                       
13  交通部觀光局網站，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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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發展 

（一） 國際發展 

根據 2000 年英國學者羅傑斯（Greg Richards）與雷蒙（Crispin Raymond）所提

出之定義：「創意觀光為文化觀光的一種形式，其使到訪者主動地藉由課程參與、經

驗學習等活動而發展其創意潛能，而該些課程活動內容即來自於該地方所具有之特

色。」（Creative tourism is a form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ourism 

which offers visitors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urse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oliday 

destination where they are taken.’） 

此外，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2006 年對於「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之定義：「藉

由參與藝術、遺跡、地方特色等學習活動，並與居住於當地的人民產生連結而創造

生活文化，即一種直接且真實體驗之旅行。」（Travel directed toward an engaged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 with participative learning in the arts, heritage, or special character 

of a place, and it provides a connection with those who reside in this place and create this 

living culture.）。 

該些強調觀光者實際參與地方文化活動，並直接地與地方居民近距離接觸、體

驗文化的一種新觀光趨勢─創意觀光。 

 

（二） 臺灣政策發展 

接續 2002 年行政院提出之「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強調積極發展

觀光業，2009 年 2 月行政院將「觀光旅遊」、「醫療照護」、「生物科技」、「綠色能源」、

「文化創意」、與「精緻農業」等定位為六大新興產業。 

其中，交通部配合該六大新興產業之發展將 300 億元觀光產業發展基金規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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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拔尖領航方案」，並於 2009 年中核定完成，目標於 2014 年來臺旅客人數 950

萬人，創造 6,585 億觀光收入，帶動 43.7 萬觀光相關就業人口，吸引 2,500 億民間

投資，引進至少 14 個國際知名連鎖旅館品牌進駐臺灣等。14 

根據行政院指出「觀光拔尖領航方案」含涉不同部會之業務，例如供國際旅客

觀賞的常態性藝文展演規劃，可與文創產業結合，意即由觀光提供國際舞台，文創

包裝產品內容。此外，政府推動的六大新興關鍵產業，未來將以「觀光」串連各個

產業（如圖六所示），以爭取國際旅客來台灣體驗我們自然人文資源及產業轉型成功

的各項成果。15 並強調藉文化創意與觀光旅遊以行銷台灣的美好價值。16 

 

 

圖六 六大新興產業關連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六大新興產業主題網17） 

 

因此，由上述政策規畫可得知，近年來政府將發展「觀光產業」視為主要計畫，

於「觀光拔尖領航方案」中亦藉由「觀光」串連各個產業，更突顯其重要性。然而，

                                                       
14  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主題網，www.ey.gov.tw/ct.asp?xItem=59138&CtNode=3010&mp=97，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4 月。 
15  行政院新聞局網站，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47271&ctNode=376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16  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主題網，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7108&CtNode=3003&mp=97，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17  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主題網，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7125&CtNode=3001&mp=97，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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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研究著重於觀光產業各項要素之評估、遊客滿意度或忠誠度分析、觀光飯店等

建設之討論、或者探討觀光經營理論等，而對於觀光類型僅分別就「文化觀光」

（Cultural Tourism）或「生態旅遊」（Eco-tourism）之研究，未見同時針對具有自然

與人文性質之觀光形式作探究，而目前亦少見以「風土條件」（terroir）為研究議題

之研究。 

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以「風土條件」作為觀光發展要素，而「風土條件」同

時具有自然與人文之特性，其係先在特殊的地質與氣候等自然條件下形成了特定的

生態環境，而以此自然作為發展基礎而隨著時間逐漸累積而成文化、習俗、或工藝

等人文風俗。本研究將針對由「風土條件」而發展之觀光形式─創意觀光，以探討

透過風土條件、風土資本管理、透過社區群體進行營造，並以「文化觀光」與「創

意觀光」進行風土資本價值轉化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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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探討臺灣本身擁有獨特而豐厚的自然與文化資源，而將

該些資源最為觀光之核心要素。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與內外環境不斷地變遷，為了

不因此而失去吸引力，勢必與時俱進地將本身所擁有的特殊資源轉換為具魅力的觀

光亮點而產生持續性的差異與優勢，同時在發展觀光之虞亦須關注自然與人文環境

的永續性。 

臺灣部分區域擁有特殊的地質與氣候（如鹿谷鄉茶業、竹山鎮竹業、或者池上

鄉米作等），在該空間上經過時間的延續產生了獨特的人文風情（如茶文化、竹文化、

米文化等），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兩環境條件下形成了無可取代的風土條件

（terroir）。因此，同時包含了自然與人文特性之風土條件，透過資本化、價值鏈經

營與社區營造等規劃與管理以凸顯其強烈的在地特性，而成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

發展之下與其他地區形成差異化要素；擁有自然與文化兩種特性之風土條件係為文

化觀光中之特殊型式─創意觀光之風土資本。 

本研究之目的係就環境之外部與內部兩個面向，針對風土資本作觀光發展之探

討： 

一、 外部環境 

首先，就外部環境而言，隨著科技進步以及全球經貿環境的發展，貨物與資本

的流動，經歷了跨越國界、局部國際化以至全球化等階段，因此在全球環境受到時

空壓縮的影響之下，國際之間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各種生活層面上皆產

生密集而頻繁的交流活動。 

早於 1960 年代由傳播學者麥克魯漢（Marshall McLuhan）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念，其指出文化不再受到區域性、國家或洲等地域性的阻隔而相互影

響。而其後於 1990 年代羅伯森（Roland Robertson）則認為地方（local）須視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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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一個面向，全球化也顯示地方化的存在，並界定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兼

具了全球化之普遍性與在地化之特殊性的雙向連結關係。 

全球化的發展下產生了「同質化」（homogenization）與「異質化」

（heterogenization）之爭論，而全球化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特殊之「普遍性」

（universalism）與普遍之「特殊性」（particularism）共存之現象。如何在全球化的

發展下使在地特性不因全面性「跨越地域」的資訊、文化而稀釋了「差異性」，甚至

積極地藉由資訊、文化「跨越地域」的特性，而宣揚在地之「差異性」。 

觀光產業也從過去以大眾而集體形式的遊覽形式轉變為小眾而個人形式的深度

體驗，異國文化在全球化密集的交流下於國際間傳播，然而文化流動存在「同質化」

的風險而趨於「普遍性」，因此將源自於地方的人文風情與在地的自然環境緊密聯繫

以提高「特殊性」，而該同時自然與人文的要素即「風土條件」。 

 

二、 內部環境 

臺灣特殊之風土人文在政府觀光政策的規畫之下，需要獲得地方配合與執行，

具強烈地方感的觀光資源無疑地需要透過地方認同並參與，方能達到政府目標與促

進地方經濟之綜效。再者，政府之政策輔導與扶植最終目的無不希望使地方能自給

自足而永續經營。 

1994 年由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營造政策」，欲透過社區意識的重建，培

養國人的共同體意識。此外，因應時代腳步及外在環境改變，並於 2002 年至 2007

年配合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而推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結合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與地方產業，發展地方魅力。18同時，該計畫亦強

調「觀光客倍增計畫」以積極發展觀光產業。 

此外，天下雜誌於 2001 年推動「319 鄉+向前行」，社群和公民的力量也日益茁

壯。天下也先後出了五次「319 鄉+特刊」。由第一次的全面介紹每一個鄉鎮的歷史、

                                                       
18  文化建設委員會網站，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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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與特色；於 2005 年「微笑 台灣」全面介紹每一個鄉鎮的特色商店、民宿和景

點；2007 年的「風格台灣」介紹各地的特色產物；2009 年的「旅行台灣」介紹在不

同的季節裡如何遊覽台灣；至第五次於 2011 年則策劃了五十二種生活提案，五十二

種體驗台灣的方法，由看星星、追風、捕飛魚、看老鷹、逛寶島新村、到食遊府城

等。至今（2012）十多年期間，天下和企業與政府共同發行了五百多萬冊鄉鎮護照，

鼓勵大家下鄉旅遊，認識腳下土地，亦帶動了島內旅行之風潮。19 

2009 年 2 月行政院將「觀光旅遊」、「醫療照護」、「生物科技」、「綠色能源」、「文

化創意」、與「精緻農業」等定位為六大新興產業。交通部規畫了「觀光拔尖領航方

案」，目標於 2014 年吸引國際旅客之來臺人數達 950 萬人，創造 6,585 億觀光收入，

並帶動 43.7 萬觀光相關就業人口，吸引 2,500 億民間投資，引進至少 14 個國際知名

連鎖旅館品牌進駐臺灣等。20 

由 1994 年社區意識的重建，培養國人的共同體意識；2000 年初政府與企業開

始推行觀光，促使發展國內往鄉鎮旅遊，同時將國際觀光列為發展目標，成為後續

政策之基礎，至 2009 年全面將臺灣觀光特色推向國際。 

然而，運用觀光資源的同時，亦須顧及發展之永續性。休閒觀光學者理查斯與

霍爾（Greg Richards and Derek Hall）提出維持社區環境為永續性觀光發展之必要因

素（Sustaining the community/ particular communities has therefore becom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因此，不能忽視在開發地方觀光資源與維護保存之

間取平衡之重要性。 

由上述內外部環境的描述可得知，本研究之目的係從內部環境透過「社區營造」

與「永續經營」之途徑，將「風土條件」資本化並透過風土資本之價值鏈轉換為外

部之「創意觀光」以創造價值，請參考圖七。 

                                                       
19  微笑臺灣 319 鄉鎮，http://www.319.com.tw/，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20  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主題網，www.ey.gov.tw/ct.asp?xItem=59138&CtNode=3010&mp=97，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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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本研究之初步分析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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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一、 如何將風土條件轉化為風土資本以發展觀光產業？ 

風土條件同時具有自然與文化之特性，而獨特人文風俗係由於生活於地方

之自然環境而產生，因此如何動員地方社群之力量，發掘本身所擁有之特殊風

土條件（文化與自然生態），並將其作為發展觀光之風土資本。 

 

二、 風土資本如何藉由創意觀光而產生價值？  

地方社群如何規畫與管理風土資本，並透過「創意觀光」使到訪者瞭解並

體驗風土條件而使其產生經濟價值。同時，原本位於一級產業的農林業與二級

產業的製造業，如何在具創意、新形態的觀光服務業的加值下，得以提升附加

價值而增加經濟效益。 

 

三、 風土條件如何透過創意觀光而永續發展？  

由於風土條件有其自然生態之成長週期，而有別於一般產品或服務由人為

控制的產銷循環，如何透過觀光作為其另一種價值轉換之出口而維持風土資源

之價值（增加銷售機會，不因滯銷而消耗資源）。此外，當地方風土作為觀光發

展之際，如何在地方文化傳承宣揚與開發之間取得平衡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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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風土條件與風土資本 

壹、 風土條件（Terroir） 

「Terroir」一詞源自於法文主要對於酒、咖啡與茶類等作物，因其蘊含不同的

地理條件、氣候環境等變因而擁有不同特色。於法國傳統中發現：儘管同品種的葡

萄，亦會因為在不同地點栽種而各自產生獨特風味。而古希臘也以特殊的封印以區

別來自不同地域之作物；由此可知，栽種於特定地區、受到同樣的土質滋養、並於

相同的氣候中成長之農作物將會擁有獨特的品質，而帶有「a sense of place」之義。 

根據美國地理學者索瑪斯（Brian J. Sommers）於《The Geography of Wine: How 

Landscape, Cultural, Torroir, and the Weather Make a Good Drop》一書中對於「terroir」

說明，其為土壤與農業間之聯結，在理論層面「terroir」包括土壤、地質、天氣、氣

候、地形學、與文化等，而在應用面上「terroir」之概念係緊密地根源於土讓（The 

link between soils and agriculture is readily seen in the concept of terroir. In theory, 

terroir includes the consideration of soils, geology, weather, climate, topography, and 

culture. In application, terroir is based heavily on soil.）。 

索瑪斯從「terroir」之最根本─土壤（soil）開始說明，當忽略了「the joys of soil」

（properties and components of the soil），其將僅是泥塵（dirt）。由於土壤為岩層

（bedrock, or mother rock）風化作用下之產物，而岩層係隨著不同地點（site）而異，

此外地勢或地形的差異亦造成不同的微型氣候、甚至較大範圍的區域性之大氣候，

進而產生動植物分解、水文變化等物理性質與化學性質之影響。 

以西班牙藍薩羅特（Lanzarote）為例，其為加那利群島（Canary Islands）之一

部分而鄰近於非洲海岸。藍薩羅特之地質為火山作用下所構成岩層而無法於地層中

有效地儲存水分，因此大部分的地區不適合作物生長，然而萄葡作物卻能將根深植

於地下而保持濕潤，產製者便藉此將作物種植在火山作用下所產生的凹坑中，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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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水且避免水分快速蒸散，而形成了特殊景觀。由此可知，當人類發現作物在看似

不利生長的環境下卻存活下來，探究該特殊要素並透過規畫而形成一套特殊而在地

性強之經營與管理模式。 

因此，「terroir」包括土壤、微氣候、區域性之大氣候以及其他物理性質與化學

性質知要素，即涵括了氣候（climate）、地質學（Geology）、地形學（Topology）等

研究範疇。此外，在上述各要素彼此之交互關係外，更融合具在地性之人文風情

（culture）。 

根據美國地質學家威爾森（James E. Wilson）於《Terroir─the role of Geology, 

Climate, and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French wines》一書中之詮釋，「terroir」除了包

括了如植物品種、底土、位置、排水系統及微氣候等自然性要素（physical elements）

之外，更包括另一種層面之要素─精神層次（spiritual/ mental aspect）：辨認其過去之

歡愉、傷心、得意、辛勤、挫敗等，即透過農產製者感受不同之「terroir」而使其成

為該有風貌狀態，並進而生產製作受到該些條件所滋養之農作。而該最終產物會獲

得產製者之標識（signature for vinification style），在於該產物有別於全歸於自然因

素，而部分因素係來自於人為條件控制所產生之特定產製途徑（be produced from a 

particular tract），因此別具特殊性。 

 

貳、 風土資本 

根據陳育平論文《風土條件資本化及風土資本建構創意經濟價值鏈》中針對「風

土資本」之定義係藉由蘇利文（Patrick H. Sullivan）建構智慧資本定義之模式，即

智慧資本係由人力資本、智慧資產及智慧財產所組成，其中智慧財產為智慧資產中

可受法律保護的部分。 

因此，「風土資本」由人力資本、風土資產以及風土財產所組成（如圖八所示），

而其中的風土財產亦為風土資產中可受法律保護的部分，但其管理與保護方式與智

慧資本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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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風土資本之組成 

（資料來源：《風土條件資本化及風土資本建構創意經濟價值鏈》，陳育平） 

 

該論文進一步將智慧資本與風土資本作比較（如表四所示）：智慧資本係為可

以轉化為利潤的知識，也是組織之內所具備「開展知識技術之潛在能量」，其內涵是

無形的；而風土資本為可以轉化為利潤的風土條件，可以是無形的地方智慧、技法

規範，也可以是有形的原材料使用、區域特色商品/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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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智慧資本與風土資本比較表 

 資本要素 

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係探討組織競爭力之項目與指標，即指出一個組織之內所具

備「開展知識技術之潛在能量」。 

風土資本 透過屬地性之認定將風土條件（土壤、氣候、品種以及人對應環境的

智慧、工法）等意義合法化，並提供有效的方法以防止其意義被任意

濫用或隨意抄襲，亦為商品/ 服務之銷售和地方觀光提供了品牌作

用。藉由與地理有關之標示認定，可提高商品/ 服務或其他由風土知

識衍生商品/ 服務之價值。 

（資料來源：《風土條件資本化及風土資本建構創意經濟價值鏈》，陳育平） 

 

其論文指出，當風土資本轉化為市場價值時，係透過兩項特質以凸顯其與文化

資本及智慧資本的差異：（一）有形風土資本同時具有鮮明的地理標示以及足夠強度

的認證分級標示；以及（二）無形風土資本在非產地轉換市場價值時，具有融合或

挖掘市場當地風土的高度意願及充分能力。 

其論文進一步指出，風土資本在擁有文化特性之外的地理特性，創造了市場區

隔以及相對稀有性。而嚴格地說，該文化特性係源於該地理特性，即當該地理或自

然環境不存在，其衍生的人文風情將有所差異或者不存在。以葡萄栽種為例，在地

質、地理等自然條件總總組合之下而使作物得以生長，也因此產製者投入培植與栽

種作業，過程中對於品種的選擇、面對不同氣候變化而產生對應之產製經驗、技法

與 knowhow 等，當其中條件因素有所變動所產出的酒品也因此而有所差異，而各具

特色與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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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風土資本管理與觀光 

壹、 風土資本管理 

根據陳育平論文指出，風土資本的保護必須透過嚴謹的整合管理制度規範以及

具有官方公信力的分級認證體系，持續而穩定地成為市場規格的制定者，帶動產業

上中下游價值鏈的合作發展，並以「區域品牌」的方式，善用風土資本打造與生活

型態趨勢的創意型經濟。 

本研究認為該論文所提出「區域品牌」其中之「區域」應指「地方」（place），

根據曾旭正教授於《地點、場所或所在─論”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一文指出，地

理學研究上區域與地區為研究的基本單位，但地區中的人事物也是研究內容，因此

地方（place）更具人文、甚至人與地域互動之義；因此，「區域品牌」應為「地方

品牌」（place brand）。 

因此，當地方之風土條件能夠因人為控管而品質穩定地產出，藉由品質分級與

認證等制度化規範辨別品質層次，進而持續管理以「地理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作為區別產地來源，長時間投入經營而成為「地方品牌」（place 

brand），即使產品離開原產地亦能因地方品牌而產生識別性。 

此外，在威爾森的《Terroir─the role of Geology, Climate, and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French wines》書中亦提到：酒堡（château）一詞係嚴格地使用於葡萄園

之所在與製酒設備，然而該些條件、設備相當繁多而分散，因此必須藉由對酒堡之

命名與評定分級使其更具集體性（Château in strict usage means a vineyard with 

associated dwelling and active winemaking apparatus…... vineyard properties of some 

châteaux are scattered, but collectively they take the name and most generally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âteau）。因此，當平凡的「葡萄農莊園」可能因為符合種種條

件（例如分級）而由晉身為「酒堡」，便與一般的農莊園有所區別，為了作強化區別

性必須藉由名稱、技術（藉由認證制度）、甚至透過歷史發展等文化性的包裝、營造

形象以作為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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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風土資本管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當產品之經濟活動開始脫離地方發展，便進一步藉由地理標示以辨識產品之來

源，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對地理

標示之說明：地理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係為具特殊地理來源、品質、信譽

及特徵之產品，該些特色係歸因於來源地（place of origin），而大部分的地理標示係

包括產品來源地之名稱。而農產品之品質通常係源於其產地（place of production）

並受到特殊地方因素影響，例如氣候與土壤等（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s a sign used 

on goods that have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origin and possess qualities, reputation or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essentially attributable to that place of origin. Most commonly,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cludes the name of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goo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ypically have qualities that derive from their place of production 

and are influenced by specific local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and soil.），至於符號指示是

否能視為地理標示便須視各國法律而定，此外地理標示並不僅限於農產品，亦包括

其他各式產品不論來自於自然或人為製造品（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may be us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products, whether natural, agricultural or manufactured.）。 

而「原產地名稱」（Appellation of Origin, AO）為地理標示其中之一種特別態

樣，對於產品因擁有特殊品質或特徵而擁有之地理名稱、或傳統名稱，係由於產品

生產之地理環境而稱之，因此地理標示包括了原產地名稱（an appellation of origin is 

a special kind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t generally consists of a geographical name or 

a traditional designation used on products which have a specific quality 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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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re essentially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The concept of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encompasses appellations of 

origin.）。21 

於里斯本協定（Lisbon Agre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Appellations of Origin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中第二條針對「原產地名稱」之定義：（1）原產地名

稱係指一國家、區域或地方之地理名稱，而該名稱係指稱該產品之來源，因此其品

質、特徵之獨特性係來源於該地理環境（包括自然或者人為因素）（(1) In this 

Agreement, "appellation of origin" means the geographical denomination of a country, 

region, or locality, which serves to designate a product originating therein, the quality or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are due exclusively or essentially to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而該來源國係國家名稱或位於該

國家之某一區域或地方之名稱，並能賦予該產品信譽（(2) The country of origin is the 

country whose name, or the country in which is situated the region or locality whose 

name, constitutes the appellation of origin which has given the product its reputation.）。

22 

因此，將地方之產物透過「地理標示」或「原產地名稱」標示或辨別產品來源

而逐漸產生可信度，藉此作為地方行銷（place marketing）以進行地方推廣（promoting 

the place），進而將地方品牌化（place branding）作為地方整體之形象識別（identify）。 

 

                                                       
21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http://www.wipo.int/geo_indications/en/about.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5 月。 
22  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http://www.wipo.int/lisbon/en/legal_texts/lisbon_agreement.html，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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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風土資本與觀光 

根據 Visit France 指出，法國政府發展「國家法定產區管制局」（t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Appellations d’Origine , INAO）及「法定產區制度」（the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ee (AOC) System）以加強其法國酒之辨識度與「terroir」之概念；

而法國一部分的酒觀光（wine tourism）係由政府與歐盟共同規畫執行以消除對酒品

供給上對於葡萄品種、以及產製技術之疑慮。（French government developed t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Appellations d’Origine (INAO) and the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ee (AOC) system, which emphasize the identity of French wines and the concept 

of “terroir.” Part of French wine tourism is the government enacting efforts, together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o fight the problem of surplus wine by uprooting less desirable 

grape varieties and ensuring that vignerons receive technical training in viticulture and 

wine making.）23 

此外，根據霍爾（C. Michael Hall）等人所編輯之《Wine Tourism Around the 

World》一書指出，酒觀光（wine tourism）對於酒與觀光產業皆扮演相當重要之角

色。對於觀光業而言，酒為重要的觀光元素以吸引旅客成為觀光動機；對於酒而言，

藉由觀光使消費者能站在第一線進行體驗，並且能使小型釀酒廠向消費者進行直接

銷售。其將酒觀光定義為：「至葡萄園、製酒廠參觀、餐與酒節慶及酒品秀展等，以

品嘗、或體驗葡萄酒產區等特色，及觀光者到訪之動機。」（visitation to vineyards, 

wineries, wine festivals and wine shows for which grape wine tasting and/ or 

experiencing the attributes of a grape wine region are the prime motivating factors for 

visitors.） 

以法國波爾多（Bordeaux）為例，在美國地理學者索瑪斯（Brian J. Sommers）

的《The Geography of Wine: How Landscape, Cultural, Torroir, and the Weather Make a 

Good Drop》一書中指出，該地區以酒與酒文化而著名，包括了高級酒品─卡本內蘇

                                                       
23  Visit France，http://www.visit‐france.com/french‐wine‐touris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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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儂紅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與酒堡（wine château），但也造成了一般大眾將

該地區與富裕酒堡及卡本內蘇維儂紅葡萄酒畫上等號的錯誤認知；事實上剛好相

反，由於土壤（soils）的特性使的波爾多的酒類產製相當的多樣化，該土壤除了為

沖積層之外，河川流域、冰河作用及其對土壤之影響、海岸地區的氣候等要素，皆

在在反映之現今繁複的土壤環境及其所產製出的酒品中。 

根據陳育平論文指出，有別於法國其他以「葡萄園」為單位的分級制度，波爾

多係以「酒堡」為單位評定分級，頂尖酒堡得以透過價值鏈與商業體系更緊密結合，

也造就價值鏈中許多獨特要角。 

例如，仲介及酒商共同分工的機制便成為知名酒堡的附加標誌，全波爾多地區

有 80%的葡萄酒透過仲介買賣，使得酒堡僅須專心釀酒，不必兼顧繁瑣的銷售工作。

而仲介的工作替經銷商尋找所需的葡萄酒，並確認葡萄酒交貨時的品質，其傭金約

為貨款 2%。每年波爾多葡萄酒仲介所公布的市場價格，更是最重要的酒價參考，

最初的波爾多列級酒堡便是依仲介公布各酒堡的酒價高低所選出。 

    酒商的角色扮演更為多元，除了知名葡萄酒銷售之外，也獨家代銷一些較不知

名的精選酒堡，挖掘品味新秀，不少酒商更同時經營酒堡。相反地，一些小型明星

酒莊也經銷獨立酒莊的酒，並同時擔任各酒莊的技術指導顧問，以保證葡萄酒的品

質及風格。此外，米其林星級餐廳、侍酒師、酒評家，更進一步將各級葡萄酒轉化

為高附加價值之生活型態消費，深入消費者生活及品味認同，甚至，推升頂級酒莊

在拍賣市場的價格與地位。 

在法國國家法定產區管理局（INAO）、城堡酒莊、技術顧問、釀酒師、仲介及

酒商、米其林星級餐廳、侍酒師、酒評家，共同架構了由風土資本建構的創意經濟

價值鏈環節，也實證了從製酒、儲酒、品酒等科技，以及產品需求及旅遊三大創意

經濟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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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法國波爾多之風土美學與創意經濟驅動力的對應 

（資料來源：《風土條件資本化及風土資本建構創意經濟價值鏈》，陳育平） 

 

 而依照法國「國家法定產區管理局」（INAO）管理的「法定原產區制度」（AOC）

由將法國葡萄酒分為四種等級，分別為法定原產區葡萄酒、優良地區餐酒、地區餐

酒、以及普級餐酒等。 

其中最高等級的法定原產區葡萄酒在標示產區之外，對於地方名稱、地區名稱、

村莊名稱或者酒莊名稱，即標示的範圍越小使得葡萄酒越趨於高等級。舉例來說，

標示地區名稱為梅多克（Médoc）要比標示地方名稱波爾多（Bordeaux）更為高等

級；而標示村莊名稱的葡萄酒則又更高一級。因此，若是波爾多葡萄酒，加上酒莊

名稱的更為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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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化與觀光 

 根據社會文化人類學者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認為觀光的基本原則在於

人類之間的交換及其對文化之表現與體驗，據此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之研究指出：觀光為文化

性的活動，其實踐與結構即常態文化形塑之下所延伸出的產物。 

因此，在英國學者羅賓森（Mike Robinson）與菲普絲（Alison Phipps）之研究

中指出，觀光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使人類在如此多層次的關係中認識自我，並藉由

觀光可瞭解在佔據與旅程中，人類與物質或非物質世界之關係。 

 

壹、 地方感與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 

一、 地方（Place）與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根據曾旭正教授於《地點、場所或所在─論”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一文指出，

「Place」一詞於 1960 年代頻繁地出現於「人文地理學」、「建築理論」與「都市設

計」中。而地方（place）於不同領域中，譯為「地點」、「場所」、「地方」、或「所

在」等，而以海德格所認為之人在的存在就是「在世存有」和「共同存有」之觀點，

即「人在世存有」取代「人與環境」。 

而「在世存有」即每一個人的存有都是在時空的限制內，人來到世上，也就是人

存在的開始，並沒有經由自己的同意，因此須透過個人與環境產生互動以詮釋世間

的意義並增加自身存在於世之認知。因此，「地方」（place）係建構於人的存在之觀

點上。而人對於某個地方產生的感受、情感、與信念即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其屬於個人的主觀感受，而在其情感的建構的過程中常依據個人經驗、記憶、情感

與意念，亦會受到社會文化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24 

  而「地方感」的發展，係來自於人們對於某處曾生活過的地方，產生了獨特的

                                                       
24  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72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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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感，在情境下能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進而對地方產生認同感，並成為一股為

地方付出的力量。「地方感」係為環境經驗的一部分，對於生長或生活在一個地方，

就會逐漸發展出對當地環境、社會人文、經濟或政治的抽象觀點。 

根據克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之《地方》（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指出，

相對於「地方感」之「非地方」（non-place）以及「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前

者係指涉以「瞬間、臨時和短暫」為標誌的位址，包括高速公路、機場、超市等與

特殊歷史及傳統無關的位址，而以移動性質為特色的無根性地方；後者係指對地方

抱持著一種不真實的態度，即覺得每個地方都一樣，地方就如同模糊不定的背景。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人們快速且頻繁的變動居所，很容易讓人們產生無地

方性，這將削弱人們與地方的情感，不僅會降低原本的地方特色，更易造成自然與

文化資源的掠奪與破壞。「地方」本身所具有的多元、複雜的面向，而不同生命體之

詮釋歷程對於地方又會產生差異甚大的情感連結與感受。然而，人對地方產生情感

與記憶之後，並不必然對該地方產生認同；相對地，對地方認同感係來自於個人生

命歷程與地方之間的意義化過程，即在於自我身份的發現與主體意識的形成。當地

方感形成後，才比較能建構出屬於自己土地的倫理以促進集體形式的行為。 

  

二、 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 

「社區營造」一詞的出現可溯至 1994 年文建會（今日之文化部）倡導之「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然而當時社會對於「社區」之概念，不若同樣描述「特定地理範

圍內的集居狀態」之「鄰里」、「村落」、「部落」等來的為大眾所熟悉。 

根據《人心之華》一書指出，「社區營造」之概念係來自於日本之造町（まちづ

くり）、英國之社區建築（community architect）、或美國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等，而當時翻譯為「社區」即意味著由人口較少或面積比較小的地方開始，

較易於喚起人們參與。 

此外，《社區建築》一書之定義：「社區建築或社會建築是由最終使用者主動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 
 

與而完成的建築。此一用語也往往描述包含社區規劃、社區地景及其他關乎社區技

術協助等行動之運動」。而日本建築師延藤安弘（えんどう やすひろ）對造町之說

明：「造町不只重視硬體環境的改善、也將軟體領域，例如居民的建築、福祉、教

育、社區形成等放入視野中，同時考慮物質環境的改善及無形的生活品質的提升。」 

臺灣對「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識作為前提和

目標的，藉著社區居民積極參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識，經由社區的自主能

力，配合社區總體營造理念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立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

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

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化活動

等。如此，因社區民眾的自主參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得以提昇、文

化產業經濟再行復甦，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力再現。如此

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參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稱之為「社區總體營造」。25由

此可知，社區之營造係來自於生活於當地的居民位追求更美好的生活空間與環境，

而自發性的參與及投入，非由上而下地推動執行。 

根據曾旭正教授《台灣的社區營造》一書的說明，中文「社區」係由英文

「community」翻譯而來，而日文則將其譯為「生命共同體」，精確來說「community」

實際上包括「社群」與「社區」兩種涵意。其中的社群並沒有地理空間的範圍，可

以是分散於各地卻有共同關懷或行動目標的一群人，彼此形成生命共同之認同感即

可稱為社群，例如透過網路連結而形成同好；而社區則指彼此間形成生命共同體，

並且在地理空間上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因此，不論社群或者社區，兩者之主要條

件係為「一群人形成生命共同的關係」。 

美國社區營造專家馬蒂西克（Paul W. Mattessich）與蒙西（Barbara R. Monsey）

對社區營造之定義：「居住於可明確界定地理區域的一群人，在他們彼此之間以及

他們與其生活所在之間形成社會的與心理上的聯繫。」（people who live within a 

                                                       
25  台灣社造聯盟，http://47go.org.tw/article/480，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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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ly defined area and who hav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tie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place where they live.） 

由上述定義可瞭解所謂「生命共同的關係」，可分為兩個層面：其一是人與人之

間形成社會的與心理的聯繫關係，另一是人們與其生活所在之環境間形成了社會與

心理的聯繫，而稱之為「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 或社區意識）。因此，進一

步將「社區」與「社區感」作區分，前者僅是存在於同一區域、區域空間本身，而

後者除了共同存在於同一區域空間之外，更包括了生活於其中的人彼此間之關係聯

繫，以及人與地區空間之心理上的聯繫。而一般所稱之社區，應為擁有社區感之聚

落而非聚落空間。 

也因此「社區營造」便是在社區中建構、營造社區感，其可分為兩種對象，其

一係針對城市開發而形成之新興社區，可視為是無中生有地藉由社區營造而建造社

區感；其二則為鄉村人口外移而淡化了原本存在之社區感，而必須透過再造招喚社

區感而增進聚落彼此之間的關係。不論是營造新興社區或是鄉村再造，皆須要長時

間地投入與集體的經營，並且具備相當之創造性。有別於社會工程或工程營造，「社

區營造」取其需藉由經「營」與投入創「造」作為「社區感」建構之理念目標與方

法手段之意。 

此外，日本千葉大學宮崎清（みやざき きよし）教授認為社區營造之具體行為

係可分為五個面向：人、文、地、產、景，而曾旭正教授進一步指出其中的「人」

係指居民共同需求的滿足、社會關係之經營與生活之創造；而「文」指社區共同歷

史文化之延續與藝文活動之經營，社區營造係為一種內發性的營造，而內發性即社

區透過引導活動將所擁有之獨特歷史與個性轉化為內部的認同感（如地方文史調查

整理、策畫以及舉辦藝文活動、節慶祭典等），並作為後續行動之基礎；「地」則是

社區所在之地理特色之維護與發揚並強調在地特色，包括了人們面對土地之態度、

生活習性與風俗等；而「產」係將在地產品的創發與行銷、集體地推展在地經濟活

動，透過在地產品使居民在心理層面對地方有更深的認同，而產品的產製與銷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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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助益地方經濟的發展，「地產地用」是社區營造在「產品／產業」面的核心主張，

也使每個社區皆有為其居民所自豪而愛用之特產；至於「景」即居民投入社區景觀

之營建以創造社區獨特景觀、與生活環境之永續經營，而社區感亦使居民持續關心

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等公共空間之維護與經營。 

 

