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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民雄昔稱「打貓」，係舊時洪雅平埔族打貓社，為當時洪雅族之中

樞。據日人安倍明對著「台灣地名研究」書中稱：「打貓為平埔番社之

所在，打貓係取其台語近音譯字」，故民雄鄉之舊有記憶中存有「貓」

概念，本組討論藉由該「貓」概念媒介元素企圖串接整合目前民雄鄉之

經濟及文化等不同之元素，再落實聚焦於食住行等各層面之生活環境

中，最後並以中正大學特定區作為一示範概念區作為出發。 

執行程序上，先以示範點方式進行，並建議以中正大學特定區為範

例點，次由行政機關推動於民雄鄉內重要節點及公共設施設置或改善，

復再推廣至各類軟體層面，藉由行政機關補助相關改善或塑造計畫加入

「貓意象」概念，逐步將該「貓意象」落實於民雄鄉整體風貌。 

 

二、前言 

（一） 民雄歷史緣起 
民雄昔稱「打貓」，係舊時洪雅平埔族打貓社，為當時洪

雅族之中樞。據日人安倍明對著「台灣地名研究」書中稱：「打

貓為平埔番社之所在，打貓係取其台語近音譯字」。 

民雄鄉明鄭時代隸屬北路天興縣。清初期隸屬諸羅縣，稱

打貓莊。嘉慶十五年為打貓五堡，包轄有六街、二百十一莊，

當時嘉義縣內以打貓五堡之街莊數最多。至民國9 年，嘉義置

郡，是時對本鄉日吏認為打貓之地名不雅馴，乃藉日語讀音打

貓，改稱日語近音之民雄，將本鄉改為民雄庄，轄內劃分為廿

二堡民國34 年10 月25 日，本省光復重歸中國版圖，本鄉於民

國35 年01 月20 日依「台灣省鄉鎮組織暫行條例」之規定，成

立民雄鄉隸屬台南縣嘉義區，將民國24 年以前之二十二莊、保

改為村。民國39 年10 月25 日，本省行政區域劃分，廢區成立

嘉義縣，本鄉復隸屬嘉義縣。民國42 年、村里行政區域調整，

二十二村分成為二十八村，復於民國67 年依村里行政區劃分調

整合併實施方案併分為二十六村。民國83 年6 月，興南、雙福

調整分村，而成為目前之二十八村1。 

另有一說是：鄭成功自大陸運來老虎二隻，一隻潛來此地，

一隻跑至高雄，以為貓狗而殺之，故高雄原名打狗，此地稱為

打貓。 

（二） 民雄鄉基本資料 

地理位置總面積 85.50 平方公里，鄉內計分為 28 村，

人口數： 約 71,906 人，民雄鄉位於嘉義縣中心，地處嘉

                                                 
1 參考書目(範例..北市文化局，2003。《台北市政府文化政策白皮書》，台北市文化局網站，http:// 

www.culture.gov.tw，2003/04/15。 



1 

 

南平原之中，海拔 25 公尺，地形單純平緩，東接竹崎、

梅山二山脈如雙龍環顧，部份山丘宛如龍鬚錯置稍見高低

起伏外，餘皆為典型平原，南隔牛稠溪與嘉義市連接，西

與新港鄉、太保鄉毗連，北鄰大林鎮與溪口鄉，東西橫跨

16 公里，南北縱深 12 公里。重要交通路線均經過本鄉如：

省縱貫路，縱貫鐵路，中山高北接由大林交流道，南接徑

嘉義市可通，南二高有大林及竹崎二處交流道出口可達，

交道便捷。 

（三） 概念發想及聚焦 

1. 承上所述，本組思考方向先藉由民雄歷史因素分析後，經充分

討論決定嘗試提出不同思考模式以民雄鄉之舊有記憶「貓」概

念作為基礎發想延伸，並藉由該媒介元素企圖串接整合目前民

雄鄉之經濟及文化等不同之元素。 

2. 復本報告經討論後並將「貓」概念作實質意象化呈現，化演不

同形象化之「貓形式」，後續並思考如何落實至民眾生活環境

中，再聚焦於食住行等各層面之生活中，最後並尋找地區作為

一示範概念區作為出發。 

 

