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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七：「YAKITAMA」燒頭式引擎的黃金歲月



> > 南方澳在日治之前只是一個由三、四十戶平埔族猴猴人和幾戶漢人居住的聚落。

1895年，日本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經過詳細的調查，發現蘭陽溪和宜蘭河的河口加上龜

山島的溫泉和黑潮的經過，宜蘭的外海漁源非常豐富，為了開發這片資源，日本政府於

1921年投入當時六十五萬多日圓開建南方澳漁港，1923年完成。 

> > 南方澳漁港完成初期，只有少數琉球及週邊列島的漁民到此作業，到了1925年左

右，日本開始計劃性的辦理官方移民政策，以優渥的條件吸引了日本本島來自高知、愛

媛、大分和長崎共四百多戶日本漁民移民遷入南方澳。並將當時最先進的漁船和機器進

駐南方澳，更進一步把漁業相關產業引進南方澳，例如：維修船隻的造船廠，維修引擎

的鐵工廠，各種捕魚的漁法、漁具一起帶進南方澳漁港。 日本政府並於現在華山三巷至

七巷一帶為這些移民建設整齊的聚落，雖然這些聚落如今已消失，但那個區域直到今天

仍被稱作「移民仔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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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賴淑娟編，《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2009年。未出版。

2.吳麗玲，《南方澳漁業聚落形成與社會整合》，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 日治時期，從日本引進「YAKITAMA」燒頭式船用引擎，雖然只有幾十匹馬力，卻帶

動南方澳討海相關產業的發展。

> > 戰後，南方澳成立了幾家製造漁船引擎的鐵工廠，沿用日本製造引擎的技術，不斷加

以改良擴充，到了1970年代，已經有能力可以製造四汽缸500匹馬力的「YAKITAMA」燒

頭式引擎，其中像「喜生」、「蘇澳」、「南寧」等三家鐵工廠生產的引擎還曾外銷到東

南亞、新加坡一帶。當時南方澳幾乎成了臺灣的「工業科學園區」。

> > 1970年代後，大量引進日本製的柴油引擎，漸漸取代本地燒頭式重油主機。2000

年，各型漁船全部改用柴油引擎，燒頭式重油主機的生產至此落幕，南方澳的鐵工場也因

此沒落。

關鍵字：南方澳、漁船、鐵工廠、蘇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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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8年（明治31年），日本開始遠洋漁業獎勵事業，針對帝國臣民從事於遠洋之漁

