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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琳 著

日治時期北臺灣柑橘產業暨民俗文化研究



作者簡介

陳芷琳，因對傳統工藝抱有興趣而進入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就讀，學習如琉璃、陶藝、

編織、草木染等工藝的操作及文創領域的經營與行銷，並於 2019 年 6 月畢業。在就讀大學的期

間，透過不同領域的課程擴展視野，逐漸發掘出對臺灣民俗文化的探究之心，故更加聚焦該領域，

入讀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主要專注於無形文化方面的討論，並以柑橘為

探討對象，從產業發展到對臺灣民俗文化的影響為題撰寫碩士論文，於 2023 年 2 月完成畢業。

提    要

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氣候區交界處的臺灣，因極佳的氣候條件使其具有豐富的物產，在果實

物產方面，多種水果種類隨清代移民陸續傳入，經過日治時期的發展使臺灣有著「水果王國」

之稱號。然在日治時期，相較起一般所熟知的芭蕉及鳳梨，同樣受到臺灣總督府重視且輸出值

居第一、移出值第二的柑橘卻甚少人注意，更無柑橘與歲時禮俗、生命禮俗及常民生活聯繫之

討論。故本文從柑橘類的生長環境條件與清領時期柑橘類植物的引進及種植開頭，以日治時期

的統計資料中經常可見、多生長於北臺灣的小型柑橘品種及具有民俗文化意涵為條件，舉出本

文所重點關注的椪柑、桶柑、雪柑、金柑、酸橘及虎頭柑等 6 種柑類果實，並從日治時期出版

之專著、期刊、統計資料、報刊及調查報告，整理及分析當時總督府針對臺灣柑橘產業所進行

的各項調查、試驗與施策，了解柑橘產業如何從依賴政府的獎勵補助及園藝試驗機構的輔助下，

逐漸發展成可獨立營運的地方產業，並透過各個銷售組織外銷至日本及其他國家，創造臺灣輸

出生果第一及移出第二的佳績，為臺灣賺進不少外匯。而除了在經濟上的貢獻，柑橘在民俗文

化及常民的生活中，從祭祀供品、嫁妝、建築裝飾，到藥材、飲食及清潔劑，都有著柑橘類的

身影，且時至今日依然留存，更被做為社區營造及地方創生之元素。雖然產地幾經變化，卻無

改變人們對柑橘的重視與喜愛，可見柑橘在臺灣的經濟、文化及地方發展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