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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製糖廠不僅在過去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也是許多長者共同的

回憶。至今有關台灣製糖產業的歷史已經有不少討論，無論是將糖廠做為文化

資產的意涵、糖廠轉型的可能、糖廠於地方發展的影像或者糖廠員工的記憶都

有人研究過，但是也還有許多尚未思考和探索的方向，是值得延伸探討的議

題。這個計畫主要將製糖產業視為一個結合在地不同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資

源，同時也是整合在地不同勞動群體的歷史空間。糖廠圍牆所劃分廠內廠外的

空間規劃與環境和無形的糖廠人與非糖廠人的區分，物理空間的劃分以及身分

階級的區隔如何共同建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認同。設立一個糖廠所需集結

的人群相當的多元，受糖業發展所影響的人並非只有台糖員工及其家人；周遭

居民、其他的勞工、家屬都受到糖廠發展的影響。 

這些不同的人群，因製糖產業而集結，他們的糖廠記憶雖有相同，但也應

有不同。糖廠內，在不同職位上的員工和家人；糖廠外，季節工人、蔗農或附

近居民，他們有不少共同的記憶，蔗糖香味、火車、抽甘蔗……等等。但是因

為他們每人與製糖產業以及糖廠的連結方式不同，對於糖廠的印象與記憶並不

會完全相同，甚至糖廠在他們生命歷程中扮演的角色很不一樣。例如，共同擁

有偷抽甘蔗回憶的當地居民，有人因為是糖廠職員的小孩能夠就讀糖廠小學，

但非員工家庭子女須徒步 30 分鐘到其他學校就讀。這源自家長是否是糖廠職員

的差異就可能讓他們對糖廠的認知不同，而且糖廠的發展對他們的影響也不一

樣。所以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來說，糖廠做為生活的空間，糖業作為經濟、社會

文化活動的軸心，和他們實際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關聯？對他們來說糖廠所代表

的意涵分別是什麼？ 

這個計畫不同於過往的研究，主要的目的並非找出南靖糖廠的史實，而是

試圖找到他們對糖廠的共同記憶，並且探索這些不同的人群，在糖廠的個人經

驗，主觀的印象，且有差異的多元記憶，並找出製糖產業發展脈絡下所成就的

個別生命歷程。主要的目的是研究糖廠做為台灣重要的產業和文資產，對於不

同的社會群體所代表的意涵以及對他們個人發展的影響。 

為了研究在共同的糖廠框架（組織以及空間）下，不同年齡、階級、性

別、省籍的人群的交流，他們生活經驗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在共同空間裡他們



南靖糖廠的生活記憶                               陳韻如 

 
  4 

如何互助？又如何劃分彼此？糖廠經驗又如何影響個人生命發展？為了回答這

些問題，這個計畫選擇南靖糖廠做為研究個案，尋找現在 60 歲以上，有南靖糖

廠相關經驗，無論是工作、居住或者就學，居住在南靖附近的人，然後進行訪

談。在現任南靖國小校長曾俊銘的協助下，以及嘉義縣水上鄉的臉書社群的徵

詢，分別找到十四位受訪者。他們分別為：南靖糖廠的退休職員（4 人），非正

式員工（3 人），糖廠職員工的子女（5 人）以及南靖國小的現任和退休老師（2

人）。訪談主要針對兩個面向，一、糖廠相關的記憶與連結，二、個人生命歷程

與生活經驗。1 

以下報告將先介紹台灣製糖發展下南靖糖廠的歷史 (第二章)，接著會將糖

廠內外的交流互動以及不同人群的生活劃分五個章節介紹，糖廠圍牆內的宿舍

生活和生活設施(第三章)，進入糖廠成為台糖正式員工的經驗 (第四章)，進出

糖廠的臨時工和無法成為正式員工的契約工人(第五章)，接下來介紹糖廠職員對

外的工作 (第六章)，以及糖廠子女的小學記憶 (第七章)。在呈現他們的經驗時

會特別關注性別、族群和世代對糖廠經驗和記憶所帶來的差異，不同生命因糖

廠而聚集交織而成的南靖糖廠記憶。2 

 

