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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客家建築是中華文化長久的累積與演化而來，源遠流長，在南臺灣的六堆

地區，有獨特的客家建築傳統，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經過文獻探討和網路資料

分析，我們發現粵東傳入六堆地區的建築主要有單橫屋、雙堂屋、合院，圍龍

屋較少是考慮資源及地形等因素。 

        阿公婆牌位、龍神、化胎最能表現六堆客家合院建築的特色。而「夥房與

傳統文化、菸樓與勤奮謀生、信仰與凝聚力量、敬字與耕讀觀念、隘門與攻防

思考」，是六堆客家建築的類別及意義。「尊卑與秩序、門樓與禾埕、雕塑與剪

彩、半月池與化胎、友孝與向學、謀生與適應」是六堆客家合院的特色。 

        將六堆客家建築資訊分類拆解，設計的桌遊「六堆美居 GOGOGO」，經問

卷測試，在娛樂性及學習效果都有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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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台灣有豐富的海洋文化，幾百年來，不斷經驗著世界文明的洗禮，逐漸發

展出多元豐富的建築樣式，各種創新風格建築都能夠在這塊土地上兼容並蓄。

台灣的多元建築來自原住民、閩南、客家、日式、西洋等不同族群，其中又以

閩南的泉州、漳州及客家族群所佔的人數比例較高。根據 2016 年 12 月客家委

員會的調查顯示，台灣客家人口超過 453 萬人，占全國人口約 19.3%，也就是

說，每五個台灣人中就有一個是客家人，可見客家族群是台灣極具代表的族群

之一，爲了維持台灣文化的多樣性，發揚客家文化是刻不容緩的。而客家建築

是中華文化長久以來的累積與演化而來，源遠流長，在建築的型態與特色都能

具體呈現客家文化的內涵，很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在南台灣的六堆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經過客家族群數百年的開拓經營，

除了蘊藏豐富的客家文化，並保有獨特的客家建築傳統特色，但往往被人們忽

略。因此，我們想要運用網路資源來深入了解六堆的客家建築，並且找出「打

響六堆客家古建物名號」的方法，讓更多人認識先民的智慧。也希望大家都能

走進客家建築，進行多元的學習，讓自己滿載而歸。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背景和歷史淵源。 

二、探究六堆地區的客家傳統建築文化及特色。 

三、調查與六堆地區客家建築相關的網路資源。 

四、調查非六堆地區的國小學生對於六堆客家建築文化的認識。 

五、提出能夠傳承六堆地區客家建築文化的方法。 

參、研究過程 

一、文獻探討 

（一）六堆客家族群的歷史背景 

1.  客家族群的遷移歷史： 

(1)客家族群的遷移可能是從中國的北方往南邊移動，經福建、廣東抵達臺灣： 

        我們參考了新竹縣新埔鎮上枋寮的劉家歷代遷移路線。在新竹縣新埔鎮上

枋寮的劉宅屋後，有石刻的「劉家歷代遷徙圖」。根據圖上畫的，在唐代劉氏祖

先從河南洛陽遷至福建汀州；在南宋時，再從福建汀州徙至福建永定；又在南

宋時從永定遷徙至廣東省溪口；到了元朝，再從廣東溪口遷居廣東楊康；最後

渡臺開墾到現在。所以劉氏祖先的遷移路線是從北往南，從河南到福建，再從

福建到廣東，最後從廣東渡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  ，這可以作為客家族群從古到

今遷移路線的一個參考。 

(2)大多數臺灣客家人應該來自廣東： 

        在陳運棟先生出版的《臺灣的客家人》這本書當中提到，民國 78 年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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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定居的客家人的祖籍分佈比例，以廣東古嘉應州的客家人為最多，  約佔全部

