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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會會員溫紹炳教授利用業餘之暇進行「台灣樟腦產業與

客家人散佈研究」，定案以後，只見他一碰到假日就邀請大家
到鄉下走走，一回生、二回熟，漸漸發現他是在進行一項相當
有意義的客家鄉土調查，在台灣南部的「山皮」所在，住著大
量台灣北部移民來的客家人，大部分是當年祖先離鄉背井去
「焗腦」而落腳。來龍去脈弄清楚，會更加了解台灣客家人的
遷徙方式；客家人冒險患難的精神，在這本書裡自然浮現，不
必多加解釋。  

旅南客家同鄉會與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成立以來，承蒙前
輩們積極投入，熱心的服務客家鄉親，增進客家鄉親情誼，成
效有目共睹。近年來國家社會對於客家族群有較多的資助，可
以補助一些資源進行比較有深度的文化活動，我們也順勢發
展，踏出鄉親聯誼的範圍，溫教授的這份工作，就是一個例子。
更希望大家都能夠多多投入，這樣不但我們協會有光彩，台灣
的客家前途也可以看到光明。  

溫教授在成功大學資源系服務，平常工作相當繁重，還能
夠犧牲許多假期，抽空進行這個工作，精神十分難得；看到這
本成果，倒也感覺相當值得。  

謹此為序  

  

 

 旅南客家同鄉會         
 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理事長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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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在台灣南部地區看到許多說北部鄉音的客家人真是難

得，到過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以後，發現人數竟然是如此之
多。我在台南落戶近三十年尚且初次發現，那還會有誰知道？
這些離鄉背井外出討食的遊子，如今全部是八十以上的花甲，
不快快的留下一些紀錄，在客家話流失這麼嚴重的時代，往日
客家先民走過的痕跡，看來就要灰飛湮滅了。  

由數個接觸案例，知道他們離鄉是靠「焗腦」謀生，驚覺
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密切無比，因而引發這個想法，投入後
發現意義深遠。  

親自拜訪這些有人望的地方耆宿，初次見面卻是一見如
故，可以體會得出已經好久沒有論及當年勇了，一次次的對
話，記憶逐漸浮現，每一個人的經驗，都是一篇精采豐富的故
事，其中更包含寶貴的知識，累積起來，應是值得大家看看。 

在書架上堆積一些「資源專業」報告之後，出現一本不一
樣的「資源業餘」報告，是對客家一點交代，也是自己的一種
調劑。隔行研究，本來就有隔山之感，不足之處，期望各界多
多指教。  

謹以此成果獻給往日辛勤的採樟焗腦客家前輩！  

 
 

 
於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4333 研究室 200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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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樟樹是常綠闊葉喬木，屬於樟科，分佈於台灣北部海拔
1,200 公尺以下，南部 1,800 公尺以下山地至平地區域，早期
粗分為兩類，一為香樟 (本樟、油樟、陰陽樟、栳樟 )，可以熬
腦，一為臭樟 (牛樟、大葉樟 )，作船材器具。樟樹熬出的樟腦，
固體成白沙狀稱為腦沙，液體稱為腦油，味辛溫，無毒，主治
通關竅，利滯氣，治中惡邪氣，霍亂心腹痛，寒濕腳氣，疥癬
風蚤，齬齒，殺虫辟蠢，著鞋中去腳氣。在電影發明之後，樟
腦成為製造電影膠捲賽璐珞的原料，更是無煙火藥的重要配
料，在醫藥、香料及工業上都有廣泛應用。  

台灣北部地區的客家人大部分是清朝初年康熙雍正時期
由廣東嘉應州與惠州遷入，由於這個地方屬於台地地形，地質
貧瘠，水源缺少，生活顯得困頓。這個地方卻生長著茂盛的樟
腦樹，很早就有客家人採樟焗腦，將樟樹砍下，用鋒子剷成薄
片，放入炊桶之中，以熱水蒸氣將樟腦焗出，作為醫藥之用，
是清朝時期台灣生產佔世界第一之經濟產業，因為多為客家人
經營，稱為「客家產業」十分允當。  

樟樹資源過去的一百年間在台灣擔負起很重要的經濟任
務，許多桃竹苗地區生活比較艱困的客家人，靠著樟樹資源的
開發與樟腦煉製而獲得持續工作，增加經濟收入，改善生活條
件。由家鄉隨著樟樹資源開發逐樹而居，順著中央山脈西側由
北部而逐步南下，漸漸散佈至台灣中南部地區，由淺山墾伐而
逐漸深入山中，隨著樟腦的應用不斷發現，台灣採樟風氣更
甚，北部地區的樟樹資源逐漸採罄，客家人逐漸由新竹向苗栗
大湖、卓蘭往南投縣國姓、埔里、魚池、中寮、水里方向移居，
再採罄樟腦之後，許多人就地安身，因而這些地區有大量客家
人居住。日據時代開始，為了獲得台灣珍貴的檜木，很快興建
縱貫鐵路、東線鐵路與各地的森林鐵路，經由鐵路的方便交
通，客家人很快的由北部、中部延伸進入南部盛產樟樹的阿里
山鐵路沿線的嘉義中埔、大埔及台南縣楠西、高雄縣甲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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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桃源等地方，造就日據時期的樟腦榮景。台灣光復時，樟腦
產業一蹶不振，樟樹資源也開發到相當深山所在，應是將要採
罄的程度，加上人造樟腦的出現，客家人經營的台灣樟腦產業
於是結束。  

在樟腦產業即將結束的四十年代，台灣有興起一項與樟腦
類似的產品稱為香茅油，由種植的香茅草之中焗出香茅油，作
為製造香水的原料。短短二十年間，產量達到接近樟腦產量，
隨後因人造產物出現而消失無蹤。由於生產工藝類似，產地多
在原來樟腦產區，經營者也多為原來的腦長及腦丁，稱香茅業
為樟腦業的第二春十分恰當。  

在台灣光復以後，樟樹資源價值低落，在民國五、六十年
代，巨大的樟樹樹根切成厚板可以做成不定形狀的家具藝品，
原來只採樹不挖根的巨大樟樹根價值高漲，又掀起砍伐樟樹樹
根的另一項樟樹產業。到了民國八十年代，大陸經濟採取改革
開放政策，價格便宜又源源不斷的樟樹、紅木、梨花木樹根及
製作的藝品湧進台灣，把台灣產的樟樹根價格壓低，終於跌到
沒人要的地步。  

一個時期樟樹很寶貴，可以採樟焗腦，一個時期樟樹又一
文不值沒人要，一個時期樟樹根又是寶物，隔一段時間樟樹根
又便宜了。這正顯示出天然資源的價值應該採取「花開堪折直
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積極利用態度。留給子孫的是清潔
乾淨安全的生活空間，來自天然的資源則應該善加利用。以樟
腦資源為例，千千萬萬客家人依賴採樟焗腦而獲得謀生之道，
也由於採樟焗腦而由新竹地區向台灣中南部的麓山地區移
居，形成今天在台灣各處都可以找到來自桃竹苗地區的客家
人，追根究底都是和樟腦產業有深厚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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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一  台灣樟樹天然林分佈圖。  

圖二  台灣製腦及腦灶分佈圖，腦灶與樟樹分佈幾乎完全
重合。  

圖三  1928 年日本政府調查之台灣各籍移民分佈圖，沿海
地區多為同安三邑之泉州人，較內陸一些為漳州
人，粵籍客家人則以桃竹苗地區、高屏、花東為多。 

圖四  1903 年代  戴維森所手繪之腦寮與腦灶圖。圖之左
上是腦灶剖面，「A」是燒火之火爐，「B」是煮水的
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樟腦炊桶，外面包覆
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樟腦結晶的陶甕。左邊
是剷匕剷了一半的樟樹與剷匕的鋒子，旁邊是鋸子
及斧頭。  

圖五  1903 年代  戴維森所手繪之新式腦寮與腦灶圖。圖
之上半是剖面圖，下半是俯視圖。「A」是燒火之火
爐，「B」是煮水的腦鍋，「C」是放置樟腦樹匕的樟
腦炊桶，外面包覆著灶土而成為灶台，「D」是蒸氣
冷卻器，「E」是樟腦結晶與油水分離的腦田。  

圖六  日據時期之焗腦設備圖 (「再夢台灣之寶」中之廖井
淵手繪 )，與上圖對照十分類似，中間大木桶是樟腦
炊桶，兩位工人正在裝填樟樹匕，炊桶下是腦鍋與
腦灶，左邊上桶是冷卻器，下桶是樟腦結晶與油水
分離的腦田。  

圖七  現在的腦灶、腦鍋與炊桶，與圖六十分類似，不同
之處只有炊桶、蒸氣管線、冷卻器、腦田由木製改
變成金屬製，進料由上方的輸送帶送入，樓梯是讓
人上到炊桶中踩實桶中樟樹匕。本腦灶位於新竹縣
峨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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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一個鍋爐管六個炊桶的新式焗腦鍋爐設備，即一鍋
六桶。進料口在炊桶上之平台，出料口下接一個運
料輸送帶，將蒸過的樹匕運至鍋爐邊當燃料。本設
備在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村。  

圖九  焗腦腦鍋，直徑 82.5 公分，深度  37.5 公分，厚度  
1.0 公分，粗估重量 78.4 公斤，即 130 斤重，一個
人擎很重，兩個人扛剛好。台南縣、市客家文化協
會理事長巫月雲女士、葉茂榮教授 (右一 )及作者 (左
一 )及客家鄉親徐文里先生 (右三 )在腦鍋前懷古。  

圖十  日據時代舉辦的樟樹剷匕比賽，參賽選手每人手持
鋒子剷樟樹。本圖引用自苗栗縣大湖鄉鄉誌。  

圖十一  樟樹削片機，好像手斧掛在圓形轉輪上，由動力馬
達帶動轉輪，將樟樹切成碎片，送入炊桶中焗腦。
此機器切出的木片比手斧鋒子剷出木匕要厚得多，
不太像是木匕而類似小木塊，但是木塊中有許多裂
痕，也可以將樟腦蒸餾出來。  

圖十二  客家人開採樟腦資源由台灣北部向中南部遷移區域
圖。圖中台灣中部黑色區域就是客家人採樟焗腦落
腳所在。  

圖十三  曾為台灣客家農村帶來巨大經濟價值的香茅草。本
圖引用自曾經是世界香茅油交易中心的苗栗縣大湖
鄉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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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 一 節  關 於 本 書  

    這 一 本 研 究 報 告 的 題 目 是：台 灣 樟 腦 產 業 與 客 家 人 散 佈 研
究 。  

做 這 一 個 題 目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在 於 了 解 台 灣 樟 腦 業 的 歷 史
與 客 家 人 隨 著 經 營 樟 腦 業 而 散 佈 在 台 灣 各 地 的 狀 況。這 些 以 村
落 大 小 的 客 家 移 民 村 是 未 來 恢 復 傳 承 客 家 文 化 以 及 客 家 村 落
產 業 振 興 的 重 要 據 點。進 行 本 研 究 除 了 收 集 與 題 目 相 關 的 知 識
以 外，也 可 以 經 由 鄉 土 調 查 分 送 一 些 關 懷 給 這 些 幾 乎 被 遺 忘 的
客 家 村 民。並 同 時 於 其 中 思 考 這 些 客 家 村 落 的 未 來，期 望 從 其
中 找 到 客 家 村 落 產 業 振 興 的 契 機 。  

在 過 去 的 時 期，包 括 清 朝、日 據 與 光 復 後 四 十 年 間，對 於
「 客 家 人 」名 詞 始 終 有 所 禁 忌，不 論 是 政 府 文 件、民 間 文 學 或
是 一 般 學 術 刊 物，除 了 是 專 業 的 客 家 書 籍 之 外，絕 少 有 對 於 客
家 人 與 產 業 關 聯 的 敘 述，當 然 包 含 了 客 家 人 與 樟 腦 產 業 的 關 聯
敘 述，但 是 在 當 時 大 家 都 知 道 其 中 有 密 切 關 係。如 今 知 道 的 人
已 紛 紛 作 古，沒 有 留 下 一 些 資 料，以 後 真 的 會 像 池 子 中 丟 入 一
顆 石 頭 產 生 的 漣 漪 一 般 ， 時 間 久 了 真 的 是 毫 無 痕 跡 了 。  

樟 樹 資 源 直 到 民 國 四 十 年 左 右，仍 然 是 台 灣 地 區 極 為 重 要
的 林 產 資 源，在 當 時 的 年 產 量 與 樟 樹 資 源 數 量，明 顯 的 可 以 預
期 到 剩 下 可 採 收 年 限 ， 杞 人 憂 天 的 預 期 在 數 年 之 後 有 枯 竭 之
餘。和 當 年 發 生 在 英 國 倫 敦 附 近 的 的「 取 暖 用 木 材 與 無 煙 煤 」，
以 及 台 灣 後 期 的 山 產 「 相 思 樹 」， 近 期 全 世 界 關 注 的 「 石 油 」
資 源，都 有 異 曲 同 工 的 現 象，在 研 究「 資 源 的 時 代 任 務 」上 也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鮮 活 例 子 。  

第 二 節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台 灣 有 關 樟 腦 的 產 業 紀 錄 首 見 於 連 雅 堂 台 灣 通 史 榷 賣 誌
中 ， 對 於 清 朝 時 節 的 樟 腦 生 產 與 出 售 的 管 理 方 式 與 生 產 數 量 ，
 1



有 粗 略 的 敘 述 。  

 連 雅 堂 台 灣 通 史 貨 殖 列 傳 中 敘 述 淡 水 南 莊 人 黃 南 球 (亦 有 六
堆 人 之 論 )，光 緒 十 年 (1884 年 )募 鄉 勇 平 大 嵙 崁 (大 溪 )番，功 賞
五 品 藍 翎 ， 墾 南 坪 大 湖 獅 潭 ， 啟 田 樹 藝 、 伐 木 熬 腦 。  

 臺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在 1950 年 有 「 台 灣 之 樟 腦 」 及 1978
年 林 滿 紅 之 「 茶 糖 樟 腦 業 與 晚 清 台 灣 」， 有 對 當 時 台 灣 重 要 經
濟 作 物 樟 樹 及 樟 腦 產 業 進 行 資 料 收 集 彙 整 及 現 況 描 述，著 重 在
於 樟 樹 資 源 開 發 與 應 用 以 及 產 量 趨 勢 等 預 期。也 有 樟 腦 寮 腦竈

的 分 佈 圖，是 極 為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圖 一 及 圖 二 就 是 台 灣 樟 腦
樹 分 佈 與 1950 年 代 台 灣 樟 腦 地 圖 ， 其 中 腦竈分 佈 具 參 考 價
值 。 在 林 滿 紅 的 文 章 中 ， 也 有 日 據 時 代 1928 年 的 台 灣 人 口 漳
泉 粵 族 群 分 佈 圖，但 是 無 法 窺 看 樟 腦 移 民，唯 其 中 有 採 樟 與 原
住 民 交 往 大 部 分 都 是 依 賴 「 客 家 人 」 擔 任 中 介 的 字 眼 。  

 客 家 雜 誌 (145 期 )上 則 有 作 者 對 於 苗 栗 三 義 客 家 莊 木 雕 街
遊 記 中 敘 述 樟 腦 產 業 轉 化 成 為 木 雕 業、木 雕 街 的 變 遷 演 化，對
於 樟 腦 產 業 沒 落 以 後 轉 變 成 目 前 狀 況，提 出 合 理 的 推 論，這 個
推 論 也 是 期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與 以 證 實 ， 也 是 本 研 究 概 念 的 起 始
點 。  

 客 家 地 圖 一 書 中 敘 述 有 一 些 散 佈 在 各 地 山 麓 的 客 家 村 落 是
採 樟 工 人 的 後 裔，例 如 台 南 縣 白 河 鎮 的 林 子 內、崎 內，新 埤 竹
莊，蘇 澳 朝 陽 等 客 家 村 落，其 他 地 區 應 有 許 多 類 似 的 採 樟 移 民
村 落 。  

    廖 景 淵 先 生 的 山 河 文 化 工 作 室 出 版「 再 夢 台 灣 之 寶 」之 中
有 對 於 早 期 採 樟 焗 腦 工 藝 進 行 有 系 統 的 說 明 ， 從 樟 樹 的 辨 認 ，
砍 伐 樟 樹，運 送 樟 樹 的 木 馬，挑 運 樟 樹 的 樹 杈，樟 樹 切 片 的 鋒
子 、 鋒 石 工 具 與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等 等 ， 都 有 詳 細 的 繪 圖 與 說 明 。
這 些 資 料 有 發 表 於 客 家 雜 誌，後 來 集 成 專 書 發 刊，對 於 樟 腦 業
的 工 藝 有 相 當 詳 盡 的 敘 述 。  

 台 南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的 父 親 彭 富 松 先 生 與 伯
父 彭 添 松 先 生 對 樟 腦 業 頗 有 了 解，其 父 親 彭 旺 古 及 兄 長 彭 丁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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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曾 擔 任 腦 長，經 營 樟 腦 業，從 新 竹 遷 至 苗 栗 大 湖，再 由 大 湖
遷 至 南 投 埔 里。他 們 對 於 家 族 經 營 之 樟 腦 行 業 中 腦 寮、腦 灶 有
實 務 經 驗，一 個 腦 長 如 何 進 行 例 行 的 生 產 工 作，腦 丁 人 數 與 工
作 安 排，樟 腦 業 的 經 濟 狀 況 等 等 有 非 常 豐 富 而 且 實 際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這 些 仍 然 在 彭 先 生 腦 中 的 樟 腦 經 營 資 料 若 沒 有 盡 快 發
掘，以 後 必 將 消 失 無 蹤，要 在 找 到 這 麼 親 近 的「 腦 長 」後 裔 將
難 上 加 難 ， 這 也 是 本 書 獲 得 資 訊 的 一 張 王 牌 。  

    這 些 資 料 都 顯 示 採 樟 焗 腦 的 產 業 與 客 家 人 的 關 係 極 為 密
切，早 期 很 多 台 灣 北 部 的 客 家 人 在 台 灣 島 內 的 散 佈 應 該 是 以 這
個 產 業 為 謀 生 工 具 。  

 由 於 早 期 對 於 方 言 與 族 群 分 布 的 禁 忌 ， 幾 乎 所 有 的 資 料 都
沒 有 提 及 經 營 樟 腦 業 或 是 從 事 樟 腦 業 的 「 腦 長 」「 腦 丁 」 工 作
的 「 人 」， 無 從 查 考 這 些 人 是 否 多 為 客 家 人 。 本 研 究 期 望 能 透
過 鄉 土 調 查 以 獲 得 這 個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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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樟樹與樟樹資源 

第 一 節  樟 腦 與 應 用  

明 朝 李 時 珍 本 草 綱 目 中 對 「 樟 腦 」 的 敘 述 是 ：  
樟 腦，味 辛 溫，無 毒，主 治 通 關 竅，利 滯 氣，治 中 惡 邪 氣 ，

霍 亂 心 腹 痛，寒 濕 腳 氣，疥 癬 風 蚤，齬 齒，殺 虫 辟 蠢，著 鞋 中
去 腳 氣 。  

在 電 影 發 明 之 後 ， 樟 腦 成 為 製 造 電 影 膠 捲 賽 璐 珞 的 原 料 ，
更 是 無 煙 火 藥 的 重 要 配 料，在 醫 藥、香 料 及 工 業 上 都 有 廣 泛 應
用 。  

在 這 些 應 用 用 途 中 ， 醫 藥 用 途 一 直 有 中 醫 的 固 定 消 費 數
量，支 持 清 朝 時 期 台 灣 樟 腦 產 業。電 影 發 明 後，賽 璐 珞 膠 捲 原
料 則 是 另 開 一 大 量 應 用 市 場，樟 腦 價 錢 因 而 大 漲，刺 激 台 灣 樟
腦 生 產 。 無 煙 火 藥 發 明 以 後 ， 則 是 更 加 需 腦 孔 急 ， 價 格 更 好 ，
產 量 更 更 多。日 據 時 期 為 了 確 保 台 灣 樟 腦 生 產 以 提 供 其 軍 事 上
的 火 藥 應 用，凡 是 生 產 樟 腦 的 腦 丁、腦 長 都 屬 於 國 防 產 業，從
業 人 員 都 免 受 軍 事 徵 召 。  

在 醫 藥 逐 漸 發 達 後，樟 腦 的 醫 藥 用 途 就 逐 漸 減 少，火 藥 應
用 也 因 為 沒 有 軍 火 市 場 而 蕭 條，加 上 人 造 樟 腦 的 便 宜 成 本 而 搶
去 大 部 分 市 場，樟 腦 產 業 已 經 逐 漸 式 微。現 在 樟 腦 的 用 途，工
業 上 應 用 仍 然 是 主 要 消 用 市 場，其 中 的 電 影 膠 捲 賽 璐 珞 製 造 用
佔 75%， 製 造 無 煙 火 要 用 佔 2%， 香 料 用 則 佔 一 成 多 一 點 ， 醫
藥 及 除 虫 也 佔 一 成 多 。 在 各 種 用 途 之 中 ， 都 有 新 的 原 料 取 代 ，
樟 腦 變 成 一 種 可 有 可 無 的 原 料 ， 重 要 性 與 早 期 已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第 二 節  台 灣 樟 樹 種 類 與 含 腦 量  

樟 科 植 物 有 45 屬，一 千 餘 種。台 灣 產 者 有 12 屬、56 種、
4 變 種。其 中 大 部 分 為 台 灣 特 有 種，台 灣 林 木 誌 中，樟 樹 分 13
屬 48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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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樹，常 綠 喬 木，屬 樟 科，分 佈 於 台 灣 北 部 海 拔 1,200 公
尺 以 下，南 部 1,800 公 尺 以 下 山 地 至 平 地 區 域，早 期 粗 分 為 兩
類 ， 一 為 香 樟 (本 樟 、 油 樟 、 陰 陽 樟 、 栳 樟 )， 可 以 熬 腦 ， 一 為
臭 樟 (牛 樟 、 大 葉 樟 )， 作 船 材 器 具 。 天 然 樟 樹 之 特 色 是 樟 樹 枯
倒 以 後 ， 蟲 蟻 不 侵 ， 幾 乎 是 永 不 腐 朽 。  

在 製 腦 習 慣 上 ， 分 為 下 列 數 種 ， 分 別 是 ：  

一 曰 本 樟，土 名 香 樟，又 名 真 樟，常 與 其 他 喬 木 混 生 成 林，
含 樟 腦 率 多 ， 在 山 地 蒸 餾 ， 可 以 得 到 腦 砂 0.8%及 本 樟 油
1.6%， 本 樟 油 經 分 餾 又 可 以 得 到 50%樟 腦 。 在 樟 腦 樹 中 佔
70-80%，樹 生 長 較 緩 慢，切 木 片 或 揉 樹 葉 的 味 道 比 芳 樟 淡 而 清
香 。  

二 曰 芳 樟，土 名 臭 樟，先 前 不 用 來 焗 腦，後 來 發 現 內 含 有
貴 重 香 料 Linalool，遂 成 貴 重 樟 樹，1920 年 更 名 為 芳 樟。在 台
灣 西 南 部 分 佈 較 多 ， 其 他 區 域 與 本 樟 混 生 ， 外 觀 與 本 樟 無 異 ，
切 木 片 或 揉 樹 葉 聞 味 道 可 以 分 辨 之，味 道 比 本 樟 濃 郁。在 樟 樹
林 中 佔 20%左 右 ， 生 長 比 本 樟 快 ， 可 以 蒸 餾 得 到 樟 油 2.4%。
名 為 芳 樟 油 ， 有 別 於 本 樟 油 。  

三 曰 油 樟 ， 土 名 油 樹 ， 分 佈 於 台 灣 西 南 部 ， 佔 樟 樹 之 5%
左 右 ， 型 態 與 本 樟 無 異 ， 但 生 長 較 快 ， 蒸 餾 可 得 樟 腦 2.3%，
油 份 獨 多 。  

四 曰 陰 陽 樟 ， 是 樟 樹 之 變 種 。  

五 曰 栳 樟，台 灣 名 為 烏 樟，性 狀 酷 似 本 樟，但 是 比 本 樟 矮，
群 生 於 恆 春 半 島 及 潮 州 山 地 與 花 蓮 大 巴 塱 沿 海 一 帶。葉 及 樹 幹
皆 含 樟 腦 ， 尤 以 葉 部 為 多 ， 含 樟 腦 0.7%， 含 樟 油 0.4%。  

六 曰 冇 樟，又 稱 牛 樟，在 中 北 部 常 與 樟 樹 混 生，含 有 1.5%
至 2.0%之 樟 腦，富 有 芳 香 油 之 Safrol，是 高 貴 的 香 料 原 料。易
結 樹 瘤，木 材 花 紋 豐 富，又 稱 花 樟，為 家 具 木 料 極 品，衣 櫃 多
用 之，以 其 芬 芳 又 能 除 蟲 害 也。又 近 年 產 出「 牛 樟 菇 」之 靈 芝 ，
價 甚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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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樟樹資源主要樹種與含腦量表 

