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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油的「推手」－保存花生油車車膛的歷史意義
詹麗珊

民以食為天，每天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若是菜

餚裡少了油，也就少了那麼個味，添了油水，頓時心生飽足，力由丹田生，

油的重要性可見一般。現今工商業化的時代，油是由工廠大量的機械生產製

造，消費者可由超市、大賣場方便購買；因為生產、買賣方式改變、物價的

波動、經濟政策等等影響，然而民國 50、60 年代「油」可不像現在是那麼

容易取得。這項攸關民生的傳統產業是如何沒落、消失的，其背後的演變發

展，實有令人研究探討的必要。本文以花生油車車膛為對象來探討傳統製油

的方法及材料，得以保存紀錄先人的經驗與智慧。

壹、花生油車車膛藏品的由來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工博館)基於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對瀕臨滅失

的重要產業文物或資料，加以蒐藏、記錄、保存。本館研究人員於民國 90
年進行田野調查時，經由學者介紹，前往彰化縣鹽埔鄉永平村途中，無意間

於路旁發現一座大木塊，疑是製造樟腦油的物件，幾經詢問，才知是榨花生

油（芝麻油）的油車車膛，經與物主康先生交涉後，同意捐贈。車膛長 358
公分、直徑 75 公分，為圓柱體，內有中空結構(內有金屬片)（如圖一）。據

物主談起油車車膛的由來：為龍眼木所造，父執輩提到清朝時家中即有此

物，而在民國初年就未使用。

圖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的油車車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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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傳統製油產業

我國以農立國，經由先人記載了農業生產的理論與技術傳承，流傳至

今與製油有關的古籍有「齊民要術」、「王禎農書」、「農政全書」、「天工開

物」、「授時通考」及近代的「中華民間工藝圖說」等書。略述於下：

現存最早和最完整的農業生產名著是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講述

生產穀物、蔬菜、果樹、蠶桑、特種作物（如茶葉、油料、藥材等）、畜牧

及花卉等為主題的篇章。元代王禎撰著「王禎農書」，是中國農業科學技術

史上第一部兼論南北，從全國範圍總結農業生產經驗的農書，於卷十五記

載南北油榨生產技術的經驗圖說（圖二）。明代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記

載著古代農業生產和和人們生活等方面，包括了「治國治民」的農政思想，

於卷二十三農器篇提及油榨的製法、南方北方技術的差異（圖三）。

明代宋應星所寫的「天工開物」第十二卷膏液篇，對於榨油的原料(農
作物)優劣、出油率、方法、器具均有詳細的記載，如(一)榨油的農作物：

以胡麻（芝麻）、萊菔子（蘿蔔）、黃豆、菘菜子（白菜）為上品，蘇麻、

芸苔子（油菜）、搽子、莧菜子為中品，大麻仁為下品。(二)出油率（每石

得油）（註）胡麻 30 斤，萊菔 27 斤（甘美異常、益人五臟），芸苔子 30 斤

（放置一年後，子實內部都會變空而無油），搽子 15 斤（油味似豬油，味

道很好，榨出來的枯餅只能用來當火種及毒魚），黃豆 9 斤（江蘇南北和浙

江北部取豆油食用，豆餅作為豬的飼料），菘菜子 30 斤（油出清如綠水），

莧菜子 30 斤（味甚甘美，但嫌性冷滑腸），大麻仁 20 餘斤。(三)榨油器具

材質：以樟木為上，檀木與杞木為次。(四)榨油的方法：取農作物的種子放

入鍋內文火慢炒→取出壓碎→蒸熟→用稻桿或麥包裹成大餅狀→放入榨木

→揮動撞木將尖子推入擠壓→承接油脂（圖四）。

清代乾隆時期翰林院編纂的「授時通考」卷四十功作的政治篇有油榨

圖說（圖五）。譚旦冏於民國 30 年在四川省南溪縣裕和祥油坊所做的調查

報告中亦提及製油的方法及工具（圖六）。

圖二 王禎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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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農政全書

圖四 天工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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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授時通考

圖六 中華民間工藝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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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的傳統製油產業