臺灣客家人口的二分之一。其次是廣東惠州府的客家人，約佔四分之一。  再次

是廣東潮州府的客家人，約佔五分之一。而以福建汀州府為祖籍的客家人最

少，僅佔十五分之一。所以根據陳運棟先生的說法，廣東的古嘉應州、惠州

府、潮州府佔台灣客家人的比例，在民國 78 年達到百分之九十五，這是相當高

的比例。 

2.  六堆客家聚落的形成與集村聚落： 

(1)六堆客家聚落的由來： 

        在台灣南部地區的客家人，大多是講「四縣」客家話。清朝雍正十一年

（1733 年）在廣東省設立了嘉應州，共管轄五個縣，而四縣話來自嘉應州的程

鄉縣（今梅州市）、鎮平縣（今蕉嶺縣）、興寧縣、平遠縣，所以稱為四縣話或

四縣腔。由此可推得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祖先主要來自於大陸廣東的四縣。而

「六堆」名稱的由來是清朝康熙六十年爆發的朱一貴事件，南部客家人為了對

抗朱一貴，組成了六個防禦組織，所以「六堆」就是「六個軍隊」的意思。後

來「六堆」逐漸變成了南部客家人的代名詞。 

(2)六堆地區的集村聚落： 

        清朝初期禁止廣東人渡臺，所以來到台灣的客家移民人數較少。乾隆年

間，從廣東嘉應州來到台灣的四縣客包括鎮平、興甯、長樂、平遠，加上梅縣

的客家族群等，登陸後輾轉遷移到屏東的內埔一帶開墾。因來自原住民的生存

競爭，以及與閩南族群處於緊張狀態，在沒有安全感的情況下，由不同姓氏的

人家，在同一個地方一起開發、生活，集合興建屋舍，各戶的房屋建成ㄇ字型

或口字形。一方面資源共享，一方面求取安全，因此就自然形成「集村」聚

落。 

(3)現今六堆聚落的範圍： 

        六堆客家聚落包含前堆、後堆、左堆、右堆、中堆、先鋒堆，以屏東縣竹

田鄉之「西勢忠義亭」為在地信仰中心，稱為「中堆」；長治鄉、麟洛鄉稱為

「前堆」；內埔鄉為「後堆」；左邊的佳冬鄉、新埤鄉稱為「左堆」；右邊的屏東

縣高樹鄉和屬高雄市之甲仙區、杉林區、美濃區、六龜區，為「右堆」；屏東縣

萬巒鄉則為「先鋒堆」。六堆範圍涵蓋高雄市及屏東十二個鄉區，雖沒有明確的

標界劃分，卻存有客家族群團結合作、奮勇堅強的文化歷史意義。 

（二）六堆客家族群的建築文化 

1.  六堆客家地區的合院建築： 

(1)從廣東省東部傳入六堆地區的圍龍屋是包含了閩粵建築的合院形式： 

        以中國大陸廣東省東部嘉應州為中心的客家人居住區域，是大部分六堆地

區客家人的原鄉。在當地有一種獨特的建築形式，稱做「圍龍屋」。因為廣東省

東部平原遼闊，需要人開墾耕作，所以每個家族都希望人丁興旺，也要盡量保

護家中的「化胎」。化胎是「化育胎兒」的意思，象徵多子多孫。在客家住宅的

正廳後方，有一個隆起的半月形土堆，是整棟房子的靠背，不僅象徵安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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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孕育萬物、期盼後代子孫綿延不斷，這是傳統客家建築中最重要的區域。在

建築觀念中，化胎是不能隨意讓人破壞的。當人丁日漸興旺，原有的房子不夠

居住時，就在化胎的邊緣建造新的房舍，形成了半圓形的圍屋，稱為「圍龍

屋」。 

        圍龍屋是一種精美的建築形式，正廳後方有半圓形的「化胎」，圍繞著正廳

與化胎的後方，則建有一圍、二圍、三圍、甚至四圍的房舍，每一圍的房舍彼

此連接，形成半圓形圍龍，這些半圓形圍龍和屋前的半月型水池結合成完美的

圓形。 

        如果把圍籠屋去掉屋前的半月形水池和屋後的半月型圍龍後，從空中往下

俯瞰，會發現大部分建築呈現「日」字型，由下堂、中堂、上堂等「三堂」，及

兩側的橫屋所構成。無論是來自泉州、漳州的閩南人，或是從廣東來臺的客家

人，其建築的方式都可以用這樣「三堂二橫」的基本型表示。換句話說，像這

樣的中心合院是中國傳統的佈局形式，這應該是客家人或閩南人在南遷時帶來

的中國北方四合院的形式。 

(2)客家建築使用紅磚可能是因為原鄉的青磚取得困難： 

        在中國大陸的客家原鄉都不存在紅塼的建築，但是在臺灣不論南北客家的

建築都使用紅塼砌牆，這可能是因為取得原鄉的建築材料十分困難所導致。相

傳清朝時臺灣的製塼技術不佳，燒出來的塼無法為建材使用，連建造城牆的塼

塊都要自廈門運來，而用在興造住宅的紅塼，並須有更高的品質，在當時的臺

灣是無法燒製的。如果要使用客家原鄉的青塼，就必須從更比廈門更遙遠的地

方用船隻載運過來，這是花大錢又費力的事，可能是因為這樣，在臺灣客家建

築大都採用閩南紅塼建造，當然也包括南部六堆地區。   

(3)六堆客家的夥房是同家族共同居住的合院建築： 

        桃、竹、苗地區或台中的石岡、東勢一帶的客家民宅，統以「伙房」稱

之。如果是六堆一帶的客家人則稱之為「夥房」。夥房是指同家族居住的合院，

是眾多人同夥住一起的居所；而伙房指的是同家族的人共灶起火做事，同在一

處居所的大合院。「伙房」或「夥房」並沒有很大的區別。六堆地區的夥房包括

一槓屋（一條龍）、轆轤把（單伸手）和三合院、四合院，乃至於少數龐大家族

共同居住的多護龍合院及圍龍屋等，都叫作夥房。 

(4)客家人在合院住宅中祭拜龍神與阿公婆牌位 

        在客家人的風水觀念裡，會從自己房屋座向所屬的山，尋找出龍脈，並請

回龍神，再回到家裡進行「安龍神」的儀式。 

        客家人會在新居落成的牽龍儀式中，準備一條用紙做成的「紙龍」，，在道

士的帶領下，宗族裡的男丁捧著「紙龍」，前往山上的龍脈。到達龍脈後，經過

簡單隆重的祭拜儀式，龍脈上的龍神就會幻化到「紙龍」上。然後眾人牽著紙

龍上的兩條紅繩，將龍神請回家中祭拜、火化。再將紙龍火畫後的灰燼，放置

於泥缽中，然後將泥缽埋入屋後化胎的「龍井」中，如此龍神的安置儀式就算

完成。龍神安好後，再將整個龍神的神位移至廳下「阿公阿婆牌位」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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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阿公阿嬤牌位，是因為客家人相信「神在廟、祖在廳」，也就是神明是