業者，在一定條件之下，依照其船舶噸數與船員數，給予獎勵金，以培養遠洋漁業練習

生，促進日本遠洋漁業之發展與擴張，同時使其熟練將來遠洋漁業改良船舶操作及船員

必備技能，打破安於近海小漁業之陋習，朝向使用堅固船舶，擴張至遠洋大型漁業。剛

開始農商務省試圖藉由以蒸氣機關為動力的汽船，往近海、遠洋發展，但真正漁船動力

化，必須要等到石油發動機普及時，才真正達成。 因之，大正末期至昭和期，才是日本

漁船動力化發展關鍵期與完成期。 也因此，台灣的漁船由無動力開始漸漸轉變為動力驅

使的漁船，台灣的漁業才開始有突破性的發展，朝向現代化漁業前進。

> > 日治時期以前，台灣的漁撈技術仍停留在利用簡單漁具，在沿海作業，漁船也尚未

機動化，屬於划槳系統的「船仔」。 南方澳漁港於1921年肇建初成，日本政府便有計劃

地鼓勵日本漁民移民至此，同時將漁業技術移植到南方澳，南方澳因而漸漸繁榮起來。

為因應維修日益增多的動力漁船，南方澳也開始設立幾家鐵工廠。1935年，侯餘文受南

> > 隨著日本漁民的增加，造船廠及維修漁船機械的工廠也因應而生，但都只限於小型

的規模。南方澳漁港在終戰的前一年，許多漁船由於戰爭需要而被徵調，陸上的建築也

因轟炸而大部分毀損，整個漁港顯得殘破不堪，隨著日本人被遣返，南方澳的漁業人口

幾乎消失泰半。不過，南方澳擁有天然豐富的漁業資源，不久就吸引來自全台各地的漁

民向此聚集。終戰後不過十多年間，居住面積才二平方公里的南方澳便聚集了大約二萬

五千多的人口，成了世界人口密度第一的漁村空間，這個新興漁村成了戰後淘金者的夢

土，許多年輕人湧入這裡，整個漁村充滿了朝氣，各行各業也隨著大量增加的人口因應

而生。漁業的需求，造就了幾家大型的造船廠和機械鐵工廠；漁獲的增加，更是帶動漁

船相關產業的發展。 

> > 戰後百廢待興，想要出海捕魚，必須要有漁船，而漁船的心臟──引擎就格外重要

了！因此，曾在基隆日本人經營的「島鐵工所」學工夫的侯餘文，在南方澳開啟屬於

「YAKITAMA」燒頭式船用引擎的黃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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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賴淑娟編，《南方澳漁村討海文化資產調查計劃成果報告》，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2007年。未出版。

4.蔡昇璋，《興策拓海：日治時代水產業的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5.吳麗玲，《南方澳漁業聚落形成與社會整合》，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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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澳「雨林鐵工所」老闆陳霖之聘而來到南方澳工作，（陳霖為台北汐止人，原來任職

於台北鐵路局，後來到基隆日本人的鐵工廠學習機械維修技能時與侯餘文相識，1931年

到南方澳成立「雨林鐵工所」，特邀侯餘文前來幫忙。）當時，南方澳有「雨林鐵工

所」和「蘇澳鐵工所」兩家鐵工廠，「雨林鐵工所」專修日本製造的「YAKITAMA」引

擎，「蘇澳鐵工所」亦然。1936年，「蘇澳鐵工所」的老闆因父喪須回日本，便拜託侯

餘文接手並購買工廠。侯餘文接手後第二年，「蘇澳鐵工廠」為本地漢人產製兩艘單汽

缸漁船引擎，一艘是「南榮號」，為黃來成（南方澳最早居住的漢人之一）所訂製；另

一艘「金勝號」，為曾阿坤（南方澳早期的漁業先進）所訂製的。不久，遇上二次大戰

爆發，南方澳的漁船大部分都被徵收為後方補給運輸之用，漁業逐漸蕭條，工廠也沒有

訂單，無事可做。1943年左右，「雨林鐵工所」和「蘇澳鐵工廠」皆被日方強迫徵收，

侯餘文也被徵調到高雄楠梓坑擔任工廠技術監督。 二次大戰末期，南方澳遭受大爆擊，

侯餘文舉家避難而離開南方澳，直到戰後才又返回。

> > 受到戰事的波及，南方澳漁船大部分已殘破不堪。所幸，擁有打造「YAKITAMA」

燒頭式引擎技術的人才─侯餘文還在，因此在日治時期所奠下的基礎，在戰後開始大鳴

大放。

6.賴淑娟編，《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2009年。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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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刊登於1924年1月號
臺灣水產雜誌之內燃機廣告

圖2、刊登於1918年第32號
臺灣水產雜誌之內燃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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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終戰後，傳承自日治時期的海洋漁業，除表現在「討海」外，與海相關的陸上相關

