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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Kong has wild oyster field landscape. It was a great cultural property value with history, production, life and natural

landscape.The study concentrates on memories of its timing and space. Further analysis the oyster field landscape and in-dustrial

develoment in Wang-Kong area.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local oyster fields culture property and the spiritual value. Then analysis the

local oyster fields culture landscape. Tak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yster industry as the goal.The study's dissertator to

demonstrate that oyster field landscape has it’s spiritual value. Expect-ing the 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people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it. This research tak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y secondary material col-lects data. The study also takes outdoor

observation and deep interview. The result shows four conclusion ： The first：The memory of Wang-Kong’s people how to

bring wasteland under culti-vation. All the history、 saga、legendary traditions about oyster field landscape.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and the land. The Wang-Kong’s oyster industry cultural land-scape was created by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econd：The Wang-Kong’s oyster filed landscape has 360years history. It was the earliest place to breed the

oyster.The evolution of Taiwan various areas oyster culti-vation way. Become the difference of the oyster cultivation industry.

Although the other area become the various Way to breed the oysters. The Wang-Kong area keep the traditional oyster cultivation

method. The third：The aspects about Wang-Kong’s oyster filed landscape：memory, symbol, spirit, landscape, delicious food,

useful, creativity and so on .It build society group life culture and the space where they stay. It arise special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pos-sess visible and invisible cultural value. The forth：Since there was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Wang-Kong. It was available

boomed area economic achievement. To utilize every kind Wang-Kong’s oyster filed landscape resources.It must have the great

function about the oyster’s industry and the other connect with associated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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