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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動機

1.探討宜蘭的傳統文化

2.想要更加認識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的人文特色



歷史背景

[照片]  

竹圍是因應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一

種居住文化，其目的:

一、抵擋「強風勁雨」

二、進行「自我防禦」

三、彰顯「權勢地位」

四、滿足「自給自足」

圖源:自行拍攝



竹圍介紹

圖源:自行拍攝



宜蘭竹圍地理分布

過去蘭陽平原上的竹圍相較於宜蘭各地開發多，壯圍一帶可見到較大

片的稻作，本地仍有許多竹圍屋保存完整。諸如：美城聚落、新社聚落、

新南聚落都有規模完整的竹圍屋。壯圍鄉是全宜蘭縣仍保留最多竹圍農舍

的鄉鎮



竹圍的結構

宜蘭的竹圍均成ㄇ或口字形，典型的竹圍農舍通常是座北朝南，座落方位

和種植不同種類的竹子，是先民們因應宜蘭風土所得的經驗。

圖源:網路截取



1. 前方--房舍左、右前方兩個角落通常會種一大叢剌竹或麻竹

2. 正面--竹圍正面通常配置小枝竹子（小觀音竹），並修剪為60至120公

分高，做為埕界

{訪查照片}

圖源:自行拍攝



3.兩側--竹圍兩側的竹子要密，但不能太高，通常選擇烏腳綠竹、風尾竹或

觀音竹等。

{訪查照片}

圖源:自行拍攝



4.背面--房舍背面、側後面的竹子通長是高大的（約五、六米高）長枝竹

{訪查照片}

圖源:自行拍攝



竹圍的變化與消逝

1. 日治時期受到殖民政府「政策法令」之限，箣竹圍紛紛被砍除破壞

2. 1935年殖民政府遂藉由「防瘧」理由，下令砍除各地箣竹圍，以控制

病媒蚊蟲的傳播感染

3. 經過日治初期的火燒及日治末期的大量砍除，至1945年台灣各地已見

不到完整的防禦性箣竹圍

4. 199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自給自足需求減少，修繕

傳統房舍後，堅固的結構體也不須要竹圍抵擋「强風勁雨」，竹圍用途

漸減且維護不易使其屢被砍除。



2012.9.15宜蘭古蹟日：認

識宜蘭竹圍文化景觀

每年配合全國古蹟日，宜蘭文

化局都會在九月第三個星期六

推出拜訪古蹟活動，而那一年

的主題是：竹圍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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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1.住在竹圍的好處和壞處有哪一些?      

A:好處：擋颱風.乘涼.竹圍底下不易長雜草，蟲.可有竹筍吃.竹子可用於製

作生活用品（曬衣竿.）.灶的燃料.遊樂（竹筏.竹屋）

壞處：竹子的悲劇，易掉落葉.颱風來會斷掉（竹子不易處理，不能燒，

先用數繩綁）



好處：





訪談紀錄

2.為甚麼選擇保留竹圍?

A:優點多

3.需要修剪竹林嗎?如果需要會很麻煩嗎?

A:竹籬笆需定期修剪，將枯枝抽出來即可。

4.是從祖先那代開始種的嗎?

A:是



訪談紀錄

5.會利用這些竹子製作成手工藝品嗎?

A:會，如竹筏、絲瓜需用竹子搭棚做架。

6. 會想繼續保留竹圍嗎?

A:會，童年家庭記憶之連結，不會輕易處理掉



探訪心得

在訪談過程中，經由居住者的每個回答、每個表情，就能知道竹圍承載著過去人

的美好回憶與童年家庭的連結，才能讓他口裡雖抱怨著颱風過後的竹圍是多麼難清

掃，但又能感受到那捨不得它被砍掉的心情。



困難與收穫

在這次的考察研究中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找不到竹圍，

而老師給了我們的建議，透過空照圖在網路上找到竹圍，我們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

竹圍其實就在我們附近，後來也順利的解決了實地考察的難題。透過這次的人文行

動考察，我們更加了解了宜蘭傳統特色，不像以前只知道蔥油餅、鴨賞、蜜餞，由

這次更深入調查宜蘭，了解了宜蘭的傳統建築竹圍，在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還

能親眼看到竹圍，我覺得非常難得，也學到了很多，不僅更加的了解了宜蘭的傳統

建築竹圍，還學到了如何完成一個大項目及如何解決問題。



結語

面對宜蘭文化的消失，那些留生活經歷的過去漸被銷毀，宜蘭即將都市化、現

代化，我們要保留住竹圍的首要工作就是瞭解它，瞭解它的起源與即將消失的原因，

然後擬定相對措施去維護宜蘭的過去，使它成為宜蘭永不被抹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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