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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的家鄉是住在三棧溪旁的三棧部落，三棧溪是我們夏天最常去的地方，我們去溪邊

游泳、烤肉和溯溪，三棧溪是我們的遊樂天堂。夏季時，部落總是有大量的溯溪客，三棧溪

是知名的溯溪景點。有一次老師問我們，三棧溪為什麼又稱「玫瑰谷」及「黃金峽谷」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雖然我們住在這裡，但卻不是很了解，透過老師說明，我們才知道這名稱

的由來，也讓我們充滿好奇心想去更深入研究。

      「黃金峽谷」位於三棧南溪往上游約六公里處走，此地日照只有中午約半小時，陽光透過

峽谷的隙縫灑落水面，也讓瀑布變得光芒萬丈，像黃金般光亮，此處因此得名。而「玫瑰谷」

的名稱是因為三棧溪早年盛產玫瑰石而得名。所以三棧溪有大量的玫瑰石，因此叫「玫瑰

谷」。 

 

      在我們班上同學的家中，幾乎都會有玫瑰石，玫瑰石就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對它習以為

常，但卻又不是很瞭解它。它原本是在三棧溪裡的石頭，為什麼會出現在家中，它有何用處

呢？玫瑰石對我們三棧部落的族人有什麼意義呢？我們這次小論文的主題以「玫瑰石」為主

軸，認識玫瑰石、瞭解三棧溪玫瑰石的歷史、玫瑰石和族人的故事，並瞭解它對部落環境的影

響，及未來的發展性。 

 
二、研究目的 

(一) 認識三棧溪玫瑰石 

(二) 瞭解三棧溪玫瑰石的歷史故事 

(三) 探討玫瑰石與在地居民的關係 

 
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 

 

1.擬定研究主題 2.收集資料 3.訪談 

6.歸納結論 5.撰寫正文 4.整理資料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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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認識玫瑰石 

（一）玫瑰石介紹 

玫瑰石在花蓮主要分布地為太魯閣的立霧溪、景美村的三棧溪及壽豐鄉的木瓜溪。玫瑰

石是中央山脈特有的瑰麗奇石，因地層地質歷經許多造山運動，且位於地殼的活動地帶，而

地層擠壓造成的關係，使得花蓮的玫瑰石在石質上硬而略帶韌性，在條紋和色彩上相互交織

構成千姿百態的大自然山水畫。 

玫瑰石，顏色多為玫瑰紅、粉紅或粉黃而帶黑棕色的斑紋，又稱為薔薇輝石，硬度約在

5.6~6.5 之間，比重約 3.58~3.7 之間顏色鮮紅或粉紅色，主要成分矽化錳，是含金屬礦物的變

質岩。 

 

圖二:玫瑰石在花蓮的分布圖 
                                                                                                 照片來源：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1998) 

(二)三條溪流玫瑰石的特色 

        立霧溪產石質地較遜，常由不同礦物組合，顏色不明亮，可造出深遠之平視景。三棧溪

產石以質彩取勝，顏色鮮紅，石中帶畫，精純明亮較近寶石，最為重質彩者所喜，以溫潤玉

石賞之。而木瓜溪石結合不同礦物，經褶曲作用及氧化，易形成山水國畫景，質地亦佳，結

構多變，較特殊。 

   

圖三:立霧溪玫瑰石 圖四:三棧溪玫瑰石 圖五:木瓜溪玫瑰石 
                                                                                          照片來源：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1998) 

(三)尋找玫瑰石的方法 

  1.尋找玫瑰石的裝備： 

(1)專用止滑鞋：尋找玫瑰石需要長期涉水，走在溪中容易滑，因此要穿止滑鞋。 

(2)鐵鎚：找到玫瑰石後，要確定它的精美度，要敲一敲，若是裡頭呈現紅色，就是找到它了。 

(3)雜糧、衣物及搬運器具：尋找玫瑰石要住在上游幾天，因此食物、衣物、保暖用具、照明

設備及繩索等都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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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尋找時機及方式：尋找玫瑰石最好的時機是在颱風天過後的幾天，因大部分的石頭隨著

