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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澎湖歷史悠久，由考古文物顯示，澎湖在五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在這麼長久的時間裡，澎湖的孩子玩什麼?怎麼玩?書面

上關於這方面的記載極少，在這四面環海的島嶼，是否曾發展出獨特的童玩文化?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訪談及田野調查

等方式，進行自日治時代至民國百年，曾出現於澎湖本島之童玩，其年代、材質、玩法、歷史源流之研究與記錄，並分析

探討影響澎湖童玩型態變遷之相關因素。 本研究歸納出下列結論: 一、日治時代孩童之童玩相當貧乏，以就地取材之自製

玩具為主。 二、澎湖四面環海，貝類豐富，曾發展出貝類童玩。 三、澎湖童玩傳承大陸漢民族文化，受日本文化影響深

遠。 四、澎湖童玩興盛期約於民國五、六十年代。 五、七十年代始，自製玩具、戶外遊戲逐漸減少、童玩商品化、地域

特色逐漸消失 六、八十年代至民國百年，網路時代來臨，虛擬遊戲當道，全天候的電視節目，佔據了兒童休閒娛樂之大部

分。 七、影響澎湖童玩型態變遷之相關因素有:遊戲場地改變、有土之地減少、升學壓力、少子化、網路遊戲、有線電視

等。

關鍵詞 : 童玩、遊戲、澎湖

目錄

封面內頁 簽名頁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誌謝 vi 目錄 vii 圖目錄 x 表目錄 x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

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 一、時間範圍 2 二、地域範圍 2 三、人物範圍 3 四、童玩定義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 第一節 澎湖縣地理歷史背景 4 一、澎湖縣地理環境 4 二、澎湖縣歷史背景 6 三、澎湖移民途徑之探討 7 第二節 童玩的起

源 8 第三節 童玩教育之歷史演進 9 第四節 中國童玩初探 10 第五節 臺灣童玩初探 16 一、日據時期的臺灣童玩記錄 17 二、

臺灣童玩發展分期 19 三、社會型態對兒童遊戲的影響 21 四、童玩博物館 22 五、童玩研究者--張世宗博士 23 六、台灣區

玩具暨兒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2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5 第一節 研究方法 25 一、質性研究理論 25 二、田野調查 25 第二節 研

究步驟 26 第三節 研究架構 29 第四章 澎湖童玩 30 第一節 童玩年代、材質、玩法及其相關資料 30 一、「玩」 32 二、「遊

」 59 三、「戲」 61 第二節 澎湖童玩來源之探討 126 一、澎湖地理環境、歷史背景 126 二、日治五十年 127 第三節 影響

澎湖童玩型態變遷之相關因素 128 第四節 目前澎湖童玩推展情形 136 一、二崁童玩館 136 二、湖西童玩節與海漂藝術 136 

三、懷舊商店童玩收藏 138 四、今日童玩 13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40 第一節 結論 140 第二節 建議 141 參考文獻 .143 附錄

148 圖目錄 圖2-1澎湖縣地理位置圖 4 圖2-2澎湖地圖 5 圖2-3伊能嘉矩手稿 18 圖4-1蟻獅洞 33 圖4-2蟻獅 33 圖4-3白沙鄉地

圖 34 圖4-4黃槿花 38 圖4-5黃槿花 39 圖4-6拍花瓣 39 圖4-7狗尾草 40 圖4-8榕樹葉笛 41 圖4-9吹榕樹葉笛 41 圖4-10彈長柄菊

42 圖4-11彈長柄菊 42 圖4-12竹(木)條遊戲--斜靠虎口 43 圖4-13竹(木)條遊戲--翻轉反抓 43 圖4-14竹(木)條遊戲--斜靠虎口 44 

圖4-15竹(木)條遊戲--由外而內翻轉 44 圖4-16竹(木)條遊戲--翻轉反抓 44 圖4-17竹(木)條遊戲--雙手抓竹(木)條 45 圖4-18竹(木)

條遊戲--竹(木)條呈垂直 45 圖4-19竹(木)條遊戲--左右手互換，快速抓住竹條 46 圖4-20竹(木)條遊戲--從竹(木)條下端一拍 46 

圖4-21竹(木)條遊戲--將上端跳起之竹(木)條接住 47 圖4-22跳繩 48 圖4-23吹泡泡 49 圖4-24拓印錢幣 50 圖4-25拓印錢幣完成

50 圖4-26樂高(LEGO)積木組合 51 圖4-27琉璃水晶寶寶 52 圖4-28捏雞母狗之一 53 圖4-29捏雞母狗之二 53 圖4-30彩繪捏雞

母狗 54 圖4-31雞母狗 54 圖4-32蒸煮雞母狗 55 圖4-33 Wii遊戲 57 圖4-34翻貝殼 61 圖4-35寸槌和寸子 62 圖4-36以寸槌敲寸