貳、 觀光城鄉與鄉村觀光 

一、 觀光城鄉 

根據日本學者西村幸夫（にしむら ゆきお）的《大家一起來！打造觀光城鄉》

一書指出，關於「城鄉營造」與「觀光」最常被提到的基本問題在於，兩者與地域

之間的關係，即地域社會、地域環境與地域經濟等。 

其中，城鄉營造最欠缺的就是善用地域經濟的觀點，原本城鄉營造就是以維持、

提升地域社會以及地域環境為主，對於發展地域經濟的對外意識也相對薄弱（僅以

維持經濟狀態之穩定為前提）。而典型的城鄉營造工作者，大多不喜歡「觀光」這個

名詞，因為觀光客對他們而言，是被排除在「我們」領域之外的局外人。因此，城

鄉營造工作者通常不想跟這些局外人合作。 

然而，隨著城鄉中心地區的空洞化、或是人口減少、消費者行為有所改變，導

致地域經濟面臨窘境，也因此開始思考這似乎可以透過地域的觀光得到解決，即除

了當地居民之外，還需要拓展到交流人口才行，目前地域社會中維持「我們」觀點

的人開始為了增加「我們的同伴」，因此不再如過去將觀光客視為外來訪客，而是可

以增進彼此交流的夥伴，這也是關鍵所在；而在觀光領域中，如果能夠藉助當地社

會的力量，有效利用地域環境，必定能夠對當地的經濟有很大的貢獻。 

「觀光」與「交流」兩種用詞也暗示著「我們」與「他們」兩者之間的距離的

改變，即將來訪的旅客視為客人或者將其視為同伴對帶。過去各地所推動的城鄉營

造運動，就是保留這些地方城鄉或部落本身的魅力特色、使有個性的人或有堅定生

活信仰的人傳遞自己城鄉的生活文化，讓外來的訪客心生羨慕而到訪、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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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將城鄉營造朝向以交流為方向再進而擴大到觀光；但也由於城鄉營造本質

上會盡量避免以觀光為目的，從交流朝向觀光的發展也須留意降低過於在意外部之

看法而過度改變內部社會或環境之行為，然而在地居民可以適度將身分轉換為短暫

停留的外地旅客，使原本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又再度別具特殊風味，進而客觀地重

新認識、審視在地環境而使其更美好，而城鄉營造之首要之道即在於─瞭解自己所

居住的城鄉，使其對自己所居住的城鄉更加依戀而透入營造活動，更對自己身為該

城鄉的一份子而感到與有榮焉。 

對參與活動的工作者來說，各地的活動都是獨一無二，而「城鄉營造」最大的

動機就是重新發現、創造該城鄉最引以為傲的特色，最典型的方式即「以歷史或文

化的資源」作為其特殊性。若推動城鄉營造能對地域經濟有所幫助，從地方最引以

為傲的特色發展觀光，會是一個好的切入點。 

在三者（城鄉、觀光、與訪客）之間保持平衡、讓三方皆能受到尊重與重視，

同時找出共通點將對日後無論在思考城鄉營造的問題與觀光政策皆有所幫助。所

以，打造觀光城鄉是以地域社會為主體並善用地域的環境資源，藉以促進地域經濟

繁榮的整體活動。 

另一方面，地域本身擁有真正的歷史或深度文化等資源，藉由大家共同投入合

作改善公共空間、或制定地方規則去整治街區等，並試圖以該些魅力吸引外部的觀

光客到訪。因此，地區發展觀光並非投觀光客之所好而重新建構樂園或新形式的觀

光園區，而是發掘本身所擁有的特色而透過修飾、包裝以作為吸引觀光客之主要因

素，亦即以地方作為主題而成為觀光之關鍵要素。 

 

二、 鄉村觀光（Rural Tourism）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994 年提出的「觀光策略與鄉村發展」（Tourism Strateg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報告指出，將對於政府政策的較少投入之處，而相對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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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觀光發展大多由市場力量或者私人企業，因此「觀光」使鄉村活動（rural 

activities）有別於過去的農業活動。此外，隨著公共交通的發展、備車率（租用或

自有）提高等交通條件的改善，亦使鄉村旅遊不再只是停留在特定規畫的風景區而

可以各種旅遊型態深入鄉村進行觀光。該報告進一步對鄉村觀光之定義為發生在鄉

間的觀光（rural tourism is tourism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countryside），即包含所有

戶外社會的、生態的活動。 

此外，根據鄭建雄教授之《休閒與遊憩概論─產業觀點》一書指出，鄉村旅遊

係指非當地居民至非都市土地上進行之觀光旅遊活動，利用原有的自然生態、農業

生產、農村生活與文化活動，並在某種程度上與當地居民產生互動，而產生休閒遊

憩活動的旅遊型態。其進一步依據資源基礎將鄉村旅遊分為四種類別：自然旅遊、

觀光農業導向、鄉村度假導向、文化旅遊導向等，如表五所示。 

 

表五 鄉村旅遊分類表 

 資源利用導向 資源保護導向 

自然資源為基礎 觀光農業導向 

農業節慶活動/  

教育農園/ 觀光採摘園

自然旅遊導向 

九寨溝/ 大堡礁/  

森林旅遊 

人為資源為基礎 鄉村度假導向 

綠色度假村/ 度假農場/ 

休閒農場 

文化旅遊導向 

民俗節慶活動/ 民俗旅

遊村/ 麗江古城 

（資料來源：《休閒與遊憩概論─產業觀點》，鄭健雄，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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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對「文化觀光」之定義：

「本質上出於文化動機而移動的人，例如遊學、藝術表演、文化之旅；為了參加節

慶、或其他文化活動而旅行；參觀歷史遺跡；為研習自然、風俗或藝術而旅行以及

朝聖等。」（movements of persons for essentially cultural motivations such as study tours, 

performing arts and cultural tours; travels to festivals and other cultural events; visits to 

sites and monuments; travels to study nature, folklore or art, and pilgrimages.） 

而美國國家藝術經濟聯盟（National Assembly of State Arts Agencies, NASAA）

則認為，文化觀光本質上係由地方、傳統、藝術形式、慶典以及形塑國家及其人民

的經驗等所組成。（Essentially, cultural tourism is based on the mosaic of places, 

traditions, art forms, celebrations and experiences that portray this nation and its people.）

26 

文化觀光為觀光形式之一，即以文化為目的觀光旅遊活動。根據《文化觀光》

（Cultural Tourism）一書指出，所有觀光活動都包含著對體驗及產品的消費，而文

化觀光亦是如此。而文化觀光旅客藉由消費體驗各種不同的文化體驗，其為了深入

學習、體驗或自我探索而產生旅行的動機。 

觀光的本質是一種商業活動，觀光旅客為了尋求體驗而旅行，地方社區則藉由

旅客而獲得經濟效益。其中，觀光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收入的大部分是由體驗的促成

者而非體驗的提供者，即觀光旅客在一次觀光的消費比例中，少部分是針對景點的

花費（體驗提供者），而大多數費用係用於交通、飲食、住宿、遊覽佣金等（體驗促

成者）。 

然而，並非所有地方社區所擁有之文化資產皆具有觀光潛力，其須享有聲譽、

能提供可消費的體驗、有趣且獨特、完善、能吸引訪客以及可及性等條件。而對於

                                                       
26  NASAA，

http://www.nasaa‐arts.org/Research/Key‐Topics/Creative‐Economic‐Development/Cultural‐Visitor‐Profile.
ph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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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觀光價值的「文化資產」，在《文化觀光》一書中亦指出，根據蘇麗文（Sharon 

Sullivan）及皮爾森（Mike Pearson）指出在美國將其稱為「文化資源」，而「文化遺

產」一詞則較為廣泛使用，其中前者係視文化資產為有經濟價值、可被開發的；而

後者則承認該文化資產之非經濟價值且將其視為祖先所遺贈的財產，因此對該資產

有公眾的義務與責任。 

 

肆、 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6 年提出「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

定義：「藉由參與藝術、遺跡、地方特色等學習活動，並與居住於當地的人民產生連

結而創造生活文化，即一種直接且真實體驗之旅行。」（Travel directed toward an 

engaged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 with participative learning in the arts, heritage, or 

special character of a place, and it provides a connection with those who reside in this 

place and create this living culture.）。 

隨後，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8 年於美國新墨西哥聖達菲（Santa Fe, New 

Mexico, U.S.A.）舉行「創意觀光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ve 

Tourism），持續挖掘以參與之形式學習關於藝術、遺產或關於地方之特質，能實際

參與並獲得真實經驗的觀光活動。（Creative Tourism is tourism directed toward an 

engaged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 with participative learning in the arts, heritage or 

special character of a place.） 

根據創意觀光網絡（Creative Tourism Network）指出：「創意觀光的資產（creative 

tourism’s assets）包括：(1) 提升文化涵養與居民自信；(2)修復有形及無形遺產；(3)

多樣化觀光活動而無須預先投資；(4)由於新需求而使文化建設具有利益；(5)新型式

觀光增加高附加價值與購買力；(6)真實性與永續性；(7)更好的配銷活動；(8)提供藝

術部門與公司服務單位新的財務資源；(9)藉由品質與真實性之優勢（不論區域的規

模）而提升至國際層級；(10)吸引人才；以及(11)經濟活動成長與增加就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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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nrichment and positive effects upon the residents’ self-confidenc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recovery;  Diversification of tourism activity without previous 

investment; Positive effects upo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thanks to 

this new demand; Attra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tourism, endowed with a high added 

value and purchasing power; Authenticity and sustainability; Be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activity along the year; New funds of resources for the artistic sector and the companies 

of services; Possibility to highlight at international scale with a proposal based on quality 

and authenticity,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the territory; Talent attraction; Economic 

activity growth and possible jobs creation.）27 

「創意觀光」之概念可追溯至 2000 年由英國學者羅傑斯（Greg Richards）與雷

蒙（Crispin Raymond）提出：「創意觀光為文化觀光的一種形式，其使得到訪者主

動地藉由課程參與、經驗之學習等活動而發展其創意潛能，而該些課程活動內容即

來自於該地方所具有之特色。」（Creative tourism is a form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ourism which offers visitors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urse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oliday destination where they are taken.’）28 

羅傑斯（Greg Richards）在 2008 年的「創意觀光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ve Tourism）中指出：文化觀光過去被視為改善過去低品質大眾

觀光的一種形式，然而實際上卻發展成為另一種大眾形式的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 has been seen by many destinations as the antidote for low quality mass tourism 

but many visitors are now becoming disillusioned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mass market 

experiences.）因此，新文化觀光者開始尋求另一種小規模、或者其他觀光者尚未發

                                                       
27  Creative Tourism Network， 

http://www.creativetourismnetwork.org/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
og&id=37&Itemid=84&lang=en，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28  Creative Tourism Network，

http://www.creativetourismnetwork.org/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
og&id=37&Itemid=84&lang=en，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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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地方，而該些地方能提供新文化觀光者透過實際參與地方活動、藉由與居民接

觸而體驗地方文化、甚至試圖成為地方社區的一份子。（Many visitors prefer to seek 

out small scale, out of the way places that other cultural tourists have not yet found. What 

the tourist is seeking in these local places is to experience the destination as the local 

would, to feel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enjoy more contact with real people and 

engagement with local culture.）29 

創意觀光為文化觀光新衍生的一種新形式，兩者差別在於文化觀光者係透過消

費以形成文化經驗（consumers of cultural experiences），而創意觀光者藉由參與創意

活動（creative activity）而體驗地方文化，即與地方居民近距離合作、參與產生創意

式、參與式或者更具互動性的體驗（creative, participative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根據英國創意觀光顧問坎貝兒(Catriona Campbell）對創意觀光之定義：「提供觀

光者從事創意活動（包括藝術、工藝或廚藝等工作坊），並在優良的住宿環境下與地

方人民產生連結。」（Tourism that offers visitors a creative pursuit (including arts, crafts 

and cookery workshop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in high quality accommodation, 

and to connect with local people in a distinctive destination.）30 

而布里格斯（Susan Briggs）亦提出：「觀光的動機全部或一部分來自於對歷史、

藝術、生活風格或遺產等之興趣，而不同於以往對於陽光、海水或沙灘等大眾形式

的經驗。此外，其鼓勵拉近藝術與觀光部門間距離的活動，包括享受視覺或表演藝

術、藝廊、遺產、藝術工作室、藝術市集、公共藝術、建築、節慶及其他藝術活動

等。」（Tourism motivated wholly, or in part by interest in the historical, artistic or 

lifestyle/heritage offerings of a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emerged to meet the demand 

from visitors looking for more than ‘sun, sea and sand’ mass market experiences. It 

encourages arts and tourism sectors to work more closely together and it encompasses 

                                                       
29  Tourism Insights，

http://www.insights.org.uk/articleitem.aspx?title=Creative%20Tourism%20Providing%20a%20Competitive
%20Edge#About%20the%20author，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30  Catriona Campbell，http://www.catrionacampbell.co.uk/，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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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s to enjoy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museums, galleries, heritage attractions, artists 

open studios, art fairs, auctions, public art and architecture, films, festivals and other 

cultural events.）31 

擁有觀光地理學（Geography of Tourism）背景並曾參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政策

規畫的歐森（Rossitza Ohridska-Olson）對創意觀光之定義為：「創意觀光為文化觀

光（藉由文化資產吸引觀光者到訪）的一種形式，亦為創意社區發展的一種形式，

即透過與外界互動促進創意產業，而同時使地方經濟也藉由觀光而提高收益。」（The 

creative tourism is a form of cultural tourism – it counts on cultural assets to attract 

travelers to a destination. It is also a form of creative community’s development – by 

stimulating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outside, the local economy improves beyond the 

profits from tourism.）32 

以下表六係將各專家學者對於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之定義進行比較整理： 

 

表六 創意觀光（creative tourism）定義比較表 

專家學者/單位 年分 定義 

羅傑斯（Greg Richards）與雷蒙

（Crispin Raymond） 

2000 創意觀光為文化觀光的一種形式，其使到訪者

主動地藉由課程參與、經驗學習等活動而發展

其創意潛能，而該些課程活動內容即來自於該

地方所具有之特色 

布里格斯（Susan Briggs） 2005 觀光的動機全部或一部分來自於對歷史、藝

術、生活風格或遺產等之興趣，而不同於以往

對於陽光、海水或沙灘等大眾形式的經驗。此

                                                       
31  Tourism Insights，

http://www.insights.org.uk/articleitem.aspx?title=Creative%20Tourism%20Providing%20a%20Competitive
%20Edge#References，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32  Cultural Realms  ，

http://www.culturalrealms.com/2010/07/the‐creative‐tourism‐business‐model.html#ixzz201Qzghln，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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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鼓勵拉近藝術與觀光部門間距離的活

動，包括享受視覺或表演藝術、藝廊、遺產、

藝術工作室、藝術市集、公共藝術、建築、節

慶及其他藝術活動等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6 藉由參與藝術、遺跡、地方特色等學習活動，

並與居住於當地的人民產生連結而創造生活文

化，即一種直接且真實體驗之旅行 

創意觀光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ve Tourism） 

2008 參與式的學習關於藝術、遺產或關於地方之特

質，能實際參與並獲得真實經驗的觀光活動 

坎貝兒(Catriona Campbell） 2009 提供觀光者從事創意活動（包括藝術、工藝或

廚藝等工作坊），並在優良的住宿環境下與地方

人民產生連結 

歐森（Rossitza Ohridska-Olson） 2010 創意觀光為文化觀光（藉由文化資產吸引觀光

者到訪）的一種形式，亦為創意社區發展的一

種形式，即透過與外界互動促進創意產業，而

同時使地方經濟也藉由觀光而提高收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此外，歐森（Rossitza Ohridska-Olson）亦提出創意觀光之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與文化觀光之差異，如表七所示。首先，在資源上，相較於「文化觀光」以

地方所擁有的標誌性的建築、大型節慶、歷史遺產或者活躍的文化生活為主要觀光

項目，例如義大利、法國、西班牙、埃及或英國等；而「創意觀光」則著重於學習

與體驗創意過程，如智利的織布（textiles weaving）、俄羅斯的聖像畫（icon-painting）

等，需求係來自於濃厚的傳統、多樣的嗜好與手工藝製作等，也由於創意觀光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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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備歷史性建築、也不必要列於教科文組織的慶典活動清單中為前提，因此其內

容形式相當多元可延伸至各種國家、城市甚至是小型城鄉、村落，也由於地緣幅度

的擴大使得原本無法發展文化觀光的城鄉、社區，能藉由發展創意觀光而因此增加

利益。33 

 其二在利益分配上，「文化觀光」藉由觀光稅、博物館或節慶活動之入場費、

或販賣紀念品之所得等，大部分的觀光發生於外部而由旅行社或其他執行者，相對

地較少利益直接地分配至當地社區；而，「創意觀光」的優勢在於，社區的經濟不

只是藉由觀光輸出（tourism exports）而能直接地得到回饋並支持地方的基礎建設等。 

 其三在觀光動機上，「文化觀光」極大比例在於所謂的「附屬的文化觀光者」

（accidental cultural tourists），其觀光動機並非來自於對文化資產感到興趣因而對

文化觀光產品僅進行一次性地消費，因此較難進行財務預測或規畫，以美國統計數

據為例，歸類為針對文化遺產之旅的文化觀光者數據落差相當大（介於 NEA 之 14% 

至 Mandala research 的 78%之間）；而「創意觀光者」的觀光動機來自於學習與參

與文化活動的創作，因此較為容易與一般性的觀光者作區別，也因此易於預測、計

畫創意觀光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發展。 

 

                                                       
33  Cultural Realms，http://culturalrealms.typepad.com/files/creativetourismbm_article_1_lr.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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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文化觀光與創意觀光比較表 

 文化觀光 創意觀光 

資源 以地方所擁有的標誌性的建築、大

型節慶、歷史遺產或者活躍的文化

生活為主要觀光項目，例如義大

利、法國、西班牙、埃及或英國等

著重於學習與體驗創意過程，需求係

來自於濃厚的傳統、多樣的嗜好與手

工藝製作等，因此其內容形式相當多

元可延伸至各種國家、城市甚至是小

型城鄉、村落，也由於地緣幅度的擴

大使得原本無法發展文化觀光的城

鄉、社區，能藉由發展創意觀光而因

此增加利益 

利益分配 藉由觀光稅、博物館或節慶活動之

入場費、或販賣紀念品之所得等，

大部分的觀光發生於外部而由旅行

社或其他執行者，相對地較少利益

直接地分配至當地社區 

社區的經濟不只是藉由觀光輸出

（tourism exports）而能直接地得到回

饋並支持地方的基礎建設等 

 

觀光動機 極大比例在於所謂的「附屬的文化

觀光者」，其觀光動機並非來自於

對文化資產感到興趣因而對文化觀

光產品僅進行一次性地消費，因此

較難進行財務預測或規畫 

觀光動機來自於學習與參與文化活

動的創作，因此較為容易與一般性的

觀光者作區別，也因此易於預測、計

畫創意觀光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發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創意觀光帶給地方社區無形的利益，例如吸引來自其他地方的人才、創意產業

的繁盛而促使地方社區正向發展，亦能產生實體優勢如帶動更好的事業、房地產、

人力資本氛圍等（better business, real estate and overall human capit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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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觀光的經營模式相當多元，例如創意與探險觀光（creative and adventure 

tourism）、文化與創意觀光（cultural and creative tourism）、考古與創意觀光

（archaeology tourism and creative tourism）、或者酒、美食與創意觀光（wine & 

gourmet tourism and creative tourism）等。各地方依據其所擁有資源而發展不同創意

觀光，也有將過去發展文化觀光的資源轉作為創意觀光（如巴塞隆納），甚至亦將

文化觀光與創意觀光進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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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探討以風土資本發展創意觀光之資源整備與營造，首先採用「文獻回

顧法」、「參與觀察法」、與「訪談法」，針對文獻進行統整並作為後續之問題基礎並

提出假設，並藉由觀察與訪談實地瞭解實務上人的行為與執行模式，而取得第一手

資料作為個案內容之「個案研究法」，以及將本研究之四個個案進行歸納分析比較之

「比較研究法」、與「探索性研究」試圖歸納假設問題之結論。 

 

壹、 文獻回顧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包括書面文獻、與影像記錄等。書面文獻包括論文文獻之外，理論書籍、

雜誌、期刊、政府出版品、電子圖像書面、採訪記錄等次集資料（secondary source）。 

 

貳、 參與觀察法 

實際參與個案活動，並體驗課程、實作、走訪行程；也由於部分個案尚建構當

中而無文獻資料、或尚未明確定案之籌備期，因此透過實際參與以瞭解活動之實際

內容。共分為三段觀察參與，分別為竹文化論壇、臺東音樂部落、以及鹿谷茶體驗

行程，以取得第一手資料。 

 

參、 訪談法 

在觀察過程中與參與進行對話，對象包括設計師、工藝師、在地居民、記者、

因活動回鄉參與之青年、地方長輩，此外即針對本研究之主要探討對象整備／營造

者進行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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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藉由個案將四個地區之整備／營造者及團體、地方社群、環境和發展歷程等觀

察記錄、並分析，就其內部和外部的影響作資料統整。 

 

伍、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 

將個案初步分析後進行比較四者之間之異同，並兩兩交叉討論以進行歸納。 

 

陸、 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 

試圖藉由前述文獻資料及第一手觀察訪談資料進行分析，以探索整備／營造者

之特質或共通性，歸納出結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第二節 研究流程 

首先描述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並提出研究之目的與假設問題，接著進行資料

蒐集、文獻閱覽，在實際參與觀察與訪談以取得第一手資料，並分別作為四個個案

研究分析、再作綜合交叉比較之後，探索式歸納出結論與建議。 

 

 

圖十一 本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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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兩個主要限制： 

一、 個案部分資料係採取訪談方式，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據受訪對象之陳述作為

討論素材，同時佐以書籍、論文等出版文獻作為校正與提高訪談口述內容之準

確度與可信度。 

然，當口述資料缺乏既有文獻作比對時，將以前者為主要依據，因此本研

究素材仍可能因受訪者對過去事件之記憶、詮釋與口述表達方式而使記載與其

他文獻之間有所差異。 

 

二、 本研究之個案─鹿谷地區屬初步發展階段，因此其中部分規畫內容尚未實

行，未來將有變更或不實行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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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在於，發掘風土條件之文化與生態等特質，並透過風土條件所產

生的地方感而匯集人力、物力，並在盤點人員、資源等過程中醞釀營造之動力，藉

由社區群體力量建構出適地性／在地性之商品與服務業，以作為發展創意觀光活動

之觀光要件。 

此外，將過程分為三種層次之參與者：其一、整備／營造者，其為價值活動之

關鍵者，擔任主要發起人之角色起，因此將會作為本研究之討論項目；其二、具有

或認同地方感之社群將風土條件進行價值轉化，其亦為實際執行、建構的參與者，

也可能是在地的個人式創業者；其三、到訪者，其為參與觀光活動之消費者，同時

在學習與體驗的過程中成為傳承宣揚地方文化之人。 

 

  

圖十二 本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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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描述（一）─竹山與鹿谷地區 

第一節 南投縣竹山鎮 

「竹山」是南投縣境開闢最早的地方，同時也是全臺灣開闢最早的地方之一。

明朝末年（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將荷蘭人驅離臺灣後，開始寓兵於農即於「林圯

埔」（今竹山、鹿谷一帶）進行開墾。自明朝永曆年間至清朝光緒年間，隨著地理區

域的劃分，竹山地區陸續涵括於水沙連、水沙連堡（道光年間，包括目前竹山鎮、

鹿谷鄉、集集鎮與名間鄉等地區）、沙連堡（西元 1888 年，光緒 14 年，範圍縮小至

僅包含目前竹山鎮、鹿谷鄉與信義鄉一帶）等區域內。 

至於轄區劃分，1886 年（光緒 12 年）雲林縣設立時，縣治即位今竹山鎮雲林

里，因此有「前山第一城」之美名； 1893 年由於濁水溪溪水氾濫成災，雲林縣治

遷往斗六。西元 1901 年設林圯埔支廳係屬於斗六廳管轄，而 1909 年斗六廳廢止，

林圯埔支廳併入南投廳。 

至日治時期，竹山之名稱出現於西元 1920 年（日治大正九年，民國九年）；光

復後 1945 年（民國 34 年）當時竹山鎮係隸屬於臺中縣竹山區內，直到 1950 年（民

國 39 年）政府實施地方自治，竹山鎮才劃歸南投縣管轄。 

 

壹、 地理環境與歷史背景 

一、 地理環境 

（一） 地理位置 

根據竹山鎮公所資料顯示，竹山鎮位於南投縣之西南方，請參考圖十三；面積

共 247.433 平方公里（約與臺中市相當），其中 83%為山嶺，東西長約 18.5 公里，

南北長約 23 公里，形狀猶如一只長統馬靴。34 

                                                       
34  竹山鎮公所網站，

http://www.chushang.gov.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0761B6DB‐A115‐4B35‐8A75‐998209EA3
3CB}，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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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南投縣地圖 

（資料來源：中華郵政網站35） 

 

竹山鎮除了與南投縣內的信義、鹿谷、集集、名間等鄉鎮交界外，竹山鎮西側

與彰化縣（二水鄉）、雲林縣（林內鄉、斗六市）相鄰，最南端之大鞍里則與雲林縣

（古坑鄉）、嘉義縣（阿里山鄉）等三縣市交界點，如圖十四所示。 

 

                                                       
35  中華郵政網站，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q_localpost/index.jsp?ID=122203，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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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竹山鎮與其他鄉鎮相對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二） 氣候 

屬於亞熱帶氣候，年均溫約為 22.3 度，年雨量集中於 4 月至 9 月之間，冬季乾

旱，受地形影響各地之溫差較大，而發展不同氣候型態之農作。 

 

（三） 地形地勢 

竹山幅員遼闊且地形複雜，境內除了西部為狹長台地平原之外大部分為竹山丘

陵，地勢由東南向西北遞減，海拔介於 100 至 2,300 公尺。 

 

（四） 交通 

竹山在交通上具重要角色，自清同治、光緒年開山撫番，由南、中、北三路開

路通後山東臺灣，其中的中路（即臺灣中部第一條橫貫公路），即由竹山為起點通到

花蓮之玉里，西元 1875 年（光緒元年）吳光亮率兵自竹山經鹿谷、信義，越八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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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脈到花蓮玉里。 

 

二、 歷史背景 

西元 1661 年（明朝永曆 15 年）鄭成功派遣林圯（福建同安人）赴斗六門進行

開墾，再東進拓地至竹山。1668 年（明朝永曆 22 年）遭水沙連番來襲，林圯與部

下糧盡而被殺，為紀念林圯開拓之功，是以「林圯埔」作為地名。竹山為南投縣境

開闢最早的地方。 

於西元 1669 年後之開發地段向濁水溪流域開拓，清朝前期漢人開墾方向由濁水

溪沿岸逐漸轉往山麓地區，林圯埔街形成街市，是為農產及貨物的交易中心；而在

清朝中葉後更往山區前進。當時開山撫番係從林圯埔（南投縣竹山鎮）至璞石閣（花

蓮縣玉里鎮）之道路開通後，竹山成為前進後山地區的首要重鎮。 

西元 1887 年雲林縣舊城係設於林圯埔之雲林坪（因此林圯埔又名雲林坪），根

據日本地名學者安倍明義之認為，「雲林」一名的由來係與竹山實景有關，即「雲林

坪，因此地東界一帶，山峰毗連，入夜雲霧深濃，呈關閉森林之形勢」，此時林圯埔

成為兼具政治與商業功能的市街。而後，1893 年（清光緒 19 年）清朝政府將縣城

遷往斗六，雖失去行政功能，商業仍興盛。 

 

貳、 竹山鎮與風土資本─竹 

竹於全世界分布的面積高達 2,200 萬公頃，生長範圍從平地到 3,000 公尺的高

山，其中亞洲約 1,400 萬公頃，佔全世界竹林面積達 70%。分布於北緯 46 度至南緯

47 度之間，南北回歸線間之亞熱帶地區為全球竹類最多、竹資源最豐富的地帶。 

根據《好竹連山》一書指出，竹之花序與禾草相似，中空有節而狀似蘆葦，因

此部分學者將其歸於禾本科（Gramiease）之刺竹屬，然而竹稈實已木質化，葉片基

部收縮成葉柄狀，且葉片與葉鞘之間有關節、成熟時兩者分離等特徵又與禾草科不

同，因此將竹歸屬於禾本科之亞竹科（Subfamily Bambusoideas），亦有部分學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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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獨立分屬於竹科（Bambusacae），分類學上仍有分歧。全世界有 65 屬、1,200 多

種，其中亞洲所佔比例最多擁有 37 屬、約 700 餘種，而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高溫

多雨的氣候剛好適合竹的生長，因此臺灣的竹種類多達 60~70 種，大致可分為熱帶

叢生竹以及溫帶散生竹兩大類。 

而臺灣最主要運用叢生竹中的刺竹、長枝竹、麻竹與綠竹，以及散生竹中之孟

宗竹與桂竹等六種，其中又以後兩者之運用最為廣泛。孟宗竹稈面平滑、材質堅硬

而竹節間距低、竹肉厚而紮實；桂竹擁有細緻紋理、外皮較硬且堅韌，易彎折並富

有彈性。兩種竹類皆適合應用於建材、家具、竹雕或造紙等日常用品，位於臺灣南

投縣的竹山鎮（林圯埔）便以富產竹子而聞名遐邇，更因而得名。由於竹子生長快

速，約三至五年即可砍伐利用，因此一直是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 

 

參、 竹文化 

 

「寧可食無肉，不可居無竹，無肉令人瘦、無竹令人俗……」 

─宋‧蘇東坡《於潛僧綠筠軒》 

一、 臺灣之竹文化 

自農業時代竹與人類的生活便產生密切的關係，不論食、衣、住、行、育、樂

各種生活面向皆以竹為料而加以利用。 

臺灣竹產業的發展，從原住民及後續移入的漢人皆就地取材產製最基本的實用

生活用品（如竹簍、竹蓆等）；清末至日治時期，當地居民已經會自己製作工藝產品，

最關鍵的時期是在西元 1935 年（民國 24 年），日本政府安排兩位竹工藝師（池田信

一與土居國太郎）至竹山進行竹工藝的授課教學，主要項目為花器、行李箱、麵包

籃子等較高級之器物，也顯示出當時的生活水準提高（主要顧客為律師、醫師、會

計師等），雖然當時日本政府主要目的在於將工藝品回銷至日本，卻也奠定了竹工藝

轉型的基礎。此外，同時也安排福州師傅到臺灣教學再回售大陸市場，目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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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最前身便是當時日本政府設立的「竹山郡竹材工藝傳習所」。 

 

二、 竹山之竹文化與竹藝 

後來日本政策朝輕工業發展，因此手工藝成為其中的執行項目。亦成為光復後

政府推動的重要經濟政策之一，再配合西元 1953 年（民國 42 年）美國援助之下，

安排「萊特公司」到臺灣協助手工藝發展，而竹藤為其中發展項目之一，主要在於

工藝品之人才培養、開發與行銷活動，並藉由工藝品打樣讓美國認識臺灣之竹工藝。

然而這一切終究來自日治時期打下的基礎（竹山郡竹材工藝傳習所），使竹藝不只是

製作生活用品，進而轉化為能收藏與欣賞用之竹工藝品，亦可將此視成為當時之文

化創意活動。 

農復會亦將資源投入傳統工藝，可視為光復後政府最重要的經濟目標，加上日

本的產業更迭，因此將竹製品產業移置臺灣，一方面能透過日文與臺灣人溝通，另

一方面臺灣工資仍較低廉（相較於日本的工資以及日幣升值），並於 1950 年（民國

39 年）開始陸續成立三大生產合作社：頂林竹業生產合作社、瑞竹林業生產合作社

以及 1960 年（民國 49 年）的大鞍林業生產合作社，可視為社區發展。 

美援挹注之下、政府陸續大力推動、與農林配合生產，因此開啟第一次臺灣竹

產業經濟奇蹟，使竹產業達到巔峰。1973 年（民國 62 年）經濟部工業局於竹山成

立「竹山竹木農村加工區」，接著於 1974 年（民國 63 年）竹山高中開辦美術工藝課，

分別以前者使竹產業形成區塊進而外銷，而後者藉由人才的培育同時帶動了臺灣的

竹產業。 

此外，竹山目前登記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 13 項文化資產當中，有 3 項便是與

竹工藝相關，一項重要傳統藝術（竹編工藝）與兩項一般傳統藝術（竹工藝-黃塗山

與竹工藝 (籃胎漆器)-李榮烈）。可見竹對於竹山地區之歷史淵源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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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竹藝博物館36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指出，南投縣因擁有豐富的竹林資源，生活常用竹材遍

佈，日治時代位於南投縣東南側之林圯埔大坪頂地區，變因孟宗竹林相幽美乃定名

為竹山。因此，「竹藝博物館」於 1988 年成立並隸屬於南投縣的，是為臺灣第一座

啟用知地方文物特色館。 

有鑑於早在 1974 年（民國 63 年）竹山延平地區設立竹材專業加工區，便開始

推動竹產業。1987 年（民國 76 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落實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政策，並發揚各縣市文物特色，便由文化中心委託江韶瑩教授規劃設置「竹藝

博物館」，是唯一以「竹藝」為專題的地方性博物館。至今縣府仍持續致力於推動各

項傳統竹工藝相關傳習、活動。37 

 

 

圖十五 竹藝博物館 

（資料來源：竹藝博物館） 

 

「竹藝博物館」將展區分為廚房器具、禮俗竹藝、竹編區、竹雕區、農作器具、

戶外築種標本、竹家具區、交通及建築展區、竹工藝產業、漁獵器具、竹工藝分類

及相關工具、以及典藏名作展區。 

                                                       
36  竹藝博物館，http://www.nthcc.gov.tw/bamboo/01_in/01_list.as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3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
nfo&iscancel=true&caseId=ME0990100003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4.1&menuId=302，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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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 「竹藝博物館」之竹工藝分類及相關工具區 

（資料來源：竹藝博物館38） 

 

（二） 青竹竹藝文化園區39 

西元 1997 年（民國 86 年）鑑於臺灣竹產業被海外廉價竹藝品所取代，竹山大

片竹林被轉為其他作用而逐漸減少，「青竹竹藝文化園區」在南投縣竹山鎮富州山崙

下正式成立，園區內以在地現有的竹種為基礎研發竹盆栽，並透過導覽參觀竹林園

區、傳承傳統竹藝體驗並瞭解竹文化。 

 

圖十七 青竹竹藝文化園區 

（資料來源：青竹竹藝文化園區40） 

                                                       
38  南投縣文化局，http://www.nthcc.gov.tw/bamboo/01_in/03_list.asp?bull_id=98，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39  青竹竹藝文化園區，http://www.meworks.net/meworksv2a/meworks/page1.aspx?no=157235，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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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竹竹藝文化園區」佔地 1.2 甲，集結了竹林生產、竹藝工作與竹園經營等