樹種 焗腦量 含腦比例 特性 

香樟 每百斤樹匕一斤十兩腦 1.7 %-2.4% 可結腦砂八兩 

臭樟 每百斤樹匕一斤腦油 2.4 % 不結腦砂 

牛樟 每百斤樹匕十二兩腦油 0.8 % 不結腦砂 

表二 樟樹之含腦種類及應用表 

樟樹種類 製造程序 製品 產品 用途 

本樟 
粗製樟腦 
本樟油 

再製樟腦 
白油 
赤油 

精製樟腦 
賽璐珞 
龍腦 

香 料 、 醫
藥、防腐、
軟片、安全
玻璃 

油樟 本樟油 
再製樟腦 
白油 
赤油 

精緻樟腦 
賽璐珞 
龍腦 

香料醫藥防
蟲燒香 
選礦用 

芳樟 芳樟油 
高級芳油 A 
高級方油 B 

里那落兒油
蓋拉紐兒油

醫藥、防腐
鈴蘭系香料
薔薇系香料

陰陽樟 樟腦、方樟油   醫藥、防腐
荖樟 樟之變種   醫藥、防腐
冇樟 
牛樟 

牛樟油 牛樟油  
醫藥、防腐
香料用 

樟 腦 其 實 是 一 種 很 多 化 合 物 所 組 成 的 混 合 物，因 為 各 種 化
合 物 組 成 的 比 例 不 同 而 有 各 種 樟 腦 油，一 種 樟 腦 之 中 可 以 分 餾
初 好 多 種 的 化 合 物，這 些 化 合 物 都 有 一 些 特 殊 性 質。例 如 芳 樟
原 來 稱 為 臭 樟，因 為 這 種 樟 樹 味 道 特 別 濃 郁，香 極 成 臭，聞 之
反 而 使 人 不 很 舒 暢，後 來 發 現 是 含 有 一 種 里 那 落 兒 油 (Linalool)
成 分 ， 是 一 種 貴 重 的 香 料 ， 連 名 字 都 被 強 迫 改 成 「 芳 樟 」 了 。
如 今 有 許 多 的 人 造 樟 腦，大 都 是 合 成 樟 腦 中 的 一、二 種 主 要 成
份，讓 人 聞 之 類 似 樟 腦 味 道，其 實 和 天 然 樟 腦 有 相 當 差 異。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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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類 似 的 是 天 然 釀 造 的 酒 與 人 工 合 成 酒 精 配 出 的 酒 之 間 的 差
異。雖 然 可 以 不 斷 的 以 新 技 術 縮 小 差 異，但 是 基 本 上 仍 有 區 別。 

第 三 節  台 灣 之 天 然 樟 樹 資 源 與 數 量  

樟 樹 是 亞 熱 帶 林 產 ， 分 佈 遍 及 地 處 亞 熱 帶 的 台 灣 島 各 地
區，除 了 台 灣 中 央 山 脈 之 高 山 地 區 以 外，都 有 樟 樹 生 長，其 中
以 台 灣 中 北 部 較 多 ， 向 南 邊 逐 漸 減 少 ， 北 緯 23 度 以 南 因 氣 候
過 熱 而 稀 少。圖 二 是 台 灣 天 然 樟 樹 林 分 布 圖。天 然 樟 樹 林 遍 佈
台 灣 中 北 部 平 原、丘 陵 以 至 於 山 區 地 帶，與 其 他 天 然 樹 種 如 相
思、苦 楝 等 雜 生。開 墾 荒 地 時 砍 下 樟 樹 等 雜 木，整 平 地 面，引
水 灌 溉，種 植 稻 米，以 維 生 計，是 我 族 移 民 由 唐 山 到 台 灣 墾 荒
的 一 貫 步 驟 。  

樟 樹 屬 於 長 綠 喬 木，樹 皮 又 縱 裂，葉 互 生，卵 形 或 橢 圓 形，
平 滑 無 毛，深 綠 色，三 行 脈，葉 面 有 波 形。花 腋 生，圓 錐 花 序 ，
五 月 間 開 花 結 實，十 一 月 間 成 熟，實 球 粒，徑 約 六 厘 米，黑 色
為 熟 。 材 質 中 心 黃 褐 色 ， 邊 緣 稍 淡 ， 輕 軟 粗 糙 ， 易 切 割 施 工 ，
對 鐵 釘 會 腐 蝕，紋 理 斜 行，木 纖 維 長 一 至 二 公 厘，厚 二 十 微 米。
含 灰 1.2%， 乾 材 比 重 0.5 至 0.6， 含 水 14%， 布 氏 硬 度 3.9，
抗 灣 強 度 700-900kg/cm2， 抗 壓 強 度 310-320kg/cm2。 木 材 適
用 製 造 船 艦、水 車、牛 車 輪， 也 適 於 做 雕 刻 、 家 具 、 佛 像 、 樂
器 。  

樟 樹 含 樟 腦 隨 著 樹 種 、 樹 齡 、 樹 之 部 位 、 生 長 地 點 而 異 。
以 本 樟 來 說，樹 齡 30 年 以 上 含 腦 增 加，至 50 年 者 為 佳，30 
年 以 下 及 50 年 以 上，含 腦 較 少。就 部 位 而 言，根 部 含 腦 多 ，
軀 幹 次 之 ， 葉 少 。 生 葉 含 腦 0.17%， 乾 葉 1.1%。 適 合 生 長
於 沃 土 地 帶，忌 乾 燥 強 風，果 自 熟 藉 鳥 傳 播，落 地 發 芽。根 株
不 易 腐 ， 株 芽 根 芽 均 茂 盛 。  

樟 樹 幹 材 蓄 積 量 ， 一 立 方 米 918 公 斤 ， 可 得 腦 20 公 斤 。
樹 齡 十 年，百 棵 一 立 方 米，樹 齡 三 十 年，三 棵 一 立 方 米，樹 齡
五 十 年 ， 一 棵 一 點 三 立 方 米 ， 總 重 一 千 二 百 公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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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樟 樹 資 源 蓄 積 數 量 ， 在 日 據 時 代 之 1896 年 調 查 之 數
量 是 2164 萬 立 方 公 尺 ， 1918 年 調 查 之 數 量 是 900 萬 立 方 公
尺 ， 1941 年 調 查 之 數 量 是 254 萬 立 方 公 尺 ， 台 灣 光 復 之 後 的
1948 年 調 查 之 數 量 是 220 萬 立 方 公 尺 。 其 中 本 樟 佔 約 80%，
芳 樟 佔 20%。台 灣 樟 樹 資 源 在 日 據 時 期 由 兩 千 多 萬 立 方 公 尺 ，
經 過 二 十 餘 年 採 剩 九 百 萬 立 方 公 尺，以 採 去 一 半 有 餘。再 經 二
十 餘 年 的 日 據 後 期，剩 下 兩 百 萬 立 方 公 尺，台 灣 樟 樹 資 源 十 去
其 九，所 剩 不 多，與 光 復 之 前 採 樟 已 經 到 達 深 山 之 中，應 是 相
符 合 的 。  

現 在 台 灣 樟 樹 資 源 有 多 少 ？ 依 照 樟 樹 五 十 年 成 長 成 材 之
說 法 ， 在 台 灣 光 復 之 後 即 少 有 採 樟 ， 1950 年 採 樟 數 量 減 少 至
三 萬 立 方 公 尺。由  1951 年 起 到 現 在 五 十 年 間，樟 樹 都 少 有 砍
伐，得 以 獲 得 生 息，應 該 已 經 恢 復 原 有 的 林 相 蓄 積 量，加 上 近
年 來 大 量 種 植 的 人 造 林 ， 總 蓄 積 量 應 該 有 初 調 查 數 量 2000
萬 立 方 公 尺。以 一 立 方 公 尺 得 樟 腦 二 十 公 斤 計 之，共 有 樟 腦 資
源 4 億 公 斤，以 現 在 價 錢 一 公 斤 五 百 元 計 之，總 值 在 兩 千 億 元
左 右 。  

表三  台灣樟樹資源各時期調查數量表 

調  查  時  期 調查數量(萬立方公尺) 備         註 
日據 1896 年 2,164 調查推算 
日據 1918 年 900 清查結果 
日據 1941 年 254 每木調查結果 

光復後 1948 年 200 推算結果 
現在 2003 年 2,000 預估數量 

樟樹用來焗腦在鄭芝龍居台之 1640 年代就有的產業，「芝龍居台
時，其徒入山開墾，伐樟熬腦，配售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
「歸清以後，封禁番地，犯者死」，「雍正時期，設軍工料館，採伐大木，
以為船料，許匠首入山熬腦，以私其利」。道光咸豐時期慢慢開始生產
樟腦，這個時期樟腦仍以藥用為主，消用維持一定數量。至清朝末年
1890 年之光緒時期，電影膠捲之賽璐珞及無煙火藥發明生產之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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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樟腦作為原料，需用孔急，價格高漲，刺激生產，台灣樟腦產量因
而急速增加。有關台灣樟腦的歷史請參看附錄之「台灣樟腦大事年表」。 

樟腦的主要產地在清朝之 1860 年代，以艋舺、大甲、竹塹、後壟
港為出口集散地，產地應是分布在這些港口的上游地區，以大嵙崁溪(今
大漢溪)、大甲溪、大安溪、鳳山溪、後龍溪上游之內山區域。大嵙崁(大
溪)、三角湧(三峽)、鹹菜甕(關西)為集貨中心，以 1872 年為例，三地
產量分別是 7,200 擔、2,400 擔、3,600 擔，總共 13,200 擔，比當年出
口數量 10,362 擔還多，看來這些區域應是當年主要的樟腦生產區。 

 

 

 

 

 

 

 

 

 

 

 

 

 

 

 

 

 

 

 

 

圖一  台灣樟樹天然林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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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灣製腦及腦灶分佈圖，腦灶與樟樹分佈幾乎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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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客家人在台灣的分佈 

第 一 節  清 朝 初 期 客 家 人 在 台 灣 的 分 佈  

依 照 台 灣 通 史 王 世 傑 列 傳 的 附 傳 敘 述 ， 客 家 人 來 台 灣 開 發
北 部 桃 竹 苗 地 區 的 時 間 是 在 雍 正 時 期 開 始，至 乾 隆、咸 豐、道
光 時 期 移 民 開 墾 越 來 越 盛。這 個 區 域 是 一 個 台 地 地 形，地 表 是
不 很 肥 沃 的 紅 土，紅 土 之 下 是 礫 石 層，河 川 短 促，無 法 像 新 竹
三 角 洲、台 北 盆 地、嘉 南 平 原 那 樣 修 築 引 水 渠 道 灌 溉 水 田，只
能 在 緩 坡 台 地 上 ， 挖 掘 池 塘 ， 蓄 水 灌 溉 ， 稱 為 「 埤 塘 」； 雨 水
充 足 之 年，可 以 一 年 種 兩 季 稻 穀，平 常 是 一 季 種 稻 穀、一 季 種
旱 作 蕃 薯；乾 旱 之 年，甚 至 一 季 稻 穀 都 顆 粒 無 收，因 而 有「 看
天 田 」之 名。用 這 些 地 區 正 是 台 灣 樟 樹 林 主 要 的 分 佈 區 域，在
靠 山 吃 山 的 近 水 樓 臺 之 下，客 家 人 在 墾 地 耕 田 上 得 不 到 應 有 的
報 酬 成 果 時，很 自 然 的 有 相 當 比 例 的 人 力 轉 而 從 事 採 樟 焗 腦 的
工 作 。  

 

 

 

 

 

 

 

 

 

 
圖 三  1928 年 日 本 政 府 調 查 之 台 灣 各 籍 移 民 分 佈 圖 ， 沿 海 地

區 多 為 同 安 三 邑 之 泉 州 人，較 內 陸 一 些 為 漳 州 人，粵 籍
客 家 人 則 以 桃 竹 苗 地 區 、 高 屏 、 花 東 為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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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日 據 時 期 客 家 人 在 台 灣 的 分 佈  

1928 年 日 本 政 府 進 行 台 灣 移 民 分 佈 情 況 調 查 ， 其 結 果 如
圖 三。由 圖 中 可 以 看 出 來：粵 籍 客 家 人 主 要 分 佈 在 中 壢 至 東 勢
一 帶 的 丘 陵 地 區，其 次 是 屏 東 平 原 東 側 山 麓，其 三 是 花 蓮 台 東
縱 谷 地 區。花 東 縱 谷 的 客 家 人 大 部 分 是 日 據 以 後 從 台 灣 南 北 客
家 莊 移 入，大 部 分 是 由 桃 竹 苗 地 區 的 客 家 人 遷 入 花 東 地 區。因
此，清 朝 末 年 時 期 客 家 人 分 佈 區 域 主 要 是 桃 竹 苗 與 高 屏 地 區 兩
處 為 主 ， 桃 竹 苗 區 域 的 客 家 人 口 是 高 屏 區 域 的 四 倍 左 右 。  

在 這 個 圖 上 是 以 佔 多 數 人 口 作 為 區 域 分 佈，其 中 沒 有 顯 示
出 比 較 少 數 的 人 口 分 佈，例 如：在 彰 化、雲 林 仍 然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客 家 人 分 佈，在 圖 上 卻 沒 有 顯 示 出 來，在 嘉 義 中 埔 大 埔 地 區
有 很 高 比 例 客 家 人，但 仍 然 沒 有 高 過 漳 州 人，也 沒 有 在 圖 上 顯
示 出 來 。  

在 漳 州 人 分 部 區 域，也 有 許 多 是 閩 南 客 家 人，在 閩 南 的 詔
安 縣、平 和 縣、南 靖 縣 等 地 區 客 家 人 佔 大 部 分，一 般 統 計 也 多
以 漳 州 人 計 算 之 。  

第 三 節  客 家 人 分 佈 原 因 分 析  

分 布 的 原 因 一 般 是 以 「 閩 人 先 至 ， 多 居 近 海 ， 粵 人 後 至 ，
乃 宅 山 區 」， 粵 人 之 所 以 較 閩 人 後 至 ， 乃 因 協 助 清 朝 打 下 台 灣
的 施 琅 認 為 「 朝 惠 之 民 多 與 鄭 氏 相 通 」， 故 在 清 廷 領 台 之 後 ，
大 陸 台 灣 之 間 海 禁 雖 除，仍 然 禁 止 粵 籍 移 民 入 台。事 實 上，由
「 潮 惠 之 民 多 與 鄭 氏 相 通 」， 亦 可 知 鄭 氏 之 時 台 灣 已 有 許 多 客
家 人，而 據 戴 維 森 氏 之 著 作，粵 籍 客 家 人 早 移 入 台 灣，而 鄭
氏 名 將 劉 國 軒 亦 為 閩 西 汀 州 府 客 家 人，鄭 氏 多 次 反 清 攻 入 江 南
及 閩 粵 客 家 莊，招 募 新 兵 之 中 客 家 人 亦 佔 有 很 大 比 例，而 劉 國
軒 晚 期 曾 經 屯 兵 台 灣 中 部 地 區，客 家 籍 兵 士 落 籍 者 不 少，南 投
國 姓 鄉 就 是 一 例。所 以 不 能 夠 泛 言 粵 籍 移 台 後 於 閩 籍，只 能 夠
說 大 部 分 粵 籍 移 民 來 台 ， 多 在 清 朝 乾 隆 後 期 解 禁 粵 籍 移 民 之
後，那 時 候 台 灣 大 部 分 近 海 平 原 地 區 已 有 閩 人 先 至，因 而 多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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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區 發 展 。  

粵 籍 移 民 解 禁 亦 靠 著 客 家 人 的 努 力 才 得 以 實 現，在 康 熙 六
十 年 的 朱 一 貴 起 兵 岡 山，攻 克 台 南 府 城，稱 號 中 興 王。台 灣 南
部 粵 籍 居 民 依 照 居 住 地 組 成 「 六 隊 」 (客 語 諧 音 六 堆 )義 民 軍 ，
出 力 抵 禦 家 園 免 受 兵 亂。朱 一 貴 事 件 平 定 之 後，六 堆 粵 籍 鄉 勇
受 封 「 褒 忠 」。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林 爽 文 起 兵 大 里 杙 (台 中 縣 大 里
鄉 )，北 路 攻 陷 竹 塹 淡 水 廳 治，南 路 會 同 鳳 山 莊 大 田 圍 困 台 南 府
城 及 諸 羅，全 台 俶 擾，台 灣 北 部 粵 莊 鄉 賢 林 先 坤 率 子 弟 兵 丁 抗
禦，並 聯 合 王 廷 昌、陳 資 雲、劉 朝 珍 等 數 股 粵 眾 之 力，迅 速 集
結，凡 三 千 人，奮 勇 抗 敵，以 衛 鄉 土，是 乃 義 民 軍 之 肇 始。 經
六 張 犁 、 圓 山 仔 (今 竹 東 鎮 員 山 、 頭 重 埔 一 帶 )之 浴 血 堅 守 ， 終
於 會 同 官 軍 夾 擊，重 創 來 犯，克 復 竹 塹 城。隨 助 官 軍 沿 途 追 擊，
進 屯 大 甲，並 於 嘉 勇 侯 福 康 安 兵 抵 鹿 港 之 後，決 戰 崙 仔 嶺，再
戰 牛 綢 山 諸 役 ， 予 清 廷 翼 鋒 之 助 。  

此 次 征 戰 之 中，犧 牲 成 仁 義 軍 先 烈 達 兩 百 餘 人。林、王 等
於 回 師 之 時，僱 請 牛 車 沿 途 遍 拾 有 黑 布 圈 為 記 之 義 民 忠 骸，原
擬 歸 葬 大 窩 口 (今 湖 口 鄉 )。 唯 牛 車 經 過 鳳 山 溪 後 ， 要 爬 上 湖 口
台 地 的 鳳 山 崎 之 時，牛 隻 竟 不 受 驅 使，經 焚 香 禱 告，並 跌 筊 取
決，始 悟 先 烈 靈 感，復 延 名 師 勘 驗，確 認 該 處 坡 地 為 風 水 絕 佳
之 「 雄 牛 睏 地 穴 」。 由 是 徵 得 地 主 戴 禮 成 、 財 成 、 拔 成 昆 仲 以
其 父 戴 元 玖 公 之 名 獻 地，擇 吉 安 葬 合 塚，此 即 枋 寮 義 民 塚 之 由
來。清 乾 隆 皇 帝 因 為 義 軍 之 忠 勇 衛 士 精 神，特 頒「 褒 忠 」敕 旨 ，
以 為 獎 勵 。  

第 四 節  清 朝 時 期 客 家 人 分 佈 變 化  

此 南 北 客 籍 人 士 的 事 蹟 證 實 了 清 朝 初 年 康 熙、雍 正、乾 隆
之 世，到 達 台 灣 落 戶 生 根 的 客 家 人 已 有 相 當 數 量。這 些 粵 籍 客
家 人 來 台 灣 比 許 多 閩 籍 之 漳 州、泉 州 人 都 早，初 到 台 灣 未 必 就
據 於 山 區 ， 後 之 所 以 分 佈 於 山 區 ， 主 要 原 因 是 因 為 人 數 較
少，不 敵 漳 泉 人 之 侵 併。在 清 朝 領 台 之 時，其 官 員 統 領 地 方 之
方 式，比 較 接 近 無 為 而 治，在 各 地 區 分 佈 之 閩 客 族 群 或 是 漳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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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群，甚 至 同 一 族 群 不 同 姓 氏 之 間，發 生 有 糾 紛 因 而 造 成 械 鬥
之 時，大 都 無 法 預 防 於 事 前，事 後 傷 害 已 經 造 成，再 來 以 各 打
五 十 大 板 的 抓 幾 個 為 首 者 坐 牢 充 軍，家 產 充 公。這 樣 的 處 理 方
式 使 得 人 數 較 少 的 客 家 人 感 受 不 到 政 府 的 存 在，一 次 又 一 次 的
被 人 數 較 多 的 閩 南 人 侵 併，一 步 一 步 的 退 縮 轉 進 往 山 區，再 以
類 似 的 方 式 往 原 住 民 的 山 區 取 得 生 活 所 需，其 中 重 要 的 一 個 項
目 就 是 採 取 分 佈 在 山 區 的 「 樟 樹 資 源 」， 由 其 中 焗 出 樟 腦 ， 以
出 售 牟 利 作 為 營 生。在 這 個 過 程 之 中，客 家 人 口 增 加 比 例 將 比
自 然 人 口 增 長 平 均 值 低，也 就 是 客 家 人 口 比 例 會 下 降。清 朝 時
期 的 人 口 調 查 資 料 闕 如 ， 因 此 難 以 用 具 體 數 字 說 明 這 個 變 化 ，
在 日 據 時 代，人 口 調 查 資 料 比 較 清 楚，可 以 由 人 口 比 例 增 減 而
反 應 這 種 現 象 。  

第 五 節  日 據 時 期 客 家 人 分 佈 變 化  

依 據 日 本 政 府 領 台 後 的 第 年 於 1901 年 的 調 查 ， 當 時 之 閩
人 有 228 萬 人 ， 粵 籍 客 家 人 有 39 萬 人 ， 粵 籍 人 口 加 上 閩 西 汀
州 府 人 口 當 作 當 時 的 客 家 人，這 些 客 家 人 只 佔 當 時 台 灣 漢 民 族
的 14.6%， 與 閩 南 人 數 相 差 懸 殊 。 1928 年 統 計 的 資 料 是 粵 籍
59 萬 人 ， 漳 州 132 萬 人 ， 泉 州 168 萬 人 ， 客 家 人 佔 16.4%。  

在 這 個 二 十 餘 年 間 客 家 人 比 例 增 加 了 1.8%，比 例 並 不 大，
但 是 若 以 增 長 率 而 言，客 家 人 由 39 萬 人 增 加 至 59 萬 人，增 加
至 1.51 倍 ， 增 加 率 是 51%； 同 時 期 台 灣 人 口 平 均 增 加 倍 數 是
1.34%，增 加 率 是 34%。客 家 人 增 加 比 例 足 足 是 平 均 增 加 率 的
1.5 倍 ， 人 口 增 加 速 度 可 以 說 是 非 常 快 速 。  

這 個 統 計 資 料 數 字 顯 示 調 查 的 時 候「 客 家 人 」仍 然 有 些 忌
諱，台 灣 人 的 分 類 是 粵 籍、閩 籍 之 漳 州 與 泉 州 三 大 部 分，而 一
般「 客 家 人 」是 以 粵 籍 人 口 稱 之。其 中 的 有 疑 問 之 處 在 於 閩 籍
尚 有 汀 州 人 是 屬 於 客 家 人，在 漳 州 人 之 中 還 有 相 當 高 比 例 來 自
閩 南 漳 州 府 的 詔 安 縣、南 靖 縣 及 平 和 縣 的 客 家 人，這 些 客 家 人
在 以 閩 籍 粵 籍 分 類 中，顯 然 造 成 偏 頗，設 若 在 漳 州 人 之 中 有 一
成 至 二 成 是 漳 州 客 家 人，則 台 灣 客 家 人 的 比 例 在 20%左 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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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許 多 文 獻 推 算 台 灣 客 家 人 口 數 是 460 萬 人 ， 佔 台 灣 人 口 之
20%， 就 是 依 照 這 個 推 算 。  

不 過 此 處 探 討 因 樟 腦 產 業 而 遷 徙 的 客 家 人，都 是 來 自 台 灣
北 部 地 區 桃 園、新 竹、苗 栗 地 區 的 粵 籍 客 家 人，統 計 增 減 並 無
涉 及 漳 州 客 家 人，這 些 調 查 統 計 數 字 應 可 顯 示 出 這 一 部 分 的 粵
籍 客 家 人 。  

表四 台灣各時期統計之客家人口比例表 

統計時間 漢人總人口數 粵籍人口數 
粵籍人口

比例 
推算客家人
比例 [註一] 

1901 年 2,670,000 390,000 14.6% 15.7% 
1905 年 2,809,485 397,195 13.7% 14.8% 
1920 年 3,371,358 519,770 15.4% 16.5% 
1928 年 3,590,000 590,000 16.4% 17.5% 
1930 年 4,118,772 648,700 15.8% 16.9% 
1940 年 5,296,021 830,361 15.7% 16.8% 
1956 年 8,158,146 1,227,745 15.1% 16.2% 

註 一 ： 加 上 汀 州 府 客 家 人 比 例 約 1.1%。  

表 五  台 灣 各 時 期 統 計 之 台 南 州 客 家 人 口 數 與 比 例 表  

統計時間 
台南州人
口總數 

台南州粵籍人
口數及比例 

推算客家人
比例 [註一] 