子兩端 63 圖4-37以寸槌擊出寸子 63 圖4-38唐朝先祖陳元光祖訓 66 圖4-39陀螺 69 圖4-40欖仁葉鞋製作 71 圖4-41欖仁葉鞋

72 圖4-42欖仁葉帽製作一 72 圖4-43欖仁葉帽製作二 73 圖4-44欖仁葉帽製作三 73 圖4-45欖仁葉帽 74 圖4-46菅芒草船 74 

圖4-47撕草莖 75 圖4-46四角形草莖 76 圖4-47 H形草莖 76 圖4-48不規則草莖 76 圖4-51盞仔(銀) 77 圖4-52拷盞仔(銀)之瓦片

78 圖4-53拷盞仔(銀)之排列 78 圖4-54跳房子 81 圖4-55 lo-na-ku-lo 82 圖4-56?仔標 84 圖4-57拍?仔標 85 圖4-58紙娃娃 85 

圖4-59 UNO遊戲臺 86 圖4-60 UNO牌 86 圖4-61手持彈珠之一 88 圖4-62手持彈珠之二 88 圖4-63玻璃彈片 90 圖4-64報紅中

92 圖4-65自製瓶蓋玩具 93 圖4-66現今商品玩具 94 圖4-67把玩商品玩具 94 圖4-68玩圓盤步驟1.推圓盤 96 圖4-69玩圓盤步

驟2.疊過他人圓盤 96 圖4-70玩圓盤步驟3.反壓他人圓盤 96 圖4-71第三關:將橡皮筋提至腰部高度 98 圖4-72第八關:將橡皮筋

提至頭頂加一掌高度 98 圖4-73莊家 99 圖4-74橡皮筋竄入沙堆中 100 圖4-75以竹筷挑橡皮筋 101 圖4-76?仔仙(小隻) 102 

圖4-77?仔仙(大隻) 102 圖4-78戰鬥盤與戰鬥陀螺 103 圖4-79發射器 103 圖4-80爆丸 104 圖4-81浮球 105 圖4-82 來自潮州的浮

球 105 圖4-83 海漂玩具之一 106 圖4-84 海漂玩具之二 106 圖4-85摩天球 107 圖4-86玩橄欖子格線 108 圖4-87澎湖早期童玩--

橄欖子 109 圖4-88大富翁之一 110 圖4-89大富翁之二 111 圖4-90電子大富翁 111 圖4-91?古石上的貝殼(炒菜鍋) 112 圖4-92玩

沙包 (第五關) 115 圖4-93玩沙包(第五關) 115 圖4-94玩沙包 (第六關過線) 116 圖4-95老鷹捉小雞 120 圖4-96搭椅轎 122 圖4-97

搭椅轎 122 圖4-98牆壁鬼 123 圖4-99本縣市補習班最近十年成長統計圖 130 圖4-100二崁童玩館 136 圖4-101 2011湖西童玩



節 137 圖4-102 2011湖西童玩節-踩高蹺 138 表目錄 表3-1訪談對象 28 表3-2 研究架構流程表 29 表4-1澎湖童玩分類表 31 

表4-2 近二十年澎湖立案補習班數量 ...130 表4-3 馬公市戶數、人口數、戶量統計(民國35-100年) 133 表4-4 澎湖縣人口數、

戶數、戶量(民國78至98年) 134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1. 王連海(2006)。中國玩具藝術史。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2. 伊能嘉矩原著(2005)。台灣踏查日記。台北市:遠流。 3. 吳美

雲(1988)。中國童玩。台北市:漢聲雜誌社 4. 吳芝儀、廖梅花譯(2008)。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嘉義市:濤石文化。 5. 呂祝

義(2004)。澎湖地區姓氏族譜調查研究。澎湖縣馬公市:澎縣文化局 6. 林秀娟(2010)。玩藝光年:玩具工藝特展.2010。南投縣草屯鎮:臺灣工

藝研發中心。 7. 林文鎮工作室(2008)。澎湖縣無形文化資產—林民俗及有關文物普查計畫報告書。澎湖縣馬公市:澎縣文化局 8. 紀麗

美(2009)。澎湖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文化局 9. 胡家瑜．崔伊蘭(1998)。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台

北市:台大出版中心。 10.殷登國(1992)。百戲圖。台北市:時報文化。 11.倪寶誠(2003)。民俗玩具，頁165。臺北市:貓頭鷹出版。 12.國立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2010)。臺灣玩具工藝文化研究期中報告。 13.張世宗(2006)。昨日童年.傳統童玩。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14.

