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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一、前言

菜宅是澎湖各村社普遍常見的傳統人為地景，源於群島特殊的地理環境，為

昔日農業生產的重要場域，對澎湖的人口社會傳承、產業經濟維持和歷史文化發

展，有著莫大的影響和貢獻。

菜宅的主要功能係為提供防風的農耕環境。因澎湖各島地勢平緩，缺乏高山

屏障，又逢位處台灣本島與華南地區之間由兩岸山脈地形所夾擠的風道瓶頸，導

致每年強風2日數高達100天，冬季平均風速達每秒6公尺以上，遇大陸冷氣團南

下時，亦見平均風速超過8級、瞬間陣風高達12級3的情況。持續暴烈的東北季風

1	 *				張玉璜：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博士生

	 **		徐明福：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教授

	 ***王麒富：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研究助理

2	 國際通用之風力估計，係以蒲福風級為標準，分為0到17級。6級稱「強風」，指每秒10.8公尺至

13.8公尺之風速，氣象觀測凡一日中曾出現以上風速現象者可記為強風日，其月（年）累積數即為

月（年）強風日數。通常統計時為整化數值起見，將出現每秒10公尺或以上風速之日數累計稱為強

風日數。

3	 8級稱「大風」，秒速17.2-20.7公尺，其風速已達輕度颱風標準；12級為「颶風」，秒速高達32.7-

36.9公尺，風速已達中度颱風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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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冬季氣候的常態，屢屢刮起海面水霧，形成居民口中的「鹹水煙」，日夜吹拂

進而摧枯拉朽，影響植物生長甚鉅，陸上可資利用的天然資源極度匱乏。《澎湖

廳志》卷十〈物產志〉描述了嚴苛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營生困境：「宇內瘠苦之

區，至澎湖而歎為僅有。其地海漬斥鹵，僅產雜糧，中稔猶恐不及給，一遇鹹雨

則顆粒不留…」（林豪，1894：456）。

早期渡海來澎的漢人，多從事季節性漁撈或採集活動，每年依憑季風往返兩

岸，歷經一段長時期之後方漸有定居人口，此發展過程當與農耕不易有所關聯。

先民為了降低冬季季風對農作物的威脅，取得日常飲食所需的蔬果，並使蕃薯、

花生等島民主要生計作物得以跨年順利繁殖4，乃累積多個世代與天抗爭經驗，

發展出菜宅此類極具風土特色的防風設施和對應的農業文化。

是故，自有移民落腳澎湖，逐漸形成各地聚落的數百年間，直至1930年代

以前，由於漁獲取得有其不穩定性，農業生產始終是多數村社賴以維生的重要經

濟活動5，這必然得歸功於「菜宅」的發明、普及與運用。換言之，從生計的角

度而論，「菜宅」是昔日澎湖地區人口繁衍與世代傳承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菜宅可說是澎湖的大地保姆，島民與菜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從而也

衍生出豐富的文化現象。6本文嘗試從村里的地理環境的觀察著手，探究菜宅的

分布與組織形態之基本原則和意涵。

4	 顧名思義，「菜宅」當屬各類青菜蔬果於澎湖暴烈天候下得以安然成長的場域，亦是冬季時島民培

育番薯「栽母」（種苗育種）以延續來年食糧不虞匱乏的必要謀生設施。

5	 依據日治時期的官方統計文書記載，早期澎湖的農業產值和從事人口長期高於漁業，直到1920

年代起逐漸拉近，1935年（昭和10年）左右漁業產值方超過農業。（張玉璜，1998：191~192、

209~210）

6	 6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於2006~2009三年間委託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實施三期「澎湖縣

文化景觀－菜宅基礎調查研究計畫」，從初步的田野訪查成果得知，澎湖傳統社會中的農家，不論

是因著季節演替期盼豐收之各種歲時祭儀，抑或者隨著人們成長為求健康的諸樣生命禮俗，許多民

俗活動係以菜宅為發生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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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菜宅的形成要素