供奉在廟裡祭祀，而祖先牌位是放在自家的正廳裡祀奉。所以六堆夥房的正廳

不設神像，以祭祖為主。在南部六堆地區的龍神設有神龕，小小的神龕被安置

在神桌底下，客家人早晚將土地龍神與祖先牌位一起敬拜。 

(5)閩客建築都有相同的合院文化和紅磚砌牆，而化胎、設置龍神及阿公婆牌位 

    是六堆客家合院的建築特色，值得觀察 

        在台灣南部的六堆客家建築裡，因為土地不夠大，所以很少見到規模較大

的圍龍屋。但有幾個基本元素仍然表現出客家合院建築的特色，分別是「阿公

婆牌位」、「龍神」、「化胎」等，值得我們深入觀察。 

2.  因為菸草經濟而產生的菸樓建築： 

(1)美濃鎮的菸草經濟： 

        位於屏東平原北端的美濃鎮，是屬於高雄市，而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屬於

客  籍。在菸草盛作的年代，美濃種植菸草的總許可面積是全台之冠，主要原因

是栽種菸草需要大量人力，於是人口充足集中的客家庄便成為台灣菸草主要產

區。菸草是常見熱帶經濟作物，很早就傳入台灣，到了日治時期後期，日本政

府開始有計畫性地投入菸葉的種作。無論在日治或戒嚴時期，菸葉均價高且穩

定，所以吸引許多農民種植。製菸需乾燥其葉，方法之一就是用人造熱源，而

烘燻菸草之房舍，就被稱為菸樓。 

(2)六堆地區的菸樓建築簡介： 

  高雄縣的美濃鎮是客家人的大本營，除了保留許多古樸的客家夥房之外，

還有造型獨特的菸樓建築。以農耕為主的美濃人，除了每年兩季的稻作外，冬

天還種植菸葉。當菸葉收成後，就會開始進行燻菸葉的工作，菸樓就是美濃人

早期用來燻乾菸葉的地方。在美濃菸業鼎盛時期，計有千餘座日式風格的「大

阪式」菸樓，而菸樓也成為台灣客家族群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 

  大阪式菸樓建築是模仿日本大阪地區的房屋結構，特色是有太子樓式排煙

口，因排煙口突出於屋頂，所以排煙的效果較好，而燻出來的茶葉品質也比較

穩定。 

二、網路資料查詢與分析 

        我們想要知道網路上有哪些網站介紹六堆的客家建築景點，搜尋後找到三

個相關度較高的網站，分別是「2017 六堆嘉年華」網站、「高雄市政府客家委

員會」網站，以及「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網站。我們把網站中推荐的六堆

客家建築，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彙整，製成表格。此外，我們也利用網路搜尋，

來了解六堆地區除了「三堂二橫」的合院形式外，有沒有包括屋後圍龍的完整

圍龍屋建築。 

(一)「2017 六堆嘉年華」網站： 

        「2017 六堆嘉年華」活動是由客委會和屏東市政府共同主辦，是南台灣最

具特色的客家傳統。在活動的官方網站上介紹六堆所包含的 12 個行政區，每個

行政區的介紹內容主要包括：「歷史沿革」、「物產資源」、「節慶特色」、「精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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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史蹟風貌」等五項，我們可以從「精華景點」及「史蹟風貌」中找到推

荐的客家建築景點，並且依照「合院建築」、「菸樓」及「其他」等三個類別，

整理如下： 

            表一：「2017 六堆嘉年華」網站中客家建築景點彙整(分成三類別) 

六堆範圍  合院建築(夥房)  菸樓(菸草產業)  其他 

美濃區      廣善堂(客家儒教

信仰中心) 

瀰濃庄敬字亭(客

家重視耕讀而設) 

瀰濃東門樓(防禦) 

六龜區       

甲仙區       

杉林區       

萬巒鄉  劉氏宗祠     

高樹鄉       

長治鄉       

竹田鄉      糶糴村敬字亭 

二崙村敬字亭 

新埤鄉      建功庄東柵門 

佳冬鄉  佳冬蕭宅    佳冬鄉西隘門 

內埔鄉      內埔天后宮(六堆

第一座媽祖廟) 

昌黎祠(全台唯一

一座韓愈廟) 

新北勢庄東柵門 

麟洛鄉  宋屋京兆堂     

        我們發現「其他」類別又可分成三項，分別是「信仰中心」、「耕讀文化」、

「攻防思考」。所以把表一更改為表二： 

            表二：「2017 六堆嘉年華」網站中客家建築景點彙整(分成五類別) 

          建築 

          特徵 

六堆 

合院建築 

(夥房) 

菸樓 

(菸草產業) 

