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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小時候爸爸常帶我們一群小孩子到白鮑溪玩水，順便撿些綠色石頭回家。因此，在家裡

或鄰居家裡常常看得一些綠色的石頭，爸爸說這些綠色的石頭叫做「豐田玉」，因為台灣

只有豐田地區有這種玉，所以又稱為「台灣玉」。長大之後，知道了「玉是美好的石頭」，

而且也很值錢。但是，我們家裡有不少的「豐田玉」，我們也常常到白鮑溪撿石頭，可是

我們家好像並不有錢，石頭一直放在家裡，好像也沒有人想買的意思。 

 

二、研究動機 

隨著政府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豐田美石漸漸受到重視，花蓮的玉石產業似乎也見到

了一線曙光。隨著這波熱潮，住在西部的親戚們常來白鮑溪撿石頭，但常將蛇紋石誤認

為豐田玉，在顏色的辨識上就遇到了困難；也有不少的人出國觀光所買到的玉石，也是

台灣的豐田玉。所以，我們想要找出豐田玉的標準色彩樣本，協助大家以容易的方式來

辨別豐田玉，隨著這波玉石的熱潮，我們希望能為豐田玉的「豐華再現」注入一股新的

力量。 

 

三、研究目的 

豐田玉是花蓮之寶，更是台灣之寶。臺灣玉學名「閃玉」，也有人稱「軟玉」，為世界

名玉之一，主要產於花蓮壽豐鄉豐田及秀林鄉西林二地，崛起於西元 1965 年，因此又稱

為「豐田玉」。當地人泛稱豐田地區包含豐裡、豐山、豐坪三村，花蓮縣壽豐國中位於

壽豐鄉豐裡村，為台灣玉主要產地，距離台灣玉發源地、荖腦山礦脈不到 2 公里。 

花蓮豐田盛產的「台灣玉」享譽全球，廣受日本、歐美、大陸人士喜愛，花蓮市區到處

是台灣玉的藝品店，開啟寶石加工業的先河，為台灣奠定世界寶石產銷中心的基礎，賺

進大筆外匯，並締造產量第一的世界紀錄。可惜，這段短短不到十年的輝煌歷史，早已

逐漸被台灣人淡忘，甚至有許多人不知道台灣有原汁原味的寶玉。這段短暫、輝煌的歷

史，其實只是台灣玉歷史的一小片段，因為她的故事得以溯及億萬年前！成色翠綠沉穩，

質地堅硬卻能透光，是全世界愛玉人士的首選，望眼亞洲只有台灣的豐田地區生產這樣

特殊的玉寶石。有鑑於此，我們希望透過台灣玉體驗活動、論文探究及地方耆老訪談，

認識家鄉特色、了解豐田玉礦石產業興起、沒落，找出讓豐田玉風華再現的可行方案。

豐田玉石業沒落已久，豐田玉早已走入歷史，但這樣世界第一的豐田美玉，我們不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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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孤獨，立志要發揚豐田美玉之價值，再現豐田繁榮之盛況。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整理如

下： 

（一）說明豐田玉的特色與其特性。 

（二）文獻探討瞭解的豐田玉開採史，豐田玉產業興起、沒落的原因。 

（三）田野調查地方耆老訪談，深入了解在地耆老對豐田玉的看法及經營模式，找出

豐田玉發展的困難點及市場競爭。 

（四）提出豐田玉產業的發展建議，期待政府當局振興台灣玉石產業。 

 

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小組上網蒐集了豐田玉的歷史故事，並查閱相關資料，希望能夠將豐田玉的歷史脈絡

與演進做一確切的整理。接著進行田野調查，探訪豐田玉的礦坑岩脈與溪流溯源撿拾玉

石，實際體驗採拾玉礦的艱辛。最後進行專家小組的訪問，綜合豐田地區的豐田玉專家

意見，提出對豐田玉產業發展的期盼與建議。我們的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圖一）：研究架構圖（資料來源：本小組自行繪製） 