推算客家
人口數 

1926 年 1,010,400 20,500(2.03%) 2.17% 21,900 

1956 年 2,116,659 47,725(2.25%) 2.40% 50,907 

2002 年[註二] 3,425,768 77,080(2.25%) 2.40% 82,218 

註 一 ： 加 上 汀 州 府 客 家 人 比 例 約 1/15。  
註 二 ： 以 統 計 人 口 按 原 比 例 推 算 結 果 。  

在 日 據 昭 和 元 年，即 民 國 十 五 年 (1926 年 )，舉 辦 一 次「 台
灣 在 籍 漢 民 族 鄉 貫 別 調 查 」， 統 計 數 字 列 於 表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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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日據時期 1926 年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結果統計客家人數表 

地區 漢人人數 
廣東省人數 

(比例) 

嘉應州 

人數 

惠州 

人數 

潮州 

人數 

推測客

家人數

全省 3,751,600 586,300(15.63%) 296,900 154,600 134,800 625,400

台南州 1,010,400 20,500(2.03%) 7,100 2,100 11,300 21,900

註：日據時代台南州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縣市。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台 灣 地 區 舉 辦 政 府 第 一 次 戶 口 普 查 ， 所 得 到
的 資 料 統 計 如 表 七 ：  

表 七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台 灣 在 籍 人 口 普 查 結 果 統 計 客 家 人 數 表  

地 區 漢人人數 
廣東省 
人數 

廣東省人
數比例 

客家人 
比例 

推測客家人
人數 

全 省 8,158,146 1,227,745 15.05% 16.05% 1,309,595 

台南市 240,762 1,536 0.63% 0.67% 1,634 

台南縣 682,363 4,182 0.61% 0.65% 4,461 

嘉義縣、市 598,581 28,557 4.77% 5.09% 30,461 

雲林縣 594,953 13,450 2.26% 2.41% 14,347 

原台南州 2,116,659 47,725 2.25% 2.40% 50,907 

註 一 ： 日 據 時 代 台 南 州 包 括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市 、 台 南 縣 市 。  
註 二 ： 客 家 人 比 例 加 上 閩 南 汀 州 府 人 口 約 為 客 家 人 的 1/15。  

第 六 節  日 據 時 期 客 家 人 口 增 加 之 原 因 分 析  

由 日 據 時 代 1901 年 至 1026 年 客 家 人 由 39 萬 人 增 加 到 59
萬 人 ， 增 加 20 萬 人 ， 比 例 佔 51%， 比 台 灣 平 均 人 口 增 加 比 例
之 34%高 出 甚 多，以 自 然 人 口 增 加 率 計 算，客 家 人 口 增 加 數 量
是 13 萬 人，如 今 增 加 了 20 萬 人，以 平 均 另 增 加 額 外 的 7 萬 人，
其 原 因 固 然 可 以 歸 於 樟 腦 產 業 興 旺，需 用 人 力 孔 急 而 使 客 家 人
多 產 ， 還 有 其 他 數 點 原 因 分 析 如 下 。  

一 為 客 家 人 就 業 範 圍 寬 廣，日 據 初 期 客 家 人 在 台 灣 的 就 業
範 圍，由 原 來 耕 田 種 地 的 農 墾 業 擴 大 到 其 他 產 業，採 樟 焗 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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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 ，吸 納 數 2-3 萬 人 進 入 這 個 行 業，闢 建 鐵 路 再 當 時 也 是 新
的 行 業 ， 日 本 政 府 在 1910 年 前 後 完 成 的 縱 貫 鐵 路 及 阿 里 山 森
林 鐵 路，大 部 分 是 由 北 部 客 家 地 區 招 聘 的 工 人 完 成 的，數 量 也
有 數 千 人 之 多，在 完 成 鐵 路 建 築 之 後，多 有 在 駐 紮 的 工 地 附 近
安 置 田 產 落 戶 ， 或 是 在 新 建 鐵 路 沿 線 車 站 上 班 ， 形 成 鐵 路 移
民 ， 大 約 有 上 萬 人 是 屬 於 這 種 人 口 。 由 於 生 活 安 定 有 著 落 之
後 ， 沒 有 衣 食 之 慮 ， 很 快 就 生 兒 育 女 ， 自 然 人 口 會 增 加 快 速 。
其 二 是 礦 業，包 括 基 隆 金 瓜 石 採 金 礦、北 部 山 區 採 煤 礦 以 及 遠
至 花 蓮 壽 豐 鄉 豐 田 地 區 採 石 棉，大 部 分 都 是 客 家 人 擔 任 主 力 開
發 工 作 。 其 三 是 招 墾 新 天 地 ， 日 據 時 期 開 發 許 多 的 青 果 農 場 ，
種 植 特 定 的 作 物，幾 乎 都 是 在 客 家 莊 招 募 墾 植 工 人，這 些 客 家
人 以 比 較 有 規 模 的 呼 朋 引 伴 到 新 天 地 去 開 發，例 如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的 香 蕉 山 農 場，白 河 鎮 的 藥 仔 山 等 等，這 些 新 所 在 有 無 限 的
土 地 提 供 開 墾，只 恨 人 力 太 少，因 而 多 多 生 產，客 家 人 因 而 增
加 迅 速 。  

以 上 的 四 種 新 行 業 都 讓 北 部 的 客 家 人 因 就 業 而 向 全 省 遷
移 ， 在 各 地 獲 得 比 較 優 沃 的 生 活 ， 衣 食 足 而 人 口 自 然 增 加 快
速，和 安 土 重 遷 居 住 原 地 的 大 部 分 省 民 比 較，自 然 有 更 多 的 人
口 增 加 率 。  

另 一 項 客 家 人 增 加 的 理 由 可 以 歸 之 於 治 安 改 善 ， 族 群 和
諧。原 住 民 出 草 習 俗 受 到 日 本 警 察 以「 派 出 所 」駐 紮 原 住 民 社
區 而 改 善，閩 客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也 因 為 日 本 警 察 的 嚴 查 管 理 而 受
到 壓 抑，減 少 族 群 間 之 摩 擦 及 衝 突，較 為 和 平 安 定 的 環 境，對
客 家 人 增 產 人 口，有 加 成 效 應。這 個 治 安 改 善 效 應 也 使 得 客 家
人 的 採 樟 焗 腦 範 圍 能 夠 深 入 中 央 山 脈，例 如 當 年 還 沒 有 開 通 的
南 部 橫 貫 公 路 沿 線 高 雄 縣 桃 源 鄉 的 梅 蘭 、 復 興 、 樟 山 、 梅 山 ，
由 六 龜 以 人 力 行 走 一 二 天 的 範 圍，幾 乎 都 要 到 達 中 央 山 脈 一 二
千 公 尺 高 的 山 腰 ， 都 有 客 家 人 採 樟 焗 腦 的 足 跡 。  

樟 腦 產 業 在 日 據 初 期 的 這 個 客 家 人 增 加 之 中，在 增 加 的 七
萬 人 之 中 提 供 增 加 兩 三 萬 人 ， 貢 獻 的 程 度 應 該 有 三 成 之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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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樟樹焗腦技藝演變 

將 樟 樹 中 的 樟 腦 提 煉 出 來 的 作 業 稱 為 「 焗 腦 」， 中 國 早 期
焗 腦 是 明 朝 李 時 珍 著 作 的「 本 草 綱 目 」中 所 述 方 法；台 灣 早 期
的 焗 腦 方 法 類 似 本 草 綱 目 之 方 法 而 加 以 改 良，在 清 末 日 據 時 代
焗 腦 方 法 又 有 小 變 化，光 復 以 後 現 代 的 焗 腦 方 法 更 為 進 步，茲
分 項 敘 述 於 下 。  

第 一 節  本 草 綱 目 的 焗 腦 作 業  

明 朝 萬 歷 年 間 (1600 年 )李 時 珍 本 草 綱 目 記 載 ： 樟 腦 出 韶
州、漳 州，狀 似 龍 腦，白 色 如 雪，樟 樹 膏 脂 也。胡 演 升 煉 方 云 ，
煎 樟 腦 法 ， 樟 樹 新 者 ， 切 片 以 浸 井 水 ， 三 日 三 夜 ， 入 鍋 煮 之 ，
柳 木 頻 攪，待 汁 半，柳 上 有 白 霜，即 濾 去 渣，傾 汁 入 瓦 盆， 經
宿 自 然 結 成 塊 也 。 又 煉 腦 法 ， 用 銅 盆 ， 以 陳 壁 土 為 粉 ， 摻 之 ，
卻 摻 樟 腦 一 重，又 摻 壁 土，如 此 四 五 重，以 薄 荷 安 土 上，再 用
一 盆 覆 之，黃 泥 封 固，款 款 蒸 之，須 以 意 度 之，不 可 太 過 不 及 ，
自 令 走 氣，候 冷 取 出，則 腦 皆 升 於 上 盆，如 此 升 兩 三 次，可 充
腦 片 也 。 我 國 製 腦 可 考 者 ， 遠 在 四 百 年 有 之 矣 。  

第 二 節  台 灣 早 期 的 焗 腦 法  

台 灣 在 1895 年 以 前 的 焗 腦 方 法 是 如 圖 四 所 示 ， 這 個 方 法
類 似 本 草 綱 目 的 煉 腦 法，一 般 認 為 是 由 福 建 漳 州 一 帶 隨 著 移 民
東 渡 而 傳 入 台 灣。這 種 小 灶 式 腦 灶 是 由 土 角 磚 砌 成，一 灶 有 多
個 火 爐，一 爐 兩 鍋，一 個 腦 灶 是 五 爐 十 鍋，每 一 個 鐵 鍋 之 上 有
一 木 隔 板，中 有 氣 孔，讓 鍋 中 蒸 氣 進 入 炊 桶 中，炊 桶 由 木 板 做
成，高 約 三 尺，下 寬 上 窄，倒 置 鍋 上，內 可 放 樟 木 樹 匕 十 斤 左
右，炊桶 外 面，充 填夯 土，一 灶 五 爐 十 鍋，外 圍厚 板，形 成 方
灶，灶 面 有 十 個 炊 桶 口，桶 口 上 倒 置 一 個 大 陶 甕，以 結 晶 樟 腦。 

蒸 腦 之 時，將 水 由 灶 面 桶 口 倒 入 鍋 中，在 將 樟 樹 匕 放 進 炊
桶 之 中，上 面 倒 覆 陶 甕，灶 中 引 火 加 熱，蒸 煮 一 夜，隔 天 將 下
半 桶 樟 樹 匕 出 桶，將 上 半 桶 樟 樹 匕 換 至 下 半 部，上 面 再 加 新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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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樹 匕，加 水 覆 甕 後 再 蒸，一 天 兩 換，一 連 十 天。鍋 中 熱 氣 透
過 木 板 之 孔 洞，進 入 炊 桶 之 中，蒸 出 樟 樹 匕 中 之 樟 腦，含 腦 蒸
氣 進 入 較 低 溫 的 陶 甕 中 ， 冷 卻 而 凝 結 成 樟 腦 結 晶 。  

十 天 之 後 ， 將 陶 甕 起 出 ， 陶 甕 中 半 凝 結 的 樟 腦 遇 到 冷 風 結
成 霜，將 這 些 結 晶 取 出 就 是 樟 腦 腦 砂。一 灶 十 鍋，蒸 十 天 可 以
得 到 樟 腦 約 四 斤，如 果 有 經 驗 的 師 父 注 意 到 火 候，可 以 得 到 六
至 七 斤 腦 砂 。  

 

 

 

 

 

 

 

 

圖 四   1903 年 代  戴 維 森 所 手 繪 之 腦 寮 與 腦 灶 圖。圖 之 左 上 是
腦 灶 剖 面，「 A」是 燒 火 之 火 爐，「 B」是 煮 水 的 腦 鍋，「 C」
是 放 置 樟 腦 樹 匕 的 樟 腦 炊 桶，外 面 包 覆 著 灶 土 而 成 為 灶
台，「 D」是 樟 腦 結 晶 的 陶 甕。左 邊 是 剷 匕 剷 了 一 半 的 樟
樹 與 剷 匕 的 鋒 子 剷 ， 旁 邊 是 鋸 子 及 斧 頭 。  

第 三 節  台 灣 日 據 時 期 的 焗 腦 法  

1895 年 以 後 的 方 法 台 灣 由 日 本 引 進 比 較 新 式 的 焗 腦 設
備，外 觀 圖 形 如 圖 五、六 兩 圖，也 是 台 灣 地 區 採 樟 焗 腦 時 期
主 要 的 設 備。焗 腦 時 是 將 樟 木 片 放 入 蒸 餾 槽 中，槽 下 以 熱 鍋 煮
水，以 水 蒸 氣 蒸 木 片，將 樟 木 片 中 的 樟 腦 油 蒸 餾 出 來，蒸 出 含
樟 腦 的 蒸 氣，以 麻 竹 管 將 蒸 氣 引 入 水 中 冷 卻 成 液 態，流 到 一 個
桶 子 中 靜 置，樟 腦 油 會 浮 在 水 面 上，引 流 出 來 就 是 樟 腦 油，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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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油 溫 度 降 低 以 後，就 會 有 樟 腦 結 晶 出 來。樟 腦 油 經 過 不 同 溫
度 的 分 餾 ， 可 以 分 出 樟 腦 及 其 他 成 分 ， 作 為 各 種 不 同 的 用 途 。 

 

 

 

 

 

 

 

 

圖 五   1903 年 代  戴 維 森 所 手 繪 之 新 式 腦 寮 與 腦 灶 圖。圖 之 上
半 是 剖 面 圖，下 半 是 俯 視 圖。「 A」是 燒 火 之 火 爐，「 B」
是 煮 水 的 腦 鍋，「 C」是 放 置 樟 腦 樹 匕 的 樟 腦 炊 桶，外 面
包 覆 著 灶 土 而 成 為 灶 台 ，「 D」 是 蒸 氣 冷 卻 器 ，「 E」 是
樟 腦 結 晶 與 油 水 分 離 的 腦 田 。  

  

 

 

 
 
 
 
 
圖 六   日 據 時 期 之 焗 腦 設 備 圖 (「 再 夢 台 灣 之 寶 」 中 之 廖 井 淵

手 繪 )，與 上 圖 對 照 十 分 類 似，中 間 大 木 桶 是 樟 腦 炊 桶 ，
兩 位 工 人 正 在 裝 填 樟 樹 匕，炊 桶 下 是 腦 鍋 與 腦 灶，左 邊
上 桶 是 冷 卻 器 ， 下 桶 是 樟 腦 結 晶 與 油 水 分 離 的 腦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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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現 在 的 腦 灶、腦 鍋 與 炊 桶，與 圖 六 十 分 類 似，不 同 之 處
大 約 只 有 炊 桶、蒸 氣 管 線、冷 卻 器、腦 田 由 木 製 改 變 成
金 屬 製，進 料 由 上 方 的 輸 送 帶 送 入，樓 梯 是 讓 人 上 到 炊
桶 中 踩 實 桶 中 樟 樹 匕 。 本 腦 灶 位 於 新 竹 縣 峨 嵋 鄉 。  

第 四 節  現 代 化 的 焗 腦 法  

比 較 新 式 的 現 代 化 焗 腦 設 備 在 於 腦 鍋 與 炊 桶 分 開，蒸 氣 由
鍋 爐 產 生 後，以 管 線 引 至 炊 桶，這 樣 可 以 用 一 個 鍋 管 好 幾 個 炊
桶，減 少 火 爐 數 目，節 省 燃 料 與 人 工，增 加 焗 腦 效 率。圖 七 是
現 在 使 用 的 仿 古 腦 鍋，圖 八 是 一 個 鍋 爐 管 六 個 炊 桶 的 新 式 焗 腦
鍋 爐 設 備。蒸 氣 炊 出 樟 腦 以 後，水 冷 卻 設 備 用 比 較 集 約 精 緻 的
熱 交 換 器，做 成 一 個 不 銹 鋼 桶，分 別 有 冷 卻 水 管 進 出 口 及 熱 含
腦 蒸 氣 進 口 、 熱 含 腦 水 出 口 ， 含 腦 水 進 入 腦 田 進 行 油 水 分 離 ，
就 分 出 樟 腦 出 來。腦 田 除 了 材 質 改 用 金 屬 以 外，形 狀 大 小 還 是
類 似 以 往 的 樣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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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一 個 鍋 爐 管 六 個 炊 桶 的 新 式 焗 腦 鍋 爐 設 備 ， 即 一 鍋 六
桶。進 料 口 在 炊 桶 上 之 平 台，出 料 口 下 接 一 個 運 料 輸 送
帶 ， 將 蒸 過 的 樹 匕 運 至 鍋 爐 邊 當 燃 料 。 本 設 備 在 苗 栗 縣
銅鑼鄉樟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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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樟樹焗腦設備與作業 

樟 樹 焗 腦 設 備 由 腦 灶 、 腦 鍋 ， 炊 桶 和 分 餾 桶 四 個 部 分 組
成，其 中 灶、鍋 和 一 般 家 庭 燒 水 煮 食 的 灶 頭 設 備 相 同，炊 桶 也
和 一 般 家 庭 用 的 蒸 籠 類 似 ， 比 較 不 一 樣 的 地 方 是 另 外 有 分 餾
桶 ， 分 別 說 明 於 下 。  

第 一 節  腦 鍋  

腦 灶 的 構 造 和 家 庭 煮 食 的「 灶 頭 」一 樣，重 心 是 一 個「 鍋 」，
「 腦 鍋 」比 較 特 殊 之 處 就 是 比 一 般 家 庭 用 大 鍋 厚 一 些，除 了 承
受 盛 鍋 水 的 重 量 以 外，還 要 承 受 蒸 氣 氣 壓，一 般 家 庭 用 鍋 比 較
少 承 受 氣 體 壓 力 ， 所 以 可 以 用 比 較 薄 的 鐵 鍋 ； 腦 鍋 時 常 搬 家 ，
厚 一 些 雖 然 重 一 些 ， 但 也 比 較 不 容 易 碰 破 。 若 不 小 心 破 裂 腦
鍋，可 以 用 補 釘 方 式 修 補，有 專 門 的 補 鍋 師 傅 來 做 修 補，若 補
不 來 ， 整 個 鍋 子 就 報 廢 賣 給 翻 砂 師 傅 重 新 翻 製 新 鍋 。 一 個 腦
灶 ， 所 有 的 組 成 東 西 就 是 腦 鍋 是 金 屬 做 的 ， 其 他 部 分 是 木 製 、
竹 製、土 製、石 製，都 容 易 腐 朽 崩 壞，因 此，只 有 腦 鍋 還 會 留
下 ， 圖 九 就 是 現 在 還 留 下 的 當 年 焗 腦 腦 鍋 。  

 

 

  

 

 

 

圖 九、 焗 腦 腦 鍋，直 徑 82.5 公 分，深 度  37.5 公 分，厚 度  1.0
公 分，粗 估 重 量 78.4 公 斤，即 130 斤 重，一 個 人 擎 很
重 ， 兩 個 人 扛 剛 好 。 台 南 縣 、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理 事 長
巫 月 雲 女 士 、 葉 茂 榮 教 授 (右 一 )與 作 者 (左 一 )及 客 家 鄉
親 徐 文 里 先 生 (右 三 )在 腦 鍋 前 懷 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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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腦 灶  

腦 鍋 底 下 是 一 個 風 爐，用 來 燒 火 煮 沸 腦 鍋 裡 面 的 水，成 為
蒸 氣，流 入 炊 桶 中 將 樟 腦 自 樹 匕 之 中 蒸 出 來。做 腦 灶 的 風 爐 時
要 注 意 材 火 能 夠 順 利 燒 旺，火 心 要 對 準 腦 鍋，燒 的 煙 要 順 利 排
出，腦 灶 四 周 圍 灶 壁 要 夠 厚 夠 強，以 支 撐 腦 鍋 和 上 面 的 炊 桶 及
滿 桶 的 蒸 餾 樟 樹 樹 匕 。 做 腦 灶 時 可 以 用 混 煉 過 的 黏 土 ， 火 頭
磚，不 宜 用 石 頭，特 別 是 向 火 之 處，石 頭 會 受 熱 崩 破，受 熱 利
害 時 會 破 裂 彈 出，可 能 將 腦 鍋 打 破，整 個 腦 鍋 就 報 銷 了。腦 灶
煙 囪 開 在 後 方，許 多 是 利 用 地 形 做 一 個 排 煙 管 溝，將 煙 引 到 不
會 吹 到 工 作 區 域 的 高 度 排 出，若 地 形 比 較 緩，也 可 以 接 上 一 段
用 黏 土 燒 製 的 煙 囪 管，連 起 一 個 約 一 尺 長 的 煙 囪 管，看 要 多 高
就 連 多 長，外 面 用 竹 析 竹 篾 套 住 成 長 桶 煙 囪，一 般 煙 囪 大 約 一
丈 高，高 則 抽 氣 強，火 較 旺；低 則 抽 氣 較 弱，火 較 緩；爐 門 有
兩 口 ， 一 口 放 木 材 燃 料 ， 另 外 一 口 出 灰 渣 ； 兩 口 都 可 以 進 風 ，
上 口 進 風 火 則 緩 ， 下 口 進 風 火 則 旺 ， 爐 心 上 下 口 之 間 有 爐 床 ，
爐 床 至 鍋 頂 約 一 尺，用铣 (生 鐵 )條 整 齊 排 列，用 來 送 風 與 下 灰，
底 下 送 上 風，上 面 掉 下 灰。另 外 一 種 爐 子 是 燒 蒸 過 的 腦 匕，構
造 與 燒 木 材 的 不 太 一 樣，在 進 料 口 上 面 有 一 個 錐 形 的 匕 斗，樹
匕 從 下 口 流 入 爐 中。一 般 腦 灶 的 座 向 是 座 北 向 南，夏 天 南 風 吹
來，燒 火 處 涼 爽，冬 天 北 風 掃 不 到 又 溫 暖，冬 暖 夏 涼 以 利 焗 腦
工 作 。  

第 三 節   炊 桶  

腦 鍋 炊 桶 類 似 水 桶 但 是 兩 頭 空 而 沒 有 底 的 圓 錐 桶，上 口 進
料，徑 約 兩 尺，下 口 至 於 腦 鍋 外 圍 上，徑 約 四 尺。是 二 葉 松 木
板 一 片 接 著 一 片 組 裝，外 面 再 套 上 桶 箍。每 一 片 板 要 刨 成 上 窄
下 寬、內 窄 外 寬 形 狀，以 十 六 塊 板 組 成 一 個 圓 桶，套 上 五 六 個
桶 箍，再 將 桶 箍 往 下 敲 打 緊 套 以 後，就 是 炊 桶，上 面 要 有 一 個
桶 蓋，接 近 桶 蓋 的 上 頭 要 鑽 一 個 出 氣 孔，桶 下 緣 要 開 一 個 一 塊
板 寬 的 出 匕 口。為 了 閉 氣，腦 鍋 與 炊 桶 之 間 放 置 一 個「 鍋 圈 」，
鍋 圈 中 間 有 一 個 進 水 口，補 充 鍋 水 以 免 乾 鍋。鍋 與 炊 桶 間 要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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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條 一 條 木 板 組 成 的 隔 底，條 板 間 距 半 吋 左 右，可 免 樹 匕 掉
入 鍋 中 ， 也 讓 腦 鍋 中 滾 燙 蒸 氣 進 入 炊 桶 。 一 般 腦 灶 做 好 以 後 ，
放 上 腦 鍋、鍋 圈、木 格 板 以 後，都 是 固 定 設 備，除 非 有 損 壞 修
理 或 是 遷 移 腦 灶，這 些 設 備 都 不 再 移 動。現 在 的 炊 桶 都 採 用 金
屬 製 造 ， 閉 氣 又 安 全 。  

第 四 節  腦 田  

腦 田 類 似 鹽 田 ， 就 是 將 炊 桶 中 的 樟 腦 用 蒸 氣 炊 出 來 以 後 ，
到 分 離 出 樟 腦 油 與 腦 砂，所 使 用 到 的 設 備，一 疇 一 疇 的 方 桶 又
有 水 流 ， 像 耕 種 的 田 一 般 ， 所 以 稱 為 「 腦 田 」。 腦 田 主 要 的 任
務 就 是 將 炊 出 來 的 蒸 氣 冷 卻 成 水，再 將 水 中 含 有 的 樟 腦 油 與 水
分 離。腦 田 將 樟 腦 與 水 分 開 的 原 理 就 是 腦 油 與 水 不 會 互 溶，腦
油 比 水 輕 ， 炊 桶 流 出 來 含 腦 的 水 流 到 沒 有 翻 攪 流 動 的 腦 田 之
中，腦 油 就 會 上 浮，水 就 會 下 沉，腦 田 水 面 就 佈 滿 樟 腦 油，將
上 層 樟 腦 流 入 下 一 塊 田 中 ， 再 一 次 靜 止 讓 油 水 分 離 更 清 楚 完
全，上 層 流 出 的 就 是 樟 腦 油 了，會 結 腦 砂 的 香 樟 在 腦 田 中，當
腦 油 溫 度 降 低 時，就 會 結 晶 腦 砂，浮 在 油 中。一 般 比 較 講 究 回
收 的 腦 田 會 有 「 封 閉 迴 路 」， 以 確 保 千 辛 萬 苦 煉 得 的 腦 油 不 會
隨 水 流 失 。  