三、問題現況分析及解決方向 

（一）民雄現況分析 

本報告首先從民雄現有經濟文化及在地特色角度分

析，先行彙整重要節點活動並作現況分析： 

1. 藝術家進駐帶動社區藝文 

 
菁埔社區以地名「打貓」為主題，並以逗趣的互動

構圖及逼真的立體彩繪，營造出以貓為主的社區彩繪。 

2.民雄廣播文化園區 

日據時期建造，為全國百大歷史建築之一，文物館為兩

層樓結構，早期西方建築風格，主要呈水平及垂直之視覺效

果。館內保存早期廣播文物，可能是世界唯一還能用的廣播古

董。園區內尚有日式招待所，是日據時期招待長官之用，檜木

建造、門口鵝卵石所砌成之柱子表現出粗獷之美，圓型窗、四

角窗表現出不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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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中央廣播電台的民雄分台，前身為「民雄放送所」

的國家廣播文物館，早在 70 幾年前，就擔負起空中軍事統戰

以廣播宣傳的特殊用途。雖然現今早已卸下戰時的軍式機能，

但現在仍可遠在千里的海外，收聽到民雄分台所送來的悅耳聲

音。 

 
3. 大士爺廟文化園區 

結合周邊慶誠宮媽祖廟、文化走廊、大士爺廟為國家三

級古蹟，是民雄地區的信仰中心，也是文化傳承之地。1906

年，丙午大地震，震垮了古「打貓」地區各寺廟，於民國十

二年，大士爺廟以舊「慶誠宮」、「開漳聖王」、「開台尊王」

年代久遠之建材結構，以「慈濟寺」之名重新建造完成。 

另本縣為深化體會大士爺廟之文化內涵，每年農曆 7 月

21到 7月 23日舉辦「民雄大士爺祭」民俗活動，是重要文化

資產。 

4. 中正大學 

70 年代以前，雲嘉南的高等教育貧如荒漠，沒有

一所大學，終於在民國 76 年底行政院正式核定民雄鄉

這塊土地作為中正大學的建校用地並已興建完成。 

  

5. 民雄鬼屋 

劉家古樓是幢早期西式洋樓，加上閩南式泥塑裝飾，結

合成閩洋混合風格的建築。傳言，從日本時代開始，一小隊

日本兵到古樓時被鬼迷惑，開槍誤傷自己。光復後，駐紮古

樓的一名炊事兵突然得病死亡。因此，有人說，古樓高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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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墳場的義檢山，地理上犯沖。另有人說，古樓主人和建築

師有恩怨，建築師在地下暗埋符咒。更有人說，女僕不堪虐

待，投井而死，因此陰魂不散，諸如此類的「鬼話」就此傳

開。 

6.嘉義酒廠 

坐落於民雄工業區內之嘉義酒廠，以酒類文物館及館外的

酒甕牆形塑風味獨特的酒甕藝術。館內珍藏各式各樣古早酒

瓶，還有早期製酒設備機械等。 

該館蒐集了臺灣菸酒公司早期各式各樣的產酒文物，規劃

酒史陳列室與廠史陳列室等展示區，嘉義酒廠舊廠址使用的各

種製酒機械且仍然保持著可用狀態。 

  

7.虎崁映月 

虎頭崁埤又名內埔子水庫，先民利用該地地形而建成的自

然水庫，以供附近農民灌溉之用。雲彩飛揚，映照水面，是白

雲、是彩霞，恰似一幅美麗的圖畫。 

8.民雄鵝肉街 

民雄出名遠近馳名的鵝肉街，就位在民雄火車站前的和平

路、民族路上。數家鵝肉店在短短數百公尺的街道上相比鄰而

居，此處店家選用的鵝肉多是民雄當地所飼養的鵝，並堅持當

天現煮現賣肉質紮實鮮美多汁。 

 

9.上開列舉僅民雄鄉部分之重要經濟文化節點，並另彙整其

他重要節點列舉圖示如下：  

1.大士爺廟 2.慶誠宮 3.中央廣播電台民雄分台﹙廣播文

物館﹚4.民雄運動公園 5.中正大學 6.葫蘆藝術品展示區

7.嘉義大學 8.交趾陶工作室 9.演藝廳 10.劉家古樓﹙民

雄鬼屋﹚11.酒類博物館 12.寶林禪寺﹙松山﹚ 13.內埔

水庫﹙松山村﹚14.民雄文教基金會 15.鵝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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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現況問題分析： 

