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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臺灣系列】 

雲深林蒼翠 繾綣咖啡鄉 

 
《一分鐘看雲林》 

總面積 1,290.83 平方公里 
毗鄰 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 

總人口 718,231 人(99) 
氣候類型 副熱帶季風氣候 
年平均溫 22℃ 

熱門旅遊

景點 

北港朝天宮、虎尾糖廠、劍湖山世界遊樂園、

古坑農業休憩園區、古坑綠色隧道、龍過脈森

林步道 

特產 

西螺醬油、古坑咖啡、斗六文旦、斗六碗粿、

大埤酸菜、土庫蒜頭、北港花生、北港麻油、

臺西牡蠣  
▲ 雲林位置圖 

 
雲林縣位於臺灣的中南部，東鄰南投縣，南邊隔北港溪與嘉義縣相望，西臨臺灣海峽，北

邊沿濁水溪與彰化縣接壤。地處嘉南平原最北端，境內 9/10 的面積為平原，1/10 為山地，因此

耕地廣大，自古為一傳統的農業縣。然而由於境內早期沒有任何大型工業廠商進駐，缺少年輕

人的就業機會，導致青年人口大量外流。直到西元 1991 年，台塑企業在雲林麥寮設立石化工業

區，帶來許多就業機會，才為雲林注入一股新的生命力。寰宇名師學院「走讀臺灣系列」本站

將帶領大家認識這個純樸的農業大縣——雲林。 
 

「雲山霧水，林木茂密」——地名的由來 

明朝天啟 2 年（西元 1622 年），鄭芝龍、顏思齊等人於笨港（今北港）一帶登陸進行墾伐，

為漢人大規模移墾臺灣之始。 
清康熙 22 年（西元 1683 年）施琅平定臺灣後，隔年將臺灣畫歸福建省，知府下轄臺灣、

鳳山、諸羅 3 縣，雲林地區即隸屬於諸羅縣境內。光緒 13 年（西元 1887 年）臺灣正式建省，

首任巡撫劉銘傳請旨設縣，奉准後縣治設於「居中路之心，扼後山之吭」的林圯埔（今南投竹

山）。林圯埔古名「雲林坪」，此地風光明媚、景色宜人，有「雲山霧水，林木茂密」之稱，因

此取名為「雲林」。光緒 19 年（西元 1893 年），因斗六門的地理位置優越，故將縣治遷至斗六

門，但仍稱「雲林縣」。 
日治初期，雲林改置於嘉義支廳下，而後獨立設置斗六廳。大正 9 年（西元 1920 年）進行

臺灣行政區重畫，將雲林地區分為斗六、虎尾、北港 3 郡，隸屬於臺南州。直到西元 1950 年行

政區調整後，才又重新設立雲林縣，但今日雲林縣的範圍已和清代的雲林縣大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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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的歷史沿革 
年代 名稱 重要特色 

康熙 23 年 

（西元 1684 年） 

雲林縣之正式名稱尚未出現 臺灣設 1 府 3 縣，雲林地方隸屬於諸羅縣 

光緒 13 年 

（西元 1887 年） 

雲林縣 臺灣設省，並設雲林縣，隸屬於臺灣府，縣治設於

林圯埔（今南投竹山） 

清領

時期 

光緒 19 年 

（西元 1893 年） 

雲林縣 縣治遷至斗六門 

初期 雲林縣 將雲林改置於嘉義支廳下，後獨立設置斗六廳 

日治

時期 大正 9 年 

（西元 1920 年） 

 由於當地抗日事件激烈，乃將雲林地區設斗六、北

港、虎尾等 3 郡，隸屬於臺南州 

戰後

時期 

西元 1950 年 雲林縣 戰後復設雲林縣，範圍為臺南州斗六、虎尾及北港

等郡 

 

 
 

 

雲林的地理形勢 

雲林縣背山面海，地勢東高西低，故河流多由東向西流入臺灣海峽，南北各以濁水溪及北

港溪與彰化縣、嘉義縣為界，其中又有虎尾溪流貫其間。就自然環境而言，可概分為斗六丘陵

區、濁水溪沖積平原及海岸隆起平原等 3 區，前兩區因土壤、水利的條件較優而適合人居，

因此，不管是原住民族的生活限制條件，或是漢人開墾時的利弊條件均受到本區地理環境的

影響。 
 
 

▲ 雲林縣行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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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斗六丘陵區 