第 五 節  剷 匕 設 備  

鋒 子  

將 樟 樹 以 一 種 特 殊 手 斧「 鋒 子 」砍 倒，或 是 早 期 倒 下 之 枯
木，將 倒 下 樹 身 用「 鋒 子 」削 成 樹 匕，就 是 薄 木 片，打 包 後 以
木 馬 或 是 人 力 背 負 或 是 車 運 ， 運 至 腦 寮 ， 或 是 將 樹 幹 運 到 腦
寮，碰 到 無 法 上 山 的 下 雨 時 節，在 腦 寮 中 擺 成 適 當 位 置，以 人
力 用 手 斧「 鋒 子 」將 樹 身 切 成 薄 片。鋒 子 鏟 下 的 樹 匕 一 片 片 寬
約 十 公 分，厚 度 比 紙 張 稍 厚 一 些，長 約 在 十 至 二 十 公 分。由 於
樹 匕 非 常 薄，因 此 蒸 氣 很 容 易 就 炊 出 其 中 所 含 的 樟 腦。在 樟 樹
焗 腦 作 業 中，用 鋒 子 鏟 匕 是 一 個 非 常 吃 力 的 工 作，佔 採 樟 焗 腦
作 業 的 大 部 分 勞 力 支 出。在 早 期，還 有 樟 樹 剷 匕 比 賽，以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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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這 個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圖 十 就 是 日 據 時 期 的 樟 樹 剷 匕 比 賽 照
片 。  

 
 

 

 

 

 

 
圖 十  日 據 時 代 舉 辦 的 樟 樹 剷 匕 比 賽，參 賽 選 手 每 人 手 持 鋒 子

剷 樟 樹 。 本 圖 引 用 自 苗 栗 縣 大 湖 鄉 誌 。  

動 力 削 片 機  

在 西 方 的 產 業 革 命 產 品 引 進 到 台 灣 的 樟 腦 產 業 中，貢 獻
大 的 就 是 用 動 力 取 代 人 力 來 進 行 樟 樹 的 削 片 作 業。這 個 機 器 名
稱 叫 做 「 動 力 削 片 機 」， 這 個 機 器 的 外 觀 如 圖 十 一 。 好 像 是 手
斧 「 鋒 子 」 安 裝 在 圓 輪 之 上 ， 鏟 樹 匕 的 動 作 和 人 工 相 當 類 似 ，
用 馬 達 或 是 發 動 機 的 動 力 帶 動 這 個 圓 輪 ， 安 裝 在 圓 輪 上 面 的
「 鋒 子 」就 不 斷 將 樟 樹 切 成 木 片，動 作 比 人 力 手 斧 快 得 多，人
只 要 搬 著 樟 樹 樹 幹 往 機 器 餵 送 就 可 以 很 快 的 削 成 薄 片 了，不 過
要 很 小 心 操 作，否 則 人 手 也 會 被 鏟 成 薄 片。動 力 可 以 用 電 動 馬
達，也 可 以 用 吃 汽 油 的「 砰 撲 」發 動 機，在 產 樟 較 多 的 中 部 南
投 埔 里 近 山 地 方，日 據 時 代 就 有 引 水 發 電 來 當 動 力 的。在 動 力
削 片 機 使 用 以 後，採 樟 作 業 就 以 腦 寮 為 中 心，山 上 樟 樹 都 是 以
整 枝 材 體 用 人 力 、 木 馬 或 牛 車 運 下 山 ， 再 切 成 碎 片 進 行 焗 腦 ，
樟 腦 生 產 方 式 產 生 巨 大 變 化，逐 步 由 分 散 各 地 的 腦 丁 腦 灶，集
中 成 為 腦 長 的 工 廠 生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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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樟 樹 削 片 機，好 像 手 斧 掛 在 圓 形 轉 輪 上，由 動 力 馬 達
帶 動 轉 輪 ， 將 樟 樹 切 成 碎 片 ， 送 入 炊 桶 中 焗 腦 。 此 機
器 切 出 的 木 片 比 手 斧 鋒 子 剷 出 木 匕 要 厚 得 多 ， 不 太 像
是 木 匕 而 類 似 小 木 塊 ， 但 是 木 塊 中 有 許 多 裂 痕 ， 也 可
以 將 樟 腦 蒸 餾 出 來 。  

第 六 節  焗 腦 作 業  

採 樟 焗 腦 的 作 業 方 式 是 一 個 團 隊 ， 由 「 腦 長 」 總 主 其 事 ，
主 要 生 產 設 備 是 一 個 腦 灶、炊 桶 和 一 組 分 溜 桶，主 要 的 人 力 是
在 砍 樟 樹、運 樟 樹、剷 樹 匕，在 腦 寮 的 閒 工 作 是 進 料、燒 火 及
出 料。香 樟 產 腦 量 一 百 斤 樹 匕 可 以 熬 出 腦 油 及 腦 砂 1 斤 10 兩。
比 例 約 1.7%。 每 個 炊 桶 能 放 六 百 斤 樹 匕 ， 能 炊 出 十 斤 樟 腦 。
樟 腦 每 一 個 炊 蒸 需 時 六、七 小 時，要 看 炊 出 的 蒸 氣 是 否 還 有 腦
油 來 決 定 熄 火 落 氣。一 個 程 序 有 進 匕、炊 蒸、落 氣 冷 卻、出 匕 ，
整 個 循 環 大 約 需 時 十 小 時。南 部 地 區 香 樟 數 量 少，以 牛 樟、臭
樟 較 多 ， 每 個 炊 桶 蒸 出 的 樟 腦 約 有 五 斤 。 四 個 人 運 作 一 個 腦
灶 ， 一 個 月 平 均 生 產 一 擔 一 百 斤 樟 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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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北 部 的 客 家 先 民 在 雍 正、乾 隆 時 期 之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遷
台，開 墾 處 所 逐 漸 枯 竭，人 丁 卻 是 繁 衍 倍 增，生 活 條 件 漸 趨 困
難，俗 云「 靠 山 吃 山 」，客 家 人 原 本 依 山 而 住，加 上 生 活 壓 力 ，
遂 以 刻 苦 冒 險 的 天 性，投 入 腦 丁 工 作 進 行 採 樟 局 腦 的 工 作，在
未 經 開 發 的 原 始 山 林 ， 砍 伐 天 然 林 中 之 樟 樹 ， 運 出 山 麓 焗 腦 ，
出 售 樟 腦 以 謀 取 利 益。這 個 時 候 的 焗 腦 作 業，逐 漸 由 平 地 而 入
山 地，天 然 林 大 都 屬 於 番 界，進 入 番 界 砍 樟 樹，大 部 分 要 與 原
住 民 取 得 諒 解，或 以 餽 贈 價 購 方 式 獲 得 應 允，還 是 不 時 有 出 草
之 害 ， 這 個 時 期 採 樟 作 業 大 部 分 是 客 家 「 羅 漢 腳 」 單 身 腦 丁 ，
擔 任 深 入 險 境 的 採 樟 焗 腦 工 作，風 險 高 但 是 獲 得 的 樟 腦 利 益 豐
厚，還 要 繳 交 防 番 費 以 僱 請「 隘 丁 」看 守 番 界。因 而「 採 樟 焗
腦 」 有 如 「 火 堆 裏 肚 拈 番 薯 」，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危 險 性 ， 終 究 不
敵 所 獲 得 的 相 當 利 潤，主 其 事 者 樂 此 不 疲，由 淡 水 竹 塹 麓 山 區
域 而 逐 漸 往 南 進 如 苗 栗、南 投、雲 嘉 南 而 至 高 雄，甚 至 越 過 淡
水 進 入 葛 瑪 蘭 、 花 蓮 。  

日 據 時 期 的 採 樟 腦 作 業 風 險 逐 漸 降 低，到 日 據 後 期 得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變 成 為「 家 庭 式 」生 產，一 個 腦 灶 一 個 家 庭，男 丁 負
責 吃 力 重 的 工 作，例 如 砍 樟 樹、剷 樹 匕、運 樹 匕 等，婦 人 小 孩
則 擔 任 燒 火、入 匕、出 匕 等 較 不 吃 力 的 輕 工 作，一 個 家 庭 正 好
顧 一 個 腦 灶 ， 腦 灶 就 設 在 山 上 有 水 而 且 接 近 樟 腦 樹 生 長 所 在 ，
幾 個 家 庭 分 散 在 一 片 山 腰 之 上，遠 遠 看 去，炊 煙 裊 裊，都 是 一
個 個 腦 灶。一 段 時 日 後，挑 出 一 擔 兩 桶 七 十 二 斤 樟 腦 到 腦 館 交
貨，換 得 腦 錢 買 米、買 菜、賣 肉 挑 回 山 上，比 較 深 山 一 個 來 回
要 兩 天 至 三 天，一 家 人 都 依 賴 這 個 腦 灶 焗 出 的 樟 腦 過 活，大 體
而 言，除 去 生 活 費 還 能 有 一 些 積 蓄，到 樟 腦 業 結 束 之 後，就 靠
積 蓄 作 為 轉 業 的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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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樟腦產業開發從業客家人聚落變遷 

第 一 節  樟 腦 業 從 業 人 口 推 估  

樟 腦 業 的 從 業 人 口 可 以 依 照 以 往 的 資 料 上 面 統 計，也 可 以
從 腦 灶 數 目 與 產 量 兩 個 方 向 來 預 估 。  

從 產 量 來 估 計 從 業 人 口，以 四 個 人 運 作 一 個 腦 灶，一 個 月
平 均 生 產 百 斤 一 擔 之 樟 腦，一 年 一 個 腦 灶 生 產 十 二 擔 樟 腦 來 計
算，每 人 每 年 生 產 三 擔。以 此 數 目 推 算，在 清 朝 同 治 到 光 緒 年
間 ， 產 量 在 一 萬 五 千 擔 ， 由 此 推 算 腦 丁 人 口 在 5,000 人 左 右 。
清 朝 末 年 日 據 之 前 ， 產 量 達 到 三 萬 擔 ， 腦 丁 應 該 有 一 萬 餘 人 。
日 據 時 期，產 量 有 六 萬 至 九 萬 擔，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到 達 高 峰
腦 丁 人 口 在 二 至 三 萬 人。台 灣 光 復 以 後，產 量 大 跌，從 業 人 口
下 降 。 這 其 中 有 許 多 的 腦 丁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轉 業 從 事 生
產，也 是 腦 丁 落 戶 之 主 要 時 期。由 各 時 期 腦 灶 數 量 來 推 測 樟 腦
從 業 人 口 數 目 列 於 表 六，清 朝 末 年 有 一 千 個 腦 灶，從 業 人 口 在
五 千 人 左 右，日 據 時 期 的 腦 灶 數 量 在 五 千 至 八 千 個，從 業 人 口
推 測 約 二 至 三 萬 人，這 個 估 量 與 用 樟 腦 產 量 估 計 的 從 業 人 數 幾
乎 完 全 一 樣 。  

表 八  台 灣 地 區 腦 灶 數 量 及 樟 腦 從 業 人 口 變 化 估 量  

年代 1870 1900 1915 1930 1944 1945 1950 1990

時期 
清朝 

末年 

日據 

初期 

日據 

中期 

日據 

中期 

日據 

末期 

光復 

初期 

大陸撤
退時期 

現在 

腦灶 
數量 

1,000 5,463 8,148 3,149 7,059 893 276 50 

樟腦
從業
人口 

5,000 21,800 32,600 12,600 24,000 3,017 875 150 

由 此 推 算：日 據 時 期 的 主 要 樟 腦 生 產 區 由 台 灣 北 部 移 往 中
南 部 及 東 部 地 區，此 時 期 是 客 家 人 移 居 的 主 要 時 期，移 居 人 口
應 在 兩 萬 人 左 右 。 在 歷 經 七 十 至 一 百 年 約 兩 、 三 代 衍 生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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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數 目 增 加 六 倍 (台 灣 人 口 平 均 增 加 率 計 算 )， 現 在 應 有 衍 生
之 移 居 客 家 人 口 數 目 應 有 十 五 萬 人 之 多。這 些 來 自 台 灣 北 部 新
竹、桃 園、苗 栗 的 客 家 人 利 用 樟 腦 產 業 向 台 灣 各 地 有 樟 樹 的 地
方 散 佈，樟 腦 資 源 停 頓 之 後，大 部 分 落 戶 在 原 來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附 近 ， 形 成 一 些 以 海 陸 腔 為 主 的 客 家 移 民 村 落 。  

第 二 節   樟 腦 產 業 與 客 家 人 遷 移  

 樟 腦 自 清 朝 時 期 開 始 進 行 開 發 ， 日 據 時 期 漸 漸 增 加 ， 日 據
後 期 開 始 減 產，光 復 之 後 幾 乎 完 全 停 頓，在 經 過 數 年 又 有 少 量
開 發 。  

這 個 過 程 之 中 ， 清 朝 時 期 樟 腦 幾 乎 完 全 生 產 在 新 竹 、 桃 園
及 苗 栗 地 區 ， 清 朝 同 治 年 間 的 1860 年 代 ， 初 設 「 腦 館 」 設 於
艋 舺，竹 塹、後 龍、大 甲 設 小 館。此 時 樟 腦 開 發 與 內 山 開 發 是
等 同 之 語，由 此 沿 山 地 區 向 內 山 開 發 之 時，難 免 會 和 原 住 民 產
生 利 益 衝 突，由 於 此 區 域 許 多 客 家 人 和 原 住 民 通 婚，基 於 親 戚
關 係，比 較 有 溝 通 管 道 解 決 利 益 衝 突 問 題，較 為 容 易 克 服 這 個
困 難 ， 因 而 開 發 較 為 順 暢 。 此 時 ， 原 住 民 還 保 存 著 出 草 習 俗 ，
也 難 免 因 為 雙 方 交 換 利 益 認 知 不 同 而 產 生 糾 紛，造 成 樟 腦 開 發
的 障 礙，偶 而 會 有 意 外 發 生，因 而 有「 隘 勇 」之 設 立，由 開 發
樟 腦 或 是 墾 地 種 田 者 出 資，僱 請 武 裝 衛 士，保 護 從 事 樟 腦 工 作
的 工 人 ， 以 順 利 進 行 採 樟 工 作 ， 後 來 這 個 工 作 統 籌 由 政 府 進
行，按 照 腦 灶 數 目，腦 丁 人 數，徵 收 防 費，大 約 在 腦 價 的 十 分
之 二 ， 以 充 撫 番 之 款 。  

三 十 年 後 的 清 朝 光 緒 中 期 的 1890 年 代，於 巡 撫 衙 門 設「 全
台 腦 璜 總 局 」，北 路 大 嵙 崁 (大 溪 鎮 )，中 路 彰 化 設「 腦 務 總 局 」，
另 在 南 莊、三 角 湧 (三 峽 )、雙 溪、卓 蘭、集 集、埔 里 揪 設 分 局 ，
委 辦 腦 務。這 個 時 期，樟 腦 開 發 已 經 到 達 中 部 地 區。另 外 在 宜
蘭、恆 春 別 設 總 局，獎 勵 腦 務，也 就 是 積 極 向 東 部、南 部 擴 張
樟 腦 產 業。這 個 時 候 的 主 要 採 腦 工 作 已 由 北 部 桃 竹 苗 地 區 逐 漸
往 中 部 山 區 移 動，客 家 人 已 隨 著 樟 腦 產 業 由 原 來 居 住 的 桃 竹 苗
地 區 逐 漸 往 中 部 地 區 遷 徙，現 在 南 投 縣 國 姓、埔 里、魚 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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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水 里 地 區 的 客 家 鄉 親 就 是 這 時 期 由 桃 竹 苗 地 區 移 居 的，例
如 在 埔 里 擔 任 腦 長 的 彭 旺 古 先 生 就 在 這 個 時 期 由 原 來 居 住 的
苗 栗 大 湖 搬 到 埔 里 去 的，他 的 孫 子 就 是 現 在 台 南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的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老 師 。  

日 據 初 期 的 1900 年 之 後 ， 日 本 人 為 了 加 速 取 得 台 灣 的 重
要 森 林 資 源 ， 特 別 是 高 山 上 的 紅 檜 (Hinoki)， 積 極 趕 建 西 部 縱
貫 鐵 路、阿 里 山 森 林 鐵 路 及 東 部 縱 貫 鐵 路，鐵 路 工 人 大 部 分 都
是 北 部 的 客 家 人 ， 建 完 鐵 路 之 後 ， 這 些 客 家 人 有 許 多 就 地 安
身，在 新 所 在 謀 生，很 大 比 例 的 客 家 人 就 投 入 採 樟 工 作，樟 腦
產 業 由 中 部 地 區 往 南 延 伸 到 雲 林 、 嘉 義 、 台 南 與 高 雄 的 山 區 ，
其 中 顯 著 之 處 是 在 嘉 義 阿 里 山 地 區，有 許 多 樟 腦 產 業 的 特 有
地 名，例 如 阿 里 山 鐵 路 的「 樟 腦 寮 」車 站，高 雄 桃 園 鄉 的「 樟
山 」地 名 等 等。經 由 森 林 鐵 路 的 延 伸，客 家 人 入 山 方 便，樟 腦
運 出 也 省 力，因 此，以 嘉 義 阿 里 山 鐵 路 沿 線，以 及 向 南 延 伸 的
阿 里 山 脈、玉 山 山 脈 之 東 西 兩 側 原 始 林，成 為 新 的 樟 腦 資 源 產
區 ， 北 部 大 量 的 客 家 人 經 由 親 戚 朋 友 的 引 介 ， 或 是 由 腦 長 招
募，千 里 迢 迢 由 台 灣 北 部 新 竹 地 區，攜 妻 帶 子，離 鄉 背 井 到 達
這 些 地 區 ， 投 入 樟 腦 產 業 。 這 時 候 的 樟 腦 產 地 集 中 在 嘉 義 中
埔 、 大 埔 ， 台 南 縣 楠 西 ， 高 雄 縣 甲 仙 、 六 龜 ， 這 些 地 方 都 有 許
多 客 家 人 擔 任 腦 長 ， 以 及 更 多 腦 丁 投 入 第 一 線 的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 這 些 地 區 有 許 多 採 樟 客 家 人 聚 集 之 處 ， 形 成 客 家 村 落 。  

日 據 時 期 的 樟 腦 資 源 以 相 當 大 的 產 量 開 發 ， 樟 樹 砍 伐 之
後，要 在 經 過 數 十 年 才 可 以 再 次 砍 伐，因 此 樟 樹 資 源 在 當 時 都
是 初 次 砍 伐，由 台 灣 北 部 地 區 向 中 部 南 部 地 區 掃 下 來，由 淺 山
而 漸 入 深 山。到 日 據 末 期 之 時，樟 樹 資 源 事 實 上 開 發 已 經 得 差
不 多 要 結 束 了。南 部 六 龜 寶 來 劉 昌 榮 先 生 在 日 據 時 期 後 四 年
擔 任 腦 丁 工 作，當 時 已 經 開 發 到 高 雄 縣 桃 源 鄉 快 到 梅 山 地 方 的
「 樟 山 」所 在，由 樟 山 向 西 邊 過 河 再 往 山 上 走 兩 個 鐘 頭 腳 程 所
在，大 約 是 在 玉 山 山 脈 新 望 嶺 (標 高 2481 公 尺 )的 東 南 方 山 腰 ，
劉 先 生 一 家 人 就 在 當 地 採 樟 焗 腦，前 後 四 年 沒 有 更 換 地 方，附
近 有 好 多 家 庭 一 家 一 灶 一 齊 在 當 地 工 作 ， 繳 交 樟 腦 要 挑 到 六
龜，再 挑 米 回 家，一 趟 來 回 要 走 前 後 三 天。這 個 地 方 幾 乎 已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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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樟 樹 的 生 長 界 線，可 以 知 道，當 時 的 樟 腦 資 源 已 經 開 發 到 接
近 終 點，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之 後，日 本 戰 敗 而 台 灣 光 復，結
束 政 府 收 購 樟 腦 產 品，因 而 各 地 腦 灶 紛 紛 停 工，就 是 不 停 工 繼
續 生 產 ， 那 時 候 也 沒 有 多 少 樟 腦 資 源 可 以 延 續 樟 腦 產 業 。  

第 三 節  樟 腦 產 業 之 衰 落 與 從 業 人 口 之 轉 業  

樟 腦 業 在 日 據 後 期，台 灣 光 復 前 就 呈 現 大 幅 度 的 衰 退，台
灣 光 復 以 後 也 沒 有 復 甦，在 大 陸 撤 退 時 期 更 加 衰 落，以 後 就 一
蹶 不 振，主 要 的 原 因 是 戰 爭 調 走 製 腦 工 人 和 人 造 合 成 樟 腦 的 崛
起 。  

在 日 據 後 期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雖 然「 腦 丁 」生 產 樟
腦 ， 是 可 以 製 造 火 藥 的 戰 略 物 資 ， 因 而 不 必 接 受 徵 調 為 「 軍
伕 」，樟 腦 產 量 應 該 可 以 維 持 高 產 量，但 是 因 為 戰 爭 調 走 的「 軍
伕 」人 力，卻 還 是 需 要 許 多「 腦 丁 」放 棄 製 腦 工 作 而 回 鄉 耕 作 ，
維 持 基 本 生 活 溫 飽 的 糧 食 生 產，因 而 荒 廢 許 多 製 腦 設 備。台 灣
光 復 之 後，百 費 待 舉，樟 腦 的 收 購 銷 售 卻 是 緩 慢 恢 復，價 格 也
是 低 落，國 外 因 而 大 量 採 用 人 造 樟 腦，台 灣 樟 腦 產 量 一 蹶 再 也
振 作 不 起 ， 產 量 因 而 大 減 。  

第 二 個 理 由 是 人 造 樟 腦 的 崛 起 ， 人 造 樟 腦 之 製 造 開 始 於
1803 年 ， 德 國 藥 師 利 用 松 節 油 通 鹽 酸 氣 而 製 得 龍 腦 。 由 於 松
節 油 取 自 松 樹 之 松 脂 ， 每 株 松 樹 都 可 以 源 源 不 斷 終 年 產 出 松
脂，生 產 容 易，產 量 鉅 大 而 且 成 本 便 宜，初 期 雖 然 有 一 些 缺 點，
使 得 人 造 腦 無 法 與 天 然 樟 腦 比 美；但 是 科 學 日 新 月 異，人 造 腦
的 各 項 缺 失 逐 步 克 服，天 然 樟 腦 也 就 逐 漸 失 去 優 勢，價 格 敵 不
過 人 造 樟 腦 的 低 廉，因 而 市 場 被 人 造 樟 腦 侵 占，天 然 樟 腦 低 價
之 下，產 製 樟 腦 無 利 可 圖，樟 腦 工 人 逐 漸 轉 業 作 其 他 行 業，樟
腦 產 量 因 此 越 來 越 少，終 於 成 為 一 種 點 綴 產 品。在 許 多 的 產 樟
地 點 ， 日 據 後 期 開 始 ， 原 來 是 公 賣 的 樟 腦 變 成 為 沒 人 收 購 樟
腦 ， 使 得 樟 腦 工 人 不 得 不 轉 而 他 就 ， 大 部 分 是 轉 業 開 墾 荒 地 ，
種 植 利 潤 較 高 的 水 稻 、 香 蕉 、 香 茅 、 水 果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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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腦 產 業 衰 退 之 後，原 來 從 事 樟 腦 業 的 腦 丁 及 腦 長 紛 紛 轉
業，大 體 而 言，比 較 有 經 濟 實 力 的 腦 長 有 許 多 是 轉 業 的 去 從 事
「 林 業 」， 在 靠 山 吃 山 的 近 水 樓 臺 之 下 ， 很 早 就 有 腦 長 、 腦 丁
順 便 從 事 林 木 採 伐 、 剖 木 製 材 的 工 作 ， 這 也 造 成 台 灣 的 製 材
業 、 合 板 業 有 很 大 比 例 是 由 客 家 人 經 營 。  

第 二 個 轉 業 去 向 是 回 鄉 耕 田，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大
量 客 家 農 村 人 力 被 政 府 徵 調 去 戰 場 擔 任 軍 伕 ， 耕 作 人 力 缺 乏 ，
因 而 家 族 調 回 在 外 地 工 作 的 「 腦 丁 」 回 家 耕 田 種 地 。  

