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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組員:103108001 江宛倫 103108002 賴嘉瑩 
埔里酒廠從第二產業升級成第三級產業的商業化過程與探討現今狀況 

(1) 為何選擇此點：初步發想，酒廠顧名思義為工廠，而為何日治時期的古老

工廠會成為現今大家都認識的埔里酒廠，成為觀光勝地，並且響徹雲霄於

國內外，進一步去發想，轉型的原因是否為埔里離日月潭近，這古老酒廠

才轉型為人人到埔里魚池必須駐足的地方？ 
(2) 地點評估：離校近，且交通方便，有許多遊覽車會進入酒廠內(觀光客數

量充足)，接觸到的商家多為埔里鎮的居民(生產者)，也有許多外地來的遊

客可以觀察(消費者)，研究方便，也容易融入其中。 
(3) 此議題的研究對象：各個商家的攤位老闆，觀光客(分為埔里在地人、國

內觀光客、國外觀光客)，以及酒廠內部員工。 
(4) 如何著手： 

1.短期：藉由購物，藉由消費來和老闆搏感情，或者在非尖峰時期時慢慢

選購，中途用尋問方式跟老闆問有關於酒廠的大概情形。翻閱文章與網路

資料了解酒廠的變遷與更變。透過網路，填寫問卷，藉由此方法了解一些

埔里當地人對於埔里酒廠認知。 
2.中期：漸漸和酒廠的員工日益變熟稔，從較年長，擺攤經驗較豐富的老

闆口中，問出酒廠的歷史與地理位置是否改變或者是有何變化。比較史料，

推敲出一個大鋼 
3.長期：除去私人的主觀想法，統整出一個完整的結論，當時已取得訪談

者的信任，並且藉由多人的說法，匯集起來，得出一個總結。 
(5) 時間：避開假日人潮，避開有遊覽車在外的時候，因為當店家忙不過來，

若這時去找老闆聊天，他對我的印象一定扣分，如果我破壞了訪談者的第

一印象，接下來的訪問一定泡湯。適合訪談的時間，像是，禮拜一至四的

中午時刻，因為埔里酒廠為賣小吃為主，當時的遊客大約在其他餐廳吃飯，

一定要避開下午時段，因為這時的遊客量一定是最多。 
(6) 可否執行： 

1. 優點：因為地點優良，由於我們這組沒有交通工具，所以坐校車很方

便。對於日治台的知識有一定的基礎，埔里酒廠的歷史涉及日本統治

時期，也可略知一二。埔里人情味重，若是用誠懇的求知態度去詢問，

也許會或的更多知識。 
2. 缺點：若是問答方式與時間沒事先設計好，很有可能被識破自己在做

田野調查，容易讓人覺得不高興與不受尊重，可能訪談者述說的內容

跟官方的不同，甚至出現矛盾的說法，這時有可能就要重複詢問很多

次，甚至有可能要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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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103108003 蕭舒平 103108009 李子欣 
研究議題：尚原食堂成立原因及其客人選擇去用餐之原因 
地點：尚原食堂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355 號 
 
地點簡述：位於埔里總站附近，餐點平價好吃，環境整潔，出餐速度也很快，吸

引各式各樣的客人前往用餐 
評估 
（一）陳述評估重點：想到這間餐廳做訪談是因為每次等車回家的時候都會去這

裡吃飯，這間位於埔里總站旁邊的餐廳，除了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也

有埔里當地的居民，我們想知道老闆娘與老闆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在這裡開

餐廳?他們當初開餐廳地目的是什麼?又如何和其他餐廳做出區別來吸引

客人呢?其實埔里總站附近有很多的餐廳，但我們非常好奇為什麼客人會

去選擇尚原食堂?我們是因為交通方便以及餐點美味而去這家店用餐，其

他客人是因為價格合理?餐點美味?交通方便?還是跟老闆與老闆娘是熟人?
那在他們眼中這又算是哪種價位的餐廳?  

（二）設想實作進行方式：我們會開始選擇經常到尚原食堂吃中餐或晚餐，在我

們想像中，老闆娘會因為我們常去吃飯，認得我們的臉孔；另外，在用餐

之後，可以做一些寒暄的動作，像是吃飽後就說：「老闆娘辛苦了！東西

真的很好吃唷！謝謝。」用親切的態度加深老闆娘對我們的印象，進而對

我們卸下心防。 
 
到了上述的方法循環幾次之後，可選擇剛開店或快打烊的時候，從老闆娘本身開

始問起，例如：「對於餐飲的經驗是什麼？」、「選擇到埔里開餐廳的原因是什麼？」

等簡單的問題漸漸切入主題。這樣循序漸進地問問題比較不會讓對方留下不好的

印象，也不會給對方造成太大的壓力，就當作一般的聊天，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下

完成這次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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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一、 組員: 

 鐘聖博 103132119、謝文強 103108008 

 

二、 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 

在網路上耳聞、有家很美味的異國料理，位於埔里總站附近的青天堂包公廟旁、

往前走不遠處，有一家網路評價還不錯的泰國小吃店，我們決定在平日中午時段，

去好好地大飽口福一番。 

    在走進店之前，就看到一塊仰光佛塔群的大型看板，再走進店裡，迎面而來

的是撲鼻的番茄與香辣味，而老闆娘跟老闆正忙著煮麵，我們坐下後，環顧四周，

雖然是一般小吃店常見的台式裝潢，但，牆上卻掛著許多的緬甸刺繡圖，以及由

各種寶石碎片拼貼而成的莊稼畫。 

    此外，還瞥見另一面牆上掛著、仰光風情圖的日曆，最吸引我們的是，店內

所播放的歌曲，有許多明明耳熟能詳的旋律，卻是完全聽不懂的歌詞，例如說:

梁靜茹的<勇氣>或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等，我們忍不住詢問老闆娘:「這是中

文歌翻唱泰文歌嗎?」老闆娘親切地答道:「不是啦!是緬文歌!」這讓我們不禁接

著問:「不好意思，那請問這家店試賣泰國料理還是緬甸料理啊?」，老闆娘聽到

後笑著說:「哈哈~我是雲南人啦!這家店雲南或泰緬的菜都有賣!」 

    後來，我們在與老闆娘的聊天中得知，她原本是居住在雲緬邊境，後來因緣

際會下，與原為廚師的老闆結識並共結連理。 

    過了一會兒，一位穿著灰色 T 恤、頭髮花白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並向老闆

打招呼後，隨意挑了一個位置坐下，並開始和老闆閒談，而老闆娘則立馬進去廁

所後面的廚房，隨即端出一壺茶，也加入了他們之間的對話中。 

    「真久沒看到恁啦~最近過的卡好嗎?攏底勒忙營蝦咪代誌?」老闆熱切地問

道，「嘸啦、最近我去帶小姐來台灣啦!」那位中年男子如此回答，老闆問:「是逗

位來ㄟ?」「大部分是越南的，也有些是印尼的」，之後的對話我們就沒聽清楚了，

但，我們也有聽到:「老闆娘說他是老闆是透過仲介去緬甸那邊娶她的」，老闆娘

雖然自稱雲南人，店內卻播放緬文歌，然而，菜單上幾乎都是泰國料理，讓我們

想問:「社會對個人的定位以及自我本身的定位，是如何影響著店家經營的走向。」 

 

