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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小鎮-美濃客家文化探討 

摘要 

本研究欲探討美濃的客家文化，除了整理網路上的相關內容，也在書局與圖書館

中蒐集相關資料來完成研究分析。藉此來了解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色與美濃當地的風俗

民情。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的美濃人，早期以種植菸草為主，菸葉算是他們最主要的

收入來源，所以「菸樓」是當地最具文化特色的建築物，另外，紙傘與藍衫也是一項

頗具吸引力的民俗技藝。 
 

關鍵字：美濃、客家文化、美濃客家文化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雖然本身並非美濃客家人，但過去的幾次拜訪讓我想更深入瞭解美濃這充滿客家

文化氣息的小鎮，並決定於本文探討其文化特色與村落發展，美濃是南台灣最典型且

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庄，因地勢平坦、田野開闊而利於建造特色道路，所以市政府在此

規劃了七條彩虹車道，分別以古蹟、民俗、親水、文學、水圳、宗教及鄉土作為道路

主題，七條車道相互連結，總長約 40 公里。今日，踩著單車在充滿民俗、文化氣息的

鄉間小路上漫遊，儼然成為勞碌的都市人最經濟實惠的舒壓方法，再加上政府的努力

推動，讓美濃在文化發展與經濟上能夠達到應有的平衡。 
 

二、研究目的 
(一) 瞭解美濃客家文化特色 
(二) 瞭解美濃重要經濟來源 

(三) 探討如何推廣美濃文化 

(四) 如何推廣美濃人文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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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圖 1 研究流程圖 

● 文獻蒐集法：利用網路、書局、圖書館找尋相關資料。 
 

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資料 

確定研究目的及方法 

撰寫專題研究計畫書

資料分析 

提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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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美濃歷史 
客家人原本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因為戰爭而大量移民來臺，依時間不同，登

陸靠岸地點不同，分佈的地方也不盡相同。自西元 1698 年，美濃人的祖先因武洛水患

多，決定另找地方。林桂山、林豐山兄弟因剿平吳福生之亂有功，向鳳山縣申請開墾

美濃。1736 年，准予開墾後，林氏兄弟帶領村民至美濃，並命為「瀰濃庄」。 
美濃原名「瀰濃」，是以前平埔族薩羅亞族的稱謂「MALANG」，日治時期日本

政府因為日本國內發音接近「美濃」，改稱為「美濃」。[1] 

 

二、美濃簡介 
美濃的客家文化氣息，與悠閒的農村風光，不僅具有「微笑小鎮」的美稱，同時

也以「最美客庄」印象為國內外旅客所注目，除了美麗的山水好景之外，美濃人濃濃

的人情味，讓來到這裡的旅客感受到最真誠純樸的溫暖。[2] 
美濃位於高雄市東北、屏東平原北部，形呈坐蛙。東鄰六龜、東南鄰屏東縣高樹

、南鄰屏東縣里港、西鄰旗山、北鄰杉林。南北長十五公里、東西寬九公里，面積一

二○點○三一六平方公里。 
美濃北面以月光山為主峰的美濃山脈，包括有月光山、人頭山、金字面山、旗尾

山等，東面有尖山、茶頂山、龜山、大龜山、小龜山等，南臨荖濃溪、西臨旗山等，

擁有四千公頃良田，孕育出南台灣穀倉、菸葉王國的搖籃。 
美濃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屬熱帶型氣候。每年的五至十月屬雨季，其餘為乾季，

雨量的分佈十分懸殊。氣溫偏高，六至九月平均溫度在二十七度以上，除了一、二月

的溫度稍低，但仍在十度以上，其餘都在二十度以上，全年平均二十二至二十五度之

間。降雨量全年約在二千至二千五百毫米之間。 [3] 
 

三、美濃信仰 
因戰爭而遷徙來台灣的人們一定是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所以「信仰」成為他