 

  

                                                      
1 詳細受訪者的資料請參考附件。 
2 調查研究的部分內容也發表於 Podcast《台灣人台灣事》，共五集。收聽請掃報告中的 QRCode

或者附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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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靖糖廠：地理位置、歷史發展 

北港溪以南的嘉南平原和屏東平原是台灣主要生產蔗糖的地區。在清代時

期嘉義地區就有許多糖廍，因為這地區本來就有許多甘蔗園，因此蔗園旁也有

以人工生產的製糖廠。每個糖廍大約有 16 至 17 個工人，規模小，產量也不

多。又因運輸不易和傳統的交易模式，所以糖廍地點並不集中，而是分散於各

地。但是自從日資看到台灣甘蔗的經濟價值，從日治時期開始投資開設糖廠，

引進機器，集中量產，改變了嘉義糖廍的發展（陳美鈴，2008）。 

日治時期在總督府的規劃下，日本人在台灣一共設置了 42 間糖廠。台灣糖

廠在日治時期就相當風光，出口量層高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爪哇和古巴。戰後

糖廠復工，台糖公司成立，台灣糖業進入後日治時代的黃金時期，從 1950 到

1980 年代，糖廠為台灣賺進大量外匯，糖廠員工福利以及廠內的生活設施都令

人稱羨；廠外附近居民也因應糖廠的發展，都受惠許多。直到 1980 年代以後，

台灣製糖產業才逐漸衰退。至今持續運作的糖廠只剩兩個，虎尾和灣裡（善

化）糖廠。本研究計畫欲研究的糖廠是位於嘉義縣的南靖糖廠。南靖糖廠從

1909 開始生產一直到 2009 年關廠，這一百年間是當地聚落發展的主導產業。 

南靖糖廠歷史 

南靖糖廠就是在日治初期，1908 年開建，1909 年開工生產，算是台灣很早

設立的糖廠之一，一直到 2009 年才正式關廠。南靖糖廠的規模相當大，每日產

能可達 3200 噸，僅次於屏東的阿緱糖廠（3600 噸），台南的善化糖廠（3400

噸）以及雲林的虎尾糖廠（3300 噸），後面兩場是目前台灣唯二的製糖廠，和南

靖糖廠差不多的時間設立。 

雖然南靖糖廠擁有全台糖廠數一數二的百年歷史，也具有相當大的規模，

無論是面積、員工人數、機器設備，但是相關的記載並不多。至今直接相關研

究僅有 2009 年，官彥君的碩士論文《南靖糖廠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以

及 2019 年，曾俊銘主編的《走讀南靖糖廠》。嘉義縣志、陳美鈴的研究和台糖

公司的出版有提到南靖糖廠 但是著墨不多。 

南靖糖廠前後一百年中經歷許多改變，也對在地發展帶來多重的影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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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將簡單介紹在南靖糖廠的歷史，主要討論在糖廠的發展脈絡下，對於糖廠

