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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是一群憧憬成為太魯閣族獵人的男孩，如果能有擁有一把「頂級兵器」，那一定

「很 Man」。常聽聞老人家說，太魯閣族男人驍勇善戰，但我們出生於太平盛世，從來沒

看過電影「賽德克‧巴萊」裡壯烈的戰爭場景，山林依舊，人事已非，那麼「頂級兵器」

還存在嗎？是否還有其用武之地？ 

在平常的日子裡，爸爸要上班，最期待假日時，爸爸一聲吆喝，帶我一起去山裡打獵，

我總是偷瞄爸爸腰間的刀，形狀像彎月，父親稱它「屠龍刀」，但它真實的名字是「銅門

刀」，這把刀可不簡單，一路披荊斬棘來開路，讓獵物「骨肉分離」也靠它。 

每次回到部落，車子過了仁壽橋，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店家就是「銅蘭鐵匠店」，木頭

色的招牌有著古樸的風情，「銅門刀」就是出自這百年老店，已傳承四代，遠近馳名，據

說第三代掌門人許有祥先生還是一位部落的酋長呢！身為太魯閣族人，我們想要更了解自

己的製刀文化，揭開「銅門刀」的神秘面紗。 

二、研究範圍 

「銅門刀」一直是花蓮縣秀林鄉南區的重要文化產業，目前在銅門村及文蘭村有幾間

刀坊持續傳承傳統技藝產業，「刀」非常實用，原住民族在傳統領域上山狩獵者、愛好登

山者、維護森林的工作人員及部落生活等，都會使用「刀」進行上面描述的工作任務，因

此刀就要鋒利，刀就要耐用，刀就要好用，好的「刀」，這關係著製刀師傅的獨門家傳及

經驗累積，所以，指導老師和我們組成德姆南文化資訊社，希望能夠找在地的刀坊進行深

入認識與探究，除了持續發揚原住民族傳統技藝的優勢外，更希望從探索的流程說明傳統

智慧的創作價值。 

百年老店的銅門刀刀坊有好幾家，我們選擇離學校比較近的銅蘭鐵匠店為我們的研究

範圍。至於研究對象有銅蘭鐵匠店兩位第四代製刀師傅。因為研究時間受限，我們會在線

上製作問卷開放給部落裡的獵人、登山客及臉書訪客填寫。 

三、研究目的： 

(一)認識太魯閣族傳統技藝「製刀」產業 

(二)整理獵人與登山客對好刀的定義 

(三)彙整製刀過程「上鋼」的操作流程與測試強度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搜尋網路資料及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台有關「太魯閣族製刀文化」、

「文化產業行銷」及「銅門刀」的相關文獻，以瞭解其文化與歷史沿革。 

(二)深度訪談：設計訪談重點與題目後，預約參訪部落裡的「銅蘭鐵匠店」，了解百年

老店的歷史、商品，也親身體驗一把好刀的製作過程。 

(三)口述歷史：第四代師傅、師傅的兄弟姐妹及部落裡的獵人對話，了解銅門刀在文化

產業的發展及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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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調查：設計問卷題目，統計答題數據，以了解受訪者對銅門刀的期待與觀點，

作為未來發展的參考依據。 

五、預期效益 

(一)了解地方刀坊產業的重要性 

(二)整理判斷好刀的條件 

(三)透過 3C 設備、數位平台及簡報彙整專題報告。 

貳、正文 

一、刀與族人生活密不可分 

太魯閣族祖先生長於山林，刀與生活密不可分，山林自然有豐富的資源但也令人敬畏，

生活裡處處是挑戰，刀幫助族人面對生存的議題，滿足烹食、生火、耕作、狩獵等各種生

活需求。以獵人來說，刀是獵人的第二生命，因為遇到猛獸時，刀能夠保障自身安全，翻

山越嶺時，刀能披荊斬棘，克服環境障礙，狩獵農耕能確保家人的溫飽，所以說刀是獵人

的第二生命。而現今的生活中，狩獵已不是生活主軸，但刀依舊在族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因為族人大部分還是依山而居，農作採集需要一把好刀，因此銅門刀在現今太魯

