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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觀光是認識一個地方很重要的方法，因此，希望能夠透過了解自己的家

鄉，並整合高寮現有產業，盤點食、衣、住、行、育、樂等資源，規劃出二泊

一食之深度旅遊行程，讓大家一起享受高寮之美。 

 

二、研究目的 

1. 了解高寮赤柯山的歷史脈絡，並規劃出適合高寮赤柯山的深度旅遊路

線。 

2. 將高寮赤柯山之美推薦給遊客。 

 

三、研究流程 

1. 文獻與網路搜尋 

甲、了解高寮赤柯山歷史文化脈絡 

乙、盤點高寮赤柯山產業與特色資源 

2. 踏查訪問：  

甲、參觀赤柯山民宿、餐廳、特色店家 

乙、訪問當地店家  

丙、拍照 

 

四、 研究方法  

1. 利用網路蒐集相關的新聞及文獻 

2. 實地採訪高寮赤柯山店家與環境。 

3. 使用圖書館資源查詢相關的資料。  

4. 與老師、耆老、社區居民、攤商討論。  

 

貳、正文 

一、高寮背景介紹 

1. 高寮的人口組成?有那些族群? 

3 種族群:客家人閩南人+阿美族(這三大族群可說是組成高寮主要人口) ，共

2003 人 

 

2. 高寮的歷史? 

(1) 日據時代，日本人雇用台灣伐木工人，專門砍伐山上特有樹種-赤柯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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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日本加工成高級家具，以及製作槍拖供軍事訓練之用。 

(2) 台灣光復後，原住民首先活躍於山區，從事狩獵及開墾工作。不過最後還

是難抵當時氣候惡劣環境，紛紛棄守辛苦開墾的土地，離開山上。只剩少數伐

木工人，繼續留在山區提煉樟腦油。 

(3)民國 48 年， 八七水災後有雲嘉地區居民遷居於此，開墾赤科山臺地，種植

金針、竹子等作物。同時，國民政府也推動『東部開發計畫』政策，鼓勵居民

往東部遷移。民國 52 年，政府邀約一起移民人潮達到最高峰。居民以來自嘉義

梅山、中埔、竹崎佔多數。也有 49 年自宜蘭人家及原本居住在高寮當地居民。

大家開始在山區開墾，生活困苦，用筆筒樹、茅草蓋屋，種植雜糧及養豬維

生。 

 

3. 高寮與赤柯山名字的由來? 

(1)我們這地方會叫做高寮，是因為這裡很久以前，住在大庄（富里鄉東里）的

平埔族人，都會到觀音山附近設陷阱捉鹿。但是落入陷阱中的獵物，卻常被住

在這裡的人所養的狗吃掉。平埔族人很生氣，自己好不容易捕捉到的獵物，就

這麼輕易的被狗吃光光。平埔人很生氣，就把這裡所養的狗殺光光。以後人家

知道這裡是平埔族人殺狗的地方，簡稱為『邰狗寮』。口耳相傳，漸漸地變成

「大嵙寮」。台灣光復以後，人們覺得邰狗寮、大嵙寮都不好聽，將它改成「高

寮」。 

(2)另外有一種說法是：在日據時代，高寮地區有種植很多的樟樹，日本人就在

這裡建築工寮製作樟腦油，而高寮這個工寮從玉里大橋方向過來是「最先到的

工寮」，以閩南語話來說是「頭到寮」，「頭到寮」這個詞說久了就轉變成現在高

寮。 

(3)日據時代，日本人雇用台灣伐木工人，專門砍伐山上特有樹種-赤柯木，因此

以此木為名，名叫赤柯山。 

 

 

二、 規劃路線 

推薦行程路線: 

Day 1.  

1. 抵達玉里火車站  

2. 到達高寮的交通方式:計程車/租車/走路 

3.高寮巡禮  

(1.) 火龍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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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店家資訊:雙色火龍果）小油菊）蜜香紅茶）):981 花蓮縣玉里鎮高

寮 72 號/ 0988 685 219 

(2)高寮國小=>地圖 

 

(3)高寮美景 

 

4. 午餐:古早味小吃(高寮麵) 

5. 一善居 

*訪談對象: 一善居 

 

5. 腳踏車 193線旅行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AB%98%E5%AF%AE%E7%81%AB%E9%BE%8D%E6%9E%9C%E5%9C%92&oq=%E9%AB%98%E5%AF%AE%E7%81%AB%E9%BE%8D%E6%9E%9C%E5%9C%92&aqs=chrome..69i57.6894j0j7&sourceid=chrome&ie=UTF-8&tbs=lrf:!1m4!1u3!2m2!3m1!1e1!1m4!1u2!2m2!2m1!1e1!2m1!1e2!2m1!1e3!3sIAE,lf:1,lf_ui:1&tbm=lcl&sxsrf=AOaemvJo27XSmCArgmi7iCvIWvtdJAhZ2A:1633001012492&rflfq=1&num=10&rldimm=7908997150909815616&lqi=ChLpq5jlr67ngavpvo3mnpzlnJJaFyIV6auYIOWvriDngavpvo0g5p6c5ZySkgEScHJvZHVjZV93aG9sZXNhbGVyqgEVEAEqESIN54Gr6b6NIOaenOWckihF&phdesc=_zDz0dgaw98&ved=2ahUKEwjJn5HqyqbzAhWFdd4KHSXYAuoQvS56BAgPEDw&rl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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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住民文化體驗(跳舞/食物 

 

Day 2.  

1. 赤柯山千頓石龜 

 

採金針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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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導覽 採金針  金針大餐  

2.午餐  加蜜園 

 
3. 休息 

4. 赤柯山散步導覽 

 

6.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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