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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六堆客家文化之左堆佳冬觀光推廣，以文獻探討書籍資料及網路相關資

訊，再以實地觀察法到佳冬鄉進行觀察歷史文物及訪問當地耆老，輔以本組製作的推廣佳冬

社群網站及以認識佳冬客家文化為主題的桌遊設計。經問卷調查資料統整後分析發現，「佳冬

鄉」之觀光行銷有待加強，本組藉由粉絲專頁傳播佳冬客家文化，是有效之推廣方式，且以

桌遊活動融入客家文化可以有效加深對佳冬客家文化之認識，最後對於佳冬客家文化觀光行

銷提出十一項建議，期待讓更多人認識屏東佳冬與佳冬的客家文化，並且能吸引更多人到佳

冬一遊。 

 

關鍵字：客家文化、佳冬鄉、六堆、古蹟、桌遊、歷史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台灣客家人口僅次於閩南人，在本組居住的屏東縣裡，屏東縣客家人口中排名第六(客家

委員會)，客家文化為台灣重要文化之一，擁有著歷史悠久的文物和古蹟，客家人也擁有著祖

先們勇敢犧牲、勤儉克勤的精神，但客家文化一直長期被忽視。 

 

本組經討論「佳冬鄉」離我們居住的區域很靠近，而且擁有豐富的客家古蹟與文物，因

此本組藉由實地觀察法到佳冬鄉觀察、訪問及拍攝，並利用專長製作粉絲專頁及相關推廣宣

傳資料，期待把佳冬的客家文化推廣出去，我們先從居住的屏東居民優先推廣，期待藉由網

路無遠弗屆的效益可以讓更多人認識「佳冬鄉」蘊含的豐富客家文化歷史。 

 

表 1 台灣客家人口表 

排名 縣市 客家人比例 人口(萬人) 

1 新竹縣 71.6% 36.7 

2 苗栗縣 64.6% 36.3 

3 桃園市 39.2% 78.5 

4 花蓮縣 31.7% 10.7 

5 新竹市 30.1% 12.5 

6 屏東縣 23.7% 20.7 

7 臺東縣 19.9% 4.6 

8 臺中市 16.4% 43.6 

9 臺北市 16.4% 42.9 

10 南投縣 16.0% 8.4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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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一）認識「六堆」客家文化。 

（二）認識「佳冬」客家文化。 

（三）製作社群粉專、桌遊用以宣傳佳冬客家文化。 

（四）瞭解屏東居民對佳冬客家文化的認知。 

（五）瞭解活動設計推廣成效。 

（六）提出結論與建議。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蒐集網路資料及書籍相關資料。 

（二）實地觀察法：到六堆文化地區佳冬鄉觀察歷史及拍攝照片。 

（三）桌遊推廣法：利用客家元素融合至桌遊加以推廣。 

（四）問卷調查法：利用問卷瞭解觀光客對佳冬六堆客家文化的感受。 

 

四、 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彙整） 

貳、正文 

 

一、認識六堆 

 

六堆為南部保留客家文化很重要的地方，六堆是由當時附近鄉

鎮的六隊義勇軍所組成，「隊」諧音為「堆」，也是六堆命名的由來。

六堆經歷了一八九五年乙末戰爭，客家人為了保護鄉土犠牲性命，

發生激烈的抗日行動。因此六堆地區不但留存著古蹟，也保有著勇

敢的抗日精神。 

 

六堆分布圖分別是： 

前堆：麟洛、長治。後堆：內埔。中堆：竹田。 

先鋒堆：萬巒。右堆：高樹、美濃，左堆：新埤，佳冬。               圖 2 六堆地圖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擬定研
究主題

訂定研
究目的

收集

資料

社群網
站經營

問卷
調查

資料
彙整

結論



3 

 

（一）六堆文化歷史背景 

 

歷史會逐漸被遺忘，但是不曾消失。一七二一年發生朱一貴民變事件，想對客家人趕盡

殺絕，客家人為了自己的家鄉與家庭挺身而出，出來奮戰！各地的聚落紛紛組成了「隊」，成

為了六支勇敢出眾的客家義勇軍，這一次客家人團結的精神，讓這次戰爭凱旋而歸。 

 

