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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SWOT為研究方法，以草屯地區的稻草文化為母題，稻草文化節為子題，回歸印證稻草文化對草屯地區的發展與影

響。 草屯地區舉辦稻草文化節活動，自民國87年(1998)草創至今，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研究稻草文化獨特的吸引力和創

造力，對地方上帶來某種程度的貢獻。本人在此期間年年參與，以記錄並瞭解其為何歷久而不衰，並且成為每年大家期盼

的活動。本文研究的目的有二；第一為將這幾年稻草文化節的活動記錄最完整、豐富的內容作為分析子題，去探討其活動

的意義。第二是藉由稻草文化節子題的分析來詮釋本母題--稻草文化帶給草屯那些影響與改變？ 研究發現透過稻草文化節

的活動，可以振興傳統稻草工藝，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亦能激發社區的凝聚力以及延續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婦女

與高齡者之就業機會，增加經濟收入，幫助解決失業問題；對文化保存工作也有具體的成效。文化是恆久遠的事業，藉由

稻草文化節活動的穿透力，讓社區生活品質提升。若政府能重視農地政策改革與鼓勵，以及補助新生代從事農耕產業，吸

引更多新生代願意投入農耕產業，使稻草文化得以傳承；並強化地方特色及指標建築與裝置藝術的設置，同時設計「稻草

文化活動代言人」，宣傳稻草文化特色。再者，培育稻草編織人才，加強稻草價值研發及跨界整合，發展更多元的稻草工

藝，形塑南投草屯成為臺灣地方特色文化產業的「工藝之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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