第 三 個 轉 業 去 從 事 墾 荒 工 作，在 日 據 時 代，日 本 政 府 以「 派
出 所 」方 式 進 駐 警 察 於 原 住 民 村 落，徹 底 改 變 原 住 民 的「 出 草 」
習 性，因 而 在 原 來 的 中 央 山 脈 麓 山 地 帶，原 住 民 與 平 地 居 民 之
間 的 緩 衝 帶 成 為 等 待 開 發 的 荒 地，在 當 時 有 一 些 是 政 府 主 動 在
生 活 比 較 困 苦 的 客 家 莊 招 墾，另 外 就 是 這 些 原 來 擔 任 腦 丁 工 作
的 客 家 人 主 動 的 尋 找，大 體 是 以 小 村 聚 落 的 方 式 進 行 開 墾，在
平 地 區 域 的 河 川 新 生 地 種 植 稻 作，在 高 度 500 至  1000 公 尺 高
度 的 半 山 種 植 香 蕉 。  

在 日 據 後 期 的 1930 至 1940 年 代，台 灣 香 蕉 價 格 高 漲，而
日 本 政 府 也 輔 導 成 立 「 青 果 株 式 會 社 」， 並 撥 給 許 多 原 來 沒 有
登 錄 的 「 公 地 」 作 為 開 發 區 域 ， 這 些 區 域 大 都 座 落 於 海 拔 500
公 尺 至 海 拔 800 公 尺 之 半 山 地 區，氣 候 稍 微 涼 爽，大 部 分 還 沒
有 開 發，例 如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的 香 蕉 山 地 區 有 一 百 公 頃 山 地，東
山 鄉 的 青 山 村 仙 公 廟 附 近 區 域 就 有 大 約 兩 百 公 頃 山 地 劃 歸「 青
果 株 式 會 社 」 作 為 「 青 果 地 」， 無 償 提 供 給 有 意 願 開 發 的 農 民
自 由 開 發，日 本 政 府 還 到 新 竹、苗 栗 地 區 公 開 招 募 農 民 南 下 墾
地 種 植 香 蕉 。  

這 些 青 果 開 發 區 域 正 好 與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區 域 接 近，採 樟 焗
腦 的 工 作 是 隨 著 樟 樹 資 源 分 佈 而 遷 徙，而 且 逐 漸 由 外 山 而 進 入
內 山 地 區，工 作 有 如 流 浪 一 般，腦 丁 有 想 要 安 家 立 業 的 知 道 有
地 方 可 以 開 發 種 香 蕉，意 願 都 不 低，有 碰 到 樟 腦 業 越 來 越 沒 有
賺 頭，因 此 有 很 多 的 樟 腦 工 人 就 此 轉 業 墾 地 耕 種，離 開 樟 腦 業
轉 而 成 為 農 墾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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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 據 時 代 也 有 一 種「 不 要 存 置 林 野 」之 地 目，簡 稱「 不
置 林 野 」， 既 不 屬 有 樹 木 的 林 地 ， 也 不 屬 於 開 墾 的 田 園 地 目 ，
屬 於 無 主 荒 地，誰 都 可 以 去 開 墾，在 山 上 做 腦 丁 賺 到 一 些 錢 以
後，很 多 的 客 家 人 就 到 山 下 找 尋 這 些「 不 置 林 野 」，墾 為 良 田 ，
作 為 營 生 。 在 樟 腦 興 旺 的 日 據 初 期 ， 南 部 地 區 的 玉 井 、 楠 西 、
南 化 近 山 地 區 發 生 「噍吧 年 」 事 件 ， 牽 連 甚 廣 ， 人 人 自 危 ， 加
上 日 本 警 察 的 嚴 查 行 為，許 多 人 連 夜 他 逃，這 個 區 域 一 下 子 人
口 驟 減，十 去 其 三，土 地 價 格 大 幅 滑 落，變 成 一 個 地 廣 人 稀 的
荒 域 ， 也 提 供 山 上 從 事 腦 丁 的 客 家 人 下 山 轉 成 農 耕 業 的 機 會 ，
例 如 在 1911 年 以 後 大 量 開 發 樟 腦 的 高 雄 甲 仙 鄉 與 三 民 鄉 ， 在
1920 年 代 開 始 ， 就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客 家 人 下 山 墾 地 落 戶 ， 結 婚
生 子。在 農 閒 時 期，才 上 山 打 零 工 式 的 擔 任 腦 丁，終 究 落 戶 生
根，現 在 客 家 人 口 還 佔 有 甲 仙 鄉 人 口 的 25%左 右，大 部 分 是 來
自 新 竹、桃 園、苗 栗 的 客 家 人，少 部 分 來 自 東 勢 角，客 家 人 在
當 地 佔 有 極 重 要 的 政 治 、 經 濟 地 位 ， 算 是 擔 任 樟 腦 工 作 之 後 ，
生 活 環 境 比 較 好 的 地 方 。  

這 些 轉 業 從 事 墾 植 的 的 客 家 人 許 多 是 耕 作 公 有 土 地 ， 在
1950 年 代 的 土 地 改 革 以 後 ， 耕 作 的 土 地 都 成 為 自 耕 農 。 田 地
耕 作 產 品 有 稻 作、菸 葉 等，山 地 則 由 種 植 香 蕉 而 改 種 咖 啡、梅
子、龍 眼、芒 果 等 水 果， 近 則 有 許 多 進 行 休 閒 農 場，提 供 食
宿 以 外 ， 順 道 賣 農 產 、 作 美 食 、 開 餐 廳 等 等 營 生 。  

大 體 而 言，客 家 人 由 家 鄉 外 移 之 後，在 異 地 營 生，雖 然 工
作 有 著 落，仍 然 有 一 定 的 困 難 度。在 政 府 的 政 策 施 為 下，大 體
都 能 夠 獲 得 一 定 面 積 的 自 有 耕 地，躬 耕 自 食，圖 得 溫 飽 後 稍 有
餘 裕 ， 要 說 有 大 富 大 貴 ， 則 仍 然 要 有 更 大 的 冒 險 犯 難 與 企 圖
心，非 一 般 尋 常 百 姓 所 能 夠 達 到。自 耕 之 田 地 隨 著 時 代 與 社 會
變 遷，所 生 產 的 產 品 種 類 與 價 值 隨 時 變 化，要 不 斷 的 改 變 營 生
方 式 ， 才 能 夠 順 應 時 代 潮 流 ， 不 至 被 潮 流 所 淘 汰 。  

第 四 節  樟 腦 開 發 之 客 家 聚 落 分 佈 與 變 遷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日 本 人 撤 走，國 民 政 府 初 接 台 灣，百 廢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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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樟 腦 產 業 一 厥 不 振，產 量 大 減，數 年 尚 未 恢 復，後 來 稍 稍
回 覆 產 量 到 每 年 一 兩 萬 擔，這 個 時 候 樟 腦 生 產 已 經 改 型，以 往
的 小 腦 灶 改 換 成 為 樟 腦 廠，腦 長 紛 紛 投 入 鏟 匕 機 器，以 代 替 人
力 鏟 匕，以 往 耗 人 力 的 剷 匕，現 在 生 產 速 度 增 加 百 倍，採 樟
的 工 作 變 成 為 砍 樟 樹 運 至 工 廠 而 已，腦 長 經 營 的 樟 腦 廠 則 變 成
為 收 買 樟 樹，請 工 人 用 機 器 鏟 匕，用 大 型 腦 鍋 焗 腦，生 產 的 樟
腦 自 己 出 售，已 經 脫 離 往 日 腦 灶 散 佈 各 地 的 樟 腦 生 產 方 式，雖
然 產 量 有 恢 復 一 兩 分，但 就 業 人 口 大 減，經 營 樟 腦 產 業 的 雖 然
還 是 以 客 家 人 為 多 ， 但 是 與 日 據 時 期 以 前 的 數 萬 人 就 業 相 比 ，
已 經 是 微 不 足 道 了 。 從 此 ， 樟 腦 從 業 人 員 只 有 減 少 沒 有 增 加 ，
原 來 的 樟 腦 從 業 客 家 人，紛 紛 轉 業，大 體 而 言，仍 在 就 業 所 在
附 近 形 成 客 家 聚 落 。  

樟 腦 開 發 自 清 朝 時 期 由 北 部 桃 竹 苗 地 區 逐 漸 往 中 部 山 區
移 動，客 家 人 已 隨 著 樟 腦 產 業 由 原 來 居 住 的 桃 竹 苗 地 區 逐 漸 往
中 部 地 區 遷 徙，現 在 南 投 縣 國 姓、埔 里、魚 池、中 寮、水 里 地
區 由 桃 竹 苗 移 居 的 客 家 鄉 親 大 部 分 是 經 營 樟 腦 產 業 的。在 日 據
時 期 客 家 人 利 用 鐵 路 開 拓 後 的 方 便 交 通，迅 速 的 遷 移 到 在 比 較
安 全 的 樟 腦 資 源 區 域 開 發 樟 腦，南 部 地 區 如 雲 林 縣 的 古 坑、嘉
義 縣 的 中 埔、番 路，台 南 縣 的 楠 西、南 化，高 雄 縣 的 甲 仙、 六
龜 等 地 方，很 快 的 就 遷 入 許 多 採 樟 焗 腦 的 客 家 人。這 些 以 客 家
人 聚 落 分 佈 與 台 灣 製 腦 地 圖 幾 乎 完 全 重 合，其 中 的 北 部 與 中 部
地 區 客 家 人 在 日 據 時 代 的 住 民 分 布 圖 上 就 有 標 示 出 來 ， 因 此 ，
在 圖 十 二 就 是 在 日 據 統 計 圖 上 標 出 北 部 客 家 人 南 移 的 分 佈
圖，這 些 地 方 是 客 家 人 採 樟 焗 腦 的 工 作 所 在，台 灣 光 復 之 後 結
束 採 樟 工 作，大 約 就 選 擇 這 個 區 域 比 較 靠 近 河 川 與 街 道 的 所 在
安 身，現 在 的 高 雄 縣 甲 仙 和 六 龜 鄉 的 荖 濃、寶 來、六 龜，台 南
縣 白 河、楠 西 以 及 嘉 義 縣 中 埔 等 地 都 有 很 多 的 客 家 人 聚 集，大
部 分 與 當 年 採 樟 產 業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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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客家人開採樟腦資源由台灣北部向中南部遷移區域圖。圖中台
灣中部黑色區域就是客家人採樟焗腦落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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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樟腦業的第二春 — 香茅業 

第 一 節  香 茅 業 簡 介  

在 樟 腦 業 逐 漸 式 微 以 後，看 來 就 因 此 消 失 無 蹤；但 是 在 民
國 四 十 年 至 五 十 年 代 時 ， 突 然 興 起 另 外 一 項 與 樟 腦 類 似 的 產
品，就 是 由 香 茅 草 焗 香 茅 油，是 製 造 高 級 香 水 的 重 要 原 料。樟
腦 的 蒸 餾 技 術 與 設 備 也 可 以 直 接 應 用 於 香 茅 油 業，而 適 合 種 植
香 茅 的 地 區 也 幾 乎 和 樟 腦 產 地 一 致，而 香 茅 業 也 在 樟 腦 業 式 微
之 後 再 崛 起 ， 因 此 稱 香 茅 業 為 樟 腦 業 的 第 二 春 頗 為 適 當 。  

種 植 香 茅 草 以 蒸 餾 香 茅 油 原 來 是 印 尼 的 主 要 產 業，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由 荷 蘭 人 殖 民 統 治 的 印 尼 尋 求 獨 立，原 來 由
荷 蘭 人 獨 佔 經 營 的 香 茅 業 也 隨 著 荷 蘭 人 撤 出 印 尼 而 停 頓，台 灣
卻 正 好 填 上 這 個 生 產 缺 口，產 量 由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的 三 百 六 十 噸
逐 漸 增 加，至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到 達 高 峰，每 年 生 產 達 到 九 千 噸 之
多，以 每 擔 六 十 公 斤 折 算 正 是 合 十 五 萬 擔，是 樟 腦 產 量 高 峰 每
年 九 萬 擔 的 一 又 三 分 之 二 倍。但 是 到 了 民 國 五 十 七 年，人 工 合
成 的 香 茅 油 發 明 問 世，香 茅 油 價 格 大 跌，一 下 子 就 在 全 省 田 野
間 消 失 了。由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開 始，到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結 束，歷 經
短 短  一 十 八 年 ， 由 開 始 生 產 到 結 束 生 產 一 個 週 期 。 與 樟 腦 業
的 1860 年 到 `1960 年 經 歷 一 個 百 年 世 紀 是 要 起 落 得 快 ， 相 比
起 來 也 可 以 稱 為 「 曇 花 一 現 」。  
 

  

 

 

 

 

圖十三   曾為台灣客家農村帶來巨大經濟價值的香茅草。本圖引
用自曾經是世界香茅油交易中心的苗栗縣大湖鄉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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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香 茅  

香 茅 草 是 一 種 草 本 植 物 ， 長 得 像 一 般 茅 草 ， 但 是 莖 、 葉 有
濃 郁 香 味 。 香 茅 適 合 種 植 於 海 拔 1000 公 尺 以 下 之 地 帶 ， 但 是
平 地 水 田 種 植 稻 米 的 收 益 比 較 大，因 此，多 種 植 於 海 拔 200 公
尺 至 1000 公 尺 間 的 丘 陵 至 緩 坡 山 地 ， 其 中 以 苗 栗 大 湖 地 區 種
植 盛，從 民 國 四 十 年 起 的 二 十 餘 年 間，台 灣 香 茅 油 產 量 佔 全
世 界 產 量 的 70%，與 樟 腦 盛 產 時 一 樣 是 世 界 第 一 位，大 湖 是 當
時 香 茅 油 的 交 易 中 心 及 報 價 所 在，由 於 香 茅 油 利 潤 是 旱 作 農 產
的 第 一 位，很 快 的 種 植 面 積 與 區 域 往 台 灣 南 部 及 東 部 台 東 地 區
擴 散，原 來 在 日 據 時 代 許 多 種 植 香 蕉 的「 青 果 地 」也 紛 紛 改 種
香 茅，全 省 有 五 六 萬 戶 農 戶 種 植。香 茅 草 可 以 蒸 出 香 茅 油，作
為 高 級 香 水 原 料，價 錢 非 常 好，因 此，在 當 時 香 茅 草 是 一 種 經
濟 價 值 非 常 高 的 農 作 物，種 植 香 茅 收 成 後 焗 成 香 茅 油 出 售，可
以 獲 得 很 好 的 利 潤 。  

一 般 香 茅 是 在 每 年 春 天 種 植，以 老 香 茅 根 分 株 種 植，可 以
種 在 旱 田 或 是 緩 坡 山 地 ， 對 於 土 壤 要 求 不 高 ， 也 不 必 引 水 灌
溉，但 是 乾 旱 生 長 緩 慢。經 過 六 個 月 生 長 之 後 就 可 以 收 成，新
種 香 茅 根 株 尚 未 成 叢，收 穫 較 少，兩 年 生 的 香 茅 叢 大 根 廣，收
穫 多，六 年 以 上 老 根 發 芽 困 難，必 須 剷 掉 重 新 再 種 過。香 茅
收 割 時 ， 將 整 叢 香 茅 環 抱 ， 左 手 順著 香 茅 葉 尖 方 向 反 時 鐘 旋
轉，集 葉 尾 握 於 左 手，再 彎 腰 以 右 手 持 刀 將 香 茅 莖 在 跟 部 以 上
兩 吋 處 切 斷，一 叢 香 茅 切 完 後，順 手 取 一 兩 根 香 茅 草 將 一 叢 香
茅 札 成 一 捆，放 在 割 完 的 斷 株 之 上，一 面 等 待 收 集 載 運，一 面
順 便 曬 乾。夏 天 日 照 充 足 時，一 兩 天 就 可 以 曬 乾，乾 的 香 茅 草
油 份 不 會 降 低 ， 在 收 集 載 運 過 程 中 比 較 省 力 。  

第 三 節  香 茅 油  

香 茅 收 成 量 以 獲 得 知 香 茅 油 數 量 來 算，產 量 多 的 二 年 生
香 茅 草 每 甲 一 年 有 150 斤 的 產 量，一 年 之 中 的 收 穫 量 以 第 一 次
五、六 月 期 收 成 佔 多，約 為 整 年 收 穫 的 一 半，收 穫 多 而 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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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第 二 次 收 割 在 九、十 月 間，數 量 約 佔 年 收 穫 量 四 成，油 質
次 之；第 三 次 收 成 是 在 新 年 初 之 一、二 月 間，主 要 目 的 是 將 叢
株 整 理，切 除 前 一 年 的 老 枝，同 時 除 草 施 肥，讓 新 叢 在 新 的 一
年 成 長 茂 盛；此 次 產 油 量 成 約 佔 一 成，油 質 也 較 差。香 茅 草 的
含 油 量 ， 大 約 是 香 茅 草 重 量 的 1%左 右 ， 曬 乾 之 後 就 增 加 到
2-3%。  

香 茅 草 收 割 後 就 要 運 至 焗 油 廠 將 香 茅 油 焗 出 來，焗 香 茅 油
的 設 備 和 焗 樟 腦 的 設 備 完 全 一 樣，不 論 現 代 化 的 焗 腦 設 備 或 是
日 據 時 代 的 焗 腦 設 備 都 可 以 用 來 焗 香 茅 油，也 就 是 以 前 焗 腦 設
備 荒 廢 多 年 之 後 再 次 利 用，因 此 稱 香 茅 業 為 樟 腦 業 沒 落 之 後 的
第 二 春 非 常 恰 當。將 香 茅 草 放 入 炊 桶 之 中，鍋 子 下 面 燒 焗 過 油
的 香 茅 草 ， 鍋 子 的 熱 水 蒸 氣 將 炊 桶 中 的 的 香 茅 草 焗 出 香 茅 油 ，
連 同 蒸 氣 引 至 出 氣 管，以 冷 水 冷 卻 後，導 入 油 水 分 離 桶，讓 香
茅 油 浮 在 水 面 而 水 沉 於 底，將 香 茅 油 與 水 分 開，獲 得 純 正 的 香
茅 油。一 個 炊 桶 要 焗 兩 三 小 時，焗 的 時 間 過 久 會 將 香 茅 草 中 的
臘 質 焗 出 來 ， 降 低 香 茅 油 品 質 。  

香 茅 油 其 實 是 一 種 各 種 香 料 成 份 混 合 在 一 起 的 混 合 油
脂，佔 比 較 多 的 成 分 是 香 茅 醛 (citronellal)，佔 38.5%，香 草 醇
(geraniol)佔 20%，香 茅 醇 (citronellol)佔 17%。其 他 佔 1%以 上
的 還 有 七 八 種 ， 由 下 表 可 以 看 出 來 。  

表 九  香 茅 油 的 主 要 成 份 表  

成 分 名 稱 
比例
(%) 

成 分 名 稱 
比例
(%) 

Citronellal，香茅醛 38.5 Citronellic acid 香茅酸 4.2 

Ｇeraniol，葉香草醇 20 Limonene，檸檬精 3.1 

Citronellol，香茅醇 17 Citronellol aetate，醋酸香茅脂 1.9 

Ｉsopulegol，異薄何酮 5.2 Ｍethane 甲烷 0.7 

精 練 香 茅 油 可 以 分 四 個 階 段 分 餾，第 一 階 段 分 餾 出 檸 檬 精
和 其 他 松 烯 化 合 物，第 二 階 段 分 餾 出 香 茅 油 主 要 成 份，是 有 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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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 味 和 玫 瑰 香 混 合 的 香 茅 醛，第 三 階 段 是 香 茅 醇 和 玫 瑰 醇，第
四 階 段 是 高 沸 點 之 化 合 物。從 香 茅 醛 製 得 之 合 成 香 料 有 氫 化 反
應 產 物 如 玫 瑰 花 香 味 的 香 茅 醇，若 再 經 脂 化 成 香 茅 基 乙 脂，是
非 常 好 的 清 潔 劑 香 料，具 有 鮮 花 香 味 的 氫 氧 香 茅 醛，以 及 用 於
牙 膏 、 香 菸 及 醫 藥 的 薄 何 腦 。  

第 四 節  台 灣 香 茅 產 業  

香 茅 業 在 日 據 時 代 就 有 少 量 生 產，到 台 灣 光 復 以 後 產 量 逐
漸 增 加，1950 年 達 到 每 年 三 百 六 十 噸 產 量，折 合 六 千 擔。1950
年 至 1960 年 達 到 生 產 高 峰 ， 每 年 生 產 量 達 到 三 千 六 百 噸 ， 計
為 六 萬 擔 。 1970 年 就 幾 乎 完 全 消 失 ， 由 剩 而 衰 ， 前 後 大 約 二
十 年，產 量 總 計 有 十 萬 噸 左 右，總 價 值 有 五 百 萬 元，相 當 於 稻
米 一 百 萬 噸 的 價 值，在 缺 水 的 土 地 之 上，生 產 出 這 些 價 值 的 香
茅 產 品，在 當 時 的 確 是 一 項 非 常 有 經 濟 價 值 的 副 業。以 農 業 為
主 要 產 業 的 時 代，種 田 耕 作 的 閒 暇 之 時，能 夠 找 到 的 額 外 工 作
是 很 有 限，所 有 的 家 庭 花 費 都 要 依 賴 田 產 稻 米，而 農 事 之 餘 的
閒 暇 時 間 甚 長，若 此 閒 暇 之 時 有 其 他 工 作 可 以 填 補，則 可 以 終
年 工 作，當 然 收 入 就 倍 增 了。缺 水 的 旱 地 或 是 山 坡 地，本 來 就
難 有 什 麼 進 益，如 今 可 以 種 植 香 茅，有 著 相 當 不 錯 的 收 益，也
填 補 了 農 閒 的 空 擋，在 當 時 的 確 是 一 項 非 常 令 人 滿 意 的 額 外 農
產 。  

1951 年 起 ， 台 灣 成 為 世 界 香 茅 主 要 產 地 ， 產 量 展 全 世 界
之 70%，而 苗 栗 縣 是 台 灣 主 要 產 地，苗 栗 縣 的 大 湖 鄉 則 是 世 界
香 茅 買 賣 交 易 中 心，每 日 交 易 價 格 都 是 出 自 大 湖 香 茅 市 場。下
表 是《 大 湖 鄉 誌 》記 載 當 年 大 湖 出 產 香 茅 的 產 量 紀 錄，併 推 算
當 年 台 灣 全 省 的 香 茅 產 量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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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台 灣 地 區 早 期 苗 栗 大 湖 鄉 之 香 茅 油 產 量 及 推 算 全 省 香
茅 油 產 量 及 價 格 表  

年代 大湖鄉產量(公斤) 推算全省產量(公斤)* 產地價格(元/公斤)** 

1952 5,070,000 6,338,000  

1962 7,436,000 9,295,000 
80-100， 高 160 

一公斤油兩斗米 

1972 1,710,000 2,138,000 
70-90 

一公斤油兩斗米 

*以 大 湖 鄉 佔 全 省 產 量 之 80%推 算 之  
**價 格 是 當 年 的 報 紙 登 載 市 場 行 情 之 大 湖 香 茅 油 報 價 。  

香 茅 油 為 農 民 帶 來 很 大 的 經 濟 利 益，但 是 產 區 只 限 於 苗 栗
縣 與 新 竹 縣 部 分 地 區，是 因 為 在 日 據 時 代 大 湖 鄉 就 引 進 爪 哇 種
香 茅 油，含 油 量 多 且 品 質 優 良，而 焗 香 茅 油 的 工 廠 也 大 部 分 在
大 湖 鄉，由 於 當 初 價 格 高 漲，獲 利 不 錯 開 始，因 為 當 年 消 息 交
換 沒 有 那 麼 快 速，雖 然 有 相 當 多 的 苗 栗 搬 遷 出 去 的 客 家 人 有 傳
播 香 茅 油 的 盛 況 出 去，例 如 在 台 南 縣 楠 西 鄉、白 河 鎮、南 化 鄉
靠 山 邊 等 所 在，當 年 由 苗 栗 遷 徙 下 來 開 墾 青 果 地 的 苗 栗 鄉 親 都
把 香 茅 引 進 這 些 地 方 種 植，也 有 幾 個 當 年 焗 樟 腦 的 腦 灶 改 焗 香
茅。台 東 地 方 是 苗 栗 鄉 親 遷 徙 較 多 的 所 在，在 香 茅 生 產 後 期 的
1960 年 代 ， 台 東 也 變 成 為 苗 栗 大 湖 之 外 的 另 外 一 個 香 茅 油 市
場，報 紙 市 場 行 情 的 香 茅 油 報 價 分 別 出 自 大 湖 及 台 東。由 於 香
茅 油 市 場 到 1968 年 一 下 子 就 因 為 滯 銷 而 價 格 大 跌 ， 因 而 沒 有
在 台 灣 大 幅 擴 散，產 區 仍 然 侷 限 在 苗 栗 大 湖 附 近 的 客 家 地 區 以
及 由 苗 栗 遷 徙 出 的 客 家 人 居 住 莊 頭 。  