 

貳、正文 

 

一、認識台灣玉(豐田玉 ) 

(一)、台灣玉的地質環境(註 6) 

臺灣玉為「超鐵鎂成分的超基性火成岩」變質而成，經常與臺

灣變質岩「蛇紋岩」相伴，出現在蛇紋岩與石墨質絹雲母石英

片岩的接觸帶，代表臺灣特殊的造山帶及板塊擠壓變質的地質

環境。 

 花蓮是石頭的故鄉，距今約 600 萬年前， 由於菲律賓版塊撞上

了當時的台灣島版塊， 當山脈受到火山活動影響， 含二氧化

矽 (SiO2 ) 的熱氣與熱溶液順著岩縫衝出地表， 而含各種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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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膠質溶液， 順著出氣孔流動與填充，若此時地理與岩層條件適當， 山脈的玉石

便因此孕育而生了。以豐田玉而言， 它的形成主要乃 600 萬年前的海底沉積岩因蓬

萊造山運動入侵臺灣板塊深層， 在地底高溫高壓下使泥岩變質成黑色片岩， 它結合

蛇紋石（ 由鐵鎂質岩變質成） 的鎂並與其他礦石混雜在火成岩裡， 再經地下水脈

帶來石灰岩鈣的溶合， 在地底下 330OC （ 地下八公里） 的溫床下經熱液換質作用

而形成豐富的閃玉。最後，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遭地殼擠壓而被抬起 

 

(二)、台灣玉的種屬和特性(註 6) 

在礦物學上，只有兩類礦物被稱做玉，一種是角閃石類的閃玉（俗稱軟玉），以台灣

玉最具代表；另一種是輝石類的輝玉（俗稱硬玉），像是緬甸價值不菲的翡翠。事實

上它們的英文名稱為 Nephrite 和 Jadeite 完全沒有軟和硬的意思 

軟玉的硬度是 5.5 至 7，甚而有高於 7 者；而所謂硬玉的含納輝石硬度是 6 至 7，所以

有些「軟玉」的硬度要比「硬玉」硬，這樣的命名顯然不合邏輯，因此，應該有更貼

切的中文命名。前台灣大學譚立平教授便根據兩者的組成物質，建議「Nephrite」稱為

閃玉，「Jadeite」稱為輝玉，「閃」和「輝」都有光芒耀眼的涵意，用來形容玉，更

能添加其迷人的色彩。 

 「臺灣玉」之成分， 據臺灣大學教授譯立平的分析屬角閃石礦物單斜晶體。硬度為

7 度； 比重為 3；為半透明與透明間的寶石。呈綠色略帶片層狀纖維的墨綠紋， 堅

度為寶石類中最高的。 

 

(三)、台灣玉的物理化學性質(註 6) 

 1、英文名稱：Nephrite 

2、化學成分：Ca2Mg5【Si4O11】(OH)－Ca2Fe5【Si4O11】2(OH)2 

3、晶系：單斜晶系 

4、折射率：約 1.60（點測法） 

5、相對密度：2.96—3.10 

6、顏色：以墨綠、翠綠、黃綠或淡黃色之塊狀，長纖維狀為多 

7、透明度：中度透明至不透明 

8、硬度：6—6.5 

9、光澤：蠟狀至玻璃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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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伴生礦物：綠色含鉻鈣鋁榴石、鉻鐵礦、黑色磁鐵礦 

11、顯微放大觀察：交織毛毯狀變晶結構，顯微鏡下係由細纖維狀或細毛絨狀的透閃

石所集結而成，其間夾雜少量之鉻鐵礦、柘榴石、綠泥石、磁鐵礦，形成黑色的

斑點或條紋。 

12、特殊光學效應：部份有貓眼現象 

13、產地：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秀林鄉西林。 

 

(四)、玉石的鑑定技術(註 7、註 8)  