如今內埔的「天后宮」為當時軍事場所，商量軍事地點。當時的康熙皇帝為了感謝義勇

軍的幫忙，特建「忠義亭」於西勢，也成了六堆的精神「忠義」。 

 

（二）六堆客家文物特色 

 

客家文化有許多代表物，代表著客家精神以及文化歷史。以及許多客家特色。以下是本

組彙整客家代表物介紹表。 

 

表 2 客家代表物介紹表 

客家代表物 客家代表物敘述 客家代表物 客家代表物敘述 

 

圖 3 藍衫衣 

又稱「長衫」、「大襟

衫」，古時候客家人用

「山藍」提煉出染料

為藍色。吸汗不怕髒

的藍衫，為客家人奮

發的精神！ 圖 4 油桐花 

油桐花為客家代表

花，台灣的油桐花大

多為日據時期引進

的，擁有堅忍不拔的

生命力，為客家人堅

毅的精神。 

 

圖 5 風鼓車 

客家早期篩除稻穀雜

質之農具，把稻穀放

入風鼓箱裡，再搖動

風鼓箱，稻穀上的小

蟲、小雜物、塵土，都

會排出，只留下完整

的稻穀。 圖 6 花布 

客家手工藝品類之

一，客家花布鮮豔的

紅色代表著喜氣跟富

貴。早期的客家人，把

布拼湊剪貼利用，能

省則省。代表客家人

節儉的精神。 

圖 7 土地公(伯公) 

土地公為客家人守護

神，客家人稱為「伯

公」，客家人祈求風調

雨順、五穀豐收。因此

把伯公當為自己的大

家長。 

圖 8 紙傘 

客家手工藝品類之

一，為客家吉祥物，打

開傘成圓狀，代表「圓

滿」之意。 

 

圖 3 至圖 8（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三）客家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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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客家人飲食標準口味偏重，喜愛重鹹、重醬、重油。還講究肥、香跟肥。本組到佳

冬鄉嘗了幾項美味佳餚，以下是本組彙整客家美食表。 

 

表 3 佳冬客家美食表 

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敘述 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敘述 

 

圖 9 粄條 

閩南話又稱「粿

仔」，Q 彈的麵條再

搭配上濃郁的滷

汁，咬下去很有嚼

勁，加上少許配料，

韭菜、紅蘿蔔等，味

道超讚。 

 

圖 10 薑絲大腸 

客家的「家鄉菜」，

以肥嫩的大腸與薑

絲一同翻炒，加入

醬油與少許的辣

椒，最後淋上白醋。

成為色香味俱全的

一道菜。 

圖 11 客家小炒 

裡面的配料有：香

肥的三層肉、乾魷

魚、豆乾等食材，加

以調味料拌炒，一

碗白飯也能吃的很

香甜。 

圖 12 花生豆腐 

是屏東客家著名的

客家美食，花生豆

腐吃起來的感覺很

綿密，有點像麻糬，

外皮酥脆，非常香

Q。 

圖 9 至圖 12（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二、認識佳冬 

 

（一）客家左堆佳冬介紹 

 

佳冬鄉是六堆中唯一靠海的鄉鎮(客家委員會)，也是典型的防禦型聚落。保有最完整的

客家古厝，古蹟也是占大多數的，本組實地訪查，佳冬鄉交通便利，人們熱情，在訪查同時 

巧遇在張家商樓阿伯，他教我們講客家話(圖 13)，在羅家古厝也有阿伯熱情為我們導覽關於

左堆的客家文化(圖 14)。 

 

            

圖 13 與張家商樓阿伯合照                圖 14 與羅家古厝阿伯合照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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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冬文化地圖 

 

佳冬鄉有許多景點及古蹟參觀，在小村落裡，古蹟的位置都很靠近，步行幾分鐘便能到

下一個地點，很適合漫遊認識佳冬與佳冬文物。  

 

 

圖 15 佳冬鄉導覽地圖 

（資料來源：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三）佳冬主要古蹟介紹 

 