就土地利用慣習加以區別，澎湖農地大致可分為「宅」和「園」兩種。

「宅」具備防風設施和水源，可培育蔬果、雜糧等多樣性物種，全年皆可利用，

通常離房舍較近，在各地有著多樣化的稱謂，如：「宅」、「宅仔」、「菜

宅」、「圍仔」、「圍宅仔」…等，其中以「菜宅」一詞較為人所熟知。「園」

是看天旱田，或稱為「園仔」、「山園」、「山」、「山仔」「山面」…等，以

栽種蕃薯、花生、高樑…等雜糧為主，因缺乏圍蔽而於冬季閒置，或與「宅」合

為一筆耕地7，或位於離社里外周較偏遠的區位。

菜宅的由來尚不可考，應與漢人移民開發澎湖的歷史有著密切關聯性。《東

瀛識略》卷五〈物產志〉記載著澎湖以老古石砌築田間隔牆的習俗：「樓蟈石，

一名硓 石，澎湖、淡水最多，乃海中咸氣所結，取出時石猶鬆脆，久之雨淋日

曝即堅實，或如羊肚、或類蜂房，晶瑩如礬，巨細不等，色白如雪，亦有微灰色

者。澎民牆壁田塍8皆用之，…」（丁紹儀，1873：60）。林豪《澎湖廳志》卷

九〈風俗志〉〈風尚〉提及：「…築牆用老古石，皆掘於內海波間；掘後復生，

取之不竭。社外附近 園，亦用硓 石周圍堆砌短垣；謂之宅者，即孟子所謂五

畝之宅也。澎人多圍宅種菜，而南 、東石等社，或以種柑。必有井而後可築

屋。…」（林豪，1894：415~416）文中說明了一般「宅」的分布區位（社外附

近瘦園）、材料運用（硓 石）、形態（矮牆）、功能（種菜）和所生產的地方

特色物產（南寮、東石的柑橘）等。

民眾對菜宅的認知，普遍性地侷限於防風石牆或其複數群集的「蜂巢田」等

印象。然而，石牆僅是某些區域防風設施的形式表現；就其特性而論，做為可供

7	 一筆耕地在澎湖通常稱為一「區」。檢視調查案例之土地，其大小乃有相當之差異；單純的菜宅土

地縱深較小，然而當菜宅與旱地（俗稱「園」）合一時，一「區」的土地縱深則會加大。（古都基

金會，2009a：5）

8	 田塍，即田埂之意。塍，音ㄔㄥ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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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年耕作的農事場所，菜宅當兼容耕地、防風設施、水源 等三大要素方屬完備。

1. 可供耕作的土地

此係構成菜宅的基本要素。其大小與型態，會隨著地理環境條件與土地分割

模式而有所差異。由於「宅」所涵蓋的範圍端視於防風設施效能，故其耕地規模

一般較「園」為小。

2. 合宜的防風設施

此係菜宅和園的主要之景觀差別，主要用以抵擋持續半年的強勁東北季

風。防風功能通常得借助於人為設施的構築，此亦為菜宅所有構成因子中最引人

注意者，尤其是成列石牆所形成的「數大」地景。然而，澎湖在地的傳統人為

防風構造物的型式和材料運用相當多元，除常見的石牆（老古石、玄武岩、砂

岩…）外，尚有植栽牆（蘆竹、菅芒、銀合歡、木麻黃…）、編織牆（編竹、編

菅芒）、複合牆（使用石、土、植栽等多種材料）…等（古都基金會，2009：

5）。位處避風山凹內的梯田，若地勢與方位恰當，也有不需構築防風牆的菜宅

案例（如白沙員貝窩底9、馬公虎井田仔10）。

此外，鄰海地勢平坦地區，為保護耕地與農作，防範夏秋颱風及大浪侵襲，

亦見面海方位砌築高大綿長的厚實石牆的案例（如望安西吉嶼西南側11）。

3. 足供灌溉的水源

水和防風設施係構成菜宅的兩大必要元素。由於蔬果、「栽母」（種苗）等

嬌嫩的植栽需獲得較多的灌溉方得以順利生長，故菜宅土地範圍內或週邊地區通

常都會有自然或人工水源，傳統以就地鑿井、引用山溝或埤塘蓄水等方式取得，

9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張玉璜、王麒富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a：472~475）。