（1）豐富經濟文化活動及在地特色景色：經本組上述初步分析，

民雄鄉擁有不同宗教活動及建築物風貌、且包含小吃、歷

史建築、在地風景等多元化經濟文化內涵。 

（2）缺乏整體性：民雄鄉雖擁有各種經濟文化及風貌呈現豐富

多元化，惟概念上尚缺整體性，無法讓民雄鄉以一個整體

囊括性之主題特色意象呈現於人們記憶中。  

（3）缺少整合媒介元素：然在上述豐富之經濟文化特色中，經

本組充分討論後認為，爭點於尚缺一個主導性之整合元

素，且這元素應足以代表「在地民雄」，與歷史或文化意

涵呈現某種程度之連接性。 

 

（二）外國案例說明 

為尋找出上開所述之整合媒介元素，本組先分析參考國內

外與貓相關之各景點及城市，彙整如下之都市景觀或文化活動

借鏡作為本報告思考方向： 

1.吉祥寺貓咪祭典 

在東京都的吉祥寺每年秋天都會舉辦貓咪祭典，以貓咪作

為活化當地地域的關鍵。在這段期間，吉祥寺附近區域就會聚

集相當多的貓咪，舉辦貓咪寫真展覽會，或是各種跟貓咪相關

的活動。 

http://www.msch.gov.tw/update_flies/民雄鄉景點導覽.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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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妖怪貓遊行 

神樂坂是與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有關的地點之一，每年都

會盛大舉辦妖怪貓遊行，讓喜愛貓咪的貓迷們「打扮成貓咪妖

怪的模樣、在神樂坂的街道上遊行」。 

3.常滑招財貓大道 

日本愛知縣常滑市有一條招財貓大道，走在這條大道上，

一年四季無時無刻都能在這邊感受到貓咪的可愛迷之處。而常

滑是一個以陶瓷器文明的城鎮，在這條大道上有許多大大小小

的招財貓瓷器模型鑲在水泥牆面上展示。其中，甚至還有寬 6.3

公尺、高 3.2公尺的超巨大招財貓。 

    
4.日本-東京-谷中銀座商店街(貓街) 

位於東京都台東區谷中之商店街，即以貓作為整體意象元

素，無論招牌或街道家具均以貓意象作為概念之整合。 

5. 煙燻貓民宿 

     

位於台東縣台東市開封街之特色民宿，即以貓作為意象出

發並強調遠離城市之慵懶慢活之舒適生活。 

 

（三）解決落實主軸方向 

1.主軸概念說明：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yingfen0613&f=10148231&i=2459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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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貓」意象概念提出：參考本組所尋找之國內外案例後，

針對本報告討論決議提出以貓意象形式，作為整合民雄鄉

各經濟文化節點之主軸媒介元素。 

（2）以貓意象之形式歸類： 

為將貓意象綜合落實於民雄鄉之各種實質生活環境

中，初步將貓意象依「食」、「住」、「行」等三層面方向思

考如何落實於生活環境中。 

以下先從「食」、「住」、「行」等三層面為概念化舉例

說明： 

a. 食方面：包含特色餐廳、小吃街、特色夜市、商店街等。 

b. 住方面：特色民宿.居住環境、社區中心、廣場等。 

c. 行方面：包含街道家具、廣場、公園、路燈號誌等。 

（3）將貓意象區分為硬體及軟體兩層面落實： 

除上開落實於「食」、「住」、「行」等三層面角度觀之，

另從硬體及軟體角度切入，說明思考以下之落實方向。 

a.硬體層面：包含私有建築物、公園、道路、街道家具、社

區公共建築物…等。 

b.軟體層面：例如教育訓練、社區總體營造、與學校建教合

作、行政獎勵措施…等。 

（4）以中正大學特定區為示範區： 

經本組討論後，由於民雄鄉之中正大學特定區為目前

進行新開發中地區，且為民雄鄉重要節點之一，故建議可

藉由上開貓意象概念之延伸，並再此地區作一整體化形式

之呈現。 

  四、解決方案 

（一）硬體部分（包含法制面與行政管理執行面） 

1.行政管制面 

（1）都市設計審議（指中正大學特定區） 

a.經查「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計畫」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