三、 實作評估: 

我們將透過觀察老闆與老闆娘跟客人之間的談話與互動，來確立哪些客人是真正

的「熟客」，再去搭訕他們、與之進行訪談，此外，也透過訪問那些與老闆沒有

大量互動的「普通客人」，來獲得一般大眾對這家料理的普羅印象，再向老闆與

老闆娘訪談，用這三方的所蒐羅的資料，來進行全面性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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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一、組員姓名學號 

姓名：柯宏韻 

學號：103132010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請以「段」的形式描述田野現象並進行提問） 
田野現象： 
  有許多的小農會來台光香草園參與活動，並將自己種植的農作帶來分享，這群

人投入的心力與財力，希望能夠在活動中宣傳自己的作物。 
  而讓我感到好奇的是活動的理念是為了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但在表面上卻

是無法達到目的，而在另一面卻能夠成形一種隱性的交流。 
  在台光香草園的活動中這些小農卻沒有太多的時間去介紹與推廣自種作物，而

消費者也沒有太多的機會在活動中認識這些小農，變成反到是在活動結束後，消

費者與生產者才有可能的接觸。 
提問： 
  所以我想要從與台光香草園有合作的小農著手，從瞭解他們對於台光香草園活

動在私地下的投入與準備，還有他們從活動中所得到的客源，與從他們對於活動

的理解還有香草園主人對於活動的理解作對比，來看這個活動對於小農來說是競

爭的關係或是合作的關係？而對於香草田得主人來說，活動中他們與小農又是合

作的關係還是競爭的關係？ 
 
 

三、評估（請以「段」的形式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能夠進行參與觀察的時段：小農在他們準備與整理作物的時間可以進行參與觀

察，而台光香草園主人整理完香草園雜事則可以常常去找他閒聊，這個參與觀察

時間是不固定的，所以對於兩邊的參與並不互相矛盾。另外在共食與森林好事多

等兩者皆有出現的活動，是最重要的觀察時間，所以必定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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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蔡佳蓉 103108025、司庭瑜 103108027、蔡宛霖 103132002 

一、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請以「段」的形式描述田野現象並進行提問） 

在埔里的大街小巷裡隨處可見越南小吃店、越南美容美甲店。一間透天厝位於媽

祖廟旁，沒有華麗的招牌，只有簡單的牌子寫上「越南阿菊專業美髮美甲化妝」。

那天，我們一邊做頭髮和修指甲，一邊和老闆娘聊天，了解到她來透過婚姻關係

在 16 年前來到台灣，但已在九年前離婚了。而當我們問她為什麼不回越南時，

她只簡短得帶過她不想回去，無意間她也透露說，她的姊姊現在住在美國。讓我

們不禁好奇，老闆娘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老闆娘美容美甲的這項技能，來自

於她在越南的時候，甚至在越南就已從事這項行業。而在擁有經濟收入的同時，

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來台？離婚後，在埔里這個鄉里小鎮，人人的工作選擇偏以

外表簡單樸素為主，卻在此處開設美容美甲店，而非選擇回到家鄉繼續從事相同

行業，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呢？ 

我們想探討為什麼在埔里這塊小鎮裡，越南人所開設的店比例這麼高？且為什麼

選擇美甲來做為工作取向而非轉向其他受人雇用更為穩定的工作？於是，我們將

針對越南美甲店來進行研究探討。 

二、評估（請以「段」的形式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我們將針對埔里鎮上 2-3 家越南美甲店，例如南興街上的阿菊越南專業美容，北

平街上的武春娥越南美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雙方的人際關係，從雙方的對

談中尋找問題的蛛絲馬跡，訪談這些越南人經營這個行業的前後有哪些因素。 

實作方式可以到這些越南美容美甲店真實地把自己當作客人，在讓她服務的過程

至少一個小時以上，在這段期間可以透過一般閒話家談來拉近彼此的距離，之後

的訪談也比較容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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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姓名：賴韻柔 
系級：東南亞二 
學號：103132004 

Ø 小組成員：103132004 賴韻柔 
標題：小田野實作評估 
 
Ø 研究議題：大朵蓮花金的特殊情形。 

田野地點：埔里寶湖宮地母廟 
田野現象： 
埔里寶湖宮地母廟每到早上九點開始，有源源不絕的信徒到此拜拜，走進廟

宇前，看見門口左右側有許多攤販，販賣著遠近馳名的埔里名產－筊白筍和百香

果，再往前走也有不少賣香菇的商家和一些小吃。伴隨著叫賣聲，我繼續往前走

到接近廟口處，有販賣金紙的攤販，與其他我既有印象不同的是，有販賣非常大

朵的蓮花，與一般看見的不同，是一朵平底的大蓮花，而不是厚底的蓮花，這不

禁讓我思考，這樣的蓮花金是什麼作用？也有不少信徒到這裡買這樣的蓮花金，

那這些信徒買的原因又是什麼？ 

 
此外，我進到廟中才發現，廟中只有提供一般金紙不提供蓮花金，而我詢問

廟方，廟方的口吻隱約讓我感到不悅。這讓我更加好奇了，為什麼廟方不喜歡這

個蓮花金？難道是因為商機被門口的攤販所搶走嗎？還是覺得門口的金紙〝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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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從交談中，廟方與攤販似乎有點衝突，廟方租給攤販做生意，但是為何給

