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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舊製材廠區系列報導二
—人文資源調查概況
文■莊世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業博物館規劃暨環境生態調查計畫主持人

首先，設定由東勢林管處所提供之退休

老員工名冊出發，搭配計畫期間所舉行之退

休老員工聯誼活動，辨認出其中舊屬大雪山

林業公司的員工，以所服務部門及接觸公司

營運細節程度、與公司特有之關聯列出第一

階段篩選訪問之人選；進行方式以口述訪談

為主，由前導訪談對象中再導引出其他重要

關聯人物，並隨時修正關係網絡想像。同時

並伴隨檢拾在廠區荒置的文件什物等作比對

參照老員工說明之用。

其次，將觸角延伸至地方。開始訪談地

方上曾見證當年盛況的居民及守護木業重要

廟宇委員會，由地方文史團體引介適當人選

如當年旅館業者、戲院業者進行訪談；以及

拜訪東勢高工資深老師，了解校史及學校與

「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的互動。

再者，將觸角外延至國家的林業史觀，

尋求東勢山城暨「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在

台灣林業史上的定位。邀請台灣林業史民間

採集人及林業界學者就全國視野格局給予相

關意見與資料。

最後，將三個步驟面向之調查結果加以

整合，做為博物館規劃之依據。

一、前言

「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是台灣森林工業

現代化歷程中一個發人深思的案例，本文企

求能做到的是一步步辨認出在這案例中所難

得聚合的多重歷史變因，繼而整理出篩經重

重時空濾網後所結晶出的台灣林業文化思考

角度。

這段撿拾∕辨認∕篩濾的過程，設計以

「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為運轉軸心，同時縱

向追往東勢地方城鎮的林業命脈生成傳續，

及橫向察看在同一時空剖面下的地方互動狀

況。交錯綜橫地顯現台灣政經、族群、城鄉

移動的背景，讓小歷史與大歷史環扣成一個

平台。

同時為了做好博物館園區規畫工作的先

導部隊，人文資源調查概況的執行必須時時

以為博物館概念服務為前提。當「台灣大雪

山林業公司」的歷史重現工作嵌合在地方的

林業脈絡裡來被檢視之時，湧現的文化礦脈

才能讓規劃者想像地方上有哪些文化資本可

以為博物館經營使用，本項人文調查概況工

作分成為三個大項，同時進行，最後再加以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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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等。