位於濁水溪與八掌溪之間，雲林縣之林內鄉、斗六市、斗南鎮、古坑鄉等地大抵位於

該區內。 

2. 濁水溪沖積平原 

由濁水溪及其支流沖積而成，雲林的西北部大抵屬之。沖積扇的原始坡度便利了灌溉與排

水，故本區水利工程發達，為早期漢人墾殖提供了有利的生活條件。 

3. 海岸隆起平原 

西部的濱海地區多潟湖及沼澤，海岸地形以沙岸為主，是漁撈、養殖漁業的重要地區。並

有一座長約 50 公里的外傘頂沙洲，北起麥寮鄉濁水溪口，南至口湖鄉溪南，為臺灣最大的離岸

沙洲（離水海岸：陸地上升，海水面相對下降的海岸；沙洲：海中漂沙在濱海地區堆積成高出

海面的沙洲），可抵禦海浪對沿岸的直接衝擊。而由於此區之土壤屬於鹽漬土，土壤貧瘠且排水

不良，不利於農作，因此屬於較晚開發的地區。 
   

北港朝天宮 

北港是古笨港的一部分，原為平埔族洪

雅族的居住地。早年笨港河道迂迴，地理形

勢易於迴避官兵，於是成為許多先民進入臺

灣的渡口之一，使得當時笨港渡口一帶成為

一大聚落，興販外國、人聲鼎沸。直到清政

府將臺灣畫歸為疆域版圖之時，笨港已是

熙來攘往的港口城鎮。而座落在北港的朝

天宮則是臺灣本島 300 餘座媽祖廟中，歷

史最悠久、香火最鼎盛、信眾分布最廣的

廟宇，它的故事最早可追溯至滿清時期。 
清康熙 33 年（西元 1694 年），佛教臨

濟宗樹璧禪師自湄州朝天宮奉請媽祖神像

來臺，並在笨港北岸登陸。途中在朝天宮的現址休憩，並將媽祖神像放在一口古井之上。休

息完畢欲出發時，卻無法將媽祖神像移動，於是當地信徒認為這是神的旨意，便懇留神像以供

膜拜，並在當地建立祠堂加以供奉。之後，朝天宮歷經了多次天災，至西元 1904 年嘉義大地震

時遭受嚴重破壞，本宮大殿破損，於是區長乃謀與地方紳士倡議募捐重建。此後擴建與維修多

次，自西元 1912 年重新修建落成之後，面目一新，宮宇巍峨，觀瞻富麗，外貌至今日沒有大幅

改變。 
早期先民渡海來臺，不僅帶來了中國傳統文化，也帶來了佛教與道教的信仰，故寺廟建築

可以說是臺灣發展歷史與文化的象徵。北港朝天宮的歷史悠久，廟宇建築可說是累積了近 200
年才完成的，它的建築、雕刻、神像等都是歷代藝術家的結晶，並擁有了其他寺廟所沒有的建

築特色，於是奠定了朝天宮在臺灣建築史上之崇高地位。如北港朝天宮擁有臺灣寺廟結構中最

▲ 香火鼎盛的北港朝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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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複雜的「藻井（結網）」，其為清光緒末年木匠陳應彬先

生之作品，是臺灣第一座長枝八角形藻井，它的木結構運

用了複雜且困難的「斗拱」技巧，該斗拱以「米字形」發

展，深達數層，比一般的「咬十字拱」更為艱難，且全井

不用一釘，手藝之巧妙，實在令人嘆為觀止，因此也有「蜘

蛛頸」之稱。也由於此藻井為臺灣首次出現，故在建築史

上極具學術價值。 
北港朝天宮不僅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資產，在地方上也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宗教信仰、教育娛樂乃至於經

濟活動都極具影響力。特別是每年農曆春節起至 3 月底，

不僅有廟會、媽祖繞境祈安等慶典活動，還有由北港朝天

宮精心籌辦的大型元宵花燈展，總是會吸引來自全臺各地

的民眾到此共襄盛舉。 
 

咖啡飄香繞古坑 

古坑鄉位於雲林縣的東南方，總面積 167 平方公里，是雲林縣內面積最大、山地區域最多

的鄉，面積約占雲林縣的 1/8。古坑舊稱「庵古坑」，大正 9 年（西元 1920 年）改名為古坑。其

鄰近北回歸線，地處北緯 23.7°附近，氣候暖溼，日照充分，加上土壤排水性質良好，適宜咖啡

的生長，被譽為「臺灣咖啡的原鄉」。而就雲林縣水資源涵養或地表土壤的孕育來說，古坑鄉都

是居功闕偉，可說是雲林縣自然生命力的源頭之一。 
臺灣栽培咖啡的歷史始於清光緒 10 年（西元 1884 年），當時一位英國茶商自中南美洲引進

100 株咖啡苗木，在古坑荷苞山一帶種植，栽種面積廣達 75 公頃，使荷苞山儼然形成一座「咖

啡山」，享譽一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引進咖啡豆在此地栽種，由於此地產出之咖啡品質極