我感覺好像有點對立卻又保持和平的狀態？ 
不久之後，我與廟口其中一家老闆娘談談蓮花金，老闆娘很親切的跟我解說

很多，特別的是，老闆娘說販賣這種形狀，是近幾年才有的，但是為什麼？這種

盛行是怎麼出現的？會折出這麼多不同的形狀，又是基於什麼原因？ 
綜合以上的經驗，讓我對於蓮花金的定位充滿好奇，我決定先上網找，才發

現蓮花金有分非常多類型，但卻也沒有找到其他地區有這樣的特殊情況，所以我

不禁提問，蓮花金的出現是何時，又是為什麼？蓮花金在此廟宇的影響是什麼？

蓮花金所代表的含意是什麼？ 
評估： 
對象大致上是從香客、攤販老闆問起，已經有先接觸一位老闆，願意侃侃而

談，之後也會問問其他家老闆對於蓮花金的想法。香客的部分，會鎖定兩個部分，

一是購買蓮花金的人，二是沒有購買蓮花金的人，透過訪談了解之間的差異。 
地點的便利性還可以，由於自己有機車，所以能夠輕鬆到達。 
時間的部分，由於早上９點開始人會非常多，一直到下午２點多人開始散去，

所以我選擇人潮較多時，可以多接觸到更多的信徒做訪問，也可以順便觀察常到

此地拜拜的人是哪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9:00 
~ 
12:00 

半 
天 
訪 
談 

    
一 
 
日 
 
訪 
 
談 

一 
 
日 
 
訪 
 
談 

 
13:00 
~ 
15:00 

  

若無

遇到

書報

討

論，

可到

田野

點。 

  

       註：叉叉代表到學校上課無法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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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一、組員姓名學號 
103132005 鍾孟琦 
103132007 鄧皓勻 
103132014 楊雅婷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請以「段」的形式描述田野現象並進行提問） 
     
    我們的田野地點第一個是一間坐落於埔里衛公所附近，北辰街 100 號的咖啡

廳─布爾喬亞，第二個是位於籃城里的雜貨店，但實際進行觀察後，經過組員們

的討論、評估，以及與老師的建議，我們將重新尋找田野地點，也因為組員在時

間上無法配合，我們將重新思考這樣的團隊是否彼此適合對方，所以以下將分享

我們實際去以上兩個田野地點時的研究現象以及反思。 
    布爾喬亞〈Fu’s cafe〉是一間晚上八點半開始營業到凌晨兩點的咖啡廳，其

位置特別，附近沒什麼餐飲店，樓上都是住家，在此不自覺好奇為何選擇於此時

段營業？而地點又是如何選擇？老闆給人感覺「酷酷的」，不是不好親近，而是

老闆對於每個人「個人空間」的尊重，他除了點送餐或遇到熟客的基本問好之外，

老闆並不會主動打擾客人，也希望客人能夠不要打擾到客人，所以會在意客人們

聊天時的音量，店內吧檯與空間的設計最明顯看得出這樣的理念，不僅非用一般

常見的木板隔開吧檯和外場，也將最裡面的個人書房以牆與工作場所分離。而在

顧客方面，我們在星期五時坐了 4 個小時，卻只來了 7 位客人，其中 5 女 2 男，

有 4 個人是一起來，其他都是一個人進來做自己的事或是主動坐吧檯與老闆聊天，

並且都待一個小時以上。這樣的客人數量其實是很少的，是什麼樣的動力支撐老

闆繼續營業？客人來此的原因又為何？布爾喬亞對他們的吸引力又在哪？ 
    第二個在雜貨店的實際觀察在於星期六的下午三四點，待了大概 10-15 分鐘，

當時顧店的人是個約莫26歲已碩士畢業的人（與他聊天聊到的，並且非暨大生），

店外坐著一個老太太，旁邊擺著幾把蔬菜，因此推測老太太是賣蔬菜的；星期一

下午一點再去時，換成阿伯，下午兩點半後則又換成一位阿姨顧店，另外也發現

這間雜貨店是與住家連結的，因而對此雜貨店的管理方式產生好奇與疑問。我們

如此選擇的原因在於，我們想了解雜貨店在一個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與居

民們的連結為何？在哪個時段又會有什麼樣的年齡族群來到這裡？而籃城里是

個有明確範圍的社區，我們想像在結果上可能較為準確。 
 
三、評估（請以「段」的形式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首先從布爾喬亞這方面來看，老闆已經營造出一個安靜、不想被打擾的環境，

而若我們真的選擇參與觀察此地，則是破壞了老闆的經營理念，也打擾到了其他

客人，影響生意，此外，在此的議題很難繼續深入研究，因此經過組員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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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決定撤出此田野地點。 
    而雜貨店的議題雖然可行，但藍城社區並不是個好地點，因為過去到現在仍

有許多研究者前往，當地居民可能已經訓練出一套應付回答方式，因而無法獲得

「真實」，考慮以上原因，我們不選擇藍城雜貨店為田野地點。 
    最後，團隊合作最需要的是依彼此的能力互相輔助，創造出更好的成果，所

以每一位成員都是重要而不可取代的，然而我們在時間上卻不太能夠互相配合，

如此可能發生「接力田野」，因此我們將重新思考接下來的路。 
  



	   10	  

A8 

103132006 歐善語 103132016 朱光捷 103132018 楊宗儒 
1. 田野地點 

紙教堂附近街道 
紙教堂旁的街道與其他桃米社區街道不同，早上與下午會有許多小攤販聚集，

加上附近特別多餐飲店 

 
2. 9/20 禮拜日，中午 12 點左右，我到街道閒晃，並到販賣手製點心與雞蛋糕

的店家光顧，我用烤雞蛋糕的等待時間，觀看其他食物，並詢問，然後趁機

與老闆聊天，話題從來自哪，暨大學生，附近房租價格，埔里食物價格與台

北、台南差異...等。在我東看西看的時候，我發現價目表後面是早餐的價目

表，詢問後，老闆便說以前是早餐店，常會做三明治之類的食物，最近附近

居民還問店家能不能做些三明治賣，因此現在會有限量的三明治販售。最後，

我承諾有時間會再去看看是否有限量的商品。 
10/5，禮拜一下午 1 點到 3 點，我又再次回到田野地，紙教堂周圍街道除了

固定店家外，流動攤販皆不再，詢問之前的店家老闆，得知流動攤販只有假

日觀光人潮多的時候會出現，或許可以初步理解，流動攤販的產生與紙教堂

觀光有所關聯，之後，我又詢問店家，這條街季節上有什麼不同之處，他們

提到，冬季時，攤位會比較多元，本身也會多了澳洲派的販售(另外得知他

們是由澳洲移居台灣)，夏季時，東西較少，而且配合其他活動，如賞螢，

攤販的開業時間可能會延至晚上，但這部分仍屬未知。 
而餐飲店的部分，從「佩容」詢問，老闆娘回答，紙教堂來台後，佩容才開

設，而前來觀光的遊客，也會來這裡飲食，不單單只有附近居民與學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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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餐飲業也是有意識到觀光的商機。 
之前的假設「攤販＋餐飲店」與紙教堂來台有關，可以初步理解確實有關聯，

