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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比例量化成果表 

辦理日期 辦理形式 參與人數男女性別比 

112.11.05 上午 街區探查紀錄 20人 男:6(30%)；女:14(70%) 

112.11.05 下午 討論工作坊 20人 男:6(30%)；女:14(70%) 

112.11.06 上午 街區營造分享 20人 男:7(35%)；女:13(65%) 

112.11.06 下午 討論工作坊 20人 男:7(35%)；女:13(65%) 

112.11.07 上午 街區營造分享  30人 男:10(33%)；女:20(67%) 

112.11.07 下午 共識分享  24人 男:6(25%) ；女:18(75%) 

 

6

14

11.05街區探查紀錄性別分析

男

女

6

14

11.05討論工作坊性別分析

男

女

7

13

11.06討論工作坊性別分析

男

女

6

18

11.07街區營造分享性別分析

男

女

7

13

11.06街區營造分享性別分析

男

女

10

20

11.07街區營造分享性別分析

男

女



 
 

壹、 計畫內容 

一、 計畫緣起與動機： 

六龜老街街區在日治時期為六龜地區的主要核心區域，街上除商店林立

外，亦分佈著許多重要的建築，例如行政中心--庄役所（新民街）、樟腦收購中

心--台灣製腦組合六龜支部（新民街）、樟腦製造廠--義成樟腦館（新民街）、

原住民物品交換所--六龜洪宅（洪稛源）（新民街）、通訊聯絡中心--郵便局

（華南街）、旅社--池田屋（華南街）、原住民物品供應所--六龜基督教浸信會

（華南街）、警察局--六龜分駐所（華南街與民生路口）。當年供應居民生活所

需的街區在歷經時代變遷與八八風災重創後，從過去的樟腦交易中心，到現在

的地區行政中心、公共設施與交通轉運中心，即便具備豐富的歷史人文特點，

仍難以吸引遊客來訪，帶動地方觀光。 

本計畫規劃透過「文史特色盤點」、「裝置藝術設計」兩個面向，舉辦「街

區文化導讀」、「街區文化元素世界咖啡館」、「導覽指標牌設計思考工作坊」三

場活動。預計召集在地導覽協會、居民一起參與開放式會議討論，歸納出足以反

映六龜街區的文化元素與色彩美學，作為六龜街區的發展規劃特點。並以此為

核心設計要素，延伸設計街區導覽手冊、摺頁及導覽指標牌，為現階段平淡無

奇的街道注入生活感的溫度與歷史文化的象徵意義帶動地方觀光發展，使六龜

街區成為標誌性的地方指標景點。 

二、 計畫實施地點： 

六龜老街街區（如下圖） 

六龜老街街區為由光復路、華中街、平和巷、太平路所圍之梯形街區(紅框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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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龜老街街區現況及困境 

（一） 街區內人口外移，缺少活絡契機 

六龜老街街區位在旗美往來寶來山區必經之地，是外地人進到六龜區

最先抵達的景點。街區裡有著被登錄為歷史建築的六龜轉運站-池田屋

(下圖(1))，和過去作為地方交易所、具備重要歷史意義的洪稛源(下

圖(2))，並以此兩棟房屋為軸心發散出濃厚的日治建築氛圍。然而在

經歷2009年八八風災的重創後，不僅外地遊客造訪意願薄弱，由於本

地部分人口遷移至杉林區，街區內人口亦大幅減少，使得原先的街區

商家紛紛歇業，在缺乏生機活絡的街區內，留下的僅剩閒置老屋和老

一輩們生活的街景。 

 

（二） 街區缺乏在地元素注入，居民認同感式微 

目前六龜街區在缺乏設計思維導入與居民認同共識的情況下，街區騎

樓多為閒置空間，不僅難以進行招商規劃，更在推動觀光發展上受

阻。經本團隊於在地踏查，並進行初步線上問卷調查後亦發現，當地

居民對於老街普遍無特殊印象與記憶(如下圖(3))，顯現居民對老街

的認同感式微，而絕大多數的原因即是認為目前的老街缺少系統性的

規劃，無法反映在地文化及發展的特點。 

(3)關於六龜街區的線上調查問卷回應內容 

  