 鑑定玉石的真偽與品質是玉石業最重要的技能，傳統玉石鑑定端賴鑑定者的經驗，進

行診斷而判斷結果。但現在高科技已應用到玉石優化處理和仿製，因此玉石的鑑定不

但要分出真假，還要辨出是天然、人造或優化處理的玉石，以往門診式的臨櫃鑑定已

難達成正確的鑑定。 

現行低階玉石鑑定即使加上天平、放大鏡或顯微鏡、折射儀、偏光儀、二色鏡、分光

鏡等設備，還是可能有失誤。唯有利用更精密的高階玉石鑑定技術與設備，才能分辨

日新月異經優化或合成處理的假寶石，以保證玉石的「貨真價實」。 

高階玉石鑑定技術所利用的儀器設備有非破壞性的拉曼光譜儀、紅外光譜儀等，也有

破壞性的 X 光繞射儀、電子顯微鏡等。 

 

二、台灣玉產業歷史 

 

(一)、台灣玉的開採史(註 9、註 10、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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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 年日本人中島氏在花蓮荖腦山區打獵時，發現白色

纖維狀的石棉，當時只作小規模之探勘， 後來由日本

人砂田鄰太郎組成砂田石綿礦業所，以露天及開坑方

式開採石綿，隨後成立「台灣石棉株式會社」在豐田設

立石棉工場及滑石製粉場擴大經營，於豐田開採石綿

與滑石。因石綿具高耐熱特質，是最佳之隔熱原料，日

本海省便於 1944 年徵用為「御用工廠」並且因軍事需

要增加生產，開礦坑洞數十處，所產石綿製品百分之八

十供作軍事用途，由當時台灣總督府補助百分之八十

探採經費。因玉礦石是夾在石綿礦中，隨石綿開採出來

之玉石被視為廢石， 被棄於溪谷溝壑中， 殊為可惜。 

台灣光復後， 由資源委員會「台灣水泥公司」接管礦

山，後來轉賣上海人「沃樹炎」，更名為大禾實業工廠花蓮石綿礦， 1960 年代後豐

田的居民, 在上游礦床與石綿坑道口的廢石堆中發現「軟玉」，在白鮑溪下游河床發

現這些綠色的玉石, 經加工成飾品後，色澤及質地甚佳，售價不斐。而 1961 年，地質

界廖學誠與譚立平教授等人實地考察與研究，證實倒在溪谷礦坑的「廢石」竟是價值

高昂的閃玉。於是中國石礦公司在 1965 年正式開採台彎玉， 石綿也同時停止開採，

所採的玉石年產量約 30 噸。採玉極盛期，山上的礦區林立，不時還有上山偷拿玉石

的「山老鼠」出沒；山下則是以客廳為工廠，砂輪機快速轉動著地進行琢磨工作。 

為了不斷供應原石，礦工們用炸藥瘋狂開挖，毀壞一半以上的玉礦，1974 年以後， 

世界能源危機導致國際經濟不景氣， 而且台灣玉業界生產過剩， 同業惡性競爭， 加

上原石開採技術未及進步與改善， 以爆炸法採出之原石內裂嚴重， 成材不高且品質

不良(內裂玉石產品經過浸油處理，充斥市場)導致信譽受損等種種因素， 生意因此

一落千丈。到了 1970年「中國石油礦公司」結束採礦，將礦權轉給「理想礦業公司」

繼續開採玉石，但產量已漸漸減少。此時加拿大玉乘虛進入台灣市場，因加拿大西伯

利亞玉是採露天採玉且石料較大不易破裂，有些品質高於台灣玉。到 1981 年左右，

加工出口的台灣玉原料已完全被加拿大玉取代 1985 年後，自從理想礦場停止開採台

灣玉後，幾乎把台灣玉打入冷宮，也鮮少人再提及台灣玉。近年工資上漲，大量的西

伯利亞玉（成材性佳） 也入侵，加上台灣環保意識的抬頭，開採台灣玉已經不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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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長期仰賴的日本觀光客又遇到日本的經濟泡沫，使得台灣玉慢慢的消失在國內外