但其他餐飲店仍有待釐清。 
因此，紙教堂移置桃米社區，對當地店家型態有什麼影響？而在觀光的商機

下，是否有發展地方特色來吸引觀光客？周圍的餐飲業，如何應對觀光的發

展？季節上的轉變，如何影響攤販的多樣化，還是只是單純季節氣候上的影

響？既然餐飲業與觀光有關，那在特別活動時，他們是如何因應？ 
3. 評估 

根據詢問的結果，假設可以初步確認有這個原因，但是否有異例仍須釐清。

理想上，由我負責手製糕餅店與佩容的觀察，善語與光捷另外找尋固定店家、

流動攤販或餐飲店的觀察，而時間的關係上，無法實際觀察到賞螢時的店家

型態，但仍可以觀察到季節變化下，攤販的轉變，但由於時間，無法完整的

觀察，所以現仍尋找另外可替代的田野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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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一、組員 
張洋銚 103132017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我所拜訪的田野地點位於埔里鎮隆生路上，我一開始經過的時候覺得奇怪，為何

新竹物流的大門，進去的一旁有「犬的澡堂」？而且其窗旁掛著「領養代替購買」

的字樣，我對於動保議題有些許瞭解，這開啟了我對這家店的好奇心，在做足些

許心理準備後，我鼓起勇氣進去裡頭，它是一個幫狗狗做美容的地方，門口是大

片的落地窗，門口進去左方有個小柵欄，還有小型的狗屋，牆上有著許多狗狗的

照片。而右方為一個吧檯，上方有咖啡機，以及許多關於狗狗以及旅遊的書籍。

最裡面則是他們主要工作的地方。 
 
為何在寵物美容店有咖啡吧檯？它跟一般的寵物美容店感覺非常不一樣，經過詢

問後，它們有固定的客源，而且大多是他們認為與自己理念相同的客戶，這引起

我的興趣。不同於一般寵物美容店的經營模式，在競爭上，客人是因為哪些原因

選擇這裡而不選其他看起來更高級、在市區內的店面？這些客人是如何找到這麼

偏郊區的寵物美容店的，它們是哪個社會階層的人？而且這家店的客源不像市區

的那些店家，其客源大多是固定的，這是怎麼經過而漸變穩定？ 
 
三、評估 
這家店每周二公休，營業時間早上 10 點至下午 6 點，有不固定旅遊，在 10 月預

計會到金門去，除了 10 月分不確定外，其餘時間大多都能配合，進行參與式觀

察，但因為大多能到場的時間為六、日、一，會導致其餘天數接觸的客人時間不

多，所能了解的人，其背景就受到限制。 
 
對於他們關心的動保議題，自己並不是非常瞭解，但因與動保社多有接觸，也許

能開起話題，但若過去都不消費則也覺得奇怪，幸好他們有賣咖啡能夠讓我購買，

雖非與其他顧客一樣前來進行寵物美容，但多少化解了些尷尬。他們對於暨大也

有滿多認識的，這也是能夠開起話題的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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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一、組員：東南亞二 103108015 唐中珉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說明： 
 
在與老師通過電郵後，禮拜六下午，我又再回到了育化堂。適逢午後，廟裡頗為

清靜，只有二位鸞生阿姨在朗誦經典。當日尋不著廟公伯伯，整座廟堂就我們這

三人，坐了一段時間後，便不打擾阿姨們，離開育化堂。 
 
禮拜日下午，我又再去了一次，這次我找到了童乩伯伯，把最近廟裡有無大小事

給問清楚，伯伯說：「最近育化堂除了乩日外，國曆 11 月在南部還有一個全國的

鸞堂大會，到時，董事長會帶著眾人南下參加。 
 
接著，再稍微問了一下今日怎麼沒見著半個阿姨的蹤影，原來阿姨們有事去忙了

(但沒有清楚交代是什麼事)，今日才會見不著阿姨的蹤影。其實，沒來過廟裡幾

次，不敢大膽評斷為什麼阿姨會比伯伯還來的多，但是前後去了好幾次，發現阿

姨花較多的時間在廟裡念經，而伯伯則多以廟公或者童乩的身分出現在廟裡。廟

宇除了神靈信仰以外，不可免地，背後仍需要有人們的苦心經營，這也讓我產生

興趣，育化堂背後的男女分工是如何的運作。 
 

三、評估 

    這次將主題方向縮減為男女分工，主要也有考慮到時間的迫切性，一開始訂

立的題目方向過大，很難在短時間做出成果。在幾次走訪育化堂後發現男女出現

時間點及流動的狀況是一個不錯的亮點，隨即引起我的興趣。同個屋簷底下，男

女分工合作經營廟宇，男鸞、女鸞兩個不同的主體但是卻又緊密地相連著。之後，

除了乩日一定會到場外，往後仍繼續會再多騰出時間走訪育化堂，釐清育化堂的

男女分工及性別角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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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一、組員姓名學號:	  

姓名:劉博睿	   學號:103108016	  

姓名:林彥薰	   學號:103108018	  

姓名:謝鈞竹	   學號:103108014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請以「段」的形式描述田野現象並進行提問）	  

9 月 26 日與團員們進入勁响埔悅天地練團，練完團後，與老闆聊天的過程

中，我注意到牆上掛著老闆年輕時期的表演照片，引發我對老闆過去的好奇，在

詢問老闆後得知老闆過去曾與原住民朋友一起組過樂團。	  

原先，我們以為這是埔里的在地音樂，但是上次 10 月 30 號上課的時，聽

見老師對於”埔里在地音樂”有不同的詮釋後，我們才了解到似乎老闆過去所組的

樂團並不是埔里在地的音樂，而是進入到埔里的原住民音樂，這引發了我們的好

奇心，為什麼原住民要來埔里練團呢？而且從博睿去年多次去練團的過程中，似

乎看不見當地原住民樂團在勁响埔悅天地的身影，這些改變與消逝，是不是與交

通的便利性有一定的關聯呢？又或者是說有什麼其他的因素呢？	  

過去埔里算是南投較為發展的地區，這個原因使得南投更山區的原住民就近

到埔里的音樂室練團，也有許多樂團在這邊發跡，但如今卻發現這些樂團大多離

開埔里到外地發展，對於埔里的音樂室的需求越來越少，那為什麼老闆卻願意繼

續留在埔里經營音樂室呢？	  

三、評估（請以「段」的形式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此次勁响埔悅天地的田野研究，我們會利用練完團後對老闆進行訪談，老闆