多方心力而闢建，企圖在竹材、創作、營運三方面做垂直整合，使竹的生態、生產、

生活、創作、景觀等功能在此合而為一，係為兼具觀光休閒、生態保育、地方產業

與文化特色的竹類教育園區。除了延續傳統竹工藝技術、竹文化而規畫之外，亦藉

由開發竹料理餐點、竹炭產品讓大眾瞭解竹子的不同面向並吸引更多人接觸。 

曾於 1999 年（民國 88 年）成立青竹生產合作社，然而在九二一大地震後使的

園區建設全毀，隔年引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九二一重建會之振興地方產業三年計

畫，開辦婦女第二專長技藝培訓班以培育種子師資；此後與雲林科技大學合作開發

新式竹藝品，亦與手工藝研究所合作，研發創意竹餐具。 

2002 年（民國 91 年）開辦社區蕃茄農竹編果籃訓練班與竹水車製作培訓班、

參與社區小學鄉土教材編制，為社區居培訓竹藝技能與造就業機會，並辦理各式免

費夏令營，計畫將竹文化向下扎根，並於 2003 年（民國 92 年）獲青輔會選為十大

NPO 之一、配合農委會竹產業升級計畫，開辦生態導覽解說等多項研習班。此後配

合文建會（今文化部）、手工所開辦竹雕刻培訓班；獲經濟部工業局評選為生活創意

產業，主編農委會「臺灣六大經濟竹材的全材利用」專書，中小企業處輔導竹炭窯

場域美感計畫。 

2005 年（民國 94 年）參與國際竹文化節，負責竹生態館規畫、展出，同年「青

筠窯」落成、開發竹炭相關產品與竹炭特色餐；辦理勞委會多元就業方案「竹火初

紅：生態竹炭發展計畫」等。2006 年（民國 95 年）竹炭、竹醋液獲國家 CAS 認證，

並獲選經濟部生活創意產業、主辦南投縣 CAS 竹炭產品促銷展售會、編撰台灣 CAS

竹炭與竹醋液宣導手冊。 

 

                                                                                                                                                                 
40  青竹竹藝文化園區，http://www.meworks.net/meworksv2a/meworks/page.aspx?no=30423，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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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竹山文化園區（Jhu Shan Cultural Park）41 

「竹山文化園區｣位於竹山鎮南端，座落於竹山鎮的硘磘里；園區佔地 6.8 公頃，

以竹子實境生長的地緣關係而規劃，由農委會挹注一億五千多萬元打造完成的園區

位居於市街硘磘里的邊緣小山坡，歷經十七年的規畫建設於 2011 年初開幕。42 

 

 

圖十八 竹山文化園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在園區空間配置上，規劃五個空間場域，分別為：「竹博物館」（Bamboo 

Musuem）、「地方文化館」、「地方產業館」、「休閒廣場」以及「大地竹境」，可以看

見竹子在竹山的地緣、人緣、事緣，為文化產業整體性體系。園區亦規劃內涵建構

在生活技藝、生活產業、生活文化，以扣環住竹山的文化產業的社會生活脈絡。 

 

                                                       
41  竹山文化園區，http://culture.chushang.gov.tw/MySite/wSite/ct?xItem=2799&ctNode=239&mp=1，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42  大紀元，http://www.taiwanrate.com/interest‐rate‐tc‐1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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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竹博物館」之展設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竹文化園區」對竹山人可以作為休閒生活的空間，對於觀光客可以是文化觀

光發展的參訪景點；竹山鎮公所將提供竹山最好的竹文化產業及其他小吃資訊，以

振興竹山的產業商機。其所要呈現的是異質地誌的想像，以地緣性的規劃為內容引

發各需求層次的不同想像，增進觀光客對於竹子的環境認知以見證竹子的事件性，

以及在文化生活秩序上的影響力。 

從在地的生活知識中，發掘竹子在地方的價值，及看到地方產業的目前困境，

並透過議題參與而激發看待事情的能力，反思地方產業的發展與輔助，以解決地方

生活的問題，進而保存文化產業，使成為現代生活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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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竹山璞園竹藝文化園區（Jhu Shan PuYuan Art） 

1979 年（民國 68 年）在桃園的新屋成立，創立約一年後遷至竹山，當初以積

層竹材販售為主，約 5 年後轉型為竹家具零件販售，1989 年（民國 78 年）創立「璞

園藝術工坊」。 

璞園負責人為戴正祐先生，至今璞園投入竹藝產品的研究開發已有二十多年的

時間。 

 

圖二十 竹山璞園竹藝文化園區 

（資料來源：南投縣政府文化局43） 

 

近幾年曾有電腦及家電等 3C 大廠與璞園合作研究用竹子製作筆記型電腦、

USB 及手電筒的外殼，將竹子的元素加入原本冰冷的電子產品中，增加天然的美感

與溫潤的質感。甚至也曾有國內鞋廠前來詢問研製竹材足弓的可行性，璞園藉此彼

此交流技術、分享經驗，願使市場會越來越大，璞園很樂意和大家分享技術，希望

竹材得以廣泛運用，臺灣整個竹產業可以更加興盛。 

璞園突破竹材運用的藩蘺，試圖以高科技技術揉合傳統的工藝來製作層積竹傢

俱。開發初期因做工繁複，成本偏高，加上市場接受度不高，無法與木質傢俱競爭。 

雖過去曾遭遇這樣的挫折，但是璞園仍秉持著對竹的熱愛，在十年前以孟宗竹、

                                                       
43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http://www.nthcc.gov.tw/bamboo/06_link/01_main.asp?bull_id=288，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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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竹、方竹、紫竹等各式竹材運用竹編、竹雕、剖竹、層積竹、原竹等樣貌，開發

竹材的各種可能性，展現在各類文具及家用品上，如竹燈、竹簾、茶具、花器等家

飾用品以及景觀裝置藝術、地板、壁板、天花板等裝璜材料，期望能引領一股趨向

自然的室內裝潢風潮。十年多來的用心經營，「璞園」所開發的產品已獲得「國立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所舉辦的生活用品評選展優選殊榮。44 

 

（五） 南投縣竹藝學會（Bamboo Craft Association in Nan Tou）45 

「南投縣竹藝學會」創立於 1997 年（民國 86 年）元月，主要任務在於服務會

員及發展地方文化產業，其會員數維持在 36 左右（鼎盛期曾 96 位會員，因業務單

純化，因此自 96 年起只收會員 36 人，有興趣的新會員先成為觀察會員，等正式會

員有缺額，再遞補），而業務內容以研習、研發及展示、行銷、推廣為主。其中，重

點項目有竹編、竹雕、竹傢俱、竹層積材、竹炭製品以及一般竹藝品、竹盆栽等。46 

歷年來該學會負責舉行竹藝設計專題講座、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創作教學、

藝深耕及地方知識研習班、以及竹童玩推廣計畫，甚至舉辦「老街巡禮 探尋文化寶

藏」、「多角化社區工藝扶植計畫─社區及地域特色工藝發展補助計畫」等活動。 

除了關注竹工藝等產品之外，對於地方不論在街區經營、社區發展、教育傳承

等以更廣大之層面，持續投注於竹藝推廣與傳承活動。 

 

                                                       
44  國際商情雙周刊，

http://www.trademag.org.tw/content02.asp?id=523317&type=27&url=%2Findex.asp%3Fno%3D27，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45  南投縣竹藝學會，http://bamboont.blogspot.tw/，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46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http://www.nthcc.gov.tw/culture/05group/group‐3detail.asp?sn=49，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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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National Taiwan Craf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西元 1938 年（昭和 13 年）之前，負責工藝推廣的機構即位於臺灣總督府於南

投縣竹山鎮設立的「竹山郡竹材工藝傳習所」，當時日本政府安排竹工藝技師至臺灣

進行竹細工編織人才的訓練。 

此後，南投第一任縣長李國禎先生於 1954 年將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前

身為「南投縣工藝品產銷合作社」成立草屯鎮之後，推廣單位便由竹山鎮移至草屯

鎮。同年 7 月被譽為臺灣工藝之父的顏水龍先生將其改為「南投縣工藝研究班」，當

時為配合政府「以農業培養工業」的國家建設策略以及推廣臺灣工藝文化而設立，

並由顏水龍為首任班主任，當時主要訓練項目包括木工、竹工、車床、藤工、編織、

雕刻、陶瓷等七科。直至 1959 年將「南投縣工藝研究班」改制為「南投縣工藝研習

所」。47 

後有鑑於臺灣工藝產品的外銷市場日漸增廣，為補強臺灣工藝欠缺研究與創

新，而流於僅限代工生產的缺憾，臺灣省政府在 1973 年將「南投縣工藝研習所」改

制為省屬的「臺灣省手工業研究所」，擔負起協助業者改進工藝、提升產業之任務。

 由於臺灣九零年代工資增加，使手工業產品出口成長趨緩，因此手工業研究所

逐步調整其業務內容，開始辦理各式工藝比賽（如國家工藝獎等）、培養工藝人才、

保存臺灣傳統工藝，皆是從文化層次推動工藝產業發展。西元 1999 年因為精省而更

名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所」，改隸屬於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即今日的文化部）。

並自 2010 年元月起，改制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如表八所示）。 

至今不定期舉辦座談會、展覽、長短期課程，持續投入於對竹工藝人才的培育，

近期舉辦「竹藝創新設計人才育成研習班」以透過人才培育制度，建立有利於工藝

產業發展之契機，強化台灣工藝產業競爭力，並培養具有國際觀與創意設計能力指

                                                       
47  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55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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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性工藝人才、活化傳統技藝強化創意加值與設計知能。48 

 

表八 「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沿革表 

名稱 時間 說明 

南投縣工藝品產銷合作社 1954 年元月 南投縣長李國禎於草屯鎮設立 

南投縣工藝研究班 1954 年 7 月 由顏水龍先生設立，配合政府

「以農業培養工業」的國家建設

策略以及推廣臺灣工藝文化 

南投縣工藝研習所 1959 年改組 

臺灣省手工業研究所 1973 年 改隸臺灣省政府；協助業者改進

工藝、提升產業之任務 

國立臺灣工藝研究所 

（工藝所） 

1999 年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即今日

的文化部） 

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2010 年元月起文化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48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ntcri.gov.tw/zh‐tw/Activity/Content.aspx?Para=949&Control=5&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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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南投縣鹿谷鄉 

鹿谷地區最早開拓清朝乾隆間年，由漳州人沿濁水溪進入番仔寮與大坵園（今

瑞田村及清水村）開墾，之後又有泉州人自林圯埔（今竹山）進入囤墾。西元 1855

年（咸豐 5 年）鹿谷鄉初鄉村舉人林鳳池從福建武夷山帶回 36 株軟枝烏龍茶栽種至

凍頂山上，有了能獨自栽種的作物，才逐漸與竹山地區有所區隔各自發展，「凍頂烏

龍茶」亦成為當今鹿谷鄉重要之經濟作物。 

「鹿谷」之名稱則在西元 1920 年（日治大正 9 年，民國 9 年）出現，1945 年

（民國 34 年）光復後鹿谷庄隸屬於臺中縣竹山區內，在 1950 年（民國 39 年）實施

地方自治鹿谷鄉（與竹山鎮）才劃歸南投縣管轄。 

 

壹、 地理環境與歷史背景 

一、 地理環境 

（一） 地理位置 

鹿谷鄉位於南投縣西南部，屬臺灣中部山區，西側與南側以大鞍嶺與竹山鎮相

接，東面則以白不仔溪與信義鄉為鄰，北邊隔濁水溪與集集鎮相對。面積 141.89 平

方公里，東西向長 26.7 公里，南北長 20.1 公里，全境山多且清水溝溪、北勢溪貫穿

其中。 

 

（二） 氣候 

鹿谷鄉位於臺灣中部山區，屬於亞熱帶氣候，終年氣溫溫和，年均溫攝氏 23C，

長年多霧，平均年降雨量為 2,600 公釐，且雨量集中於 6 月至 9 月，年平均降雨日

數為 140 天，雨量豐富，終年不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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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形地勢 

鹿谷鄉係屬於西部阿里山脈地形與斗六丘陵區（山麓丘陵與切割台地）的銜接

切合地帶，因此地形變化相當大，包括有山地、切割台地、河階段丘、丘陵地及河

川沖積地等多種地形。 

境內北東南三面環山，地勢自初鄉村由低往高向東形成斜坡，境內群山海拔在

200 公尺至 2,250 公尺之間，標高最高為鳳凰稜脈之五叉倫山（標高 2,194 公尺），

最低為藤湖山（標高 296 公尺）；較負盛名的山嶺有鳳凰山（標高 1,697 公尺）、

白石牙山（標高 1,171 公尺）、麒麟山（標高 743 公尺）、凍頂山（標高 740 公尺）；

自秀峰向北至瑞田一帶，則屬於較平坦的地區為沖積地，以及小面積的清水溝溪沖

積地，位於鹿谷鄉的北端。請參考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 鹿谷鄉地圖及其各村之位置圖 

（資料來源：鹿谷鄉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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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質 

根據鹿谷鄉公所資料指出，鹿谷鄉地質構造係屬於臺灣複背斜構成西翼的一部

分，東部之地質較西部新，其形成原因為東寧造山運動所造成，其地質包括下列 6

種：中新世晚期一三峽群（Ms）、上新世一錦水頁岩（PI）、上新世一卓蘭層（P2）、

上新一更新世一嵙山居（PQs）、第四紀更新世一台地堆積層（Q4）以及現代沖積

層（Q6）。而西部之衝上斷層係由東北向西經過鹿谷鄉西北端與東南兩處，即初鄉

村、永隆村、鳳凰村、內湖村與和雅村等。 

 

（五） 土壤 

根據鹿谷鄉公所資料指出，鹿谷鄉的土壤可大致區分為沖積土、紅壤、黃壤以

及崩積土等四類。其中，紅壤分佈於大水堀台地及北勢溪兩岸之河階台地，土層深

淺不一，排水良好而係為茶園重要地帶。 

而沖積土分佈於小半天、內湖及濁水溪南岸之瑞田一帶，地勢較平坦，土質肥

沃，為瑞田良質米的精華農業區；黃土分佈在坪頂大丘園一帶及鳳凰村之頂城，土

壤不深厚且結構亦不穩定；至於崩積土則分佈於山地以及丘陵地等地區，表土容易

遭受雨水沖積，土壤結構較不穩定。 

 

（六） 水文 

根據鹿谷鄉公所資料指出，鹿谷鄉水文分部主要分為周邊以及境內，主要溪流

包括北端濁水溪與集集鎮為鄰；而境內則以東埔納溪與清水溝溪為主，前者由鹿谷

鄉之東南端流向西偏北，在崎腳出境，支流則包括北勢溪、中湖溪、財仔溪、車光

寮溪，後者源自東邊之苦嶺腳，向西北流至秀峰，轉向北側經瑞田，於瑞田注入濁

水溪，支流包括新和溪、水尾溪、秀峰溪等，境內溪流長度合計約 60 公里。此外，

境內有二處較著名的水潭，其一為麒麟潭位於尖子頂山南邊，其二為大學池位於溪

頭森林遊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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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歷史背景49 

根據鹿谷鄉農會資料指出，鹿谷鄉所生產的茶葉與竹筍聞名全省，境內之溪頭

森林遊樂區與實驗林，擁有相當豐富的森林生態研究資源，可提供作為自然生態系

統運作的展示場所。 

而鹿谷鄉的開發過程可大致區分為三個階段：清治時期、日據時代與臺灣光復

後等三個時期。 

 

（一） 清治時期 

鹿谷開拓始於西元 1741 年（清朝乾隆 6 年），最初以竹山為南投、臺中地區的政

治經濟中心，今日鹿谷地區於當時稱為林圯埔（竹山、鹿谷一帶）。 

於西元 1855 年（咸豐 5 年），初鄉林鳳池舉人，從福建武夷山帶回軟枝烏龍茶

栽種，位於凍頂上成為今日全鄉最重要之經濟作物凍頂烏龍茶。 

 

（二） 日據時期 

西元 1903 年（民國前 8 年）日本殖民政府設置沙連堡羌仔寮區役場於鹿谷村的

新寮，西元 1911 年（民國元年）將區役場移設鹿谷村現址，西元 1920 年（民國 9

年）改制，將沙連堡羌仔寮區改為鹿谷庄，係取其山岳綿延、溪谷甚多而名之，此

時鹿谷之發展已初具規模。 

 

（三） 臺灣光復後 

西元 1945 年（民國 34 年）臺灣光復，國民政府廢州郡改縣市，當時鹿谷係隸屬

臺中縣竹山區，西元 1950 年（民國 39 年）廢區改為南投縣鹿谷鄉，從此鹿谷行政

區確立並沿用至今，西元 1955 年（民國 44 年）行政區域調整鹿谷鄉共計 13 村（鹿

谷村、以及廣興、內湖、和雅、竹林、竹豐、彰雅、永隆、鳳凰、初鄉、秀峰、清

                                                       
49  鹿谷鄉公所，http://www.lugu.gov.tw/content/index.php?m=7&m1=5&m2=19，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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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瑞田等村）。 

 

貳、 鹿谷鄉與風土資本─茶 

《臺灣茶聖經》一書提到，西元 1624 年至 1807 年荷人所寫《巴達維亞城日記》

於 1645 年 3 月 11 日中載有：「茶樹在臺灣也有發現，唯似乎與土質有關。」又 1717

年《諸羅縣志》記載：「水沙連（今南投縣濁水溪流域竹山、鹿谷、集集、水里、魚

池、埔里、信義、仁愛等鄉鎮）內山，發現有野生茶樹。」於《淡水廳志》亦記載：

「貓螺內山（今南投縣貓螺溪上游中寮、國姓之南港村等地與水沙連相鄰，或是指

同一地區）產茶，性極寒、番不敢飲。」由上述可知，臺灣自古也有野生茶樹的生

長，真正歷史記載則約有兩百年左右。 

西元 1855 年（咸豐 5 年），舉人林鳳池至武夷山攜回軟之烏龍（青心烏龍）茶

苗，並將其種植於南投鹿谷凍頂山上，其製茶方法則源自閩南，有別於武夷山閩北

之製茶方法，相傳此即為凍頂烏龍茶之起源。 

根據池宗憲先生所撰寫的《烏龍茶》一書指出，當初隨著凍頂茶的成名，鹿谷

鄉其他地區（如廣興、初鄉、秀峰、和雅、竹林、竹豐、與瑞田等）所產的茶也稱

凍頂茶，此後「凍頂茶」已成為臺灣烏龍茶的代名詞。 

茶區位於海拔 200 至 2,025 公尺之間，遍布於鹿谷鄉的鹿谷、廣興、內湖、和

雅、竹林、竹豐、彰雅、永隆、鳳凰、初鄉、秀峰、清水與瑞田等村。 

其中，鹿谷著名的凍頂茶區係位於彰雅村凍頂巷，係位於海拔約 700 公尺台地

之茶園，其面積約 30 甲。目前凍頂茶的產製，除了凍頂地區，還包括了鄰近的永隆

村與鳳凰村所產的茶。 

凍頂烏龍茶之茶種為青心烏龍，係屬於青茶，即隨著口感偏好等需求將茶葉中

兒茶素經氧化之發酵程度，控至界於 15~20%之輕發酵茶與 30%之中度發酵茶之間，

其外觀呈半球型而緊密結合，並以一心二葉之方式透過手工採取。 

而「凍頂」一詞並非指空氣寒冷之義，而是源溯於每當鹿谷採茶時節，氣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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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雲霧籠罩且雲蟠茶徑，採茶人雙脚踏在地面，由於凍頂山地質為紅壤土質，黏性

高而密度大，因此下雨時雨水不易馬上滲入土內，使地表鬆軟泥爛，地基堅硬，所

以行走此地容易滑倒，必須繃緊趾尖躡足而上山，避免因雨露不小心滑溜下山，臺

灣話俗稱「凍腳尖」，這就是「凍頂山」的來由，因而由凍頂山出產的茶便是「凍頂

烏龍茶」。 

 

參、 茶文化 

從古流傳至今日常所備需的七項生活元素件事─柴米油鹽醬醋茶，其中的「茶」

如今帶給人們除了物質上品用之外，不論茶本身或飲茶過程中的茶具、飲茶儀式、

甚至茶道更具有深厚的文化意義與精神層次的審美境界。 

中國唐代茶聖陸羽之《茶經》一書，將茶之種植（一之源）、採製作用具（二之

具）、採茶季節、程序、分級（三之造）、茶具（四之器）、水質（五之煮）、品茶藝

術（六之飲）至茶所具有之文化意涵、美感、歷史淵源（七之事）、產地（八之出）、

甚至考量到在不違背茶道下在實際製茶、煮茶、飲茶過程中作簡略或改良（九之略）、

以及茶空間的設置、氛圍的營造（十之圖）等皆作了記載，在實質功能層面的喝茶

解渴之外更蘊藏飲茶之文化與精神；然而如今提到茶文化，大多會推崇日本的茶道，

特別是經過千利休所的發展的「千家茶道」。 

根據《中國茶道》一書指出，日本之茶道係由宋朝留華學生榮西禪師傳回並富

含日本本身之精神所發展演生而成，由宋朝的寺院飲茶禮儀衍生為結合日本武士道

精神茶道─茶之湯（Chanoyu），也由於其為僧侶，至今日本茶道乃為茶供之儀，若

再加以探討，日本茶具之名稱也都源於宋朝，尤其以「茶筅」最為明顯之例子；而

目前中華文化所留傳之茶道即源自明朝，以生活化為主要特色。由此可知，依不同

地方風土而形成各具特色的茶文化。 

根據黃墩岩所編著之《中國茶道》指出，明朝茶葉製作工藝與唐宋蒸菁作餅、

作團之方式不同，而改製為散茶之形式。西元 1931 年（明洪武 21 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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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詔廢止團茶而改以散茶進貢之方式，因此簡化了唐宋繁複的製茶方式，而「泡茶」

法亦從當時延續之今，約有六百多年之歷史。 

 

表九 中華與日本茶文化比較 

國家 茶文化 發展起源 風格特色 

中華 茶藝 明朝 生活化，明朝改製「散茶」而始以

「泡茶」作為飲茶之形式延續至今

日本 茶道─茶之湯（Chanoyu） 宋朝 融合日本武士道、茶供之儀，輾磨

成粉、溫水攪拌之「抹茶」形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此外，過去曾對於茶種之起源存有不同之探討，然而在《臺灣茶聖經》一書指

出，相對於國家、縣市鄉鎮等界線畫分係由人為訂定，然而地理區域則是天然形成。 

相較於不同見解地爭論茶種應源自於中國、印度或者臺灣，依照植物生態學的

說法，茶樹之原產地應以亞洲東南季風氣候區，因此該氣候區係包括印度阿薩姆、

中國東南部、印度支那半島、以及臺灣等地，其位於相同緯度，因此在溫度、雨量

等氣候條件與土質皆適合茶樹的自然生長與繁殖。 

由於茶原產於東南季風氣候區，也使的茶飲之風始於東方。相對於西方社會之

酒與咖啡，茶成為東方社會中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動中不可或缺之飲料，更與咖啡並

列為兩大無酒精飲料。 

根據《臺灣茶聖經》指出，茶之利用最早是以咀嚼新鮮茶葉、生煮而羹飲，即

「啜其湯，食其渣」，係以茶葉當菜餚。此後，逐漸發展曬菁儲存、作餅、碾碎塑形、

殺青炒製等階段，而改良至今日之製茶技術，再由不同之發酵程度與製法。根據記

載，明朝以前已有黃茶、白茶、黑茶等茶類，而明代發明「炒菁」之製茶技術後，

開始有了青茶、綠茶與紅茶等。此外，一般認為青茶的製造晚於綠茶而早於紅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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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陸延燦之《續茶經》引述王草堂《茶說》載：「武夷茶……採茶後，以竹筐勻鋪，

架於風日中，名曰曬菁，俟其青色漸收，然後再加炒焙。」此即青茶（烏龍茶）之

製法。目前，依茶葉發酵程度、或茶湯色大致可分為綠、白、黃、青、紅、黑等六

種，如表十所示。其中，凍頂烏龍茶係為青茶之一種，屬半發酵茶。50 

 

表十 茶之發酵程度分類 

發酵程度 茶色 茶分類 

 

不醱酵 

綠 炒菁綠茶 眉茶（長炒青）、珠茶（圓炒青）、龍井茶（扁炒青）、

碧螺春(中國大陸) 

蒸菁綠茶 煎茶、玉露(日本) 

微發酵 黃 君山銀針（單芽）、黃芽、北港毛尖（蘭花型）、鹿苑毛尖（環型）

輕發酵 白 白毫銀針（單芽多茸毛）、白牡丹（蘭花型）、貢眉、壽眉 

半醱酵 
青 

凍頂烏龍茶（半球形）、文山包種茶（條形）、鐵觀音茶（肥壯圓

結）、松柏長青茶、阿里山烏龍茶、東方美人茶 

全醱酵 紅 紅茶、紅玉、紅烏龍、小葉種紅茶、阿里山紅茶、祁紅、滇紅 

後醱酵 黑 普洱茶、茯茶、沱茶、七子餅茶 

（資料來源：參考《茶道的開始─茶經》整理編製） 

 

一、 臺灣之茶文化 

《臺灣茶聖經》提到西元 1970 年代臺灣退出聯合國之後，政府推動文化復興運

動，茶業界人士配合推行「茶文化運動」而思考如何賦予茶文化清新而明確之名稱，

因此相較於日本茶道以禮教化的拘泥儀式及神秘嚴肅，奠基於由明朝流傳生活化、

瀟灑脫俗且自然不拘束之飲茶方式，而將臺灣之茶文化定位為「茶藝」。 

1973 年政府正式核准茶藝館設立，各縣市相繼成立茶藝協會以積極推動茶藝文

化活動。然而曾一度因「茶藝館」被歸為具情色性質之「茶室」而遭政府以行政命

令禁止其經營，在茶藝者、學者與新聞界等專業人事的解釋下將兩者畫分而獲得解

                                                       
50  坪之鄉自然生態茶園，http://www.pstea.com.tw/teatyp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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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1982 年成立「臺灣茶藝協會」與「中華民國茶藝協會」等全國性組織，以全面

宣導茶藝文化並提正確之倡飲茶風氣。 

而在臺灣，「茶」在四季各地都有產出，而各節氣說明當時的天候狀況。茶樹是

葉用植物，其風味與葉內含物有很大的關係，而葉內含物又與土壤、氣候因子（日

照、溫度、氣溫、濕度）有很大的關係。而二十四節氣能反應氣候因子、進而瞭解

茶的狀態。時令周而復始地循環，在一年之中茶園可採收的茶大致可分為「春茶」、

「夏茶」、「秋茶」、與「冬茶」。 

春茶的採收期大約在「立春」之後而「立夏」之前，係二月初到五月初之間。

通常要等到清明之後，駐芽形成才開始採收春茶。一般市面上講究的「正春」茶，

尤其針對烏龍茶係產於「清明」、「殼雨」到「立夏」，即四月初到五月初之間，春芽

春採。然而，北部和高山茶區因為春天溫度能偏低，有時拖到立夏之後還在採收。

若立夏之前日照太強、或者吹起南風時，春茶就會帶著夏茶味。 

而所謂的夏茶，是從「立夏」算起直到「立秋」，也就是六月下旬到七月下旬之

間─二水夏。這「六月白」在全年產季當中，價格最為谷而採收與製作也最為粗放。 

而六月初一前後，桃竹苗和坪林一帶無風澳熱，小綠葉蟬大量繁殖而啃食茶芽，

係為採製 ｢白毫烏龍｣ 的最佳時機。白毫烏龍每年就只收這麼一季，是全臺茶區所

產最聞名、價格最高的「東方美人」。 

而秋茶係產於「立秋」之後，大約八月初到十一月之間，暑氣漸次消退而臺灣

進入颱風季、和暖而多雨水。九月初前後茶芽肥壯如筍，客家茶農稱之為「白露筍」；

九月下旬之後晝漸短而夜漸長，晝夜溫差加大、東北季風南下，茶葉內含的高香成

分較多，一股「秋香」便形成。秋茶是個漸變的季節，越往後溫度越低茶就越好。 

而在高山茶區採收的是年度最後一季。到了十一月初高山上的茶樹即將休眠，

至於海拔較低的茶區，秋茶的品質和當季的氣候有很大的關係，若天冷的比較早可

能會出現冬茶味。 

至於冬茶的採收則是臺灣茶區較新的作法。採製作業十一月便截止了。已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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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底，而冬茶味和春茶一樣是品茶者的至寶。 

一般認為「正冬」茶得在立冬、十一月初之後採收。而事實上僅是「秋芽冬採」，

該特殊的冷香要等鋒面南下，在冷風洗鍊之下、茶葉肥厚，儲存更多內含物質之時

才會產生。即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而真正「冬芽冬採」的「冬片仔」要過了

新年的「小寒」元月初裡才有。由秋入冬不但依節氣推移，更重要的是要看冷氣團

是否南下，才能預測冬茶的滋味。51 

 

表十一 茶與二十四節氣 

茶種 時間 二十四節氣 

春茶 二月初到五月初之間（通

常等到清明之後） 

約在「立春」後而「立夏」前 春芽春採 

夏茶 六月下旬到七月下旬之間 「立夏」算起直到「立秋」 二水夏 

秋茶 大約八月初到十一月之間 「立秋」之後 白露筍 

冬茶 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 「正冬」 秋芽冬採 

（資料來源：茶的節氣與時令） 

 

                                                       
51  茶的節氣與時令，http://tw.myblog.yahoo.com/lkl578/article?mid=298，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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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鹿谷之茶文化與茶藝 

聞名「凍頂烏龍茶」的主要產區─南投縣鹿谷鄉，由於其栽植與發展歷史相當

悠久，因此也孕育在地的茶文化，包括製茶、採茶、泡茶、飲茶、甚至年度的茶比

賽等，栽種面積約兩千公頃，年產量約 1,700 公噸，為臺灣茶葉生產的重要產地。 

一般狹義的凍頂烏龍茶係指南投縣鹿谷鄉所生產的半球型烏龍茶；而廣義上製

造為半球型的烏龍茶，消費市場皆稱為凍頂烏龍茶，其屬於中發酵茶、外型捲曲、

茶湯為金黃色。 

然而，鹿谷除了生產好的茶葉之外，也堅持依照傳統手工技術製作烏龍茶品。

此外，亦須要透過專業的茶藝師沖泡出好茶，鹿谷鄉農會長久以來推展茶藝師的培

訓工作，使得茶藝文化得以綿延不絕。因此，茶葉、製茶技法、茶藝師亦為鹿谷地

區相當特殊的茶文化。 

鹿谷鄉所生產的凍頂烏龍茶之所以獨特，在於至今仍保留傳統手工製作的技

術。在茶農採下之茶菁經過日光萎凋、浪菁、發酵、炒菁、乾燥等步驟之後，隔天

還要以布包、整型成半球狀。然而，要泡出好茶，「茶藝師」更為其中的關鍵因素。 

鹿谷鄉農會自 1991 年（民國 80 年）起，辦理茶藝培訓工作，並於每兩年舉辦

一次茶藝師的培訓及認證，透過嚴謹培訓過程、與檢測認證，才能成為合格的茶藝

師，其亦透過深入鹿谷鄉學校教導兒童茶藝，而對茶藝文化的保留與傳承上具相當

貢獻。 

 

（一） 鹿谷鄉農會 

鹿谷鄉農會主要負責地方農業金融、農業推廣、農會資材供銷、與農業環境之

提升。此外，亦舉行每年春冬兩季的茶比賽，而鹿谷鄉農會比賽茶為相當具知名度

的茶比賽，其規模、參賽者數量相對較大，而得獎之茶品也因為稀有而具價值，因

而價錢較高，能為茶農帶來將當之經濟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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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鹿谷鄉農會之比賽茶52 

「鹿谷鄉農會之比賽茶」為鹿谷鄉三大比賽茶之一（另兩場比賽分別由凍頂合

作社與永隆鳳凰社區所舉辦，共稱鹿谷比賽茶），而歷史最為悠久的「鹿谷鄉農會之

比賽茶」首次舉辦於 1976 年（民國 65 年），也由於歷史久而較具知名度，參賽茶樣

的件數最多，競爭也相對激烈，是國內最具規模的比賽茶而茶品售價也較高。 

鹿谷鄉農會比賽茶之全名為「○○年春（冬）季高級凍頂烏龍茶展售會」，由鹿

谷鄉農會分別每年於春、冬兩季舉辦優良茶之展售會，其中春茶時間介於 5 月至 6

月之間，而冬茶則於 12 月至隔年 1 月之間。 

 

 

圖二十二 2012 年春季高級凍頂烏龍茶展售會 

（資料來源：鹿谷芯53） 

 

鹿谷鄉農會比賽茶評選方式是由茶農評審團初審，再請茶專家進行複審；將品

質沒達到入圍水準的品項淘汰，其分級方式為︰特等獎一名、頭等獎、貳等獎、參

等獎各若干名，入等名額約為參加人數 16%（含頭等獎不得少於 2%），而入圍者以

金梅花分三朵梅花、二朵梅花分級包裝。 

 

                                                       
52  鹿谷鄉農會，http://www.lugufa.org.tw/tea015.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53  鹿谷芯，http://www.teaez.tw/2011/08/lugu‐farmers‐association‐competition.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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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鹿谷比賽茶比較表 

鹿谷比賽茶  組別 獎項 

鹿谷鄉農會比賽茶54 

（最具知名度） 

 

1976 年 
 

凍頂烏龍茶 
特等獎一名、頭等獎、貳等獎、參

等獎各若干名 

凍頂合作社比賽茶55 

（品牌主要深耕於大

陸市場） 

 

1984 年

56 

青心烏龍組（藍罐

裝）與新品種(金萱

茶)組（黃罐裝） 

特等茶、頭等茶、貳等茶、參等茶、

五朵梅、三朵梅、二朵梅等級 

永隆鳳凰社區比賽茶57 

（最早推廣烏龍茶的

社區，比賽規模略小） 

 

1986 年 

高級組（比賽茶）跟

傳統組（傳統式凍頂

烏龍茶） 

特等獎（凍頂茶王）一名，頭等、

貳等、參等、伍朵梅、優良各獎項

名額則視茶葉品質由評審委員訂定

（資料來源：鹿谷芯） 

 

