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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米，可說是華人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中國悠悠五千年歷史，稻米逐漸從主食，轉變為中

華飲食文化中具代表性，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由稻米衍伸出之各式的加工料理。故米食文化

反映台灣人的飲食生態習慣，是講求台灣文化重要課題之一。其中以米食與台灣人的生活最

為緊密。中華文化對於生命禮俗與節慶祭祀十分重視，這兩種禮俗不但反映出一地的農業生

活，更凸顯當地族群的情感思想與文化特色，台灣通史寫到：「端午之粽，重九之粢，冬至之

包，度歲之膏，亦以糯米為之，蓋台灣產稻，故多用稻也。可見米食在台灣飲食文化中的重

要性」 （蔡正國 2010 潮州音字典）。 

 

二、研究動機  

 

    本文旨在探究赤山粿如何從其他常民飲食中脫穎而出，成為鳳山特色小吃的歷史脈絡，

鳳山居民對赤山粿此樣名產的認同度，用其代表鳳山區域是否合適，以及延續鳳山赤山粿長

久以來累積的名聲，使鳳山赤山粿免於落入沒落的窘境。藉由訪談赤山粿店家，以及當地居

民的生活經驗與回憶，同時透過文獻資料分析、參與觀察，梳理赤山粿在鳳山的發展歷程，

以及稻米文化在台灣人民生活中所扮演之角色與重要性，並探討居民對此項小吃的感情，與

對鳳山這片土地的認同感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統整上述研究結果，期望能透過常民飲食文

化的引導，赤山粿與鳳山之間的歷史淵源，和居民地方情感的輔助，為赤山粿未來發展理出

一條嶄新的道路，讓赤山粿這樣台灣小吃能繼續發光發熱。 

 

  三、研究目的  

 

高雄市鳳山區，受米食文化影響甚深，除麵線外，赤山粿也為地區名產之一。到底赤山

粿這樣的常民小吃，是如何一步步在鳳山地區發展，成為遠近馳名的地方特產，鳳山赤山粿

的整體發展歷程，是筆者想探討的主題。到底赤山粿在鳳山當地居民的生活中佔有何種地位，

對於赤山粿作為鳳山名產又是否具有認同感。希望透過本研究，與對整個產業的未來發展有

所幫助。綜合以上論述，整理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消費者對赤山粿喜愛口味分析 

（二）消費者對赤山粿的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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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圖 1-4-1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粿的介紹 

   （一）粿的定義 

粿是閩南語，糕的總稱，在客家語稱為粄，是指用米、粳米磨成米浆後加入餡料，以粿

印模出各種形状。因加入各種配料而衍生各種稱法，如甜粿、鹹甜粿、菜頭粿、草仔粿、芋

粿。因要多花功夫、時間製作，並非日常家庭主食，是只有在年節祭拜時才會特别做的供品。 

二、粿的類別 

    米漿類：米粒經過浸泡後，再以磨漿機或果汁機將其磨打成漿液狀，最後經過不同的烹

調熟製出。 

    漿糰類：米粒泡水研磨、脫水、壓乾成粉糰 ；或利用已製成的研磨粿粉調和水，經以揉

搓成糰，最後蒸煮熟製。 

  熟 (糕) 粉類：以炒熟糕粉或熟米粒為主材料，加工而製之產品。赤山粿屬於漿團類。 

三、赤山粿的發展 

「赤山人所製作的赤山粿受到廣大消費者歡迎，讓赤山地區產生許多做粿家族，至今多

已傳承三、四代」（鄭伯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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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資料統計與分析 

 
                       圖 2-4-1 喜愛口味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一般民眾喜愛的口味芋頭角佔 21%、紅豆佔 30%、綠豆佔 40%、黑糖佔 18%。

由此可知喜愛綠豆口味的民眾偏多。 

 
                         圖 2-4-2 滿意度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非常滿意佔 16%、滿意佔 44%、普通佔 32%、不滿意佔 6%、非常不滿意佔

2%。由此可知滿意的民眾約佔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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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購買主因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價錢合理佔 16%、合胃口佔 20%、口碑良好佔 19%、住家附近 17%、網路

媒體 8%、親朋好友介紹 10%、路過看到 7%、其他 3%。由此可知大部分購買主因不外乎認為

合味口、口碑良好、住家附近及價格合理。 

 

 

圖 2-4-4 了解程度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完全了解佔 54%、稍微了解佔 20%、不了解佔 26%。由此得知完全了解比

例已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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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購買口味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購買口味芋頭角佔 20%、紅豆佔 25%、綠豆佔 35%、黑糖佔 20%。由此可

知綠豆比例佔較多。 

 

 

圖 2-4-6 是否還會想嘗試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會繼續嘗試佔 83%、不會繼續嘗試佔 17%。由此可知會繼續嘗試的民眾超

過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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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多久嘗試一次分析圖 

 

說明: 

由上圖可知，經常佔 16%、偶爾佔 50%、從不佔 16%、視情況而定佔 16%。由此可知常

客購買頻率黏著度不高。 

 

參、結論 

   一、調查分析 

   

  〈一〉由此研究調查可知，一般民眾喜愛的口味為綠豆較多。 

      〈二〉由此研究調查可知，對於赤山粿的滿意度佔多數。 

      〈三〉由此研究調查可知，大多數民眾覺得赤山粿合胃口。 

  〈四〉由此研究調查可知，大多數民眾對於赤山粿完全了解。 

  〈五〉由此研究調查可知，大多數民眾會購買口味為綠豆。 

  〈六〉由此研究調查可知，大部分民眾會繼續嘗試鳳山在地赤山粿。 

 

   二、建議 

  

 本小組經過此研究後，得知遊客喜愛綠豆口味偏多，例如：買兩個綠豆口味的赤山粿就

送一個其他口味的赤山粿，此方法讓更多民眾知道其他口味的赤山粿也好吃。整體而言一般

民眾對赤山粿的瞭解程度為“稍微瞭解”；在分析中發現會繼續嘗試的民眾佔八成以上，但

多久嘗試赤山粿大多表示偶爾嘗試，因此建議店家可以做更多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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