信仰中心  耕讀文化 

(敬書) 

攻防思考 

美濃區      廣善堂  瀰濃庄 

敬字亭 

瀰濃 

東門樓 

六龜區           

甲仙區           

杉林區           

萬巒鄉  劉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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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鄉           

長治鄉          六堆抗日 

紀念公園 

竹田鄉        糶糴村 

敬字亭、 

二崙村 

敬字亭 

 

新埤鄉          建功庄 

東柵門 

佳冬鄉  佳冬蕭宅        佳冬鄉 

西隘門 

內埔鄉     

 

  內埔 

天后宮、 

昌黎祠 

  新北勢 

庄東柵門 

麟洛鄉  宋屋 

京兆堂 

       

        從文獻探討和「2017 六堆嘉年華」網站推荐的客家建築名單中，經過分析

比較，我們發現六堆的客家建築有「夥房」、「菸樓」、「信仰中心」、「惜字亭

化」、「隘門」等五種類別，如表二。 

(二)「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網站及「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網站： 

        「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網站是由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設置，網站中

有關於客家族群的各項資訊，例如「開拓史」、「服飾」等，從「客家景點」中

可以找到網站推荐的高雄市客家建築景點。而「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是由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文化資產科改制而成，為全台灣各縣市第一個文資專責單

位，在「本縣文化資產」中，可以找到網站推荐的屏東縣客家建築景點。我們

從兩個網站當中找出六堆的客家建築景點，並且在表格二當中加入這些景點，

製成表格三。 

表三：「2017 六堆嘉年華」及「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兩個網站推荐的客家建     

            築景點彙整 

          建築 

          類別 

六堆 

夥房 

(傳統合院) 

菸樓 

(產業所需) 

信仰中心 

(凝聚力量) 

惜字亭 

(耕讀風氣) 

柵門、隘

門(攻防思

考) 

美濃區  林家夥房 

、林春雨 

門樓、宋

氏夥房 

林家菸樓  廣善堂  瀰濃庄 

敬字亭 

瀰濃 

東門樓、 

 

六龜區           

甲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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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區  黃家古厝         

萬巒鄉  劉氏宗祠         

高樹鄉      高樹榕樘 

福德祠 

   

長治鄉           

竹田鄉        糶糴村 

敬字亭、 

二崙村 

敬字亭 

 

新埤鄉          建功庄 

東柵門 

佳冬鄉  佳冬蕭宅 

、張家商

樓、楊氏

宗祠 

      佳冬鄉 

西隘門 

內埔鄉  謝氏宗祠 

 

 

  內埔天后

宮、昌黎

祠 

  新北勢庄

東柵門 

麟洛鄉  宋屋京兆

堂、徐家

祖堂 

 

       

(三)網路上搜尋六堆地區是否有完整的圍龍屋建築： 

        我們先輸入「台灣\圍龍屋」進行搜尋，在前九個搜尋結果中有五個提到屏

東縣內埔鄉曾家是台灣少見的圍龍屋，因為客家先民到台灣後，受限於資源及

地形的限制，所以很少建造規模較大的圍龍屋。我們也把少見的內埔曾家圍龍

屋列入「六堆客家建築的推荐景點」名單之中，如表四。 

          表四：經過網路資料查詢以後，我們整理的六堆客家建築推荐景點 

          建築 

          類別 

六堆 

夥房 

(傳統合院) 

菸樓 

(產業所需) 

信仰中心 

(凝聚力量) 

惜字亭 

(耕讀風氣) 

柵門、隘

門(攻防思

考) 

美濃區  林家夥房 

、林春雨 

門樓、宋

氏夥房 

林家菸樓  廣善堂  瀰濃庄 

敬字亭 

瀰濃 

東門樓、 

 

六龜區           

甲仙區           

杉林區  黃家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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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巒鄉  劉氏宗祠         

高樹鄉      高樹榕樘 

福德祠 

   

長治鄉           

竹田鄉        糶糴村 

敬字亭、 

二崙村 

敬字亭 

 

新埤鄉          建功庄 

東柵門 

佳冬鄉  佳冬蕭宅 

、張家商

樓、楊氏

宗祠 

      佳冬鄉 

西隘門 

內埔鄉  謝氏宗祠 

、曾家圍

屋 

  內埔天后

宮、昌黎

祠 

  新北勢庄

東柵門 

麟洛鄉  宋屋京兆

堂、徐家

祖堂 

 

       

(四)網路搜尋的資料分析： 

        從表格四我們發現六堆地區有許多網路上推荐的客家建築景點，分布在高

雄市和屏東縣的 12 個區和鄉行政區域內，而且可以分成五個類別，分別是「夥

房」、「菸樓」、「信仰中心」、「敬字亭」及「隘門」。此外，也可以分成五個建造

原因，分別是「傳承合院文化」、「滿足產業需求」、「凝聚眾人力量」、「提升耕

讀風氣」及「基於防守思考」。每一座被推荐的建築，也都有值得特別觀察的特

色。 

        以「內埔天后宮」當例子，可以這樣介紹： 

1.  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  類別：信仰中心 

3.  建造原因：凝聚聚落力量 

4.  特色：前殿、正殿的龍柱，都是單龍雕刻，已有百年歷史。前殿龍虎門的石 

枕，為樸實的長方形，正殿中央神桌間的三角石奉香爐，為客家特有。

是六堆地區第一座媽祖廟。   

三、第一次問卷調查 

        我們想知道我們住在台灣北部的小學生，對於六堆的客家文化和客家建築是

不是了解，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張問卷來對同學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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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卷內容： 