行業，如維繫、打造漁船命脈的造船及鐵工事業均蘊涵深厚技藝，在戰後旋即恢復，得

直接支援漁船的毀壞修補或新造。 而在日治時期就設立的蘇澳鐵工廠，便開始帶領南方

澳開啟「YAKITAMA」燒頭式引擎的輝煌時期。

> > 1946-1949年間，南方澳一共設立了三間具有打造「YAKITAMA」燒頭式引擎技術的

鐵工廠：蘇澳鐵工廠、南寧鐵工廠、喜生鐵工廠。

> （一）蘇澳鐵工廠

> > 戰後，侯餘文回到南方澳，二戰時被徵收的蘇澳鐵工廠舊址已變成煤礦大王顏欽賢

所有。因此，侯餘文便將住家搬遷到蘇澳，並邀請弟弟侯餘武及友人黃曉濤、李火土入

股合作，將南方澳舊居改建成鐵工廠，於1946年重新設立蘇澳鐵工廠。

> > 戰後全台百業蕭條，唯獨南方澳豐富的天然漁業資源吸引了來自全台各地的漁船和

人們進駐，鐵工廠業務蒸蒸日上，為應付日益擴大的業務需求，不久又承租工廠對面空

地，擴大經營規模，除一般機械維修外，也開始製造新引擎。一開始，從8馬力的

「YAKITAMA」燒頭式引擎做起，一直到30馬力的都是單汽缸式的，後來又研發出雙汽

缸的引擎，馬力提昇到100匹馬力，這種型式的引擎促進了巾著網漁業的開發。1960年

代的巾著網漁船同時存在的約將近500艘左右，隨著這些巾著網每年冬季南下高雄捕撈烏

魚，引擎市場也推廣銷售到高雄、茄萣一帶，為了就近服務自己的客戶群，1961年左

右，蘇澳鐵工廠在高雄併購一間經營不善之華昌鐵工廠為南部分廠，並改名為高雄明益

鐵工廠。 

> > 隨著技術不斷的進步，更大馬力的引擎陸續被開發出來，三汽缸120馬力引擎的問

世，不但刺激著漁船體積的增大，也促進新漁法的改良，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

木殼船的「拖底網」漁業開始流行，豐厚的利潤又促使漁船體積變得更大，從1971年開

7.洪頌評，《南方澳空間變遷的歷史社會分析》，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畫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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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南方澳的蘇澳造船廠接受第一艘50噸級鐵殼船的訂單，所用的第一台三汽缸150馬力

的引擎就是由蘇澳鐵工廠製造。爾後，便開啟了南方澳鐵殼船競爭的時代。漁船不斷擴

大的結果，引擎也必須跟著擴大，等到後來100多噸鐵殼漁船出現時，蘇澳鐵工廠也已研

發出四汽缸500馬力的「YAKITAMA」燒頭式引擎了，當時南方澳只蘇澳鐵工廠和喜生鐵

工廠有能力製造如此大型的引擎，在開發製造引擎從小到大的過程中，技術和產品因受

到肯定而行銷到國內各港口，甚至也會外銷到東南亞，新加坡，創造台灣引擎外銷的光

榮歷史。 

> > 1970年代為蘇澳鐵工廠的最盛時期，員工約有120人，24小時分作三班制日夜不停

加班，引擎訂單應接不暇，每天工作多到做不完，侯餘文於七十多歲以後，把棒子交給

長子侯昭源，而逐漸淡出鐵工廠界。1970年代中期，當蘇澳鐵工廠開發出240馬力的引

擎時，經濟部會欲資助貸款，請其共同開發製造柴油引擎，但因當時現有工作太多，舊

式YAKITAMA引擎的訂單已經應接不暇，又因新式柴油引擎材料取得不易的問題，最後

婉拒了這項提議，這也成為蘇澳鐵工廠之後是否繼續營業的轉捩點。  

> > 1980年代，政府頒布實施「勞基法」，這個法令大大的衝擊著南方澳一些以舊傳統

方式經營的工廠，蘇澳鐵工廠首當其衝，從此逐漸縮小經營規模，直到2000年，蘇澳鐵

工廠結束營業。（資料整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賴淑娟編）

圖3、蘇澳鐵工廠生產之
四汽缸燒頭式引擎(侯昭源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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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寧鐵工廠

