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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歷史發展中，農業的地位在台灣轉向工業化之前，其地位可

說是一直是佔有最重要之地位。而為求農作的順利經營，連帶地衍伸出為

數可觀的器具，以利農業發展，農具可說是不可獲缺的「生財工具」。而

面對不同的環境、不同的作物，先民發揮智慧，製作出各式的農具，以因

應各種大自然的挑戰，從各項農業器具中，處處可見各時期台灣人民的巧

思。  

 一八九五年之後，日本依馬關條約獲得了台灣，面對這個新得的殖民

地，為求能運用台灣天然的資源，獲取經濟上的利潤。在日本領臺之後，

對於相關產業自然相當注意，並展開了詳細且廣泛的調查。對於農業器具

的調查，自然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一個重要的著手項目，如何利用、改善

這些農具，並提升其效率，是應是其最終的目的。1而這些調查報告，從現

今的觀點來看，無疑是重要的文化資產，除提供研究者從事研究，也可讓

我們瞭解當時社會的某種時態。  

 

 

一、調查之展開 

 在日本領臺之前，由於地理及國防的因素，已在台灣展開多方面的調

查，項目包含地理、軍事、產業、貿易、漢人生活、原住民等項目。然當

時來臺人數有限，加上語言等問題，相關的調查成果有限。然自領臺之後，

以行政的力量，調查的規模可說遠遠超過於領臺前。期透過對台灣產業的

                                                 
*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橋教學院人文學科兼任講師 
1 關於日治時期的產業調查，現有之成果可參見許賢瑤，〈台灣分館日本時代台灣茶葉資料

及其價值〉，《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館刊》4：4(1998.6)，頁 99-109。許賢瑤，〈「台

灣分館日本時代台灣茶葉資料及其價值」補遺〉，《國立中央圖書館台灣分館館刊》6：
1(1999.9)，頁 119-121。戴國煇，〈晚清期台灣農業的概況—藉日本密探及外交官等報告

之剖析〉，收於氏著，《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臺北：遠流出版社，2002；
1976 原刊 )，頁 61-83。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台灣之調查與研究〉，收於許俊雄編，《第

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育研究中心，

1995)，頁 567-576。李文良，〈台灣林野研究關係資料介紹—台灣總督府《高等林野調

查委員會公文類纂》〉，《台灣史料研究》9(1997.5)，頁 162-173。蔡承豪，〈日治初期台

灣藍靛業的相關調查〉，《台灣文獻》 53： 4(2002.12)，頁 9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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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可明瞭將來可如何運用台灣資源，以資內地之用。  

 於領臺之後擔任第一任民政局長的水野遵在其關於領臺後大方針的報

告—〈台灣行政一斑〉中，關於農業的部分，就提出其預計之構想，其規

劃為  

 
本島農業實況，未經實地調查，故對於改良增殖之道不敢加以妄說，

但按本島風土終年無霜雪，在內地所無產物，而熱帶工藝植物之耕種

最為適合，現在以茶、砂糖、米為大宗，麻類、藍色染料(indigo)、菸

草等，但算得上貿易品僅為米、砂糖。工藝植物漸為農家自用副產品，

如要謀改良增殖之道先著眼於黃麻、苧麻、藍色染料，菸草乃本島重

要之輸出物之也殆無疑……將來要改良本島農業，此等弊習要排除，

而要改良盡謀增殖可作貿易材料之工藝植物為主，不可拘泥於元來之

慣行，一年二季之米作，一甲可收穫三、四十石，在農業經濟上不算

得法，寧可選定有價值之工藝作物，而作輪流交換種作，似比較有利。

2

 
 而同年《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亦提及在領臺局勢穩定之後，將

要展開產業上的調查，其中重要的項目包含  

 
將逐漸展開米、麥、苧麻、黃麻、木藍、礦物、林務等之產業調查，

並共同編纂印行，以資供實業上的參考。 3

 
從這些調查指示中，可看出總督府對於台灣農作資源運用的企圖。  

 

 

二、農具調查成果的呈現 

 
 領臺後，關於稻作的調查可說是各調查報告中必定出現的項目。故在

此僅列舉數份重要之報告，並介紹其所代表的重要性。  

 

                                                 
2 水野遵著，陳錦榮編譯，〈台灣行政一斑〉，收於洪敏麟編，《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

(臺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78)，頁 150。  
3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同編者，1896)，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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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產業調查錄》  

 此份報告係由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所做成的調查報告。其調查在

一八九五年(明治二十八年)六月時便已開始，針對了茶、米、木藍、苧麻…..

