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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變，生活環境也在變，許多

不適應農業社會的傳統行業，自然沒落

淘汰了。「牽豬哥」這一行業，看險來

只不過雕蟲小技，尤其是現在科技時代

早己日漸式微。

民國 50 年代，牽豬哥可鑏是最輕

鬆又有趣的一行。「豬哥」，即指沒有

被閹過的公豬，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種

公豬」；牽豬哥即是專門以趕豬哥為母

豬配種的人。事實上，牽豬哥純

粹是服務業，為豬仔延險下

一代，何嘗不是功德一椿

呢！

早期「牽豬哥」這三個

字的來由是有根據的，當豬

哥見到發情的豬母，其翹嘴

鼻險即會有反應，口水會一

險流出 (即豬哥涎)，前腳會

馬上向母豬後背趴上去；如

遇到初次尚未有生育經險的

母豬，往往無法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傳

宗接代的任務，為節省時間，常常須在

旁險助─「牽好扶正」，才能使配種工

作順利完成，這也許是「牽」豬哥一語

的由來吧！

看似輕鬆的工作，當然也有艱辛的

時候。豬哥應召出門遠征，其實是用

「趕」的，並不是用「牽」的；趕豬哥

上路，必須事先準備一枝藤條，以做驅

趕之用。另外，還準備一付澆水器具，

以便在天氣炎熱時，隨時將冷水淋灑在

豬哥背上，替牠「去火、降熱、去

暑」，減輕豬哥在路上體力的負荷。然

而，當應召地點在偏遠的鄉下地區，經

常得千里迢迢、披星戴月般的趕路，以

趕在適當的時間受胎；後來改以馬達三

輪車或機車代步，才輕鬆許多。

台灣許多傳統行業，隨著現代科技

化而日漸式微，往日的風光已不再，尤

其年輕一代怕被人取笑戲謔替人牽豬

哥，早已退避三舍，不願傳承此一行

業，而老一輩的執業人員大都改行轉

業，如今徒留「牽豬哥」之名，在鄉間

成為茶餘飯後的趣談，不出幾年，這險

傳統牽豬哥行業將成絕險。

早期牽豬哥人是用走路矏十分辛苦

種豬自然交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