> > 曾在蘇澳鐵工廠當學徒的林阿波、賴金火兩兄弟，戰後來到南方澳頂下一間小鐵工

廠，稍作整理後，將工廠更名為「南寧鐵工廠」。賴金火當年才十七歲，終戰前在蘇澳

鐵工廠當了幾年的學徒，因學會了翻砂鑄造的技術，新工廠也增加了「翻砂鑄造」的工

作項，承襲之前日本人留下的機械技術，先試著生產12馬力單汽缸「燒頭式」引擎，不

久之後，南方澳因漁業資源豐富，吸引來自全台各地的漁民競相投入，漁船大量增加，

南寧鐵工廠生產的引擎也跟著供不應求。

> > 隨著漁業的發展，南寧鐵工廠的規模也不斷地擴大，全盛時期廠內基本員工約維持

50人，若含臨時工在內，全廠人數多達70人左右。鐵工廠規模一邊擴大，技術也隨之一

邊更新和提升，從最早的12馬力單汽缸引擎，發展到後來的120馬力三汽缸引擎，不只供

應國內市場，也曾經將引擎外銷到東南亞，新加坡一帶，當時的南寧鐵工廠可說是遠近

馳名。

> > 1970年代，南方澳的拖底網正值蓬勃時期，南寧鐵工廠更進一步自己製了一艘拖底

網的鐵殼船「見勝一號」直接參與漁業作業，這是南方澳人自己訂製的第一艘鐵殼船。

一年後，又接著訂製第二艘「見勝二號」，當地人看著大船的漁獲量比小船好，便接二

連三地把以前的木殼船逐漸轉換成較大型的鐵殼船，而南寧鐵工廠的訂單也跟著應接不

暇，這也是南寧鐵工廠的事業達到最巔峰的時候。

> > 1980年代，南方澳的漁船為講求速度和效率，大部分漁船逐漸把老式的「燒頭式」

的引擎汰換成新式的柴油引擎，當地十幾家生產和維修「燒頭式」引擎的老工廠都面臨

技術轉型的問題，礙於金屬材料鑄造的技術無法克服，最後只好放棄。這時南方澳傳統

漁場也因十幾年來拖底網漁業的過度濫捕而逐漸顯現漁業資源枯竭，接著政府又頒布

「勞基法」，一些老式工廠的舊制度無法適應新的法規，在1980年代中期都紛紛結束營

業，南寧鐵工廠也因此在1988年走入歷史。（資料整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

告》，賴淑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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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喜生鐵工廠

> > 1945年，當時26歲的莊萬添，以技師身份遊走於南方澳幾家不同的鐵工廠，此時的

南方澳漁港由於條件優異，吸引了全台各地的漁民爭相進駐，漁船建造及船機維修的事

業日益發達。1948年底，在南方澳漁港周邊已有三家鐵工廠──蘇澳鐵工廠、蘇澳造船

鐵工廠、南寧鐵工廠生產引擎，仍供不應求。於是1949年初，莊萬添與妹婿魏阿溪，和

好友張金長三人合夥，在南方澳江夏路八號創立喜生鐵工廠，購置車床、鑽床、刨床等

設備，一共花費舊台幣6020萬元。因三人在地方早有名氣，對外招攬生意不到半年，就

把所投下的本錢拿回來了。喜生鐵工廠的技術很快的就獲得漁民的肯定，規模也迅速擴

大，所需人才相對增多，便一邊訓練學徒，一邊外聘師傅幫忙，同時將廠房面積擴充至

200坪。

> > 除了維修以外，喜生鐵工廠也開始生產「YAKITAMA」燒頭式引擎，先從單汽缸8馬

力引擎開始生產，提供給小型的鏢釣船使用。1958年左右，就已經有能力生產雙汽缸40

馬力的引擎了，生產能力每月大小引擎約8∼10台。

> > 1966年左右，喜生鐵工廠的客戶已經遍及全台，為就近服務從南方澳南下捕烏魚的客

圖4、林阿波於民國60年建造
的鐵殼船(林阿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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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群，應客戶要求在高雄哨船頭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名稱同樣是「喜生鐵工廠」。同

時，南方澳的喜生鐵工廠也自行開發全新的真正柴油引擎，從22馬力的雙汽缸，30馬力

的雙汽缸一直開發到45馬力的三汽缸，前後大約生產過四、五十部的引擎，都是獨立開

發生產的，產品除本地及高雄外，也會外銷到新加坡。儘管如此，但個人企業難以抵抗

國家企業，不久之後，日本生產的大汽缸柴油引擎被大量引進，喜生鐵工廠只好中斷柴

油引擎的發展計畫。

> > 1971年起，南方澳的「拖底網」漁業興起，高雄人也學會了製造雙汽缸的燒頭式引

擎，於是喜生鐵工廠在1976年結束了高雄的分公司，專心在南方澳發展大型的「拖底

網」專用燒頭式引擎，最大的做到四汽缸360馬力的規格，不過賣出時都號稱有420馬

力。1980年代，南方澳的拖底網漁業已達飽和，燒頭式引擎已無前景，新漁船的引擎又

都被進口的柴油引擎所取代，莊萬添在這時候毅然結束喜生鐵工廠的業務。（資料整理自

《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賴淑娟編）

圖5、喜生鐵工廠技師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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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廠名稱 蘇澳鐵工廠 蘇澳造船鐵工場 南寧鐵工廠 喜生鐵工廠

設備

車床8台

鑽床3台

牛頭刨床2台

摺合機1台

熔銑爐3座

鑄型沙室1處

車床7台

鑽床3台

牛頭刨床2台

摺合機1台

熔銑爐2座

鑄型沙室1處

研磨機1台

車床7台

鑽床3台

牛頭刨床1台

摺合機1台

熔銑爐3座

鑄型沙室1處

車床11台

鑽床4台

牛頭刨床2台

摺合機4台

熔銑爐2座

鑄型沙室2處

研磨機4台

廠房面積 3000坪 100坪 280坪 200坪

生產能力

(每月)