(1)老街內歷史建築-池田屋 (2)老街內歷史建築-洪稛源 

  



 
 

四、 計畫目標 

本計畫規劃透過「文史特色盤點」、「裝置藝術設計」兩個面向，舉辦「街區

文化導讀」、「街區文化元素世界咖啡館」、「導覽指標牌設計思考工作坊」三場活

動。 

（一） 歸納文化色彩形成街區識別 

藉由以文史特色盤點為主的街區文化導讀，以舊時期的常民生活軌跡與街區

建築特色作為記錄重點，歸納出屬於街區的文化脈絡與街景色彩，並以此作為街

區的主題規劃，延伸出代表六龜街區一致性的色彩識別。 

（二） 生成結合在地元素設計的街區裝置藝術模型 

預計透過世界咖啡館形式，聚集各方團體及在地居民以街區風格、文化元素

及閒置空間再生等主題進行討論，共同發想屬於六龜街區的關鍵元素與代表性物

件，逐步建構起老街景觀的改造樣貌。並經由裝置藝術類型設計思考工作坊的開

設，邀集美術、景觀設計系的學生發揮所長，一同發想裝置藝術類型、繪製草圖

與產出模型，使老街未來能夠藉由特色裝置藝術的設置，與地方居民與外地旅客

形成互動連結，讓六龜老街不只是一次性的觀光老街，更乘載地方居民的想像與

期待，成為具備在地文化，能夠反映文史意涵，且吸引遊客長期來訪的獨特街區。 

（三） 為六龜街區注入新印象及凝聚力 

透過地方資源盤點再經由設計轉譯，將代表性的地方元素結合品牌設計概念

作為街區規劃的主軸，同時集結在地居民與各方專家多元觀點的街區發展規劃，

不僅為街區注入創新活力，更能實質反映地方文史意涵，凝聚起在地認同，由內

而外打造出六龜老街的歸新印象。 

五、 執行策略及辦理方式 

（一） 街區文化導讀 

日期：112/11/05 上午場 08:30-12:30 下午場 14:30-18:30 

藉由街區文化導讀讓參與改造計畫的成員，可以深入了解六龜老街的歷史

文化、產業、特色產品，盤點導覽路線，透過實地走訪街區街景，記錄下各

個建築的特色、文化元素與色彩，以此為基礎發展出街區的色彩識別象徵，

打造一致性的主題街區規劃。 

時間 內容 

08:30-12:30 
上午場 

六龜歷史故事 



 
 

  

 

（二） 街區文化元素世界咖啡館 

日期：112/11/06 上午場 08:30-12:30 下午場 14:30-18:30 

以「街區風格、元素」、「導覽路線」、「景點介紹」、『街區環境』為各桌主題，

每桌每輪討論 40分鐘，每桌共計進行三輪(觀察、分享、共識)，時間到桌

長留在原桌，其餘成員隨機到下一個主題進行討論。期望藉由互動式的交

流分享，除了使參與者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亦透過與不同群體的交

替討論，以各自的思考邏輯與生活經驗，激盪出多元的街區想像。 

 

 

 

 

 

 

 討論主題： 

主題 目的 

街區風格、元素 

以先前街區導讀、色彩美學觀察為討論基準，

藉由此環節達成未來街區風格、後續改造規畫

可運用的元素共識。 

導覽路線 
與店家合作，規劃兩季不同的導覽內容，吸引

旅客回訪。 

景點介紹 
針對景點導覽牌、導覽手冊景點進行盤點，介

紹方向。 

街區設計 針對街景營造及改善、思考設計方向 

 