大水流到下游或經過大水沖刷而浮出水面。但是這時非常危險，布拉旦的族人早期常常不顧

生命危險，在大水還沒有退時，就下水找尋。尋找玫瑰石的方式，就是看見溪中比較黑的石

頭，就拿鐵鎚敲一敲，若呈現紅色，就是玫瑰石了。 

圖六:玫瑰時原貌 

                                                                                                                                 照片來源：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1998) 

(五)琢磨玫瑰時的注意事項 

1.玫瑰石是要經過加工的，加工後才能顯出它如國畫般的景色。上等的玫瑰石有三個條件，

一是色澤、鮮紅最佳，二則是石頭形狀，石頭愈圓滑越好，三則是石頭中是否有山水景色，

若以上條件都具備，如獲至寶。 

2.琢磨的個人裝備要齊全，如：帽子、口罩、防護眼罩、雨鞋、圍裙等。 

3.琢磨時會產生熱，但過熱會破壞玫瑰石的顏色組織和色澤，所以琢磨時水分一定要足夠。 

4.琢磨時，要隨時觀察，留下景色，最常出現的景色有山水、動物等，要有想像力及觀察力。 

5.琢磨時要磨得圓滑，不要出現有稜有角。 

6.磨石的順序：鐵片初磨、60 磨片、120 磨片最後是砂紙片。 

 

 

二、三棧溪玫瑰石的歷史故事 

 

（一）日治時期： 

大約在民國 40~50 年代，日本人叫玫瑰石叫做「曼港」，最早買玫瑰石的是日 本人，早期布

拉旦(是太魯閣族人對此地的稱呼)族人會撿拾玫瑰石給日本人，當時族人不限現在有打模技

術，那時候找的石頭大概像一個大塊的歐式麵包大小，當時的價錢是一公斤 3 塊錢，大概是

一碗陽春麵的價錢。 

 

（二）民國 50-60 年代： 

玫瑰石大約 1 公斤 10 多塊，部份布拉旦族人開始採玫瑰石，但不是族人主要經濟收入。 

 

（三）民國 60-70 年代： 

正值台灣經濟奇蹟時期，玫瑰石受當時經濟富裕的文人雅士所喜愛，成為石材業者或商人競

逐的商品。當時布拉旦族人受惠了採石風氣，布拉旦的太魯閣族人在三棧溪開啟了尋石技能，

個個是尋石獵人，奔走於三棧溪中，為原本困苦的生活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當部落大人在

尋找玫瑰石的時候，小朋友們就會成群結隊的一起到溪邊玩耍、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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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80 年代： 

布拉旦部落採石經濟的高點，玫瑰石價格飆漲，這時漢人向族人收買玫瑰石，已經不是在看

公斤，而是主要在看花紋、花色，一個歐式麵包大小的玫瑰時可以賣上萬元。漢人收的石頭

也愈來愈大，有時候颱風過後，族人可以賺很多錢。之後 80 年代後期玫瑰石逐漸沒落，因

長期過度開採造成部落周遭河床礦石枯竭，因此族人必須冒死上山涉水尋找更遠、更危險的

上游山區，不少族人慢慢從專職變業餘，族人漸漸轉至其他產業。 

 

（五）民國 90 年代： 

開放兩岸三地旅遊，陸客旅遊旺盛讓玫瑰石產業又再度復甦一陣子。 

 

（六）民國 100 至現今：玫瑰石較少人來買，產業沒落，當地年輕人較少會去找石頭。部分

玫瑰石藝品店轉型為 DIY 觀光工廠，體驗磨石，流程為粗磨、細磨、粗砂、細砂、拋光等，

DIY 製作成玫瑰石項鍊、手環或小飾品。 

 