們心靈上的歸屬。在眾多神明中，客家人信仰的有義民爺、三山國王、伯公…等神明

，其中以義民爺、三山國王為客家信仰之代表，只要是客家庄就有這廟宇。表 1 為美

濃神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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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神明信仰的介紹 

信仰神明 說明 

義民爺 

 
 圖 2 義民爺 

資料來源[4] 

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義民廟，義民節祭祀的活動

起源於 1835 年，是為了紀念乾隆年間義勇抵抗叛軍

的人們。為紀念清代閩客械鬥中保護家園而戰死的義

勇軍，客家人會在農曆 7 月 20 日舉行祭典。客家義

民祭典是為了祭拜清代保衛家園而犧牲的客家先人

，也包括神鬼，義民爺已經成為台灣客家鄉親堅毅不

搖的信仰。[5] 

三山國王 

 
圖 3 三山國王 

資料來源[6] 

三山國王的起源，有許多民間傳說，傳說最廣的

是宋昺帝當年在潮州被元兵追趕，危急中突然出現黑

白紅臉三壯士，救了昺帝，之後他們就消失了。昺帝

認為是神仙救了他，因此封他們為「三山國王」。[7] 

庄頭伯公 

 
圖 4 庄頭伯公 

資料來源[8] 

伯公是俗稱的土地公，也是美濃人最崇高的信仰

，早期為了尊重當地的土地公，在美濃設立了約三百

座的伯公壇，伯公壇皆以石板、石塊砌成，希望祂能

夠保佑寧靜的美濃村落。[8]  

 

廣善堂 

 
圖 5 廣善堂 

資料來源[9] 

美濃廣善堂位於瀰濃里。由古阿珍與十二位信士

在 1915 年於苗栗玉清宮傳香火而來，1916 年興建完

成。廣善堂主祀三恩主─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

真君，暨玉清宮玉皇大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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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飲食特色 
在挑選食材上以在來米、蕃薯等雜糧為主食。因為經過戰爭遷徙，生活困苦為了

補充體力、保存食物而有「鹹、香、肥(油)」的特性。 
表 2 飲食的特性 

特性 說明 

鹹 

 食物製作成醃製食品容易保存，不易腐壞。 
 醃製食品方便攜帶。 
 勞動者多出汗，需要補充鹽份。 
 鹹易於下飯。 

香  香味可以提高食慾。 

肥  可以補充勞動者的體力。 

 
美濃最膾炙人口的美食，以粄條、豬腳知名度最高，但傳統的客家小菜，也有其

相當獨特的風味，如炒豬腸、炒豬肚、蒸粉腸、高麗酸菜湯、大封、小封高麗菜封，

冬瓜封、福菜、野蓮，都是別處難得嚐到的美味，到美濃是一定要品嚐客家菜的。[10]  
 
五、紙傘 

油紙有子，萬事圓滿----客家文化中的傘，油紙傘不但是客家人的吉祥物，更是客

家人最拿手的手工藝品之一。 
在傳統客家文化中，傘除了具有遮陽避雨的實用功能之外，更是吉祥圓滿的象徵

。尤其是油紙傘，因為在客家話中，「油紙」與「有子」諧音，也就是「有子嗣」的

意思，所以在客家習俗裡，女兒出嫁時，必須要準備兩把油紙傘作為嫁妝，因為，一

個「傘」字裡，就有五個人，象徵著「多子多孫」、「人丁興旺」，更有早生貴子、

預祝百子千孫的特別涵義。 
此外，紙傘撐開後呈現圓形，有「圓滿」、「緣分」、「萬事皆圓滿」的吉祥寓

意，所以贈送紙傘，代表著父母對子女的深切祝福與期盼。 [11]  
以下是紙傘的製作方法與發展: 

(一 )紙傘的起源眾說紛紜，有兩說法：  
 1、在日治時期的大正年間，是由林阿貴和吳振興延請中國製傘師父來台傳授技藝。 
 2、廣東梅縣製傘師父郭玉琴渡海來台，落腳於美濃定居，故而將技術傳入美濃。 
(二 )興盛期與衰落期：  

