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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我們牙牙學語時，我們就認識豐田這個偏遠卻恬靜的小小村落，這裡的 居

民如同冬日的年糕般緊緊相連，十分團結；又如同夏日的暖陽般熱情且溫暖，

還有位於豐田社區的寺廟至今仍是當地居民信仰中心，也吸引了許多日籍觀光

客，並前來朝聖，這使我們萌生出想一探究竟這個與我息息相關的社區和日本

人的關係。 

       二、研究目的 

(一)用書本或文獻來了解出豐田這個社區的許多歷史。 

(二)訪問學校教師對社區的看法。 

(三)詢問當地人豐田社區的變革及發展情況。 

        三、研究方法 

(一)書籍、網路資料等文獻分析探討。 

(二)實地訪問學校教師。 

(三)實地踏查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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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豐田的小檔案 

     ( 一）認識豐田社區： 

         豐田社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緊鄰海岸山脈，因日本本島人數增加，田地不夠，

而來到台灣尋找耕地，且在花蓮發現了三個土地豐饒的地方，日後變成花蓮三大移民

村「吉野」「林田」「豐田」而豐田就是取「豐饒土地」「居多水田 」作為取名由

來，1913 年（大正 2 年）移民事務委員會依據其地理環境的特性位各部落命名，豐

田村即包含三個部落，大平（即今豐坪村）、中里與森本（兩者合為今豐裡村），

1915 年（大正 4 年）新編入山下部落（即今豐山村） 

  今日雖然已無豐田地區這個地理行政區，但實際上是包括了今日花蓮縣壽豐鄉的豐

裡、豐山、豐坪等村。 

    （二）豐田主要的事件： 

        而豐田以客家人居多，還有少數原住民，而日本人來台，許多本地人被抓去奴

役，這使許多人不滿，因此發生許多暴動及民變，但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本地人逐

漸安穩，於是豐田村在大正二年（1913 年）成立了，在經歷三十年的開墾下，豐田村

安穩得過日子，但在昭和二十年   （1945 年）日本做了個錯誤的決定，日本發動了

「大東亞侵略戰爭」，而日本移民承受戰敗的苦果，「花蓮的好山好水沒有辜負你們

日本人，辜負你們的是日本政府」。 

表一、豐田社區相關大事記： 

年代 事件 

1895 年（明治二八年） 日本來台。 

1913 年（大正二年） 豐田開村。 

1945 年（昭和二十年） 日本人撤退。 

      二、碧蓮寺 

       (一)碧蓮寺的前身是大正三年八月所興建的「豐田神社」，為當時日本就是期望從

日常生活中培養人民敬神崇仰的精神，是民眾教化的重要機制。當年的台灣總督非常

重視移民守護神的設立，碧蓮寺是國家教化的重要機制，當時的台灣總督非常在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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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設立，以豐田為例，每年六月五日必須得舉行盛大的祭典，需放下手邊的工作，

到社區大掃除，以表誠敬之心。而當時供奉以「北白川宮能久清王」與「造化三神」

為主。 

 

圖二：碧蓮寺 

       (二)碧蓮寺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隔年（民國 35 年） 豐田三村居民決定，將豐田

神社改拜「釋迦牟尼佛」及「不動明王」，並在民國 36 年改名為「豐田碧蓮寺」，

取其弘揚佛法，自身自愛如蓮花，出淤泥而不染，而同時三村也約定，每年由三村共

同輪流舉辦三大節慶活動：農曆四月八號的佛誕節、農曆七月十五號的中元節、以及

農曆十月十五號的謝平安。 

       (三)民國四十七年溫妮颱風來襲，豐田神社倒塌，於是由地方人士共同出資興建供

奉小屋。後來又在熱心人士的捐助下，碧蓮寺幾經改建及擴增，始有碧蓮寺今日的規

模。而碧蓮寺內原先是供奉佛祖釋迦牟尼，碧蓮寺於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寺方另外恭

迎觀音菩薩、彌勒佛地母娘娘、天上聖母、五榖先帝等諸神進廟。 

       (四)國民政府來台後，曾大肆破壞在台灣遺留的日本建築，那石燈籠和鳥居是如何

留下來的呢？當地的耆老阻擋，說建物本身無罪，應要讓後代子孫知道這段歷史。也

就因為如此，石燈和鳥居才得以保留下來。但石燈籠及狛犬後方字體已被水泥抹除，

可見這是改朝換代的魯莽行為。 

                            