(1)家裡有長輩是客家人嗎？   

    □是          □不是 

(2)你聽過六堆嗎？     

    □有，六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3)你知道客家建築的種類嗎？ 

    □知道，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4)你知道客家建築建造的原因嗎？ 

    □知道，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5)你知道客家合院的特色嗎 

    □知道，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 

        我們調查了兩個五年級的班級共有 42 人，其中家裡有長輩是客家人的同學

有 7 人，佔全部人數的 17%，家裡沒有長輩是客家人的同學有 35 人，佔全部人

數的 83%。我們把調查結果整理成表格 5。 

表 5：北部某國小高年級學生 42 人對於六堆建築文化的認識調查結果 

調查題目  家裡有客家長輩 7 人  家裡沒客家長輩 35 人 

有或知道 

(有 舉 出 正 確

的例子) 

沒有或不知道  有或知道 

(有舉出正確 

的例子) 

沒有或不知道 

你 聽 過 六 堆

嗎？ 

14%  86%  0%  100% 

你知道客家建

築的種類嗎？ 

14%  86%  0%  100% 

你知道客家建

築建造的原因

嗎 

0%  100%  0  100% 

你知道客家合

院的特色嗎？ 

14%  86%  14%  86% 

        從表 5 的整理結果我們發現不管家族中有沒有客家人，大多數同學都沒有聽

過六堆，對客家的建築文化也很陌生，這真是太可惜了，因為從文獻探討和網路

調查中我們發現六堆地區的客家文化是先民們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傳承下來的，

有很豐富的內涵，表現在建築上也很有特色，美個人都應該認識並有機會好好欣

賞。 

四、遊戲經驗問卷設計 

        為了讓大家認識我們整理出來的六堆客家建築，我們決定設計一個桌遊，讓

大家一邊玩一邊熟悉六堆的建築文化。但如何設計一套桌遊？遊戲機制是？要怎

麼玩才會有點刺激，又能看到建築的多元文化？後來我們先上網找到一些測試電

腦遊戲的量表，並且從裡面挑了一些題目來做為設計時的參考，同時在桌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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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可以測試我們的遊戲設計得好不好。我們設計了一份遊戲經驗問卷。 

(一)遊戲經驗問卷內容： 

1.我覺得這套遊戲的「規則」是「容易」理解的。 

2.我從遊戲中「獲得」有關六堆客家建築的「知識」。 

3.在完成這個遊戲的經驗中，我感到很「愉快」。 

4.遊戲進行的過程，我和其他同學之間是具有「競爭」關係的。 

5.遊戲進行的過程，我大都能「保持注意力」在遊戲當中。 

6.遊戲結束後，我可以體認到該遊戲想要讓我學習六堆客家建築的「知識」。 

7.該遊戲提供的挑戰與六堆客家建築的「認識」有關。 

8.我覺得遊戲提供的「挑戰」是逐次遞增的。 

        仔細分析這 8 個題目，我們找到了三個設計遊戲的關鍵。 

(二)設計六堆客家建築桌遊的關鍵： 

1.要能學到建築知識，尤其是多元部分：因為六堆客家建築文化會呈現在「建造

位置」、「建物類別」、「建造原因」、「建物特色」等四個方面，所以我們決定要在

介紹六堆客家建築時以這四個方面呈現。 

2.規則不能太複雜：最好要能立即上手，推廣起來才方便。 

3.有點競爭和挑戰的話大家才會想玩：我們參考了一些遊戲，想到用翻牌考記憶

力的方法，讓大家一邊玩一邊記得每個客家建築物的特色。 

五、利用運算思維來設計一個桌遊 

(一)運算思維：是一種用電腦的邏輯來解決問題的思維，總共有四個步驟。 

1.拆解：將複雜的問題或系統分解成更小、更易於管理的問題。 

2.辨識規律：將每個小問題分別檢視，思考之前是否有解過類似的問題。 

3.抽象化：抓出重要的細節，將它轉化爲解決方案中的步驟。 

4.演算法：歸納出簡單的步驟或原則來解決每個小問題。 

(二)應用運算思維：我們以的四個步驟來讓玩家認識六堆客家建築文化。 

1.拆解：將建築的相關資訊拆解成「建造位置」、「建物類別」、「建造原因」、「建

物特色」等四個部分，並設計相關的幾個小遊戲，以方便記憶和理解。 

2.辨識規律：將每個部份的建築物資訊個別檢視，並思考之前是否有玩過處理類

似資訊的遊戲。結果我們想到翻牌配對遊戲，規則簡單，又能強化對特定主題的

記憶。 

3.抽象化：抓出該玩法的基本步驟，也就是利用牌面簡化的資訊，恰好的牌數，

在遊戲中觀察其他玩家的翻牌結果來偵錯並加強記憶。 

4.演算：設計出簡單且相似的遊戲步驟來提供每一個小遊戲使用。並以此來加強

對六堆客家建築的「建造位置」、「建物類別」、「建造原因」、「建物特色」等四個

部分的理解。 

六、訂定遊戲規則 

利用運算思維，我們設計了五個任務，把要六堆客家建築資訊傳遞出去。以下是

這五個任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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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一：六堆客家「建築」路線規劃。 

