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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昔日月津港兼具河、海港雙重角色，是當時繁華的城鎮，具有豐富的文化樣貌，商業鼎盛時期有

「一府、二鹿、三艋舺、四月津」的美名。鹽水為蜂炮之鄉，燦爛的蜂炮文化有取代鹽水古月津文化

之趨勢。但古月津擁有豐富的資產，深藏於古鎮內的歷史古蹟與人文活動，讓鹽水成為深具特色的宜

居文化古鎮。感受繁華月津的過往歲月，讓遊客知道鹽水除了激情炫麗蜂炮外，來到月津港尚有值得

漫遊的老街巷弄與古老建築。 

本文以微電影數位創作加值月津港區多元文化，以「古鎮建築深體驗」細心品味老街古老建築之

美；利用「古鎮常民文化風」訴說在地文化特色；再以「古鎮戲院憶當年」回憶以前繁華的市集和看

電影的美好時光；更以「古鎮宜居心感受」欣賞港區幽靜的湖畔，體驗悠閒好時光。月津有豐富歷史

文化資產，期待再經由創新多媒體技術以達到文化典藏及行銷與永續發展的目的。 

 

關鍵字：文化古鎮，微電影，月津港，宜居 

 

 

一、前言 

鹽水最早期稱為「大龜肉庄」，根據考據，對於地名的名稱源由有兩種說法。明

朝天啟元年，鄭芝龍、顏思齊等據台時期，大陸移民相繼到鹽水定居墾殖，因聚落形

狀有如隆起的大龜肉，所以最早被稱為「大龜肉庄」。臺灣西南海岸線因東北季風斜

交而過，因此形成許多的沿岸沙洲、砂嘴和瀉湖等地形，即所謂的「倒風內海」地形；

而鹽水港即是瀕臨「倒風內海」的其中一個港口，依據麻豆社西拉雅平埔族人稱「潟

湖」的說法，經過轉音後，就稱為「大龜肉庄」，直到康熙 22 年(1684 年)，改名為「大

圭壁庄」。 

月津港因有通船之便，市集漸次形成，往來諸羅與府城間，是必經之地，又是貨

物轉運站，人口逐漸往鹽水聚集，在當時舟楫往返絡繹不絕，月津港兼具河、海港雙

重角色，是當時最古老的城鎮（劉，2013）。，而北方的八掌溪與南方的急水溪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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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三角地帶，狀如新月，使鹽水因而又稱「月津」、「月港」。也因而有「一府、

二鹿、三艋舺、四月津」的俗話流傳下來，這句話也形容鹽水當時堪稱臺灣有名的大

商港。曾幾何時倒風內海內陸化造成港口淤積，這個繁榮的港口因為失去交通及商業

契機，逐漸退去光彩，熱鬧的月津港變成回憶，只能在老照片中緬懷，政府及許多鹽

水在地人想重建古鎮風華（周，2013），於是 2006 年政府實施「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

期盼重建月津港，恢復昔日月津繁榮景像。月津是充滿文化氣息的古鎮，有豐富的人

文資產，歷史悠久的古廟，懷舊的老街巷弄，是人文薈萃的古鎮。 

2009 年「月津港親水公園」榮獲「園冶獎」、「健康城市獎」以及「國家卓越建

設獎」，鹽水區更在 2012 年得到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認可的國際宜居社區城市永續環境

方案類銅質獎（周，2013）。月津港有豐富的建築與人文歷史，經過歲月逐漸被人淡

忘，人類在文明生活的催迫下已逐漸反璞歸真，簡單、悠閒是現代人嚮往的生活居住

模式，在社區總體營造下鹽水逐漸形成宜居漫活的文化小鎮。 

微電影 (Microfilm) 是經過專業策劃和系統製作，專門運用在各種新媒體平臺上

播放的網路短片，在短暫的閒暇時間或是移動狀態時觀看，並具備以下三點特質:微時

放映(30 秒-300 秒)、微週期製作以及微規模投資，內容可單獨也可成為系列。簡單來

說就是指短時、小規模以及小成本的線上影片 (維基百科)。 

科技產品的興起，在大家都有網路卻不常去電影院的情況下，微電影可以直接在

網路上迅速流傳，把畫面送到你我的電腦或手機螢幕上，直接達到內容行銷、病毒式

傳播的效果（邱，2014）。文化資產必須透過數位活化及創意加值才能永續保存，本

文以「微電影創作活化月津港區造風華」，將橋南老街與永成戲院的歷史建築及傳統

特色文化，與月津港親水公園相結合，進而從歷史建築、人文景觀等層面，活化橋南

老街、永成戲院。 

 