（三） 導覽指標牌及街區環境設計思考工作坊暨成果發表 

日期：112/11/07 上午場 08:30-12:30 下午場 14:30-18:30 

目標是藉由設計發想回應街區問題，讓導覽指標牌、景點介紹牌面與當地產

生緊密的連結，不僅具備文化內涵與地方特色，更能兼具視覺美感並與景觀

契合等多面向的設計呈現，而不單只是缺乏共鳴與溫度的路牌。 

12:30-14:30 中場休息 

14:30-18:30 
下午場 

街區景觀討論 

時間 內容 

08:30-12:30 
上午場 

街區營造分享 

12:30-14:30 中場休息 

14:30-18:30 
下午場 

街區設計思考分享 

時間 內容 

08:30-12:30 上午場 



 
 

貳、 計畫執行成果 

（一） 街區文化導讀 

六龜歷史故事 

邀請十八羅漢山自然人文協會 張運正老師進行街區導覽，敘述六龜老街過去的景

色、故事、發展脈絡，以及日治時期保存至今的洪稇源與池田屋的歷史，一幕幕重現

街區繁華樣貌。 

 洪稇源： 

日治時期蕃產物交換所，由洪見濤先生建設，其原居於旗山並開設洋行雜貨及蕃

產交換所，隨著支廳行擴張以及有原住民物產的交換經驗，於1912年開設洪稇源

商號-六龜支店，作為漢人與原住民交易的第一線場所，而洪見濤先生因有巡查

補兼任通譯、日警的相關經驗，得以擁有原漢交易、各項專賣事業、特別許可的

事業機會，六龜支店更是提供駐守隘勇線日警的補給站。 

 池田屋 

為日據日人興建之招待所，接待外來日人或軍隊駐防或提供做為日警宿舍之用，

後又曾經營旅館、酒家，最後於民國42年由高雄汽車客運公司承租，經營至民國

93年，成為平地山區重要轉運站，居民多依賴此外出工作、求學，是在地人鄉愁

的開始。 

 參與者分享： 

1. 從小在六龜街區長大，看著這兩棟歷史建築更換經營者、翻新，但都不知道

過去的故事，透過這次老師導覽，才有機會知道它的故事。 

2. 經歷過六龜街區熱鬧的時期，以前也常搭著客運進市區辦事，但現在客運站

外移，人潮走不進老街，很可惜。 

3. 以前以為洪稇源的經營者是很樂意跟日本人合作，擔任漢人、原住民、日本

人之間的產物、溝通橋樑，聽完老師的導覽才知道，洪家當時是在日本人的

軟硬兼施下，才接手蕃產物交換所。 

4. 以前的六龜很熱鬧，商家林立，晚上10點店家才關門，甚至有兩間戲院—分

別是六龜戲院及光華戲院，還有雜貨店、百貨行，直到八八風災過後，人潮

街區營造、老屋翻新分享 

12:30-14:30 中場休息 

14:30-18:30 

下午場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討論 

設計街區導覽牌面草圖 



 
 

及店家開始消失。 

5. 六龜老街街區過去相當熱鬧，作為平地與山區的中繼站，匯集閩南人、客家

人、原住民，以貿易為主；對於現在的六龜冷清的景象感到失落。 

6. 期望未來的六龜老街恢復以前的榮景，店家及人潮回流。 

洪稇源導覽 街區導覽 

洪稇源內部導覽 池田屋導覽 

洪稇源內部導覽 洪稇源歷史照片介紹 

街區景觀討論 



 
 

由虎尾科技大學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處 顏彬峰助理教授，帶領參與者根據上午街區