1.請參考六堆地圖(我們設計的第一張任務單)上的各個客家建築位置，選出其中

一個景點作為出發點。 

2.以各建物遠近距離為考量，設計一條合理的前進路線，把 12 個六堆客家建築

的「藍色大卡」依序排到遊戲底圖上的框框中，完成參觀路線的規劃。 

任務二：記憶建物位置。 

1.將 12 張「六堆地名卡」發下，猜拳決定出牌順序，依序出牌，正面朝上，必須

對應到第二張任務單上的正確位置(分成高雄市和屏東縣兩大格)。並念出六堆的

「區、鄉」的行政區名稱。   

2.等所有的牌都出完後，將全部已出的「六堆地名卡」都蓋上。 

3.每人輪流，從出發點的「大卡」開始前進，能夠正確翻出與下一格「大卡」行

政區相同的「六堆地名卡」，就能前進到下一格。先到終點者獲勝。 

任務三：認識建築種類及建造原因。 

1.將 12 張六堆客家建築的「藍色小卡」發下，猜拳決定出牌順序，依序出牌，正

面朝上，必須對應到第三張任務單上的正確位置(分為夥房與傳統文化、菸樓與

勤奮謀生、信仰與凝聚力量、敬字與耕讀觀念、隘門與攻防思考等五大格)。並念

出藍色小卡上建物名稱。 

2.等所有的藍色小卡牌都出完後，將全部已出的藍色小卡排牌都蓋上。 

3.每人輪流，從出發點的「大卡」開始前進，能夠正確翻出與下一格「大卡」建

物相同的「藍色小卡牌」，就能前進到下一格。先到終點者獲勝。 

任務四：六堆客家「合院」路線規劃。 

1.請參考六堆地圖(我們設計的第四張任務單)上的各個客家合院位置，選出其中

一個景點作為出發點。 

2.以各建物遠近距離為考量，設計一條合理的前進路線，把 12 個六堆客家合院

的「黃色大卡」依序排到遊戲底圖上的框框中，完成參觀路線的規劃。 

任務五：認識六堆客家合院的特色。 

1.  將 12 張六堆客家合院的「黃色小卡」發下，猜拳決定出牌順序，依序出牌，

正面朝上，必須對應到第五張任務單上的正確位置(分為尊卑與秩序、門樓與禾

埕、雕塑與剪彩、半月池與化胎、友孝與向學、謀生與適應等六大格)。並念出黃

色小卡上建物名稱。 

2.等所有的黃色小卡牌都出完後，將全部已出的牌都蓋上。 

3.每人輪流，從出發點的「大卡」開始前進，能夠正確翻出與下一格「大卡」建

物相同的「黃色小卡牌」，就能前進到下一格，先到終點者獲勝。 

七、將客家建築的資訊拆解成四個部分以製作卡牌 

        為了方便玩家了解六堆客家建築的文化，我們從表 4 當中選取 18 個景點，

製作成藍色和黃色卡牌，並且把這 18 座建築的資訊拆解成「建造位置」、「建物

類別」、「建造原因」、「建物特色」等 4 個部分。 

(一)內埔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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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信仰中心 