閣族人的日常家務中仍舊廣泛運用著。 

 二、銅蘭鐵店-家族記憶下的傳承 

        從台灣綜合研究院網頁，看到銅門部落製刀藝術的介紹，裡面提到(以下摘錄)：太魯

閣族人用鹿角跟荷蘭人交換鐵器，才從石器時代轉變到鐵器時代。之後日本政府在秀林

鄉成立製鐵工藝所，培訓打鐵師傅，以傳統鍛鐵手法，製作生活所需刀具、獵具及農具。 

(一)家族事業 世代相傳 

銅蘭鐵匠店為家族傳承製刀的百年老店之一，第一代拉西‧達冉，第二代尤

道‧拉西，第三代恩馬‧尤道(許有祥)，第四代波羅‧恩馬(許保祿)為傳承的重要人

物，許保祿說：已故父親曾經說過我們家族祖先在日治時期曾經學習過作刀的方法，

在拉西‧達冉及尤道‧拉西的兄弟中也有從事打鐵的家族成員，所以在銅門村，追

溯家族歷代祖先，現今銅門村製作銅門刀的工坊其實都有家族的關係。 

(二)遷移過程 經歷困境 

銅蘭鐵匠店是製作銅門刀的部落工坊之一，就第四代許保祿師傅說：「銅門刀

老街大約有 6-7 間，從仁壽橋南側彎進銅門部落沿路都可以看到製作銅門刀的招

牌」，從銅蘭鐵匠店提供的舊的剪貼報紙資訊與訪談許保祿師傅時可以知道，銅蘭

鐵匠店在四十幾年前就已經搬至現在的「互愛儲蓄互助社」，因為吵雜敲打聲與鐵

屑粉的汙染，讓周遭鄰居感到困擾與反感，在幾次環保局的關切下，希望類似這樣

的鐵工廠能搬遷至美崙工業區，這對銅蘭鐵匠店造成很大的困擾，也對原住民傳統

技藝落地耕耘部落極為不敬，許保祿說：後來已故母親羅秀淑(咪姬‧烏海)在斜對面

舊的國軍砲地指揮所，當時為文蘭村村民的旱地，母親用一塊經濟價值性高的農地

以「以物易物」跟地主換，因此最終才坐落在文蘭村。當時在銅門村七鄰 22 號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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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知名度，第三代許有祥及兄長許慶祥、堂哥林兆輝形成最早的銅門刀工坊聚集