雙缸燒頭式

柴油機4台、

單缸燒玉式

柴油式8台

60馬力以下

柴油機2台、

30馬力以下

柴油機2台

雙缸燒頭式

柴油機3台、

單缸燒玉式

柴油式6台

雙缸燒頭式

柴油機3台、

單缸燒玉式

柴油式6台

位址
蘇澳鎮南寧里

南寧路97號

蘇澳鎮南寧里

南寧路102號

蘇澳鎮南寧里

南寧路44號

蘇澳鎮南正里

江夏路8號

設立人
侯餘文、侯餘武

黃曉濤、李火土

林阿波、賴金火 莊萬添、魏阿溪

張金長

設立日期 1946年3月 1948年6月 1948年7月 1949年10月

表一、戰後宜蘭縣漁船發動機鐵工廠一覽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1960年出版之宜蘭縣志卷四經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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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四家鐵工廠的每月總生產能力約可製造單、雙汽缸燒頭式柴油機三十多台。而雙

汽缸40馬力引擎的開發， 南方澳漁業帶來了第一次的革命性發展，因其動力夠，船身

即可加大，新的漁法「巾著網」因此出現了。這種漁法需要很多人手，便為南方澳帶來

了空前的人潮，1960、70年代是「巾著網」最發達的時期，當時南方澳居民達到25,000

人左右，成了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漁港。而1950至1970年代，國民政府為提高近海漁業

產量實施多項政策，其中提供漁民貸款建漁船、發放漁船等措施，更是加速了近海漁船

動力化歷程，這也讓各地漁民作業範圍擴大。 

> > 從表二可看出，動力漁船的數量從1952年的192艘，逐年快速的增加，而平均馬力

更是從1952年的19.77馬力，短短6年時間，到1958年就來到30.53馬力。能有如此優異的

表現，歸功於這四家鐵工廠的研發與製造，進而締造出南方澳人船聲鼎沸的熱鬧景象，

可說是「YAKITAMA」燒頭式引擎的黃金歲月！

8.吳映青，《苦海漁聲：南方澳近海漁業工作民族誌》，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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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宜蘭縣1952年－1981年動力漁船統計資料一覽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1952-1981年宜蘭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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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終戰後，為南方澳漁港締造出光輝榮景的「YAKITAMA」燒頭式引擎，其中最重要