3.建造原因：凝聚聚落力量 

4.建物特色：前殿、正殿的龍柱，都是單龍雕刻，已有百年歷史。前殿龍虎門的

石枕，為樸實的長方形，正殿中央神桌間的三角石奉香爐，為客家特有。是六堆

地區第一座媽祖廟。   

(二)林家菸樓 

1.位置：高雄市美濃區 

2.類別：菸樓 

3.建造原因：菸草產業發展 

4.建物特色：美濃菸樓歷史由日本引進栽種菸葉開始，菸樓建築為仿大阪式設計，

凸出的天窗為其特色。林家菸樓保存尚為完善，佇立於稻田之中，翠綠道葉襯著

紅磚瓦牆，像一幅自在的田園山景。 

(三)內埔昌黎祠 

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信仰中心 

3.建造原因：凝聚聚落力量 

4.建物特色：屏東內埔昌黎祠是南部六堆客家文化的象徵。清代客家先民移民自

原鄉移植文化來台，祭拜韓愈的昌黎祠因此建立，並負起地方文教責任，成為民

間私塾。 

(四)糶糴村敬字亭 

1.位置：屏東縣竹田鄉 

2.類別：信仰中心 

3.建造原因：凝聚聚落力量 

4.建物特色：糶糴村敬字亭又名觀音亭，是客家族群對文字神聖性重視的具體彰

顯，客家人覺得書本及文字都是寶貴的資源，只要是印有文字的紙張都必須經過

敬字亭焚燒還給上天，不能輕易的丟棄。 

(五)建功庄東柵門 

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隘門 

3.建造原因：攻防思考 

4.建物特色：牌樓屋脊有小燕尾，石牆敷以白石灰。牌樓外有小土地公祠。客家

庄聚落為避免外人侵擾，多半於外圍設置柵門。為了防禦原住民與閩人的侵犯，

建功庄住民設置東、西二座柵門。清光緒年間，建功居民於東柵門建牌樓，並仿

御筆「褒忠」書於牌樓之上。 

(六)佳冬鄉西隘門 

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隘門 



13 
 

3.建造原因：攻防思考 

4.建物特色：佳冬的四個隘門以西隘門保存最完整，外向立面嵌有仿乾隆御筆的

「褒忠」二字，「褒忠」橫額兩側有對稱圓形銃孔與泥塑蝙蝠圖案，左右柱面題

「褒雍粵城，忠著閩邦」，傳達客家人保家衛鄉的忠義精神與幸福安居的訴求。 

(七)美濃宋屋學堂 

1.位置：高雄市美濃區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是家祠也是學堂。兩層樓建築，有紅色琉璃瓦及洗石子牆面，使用

的砌磚法相當精緻，磚與磚之間的黏土都經過修飾成圓弧狀。目前還保留了清同

治十一年「貢元」之匾額。與兩側學員居住的一樓平房，形成類似三合院的形式，

是美濃最具代表性的學堂。 

(八)宋屋京兆堂 

1.位置：屏東縣麟洛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漂亮的仿巴洛克式建築，是西洋式夥房建築，中西合璧，堂後之墩

塚式化胎造形獨特，是判別傳統客家伙房之要件。曾是日軍部隊指揮所，前庭及

樓頂陽台曾是名流聚會之地。 

(九)內埔鄉謝氏宗祠 

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典型的客家合院建築，大門入口處有一燕尾式門樓，保留典型的客

家宗祠建築元素。形制完整，除了前有門樓，後有化胎及五行石，空間佈局相當

完整。 

(十)佳冬蕭宅 

1.位置：屏東縣佳冬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空間格局具層次感，屋脊的高度由外而內逐次疊昇，表現出傳統的

尊卑次序。以第四堂明德居最高，第三堂次之，第二堂勤業堂又次之，第一堂最

低。是臺灣少見的五落大厝，繼承傳統客家聚落圍壟屋的觀念。 

(十一)林春雨門樓 

1.位置：高雄市美濃區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門樓有高聳的飛脊，以紅磚砌成，歷經長久歲月依然紅潤。所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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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是早期富裕人家，將一般以磚石堆砌或厚木板做成的柵門加以裝飾。 

(十二)徐家祖堂 

1.位置：屏東縣麟洛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燕尾狀屋脊曲線對稱而比例柔美，木雕、剪黏、彩繪的工藝水平高。

整體建築風貌及配置形式具客家民宅的特色，顯現台灣在日治時期傳統民宅的高

度建築技藝。 

(十三)雙桂第林家夥房 

1.位置：高雄市美濃區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前有半月池，屋後有化胎，呈現六堆客家建築的特色。林家宗祠是

美濃最大的夥房，雙桂代表的意思是林這個姓氏。門樓上方的左右，各有一個圓

形的孔，入門後可看到一個方型的禾埕，與外面門樓上的兩個圓孔，正好意喻著

外圓內方。 

(十四)萬巒鄉劉姓宗祠 

1.位置：屏東縣萬巒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正廳的面牆上有精美的泥塑與彩繪圖案，燕尾屋脊相當細緻。劉姓

宗祠是二進式的三合院，可以從建築內看出劉氏大戶的氣勢。 

(十五)杉林區黃家古厝 

1.位置：高雄市杉林區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門前的牌樓前後刻有友孝遺風及五經世第字樣，展現出謹尊先人遺

訓，勉勵子孫友好旁人、孝順長輩及勤奮向學。古厝三合院保留完整。 

(十六)佳冬張家商樓 

1.位置：屏東縣佳冬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建築物兩側護龍很短，正身有兩層樓，空間呈現侷促狹小的型式，

主要是因為佳冬聚落臨海風大的環境特色。表現出佳冬地域的客家常民生活文化

佈局。 

(十七)佳冬楊氏宗祠 

1.位置：屏東縣佳冬鄉 

2.類別：夥房 



15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由前而後分別為太極兩儀池、玄月型花台、外埕、主體建築及後院。 

是比照客家人風水規畫的宗祠建築，格局方正對稱。 

(十八)曾屋夥房 

1.位置：屏東縣內埔鄉 

2.類別：夥房 

3.建造原因：傳承祖先原鄉的合院文化 

4.建物特色：圍龍屋多棟橫屋築成圓弧狀圍向大門，類似半圓形，約可容納 30 多

戶，圍龍屋是客家人的一種傳統建築風貌。正中央為四合院形式，中間設有祖堂；

合院外共有三層半圓形圍屋環環相套。此種建築設計具有較佳的防禦性。 

肆、研究結果 

一、桌遊試玩及回饋 

        我們共邀請了 10 位同學進行試玩，並在試玩後完成「遊戲經驗問卷」，此外，

我們也在一旁觀察記錄。而遊戲經驗問卷的測驗結果製作成表 6。 

                                        表 6：10 位同學的遊戲經驗回饋 

  以下每一題請選擇最適當的打勾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我覺得這套遊戲的規則是容易理解