10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張玉璜、張詠捷、王麒富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a：67~70）。

11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張玉璜、王麒富、安柏霖、卓雅婷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a：

73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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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形式以私有水井最屬常見。

某些土地缺乏水源，依其自然地理條件原應屬看天田，然早期藉由人力或

獸力的投入，自遠處搬運足量的水勤加灌溉，也可成為菜宅（如望安東嶼坪）；

近數十年來因電力和自來水之普及，一些原處偏遠或缺水的「園」，因可接管灌

溉，亦見有轉型為菜宅者（如馬公鎖港六十戶12）。

三、菜宅的分布原則

傳統菜宅的分布，有其基本原則；《澎湖廳志》記載：「社外附近 園，

亦用硓 石周圍堆砌短垣；謂之宅者，…必有井而後可築屋。」此段文句顯露出 

菜宅、水井和聚落房舍三者的地理關連性。先民擇取一地群聚為社，除了營建房

舍所需的土地外，亦當考量水源和耕地取得，故而可及性、水源多寡和耕地需

求，是決定菜宅分布的三項主要因素。

1. 可及性

聚落建築群周邊，包括社里內部空地和「社外附近 園」，是菜宅最常出現

的位置，便於住民日常務農。社內的菜宅，多在民宅旁或山溝兩側，形成各自獨

立或三兩串連，密度較稀鬆的「門口宅」、「厝邊宅」；社外的菜宅，則成群座

落於鄰近的大片土地上，構成所謂的「蜂巢田」。

12	 菜宅第二期基礎調查顏文彬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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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安花宅社里內的「厝邊宅」】攝影：張玉璜

社里之外，土地利用或為宅、或為園，除可及性外，尚需取決於水源多寡或

耕地需求，宅園比例在不同條件的村社可能相差極為懸殊。

2. 水源多寡

澎湖流傳有「無水不成宅」的俗諺；菜宅分布的多寡疏密，和水源取得難易

有密切關係。若水源不虞匱乏，縱使耕地離社里有相當距離，往來不甚方便，迫

於生計壓力也會開闢成菜宅。而在某些地下水較豐沛的地區，社里外周的菜宅往

往漫延遼闊，形成櫛比鱗次的壯麗地景，縣內農業大村湖西、中屯可為代表。

至於水源的形態，大致可區分為地下水和地表水兩類，隨之出現的菜宅景觀

亦有差異。

（1）地下水

澎湖「有人居住的二十座島嶼上，總共密布了四千四百口淺水井，以及一百

多口深水井，它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牽繫著澎湖人的生存命脈…。」（林志

恆，2001）平均一、二十人即可分配一口井，比例相當高，也顯示出井水是最

重要的灌溉水源。白沙中屯的農耕土地開發度極高，聚落建築群雖集中於島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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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菜宅卻散布全島且幾乎都有水井13，此應與該島地勢低、水位高的地理特徵

有關。

【白沙中屯窩仔（塢仔）菜宅中的水

井】攝影：張詠捷（古都基金會，

2007a：27

相對在地勢高、水位低的地方，往往數區菜宅僅得共用一口水井，園的數量

自然提高，小離島如此情況更是常見。鑿井不易和取水困難，是昔日限制村社菜

宅向外擴張的主要因素。

（2）地表水

先民營造菜宅，多會詳加考量環境中的自然條件，選擇合宜地點，尤其是地

勢低窪或山凹谷地較易蓄積地表水之處，因此在社里內外往往可發現傍隨著水源

而群聚的菜宅群；各地有許多類似土名如：窩仔、窩尾、窩底、溝仔、窟仔、坑

仔…等14，都是菜宅簇群所常出現的區位。（古都基金會，2009：51）

澎湖位處海峽戰略要地，數百年來許多島上高地都劃歸軍管，管制區內除軍

事設施外，多屬茂密林木，得而涵養地表水。這類軍管高地周邊緩坡常見湧泉形

13	 菜宅第一期基礎調查張詠捷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7：3-13~3-14）。