佳，擁有甘甜香濃又不苦不澀的好口感，故成為當時獻給日本天皇的貢品，有「御用咖啡」的

稱號。古坑咖啡 70%屬於阿拉比卡種，全盛時期有「遠東第一大咖啡工廠」的美名。然光復後

因栽種經濟作物及本土咖啡風氣不盛的雙重影響下，古坑咖啡的產量逐年萎縮，甚至逐漸鮮有

人知。 
直到西元 1999 年九二一大地震時，古坑地區受損嚴重，政府為重振古坑的傳統產業，在政

府大力宣導下，古坑的咖啡才又從塵封的歷史中再次出現在國人面前。西元 2000 年開始，雲林

縣政府積極推廣「古坑臺灣咖啡」，並結合華山當地景觀推動休閒觀光產業。西元 2003 年的 10
月，古坑鄉主辦了一場「臺灣咖啡節」的活動，咖啡節活動中以「臺灣咖啡」的原汁原味作為

賣點，成功地炒熱了喝「臺灣咖啡」的風潮，也使得臺灣咖啡豆的產量供不應求。至西元 2006
年時，古坑華山地區的咖啡種植面積約 100 公頃，產量高達 10,000 餘公斤，再次塑造古坑及華

山地區為「臺灣咖啡的故鄉」及「臺灣原鄉咖啡的產地」的形象，雲林的臺灣咖啡得以再現往

日風華。 
 
 
 

▲ 位於朝天宮後方之媽祖景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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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糖廠 

    早期臺灣的三大糖廠為雲林虎尾糖廠、彰化溪洲糖廠與屏東糖廠，其中位於雲林縣濁水溪

三角洲上的虎尾糖廠，建於西元 1907 年，原為日糖興業株式會社虎尾製糖所，糖產量居全臺之

冠，使虎尾有「糖都」之稱，成為臺灣糖廠文化的重鎮。 
    而早先在糖廠中充當招待所的庭園，光復後成為糖廠員工及眷屬休閒活動的場所，由於園

內有兩座心心相連的水池，象徵同心之意，故稱為「同心公園」，至今園內仍綠蔭蓊鬱，十分幽

靜，現已成為附近居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由於虎尾地區仍保留著許許多多日據時代的風格，如日式百年古蹟宿舍、公園旁的虎尾糖

廠火車鐵橋、糖廠冰棒店、糖廠老車站、虎威古郡等都為虎尾增添幾分古典的氣息和情調。故

雲林縣政府也計畫配合此地既有的觀光資源，增闢觀光景點，並加強綠化同心公園，開發水岸

資源，以期建立完整的遊憩體系，為虎尾注入一股新的活力。 
 

雲林的競爭與契機 

雲林是典型的農業大縣，耕地面積、農家人口數、全年農、林、漁、畜生產總值、畜產產

值等皆居全國的第二位，若僅就個別農產產值而言，則高居全國第一位。上列數據在在顯示雲

林農業生產的重要性，農業的發展直接影響了縣內人口的生計。 
但近幾十年來，年輕人口大量外移至其他工商業城市，導致雲林的人口結構產生嚴重老化，

勞動力明顯不足，競爭力也大不如前。且另一方面，臺灣在西元 2002 年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使國內農產品面臨前所未有的衝擊，不僅外銷市場面臨大陸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低價

競爭，內銷市場也因貿易自由化而有極大的壓力。 
故近年來縣府致力於輔導農民改良生產技術、走向農業精緻化、特色化，以提高農產品的

競爭力，並以打造雲林成為臺灣的「農業首都」來作為該縣施政的主軸；另一方面則善用既有

之農、漁業各項資源，附加知識與創意，開創具地方性質的特色，以提升鄉鎮發展，並走向土

地復育與生態景觀旅遊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