區，也是平面媒體報導的森林中的快樂鐵匠。 

        (三)耀眼三代  四代傳承 

「恩馬‧尤道(許有祥)是第三代傳人，也是使本店產品發揚光大之一位，製刀經

驗逾 60 餘年，製作的獵刀更是有口皆碑，不僅是花蓮轄內太魯閣族、 阿美族、布

農族的刀型，甚至是其他族群原住民的獵刀型態、使用者使用習慣或藝術紀念刀等，

恩馬‧尤道(許有祥)都可以製作，他也在生平辦過幾場次的刀展活動，也是媒體記者

喜歡報導的主題。」 

第四代波羅‧恩馬(許保祿)第四代製刀師，他在民國七十三年退伍後繼承了家族

的祖傳技術，開始接下了製作獵刀的工作，從國中開始就協助父親簡單的製刀流程，

長期的經驗累積，不斷地經歷挫折失敗，終於抓住其中的訣竅，頂著已故父親的光

環及本身謙卑熱誠的學習態度，接續了傳承銅門刀的重責大任。 

三、不斷演變的傳統–觀光產業帶動鑄刀工藝 

(一)無法參觀 懷疑品質 

過去在銅門村老家(現址銅門村 22 號)及文蘭(現址文蘭村 1 號，現在是互愛儲蓄

互助社)時，工廠所在就是賣場，因此很多顧客因為動線的關係，不敢進到工廠看刀

製作的過程，當然也對刀的品質有所顧慮與保留，買賣時總會提出質疑這把刀到底

是不是鋒利？在訪問另一位第四代傳人許壽亭(登奈‧恩馬)時，他說為了證明刀子的

經得起考驗，已故父親第三代傳人恩馬‧尤道(許有祥)會直接拿粗的桂竹直接測試，

只要握刀動作與角度抓得好，就可以一刀即斷，許壽亭(登奈‧恩馬)也提供一段影片

證明銅門刀的威力，影片中拿了長約 2.5 公尺的桂竹，在竹節處連續五次應聲切斷，

我們看到之後，這就是銅門刀的鋒利證明。目前銅蘭鐵匠店已經算是老店，已不需

證明刀好不好用，信任品牌顧客就會買。 

(二)顧客需求 刀具客製  

在我們參訪銅蘭鐵匠店時，共有兩個場域，一個場域是展示場，有玲瑯滿目的

做好的刀，銅門刀的用途雖然與族人生活密不可分，但登山客、台灣電力公司查修

人員(銅門村內有好幾座水力發電廠)、森林保育員或露營野炊團體都會喜歡使用銅門

刀，大一點的刀可以砍材、剁骨、披荊斬棘開山路，小一點的刀可以切肉切菜切水

果，因此在展示場可以看到狩獵刀(大刀)及小刀，當然還有裝飾紀念的刀，有巨人刀、

子母刀、頭目刀及竹節刀等。我們在聽游文正主任分享「文化產業的行銷與管理」

這本書的簡報分享時，他以簡報標題「銅門刀在部落產業經濟的重要性」讓我們在

參觀後可以可以前後呼應，專題報導提到，部落的農產品及文化商品要賣得好，還

是要站在消費者的需求製作與設計，例如：銅門刀就是要看刀鋒利不鋒利，如果沒

有親自工廠體驗參觀，就不知道到底這些刀是不是手工製作？如果師傅沒有現場砍

劈測試刀的韌性，顧客其實也不會知道刀的厲害，更不可能花錢購買。 

(三)動線分明 引來人潮 

展示場有統一的玻璃櫥窗，還有展覽架，展覽架上也有藝術燈照射，有過去曾

經得獎的獎牌及辦理刀展的海報，銅蘭鐵匠店還保留很大的空間可以坐在那裡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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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觀看影片等，展市場也有大型的冷氣機，消費者不會因為炎熱煩躁而不想聽

或不想買，如果顧客沒有買，老闆娘還是會提供參考的摺頁，摺頁內容有「基本資

訊」、「簡介」、「製作過程」、「使用注意事項」、「保養須知」、「刀的種類、

用途與規格」、「刀照片」、「地理位置」、「參展紀錄」和「媒體專訪」(銅蘭鐵

匠店摺頁，2017)。這份資料幫助我們德姆南文化資訊社很多，在參訪師傅做刀流程

時可以對照過程，原來製刀的程序好複雜，更何況是好用、實用、耐用的銅門刀。 

展示場很乾淨，但工廠部分就非常簡陋，堆積了許多鐵屑、木屑及器具，許保

祿師傅說這個地方以前是砲地指揮所，目前廢棄無人使用，由地主直接現地使用，

現在就是銅蘭鐵匠店製刀的秘密基地，工廠雖小但五臟俱全，所有製刀工具都有，

設備器材雖然年久老舊，但生產線一條龍，幾乎完全手工。平時師傅不會隨便讓外

人進去，除了技術不外流外，另外參觀動線不佳外，場內炎熱與安全都是考量。在

我們設計問卷中有民眾反映為使消費者有夠買的慾望，要有體驗活動或文宣來刺激，

行銷很重要，而且要有教育意義，「加了體驗，價值會提高」、「產業要有休閒體

驗，才會吸引顧客」(李錫東，2009)，這部分的突破早在 10 年前已經在規劃，許保

祿師傅說：展市場與工廠之間有一鐵皮屋，那裡本來要規劃製刀流程的參觀動向，

分別有「打鐵區」、「磨刀區」、「刀鞘區」、「刀柄區」及「體驗區」五大類，

各區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光觀客親眼目睹製刀流程及參與體驗，不過因為人力與資

金的考量，沒能完成最後一哩路。 

從銅蘭鐵匠店提供的簡報、摺頁及臉書動態，可以看出兩個場域分開後，也吸

引了不少消費者、登山客及教育參訪團體。 

(四)文化產業 觀光導向 

「 一個滿意的顧客，會為你帶來 250 個潛在顧客；一個不滿意的顧客，會為你
製造 250 個潛在敵人。」(田哲益，2010)在訪問老闆娘高梅雲時，有些消費者透過網

路訂貨，宅配之後因為刀鞘的小小裂痕就說怎麼與網路上的照片不一樣，消費者要

求換新，如果不換，就要在網路傳遞品質不良的訊息。所以現在的文化產業經營，

面對多元的消費族群，經營的方式都要改變。「服務力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也
是提升品牌影響力的重要關鍵，沒有服務力就沒有競爭力，沒有服務力更不用談獲
利。」(田哲益，2010) 在此次的問卷設中，有提到好用實用耐用的銅門刀條件，其

