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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魚苗事業與防災經驗

——林烈堂先生訪談錄*

薛月順**  

* 本文係本館薛月順協修於民國99年9月24日在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訪問林烈堂先生之口述訪談稿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1 有關林烈堂先生，詳薛月順、曾品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04：黃丁郎、林烈堂》（臺北：國史館，2006
年）。

2 林邊溪全溪均於屏東縣境內，長42公里，流域面積336.3平方公里，發源於南大武山西南麓，主流依序流經
泰武鄉、來義鄉、新埤鄉、佳冬鄉、林邊鄉，在佳冬鄉和林邊鄉交界處流入臺灣海峽。主要支流為力力溪。

「八八水災」大量的雨水使得林邊溪嚴重潰堤，從新埤大橋開始往下游到臺鐵鐵橋之間，多處潰堤，其中最大

的缺口是竹子腳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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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的水產養殖始於何時？有謂係於荷蘭人統治臺灣時（1624-1661），自印尼引進虱目魚養殖；鄭成功入臺
之後，由於人口日漸增加，其部屬再加以推廣，以因應糧食的需求；其後漢民族大量移墾臺灣，帶來四大家魚

的養殖。至日本治臺時，全臺的養殖面積達5,362.48甲、年產量為25,611,928斤，已具規模。伊能嘉矩著，楊
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下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11月15日），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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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4日鯁魚苗第四次孵化試驗成功，當時已知道受精卵及孵化後的魚花不能受到陽光直射，因此池塘內吊
孵卵器，上面須加蓋甘蔗板以遮陽。（池邊站立者為林金清先生，圖右即為「流水昇揚孵卵器」原形。林烈堂先

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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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佳冬鄉葫蘆尾排水閘門（左）與塭豐村大排水門（右） 薛月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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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家樓上拍攝的淹水災情與平日對照圖，積水約到大門柵欄的高度，前方地基沒有架高的住家與魚塭一片

汪洋。 林烈堂先生提供

4 六輕主要的水源取自濁水溪集集攔河堰。集集攔河堰自2001年完工營運以來，至2009年底止，平均入流量約
每年50.5億噸，集集堰引水量約18.2億噸，約佔濁水溪入流量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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