B. 所知之大雪山林業公司營運細節，起落的

狀況。

C. 受訪者之林業相關生命起落。

D. 受訪者的土地軌跡。

E. 受訪者可延伸推薦之重要線索人士。

F. 對園區未來再利用的初步想法。

（二）調查概況

1. 老員工部分

以研究「大雪山林業公司」歷史背景、

起落實況為主軸，連結上林業界、機械界、

地方文史界，環繞主題核心而進行。主要採

訪對象為在「大雪山林業公司」服務過之老

員工，兼包括東勢山城地區資深之見證老居

民與台灣關心林業文史人士。

老員工紀錄概況部份，完整東勢林管處

退休人員名冊登錄有798人。因所有人數包含

東勢林管處前身合併前之大甲林區管理處、

大雪山示範林區管理處等退休員工，故在

「大雪山林業公司」服務過之老員工名單只占

其中一部分，精確名單尚待進一步確認。

綜合田野調查、元宵節上山、5∕4日林

聽森音活動中，有留下連絡方式並可辨認其

於「大雪山林業公司」時期所屬服務部門者

有89人。但在「大雪山林業公司」服務過的

員工，不一定持續在林務單位東勢林管處工

作至退休，據目前所知即有於大廠關閉後即

離去者以及屬編制外雇工者等，故與「大雪

山林業公司」有聘僱關聯待採集者當遠超過

此數。

目前經挑選已經完成採集工作者有22

二、調查過程與概況

（一）調查過程

1. 記錄方法

筮1筱老員工部分

A. 蒐集各種版本的員工名冊，交叉比對。

B. 至受訪者家中進行訪問，參觀收藏品如老

工具、老照片等；或到廠區實地講解。

C. 數位化聲音及影像檔案。

D. 配合東勢林管處舉行「八仙山、大雪山老

照片徵選」等活動，納入研究採集範圍。

筮2筱周邊部分

A. 請地方文史團體推薦資深見證林業發展史

居民。

B. 諮詢民間林業採集者、林務單位資料室管

理者。

C. 從諮詢東勢高工資深教員切入。

D. 以當年畢業生名單交相對照東勢林管處退

休老員工名單，找出畢業後進入「大雪山

林業公司」服務者，選擇其中之代表進行

訪問。

E. 至受訪者家中進行訪問，參觀收藏品如老

工具、老照片等；或到資料室搜尋。

F. 數位化聲音及影像檔案。

筮3筱文獻部分

A. 檢濾在廠區尋獲之檔案文件資料，但多已

潮濕缺損。

B. 請東勢林管處調出「大雪山林業公司」相

關檔案。

C. 搜尋網路報系資料庫。

2. 訪談重點

A. 受訪者與大雪山林業公司的關係，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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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採集成果豐富。人際網絡綿延細密，更

顯「大雪山林業公司」當年擁有的特殊吸引

各地林場人才資源匯集之現代化園區地位。

2. 週邊部分

以東勢見證林業發展之鎮民為主，如當

年旅館、戲院經營者、仙師廟委員會等。另

並訪談中央林務單位資深研究人員及民間林

間史料累積人等，以全國林業角度定位東勢

大雪山林業公司。

三、調查成果整合報告

（一）林業山城—東勢

「台灣大雪山林業公司」總部暨廠區座落

在台中縣東勢鎮上（見圖1.大雪山林業公司

舊製材廠與東勢鎮交通網絡聯繫圖），東勢的

聚落生成即為緣林業而起、依山而行。由渡

溪拓荒、伐樟熬腦、日據時期林業、美援下

的現代化示範林業工業區大雪山林業公司設

立、到林業漸漸的式微，一路走來，東勢的

山林資歷圓熟完整，其中處處可見國家林業

政策與常民造林產業鑲密嵌合，整個村落活

脫就是台灣山林開發聚落史的生動縮影。以

本島土地開發利用的角度切入，東勢地方在

光復前的林業文化形貌可分為幾個面向來敘

述：

1. 匠寮開庄

在原始型態的土地利用經濟中，砍伐原

始森林進行加工利用為其中一大要。台灣歸

清之後，行禁渡封山之令，嚴禁私入番地伐

樟製腦，犯者死。乾隆三十六年彰化知縣便

立碑於大甲溪左岸土牛，劃定「番界」，嚴禁

漢人侵犯。美麗的大甲溪右岸，扼住了豐原

石岡延伸的平地往深處山林的喉口，從左岸

遙望，滿滿是一片蓊鬱的壯觀樟樹林。

直到台灣腦業邁入軍工料館時期，奏准

台澎水師戰船均於台灣設廠建造，採伐大木

以為船料，始允匠首率眾入山，並准熬腦以

為補貼。乾隆四十年間，一方面大甲溪畔與

山胞的和約也已議定，遂正式越過大甲溪，

從事伐木製材的工作。於是漢人的居住區域

漸大，形成一小市街，即今所稱「匠寮」，亦

稱「公館」，約今東勢鎮中寧里。

此批墾拓先民多由廣東大埔縣客家先民

組成，東勢客家子民們依循著台灣土地開發

史上的律則，一貫地扮演在漢人開發族群和

深山原住民族群中間的族群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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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大雪山林業公司」老員工田野訪談統計表

