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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四縣腔講焗腦（giugˋ noˋ），是焗樟腦、焗樟腦砂、焗腦
油、焗樟腦油的簡稱，又有人說結腦（giedˋ noˋ）、焗樟（giugˋ zong
ˊ）。焗腦，這個詞的構詞是動詞加名詞的動賓結構。焗，有提煉、蒸
餾的意思，焗腦，就是從樟樹身上提煉出樟腦（樟腦砂）、樟腦油的
過程。 

從前先民進入樟樹林裡，從事焗腦的工作。砍伐樟樹、刨削樹片、
焗腦的作業人員稱為「腦丁」，提煉樟腦的過程叫做「焗腦」，焗腦的
場所名為「腦寮」，焗腦的設備就叫「腦灶」，蒸餾用的木桶稱做「炊
桶」，刨削樹片的工具稱為「錛仔」，焗出的產品有「腦油」或者「腦
砂」。在黃榮洛先生整理的《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裡頭，就有收錄
〈焗腦歌〉，描寫焗腦的過程與生活的艱辛。 

根據溫紹炳主持《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報告中指出，臺灣北部的客家先民在雍正、乾隆時期之十八世紀中期
遷台，當開墾處所逐漸枯竭，人丁卻是繁衍倍增，生活條件漸趨困難。
客家人原本依山而住，遂以刻苦冒險的天性，投入採樟焗腦的工作，
在未經開發的原始山林，砍伐天然林中之樟樹，運出山麓焗腦，出售
樟腦以謀取利益。1860 年代樟腦的主要產地，以艋舺、大甲、竹塹、
後壟港為出口集散地。日據時期，臺灣樟腦曾佔世界產量的百分之八
十，苗栗是當時最大的產地。後來採樟焗腦的範圍，逐漸往南到南投、
雲嘉南而至高雄，甚至越過淡水往東進入葛瑪蘭、花蓮。可見採樟焗
腦與客家人有著密切關係，而當時採樟焗腦的產業，也深深影響著客
家人的遷徙和流動。 

2016 年 9 月 13號，客家電視台〈採樟焗腦歷史，繪出客家人遷
徙地圖〉報導，日據時期「樟腦」是無煙火藥的重要配料，也是人類
發明第一種合成塑料「賽璐珞」的基本原料。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戰爆發前，歐洲各國為了提高戰力，從日本進口大量樟腦，製作無煙
火藥，到了 1916 年，從日本外銷出去的樟腦製品，接近 1,000 萬公
斤，其中有 8成來自臺灣。1916 年到 1924 年間，日本人在臺灣進行
樟樹的「每木調查」，記錄到全島樟樹有 180 萬棵，不過，因為 30 年
來大量的砍樹、焗腦，樟樹越來越少，再加上二次大戰後，全球石化
工業逐漸地發展，合成樟腦的興盛，原本做為第一種人工合成材料的



樟腦，失去了優勢。臺灣「樟腦王國」的名稱，漸漸成為歷史的記憶。 
民國五十六年（1967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專賣的樟腦產業

正式結束，開放民營。如今，樟腦和樟腦油不再是最重要的化工原料，
客籍業者將它轉為天然的防腐、防蟲的製劑、香料與藥品原料，製成
懷古的、本土的、有機的、健康的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