的關鍵人物就是蘇澳鐵工廠的侯餘文，而其後繼者蘇澳鐵工廠的侯昭源、南寧鐵工廠的

林阿波、喜生鐵工廠的莊萬添也功不可沒。

> （一）蘇澳鐵工廠 ─ 侯餘文

> > > > > 蘇澳鐵工廠的創辦人侯餘文，原籍福州，人稱「福州文仔」，因其卓越貢

> > > 獻，被稱作南方澳的「機械工業之父」。侯餘文之父親侯德鐘，七歲時隨叔父從

> > > 福州來到台灣，就讀日本國語學校（台灣第一家日本學校），十八歲時，因基隆

> > > 築港，被徵調為「中日通譯」。之後娶基隆仙洞保正之女為妻，生了餘文、餘

> > > 武、九如三個兒子（另有一女兒夭折），長子餘文七歲時，侯德鐘被父親召回福

> > > 州，因通日語，便擔任日文通譯的工作。  1910年代，中國大陸世局紛亂，為逃兵

> > > 災，侯德鐘舉家再回到台灣基隆，並在深澳坑煤礦謀得會計一職，自此家道逐漸

> > > 中落。

> > > > > 1904年出生的侯餘文，因家中經濟不佳，便在十一歲時被送到基隆日本人經

> > > 營的「島鐵工所」當學徒，直到出師時已二十多歲，後娶田寮港胡含笑小姐

> > > 妻，1930年長子昭源出生於基隆。1935年，侯餘文受南方澳「雨林鐵工所」老闆

> > > 陳霖之聘而來到南方澳工作，專修日本製造的「YAKITAMA」引擎。1936年，蘇

> > > 澳鐵工所的負責人因父喪須回日本，便商請侯餘文接手並購買工廠。1943年左

> > > 右，蘇澳鐵工所被日本政府強迫徵收，侯餘文也被徵調到高雄楠梓坑擔任工廠技

> > > 術監督。大戰末期，南方澳遭受大爆擊，侯餘文舉家避難到武荖坑。戰後，侯餘

> > > 文回到南方澳，將住家搬遷到蘇澳，並與弟弟侯餘武及友人黃曉濤、李火土入股

> > > 合作，以南方澳舊居改建成鐵工廠，「蘇澳鐵工廠」因此得以重生。侯餘文於七

> > > 十多歲以後把棒子交給長子侯昭源，而逐漸淡出鐵工廠界，侯餘文先生於1999年

> > > 往生，享年95歲。曾在侯餘文的蘇澳鐵工廠當學徒的林阿波，尊稱侯餘文為南方

> > > 澳工業界的「老先祖」。（資料整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賴淑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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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蘇澳鐵工廠 ─ 侯昭源

> > > > > 1930年出生的侯昭源，為侯餘文之長子。終戰前，侯昭源已讀到宜蘭中學三

> > > 年級，戰後接著讀到畢業（1945年）。侯昭源畢業後本來想到蘇澳國小當老師，

> > > 後來因父親以工廠人手不足 由，而留在家裡幫忙。1949年，時年19歲的侯昭源

> > > 先從會計工作著手，並兼學技術，於24歲結婚。

> > > > > 1970年代為蘇澳鐵工廠的全盛時期，員工約有120人，24小時分三班制，因

> > > 引擎訂單應接不暇，日夜不停加班，每天工作多到做不完，有時工人做到不甘願

> > > 而拿翹， 了能順利出貨，老闆只能以加薪來慰留，最多一年會連升三次薪水。

> > > 1980年代左右，侯昭源從父親手上接棒，接手蘇澳鐵工廠的營運，而此時南方澳

> > > 的景氣已漸漸走下坡。再加上政府頒布實施「勞基法」，以舊傳統方式經營的

> > > 「蘇澳鐵工廠」首當其衝，受到這個法令非常大的衝擊，因此蘇澳鐵工廠開始逐

> > > 漸縮小經營規模，直到2000年結束營業。（資料整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

> > > 果報告》，賴淑娟編）

> （三）南寧鐵工廠 ─ 林阿波

> > > > > 1920年出生於蘇澳的林阿波，因身材短小精幹，人稱「豆粒仔波」。林阿波

> > > 小學就讀「馬賽公學校」，14歲小學畢業後，林阿波到南方澳就業，在陳九連先

> > > 生所開的「東榮雜貨商店」找到第一份工作，擔任小伙計學作生意，由於表現優

> > > 異，老闆讓他幫忙招攬生意，因而練就一ロ十分流利的日語，同時也和當地的日

> > > 本人混得很熟，有時候，南方澳派出所的日本警察還請他幫忙擔任通譯！林阿波

> > > 在東榮商店一待就是六年，當時20歲的他覺得維修漁船機械的鐵工廠，才是一生

> > > 應該努力的目標。但礙於年紀已超過當學徒的年齡，不敢去嘗試，後來受到板金

> > > 工廠老師傅的鼓勵，於是去找當時南方澳最大的蘇澳鐵工廠的老闆侯餘文，告知

> > > 以想學技術的心願。侯餘文先生爽快的答應他的請求，但必須附帶一個條件，那

> > > 就是阿波當學徒之餘，必須兼當「帳房」幫忙工廠記帳，林阿波終於如願以償。

> > > > > 在蘇澳鐵工廠待了一年左右，因戰爭而中斷學徒歷程，且擔心被徵調到前

> > > 線充當軍伕，加上此時母親去世，林阿波便透過日本朋友的協助，輾轉到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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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阪的「佐伯鐵工廠」工作。戰後，林阿波回到台灣，一方面四處走動找朋友，一

