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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從小在豐山村長大的我們，平時走在這個村莊裡，一切似乎都習以為常，

因為這周邊的一切環境，都是我們成長的地方，熟到不能再熟了，但是對於這

個外表有些衝突的「大同戲院」，斑駁的外牆搭配上鮮豔色彩的大招牌，引發

我們對於這個建築物及其歷史充滿了很多的問號和產生了好奇。因此希望透過

這次的研究，能夠更認識大同戲院的過往故事，拼湊出它的前世今生。 

 

二、研究目的 

 一、探究大同戲院早期與豐田村產生連結的社會背景。 

 二、探究大同戲院在興盛時期的用途。 

 三、探究大同戲院由盛轉衰的關鍵因素。 

 四、探究大同戲院轉型的歷程。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定一位出生於豐田村，在地生活約三十幾年的青年（以下簡稱為

A）為研究對象。A 平時致力於豐田社區在地的文化推動，除了導入相關藝術

產業外，也是參與大同戲院轉型的發起人之一，期望藉由 A 的分享，能窺知大

同戲院的頂盛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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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先運用文獻探討方式，收集關於大同戲院的相關資料，進行歷史回

顧，再用調查研究中的訪談法，經由相關文獻資料制訂出相關的訪談問題，以

探究大同戲院的歷史背景及其轉型過程。 

 

五、研究架構 

 

訂定研究
主題

文獻資料
蒐集

訪談資料
彙整

資料分析
討論

研究反
思

1.決定隊名

2.決定研究

  主題

3.工作分配 

1.網路資料 

  搜尋

2.紙本圖書 

  搜尋

3.線上論文 

  蒐集

1.設計訪談 

  問題

2.與特定對

  象進行訪 

  談

1.訪談逐字 

  稿彙整

2.參考資料 

  彙整

3.結論產出

研究流程 

反思回饋



3 

 

貳、文獻探討 

一、大同戲院的早期風光 

大約在西元 1960 年時，豐田村因開採豐田玉石，當時的社區呈現一片繁榮

景象，街上隨處可見人山人海的景象，當時村落也介於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

富足的日子也讓人們開始注重生活中的娛樂，因此大同戲院就在這樣經濟快速

發展的時期誕生了。 

  

圖一：舊時大同戲院剪票入口－取自 

   牛犁社區發展協會 

圖二：舊時大同戲院路口一隅－取自牛    

   犁社區發展協會 

 

  

圖三：大同戲院旁的販賣部－取自牛犁   

   社區發展協會 

圖四：舊時大同戲院入口的餐飲部－取  

   自牛犁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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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戲院不只有電影 

早期的大同戲院並不是每天都有播放電影，在當初那個經濟快速起飛的豐

田村，居民們在工作之餘開始重視生活娛樂，因此大同戲院在當時就成為了一

個休閒娛樂的重要據點。戲院在沒有播放電影的時間裡，有時會成為歌仔戲的

場地，有時也會成為早期牛肉場的成人場所。 

因為開採豐田玉，當時經濟快速的起飛，社區的出入分子就相對較為複

雜，除了帶來了許多不同的文化外，同時也將不好的習慣也一併帶入，隨處都

可見吸食完毒品所丟掉的器具、產生了很大的隱憂。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五~八：於大同戲院舉辦的同樂會活動－取自牛犁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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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戲院的沒落 

隨著電視機的出現以及政府的稅收提高，戲院門票的票價也持續的漲價，

觀影人數越來越少，戲院無法繼續支撐下去，最終也難逃關門的命運。結束營

業的大同戲院，最後也淪為吸毒者的場所，五位屋主經過討論後，決定以鐵皮

將所有通道全部封死，避免吸毒者再次闖入戲院。 

四、戲院的轉型 

戲院從 1980 年代起封閉大約 40 年，當地有居民們很希望戲院能夠重新開

放，透過一群在地青年的號召及努力之下，重新打開塵封已久的大門。 

在這群青年不斷的奔波，克服了種種的困難，讓大同戲院以全新的面貌重

現世人眼前，現已成為豐田村藝術產業的展場以及教育相關活動的場地。 

  

圖九                              圖十 

圖九、圖十：現今的大同戲院外觀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一、十二：重新整修後的大同戲院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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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分析與處理 

經由文獻透討後，採用訪談方式進行研究，以下為本次研究所訂定的訪談

問題，按題號及訪談內容依序列出如下： 

一、請問您在豐山住了幾年了？ 

 A：我在豐山住了約三十幾年了，從出生後就住在這邊沒有離開過。 

 

二、當時的大同戲院每天都有播放電影嗎？還是在什麼特別的節日才會有電

影？ 

 A: 當時並不是每天都有電影，雖然我自己沒有經歷過播放電影的時期，但從   

    文獻資料以及長輩口中可以得知一些資訊。 

 