小村落擁有著百年歷史的古厝、三級古蹟(具有地方性的歷史價值)，充滿客家文化的景

點，以及文青浪漫的壁畫。本組彙整以下特色景點。 

 

1、 羅家古厝 

 

為羅姓子孫的祖厝，熱情的阿伯為我們解說，羅家與蕭家有姻親之緣，古厝為羅家子孫

秀才所建造，「培蘭育桂」，蘭與桂比喻美才、賢人。古厝內有「理學第」及「豫章堂」，為

教育人才之場所。羅家古厝內有「五行石神」，代表著金、木、水、火、土，庇佑著子孫繁

榮，為客家人重視風水的作證之一。 

 

表 4 羅家古厝照片 

 

圖 16 羅家古厝 

－「理學第」 

 

圖 17 羅家古厝 

－「豫章堂」 

 

圖 18 羅家古厝 

－「五行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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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羅家古厝「培蘭」 

 

圖 21 羅家古厝「育桂」 

 

圖 21 羅家古厝阿伯解說 

圖 16 至圖 21（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2、 張家商樓 

 

又稱「張阿丁宅」，為傳統雙層紅磚樓房，進入樓房之前，門面可供遊客拍照，前庭有

一處販售客家小物明信片以及花生糖，明信片的畫都是佳冬鄉客家景點。一樓為畫展的展示

空家，一樓通往二樓有瓷器、手工藝品可欣賞。二樓為文藝展示區。 

 

表 5 張家商樓照片 

 

圖 22 張家商樓門面 

 

圖 23 張家商樓物品販售處 圖 24 張家商樓手工藝 

圖 22 至圖 24（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3、 楊氏宗祠 

 

  為三級古蹟，為座北朝南之建築，擁有全台唯一「太極兩儀池」，左右兩邊皆有護祠

神。裡面的裝飾、擺物皆為雅致，牆面皆有雕花、彩繪人物像，顯現楊家為官宦人家子弟。 

 

表 6 楊氏宗祠照片 

 

圖 25 楊氏宗祠－左右護祠神 

 

圖 26 人物彩繪像 

 

圖 27 太極兩儀池 

圖 25 至圖 27（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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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山國王廟 

 

為三座山自然所形成的山神，分別是「巾山」、「明山」和「獨山」。三山國王廟庇佑著

佳冬鄉的居民，曾幫助居民們指點迷津。每年有「做福拜新丁」的習俗，有男嬰的家庭會前

來向神明祈福、感恩。 

 

表 7 三山國王廟照片 

 

圖 28 三山國王廟近照 

 

圖 29 三山國王神明像 

 

圖 30 三山國王廟擺設 

（圖 28 至圖 30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5、 詩人步道 

 

「藝術」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詩人步道中，大多數為客家詩人創造的詩詞，多數為客

語，走在步道上，欣賞著文學風采，在這樣的環境下讓配合著詩意更能感受詩意境，沿著步

道也有充滿驚喜的擺設小物。 

 

表 8 詩人步道照片 

圖 31 詩人步道－詩句 1 

 

圖 32 詩人步道－詩句 2 

 

圖 33 詩人步道－詩句 3 

（圖 31 至圖 33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6、 步月樓 

 

為三級古蹟，原為蕭家書房，是重要的防衛聚落之一。日軍從枋寮侵入佳冬，在步月樓

發生激烈戰爭，最後戰敗，焚毀了許多藏書、文件，目前也能在步月樓看到戰爭留下來的彈

孔。記錄了這一段抗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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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步月樓照片 

 

圖 34 步月樓 

 

圖 35 步月樓－藏書小閣 

 

圖 36 步月樓記載 

（圖 34 至圖 36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7、 蕭家祖屋 

 

為三級古蹟，至今已有 200 餘年，是台灣唯一五堂六院，外觀建築富有客家風氣，面積

四千多平方公尺，可容納近百人。蕭家祖先員以釀酒為業，後來從商改作染布，保持客家刻

苦耐勞精神，逐漸累積資產，古屋的廚房內，還保有昔日釀酒的場地。 

 