 

二、文獻回顧 

（一）微電影 

微電影的特色就是可以藉由網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體平台播放， 

隨時隨地下載觀看。微電影的傳播方式相當接近於過去透過e-mail、即時通訊等



 
 
 
 
 
 
 
 
 
 
 
 
 
 
 
 
 
 
 
 
 
 
 
 
 
 
 
 
 
 
 
 
 
 
 
 
 
 
 
 
 

 

 

C5-3 

南榮學報 第十八期  民國 104 年 7 月 

Journal of Nan Jeon,  Vol.  18, 2015 

轉寄的病毒影片(Viral Video)或是品牌影片（陳，2011）。當今社群網站和影音分享

網站的興起，可讓影片快速被分享和轉載，造成口耳相傳的口碑效益，同樣也能在社

群間製造話題，成為「病毒行銷」。相較於一般YouTube 的網路短片，微電影傳達完

整的「故事」。藉由新媒體平台隨時隨地下載觀看，符合現代人「打發時間」的需求

與生活型態，普及程度大於一般傳統電影的模式（張， 2012）。 

 

（二）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源起自十七世紀在英國設立人類最早的公共博物館（阿什莫爾藝術和考

古學博物館）開始，博物館一直扮演著傳承人類文明、歷史、知識的重要角色。近年

來，隨著數位資訊科技的進步及網際網路的普及，逐漸改變了人類在知識處理及溝通

的方式，更進而轉變了人類在生活型態、社會組織、及知識使用上的形式。數位科技

的優點在於讓既有的知識經過數位化的程序而得以大量匯集且長久保存；而配合網際

網路的普及，更可以將匯集的知識大量即時的傳遞給世界各地的人們，達到知識共享

的目的（黃、邱，2007）。 

所謂數位典藏，是針對傳統文物的龐大知識重新整理工程，也就是真正的數位典

藏，並不是將文化的外觀做形式上的數位化，還必須加上許多背景資料，在數位化典

藏的等級中，最粗淺的就只是把文物本身的外觀掃描數位化而已，技術簡單，但是要

進入第二層次就必須加上對這些古物的說明；至於第三層次，也就是加上「內容」的

數位化，像是各種解析、相關的學術著作與說明資料（賴，2000）。數位典藏數位化

的資料、分散式資料庫的架構、超本文的結構、互動性的增強、打破時空的限制及滿

足即時性的需求六項特質。因而，數位典藏的最大效益，是內涵價值的有效保存、共

享與整合，更是知識重建後的再創新（彭，2005）。 

 

（三）數位加值 

資訊科技時代來臨，傳播媒體運用進步快速的電腦與通訊科技，達到雙向溝通的

效果，其影響既深且廣，無論在無線與有線電視媒體、網路電子媒體等均可見到最新

與最深入的報導，讓使用者即時接收最新的訊息。近來，藉由電腦互動形(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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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網路即時影音溝通與有線電視購物頻道的成功推展，電腦科技的互動模

式，讓使用者與電腦產生相互依存的緊密連結，讓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甚至人與自我

都產生更深的了解（顧，2004）。 

近來在文化資產、古蹟與歷史建築保存觀念上有了深根的使命感，為了能真實地

保存文化資產與古蹟，更將數位內容的概念融入；整合數位建模、立體展示與互動技

術等，讓文化資產、古蹟史料結合數位化科技以達到再生與永久保存的目的，也讓古

建築不因人為與自然因素的損壞而失去其珍貴文化價值（謝，2011）。 

結合現代科技技術，將古蹟與歷史建築，加以保存及傳承歷史見證，不僅能呈現

不同時代生活方式及社會構面的歷史軌跡，亦可以行銷地方特色提升競爭力；妥善保

存歷史紀錄，使地方空間演變得以延續，除提供文化的紀錄及傳承外，亦能保有文化

整體性及正確性。 

 

 