中不少回饋者建議售後服務、體驗活動、網路行銷與觀光產業結合等，許保祿師傅

的妹妹(許賢美)是現任銅門村村長，也是在地協會的理事長，她更積極規劃在地生態

環境與文化產業的旅遊行程，提供給顧客多層次的在地體驗行程，其中有一個行程

點就是銅蘭鐵匠店，提供參觀製刀過程、陶製小刀串珠飾帶及紀念小刀 DIY 等服務，

因為人力的關係，有時無法持續提供服務。以觀光為導向的經營也是銅蘭鐵匠店需

要努力的部分。 

四、好刀的定義問卷調查結果 

(一)問卷內容 

本組採問卷調查法探討消費者對好用實用耐用銅門刀的條件、測試方式及價格

建議等情況，我們在校長的臉書開放讓一般民眾填表，本組大約放在網路約十日，

共統計 41 份有效問卷。但是為了增加信效度，我們又再次修改問卷，對象是針對獵

人及登山客，並在放在「銅門，榕樹，文蘭，博愛社區，大小事 (慕谷慕魚)」公開

社群網站，了解更多曾在展售中心消費及使用後的經驗，以增加本研究的廣度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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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次問卷共有 28 人填寫，給予團隊更多的思考空間，呼應展售中心的銷售策略。

經與校長、老師討論後，將兩個問卷綜合並且分析比較。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圖表 1：一般網路民眾問卷(題目一) 

 

問卷結果顯示，61%的受訪者重視「握刀或揮刀(由上而下)的手感 」，51%的受

訪者重視「刀鋒是否銳利 」，41%的受訪者重視「刀背與刀鋒的平均厚度 」，名列

前三名的選項端看師傅的製刀功夫賦予產品的品質。 

 

 
圖表 2 一般網路民眾問卷(題目二) 

問卷結果顯示，有 58%的受訪者選擇「直接砍樹枝或樹幹」，36%的受訪

者選擇「砍桂竹」，34%的受訪者選擇「剁骨頭 」，顯見銅門刀廣泛運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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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家務，光是看刀的外觀其實是無法感受刀的鋒利，兩位第四代師傅的回應此

問卷結果表示，前兩項可以現場演示給顧客看。 

 
圖表 3：一般網路民眾問卷(問題三) 

這一題的設計，主要是希望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好的銅門刀一把的合理價

格，從訪談中許師傅也說一把做好的刀要花 2 小時，有 34%的受訪者認為一把約 38-

40 公分的銅門刀合理價格為「1800~2200」，26%的受訪者認為「2200~2600」合理。

透過問卷讓店家了解大部分顧客心目中的合理價格，更能在收益與銷售量之間取得

平衡，訂出更理想的價格，讓此傳統工藝能有穩定的收入支持，世代相傳。 

五、「上鋼」的操作流程與測試強度 

這個步驟一直是製刀師傅的傳承秘密，許保祿師傅說平常就不會安排此段秀給大家看，

第四代傳人許壽亭師傅說：「其實製刀關鍵就在刀鋒退火回火之間的拿捏，講白了即便外

人在看我淬鋼，但技術還是學不會，一把刀從刀背至刀鋒其實都有不同的鋼成分，耐用有

韌性的刀除了看刀鋒是否鋒利以外，刀身部分在重力施力下是不會變形的或斷裂，有的在

製刀前選材不慎或退火過頭都會造上述的窘境。」參訪時，看到尖尖的刀鋒而且刀的表面

也弄得很光滑平整，許保祿師傅把刀鋒加熱燒紅的刀峰處放進水槽裡面降低溫度。浸水後

因為熱度會滑到另一端，所以要慢慢的往前往後移動刀子，刀鋒會變成黃白色，師傅說那

個就是刀的鋼。 

 

圖表 4：獵人與登山客問結果(題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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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問卷題目中，要測銅門刀鋒不鋒利有「直接砍草開路」、「砍樹枝或樹幹(約

直徑 5 公分)測試」、「砍桂竹(約 5 公分)測試」、「拿盛滿水的寶特瓶橫切測試」及「剁

骨頭測試」，最為大家立即可以測試的就是直接砍樹枝或樹幹，也可以順便感受手感。 

六、如虎添翼-資訊輔助專題研究之助益 

(一)Googleclassroom:： 

疫情停課期間，各科老師為了讓我們能迅速正確進入該堂課專屬的 Googlemeet

連結，每一位老師都建立了個人的 classroom。而我們的導師建立的「鍾靜怡老師的

教室」繼續沿用給"德姆南文化資訊社"，主題探究的過程中，老師都將活動聯絡訊

息、指派的作業(心得、心智圖)、作業批改回傳……等清楚呈現在 classroom，其他

協同指導老師也都可以同步追蹤與指導。假日或晚上的視訊也是在 classroom 進行連

結，深深感受到老師與我們的互動不只是在有形的教室裡，離開了校園，走入社區，

在非上學時間，我們的學習透過 Googleclassroom，跨越了時空限制。(江軍、 葉俞佛

2017) 

(二)Gitmind 心智圖： 

平常在國語課時，老師引導我們在大海報上繪製心智圖，能輔助我們有系統的

思考。在這次參與小論文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 Gitmind 心智圖軟體，比起紙筆，