第 五 節  現 在 台 灣 的 香 茅 油  

現 在 市 面 上 可 以 看 到 香 茅 的 產 品 有 香 茅 油 與 相 關 產 品 如
香 毛 膏、香 茅 精 油 以 及 香 茅 草 用 於 香 茅 食 品 等。鄉 間 幾 乎 沒 有
專 業 種 植 香 茅 農 戶 了 ， 偶 而 有 一 些 香 草 農 園 中 發 現 有 少 數 種
植 ， 供 做 調 理 食 品 之 用 ， 也 沒 有 焗 香 茅 的 工 廠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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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茅 油 及 香 毛 膏 是 利 用 作 為 預 防 蚊 蟲 叮 咬，或 是 被 蚊 蟲 叮
咬 之 後 的 消 腫 止 癢 之 用 ， 也 可 以 用 塗 抹 的 方 式 以 消 除 肚 子 脹
氣，也 有 用 於 防 止 蟑 螂 螞 蟻 滋 生，預 防 木 製 家 具 被 蟲 蛀 咬 等 用
途 ， 這 些 用 途 和 樟 腦 的 用 途 幾 乎 完 全 一 樣 。  

香 茅 精 油 是 用 於 薰 香，以 芬 芳 的 香 氣 降 低 精 神 壓 力，達 到
舒 緩 身 心 的 效 果，這 一 項 產 品 將 香 茅 油 中 提 煉 出 香 茅 醇 及 玫 瑰
醇 來 使 用 。  

香 茅 食 品 則 是 採 用 香 茅 草 直 接 用 於 食 物 調 理，由 於 香 茅 中
含 有 檸 檬 醛 和 檸 檬 烯 ， 嘗 起 來 味 道 像 檸 檬 ， 又 有 另 外 特 殊 香
氣，因 此，有 些 飲 料 直 接 加 入 一 些 香 茅，其 他 的 食 物 調 理 中 也
有 用 香 茅 作 為 調 味 料 ， 有 很 特 殊 的 香 氣 。  

大 體 而 言，現 在 的 香 茅 內 銷 市 場 銷 售 數 量 一 年 大 約 一 萬 公
斤 ， 市 場 規 模 大 約 三 百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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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樟腦資源價值與台灣客家農村經濟 

第 一 節  樟 腦 價 值 與 客 家 農 村 經 濟  

在 往 日 農 業 時 代 ， 營 生 不 易 ， 難 有 什 麼 「 進 益 」， 耕 種 除
了 主 要 的 產 品「 稻 穀 」和 小 部 分 的 蔬 菜 可 以 賣 錢 外，其 他 各 項
產 物 如 竹 篾 做 籮 格 、 娘 婆 花 做 掃 帚 等 器 具 ， 都 是 做 來 自 用 為
主，省 下 買 這 些 東 西 的 花 費 而 已。農 事 之 外 的 空 閒 時 間，就 去
「 做 工 」， 賺 點 工 錢 。 家 父 常 說 的 是 ： 後 生 時 節 (1930-1940
年 代 )，作 工 去 做 埤 塘，一 日 工 錢 三 角 銀，三 日 九 角，我 比 較 認
真，頭 家 給 我 一 個 圓。嘟 嘟 好 買 一 斗 米，做 三 日 吃 淨 淨。那 個
時 節，三 日 工 資 買 一 斗 米，一 斗 米 十 一 斤 半，以 現 在 的 米 價 一
斗 米 兩 百 四 十 元 計 算，工 資 以 米 價 轉 成 現 在 的 新 台 幣 大 約 是 一
天 八 十 元 左 右。那 時 候，討 食 比 較 困 難，在 內 山 作 工，由 於 比
較 武 (艱 苦 )， 也 有 一 些 風 險 ， 因 此 工 資 比 平 地 好 ， 大 約 是 平 地
工 資 的 一 倍 半 至 兩 倍 左 右。約 略 計 算 四 個 腦 丁 一 個 月 產 出 一 擔
樟 腦 ， 算 來 大 約 是 一 工 人 力 做 出 一 斤 樟 腦 。 一 斤 樟 腦 價 值 六
角 ， 可 以 買 六 斤 米 ， 以 現 在 的 米 價 換 算 ， 一 斤 樟 腦 價 值 在 120
元 左 右 。 現 在 的 人 造 樟 腦 一 斤 零 售 200 元 ， 產 地 價 錢 大 約 在
100 元 左 右，與 當 年 相 差 無 幾，天 然 樟 腦 一 斤 要 500 元，聽 說
要 一 斤 700 元 才 會 賺 錢 。  

表 十 一  以 樟 腦 腦 價 為 例 比 較 人 力 物 力 與 食 米 之 價 值 表  

項目 以前價格(1) 米價換算 米價折算現值 現在價錢(2) 米價折算 

工資 三角/工 三工一斗米 80 元/工 1500 元/工 一工六斗米 

米價 一元/斗 一斗米三工 240 元/斗 240 元/斗 一斗米一點鐘
腦價 60 元/擔 四人一個月產

一擔腦 

每月工資15 元
比 一 般 工 錢
10 元/月稍高 

144 元/斤腦 人造樟腦 

100 元/斤 

零售 

200 元/斤 

一斤腦半斗米
 

註 ： (1)是 1930-1940 年 之 狀 況 ， 純 農 業 之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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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 在 是 2000 年 。  
(3) 單 位 元 以 前 是 當 時 貨 幣，現 在 是 新 台 幣；重 量 斤 是 台 市

斤，等 於 600 公 克，一 擔 是 100 斤，等 於 60 公 斤 重 。 

表十二 台灣不同時期之工資結構表 

時期 農夫工資 腦丁工資 腦 價 參考資料 

1900 年代 15 錢/日 20 錢/日 40 元/擔 林滿紅 

1920 年代 30 錢/日 50 錢/日 60 元/擔 溫聖賢 

1940 年代 30 錢/日 80 錢/日 100 元/擔 彭添松 

1945 年代 1.5 元/日 1.5 元/日 180 元/擔 彭添松 

2000 年代 1000 元/日 1000 元/日 400-600 元/斤 樟樹每斤 1 元

腦 丁 工 資 雖 然 是 比 農 夫 多 一 些 些，但 是 焗 腦 工 作 是 整 年 都
可 以 進 行，農 夫 卻 只 有 農 忙 時 才 有 工 作，計 算 一 年 中 的 工 作 時
間 之 後 ， 兩 者 收 益 差 異 更 大 。  

表 十 三  台 灣 樟 腦 成 本 利 潤 結 構 表  

年代 腦價 腦丁 防費 原住民 腦商 股首利潤 

1896 年 40 元/擔 24 元 8 元 1 元 5 元 2 元 

1940 年 300 元/擔 270 元 0 0 30 元 0 

早 期 樟 腦 工 作 的 收 益 分 配，每 擔 四 十 元 的 腦 價 之 中，直 接
生 產 的 腦 丁 獲 取 六 成，防 番 費 用 佔 去 兩 成，原 住 民 獲 得 一 小 部
分，其 他 的 是 腦 商 獲 得，大 體 而 言，分 配 得 算 合 理。日 據 時 期
樟 腦 專 賣，腦 丁 將 樟 腦 繳 交 給 腦 長，獲 得 九 成 專 賣 腦 價，腦 長
再 將 收 購 的 樟 腦 以 官 價 交 給 專 賣 局 的 腦 館 ，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稅
賦，原 住 民 權 益 則 沒 有 顧 到，因 此 也 有 一 些 原 住 民 加 入 焗 腦 行
列。擔 任 腦 丁 工 作 給 客 家 人 獲 得 相 當 優 厚 的 工 資，比 耕 田 種 地
的 收 入 多，養 家 活 口 之 外 還 有 部 分 結 餘，可 以 積 蓄 起 來 購 置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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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改 善 生 活。由 樟 腦 產 量 與 價 值 估 計，經 由 開 發 樟 腦 產 業 而
獲 得 經 濟 改 善 的 客 家 人 數 目 在 二 至 三 萬 人 ， 由 台 灣 光 復 到 現
在，經 過 六 十 年 餘 年 變 化，人 數 自 然 增 加 四 倍，應 是 有 十 萬 人
的 祖 先 曾 經 由 樟 腦 產 業 而 獲 得 生 活改 善，特 別 是 那 些 由 新 竹 苗
栗 桃 園 遷 徙 到 樟 腦 產 地 居 住 的 客 家 人 。  

第 二 節  樟 樹 經 濟 價 值 之 變 化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樟 腦 產 業 就 衰 落 以 來，樟 樹 資 源 價 值 一 落
千 丈，看 來 是 沒 什 麼 價 值 了，但 是 後 來 又 翻 身 一 次，樟 樹 根 挖
出 來 作 為 不 定 形 的 雕 刻 藝 術 品，風 行 一 陣 後，碰 到 便 宜 大 陸 貨
衝 擊，又 再 次 沈 寂，現 在 變 成 為 公 路 邊 的 行 道 樹，公 園 的 造 景
樹，往 日 山 上 只 砍 樹 不 挖 根 的 樟 樹，現 在 已 經 是 生 長 超 過 六 十
年 數 齡，徑 已 超 過 合 抱，也 過 了 一 般 含 油 高、 適 砍 伐 焗 腦
的 五 十 年 數 齡 了 。  

在 樟 腦 業 極 盛 的 日 據 時 代，採 擷 樟 樹 只 是 採 取 樹 身 以 上 部
份，留 下 樹 根 以 便 發 芽 再 次 生 長， 適 合 焗 腦 的 樟 樹 樹 齡 在 五
十 年 左 右，若 由 樹 根 再 次 發 芽，可 以 加 速 樟 樹 長 大，三 十 年 就
可 再 次 砍 伐，因 此 樟 樹 的 外 觀 大 部 分 都 是 一 個 大 樹 根 上 面 長 出
幾 枝 小 樹 幹，砍 法 越 多 次 樹 根 就 越 大。光 復 後 樟 腦 業 隨 著 化 學
合 成 的 樟 腦 產 品 出 現 而 逐 漸 趨 於 沒 落 ， 樟 樹 變 得 沒 什 麼 價 值 ，
在 苗 栗 三 義 地 區 就 有 木 雕 業 者 動 上 這 些 大 樟 樹 根 的 腦 筋，將 大
樟 樹 根 全 部 連 根 挖 出，取 某 些 方 向 劈 開 成 厚 板，就 自 然 變 成 彎
彎 曲 曲 的 桌 面 或 是 屏 風，稍 加 整 修 更 賦 美 感，加 上 整 體 散 發 天
然 樟 腦 香 味，號 稱 是 具 有 天 然「 芬 多 精 」的 藝 術 品，價 值 更 是
驚 人；那 時 候 隨 便 一 個 樹 根 就 值 數 萬 元，大 一 點 的 樹 根 更 是 價
值 數 十 萬 元。百 年 老 樹 一 個 根，挖 了 一 個 就 少 一 個；因 此，在
物 以 稀 為 貴 的 供 需 要 求 之 下，價 錢 直 線 上 升，藝 品 計 價 都 是 萬
元、十 萬 元 甚 至 百 萬 元，銷 售 到 國 內 外，造 就 了 三 義 木 雕 的 空
前 榮 景。這 個 榮 景 是 因 為 樟 腦 業 的 沒 落 而 興 起 的 特 殊 客 家 地 區
產 業 。  

1990 年 來 ， 中 國 大 陸 改 革 開 放 之 後 ， 大 陸 的 木 雕 產 品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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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進 入 台 灣 市 場，源 源 不 斷 的 大 樟 樹 根 與 樟 樹 藝 品 進 入 三 義 木
雕 市 場，甚 至 於 其 他 各 種 樹 根 如 紅 木、檜 木、花 梨 木、紅 豆 杉
木 等 木 雕 產 品，以 極 低 的 價 錢 出 現 在 已 有 口 碑 的 木 雕 街，造 就
三 義 客 家 莊 變 成 現 在 的 台 灣 地 區 木 雕 藝 品 交 易 中 心。樹 根 木 雕
藝 品 價 錢 降 低 以 後，原 來 想 要「 待 價 而 沽 」沒 有 挖 的 樟 樹 根 價
值 一 落 千 丈，又 可 以 獲 得 倖 存，反 映 了 台 灣 的 樟 腦 樹 因 應 經 濟
變 遷 的 不 同 際 遇，真 切 的 警 語 是「 花 開 堪 折 直 須 折，莫 待 無 花
空 折 枝 」。  

現 在 台 灣 各 地 不 論 是 都 市 或 是 鄉 間 都 可 以 看 到 樟 樹 矗
立 ， 大 部 份 是 擔 任 行 道 樹 的 角 色 ， 也 有 不 少 是 公 園 的 造 林 樹
種，因 為 取 樟 樹 的 容 易 種 植，不 受 蟲 害，耐 旱 耐 濕 的 強 大 生 命
力，以 及 會 釋 放 出 樟 樹 香 味，有 驅 除 蚊 蟲 的 效 果。這 些 行 道 樹
一 天 一 天 長 大，有 的 已 經 達 到 含 腦 量 高 的 四 五 十 年 數 齡，還
是 繼 續 長 大。倒 是 有 時 候 碰 到 颱 風 天，會 把 這 些 老 樹 吹 倒 或 折
斷，不 得 不 與 以 砍 除，砍 下 的 樟 樹 找 不 到 焗 腦 的 出 處，反 而 成
為 廢 棄 物 丟 在 垃 圾 場，因 為 不 易 腐 化，垃 圾 掩 埋 場 都 不 讓 進 去
掩 埋 。 當 年 千 千 萬 萬 客 家 人 賴 以 維 生 ， 千 辛 萬 苦 的 翻 山 越 嶺 ，
冒 著 原 住 民 出 草 風 險 去 採 樟 樹 的 「 腦 丁 」， 知 道 樟 樹 今 天 變 成
為 這 種 下 場 ， 真 會 發 出 「 黃 金 變 糞 土 」 的 惋 息 長 嘆 。  

現 在 的 樟 腦 市 場 規 模 不 大，來 源 卻 是 多 元，有 來 自 大 陸 的
天 然 樟 腦 由 與 腦 砂，有 來 自 化 學 合 成 的萘丸 與 腦 油，也 有 部 分
是 由 本 地 樟 樹 焗 出 來 的 樟 腦。由 於 各 種 來 源 產 品 頗 難 分 辨，而
樟 腦 的 應 用 多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中 之 可 有 可 無 用 途，因 此，市 場 規
模 不 大，以 小 本 經 營，努 力 推 銷，可 以 維 持 一 個 小 康 局 面，要
說 有 當 年 幾 萬 人 靠 此 維 生，那 是 絕 無 可 能 了。在 二 千 年 代 的 時
期，樟 腦 是 否 可 以 從 毫 無 用 途 的 樹 木 變 成 為 另 外 一 種 資 源，看
來 以 樟 腦 的 傳 統 用 途 是 難 有 起 色 了 。  

第 三 節  樟 樹 開 發 轉 業 之 客 家 農 村 經 濟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樟 腦 工 作 一 下 子 全 部 停 頓，從 事 樟 腦 業
的 客 家 人 紛 紛 轉 業，大 部 分 都 是 就 地 安 身，找 尋 田 地 或 山 地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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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或 是 在 接 上 找 個 店 面 做 生 意，有 些 則 從 事 公 職，現 在 還 留
在 樟 腦 產 地 的 客 家 人 大 部 分 是 屬 於 這 一 類 。 在 經 過 1950 年 代
的 土 地 改 革 與 公 地 放 領，耕 種 者 都 獲 得 自 己 的 耕 地，生 活 也 都
很 安 定 。 1950 年 代 到 1960 年 代 的 高 農 業 產 值 造 就 農 村 榮 景 ，
國 民 所 得 大 約 在 150 美 金 左 右，物 價 也 低 廉，但 是 農 業 產 值 比
例 卻 是 很 高，大 部 分 的 生 產 物 都 是 農 產 品，農 村 經 濟 自 然 是 活
絡 異 常 ， 農 民 生 產 幹 勁 沖 天 。 所 謂 「 有 土 斯 有 財 」， 所 有 的 生
產 都 是 依 賴 土 地 。  

這 個 現 象 隨 著 台 灣 的 工 業 化 而 逐 漸 改 變 ， 1970 年 至 1990
年 是 工 業 化 突 飛 猛 進 的 二 十 年 ； 國 民 所 的 增 加 二 十 倍 ， 相 對
的 ， 農 業 產 值 卻 大 幅 減 少 ，只 佔 總 產 值  4%， 是 五 零 年 代 的 八
分 之 一 ， 也 就 是 農 村 收 入 大 減 ， 原 來 可 以 養 活 一 家 人 的 田 地 ，
只 能 養 活 半 個 人，耕 作 已 經 難 以 過 活，年 輕 人 都 遷 居 都 市，鄉
村 人 口 不 增 反 而 減 少，剩 下 老 老 嫩 嫩，耕 作 依 賴 政 府 補 貼，免
強 維 持 田 地 不 變 成 荒 地。如 此 凋 零 的 農 村，原 來 還 可 以 依 賴 價
格 不 錯 的 土 地 以 畫 餅 充 飢 過 日 子，現 在 土 地 價 錢 又 跌 下 來，農
村 的 日 子 是 更 難 過 了。這 是 樟 腦 產 業 轉 業 以 後 的 客 家 農 村 生 活
狀 況 ， 也 是 台 灣 所 有 依 賴 農 業 維 生 的 農 村 景 象 。  

表 十 四  台 灣 光 復 以 後 的 農 業 與 生 活 指 標 變 化 表  

年代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國民所得(美元) 145 152 443 2,670 8,982 12,916

物價指數 17 34 40 110 97 100 
農業產值比例 32 28 13 7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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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樟腦產業風華再現 

第 一 節  樟 腦 產 業 現 狀 落 到 谷 底  

樟 腦 產 業 在 清 朝 與 日 據 時 代 是 產 量 佔 世 界 第 一 位 的 台 灣
特 殊 資 源 產 業，由 於 樟 樹 生 長 所 在 多 在 客 家 人 分 布 地 區，因 此
是 以 往 台 灣 客 家 人 從 事 的 重 要 產 業，客 家 人 隨 著 採 樟 焗 腦 而 由
北 部 地 區 遷 徙 到 中 南 部 與 東 部 地 區 有 數 萬 人 之 多，稱 樟 腦 產 業
是 客 家 產 業 的 確 恰 當。在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樟 腦 產 業 因 為 化 學 合
成 的 低 價 產 品 出 現 與 台 灣 林 業 經 營 形 式 改 變，天 然 樟 腦 產 品 無
法 匹 敵 而 一 蹶 不 振，樟 腦 產 業 幾 乎 絕 跡。其 後 有 一 時 期 樟 樹 樹
根 成 為 不 定 型 木 雕 的 重 要 原 料，樟 樹 資 源 再 利 用 曇 花 一 現，很
快 的 又 被 大 陸 的 便 宜 進 口 貨 取 代 而 再 次 仆 倒。現 在 台 灣 只 有 在
新 竹 苗 栗 數 家 以 觀 光 展 示 形 式 的 腦 灶 以 極 小 規 模 生 產 。  

近 五 十 年 來 台 灣 的 樟 樹 資 源 幾 乎 只 有 增 加 ， 沒 有 減 少 ，
幾 乎 已 回 到 台 灣 未 曾 開 發 時 候 的 兩 千 萬 立 方 公 尺 蓄 積 數 量。還
有 近 年 來 不 斷 增 加 的 都 市 綠 化 造 林 數 量，應 該 是 比 當 年 的 材 積
量 還 多 。 這 些 新 造 樟 樹 林 分 佈 於 都 市 區 域 的 路 邊 及 公 園 地 區 ，
經 常 有 修 剪、整 枝、再 造 之 必 要 整 理 工 作，自 然 產 生 樟 樹 資 源，
再 加 上 偶 而 颱 風 侵 襲 之 風 倒 樟 樹，或 是 道 路 拓 寬 所 需 整 理 的 樟
樹，也 有 人 造 樟 林 的 修 整、疏 枝 所 得 的 樟 樹，都 是 現 代 化 台 灣
新 的 樟 樹 資 源，這 些 樟 樹 資 源 有 很 大 比 例 是 沒 有 妥 善 利 用，被
當 成 「 垃 圾 」 處 理 ， 由 於 樟 樹 是 一 種 不 容 易 腐 化 的 特 殊 樹 種 ，
堆 置 進 入 掩 埋 場 會 造 成 不 易 腐 化 的 問 題，因 此 這 種 資 源 沒 有 善
加 利 用 不 但 會 造 成 資 源 浪 費，還 會 衍 生 問 題。這 些 樟 樹 資 源 在
達 到 產 業 谷 底 之 時，正 是 善 加 利 用 樟 樹 資 源 的 創 造 另 一 個 產 業
的 基 礎 。  

第 二 節  搭 上 天 然 時 尚  

近 年 來 工 業 發 展 與 生 活 水 平 到 達 一 定 程 度，大 家 反 而 傾 向
返 回 自 然 之 生 活 方 式，對 於 天 然 產 品 極 其 偏 好，天 然 樟 腦 產 品
相 當 有 市 場，各 地 方 的 樟 腦 產 品 賣 場 熱 鬧 滾 滾，天 然 樟 腦 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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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底 翻 身 之 勢 ， 後 市 相 當 看 好 。 重 振 此 項 客 家 產 業 此 正 其 時
矣。而 焗 腦 之 溫 排 水 含 有 天 然 樟 腦 香 精，也 正 符 合 現 代 大 行 的
香 精 沐 浴 與 溫 泉 浴 (SPA)， 各 種 跡 象 都 顯 示 客 家 樟 腦 產 業 值 得
進 行 創 新 形 式 之 風 華 再 現 。  

天 然 芬 多 精 是 一 種 樹 木 成 長 合 成 的 木 精 香 料，是 現 代 人 的
一 種 重 要 時 尚 產 物，到 鄉 間 林 野 間 呼 吸 天 然 林 之 芬 多 精，或 是
在 家 點 燃 香 精 爐 釋 放 香 精 燻 沐，也 有 把 香 精 加 入 肥 皂 之 中 洗 滌
沐 浴，都 是 一 種 享 受 天 然 的 方 式。在 樟 樹 焗 腦 過 程 之 中，會 釋
放 出 大 量 天 然 芬 多 精，這 些 存 在 於 樟 樹 中 的 天 然 芬 多 精 比 樟 腦
容 易 揮 發，有 些 還 會 部 分 溶 於 水 中，在 樟 腦 的 溫 排 水 之 中，就
賦 含 大 量 天 然 芬 多 精，作 為 沐 浴 之 用，就「 天 然 樟 樹 香 精 浴 」。
以「 溫 泉 浴 」的 泡 湯 方 式 享 受，其 中 釋 放 的 蒸 氣 之 中 有 天 然 芬
多 精，是 一 種 精 油 的 香 受 方 式，在 溫 水 中 的 香 精 浴，天 然 芬 多
精 與 皮 膚 直 接 接 觸，有 如 香 水 撲 身，多 重 功 能 的 加 值 效 果，必
然 比 添 加 人 工 香 料 的 肥 皂 洗 浴 、 燃 香 精 爐 的 呼 吸 要 豐 盛 的 多 。
這 些 觀 點 都 可 以 藉 由 有 機 化 學 分 析 樟 腦 之 中 的 天 然 香 精，提 供
作 為 這 種 方 式 使 用 的 學 術 基 礎 。  

第 三 節  創 新 型 式 的 樟 腦 產 業  

以 知 識 經 濟 為 創 新 基 礎，以 樟 腦 生 產 休 閒 門 市 之 組 合 產 業
為 育 成 結 果，凸 顯 客 家 樟 腦 產 業 文 化，設 計 適 合 現 代 生 產 的 樟
腦 產 業，開 闢 天 然 香 精 浴，創 造 新 的 樟 腦 產 業 組 合 模 型，活 化
客 家 樟 腦 產 業 商 機，創 造 投 資 項 目，活 絡 客 家 社 區 經 濟，提 供
大 眾 賦 有 新 知 識 與 享 受 的 文 化 觀 光 休 閑 景 點。以 往 日 輝 煌 的 樟
腦 產 業 再 次 顯 現 客 家 風 華。這 個 創 新 產 業 包 含 有 下 列 各 項 目 所
需 要 的 投 入 新 知 識：符 合 現 代 化 生 產 的 新 型 腦 灶，符 合 現 代 化
的 環 境 工 安 要 求，符 合 現 代 化 生 活 的 樟 腦 產 製 品，符 合 現 代 化
休 閒 健 身 的 香 精 溫 水 浴 ， 符 合 現 代 投 資 的 資 源 經 濟 分 析 評 估 。 