（三） 鹿谷茶業文化館（Lu Gu Tea Cultural Museum） 

鹿谷鄉農會之「茶業文化館」（又稱茶業中心；茶葉文化館；茶博物館；茶藝文

化生活館）於 1996 年（民國 85 年）落成，佔地約 200 坪，「茶業文化館」為一棟傳

統中國宮廷式建築三層樓建築。 

 

                                                       
54  鹿谷芯，http://www.teaez.tw/2011/08/lugu‐farmers‐association‐competition.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55  鹿谷芯，http://www.teaez.tw/2011/06/dongding‐cooperative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56  鹿谷鄉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

http://www.dongdin.org.tw/index.php/2008‐04‐29‐18‐16‐57/2008‐04‐29‐18‐23‐26.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57  鹿谷芯，http://www.teaez.tw/2011/09/blog‐post_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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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鹿谷鄉農會茶業文化館 

（資料來源：臺灣茶訊58） 

 

提供各詳細認識「凍頂茶鄉文化」，規劃茶的文化及展示區：一樓為農特產品展

售中心，展售茶葉、茶葉加工製品及餐點服務；二樓為茶藝教室，經常在此舉辦各

式活動；三樓則為古代的耕作工具的展示。 

 

（四） 「鹿谷凍頂烏龍茶」認證 

鹿谷鄉凍頂烏龍茶聞名於海內外，也因此市場充斥冒牌茶，為保障茶農生計及

消費者權益，南投縣鹿谷鄉公所於 2006 年（民國 95 年）取得全國第一個茶葉產地

認證標章—「鹿谷凍頂烏龍茶」產地證明標章，其中「凍頂烏龍茶」因沿用多年已

成通用名稱，在註冊證上加註「凍頂烏龍茶」一詞不專用。 

 

 

圖二十四 「鹿谷凍頂烏龍茶」產地證明標章 

（資料來源：優質茶葉產銷資訊網59） 

                                                       
58  臺灣茶訊，http://www.tea520.com.tw/tea_vill06_info.asp?id=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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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證明內容包括茶葉產自於南投縣鹿谷鄉，而鹿谷鄉位於南投縣中心偏西南

方，海拔 600 至 1,200 公尺的山坡地，由於氣候涼爽，雨量充足，且雲霧籠罩，生

產之凍頂茶品質優良且符合標章使用管理規範之標準。 

 

（五） 南投縣鹿谷鄉公所 

「鹿谷鄉公所」與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以及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建構「南

投縣茶文化生活圈」之「茶文化旅遊路線導覽系統網站」60，提供茶文化資訊。完

整地提供茶種類、茶道文化、茶之旅等，甚至實用的泡茶方式說明、茶食等一一介

紹。 

 

圖二十五 茶文化旅遊路線導覽系統 

（資料來源：茶文化旅遊路線導覽系統網站） 

 

（六） 特色商圈「凍頂品牌茶莊」─為仁茶業 

「為仁茶業」之五世祖先林三顯先生（1807~1866 年）資助林鳳池赴京考取舉

人而獲贈 12 株烏龍茶苗，並將其種植在凍頂山上。 

1974 年（民國 63 年）時任行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到訪鹿谷地區，具專業素養

與製茶技術的林為仁先生（1935 年~ ），經過嚴格之考核篩選後獲選為全程擔任導

覽解說員及泡茶師。此後，蔣經國先生於總統任內，前後又兩回到訪鹿谷茶區，其

                                                                                                                                                                 
59  優質茶葉產銷資訊網，http://teaquality.ttes.gov.tw/tea/chhtml/content.asp?cid=49&mcid=98，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60  茶文化旅遊路線導覽系統網站，http://travel.lugu.gov.tw/home.as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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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凍頂烏龍茶的推廣不遺餘力，而林為仁先生即創立「為仁製茶所」藉以經營茶事

業傳承茶精神，並獲「傳家百年茶，經國三顧茗」之美名。 

 

圖二十六 蔣經國先生三度到訪鹿谷推廣凍頂烏龍茶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而蔣經國先生到訪路徑沿著麒麟潭鹿谷鄉的永隆山區，而通往永隆社區凍頂巷

頂僅有興至凍頂一條陡又彎又窄，當地居民出錢出力聘請石匠切為石塊來舖成地面

而成的路面，蔣經國先生為數次至凍頂便從該小徑步行至永隆，而後居民感念部道

之來由而將步道命名為「經國步道」，其經麒麟潭至永隆村開山廟。 

其後，十一世林長庚（1966~）秉持父親林為仁創設之「為仁製茶所」家業而

成立「為仁茶業」。至今世居鹿谷鄉凍頂山逾兩百年，種植烏龍茶超過 150 年。 

 

圖二十七 為仁茶業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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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茶席文化館61 

社區居民於 2009 年組成團隊爭取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共同將原鹿谷

鄉永隆農特產品展售中心改制為「茶席文化館」，並於 2011 年初開幕亦為第一座以

推廣臺灣茶席文化為目標的產業文化館。 

以茶席文化為主，進行茶席師交流研習、茶文化商品展售、優良茶品推廣、茶

席教室、藝文展演、舉辦茶藝觀光導覽等活動，運用現有的空間、規劃並整合鹿谷

鄉在地組織與地方服務志工經營模式永續經營。 

「茶席文化館」曾於 2011 年底舉辦「臺日茶道觀摩會─以茶會友」活動，由國

立臺中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堂板順子老師全程日語親自示範解說，並由林雅芬老師

同步中文口譯。體驗日本茶道「和敬清寂、一期一會」的精神。 

 

 

圖二十八 「臺日茶道觀摩會─以茶會友」 

（資料來源：南投新聞網62） 

 

                                                       
61  青輔會，http://nyc2012mf.com.tw/history_1‐11.ph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62  南投新聞網，http://tnews.cc/049/newscon1_1876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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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何培鈞與「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壹、 何培鈞 

何培鈞先生出生於南投縣水里鎮，大學期間於臺南長榮大學主修醫務管理，然

而在大學二年級那一年，路過竹山鎮大鞍里頂林路距海拔 800 多公尺處，一座百年

三合院古厝吸引了何培鈞的注意，在雜草叢生中的破舊建築在一般人的眼裡應是相

當不起眼、甚至在外觀荒廢陰暗的模樣避之唯恐不及，儘管如此這一景象卻深深烙

印在何培鈞年僅 19 歲的心中，礙於大學學業尚未完成也缺乏資源而未能有所作為。 

 

圖二十九 百年古厝整修之前 

（資料來源：何培鈞先生提供） 

 

直至 26 歲大學畢業、退伍之後仍心繫該百年古厝，「我們的生活是一個大家族，

但是當時支持我的只有媽媽……，她曾經告訴我：『趁你年輕的時候，給自己創造

一個很好的舞台』，我認為我的母親是最辛苦卻也最容易快樂滿足……，她身上的

特質也成為我以正面的態度思考創業……」，儘管並未完全獲得家族成員的支持，仍

尋找對建築懷有特殊情感的醫師表哥古孟偉，並開始籌備資源、決定著手進行修整

作為民宿經營。 

「『天空的院子』這事情主要是表達……嗯…社會價值，對於呈現『事情』的

媒介，我們選擇用民宿表達，那是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讓旅客停留時間最長，另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方面，也是當時社區並沒有民宿，所以我們為了成全這個合適的媒介，就努力的學

習民宿的經營。」何培鈞回想著當時決定將古厝作為民宿的緣由與經過，也印證了

何培鈞母親關懷而默默付出的正面特質，讓何培鈞作了這個實現夢想的決定，然而

這個夢想不只是為了自己。 

「這也會是表哥的夢想延續……」，表哥古孟偉是個醫生，是一個擁有建築師靈

魂的急診室醫生，雖然無奈地被外公決定了職業，卻從不放棄自己的夢想，過程中

為了修補這座古厝，向醫院請了一年假，自己畫結構圖，鋤草、補牆、鋪瓦。 

 

 

圖三十 古厝之整修過程 

（資料來源：Way 道雜誌63） 

 

起初一切都算順利，有了表哥陪伴、並在幾番找尋後聯繫上古厝的張姓屋主

後，但式原本僅希望向其租借古厝使用，然而房子為後代子孫多人所共有的祖厝，

事實上多已分別移居他方，就在一次過年家族聚會中屋主們考量到對古厝進行翻修

的動機不大且使用率低，便達成共識將古厝出售的決定。 

然而，只賣不租的條件下，對於初出社會未有經濟基礎的何培鈞而言，尋求資

金來源卻成了首要克服的難題，在歷經了多家銀行拒絕貸款，其中甚至建議其將占

                                                       
63  Way 道雜誌，http://style‐way.blogspot.tw/2011/11/way_1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4 
 

地 900 坪的範圍拆掉重建、或對於僅規劃六個房間而對資金回收產生質疑而建議增

加房間數量，但何培鈞仍堅持最初原則─建構保留老房子結構風味、提供高居住品

質的民宿空間，經過十五家銀行的拒絕仍不放棄之下終於成功借到千萬資金，然而

此時也成為背負千萬債款的開端。 

 

 

圖三十一 何培鈞先生 

（資料來源：《商業周刊》1234 期） 

 

就在開始進行修屋之際，何培鈞的父親卻突然因中風而倒下，此時其面臨必須

在建築夢想與照顧家人之間作抉擇，前者背負著自己對夢想的使命感與負債千萬的

還款壓力，而後者則是自己最摯愛的父親，兩難之間何培鈞選擇了暫停修屋作業而

全心照顧家人。 

在父親病情漸緩之後，何培鈞立即恢復修屋工作並將父親接至山上休養，持續

一段時間山上山下往返醫院看診後，也許是山上良好的空氣環境與生活條件，使得

父親的病情好轉並且不需要再進行洗腎，醫生也聲稱這樣的轉變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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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 民宿「天空的院子」 

（資料來源：天空的院子部落格64） 

 

直至 2005 年（民國 94 年）完成了古厝的修整，並將民宿命名為「天空的院子」

（El Patio del Cielo）。此後，陸續於竹山鎮開發了上山閱讀（簡餐廳）、鞍境家（背

包客棧）、與大鞍山城（客家餐飲），串連了「食、宿、遊、購與行」等性質之據點，

「要能夠了解自己喜好，對於工作內容非常喜歡，甚至可以跟我一樣願意用一輩子

的時間去讓臺灣鄉鎮更美好的態度去實踐理想……當我們願意用一輩子去看待眼

前的工作，我想不會有敵人跟倦怠的問題，因為那已經是我們的真實生活。」何培

鈞描述著將讓地方更美好的的願景，並也尋找同樣熱愛臺灣這片土地的夥伴。 

藉由累積多年的經驗開始系統性地經營觀光事業，於 2011 年成立了「小鎮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以優質的觀光、餐飲、旅遊、設計、行銷、文創等管理營運模

式，擴展至社區範疇挖掘在生活看似平凡的生產事業，目前已協助打鐵事業、竹工

藝等尋找新的經營生命，試圖再次將深具傳統意義卻看似過時的事物走出歷史的包

袱，並加入新元素轉換成為能適應當今社會的產物進而藉由歷史元素成為獨具特色

之新潮流。 

 

                                                       
64  天空的院子，http://pearhoskyyard.pixnet.net/blog/post/2968274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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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空的院子 

已被譽為全臺灣最美麗的民宿─天空的院子，陸續於 2005 年吳念真的公視節目

《這些人‧那些人》、在 2009 年陳文茜香港鳳凰衛視《解碼陳文茜》、人間衛視《人

間心燈》、公視臺灣心動線等節目專訪，此外亦曾接受《天下雜誌》、《遠見雜誌》、《壹

週刊》、《蘋果日報》、《商業周刊》、《新活水》、《GQ 國際時尚雜誌》等報章雜誌專

訪，如今「天空的院子」已成為必須在數個月之前預約的知名民宿。 

 

 

圖三十三 天空的院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然而，在 2005 年剛完成老房子整修之際，一座位於海拔 800 公尺由老房子整修

而成的民宿，首要面對的便是如何讓外地人知道並至此到訪，同時更背負著銀行貸

款的債務壓力，何培鈞便自行透過攝影、撰寫文案而製作成型錄簡介，將廣告傳單

遞送至各文化局等公部門機關以進行邀請，當時南投縣的文化局李西勳局長在兩天

內親自來訪，此後又遇到音樂家馬修‧連恩（Matthew Lien）的北中南巡迴演奏，

待完成日月潭表演的機會下，局長便邀請樂團到「天空的院子」住宿，當時跟著馬

修巡迴的，除了音響單位、臺北宙斯愛樂唱片公司、眾音樂家們、以及報章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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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何培鈞向所有人介紹「天空的院子」之後，宙斯愛樂管絃樂團藝術總監歐聰

陽便提議與馬修共同為「天空的院子」出一張同名專輯。65  

 

「Heaven on Earth」 

旅行，是對天堂的渴望 

彷彿在未知的遠方，藏有一襲神秘美麗的面紗 

試著冒險，試著期待 

試著思索，試著貼近 

沒有拘束，沒有羈絆 

沒有枷鎖，沒有束縛 

值得你跋山涉水找尋的地方 

馬修所說的「Heaven on Earth」─天空的院子

 

圖三十四 馬修‧連恩 2005 年首次到訪天空的院子 

（資料來源：天空的院子部落格66） 

 

經過一年專輯製作完成後，所有的音樂家重新回到竹山，專輯製作人說：「這

一年他最期盼的就是把《天空的院子》帶來『天空的院子』播放，音樂的「院子」

與建築的「院子」，而「院子」可能是象徵著人生所追求的一些理想，兩個不同領

域的能在此撞擊，人生因此而豐美。」 

 

                                                       
65  創意 ABC，http://www.ncafroc.org.tw/abc/indeustries‐content.asp?ser_no=314&nowPage=4，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66  天空的院子，http://pearhoskyyard.pixnet.net/blog/post/2008031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圖三十五 專輯《天空的院子》與民宿「天空的院子」 

（資料來源：天空的院子部落格67） 

 

就在這張《天空的院子》專輯入圍了 2006 年第十七屆金曲獎最佳古典音樂專

輯之後，而民宿「天空的院子」也開始引發媒體與大眾的注意。 

 

 

圖三十六 天空的院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67  天空的院子，http://pearhoskyyard.pixnet.net/blog/post/2011488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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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鞍境家、上山閱讀與大鞍山城 

（一） 鞍境家 

住山上的途中    發現了一個  

用背包    就能編織夢想的地方 

有勇氣    就能遠離塵囂的去處 

我試著    從生活的奢華中 出走… 

我試著    從山林的簡約中 沉澱 

後來我發現原來旅行也可以如此簡單沒有負擔  

鞍境家 讓平價的旅行 更有意義 

─鞍境家      

 

 

圖三十七 背包客民宿「鞍境家」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繼「天空的院子」之後，另一座民宿「鞍境家」同樣位於竹山大鞍山區，提供

屬於背包客簡單、短暫停留的休憩空間，如果說「天空的院子」帶有閑靜而典雅的

氛圍，而「鞍境家」便是俐落而不拘的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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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山閱讀 

2006 年（民國 95 年）成立了一座提供簡餐、咖啡、下午茶的簡食餐廳─上山閱

讀，在高海拔的空間氛圍裡享用餐點、閱讀，「上山閱讀」成為生活享受不設限

（unlimited sky）的閱讀空間。 

 

 

圖三十八 簡餐廳「上山閱讀」 

（資料來源：天空的院子部落格68） 

 

（三） 大鞍山城 

有別於「上山閱讀」的簡潔的休閒閱讀空間，「大鞍山城」是為旅遊中心能容納

大型旅遊團體，提供休憩、餐飲的場所。 

 

                                                       
68  天空的院子，http://pearhoskyyard.pixnet.net/blog/category/140386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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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 旅遊中心「大鞍山城」 

（資料來源：天空的院子部落格69） 

 

餐飲是結合竹山當地食材（竹山的竹筍）提供桌菜、以及何培鈞母親製作的「幸

福腳步便當」等中式、道地客家料理，再次傳達母親以行動參與表達對何培鈞的支

持。 

 

圖四十 「幸福腳步便當」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69  天空的院子，http://pearhoskyyard.pixnet.net/blog/category/140386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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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小鎮文創 

 

我們有小旅行─Gift tour 

小旅行，讓您體驗隱藏深山百年古厝修復之美。  

小旅行，讓您跟著竹工藝家一起探索竹林。  

小旅行，讓您熟悉鄉鎮純樸美好的待人氣息。  

小旅行，讓您遇見山上畢生難忘的山林茶雲。 

小旅行，讓居遊（Long Stay）提供您慢慢來的養份滋潤身心。 

 

我們有微學習─Gift field 

微學習，讓您實際感受到材質的溫度、氣味及手感。  

微學習，讓您參與工藝達人的現場分享，以及實際體驗工藝的生命之美。  

微學習，讓您透過手作，而心靈得到療癒與成就感。  

微學習，讓您的五感都可以成為學習收穫的感動。 

 

我們有輕設計─Gift product 

輕設計，讓設計能力呈現在地的生活文化。  

輕設計，為設計師找出鄉鎮媒合的機會。  

輕設計，能給臺灣鄉鎮更多美學與感動的體驗。  

輕設計，替設計找出與鄉鎮產業間永續的應用模式。 

 

我們有好生活─Nice living 

好生活，可以提供學習旅者實務學習生活與工作結合的美好模式。  

好生活，可以療癒與學習在生活中找到成就感與生命的美好。  

好生活，可以從大鞍竹子生長自然農業，連結到竹山鎮竹工藝家竹體驗全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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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可以讓年輕人找到如何回到故鄉，找到生活價值。 

好生活，可以讓城鄉發展更趨於平衡美好。 

 

我們有慢文化─Gift explorers 

慢文化，透過文化學者的娓娓道來，重新認識前人的智慧與在地文化。  

慢文化，這裡擁有竹山小鎮、溪頭森林、鹿谷茶園、大鞍竹海的自然萬種風情。  

慢文化，竹山具備全臺灣最豐富的竹工藝聚落場域。  

慢文化，日治時代的生活建築遺跡說明歷史過往。 

 

                                          ─小鎮文創 

 

 

圖四十一 「小鎮文創」據點「小鎮故事館」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基於對於地方的熱愛，並在累積多年對地方文化事業之經驗後，何培鈞於 2011

年（民國 100 年）成立了「小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系統性的模式經營地方

觀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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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鎮文創」成立之際，何培鈞的事業也由過去的山區擴及竹山市區。藉由

過去盤點資源、投注創新元素賦予傳統新生命。 

何培鈞觀察到過去竹山人引以為傲的竹精神，隨著產業沒落、人口外移而逐漸

消逝當中，「當產業環境改變，過去林農賴以維生的竹子不再提供經濟收入，很直

接的便是把竹林轉種檳榔……，看到竹山人的精神象徵在現實的環境中一一被取

代，應該要作些改變透過創意將竹文化重新被重視、發揚……」，何培鈞發現過去

地方居民賴以維生的竹業失去了經濟效益，而林農開始逐漸將竹林改種高經濟價值

的檳榔樹或茶樹，甚至轉為其他非農作用途，因為產業變遷造成經濟環境的衰弱，

已逐漸迫使地方的傳統與文化逐漸流失，這種治標不至本的短期作為卻已對竹山的

地方風土造成難以彌補的破壞，甚至未來的下一代似乎將無法感受過去竹子對地方

的重要性而出現文化斷層。 

透過「小鎮文創」試圖為地方居民尋求新的竹藝事業、發展模式與定位，期許

竹藝復興的到來。 

 

一、 專案經驗 

在「小鎮文創」成立初期，係藉由目前承接政府計畫、爭取政府認證（ASSTD、

SBIR、SIIR）等短期目標，透過專案執行以逐漸累積經驗、與建構基礎資源架構，

繼而發展當地、振興竹山在地經濟並回饋社區。 

 

（一） 「百年特色小鎮深度文化五感體驗創新整合服務」 

2011 年「小鎮文創」以「百年特色小鎮深度文化五感體驗創新整合服務」之

新經營模式項目，獲得「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Assist Service Sect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TD）70創新服務計畫優良廠商頒獎殊榮。 

其突破傳統民宿經營模式，改良目前業界之經營模式，透過旅客在地需求的分

                                                       
70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http://gcis.nat.gov.tw/neo‐s/Web/About.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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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異業合作方式，以打造深度生活文化內涵之特色小鎮五感體驗、活絡整體竹山

特色小鎮發展、形塑公司品牌價值，創造獨特之競爭力，更帶動竹山小鎮在地商圈

活化與繁榮。71 

而 ASSTD 為經濟部商業司為促進商業服務業發展，而鼓勵服務業業者投入研

究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行銷模式或新商業應用技術之開發，以提升服務業

之競爭力。自 2009 年行政院會議通過「服務業發展方案」，並依據 2010 年 11 月所

公告之「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以落實服務業創新，維持競

爭優勢。以鼓勵業者進行開發工作為目的，補助業者開發資金為方法，引導投入服

務業新服務商品、新經營模式、新行銷模式或新商業應用技術之創新開發工作，並

使業者掌握核心技術能力，提高其附加價值，創造競爭優勢。 

自 2012 年起，原本經濟部商業司之 ASSTD 計畫改為「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ervice Industry Innovation Research, SIIR），其亦為唯一針對服務業之政府補助計

畫。 

 

（二） 特色小鎮適性旅遊與在地文創商品協同設計整合服務 

「小鎮文創」目前以建構創意網絡的分享平台─特色小鎮適性旅遊與在地文創

商品協同設計整合服務，入選為「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持續執行。72 

「藉由網路建構一個創意平台，讓學生參與創意發想。一方面在學校時期便能

參與實務活動對學生未來工作上有益，另一方面提供機會讓學生能在引導之下，對

地方文化有所貢獻……，當然能獲得學校師長的認同將學生帶進計畫中。」 

何培鈞對下一世代的關注可見於在「小鎮文創」創立之初其便將資源投注教育

上，「如果沒有建構這樣的教育機會，也許十年、二十年之後、甚至我的下一代在

                                                       
71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http://gcis.nat.gov.tw/neo‐s/Web/EffortNew.aspx?guid=0bab5478‐e610‐41e2‐944b‐5ff835226506，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72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http://www.sbir.org.tw/SBIR/web/Factorylist.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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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傳承的情況下，對於竹子的情感將變得相當薄弱，因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已經

沒有竹子的元素，不用說要多瞭解竹文化、竹子在自己家鄉的重要性、過去的輝煌

事蹟……」，因此透過「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專案，資源的建構是為了地方的

未來與文化的傳承、延續。透過教育讓下一代在成長的過程中瞭解到屬於家鄉的那

一份榮耀，與試圖喚起下一代傳承的使命感。 

經濟部為鼓勵國內中小企業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的研發，依據「經濟部促進企

業研究發展補助辦法」所訂定的計畫，期望能以此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加

速提升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力。而 1997 年（民國 86 年）立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

亦通過決議，規劃推動鼓勵國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之機制，隔年另通過決議業界科

專預算每年須成長 10%，並以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對象。 

由於臺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幹，因此規劃以類似美國 SBIR（小企業創新研

究）計畫之作法，以鼓勵中小企業進行產業技術與產品之創新研究，加速產業升級

提升國際競爭力，於是推動執行「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以鼓勵技術與產品之創

新研究，擴大民間研發的投入，並於 1999 年（民國 88 年）開始受理中小企業申請

本項補助計畫。73 

 

二、 社區經驗 

將經營範圍由山區的「天空的院子」、「上山閱讀」轉移至鎮內的街道市區當中，

「小鎮文創」重新盤點與發掘地方資源，藉此喚醒社區居民對傳統文化榮耀與記

憶，透過與地方店家、居民訪視，發現了現存經營問題在於產業的改變使現代對傳

統產品或服務的需求減少，使的傳統店家僅能藉由老顧客或不定期到訪的旅客的消

費作為主要收入。 

因此「小鎮文創」帶著過去經營山區事業的經歷，也在老店家有參與意願下，

開啟了傳統老店創新之旅。 

                                                       
73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http://www.sbir.org.tw/SBIR/web/Exist_BG.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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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來發鐵店 

竹山鎮僅存的手工打鐵店─來發鐵店，至今經歷了 120 多年已傳承至第五代（郭

志榮先生），目前由第四代郭慶順師傅接掌。 

 

圖四十二 「來發鐵店」負責人郭氏父子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菊式映像攝影） 

 

目前「來發鐵店」客源大多為竹山鎮上的主顧，透過新思維已逐漸朝向客製化、

少量化生產、精緻化製造等已達到客戶的需求。 

相較於過去印製喜帖、春聯等用途，藉由「小鎮文創」的創意將鐵店的技術運

用作為壓印木質明信片，賦予了傳統技藝新的生命。 

 

 

圖四十三 木質明信片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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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啟明米麩 

「啟明米麩」之店面位於竹山鎮下橫街上，米麩係為由糙米爆成米香、再磨成

粉狀加糖製成。目前店面老闆為林振修先生，由 1971 年（民國 60 年）繼續家業至

今經歷 40 多年的時間，持續為地方提供新鮮米麩。 

 

 

圖四十四 啟明米麩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小鎮文創」將米麩重新制定規格，使其大小適合簡便攜帶、容易剝食，再透

過新包裝將過去被視為龐大的零食從新定位為精緻小巧的點心。 

 

圖四十五 改良後之米麩包裝及個人化米香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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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位的「啟明米麩」更選作為放置於「天空的院子」的招待點心，使旅客到

訪民宿時能品嘗地方食物，透過此行銷模式讓外地旅客認識「啟明米麩」，直接增加

銷售量更間接傳遞了地方文化。 

此外，亦接受客戶客製化製作與包裝，「個人化米香」依據個人的需求將個人照

片以及 8 字以內的文字設計製作為貼紙，使老店透過設計而協力生產新產品。 

 

（三） 振益棉被店 

相較於一般機器製作棉被，「振益棉被店」專門以手工製作棉被，由於製作上

比較費工，因此手工棉被的單價相對較高卻也相對的較為耐用。也在於非機器製作

而能依顧客需求調整棉被規格，因此目前許多外地人至「振益棉被店」購買棉被，

在每一絲棉被製作過程中，串連起人與物件的情感連結。 

 

圖四十六 振益棉被店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此外，「小鎮文創」亦將三傳統老店的故事的進行整合、設計，使成為具竹山在

地文化的新商品，並作為紀念文創商品進行販售。 

 

圖四十七 竹山老店文創商品組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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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式料理─御合屋 

「御合屋」的負責人曾任王品集團之料理廚師，而現在是位回竹山家鄉開創新

事業的年輕人。「御合屋」以招牌菜「炸飯糰」吸引學生族群，同時在幽靜的日式氛

圍下有著竹山的深夜食堂稱號。 

然而，對於習慣傳統菜餚的當地人，尚無法接受新式料理，儘管受到學生族群

喜愛，但每逢寒暑假期便是淡季的來臨，似乎需要一些創新元素或驅動力擴大、甚

至開創新市場而穩定經營，這也是下一個待「小鎮文創」協助的新任務。 

未來，也許能透過行程規畫將「御合屋」串連作為觀光要素，也或許從傳統飲

食文化中尋找作為新式料理的象徵元素，以吸引習慣傳統文化的饕客，甚至能吸引

專程至竹山品嚐獨特料理的新訪客。 

 

  

圖四十八 竹山日式料理「御合屋」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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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竹生活文化協會 

於 2012 年初「小鎮文創」與國立暨南大學教授林吉郎、工藝家陳高明老師、蘇

素任老師，以及璞園負責人等組成非營利單位─竹生活文化協會。 

 

 

圖四十九 竹生活文化協會成員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以「全球思維，地方行動」來推動協會工作事宜其提供多元就業方案以增加地

方就業機會，例如竹材本身仍須依照三至五年的生長週期而進行砍伐，因此便將竹

材製作竹藝品或紀念品，讓社區居民參與手加工製作，使竹材與人力有效運用。目

前「竹生活文化協會」仍持續進行規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2 
 

第四節 竹與觀光 

壹、 竹山地區之竹與觀光 

多年來，「小鎮文創」累積了許多文創觀光的實務經驗，結合整備聚落之創新、

與經營模式，從民宿創辦之營運之後，結合社區聚落之「食、宿、遊、購、行」觀

光資源整備，並透過小眾的互動式講座分享經驗與真實感動。 

 

一、 竹山文化學習 

「小鎮文創」藉由客製化的「大鞍山城故事假期」提供文化講座，針對不同參

與對向議題包括有竹山鎮歷史與文化、文創事業經驗分享、學術性地方發展論壇等，

到訪者從一般觀光旅客、在校學生、教師、企業組織等團隊。 

 

（一） 竹山文化講座 

針對到訪者之需求而訂製課程內容，讓一般旅客瞭解竹山的發展與歷程；對於

國際旅客則分享在地生活、老店（米麩店、打鐵店、棉被店等）介紹。 

 

 

圖五十 文化講座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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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校生則分享創意思維、或實務性的引領進行文創活動；對於教師在相關

學習體驗之外，意分享社區經營或人生規畫等議題；面對企業組織便探討如何與社

區結合發展地方事業。 

 

 

圖五十一 嘉義大學碩博士生講座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二） 竹藝文化再出發─竹藝文化論壇 

2012 年 3 月中，「小鎮文創」藉由舉辦竹藝文化論壇提供一個交流平台，增加

設計師與工藝家產生碰撞的機會，再一次將竹山的竹工藝、技法發揚、帶往另一嶄

新的發展方向。 

依循產品設計的流程，讓設計師在材料探索、感受地方與居民生活以尋求靈

感、實務製作過程所會面對的問題等，「竹藝文化論壇」兼具了理性與感性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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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 竹藝文化論壇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1. 工藝師 

工藝師將竹山過去竹工藝輝煌的過去與新一代設計師分享，在工藝師熟習材

料、而設計師擁有創意、對市場具敏銳度，在兩者交會合作之下，期待能產生新產

品。 

 

 

圖五十三 竹工藝師陳高明老師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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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師 

設計師進行新材料的瞭解，也需要尋求感性層面的靈感，在學習、走訪的體驗

過程中近距離與材料、生長環境、感受地方生活與街區氛圍。 

 

 

圖五十四 設計師走訪竹林體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此外，亦與設計師 Judy Lo（駱毓芬）之「品研文創」緊密合作，以結盟關係共

同研發結合地方元素之新產品。Judy Lo 曾任臺灣工藝品牌「易─Yii」設計師，與工

藝師蘇素任老師合作創作「Meow Lamp」於 2011 年德國法蘭克福消費用品展展出。 

 

3. 竹加工廠 

在瞭解竹材料與體驗地方風情之後，設計師將面對實務上產品製作所會面臨的

問題，因此與竹加工廠接觸，瞭解問題解決之方式並累積設計與製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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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五 竹加工廠負責人劉昭明先生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論壇中，工藝家陳高明老師向設計師們介紹竹山在地的資源，包括竹材、工藝

技術、熟悉各式加工技法的工藝師們。透過介紹竹山文化、竹工業興與衰，讓設計

師們由地方長輩陳述一段段的地方經歷故事，感受濃厚的在地氛圍；此外，藉由實

地參訪竹加工廠近距離接觸原物料、機器設備等，並透過與加工廠負責師傅對談瞭

解加工技法之特色與實際製作流程等。 

 

（三） 企業／校園分享 

「小鎮文創」同時走出竹山與企業分享地方風土之美、創業歷程、經營理想等，

以實際行動與外界接觸，將「在地生活」重新讓沒落的小鎮重新整裝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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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六 「小鎮文創」於星巴克的全國會議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此外，「小鎮文創」亦曾至統一星巴克全台國際會議、遠傳電信、富邦人壽、合

作金庫、勵馨基金會等企業進行演講，也進入校園至實踐大學、明志科技大學演講、

高雄科技大學演講、台大國際會議廳企業專案管理演講，回到何培鈞先生的母校長

榮大學主辦「創意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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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竹山小鎮導覽 

除了靜態講座之外，透過實地走訪竹山街區、近距離地與地方居民產生互動，

以瞭解學習並感受地方風土氣息。 

由於竹山自鄭氏時期已開墾，因此竹山地區擁有豐厚的古蹟資源，如連興宮（三

級古蹟）、紫南宮、靈德城隍廟、崇本堂、敦本堂、林杞墓、林氏墓園等，在老店參

訪之外，古蹟巡禮也是小鎮遊覽的必須經歷的路線行程。 

「小鎮文創」規劃動態行程─故事假期，讓旅客實地走訪地方街區、體驗在地

居民生活風情。 

 

 

圖五十七 「故事假期」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三、 產學／跨界合作 

主要與中部地區學生跨界進行影片拍攝，例如與雲林科技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

學生合作，藉由瞭解竹山文化，製作微電影、宣傳短片等作品，透過評選能作為「小

鎮文創」的行銷影片，也提供蚊子電影院的播放空間以進行作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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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八 產學合作學生到訪「小鎮故事館」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此外，也與景觀系學生共同為市區的空地規劃植物栽種、配置等；與資訊設計

系學生合作協助地方店家規畫與設計網頁。 

 

四、 竹林、採集體驗 

透過安排遊覽竹林，在大自然山林間直接觸摸竹葉、撿竹葉等見學體驗，並將

採集到的竹葉、竹筒等進行整理清洗，作為後續紙製作、粽葉、竹筒飯等進行運用

的前置作業。透過遊覽過程中的講解，看似簡單無奇的行為其實深藏著先民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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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尊重與智慧，是融合自然與人文的風土體驗。 

 

 

圖五十九 竹林見學體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五、 竹工藝手作體驗 

竹材料藉由簡單的切割、拼組，讓觀光者進行簡易的手作加工製作竹藝小物。

同時，對「小鎮文創」而言，這也是周邊文創產品試模的機會，將製作結果與製作

經驗值視為開發過程，最後再進入大量階段。 

 

 

圖六十 竹工藝手作體驗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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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竹與觀光─竹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 

竹山地區擁有豐富的竹林，自日治時期以來便已進行竹業發展、竹藝人才訓練

等經營，因此孕育了濃厚的竹文化，使竹山形成風土人文別具特色的地區。 

藉由風土資本發展「創意觀光」架構（如圖六十一所示），竹的自然生態與人文

風情透過社區營造以發掘、盤點地方所擁有的有形與無形資源（竹林、竹材等／技

藝、地方感等），並作為發展學習文化、創意體驗等觀光活動之風土資本；而地方感

即來自於地方居民對風土所產生係與地方產生連結的情感，地方社群、居民也因為

擁有強烈的地方感而投入參與新形式地方觀光─創意觀光。 

 