三、您有在大同戲院看過電影嗎？您都跟誰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呢？ 

 A: 就如同剛剛上一題講的，我自己沒有經歷過播放電影的時期，大部分是從  

    長輩那邊及相關的文獻資料了解到大同戲院的過往。特別的故事嘛，因為    

    當時豐田村因為豐田玉的開採，所以大家都非常有錢，當然也有外面的人  

    會進來社區，所以出入分子就會比較複雜一點。當時社區也有妓女和很多   

    吸毒的人，當時戲院沒有播放電影時，就會有牛肉場的演出，所謂的牛肉  

    場就是脫衣舞秀的表演。因為當時的居民生活變很有錢，所以在娛樂方面  

    就會開始注重，所以很多特別的東西就會進來。 

 

四、舊的大同戲院從什麼時候開始經營，到什麼時候變蕭條甚至停止營業？是 

  什麼原因導致停止營業? 

 A: 戲院差不多是 1960 年左右開始的，當時的售票人員基本上都是村莊內的   

    叔叔阿姨，然後有很多小朋友其實在電影開始演的時候都會偷偷跑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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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些叔叔阿姨其實都知道，但也沒有特別禁止小朋友，就讓他們也一   

    起進來看這樣。但到了後來因為政府的稅收增加了，然後也有電視機的出   

    現，所以戲院就開始慢慢的落寞，最後停業。 

 

五、現在的大同戲院是在何時開始整修與轉化經營？有哪些機關、單位、團體  

   或個人促成大同戲院轉化經營呢? 

 A：戲院開始動工的確切時間應該是在去年 2022 年的時候，當然在這之前我

們這一群在豐山長大的孩子，平常都聽到長輩在說希望能看到大同戲院重

新開幕，因此我們這一群人就達成一個共識，希望能透過大家的力量來試

試看。因此我們先跟五位有產權的屋主分別達到共識，接著再補上很多關

於建築執照所需的資料，再和文化部申請相關的經費動工，那比較特別的

是，整個工程的工班全部都是我們這群在地長大的孩子，大家都很盡心的

想要為這邊做一點事情。所以其實很感謝大家的幫忙，還有相關政府部門

協助，大同戲院才能再一次重現在大家面前。 

 

六、大同戲院轉化經營後有為社區帶來哪些困擾或問題嗎? 還是為社區帶來優  

  勢或助益？ 

A：困擾的話嘛，因為當初在施工的時候，會有一些大型機具或吊車進入，其

實對交通多少都會造成影響，但我們都有跟住附近的住戶，每一家都去打

個招呼，因此從動工到整個工程結束後，都沒有聽到什麼反彈或造成困擾

的聲音。那戲院現在重新整修後，是一個很適合辦展場或是舉辦一些座談

會的場地，而且我們裡面有規畫一個小區域是販賣甜點的，旁邊也有小孩

的遊戲間，平常這邊的居民沒事的時候都可以過來走走，坐下來吃個點心

放鬆，孩子也可以很安全的在遊戲間玩耍，因此應該算是有一個還滿不錯

的地方，可以讓當地的人有個可以跟大家交流聊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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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當初的大同戲院和現今的電影院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A：這個我們前面有提過，之前的戲院除了播放電影，還會有歌仔戲的演出或  

  是牛肉場的表演這樣。 

 

八、您覺得大同戲院從以前到現在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A：當初戲院關門後，屋主都用鐵皮把所有的入口都封住，因此之後我們跟   

     屋主協調完後，踏進去的那一瞬間，真的就是一片廢墟，到處都是蜘蛛   

     網、老鼠大便，整個都是很破舊的。之後我們先簡單的打掃了一下但還沒   

     開始整修，後來就有一場藝術的展覽在這邊辦，那時整個感覺就很特別， 

在一個真的是很破舊的廢墟參觀很多的藝術作品，大家的反應意外的滿好

的，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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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應用 

大同戲院於 1960 年時開幕，當時的豐田村因為玉石的開採，居民的生活過

得非常富足，經濟水平提升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注重生活中的娛樂，在大同劇

院興建完成後，居民們開始購票進場看電影。平時戲院在沒有播放電影的時間

裡，會成為歌仔戲的場地或是早期牛肉場的成人場所。 

後來隨著政府稅收的增加以及電視機的普及，因此看電影的人數逐漸下

降，最終劇院結束營業。結束營業之後，劇院成為當時吸毒者的聚集地，因此

屋主決議以鐵皮將所有的出入口全部封閉。  

直到一群在地青年取得共識，開始四處奔波蒐集資料、與屋主溝通、撰寫

計畫、尋找工班等，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後，大同戲院終於重新完成整修並開

放，現在不僅成為居民放鬆聚會的場所，也成為了藝術活動的展出場地，成為

當地的特殊地標。 

未來的大同戲院可以和教育等單位合作，結合相關課程，讓學生都能夠更

認同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除了瞭解到戲院的歷史故事外，也能夠對其產生認

同，在日後與社區產生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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