三、探討玫瑰石與在地居民的關係 

三棧溪玫瑰石與我們的故事，我們訪談三位三棧部落的村民。 

（一）三棧村民胡 00 先生： 

我很感念上一代父母很有智慧、毅力的拼命工作，找尋山林資源供養我們念書，讓我現在可

以擁有很好的工作。我的父親是靠著採玫瑰石養育我們一家，以找玫瑰石為家庭收入來源在

父親那一代是很普遍的。父親說:「當初我們家能認識老黃(漢人、玫瑰石的盤商)，因為老黃，

我們家的玫瑰石才可以很順利的賣出去。」早期太魯閣族人們，也曾用砂金換取獵槍、彈藥、

生活物資等等來改善部落的生活。我感謝祖靈這長眠的山林，給予布拉旦族人不短的淘金夢，

讓我成為幸運的七年級生，父親靠著這股淘金熱潮，讓我獲取完整的教育及不憂慮溫飽的生

活。家裡很多爸爸的玫瑰石，爸爸說這是將來的傳家之寶。 

 

（二）三棧林 00 小姐： 

我的外婆是開玫瑰石工作室的，外公是很厲害的磨石師傅，外婆會告訴我們磨石的技巧與方

法，但其實需要時間和經驗累積，才能成為很厲害的磨石師傅。現在外公的年紀大了，家裡

也沒有人將磨石視為正職工作，因為收入不穩定，現在的遊客很少會買為玫瑰石，外來的大

陸客或是日本客也沒有了。未來，外婆家的玫瑰石工作室不知道還會不會傳承下去。 

 

（三）三棧林 00 女士： 

我的爸爸沒有採玫瑰石，因為我爸爸是公務員，所以我也沒有找玫瑰石的經驗。我爸爸那一

代很多人去找玫瑰石，但爸爸當時的工作是公務員，有一份正職穩定的收入，沒有像其他族

人依樣到溪裡採玫瑰石。現在部落會找玫瑰石的年輕人還是有，但不多了，現在玫瑰石也不

好找了。現在的法令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採玫瑰石，因是國家公園的範圍裡，會被罰錢的，

因此布拉旦的族人要找玫瑰石，要小心不要去國有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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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 玫瑰石好比祖靈的餽贈 

布拉旦淘金術改善了 70~80 年代族人家庭經濟收入，三棧溪的玫瑰石，就像黃金一樣，不少

部落家庭因為它而致富，也改善了家中環境，讓子女有較好的條件受教育，以至於下一代人

的人生能脫離勞苦的工人生活。 

(二) 法令禁採玫瑰石，採玫瑰石有危險，影響生命安全 

花蓮玫瑰石主要產自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立霧溪、三棧溪及木瓜溪，目前已經完全禁採。不

過，每到大雨颱風來後，立霧溪下游就出現大批撿石遊客，希望碰碰運氣撿到「滾」到溪畔

的玫瑰石原石，但卻也因水流湍急而遭溪水沖走溺斃的憾事層出不窮。 

(三) 玫瑰石產業沒落，三棧在地玫瑰石工作室傳承困難 

玫瑰石為賞石文化，深受以日本人及大陸人喜愛，但現在外來觀光客少，玫瑰石產業收入有

限，甚至變為微薄。現今三棧部落年輕人對磨石工作較無興趣，因此三棧的玫瑰石工作室未

來經營困難，有轉型的需要。 

(四) 玫瑰石產業的轉型 

由於採玫瑰石受法令的禁採及有破壞環境生態疑慮，我們思考與討論它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覺得政府可以在我們三棧部落建立一個有教育意義的玫瑰石博物館，讓在地人或外來遊

客認識玫瑰石，並了解與布拉旦的歷史故事，或是用不破壞環境來體驗磨石的方法。我們希

望玫瑰石就在三棧溪裡，就在他原本美麗的大自然中，因為玫瑰石美麗的故事已經深深烙印

在我們心裡，我們族人曾經受它的餽贈而富裕或長大，也希望玫瑰石的子孫也永永遠遠留在

三棧溪裡守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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