 

圖六十一 以風土條件（竹）發展創意觀光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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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茶與觀光 

壹、 鹿谷地區之茶與觀光 

「在歐美不論是哪一個產酒區、哪一個葡萄酒，每一場葡萄酒試飲，一定打造成地

方的盛會，引來成千上萬人來探訪。即使非葡萄酒盛產期，光臨酒莊遊客也不少。

葡萄酒產業成了許多地方最熱門的觀光資源。」 

─引自嚴長壽先生《我所看見的未來》 

 

鹿谷為臺灣最具重要的茶產區，隨處可見獨具特色的茶莊與茶行，以如同歐美

的葡萄酒莊、酒堡之經營精神，將臺灣的茶莊當作打造為凍頂品牌茶莊。 

 

 

圖六十二 鹿谷凍頂山與麒麟山茶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而「凍頂品牌茶莊」所欲提供的服務包含茶鄉深度體驗、導覽解說、茶席文化

表演、旅遊諮詢及農特產品販售等，透過營造兼具五感體驗與文化美學的凍頂品牌

茶莊，旅客無論在任何季節來訪都能沉浸在「茶」世界當中，感受茶鄉的故事與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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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茶文化與茶藝 

在參與採茶、製茶之前，先透過茶文化講座瞭解茶之歷史、文化，以及茶與鹿

谷地居的發展歷程。由「鹿谷凍頂茶」之名稱可瞭解其與地方具有相當強烈的連結

關係，清朝舉人林鳳池先生至武夷山將烏龍茶種帶回至鹿谷凍頂山栽種的歷史，讓

「鹿谷凍頂茶」更具故事性。 

 

圖六十三 茶文化講座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此外，品茶、茶儀、茶席等亦為茶藝之美感體驗。 

 

 

圖六十四 臺日茶道觀摩會─以茶會友 

（資料來源：南投新聞網74） 

                                                       
74  南投新聞網，http://tnews.cc/049/newscon1_1876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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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茶鄉導覽與茶園遊覽 

鹿谷鄉主要產茶區集中於彰雅村、永隆村、鳳凰村之凍頂山區，位於鹿谷鄉的

凍頂山與麒麟山下的麒麟潭，原名為「大水堀」至今已開闢近 160 年，作為灌溉農

田之用。 

西元 1974 年蔣經國先生將其命名為「麒麟潭」，據說「麒麟」之名係取自其景

觀優美形狀如麒麟般，另有一說係來自於日文多霧（きり）之發音相似，也可藉此

想像在水潭上煙霧繚繞之優美景觀。 

此外，進入茶園近距離接觸茶葉並體驗茶園生態，遊走於茶園中瞭解茶樹栽植

的生長環境。 

 

 

圖六十五 茶園體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三、 撿葉梗體驗 

一般茶葉會將茶梗挑撿出以免影響口感，因此藉由提供尚未過濾的茶葉讓到訪

者體驗挑撿，並讓到訪者將挑選過的茶葉攜帶回泡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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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十六 撿茶梗體驗 

（資料來源：小鎮文創） 

 

四、 製茶體驗 

由於鹿谷凍頂烏龍的珍貴之處在於傳統茶葉的採摘、炒製皆為手工，因此藉由

體驗手炒茶／焙茶等讓到訪者親自控制，透過不同手感所炒製的茶、不同調控烘焙

的熱度、時間控制之下，將各自產出不同的茶品。 

 

 

圖六十七 觸摸茶葉與炒茶體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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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茶與觀光─茶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 

鹿谷地區特殊的風土條件，透過在凍頂山區的茶園之中學習茶文化與體驗茶園

的製茶作業。 

藉由風土資本發展創意觀光架構（如圖六十八所示），茶生長的生態與人文透過

地方社區發掘所擁有的有形與無形資源（茶園、茶具等／製茶技術、茶藝、茶文化

等），並作為發展學習、體驗文化等創意觀光的風土資本；而地方居民對風土所產生

的與地方產生連結的情感即鹿谷地區的地方感。 

 

 

圖六十八 以風土條件（茶）發展創意觀光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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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描述（二）─臺東光點與池上光點 

第一節 國際光點計畫─臺東光點（鐵花村） 

壹、 地理環境與歷史背景 

一、 地理環境 

（一） 地理位置 

根據臺東縣政府觀光旅遊網指出，臺東市居臺東縣中樞位置，西與中央山脈山

腳等高線與卑南鄉為鄰，西南臨知本溪與太麻里相望，北臨海岸山脈自黑髮溪沿台

糖公司農場與東河鄉為界，東則面臨太平洋。臺東市位於臺東三角洲平原上，面積

為 109.7691 平方公里，地勢東北臨海岸山脈處約 150 公尺，北接卑南山約 250 公尺，

西與中央山脈相鄰處約 119 公尺，其餘市區部分約 10 到 30 公尺，地勢大致平坦。75 

 

 

圖六十九 臺東市位於臺東縣中樞位置 

（資料來源：國家圖書館臺灣鄉土書目76） 

                                                       
75  臺東市公所，http://www.taitungcity.gov.tw/NATURE.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76  臺灣鄉土書目，http://localdoc.ncl.edu.tw/tmld/browse_map.jsp?map=1901&tag=2，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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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氣候 

根據臺東縣政府觀光旅遊網指出，臺東全縣位於北回歸線以南，屬熱帶型氣候。

又因受到黑潮流經之影響，平均溫度較西部為高；此外，受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排

列之影響，平原地帶比高山丘陵區氣溫高。年平均溫度最高為 28.7 度（七月份），

最低為 19.2 度（一月份），若以月均溫 22 度以上為夏季，則平地、離島區之夏季長

達八個月（四月至十一月）。 

 

（三） 族群分布 

由於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相當多元，而臺東縣人口約二十三萬人，其中原住民便

占了其中的三分之一，在臺東縣便包括全台原住民族群中的六個族群（阿美族、排

灣族、布農族、魯凱族、卑南族、與雅美族等），呈現出豐富、多元的風貌，亦創造

獨有兼容並蓄的獨特文化。77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資料78與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資料79，至 2012 年 5 月底臺東

縣總人口為 227,400 人，臺東縣原住民人數約為 79,663 人；臺東市人口約為 108,061

人，而全臺灣的卑南族總人口約 12,681 人，居住於臺台東市的卑南族約 4,219 人，

分別占臺東縣人口數的 3.9%、臺東市人口數的 33.2%。 

 

二、 歷史背景 

「鐵花路」為一條位於臺東市東南邊知名道路，「鐵花」的來由係取自於胡適

的父親胡鐵花，清朝其曾任臺東知州，將當時地廣人稀、交通梗阻、文化閉塞，外

有強鄰窺伺，內有番亂竄擾而南以治理的臺東地區，藉由撫山胞、編戶口、設學校、

訂稅賦等進行整治，並著撰記載臺東風俗民情的《臺東州採訪冊》官方文獻80，臺

                                                       
77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全球資訊網，

http://www.taitung.gov.tw/Aborigine/CP/1016/aborigines_intro_01.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78  內政部戶政司，http://www.ris.gov.tw/346，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79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812FFAB0BCD92D1A，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80  臺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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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人感念其而命名為「鐵花路」。臺東火車站遷移到目前的卑南新站後，原有的車

站改變為「鐵道藝術村」。81而臺東火車站舊站旁的臺鐵員工宿舍，即今日臺東誠

品書店的斜對面在鐵花路與博愛路交叉處，建構一座新的音樂村落─鐵花村。82 

「鐵花村」屬於交通部觀光局「國際光點計畫」（International Spotlight Plan）

東區光點其中之臺東光點（其他還包括池上光點、大港光點與花蓮光點等），在交通

部觀光局與財團法人台灣好基金會的規劃整備下，正式營運始於 2010 年 7 月底。 

而「鐵花村」的出現始於原住民歌手巴奈（Panai）的一句話，當時台灣好基金

會執行長徐璐問她：「什麼是臺東音樂人最需要的?」，她俐落的回答：「一個能給創

作者、好的表演舞台!」，相較於臺東許多年無法完成修繕的地方蚊子館，鐵花村在

基金會、當地音樂人與藝文工作者的奔走努力下，使廢棄屋舍轉變為臺東新生的文

藝據點，其不僅只是一個舞台，更拓展了一個城市的文化想像，也是「國際光點計

畫」第一個正式營運的地點。83 

 

貳、 臺東光點與風土資本─音樂 

臺東是原住民音樂人才及創作能量最豐沛的地方，全臺東縣三分之一為原住民

人口，阿美族都蘭部落、卑南族等音樂，其中位於臺東市的南王部落在多年傑出的

音樂表現，在方圓不到五百公尺的範圍內十年之間已獲 9 座金曲獎項，更被封上「金

曲村」、「金曲故鄉」、以及「臺灣的紐奧良」等美名。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E8%8
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subject_url=document_ink_categ
ory.hpg&project_id=twrb&dtd_id=12&xml_id=0000006668，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81  udn 旅遊休閒，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2226#ixzz20OxqrDt2，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82  聯合新聞網，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2226，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83  破報，http://pots.tw/node/606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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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 南王姊妹花 

（資料來源：角頭音樂84） 

 

而陳建年、紀曉君、胡德夫、巴奈、昊恩家家、南王姊妹花、張惠妹、舒米恩

（Suming）、部落美南子等知名歌手、樂團即分別出自臺東各族群與部落，在擁有

在地豐富音樂資產、特殊的自然與人文條件的環境中建構新音樂聚落─鐵花村，音

樂創作者、表演者的群聚作用之下，使音樂產生融合、甚至跨界合作而形成更多元

的音樂文化。 

                                                       
84  角頭音樂，http://www.tcmusic.com.tw/cd/045/Default.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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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一 臺東原住民歌手（卑南族紀曉君／昊恩家家／阿美族舒米恩） 

（資料來源：角頭音樂85／角頭音樂86／SUMING87） 

 

例如，2010 年結合原住民音樂與戲劇之《很久沒有敬我了你》，將指揮家簡文

彬至臺東南王部落尋找兒時原住民保母的經歷編製為音樂劇的形式呈現，而獲得好

評，因此將於 2012 年 9 月上演《很久沒有敬我了你 II─拉麥可》，探討阿美族青年

追尋夢想，在音樂、舞蹈之外更結合電影、戲劇等。 

 

                                                       
85  角頭音樂，http://www.tcmusic.com.tw/cd/samingad/MSD100‐CN.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86  角頭音樂，http://www.tcmusic.com.tw/cd/039/Default.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87  舒米恩官方網站，http://johnsuming.co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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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二 《很久沒有敬我了你》 

（資料來源：角頭音樂88） 

 

參、 音樂文化 

一、 南島音樂文化（Austronesian Musical Culture） 

根據吳榮順教授指出，二十世紀初期比較音樂學者王光祈先生曾按照各地域民

族使用音階的不同，將世界音樂體系分成三大樂系：以「五聲音階」（pentatonic）

為基礎的中國樂系；以「七聲音階」（septatonic）為基礎的希臘樂系；以及以「微

分音階」（micro-scale）為基礎的波斯阿拉伯樂系；此後，隨著歷史的發展與族群的

遷移互動，才在與各地區的基礎文化之下進行融合，再各自發展出不同國家的音樂

                                                       
88  角頭音樂，http://www.tcmusic.com.tw/dvd/004/default.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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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 

然而，吳榮順教授認為該分類過於簡化世界音樂的類型，而提出在亞洲地區之

東方以五聲音階的中國音樂，與亞洲地區西方以微分音階的波斯阿拉伯音樂等兩大

分支以外，亞洲音樂文化圈更必須包含北起以原住民音樂為主的臺灣、南至紐西蘭、

西到馬達加斯佳、東達復活節島形成的大菱形大洋洲島嶼區內，即所謂的「南島音

樂文化區」（Austronesian Musical Cultural Area）。 

 

表十三 世界音樂（亞洲地區）分類表 

世界音樂─亞洲地區 音階形式 範圍 

 

中國音樂 

五聲音階

（pentatonic）

 

亞洲東方 

 

波斯阿拉伯音樂 

微分音階

（micro-scale）

 

亞洲西方 

 

 

南島音樂文化區 

 

 

歌舞合一 

北起：以原住民音樂為主的臺灣 

南至：紐西蘭（不包括澳洲的原住民音樂）

西到：馬達加斯佳 

東達：復活節島形成大菱形大洋洲島嶼區

（資料來源：參考吳榮順教授資料89整理繪製） 

 

「南島音樂文化」是以歌舞合一的方式為音樂主體，器樂則是以簡單的竹管樂

器為主，例如，鼻笛、排笛以及竹管琴（印尼 sasandu 或馬達加斯佳 valiha）等。然

而，隨著印度教、佛教、回教及基督教的輸入，以及東南亞陸地民族的南遷，印尼、

馬來西亞及南菲律賓的民答拿峨島原南島民族，已發展出以鑼群文化及竹群文化為

主的「gamelan 音樂系統」或「kulindan 音樂系統」。 

                                                       
89  角頭音樂，http://www.treesmusic.com/article/as_0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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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南島」（Austronesia），是由奧地利語言學者史密特（Wilhelm Schmidt）

於 1899 年自拉丁文字的字根「auster」與希臘文「nêsos」所合組而成，前者為「南

風」之意，後者則意指「島」。90 

南島民族散佈於世界各地，在淪於外來殖民統治之前，具有若干共同的文化特

徵，學者將之歸納為 39 種。南島民族經歷各種外來殖民統治、以及其他強勢文化的

影響而稀釋甚至失去南島文化原有的特質（如馬達加斯加遠赴非洲並且受過法國殖

民統治而非洲化與法國化；東南亞島嶼則受到深度的伊斯蘭與基督教洗禮，以及西

班牙、美國、英國、荷蘭殖民統治）。 

目前，唯臺灣原住民與大洋洲島民等少數孤立地區，仍然保留南島文化。91 

 

 

圖七十三 南島文化之範圍 

（資料來源：OMNIVOYAGE92） 

 

                                                       
90  臺東南島文化節，http://2012nandao.gem‐imc.com.tw/，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91  南島民族共同的 39 種文化特徵為：火耕與耕地輪休、鍬耕、弓箭、腰刀、獵鹿與野豬、懸掛獸骨、

手網與魚簍捕魚、木杵臼、腰掛紡織、矮牆茅屋、石板屋、刳木為舟、編席、藤竹編簍、口琴、鼻

笛、弓琴、輪舞、貝飾、室內蹲葬與室外葬、幾何形與蛇形花紋、母系與父系社會、親族外婚、年

齡層組織、男子會所、老人政治、獵頭與鈷骷髏崇拜、精靈崇拜、泛靈論、禁忌、圖騰信仰、鳥占

與夢卜、巫師與巫醫、祭祀儀、紋身與拔毛、缺齒與涅齒、親子聯名。 
92  Omnivoyage，http://omnivoyage.org/Amis_performance_on_the_global_stage.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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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學者許常惠在《台灣傳統音樂之美》裡，歸納出南島語系民族的文化與音

樂，其透過宗教儀式、海洋文化、聲樂與樂器以及社會組織等與音樂間之影響關係

進行探討。93 

 

（一）儀式與音樂 

在人類文化體系之中，與音樂關係最為密切係為宗教。在大多數的宗教儀式進

行過程，都會將音樂安排在儀式中，甚至音樂就是儀式本身。 

音樂的宗教或社會功能，主要是使音樂維持特殊效能以符合該宗教或社會的需

求。而儀式中的音樂活動，除了本身具備的調和、支配與滲透力量對人產生的不同

特殊作用外，更可被視為一種溝通的方式與媒介。 

在南島文化中，音樂在儀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經常與宗教信仰有關，宗

教儀式中的音樂活動，不僅體現了族群傳統的社會關係與制度，也展現了其文化現

象與對未知世界的應對之道。 

在臺灣的原住民中，阿美族的「豐年祭」、卑南族的「大獵祭」（mangayau）的

古調《英雄詩》（bailalao）、布農族的「射耳祭」與八部合音《小米祈禱豐收歌》

（pasi-but-but）、夏賽族的「矮靈祭」等都與儀式音樂有關。 

 

（二）海洋文化與音樂 

南島語系民族很多屬於海洋民族，生活也與海洋息息相關，因此其音樂也反映

了生活經驗，顯現出海洋文化的特色。許多傳統的歌詞與航海技術、祖先所住的島

嶼、捕魚、獨木舟的製作等有關。 

在臺灣的原住民中，達悟族（雅美族），因住在四面環海的蘭嶼，他們的歌謠中，

有很多是描述海洋生活，例如：在其重要傳統祭典「飛魚祭」中，《船祭之歌》、《下

水禮之歌》、《捕捉飛魚之歌》等，更是有許多內容與海洋經驗相關。 

                                                       
93  教育部臺灣原住民音樂與文化補充教材，http://ge.dyu.edu.tw/991aboriginal/files/2010/10/1.pdf，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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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樂、器樂與音樂 

南島語系民族在很多的儀式中的音樂或傳統歌謠大多以歌唱方式為主，其音樂

以聲樂為主，器樂較少。而此係與其所生活的自然環境有關，由於島嶼上所能找到

的樂器材料有限，只能依靠天然的條件製造樂器。 

在臺灣的原住民中，泰雅族使用「口簧琴」作為求愛、解悶、情緒抒發、獵首

的信號、慶典的樂器等具有社會溝通功的樂器，算是比較豐富的情況。另外，包括

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但是在蘭嶼的達悟族（雅美族），經常歌唱時僅以拍

手作為伴奏，而無其他的樂器。 

 

 

圖七十四 泰雅族之「口簧琴」94 

（資料來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95） 

圖七十五 泰雅族吹奏「口簧琴」 

（資料來源：臺灣原住民文化產業發展協會96）

 

（四）社會組織與音樂 

南島文化中常組成不同社會組織與階級制度。例如，在男女的勞動分工裡，有

些歌謠只有男性可唱、有些則是只有女性可唱；或者男女可以一起唱的歌。又有因

                                                       
94  泰雅族「口簧琴」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列為「傳統表演藝術─音樂類」。 
9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
nfo&iscancel=true&caseId=GE0990500002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4.1&menuId=302，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96  臺灣原民，http://ticeda.moc.gov.tw/shenhua/008tya/008‐b1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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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階層的不同，各階層能參與的歌又不同。 

臺灣原住民各族當中，對歌唱都有這種性別或年齡的嚴格限制。例如，卑南族

的《婦女除草完工祭》（Mugamut）僅有女性唱，而達悟族（雅美族）的《工作坊落

成歌》僅由男性唱。 

 

二、 臺東之音樂文化 

臺東擁有豐富的南島、史前文化，在特殊的地理位置、經濟資源、開發史等自

然人文環境中，除了發展出「崇尚自然」、「慢活」、「簡單」的文化與生活哲學之外，

長久存在於此的原住民族文化風格更是而深深影響地方文化，從無形的對祖靈的信

仰、族群思想與信念至能接觸的原住民祭典儀式、服飾、器皿、音樂等，在在反應

出對自然環境的崇敬與尊重，更體現了人與大地、自然緊密的連結關係。 

其中，原住民音樂在過去是族人之間的溝通維繫情感的媒介，如今的原住民音

樂更是強烈帶著地方風格的文化資產。 

過去十年來，臺東音樂的發展陸續在紀曉君、陳建年等南王部落歌手、張惠妹、

龍哥（郭明龍）、喒荖‧巴西瓦里（Chalaw‧Passiwali）、范逸臣、舒米恩（Suming）、

MATZKA 樂團等透過商業唱片公司發掘、包裝與行銷、並且受到金曲獎等各類獎項

的鼓勵後，近幾年原住民音樂與相關音樂人才逐漸獲得市場的注目。 

然而，事實上在過去原住民歌手便已出現於八零年代民歌時代後期，其對於音

樂的感覺與創作技巧便已相當純熟，藉由民歌的形式來達到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

歌的目的。 

根據音樂製作人鄭捷任表示，該些音樂的風格本源自於這些音樂人的個人特

色，音樂與唱片公司沒有太大的關係；該些「原浪潮」後期的要角，便是當時在各

大民歌西餐廳駐唱的年輕歌手，一方面由於臺東音樂資訊的匱乏，民歌運動的壽命

又比臺北多延續了十年，儘管曾經聚集陳建年、巴奈、龍哥（郭明龍）等些歌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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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洞西餐廳」已不存在97，但是擁有全臺灣最多原住民族的臺東，卻也從來不

缺乏音樂交流的聚點與豐沛的創作人才，如果以都蘭為軸心，南王部落與知本部落

的南來北往，更確立了臺東音樂的命脈得以延續。98 

近幾年，臺東地區已籌辦多場由政府單位所舉辦與音樂相關的年度性音樂祭、

節慶活動，如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行政處舉辦的「南島文化藝術節」、與臺東縣政府

文化處所舉辦的「東海岸音樂季」。 

 

（一） 臺東南島文化節 

1999 年臺東舉辦首屆「南島文化節」，透過南島民族的文化交流加強地方情感，

於 2000 年為「觀光局」列入「臺灣十二大節慶」活動之一。 

2002 年活動之主要場地位於「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活動包括「南島樂

器特展」、「部落體驗營」、「漂流木大型裝置藝術」、及「後山窯陶藝雕塑創作展」等。

99 

而 2005 年「南島文化節」之系列活動，於臺東森林公園活水湖及國立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館舉行，包括日本琉球、美國夏威夷等七個國家之表演團體共同參與。當

年以「南島航海文化」為主題，包括展示「南島原鄉航海文化主題館特展」、「南島

航海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巡訪；此外動態活動包括「南島原鄉」部落體驗營、

「原鄉工坊」南島語族工藝創作以及「原鄉采風街」原味精品美食市集、傳統民俗

體驗、傳統歌舞表演、「南島原鄉展藝晚會」等。當年活動結束後回歸各部落，接續

發展部落文化生態之旅，包括蘭嶼拼板舟體驗、阿美族撒網、仲夏戀情盪鞦韆、搗

米之戀、阿美族竹炮等。將南島文化作為文化觀光之亮點，更在主體活動後將原住

民部落體驗作為到訪者深度瞭解原住民文化。100 

                                                       
97  樂評人翁嘉銘部落格，http://blog.udn.com/jamiewon/675078，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98  社大開學，http://swin.fcu.org.tw/series/20031220/ref.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99  跨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國際民間藝術組織臺灣分會，

http://www.iov.org.tw/2004_1999/event_2002/event200212.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00  兩岸農業，

http://www.2to1agri.com/apagri/active.nsf/ByUNID/F2243F8F94EF9F134825705900156764?opendo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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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0 年的「南島文化節」則舉行於臺東森林公園，系列活動包括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及部落體驗三大部份。 

 

 

圖七十六 2010 年「南島文化節」 

（資料來源：數位臺東101） 

 

除了國內外木雕藝術家集創（創作理念與實務分享講座論壇）、部落體驗旅遊套

裝行程、國內外藝人團體表演（都蘭糖廠之國際南島之夜、鐵花村之女歌之夜、民

歌之夜、樂團之夜、以及卑南文化公園之 AM 到天亮音樂會）、以及原住民族特色

文創產品及美食展售。 

另外也包括當年（2010 年）之音樂劇《很久沒有敬我了你》返鄉邀演、南島論

壇（陸森寶論壇及紀念音樂會）、金峰鄉洛神季活動、原住民關懷盃棒球賽踩街活動

與簽名活動及選手之夜等。102 

 

（二） 東海岸音樂季（Taitung Music Festival） 

首次於 2007 年由臺東縣政府將「都蘭山藝術節」，更名今日之「東海岸音樂季」，

藉此建立一個屬於東部地區的音樂「平台」與「傳統」。 

                                                                                                                                                                 
ent，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01  數位臺東，http://tt.news.tnn.tw/news.html?c=7&id=2343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02  TRIPASS  景點家，http://www.tripass.net/article.php?op=articleinfo&articleid=4342，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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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十七 東海岸音樂季 

（資料來源：臺東縣政府103） 

 

1999 年由當時的行政院文建會指導、臺東縣政府主辦的「後山音樂季」，是臺

東首度辦理的大型音樂主題活動，創造另一波臺東原住民音樂風潮，同時也促使臺

灣原民文化興起。自 2002 年起，臺東縣政府藉由籌辦五屆「都蘭山藝術節」以藝術

文化的面貌呈現臺東之美，讓大眾認識到臺東魅力獨特的文化。 

2006 年的「都蘭山藝術節」聚焦於「音樂」以「山海廻響曲」為名，籌辦臺東

音樂之主題活動，辦理原住民童謠發表、音樂創作營、原住民新韻－國立臺灣交響

樂團與紀曉君的合作演出、王宏恩演唱會、臺東音樂主題展等各項展演活動，獲得

極大廻響。因此，2007 年起臺東縣政府將活動由藝術主題更改為以音樂為主體的「東

海岸音樂季」，聚焦於音樂以吸引更多音樂同好參與。 

透過濃厚的南島原住民文化作為城市行銷的亮點，未來「南島文化節」（2010

年起）與「東海岸音樂季」（2011 年起）將分別以雙年節慶的方式，以每兩年相間

隔舉辦之形式進行。 

                                                       
103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http://www.ccl.ttct.edu.tw/ch/aioshow.aspx?path=431&guid=827e6660‐f4dd‐441c‐b1cd‐c340907b9391&l
ang=zh‐tw，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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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光點計畫─池上光點 

壹、 地理環境與歷史背景 

一、 地理環境104 

（一） 地理位置 

池上鄉位於臺東縣、花蓮縣之交界處，北側之大坡溪與花蓮縣富里鄉相界，即

東花二縣在縱谷中之縣界。 

 

 

圖七十八 池上鄉位於臺東縣與花蓮縣之交界處 

（資料來源：臺灣鄉土書目105） 

 

池上鄉東西最寬之處寬約 8.5 公里，南北最長之處長約 15 公里，面積 8,268.5455

公頃，占臺東全縣總面積的 2.35%。其中平原面積為 3,652 公頃，丘陵面積為 3,350

                                                       
104  池上鄉公所，http://www.cs.gov.tw/pagea.php?Act=page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05  臺灣鄉土書目，http://localdoc.ncl.edu.tw/tmld/browse_map.jsp?map=1906，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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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山地面積僅 1,267 公頃。 

  池上鄉是臺東縣縱谷區位置最北之平地鄉鎮，包括福原、福文、大埔、新興、

慶豐、大坡、錦園、萬安、富興、振興等十村。 

 

 

圖七十九 池上鄉地圖 

（資料來源：池上鄉公所106） 

 

池上平原是池上鄉居民主要之生活空間，鄉內大坡、振興社區位在河階之上，

其他社區與聚落全部都分佈於平原地帶。 

池上鄉北界由廣原聚落（位於臺東縣海端鄉）東南山稜山麓沿著龍泉溪（萬朝

溪）北側向東南接大坡溪注入秀姑巒溪，經縣界橋後繞過公頂山北側，再經大坡北

溪源頭之鞍部再向東南至堵開埔山，以北為富里鄉，以南即池上鄉轄區。 

                                                       
106  池上鄉公所，http://www.cs.gov.tw/pagea.php?Act=page5，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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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鄉界較為單純，由堵開埔山起，沿鱉溪背斜稜線向西南而行至嘉武溪支流

北溪之溪源處止，長約廿公里，稜線以東為臺東縣東河鄉之泰源盆地。而西南以新

武呂溪，南以嘉武溪與關山鎮接壤，池上鄉西側鄉界較為零亂且無明顯之天然地形，

大致在大埔山西側高度約 1,000 公尺以下之山地為池上鄉轄區。 

其中，福原、福文、大埔、新興等四村，分佈於平原中心地帶；而福原、福文、

大埔三村為集村（集居型：數十數百所密集在一起）、新興村為散村（散居型：每一

處耕地中分佈著一所或者數所）107。 

池上鄉主要之行政區、文教區、商業區皆集中在福原村，而主要之交通幹線也

通過本區，由北而南貫穿池上平原。 

因族群分佈關係，「大埔村」又分為東西二區。東區居民為阿美族與閩客族群混

居且鄰近市集，在福原、新興二村之間；西區則在中央山脈山麓，居民多數為阿美

族。 

池上鄉東側之海岸山脈山麓自北而南為：大坡、慶豐、錦園、萬安、富興、振

興等六村，前四村屬集村形態，富興、振興二村為散村。大坡、慶豐二村鄰近省道

台 9 線，因此交通將為方便。而錦園、萬安、富興、振興四村，則沿 197 號縣道分

佈之村落，由於距市集及縱谷主要交通線稍遠，因而習稱「內四村」。然而，其中的

錦園村、萬安村卻是池上鄉最早開發之處。 

 

（二） 地質 

池上鄉位置在臺東縱谷的南段，東西寬約 8.8 公里，橫跨臺灣最重要的三大地

質區─西側是中央山脈地質區、東側是海岸山脈地質區、中部池上平原則座落在臺

東縱谷地質區。 

1. 中部與西側─中央山脈地質區 

池上鄉中部之池上平原座落於臺東縱谷地質區，屬中央山脈東翼地區，其為臺

                                                       
107  臺灣鄉鎮之研究，富田芳郎，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han/Paper/Village/TwVillagesStudy.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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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也是臺東最古老的地質區，早在六千萬年前因「長春運動」及「南澳運動」而形

成，現在又因「蓬萊運動」而再度重現。 

而池上鄉西側即中央山脈之東翼，出露岩層是由洋底沈積物再變質隆起的大南

澳片岩，此岩層位於歐亞大陸板塊的前端，是屬於大陸板塊的部分。 

由池上平原向西望龍泉瀑布，便能是龍泉瀑布斷崖上的片岩和斷崖兩側的山脈

支稜上的板岩。目前該些片岩之板岩地層名稱、年代與分布，在已發表的地質圖中，

然而不同的地質學者頗有不同的見解，目前尚無定論。 

 

2. 東側─海岸山脈地質區 

池上鄉 197 縣道以東屬海岸山脈地質區，主要地層自東而西分別為：都巒山層、

蕃薯寮層、與利吉混同層。 

  都巒山層的分布在池上鄉最東側，構成海岸山脈的脊樑地帶，由池上平原東望，

一排高聳挺立，林木蒼鬱的山地即是都巒山層。係古南中國海板塊向東隱沒在菲律 

賓海板塊之下所引發的火山活動之產物，主要岩性為安山岩質碎屑岩。 

都巒山層之下可看到一些約 500 公尺高度的突起峰巒，即蕃薯寮層，在蕃薯寮

層至池上平原問的地層，即是利吉混同層。 

池上鄉面積雖然不大，但在地質構造方面卻十分複雜。1960 年代板塊構造學說

興起，臺東縱谷正是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之縫合帶，許多質學者陸續提出各種

板塊構造運動之模式，使得池上鄉在地質研究上頗負盛名。 

 

（三） 水文 

池上鄉位於臺東縱谷南段卑南溪、秀姑巒溪之分水處。卑南溪在鄉境之支流，

有屬於其上游源自中央山脈的新武呂溪，另匯聚海岸山脈的萬安溪、富興溪、四號

橋溪、泥水溪、嘉武溪等。 

新武呂溪之上游發源於中央山脈之關山主峰（3,666 公尺）的東坡，在初來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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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河道頓形開闊，並沿新武呂溪沖積扇南緣東流，至池上鄉富興村時受阻於海岸

山脈而折向南流。沿途續收集來自兩側山地之支流，在鹿野鄉東南方切穿海岸山脈

與卑南山之間山地後，於臺東市北方注入太平洋，便在入海口與利嘉溪、知本溪等

共同沖積臺東平原。 

卑南溪全長 84 公里，為本島主要河川之一，也是縱谷中的第一長河。卑南溪在

富興村南折之處，以上之河段稱為新武呂溪，而南折之後始稱卑南溪。 

池上鄉屬於秀姑巒溪水系的有：大坡溪、龍泉溪以及大坡池（含錦園溪）。秀姑

巒溪在縣界橋之西匯集以上三源沿縱谷東側北流，並收納縱谷中段兩側山地支流之

後，至瑞穗鄉武德大橋轉向東行，橫斷海岸山脈，在長虹橋東注入太平洋，全長 81

公里為本島之主要河川，是臺東縱谷中的第二長河。而池上鄉最重要之河川是新武

呂溪，河流長、水量多、河道寬，是農田灌溉水源。其他溪流因為河道短、集水區

小，溪中平日少見溪水，主要功能在排除降雨時之逕流。 

 

（四） 人口分布 

根據臺東縣池上鄉戶政事務所統計資料108，截至 2012 年 4 月池上鄉總人數為

8,940 人，而原住民總人數為 2,309 人，占全鄉人數之四分之一約 25.8%，其中以阿

美族居多，大埔村之人數最多為 498 人、其次為振興村 361 人、大坡村 305 人與福

文村 265 人以及福原村 217 109，此外客家人占全鄉人數約 50％。 

 

二、 歷史背景110 

池上鄉隸屬於臺東縣，東鄰東河鄉、西接海端鄉、北以秀姑巒溪上游與花蓮富

里鄉隔鄰、南以新武呂溪與關山鎮相望。該區域於清光緒年間統稱「新開園」；日據

                                                       
108  臺東縣池上鄉戶政事務所，http://www.cs‐house.gov.tw/index2.php?Act=page6‐4，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09  原民部落網，http://bmlweb.cs.gov.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10  池上鄉公所，http://www.cs.gov.tw/pagea.php?Act=page5a‐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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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設冶為「臺東廳關山郡池上庄」。池上地區東有海岸山脈，西為中央山脈，新武

呂溪沖積成為一沖積扇，扇端湧泉帶形成池泊，名為「大坡」。因而使池上之古名為

大坡（TAPO），即阿美族語其意義為「大池」，而池上鄉因適位於該池之上，因此日

據時代遂以日語譯為「池上」。1111945 年（民國 34 年）臺灣光復，改臺東廳為臺東

縣，「池上鄉」之鄉名也因此產生。 

原住民遷住時，擇其水足地肥之處而集居四周生活，並由世代繁衍而擴大其聚

落，直至日據時期設治時，依其聚居該池之上而取名為─池上。 

光復後，鄉內原先劃分為福文村、大坡村、水墜村、錦園村、新興村、大埔村，

萬安村及福原村等八村。1950 年（民國 39 年）調整行政區域，將大坡村分為慶豐

村與大坡村。1956 年（民國 45 年）水墜村改稱富興村，此後於 1967 年（民國 56

年）新增振興村，即現今池上鄉之之十村。 

 