的。 

4 人  2 人  4 人     

2  我從遊戲中獲得有關六堆客家建築的

知識。 

5 人  4 人  1 人     

3  在完成這個遊戲的經驗中，我感到很

愉快。 

7 人  3 人       

4  遊戲進行的過程，我和其他同學之間

是具有競爭關係的。 

4 人  2 人  3 人  1 人   

5  遊戲進行的過程，我大都能保持注意

力在遊戲當中。 

3 人  5 人  2 人     

6  遊戲結束後，我可以體認到該遊戲想

要讓我學習六堆客家建築的知識。 

5 人  2 人  2 人  1 人   

7  該遊戲提供的挑戰與六堆客家建築的

認識有關。 

5 人  3 人  2 人     

8  我覺得遊戲提供的挑戰是逐次遞增

的。 

3 人  4 人  3 人     

        問卷的結果顯示，每一題的同意人數都在 5 個人以上，尤其是第三題：「在

完成這個遊戲的經驗中，我感到很愉快。」全部的玩家都表示滿意，表示這個桌

遊具有娛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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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改善要點 

        根據同學試完之後填的問卷，以及我們的觀察，發現我們設計的桌遊有以下

幾項可以改進： 

(一)規則更簡化。 

(二)在玩的過程，要讓玩家注意到更多的建築資訊。 

(三)小卡有些色差，要統一，小卡的排版、字型有跑掉，之後第二版要注意。 

(四)規則要寫得更明確，像是猜拳決定順序、記牌時間 30 秒、要把大卡部分資訊   

蓋住，需要看時再抽出來看。 

(四)放小卡的地方，可以畫上虛線。 

        我們進行修正後，完成的第二版桌遊。 

三、二個班級遊戲試玩及後測 

        我們把桌遊名稱取為「六堆美居 GOGOGO」，並讓五年級兩個班級的同學試

玩，試玩一節課後，以相同的題目來進行後測，結果設計成表 7。 

表 7：試玩「六堆美居 GOGOGO」之後，北部某國小高年級學生 40 人對於六堆 

          建築文化的認識調查結果 

調查題目  家裡有客家長輩 7 人  家裡沒客家長輩 33 人 

有或知道 

(有 舉 出 正 確

的例子至少一

項) 

沒有或不知道  有或知道 

(有舉出正確 

的例子至少一

項) 

沒有或不知道 

你 聽 過 六 堆

嗎？ 

86% 

(上升 72%) 

14%  85% 

(上升 85%) 

15% 

你知道客家建

築的種類嗎？ 

86% 

(上升 72%) 

14%  67% 

(上升 67%) 

33% 

你知道客家建

築建造的原因

嗎 

86% 

(上升 86%) 

14%  76% 

(上升 76%) 

24% 

你知道客家合

院的特色嗎？ 

86% 

(上升 72%) 

14%  64% 

(上升 50%) 

36% 

        後測結果顯示在「你聽過六堆嗎？」及「你知道客家建築的種類嗎？」，還

有「你知道客家建築建造的原因嗎？」及「你知道客家合院的特色嗎？」等四個

選項，無論是家中有客家人，或是沒有客家人，只要玩過「六堆美居 GOGOGO」，

就有提升 50%以上的正向影響。 

伍、結論與討論 

一、客家族群的遷移可能是從中國的北方往南邊移動，經福建、廣東抵達臺灣，

大多數臺灣客家人應該來自廣東，而從廣東省東部傳入六堆地區的建築主要是單

橫屋、雙堂屋，三合院及四合院，圍龍屋較少的原因是考慮資源及地形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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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幾個基本元素能表現出六堆客家合院建築的特色，分別是「阿公婆牌位」、

「龍神」、「化胎」等，值得我們深入觀察。 

三、「夥房與傳統文化、菸樓與勤奮謀生、信仰與凝聚力量、敬字與耕讀觀念、

隘門與攻防思考」，是我們經過文獻探討及網路資料分析後得到的六堆客家建築

類別及建造意義。 

四、「尊卑與秩序、門樓與禾埕、雕塑與剪彩、半月池與化胎、友孝與向學、謀

生與適應」是我們經過文獻探討及網路資料分析後得到的六堆客家合院值得觀察

的特色。 

五、將六堆客家建築資訊以「建造位置」、「建物類別」、「建造原因」、「建物特色」

等四項拆解，會讓資訊的呈現更清楚。 

六、以「建造位置」、「建物類別」、「建造原因」、「建物特色」來拆解六堆建築資

訊，並透過「夥房與傳統文化、菸樓與勤奮謀生、信仰與凝聚力量、敬字與耕讀

觀念、隘門與攻防思考」及「尊卑與秩序、門樓與禾埕、雕塑與剪彩、半月池與

化胎、友孝與向學、謀生與適應」等概念，以運算思維設計出來的桌遊「六堆美

居 GOGOGO」，適合推廣六堆客家建築的文化，經過問卷測試，在娛樂性及學習

效果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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