三、資料與方法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時代下，大眾使用網路的頻率也逐漸增高 

，大眾傳播媒體已經式微，觀眾逐漸流失到網路上，而傳統的報紙、電視已逐漸走入

歷史，報紙跟電視漸漸被網路所取代，廣告業者也轉戰到網路上去發展，網路廣告的

商機則逐漸壯大（許，2013）。微電影可說是「故事行銷」的一種，而故事行銷 (Story 

Marketing)是指透過故事進行行銷溝通，說故事是打造品牌的有效策略，因為故事能

連結品牌與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經驗，讓觀眾產生共鳴 (黃，2006)。 

紀錄片是現實生活的見證，歷史的忠實寫照，竟而去影響激勵觀眾，使觀眾能從

中認識生活、重溫歷史、欣賞藝術，紀錄影片可對一般人物、事件及活動作事實性的

描述，較能深刻直接影響觀眾。 

本文創作研究流程描述如下：(1) 主題訂定：選定研究之主題，明確鎖定研究目

標。(2) 文獻探討：蒐集相關歷史文獻、訪問當地耆老、走進場域實地拍攝。(3) 創意

發想：選用紀錄片的形式詮釋，撰寫微電影腳本、分鏡圖、後製剪輯，注入文字、聲

音、照片、影片及選定符合場景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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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鎮港區微電影造風華 

昔日月津港兼具河、海港雙重角色，是當時繁華的城鎮，具有豐富的文化樣貌，

今日鹽水經過「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讓鹽水成為深具宜居樂活的文化古鎮，本文

期以微電影數位創作加值月津港區多元文化，從「老街建築」、「常民文化」、「古鎮戲

院」、「古鎮宜居」四個層面創作活化，品味老街的建築之美、訴說在地常民文化特色，

且回憶當年看電影的美好時光，進而欣賞港區綠意盎然的湖畔，體驗慢活悠閒好時

光，其成果簡述如下：  

 

（一）古鎮建築深體驗 

「橋南老街」因位於鹽水興隆橋之南，故名，早期稱「過橋街」。明末清初時期 (1644

年)，橋南老街即是唯一通往臺南、嘉義、北港、布袋等地的重要交通樞紐要道，總長

400 公尺、寬 6.8 公尺，是臺灣現存的清朝古道之一。老街於明末清初時期，只以興

隆橋作為南北的水路要道，爾後商家店舖林立，繼而帶動沿岸經濟發展，為南部重要

發展城鎮，當時往返兩岸的貿易活動頻繁興盛，有「糖郊」、「米郊」等，同時也造就

了許多知名的郊商。現今的老街還保留著當時古老的建築，平日白天可以看到商家住

戶工作及寒暄的情景，到了夜晚，如圖 1 為微電影「月津風華再現」其中一個小片段

所示，林立的燈火與夜晚的天空相互輝映，給人一種悠然愜意的氛圍。 

 
圖 1. 橋南老街寧靜夜晚，搭配老街的建築格外給人悠閒清靜的感覺 

 

橋南老街最著名的「閩南式街屋」，老街的房屋多為住商混合式空間建築，亭仔

腳的設置除了可以讓商家展示商品外，店舖大門正上方有個小型的門上門，門上門的

設置除了用來輸送貨物上下樓外，並具有防盜、觀察屋外動靜的功能。為了更加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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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老街的建築文化，深入專訪耆老拍攝「橋南老街建築文化之美」微電影，在微