樟 樹 產 生 樟 腦 的 工 藝 已 然 成 熟，然 而，在 現 代 化 生 產 要 求
之 下，尚 有 許 多 改 進 的 空 間，這 就 是 值 得 努 力 之 處。例 如 樟 樹
產 匕 之 設 備，現 在 的 剷 匕 機 仍 然 沿 用 以 前 以 手 持「 鋒 子 剷 」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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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的 方 式 改 良 出 來 的 動 力 剷 匕 機，運 作 起 來 不 但 危 險，而 且 耗
用 大 量 人 力，所 剷 出 之 樹 匕 四 處 飛 散，容 易 傷 人，應 是 一 種 過
時 的 文 化 產 物，種 種 不 便 應 該 思 考 變 更，找 尋 更 為 方 便、安 全、
簡 單 的 剷 匕 機 器，其 他 諸 如 省 工 省 時 之 進 排 料 系 統、炊 桶 大 小
規 模 、 爐 灶 水 鍋 燃 料 、 腦 田 油 水 分 離 、 鍋 水 冷 卻 水 循 環 冷 卻 、
排 氣 排 水 品 質、溫 排 水 應 用 等 等，一 方 面 符 合 現 代 化 之 環 境 要
求，另 一 方 面 符 合 省 工 省 時 省 力 之 高 效 率 生 產，是 為 未 來 值 得
努 力 的 重 心 。  

以 樟 樹 資 源 生 產 樟 腦 之 產 業，加 上 溫 排 水 的 天 然 樟 樹 香 精
浴，組 合 成 為 一 種 新 的 加 值 型 產 業，還 另 外 包 含 著 樟 腦 產 業 的
客 家 意 像，成 為 一 種 包 含 有 客 家 文 化、傳 統 產 業、現 代 需 求 與
觀 光 休 閒 的 創 新 產 業，這 個 產 業 的 基 礎 是 客 家 人 從 事 的 樟 腦 產
業，加 上 現 代 化 生 產 的 必 要 改 進 技 藝，另 外 以 生 產 樟 樹 生 活 對
天 然 香 精 的 需 求，以 及 政 府 大 力 推 展 的 觀 光 休 閒 產 業，在 許 多
被 人 遺 忘 的 早 期 客 家 人 採 樟 焗 腦 活 動 區 域，進 行 這 種 創 意 產 業
投 資 ， 是 符 合 現 在 台 灣 的 產 業 生 態 。  

第 四 節  客 家 樟 腦 產 業 風 華 再 現  

在 目 前 城 鄉 差 距 不 斷 擴 大 之 下，要 在 客 家 鄉 間 投 資 以 活 絡
地 方 經 濟 的 項 目 委 實 有 限 ， 這 個 樟 腦 風 華 再 現 是 結 合 客 家 文
化、樟腦 資 源、產 業、休 閒、健 身、購 物、觀 光、知 性之 多 重
目 標 新 事 業。以 投 資 成 本 與 營 運 收 入 評 估 這 個 創 新 產 業 在 各 項
調 查 所 得 之 適 當 發 展 地 點 的 投 資 分 析 ， 投 資 成 本 包 括 土 地 取
得、營 建 設 備 等 的 固 定 成 本 及 產 業 營 運 支 出 的 變 動 成 本，營 運
收 入 包 括 售 貨、勞 務、租 賃 等 收 入。由 其 中 之 各 項 數 額 以 產 業
投 資 經 濟 分 析 解 析 之 ， 以 獲 得 這 個 創 新 產 業 的 終 育 成 價 值 。
樂 觀 預 期 有 空 間 可 以 在 新 竹、苗 栗、嘉 義、台 南、高 雄、花 蓮
各 縣 各 建 一 座「 客 家 樟 腦 產 業 風 華 再 現 」之 創 新 育 成 館，每 個
館 提 供 土 地 成 本 以 外 之 一 定 額 度 的 投 資，也 能 夠 提 供 許 多 工 作
機 會 ， 持 續 常 年 有 盈 餘 之 營 運 。  

一 個 好 的 構 想 得 以 實 現，不 可 以 忽 略 市 場 規 模，其 中 樟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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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或 是 其 他 天 然 香 精 資 源 的 來 源 是 主 要 的 規 模 基 礎，組 合 單
元 的 客 源 則 是 市 場 的 另 外 一 項 基 礎，這 兩 個 市 場 規 模 能 夠 有 一
定 的 認 識，將 可 以 知 己 知 彼，至 少 立 於 不 敗 之 地。若 是 以 上 的
結 果 獲 的 是 正 面 的 結 果，接 下 來 就 是 寄 望 能 夠 實 現 這 個 曾 經 為
我 客 家 人 帶 來 巨 大 經 濟 利 益 的 樟 腦 產 業 ， 結 合 現 代 化 的 技 藝 ，
以 符 合 現 代 台 灣 人 需 求 的 新 式 產 業 而 風 華 再 現。這 個 產 業 需 要
投 資 分 析，以 務 實 的 態 度，逐 項 檢 驗 投 資 的 成 本 與 效 益，結 果
作 為 中 央 政 府 各 部 會 或 地 方 各 及 政 府 招 商 投 資 的 基 礎 資 料 或
是 自 行 作 為 地 方 社 區 建 設 的 項 目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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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 

樟 樹 是 常 綠 闊 葉 喬 木 ， 屬 於 樟 科 ， 極 適 合 台 灣 山 地 生 長 ，
分 佈 於 台 灣 北 部 海 拔 1,200 公 尺 以 下，南 部 1,800 公 尺 以 下 山
地 至 平 地 區 域，與 其 他 數 種 形 成 混 雜 林，早 期 粗 分 為 兩 類，一
為 香 樟 (本 樟、油 樟、陰 陽 樟、栳 樟 )，可 以 熬 腦，一 為 臭 樟 (牛
樟、大 葉 樟 )，作 船 材 器 具。天 然 樟 樹 之 特 色 是 樟 樹 枯 倒 以 後 ，
蟲 蟻 不 侵，幾 乎 是 永 不 腐 朽。樟 樹 熬 出 的 樟 腦，固 體 成 白 沙 狀
稱 為 腦 沙，液 體 稱 為 腦 油，味 辛 溫，無 毒，主 治 通 關 竅，利 滯
氣 ， 治 中 惡 邪 氣 ， 霍 亂 心 腹 痛 ， 寒 濕 腳 氣 ， 疥 癬 風 蚤 ， 齬 齒 ，
殺 虫 辟 蠢，著 鞋 中 去 腳 氣。在 電 影 發 明 之 後，樟 腦 成 為 製 造 電
影 膠 捲 賽 璐 珞 的 原 料，更 是 無 煙 火 藥 的 重 要 配 料，在 醫 藥、香
料 及 工 業 上 都 有 廣 泛 應 用 。  

台 灣 北 部 地 區 的 客 家 人 大 部 分 是 清 朝 初 年 康 熙 雍 正 時 期
由 廣 東 嘉 應 州 與 惠 州 遷 入，由 於 這 個 地 方 屬 於 台 地 地 形，地 質
貧 瘠，水 源 缺 少，開 墾 時 以 開 挖 埤 塘 作 為 耕 種 水 源，碰 到 天 旱
時 期 經 常 顆 粒 無 收，天 澇 又 易 被 洪 水 沖 失 家 園，因 此 生 活 顯 得
困 頓。這 個 地 方 卻 生 長 著 茂 盛 的 樟 腦 樹，很 早 就 有 客 家 人 採 樟
焗 腦，將 樟 樹 砍 下，用 鋒 子 剷 成 薄 片，放 入 炊 桶 之 中，以 熱 水
蒸 氣 將 樟 腦 焗 出，作 為 醫 藥 之 用，是 清 朝 時 期 台 灣 生 產 佔 世 界
第 一 之 經 濟 產 業，因 為 多 為 客 家 人 經 營，稱 為「 客 家 產 業 」十
分 允 當 。  

樟 樹 資 源 過 去 的 一 百 年 間 在 台 灣 擔 負 起 很 重 要 的 經 濟 任
務，許 多 桃 竹 苗 地 區 生 活 比 較 艱 困 的 客 家 人，靠 著 樟 樹 資 源 的
開 發 與 樟 腦 煉 製 而 獲 得 持 續 工 作，增 加 經 濟 收 入，改 善 生 活 條
件。由 家 鄉 隨 著 樟 樹 資 源 開 發 逐 樹 而 居，順 著 中 央 山 脈 西 側 由
北 部 而 逐 步 南 下，漸 漸 散 佈 至 台 灣 中 南 部 地 區，由 淺 山 墾 伐 而
逐 漸 深 入 山 中，隨 著 樟 腦 的 特 殊 應 用 不 斷 發 現，是 無 煙 火 藥 的
重 要 配 料，也 是 大 發 明 家 艾 迪 生 發 明 電 影 時，製 作 電 影 膠 捲 的
主 要 原 料。樟 腦 需 求 膺 切，價 格 高 漲，台 灣 採 樟 風 氣 更 甚，北
部 地 區 的 樟 樹 資 源 逐 漸 採 罄，客 家 人 開 始 逐 漸 向 中 部 南 投 地 區
找 尋 新 的 樟 樹 資 源，因 而 逐 漸 由 新 竹 向 苗 栗 大 湖、卓 蘭 往 南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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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國 姓、埔 里、魚 池、中 寮、水 里 方 向 移 居，再 採 罄 樟 腦 之 後 ，
許 多 人 就 地 安 身，因 而 這 些 地 區 有 大 量 客 家 人 居 住。日 據 時 代
開 始，為 了 獲 得 台 灣 珍 貴 的 檜 木，很 快 興 建 縱 貫 鐵 路、東 線 鐵
路 與 各 地 的 森 林 鐵 路，大 部 分 造 路 工 人 也 客 家 人，經 由 鐵 路 的
方 便 交 通，客 家 人 很 快 的 由 北 部、中 部 延 伸 進 入 南 部 盛 產 樟 樹
的 阿 里 山 鐵 路 沿 線 的 嘉 義 中 埔、大 埔 及 台 南 縣 楠 西、高 雄 縣 甲
仙、六 龜 桃 源 等 地 方，造 就 日 據 時 期 的 樟 腦 榮 景。台 灣 光 復 時，
樟 腦 產 業 一 蹶 不 振，樟 樹 資 源 也 開 發 到 相 當 深 山 所 在，應 是 將
要 採 罄 的 程 度，加 上 人 造 樟 腦 的 出 現，客 家 人 經 營 的 台 灣 樟 腦
產 業 於 是 結 束 。  

在 樟 腦 產 業 即 將 結 束 的 四 十 年 代，台 灣 有 興 起 一 項 與 樟 腦
類 似 的 產 品 稱 為 香 茅 油，由 種 植 的 香 茅 草 之 中 焗 出 香 茅 油，作
為 製 造 香 水 的 原 料 。 短 短 二 十 年 間 ， 產 量 達 到 接 近 樟 腦 產 量 ，
隨 後 因 人 造 產 物 出 現 而 消 失 無 蹤。由 於 生 產 工 藝 類 似，產 地 多
在 原 來 樟 腦 產 區，經 營 者 也 多 為 原 來 的 腦 長 及 腦 丁，稱 香 茅 業
為 樟 腦 業 的 第 二 春 十 分 恰 當 。  

在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樟 樹 資 源 價 值 低 落，在 民 國 五、六 十 年
代 ， 巨 大 的 樟 樹 樹 根 切 成 厚 板 可 以 做 成 不 定 形 狀 的 家 具 藝 品 ，
原 來 只 採 樹 不 挖 根 的 巨 大 樟 樹 根 價 值 高 漲，又 掀 起 砍 伐 樟 樹 樹
根 的 另 一 項 樟 樹 產 業。到 了 民 國 八 十 年 代，大 陸 經 濟 採 取 改 革
開 放 政 策，大 陸 上 價 格 便 宜 又 源 源 不 斷 的 樟 樹、紅 木、梨 花 木
樹 根 及 製 作 的 藝 品 湧 進 台 灣，把 台 灣 產 的 樟 樹 根 價 格 壓 低，終
於 跌 到 沒 人 要 的 地 步 。  

一 個 時 期 樟 樹 很 寶 貴，可 以 採 樟 焗 腦，一 個 時 期 樟 樹 又 一
文 不 值 沒 人 要，一 個 時 期 樟 樹 根 又 是 寶 物，隔 一 段 時 間 樟 樹 根
又 便 宜 了。這 正 顯 示 出 天 然 資 源 的 價 值 應 該 採 取「 花 開 堪 折 直
須 折，莫 待 無 花 空 折 枝 」的 積 極 利 用 態 度。留 給 子 孫 的 是 清 潔
乾 淨 安 全 的 生 活 空 間，來 自 天 然 的 資 源 則 應 該 善 加 利 用，不 必
以 匱 乏 為 念。以 樟 腦 資 源 為 例，千 千 萬 萬 客 家 人 依 賴 採 樟 焗 腦
而 獲 得 謀 生 之 道，也 由 於 採 樟 焗 腦 而 由 新 竹 地 區 向 台 灣 中 南 部
的 麓 山 地 區 移 居，形 成 今 天 在 台 灣 各 處 都 可 以 找 到 來 自 桃 竹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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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的 客 家 人 ， 追 根 究 底 都 是 和 樟 腦 產 業 有 深 厚 淵 源 。  

這 些 開 採 樟 樹 資 源 的 客 家 人 在 結 束 採 樟 工 作 之 後，大 部 分
就 地 安 身，以 既 有 的 經 濟 基 礎，接 受 教 育 以 獲 得 公 職，或 是 找
尋 荒 地 墾 植 以 經 營 農 業，種 植 水 稻、菸 草、水 果，或 是 經 營 商
業。是 以 雖 然 客 家 人 在 這 些 地 方 比 例 雖 然 只 有 兩 三 成，卻 是 地
方 上 重 要 而 且 有 影 響 力 的 族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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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台 灣 樟 腦 業 與 客 家 人 移 民 大 事 年 表  

年房 西曆 大事 

鄭芝龍居台時期 遣其徒入山伐樟熬腦配售日本(嘉義) 

康熙 22 年 1683 年 封禁番地，禁絕採樟，犯者死。 

康熙 59 年 1720 年 逮熬腦者百數十人治其罪，此業漸廢。 

雍正 3 年 1724 年 閩浙總督滿保奏准設軍工料館，伐木以為船
料，許匠首熬腦。 

道光 5 年 1825 年 並軍工料館，設軍工廠於艋舺，兼辦腦物，
內山熬腦皆歸所收，而後配出。 

道光 19 年 839 年 禁菸，英船輒至雞籠，潛以鴉片易腦。 

咸豐 5 年 1855 年 英商德記洋行與台灣道訂約購腦，每擔價十
六元，配赴歐洲，發腦戶八元，利入道署。 

咸豐 10 年 1860 年 台灣開港，外商漸至，樟腦為出口貨，歲約
二十萬元。 

同治 2 年 1863 年 艋舺軍工館改為腦館，竹塹後壟大甲設小
館，年出三萬擔。 

同治 8 年 1869 年 廢官辦新立購腦章程，外商完稅給照出口。 

同治 9 年 1870 年 設釐金局，征收腦釐每百斤釐五錢。 

光緒 1 年 1875 年 開人民渡台及入山之禁。中路同知駐埔里撫
民里番。 

光緒 10 年 1884 年 法軍擾台封禁沿海。隘丁調防沿海，番害空
前，腦務重挫。 

光緒 13 年 1885 年 設腦務局專賣樟腦。 

光緒 12 年 1886 年 設撫墾總局、伐木局，林維源總之，置隘勇，
從事撫墾。 

光緒 13 年 1887 年 設全台腦璜總局，隸巡撫，大嵙崁彰化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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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總局，南莊、三角湧雙溪卓蘭級及埔里設
分局，按灶徵防(番)費，官收每擔八兩，售
之英商十二兩，配售香港可至二十餘兩。 

光緒 15 年 1889 年 無煙火藥發明，以樟腦為原料，腦價大漲至
每擔五十元。 

光緒 16 年 1890 年 北路歸蔡南生，彰化歸林朝棟，繳價連釐金
防費三十元，十二元給腦戶，出口 6480 擔。 

 十一月官辦改歸民辦，撤防勇，腦務大損。
請設隘勇，納防費，百斤徵稅八元，腦丁每
灶月徵八角，出口關稅一元一角五分五釐，
釐金五角五分。 

  賽璐珞工業勃起，需腦孔急。 

 廢止樟腦專賣。 

光緒 17 年 1891 年 年腦務改隸布政使司，出口 15980 擔。 

光緒 18 年 1892 年 出口 13120 擔。 

光緒 21 年 1895 年 裁灶費，每百斤改徵釐金四元。腦價越高，
香港價每擔七八十元至百元。 

 台灣割讓日本。 

明治 29 年 1896 年 樟腦、腦油依日本關稅課稅。 

明治 32 年 1899 年 設總督府殖產局，樟腦專賣，設台北、新竹、
苗栗、台中、林圯埔、羅東六個腦物局。 

明治 33 年 1900 年 設台灣樟腦局於設台北，新竹、苗栗、台中、
林圯埔、羅東五個腦物支局。 

明治 38 年 1905 年 設樟腦專賣局。 

明治 44 年 1911 年 設台北官營工廠精製樟腦。 

民國 34 年 1945 年 台灣光復，樟腦維持政府公賣。 

民國 56 年 1967 年 公賣局結束樟腦專賣制度，開放民間經營樟
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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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台灣樟腦年生產數量與價格表 
西曆與朝代年份 產量(擔) 價格(元/擔) (兩/擔) 

1865 年 同治 4 年 7,785 15.40  
1866 年 同治 5 年 8.448 16.00  
1867 年 同治 6 年 5,070 19.00  
1868 年 同治 7 年 15,254 10.93 6.5 
1869 年 同治 8 年 15,305 9.00 6.10 
1870 年 同治 9 年 16,781 9.49 6.10 
1871 年 同治 10 年 9,692 8.22 4.90 
1872 年 同治 11 年 10,362 10.36 6.20 
1873 年 同治 12 年 10,756 9.17 6.70 
1874 年 同治 13 年 12,080 8.84 6.30 
1875 年 光緒 1 年 7,139 8.25 4.80 
1876 年 光緒 2 年 8,795 8.71 5.80 
1977 年 光緒 3 年 13,177 10.00 6.00 
1878 年 光緒 4 年 13,816 9.50 6.00 
1879 年 光緒 5 年 11,115 9.76 6.50 
1880 年 光緒 6 年 12,335 12.24 8.20 
1881 年 光緒 7 年 9,317 12.81 8.60 
1882 年 光緒 8 年 5,211 12.33 8.10 
1883 年 光緒 9 年 3,300 17.47 11.70 
1884 年 光緒 10 年 462 11.95 7.90 
1885 年 光緒 11 年 3 13.89 8.90 
1886 年 光緒 12 年 1,335 16.86 11.00 
1887 年 光緒 13 年 2,757 13.56 8.90 
1888 年 光緒 14 年 3,834 12.00 8.40 
1889 年 光緒 15 年 4,177 16.50 8.80 
1890 年 光緒 16 年 7,242 30.00 15.60 
1891 年 光緒 17 年 18,882 36.50 15.53 
1892 年 光緒 18 年 17,541 41.75 17.60 
1893 年 光緒 19 年 33,320 4.85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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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曆與朝代年份 產量(擔) 價格(元/擔) (兩/擔) 
1894 年 光緒 20 年 39,547 41.00 20.50 
1895 年 光緒 21 年 15,805 68.50 24.30 
1896 年 明治 29 年    
1897 年 明治 30 年    
1898 年 明治 31 年    
1899 年 明治 32 年 31.891   
1900 年 明治 33 年 58,413   
1901 年 明治 34 年 62,551   
1902 年 明治 35 年 55,369   
1903 年 明治 36 年 62,746   
1904 年 明治 37 年 63,468   
1905 年 明治 38 年 52,391   
1906 年 明治 39 年 60,718   
1907 年 明治 40 年 80,955   
1908 年 明治 41 年 79,818   
1909 年 明治 42 年 74,080   
1910 年 明治 43 年 112,188   
1911 年 明治 44 年 98,155   
1912 年 大正 1 年 68,000(精)85,282   
1913 年 大正 2 年 74,300(精)95,671   
1914 年 大正 3 年 79,500(精)105,737   
1915 年 大正 4 年 80,600(精)   
1916 年 大正 5 年 80,300(精製量) 105(精製價)  
1917 年 大正 6 年 61,900(精製量)   
1918 年 大正 7 年 47,600(精製量)   
1919 年 大正 8 年 43,300(精製量)   
1920 年 大正 9 年 49,600(精製量)   
1921 年 大正 10 年 39,300(精製量)   
1922 年 大正 11 年 40,800(精製量)   
1923 年 大正 12 年 60,100(精製量)   
1924 年 大正 13 年 51,400(精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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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曆與朝代年份 產量(擔) 價格(元/擔)  (兩/擔) 
1925 年 大正 14 年 43,600(精製量) 187(精製價)  
1926 年 昭和 1 年    

1927 年 昭和 2 年 
53,579(粗)  
49,166(精) 

  

1928 年 昭和 3 年 67,262   
1929 年 昭和 4 年 71,577   
1930 年 昭和 5 年 55,606   
1931 年 昭和 6 年 60,156   
1932 年 昭和 7 年 73,084   
1933 年 昭和 8 年 74,006 109  
1934 年 昭和 9 年 90,093 115  
1935 年 昭和 10 年 87,084 132  
1936 年 昭和 11 年 85,818 132  
1937 年 昭和 12 年 94,262 132  
1938 年 昭和 13 年 93,829 146  
1939 年 昭和 14 年 69,947 156  
1940 年 昭和 15 年 31,643 291  
1941 年 昭和 16 年 47,894 310  
1942 年 昭和 17 年 31,643 224(精製價)  
1943 年 昭和 18 年 24,006   
1944 年 昭和 19 年 18,954   
1945 年 民國 34 年 4,643   
1946 年 民國 35 年 21,159   
1947 年 民國 36 年 20,995   
1948 年 民國 37 年 23,232   
1949 年 民國 38 年 19,129   
1950 年 民國 39 年 6,573   
1951 年 民國 40 年 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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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台 灣 樟 腦 產 業 與 客 家 人 散 佈 研 究 歷 次 田 野 調 查 整 理 紀 錄  

時 間 ： 2003/04/05 

地 點 ：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種 瓜 路  75 號 。  

訪 問 對 象 ： 彭 富 松 先 生  

訪 問 紀 錄 ：  

 台 南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的 父 親 彭 富 松 老 先 生 對
樟 腦 業 頗 有 了 解，其 父 親 彭 旺 古 及 兄 長 彭 丁 松 均 曾 為 腦 長，經
營 樟 腦 業 從 新 竹 經 營 至 苗 栗 大 湖，再 由 大 湖 遷 至 南 投 埔 里。他
對 於 家 族 經 營 之 樟 腦 行 業 的 腦 寮、腦 灶 有 實 務 經 驗，一 個 腦 長
如 何 進 行 例 行 的 生 產 工 作，腦 丁 人 數 與 工 作 安 排，樟 腦 業 的 經
濟 狀 況 等 等 有 非 常 豐 富 而 且 實 際 的 第 一 手 資 料，這 些 仍 然 在 彭
老 先 生 腦 中 的 樟 腦 經 營 資 料 若 沒 有 盡 快 發 掘，以 後 必 將 消 失 無
蹤，要 在 找 到 這 麼 親 近 的「 腦 長 」後 裔 將 難 上 加 難，這 也 是 本
研 究 提 出 的 一 張 王 牌 。  

 

 

時 間 ： 2003/06/01 

地 點 ： 嘉 義 縣 中 埔 鄉 社 口 村 十 塊 厝 27 號 。  

訪 問 對 象 ： 李 宗 立  

訪 問 紀 錄 ：  

李 宗 立  中 埔 鄉 社 口 村 十 塊 厝 27 號 。 父 親 李 阿 添 ，  民 國
27 年 ， 父 親 10 歲 時 (父 親 民 國 18 年 生 )時 南 遷 ， 原 住 新 竹 縣
芎 林 鄉。用 牛 車 拉，到 嘉 義 中 埔 鄉 中 心 埔 八 掌 溪 邊 墾 田，現 耕
1.6 甲 土 地 。 祖 父 輩 李 榮 貴 、 李 榮 春 ， 父 輩 李 阿 添 、 李 添 福 、
李 添 丁 。 兄 弟 輩  李 金 水  李 金 印  李 宗 立 。 說 有 認 識 一 位 十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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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 焗 腦 的 客 家 人 ， 在 十 塊 厝 焗 腦 的 人 經 濟 比 較 好 ， 收 入 比 較
多 ， 後 來 搬 去 高 雄 住 。  

 

 

時 間 ： 2003/06/03 

地 點：訪 問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彎 丘 村 香 蕉 山 梅 嶺 29 之 3 號  天 香 園
餐 廳  