14	 亦有將「窩」字寫成「塢」、「坳」、「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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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溝，附近地下水位亦較高而有利於開鑿埤塘或淺水井。

地表水造就了本島某些區域農業興盛的事實。拱北山係屬軍事管制範圍最遼

闊者之一，周邊地區乃擁有了全澎湖最充裕的地表水源，觀察環繞於四周的馬公

市或湖西鄉聚落，包括：興仁（雙頭掛）、菜園、東衛、安宅（宅腳嶼）、許家

（港仔尾）、東石、成功（港底）、大武、大城北…等，幾乎都有自山腰蜿蜒而

抵海濱的山溝15，沿線可見成群菜宅；許多村社地表下掘數尺即見湧泉，形成特

殊的「畚箕井」16，以類似小埤塘的方式利用於灌溉，更發展出可大幅提高取水

效率「冱斗」17農具，有助於菜宅更向社里外部擴張。18

15	 拱北山舊名大城山，其北側聚落名曰大城北。《澎湖廳志》卷一封域之山川：「大城山之水分為五

條，石隙微泉涓滴而下，若雨多，則溪中有泉可導。一由大城北鯉魚潭至港底之中溝，一由蚱腳嶼

西流，一由東衛，一由菜園，一南過雙頭掛；皆涓涓細流，緣溪彎曲而行，入於海」。（林豪，

1894：79）

16	 畚箕井一般為圓弧形平面，入口窄、內部寬，設有階梯，依其樣貌亦稱「瓠木戲窟」、「瓠木戲							

井」、「梯井」、「樓梯井」等。菜宅第二期基礎調查莊凱証採訪案例曾加以紀錄報導（古都基金

會，2008a：馬公-76）。

17	 「冱斗」係一種灌溉工具。於水桶設置四條繩索，兩條桶底，兩條在桶口，使用時，兩人一組，一

人各拉一邊，對立站於水池兩側，合力將桶拋入池中汲水澆灌。（郭金龍等，1996《澎湖傳統產業

專輯》：58~60）

18	 《澎湖縣綜合發展報告書》地區綱要計畫	湖西鄉	第一節發展現況	中記載：「畚箕井…分布與小水

系有關聯，例如湖西鄉畚箕井最多的大城北和湖西盆地（湖西、湖東、白坑南邊）兩地，就都有一

些小水系匯集或穿越。以前可說是每塊田裡都有一個畚箕井，後來由於坍毀及抽水馬達的運用，有

些才改為圓井，到現在仍有全澎湖約有60餘口仍在使用，而光湖西鄉就有40口以上」。（國立台灣

大學地理學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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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東衛的畚箕井】攝影：張玉璜

小離島大多缺乏大片山林可涵養地表水，地下水位亦普遍低落，社外可資取

水耕作的地點往往呈獨立點狀或線狀分布，菜宅和社里建築群的關係亦不如本島

緊密。虎井嶼的東山亦屬長期軍管地區，其南側離社里約1.5公里處，有土名喚

作「田仔」的山岰坡地，因地勢所然，恰可接納兩側方山高地所蓄積的大量地表

水源，除了濕季有山溝泉水可供利用，其地下水位頗淺且源源不絕，成為全社最

為倚重的農作區域，沿著坡地開闢有大量的梯田菜宅，蜿蜒而上，綠意盎然，景

觀相當獨特。19

19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張玉璜、張詠捷、王麒富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a：59~62、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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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仔

【馬公虎井「田仔」所在區位有豐沛的水源】（陳正祥，1955：49）

【馬公虎井「田仔」的山坳坡地上層疊梯田】攝影：王麒富（古都基金會，2009：32）

類似於山坳處水源的坡地開闢梯田的案例不在少數，如：馬公虎井西山東麓

的「井子腳」旁陡坡20、白沙員貝的「窩底」（坳底）附近三面坡地21、望安東

嶼坪的「沙溝仔」…等，亦可得見。

20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張玉璜、張詠捷、王麒富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a：63~66）。