興盛時期為日治時期大正年間到民國五十年左右，最興盛期間總共有十二家紙傘

廠，且每年生產約二萬把以上。 
至民國五十年以後，台灣工業開始急速發展，機器所生產的洋傘價格較低且耐用

方便於攜帶，使得洋傘被大家廣泛利用，而油紙傘耗工、費時、價格較高，漸被洋傘

取代，於是走向衰落期。 
(三 )振興期：  

民國六十年，擁有紙傘技術的林享新與林義雄，接獲來自加拿大的一萬把紙傘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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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於是林義雄結束雜貨生意，舉家遷返美濃，重新建廠製作紙傘。他並將散居各方

的紙傘師傅請回來，再度從事紙傘生意。[12]  
(四 )製作材料及過程：  

紙傘所使用的竹材，多是南投竹山、埔里以及高雄旗山所出產的孟宗竹。因彈性

佳，不易折斷。 
製作前將孟宗竹浸泡於水中一個月去糖分，之後曬乾竹材以防蟲蛀，經過鋸竹、

削成傘骨，再製作傘頭、傘柄，鑽孔穿線組合。 
傘骨結構完成之後，再上膠裱紙修邊、上柿子油、曝曬、繪畫、裝傘柄、固定傘

頭、穿內線等步驟之後，方始完成。[13]  

     
圖 6 紙傘 

資料來源[14] 

圖 7 紙傘 

資料來源[14] 

圖 8 紙傘 

資料來源[14] 

 
六、菸草 
(一 )美濃菸草的起源：  

美濃開始種植菸草是在日治時期昭和十三年，在 1936 年，日本政府統治下，因中

日戰爭而前線需要很多菸，美濃在「菸草耕作地方委託試驗」時被安排接受「試種」

，一、二年後，在 1938 年開始正式菸作。 
美濃地形平坦且肥沃，庄長林恩貴引進菸葉並設立菸葉輔導區。興盛時期幾乎是

每 4 戶人家就有 1 戶是種菸草。美濃早期種植的品種有松陽種、雪茄菸種，因為逐漸

有抽菸的習慣，而改種黃色種。 
(二 ) 美濃地形與氣候適合菸葉生長：  

美濃位於屏東沖積扇平原的北端，內有柚仔林溪、美濃河、姜仔寮溪相交於三夾

水處，美濃平原南方有荖濃溪支流分佈。美濃是屬於熱帶型氣候，6 ～ 9 月是雨期，

每年總降雨量約是 1500 公釐左右，年平均溫度為 24 度左右，氣候較於暖熱，所以較

適合種植菸葉植物。 
(三 ) 美濃菸草的引進與種植原因：  

菸草是美濃高經濟具保障性的重要作物，興盛時期種植面積約 2 千公頃，佔全省

產量 1/4，素有「菸草王國」之稱。在日治初期推廣菸草種植及菸草買賣。 
由於菸葉是一種需要細心呵護的作物，從整地、培育菸苗、除草、摘蕊，一直到

菸葉摘下後的燻烤調製，都需要高度人力、勞力與資金，在美濃，只有男丁眾多的大

家族才有辨法應付如此龐大的勞動需求，也因此美濃的傳統家族更加重視生男丁。 
另一方面，勞動力較低的家族則以「交工」的方式，「交工」是以三到五戶組成一

個合作的群組，每戶提供等量的人力，在收成等工作比較繁忙的時節，就會先集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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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家幫忙，待這家工作告一段落後再到下一家，各家輪流幫忙。各家族間，也因