陳淑敏(1999)。幼兒遊戲。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15.麻國鈞、麻淑云(1990)。中華傳統遊戲大全。?村讀物出版社。 16.楊淑朱、蔡佳

燕(2010)。戰後台灣社會生態對兒童遊戲的影響。幼兒教保研究期刊，2010第5期。 17.鄭重一等撰(1998)。竹灣風情。澎湖縣西嶼鄉:澎縣

竹灣國小。 18.蘇芳儀(2007)。童心．玩趣--福爾摩沙玩具特展展示規劃書說明文。未出版。 二、網路資源 1.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

http://tour.penghu.gov.tw/tw/culture1content.aspx?forewordTypeID=28 2. 澎湖風觀光入口網站

http://www.e-penghu.com.tw/modules/tour/index.php?id=16 3.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www.phhcc.gov.tw/ 4. 澎湖縣政府全球資訊

網 http://www.penghu.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 5. 童玩博物館網站 http://www.toymuseum.org.tw/index.html 6. 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 7. 吳望如，彰化藝文20期(92.07發行)台灣童玩─陀螺。 取自: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部落格

http://folksports.ntua.edu.tw/02_knowledge_01_02.aspx 8. 中華文化天地 http://edu.ocac.gov.tw/culture/chinese/cul_chculture/c_culture.htm

9. 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 10.臺灣大學圖書館網站。 http://dtrap.lib.ntu.edu.tw/ 11.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網站。

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 12.認識台灣童玩網站。 http://edu.ocac.gov.tw/local/taiwan_toy/default.htm 13.博物館員的部

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taiwan-museun/archive?l=a 14.UEPlay游藝館。 http://www.artofplay.net/blog/index.php/?page_id=245

？ 15.台灣區玩具暨兒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全球資訊網。 http://www.toybase.com.tw/tcma/tcmahp.html 16.藝文學習網。

http://www.art-net.idv.tw/ 17.漁樵子的澎湖風情 - udn部落格。 http://blog.udn.com/mfy8/3507370#ixzz1f1FoMksb 18.走讀臺灣。

http://info.phhcc.gov.tw/rdtw/rdtw/index.html 19.趙瑜婷(2010/10/24)。《紙芝居兒童劇　讓故事動起來》 取自:國語日報社網站。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69596&keyword=紙芝居 20.許耀彬(2010.05.21)《西嶼鄉打寸子活動源由鮮人

曉 記者兩岸尋出自畬族農閒活動》取自:澎湖日報隨意窩Xuite日誌 http://blog.xuite.net/penghu.dialy/blog/34127365 21.羅源灣之窗，《

畬族的盤瓠圖騰崇拜與打尺寸的故事》。取自: http://www.lywzc.com/2010/0316/967.html 22.《每個福建人都是古代士族貴族的後裔-關

於福建人血統專業分析》取自: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

http://tieba.baidu.com/f%3Fkz%3D1060671014&ei=XTs-TsjJNoSJmQX4hOSDCA&sa=X&oi=translate&ct=result&resnum=7&ved=0CFQQ

7gEwBg&prev=/search%3Fq%3D%25E9%2596%25A9%25E5%258D%2597%25E5%259C%25B0%25E5%258D%2580%25E7%2595%25A

C%25E6%2597%258F%26hl%3Dzh-TW%26sa%3DG%26rlz%3D1T4ADSA_zh-TWTW441TW443%26prmd%3Divns 23.《福建畬的歷史與

沿革》 http://www.wretch.cc/blog/jacknt0601/14284262 24.許時烺2005/8/8《中平國小94年度資優教育“饒平客家研究專題”客家源流

》取自:饒平半山客網站 http://host.cpes.tyc.edu.tw/~team76/new_page_22.htm 25.二崁聚落保存區-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5467 26.龜山島社區網站 http://gueishan.e-land.gov.tw/html/link5.htm 27.宜蘭縣無尾港生

態社區資源網 http://www.wwg.org.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776&forum=29&jump=1 28.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編輯部《

幸福玩具王國》取自:  http://www.nmth.gov.tw/Portals/0/epaper/110726/coverstory01.html 29.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 

http://www.ncyu.edu.tw/ gech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5543 30.陳昱銘生活.印象網 http://home.pchome.com.tw/net/yu_ming15/

31.詹的小窩之部落格 http://home.educities.edu.tw/jessjan/japen/7-5.htm 32. http://product.fansio.com/category/33/470/2741.shtml 33.游

珮芸《臺灣囝仔的童年2發現臺灣哈日童年》取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th.gov.tw/Portals/0/epaper/

110726/coverstory02.html 34.澎湖縣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 http://bsb.edu.tw/afterschool/?usercity=69 35.維基百科~台灣電視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B%E8%A6%96%E5%8F%B2 36.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資源中心網站

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copy_righ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