的珠寶市場。 

目前礦區已不再大量開採，以採蛇紋石為主，供應「中國鋼鐵公司」作為煉鋼助溶劑

之用。豐田地區配合政府一鄉一特色的政策，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向文建會爭取經費，

在原市場的位置建立了玉石文化館， 再結合礦區參觀、玉石文化的展覽、玉石 D I Y 

體驗活動以及週邊遊樂休閒場所、豐田文史古蹟遊覽等來發展精緻觀光產業。 

 

(二)、台灣玉產業發展(註 11) 

1、台灣玉於古代環南海地區的海上交流(註 12、註 13)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師生於 1980年至 1990年間於臺東卑南

文化遺址進行考古挖掘， 獲得大批玉器。據學者專家們研

判， 這些出土的玉器距今約 3500年， 係出自花蓮縣豐田

地區之台灣玉(豐田玉)。這項考古發現也將台灣玉的歷史

定位推向古文明。在連橫的『台灣通史貨殖列傳』中曾記載「台灣深山產玉但無開採。」 

透過對海外台灣玉的研究，我們認識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這些環南海地區「雙頭獸」

及「三突起」耳飾玦這兩類玉器，綜合各遺址的碳十四探討年代，這兩類玉器主要流

行於西元前 500 年到西元前 100 年間的東南亞地區。溯源的結果顯示部份玉材應來

自花蓮豐田地區的礦源。 

 

2、日治時代開採戰略物資石綿 

因石綿具高耐熱特質，是最佳之隔熱原料，日本昭和十九年(1944)因應二次大戰的戰

備物資需求，礦場被海軍徵用，以坑道大量開採與豐田玉共生的石棉，因為石綿是軍

事武器最好的隔熱體。日本人砂田鄰太郎組成砂田石綿礦業所，以露天及開坑方式開

採石綿，於礦區架設輕型鐵道路及空中索道來運送石綿礦產，接著被台灣拓殖株式會

社所收買，隨後成立「台灣石棉株式會社」在豐田設立石棉工場及滑石製粉場擴大經

營，於豐田開採石綿與滑石。所產石綿製品百分之八十供作軍事用途， 由當時台灣

總督府補助百分之八十探採經費。 

 

3、台灣玉玉礦開採 

1965 年中國石礦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石礦)恢復開採玉礦。1975 年開採量達到最高

峰，年產 1,461 噸，締造世界第一的產量，佔當年全世界產量的 90%。豐田玉的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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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1973-1974 年全台玉石加工廠超過 600 家，其中豐田地區就約有 120 家，在 

1970 年代初期，全台國從事玉石生產、加工、銷售的相關從業人員約有 15-25 萬。

就產值而言，產量的 60%外銷到美國、日本等國，每年約有新台幣 50 億元。  

 

4、台灣玉產業型態 

豐田並沒有幾家大加工廠，大多是利用農宅後院

或客廳改裝的小工廠，配合政府提倡「客廳即工

廠」的政策，全家總動員做玉石加工，賺取外快

貼補家用。透過大型加工廠進行先切割成型之

後，家庭式的小工廠只要準備一套砂輪研磨機，

花半天學習就可輕鬆上手。豐田玉的黃金時期，

豐田地區被譽為「東部小九份」，原本純樸的村

落，變成車水馬龍的繁華小鎮。 

近年來，在觀光產業的整合行銷中，將豐田玉的文化意涵轉型為台灣玉的紀念品包裝，

形塑出新的符號價值與經濟效益。因為台灣玉在觀光產業的利益分配結構，對花蓮觀

光產業鏈產生獨特的連鎖效應。花蓮的產業並非一開始便以觀光為主要的發展取向，

而是先配合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與中央政策的指導， 

  

