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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桶 

龔萬灶 

「斛桶」是農夫收割稻穀時一種脫穀的器具，就是脫穀機。農

夫把田裡的稻子收割以後，第一步就是脫穀粒。脫穀粒的方法最簡

易的是用敲打，把割下來的「禾抓」攤開舖在地上，用竹竿敲打使

穀粒脫落；再來就是先準備一個木桶，把「禾抓」分成小束，再一

束一束拿在木桶桶緣摔打，使穀粒脫落，並掉進桶內；後來在木桶

的一角斜放一塊刻有波浪凹槽的木板，「禾抓」摔打在木板上，更

容易脫去穀粒，這種木桶叫做「翻楻」。後來有人把這種裝穀粒的

桶子加以改良，成為「斛桶」。「斛桶」是用一個釘有齒凸的圓筒

滾輪，裝上齒輪，用腳踩踏使它轉動，然後雙手握住「禾抓」放上

去，尾端稻穗接觸滾輪，左右翻轉，利用齒凸的擊打使穀粒脫落。

後來又有人在齒輪的部位裝上馬達，把轉動齒輪的動力由人力變成

電力，如此就更省力了。 

用「斛桶」收割稻穀，是過去農村裡最常見的風景。若要使

「割稻」的工作進行得很流暢，至少需要有十人以上的配置，其成

員大都是鄰居或房族用「換工」方式輪流進行各家的收割工作。其

中四人負責割稻，四人踩斛桶「打穀」，兩人一組，交互上場；一

人「罅斛」，在斛桶的後方，彎腰向前傾，把前面打落下來的穀粒

約略整理乾淨，主要是把稻稈殘截及碎禾葉片清除，並把「穀枝

仔」就是被打斷的稻穗收集到掛在旁邊的麻袋裡，再將整理好的穀

粒裝到籮筐內；交由負責「 穀擔」的另一人肩挑回家屋的「禾

埕」。接著由留在家的婦人先用篩子篩去「稈揉」就是一些摻雜在

穀粒裡的斷穗和稻葉，然後把穀粒攤開在「禾埕」上曝曬。「割

稻」的工作配置，除最辛苦的「罅斛」的工作由田主自己擔任，其

餘採輪班方式進行。 

用「斛桶」收割稻穀的方式，隨著農耕機械化的興起，已經漸

漸沒落。新型割稻機功能多元而完備，從割稻，脫穀到去除稈截碎



37 

葉，然後送上搬運車，全程一氣呵成。在農業人口老化和人力短缺

的狀況下，機械化取代了傳統，是必然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