項目 人數 備註說明

推估大雪山林業公司舊員工總數 ＞1200 包括流動離職及退休員工

東勢林管處退休人員 798 包含東勢林管處前身合併前之大甲林區管理處、大雪山示範林

區管理處等退休員工

元宵節春節聯誼活動報到人數 200~300 東勢林管處人事室提供

林聽森音活動報到人數 319 東勢林管處推廣股提供

以上可辨認為大雪山林業公司退休員工者 89

已施做田野訪談者 22



2. 伐樟製腦

進入日據時期，製腦仍為寮下居民重要

收入之一。光緒二十七年，台灣專賣局成

立，樟腦業務併入其中，舉凡樟樹砍伐、保

護、特賣、及造林，均有規定。此際正是台

灣樟腦生產的全盛時期，當時東勢區的製腦

事業一片榮景，產品行銷全台，名聞遐邇。

檢索東勢地區歷史悠久的社區報「山城

週刊」便有報導東勢區設有東勢監督所，土

城、馬鞍寮、白冷等收納所，橫流河、烏石

坑、雪山坑、天冷、橫流溪、九良西等巡視

所，另設有南坑、頭嵙山、東勢、石角、牛

欄坑、大南、橫龍溪、烏石坑、雪山坑、溪

頭、白毛、東卯山、九良西、稍來溪、水流

東等製腦指定地點。更驚人的是，本計畫訪

談員於執行田野訪談中，也有匠寮巷老居民

談到小時曾聽長輩提及日據時代甚至有蘇聯

的人來這邊買樟腦油，令當地人嘖嘖稱奇。

日據時代東勢的樟腦事業榮景過了數十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產量受波及銳

減。歷年就改以官督民辦方式，成立台灣製

腦株式會社，設東勢、集集兩出張所，加強

生產。但未料不久又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造化學樟腦又誕生面世，在國民黨來台之

後初期雖曾改善設備，增加投資，卻因為樟

樹原料殆盡而終畫下句點。

3. 林業信仰－巧聖仙師廟

巧聖仙師廟，構成了東勢鎮足以傲為全

國性林業城鎮代表的一大文化資源。廟址原

位於匠寮巷內，為清代拓墾之時東勢先民伐

木搭寮的所在，因當時先民深入山林，畏砍

人頭祭神事故，憂心終日，遂計議在工寮奉

祀巧聖仙師令旗，果然常能逢兇化吉，為感

戴聖靈，決議在原址建廟奉祀，接受全台土

木、建築、營造、以及木器業所崇仰。

東勢的巧聖仙師廟其珍貴性在於是全國

的魯班公廟的祖廟源頭，巧聖仙師廟主祀巧

聖仙師魯班公，兼祀荷葉仙師、爐公仙師三

個行業神，各自代表木工業、泥水業、鐵工

業的信仰。每年的魯班公誕辰開始前一個禮

拜起，全國各地的工會團體、寺廟分會都組

團前來祭拜，是鎮上一大盛事；較大的團還

會舉行大型木工模型遊街活動，甚至遠從東

岸用卡車載來大墨斗、文公尺等木工工具，

現場猶如嘉年華會一般。

4. 造林大王

原始林已盡，造林事業接替興起。東勢

台灣林業 ■ 第三十卷 第三期 79

Taiwan Forestry Journal

圖1. 大螚山林業公司舊製材廠與東勢鎮交通網絡聯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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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典型的客家山民依靠「做山」維生的地