> > > 方面試著了解已經睽違六年的故鄉，並在1946年結婚。同年年底，成家後的林

> > > 阿波便和三弟賴金火合作，到南方澳頂下一間因經營不善而要出讓的小鐵工廠，

> > > 稍作整理後，將工廠更名為「南寧鐵工廠」。

> > > > > 隨著漁業的發展，南寧鐵工廠的規模也不斷地擴大。除了鐵工廠本業外，林

> > > 阿波也將事業版圖擴充到漁業方面，原來當時的船東想訂製漁船時，為了能得到

> > > 鐵工廠更多的服務保障，總會邀請生產引擎的鐵工廠加入股份，如此不知不覺間

> > > 南寧鐵工廠也擁有了十幾艘漁船的股份，就連遠在南部的高雄，南寧鐵工廠也是

> > > 五艘大漁船的股東。1970年代，當時南方澳的拖底網正值蓬勃時期，南寧鐵

> > > 工廠更進一步自製了一艘拖底網的鐵殼船「見勝一號」直接參與漁業作業，這

> > > 是南方澳人自己訂製的第一艘鐵殼船，一年後又接著訂製第二艘「見勝二號」，

> > > 當地人看著大船的收穫比小船好，便接二連三地把以前的木殼船逐漸轉換成較大

> > > 型的鐵殼船，南寧鐵工廠的訂單也跟著應接不暇，這也是南寧鐵工廠的事業達到

> > > 最巔峰的時候。但林阿波因聲名在外，幫朋友作保，差一點賠掉整座工廠，從此

> > > 工作及處世漸趨保守。1980年代，南方澳的漁船為講求速度和效率，大部分漁船

> > > 逐漸把老式的「燒頭式」引擎汰換成新式的柴油引擎，當地十幾家生產和維修

> > > 「燒頭式」引擎的老工廠都面臨技術轉型的問題，再加上拖底網漁業的過度濫捕

> > > 而逐漸顯現漁業資源枯竭，接著政府又頒布「勞基法」，一些老式工廠的舊制度

> > > 無法適應新的法規，在1980年代中期都紛紛結束營業，南寧鐵工廠也因此在

> > > 1988年走入歷史。南寧鐵工廠結束營業後，林阿波也不願就此閒著，不久就轉投

> > > 資設立一間生產漁網的工廠，取名「寧泰漁網工廠」一直經營到現在。（資料整

> > > 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賴淑娟編）

> （四）喜生鐵工廠 ─ 莊萬添

> > > > > 1920年出生於宜蘭縣龜山島的莊萬添，於1923年隨著祖父莊明毛舉家遷移到

> > > 南方澳居住，成為當時南方澳第四個漢人家族。莊萬添的大哥跟日本人習得技

> > > 術，從事鏢釣旗魚的捕魚工作。莊萬添在蘇澳讀完公學校（今之蘇澳國民小

> > > 學）後，到基隆的漁船機械製造工廠學習技術，從事車床的工作，兩年後回到南

> > > 方澳，又到蘇澳鐵工廠跟著侯餘文學了一年多，不久又轉受雇於南方澳另一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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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型的「金德鐵工所」，目的是想多學各家技術之長。

> > > > >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轉受雇於南方澳「雨林鐵工所」一年餘，專門從事漁

> > > 船引擎的維修，不久之後被日本海軍徵調到基隆船廠工作，後來日本戰事吃緊，

> > > 趁著有一次船廠人員的大調動，莊萬添同很多宜蘭人一樣偷跑離船廠，僥倖平安

> > > 的逃回了南方澳的家。回家後有一段時間一直躲在南方澳的山上，不久南方澳遭

> > > 到美軍的大空襲，社會一團亂，日軍也無暇尋找他們這些人的下落，莊萬添就這

> > > 樣躲躲藏藏直到終戰。

 

> > > > > 終戰那年（1945年），莊萬添26歲，以技師身份遊走於南方澳幾家不同的鐵

> > > 工廠，在1949年初，他召集妹婿魏阿溪，及好友張金長三人合夥，在南方澳江夏

> > > 路八號創立「喜生鐵工廠」。因為三人在小地方早有名氣，對外招攬生意不到半

> > > 年，就把所投下的本錢拿回來了。喜生鐵工廠的技術很快的就獲得南方澳漁港漁

> > > 民的肯定，規模也很快地需要擴大。

> > > > > 1980年代左右，新漁船的引擎又都被進口的柴油引擎所取代，燒頭式的引擎

> > > 已呈末路，莊萬添在這時毅然結束喜生鐵工廠的業務，轉而經營方興未艾的拖底

> > > 網漁業，由於之前以自製引擎所折換投資的漁船數量眾多，為推展相關業務方

> > > 便，在地方成立「漁輪公會」並擔任第一屆的理事長，莊萬添先生於2008年底逝

> > > 世。（資料整理自《南方澳社會文化發展史基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賴淑娟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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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觀「YAKITAMA」燒頭式引擎在台灣發展的歷程，隨著製造技術的進步，拓展南