貳、 池上鄉與風土資本─米 

「池上」為花東縱谷著名的魚米之鄉，魚來自大坡池，而米為聞名全台的池上

米。大坡池為一天然泉湖，昔日盛產鯽魚、鯉魚、沼蝦、泥鰍、鱔魚、鱸鰻等。112 

其中，生長於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之「池上米」，品質優良、米香味濃、口感佳、

而極具地方特色，因此池上鄉公所與池上鄉農會113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產地

證明標章」，並於 2003 年（民國 92 年）11 月 28 日正式通過而取得「池上米」證明

標章。 

 

                                                       
111  金色豐收館，http://csfa.org.tw/demo/about.ph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12  池上鄉戶政事務所，http://www.cs‐house.gov.tw/index2.php?Act=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13  根據 2012 年（民國 101 年）7 月 1 日施行之商標法第八十條規定：「證明標章，指證明標章權人

用以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產地或其他事項，並藉以與未經

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標識。」 

第八十條第二項規定：「用以證明產地者，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

性，證明標章之申請人得以含有該地理名稱或足以指示該地理區域之標識申請註冊為產地證明標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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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 「池上米」證明標章 

（資料來源：農業易遊網114） 

 

「池上米」也是臺灣最早以「地理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申請標

章保護的農產品。 

「地理標示」係以產地命名註冊，對地方特色農產品、工藝品等的權利進行保

護和控制，來維護產品的競爭力和消費者的權益。115該制度係起緣於法國的國家法

定產區管理局針對葡萄酒釀造等之認證制度「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AOC，

英譯為 controlled designation of origin；中文譯為法定原產區制度)，後來逐漸擴及其

他特定產地的產品保護，為世界各國及世界貿易組織所認可。 

由於「地理標示」通常代表該地區特定產品的特色及其優越性，對提升產品的

價值極有助益。 

而「池上米」之「地理證明標章」係提供四大保證：產地保證、產量控管保證、

品質保證與安全保證。116 

 

一、 產地保證 

臺灣之種植水稻面積約為 17 萬公頃，而臺東縣池上鄉水稻面積僅 1,500 公頃，

                                                       
114  農業易遊網，

http://ezfun.coa.gov.tw/view.php?theme=news&city=V&id=V_sandra_20081127173607&class=N01,N04&
prints=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http://ttdares.coa.gov.tw/view.php?catid=3240，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116  池上鄉公所，http://rice.cs.gov.tw/chihshang‐rice/，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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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稻穀產量占總產量不到 1%，由於相當稀少，因此在取得「地理證明標章」後，

池上鄉公所於 2005 年（民國 94 年）提出「池上米地理認證」標章作為包裝外標示

以保證產自池上鄉。 

 

二、 產量控管保證 

每一包經過池上鄉公所認證的池上米皆「以流水編號控管數量」，從編號可控

管認證數量與產量相符，也可以查驗稻米原料來源。 

 

三、 品質保證 

每一包經過池上鄉公所認證的池上米皆符合 CNS 國家稻米標準及「食味值」規

範（評分須於 65 分以上），因此保證每一包通過認證的池上米都有優良的品質。 

 

四、 安全保證 

每一塊生產池上米的農地在收割前，即要由池上鄉公所派員抽樣檢驗農藥殘

留，通過安全標準者才核發安全證明，農民才可以收割入倉。 

此外，標示方式也需依照池上鄉公所之規定，可參考圖八十八所示： 

一、「池上米®」及認證單位、基準與標章浮貼等字佔各類包裝米袋五分之二版面； 

二、「池上米®」四個字佔五分之二版面一半，字體排列依本樣張施作，其餘字體亦

佔五分之二版面一半； 

三、證明標章浮貼處：寬 5 公分、長 3 公分製作，字體為粗黑體、黑色； 

四、「池上米®」字體顏色為紅色，其餘字體為淺青色，底色白色； 

五、版面底色為淺青色一色； 

六、池上米認證標章尺寸左右 5 公分、天地 3 公分； 

七、「池上米®」字體金色；「上」字有雕刻版微小字「池上米」字樣；以及 

八、標章上認證單位、認證字號、查驗編號，認證數量公斤數字體顏色均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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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一 「池上米」證明標章及其標示方式 

（資料來源：池上鄉公所117） 

 

過去池上地區所產出之米品質優良，而逐漸受到消費者注意，市場也發現消費

者對於池上米之愛好，而出現將非產於池上之米標示為「池上米」之仿冒、混淆之

行為，造成市場流通之池上米過於氾濫、真偽參雜而稀釋地方風土之特殊性。 

在臺灣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成為 WTO 會員國後，應履行 TRIPs 對於「地

理標示」之保護規定118，當（2002）年池上鄉地方人士有鑑於市面上販售之池上米

80%皆非池上鄉所生產，且品質良莠不齊影響了真正池上米之信譽119，因此促使地

方單位主動向智慧財產局爭取透過認證規範、「證明標章」之證明，並且藉由配套

作業以強化原農作之產地、產量、品質與安全性。 

 

                                                       
117  池上鄉公所，http://rice.cs.gov.tw/chihshang‐rice/，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18  TRIPs 第 22 條第一項定義，所謂地理標示係指「為辨別一商品是產自一會原之領域，或其領域內

之某一地區或地點之標示，而該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主要產生於該地理來源者。」 
119  臺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 TAFT，http://taft.coa.gov.tw/ct.asp?xItem=592&ctNode=213&role=C，

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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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米文化 

一、 臺灣之米文化120 

臺灣米的發展和過往殖民的歲月有著深厚的關聯。 

遠在十六世紀，臺灣西南平原的西拉雅族雖然已在從事農業耕作，但形態相當

原始，且產量有限僅能自給自足。在荷蘭人來臺後，發現臺灣的土壤、環境和氣候

相當適合稻米的生產，因此引進農業技術與觀念，鼓勵人民開墾水田，再透過貿易

獲取商業利益。 

到了日治時期，日本當時是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為殖民政策，而積極在

臺推動種植稻米，並實施品種改良，以適應日本本土的需求。 

日治初期時，由臺灣送到日本的稻米被稱為「在來米」，但因為當時臺灣米與日

本人喜好的黏軟口感不同，因此就引進了日本品種來栽種（日本稻米的品種為粳米，

與當時台灣米的秈米品種不同），而為了與日本國內生產的稻米做區隔，便將其命名

為「蓬萊米」。 

 

二、 池上之米文化與藝術 

日據時期，池上鄉所種植的稻米品種主要是旱稻的品種（再來米），後來才從

日本山形縣引進「蓬萊米」種植。121而池上米在日據時代是進貢日本天皇的米，故

被稱為「貢米」，亦被譽為「皇帝米」。 

而名聞遐邇的「池上飯包」亦是發源於池上鄉，池上飯包所標榜的材料，正是

生長於池上的「池上米」。122因此，池上鄉與米及米食緊密地連結，而形成濃厚的米、

米食文化。 

 
                                                       
120  《中華報導月刊》2012 年三月號，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14‐86‐10942，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21  臺灣學校博覽會，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3/C0334950068/bandon/a1.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22  建興米廠，http://www.drr.com.tw/shopstyle/hc509/chihshang.as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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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稻米原鄉館 

「稻米原鄉館」原為池上農會肥料倉庫，後因不堪使用而閒置於 197 縣道旁，

但由於其相鄰磚窯廠，又坐落於萬安社區的入口處，倉庫前的停車場提供了一個「社

區展演」基地，社區用以規畫作為池上米食文化參訪的解說展覽廠、遊客諮詢、休

憩點以及村民休閒活動據點等，因此向文化部（當時的文建會）提出改建計畫，成

立「稻米原鄉館」，並於 2004 年（民國 93 年）10 月落成啟用。123 

其為文化部推動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所輔導支持的「地方文化館」，係以

社區建構共同的生活空間、凝聚共同的在地意識、呈現在地文化產業為目標，鼓勵

由地方的團體自發性組織經營團隊，為地方的文化保存與藝術扎根共同努力124，也

是政府投資地方風土資本並有助後來文化觀光與創意觀光的長期政策。 

「稻米原鄉館」之外觀樸拙、富有客家風味，室內清新明亮、擺飾的莊稼農具，

呈現農村風貌。館內同時介紹池上有機米的栽種及以發展過程，也提供精緻簡餐和

販售萬安特有的有機白米、有機糙米、有機香米、及社區媽媽教室班員合作研發傳

統、與創新兼具的各類米食。 

 

 

圖八十二 「稻米原鄉館」之外觀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123  池上鄉公所，http://www.cs.gov.tw/pagea.php?Act=page8a#a4 
124  國家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viewitem.aspx?prodno=51659，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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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前的空地原是倉庫的停車場，現在作為社區的展演基地，是附近居民閒暇聚

會、聊天、彈琴的最佳舞台，社區曾經在此舉辦多次活動，儼然成為居民文化學習

中心。125 

 

圖八十三 「稻米原鄉館」之內部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萬安社區「稻米原鄉館」集結池上鄉有機白米及各種農產品、並於館內展售，

亦有農用機具展示；二樓賞景餐廳提供阿嬤私房料理，另外更提供米畫 DIY、磚雕、

插秧、收割及社區導覽等服務，展現社區居民對在地文化傳承之向心力和重視，具

教育並提供體驗臺東農村的生態美食之旅。126 

 

（二） 金色豐收館 

原本為日據時期商人林石連所建之「池上鄉農會碾米工廠」，於 1948 年（民國

37 年）轉售於池上鄉農會。1956 年（民國 45 年）因碾米廠發生火災所有廠房、機

                                                       
125  文化部地方文化館，

http://superspace.moc.gov.tw/hall/local_culture_page.aspx?oid=a7d68a6c‐d72a‐4287‐a23e‐6b64676465a
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26  臺東縣政府觀光局，

http://tour.taitung.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240&guid=9035da46‐be8a‐44db‐a760‐8080c1d9f
235&lang=zh‐tw，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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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辦公廳都付之一炬，地方社群共同出錢、出力重新購買廠房與機械，讓「池上

鄉碾米廠」得以繼續。127 

其目前占地約 1.2 甲，擁有重要設備有特大型烘乾機、低溫冷藏桶，並引用新

型日本進口礱穀機、精米機、及周邊設備，投資金額逾新台幣壹億元，是為最先進

的碾米工廠之一，產出之良質米已經成為臺灣精品，曾連續蟬聯全國稻米競賽三屆

總冠軍，更成功進軍日本市場，使「池上鄉碾米廠」已成為臺灣生產良質米的「聖

地」。128 

 

 

圖八十四 金色豐收館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池上鄉農會希望能結合專業碾米加工製程、米食 DIY 體驗與池上農事體驗活動

等，始成為一個兼具教育與休閒的景點。於是在 2011 年（民國 100 年）成立觀光工

廠，廠區內設有「金色豐收館」。 

 

                                                       
127  經濟部工業局觀光工廠自在遊，http://www.taiwanplace21.org/factory/factory_109.htm，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7 月。 
128  金色豐收館，http://csfa.org.tw/demo/about.ph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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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五 米食 DIY 體驗 

（資料來源：金色豐收館129） 

 

成立觀光工廠的目標係提供旅客一個感性休閒與知性教育之場所。廠區內之「金

色豐收館」內含文物區、體驗教室，還提供免費的場區預約導覽，以及禮品展售中

心等服務及設施，成為全台唯一結合精緻碾米加工與稻米教育之觀光工廠。 

 

（三） 池上便當 

日治時期，臺灣各地許多移民陸續由進入池上發展，同個時期原本臺北三重埔

的李約典、與林來富夫也遷移到池上並居住在池上火車站前，而於 1939 年（民國

28 年）開始在池上車站月台上販賣番薯餅，此即池上飯包的前身。而當時行駛的蒸

汽火車，從臺東到花蓮需要花上半天以上的時間，途中經過池上大多在中午的時間，

便會購買餐點便當，池上老店開始製作飯包販賣。130 

 

1. 悟饕池上飯包與「悟饕池上飯包博物館」 

(1) 悟饕池上飯包 

                                                       
129  金色豐收館，http://csfa.org.tw/demo/experience_page.php?no=9，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30  悟饕池上飯包，guide.easytravel.com.tw/scenic.aspx?CityID=24&AreaID=346&PlaceID=2586，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5 
 

70 年前池上飯包，係用兩片竹葉包四個三角飯糰，鋪上肉、黃菜頭、烤肉乾、

猪肝、瘦肉片、一塊蛋餅以及在地大坡池的小蝦和上麵粉作成的蝦餅，輔以梅子開

胃、用油麻繩繫緊便是第一代池上飯包。 

之後，以工母材作為包裝是為了吸收米飯之水氣，讓飯更加得香 Q、可口，漸

漸演變為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池上飯包；經過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的菜色演變，

至今已發展出第五代飯包（2010 年起）僅作復古再現為非作營業使用，目前食用的

是第四代池上飯包。 

而 1999 年 10 月，集山機構正是購併正宗池上老店，並以「悟饕」為品牌，藉

由企業化經營的方式倒入 ISO9001 及 GSP 管理機制推動臺灣傳統飯包文化，讓世界

各地的華人都可以享用正宗傳統池上飯包，推廣東方米食文化。 

 

 

圖八十六 「悟饕池上飯包」標示圖 

（資料來源：悟饕池上飯包131） 

 

在傳統池上便當之外，至今已研發多種口味，搭配不同食材以符合不同消費者需

求，此外，悟饕池上飯包之經營範圍包括臺灣及大陸地區，目前已有兩百多家店面。 

 

(2) 悟饕池上飯包博物館 

「池上飯包」是臺東縣池上鄉的特產，2002 年（民國 91 年）池上鄉公所與池

                                                       
131  悟饕池上飯包，http://www.facebook.com/wutau，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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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飯包原創老店（悟饕池上飯包）合作成立了「悟饕池上飯包博物館」。 

館內設有歷史文化區、農田農具區、稻米文化區、池上飯包區、以及古早飯包

區等展示區，以文字及圖片介紹池上飯包六十餘年來的發展沿革，並完整保存早年

做飯包的傳統爐灶等器物，供民眾參觀兼具文化保存與教育等多重功能。132 

 

 

圖八十七 池上飯包博物館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池上飯包的兩大特點即在於「使用池上米製作」並「以木盒盛裝」，與第一代的

以竹葉包裏著飯糰之池上飯包大不相同。自 1962 年（民國 51 年）起，業者將竹葉

飯糰改成以木片製成的盒裝便當，才成為今日廣為人知的池上飯包樣貌。133 

館內展示「池上飯包」不同時期的態樣，由最早期在月台上叫賣的蕃薯餅，經

過日治時期以竹葉包裹著各式食材的飯糰，到最後才轉變成為現今廣為人知的木片

製的盒裝便當。 

                                                       
132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http://www.erv‐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160，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33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http://www.erv‐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160，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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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李約典夫婦的兒子李丁保先生，在車站擔任驛夫的工作，便將飯包帶到

車上賣。之後，李丁保的妻子陳雲女士繼承家業繼續從事賣便當的工作。後改以「竹

片盒子」裝成飯，除了竹片盒子較為方便，且竹片盒裝飯更附有木香味，因此池上

飯包便由原本的「竹葉包飯團」轉變成今日使用「竹片盒飯包」。134 

 

表十四 池上飯包演進表 

第一代飯包

（1948 年）

用三角飯糰的形式，以月桃葉包裹綁上麻

什販售 

第二代飯包

（1962 年）

戰後經濟復甦猪肝不應求而改燒肉，烤肉

乾改成香腸，蛋餅應台鐵要求改成滷蛋，

首次使用木盒當包材 

第三代飯包

（1976 年）

因大坡池蝦越來越稀少而拿掉，醃製黃蘿

蔔改成薑片，一度使用醃鹹菜但又拿掉。

第四代飯包

（1999 年）

確立使用醃鹹菜來增加飯包風味，並也發

展出圓木盒飯包（此時開始悟饕品牌） 

第五代飯包

（2010 年）

早期復古菜色重現，將米飯捏成飯糰，並

以手工竹葉飯盒包裝，此飯包目地再重現

傳統風味，而非營業用。 

（資料來源：悟饕池上飯包博物館） 

                                                       
134  臺灣學校博覽會，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3/C0334950068/bandon/a1.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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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池上飯包」的內容菜色也隨著時代變遷而不斷變化，使用的菜色也從早期

物資缺乏、就地取材的食材，到現在五花八門的食材，而「池上飯包」每一時期菜

色的背景，也正代表著臺灣飲食文化的演變。博物館的成立即在於呈現時代的演進

與歷史發展。135 

 

2. 臺鐵月台之鐵路便當─全美行 

「全美行」位在池上火車站出口幾步路程，採用池上最上等 139 號米，且遵循

古法製作精緻的各式美食，而「全美行」僅販售一種便當─池上古早味便當。 

 

 

圖八十八 全美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135  http://guide.easytravel.com.tw/scenic.aspx?CityID=24&AreaID=346&PlaceID=2586，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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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十九 全美行鐵路便當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3. 家鄉飯包 

鄰近「全美行」，家鄉池上便當的特別之處在於：便當中只有經過各式各樣料理

過的肉類，青菜則是免費共應。也是當地人公認道地口味，曾在火車月台販賣過。

由於當地的居民也相當喜愛，因此到訪者也跟著在地人吃。 

 

 

圖九十 家鄉池上飯包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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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力米故事館 

1940 年（民國 29 年）梁火照先生創立了「永年豐碾米廠（後建興碾米工廠）」，

並於 1978 年（民國 67 年）由第二代梁萬逢先生創立「建興碾米工廠」。 

此後，第三代負責人梁正賢先生於 1986 年（民國 75 年）接續經營「建興碾米

工廠」。2001 年（民國 90 年）與池上鄉萬安社區結盟，成立了「萬安社區有機米產

銷班」。 

並於 2002 年（民國 91 年）為打擊仿冒「池上米」，便與池上鄉農會、陳協和米

廠、錦和米廠、廣興米廠、瑞豐米廠等達成共識，以池上鄉公所之「鄉徽」作為「池

上米」產地證明標章，成立「池上米共同品牌協會」，同時亦推出「多力米」品牌，

並由梁正賢先生擔任會長，也是「池上米認證標章」推動的開始。136 

為了推廣道地的米食文化，米廠主人在「建興碾米工廠」於 2003 年（民國 92

年） 創立池上多力米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2008 年（民國 97 年）創設了「多力米故

事館」。137 

館內擁有一座將近五十年（出產於 1960 年138）、保存完善、功能維護十分完好

的木製碾米間機具，高達六米四，約有三層樓高，是「鎮館之寶」，透過精心規畫的

展示空間，循著老米廠的歷史足跡，亦見證了池上米的傳承演變。139 

 

                                                       
136  多力米，http://icecream.drr.com.tw/ShopStyle/hc509/intro.asp，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37  多力米，http://www.drr.com.tw/ShopStyle/hc509/headLineContext.asp?newsno=0&pageno=12，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38  多力米，http://www.drr.com.tw/ShopStyle/hc509/headLineContext.asp?newsno=0&pageno=11 
139  http://ttdares.coa.gov.tw/view.php?catid=3079，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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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一 木製碾米機 

（資料來源：多力米故事館140） 

 

 「多力米」對於米的熱愛除了成立「多力米故事館」之外，亦投入研發新式樣

的米料理：「米冰淇淋」、與「米蛋糕」。 

 

1. 米冰淇淋 

以獲全國有機米評鑑總冠軍的「池上大地有機米」為基礎原料、並採用臺東初鹿牧

場生產的「初鹿鮮乳」等在地純天然食材製作的「池上冰淇淋」，運用義大利冰淇

淋（gelato）手工製法使冰淇淋保有純天然、低熱量、2%超低脂、存有在地風味的

特性。 

由於米本身含有澱粉質的自然甘味，不需特別加糖就能散發出淡淡的甜味及米

香，熱量也比一般的冰淇淋少很多，吃多了不會有甜膩感；而「池上米」具有極佳

的黏 Q 性，因此完全 不必使用化學安定劑，就可擁有香濃細緻的口感，不但健康

自然，且是低脂、低糖、低熱量的優質冰淇淋。目前已十多種口味，可透過網路訂

                                                       
140  多力米故事館，http://photo.xuite.net/drr.v861089，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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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而實體店面僅限定於池上販售。 

 

 

圖九十二 多力米冰淇淋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2. 米蛋糕 

使用池上有機米取代麵粉製作的「純米手工蛋糕」，沒添加香精、亦無人工色素、

無防腐劑、無膨脹劑、以及無任何人工添加物。其中，「純米手工蛋糕」捨棄由國外

進口麵粉，而選用當地有機蓬萊米，以手工製作具有獨特的在地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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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三 米蛋糕 

（資料來源：多力米／大地飯店141） 

 

（五） 池上竹筏季 

過去大坡池之面積廣達 45 公頃、而池水深度約 1.5 公尺，池底有多處湧泉，湧

泉處多有直徑 1 公尺之深穴，由撐行竹筏之竹竿探測該穴之水深超過 4 公尺。142 

池上飯包中所搭配之「炸米蝦」即為當時大坡池所盛產之米蝦，而漁民係以「竹

筏」作為撈捕工具。143 

在過去，大坡池附近主要居住平埔族人（西拉雅族；從現今的嘉南平原移居）

與阿美族人（從現在的恆春附近遷徙而至），這些居民都仰賴大坡池維生。而日據時

期至光復期間，藉由大坡池捕撈水產為生的專業及兼業漁戶約有 30 戶，維持家庭生

計的人口大約有一百多人。 

 

                                                       
141  大地飯店，http://www.c‐tati.com.tw/ricecak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42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5/5/31/n93918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43  美美網，http://flylee.mmhot.tw/?ptype=mmnews_1&id=286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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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四 過去漁民於大坡池上划筏之景象 

（資料來源：池上竹筏季144） 

 

大坡池中有豐富的魚蝦與水生植物，岸邊的居民們需要採收蓮子、蓮藕、菱角，

而在這樣的水池及溼地中最適合以「筏」作為交通工具，於是形成「大陂池上筏影

點點」的景觀。 

而以「筏」作工具之原因在於池水不深，而「筏」比「船」吃水量少、浮力強，

在製作上材料也用得比較少、取得較為容易，所以漁民皆採用當地的竹子來製作「竹

筏」。 

最初於 2005 年（民國 94 年）池上鄉公所為了喚起社群對過去以竹筏捕魚蝦的

珍貴歷史記憶，因此發起端陽竹筏季活動，希望透過舉辦活動進行傳承。 

隔年 2006 年舉行第一屆「池上竹筏季」，至今（2012）年活動仍持續進行並已

進入第七屆。 

 

                                                       
144  池上竹筏季，http://skiff.cs.gov.tw/page.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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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五 竹筏季競賽與體驗活動 

（資料來源：池上竹筏季145） 

 

以 2012 年活動為例，活動分為：「竹筏競賽」、「竹筏在地三項鐵人賽」、以及「竹

筏體驗」等活動，藉由實際進行撐行竹筏以體驗過去漁民的生活型態，透過競賽更

增添活動樂趣。 

而大坡池在臺東縣政府與池上鄉公所之規畫整治下，鄉民可於其中垂釣、散步、

賞鳥及騎單車、放風箏、撐竹筏、划獨木舟，曾於 2004 年（民國 93 年）獲選為年

度臺灣優良公園綠地案例評選優選獎，並且入圍 2005 年（民國 94 年）魅力城鄉大

獎。146在環境優良的條件之下，「竹筏在地三項鐵人賽」活動當中，參賽者依撐竹筏、

游泳、路跑的順序之下進行比賽（三項限時），有別於一般三項鐵人競賽之競賽項目，

更具獨特之在地風情。 

                                                       
145  池上竹筏季，http://skiff.cs.gov.tw/page397‐2.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46  臺東旅遊資訊報導，http://blog.nownews.com/article.php?bid=664&tid=20532#ixzz21bkamQOO，最

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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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十六 陽光、樂活、環湖鐵人三項競賽之路徑圖 

（資料來源：2012 年池上竹筏季147） 

                                                       
147  2012 年池上竹筏季，http://chihshang.emmm.tw/?ptype=file，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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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好基金會與鐵花村音樂總監 

 

「參與建立美好的『鄉鎮文化』，使居民和訪客都能從容共享鄉鎮的生活，同時深

深感受到臺灣的好。」 

─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 柯文昌 

 

臺灣的美好，從在地開始。 

  

壹、 台灣好基金會（Lovely Taiwan Foundation） 

一、 發展與演進 

「財團法人台灣好基金會」成立於 2009 年春天，基金會董事長為柯文昌先生，

在美學家蔣勳先生、天下雜誌發行人殷允芃女士以及資深媒體文化人徐璐小姐共同

創立，期能落實社會企業經營概念，透過資源的整合與價值的創造，一起與更多人

分享「台灣好」。148 

 

圖九十七 「財團法人台灣好基金會」成立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49） 

                                                       
148  台灣好基金會，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lw&func=about，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49  台灣好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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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好，店」150 

2009 年 3 月，基金會以發掘出臺灣不為人知的美好事物，從各地角落將臺灣手

工藝與人民的歡笑，直接接觸到大眾為宗旨而成立「台灣好，店」，建構一個具有

公平貿易精神的平台。 

 

 

圖九十八 「台灣好，店」 

（資料來源：微笑臺灣 319 鄉網站151） 

 

由於，過去臺灣在地產業缺乏固定銷售的店面，沒有穩定銷售的通路，而無法

成為永續的發展產業。有心經營的創作及社區產業者僅能以打游擊的方式在各地出

沒，很難累積品牌的知名度並培養顧客群。因此，「台灣好，店」便能提供社區或部

                                                                                                                                                                 
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24703235‐98.03.20%EF%BC%8C%E5%9B%9E%E9%A0%AD%E7%
B4%80%E9%8C%84%E9%96%8B%E5%A7%8B%E7%9A%84%E7%AC%AC%E4%B8%80%E5%A4%A9，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50  台灣好基金會，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store&func=about，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151  微笑臺灣，http://www.319.com.tw/store/show/600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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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產業一個長期穩定的銷售平台，將臺灣的「美好」讓更多人看到。「台灣好，店」

係以部落／在地產業為主，藝術家之藝術創作為輔，另外也有些許具公益性質的產

品，展現臺灣的多元文化，也成為最有意義且對地方有貢獻的部落／在地伴手禮。 

在「台灣好，店」的消費不僅為給社區/部落的手作者一個鼓勵，同時也讓每一

塊錢的投入能成為社會投資，逐漸累積建構成在地的資源與力量。「台灣好，店」所

有的利潤便會回捐至「台灣好基金會」，繼續協助社區與部落的產業，讓獲益都能真

正回饋到在地的社區、部落、與居民。 

 

（二） 「台灣好，禮」152 

繼「台灣好，店」之後，基金會提出透過企業或個人選擇「台灣好，禮」作為

伴手禮，除了可以為社區產業的工作者帶來穩定收入之外，企業也可以間接盡到企

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能成為社會投資，逐漸累積建

構成在地的資源與力量。 

臺灣各個社區與部落，都蘊藏著具特色的文化。因此藉由企業或個人的參與或

預購能協助社區增加在地就業的機會、傳統文化或技藝的傳承，並提升臺灣在地文

化產業的設計及營運能力、促進以文化創業的夢想因子在更多社區發芽等協助在地

產業的發展。 

 

（三） 東區國際光點 

行政院於 2009 年提出六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了生技起飛、觀光拔尖、綠色能

源、醫療照護、精緻農業、文化創意等，其中將以「觀光」串連各個產業。 

而「國際光點計畫」以發展國際觀光，增加外匯收入為重點。重新定位區域發

展主軸─北部地區為「生活的臺灣」、中部地區為「產業的臺灣」、南部地區為「歷

史的臺灣」、東部地區為「慢活的臺灣」、以及不分區為「多元的臺灣」等。 

                                                       
152  台灣好基金會，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product&func=about，最後瀏覽日

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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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臺灣各區域發展主軸與發展重點表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 

 

台灣好基金會負責規畫其中的東區光點，並結合在地共同投入執行，其希望讓

國內外旅客以慢走、慢遊的心情，感受東部獨特的旅遊魅力，將「東區光點」規畫

為─「臺東光點」、「池上光點」、「大港光點」與「花蓮光點」等。 

 

圖九十九 鐵花村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台灣好基金會」在臺東市將鐵路局的廢棄屋舍，活化改造為音樂展演空間「鐵

花村」，讓觀光客多一個文化景點，也讓臺東的原住民歌手，多一個發表創作的管道。

鐵花村的改造過程體現組織的靈活優勢，所有工程材料、施工人力，直接委交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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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藝術家。 

此外，「池上光點」串連在地飯包博物館、地方文化館、碾米廠等，讓外地到訪

者透過參與行程「池上小旅行」瞭解、體驗地方風情。而隨著四季變化，亦安排「池

上四季饗宴」，藉由春耕、夏耘、秋收與冬藏的稻作生長四部曲的循環，安排文藝活

動以大自然為教室，認識這便土地。 

 

二、 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柯文昌 

 

「在地文化的深耕，是使臺灣成為美好家園的基石。」  

─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 柯文昌 

 

 被譽為創投教父的柯文昌先生，於 2009 年以「建設並參與鄉鎮文化，使居民與

訪客皆能夠鄉受鄉鎮生活品質，並從中深深體會臺灣的好」為願景成立了「台灣好

基金會」。 

 

圖一○○ 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柯文昌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網站153） 

                                                       
153  台灣好基金會，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lw&func=about，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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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建立一個通路，能夠協助具有獨特並發揮鄉鎮當地特殊文化的產品之鄉

鎮經濟體或者個人工作室」為願景，設立「台灣好，店」以長期性的經營理想以進

行產品推銷通路，進而將商品銷售至國外；並透過此合作模式促使鄉鎮產生更多的

經濟活動，以吸引人才回鄉。 

此後，在蘊藏豐富的音樂文化資產的臺東建構了音樂部落─鐵花村，並將盈餘

作為東部音樂創作與人才培育基金。 

 

 

圖一○一 臺東光點─鐵花村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此外，「池上光點」亦在 2009 年秋天由「池上秋收稻穗音樂節」開啟池上四季

饗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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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 柯文昌先生於池上稻穗音樂節中致詞 

（資料來源：花東農村再生154） 

 

三、 台灣好基金會執行長─徐璐 

2006 年初任中華電信基金會執行長，協助該新金會從零到有地規畫建構並進行

後續三年經營。2009 年初徐璐執行長在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的邀請下，再一次從頭

尋求價值核心，是一個組織新的開始也是徐璐執行長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圖一○三 台灣好基金會執行長徐璐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55） 

                                                       
154 花東農村再生部落格，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348875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55  台灣好基金會，

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lw&func=press&work=detail&id=101，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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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歷 

在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便是僅創辦十期便停刊的《大地生活》雜誌，深入社

區、部落，報導文化、社會議題，三十年後正是台灣好基金會的核心─參與建立美

好的鄉鎮文化，使居民和訪客都能從容共享鄉鎮的生活同時深深感受到台灣的好。 

「台灣好，店」則讓缺乏通路的社區產業，或文化累積的細活，或手作的心血

結晶，提供一個解釋產品的銷售平台，三年來它沒有盈餘，一直處於虧損狀態，但

基金會仍在為擴大陳設空間努力，「因為它的社會意義勝過商業利益」。156 

 

（二） 原住民文化157 

 與東臺灣的連結是在徐璐三十多年前大學的社團參與。追溯至 1976 年（民國

87 年），當時其為「山地服務社」之社員，在一個炎熱夏天搭乘火車與貨車到達一

個由石頭和檳榔樹所堆砌出來的小村落。 

除了與部落中說著不同語言的小孩相處了幾天時間，也相識了部落的女頭目，

她特別地為當時的徐璐戴上了象徵著極榮耀的華麗頭飾，上面鑲有獸牙、猪牙，也

穿上一套有華麗刺繡和銀飾的服裝。「我聽不懂她為我戴上頭飾時所說的話，族人

簡單的翻譯，我記得大致的意思是『如今，我把妳當做我們親愛的孩子，從今以後，

妳要常常回來看我們，和我們唱唱歌、跳跳舞……』。」 

然而，當時獲得部落女頭目的喜愛而被稱為「從部落被帶走的小孩」，卻沒有

「常常回去」，實際上是一次都沒有。「臺北的一切，使得那個遙遠的部落被封存

在記憶的一個小角落。」 

直到 1999 年，「當我在一張叫『黑暗之心』的專輯裡，聽到屏東瑪家鄉佳義村

頭目之子林廣財所唱出排灣古調「來甦」時，我全身像被電擊一樣，在這首我聽不

                                                       
156  台灣好基金會，，

http://www.lovelytaiwan.org.tw/index.php?class=lw&func=press&work=detail&id=101，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57  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112011092200509+11051301
+20110922+news,0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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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歌聲中，有幾句吟唱和旋律，我竟然是如此的熟悉。」那個遠方的山谷，那些

老人家的吟唱，那些記憶片段、片段的回來。 

在 2010 年的初冬，經由胡德夫和巴奈的牽引之下，徐璐執行長在莫拉克風災後

走入臺東大武山下的嘉蘭村，「在部落中我有了一個名字，叫作『Cemedas』……」 。 

「Cemedas」是排灣族的名字，意思是太陽要出來時的第一道光芒。「當原住

民部落賜給你一個名字，代表的是一種接納、一種認同。而我被賜予的排灣族名字

能和太陽有關，那又是一種我承擔不起的榮耀了……」 

在 2010 年的某有一天，「我無意中發現了一張泛黃的老照片，照片上，那個戴

著頭飾、穿華麗服飾的『我』從冬天封存的洞穴中甦醒了。當年在那群山上的小孩

中，一個只有 9 歲，有著一雙水汪汪大眼睛…，而一直視我如姐姐的『翠芳』也在

那陣子連絡上我。」才知道當年「長途跋涉」而去的那個部落，正是臺東縣達仁鄉，

一個比嘉蘭村更深山的排灣族部落─土坂部落。 

2011 年的 3 月，三十多年後徐璐回到臺東的土坂部落，「當時認出了與小孩相

的那個操場，也是土坂部落幾乎唯一沒變的景物……，當年的女頭目已逝，接替她

位置的是她的長女，也是現在的女頭目，當她看到我手上的照片，驚訝的幾乎說不

出話來。她立即進到房內，在一櫥櫃的傳統服飾中，找到了當年她母親親手為我穿

戴的頭飾和衣服…。而我在她的屋內，看到了掛在牆上的一幅照片，我看著照片，

知道就是這位當年把我當成自己孩子的女頭目，為我的生命中，牽引了我與原住民

的一條線。」 

而在 1999 年（民國 88 年）林廣財的排灣古調「來甦」喚醒沉睡的山谷記憶之

前。有一個聲音引領著徐璐執行長走向其他的山谷，並從女頭目為其繫上的第一條

線，持續地編織成其內心中的一條籐蔓，這個聲音就是─胡德夫的歌聲。 

流有排灣與卑南族血液的胡德夫，在 1970 年初期開始在哥倫比亞大使館的咖啡

館與 1973 年在國際學舍的第一場公開演唱會，首次唱出卑南古調「美麗的稻穗」時，

震驚了臺北的藝文界。這是臺北第一次聽到了來自他們完全陌生的山谷裡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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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稱作「山地人」的歌聲，全場起立為他鼓掌。「1977 年我第一次聽到了他的