電影中有詮釋老街早期文化之美的李家大厝，及在舊式建築中添加新生命的咖啡廳，

還有與南榮科大學生合作，在舊式建築中創意改造，注入新時代年輕氣息的「窗庭」，

融合了過去、現今與創新，將以往平凡的老街增添了新的色彩。如圖 2 為「橋南老街

建築文化之美」微電影的其中一個片段是「閩南式街屋」，述說古代建築特色，其主

要功能是作為遮陽避雨與提供客戶、行人穿越的溫馨設計功能。 

 
圖 2. 「亭仔腳」的設置兼具遮陽避雨、行人穿越的功能 

在微電影中所看到老街的房屋主要由福杉、磚瓦所建構。老街房屋多為編竹夾泥

牆、土角牆、金包銀(又稱斗砌磚牆)、實心疊砌磚牆等結構。由於有些房屋為土角壁

結構，土角磚遇水容易融化，因此有些住戶為了加強外牆結構安全，會釘上穿瓦衫作

為補強。老街目前還保留近十戶未改建過的清朝閩南式建築，另有數戶日治時期整修

過的房屋，其整修過的屋舍，更獨具古典與現代的互融特色。圖 3 為「實心疊砌磚牆」，

紅磚，是閩南式建築最為常見的材料，實心疊砌磚牆砌法是將磚塊水平疊砌，層層堆

疊，並以灰泥作為各層之間的黏著物，這種砌法相當穩固，當時是有錢人家才有能力

完成的建築。 

 
圖 3. 實心疊砌磚牆，是當時大戶人家才有能力完成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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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鎮常民文化風 

已有百年的打鐵老舖原稱「泉山號」，到了第三代更名為「泉利號」，建於清代中

葉時期，是老街目前唯一僅存的百年老店舖，現由第五代傳人李一男師傅、第六代傳

人小李(李一男兒子)共同協力經營。李一男從 14 歲開始學習打鐵技術，至今已歷經半

個世紀多，從微電影中可以看到，老舖至今仍舊傳承著老祖先所教的傳統方法打製鐵

具。老舖所用的打鐵水於每年端午節午時才更換一次，這種打鐵水又稱「午時水」，

已然成為老舖的傳統特色之一。如圖 4 為橋南老街以往至今的傳統打鐵舖，堅持傳統

工法，做出最好的器具，賣給客人。 

 
圖 4. 泉利打鐵店鋪，以往至今堅持純手工打造器具 

 

橋南老街，保留以前古人留下來具有相當歷史的打水器，在台灣早期的建築物，

還都是以磚瓦建的平房年代，那時自來水管線尚未普及到每個家庭，當時幾乎家家戶

戶的門口都會豎立著一個這樣的打水器。像這一類早期台灣民生必需工具隨著家家戶

戶接了自來水管後，因打水器的不方便而漸漸不再使用，久而久之不用就會自然的銹

蝕破損、甚至乏人問津了，但是卻成了現在人們體驗古人以前生活的樂趣。如圖 5 為

早期人們生活的必備工具，儼然成為現今社會人們覺得新奇有趣的事物。 

 
圖 5. 現今社會人們體驗打水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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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沒落的水仙花雕刻，為鹽水的傳統文化之一。清乾隆 1736 年，鹽水港

與大陸兩地商業活動往來頻繁，當時沿岸商家林立，經濟達到最鼎盛時期。每逢過年

辦年貨前，鹽水許多商家盛行買年貨送水仙花活動，民眾將商家所贈送的水仙花帶回

家雕刻，植養到花開，並於每年元宵節，在媽祖廟舉辦水仙花會。清光緒 1895 年日

本統治臺灣，設立禁止集會條例，花會活動因而停辦。 

2005 年，由橋南里長林火木發起，並邀請顏豐益、陳進明等業餘資深花雕師傅教

授、推廣水仙花雕刻的花雕技術，經過林火木等人的推廣，水仙花雕刻推廣成果顯著，

甚至成為其他社區(外縣市)爭相學習、推展的熱門課程。每逢新春，橋南社區會應節

舉辦水仙花雕刻展覽活動，活動期間常吸引許多遊客、專家前往欣賞、交流。如圖 6

為每年新春期間橋南社區，舉辦水仙花雕刻的展覽活動。 

 
圖 6. 橋南社區新年舉辦的水仙花雕刻展覽 

 

（三）古鎮戲院憶當年 

「永成戲院」1945 年 11 月成立，其前身並非戲院，而是黃直先生所經營之「永

成碾米廠」，日治時期，黃家的碾米廠，因與日本政府長期合作的關係，累積廣大的

官商人脈，生意相當興隆，但後經歷了第二次世界大戰，碾米廠也遭受波及，被大火

吞噬近三分之一，在重創後黃直先生將其改建為戲院，並命名為「永成戲院」。後因

黃直先生年紀增長，而將戲院交予兒子黃怡祿先生經營管理。如圖 7 為現今永成戲院

改建後的外部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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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永成戲院現在外觀的樣貌 

 