職員以及在地各行各業的居民，這些與糖廠有不同連結關係的人群，分別產生

了哪些不一樣的經驗和衝擊？ 

1908 年南靖糖廠由東洋製糖株式會設置。因為在南靖緊鄰八掌溪，可提供

工廠用水，同時這地點距離當時的水上火車站僅 2.7 公里。日本資方選擇南

靖，除了原料取得、工業用水以及運輸方便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南靖

地區尚未開墾，所以地價便宜，不似已開發區域向住民購地相對困難（林岑

憶，2012）。 

南靖糖廠在一年的建設後開始營運，起初日榨量有 1000 噸，不久因為日本

資方的整併，改由明治製糖接管。易手後糖廠開始擴張，當時不僅在南靖有設

立農場，附近其他地區的供應農場共計有 1620 甲之多，南靖糖廠一年產量達 45

萬噸（台糖股份有限公司，1976）。 

新式糖廠的設立，不僅改變了原有的製糖方式，造成傳統的糖廍逐漸沒

落，也因為資金注入，新的機器設備以及大量工人的聘僱對地各帶來各方面的

改變和衝擊（陳美鈴，2008）。首先糖廠附近的人口逐漸增加。南靖糖廠的地點

原本尚未開發，距離最近的聚落是美源村和南靖部落。但是日治時期因為糖廠

的出現，讓許多人口移入，聚集成新的村落，現在的三鎮村和靖和村就是因糖

廠發展出來的聚落。 

新式糖廠也改變了在地的經濟活動，既有糖廍的人力以及其他務農的人力

都改為種植甘蔗，賣給會社。此外，因為人口增長，糖廠區內和區外都需要更

多的飲食、休閒娛樂場所和服務，因此產生許多新興的服務業。這也帶來新的

勞動模式，從原來居民依照氣候和季節進行的農務工作，變成糖廠員工輪休輪

班的生活，或者成為配合糖廠的蔗農，季節性工人，或者搬運工。新式的製糖

產業讓在地農業發展、農村生活、經濟活動和生活步調都受到影響（官彥君 

2009）。 

南靖糖廠的地理環境 

東洋製糖一開始選定的設廠位置並不是南靖。製糖需要大量的水，最好靠

河邊；也不能離原料太遠，要在甘蔗園附近；還要運輸方便，最好在車站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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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所以日本人沿著八掌溪從較靠近嘉義市和機場的地方開始詢問，但是地主

們都不願賣地。他們一路往南找，才找到南靖這個地方。當時的南靖人口稀

少，所以地價的相對便宜很多（林先生）。因應南靖糖廠而發展起來的聚落主要

有兩個，三鎮村和靖和村，還有另外一個設廠前已有的農村，過去稱為南靖聚

落，也因為種甘蔗而受惠，就是現在的南和村。 

    資料來源：（賴海衫編，2002：15） 

 

三鎮村的出現和南靖糖廠的設置直接相關，這個村落是在 1906 年才有，因

糖廠人口逐漸遷入。為了糖廠，這個村莊設有南靖火車站，還有公路局南靖

站、鐵路局運輸貨運服務站、國軍油料庫、南靖派出所、中油加油站、電力公

司水上變電所、水上鄉農會信用部分部。而且因為位於台一線兩邊，西部幹線

公路及省縱貫鐵路必經之地，交通方便也是過去的重要據點。 

靖和村的成立也是因為是糖廠，與三鎮村不同的是，靖和村就在糖廠區

內。因為南靖製糖所附設的小火車，可抵達朴子腳、港子墘、布袋嘴、義竹圍

等地，海產均由靖和村轉往南北各地出售。但也因為是糖廠場，第二次世界大

戰，遭到盟軍多次轟炸，廠區和宿舍均遭受毀壞，是戰後才又重建。 

南和村分前後寮，是糖廠設置前就有的聚落。前寮稱為南靖，一說是先民

從大陸福建省南靖縣到此開墾，所以稱此為南靖；另一個傳說為先民時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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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許多小村落，常受土匪侵擾，村民舉家遷移，合為一較大部落，以禦匪寇，

稱為南靖本部落。後寮也稱為美源村，為紀念先民羅美源率領一群居民遠來此

地墾荒，開墾，建立一部落，教導農作，後來村民為感念此位先民，才將村明

定為美源村，後來前後寮合併為「南和村」。這三個鄉村目前的居民都不到 1000

人，尤其是靖和村人數最少。 

1946 國民政府成立台灣糖業公司，接收南靖糖廠後，先修復工廠和運輸鐵

道。南靖糖廠從 1950 年開始後的三十年穩定成長。南靖人口在戰後，因為國際

糖價提升，在 1952 後又開始增加高達 4500 人，但 1980 年後也因為製糖產業的

衰退又逐年下降。由此可見，這一百年間，當地居民生活從始至終都以糖廠為

生活中心。在 1981 年之後，因為國際糖價低迷，糖廠也逐漸關閉，南靖糖廠在

2009 年結束。伴隨的是當地人口數下降，因為沒有其他的產業發展，年輕人離

鄉，人口老化，包括原有的靖西國小也在糖廠關閉前 2005 年和南靖國小合併。

這一百年來，這個地區隨著糖廠的發展、重建、整併、衰退和轉型，當地生活

也產生了不同的變化。 

糖廠裡的多元活經驗 

因糖廠而聚集於此地的人相當不同。有原來就居住於南靖的居民，也有從

外地來的人。就他們入住的地點來看，就有明顯的社群劃分：在日治時期住在

糖廠區內大部分是日本人，搬到糖廠周圍的是台籍員工，但還有住在甘蔗園內

搭建的寮仔裡的工人，後者大多是當地居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靖糖廠因生產高級燃料，又因靠近水上機場，成