漢聲雜誌真味專輯（圖七）提到臺灣早期的農業社會的榨油方式與明

代宋應星所寫的「天工開物」雷同，進行五個生產步驟：

一、炒：榨取花生油的第一步驟就是翻炒帶殼花生，以殼半黑，剝開時花

生仁膜呈豬肝紅，這顏色表示炒得恰到好處。

二、輾：把炒好的花生放到圓輾床裡以石輪輾成粉末。

三、蒸：隔水蒸炊花生豆粉，才易出油。

四、踩：將蒸好的花生豆粉需趁熱以一束稻草旋成傘形，墊進圓形鐵箍內，

再倒進一坎斗豆粉，用腳踩成豆餅。

五、榨：豆餅送進油車車膛，透過撞擊楔形的木栓向旁擠壓豆餅，將餅中

的油脂擠出。

古早時農家在農作物（如花生、芝麻等）收成後，拿到油坊榨油，這

榨油的地方即以油車稱之。而在榨油過程中主要器具（車膛），是木製品，

所選用的木材多半是強韌有力、耐撞擊、硬度大、紋理材差異小、不易被

擊脫者，亦稱之為油車。

肆、油車車膛的保存意義與價值

一、技術史面：中國製油產業從十七世紀的天工開物所載到二十世紀的臺灣

五、六十年代仍維持著相同的傳統技術生產，從文字的記載來看，除了

動力改變外，是否還有什麼其它的技術，又是如何改進的呢？各地風土

習俗的不同，所採用的原料或技術有何不同呢？科技進步，對於生產、

包裝技術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二、社會經濟面：「油」，是重要的民生必需品，三餐中因它散發出的香味，

令人食指大動，其中富有身體所需要的營養成份，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

或缺的。經過時代與社會的演變，它是受到什麼影響及改變的呢？在農

業社會，榨油是項費人力、過程繁重的工作，農村中貧窮人家賴以維生，

無形中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交易的頻繁，促使地方的經濟發展與繁榮。

它的銷售方式，由挑著油擔，挨家沿戶的販賣，演變至民眾到油行、雜

貨店購買花生油、麻油；由於社會的變遷，工商經濟繁榮，生產技術的

進步，快速量產的生產線，成本降低，消費者到便利超商、大賣場採購

日常所需，相形之下，耗時費力成本較高的傳統的製油方式就逐漸被淘

汰，不再使用油車來生產，以致廢棄而消失。而交通的進步，透過國際

貿易，歐美的食物逐年增加進口，國人的食油種類也跟著改變，例如橄

欖油、葵花油、玉米油等等。這種種生產、消費、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

仍有部份小型製油廠家仍堅持以遵循古法製程的理念，改以機械化生

產。

三、文化面

（一）東西方的差異：英人李約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機械工程學一

章中，曾詳細的比較了東西方兩種古代壓榨技術的不同。東方以中

國為代表，又中國南方榨油的傳統工具，取油的植物種類為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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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油、菜子油、大麻油、花生油等，利用尖劈打擊，把疊放在油車

內部的豆餅擠榨出油，由油車底部小孔流出，這種尖劈式榨油機器

為中國獨創，與西方螺旋式榨油全不相同。西方以地中海地區為代

表，當地以螺紋機構壓榨橄欖及葡萄製油。

（二）創意文化活動：民國 90 年台南安定鄉南安村的小庄頭舉辦「油車

文藝季」的產業文化活動，南安村舊名油車仔，村民務農，先民因

曾在此設置麻油間榨麻油，而有油車之稱。透過當地耆老的回憶及

手藝，重現油車面貌，希望在科技時代中，能讓 e 世代人們瞭解前

人生活之艱辛，以養持感恩惜福及勤勞節儉之美德，不意一炮而

紅，村民之外，遠近遊客更競相湧往參觀，讓新新人類有機會感受

到昔日「油車」這個麻油鄉的十里傳香，並知其地名由來。對農村

外移嚴重的南安村來說，能夠使居民對故鄉的瞭解、認知與連結，

無疑是大豐收。

伍、結論

油車雖然是一項已經沒落，甚至是消失的傳統民生產業，但它背後所隱含的

社會經濟、技術、文化的意義，因著風土民情、氣候、年代的不同，與台灣的關

連，實刻不容緩，有一探此項即將失傳的製油產業的興衰發展，以記錄及保存先

人的經驗與智慧。

（作者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教育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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