21	 同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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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井西山東麓「井仔腳」旁坡地上的層疊梯田】攝影：王麒富（古都基金會，2009：32）

【員貝嶼西側「窩底」及周邊三面山坡的菜宅景觀】攝影：王麒富（古都基金會，2009：12）

菜宅形成得仰仗於水，其消失亦和水有密切關係。已廢耕且所在地區水源不

致太過匱乏的宅地，未久便多遭繁衍茂盛的銀合歡、芒草、牧草…等野生植物所

包圍隱沒，人文地景回歸自然後即難再被察覺；本島許多村里有此明顯現象，導

致現存菜宅數量遠遠不及1960~70年代農業全盛時期。

至於各離島如東嶼坪、東吉、西吉、員貝…等，方山頂的廢耕菜宅因普遍水

源不足而致林木稀疏，多數迄今仍可窺見。各小島中西嶼坪當屬特例，其菜宅和

村落建築雖地處高地，因水源似較其他島嶼豐沛，故多數菜宅已隱身濃密的銀合

歡林中，現存數量相對稀少。（古都基金會，2009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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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耕地需求

水雖然是菜宅的構成要素之一，菜宅卻不必然得鄰近水源。某些小離島營生

條件十分嚴苛，常因冬季及颱風等暴烈氣候無法出海而致長期與外界隔絕，因此

大量耕地的開闢至關緊要，聚落人丁繁衍方得勉強維繫。然而社里周邊或水源附

近的腹地未必充裕，不利於耕作與灌溉的陡坡或方山平頂，亦有墾拓為菜宅的特

殊案例。這種須仰仗大量人力搬運來解決供水問題，形成勞力極度密集的耕作模

式，在東吉、西吉、東嶼坪、西嶼坪…等小島皆可得見，應與日治時期昭和年間

官方曾大力推動耕地開發與設置防風牆政策有所關聯22。而住民開闢山丘荒野轉

為菜宅，建構了數量龐大、密集而令人震撼的石牆地景，正可見證昔日離島生存

之艱困以及先民胼手胝足開創家園的奮鬥精神。

望安東嶼坪當屬積極拓展耕地最具代表性者。其島形狹長，有南、北（八卦

山）兩座方山，之間夾一山谷名曰沙溝仔，其餘各向皆屬陡坡。聚落建築群位於

島嶼西側窄長的濱海低地，北起山谷出口螺仔角附近，南迄島西南側漁港附近。

東嶼坪的菜宅數量極多，除了山下社里之內部和外周緩坡設有菜宅，南山南側、

西側可供避風陡坡亦皆闢為梯田，甚至連方山上的平野，也幾乎全都劃地分區、

疊石為宅，形成立體化的土地利用模式。由於水源僅存於山下社里和山谷地區，

往昔赴山頂和陡坡從事農作灌溉相當耗費人力，如今多數宅地已遭廢棄，僅「厝

邊宅」和山谷下方稍見綠意。23

22	 《澎湖廳管內概況與事務概要》記載：領台初期日本殖民政府即已展開造林和防風計畫。第一期

造林計畫於昭和初年完成，隨即於昭和2年展開第二期28年的造林計畫，預定持續至昭和29年。此

外，昭和元年起也推動為期10年的「萱土堤耕地防風壁設置獎勵計畫」，每年補助民眾構築防風

牆約4,000間（約7,272公尺）。昭和3年起，另有「耕地防風林設置獎勵事業」，預定11年間新築

長12,000間（約21,816公尺）高6尺（約1.8公尺）的防風壁；昭和12年更擴大計畫，預定5年內新設

270,000米的耕地防風墻。

23	 菜宅第三期基礎調查蔡愛卿、洪明裕、王麒富、李明翰等採訪案例（古都基金會，2009：

65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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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嶼坪方山頂及陡坡之菜宅群，左前方為山下的社里建築群】