為盟軍攻擊的主要目標，轟炸慘烈，發生數次大火，大部分設備遭破壞。戰

後，糖廠做為聚集多樣資源的地方，也成為軍隊、外省人和台灣人之間爭奪的

場域；更因為距離水上機場只有三公里，所以是民軍和國軍相爭之地。此外，

南靖糖廠還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雖然被記載在二二八事件的文獻中，但是卻

不見於南靖糖廠的任何敘事裡。在嘉義三二事件發生後，為了將外省人集中，

南靖糖廠的台籍職員五人帶著四名外省籍非員工前往嘉義集中，途中遇到軍隊

正前往水上機場，五名台籍職員當場被瘧殺（許雪姬 1993）。現在雖然無法得

知有多少南靖糖廠的員工以及附近居民知道這個事件，但是當時的省籍問題以

及國民政府接管後，外省籍主管代替了日本主管是否影響著大家對南靖糖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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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日治時期，台籍人士只能是基層員工，最高層級只到助理工程師。日本人

走後，糖廠內外居民出現新的劃分方式。糖廠職員中，管理人員幾乎都非在地

人，都是通過國家考試錄用，但是非正式勞工都是在地人較多。正是經過考試

的糖廠員工還分為分類職員和評價工員。此外，糖廠外的農民，因為生活貧

苦，也會加入糖廠內的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這些非正式的糖廠勞工人數龐

大。同樣都在糖廠工作，但是職位、薪資、福利卻不相同。所以即使圍繞著製

糖產業生活，但是個人的日常經驗和生活情境也不一樣。就如在日治時期有些

台籍員工的妻子會去日籍家庭洗衣幫傭（曾俊銘，2019），這個研究也發現，

1970 年代也有基層員工的配偶到高階主管的家裡幫傭，賺取外快。 

另一個例子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糖廠就特別設了一個讓日籍員工小孩就

讀的小學校，也就是南靖國小的前身，台籍員工以及附近居民台灣人只能徒步

到最近的水上國小就讀。戰後的南靖代用國小是屬於台糖公司的學校，也只有

台糖職員工子女才能就讀，非正式員工或附近居民的小孩，還是要到其他學校

上學。因有糖廠補助所以南靖國小學生擁有更多的福利和照顧，除了可以免費

念書，按照他們的字數，當時文具書包都是糖廠出錢的，有段時間還有免費牛

奶可以喝（周相伶，2006）。一直到 1968 年起，因國民義務教育開始，南靖國

民小學才開放給民眾自由選擇入學，台糖職員和非台糖職員小孩才開始一起上

學。3 

從這些例子可見，雖然大家都仰賴糖廠生活，在地生活也以糖廠為中心，

但是因為與糖廠連結並不同，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並不相同，這讓他們對糖廠的

看法和印象也應有所不同。 

從上述的既有文獻整理，可大約找出三個重要的社群劃分軸線：一、糖廠

內部的職務等級，首先是糖廠員工與非員工的劃分，最直接的影響是小孩的受

教權，其次是糖廠員工的位階劃分。二、場內職員工所屬的族群，日籍和台

籍、外省和本省。三、還有性別，無論糖廠內外的男性和女性，個別分擔糖廠

內外的不同工作。依照這三個軸線可將與糖廠有關的人區分為不同的群體。在

資料分析時，將探討是否這樣的群體劃分方式是否影響他們個別生命經驗以及

對糖廠的記憶。 

  
                                                      
3 2015 年因為學生人數大幅減少，靖西國小和南靖國小併校，靖西校址另作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