導覽，盤點街區建築、景觀環境，比對街區過去與現況差異，以及闡述對未來街區改

善的期許。 

參與者列舉觀點： 

1. 街區閒置空間多，外觀看起來老舊，希望可以進行立面整理，引進店家進駐。 

2. 希望街區規劃成行人徒步區，除居民的車輛，禁止其他車輛進出臨停，改善居民

現在用拉塑膠繩防止車輛停車的不美觀、避免以後人潮多時交通阻塞等問題。 

3. 希望透過街道植栽、藝術品美化環境的同時，抑制車輛亂停的事情發生。 

4. 街區附近沒有完善規劃的停車場，建議六龜國小可在假日開放停車，除增加停車

空間，學校也可多一筆收入。 

5. 停車場至街區指引不明確，較難引導遊客停車，應該規劃各個停車場至街區的路

線，以及沿途可以觀賞、駐足的景點或店家資訊。 

6. 除了停車問題，也應規劃廁所，於固定時間開放池田屋廁所並安排人力清潔。 

7. 應可利用池田屋廣場前牆面，設計歷史光廊，將池田屋歷史導入裝置藝術設計，

美化牆面同時，傳遞文化背景，讓池田屋不只是一棟歷史建物佇立在老街裡。 

8. 現在的人都喜歡分享照片、影片，但沒有一個特色的標誌可代表六龜老街，或許

可以設置一面打卡牆，吸引遊客拍照紀念。 

9. 夜間路燈昏暗，希望能調整亮度，並配置開啟關閉的時間。 

講師帶領繪製、盤點街區 講師帶領繪製、盤點街區 



 
 

成果分享合照 成果分享 

 

 

 

 

 

 

 

 

 

講師帶領繪製、盤點街區 

 

 

 

 

 

 

 

 

 

盤點成果圖 

（二） 街區文化元素世界咖啡館 

街區營造分享 

邀請回到左鎮經營地方的左達工作室負責人 賴政達講師，分享透過梳理在地文化、盤

點老街空間店家、結合地方產業，凝聚地方共識。發展一系列地方永續經營的路線，

透過挖掘地方特色，深入發展葛鬱金六級產業，結合在地傳統飲食文化，融合旅遊舉

辦屬於地方的特色活動，並經營線上平台彙整在地過去、現在的故事、景點、文化等

全面的資訊，提供六龜在地居民對於老街營造的發想起點。 

參與者觀點分享: 

1. 希望可以復育六龜的蝴蝶，鼓勵家戶種植蜜眼盆栽，兼顧環境美化及蝴蝶復育，

重現兒時蝴蝶滿天飛舞的榮景，使蝴蝶谷恢復生態，成為南方僅有的老街樣貌。 

2. 希望老街的推動可以更反映文化、精神，並且能夠落實，成為一個在地人可以追憶過往



 
 

的地方。 

3. 老街發展需要創造賣點，集結空間創造人潮（像美食與文創商家等），且有明確

的目的性，像是希望增加觀光人潮。 

4. 認為美食文創在地化特色不足，提出如何找到特色永續經營，並規劃一系列的景

點活動。 

5. 受限於當地人的生活習慣，覺得目前要推動街區發展會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建議可以做

出不同於以往的模式，找到當地限定的特點。 

講師與參與者互動 分享葛鬱金產業結合飲食 

分享回到左鎮的歷程 分享特色餐桌結合當地食材 



 
 

介紹葛鬱金產業 交流合照 

街區設計思考分享 

邀請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李宜欣老師，帶領參與者繪製街區旅遊路線，延續

前一場街區景觀討論的議題，解決停車場至街區的旅遊路線，彙整沿途景點、店家介

紹，結合街區導覽，規劃一條約3小時的街區散步路徑。 

 歷史生態散步路徑: 

六龜神農宮(停車場)->天滿宮舊址->陳文龍蝴蝶館->清甘餅舖->六龜分局(百年樟

樹)->池田屋導覽->洪稇源商號導覽 

 依據季節盤點物產: 

10月至4、5月 蓮霧 

清明前 脆梅 

清明後 軟梅 

5-6月 金煌芒果 

6-7月 筍子 

 依產業盤點： 

餐點 1. 社區風味餐(六龜社區、文武

社區) 

2. 山水炎休閒農場 

延伸建議: 

1. 研發特色野菜料理 

2. 與在地店家合作，帶動

經濟循環。 

住宿 露悠悠露營區 延伸建議: 

結合遊程，規劃兩天一夜

行程。 

點心 1. 清甘堂 延伸建議: 



 
 

2. 愛玉 

3. 粿(艾草、南瓜) 