方澳討海技藝，使其更多元化，也讓討海人的戰場向外延伸。供給與需求，一向是相輔

相成的，戰後百廢待舉，南方澳漁港有著先天優異的條件，加上後天人為挹注的建設，

想靠「討海賺食」的各地漁民，大量湧進南方澳，帶動漁船的需求量大增，而擁有打造

「YAKITAMA」燒頭式引擎技術的技師，開設鐵工廠供給漁船的心臟──引擎，討海產

業的興衰就是如此的環環相扣。而鐵工廠業者，連同造船業者一樣，均能在漁業投資者

僅提供小部份資金後，其餘的款項則給予延後付款的條件，也就是說，當時的鐵工廠和

造船廠皆有形無形地擔任提供資金協助的角色，源源不斷的收入，這種合作模式是促進

南方澳漁業發達的一大因素。

> > 1970年代以後，日本製的柴油引擎大量引進，「YAKITAMA」燒頭式引擎，漸漸被

取代， 1 9 7 5年後，大單拖的鐵殼船興起，因大馬力柴油引擎售價昂貴，而

「YAKITAMA」燒頭式引擎相對價格便宜許多，因此鐵工廠的生產線又能稍稍維持下

去。直到2000年，各型漁船全部改用柴油引擎，屬於「YAKITAMA」燒頭式引擎的需求

與供給鏈被破壞了，因此「YAKITAMA」的黃金歲月不再，成為歷史。

> > 「YAKITAMA」燒頭式引擎締造南方澳最興盛的年代，伴隨著「YAKITAMA」特有

的鳴叫聲及煙霧，將1950-1970年代南方澳的熱絡景象，用極具生命力的方式展現出來。

從日治時期傳承的技術，再到戰後技術的研發與開創，侯餘文帶動起屬於南方澳的重工

業，其後輩撐起南方澳討海的命脈，給予討海人最有力的生財工具與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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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對發表人所提出的觀點，個人是覺得蠻肯定的。

> > 第一，她能在有限的資料扒出蛛絲馬跡，統一資訊，目標指向明確。
> > 第二，研究的探究方向，它的數據和資料是很搭配的。
> > 第三，研究架構是很清楚，引擎發展的未來方向和趨勢。

> > 因為要探究這個引擎，九月初我特別到蘭陽博物館，實地觀看燒頭式引擎。這個引
擎結構算簡單的，代表可靠性不錯，個人曾在油輪上工作過，對引擎有基本了解，蘭博

的燒玉式引擎我現場判斷為四缸，輪子為離合器，跟面的螺旋槳結合，中文稱呼因音譯

而不同。引擎是需充分加熱，亦需暖機，顏色代表各種系統，紅色為燃油系統，藍色為

滑油系統，以及冷卻水系統，後面的空氣瓶在商船上是必要的，因為目前引擎的啟動來

自於空氣，以支援它燃燒。這個引擎可以媲美現在的鐵牛，因為非常具有可靠性。

> > 在有初步了解後，這邊我提出具體建議，第一產業沒落的主因，可能來自於引擎替
換成柴油引擎，造成產業的沒落。次因來自1984年勞基法立法，造成人力支出增多，可
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真要探究，早在1984年之前，因空氣污染防治法早有
規定，可說是最早的影響。

> > 再來是工廠沒落的原因，因為底拖網造成過度撈捕，勞基法則造成人力成本的增
加，引擎則跟不上西式引擎，這三點需釐清楚孰輕孰重，這樣才好研討後面的議題。

蘇澳海事總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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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透過這個研討會，不是來緬懷先人，而是有所警惕，這樣才能起到好的作用。
文章中有提到：因為廠商安於現狀，導致面臨改變時無法面對，產業因而沒落。其實以

另一個思考點來說，福與禍都是息息相關的，假設漁船更先進發達，漁業資源是不是會

更快竭盡，反而亦造成沒落，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因果。就研究而言，少了一塊

田野調查，例如後人的訪談資料或者是遺址的探勘，如能呈現，資料內和和史料會更為

豐富。漁船的統計資料只到1981年，如果可以到1984或2012會更貼近現代。

> > 最後，結論有提到，漁業發達的另一個因素是因為船主和船廠之間，有投資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未來可以朝這方面研究漁船的經濟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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