訪 問 對 象 ： 徐 文 里 先 生  

訪 問 紀 錄 ：  

在 梅 嶺 29 之 3 號  天 香 園 餐 廳 徐 文 里 先 生 家 中 有 一 個「 焗 腦
鐵 鍋 」。 (擇 期 去 照 相 ， 另 外 照 訪 談 人 徐 文 里 、 徐 文 男 照 片 ， 另
外 訪 問 文 玉 、 文 生 ) 已 照 相 。 訪 談 人 徐 文 里 之 父 親 徐 榮 富 生 前
是「 腦 丁 」。第 一 代  徐 榮 富，日 據 大 正 三 年 (1914 年 )生，擔 任
腦 丁 工 作，原 住 竹 南 郡 南 莊 田 尾 235 番 地，父 親 徐 石 德 原 來 是
地 理 師 。 經 查 田 尾 現 在 地 名 「 田 美 」， 位 於 獅 頭 山 下 ， 原 籍 廣
東 省 鎮 平 縣。根 據 訪 談 人 徐 先 生 報 告：其 父 親 擔 任 腦 丁，有 腦
丁 牌，現 在 已 遺 失。原 來 焗 腦 工 作 是 從 南 投、雲 林、嘉 義 大 埔
一 路 下 來，到 台 南 楠 西、關 廟，再 到 高 雄 縣 阿 蓮 鄉 焗 腦，後 來
又 返 回 嘉 義 阿 里 山 焗「 杉 油 」，就 是 現 在 很 流 行 的「 香 精 」。在
1940 年 代 時 ， 天 然 樟 腦 大 都 採 完 ， 因 為 要 找 一 個 落 地 之 處 ，
而 和 鄉 親 羅 仕 雲、魏 秀 喜 一 齊 到 香 蕉 山 開 山 種 植 香 蕉，在 山 腰
北 側 較 為 平 坦 處 築 屋 居 住，後 來 香 蕉 因 為 運 輸 困 難 而 被 平 地 搶
種，改 種 梅 樹，至 今 梅 樹 都 有 五 六 十 年 數 齡，在 梅 花 盛 開 的 冬
季，滿 山 白 花，淡 香 素 色，有 非 常 之 氣 勢，謝 副 總 統 東 閩 因 而
命 名 「 梅 嶺 」， 現 在 梅 子 相 關 產 業 已 發 展 為 香 蕉 山 的 重 心 ， 雖
然 早 期 地 名「 香 蕉 」，現 在 已 改 名「 梅 嶺 」。徐 榮 富 生 四 子，分
別 是 文 男 、 文 玉 、 文 生 、 文 里 1951 年 生 ， 個 別 經 營 梅 子 相 關
產 業 ， 在 梅 嶺 地 區 頗 富 盛 名 。  

腦 灶 現 在 已 難 有 遺 跡，依 照 經 驗：腦 灶 是 用 磚 土 壘 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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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個 大 鐵 鍋 以 外，其 他 設 備 部 分 都 是 木 製 為 主，盛 腦 油 的 是
陶 罐 ， 因 此 可 以 找 到 的 遺 跡 大 約 也 只 剩 下 「 腦 灶 鍋 」 了 。  

 

 

時 間 ： 2003/07/01 

地 點 ： 客 家 電 視 開 播 典 禮 採 訪  

訪 談 對 象 ： 嘉 義 中 埔 范 水 秀 先 生  

訪 談 內 容 ： 已 知 的 某 些 採 樟 腦 的 客 家 村 有 白 河 竹 子 內 、 林 子
內 、 崎 內 、 楠 西 香 蕉 山 梅 嶺 、 東 山 高 原 、 大 內 。 新 埤 竹 庄 村 。
宜 蘭 蘇 澳 朝 陽 里 （ 東 澳 外 海 邊 ）。  

嘉 義 中 埔 鄉 和 睦 村 、 十 字 路 ， 中 埔 、 水 上 都 有 客 家 人 。  

嘉 義 中 埔 鄉 和 睦 村、和 興 村、和 美 村、十 字 路。和 睦 村 長 陳 柏
麟 獅 隊 隊 長 。  

范 水 秀  和 睦 村 97 號  原 在 關 西 經 營 茶 工 廠 遷 屏 東 內 埔 豐 田 村
新 北 勢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到 嘉 義 耕 田 開 墾 。  

 

 

時 間 ： 2003/08/01 

地 點 ： 腦 灶 新 竹 縣 峨 嵋 鄉 富 興 國 小 邊  

訪 談 對 象 ： 黃 森 昌 先 生  

訪 談 內 容 ： 由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先 生 採 訪 阿 良 頭 併 照 相 。  

現 在 可 以 發 現 腦 灶 之 處 所 有：新 竹 縣 峨 嵋 鄉 富 興 國 小 邊 之「 阿
良 頭 樟 腦 寮 」腦 灶，正 常 生 產。聯 絡 人 黃 森 昌，03-5806320，
03-580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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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2003/08/01 

地 點 ：  訪 東 華 樟 腦 廠 。  

訪 談 對 象 ： 吳 騰 金 先 生  專 業 樟 腦 生 產 廠  

地 址：苗 栗 銅 鑼 鄉 樟 樹 村 七 鄰 竹 圍 2 號 037-981219，980968。 

訪 談 內 容 ：  

有 六 座 蒸 餾 釜，由 原 木 劈 片 機 兩 台、熱 水 鍋 爐 一 台、壓 力
釜 蒸 餾 六 座、蒸 氣 冷 卻 桶 兩 個、腦 田 分 離 槽 兩 座 等 完 整 的 生 產
設 備 。 電 視 有 報 導 。  

吳 先 生 表 示：二 十 年 前，還 有 樟 腦 業 者 二 十 餘 家，現 在 只 剩 下
十 幾 二 十 家 。  

每 年 進 口 約 1000 噸 樟 腦 ， 大 部 分 從 大 陸 進 口 。 現 在 的 樟
樹 樹 齡 較 小，少 有 五 十 年 以 上 的，含 腦 量 較 少，大 約 1%左 右 。
買 進 木 材 2 元 /公 斤 ， 大 概 就 是 伐 木 工 資 加 上 運 費 。 腦 油 要 在
700 元 /斤 才 會 賺 錢 。 一 個 工 人 每 天 蒸 四 桶 ， 得 腦 40 斤 左 右 。  

附 資 料 「 堅 持 下 的 古 老 傳 統 行 業 」 東 華 樟 腦 廠  

 

 

時 間 ： 2003/08/01 訪 彭 廣 全 先 生  

地 點：東 峰 木 材 行 檜 木 由 蒸 餾 廠。苗 栗 縣 三 義 鄉 雙 湖 村 草 湖 202 
號 。  037-872271 

對 象 ： 彭 廣 全  先 生   木 材 廠 兼 營 樟 腦 等 香 精 蒸 餾 。  

內 容 ： 有 一 台 木 材 劈 片 機 、 熱 水 鍋 爐 一 台 ， 壓 力 蒸 餾 釜 兩 座 、
蒸 氣 冷 卻 桶 一 個 、 腦 田 分 離 槽 一 座 等 完 整 的 生 產 設 備 。  

一 個 工 人 一 日 蒸 一 桶 ， 木 片 1000 斤 /日 ， 得 腦 10 斤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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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2003/08/01 專 訪  

地 點 ： 苗 栗 三 義 鄉 西 湖 村 伯 公 坑 195 號 。  

對 象 ： 副 腦 長  黃 俊 霖 先 生 。  037-873272， 0933-551771 

內 容 ： 中 華 樟 腦 博 物 館 之 展 示 腦 灶 ， 展 示 用 ， 不 堪 使 用 。  

 

 

時 間 ： 2003/08/02 

收 集 資 料 ：  

家 駿 企 業    製 售 樟 腦 產 品   南 投 縣 草 屯 虎 山 路 393 號 。
049-390630。  

德 合 樟 腦 公 司 ， 1968 年 接 收 原 公 賣 局 經 營 之 「 台 灣 樟 腦 廠 」。  

賣 柰 丸 每 一 公 斤 三 百 元 左 右 。  

怡 慶 化 工  製 售 樟 腦 產 品   台 南 市 崇 學 路 230 巷 88 號 。
06-2673431。  

江 石 化 工  製 售 樟 腦 產 品   台 南 縣 永 康 市 新 工 路 12 號 。
06-2012724。  

花 草 阿 媽   製 售 樟 腦 產 品   台 北 市  宋 先 生 。 02-29579456，
 0937-187-717。  

萬 家 福    製 售 樟 腦 產 品   三 重 市 後 竹 圍 街 281 號，蔡 秀 綠 。
 0955-478-626。  

 

 

時 間 ： 2003/08/07 

地 點 ： 台 南 縣 新 化 鎮  

對 象 ： 彭 耀 星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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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彭 添 松，住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中 正 路 480 號。是 台 南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老 師 的 小 伯 父 。 是 以 前 家 中 掌 管 經 濟 ，
應 可 知 道 關 於 樟 腦 價 格 與 工 資 米 價 相 關 資 料 。  

   

時 間 ： 2003/08/10 

地 點 ： 楠 西  

對 象 ： 徐 文 里 先 生  

內 容：發 現 徐 先 生 客 語 能 力 大 進 步，已 經 可 以 相 當 順 利 用 客 語
交 談 。 照 下 腦 鍋 照 片 。  

腦 鍋  直 徑 82.5 公 分，深 度  37.5 公 分，厚 度  1.0 公 分，粗 估
重 量 約 有 9,800(精 算 9,818)立 方 公 分，78.4 公 斤，130 斤 重 。
一 個 人 扛 很 重 ， 兩 個 人 扛 剛 好 。  

 

 

時 間 ： 2003/8/10 

地 點 ： 台 南 縣   東 山 鄉  

對 象 ： 鄭 皆 能 先 生  

內 容：拜 訪 台 南 縣 東 山 鄉 高 原 村 高 原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鄭 皆 能 前 理
事 長，發 現 在 日 據 時 期 有 台 灣 北 部 的 客 家 人 南 下 到 東 山 鄉「 圓
墩 湖 」地 方 採 樟 焗 腦。按 圓 墩 湖 位 於 東 山 鄉、白 河 鎮 與 嘉 義 縣
大 埔 鄉 交 界 處 所，標 高 700 公 尺，行 政 區 是 台 南 縣 東 山 鄉 青 山
村 李 子 園 地 方 。  

 

  

時 間 ： 2003/09/07  2003/09/09 

地 點 ： 學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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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 蘇 陳 莫    

內 容 ： 家 住 學 甲 鎮 建 國 東 路 26 號 ， ， 原 住 於 台 南 縣 南 化 鄉 關
山 村 後 堀 地 區，父 親 生 於 民 前 14 年，原 是 樟 腦 腦 丁 。 

 蘇 陳 莫 的 父 親 原 來 是 作 採 樟 焗 腦 工 作 ， 原 來 住 於 竹 東 ， 參
加 焗 腦 之 後，一 路 由 新 竹 的 竹 東 往 南 下 山 區 工 作，哪 裡 有 樟 就
做 到 哪 裡 。 其 父 親 生 於 民 前 14 年 ， 三 十 九 歲 時 候 即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時 開 始 作 樟 腦，做 到 日 據 後 期 之 時，樟 腦 沒 有 出 路 之 後 就
停 止 了， 後 作 樟 腦 的 地 方 是 在 嘉 義 觸 口 地 區，沒 有 樟 腦 做 就
進 入 大 埔、大 茅 埔 及 關 山 後 堀 地 區，在 後 堀 地 區 落 戶，開 墾 後
堀 地 區。後 來 在 民 國 四 十 年 代，香 茅 油 價 錢 好 得 時 候，也 開 爐
焗 香 茅 油 ， 收 益 比 一 般 墾 田 耕 地 要 好 一 些 。  

 

 

時 間 ： 2003/10/05 

地 點 ：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對 象 ： 陳 棠 棣 先 生  

內 容 ： 訪 問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照 興 村 陳 棠 棣 先 生  

先 父 張 國 增 ， 原 住 桃 園 中 壢 客 家 人 ， 移 居 台 南 縣 楠 西 鄉 ，
曾 任 楠 西 鄉 保 正，代 書，玉 井 糖 廠 委 員，先 後 娶 四 房 夫 人，第
三 夫 人 姓 陳，竹 東 人，民 國 十 七 年 生 棠 棣。棠 棣 八 歲 時，張 先
生 擔 任 玉 井 糖 廠 委 員 時，因 心 慈 手 軟，一 身 肩 負 一 莊 之 蔗 農 損
失，因 而 負 債 離 職，家 人 四 散，棠 棣 因 而 改 從 母 姓，母 又 招 新
竹 新 埔 人 劉 國 倉 為 繼 父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生 一 弟 曰 劉 阿 生 及 一
妹 ， 劉 家 曾 派 人 由 新 竹 前 來 認 親 ， 得 以 歸 宗 ， 現 有 劉 氏 家 譜 。 

張 國 增 先 生 曾 於 楠 西 莊 內 開「 樟 腦 館 」，統 籌 收 購 附 近 所 焗
樟 腦 ， 年 幼 時 ， 曾 隨 父 巡 視 所 屬 腦 寮 ， 印 象 中 當 時 腦 寮 分 佈 ，
及 於 內 山，楠 西 附 近 已 少，十 餘 座 腦 寮 大 都 在 後 埔 後 崛，即 今
之 嘉 義 大 埔 及 南 化 關 山 地 方。所 焗 樟 腦 均 以 人 力 肩 挑 到 腦 館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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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 此 時 在 民 國 二 十 五 、 六 年 (1936-37 年 )， 樟 腦 已 經 採 掘 至
內 山 所 在 。 淺 山 部 份 已 經 採 完 。  

 

 

時 間 ： 2003/10/11 

地 點 ： 高 雄 縣 甲 仙 鄉  

對 象 ： 曾 德 明 先 生  

內 容 ： 訪 問 甲 仙 鄉 化 石 館 原 館 長 現 顧 問 曾 德 明 先 生  

 曾 德 明 先 生 民 國 十 五 年 生 ， 父 親 曾 禎 祥 ， 民 前 十 年 生 ， 新
竹 峨 嵋 鄉 復 興 村 客 家 人 ， 祖 上 來 自 福 建 汀 州 府 武 平 縣 田 寮 莊 ，
十 七、十 八 世 祖 叔 姪 連 袂 來 台，德 明 先 生 二 十 四 世。父 親 十 八
歲 時 (民 國 八 年 )家 鄉 受 到 1957 年 八 七 水 災 前 一 次 的 全 台 大 水
災，將 田 地 沖 成 河 床，絕 望 之 際，下 定 決 心 南 下 投 靠 其 舅 舅 吳
明 凰。吳 先 生，苗 栗 銅 鑼 客 家 人，時 在 甲 仙 擔 任 腦 長 工 作，禎
祥 先 生 由 新 竹 南 下 甲 仙 投 靠 舅 舅 時，先 在 三 民 內 山 擔 任 腦 丁 及
抽 藤 工 作，辛 勤 有 加，年 二 十 四 結 婚，二 十 六 生 長 子 德 明 及 兄
弟。腦 丁 沒 做 以 後 就 下 山 到 甲 仙「 不 要 存 置 林 野 」(簡 稱 不 置 林
野 )開 墾 ， 種 植 稻 米 、 甘 蔗 。  

 甲 仙 埔 客 家 人 大 部 分 來 自 新 竹 、 苗 栗 ， 次 為 東 勢 角 ， 六 堆
客 家 人 極 少 數。約 佔 全 部 人 口 四 分 之 一，其 他 的 四 分 之 一 是 福
佬 人，二 分 之 一 是 平 埔 族。有 客 家 信 仰 的 義 民 廟，位 於 油 礦 巷。
客 家 人 是 甲 仙 鄉 的 政 治 主 力 ， 歷 任 鄉 長 大 部 分 由 客 家 人 擔 任 。 

 甲 仙 在 民 國 四 年噍吧 年 事 件 的 時 候 就 已 經 有 非 常 旺 盛 的 樟
腦 產 業，樟 腦 館 就 設 在 現 在 的 林 務 局 甲 仙 工 作 站，稱 為 樟 腦 公
司 ， 由 日 本 人 經 營 ， 有 好 多 個 腦 長 ， 吳 老 先 生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民 國 四 年 時，吳 明 凰 擔 任 保 甲 書 記，就 是 現 在 的 村 幹 事，被 日
本 人 逼 問 是 否 參 與噍吧 年 事 件 ， 一 下 子 甲 仙 人 口 少 掉 三 千 人 。
據 聞噍吧 年 大 都 是 平 埔 族 參 加 ， 客 家 人 參 加 的 不 多 。 甲 仙 當 時
是「 武 裝 開 發 」上 山 採 腦，腦 丁 配 有 槍 枝 等 武 力，在 腦 館 有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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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室，槍 枝 甚 多。採 腦 工 作 不 限 只 有 客 家 人，也 有 許 多 日 本 人，
甲 仙 人 口 中 有 一 時 期 日 本 人 口 佔 有 一 半 人 口，大 部 分 都 是 來 採
樟 腦 的。甲 仙 樟 腦 業 一 直 到 台 灣 光 復 以 後，樟 腦 出 路 不 多，價
錢 跌 低，樟 腦 業 一 下 子 衰 落。後 來 剩 下 三 奶 埔 及 滴 水 坑 兩 家 腦
灶 經 營 至 民 國 五 十 年 代，現 在 再 也 找 不 到 當 年 這 個 甲 仙 主 要 產
業 的 遺 跡 了 。  

 

 

時 間 ： 2003/11/03 

地 點 ： 高 雄 縣 六 龜 鄉  

對 象 ： 羅 宗 發 先 生  

內 容 ： 訪 問 六 龜 鄉 老 人 福 利 協 進 會 會 長 羅 宗 發 先 生  

 羅 先 生 是 在 大 正 五 年 級 民 國 五 年 由 桃 園 龍 潭 鄉 遷 來 六 龜 來
焗 腦，擔 任 腦 丁，是 由 腦 長 到 家 鄉 召 集 有 意 賺 多 一 點 錢 的 困 頓
客 家 鄉 親，一 次 都 召 二、三 十 人，那 時 候 的 樟 腦 工 作 比 耕 田 好
很 多，生 產 的 樟 腦 由 政 府 收 購，沒 有 滯 銷 問 題，但 是 有 一 些 風
險 ， 山 地 同 胞 還 未 完 全 戒 除 出 草 習 俗 。  

六 龜 地 區 較 多 樟 腦 的 地 方 由 六 龜 一 直 延 伸 至 寶 來 、 桃 源 、
梅 山，幾 乎 取 之 不 絕。那 時 候 有 五、六 個 腦 長，都 是 北 部 客 家
人，每 個 腦 長 掌 理 二、三 十 座 腦 灶，一 個 腦 灶 就 是 一 個 工 作 班，
有 五 六 個 人，一 早 就 上 山 採 腦，鋒 子、布 袋 出 門，在 山 上 倒 下
樟 樹 後 就 地 剷 匕，剷 到 中 午 大 約 就 有 一 袋，扛 回 腦 寮 炊 腦，順
便 吃 午 飯，下 午 再 上 山 一 次，大 約 是 一 天 兩 包，一 天 剷 匕 一 千
斤 ， 可 以 炊 一 桶 ， 炊 出 30 斤 至 五 十 斤 樟 腦 。  

樟 腦 價 錢 大 約 是 一 斤 腦 一 斤 米 ， 那 時 候 米 價 貴 ， 所 以 腦 價
也 貴。一 天 賺 十 斤 米，是 一 般 平 地 工 資 的 三 倍。不 單 單 是 工 資
高 ， 而 且 是 天 天 有 工 作 ， 不 像 平 地 工 作 沒 有 那 麼 均 勻 。  

樟 腦 產 業 日 據 時 候 都 很 盛 行 ， 到 光 復 以 後 就 大 減 ， 剩 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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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十 分 之 一 ， 這 些 客 家 人 大 部 分 還 是 留 在 當 地 生 活 ， 有 些 開
店，有 些 耕 田。採 腦 人 數 在 當 年 六 龜 就 有 四 五 百 人，現 在 大 約
膨 脹 到 兩 三 千 人，佔 人 口 的 四 分 之 一 左 右，寶 來 幾 乎 全 是 客 家
人，荖 濃 村 也 幾 乎 全 是 客 家 人，全 部 都 是 北 部 客 家 人，來 自 六
堆 的 客 家 人 很 少。有 當 過 鄉 長 代 表 主 席 等 重 要 職 務，鄉 公 所 早
期 幾 乎 全 是 客 家 人。由 於 客 家 人 認 真 打 拼，因 此 在 六 龜 地 區 屬
於 生 活 比 較 不 錯 的 族 群 。  

 

 

時 間 ： 2003/11/19 

地 點 ： 六 龜 寶 萊  

對 象 ：  劉 昌 榮 先 生  

內 容：劉 昌 榮 先 生，民 國 七 年 生 於 南 投 中 寮 八 枝 仙，原 住 新 竹
縣 竹 東 橫 山 鄉 大 肚 村 ， 祖 父 劉 立 (世 )和 ， 父 親 劉 廷 守 ， 南 下 做
樟 腦，劉 先 生 在 十 歲 時 才 由 中 寮 南 下 到 六 龜 鄉 寶 來 地 區，讀 書
做 班 長 ， 畢 業 後 也 當 青 年 團 班 長 。 23 歲 結 婚 ， 在 民 國 三 十 年
即 上 山 採 腦，前 後 才 四 年，採 腦 地 點 在 寶 來 在 進 去 的 桃 源 鄉 的
「 樟 山 」地 方，過 溪 向 西 邊 山 上 走 兩 個 鐘 頭 的 山 上，已 經 快 到
「 梅 山 」了。採 四 年 沒 有 更 換 腦 寮，日 本 人 用 樟 腦 來 做「 無 煙
火 藥 」。到 台 灣 光 復 之 後，樟 腦 政 府 不 收 了，就 結 束 採 樟 工 作 ，
下 山 打 零 工 或 是 耕 田 ， 後 來 在 寶 萊 派 出 所 前 面 開 一 家 來 香 飯
店 ， 自 從 開 闢 南 部 橫 貫 公 路 之 後 ， 生 意 相 當 不 錯 。  

 劉 先 生 經 營 腦 寮 當 時 ， 腦 寮 就 是 家 ， 也 是 一 家 人 工 作 的 所
在，父 母 夫 妻 兄 弟 小 孩 一 家 子 顧 一 個 腦 灶，一 個 月 挑 一 擔 樟 腦
72 斤 到 六 龜 去 交，領 了 錢 買 米 五 六 斗 挑 上 山，(一 斗 十 一 斤 半 )，
一 趟 走 來 回 三 天。米 價 大 約 與 腦 價 相 似，焗 腦 過 日 子 差 不 多 就
是 打 平 過 ， 腦 多 一 些 就 有 剩 一 點 點 積 蓄 。  

目 前 劉 家 來 台 祖 不 清 楚 ， 沒 有 族 譜 或 宗 譜 ， 但 是 知 道 自 己
是 十 九 世 ， 字 輩 是 「 … 世 守 ， 家 興 邦 德 康 」， 在 荖 濃 有 南 下 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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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公 塔，阿 公 婆 亦 請 下 來 了，與 新 竹 聯 絡 漸 少。新 竹 劉 家 應 有
族 譜 ， 可 能 是 漏 掉 ， 只 要 續 上 即 可 。  

 

 

時 間 ： 2003/11/26 

地 點 ： 台 南  

對 象 ： 電 話 訪 問 南 投 埔 里 腦 長  彭 添 松 先 生  

內 容 ： 彭 添 松 地 址 是 ： 南 投 縣 埔 里 鎮 中 正 路 480 號 。  

 台 南 市 客 家 文 化 協 會 總 幹 事 彭 耀 星 的 伯 父 彭 添 松 老 先 生 對
樟 腦 業 頗 有 了 解，其 父 親 彭 旺 古 及 兄 長 彭 丁 松 均 曾 為 腦 長，經
營 樟 腦 業 從 新 竹 經 營 至 苗 栗 大 湖 ， 再 由 大 湖 遷 至 南 投 埔 里 。  

彭 添 松 是 以 前 家 中 掌 管 經 濟 ， 應 可 知 道 關 於 樟 腦 價 格 與 工
資 米 價 相 關 資 料。其 父 親 彭 旺 古 生 五 子，分 別 為 彭 丁 松、彭 茂
松、彭 貴 松、彭 添 松 (83 歲 )、彭 富 松 ( 80 歲 )，一 家 人 經 營 樟 腦
業，父 親 及 長 兄 彭 丁 松 擔 任 過 腦 長，彭 添 松 擔 任 帳 務。添 松 生
一 子 叫 彭 家 彰 ， 夫 婦 同 時 在 新 莊 擔 任 律 師 。  

添 松 知 道 暫 日 據 末 期，一 工 人 約 1.5 元，月 薪 四 十 五 元。一
斗 米 十 一 斤 半 兩 元，樟 腦 大 約 一 斤 米 一 斤 腦，腦 砂 貴 一 些，三
工 人 一 斗 米 在 日 據 中 期 的 時 候 ， 工 錢 更 便 宜 。  

香 茅 油 在 民 國 五 十 年 貴 的 時 候 曾 經 達 到 一 斤 100 元 ， 平
均 約 一 斤 60 元 上 下， 高 價 時 與 米 價 換 是 一 斤 香 茅 油 兩 斗 米，
平 常 約 一 斤 油 一 斗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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