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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魚苗寮生態文化園區，區域內有為數多達二十多公頃的水田、魚塭、沼澤濕地和農田，擁有多樣化的地貌，魚苗寮地區擁

有兩百多年淡水魚苗養殖歷史，該地區深具歷史、生產、生活及自然景觀等文化資產價值。本研究探討魚苗寮淡水養殖文

化之內涵與產業之變遷，進而分析養殖業者在永續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旨在從地方產業文化景觀的實證論述，期望

主管機關及國人注視這一塊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魚苗文化景觀。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為主，對業者及遊客簡易問卷

分析，對關鍵人物做深度訪談，以找到傳統產業之生存契機，對於魚苗寮生態文化園區邁向永續發展，提出以下之結論： 

一、魚苗寮自然人文資源豐富可永續發展：魚苗寮養殖文化景觀特殊，流傳著獨有的數魚歌，延續著歷史悠久之迎花燈活

動，深具獨特之地方文化特質。 二、魚苗寮生態文化園區與生態旅遊逐漸整合連結：積極復育保育淡水魚種，招募文化資

產守護員，及發現河蚌等，具有發展生態旅遊的內涵。 三、深耕魚苗文化，帶動地方觀光之契機：深具地方特色的魚苗寮

，在地方發展上有轉型契機，可整合資源以帶動地方觀光。

關鍵詞 : 數魚歌燈排養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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