圖三：石燈籠                                        圖四：狛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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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由於碧蓮寺為豐田三村長久的信仰中心，許多迎神賽會及公眾事務活動，都在

這裡舉辦，於是在民國六十年，鄉公所在寺廟旁興建中正公園，讓碧蓮寺變成特有的

公園式寺廟，再配合園藝、公園長椅、以及籃球、網球場，再加兒童遊樂場等設施，

看起來碧蓮寺已經是豐田三村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 

三、社區與居民的互動 

      原是日本殖民村的豐田，在學校教師的眼中，又會是什麼樣子呢？我們訪問了學校

的老師們，得到相關資料如表二： 

表二、訪談人物相關資料與訪談內容： 

人名 張小姐 陳小姐 張女士 黃先生 

出生地 屏東縣 臺北市 花蓮縣 花蓮縣 

身分 教師 主任 校長 主任 

對社區的觀點 覺得人情味濃 

房屋格局很好 

在第一次來

時，覺得豐田

就是一個行政

區域，後來發

現豐田包含三

村 

認為沿路建設

十分有客家風

情 

認為在 90 年代

經濟繁榮時，

事故十分多 

覺得社區新舊

有什麼區別 

以前人多但現

在因為工作機

會少，人口外

流。 

從以前到現

在，街道及房

屋美化許多地

方都變漂亮

了。 

以前從豐裡車

站走出來沒有

那麼多的風

景，但現在因

為村長的努力

讓車站的到學

校這段路變得

愈來愈漂亮。 

80 年代荒涼； 

90 年代繁榮。 

目前因為少子

化而荒涼。 

如果社區進行

改革，或融入

新元素，會支

持嗎 

非常支持，這

豐田會變成多

元文化的客家

村。 

同意，因為這

樣豐田就會變

成具有多元文

化的客家村。 

很好，因為覺

得不同的文化 

合併起來會變

成新的文化。 

以生活觀點來

看是支持，而

以歷史方面來

看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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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豐田講一句

話 

祝福豐田人健

康幸福。 

「I  love 豐

田」 

期待豐裡國小

的小朋友讓豐

田興盛起來。 

以後如我有能

力的話可以回

到豐田，讓這

裡變得跟以前

一樣繁榮。 

#認為自己是哪

裡 

#本地人=豐田 

#外地人 #外地人 

#本地人 

#外地人 ＃本地人 

      (一)張小姐她是一位因工作而來到花蓮的，前前後後也住在這十多年了，而她認為

豐田在現在建設了許多十分有客家氣息的建築，並且在生活中運用了許多先人智慧的

建設，例如渠道的擺設格局及房屋建設等等，十分有創意，而在認為社區新舊由何區

別，她認為少子化是最大原因，其餘認為是工作機會不足，認為可以將以前的工作加

以改良，而不是持續引進新的就業計畫。而在融入新元素這個問題，她十分支持，她

用以前的人文特質及現代的人文特質做比喻，將以前的兄友弟恭融合現代家庭和睦的

氣氛是十分不錯的。 

 

圖五：訪談張小姐 

       (二)陳小姐因考教師考試，誤打誤撞到了花蓮，又誤打誤撞到了豐田，她跟許多人

來豐田一樣，認為豐田是一個專門的行政區，來到這裡久了之後才發現這裡是一個充

滿著人情味的地方，陳小姐剛來的時候發現，這裡的道路相當筆直，稻田及房屋也排

序的相當整齊，還充滿著古色古香的菸樓，水溝也很乾淨整潔，問了當地人才知道，

因為這裡以前是日本移民村，當時日本人來時發現這裡傳染病多來到這裡的士兵很多

都因傳染病而喪失性命，終於總督府看不下去了，才開始大肆改造這裡的衛生環境，

陳小姐後來才知道豐田這個地方是充滿無窮無盡歷史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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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訪談陳小姐 

      (三)張小姐原本就在花蓮出生，她因為工作緣故來到了豐裡，剛來到豐裡她就覺得

除了道路工整簡潔美麗和這裡的人富有人情味。現在因為村長的努力，豐裡社區愈來

愈漂亮了，現在從車站走出沿路會看到許多風景，但她說再多風景也沒什麼了，因為

現在工作機會少人口都外流了，不過現在因為政府的努力、及倡導，年輕人願意返鄉

種田也可以賺到第一桶金，所以開始有人在豐田打拚。 

 

