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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鳳林菸樓建築是全國密度最高的，目前仍有 40 幾棟菸樓。有的已破舊不堪;

有的仍在使用中。菸葉已是結束的產業，菸樓應該是「菸菸」一息?還是生生不

息?鳳仁國小的徐子騰同學家有棟菸樓，他好擔心菸樓就要消失了，於是我們決

定要來探討菸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菸樓的歷史、現在和未來。 

(一) 探討菸樓的歷史。 

(二) 走讀菸樓建築。 

(二) 思考未來。 

三、 研究方法 

 (一) 參考書籍：利用圖書館的書籍，來查詢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二) 網路查詢：利用網路來尋找我們所需要的資料。 

     (三) 社區走讀：藉由返鄉青年導覽，來認識菸樓。 

四、 研究流程 

 

 確定主題  

  

查閱文獻   

 

走讀社區  

 

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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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ㄧ、菸樓歷史 

民國 30 年代左右，當時日本政府因應前線作戰需求，鼓勵大量栽種菸草，

鳯林的菸草事業也就是在這種時空背景所興起的。戰後當地勤勞的客家人持續大

量種植菸葉，藉此改善生活。至民國 50 年代，是台灣菸樓興建與發展的高峰期，

於是菸葉成了鳯林農民主要的生產作物。最興盛時期，種植面積高逹 2000 公頃，

可見菸葉與鳯林鎮人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菸樓，便是當時因應菸葉發展而生

的必要設施。一棟棟矗立在鳯林客家庄的菸樓曾經是鳯林地區經濟來源及財富的

象徵。 

二、菸樓建築特色      

目前鳳林還保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日式老房子與數十棟菸樓，是全台菸樓最

密集、保存最完整的地方，也是過去發展菸業所遺留下來的見證。菸樓的建造，

分為大阪式及廣島式菸樓，這兩種都是日據時代，由專賣局自日本引進，其差別

在於大阪式菸樓多為一字型建築，屋頂設有太子樓，兩面設有天窗助於排氣；廣

島式菸樓大多為 L 型建築，直接將天窗設於屋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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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剖面圖 

 
圖 4-3：A1 縱向總剖面圖 

三、菸樓功能 

過去 現在 未來 

認識 保存 活化 

烘烤菸葉

 
 

1.住家  

人口老化，房子也老化 

1.民宿/餐廳-芳草古樹花園 

 

2.倉庫

 

缺乏整理，破舊骯髒 

2.觀光-廖快菸樓 

 

3.廢墟 3.文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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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倒塌 

菸樓迷路.百鬼夜行 

 

4.地震垮了  

4.改造 

 
5.博物館 

 

7.仿造 

大榮國小 

  8.歌曲 

菸樓清風 

作詞：羅文裕     作曲：羅文裕 

不曾一夜好夢 

天未光 就起床 

不管你有多少煩惱 

不曾對人講 

菸樓熱得要命 

流汗如流水一樣 

心裡面只盼望以後 

小孩們有像樣 

頭髮 像綿綿的白霜 

綁著 一家人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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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 一座一座蜿蜒山頭 

心事尋位放 

老菸樓 吹清風 

輕輕吹過春夏又秋冬 

青春夢 誰人沒 

為了家庭 犧牲有多少？ 

菸樓下 靜靜坐 

坐著聽你故事慢慢講 

這下換我照顧你到老 

有時過意不去 

三不時不在家 

希望你身體要健健康康 

好等到享清福 

頭髮 像綿綿的白霜 

綁著 一家人的重量 

行過 一座一座蜿蜒山頭 

心事尋位放 

老菸樓 吹清風 

輕輕吹過春夏又秋冬 

青春夢 誰人沒 

為了家庭 犧牲有多少？ 

菸樓下 靜靜坐 

坐著聽你故事慢慢講 

這下換我照顧你到老 

老菸樓 吹清風 

輕輕吹過春夏又秋冬 

青春夢 誰人沒 

為了家庭 犧牲有多少？ 

菸樓下 靜靜坐 

坐著聽你故事慢慢講 

這下換我照顧你到老 

參、結論 

隨著時代的遷移，菸葉已經沒落，菸樓老舊，不是拆除就是崩

壞。若不加快菸樓聚落保存工作，菸樓凋零的速度會與老菸農凋零的

速度一樣快。鳳林中壯年外流，菸樓主人年邁衰老，連爬上屋頂補個

鐵皮都是驚心動魄，加上老農無力生產、沒有太多現金收入，補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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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大開銷，太老的農夫不生產農作物了，菸農連最後的倉儲功能都

沒有時，剷平或任其荒廢就是既定的命運。  

      菸樓能被好好維護的基本條件，是它仍具備其他功能，例如：觀

光、文創、民宿等。如同菸樓清風的歌詞，菸樓下，靜靜坐，坐著聽你故

事慢慢講，這下換我照顧你到老，繼續保存並重建其餘的菸樓。菸樓將會

是生生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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