表 10 蕭家祖屋照片 

 
圖 37 蕭家祖屋正門 

 
圖 38 蕭家祖屋側邊 

（圖 37 至圖 38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8、 蕭家洋樓 

 

一座空心磚的洋樓，能看的出來洋樓中為空的，原為日軍高層招

待所，經過歲月摧殘，原本氣派的洋樓，已變成老舊的建築，在佳冬

鄉，為具富日本建築的代表性之建築。 

圖 39 蕭家洋樓     

 

9、 敬字亭 

 

為三級古蹟，又稱「聖蹟亭」，早期客家人對字紙貴為珍惜，因

此寫有文字的紙必須送入敬字亭燒毀，不可任意丟棄。爾後敬字亭為

對子弟讀書的注重與勉勵。 

圖 40 敬字亭 



9 

 

10、 西隘門 

為三級古蹟，又稱「褒忠門」，1786 年發生林爽文事件，客家義

勇軍為保護家鄉及家庭而戰，皇上賜「褒忠」匾額。常有許多外人侵

擾，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做了防禦工事，因此居民們設置東南西北隘

門作為通道，如今僅存西隘門保存完善。                           

圖 41 西隘門 

 

圖 39 至圖 41（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四）走訪佳冬古蹟感想 

 

「佳冬」為客家文化的重鎮，本組經由這次走訪，發現佳冬有著許多大多數人不知道的

客家古蹟，例如：「蕭家古厝」、客家人的中心信仰「三山國王廟」以及曾是日軍招待所的「蕭

家洋樓」…等，每個建築物都有著貼近我們的歷史故事，也親身感受到當地耆老們想將佳冬

文化推廣出去的心情，只可惜缺乏行銷觀光，讓這個蘊含故事的好地方少有觀光客參觀。 

 

三、 佳冬社群觀光推廣 

 

本組藉由網路與一些自製的客家創意小物推廣佳冬鄉的觀光，分別在本組經營的社群網

站上分享客家文化及佳冬鄉的主要古蹟。本組推廣的社群網站分別有 FB 粉絲團、IG 粉絲團、

Line@官網，在創意小物上本組自行繪製了貼圖及設計宣傳單。期待推廣佳冬觀光，深植佳冬

客家文化印象。 

 

（一）FB、IG 及 LINE@粉絲團 

 

Facebook 和 IG 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本組在 Fb、IG 及 LINE@上創立了粉絲團，藉

由分享希望有更多人能瞭解客家文化及佳冬鄉的古蹟發展。目前由 FB 粉絲團洞察分析可看

出，貼文接觸人數最高有 1.8K 人，IG 觸及率持續增加中，LINE@也持續建構中。 

 

表 11 本組粉絲團截圖 

   

圖 42  FB 粉專截圖 圖 43  FB 粉專截圖 圖 44  FB 粉專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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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IG 粉專截圖 圖 46  IG 粉專截圖 圖 47  IG 粉專截圖 

   

圖 48  LINE 官網截圖 圖 49  LINE 官網截圖 圖 50  LINE 官網截圖 

（圖 42 至圖 50 資料來源：本組 FB、IG、LINE 粉絲團截圖） 

 

（二）客家文化小圖及宣傳單製作 

 

本組除了設立 FB、IG、LINE 網站外，也繪製了一些可愛逗趣的貼圖，貼圖上加入一些

親切的客家話，藉由貼圖，希望大眾能夠對客家文化更加深刻。 

 

   

 

   

   

圖 51 客家文化圖集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四、佳冬 進來做「客」桌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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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戲目的 

 

本小組發現周邊同學、親友對於佳冬客家文化瞭解有限，身為屏東人卻不知縣內擁有如

此珍貴的客家寶藏，因此我們想要製作一款以「佳冬進來作客」為主題的桌遊，將客家文化、

景點及美食融入遊戲中，藉由年輕族群所喜愛的桌遊當作媒介，使玩家產生對於客家文化的

興趣，並透過遊戲更加了解客家文化。 

 

（二）遊戲規則 

 

本遊戲適合 2-4 人遊玩，規則如下： 

 