攝影：王麒富（古都基金會，2009：36）

四、菜宅的組構與型態

菜宅的形態，受到地形、氣候、水源、材料、社群文化、行政管理…等因素

影響，群島先天散落隔閡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島嶼、區域或村里之間，存在

著多元的菜宅營建技術與風貌。24

1. 座落方位和外周輪廓

菜宅的擋風牆稱「宅岸」，其走向一般係垂直於東北季風，藉以提高防風效

率，此營建觀進而發展成澎湖耕地分割的主要原則；不論宅或園，社外平野的耕

地，外周輪廓多屬西北-東南的狹長方形或梯形，菜宅的主要防風設施則沿著土

地東北側邊界設置。

至於社內「門口宅」、山溝兩側、陡坡梯田以及地形較特殊的區域，菜宅的

座落方位、外周輪廓與防風設施形態，常因配合地勢或土地利用而有較多變化。

24	 可參閱2006~2009年間所實施「澎湖縣文化景觀－菜宅基礎調查研究計畫」三期田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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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中屯嶼土地分割圖，耕地多呈西北-東南走向】（陳正祥，1955：34）

2. 材料運用與構造形式

因著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利用強度之差異，菜宅的人為防風設施可區分為砌疊

牆、植栽牆、編織牆和複合牆等四類。

砌疊牆是最普遍的防風牆構造，以澎湖蘊藏豐富的玄武岩和硓 石較常見。

馬公、湖西鄉各村社的潮間帶珊瑚礁較發達，菜宅多為硓 石牆；西嶼、七美鄉

的方山地形明顯，故常用玄武岩砌牆。此外，局部地區亦見採用安山岩、火山碎

屑岩、灘岩、砂岩、鐵質石英砂岩、殼灰岩等特殊石材案例。以石材砌築的傳統

菜宅防風牆，尚可區分「單軌」、「雙軌」、「單軌疊雙軌」等三種砌造工法。

（古都基金會，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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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豐沛地區，盛行以植栽牆來擋風。環繞著拱北山、太武山的馬公市與湖

西鄉村里較常見，大武、大城北等村最為普及。所用植栽有草本的蘆竹、菅芒和

木本的銀合歡、木麻黃等；亦有香蕉、釋迦、芭樂、牧草、扶桑花…等之案例。

草本植物叢生密集，防風效率較高，一般用於構成主要防風牆；冬季時為防風大

植栽倒伏（東衛俗稱「倒山」），需一束束地加以上下交錯捆綁。至於木本植物

彼此間的距離或孔隙較大，多用於補助砌築牆的防風性能。

某些地區以乾燥的植物性材料為主，如竹子、菅芒、蘆竹、蕃薯藤等，編織

成大片擋風板用於主牆、側牆或「倒遮」25之構築，或做成小型防風罩以保護單

株植栽。

【馬公西衛「祖厝口」的菜宅編織牆】攝影：王麒富（古都基金會，2009c：14）

日治時期地方政府於昭和元年起推動為期10年的「萱土堤耕地防風壁設置獎

勵計畫」，逐年編列經費補助民間構築複合式的防風牆，每年完成長度達4,000

間以上26（約7,272公尺），以石塊砌疊兩道高約3尺（90公分）的平行矮牆，中

25	 位於主牆南側與之平行，高度較矮，用於防止迴風（或稱「倒捲風」），一般位在距北牆約4至6公

尺處。

26	 「間」是日制長度單位，1間等於6尺約1.818公尺。根據《澎湖廳管內概況與事務概要》記載，昭和

2年至10年間，每年補助民眾從27人至141人不等，構築4,000間的「萱土堤耕地防風壁」，其中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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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填土於其上栽植蘆竹或菅芒等植栽，形成所謂的「風林」。延續至今日，各地