『美麗的稻穗』，眼淚當場一發不可收拾，我模糊地想起了那聳峻的高山。」 

在 1984 年海山煤礦事件發生後，74 人慘遭活埋，其中 72 人是阿美族的原住民

礦工。胡德夫放棄了原來可以像當年和他一起出道的歌手一樣，在電視台、在民謠

專輯可以名利雙收的事業，而走上了街頭，也成了臺灣第一個為原住民爭取權益的

「臺灣原住民權利促進會」會長。158 

然而，走上街頭的胡德夫失去了名利，並經歷過長達 10 幾年一段外人難以想像

的落魄與潦倒。當痛苦到了極盡時，曾把炸藥綁在自己的身上，本來答應為他點燃

引信的朋友，抱著他痛哭、求他「活下來吧」。這位朋友後來在一個石頭上刻了「原

住民」三個字，送給他。「原住民」這三個字，是胡德夫用他的黃金歲月爭取來的，

取代了帶有歧視的「山地人」之稱呼。 

「而我，一路從土坂部落的女頭目，隨著胡德夫的歌聲，以及一些原住民朋友

的引領，走過了三十多年的歲月，走回了臺東的土地。希望我心中的那條線，最終

也能在臺東的土地上，讓它從藤蔓，落地為樹之根。」 

一次在臺北的小酒館裡，原住民音樂人中最渾厚又滄桑的聲音是來自巴奈．庫

穗（Panai Kusui）。「在臺北的巴奈唱著原住民最深層的悲傷，種種的不公平。她說

『許多人都以為阿美族歌謠大部份是快樂的，甚至有人覺得原住民的歌是樂觀、開

朗的。但有多少人知道，原住民在快樂唱歌之外，如何面對現實生活的無奈與悲淒』，

而在「怎麼會這樣」的歌中，她憤怒地唱著『不公平、不公平、不公平，因為我是

原住民，就不能被祝福的愛情，原住民、原住民……』，我為她歌聲中盡是滄桑與憤

怒的吶喊，停佇下來，一路跟著她，在臺北、到臺東……。」 

 

四、 基金會顧問─嚴長壽先生159 

                                                       
158 朱平，http://pingchu.com/?p=169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59  《遠見雜誌》第 298 期，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4459&page=2，最後瀏覽

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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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花東較少開發，是臺灣最後一塊淨土。尤其今天隨著全

球暖化、節能減碳等問題，我覺得花東將扮演臺灣的另一片肺葉，這不單是實體上

的肺葉，更是心靈上的肺葉……」他說，嚴長壽不是花東人，也沒有在此進行飯店

經營，這是關懷臺灣東部所存在的使命感。 

2009 年莫拉克風災之後，嚴長壽多次到臺東看到受創的山水與蕭索的觀光業，

於是找了志同道合的朋友，於 2009 年參與「台灣好基金會」曾說道：「臺灣要發展

旅遊，我們並無傲人的古蹟建築，但臺灣文化素養與 lifestyle 才是最大的賣點；『台

灣好店』是個小的開始卻是大計畫的起頭，將提供藝術家從角落到這舞台，讓他們

可嶄露頭角。」160 

嚴長壽決定在 2010 年 6 月份從亞都總裁的工作上退休，對最關注的觀光產業，

於 2008 年出版了《我所看見的未來》，以近四十年的觀光旅遊經驗仔細分析臺灣觀

光產業的優勢和未來應該努的方向─文化才是臺灣觀光的大的加值。 

過去都會安排許多場演講，現在會稍為選擇一下；不過嚴長壽總受不了「對人

講點什麼，說不定會帶來改變」的吸引力，所以雖然很累，但「考試院邀我演講，

我再怎麼累也要去。」又有誠品書店店長和經營管理幹部的內部訓練邀他演講，「我

也是非去不可啊。」為什麼？這跟他近年來所做的事情有關。 

這些年，嚴長壽投入大量時間從觀光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角度幫助花東原住民，

「我們的賣場為什麼不能挪出一些空間陳列原住民的作品呢，一小塊就好，至少讓

他們被看見。」這就是嚴長壽不能拒絕誠品演講的理由：「因為我急著想要告訴他們，

原住民這裡有很多好東西，請你們看一看，如果誠品願意開始，別的賣場也有機會。」

而考試院是攸關「教育」，「我發現台灣很多問題出在價值觀上，而要改變價值觀，

就必須從教育著手。」嚴長壽說道。161 

 

                                                       
160  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Life/Life‐Main/0,4381,news‐content+11051801+
112009032100069,0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61  大眾時代，http://mass‐age.com/wpmu/blog/2010/09/23/977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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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 

 

「捷任對『鐵花村』來講，可以說是『鐵花村』的心臟，一個靈魂。」  

─鐵花村村長豐正發（發哥）  

 

一、 經歷 

鄭捷任除了長期為「金枝演社」、「差事劇團」、「Ex 亞洲劇團」、「海筆子劇團」

等製作配樂之外，更是知名的音樂製作人、角頭音樂的音樂總監等身分而為人所知。

自從 1999 年製作了臺灣第一張以原住民歌謠為素材的原民音樂合輯《Am 到天亮》

後，鄭捷任繼而擔任過胡德夫、陳建年、紀曉君、巴奈、陳永龍等多位原住民歌手

的唱片製作人，並在幾次獲得金曲獎的肯定後，角頭音樂也躍入主流市場之列。162 

鄭捷任沒有原住民血統，然而從當兵軍樂中隊結識魯凱族的許進德先生（出生

於屏東好茶部落，與紀曉君同為第一代「原音社」團員）後，便與原民音樂結下了

不解之緣，在參與「原音社」時便已開始進行編曲的工作，其後由於專輯的錄製，

與歌手紀曉君以及其家族接觸，並開始奔波於北部與東部之間。 

 

                                                       
162  破報，http://pots.tw/node/606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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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四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 

（資料來源：愛樂電台163） 

 

幾年後，鄭捷任逐漸將音樂製作的重心轉移，在一次受訪時提到：「其實作唱片

這件事我已經失去早期的那種熱情，如果叫我去作劇場反而我還願意支持很多東

西，沒錢也沒關係；但作唱片就會想很多，首先『我不知道為什麼』作唱片與製作

音樂的本質對我來說終究還是有很大的距離……」，是身為創作者在經過一段忙碌時

期後的反思、與再次沉澱之後所尋回的那一份初衷。 

鄭捷任繼續說道：「還是比較希望追求更『真實』的聲音，像後來幫差事、金枝

作配樂，或者與不同歌手合作的 Live 演出……我會想回到最原初音樂的發生、場域

和人直接的關係吧！」 

 

                                                       
163  愛樂電台，http://www.e‐classical.com.tw/money/epaper.cfm?id=44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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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鐵花村音樂總監 

 

「如果一定要用產業的觀點來看，還是希望能在這個地方長出『根』吧！」 

─鐵花村音樂總監 鄭捷任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好山好水到處都有，可是我覺得，對我而言比較重要

就是，剛好臺東有很多人真的很有趣。」使得原來長年在臺北作音樂的鄭捷任，決

定到臺東來上班，把家人朋友跟金曲獎座都擱在臺北，目前身分為鐵花村的音樂總

監。 

繼續說道：「會選擇原住民音樂並不是我刻意的，但是其實也是，怎麼講我想我

的個性，或者是我的機緣，讓我就是這十幾年來，認識這麼多朋友，而且一路我都

覺得，他們都對我非常好。」鄭捷任談到對原住民音樂的接觸起源，與多年來與原

住民的合作歷程。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在原住民的環境中，聲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不

管是去聆聽，或者自己要去傳達，（原住民）非常專注在生活裡面，就是小細節，看

起來好像很粗獷，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很細緻的，比如說吃什麼東西，要配什麼東西

啊，那個濃度啊……」 

「製作音樂的創作者所想要的，就像是廚師煮了一道菜，馬上拿到你面前，吃

完後的滿足便直接地對廚師微笑的感覺，便是最直接的得到回饋……」；鄭捷任繼續

陳述著工作內容改變前後的差異：「大量複製的東西，比如唱片，要上市才有回饋、

也不是面對面的形式，網路雖然可以很快速得到回應，但螢幕阻隔，然而站上舞台

卸下的不只面具、還有厚道，能活生生的與觀眾面對面，才能馬上感覺到，這音樂

才存有幾度的熱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1 
 

 

圖一○五 鄭捷任演出者共同演出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64） 

因此，鄭捷任擺下過去的唱片製作，想到臺東重新拾回音樂最鮮美的東西。「對

我而言，原住民有一個共同特徵，尤其在都市裡面他們……，其實都還蠻、蠻、蠻

想家的。」鄭捷任觀察到原住民族的過年習俗，與一般的國定假日的年節不一樣，

因此可能在習俗活動時無法回家過節。「不能回家，就是這類的情緒。」如今鄭捷任

也明白離家工作的心情。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事實上這真的是我這輩子第一

次，很固定的一個工作，以前是 Free Lancer 到處接活動，可以說不想做就不想做，

或者時間自己控制；那來這邊，我就得什麼時間就要做到什麼，因為這個是有一些

服務的性質在。」 

在一次改變時空生活的過程中，鄭捷任體會到離開家工作的那一份惆悵、工作

自由度的差異，更重要的是促使這一切改變的信念─對臺東這片土地的使命感。「如

果這樣的產業可以在這裡慢慢長大，因為產業在除了表演人以外，勢必需要，許多

不管是行政、技術各種部門的人才，要先人員先足夠、根要夠深厚，也許北部就不

會有這麼多，想家的眼神跟面孔吧。」可是很多原住民的音樂，也就是在鄉愁的苦

澀中醞釀出來的，有鄉愁，音樂就在心裡拉扯出來的，如果能再回到家鄉唱出來，

也是種圓滿，或者唱的可以不只是憂愁、也有快樂。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對這裡的理想就是，比較開放、友善，然後讓不同的

音樂或藝術形式，來這裡都得到一種跟觀眾對話的最…最直接的方式。 

                                                       
164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236336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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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音樂與觀光─臺東光點 

壹、 臺東鐵花村 

一、 鐵花村介紹 

（一） 環境簡介 

「鐵花村」係由臺東音樂人和藝術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樂聚落」，並結合「慢

市集」、「鐵花小鋪」等所組成165，多元而多樣的活動在每日、每周、每月、甚至是

年度性地在鐵花村進行著。 

 

 

圖一○六 鐵花村場景（位置左起為鐵花吧、音樂聚落與慢市集） 

（資料來源：AZTRAVEL 雜誌第 111 期） 

 

而「音樂聚落」、「慢市集」、與「鐵花小鋪」之相對位置係分別環繞著草地，如

圖一○七所示。 

                                                       
165  鐵花村網站，http://tw.streetvoice.com/users/tiehua/about/，最後瀏覽日期：1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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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七 鐵花村活動位置圖 

（資料來源：鐵花村166） 

 

 

圖一○八 鐵花村活動位置說明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166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7427731992488&set=a.147427671992494.33923.14742018
5326576&type=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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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簡介 

其中的「音樂聚落」表演時間於每周三至周六的 20:00 至 22:00、以及周日的

17:00 至 18:00，表演內容及票價前一個月透過網頁或文宣公布該月之節目單；而「鐵

花小舖」由「鐵花吧」、「好的擺」、與「臺東好物」組成，營業時間為每周二至周日

14:00 至 22:00；至於「假日慢市集」則於每周五 18:00 至 22:00、周六與周日 15:30

至 22:00。167活動時間如表十六所示。 

 

表十六 鐵花村活動時間表 

 周二 周三~周五 周六  周日 

音樂聚落  20:00~22:00 17:00~18:00

鐵花小舖 14:00~22:00 

假日慢市集  周五 18:00~22:00 15:30~22: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1. 音樂聚落 

提供音樂表演之場所，分為戶外草地與室內空間。 

 

圖一○九 戶外草地演出 

（資料來源：鐵花村168） 

                                                       
167  鐵花村 5 月份文宣，2012 年 5 月。 
168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84295444972383&set=a.147570238644904.33972.1474201
85326576&type=3&perm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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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室內演出由於場地容量，需購票入場。 

 

 

 

圖一一○ 鐵花村之「音樂聚落」169 

（資料來源：鐵花村170） 

 

2. 鐵花小舖 

鐵花小舖由「臺東好物」、「好的，擺」、與「鐵花吧」所組成，分別販售臺東在

地的「好物」、聚集原住民的創作品、與飲料。 

 

                                                       
169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243788312356429.55465.147420185326576&type=3，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70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5972293138031&set=a.147570238644904.33972.1474201
85326576&type=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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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一 鐵花小舖 

（資料來源：鐵花村171） 

 

3. 假日慢市集 

假日慢市集則分為「在地農產品」與「手作品」，讓消費者與同時也是產品產製

者的販賣者近距離接觸，透過面對面溝通、交流藉著產品販售感受人於人之間的溫

度。 

 

圖一一二 假日慢市集─農產品 

（資料來源：鐵花村172） 

                                                       
171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91161577619103&set=a.147570238644904.33972.1474201
85326576&type=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72  鐵花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37563219645604&set=a.147570238644904.33972.1474201
85326576&type=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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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鐵花村經營173 

「其實鐵花村當初的初衷就是，要給一個原住民非主流音樂，在臺灣有一個平台。」 

─鐵花村村長 豐政發（發哥） 

 

鐵花村長豐政發（發哥）提到：「熟悉臺東的好山好水，還有好音樂，就可惜沒

太多知音……，希望把鐵花村可以變成他們（臺東子弟），一個可以施展他們的音樂

創作（才華）的搖籃…」 

鐵花村平常沒人住，但大約從中午過後就會很多人開始在這裡忙著排練，然後

一直要表演到深夜，支持鐵花村工作人員是─想創造一個真心快樂的舞台的那份理

想。 

圖一一三 鐵花村工作人員（最左為發哥，最右為鄭捷任）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74）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那像剛剛那個音控人員，他家裡就這麼一個男生，負

擔了很重的家計，可是他還是願意到鐵花村去，因為喜歡現場演唱的感覺，面對面、

直接把音樂的熱力…灌給你。」 

「不管是面對表演者或者面對觀眾，只要看到大家覺得很開心，然後可能心裡

                                                       
173  TVBS「來去臺東找快樂，原民音樂好自由」，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yuhan081120110327220120，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74  台灣好基金會，

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6137060‐%E9%90%B5%E8%8A%B1%E4%BA%BA%E7%89%A9%
E8%AA%8C，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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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都帶了一些什麼東西回去，那會再慢慢發芽的東西……以後再說，可是至少在當

下，不管是表演的人或我們工作人員，是得到好的回應的時候……，我那時候就覺

得跟這些人工作，都非常的榮耀。」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繼續說明。 

「其實我反而還佩服某些人，就是要每天去上班、下班，其實做的，並不是自

己完全喜歡的，那個上班的過程還真要堅持呢。」鄭捷任的堅持是忠於自己內心喜

歡的事，如果可以讓朋友也開心讓堅持的事更為完美。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只

要能夠很認真的分享音樂給觀眾，我自己也（被吸引）進去裡面，對我來說就是一

個很棒的經驗。」 

 

 

圖一一四 鐵花村音樂總監鄭捷任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75） 

 

把全臺灣各地的原住民歌手，還有各種音樂類型與團體都帶來臺東，鄭捷任知

道這個新嘗試，還是很理想化，但有開始就是好的，這樣做音樂應該不會賺大錢，

但有些事比如「開心地生活在家鄉」，那還真難算價錢。然而，鄭捷任的理想正是朝

著村長發哥的目標邁進。 

                                                       
175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236336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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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音樂與觀光─音樂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 

臺東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而音樂是原住民溝通與傳達情感的媒介。發源於

臺灣的南島文化在特殊的島嶼地形中，保有最真、最原始的南島音樂。一般人對於

原住民語言感到陌生而無法體會其辭句所表達意涵，然而原住民音樂最令人著迷之

處係在於其優美、沉靜的旋律，是躍過文字理解的心靈感動。並透過專業音樂人，

在富有濃濃音樂文化的臺東地方，尋找、發掘更多美麗的聲音，藉由音樂聚落讓外

地人到訪、體會來自於特殊風土的原鄉音樂。 

 

  

圖一一五 以風土條件（音樂）發展創意觀光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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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米與觀光 

壹、 池上之米與觀光─池上四季饗宴 

早期科技較不進步，收割後的稻子如何保存、如何將稻穀化成可食用的米，以

及稻子收割後，剩下的稻草如何利用，再再顯示出老祖宗們生活的智慧。176 

從 2009 年秋天開始，台灣好基金會於一年四季當中，分別在春耕、夏耘、秋收

與冬藏的稻作循環中，舉辦「池上春耕野餐節」、「池上夏耘米之饗宴」、「池上秋收

稻穗音樂節」、與「池上冬藏文化講座」。 

 

表十七 池上四季饗宴 

2012 年 池上春耕野餐節《詩吟池上．歌詠自然》 ／池上冬藏文化講座

2011 年 池上秋收稻穗音樂節／池上夏耘米之饗宴／ 

池上春耕野餐節／池上冬藏文化講座 

2010 年 池上秋收稻穗音樂節／池上夏耘米之饗宴／ 

池上春耕野餐節／池上冬藏文化講座 

2009 年 池上秋收稻穗音樂節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77） 

 

一、 池上春耕野餐節 

春天是大地甦醒的季節，而一幅幅「春耕」的景致和農忙，是池上鄉最美麗的

人文風景，歡迎各位到池上來做客。178 

 

                                                       
176  民俗思想起，http://163.23.253.211/93‐94/93%A6~/21/farmtool/winter_store.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77  東區光點計畫，http://www.easternspot.com/index.php?class=ss&func=event，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78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0891976，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1 
 

 
圖一一六 2010 年與 2011 年之「池上春耕野餐節」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79） 

 

  2011 年的池上春耕野餐節除了在大坡池畔的綠草地悠閒野餐之外，現場還有巴

西瓦里樂團（Passiwali）的演出，音樂帶著輕鬆慵懶和浪漫，讓味覺、聽覺都是最

佳的體験。 180 

 

                                                       
179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089035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80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352927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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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七 2012 年「池上春耕野餐節—詩吟池上，詠唱自然」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1） 

 

2012 年「池上春耕野餐節—詩吟池上，詠唱自然」，邀請詩人、音樂家到池上，

以詩吟池上、歌詠自然的方式讚頌大地。邀請了蔣勳、席慕蓉、獲流浪者之歌計畫

之謝旺霖、陳永龍等。 

  

圖一一八 「池上春耕野餐節—詩吟池上，詠唱自然」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 

                                                       
181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647109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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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透過「池上小旅行」，瞭解池上火車站到大坡池這段路上，有池上的歷史、

趣事、人文風情和飯包故事。  

 

二、 池上夏耘米之饗宴 

每年八月或十月中，透過池上媽媽製作的美味料理，感受辦桌的喜悅。對傳統

農家而言，辦桌是慶祝喜是最好的方式。 

 

 

圖一一九 2010 年與 2011 年池上夏耘米之饗宴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2） 

除了辦桌之外，也邀請嚴長壽先生、自然生態作家劉克襄、客家音樂創作者林

生祥、社區營造藝術家盧銘世和擅長繪畫文字的東明相到池上 Long Stay。在池上，

他們將密切與池上的土地和人們互動，彼此學習。 

                                                       
182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2043550，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4 
 

 

 

圖一二○ 到池上創作的五位藝術家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3） 

 

並透過 「池上小散步」在池上解說員協會講解充滿便當故事的中正路、有著許

多故事的中山路老街和多力米故事館，與難得一見的打鐵舖，近距離認識池上。而

「池上小旅行」則透過竹筏體驗、單車、導覽解說、米苔目體驗、控窯體驗在池上

大坡池畔、伯朗大道、大小水車的美麗景致，實際體驗並感受池上在地風味。 

  

    

圖一二一 大小水車、伯朗大道等池上風光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4） 

 

三、 秋收─池上稻穗音樂節 

                                                       
183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205988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84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4618743，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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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9 年至 2011 年連續三年，於「秋收」時節於池上鄉萬安社區、與伯朗大

道分別舉辦「池上豐收體驗行程」與「池上稻穗音樂節」。 

  第一年邀請鋼琴王子陳冠宇先生與歌手璽恩進行演出，並有大約五百民觀眾在

一望無際的金黃稻穗中欣賞聆聽。 

 

 

圖一二二 池上稻穗音樂節 

（資料來源：花東農村再生185） 

 

  當天台灣好基金會董事長柯文昌先生以及嚴長壽先生也參與其中。也因為在其

與池潭源流協會的共同合作之下，促成了這場的深具地方風味的音樂活動，也開起

稻穗音樂會的序幕。 

 

                                                       
185  花東農村再生，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348875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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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三 池上稻穗音樂節現場 

（資料來源：花東農村再生186） 

 

而 2010 年的「池上稻穗音樂節」，由五位國家交響樂團首席團員所組成的「葉

樹涵銅管五重奏」，透過其明亮和諧的演奏風格、廣泛的曲目，以及平易近人的演

出方式，讓迷人的金色音符在綠色的田野輕快地響起，就像飽滿有力的美麗稻穗，

在這片土地發出耀眼的光芒。 

 

 

圖一二四 2010 年池上秋收音樂會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 

 

                                                       
186  花東農村再生，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3488752，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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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則邀請「樂興之時」到金黃池上，與大地一同慶祝豐收。「樂興之時」

是臺灣最具多元化且充滿年輕創意的古典樂團，並深獲維也納愛樂和柏林愛樂的肯

定。由創辦人江靖波老師號召「全臺灣最年輕優秀」的音樂家所組成，每次演出會

隨著組成的人員和地點而有不同的變化，展現古典音樂的各種可能性。 

 

 

圖一二五 2010 年與 2011 年池上秋收音樂會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7） 

 

此外，「池上豐收體驗行程」於萬安社區稻田區，體驗收割、脫穀、點心享用、

歡喜收成的過程。戴上斗笠、捲起褲管，用傳統的方式割稻、以腳踏的方式脫穀、

坐在田埂上享用道地的「割稻飯」，感受池上農家的收割生活，發現與自然共處的

美好。 

 

四、 冬藏─池上稻穗文化講座 

隨著時序的變化，在春耕、夏耘、秋收之後進入「冬藏」，「稻成熟，入冬，田

                                                       
187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32291321，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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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空」收割後的田地要休息一陣子，等下次春季時，再次播種。188 

 

 

圖一二六 2010 年與 2011 年池上稻穗文化講座 

（資料來源：台灣好基金會189） 

 

台灣好基金會於臺東池上鄉，從 2010 年 1 月開始了第一次的「池上稻穗文化講

座」，透過主講者分享人生經歷、獨到見解與思想智慧，有如稻穗冬藏後大地靜養等

待春天到來活力再現。2010 年曾邀請嚴長壽先生與侯文詠先生，而 2012 年則邀請

鄭衍基（阿基師）先生分享入行至今已超過四十年的料理哲學，透過料理傳達「幸

福心煮義」。 

 

                                                       
188  民俗思想起，http://163.23.253.211/93‐94/93%A6~/21/farmtool/winter_store.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189  台灣好基金會，http://lovelytaiwan.pixnet.net/blog/post/29953964，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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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米與觀光─米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 

池上位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的在縱谷平原上，在優良的土讓、水質、氣候等

環境中生長，使其具有品質、口感別具風味的米。池上米從日治時期是進貢日本天

皇的米，故被稱為「貢米」，更被譽為「皇帝米」，可見其珍貴性。而「池上飯包」

也出現在東部地區的開發移墾史，米食的歷史發展與文化，在在透露人與自然的緊

密關係，藉由池上之歷史人文與自然生態等風土資本，透過行程導覽、走訪田野等

文化學習與生態體驗等發展「米之創意觀光」。 

 

 

圖一二七 以風土條件（米）發展創意觀光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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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研究摘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風土條件」藉由擁有共同地方感之社群，透過「社區營造」

發掘並盤點地方的特殊人文風俗、技藝、與特殊自然資源，藉此將地方城鄉發展為

觀光城鄉，而該「地方感」即為地方社群對風土條件之認同，進而對身為擁有風土

資本之其中一地方成員為榮，並成為推動、參與觀光活動的一份子，此外由於風土

資本具有特殊的自然環境、人文風情，地方社群便將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風土條件發

展融合文化學習、生態體驗與見學的「創意觀光」。 

 

 

圖一二八 以風土條件發展創意觀光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此外，在地方社群整合資源、串連觀光亮點、規畫包裝行程以吸引外地旅客學

習、體驗地方之文化與生態的同時，來自於外地的到訪者在接觸新風土、新人文風

情之際，相對地感到新鮮而產生新想法、與創意，在地方社群與外地到訪者之間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1 
 

生互動與需求交換；即此時對到訪者而言，藉由見學與體驗新文化、新知識、產生

新想法；而對地方社群而言，從外部吸收創意想法，並在提供創意觀光的同時將地

方之傳統、文化重新盤點、保存，更重要地─傳承、宣揚了地方之風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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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分析 

本研究對「竹山／鹿谷地區」與「臺東光點／池上光點」進行資料蒐集之比較

與分析整理，主要分為兩階段，如表十八所示： 

其一、前階段：盤點風土條件並以地方感帶動社群；以及 

其二、後階段：在營造過程中以風土資本發展具體發展商品／服務與觀光項目。 

 

表十八 「竹山／鹿谷地區」與「臺東光點／池上光點」之風土比較分析表 

前階段 後階段

地方 風土

條件 

整備/營

造者 

以
﹁
地
方
感
﹂
凝
聚
社
群↓

發
展
﹁
社
區
營
造
﹂

︵
發
掘
、
盤
點
地
方
風
土
特
色
︶ 

風土資本 

強
化
﹁
地
方
生
活
美
學
﹂↓

﹁
創
意
觀
光
﹂

商品服務與 

觀光項目 有形 無形 

 

 

竹山地區 

 

 

竹 
﹁
小
鎮
文
創
﹂ 

何
培
鈞 

竹林/ 竹

生活用品/

竹工藝品/

竹料理

竹工藝師/ 竹藝技術/ 

竹歷史與文化 

文化講座/ 竹林體

驗/ 竹用品加工體

驗/ 竹藝品 

 

 

 

鹿谷地區 

 

 

 

茶 

茶園/ 

茶器具/

茶食/ 

茶空間 

產製茶師（植茶、採茶、

製茶、揉茶、揀茶、焙

茶）/ 茶藝師（藏茶、評

茶師）/ 茶藝/ 茶歷史與

文化/ 奉茶方法、品茶、

茶儀等 

文化講座/ 茶園體

驗/ 製茶體驗（撿

茶、炒茶、培茶）/ 

茶席體驗 

 

臺東光點 

 

音樂 

台
灣
好
基
金
會 

徐
璐/ 

嚴
長
壽/ 

鄭
捷
任 

祭儀/ 樂

器/ 原住

民音樂 

與音樂緊密連結的生活/ 

音樂（傳承與創作）/原

住民傳說/ 信仰故事 

原住民族音樂文化

推廣/ 部落音樂體

驗 

 

 

 

池上光點 

 

 

 

米 

米/ 飯包/ 

產製器具/ 

料理/ 漁

撈器具 

耕作智慧/ 對土地、水生

態的尊重與情感/ 米食

文化 

米食博物館/ 料理

/ 節氣活動/ 農作

收成體驗/ 稻田體

驗/ 竹筏體驗/ 創

新米產品（米冰淇

淋、米蛋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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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階段─整備／營造者 

其中，著重前階段之「整備／營造者之特質」在整備與營造各階段的行為進行

討論，並以本研究之個案（竹山、鹿谷地區、臺東光點及池上光點）作為討論對象，

如表十九所示。 

 

表十九 整備／營造者之特質比較表 

前階段 後階段

整備／營造者 具有／認同地方感之社群 到訪者

 

地區 

執

行 

初創之 

資金來源 

 

整備模式 

 

營造模式 

 

目標 

 

竹山地區 

（竹） 

小
鎮
文
創
︵
當
地
人
︶

 

自
籌
／
自
行
貸
款 

由
內
往
外
尋
找
資
源

以盤點「當地」資源／

人員為主， 

再尋找「外地」認同地

方感之設計師加入 

 

 

營造者為「回鄉創業」，由

「微型創業」擴展至社區，

進而創造家鄉就業機會 

﹁
外
地
到
訪
者
﹂
受
到
﹁
地
方
生
活
美
學
﹂
吸
引
而
產
生
觀
光
活
動
， 

並
在
體
驗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帶
動
了
地
方
經
濟
、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
即
﹁
創
意
觀
光
﹂ 

鹿谷地區 

（茶） 

以盤點「當地」資源／

人員為主 

 

 

臺東光點 

（音樂） 

台
灣
好
基
金
會
︵
外
地
人
︶

 

基
金
會
董
事 

由
外
往
內
尋
找
資
源

 

 

 

以尋求「外地」資源／

專業人員為主，透過專

業人員盤點「當地」資

源／人員 

強化地方風土之特殊性，並

藉此作為事業經營「風土資

本」，讓原本離家工作者（具

個人特色之原住民）回家鄉

工作，使其發揮所長在家鄉

工作（生活工作結合而非受

到勞動異化） 

 

池上光點 

（米） 

強化地方風土之特殊性，並

藉此作為事業經營「風土資

本」，使新一代對傳統風土

條件進行創新、研發（池上

飯包、米冰淇淋、米蛋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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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將「竹山地區」之整備／營造者─何培鈞先生（小鎮文創）與「臺東光

點」之整備／營造者─徐璐執行長（台灣好基金會）進行比較歸納，如表二十所示： 

 

表二十 個案整備／營造者比較歸納表 

整備／營造者 整備模式 營造模式 

 

何培鈞／ 

小鎮文創 

﹁
類
在
地
人
﹂ 

1. 客觀規劃（類在地人） 

2. 取得信任（過去經歷） 

3. 為社群經濟 

4. 吸引資源（以凸顯個人特

質工作為主，非集體性質）

5. 以「成就他人」為「成就

自己」之目標 

由內往外尋找資源： 

以盤點「當地」資源，再

尋找「外地」人員加入 

「回鄉創業」

並創造家鄉就

業機會 

 

 

徐璐／ 

台灣好基金會 

由外往內尋找資源： 

透過「外地」專業人員進

行「當地」資源盤點 

強化地方風土

特色，增加離

家工作者回家

鄉工作可能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其中，「類在地人」係指整備／營造者本身並非道地在地人。以何培鈞為例，其

本身成長於南投縣水里人，儘管與竹山鹿谷地區相鄰近，但在生長環境、與生活元

素仍不如竹山鹿谷人與竹、茶緊密連結，然而確認同竹山鹿谷地區之地方感；而徐

璐則生長於臺灣北部地區，卻在大學時期參與社團「山地服務社」而與東部地區產

生連結，並於當時與原住民互動後產生認同。 

也由於兩者並非為地方人卻對地方文化具有認同感之「類在地人」，因此能較為

客觀地盤點地方資源與人員，此外由於兩者過去的經歷與人格特質獲得地方人的信

任，而願意讓「類在地人」進入地方社區、並願意參與共同進行營造。 

然而，促使地方社群願意投入整備／營造活動，除了信任「類在地人」的能力

之外，最主要的動機便是「類在地人」將活絡地方經濟作為整備／營造活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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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由於是對地方的回饋，係社群參與的最大動力。以何培鈞為例，其從認識地

方竹工藝師、拜訪米香、打鐵店的老店家，至尋求設計合作機會、將米香作為民宿

點心供客人享用，提供新的經濟收入；而徐璐執行長則設置通路將臺灣東部地區的

「好物」於臺北店面銷售，並以公平貿易原則將收入回饋地方。 

至於額外資源、人員的集結，則尋找認同地方文化、認同地方感的人員，讓其

發揮所長並以凸顯個人專業與特質之形式參與工作。以何培鈞為例，邀請竹工藝師

發揮所長提供簡易教學讓到訪者體驗，並邀請設計師參與工藝設計；而徐執行長則

邀請音樂製作人鄭捷任擔任鐵花村音樂總監。 

最後，進行整備／營造之「類在地人」從進入社區、邀請集結人員進入社區一

同強化地方文化與風土特質、到適地性／在地性之商品與服務等，過程中成就每位

參與者、發揮所長與專業，同時這也是「類在地人」的自我成就。 

而此過程亦顯示出，青年返鄉微型創業而在鄉鎮中形成一個由許多個人工作室

所組合成的經濟體，而鄉鎮在也在青年返鄉創業的帶動之下使經濟環境復甦，此外

在前階段發起者帶動之下，持續建構、改善鄉鎮環境便形成吸引更多青年返鄉的拉

力。 

而個案中的何培鈞先生便是畢業後選擇回家鄉創業，並希望帶動更多離家工作

的青年回到家鄉讓生活與工作結合，在經歷「天空的院子」、「小鎮文創」等事業的

創立，開創了工作機會之外，也讓家鄉更具知名度而重現地方的繁榮景象；而徐璐

執行長大學時期經歷得到原住民喜愛因而被稱作「從部落被帶走的小孩」，這份深藏

三十多年情感便是成為再度走進部落「返鄉」創業的動力，而至臺東建立「鐵花村」

更期待遠在他鄉工作的原住民們能藉此重返家鄉生活。 

此外，「小鎮文創」與「台灣好基金會」係具有「社會企業」之特質，即其屬性

界於企業與非營利組織之間，兼具企業經營商業性與社會公益性。 

進一步比較兩組織之營運模式，前者係由內而外以公司現有（有形與無形）資

本或藉由盤點社群資源作為主要運作之元素；而後者則可由組織外部匯集、或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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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資源以完成內部之規畫。 