三、地方耆老訪談，深入了解在地耆老對豐田玉的看法及經營模式。 

(一)、豐田玉石業沒落已久，豐田玉早已

走入歷史，但這樣世界第一的豐

田美玉，我們不忍見其孤獨，為了

認識家鄉特色、了解豐田玉礦石

產業興起、沒落，找出讓豐田玉風

華再現的可行方案。我們擬定問

題如表 1，走訪豐田地區豐田玉業者，包含如豐琢玉坊姜先生、家庭純手工羅先生，

及不願具名豐田玉業者，以下是耆老、業者專訪記錄逐字稿。 

學生提問  學生提問 

王

睿 

1、網路上的豐田玉開採歷史是否正確？ 

2、如何振興豐田玉產業？ 

3、您對於豐田玉產業目前狀況的看法如

黃

于

1、當初有甚麼緣由或者想法才進到豐田玉的產業 

2、有沒有甚麼讓豐田玉除了飾品外可以變成其他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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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4、網路上的豐田玉介紹是否完全正確？ 

5、豐田玉為何要溪裡撿 

軒 3、未來想以甚麼方式將豐田玉推廣出去 

4、台灣近年來有許多陸客到訪，是否會為了迎合

他們而改變經營方式 

5.有想利用豐田玉對社會大眾傳達的訊息嗎 

陳

佳

儀 

1、你們還有想利用豐田玉做其他產物

嗎？ 

2、豐田玉在你心中的價值是？ 

3、當初為甚麼會想朝這方面發展？ 

4、你有甚麼方法能將豐田玉發揚光大？ 

5、在製作成品的這段時間有遇到困境

嗎？是甚麼？ 

楊

昊

叡 

1、如果越來越少人來觀光，怎麼辦? 

2、自從豐田玉沒落後，您是怎麼度過的? 

3、為何不以墨玉為主，而用豐田玉? 

4、如何振興豐田玉產業? 

5、玉石為何只在溪裡撿的到? 

表一；豐田玉業者訪談，學生提問單。 

訪談逐字稿如附件一 

參、結論 

一、花蓮豐田地區礦源的台灣玉早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約西元前 500 年到西元前 100 年間)

即製作成「雙頭獸」及「三突起」耳飾玦這兩類玉器，流行於的東南亞環南海地區，與布

農族早期遺址淵源甚深，身為布農族人的豐田玉家庭加工業者羅先生，甚至視豐田玉為先

民文化傳承的一部分。 

 

二、豐田玉產業幾經大起大落，可分為四段極盛時期 

(一)、西元前 500 年，廣泛使用於布農族先民玉飾品。 

(二)、西元 1944 年日本人於荖腦山開採石綿，視豐田玉為廢石。 

(三)、西元 1965 年台灣正式開採豐田玉，豐田玉成為台灣玉代名詞，豐田玉轉型為台灣玉

產業，造就豐田地區十年富庶繁榮。 

(四)、西元 2004 年起，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旅遊，大陸團客在珠寶或玉器類的消費，再次

帶動豐田玉觀光產業興盛，豐田玉結合觀光產業視為豐田玉未來主要發展方向。 

 

三、豐田玉產業式微落沒的原因 

(一)、日本人於荖腦山開採石綿，因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石綿需求量降低，而且石綿纖維

危害人體呼吸道，而隨著科技發展，陶瓷纖維逐漸取代石綿用品，近年來，已不再

開採石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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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豐田玉造就豐田地區 1965 年起十年富庶繁榮，隨著高獲利豐田玉石加工業興盛，大