也曾組過樂團，同樣為音樂人的我們存在著共鳴，在話題語絮之間都能有所結合，

而且老闆對於來音樂室練團的客人也是親切相待，此外我們會增加平日去的時間

（原先大多為假日），並透過對音樂室裡其他客人的調查，了解他們來自何處？

又怎麼會選擇在埔里練團？	  

此次的田野調查最重要在於團隊的合作，理想上本組由三人一起行動，這樣在紀

錄的同時不會因為個人視角問題而導致過於主觀，另外在訪談的過程中如有遇到

時間上無法配合的情況再以接力田野的方式予以互補，因此當這個主題正式定下

來，我們亦要在第一時間擁有最好的分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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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一、組員	  
103108005	   劉依婷、103108006	   林淑瑀、103108013	   陳瑾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地點：阿朴咖啡館	  
	  
	   	   	   	   在進行一次課程的訪談，從受訪人口中聽到這個場所，時常會聚集許多

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進而引起我們的興趣，當時卻因為一時找不到而無疾

而終了。	  
	   	   	   	   藉著這次的作業又想起了這個有趣的地方，組員後來無意間經過，發現

其經營型態並非只是單純的咖啡館，根據粗略的觀察與旁敲側擊，原本阿朴

咖啡店，是具有多型態的餐飲店，早上的時段為早午餐店，而其他時間就如

同店名一樣，是經營咖啡店，但之後本校社工系陳玲萍老師成立了全新的阿

朴 CAFE 社會服務中心，早上的早餐店雖然沒有再繼續營業了，這也導致我

們撲空了許多次，但是在某次下午從外面觀察時，竟發現裡面坐滿了小朋友，

原來這不只是新住民聚會的地方，更是在經營孩童面向的社會服務，也會開

放給一般民眾、學生借場地，提供一個友善的空間。	  
	   	   	   	   阿朴咖啡館的轉變令人非常好奇，而它服務的面向含括了學校師生、埔

里地區的小朋友、新住民甚至是一般民眾，但阿朴咖啡在埔里這些受服務的

對象眼中是什麼樣的型態?尤其是對於新住民，阿朴咖啡館究竟對於他們來

說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三、評估	  

	  
	   	   	   	   雖然對阿朴咖啡店的經營還不是全面性的了解，但確定組員可以在其對

外開放時進行參與觀察，。	  
	   	   	   	   我們希望以好奇的角度切入，並先與阿朴咖啡做聯繫，再藉著參與活動

或是志工協助的方式近一步的進入這個田野地點。	  
	   	   	   會先藉著聊天的方式，拉近與新住民間的距離，也會試著透過之前有接

觸過的新住民阿姨，建立信任關係。	  
	   	   	   	   因為組員總共有三個，基於三位組員同時出現是極具困難的，所以我們

希望能 1~2 人個別在不同時段進行，當然人際關係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但

經過組員的評估，在這個田野中我們認為這樣的形式不只是可行的，可能還

會具有想像不到的效果。	  
	   	   	   	   最後我們也會在每次有組員進行參與觀察的當天或隔天，進行開會檢討，

並分享彼此的想法與觀察到的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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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獨立書店與埔里社區的交流 
 
一、組員姓名學號： 
    103108007 吳宜芳 
    103108024 何珮琴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我們選擇了位於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412 號(山王飯店正門對面巷子內)
的山里好巷作為田野地點，山里好巷是一間獨立書店，店面不大也不是位於普通

書店會設立在的顯眼處或學校旁，並且偶爾會舉辦一些觀影活動，與其他組織合

作等等，相較於一班書店很不一樣。 
    透過幾次參訪的觀察(非假日下午時段)以及實際參與現場活動(同日晚上)的
經驗，我們觀察到了一些有興趣的現象，並認為能夠成為此次田野時能夠加以探

討的議題。其一是，當我們在書店中觀察的時候，發現來的人非常多樣化，有學

生族群、家長、社區居民以及各組織的參與(例如：反核運動的支持者、榖笠合

作社的參與)等，來自不同地方的人。而這些人有甚麼共通點讓他們聚集在這裡？

他們希望在這裡可以讓他們獲得甚麼東西？這裡讓他們有甚麼樣的感覺？這些

是我們在之後的探訪中可以去詢問以及思考的問題；其二是，在書店辦的活動中，

有各種組織團體的成員出現，我們覺得能透過書店這個平台，去認識更多在埔里

地方的組織；透過這些不同性質的組織，能夠更認識埔里這個地區。 
 
三、評估： 
    我們探討的對象以山里好巷這間獨立書店為主，並研究它如何與埔里社區做

交流並產生相關連結。之所以獨立書店為主題，是因為我們對於獨立書店的存在

有很大的興趣。在這個大家講求便利性以及高效率的時代，在社會的角落卻有一

群人告訴我們該慢下來，好好的欣賞我們周遭的人、事、物。也許是安靜的看一

本書、開心的看一場電影、努力的爬一座山又或者是關心你周遭所發生的事。因

為這些都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所傳遞給我們的訊息，然而是否能夠去聆聽那就是我

們自己的決定。山里好巷之於埔里有什麼意義，正是我們希望透過田野進而探討

到埔里社區與相關組織以及社會所擁有的連結。 
    也因此我們覺得可以透過參與獨立書店辦的活動（例如：微電影欣賞與觀後

討論）或是持續在書店推行的活動（例如：反核、和在地農業的合作）能更理解

獨立書店的運行以及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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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一、 
曾亭云 103108010 
黃詠惟 103132013 
二、 
研究議題：埔里媽祖廟之「信仰圈分析」 
田野地點：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 367 號（恒吉宮媽祖廟） 
說明：媽祖為台灣人們心中最普遍的神明信仰之一。台灣媽祖信仰隨著早期自福