於民國 81 年發布實施，後為塑造該特定區整體環境品質

與當地特色，訂定「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計畫第一期發展

區都市設計準則規範」。 

b.該都市設計審議之準則內容包含：1.街廓內留設綠帶部分

(包含綠帶寬度限制、綠覆率規定、有無設置圍牆)、2.街

廓留設街角廣場部分(包含街角廣場設計規範、景觀、動

線)、3.建築物造型部分(包含地標性建築物設置夜間投射

照明、屋頂層及屋頂突出物設置斜屋頂規定、斜屋頂之屋

面排水)、4.建築物色彩審查部分(包含建築物外牆顏色、

建築物斜屋頂顏色)、5.廣告物設置部分(包含建築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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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設置位置、面積；招牌廣告設置規範)、6.植栽計

畫審查部分(包含綠覆率、植栽)、7.建築物出入口及進出

車道部分、8.圍牆設計審查(包含空間使用的整體性)、9.

鋪面設計審查(包含統一本區鋪面風格與施做方式)。 

c.建議修訂中正大學之都市設計準則規範，加入「貓意象」

要素，統一該地區開發特色，並透過都市設計審議逐步落

實建構出本地區包含公共設施及私有建築物之特色。 

d.建議行政機關於興建或修建本地區之公共設施時，併同加

入「貓意象」概念共同塑造在地特色。 

（2）相關行政規則法規命令建議。 

 

2.實質落實面— 

（1）食部分：誠如上開所述，建議可採取先透過民調或居民共

識選訂一條街作為示範點，選訂範圍可為小吃街、特色夜

市、商店街等，透過都市設計審議或社區總體營造方式改

善，所實施範圍包含建築物外觀形式、廣告招牌、街道家

具、人行步道鋪面…等，以下並以圖示作為說明。 

   
美食街或商

店街 

美食餐廳 招牌廣告 

 

（2）住部分-建議可透過社區總體營造，藉由行政機關協助引

進社區規劃師進入整合社區力量及共識，共同發展及尋找

社區中閒置空間或可修建或願意修改之建築物，共同加入

貓意象元素概念於建築物或公共設施中，以下並以相關圖

示作為說明。 

  

民宿或社區環境 民宿或社區環境 

 

（3）行部分-建議可透過公共設施興建或修建時，加入貓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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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進而共同塑造整體風貌，以下並以相關圖示作為說

明。  

   

公共設施 街道家具 街道家具 

 

（二） 軟體部分 

1.學校部分 

（1）在地文化課程：目前本鄉共有 9 所國小、2 所國中、3 所

高中及 3所大學（含分校），建議可藉由深入探討研究「打

貓」在地文化，尋找在地特色及相關共同記憶後並思考作

為學校課程落實於教育中。 

（2）學生參與公共設施製作：前述公共工程或建築物，建議可

藉由規劃設計時加入學生共同參與並加入「貓意象」元

素，使校園或社區公共設施(例如公園、人行步道、圍牆…

等)形成整體化。 

（3） 建教合作-例如可結合學校餐飲課程，由學校引導並邀集

餐飲或民宿業者共同開發與「貓意象」之相關餐飲，透過

學生不同思考激發出更多創意。 

 
 

 
貓創意餐飲 美食餐廳 美食餐

館 

 

 