為「交工」的制度，產生了濃厚的人情連結。 
菸葉在政府保證收購制度下，帶給美濃經濟的效益很大，因菸草相對於其他農作

物可得到更高的利潤，所以使得美濃子弟就學的學費無後顧之憂，因此美濃培育出眾

多的老師、碩士及博士。 
(四 ) 全球化下契作菸葉的崩解  

台灣菸業從戰後便持續成長，但隨著資本主義狂掃全球，菸業也無法逃離全球化

浪潮的衝擊。在民國七十五年台灣為了加入 GATT，開始朝「貿易自由化」調整國內

政策。隔年，政府便於民國七十六年「開放洋菸洋酒進口」，外國貨打破市場上公賣長

期的專賣，國產香菸的銷售量也於這一年開始年年往下跌。隨著台灣對外貿易的關口

逐漸大開，公賣局開始大幅縮減菸草種植面積，於民國八十二年提出獎勵菸農廢耕計

劃，以各種獎勵補償的政策，鼓勵菸農申請停種菸葉。 
在民國九十一年台灣加入 WTO 後，菸酒公賣局開始邁向民營化，改制為「台灣

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加速了本土菸業的凋零。美濃從這一年開始，菸田面積以每年減

半的速度迅速萎縮。改為民營的菸酒公司計畫在三年內，不再收購本土菸草，但是菸

農和政治力的施壓之下，全台灣菸葉的種植面積尚維持在七百零二公頃，而美濃只剩

一百五十公頃，曾經被稱為菸葉王國的美濃，如今再也看不到往日的榮景。 [15] 
 

 
圖 9 菸草 

資料來源[16] 

圖 10 菸草 

資料來源[16] 

  
圖 11 菸草 

資料來源[16] 

(五 ) 菸草停種，美濃變花卉王國、積極營造人文特色，發展觀光  
美濃菸田在鼎盛時期面積超過四千公頃，菸樓則有兩千多棟，但隨著台灣加入Ｗ

ＴＯ，開放各國菸酒進口，政府不再保障收購菸草後，部分農民陸續改種植其他經濟

作物。 
美濃菸農停種菸草後，陸續改種花卉，把美濃打造成花圃王國。美濃還推出白玉

蘿蔔節，一畦畦農田在政府輔導下種上蘿蔔，部分農民還遠上台北，推銷自產的白玉

蘿蔔。種花卉、白玉蘿蔔，開闢自行車道、營造人文特色，吸引大量遊客到美濃觀光

，是當地停種菸草後積極轉型的成果。[17] 
(六 ) 菸樓再利用  

隨著菸葉產業的沒落，時代的變遷，從前的菸樓已不再飄出淡淡菸草香味，自此

美濃老式的菸樓一棟棟傾頹拆除。 
但過去的風光依舊留存在美濃人的心底，因此由民間設立的菸樓教育館，就這樣

成立了，教育館的誕生，更意味著美濃社區對『文化保存』、『閒置空間再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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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保存』有了十分具體的成果。[18] 
另有菸樓陶藝館、美濃菸樓小館等亦是由菸樓改建的複合式餐廳 

   

圖 12 菸樓教育館 

資料來源[18] 

圖 13 菸樓陶藝館 

資料來源[19] 

圖 14 美濃菸樓小館 

資料來源[20] 

 
七、藍衫 

服飾是民族傳統歷史中很重要的一環，服飾除了實用性外，

其使用的材料、剪裁、樣式，也呈現了生活文化的意涵。 
(一 )原料：  

早期使用棉質布料及葛麻是生產於本地或大陸原鄉的，結實

耐用，種類不多，顏色以藍、黑、暗紅、白灰為主，並以素面為

多。 
日治晚期，逐漸改用日製布料，當時的布料種類及花紋較多。 
光復後，紡織業開始發展，當地也開始製造傳統衣料，布料的使用逐漸以自產為

主，經濟發展後，也開始引用進口布料。 
(二 )染布的流程：  
栽培：青仔(又名野木藍、小菁、野菁樹)植物是來提煉染布料的原料。 
加工︰青仔成熟後，綁成一束一束的，浸水五～六日，浸過的青仔，加上石灰攪拌，