建、閩南漢人移民先祖渡海而來，於沿海地區落地深耕。而在今日，媽祖於人們

心中的影響力早已跳脫海陸界線，無論漁民祈求出海平安、考生求考運、居家喬

遷、婚喪喜慶…等等，媽祖儼然成為居民心中最厚實的寄託。 
在完全未靠海的南投埔里小鎮，供奉著台灣罕見的山神媽祖，大大別於一般沿海

常見的海神形象。希望藉由本次的小田野實作，研究埔里媽祖於山中「誕生」後，

如何「茁壯」深刻地活在當地居民心頭，形成一道道緊密的生活連結。 
事實上，埔里鎮是為台灣廟宇密度最高之鎮，各座寺廟皆有其豐富的意涵文化價

值。其中意義等同於台北市忠孝商圈，忠孝商圈百貨精品商場林立，數公里的步

行距離就聚集 13 家大型百貨公司，身後各大企業激烈的攻防戰煙硝火光，更像

是絢爛奪目的煙火，映出忠孝商圈的繁榮。南興街底的媽祖廟，那廟殿雄偉氣派

依舊，彷彿清楚地暗示著祂之於埔里兩者間生生不息的相輔相成。 此小田野實

作將以「商圈分析」註 1 為研究框架，進行恒吉宮媽祖廟之「信仰圈分析」，主要

探究「為何進入此信仰圈」- 來此的信眾期望被滿足什麼，為何而來？「信仰圈

範圍大小」- 埔里媽祖的「勢力範圍」多大，信眾們從何而來？ 「信仰圈經營

策略」- 「強敵環伺」下廟方是否做了哪些變革以因應哪些危機？    以一窺媽

祖廟於埔里至今何能依然屹立不搖。 
 
註一：商圈分析是指商店對其商圈的構成情況、特點、範圍以及影響商圈規模變

化趨勢的因素進行實地調查和研究分析。分析內容主要考慮人口、經濟基礎、競

爭狀況及市場飽和度。 
三、 
評估重點： 
資料取得難易度：高。關於媽祖廟文獻豐富，而資料亦相對龐雜，因此如何揀取

正確、切合重點的資料是本次小田野研究議題中困難之一。在與當地居民交談以

試圖了解其來到媽祖廟的原因，可能出現語言不通（鄉音、語調差異）等等問題，

其中信任關係不足（來訪目的多屬於隱私）將是最需要克服的障礙。 
研究議題完成度：高。傳統廟宇隨著時代潮流不斷的以各種方式進行科技化、生

活化，在本研究議題上我們將結合行銷與零售管理的「商圈分析」概念，以另一

視角觀察廟宇於現代社會中的脈絡。 跨領域的概念轉化，希望能賦予此研究議

題充足的說服力，使此研究議題內涵亦更趨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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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實作方式： 
第六、七週將多方蒐集文獻資料，以增加對於媽祖廟之基本背景認識，進而確立

訪談立場，設想訪談問題。於第八到第十週進行田野工作，實地訪談前往媽祖廟

參拜的信眾們，及媽祖廟廟方人員。接下來的第十一、十二兩週，整理所有研究

素材，預計於第十三到第十五週之間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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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一、組員  

林子晴 103108026 
連  煜 103108012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議題：埔里社會企業相互的關係，以及其與來訪者之間的關係互動 
  研究動機：埔里最近興起的社會企業，創造了各種不同公共空間，有的是以

書店的方式，有的是以旅社的方式，或者有的是以餐廳、咖啡店的方式，

透過這個空間凝聚社區的意識，致力於社區運動，或宣導各式的理念,
就我們的實地觀察，發現他們多半會宣傳有關環保、教育、政治、社會

運動等等。我們也觀察到，這些類型的店家，會自成一個具合作關係的

網絡，譬如共同舉辦活動，在店內放上彼此的名片宣傳，或是在店內所

繪製的埔里地圖中，標出各店家的位置。（譬如：山里好巷店內的手繪

地圖） 
                我們好奇這類店家互相往來的網絡裡，存在著合作關係？競爭關係？

或是存在著更多不同的交互作用？ 
                他們與來訪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什麼樣的人會成為來訪者？來訪者

們又是抱持什麼樣心態來到這個空間？在這個空間又做了什麼？（是與

店家互動？交流心情？或是純粹享用空間資源？）來訪者是否有感受到

店家欲傳達的理想或理念？店家與來訪者之間的往來又是如何？店家所

舉辦的活動在來訪者、當地人的眼裡又是如何呢？店家必須從來訪者身

上賺取金錢以維持運作，但這些店家宣稱並不以營利為目的，於是我們

好奇店家各是用什麼方式來維持正常營運？ 
田野地點：我們以山里好巷、索居與籃城書房為主要地點，因為這三間店都

是提供一個公共空間，透過不同的方式，傳遞理念以及凝聚社區意識，

進行社區運動。未來也會考慮加入巷弄文旅，希望能夠接觸不同經營模

式的店家，來了解更多不同的相互關係。 
 

三、評估  
我們以第三方的角度去觀察這種類型的店家，他們的運作模式，店

家之間的互動，以及與來訪者的互動，讓大家能夠更了解這個社群網絡，

提出客觀的研究結果，未來提供相關社群做參考。 
操作方式：將會挑選不同時段在店內的一角現場觀察店家與來訪者的互動，

並且參與在他們店內所舉辦的講座，進而對來訪者與店家進行訪談。 
山里好巷與籃城書房時間安排較為容易，他們有固定的營業時間，

講座的舉辦也多在晚上，因此我們即使是上完課也還來得及參與，索居

則是不定時開放，於是拜訪前須打電話確認，因為這些地點的店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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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閒適自在的步調，不是無時無刻招呼客人的類型，也有空間能讓我

們待著不干擾店家本身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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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李家珮	   103108019、廖婉吟	   103108021	  
	  
在加入校隊的這段日子以來，時常聽聞教練說:「這個周末綜合球場有比賽耶」，

也聽說過「全國原住民籃球比賽在埔里舉辦，會有很多明星球員到場」「鎮運、

縣運籃球比賽這一周都在綜合球場」。而在我們接收到許多籃球賽的資訊後，因

緣際會下，暑假時透過校隊教練我們擔任了旺旺盃比賽的工作人員也組隊報名了

比賽，這場比賽組別很廣，從國小組到社會組，而每組的報名人數眾多。再從我

們參與的女子組來看，有暨大附中、暨大校友、埔里高工……等，教練口中也得

知到男子組大都是埔里居民組成，因此可以發覺到透過比賽聚集了眾多籃球愛好

者。這激起了我們想深入探討為何埔里當地都會舉辦許多有關籃球的賽事?	  
	  