此外，針對「鹿谷地區」與「池上光點」之風土條件─「茶」與「米」，為第一

級產業即具強烈的風土特質，其係隨著二十四節氣而具有周期性的循環，並與氣候、

土地形成緊密的關係。 

 

表二十一 茶與米之二十四節氣 

茶種／稻作時序 時間 二十四節氣 

春茶  

春 
二月初到五月初之間 在「立春」後而「立夏」前 春芽春採

春耕 春季 3 月 5 日或 6 日 驚蟄 二月節 

夏茶  

夏 
六月下旬到七月下旬之間 「立夏」算起直到「立秋」 二水夏 

夏耘 夏季 5 月 5 日或 6 日 立夏 四月節 

秋茶  

 

秋 

大約八月初到十一月之間 「立秋」之後 白露筍 

 

秋收 
秋季 9 月 23 日或 24 日 北方：秋分 八月中 

秋季 10 月 23 日或 24 日 南方：霜降 九月中 

冬茶  

冬 
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 「正冬」 秋芽冬採

冬藏 冬季 11 月 7 日或 8 日  立冬 十月節 

（資料來源：茶的節氣與時令）190 

 

也因此強烈的風土條件特質，須透過「產地證明標章」進行確認產品之特殊性

（不論質、量或產地來源等）。第一級產業之風土條件其與地理環境之連結性較強而

較具在地性質，而經過官方審查認其確實具特殊性而取得產地證明標章之註冊。 

 

                                                       
190  地理入門，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atmosphere/climate‐china‐24.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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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茶」與「米」之產地證明標章 

風土資本 地區 生長環境 證明標章／圖樣 

 

 

茶 

（經濟作物） 

 

 

 

鹿谷 

 

 

 

鹿谷凍頂山

 

 

鹿谷凍頂烏龍茶

 

 

 

米 

（糧食作物） 

 

 

 

池上 

 

 

 

花東縱谷平原

 

 

 

池上米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其中，「池上米」為臺灣第一個申請取得「產地證明標章」的項目，而「鹿谷凍

頂烏龍茶」亦為第一個申請通過「產地證明標章」之茶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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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階段─在地性／適地性之商品與服務業 

（一） 價值系統 

至於觀光活動之觀光元件建構，即「在地性／適地性之商品與服務業」

（Location-based），針對不同階段的價值活動（產業上下游），並追求其商品或服務

之廣度與特色多樣性。 

 

 

圖一二九 創意觀光價值系統（產業鏈）之垂直深度與水平廣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十字座標軸之縱軸為價值活動，由下而上整合了由供應商、產製者、通路商至

消費端等價值鏈之「價值系統」（Value System），越往上即追求較大附加價值（即產

業下游）；而水平衡軸為各價值活動之商品或服務廣度與特色多樣性，將商品服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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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之價值活動進行比對，可得該產品服務所位之附加價值高低（即產業上下游定

位）。 

 以竹山地區之竹觀光活動進行討論，藉由縱軸畫分以左為商品業與右側為服務

業，並沿著縱軸之價值活動進行屬性落點。 

 

 

圖一三○ 竹山之創意觀光產業價值鏈之垂直深度與水平廣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其中，「米香」與「竹工藝品」、「竹料理」屬商品類，而「竹工藝品」較「米香」

具較高之附加價值；「天空的院子」、「文化講座」、「小鎮導覽」、「竹藝手作體驗」、「竹

林體驗」等屬服務類，而前四者之服務加值活動較最後者高。 

以池上地區之米觀光活動進行討論，如圖一三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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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一 池上之創意觀光產業價值鏈之垂直深度與水平廣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其中「米」、「池上米」、「池上飯包」、「米蛋糕」、「米冰淇淋」等為商品類，而

先對照「米」與「池上米」，後者因在特定生長環境、栽種程序等品質控管、產地認

證而具有證明標章而較前者擁有較高之附加價值；而「池上飯包」、「米蛋糕」與「米

冰淇淋」等採用源自池上之米作為食材或基材而具在地特質。 

至於「稻米收成體驗」、「池上竹筏季」、「稻米原鄉館」、「金色豐收館」、「池上

四季饗宴」等為服務類；其中「稻米收成體驗」所涉及或美學涵養較其他服務性體

驗之附加價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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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詹偉雄提出191，文創產業應強調個人才賦，即不同

個性的人所從事的創造性活動將各具差異性，並稱該凸顯個人特色之事業為「傳記

式創業家」（Biographical Entrepreneur），以自己生命成長而構成創業理念之事業才

富有感動人心之元素。 

 而觀察竹山地區所發展出來的事業模式，由何培鈞先生以其在竹山鹿谷地區的

成長經歷、從遇見古厝到將其修復改為民宿、並發掘竹山過去的光榮感正逐漸消逝

等個人經歷、以及與地方的情感連結，在累積了逐一完成的民宿、餐飲、娛樂行程

等事業之後，開創了文創事業，將過去從事業經營中所獲取的經驗以期擴展至社區、

地方、甚至是將經營模式移植到臺灣各鄉鎮。目前係透過提供體驗、學習活動以吸

引外地人，同時也藉此創意觀光活動喚起地方社群以身為竹山人的那份榮耀，是為

何培鈞個人之傳記式創業。 

 此外，何培鈞在集結體驗、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同時也支持參與者發揮其所長

而經營事業。即何培鈞藉由投資「品研文創」以鼓勵、扶植設計師投入竹藝品設計

事業，係為傳記式創業的另一層次。 

 

（二） 產業關聯 

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產業關聯統計」，而將本研究個案中之四項風土條件：

「竹」、「茶」、「音樂」以及「米」，進行產業別與商品別之定位，其中橫軸為風土條

件之產業別，而縱軸為本研究探討將風土資本往向高附加價值之服務業發展。 

 

                                                       
191  經濟部技術處季刊第四期，

http://www.taiwanforesight.org.tw/Files/PublicationFile/201232317365_ThinkWave040201.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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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二 本研究個案風土資本之產業／商品位置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在個案中，「米」與「茶」屬第一級產業之農業，而「茶」現階段之附加價值服

務業之價值活動較「米」高。 

而「竹」於本研究主要為竹加工品，因此屬竹加工製品之屬第二級產業，而本

研究認為具證明標章之鹿谷凍頂「茶」較「竹」具附加價值，而價值屬性較高。 

至於「音樂」原屬第三級產業之藝術，因此相較於本研究之其他風土條件所需

跨越產業幅度較低，對於發展為藝術、娛樂及休閒之服務也較為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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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發現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如下： 

 

 

圖一三三 研究發現圖 

 

一、 如何將風土條件轉化為風土資本以發展觀光產業？ 

發現 1 之 1─風土條件與地方感 

「風土條件」同時具有自然與人文之特質，而獨特的人文風俗係由於

社區居民長期生活在地方的自然環境之中所孕育而生，地方社群生活在該

習俗、文化中，而因此對風土條件產生認同而對地方產生「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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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山地區為例，歷經明鄭時期、日治時期到民國政府，過去社區活

動大多圍繞在竹，即就地取材產製竹器、竹簍、竹蓆等生活用品，而政府

政策亦多著重於竹產業上，例如日治時期的「竹山郡竹材工藝傳習所」、國

民政府陸續成立了三大生產合作社等。由此可知，「竹」是竹山地方社群產

生認同感的要素，即竹山地區的「地方感」係對「風土條件」─竹產生之

情感與認同。 

而自清朝鹿谷初鄉村舉人林鳳池從福建武夷山帶回 36 株軟枝烏龍茶

栽種至凍頂山上，便開啟了鹿谷地區之茶產業與歷史文化之發展。至今鹿

谷凍頂烏龍茶亦由地方社群於 2006 年爭取到臺灣第一個茶業認證，係為地

方對茶風土條件之認同。 

臺東原住民文化與音樂係在臺灣得天獨厚的地理環境（臺灣之島嶼形

式與位於中央山脈東部）下，在全球化發展下難得能留傳的南島文化，而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土地與生活息息相關，一直以來皆在開發與保護間取得

一定之平衡，可瞭解對於地方之情感係與生命緊密地連結著。 

池上自日治時期政府與居民體認到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獨有地

純淨水質與環境使得從中栽植出特殊的米質，有別於西部地區的環境，在

東部兩山脈間之平原地區溫差變化相當大而使稻作的口感相當 Q 彈。也因

此在池上擁有其他地方缺少地風土條件，讓池上米成為地方社群引以為傲

的作物。而當政府開放申請地理標示制度時，鄉公所與地方農民便極力爭

取為「池上米」進行認證以作為與其他米作產生區別，即為地方感凝聚的

具體作為。 

 

發現 1 之 2─地方感與社區營造 

也由於「地方感」使得社區居民彼此之間，在擁有共同感情基礎、共

同記憶之下產生無形的連結關係，因此便易於藉此動員地方社群之力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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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體性的社區經營與創造活動。 

以目前的竹山地區為例，社群仍存在過去因竹而繁榮的榮耀感與地方

感，然而在產業變遷、人口外移後逐漸淡化地方社群對風土條件的依賴，

因此透過社群共同所擁有的那份地方感作為社區尋求竹文藝復興、營造社

區的動力與彼此間的聯結。 

鹿谷地區在茶產業發展後，亦開起每年的茶葉比賽活動，茶比賽是為

茶農的年度目標，在地方社群的積極投入與參與下，亦逐漸成為產區外的

交易參與者所留意之事項。 

東部地區除了地理環境良好、民族相當多元（將近七個原住民族與客

家民族、漢民族與許多外籍藝術家駐進），使得文化亦相當多元而吸引許多

旅客長短期到訪，形成民宿密集而特殊，臺東地區在原住民與新住民共同

經營下，發展出獨特的生活風格與地方文化。 

而池上地區除了由企業投入資源進行營造之外，如今亦有地方社群主

動投入社區經營，如「古園咖啡民宿」透過召集地方歌唱表演者於週末時

間公開演出─「池上樂臺，穀聲若響」音樂會，主要在於以 pub 表演的形

式凸顯池上地方輕鬆自在的氛圍，吸引更多不論是地方人或是外地到訪者

的參與。 

 

發現 1 之 3─社區營造與觀光 

地方社群發掘本身所擁有之特殊風土條件（自然與文化），並集體地將

其所生活的地方打造為觀光城鄉，提供到訪者與居民近距離接觸並學習地

方文化、創意體驗等活動，將本身所擁有之特殊風土條件作為發展觀光之

風土資本。 

以竹山地區為例，社群將竹山的歷史記憶分享給外地人，也是作為外

地到訪者認識、瞭解學習地方文化的吸引力。直接與間接地促使觀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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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是有形的經濟交流也是無形的文化傳承。 

鹿谷地區逐漸有茶農開放茶園供旅客體驗，此外亦有茶藝、茶席等體

驗學習茶文化之空間與活動。使得旅客可從原產地、採集與製作、到品茶

與文化完整體驗茶風土之價值活動。 

而臺東、池上地區透過舉辦地方活動，安排表演與節慶（鐵花村節目、

與池上四季饗宴等）、原住民節慶活動等，吸引外地旅客到訪、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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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土資本如何藉由創意觀光而產生價值？ 

發現 2 之 1─文化學習 

藉由提供文化課程、講座使到訪者系統性地瞭解地方歷史、發展與文

化，地方社群以在地文化吸引外地到訪者參與學習、見學（けんがく）等

成為觀光活動。 

以竹山地區為例，將竹山過去的歷史、文化以講座的形式讓外地到訪

者認識、瞭解地方的風土民情，而小鎮文創係採 10 人為最少人數為單位，

以收費之形式進行講座；此外，對企業（星巴克、曼都髮型等）的學習分

享亦是將竹山特有之文化、發展歷程甚至創業經驗（何培鈞先生經營天空

的院子、小鎮文創等），在交流過程中宣傳了竹山的文化與歷史記憶。 

而鹿谷地區亦提供旅客至茶產區體驗學習茶作之生長、製作與茶藝文

化等；此外，臺東與池上地區透過活動過程中傳遞地方文化。 

 

發現 2 之 2─創意體驗 

除了課程、講座式的學習之外，透過走訪竹林、茶園、現場音樂聆聽

等體驗，實際瞭解體驗地方之文化活動，此外藉由將現學的知識技術進行

手作、創作等。 

以「大鞍山城故事假期」、走訪竹山街區等近距離地與地方居民產生互

動，以瞭解學習並感受地方風土氣息，並透過遊覽竹林、在大自然山林間

直接觸摸竹葉、撿竹葉等見學體驗。鹿谷地區提供旅客在茶園遊覽過程中

可體驗茶作物之生長環境與自然條件，並體驗製茶技術、挑揀茶梗等。而

池上光點在春夏秋冬的主活動之外，亦在每個季節中安排「池上小旅行」

透過體驗農耕採收、米食製作等創意體驗地方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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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2 之 3─風土資本之價值 

在「創意觀光」以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等活動中，除了觀光收入成為

有形實質上的價值回饋之外，同時在學習體驗的過程當中地方文化重新被

重視，並獲得傳承、宣揚等無形的價值延伸。 

在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的過程中，將地方的歷史文化、生態環境等風

土民情向外地介紹、宣揚，而外地人參與、產學合作的過程當中，也進行

了文化傳承，尤其學生的學習、體驗以及創作的活動中，更是將文化往下

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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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土條件如何透過創意觀光而永續發展？  

發現 3 之 1─產銷出口 

風土條件由於有其自然生態之週期性成長循環（依時節農作必須收成

或砍伐），甚至受制於氣候、環境等大自然變遷等不易控制之變因，有別於

一般人為制定的產品或服務的產銷週期，因此透過觀光增加銷售機會，並

成為加快價值轉換之中介活動。 

以竹山地區為例，竹子生長年期大約 3 至 5 年，在過去竹子砍伐之後

未必有效利用、甚至任其枯老壞死而浪費；而在觀光活動中，提供竹便當、

竹器具的使用、竹藝的體驗等，亦是將風土產生經濟價值，讓原本無法利

用的資源獲得經濟收入。此外，藉由地方風土資源開發適地性、在地性之

商品／服務，作為國內外旅客遊覽、體驗後之消費標的，以提升風土性商

品／服務之流通性，進而成為輸出項目。 

 

發現 3 之 2─保護傳承 

當風土條件作為觀光發展，地方文化被重新發掘、再度受到重視，並

獲得傳承、宣揚等無形的價值延伸。相對也應積極投入保存、維護等永續

性經營。 

以竹山地區為例，當地方的人口外移、下一代接觸竹藝與竹文化的機

會降低，甚至使部份文化失傳，在觀光活動的發展之下，活絡地方生活與

經濟，讓更多外地人認識竹山地方，例如設計師駱毓芬在經過多年消費性

電子產品設計之後，近幾年與竹山工藝師合作開發設計新竹藝品，重新發

現貼進人類生活的設計係來自於自然原始的素材、以及與人相關的歷史與

文化，因此投入竹材設計；也讓原本對家鄉文化陌生的下一代再度重視地

方文化的重要性，進而重新認識、並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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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論 

「風土條件」存有自然與人文等特質，而藉由人的盤點整備、與營造活動將風

土條件進行價值轉換，透過物件或空間環境之營造發展商品／服務，進而擴及群

聚、街區、城鄉等範圍之整體性經營與地方環境之塑造。 

根據李仁芳教授所提出的「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架構，其主要分為兩個層次：

「倒金字塔型結構」與「垂直／水平軸線」，如圖一三四所示。 

 

 

圖一三四 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 

（資料來源：李仁芳教授） 

 

壹、 倒金字塔型結構 

一、 生活家、藝匠達人與人心之華 

首先，源起於金字塔基層的「生活家」、「兿匠達人」、與「人心之華」等以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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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活哲學思想家發覺生活、社會有所缺乏、需要改善之處，便以實際行動將願

景（vision）以及自身對生活的體悟，開創事業並投入經營活動。192 

憑藉著讓生活更美好的堅持與執著、理想與企圖心，以長遠的視角經營事業，

而「生活家」、「兿匠達人」、與「人心之華」所追尋的目標結果，在自我價值實現之

外更追求對人類社會的貢獻，尋求更美好的生活、更良善的環境。 

雲門舞集創辦人林懷民先生在西方學習舞蹈，內心卻認為應該要有屬於東方的

舞，而在 1973 年 26 歲的林懷民便立志創作「中國人設計、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

舞，給中國人跳」的舞。時至今日，「雲門舞集」的舞蹈表演感動的不只是中國人，

而是將中國文化的美透過舞蹈呈現，林懷民先生的舞蹈理想所實踐的是跨越國際的

感動。 

此外，近年來增加許多青年創業之機會，除了政府提供補助、貸款優惠（「三中

一青希望工程」、「三業四化」、行政院青輔會之青年創業計畫等）外，大環境的變遷

亦促使青年開創新事業以實踐自我價值，因此具獨特生活風格之事業逐漸增加而多

元發展。 

而現階段更鼓勵青年返鄉創業將創意運用於家鄉環境並回饋地方，以增進地方

文化、地方產業之發展，例如回到南投將原本小眾口味且銷售價格不高的「台農二

號」土鳳梨，發展成為熱銷「微熱山丘」土鳳梨酥的許勝銘、許勝仁兄弟，透過其

創意與對於地方風土的熱愛與使命，開創新商品、並因此吸引旅客至產地遊覽而使

地方營造出新型態的觀光活動，許氏兄弟亦藉由聘雇地方中老年者以增加就業機

會，並將所得替地方學校建構書庫以作為回饋，同時提供地方孩童良好成長環境。193 

 

二、 創意物件、創意空間 

當「生活家」、「兿匠達人」、與「人心之華」將心思投注於最接近人類生活的器

                                                       
192  工商時報報導 A7 版，2012 年 6 月 26 日。 
193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還鄉幸福」，http://vision.udn.com/storypage.jsp?f_ART_ID=137&pno=3，最後

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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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與空間時，便產生對於「創意物件設計」與「創意（室內）空間設計」之經營。 

原本從事貿易事業的陳立恆先生，有感於代工產業無法從中傳遞屬於東方文化

的美，因此於 2001 年創立瓷器品牌法藍瓷（FRANZ）。194陳立恆先生期許法藍瓷成

為大自然魅力的傳達者及東方哲思的傳承者，希望大家都能夠透過「瓷器」，東方最

具代表性的文化發明。195 

同時，秉持著發掘東方哲學精華，「法藍瓷」將平面藝術立體化，呈現的是讓人

在美感、藝術文化欣賞之外感受到的是新奇、引人入勝的創意物件。196 

當物件擴及其所在之環境氛圍時，便是拉廣視角而投注於空間之設計與經營。 

為禪者也是音樂家的林谷芳教授，其認為以藝入茶之茶事為極高明而中庸的體

現，將茶與音樂所含之文化意義而創作「茶與樂的對話」，是生活的品茗也是一場藝

術表演。 

在茶人泡茶而樂人按照茶的特質、個性演奏出不同風格的樂曲、營造不同的氣

氛，在欣賞茶器具、聞茶香、品茶、聆聽樂聲之氛圍中，融合視覺、嗅覺、味覺、

聽覺之享受。並將此結合了茶與樂的茶藝而投入於「臺北書院」之茶空間經營。 

 

三、 創意街區、歷史街道、與創意城鄉 

接著將層面擴及至街區、社區、地方甚至都（城）市，或者以國土營造之角度

審視，當創意營造由室內的物件、空間延伸至室外，而形成「創意街區／創意群聚

／歷史街道」、與「創意城鄉／設計之都（鄉）」等全面性地空間美學經營。 

以粉樂町為例，其透過結合商家與藝術家駐點創作以營造臺北東區街區特殊氛

圍，將藝術裝置由室內移至戶外、巷弄中，串連各藝術作品成為藝術創意街區。 

而位於臺南市中西區之神農街與海安路一帶亦聚集許多藝術生活家，其藉由汲

                                                       
194  法藍瓷，http://www.franzcollection.com.tw/franzchen，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95  Bravo Taiwan 文創商品園區，

http://bravotaiwan.com.tw/ct.asp?xItem=16811&ctNode=1425&mp=1&lang=，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196  遠見，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1267_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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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地方風味以作為創作元素，將社區、街道營造獨特的在地風格。 

 

貳、 垂直／水平軸線 

進一步將「倒金字塔型結構」應用至水平／垂直兩軸向範圍：垂直縱軸之「設

計美學─從物件設計到空間設計」；以及水平橫軸之「生活美學─食衣住行育樂」。 

 

 
圖一三五 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之說明圖 

（資料來源：李仁芳教授與本研究分析） 

 

一、 垂直縱軸：設計美學─物件設計到空間設計 

藉由「倒金字型結構」之概念，由物件設計延伸至空間氛圍的營造，即涉及範

圍由「單點」逐漸擴大至「線」、與「面」。 

以竹為例，將「竹子」製作為「竹器具」、「竹工藝品」等供作為生活使用、欣

賞之器物，進而將其作為裝飾布置要素進行「空間環境」之氛圍營造，最後走出室

外以「營造街區、社區」之整體形象，凸顯地方之風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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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六 竹之設計美學（竹之商品、空間設計與街區營造） 

（資料來源：本研究攝影） 

 

此外，白鷺鷥文教基金會董事長陳郁秀亦曾提道197，在 2002 年（民國 91 年）

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列為國家發展計畫，開始將文化藝術領域列入經濟發展項目之

中，然而目前推動多著重在「文化產品」的開發，而未來加速發展則需要提高層次，

讓文化與創意於生活中生根，另一方面更要站在國家發展的宏觀高度，讓文化與創

意建構出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與品牌，即在深根的基礎之下往未來長久發展。 

陳郁秀董事長有別於「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由下而上透過生活家建構物件、

空間、至街區環境，而是以國家發展的角度認為應制定出最上層的「國土與城鎮再

                                                       
197  經濟部技術處季刊《思潮 Think Wave》第五期，

http://www.taiwanforesight.org.tw/Files/PublicationFile/201272132758_ThinkWave050401.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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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計畫」，營造出一個「在地資源」與「文化創意共榮共存、共生發展的區域空間」，

再以養成「人民生活美學」為最底層，往下地落實到中間產業，是由上而下後水平

發展的模式。 

 

二、 水平橫軸：生活美學─食衣住行育樂 

「文化」係為生活的總體展現，而「創意」在日常生活中醞釀。因此，將「倒

金字型結構」應用至生活不同類型的活動項目，而累積成個人風格、社群風俗、風

土鄉鎮、至生活一切整體；最終總合塑造成為國家整理形象與品牌。 

在李仁芳教授所提出之「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架構中，如圖一三四所示根據

本研究所舉出之個案為例，倒金字塔型結構係廣泛地應用至茶、音樂以及其他食衣

住行育樂等生活所及之各層面中，以往水平構面延展為倒金字塔體之國土營造。 

相對地，進一步根據陳郁秀董事長所提出之「文化空間」，其應納入國家整體的

國土營造之中，該「文化空間」除了實體的文化場館之外，更可以是地方的歷史文

化脈絡、風土人文、生活型態長時間累積與演變出的「無形生活場域」，而身處於其

中的人民便瞭解自己擁有與他人不同的生態、歷史、社群、藝術與工藝技術，在該

「空間」中生活而孕育獨特的文化內涵，而相關的音樂、舞蹈、戲劇等視覺藝術產

業與貼近一般日常活動的生活藝術產業，也將擁有感動他人的能量。 

因此，陳郁秀董事長所提出的「三層概念」係由「文化空間」（國土與城鎮再生

計畫）、「文化服務」（工藝、茶席、表演戲曲）、至「文化產品」，及由上而下在水平

發展地透過國家層面的廣大視野，逐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養成獨特的文化涵養而

開創文化生活用品。 

將「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與「三層概念」進行比較（如表二十三所示），前者

係有個人、物件空間至街區／鄉鎮／城市，及由小至大的方式發展，而後者係由國

家／空間、服務、產品之模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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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倒金字塔型國土營造」與「三層概念」比較表 

概念 步驟 內容 

李仁芳教授之 

「倒金字型結構」

垂直／ 

由下而上 

生活家、 藝匠達

人、 人心之華 

創意物件、 

創意空間 

創意街區、歷史

街道、創意城鄉

陳郁秀董事長之

「三層概念」 

由上而下後

水平發展 

「文化空間」 「文化服務」 「文化產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若進一步探討兩者之實務應用，前者係著重個人行動執行之流程或步驟，而後

者係透過宏觀國家規劃之發展方向，將兩者綜合討論，發展係由執行者在國家規範

下由下而上地進行。以達成商品／服務、空間設計、街區規劃以至國土經營等全面

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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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結論 1：如何將風土條件轉化為風土資本以發展觀光產業？ 

風土條件同時具有自然與文化之特性，而獨特人文風俗係由於生活於

地方之自然環境而產生，因此如何動員地方社群之力量，發掘本身所擁有

之特殊風土條件（文化與自然生態），並將其作為發展觀光之風土資本。 

 

 

 

 

 

 

結論 2：風土資本如何藉由創意觀光而產生價值？  

地方社群如何規畫與管理風土資本，並透過「創意觀光」使到訪者瞭

解並體驗風土條件而使其產生經濟價值。 

 

 

 

 

1. 整備／營造者─體認地方之風土條件之特質； 

2. 地方感與社區營造─尋找與聚集認同地方文化、具地方感之人

員、盤點地方資源作為發展整備／營造之風土資本；以及 

3. 建構適地性／在地性商品與服務─社群協力建構適地／在地之商

品與服務，扮演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之提供者角色，即觀光活動

之元素。 

1. 文化學習─透過文化課程、講座讓到訪者系統性地瞭解地方歷

史、發展與文化，以在地文化吸引外地到訪者參與學習、見學（け

んがく／See and Do）等，並透過觀光活動瞭解地方藉此傳承、

宣揚地方文化。 

2. 創意體驗─藉由走訪自然生態、踏進第一級產業之活動，實際瞭

解體驗地方之文化活動，此外藉由將現學的知識技術進行手作、

創作等，促進風土條件之循環周期。 

3. 在「創意觀光」以文化學習與創意體驗等活動中，除了觀光收入

成為有形實質上的價值回饋之外，同時在學習體驗的過程當中地

方文化重新被重視，並獲得傳承、宣揚等無形的價值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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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3：風土條件如何透過創意觀光而永續發展？ 

由於風土條件有其自然生態之成長週期，而有別於一般產品或服務由

人為控制的產銷循環，如何透過觀光作為其另一種價值轉換之出口而維持

風土資源之價值。 

此外，當地方風土作為觀光發展之際，如何在傳承宣揚與開發之間取

得平衡，降低因發展觀光而過度開發之永續經營模式。 

 

 

 

 

 

 

 

 

 

 

 

1. 風土條件由於有其自然生態之週期性成長循環（依時節農作必須

收成或砍伐），甚至受制於氣候、環境等大自然變遷等不易控制之變

因，有別於一般人為制定的產品或服務的產銷週期，因此透過觀光開

拓銷售機會與增加銷售量，且使觀光成為增加風土資本價值轉換之中

介活動。 

2. 「創意觀光」係在降低對地方環境的破壞、保留地方原有之特質

之條件下進行觀光活動，地方文化作為觀光之文化學習教材，而地方

生態成為創意體驗之活教具。 

地方文化在發展「創意觀光」的過程中被重新發掘、再度受到重視，

並獲得傳承、宣揚等無形的價值延伸。此外，在「創意觀光」以強調

維護地方生態的原則下，發展觀光活動兼顧保存維護自然生態、與原

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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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針對「地方社區內」之建議 

一、 地方活動規畫 

（一） 展館空間規畫：米─池上與關山 

2005 年（民國 94 年）正式開幕的「關山米國學校」係由關山鎮農會將原來的

碾米工廠和閒置倉庫所改建而成，以「米」為主題可讓到訪者透過觀察、品嚐、手

作製米等體驗活動瞭解米及米文化，更透過體驗關山米認證流程，以瞭解取得認證

的特殊性。此外，其建築外觀特別由臺東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們進行彩繪，更凸顯主

題性。 

針對「池上稻米原鄉館」、「金色豐收館」、與「關山米國學校」作比較： 

 

館別 原本空間利用 目前作用 建築特色 建築外圍 

池上稻米原鄉館 肥料倉庫 展示、體驗、

教育、銷售、生

態行程體驗 

客家風味 空地 

金色豐收館 碾米加工廠 簡潔風格 空地 

關山米國學校 碾米加工廠與倉庫 彩繪 花／田間 

 

由上列簡單比較發現，三展館改建後的空間使用極為相似，皆透過展示器具、

稻米、體驗農作收成製作等教育功能，亦透過生態體驗的方式走訪地方風土；至於

建築空間及外觀上的規畫，「關山米國學校」強調其建築外觀之美術彩繪、而前兩者

則較為簡單、保留原始風貌；再將範圍擴大至室外環境，「關山米國學校」座落於花

田之間而在室內規畫之外更留意環境氛圍的營造。 

因此，建議展館場域的規畫在室內空間經營之外，整體街區環境也是營造美感

氛圍的要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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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物與節氣發展節慶活動─米與茶 

1. 池上四季饗宴 

「池上」按照二十四節氣的循環而安排春耕野餐、夏耘米之饗宴、秋收音樂會

與冬藏文化講座等活動，從四季循環之中尋找內在精神：春天的活力、夏天的饗宴、

秋天的清幽、冬天的沉潛，將季節的個性轉化作為藝術體驗，在有形活動的背後隱

含的是更深沉的意涵。 

 

2. 鹿谷茶文化 

在臺灣四季都有「茶」的產出，而各節氣說明當時的天候環境，而突顯茶在不

同天候因素下而有不同口感、風味。 

而根據本研究指出，以立春、立夏、立秋與正冬畫分茶品而有春茶、夏茶、秋

茶、與冬茶之分，在在顯示「茶」與節氣具有緊密的連結關係。 

然而鹿谷目前僅以「茶比賽」為主要大型文化活動，如本研究說明的鹿谷三大

茶比賽「鹿谷鄉農會比賽茶」、「凍頂合作社比賽茶」、與「永隆鳳凰社區比賽茶」，

但是茶比賽活動的參與者大多為茶農或者茶業者，周邊的活動亦為其所規畫。 

因此建議未來可朝季節性活動規畫，對於地方社群而言，節慶的內涵明確而易

凝聚共識；對到訪者而言，能深刻體驗風土的意涵。 

 

（三） 活動資源／時間錯開（資訊流通） 

1. 同質性活動／資源的整合 

以臺東縣兩大文化活動─「東海岸音樂季」與「臺東南島文化節」為例，其分

別屬於臺東縣文化處與原行處所舉辦，兩者皆已舉辦多年。然而，每一年兩者各自

舉行活動，對臺東縣政府而言在經費規畫上為兩筆預算，對一般活動參與者而言觀

光活動多為擇一參與，因此將投入資金與參與總人數作比對，在追求資源效率下目

前兩活動以隔年交錯舉辦的形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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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行程規畫以主題方式介紹 

以竹山為例，實際上棉被店除了合作的振益棉被店之外尚有其他店家，但是並

串聯於文化行程的介紹中，也許是店家不願意合作或是「小鎮文創」在整備過程中

便以僅選定一家為原則。對照池上便當的觀光規畫，將三家具不同歷史的便當店分

別以不同故事描述介紹，並以「便當」為共同主題同時介紹三家便當，亦能強調「便

當」即地方之特殊文化所在。 

 

二、 街區整體性規畫─由「家戶空間」至「街區環境」 

（一） 「家戶空間」之營造 

作為地方社群的一成員，對於家戶外觀應作為整理規畫之項目，透過鄰里共同

投入、或以環境清潔競賽方式鼓勵家戶自行整頓。 

 

（二） 「街區環境」之營造 

在地方管理單位認同觀光活動所帶動之經濟效應，空間規畫範圍應避免僅限於

觀光區，周圍環境同樣是營造氛圍之元素，而將資源分配至能提升地方形象之地方

景觀或街區美化，不論藉由公權力或地方營造者鼓勵並促使社區投入地方經營，使

投入家戶與街區的環境的經營成為身為社區成員的一種義務。 

如池上鄉大埔村，透過村長爭取金費將社區牆面進行彩繪以美化地方環境。此

外，基本設備之改善範圍尚包括電線桿或電線的配置、街道指示的一致性、減少廣

告等視覺汙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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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針對「地方社區對外」之建議─品牌經營 

根據英國學者泰勒（Edward B. Tylor）之定義：文化為一種複合之整體，其包

括知識、信仰、藝術、道德、法律、習慣以及作為社為一份子所獲得之其他能力。 

文化形成於一地方，在不同的範疇之下，可以是街區、城鎮、區域、城市、甚

至是國家，而地方形象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之人民藉此產生相對應之認

知。而在產生地方認知與形象之交會處，地方行銷賴於地方形象之建構、溝通與管

理，此外，行銷係為意義與表徵在有意識且規畫下之操作，亦作為檢視地方品牌化

之起點。 

因此，「地方」透過其本身擁有之「文化」，具象化地塑造「地方形象」，進

而藉此形象「行銷地方」，而品牌化需要長時間而策略性的經營，亦為行銷之最終

目標。 

根據安霍特（Simon Anholt）在《Place─identity, image and reputation》一書中指

出：國家（地方）品牌化是個問題而並非解答，國家（地方）形象往往在全球化下

被公眾言論所形塑，透過品牌化將能減少居於弱勢、被簡化、過時或不平等（如非

正確資訊而產生誤導之描述）而因此傷害其前景之形象（stereotypes），因此國家（地

方）需要藉由品牌積極地行銷讓世界瞭解其人民、土地、歷史、遺跡以及產品與資

源等真實、豐富而多元的特質，而避免落為僅僅是品牌。 

此外，其亦提出世界已成為一個市場，全球化意味著每個國家、區域、或者城

市等地方需將彼此相互競爭以爭取世界之商業活動、政治版圖、社會及文化交易，

也因此，品牌形象成為行為決策之關鍵因素。 

因此，將風土條件作為地方最深厚的文化基礎，經營地方形象、並朝地方品牌

（Place Brand）發展，藉由地方品牌提升風土資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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