圖七：訪談張小姐 

  (四)黃先生原本就出生在花蓮市，會來是因為以前父親在豐田買了一塊土地，並帶著

幼年的他來種植水果，他成年之後也一直住在這個地方，住在這裡一段時間後發現這

裡的田地一塊一塊的相當整齊住在這裡感覺很愜意，還發現這裡從 80 年代的荒涼到

了 90 年代的繁榮，就是因為 90 年代因為在這附近台灣觀光學院的學生很多，導致了

交通不便所以常常發生車禍，因此壽豐的人越來越少，就因為這個改變導致了整個環

境變的很亂，但是慢慢的豐田的人口開始變少，他之後才發現是因這裡的就業機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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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變少，因此導致了豐田少子化以及人口外流的危機。

 

圖八：訪談黃先生 

參、結論: 

      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卻已自身的立場及觀點，盲目的去訪問，所以在訪問

時，效果不如想像的好，並在經由反思之下，重新統整了問題，也發現了問題應該不

行使用單一的立場、角度，應放寬視野，回歸到問題的根本，像是為甚麼要問這個問

題、問這個問題有何好處，就如同訪談最後一個問題#認不認同自己是本地人，當時

我們以#是不是花蓮人作為問題標題，卻引發了一個問題，原本就是花蓮人的訪談者

會以#本地=豐田的立場思考，於是我們改成認不認同自己是本地人為標題，這也使訪

談者確定立場來回答問題，事情才能事半功倍。 

        在使用網路查詢資料時，發現網路查詢時，會包含許多相關於搜尋主題的及不相

關於主題的搜尋結果，更嚴重的可能會搜尋到假訊息，這樣既影響文章的進度，也會

錯誤引導讀者。 

       而使用書籍查詢，作者可能會因年代不同、立場不同而有不同觀點，並且在冗長

的文章裡，尋找到文章重點是非常困難的，並且必須尋找不同立場的書籍，才能形成

對比，也才能以不同的角度來撰寫這篇文章。      於是我們兩種方式一起使用，一人使

用網路查詢資料，一人使用書籍擷取重點，這樣既能用書本的重點來撰寫文章，也能

使用網路查詢來補充其他有關豐田的各種知識。 

       我們也透過文字的敘述，網站的解析，及許多人們的述說，「稍稍」拼湊出豐田

的歷史文貌，為何要以「稍稍」來當形容詞？因為在歷史這道無盡的江河，拼湊完整

的歷史過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居住在這的人，對豐田的歷史解釋是絕對不會相同的，

因立場不同，對歷史的解讀也是不一樣，而我的意思不是說歷史是說甚麼樣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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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樣子，我的意思是說：歷史經過不同立場的人解讀後，評論可能有好有壞，於是

歷史在每個人的手中，可能捏造成不一樣的形狀。就像是訪問中第三個問題「如果社

區進行改革，或融入新元素，會支持嗎」訪問者幾乎都回答支持，並且十分肯定的回

答，但卻有一位訪問者他以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道問題。 

      他覺得在歷史的角度來看，覺得文化與文化應該要保持平衡，就不會發生因某個歷

史過於融入社區，而導致社區原先文化消失，不過在生活觀點的角度來看，他認為文

化與文化，社會交流與社會交流之間，應該存在某種關聯性。 所以他認為：文化與文

化是可以相互融合的。所以， 文化的融合遠比其他事情還來的重要。  

    我們發現了這個蘊含無窮無境歷史故事的小村，也在訪談及參加活動的過程中，發

現了居住在這長達三十年的老鄰居、離鄉背井來到豐田的熱血教師，希望能改善農業

環境的返鄉青年農夫、家人背井離鄉帶他來到豐田種水果，最後卻變成教務主任的主

任、當然還有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豐田，以及帶領我們完成這篇論文的導師，寫出這篇

論文的我們三人！  

       最後，我們也誠摯的希望，在這片土地的所有人，能真實地認識與了解自己所成

生存的土地，我們相信你一定能夠發現：原來在我們的家鄉當中，其實還存在著許多

我們未曾探索過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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