等十項作物，後於一八九六年匯整出版。據〈凡例〉所載，此調查錄調查

的範圍，僅在臺北附近不遠處的地方進行，而又因語言的隔閡，難免有杜

撰之處。 4

 關於米的部分，內容共有二十六頁，為全書中的第二位(第一位為茶，

共七十五頁)，調查項目包括：沿革、稻種、土質、種子貯藏、種子選擇及

浸澤、種子交換、整地、育苗、插秧、施肥、灌水、除草、收穫、加工、

米質、用水、田區、收支、產地、地主及佃農、田地買賣及地價田地等級

標準、米穀買賣搬運及搬運法、米價、北部的輸出入及需給等共二十五個

項目，無圖片。  

 在二十五個項目中，並沒有專門調查農具之項目，而是偏重在技術面

的描述、買賣的管道、收支等項目。但在幾個子題內容中，則可見對部分

農具的描述。如在「整地」一項中，提到要趁雨天時，先以牛犁翻土，再

以刈杷將土切碎後，以「轆轤」充分灌水，最後使用牛拉整平器將土地整

平，則可準備種植。5「收穫」一項則提到，收割時使用刀片常五、六寸之

鐮刀割取，再以一種打穀器來打穀，這種打穀器桶身一尺五寸，周長八尺，

內有一個階梯狀的打落竹器，周圍則圍有網子，並可隨著割稻者在田間移

動。 6其並沒有直接寫出名稱，但應是「摔桶」，很可能是在語言不通的情

況下連名稱也無法正確得知。  

 此報告項目雖然羅列甚多，但部分項目僅有一兩行，對於農具的描述

亦屬有限。  

 
(2)《台灣農具圖解》  

 本份報告是一九０四年由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所出版，專就農具所

進行的調查報告。共三十三頁，內含十八幅照片，每幅照片中皆有農具多

種，可說是第一個將文字和圖片結合的農具報告。  

 根據〈凡例〉的說明，本調查是基於幾項原則而出版：1.本書基於是

廣泛的收集台灣地區使用的農具，並附上圖片，以讓世人瞭解台灣人使用

的農具之書。2.製茶、製糖等特用的器物，已有其他相關記載，故本書從

                                                 
4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台灣產業調查錄》(東京：金城書院，1896)，頁 1。  
5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台灣產業調查錄》，頁 79-80。  
6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台灣產業調查錄》，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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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3.農具的蒐集僅北部地區所使用者，中部南部的農具則期待他日增補。

4.農具的大小依製作者而有異。5.農具的價額以臺北的市價來記載。6.農具

的收集和圖解，任命場員李傳謨從事；實物的攝影則由同場林完之手完

成。7從這些條例中，可發現此次的調查仍是以北部為主，其價額更以臺北

市的市價為準。但不同的是，此次調查係委派台灣人來調查，應無語言的

問題。  

 農具的項目分為栽培用器具、搬運用器具、養畜用器具及雜具類等三

章，各章下又分數類數節，表列如下。  

 
表一   《台灣農具圖解》之目錄  

第一節  鋤墾器  一  犁、二  鋤頭、三  鐵搭、四  圓

鍬仔、五  扁鍬仔、六  土墷  

第二節  軟碎器  一  刈耙、二  手耙、三  蓋筒、

四  碌碡  

第三節  畦立器  一  爬仔  

第 一 類  

整 地 利

用器具  

第四節  移植器及施

肥器  

一  秧銚、二  秧批、三  秧擔、

四  秧船、五  秧刈、六  尿桶、

七  尿靴  

第一節  收穫用器具 一  鎌仔、二  草刀、三  柴刀、

四  銚刀  

第一章  栽

培用器具  

 

 

第 二 類  

收 納 器

具  第二節  調製用器具 一  捒桶、二  捒梯、三  噴仔、

四  土礱、五  糠漏、六  糠圍、

七  土礱鉤、八  風鼓、九  搗舂、

一０  搗搥、一一  米蘿、一二  米

篩、一三  粟爬、一四  米爬、一

五  竹爪仔、一六  木爪仔、一七

大拖、一八  搔抔、一九  黃麻

刀、二０  黃麻箸、二一  苧仔刀

第一節  地平搬運器 一  糞箕、二  米籃、三  車箕  第二章  搬

運用器具  
 

第二節  高低搬運器 一  水車、二  扌虎桶、三  扌虎

掬、四  旋桶  

第三章  養  第一節  養畜用器具 一  牛鼻圈、二  牛嘴籃  

                                                 
7 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凡例〉，《台灣農具圖解》(同著者，1904)，頁 1。  

 4



畜 用 器 具

及雜具類  
 第二節  雜類  一  龜仔靴、二  岸刀  

 