一座具 70 年歷史老戲院重新整修完成，佔百坪木造的日式連棟平房，本是永成

輾米場倉庫改造而成的戲院，當年轟動一時，因為歇業多年，後來由台南市政府耗資

千萬重新整修，目前已重新開幕，裡面保留有戲院當時播放的布簾、檜木長座椅及古

老電影放映機，在年節還會播放老舊的影片，戲院裡還有與拍電影相關器具、古老的

影片膠帶及當時有名的影歌星所簽名留下的足跡，目前除了播放電影外也可用於歌仔

戲及布袋戲的戲場，成了多功能演藝廳。如圖 8 為永成戲院內部檜木長椅，坐在長椅

上面，就會感受到當年戲院的榮景。 

 
圖 8. 戲院裡擺放著一張張古早檜木的長椅， 

讓人不禁回憶起當年的情景 

 

永成戲院內部陳設了早期撥放電影的完整設備，如：膠捲放映機、黑膠唱片、真

空管等。早期電影的撥放方式，不向現今這麼方便而是需要人力去操作放映機，才能

完成整部電影的放送，而永成戲院保留當年膠捲放映機的完整設備，以供現今人們了

解早期膠捲電影的放送方式，這在當年是相當了不起的技術。如圖 9 為現今永成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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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供人參觀的膠捲放映機。 

 
圖 9. 老舊的放映機見證了永成戲院過去的輝煌歷史 

 

 

（四）古鎮宜居心感受 

鹽水因水而得名，為昔日船隻進入八掌溪的集散地，又因河港由東而南轉西有如

半弧彎月，所以也稱為月港或月津。清朝時鹽水有船舶可直航大陸福建，為嘉南地區

商貿農產集散地，商旅繁華盛極一時，留下了月津八景的美談。 

「一府、二鹿、三艋舺、四月津」，記錄了月津港在臺灣發展史的重要，縣府自

2006 年起推動「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針對城鄉風貌、景觀，進行水質、排放等設

施改善。如圖 10 為親水公園整治過後之樣貌，綠意盎然、湖水清澈，許多遊客及居

民來此觀賞湖貌風光。 

 
圖 10. 親水公園整治綠意與湖水相互輝映的美景 

 

親水公園現為當地民眾休閒的最佳去處之ㄧ。公園內美麗的湖景、幽靜的湖畔，

適合賞湖、釣魚，度過悠閒的下午時光；碎石步道、湖邊陲柳，是情侶約會、家庭親

子活動的好去處；自行車道則提供民眾運動健身的場所。如圖 11 為親水公園內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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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設置了涼亭，提供在園內散步及運動的人，可以稍作休息順便欣賞湖面風光，同時

也為親水公園增添了一道色彩。 

 
圖 11. 親水公園適合全家大小漫遊的好地方 

 

 

五、結論與展望 

資訊時代微電影的優勢眾多，如製作成本低、生產週期短、媒體適用度高、互動

性強、更有感染力、目的性強、貼近大眾生活、在網絡上撥放很容易吸影點擊率、宣

傳速度快、客源範圍廣，同時，更具有娛樂性、創意性和廣告價值，而且通過對劇情

的鋪成，可以更好地建立消費者的情感連接，本文藉以微電影的創作，活化鹽水月津

古鎮造風華之研究。 

「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重拾月津風華歲月，戲院整修、老街再造、月津港整治

改善月津港沿岸周邊景觀，讓月津港沿岸成為宜居城市。港區有許多老街與舊巷弄、

古蹟建築、傳統民宅等人文特色，本文從「古鎮建築深體驗」、「古鎮常民文化風」、「古

鎮戲院憶當年」、「古鎮宜居心感受」四個層面；運用月津港區作為題材，藉由 Adobe 

Photoshop、Movie Maker、威力導演等數位媒體軟體將地方文化資產以微電影創作加

值，達到活化港區特色文化，讓在地文化特色藉由數位科技技術的創意加值提升文化

本身價值與內涵，而達到活化、保存、典藏、加值，促使傳統歷史人文得以延續。 

現今，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時代下，數位化的生活使得人類的

生活模式隨之改變，因應資訊科技的演進與網際網路的發展，透過資訊科技的創意加

值表現以達到傳承、行銷之目的。未來研究方向會以不同面向的形式拍攝，再整合於

Google maps 平台上，加入電子書、3D 動畫及微電影，達到一個數位典藏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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