沉澱後把上面的清水去掉，沉澱在底部的泥狀物即為染料。 
藍染：染布時將染料加一些藥草在染缸中攪拌，直到起泡，布料浸泡過後再擔去河邊

洗，洗完披在竹竿上，晒乾後捲成圓筒狀，再用碾石碾過，使其平順發亮，最

後摺疊起來待售。[22]  

圖 15 藍杉 

圖 15 藍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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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觀光 
(一)美濃單車之旅 

美濃村落道路大多是羊腸小徑，或行於田埂邊，或行於溝圳旁，極適合單車漫遊

。在縣市未合併前高雄縣府在此規劃七條彩紅單車道，都可互相連接。以下用表格將

七條單車道作說明: 
表 3 彩虹單車步道的簡介 

1.紅線「古蹟之旅/4.7 公里」：東門樓 - 錦興藍衫店 - 美濃舊橋 - 粄條街 - 里社

真官 - 德勝公 - 敬字亭 
2.橘線「民俗之旅/5.4 公里」：敬字亭 - 福安街老聚落 - 美濃民俗村 
3.黃線「親水之旅/5.4 公里」：環中正湖 
4.綠線「文學之旅/4.1 公里」：鍾理和紀念館 - 雙溪熱帶母樹林 - 黃蝶翠谷 
5.藍線「水圳之旅/  9 公里」：美濃水橋-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竹門水力發電廠 
6.靛線「宗教之旅/6.4 公里」：廣善堂 - 牛角灣 - 美濃窯陶藝 - 土地公廟 - 義民

廟 
7.紫線「鄉土之旅/5.1 公里」：客家建築『詹家夥房』 - 龍肚國小自然生態園區 

[23]  
(二)美濃黃蝶祭 

黃蝶祭自 1995 年開始，今年邁入第十六年了，會舉辦黃

蝶祭是因為當時反對興建水庫，由當地人士為了保護生態而

發起，在第六屆時，舉辦「單車遊美濃」來增加旅遊的風氣

，也提供來美濃的遊客停留的初步資訊。[25]  

 

圖 16 黃蝶祭 

資料來源[24]  

(三)美濃波斯菊花海 
美濃波斯菊花海是在過年前後盛開，主要利用農地休

耕時期，推行種植波斯菊、向日葵等景觀作物，替代傳統

肥料的綠肥植物，並來吸引觀光客到美濃賞花，帶來商機

。  
圖 17 波斯菊花海 

資料來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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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濃窯  
美濃窯是由朱邦雄先生創辦的，美濃窯是個特別的陶

壁藝術工作室，結合藝術、人文、工業設計等專業，創建

文化產業的新契機，也為公共藝術的推廣有重大的貢獻。

所以只須提到「美濃窯」便是陶壁公共藝術的代名詞。 
裡面的環境乾淨舒適，滿了藝術氣息。有時間的話還

可點杯咖啡，嚐嚐藝術咖啡的味道。[27] 
圖 18美濃窯 

資料來源[27] 

(五)美濃客家夥房  
夥房是以祖堂為中心，門前有堂號對聯，前有禾埕，

左右有廂房，與閩南的三合院建築最大的差別在於三合院

的祖堂和各廂房間是互通的，而客家夥房則是各自獨立，

客家人相當重視家族觀念，兄弟大都不願分家，當家族人

口增加，則在前堂後方加蓋新的橫屋，因此形成了獨特的

夥房建築形式。夥房是美濃鎮文化財，有人住的夥房是活

的博物館，觀光客的最愛。 [28] 

圖 19 美濃夥房 

資料來源[29] 

(六) 東門樓  
位於東門里庄頭河岸為目前無城牆聚落中最大的城門

樓，於乾隆二十年(西元 1755 年)間將村落既有的東柵門改

建而成，當時庄民為防野獸外人的攻擊及掠奪。 
道光九年(西元 1829 年)，竹頭背庄民黃驤雲高中進士

，在東門樓揮題「大啟文明」四字以茲感念，是此匾之由

來 
東門樓與附近美濃區庄頭土地公廟是美濃區居民主要

的休憩地。高雄縣政府在民國 89 年（2000 年）指定為縣定

古蹟，其涵蓋範圍 尚包括美濃庒最早的伯公－庒頭伯公壇

。 [30]  