1、每個玩家選擇一個代表棋子放在起點上。  

2、擲骰子決定先後次序，點數大的玩家先行。 

3、以順時針方向進行。  

4、玩家擲出雙骰，按擲出的點數前行。 

5、如非特別指定，所有移動都是以順時針方向進行。  

6、擲骰子的點數，走到指定位置，即可獲得該地之收集卡。 

7、若走到機會、命運、功能卡，則抽取一張該地卡片，並執行卡片規則。 

8、收集卡不得轉讓，販售。 

9、功能卡功能強大，可搶奪、銷毀別人手中收集卡。 

10、若走到佳冬景點「隨你踩」，則可選自己喜歡的位置前往。 

11、當擲出兩粒骰子也是相同點數，玩家可以多擲一次。 

 

表 12 獲勝條件表 

獲勝條件 

需優先同時擁有 

一張三級古蹟卡 

一張客家美食卡 

兩張客家代表物卡 

兩張客家景點卡 

 

（三）製作過程 

 

1、內容設計構圖 

 

本組設計此桌遊，內容經由設計及規劃，設計的卡片有機會卡、命運卡、功能

卡、以及收集卡。 

 

（1）底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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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底稿製作        圖 53 底稿製作 

 

（2）規則卡設計 

 

   

                   圖 54 規則卡製作         圖 55 規則卡製作 

 

（3）機會命運卡設計 

 

  

                      圖 56 機會卡製作     圖 57 機會卡製作 

  

                   圖 58 命運卡製作        圖 59 命運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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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卡設計 

 

  
                    圖 60 功能卡製作       圖 61 功能卡製作 

 

（5）收集卡設計 

 

  

                     圖 62 收集卡製作       圖 63 收集卡製作 

 

2、卡片介紹 

 

（1）命運卡：擲骰子到命運格即抽取一張命運卡，例如：暫停一回合。 

（2）機會卡：擲骰子到機會格即抽取一張機會卡，例如：獲得一張「三級古蹟卡」。 

（3）功能卡：擲骰子到功能卡格即抽取一張功能卡，例如：嫁禍卡：被迫害時，嫁禍

給別人。 

（4）收集卡：擲骰子到代表物、美食、古蹟格即獲得一張相對應的收集卡，例如：擲

骰子到代表物：藍衫衣，即獲得一張代表物：藍衫衣收集卡。 

 

3、收集卡主題分類 

 

收集卡內有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美食類，代表物類，景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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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收集卡-客家美食類表 

收集卡-客家美食類 

1.客家小炒 

 

圖 64 收集卡-客家美食類 

2.客家粄條 

3.薑絲大腸 

4.花生豆腐 

 

表 14 收集卡-客家代表物類 

收集卡-客家代表物類 

1.風鼓車 

 

圖 65 收集卡-客家代表物類 

2.油桐花 

3.紙傘 

4.藍衣衫 

5.土地公 

6.花布 

 

表 15 收集卡-客家景點類 

收集卡-客家景點類 

1.敬字亭 7.蕭家洋樓 

 

圖 66 收集卡-客家景點類 

2.藏書小閣 8.詩人步道 

3.張家商樓 9.羅家-理學第 

4.羅家-豫章堂 10.步月樓 

5.西隘門 11.楊氏宗祠 

6.三山國王廟 12.羅家-五行石神 

 

4、試玩修正 

 

本組製作完簡易版桌遊，把桌遊帶到學校試玩，試玩後發現有些地方需要修正，



15 

因此本組收集了更多資料，把桌遊的內容建立的更完整，以更好的型態展示出來。 

 

  

圖 67 桌遊教學       圖 68 桌遊試玩 

 

5、確定完稿 

 

本組把需要修正的地方改良後，完成了最後成品。 

 

圖 69 桌遊成品 

 

（四）桌遊推廣 

 

本組將成品帶給東港海事同學玩樂，希望藉由桌遊能讓大家認識客家文化，也能瞭

解佳冬文物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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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桌遊體驗      圖 71 桌遊體驗      圖 72 桌遊體驗      圖 73 桌遊體驗 

（圖 52 至圖 73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拍攝） 

 

五、 問卷調查及分析 

 

本小組於 110 年 02 月 25 日至 03 月 12 日透過社群媒體以及紙本方式發放「佳冬客家文

化」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以屏東縣居民為主要發放對象，紙本問卷份數 150 份，網路 google

問卷 200 份，共計 350 份。回收問卷過程中，紙本問卷有 47 份非屏縣居民不予採計，網路問

卷 150 份皆為有效問卷，故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6.57%。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圖 74 您的性別為何? 圖 75 您的年齡層為何? 圖 76 您的職業為何? 