我們這個暑假在埔里綜合球場進行了一周的籃球訓練，每天八點到球場卻沒有一

個空場，有二十幾位在跳舞的阿姨們，還有四、五個人在旁邊場打羽球，有籃框

的地方都一定會有人在那打籃球，不論是練投或打比賽的人充斥了整個球場，也

會有許多家長帶著小孩來到這邊散步，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地方就像另一種形式的

社區活動中心，不僅將眾多居民聚集在此也維繫了彼此間的感情，綜合球場儼然

成為埔里居民的休閒去處。後來多次前往綜合球場後發現可以從事田野調查的時

間為早上 7 點到 10 點，這個時段多為有在開店的老闆有空閒的時候，人數相對

較少的；下午 4 點到 6 點，因為是國高中生放學時段，球場聚集的多為學生；而

到了晚上 8 點半關燈前，是下班、飯後的休閒活動時間，也是一天中最多人前往

球場的時刻。綜合球場在眾多時段都有不同群體聚集在那從事籃球活動，所以我

們覺得籃球在埔里當地佔了休閒活動中的一大部分	  
	  
今天早上去埔里綜合球場，由於是平日，在打籃球的人並沒有很多，兩個大球場

只有一個球場在使用，球場上有十個人在打比賽，球場邊坐著兩三人在觀看比賽，

可以隨時與場上打球的人替換；在旁的四個籃框也只有兩個框各被一個人使用練

習投籃。坐在旁邊觀看一會後，發現在場上打球的人的年齡層有點不太一樣，有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也有三四十歲的壯年人，其中還有一、兩位五六十歲的阿伯

一同在場上打球。有人邀請我們一同打球，但是因為沒穿運動鞋就沒下場一起打，

所以之後的田野，會配備齊全下場以球會友，盡可能藉由我們在球場上的觀察與

互動去挖掘我們想得知的東西。由於對籃球都有接觸能有共同的話題，但要讓受

訪者不會覺得我們聊天內容很突兀，所以都盡量以閒聊的方式，例如:一個禮拜

來打球幾次?從哪時候開始來這裡打球?對參與埔里的盃賽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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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一、組員姓名學號: 103132015 洪孟蓁、103108020 梁新妤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在崎下有三間早餐店，最左邊為連鎖加盟的 A-‐bao，中間為賣中式早餐居多

的海派屋和最右邊為獨立早餐店，而我們研究地點在右邊的早餐店，店裡由兩男

一女共同經營-―對夫婦和男孩。	  
  埔里，不似繁華都市，而崎下，是個交通過度地帶，我們將研究為什麼經營

者會在埔里的崎下並選擇開設早餐店?	   在 A-‐bao 這個連鎖經營早餐店有較大競

爭優勢的情況下，另外兩間獨立早餐店為何選擇繼續經營?	   並更深入探討經營者

如何在眾多早餐店，甚至大型連鎖加盟店的競爭下佔有一席之地，尋求收支平衡

並且建立固定的客源網絡。	  
	   曾多次光顧獨立早餐店，我們發現到了一個現象，連鎖經營的 A-‐bao 總是最

多人，對比出兩家非連鎖獨立早餐店的顧客稀少，但更值得研究的是將兩家獨立

早餐放在一起來看，右邊獨立早餐店的固定客源反而顯得海派屋的客人較為稀少，

是什麼原因使得海派屋客人稀少?	   	  
  每間早餐店所提供的餐點其實大同小異，因此在眾多早餐店的競爭下，對於

同性質的產品如何創造出自己的特色，以增加競爭力並滿足顧客口味需求便成為

了重要的一環，因此針對在不是大型連鎖知名早餐店的情況下，這間獨立早餐店

有一樣吸引人的餐點-‐泰式醬蛋餅，在埔里這個有眾多新住民的環境下，我們看

到了結合在地的可能性，在另外 2 家並沒有出現，是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導致產

品的誕生?	  
	  
三、評估（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在這次實作中，我們的議題主要針對經濟和在地化面相，試圖了解這間早餐店

在崎下生存的過程，並且能與大型連鎖加盟店抗衡的原因以及對比右邊早餐店，

海派屋呈現客人相對較少的現象。	  
  曾經光顧早餐店幾次，觀察到老闆跟老闆娘很健談，跟客人互動也自然熱情，

我們設想的實作進行方式為多次光顧早餐店，讓老闆留下印象，以這種方式融入

並觀察早餐店，而不是匆匆吃完匆匆走，藉由變成熟客的方式來建立與老闆的關

係，並創造談話、交流的機會，慢慢了解早餐店的發展和形成這種經營模式的過

程。	  
	   這間早餐店營業時間為每天早上 5 點至 10 點半，我們預計在星期一、四、

五、六的早晨去光顧早餐店，以頻繁、固定的方式去觀察並研究，並以海派屋和

a-‐bao 作為比較的對象，了解是什麼原因造成同樣在崎下的三間早餐店，卻有不

同的經營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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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埔里牧羊人基督教會課輔班學童信仰情形  

一、組員資料 
組長：103108022 林圓雅 
組員：103132008 陳柔竹 
組員：103108014 郭佳欣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今年暑假，在夾報(大埔里生活版)中，看到一則關於埔里牧羊人教會英文營

的廣告，讓我們發現這個教會的存在，於是查到教會的地址，騎著約十分鐘的蜿

蜒小山路，一度還迷了路，差點騎到隔壁魚池，最後在路旁的柑仔店問了路，才

順利地找到教會的所在地。 
    教會座落於投 71 縣上，位於埔里鎮麒麟里，麒麟國小的附近，教會主要的

負責人是盧牧師與張師母，到的時候師母正好沒事，於是我就假借詢問英文營之

名，行偷偷觀察田野地之實。 
    我和師母短暫的聊了一下天，得知教會除了舉辦營隊以外，因為師母之前曾

擔任過生命教育老師，看到埔里許多外配媽媽離婚到市區工作，因此決定開設免

費的課輔，給附近弱勢孩童放學能夠學習；此外，師母還會教這些小朋友彈鋼琴，

因為這些小朋友在每個月月底的周末，都會參加教會舉行的才藝表演活動。在這

次的觀察及小訪談中，我們瞭解教會提供了許多的功能。 
    在我們小組討論後，決定到課輔班擔任志工，在詢問師母的意見後，師母表

示非常歡迎。在一次的教會志工服務中，有一位小朋友突然問我們：「姐姐你是

信基督教的嗎？」於是我開始思考：課輔班的小朋友難道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嗎？

他們在教會一起唱聖歌、禱告，那離開這個環境後，是否依然保持這些習慣？究

竟他們信仰情況為何？ 
    這些小朋友的家庭情況多半是父母離異、隔代教養及清寒背景，讓我們想了

解當初讓一所教堂變成課輔班的契機？兩者之間的角色定位如何互相協調？ 
三、實作與評估 

課輔時間是每個星期一四五的四點到六點和星期三的一點到六點，配合小朋 
友的放學時間，而我們的觀察時間主要是星期一和五的時段，想要看到小朋友間、

小朋友和家長及小朋友和牧師師母的互動情形，讓我們更深入的瞭解這些小朋友，

並透過擔任志工的角色，希望能和教會牧師及其妻子(主要負責輔導小朋友作業)
深入訪談，及參與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再進一步連結小朋友的家庭背景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基督教教會是否與