圖

圖 20東門樓 

資料來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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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SWOT 分析 
表 4 SWOT 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歷史文化悠久，六堆文化中保留最完

整的文化，還有許多的古老的建築。

並積極營造人文特色，發展觀光。 
2、 地處於鄉下，沒有受煙囪工業污染，

空氣新鮮，可讓黃蝶在美濃生生不息

。 
3、 美濃是大高雄區水資源之發源地，地

形平坦且肥沃，使地方上的農作物生

長的非常好。 
4、 推廣道地傳統客家美食，吸引消費者

。 
5、 發展 DIY 課程，讓觀光客可參與傳統

染布與紙傘製作，能推動文化產業又

能帶來經濟效益。 

1、 地方偏遠，交通不方便。 
2、 封閉欠發展，少有大型企業進駐開發

。 
3、 美濃當地的工作機會少導致人口外移

。 
4、 傳統文化消逝。 
5、 外來文化接觸的影響，使客家母言漸

漸流失。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南二高通車，月光山隧道打通，交通

便利。 
2、 政府規劃單車步道，讓大家在放鬆之

時，可以邊騎單車運動邊欣賞鄉村田

野的風情。 
3、 可以推動多媒體資源的使用和分享，

讓大家可隨時瞭解美濃舉辦各種活動

。(例如：網路、電視等)  
4、 可結合鄰近的旗山老街、六龜寶來溫

泉等成為一個旅遊線。 

1、 其他地區的文化觀光地區雨後春筍的

出現，造成美濃觀光的影響。 
2、 觀光客增加，噪音增加。 
3、 加入 WTO，進口菸草種類多，使的美

濃菸草文化的沒落，農民收益銳減。 
 

(資料來源：研究分析而來) 
 



12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這次做專題的過程中，讓我更加瞭解美濃客家文化之美，客家人經過戰爭而移民

，歷經生活困苦努力存活，養成在客家精神上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團結奮鬥的風俗

習慣，是現在小孩所要學習的，美濃是一個純樸且有濃厚鄉土味的地方，也是文化保

存最完整的客家庄，不論是文化或飲食都有值得我們學習及探討地方。 
美濃雖然是一個地處偏僻的小鄉鎮，卻有著豐富的觀光資源，因沒有受煙囪工業

污染因此少有空氣污染，是個適合休閒的好地方，可是觀光景點分佈零星，政府應該

規劃無碳交通工具供民眾使用，才可以增加觀光人潮。近幾年，美濃寒假都有舉辦花

海節，主要是利用農地休耕時推廣景觀花卉，並營造美濃田園景觀，每年吸引不少觀

光客到此遊玩。 
此專題製作期間，適逢交通部觀光局委託遠見雜誌舉辦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

遴選，共有 39 個鄉鎮區參選經過激烈競爭初選決選後。美濃以名為「美濃區-美濃美

意情濃」入選了，這是觀光局希望選出適合國際行銷臺灣的城鄉小鎮，可以讓遊客體

驗鄉鎮風情，推廣在地深度旅遊所舉辦。由此足以證明美濃觀光發展的無可限量。 
 
二、建議 
(一) 多舉辦關於客家文化的活動，藉此讓人們更加瞭解客家文化，也讓離鄉在外的客

家子弟不會忘記自己家鄉的傳統文化、語言。 
(二) 期望在高雄縣市合併後，市政府應設置更多大眾交通工具，供民眾使用，交通方

便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 
(三) 由政府相關單位主導舉辦客家美食創意比賽，藉以發揚客家美食，並順便推廣其

農特產。 
(四) 可結合鄰近的旗山老街、六龜寶來溫泉等成為一個旅遊線成為一個旅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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