由圖 74 到圖 76 數據顯示，女性受訪者居多，佔 57.3%，主要受訪年齡分布在 18-50 歲佔

了 71.1%，其中以社會人士居多，佔 64.6%。 

 

（二）對佳冬的認知 

 
 

圖 77 請問您是否去過佳冬? 圖 78 您沒有去過的原因?(去過免填) 

由圖 77、78 可知，屏東居民有近 3 成的人未到過佳冬，36.4%的受訪者認為佳冬觀光吸引

力不足，27.3%的受訪者認為交通不便，而同為屏東居民有 13.6%的人沒有聽過佳冬，可

見政府行銷宣傳有待加強，而且應改善佳冬的大眾運輸，提升佳冬的曝光度。 

42.7%57.3%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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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3.0%

10.5%
18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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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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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27.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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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您是否認為佳冬是一

個值得去的地方? 

圖 80 您是否認為佳冬是一

個富有文化內涵的地方? 

圖 81 您是否認為「佳冬鄉」

有許多文化古蹟可參觀? 

由圖 79 到圖 81 可知，有 7 成左右的受訪者認為佳冬是富有文化內涵有許多文化古蹟，並

且有 6 成的受訪者認為佳冬是值得去的地方，值得省思的是有 2 至 3 成的受訪者對於佳

冬意象都是普通的不具深刻印象，應加強在地觀光推廣。 

 

（三）對佳冬客家文化的認知瞭解 

 

  

圖 82 您是否知道「佳冬鄉」為六堆客家文

化之一? 

圖 83 您是否認為客家文化是佳冬的主要文

化? 

由圖 82、83 可知，有 67.1%的受訪者知道佳冬是六堆客家文化之一，而有 74.2%的受訪

者知道客家文化是佳冬鄉的主要文化，可見屏東居民對於佳冬的認識還有進步的空間，建

議政府從鄰近鄉鎮做推廣活動，先增強屏東人對佳冬的了解，才能往外推廣。 

 

  

圖 84 您認為「佳冬鄉」文化特色有哪些優

點?(可複選) 

圖 85 您如何得知「佳冬鄉」客家文化?(可複

選) 

由圖 84 可知，佳冬最大特色為古蹟多，其次為居民友善，而選擇預約導覽為特色優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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徧少，本組探討原因可能是預約導覽非免費，影響觀光客決定。由圖 85 可知，屏東居民

認識佳冬以成長背景和親友介紹居多，可見其他推廣方式成效不足，應多加努力。 

 

（四）瞭解粉絲團推廣成效 

 

   

圖 86 透過本小組設計的粉

絲專業是否有讓你更了解佳

冬? 

圖 87 透過本小組設計的粉

絲專業是否有讓你更了解佳

冬的客家文化嗎? 

圖 88 透過本小組製作的粉

絲專業推廣有激起您想走訪

佳冬的想法嗎? 

由圖 86 至 88 可知，有超過 7 成的受訪者認同利用社群網路推廣佳冬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佳冬，並且透過粉專推廣可以提升走訪佳冬的意願，但是認為普通沒特別看法的超過 2 成，

可見我們還有努力空間，可以從粉絲專頁多辦活動及放置影片與解說、讓滿意度更高，更

多人有意願想走訪佳冬。 

 

（五）桌遊推廣成效 

 

本小組於 110 年 03 月 08 日至 03 月 26 日透過紙本方式發放「佳冬 進來做「客」桌遊推

廣」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以東港海事學生為主要發放對象，紙本問卷份數 80 份，回收問卷

過程中，紙本問卷 80 份皆為有效問卷，故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100.00%。 