與社區合作，產業結合DIY

體驗，。 
 

規劃散步路徑 研擬停車至街區路線 

規劃散步路徑 講師帶領集思廣益 

講師帶領集思廣益 成果分享合照 

 

 

 



 
 

（三） 導覽指標牌及街區環境設計思考工作坊暨成果發表 

街區營造、老屋翻新分享 

邀請山海屯社會企業 創辦人 許明揚先生分享經營新化老街的歷程，由於看見老屋消

失的速度比保存老屋的速度還快，希望透過「故事街屋」的理念，接手老屋保存並提

供回鄉青年開創事業體的一個空間，在每一個老屋打造自己的故事，使街區變成一個

博物館，看見歷史及文化的痕跡。 

除老屋保存，也培養在地導覽人員，不以志工形式提供導覽服務，而是導入商業經營

模式，提供就業機會，吸引更多人留下來說自己故鄉的故事。 

透過分享擾動當地居民看見老街改變的可能，發想六龜老街待解決的問題、願景、實

踐方式。 

引導思考街區待解決的問題 分享新化老街模式 

分享新化老街模式 分組討論街區待解決問題 



 
 

小組成果 小組成果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討論 

邀請文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蔣昭貴以在地人視角出發，帶領居民分享對街區街區過

去曾進行的改善看法、對未來樣貌的想像、預期達到目標。 

參與者列舉觀點： 

1. 居民肯定過去六龜之心計畫，修繕老街街道鋪面，道路平整與街區外道路鋪面區

隔，有利於辨識區域的劃分。 

2. 老街雖有公所資源傾注，但仍未見起色，缺乏店家及產業組成老街商圈。 

3. 提出應整理建築立面，使外觀風格、顏色達一致性；門面可用較不易腐壞木頭裝

飾，並再將老屋再利用，提供店家進駐空間。 

4. 老街經營團隊的經營據點可納入在地農產品，結合包裝設計，提供一級產業曝光空

間。 

5. 請公所爭取協調，於老街內再設一站客運站，搭配市府公車優惠活動，並將公車亭

空間設計兼具打卡牆概念。 

6. 設計一款老街招牌模板，店家招牌以模板變換名稱，使街景畫面整齊一致。 

7. 街區缺乏導覽指示牌，應在特有景點、停車位置設置導覽指示牌。 



 
 

理事長分享對街區期許 居民發表意見 

居民發表意見 意見交流 

大合照 居民發表意見 

 

  



 
 

參、 成果總結 

根據三場公民參與共識結果中，建議以「街區環境優化」、「導覽牌面」、「指示

牌」三面向執行景觀改造。透過街區環境優化營造行人徒步區，禁止車輛進入

及改善現階段居民為避免遊客臨停，使用塑膠繩封鎖騎樓空間破壞美觀的問

題；於池田屋廣場前牆面設置歷史文化導覽牌，利用牆面空間設計導覽兼具打

卡功能牆面，解決街區缺乏景點介紹資訊牌及特色標誌；於重點路口、停車場

設置指示牌，以利遊客有方向性的穿梭於街區。 

（一） 街區環境優化 

現有的街區馬路鋪面與一般道路柏油鋪面已做區隔，建議以現有不同鋪面

範圍作為行人徒步區，於出入口設置融合街區意象設計的移動式拒馬，供

假日時段管制用同時不造成街區居民進出的困擾；並選擇易照顧、觀賞類

植栽進行街區環境優化，兼具街區美化及避免車輛臨停的用途。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二） 導覽牌面 

利用池田屋廣場前牆面，設計歷史文化牆面，使遊客除了透過導覽人員解

說，也可於導覽時間外，藉由牆面故事介紹，認識六龜街區及兩棟重要歷

史建築。 

預計設置位置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三） 指示牌 

考量街區無適合設置大型導覽牌面空間，提供遊客全面街區地圖及相對位

置，故建議將指示牌結合小區域地圖，設置於重要路口及停車場。 

示意圖 示意圖 

 



 
 

附件一 活動簽到表 

 

 

 

 



 
 

 
 

 

  



 
 

附件二 土地使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