菜宅多可發現此類複合牆身影。（古都基金會，2009c：11~12）

另近年來營建材料日趨多樣化，以不同材料構成複合式防風牆的實例也屢見

不鮮。

3. 空間與設施佈局

一般菜宅的空間佈局，自北而南可概略區分為主要擋風區帶、主要耕作區

帶、次要耕作區帶、次要擋風區帶等層次。

主要擋風區帶設有擋風牆，傳統以石塊砌成或密植耐風植栽，亦見兩者混用

或於牆內側栽種果樹之情形。主要耕作區帶位於離主牆約4公尺以內，受到較好

的防風保護，冬季可栽種較嬌嫩的番薯栽、葉菜，或再以小通徑劃分為平行於主

牆的細長耕地，以利灌溉和作物照料。次要耕作帶約位於距離主牆4~6公尺處，

會受到越牆而過的東北季風影響，冬季通常栽種耐風性較強的蔬果或留設為空

地，待其他季風較弱的季節方擴展耕作範圍。

如田中有水井，除非土地面積很小，通常會位於主要和次要耕作區帶之間的

中央部位附近；規模較大的菜宅面寬或達數十上百公尺以上，此時往往會分闢多

處水井，以省檢取水動線，節約灌溉人力。此外，為便於材料和工具的管理與搬

運，肥坑、工具間等附屬設施大多設於宅門附近。

次要擋風區帶距離主牆約6~8公尺，設有「倒遮」，以石塊砌築或乾燥的植

栽莖葉編織，以防迴風。若田地南北向縱深充足，則尚可利用倒遮的南側鄰牆處

栽種蔬菜；亦見有設置多道平行檔風主牆，或留設大片旱田的空間利用模式，如

此宅與園合為一體的情形相當普遍。（古都基金會，2009c：8~9）

9年的長度則超過6,0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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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牆體配置

隨著耕地外周輪廓以長方形或梯形較常見，菜宅北主牆之佈局有一字型、L

字型和ㄇ字型等三種基本型態。就季風的抵禦而言，L字型當最具效益，然以ㄇ

字型較穩固而常見。

若主牆環繞耕地四周一圈，或於北主牆南側不遠處設有與之平行的「倒遮」

牆，菜宅將可衍生出較少見的口、曰等字型之配置型態。如牆體配置型態為弧

形、不規則型…等，多係因地制宜的權變對應。除非範圍內原分屬多人的土地產

權或使用權經歷過統合，否則田字型、目字型…等複雜的配置型態幾難得見。

（古都基金會，2009c：9）

五、結論

澎湖的菜宅遍布於各個有人島嶼和近百處村里，而為在地傳統農耕文化和

常民生活的重要代表。菜宅的分布與形態，雖有其基本原則，然隨著和不同的環

境、社會因子之互動，產生因時因地制宜的相對應演替，在看似類似、重複的地

景中，菜宅往往有著豐富多元的風貌和內涵，深入探討，當有助於對在地之地理

特色、環境變遷、產業脈絡、社會發展…等課題之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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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菜宅的地理分布與組織形態探討

發表人：張玉璜

評論人：林文鎮

評論內容：

菜宅是本縣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有可能是澎湖未來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瑰

寶，近幾年在張玉璜老師的努力之下，已做了3期的菜宅普查，累積了相當多的

資料，可以說是著力相當地深。誠如玉璜所說的，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未來還

有許多的研究需要不斷地進行，雖然玉璜在這方面已投入了相當多的心力，我

還是要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希望對玉璜未來的研究有一些參考的價值。整體來

說，這篇論文的資料相當豐富，但還是有一些瑕疵值得再做一些斟酌，以下就是

我認為可以再調整的地方

一、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對菜宅的概念作一個可操作的釐清，目前大家的普遍印象

是有防風牆的耕地就是菜宅，我想這與定義有關。譬如說玉璜提到從日治時

期到戰後官方都曾大力推動耕地開發與設置防風牆政策，因而增加了許多防

風牆；如果這種防風牆也算是菜宅，那澎湖的菜宅可能就算不完了，所以如

何定義它是很重要的。菜宅是有防風牆的耕地的一種，像玉璜說的：一個主

要防風牆措施，加上取水的水井這兩個基本要素，就可以考慮做為菜宅的定

義。觀念的釐清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去努力的，如果不釐清觀念就會造成認知

上的模糊，例如論文中提到因為菜宅的關係，澎湖的耕地大部分是東西走

向，這就有點倒因為果了。其實澎湖耕地大多都是東西走向是因為要種高

粱、花生的考量，這2種作物要冒芽的時候都是農曆2月份至3月初，這時東

北季風很強，所以要利用每一個種植溝的北邊約20公分高的三角錐形的土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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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來防風；如果耕地成南北走向，季風就會長驅直入把作物幼苗吹死，才會