域，造林名人傳奇多，走一圈街坊，發現有

造林經驗的人不在少數。造林、撫林、種苗

圃、抓啃食杉木的松鼠，都曾是村落子民靠

山林生活的歷歷場景。

配合著台灣相繼而起的相思木炭事業、

光復後電信公司為普及用電率廣立高大杉木

電線桿政策、流行興建小木屋等等時機，東

勢的造林事業延續了當地農林事業的發達，

也向後代傳承了森林利用與生活文化環環相

扣連的生存哲學。優良的造林技術也使東勢

子民日後轉向高經濟水果農業時有足夠的技

術資本，打響了「台灣最有錢的客家莊」的

名號。

名列造林大王名單上的響亮名字就有東

勢名人下新庄有「台灣山林王」美號的賴雲

祥、賴雲清、日據時期木業鉅子陳和貴、號

稱「東勢鎮的人格者」之前東勢鎮鎮代會主

席朱湖、造林實務師傅廖阿霖、東勢鎮上新

庄造林致富的趙阿枝等等。每個都是極富傳

奇性色彩的響叮噹人物。

其中畢生造林一千多甲，在日據時期便

擁有「台灣山林王」美號的賴雲祥，事蹟最

為曲折離奇，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賴雲祥

自資造林總面積廣達一千餘甲，另義務出面

為鄉親承租山坡地兩百甲分配給庄民耕種，

待人慷慨恩厚，甚得部屬及佃農愛戴。但投

資過鉅，終於導致周轉不靈，眾人建議他砍

樹應急，他卻回道：「我只會種樹不會砍

樹」。在捨不得砍伐已成林卻未成材的林木

下，賴雲祥終由大台中州首富退身為負債

人，分得賴家林產的債權人數年後全都發了

大財。如此的種樹哲學，引人深思。日人還

特地將其事蹟拍成電影，全台放映。

（二）八仙山的門關了，大雪山的門開了

東勢鎮雖然有深厚的林業淵源，但卻不

是一開始就如此繁榮的。在東勢之前，八仙

山林場漸漸砍伐殆盡，面臨轉型，阿里山林

場已朝向遊樂區方向規劃，八仙山林場亦想

有一番振作，關愛的眼光投向後方因為地勢

較陡峭而尚未被開發的大雪山區，但沒想到

遇上光復後的林業現代化浪潮，竟硬生生讓

大雪山區處女地從轄區內另行畫出成為「大

雪山『示範』林區」。

四、總結分析—

（一）林場子民們的消逝與延續

沿著東勢鎮以及大雪山林業公司相交疊

的軸線所踏出的田野軌道，鋪織成了一張台

灣林場子民的生命網絡。當年大雪山示範林

業工業區爆發出的強烈能量，吸引了台灣其

他漸漸沒落林場的子民來此共同工作生活，

演展出一場各方山林好漢施展匯集的盛大劇

碼。旋又因為大雪山林業公司命運多舛，製

材廠停復工頻仍，會合的能量又散覓他方類

山林林場以求生存。縱橫觀之，十足再現了

台灣多年來的山林開發子民生命史，其層層

擠壓相疊的地脈（stratum），正細細涵蘊著

台灣的林場結構等待解讀。

（二）擷取一段計畫中田野報導人的生命軌

跡做例

大雪山大製材廠修鋸工林圍金，在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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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11歲時候舉家四口遷往花蓮玉里木瓜

山一帶做山，16歲回來東勢，進中科口東榮

木材行學修鋸。退伍後，民國53年大雪山招

收修鋸人員，通過考試進入。民國55年因大

製材廠停工關係辭職，因人介紹轉往宜蘭森

林開發處工作，民國59年受大製材廠廠長彭

玉禮之邀又回大雪山工作。一年多後大廠停

工轉往小廠修鋸，至79年退休，定居東勢鎮

養老。

（摘自本計畫田野筆記）

山居開發的歲月痕跡，不止停留在這批

製材工、伐木工、造林工等人的身上，更延

伸到整個家族。高山集伐的生活方式，必須

長駐山上工寮，數戶集聚山嵐間，生火炊

食，相依相助，一家妻小，常同住深山，有

事才請假下山。如伐木工簡阿叢兒子便分享

山中孩提生活難忘以前大雪山上生態資源有

多豐富，追莫名美麗蝴蝶翩飛，野生動物遍

野，還可以嚐到苦蜂蜜，如今已難復見。林

場退休員工因長年在山上獨立面對許多立即

危險，常有同袍之情，也對山林開發狀況最

為熟捻，堪稱第一手見證人，但可惜的是林

務單位並沒有足夠地重視這批擁有絕世的山

林的工人社群，職場上職員與工人的身分區

分仍然阻隔了這群退休了的優秀的工人在林

務單位贏得更多的敬重，殊為可惜。

在台灣林業文化園區的概念裡，這群與

土地脈絡緊緊相連的林場子民們，當為最珍

貴的林業文化資產，他們的消逝與延續，需

要更多的尊重對待。在其生命史中，「人與

自然」的掙扎共存，將是最深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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