2.社區部分 

（1）引進社區總體營造規劃師：建議由行政機關協助引導社區

規劃師進入社區，共同凝聚社區共識，邀集居民共同思考

並激發不同屬於各社區「貓意象」概念，並落實於生活環

境之中。 

（2）社區公共設施參與：基於上開共識之凝聚，進而引導由居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sBnhelE5XVBUA_1Vt1gt.;_ylu=X3oDMTIzNWg4cHRv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NlMmM5OTNmZThmMjc1ZWE1N2FhMzY1ZjhjOTJkM2ZjNwRncG9zAzEyBGl0A2Jpbmc-?.origin=&back=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3D%E8%B2%93%26%E8%BB%8A%E7%AB%99%26fr%3Dyfp-t-900-tw%26tab%3Dorganic%26ri%3D12&w=600&h=400&imgurl=pic.pimg.tw/tien2100/1425720345-2462847951_n.jpg&rurl=http://tien2100.pixnet.net/blog/post/268595749-%e3%80%90%e5%8f%b0%e4%b8%ad%e2%80%a7%e5%a4%a7%e9%87%8c%e3%80%91%e5%93%87%ef%bd%9e%e5%a5%bd%e5%8f%af%e6%84%9b%e7%9a%84%e7%ab%8b%e9%ab%94%e9%be%8d%e8%b2%93%e5%bd%a9%e7%b9%aa%ef%bd%9e&size=79.3KB&name=%E5%8F%B0%E4%B8%AD%E2%80%A7%E5%A4%A7%E9%87%8C%E3%80%91%E5%93%87%EF%BD%9E%E5%A5%BD%E5%8F%AF%E6%84%9B%E7%9A%84%E7%AB%8B%E9%AB%94%E9%BE%8D%E8%B2%93%E5%BD%A9%E7%B9%AA%EF%BD%9E%E8%B1%86%E8%B1%86%E9%BE%8D+...&p=%E8%B2%93%26%E8%BB%8A%E7%AB%99&oid=e2c993fe8f275ea57aa365f8c92d3fc7&fr2=&fr=yfp-t-900-tw&tt=%E5%8F%B0%E4%B8%AD%E2%80%A7%E5%A4%A7%E9%87%8C%E3%80%91%E5%93%87%EF%BD%9E%E5%A5%BD%E5%8F%AF%E6%84%9B%E7%9A%84%E7%AB%8B%E9%AB%94%E9%BE%8D%E8%B2%93%E5%BD%A9%E7%B9%AA%EF%BD%9E%E8%B1%86%E8%B1%86%E9%BE%8D+...&b=0&ni=21&no=12&ts=&tab=organic&sigr=173fg2h8k&sigb=13j78h1t9&sigi=11g2lc88q&sigt=126kah8kp&sign=126kah8kp&.crumb=ExKZqxV2b1I&fr=yfp-t-90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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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行思考如何於自己所屬生活環境中，例如閒置社區公

共空間或公共設施改善並透過「貓意象」概念結合，逐步

提升社區整體環境。 

 

（三） 經費及執行部分 

1. 公部門：囿於本縣經費拮据，建議先以示範節點方式辦理，

以拋磚引玉方式逐步帶動整體意象之塑造 

（1） 公共設施：先以重要節點施作為開始，例如先以中正大

學特定區內之重要公共設施，如公園、廣場、人行步道

等先行帶入「貓意象」概念之設計或規劃。 

（2） 補助社區公共空間改善：次由行政機關訂定相關補助規

定之行政規則補助各社區鄰里進行社區公共空間改善，

並於該補助計畫須明確須加入「貓意象」概念之設計或

規劃元素，並採委員會議審查機制，藉由該計畫審查及

落實逐漸進行城鄉風貌改善。 

（3） 補助各硬體及軟體層面改善計畫：復推廣至各類軟體層

面補助改善計畫，例如與學校建教合作相關「貓」概念

之研發，如飲食…等，並將「貓意象」概念整體塑造落

實至生活環境各層面。 

 

2. 民間部分：最主要由行政機關向民間募集相關執行推動經

費，若執行有成效後再建議推動由民間相關團體自行推動。 

 

3. 各時程階段進行計畫 

（1）短程：短程時間上先以示範點方式進行，建議並以中正

大學特定區為範例點，分別由行政機關檢討該特定區之

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行政規範，加入「貓意象」概念元素

之設計或規劃，次由行政機關就重要公共設施空間或節

點作施作或改善，初步建構「貓意象」整體風貌。 

（2）中長程： 

a. 次由行政機關推動於民雄鄉內重要節點及公共設施施作

或改善，加入「貓意象」概念，逐步將該意象落實於民

雄鄉整體風貌。 

b. 再推廣至各類軟體層面，藉由行政機關補助相關改善或

塑造計畫，將「貓意象」概念整體塑造落實至生活環境

各層面。 

五、結論 

    本組報告嘗試以民雄「打貓」意象，作為媒介元素串接整合起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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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之經濟及文化等不同之元素，再透過硬體及軟體之方向，由行政機關

引導逐步落實聚焦於食住行等各層面之生活環境中，最後並建議提出以

中正大學特定區作為一示範概念區作為出發，希望以「貓意象」概念重

塑民雄都市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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