 
 在五十四項的調查項目中，以稻作農具相關的器物最多。對於每一項

農具，幾乎都有詳盡的解說和圖片，僅旋桶、牛鼻圈、牛嘴籃等幾項物品

沒有圖片。  

 如其中關於犁的部分，調查中指出，台灣的犁和日本內地相似，其用

途與西洋犁也一樣，同為翻土之用，其構造共分為九個部分。除犁頭與犁

壁以鐵鑄造之外，其他木製的部分則以烏心石、石柳、九芎等木材製作，

對於各部份尺寸為何、如何接榫、甚至如何與牛隻搭配等，皆有詳盡的解

說，是相當詳盡的調查。 8

 此份報告可說是日治前期最詳盡的農具報告，值得引用。  

 
(3)《調查經濟資料報告》  

 臨時台灣舊習慣調查會中，係以愛久澤直哉為部長的第二部來負責從

事台灣農工商經濟的調查。就其原有計畫來看，調查範圍甚廣，應可對台

灣的產業有詳盡的報告。 9然該部因計畫過於龐大，幾乎不可能完成其事

項，又遭逢人員調動頻繁、經費被刪等困境，加上政策的影響，該部最後

僅完成於一九０五年(明治三十八年)提出的《調查經濟資料報告》上下兩

冊而已。 10

 關於產業的調查報告，主要集中在第一編和第二編，也就是上冊的部

分。報告將台灣的產業區分為兩大種，第一編〈產業〉是記載屬於全島性

商品，第二編〈地方產業一斑〉則是以地區為單位來討論各地的商品。全

島性的產業有米、茶、砂糖、煙草…等八種，米作排行第一，共四十八頁

的篇幅，但無圖片。  

 內容共分 1.沿革、2.產地、3 產額、4.稻的種類、5.稻種的處置、選 .

擇、貯藏及催芽法、6.育苗的整地、7.播種、8.育苗的管理、9.耕地的整理、

10.插秧、11.耕地的管理、12.收穫、13.穀的納付與買賣、14.粗米的加工、

15.粗米的買賣、16.粗米的搬運、17.粗米的輸出、18.粗米的移往內地、19.

                                                 
8 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台灣農具圖解》，頁 1-3。  
9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臨時舊慣調查事業報告》 (同著者，1917)，頁 16。  
10 山根幸夫著，吳密察譯，〈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成果〉，《台灣風物》32：1(1982.3)，
頁 41-42。鄭政誠，〈臨時台灣就慣調查會之研究 (1896~1922)〉 (臺北：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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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米等各項目。  

 其中內容最多的項目為「沿革」，共十三頁，主要詳述自林道乾時期一

直到晚清的稻作經營概況。 11而「稻的種類」一項，則詳列的各時期及各

地關於稻的名稱，種類繁多，是相當仔細的蒐羅。 12其他的部分，則著重

於耕作的流程，和買賣流通情況。關於農具可說甚少提及，與前者的《台

灣農具圖解》呈現完全不同的調查方式。  

 
(4)《台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  

 一九０六年由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出版的《台灣重要農作物調查》，

共分三冊，分別為《普通作物》、《特用作物》、《果物類蔬菜作物》等，可

說是日治前期一份重最重的產業調查報告。  

 米的部分是收錄於《普通作物》一冊中，全書三百頁的份量中，稻米

的部分佔了二二三頁的部分，可說是一份量相當厚實且詳盡的調查，也是

日治前期最重要的稻米調查報告，其所調查的內容，大抵應該反映出晚清

至日治前期的水準。  

 該調查內容分為沿革、產地栽培甲數及生產額、氣候、地勢及灌溉、

地質及適土、種類、輪栽法及綠肥栽培、栽培法、產米的貯藏及販賣、包

裝及搬運、米穀的用途、病蟲害、收支計算等十三個款項。其中以「栽培

法」最多，佔六十二頁，第二多者為「收支計算」，亦有三十三頁。仍是

以偏重耕作的流程、收支、流通買賣之情況為主，但其他的部分亦較前述

數份報告更加詳盡，對於地區性的差異亦更加突出，和以往僅以北部地區

的調查為主有所不同。顯然隨著統治的穩固，殖民政府對於各地的情況亦

能更加掌握。  

 雖在該調查〈緒言〉中，著者已經意識到日本農具和台灣農具的差異，

其特別以脫穀的器具為例，在日本使用「千齒」，在台灣則使用桶狀的摔

桶。 13但整本調查中，只有一個關於種子貯藏籠的線條圖。故在〈凡例〉

中的第五條也特別強調：「本書中記載的農具，記載其名稱之解說和圖示

多所從略，故閱讀本書時，並務必參考本場所發行的農具圖解。」 14這邊

所說的農具圖解，當是兩年前發刊的《台灣農具圖解》。  

 