量以炸藥瘋狂開挖豐田玉原石，毀壞一半以上的玉礦，1974年以後豐田玉再度沉寂

得原因歸類如下。 

1、原石開採技術未及進步與改善， 以爆炸法採出之原石內裂嚴重，成材率不高且品

質不良。 

2、世界能源危機導致國際經濟不景氣，買氣停滯不前，台灣玉生產過剩。 

3、同業惡性競爭，內裂玉石產品經過浸油處理，劣質品充斥市場，導致信譽受損， 生

意因此一落千丈。 

4、1970年加拿大玉乘虛進入台灣市場，因加拿大、西伯利亞玉是採露天開採，玉且石

料較大不易破裂，有些品質高於台灣玉。到 1981年左右，加工出口的台灣玉原料已

完全被加拿大玉取代，於是所有礦場紛紛停止開採。 

5、高獲利的豐田玉石加工業，造就許多投機客投入市場，跑單幫式私自背玉石下山販

賣業者俗稱山老鼠，橫行市場，造成部分當地人視豐田玉為投機行業，豐田玉製造

業品價兩極化。 

 

(三)、西元 2004 年起大陸團客在珠寶或玉器類的消費，再次帶動豐田玉觀光產業興盛，同

時沿生下列問題。 

1、豐田玉石消費糾紛；玉石消費爭議主要都與大陸客有關，除了花費較多價格購買外，

對於是否為台灣玉及質地品質的爭議，低階玉石鑑定；天平、放大鏡或顯微鏡、折

射儀、偏光儀、二色鏡、分光鏡等設備難以驗證真偽及質地。 

2、回扣的利益糾紛；大陸客的行程中，早期安排在台北的藝品店消費，隨著花蓮業者

將回扣的成數提高，使旅行社將購物地點改在花蓮，並透過導遊對觀光客解說，在

花蓮產地購買才是真貨，產地的價格也比較優惠。回扣的利益糾紛，造成同業惡性

競爭，甚至引發暴力事件。 

3、原石需求量大增，但是目前政府限制開採礦石，豐田玉原石短缺，行情再度看漲，

山老鼠又開始上山偷採玉石，次級品再次流入市面，投機客蠢蠢欲動，不僅引發消

費熱潮，對旅行社、藝品店、交通運輸產生連鎖的影響之外，更因為利益分配結構

對花蓮的觀光產業鏈產生衝擊，使得這波玉石的消費影響力不斷產生擴散效應。 

陸客團來台自由行再次帶動豐田玉市場風潮，然而 60 年代豐田玉產業危機再次上演，

如何防範豐田玉市場行情再度崩盤，是豐田地區居民及豐田玉業者必須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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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田玉產業現況及展望 

(一)、政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一鄉一特色」的輔導專案延續僅存少數豐田玉業者，政府政

策決定豐田玉產業方向。 

 

(二)、花蓮豐田玉礦脈分布於地表下，過去以炸藥開挖豐田玉原石，毀壞一半以上的玉礦材

質，開採技術的精進為刻不容緩的關鍵技術，豐田玉原石品質不亞於西伯利亞玉、

加拿大玉，因西伯利亞玉、加拿大玉露天開採，保留良好品質原石且開採成本低廉，

成為取代花蓮豐田玉的主因，豐田玉結合其他產業原物料開採，例如煉鐵助燃劑等

產業，降低開採成本及保存玉礦品質，也許是豐田玉風華再現的途徑。 

 

(三)、隨著陸客團來台自由行再次帶動豐田玉市場風潮，原石需求量大增，但是目前政府限

制開採礦石，造成豐田玉原石短缺，限制適量豐田玉礦的開採，提供適量玉礦原石

原料，提供豐田玉業者適量原物料，是豐田玉永續經營必要的方式。 

(四)、建立豐田玉品牌，確保品質及價格，避免同業惡性競爭，業者共榮共利是未來永續發

展方向。 

(五)、豐田玉在史前的玉石文化與豐田社區的文化認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來，在觀

光產業的整合行銷中，將豐田玉的文化意涵轉型為台灣玉的紀念品包裝，形塑出新

的符號價值與經濟效益。因為台灣玉在觀光產業的利益分配結構，對花蓮觀光產業

鏈產生獨特的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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