在電腦上操作更加迅速方便，我們可以迅速更換上下層概念，是很棒的筆記方法。

我們運用 Gitmind 心智圖來思考如何運用人、事、時、地、物等要點撰寫一篇完整的

參訪心得，也透過 Gitmind 心智圖軟體彙整了「文化產業的行銷與管理」這本書的重

點。 

(三)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在平日的課堂中，我們常用運用到花蓮縣親師生平台裡整合的學習網站，親師

生平台就像一個開架式的賣場，整齊排列著各式各樣的學習功能，任君挑選，而且

竟然是免費的。這一次，我們又多認識了一個網站—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台，只要

搜尋和研究主題相關的關鍵字，就可以挑選適合的書目，借閱之後，以電子書的方

式來閱讀。 

(四)OHA 雲端教室： 

當我們閱讀完電子書之後，指導老師運用 OHA 快問快答的功能來檢核我們吸收

的程度，不僅有選擇題，還有開放性的問答題，表現不錯的老師還會給予加分，讓

考試變得活潑有趣。 

(五)Google 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讓指導老師與組員能隨時補充「刀鋼之祕~以銅門刀百年老店為例」網

頁的檔案庫、活動集、札記本、藏書閣、相關連結、書面報告、專題報告......等內容，

大家齊心協力，聚沙成塔，看著網頁內容越來越豐富，記錄著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努

力，真的好感動。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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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ogle Mail： 

電子郵件的格式比起一般通訊軟體較為正式，我們在回應指導老師指派的任

務時，學習書寫完整的信件格式，有主旨、稱謂語、主文及署名，夾帶檔案的功

能也讓我們能順利繳交照片或文件作業。 

2、Google 文件： 

配合資訊科技教室耳麥或個人 Chromebook(前瞻設備)內建麥克風，開啟 google

文件的工具，用語音輸入的方式，代替龜速的打字速度，完成心得作業的速度加

倍。 

3、Google 相簿： 

配合資訊科技教室基礎設備之三星 A20 手機進行個人帳號設定，我們可以在

拍照完後立即建立雲端相簿，有助於後續整理和分享。 

4、錄音程式： 

三星 A20 手機安裝錄音 APP，運用在部落工作坊訪談任務。 

 

圖表 5：使用線上學習平台及資訊設備紀錄結果 

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回顧太魯閣族製刀工藝的形成脈絡與家族記憶，銅門刀牽起了一段橫跨百年的土地

故事與遷徙記憶。這把世世代代的師傅用汗水打造而出的銅門刀，訴說著太魯閣族

倚山而生的生活面貌，體現了族群在山林之間遊走的韌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毅精神。

現今的銅門鑄刀產業，隨著觀光的發展，面對當代的生活發展出許多創新，也看見

在堅持傳統古法的鑄造下，也保留彈性順應當代的生活需求做出轉變與客製。 

(二)從問卷結果顯示，顧客對好刀的定義是否為好用實用耐用，第一就是握刀或揮刀(由

上而下)的手感，用手去觸摸刀鋒是否銳利， 外觀則重視藝術收藏的價值，重量則

是客製化之需求，有可能開發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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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製刀過程「上鋼」的操作流程關鍵就在刀鋒退火回火之間的拿捏，當下用肉眼

看淬鋼過程最後刀鋒處惠呈現均勻的棕黃色，這就是上鋼的結果，也是製刀步驟當

中最關鍵的技術。至於測試強度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拿樹枝或桂竹砍切，用力砍下

看是否可以一刀即斷，再檢視刀鋒是否有缺口。 

二、建議 

(一)銅門鑄刀產業憑藉實用性與口碑，不缺乏老顧客，然而如何開發新客戶也是永續發

展的思考面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代交替的傳承，需要更多年輕人關注與投入，

使命感能讓承接鑄刀工藝的年輕人願意吃苦受熱，但若有優渥穩定的收入為支撐，

回饋其付出，將會是吸引下一代的重要條件，若能將鑄刀工藝結合當地自然、美食

等觀光資源，不僅提供商品，也接待遊客參訪體驗，亦或成為校外教學行程中的一

站，以部落或鯉魚潭區做一個整體性的規劃，必能創建共榮共好的願景。 

(二)資訊科技改變了日常行事的方法，做起事來半功倍，更有效益，傳統工藝若能結合

資訊科技，線上預約體驗行程，顧客留言客製化商品，售後服務平台， 臉書網頁宣

傳， 來客填 google 表單回饋意見…….等等，科技無遠弗屆的優點不僅能成為店家

和顧客最好的橋梁，也能開發潛在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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