原先信仰相互衝突，或者甚至轉變信仰？但可能遇到的問題包括：小朋友無法清

楚了解及表達自身信仰方面的問題，因此我們可能透過訪問小朋友家人做為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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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組員：103108023 東南亞二 戴家豪 
一、 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 
藝術品是靜態的，它始終都是等著人去欣賞，而且要與人對話來傳達它蘊含的理

念。藉由一個小小的展覽空間，它能建立起與人溝通的橋樑。倘若與咖啡這種悠

閒的飲食文化結合，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微妙關係，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藝術咖啡廳已風行國內外許久，但大致上可分為兩種：1.商業化藝術咖啡廳，這

些咖啡廳以營業收入為開店成本，咖啡文化與藝術的結合只是為了提升消費品質；

2.純藝術咖啡廳，老闆本身並不以營業為目的，而是利用這個空間來展示他或其

他人的作品，並且大部分可能就是藝術家開設，他們有另外的收入來源來維持營

運，那麼「如何以一間咖啡廳作為藝術交流的平台?」這問題就很重要了！ 
 
在做這個議題之前，我曾經因為幫忙學校美術社辦理老師的通行證，而騎車來過

店裡一次，從台 14 線上的善新橋一路向裡面走，是一座田野中顯眼但不衝突的

咖啡店。當時覺得在這荒郊野外，要經營一間咖啡店真的很不可思議，而且店裡

的裝潢也實在稱不上是一家店鋪。但事後想到老闆本身是美術老師，所以開店可

能只是他的興趣，是屬於我上面提到的第二種形式的藝術咖啡廳。這家店不僅曾

策辦過許多畫展，當中包括在地藝術家、外縣市甚至是國際級大師，而且過程中

的成本都是由老闆自行吸收，讓「藝術下鄉」的概念與咖啡店結合，在入不敷出

的經營模式下開店本就不易，「如此增加外部成本豈不更影響咖啡店的營運?」。

除此之外，每個禮拜到店裡的客人也多半是藝術家朋友，老闆會請他們喝咖啡並

贈予他們畫作，「這樣的交流模式又是怎麼影響老闆本身的呢?」。而不定時到店

裡的其他客人更因為造訪店裡，而與藝術家有著更深層的接觸，例如：參加藝術

家所舉辦的講座。因此我發現它可能不只做藝術交流，還可能有助於建構並維持

他在埔里鎮甚至是藝術家間的社會網絡，再以此做更大層面的社會交流，也因此

獲得許多社會資源的挹注，藉此維持咖啡店本身的營運成本。因此為了研究得更

加廣泛，我把議題設定為「如何以咖啡廳作為交流平台：以鴨子咖啡為例」，希

望能將藝術以及那弦外之音探討地更加詳細。 
二、 可行性評估 
咖啡店的營業日主要以假日為主，而且下午會是最多客人來造訪的時候，當中有

多半藝術家、熟客與少數的新客人，而這正符合我想要研究的對象。店裡的空間

尚可說空曠，以顧客在場的場合來看，可在一處角落的座位細心地觀察現象，甚

至還有室外的空間來觀看店裡的情形，對研究者來說是相當地方便。屆時可利用

假日的時間到咖啡店裡作客，觀察下午(13~17 點)每個到店裡的客人與老闆的互

動情形，必要時以訪談方式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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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一、組員姓名學號	  

	  
鄭珮怡，103132012	   組長 

  潘琳燕，103132003	   	   	   組員	  
	  
二、研究議題與田野地點說明（請以「段」的形式描述田野現象並進行提問）	  
	  
	   	   	   （一）	   研究議題：技藝、記憶的傳承與再現，以埔里打鐵街為例	  
	   	   	   （二）	   田野地點：埔里鎮打鐵街（迄西寧、南興街路口至西康、南興口   	  
         	   	   路）	  

	   	   	   	   	  
	   	   	   	   （圖一）南興街地理位置一覽，黃線處即為打鐵街	  
	  
	   	   	   	   （三）田野現象：	  
	  
	   	    經初步田野參訪後，目前僅剩的五家店家中，打鐵者皆為年長男性，女性在

打鐵場域較不突出，使我們想要了解埔里打鐵產業的性別議題，如：為何打鐵者

皆為男性？女性在打鐵場域所扮演的腳色為何？另外，打鐵者皆為長者，也讓我

們對打鐵產業的傳承感到疑惑。最近的參訪，我們與金利興老闆交談，當問起附

近國小是否還參訪打鐵街，老闆提到參訪的意義在於讓學童得知打鐵街的歷史、

文化，我們也對此議題頗感興趣，如何傳承共同記憶？或者如何打造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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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察、訪談，我們得知打鐵商家，亦有磨菜刀的服務，這項服務是從何時興

起？為何興起？是否與使用手工農具頻率降低有關？導致店家必須開發新的服

務，以符合趨勢，提供顧客磨菜刀的服務。	  
	  
三、評估（請以「段」的形式陳述評估重點與設想實作進行方式）	  
	  
  起初，題目定義是想瞭解打鐵街的興衰，但考慮這個題目牽涉年代久遠，而

這些資料透過文獻瞭解可能較為妥當，現在的打鐵業者有可能不清楚日治時期所

發生的事件，畢竟，打鐵業者已經傳承了數代；因此我們更改了研究題目，以田

野現象確立題目，實地走訪了打鐵街，但直到第二次才提起勇氣走進打鐵店和老

闆聊天。經過這一次的探訪金利興打鐵店和老闆聊天，發現老闆從當完兵就開始

接觸打鐵產業，直到現在，約有 30 年的打鐵經驗。	  
與老闆聊天，得知曾經有同學為了寫作業才拜訪打鐵店，老闆問我們是否也和其

他同學一樣是為了功課而拜訪的嗎？我們的回答是：我們是因為對打鐵產業有好

奇心，因此拜訪老闆的！因為目的不同，老闆會對參訪者有防犯之心。	  
老闆說不一定每天都會打鐵，因此建議我們六日中午可以到隔壁店家觀看整個打

鐵的過程；這也表示不一定能看到老闆打鐵。我們的想法是訪談店家不會僅有一

家，會每家打鐵店都前往拜訪。	  
如何在不打擾店家和顧客的狀態下，參與觀察及訪談？我們策略是當老闆打鐵時，

站在一旁，與顧客聊天，一邊觀察老闆打鐵時的細微動作，直到老闆下班，再進

行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