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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豐原地區素有「糕餅之鄉」之美名，早期舊稱葫蘆墩，以柴乾、米白、美女聞名。又因木材工業與木工機械業發達而經濟

繁榮，銀樓產業隨而蓬勃其來有自。本研究藉實地訪談與分析，探討當地銀樓文化產業和黃金飾品產品文化發展的文化內

涵與變遷，從銀樓經營者、匠師、顧客，這三個不同層面者的角度及其觀點間相互對應之關係，瞭解其相關文化背景。 本

研究透過金飾產業、匠師、行銷型態之轉變，與在地性間的關連，分析歸納以下結論：（1）黃金飾品的設計文化以傳統

造型紋飾為主，並無豐原地區特色之產品呈現。（2）豐原地區銀樓的經營者，大多都是匠師出身的。（3）豐原銀樓販賣

的傳統金飾，主要來源為與開工作室的匠師合作，以打金仔方式手工打造。（4）工業量化金飾和K金產品，目前對豐原地

區的銀樓產業有相當程度的衝擊。本研究最後以三件葫蘆墜飾設計提案提出，設計出具有其當地意象之「葫蘆」黃金墜飾

產品。並請當地打金仔匠師以客製化方式接單手工打造，且以3D模擬成品繪製出三視圖，以便最終有機會以量產方式呈現

。

關鍵詞 : 黃金飾品產品文化、豐原銀樓文化產業、葫蘆墩、打金匠師、黃金、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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