                                                 
11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臨時舊慣調查事業報告》，頁 1-13。  
12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臨時舊慣調查事業報告》，頁 18-22。  
13 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緒言〉，《台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同著者，1906)，
頁 1。  
14 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凡例〉，《台灣重要農作物調查．普通作物》，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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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農家便覽》  

 《台灣農家便覽》係由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等單位編纂，是一綜合

性的農業報告，其中詳盡蒐羅了台灣各項農業的資訊，且隨時間不斷的更

新，據筆者所知共有六個版本，其中第一個版本為是一九０八年所出版。

帷其內容和《台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特用作物》多所類似，或是匯集了以

往的實驗報告等，是份綜合性的報告，就原創性而言使用價值並不高。但

其內容包含二十三章，從農產、林業到畜牧業等，蒐羅廣泛，作為流通知

識的功能應是值得重視的。  

 關於農機具的部分，農家便覽中分為數類：1.整地用具、2.作付用具、

3.整理用具、4.收納用具、5.肥料用具、6.園藝用小農具、7.病蟲害防除用

具、8.畜產具、9.農產製造用具、10.雜用具、11.動力、12.引水機等。內容

較一九０四年《台灣農具圖解》更加廣泛，但多半沒有附上照片。  

 

 

三、集大成之作—《台灣之農具》 

 一九二一年(大正十年)由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發行的《台灣之農具》，其

執筆者是做為土壤研究者而廣為人知的殖產局技師渋谷紀三郎。  

 這本內文近一百五十頁，照片超過七十幅、列舉的農機具及器物達一

五五種的《台灣之農具》，可說是集台灣舊有漢人農業器具調查之大成。

在其調查時，已經刻意排除了新近傳來及大型的機械式農具，並僅收錄少

數如白毛社、馬蘭社、卑南社之原住民農業器具。在農具的名稱、發音的

紀錄上，更聘請專人記載漢字和羅馬拼音，並在內文最後以羅馬拼音做成

索引，可見調查及編排之用心。 15

 出版本書的動機，根據渋谷紀三郎在〈緒言〉中所言，農業的進步有

賴於農具的精巧，而台灣長期以來集約農作的經營方式，發展出不少農

具，更勝於日本內地。其認為，台灣在水利、木製、竹製等方面的農具甚

為精巧，但鐵製方面則仍甚為幼稚。而為截長補短，更加啟發台灣農業的

進步和農用器具的改良，故進行大規模的系統調查，以瞭解舊有農具的構

造、用法等，然後就其缺陷加以改進。尤其在日本積極在台灣推動糖、米

等產業之際。16在附圖中，共附上四幅蒸汽機其利用蒸汽的耕耘機之照片，

預示推動糖、米產業的機械化的政策。而在米、糖以外的器具中，也收入

                                                 
15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凡例〉，《台灣之農具》(同著者，1921)，頁 1-2。 
16 渋谷紀三郎在，〈緒言〉，《台灣之農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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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如調製藍靛的「菁桶」、削番薯的「番薯籤擦」等，以及牛車的相關法

規。  

 為了農業技術的改良和進步，對於當時的農具樣態必然需先要有正確

的掌握，並給予正確的對應。故調查中，對於構造、使用的年限、價格等，

皆有詳盡的調查，如使用年限，並非以單一農具，而是以農具的個別部位

來記載，這與《台灣農具圖解》類似。以農具中最為重要的犁為例，其便

詳細記載了各個單位的使用期限、價格(以台北的市價為基準)等等，如：  

 
犁底—三年‧四十錢、犁柱—三年‧三十錢、  

犁轅—三年‧一円三十錢、犁頭—兩年‧六十錢、  

犁尾—三年‧三十錢、犁壁—三十年‧二円五十錢、  

象鉤鼻—三十錢、工作者工資—二円五十錢  

 
 對於日本內地與台灣的農具優缺點，部分農具中亦有比較。如在以犁

為例，舉出三點不同處：(1)台灣的犁比起內地的犁，犁床較長，操作起來

較為穩定，(2)但相對之下較無法深耕，(3)內地的犁是左反轉，而台灣的犁

因為牛繩的關係是右反轉。 17而對於保護手指的竹管和指管，則感到相當

的驚訝。  

 
《台灣之農具》附圖  

   

 

 
 在明代有宋應星《天工開物》之集大成之作，而《台灣之農具》一書，

應可說是台灣版的《天工開物》，對於中國與台灣農具的關係，以及台灣

是否有發展出屬於適合台灣自身條件的農具，台灣與日本農具之優劣，甚

                                                 
17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台灣之農具》，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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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台灣農具在東亞農業社會中的定位等議題，此書都可作為一個重要之

調查成果，若再搭配前述的相關報告，對於觀察台灣農民及工藝者的巧

思，應能有更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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