 

   

圖 89 請問您喜歡這個客家

桌遊遊戲設計嗎？ 

圖 90 透過桌遊，有助於您對

佳冬客家文化有更多認知

嗎？ 

圖 91 透過本組設計桌遊是

否讓您對佳冬客家文化印象

更深刻？ 

由圖 89 至圖 91 可知，有 9 成的受訪者喜歡客家桌遊，可以一邊玩樂，一邊認識客家文

物，超過 8 成的受訪者認為藉由桌遊可以更認識佳冬客家文化，並植入深刻印象。 

 

參、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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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本組根據以上研究資料彙整出下列七項結論，說明如下： 

 

（一）曝光度不足：大多數人認識佳冬皆為成長背景及親友介紹而認識，缺少從其他管道發

現佳冬之美的資訊。 

（二）吸引力不夠：在佳冬觀光方面，對觀光客來說吸引力不夠是最大的因素，沒有特別的

活動與亮點讓大家有特別想來佳冬的衝動。 

（三）交通不便利：佳冬鄉位於比較偏僻之鄉鎮，只有區間火車與客運可以到達，而且到達

之後沒有配套措施，因此降低了人們到此觀光的意願。 

（四）文化認知不夠：屏東居民對於佳冬的認識不夠深，且對佳冬客家文化也不夠瞭解，身

處鄰近鄉鎮卻認識不深實在可惜。 

（五）推廣方式加強：大多數人認為佳冬的特色為文化古蹟多、居民熱情，但對於其他的認

識不夠，可以結合地方特色多元推廣，讓更多人認識多面向的佳冬。 

（六）粉專互動不足：本組經營粉絲團雖為有效推廣方式，但是創立時間不足、缺少互動活

動，未來持續推廣增加活動辦理，成效一定會更顯著。 

（七）桌遊效益顯著：透過以佳冬為主題的桌遊，大多數人認同藉由桌遊可以更認識佳冬客

家文化，期待可與佳冬鄉公所合作，推動本次實作的桌遊。 

 

二、建議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屏東佳冬與佳冬的客家文化，本組經由訪查、設計粉專、設計桌遊、

問卷調查等，提出下列十一項建議，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 

 

（一）教育向下札根：邀請屏東縣各小學到佳冬進行參觀，並推廣文化古蹟，讓小朋友可以

邊玩邊學，認識佳冬的客家文化。 

（二）耆老教育推廣：當地耆老對於在地文化十分瞭解，但是缺乏傳承，除了對於觀光客的

解說，可以開設相關課程，讓文化教育傳承下去。 

（三）培養在地導遊：培養志工或是工讀生成為在地導遊，民眾有任何問題想瞭解或是想更

瞭解文化時，在地導遊可以提供有溫度的解答。 

（四）共同守護家園：提升佳冬居民文化意識，不破壞及友善保留僅存的文化古蹟，讓下一

代能更完整的瞭解自己家鄉的客家文化特色。 

（五）熱門景點合作：與三山國王廟合作，結合客家與信仰元素，提供資金辦活動，讓民眾

們能感受到佳冬居民們的宗教信仰。  

（六）美食行銷活動：舉辦客家美食試吃或美食集點，讓更多人透過美食認識佳冬進一步認

識佳冬客家文化。  

（七）善用網紅代言：邀請網紅規劃行程及拍攝影片，增加佳冬鄉的曝光度，且提升人們到

佳冬一遊的意願。 

（八）網路行銷推廣：網路時代來臨，如果有官方團隊經營的粉專與觀光客互動，定期舉辦

活動或是設計團體旅遊活動，可以讓佳冬觀光活絡起來，也增加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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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曝光度。 

（九）多元交通規劃：引進小黃公車及租借腳踏車站，讓走進佳冬不再是難事。 

（十）鄰近鄉鎮合作：與周邊鄉鎮做結合，設計一日遊或二日遊路線規劃，讓佳冬變成休閒

的好去處。 

（十一）桌遊體驗：可與佳冬鄉公所合作舉辦體驗桌遊活動，藉由玩樂能深度認識佳冬客家

文化，吸引年輕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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