這樣處理。此外，當農戶有足夠的人力時、才會基於生計上的考量，把耕地

的某一部分圍起來變成菜宅，因此我個人並不認為東嶼坪山丘上的耕地是菜

宅，而只是一種梯田。我們不能說一般的耕地北邊就不可能有防風牆，因為

日治時期及國民政府都推動過修築耕地防風牆的補助。

二、	論文架構上的建議

1. 第18頁菜宅分布的三項主要因素中的「耕地需求中與菜宅分布的直接關

連」為何」？是否加上防風效果一項比較週延？因為地勢低窪的地方常常

出現菜宅群可能和防風效果較佳有關。

2. 菜宅的組織與型態分析的綱目不是很清楚，建議調整如下

 (1)影響菜宅結構型態的因素（例如地形、風向、水源、材料等）

 (2)菜宅防風牆體的形狀與材料

 (3)菜宅的空間設施（再以阿拉伯數字1、2、3去補充說明。）

三、	最後就個人經驗，補充說明耕地需求與菜宅的關係。耕地變成菜宅有2種可

能：

1. 耕地很多，為了要提供足夠的蕃薯栽（苗），會儘量劃出10分之1的耕地

圍成菜宅。

2. 耕地很少，不管種什麼都不夠規模，就乾脆圍成菜宅。此外，有關菜宅的

出現、建構及材料，可能也要提及時代的影響，例如石砌牆、編織牆、混

合牆可能都和時代有關，如果不是日治時期推動耕地防風林設施，就不會

有複合式的防風設施，所以時代因素可考慮納入研究範圍，這樣可看出菜

宅農耕在澎湖開發史上的演化狀況。

	 雖然批評了很多，但若不是玉璜這3年來的投入，我們將連這些菜宅基礎資

料都沒有，希望未來他在這條路上可以走得更好，越走越精采，如果有比較

主觀之處，也請大家不吝批評指教。



34

澎湖研究　第九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輯

發表人答辯：（張玉璜老師）

1. 菜宅的石牆功能主要是為了擋風，很多地方圍成一字，這也對動物或人產生阻

擋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功能，尤其是早期用石頭砌成的菜宅那是一個費力艱

辛的過程，因此還是主要以擋風為主去建設。

2. 菜宅石牆的高度每個地方不太一樣，原則上建蓋時考慮因素相當多元，若風勢

較小，或附近周邊的地勢可以擋風，不需蓋很高的話，可能就蓋大約1米以下

的高度，甚至像員貝嶼或其他山凹處連60公分都不到，不會漫無目的蓋，會選

擇最後的方式，若菜宅3米以上，可能是當地風勢特別強可能是整村整個島嶼

的最北邊，或是風進來的山凹口，或是高低差的坡地，有時可能從耕地裏看是

2米左右，但從外面看是超過3米，這3年來的現地調查資料中發現菜宅與人體

的比例有很大的關係，牆厚大約不出一個手肘的厚度，牆高大約是可以勾到的

圍住，原則上一般風速之下大約1米7到2米多，人可以直接搬石頭，不需要再

架梯子。

3. 第23頁的註22第三行「昭和元年起也推動為期10年的『萱土堤耕地防風壁設

置獎勵計畫』每年補助民眾構築防風牆約4000間」10年間每年都有人申請，

所以形成這些萱土堤設施（下面是石頭加土，上面是植栽）的形式的確是   日

人所引進那時日人還請農會設置苗圃培育萱草把苗分至各地讓大家在耕地上較

需要防風的地方去做，所以工程相當浩大，這算不算菜宅，應算是防風壁，因

戰後普及至各個村莊，所以形成到澎湖很多島嶼或村落的北邊會看到比較巨大

的萱土堤防風壁設施，除此之外還會種木麻黃等植物形成多重的防護，是一套

很科學嚴謹的推動，但因戰爭後許多資料被當作密件無從查證或許各位有心協

助的朋友們可以再去尋找有無這方面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