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礦鄉阿嬤的女力時代 

 

走在平溪的老街或鄉徑，常常見到臉上堆滿笑意的阿嬤，看起來慈善和藹又純樸，

不過，你可知道許多平溪阿嬤可是台灣能源史上非常重要的無名英雄? 

 

女礦工是平溪煤礦產業不可或缺卻少被提及的隱形拼圖 

 

提起平溪，許多人會想到天燈想到小火車，但其實平溪支線並非因應觀光而生，

而是肇始於煤礦產業的發展。 

 

煤礦產業是平溪經濟發展歷程的第一個春天，被稱為黑金的煤礦為平溪帶來將近

一個世紀的繁華歲月，說起礦工，大多數人的印象不外帶著礦工帽子，手執採礦

工具，粗曠黝黑的男性，但是礦場工作除了暗無天日的坑道內，坑外的工作也相

當繁重瑣碎，煤炭車或石碴車一出坑口，後面接續的工作八成都是女性礦工接手，

而女性在礦場工作的貢獻卻是較少被記錄也鮮少為一般人所知。 

 

坑外的工作從煤車一進選洗煤場開始，煤的分級篩選、操作翻台車、倒入卸煤櫃、

輸送帶和捲揚機的控制，以及捨石山所有石碴車上上下下與傾卸，甚至許多機械

故障的排除，幾乎都由女礦工一手包辦。 

 

往昔礦場的工作環境條件與現今礦業遺址清幽閑靜的氛圍有著天壤之別，地處荒

山僻壤的礦場，夏天像火爐般悶熱卻不能在漫揚煤塵裡歇口氣，到了冬天，綿綿

冬雨如刺鑽進骨子的寒冷，女礦工們依然得推著台車在捨石山上拚命。 

 

就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下，為了生活即使懷孕也不得休息。 

 

有一次我自己一個人推一台車要去載木頭，半路落馬(脫軌) ，我整個人栽

進車裡，又彈了起來，整個人整身撞到瘀青，那時候肚子裡有孩子，我家

老大… 

~陳玉蘭女士訪談記錄 

 

除了在礦場中進行勞累的體力工作，以貼補家用之外，女礦工們還需要操持家務

與照料家中老幼，比一般職業婦女承受的更大壓力。以礦工群體而言，女性礦工，

不僅在工作選擇上受到限制，薪資相對於男性礦工更是微薄許多，也因此許多的



女礦工除了礦場工作外，也兼有從事其他能夠賺錢的差事，而終日辛勤勞動的身

影，也成為平溪阿嬤們在青壯年時期共同的記憶圖像。 

 

…一肩扛起侍奉公婆的兒媳責任及培育眾多兒女，為了負擔家計生活，早

期每天清晨除了於礦區「洗煤炭」、假日攜子推攤車兜售冰水外，並勤儉持

家協助先生事業… 

~104 年模範母親胡林金花女士自述 

 

…國小畢業後，因家境困苦，即未再就讀，為減輕家中重擔，至台陽煤礦

公司等，選炭、水洗煤炭，並四處做裁縫貼補家計，回家後還需幫忙煮沸

廚餘餿水地瓜葉給豬吃… 

~104 年模範母親王林鑾女士自述 

 

…早期隨著丈夫從事採煤礦工作，並且於住所地開了一家洗衣店，來維持

基本生計… 

~105 年模範母親郭李花女士自述 

 

…從年輕時做礦工、洗煤炭、推台車、擺麵攤賣麵，到經營現在的小雜貨

店… 

…擔任 12 年煤礦工，每天四、五點起床工作，艱苦時期曾睡在礦坑裡，起

床梳洗後再回到礦坑裡工作，當時日子苦不堪言，為了生活只能咬牙忍過

去… 

~105 年模範母親闕于女士自述 

 

…家計繁重，早年便跟隨父母從事各項工作，無論是粗重的推礦車、繁瑣

的代工、或者辦桌師傅身旁的水腳… 

~105 年模範母親葉快女士自述 

 



 

 

 

 



 

 

 

  



 

 

 



礦場外的礦工太太也擔起礦鄉穩定的基盤 

即使沒有進入礦場工作，平溪阿嬤大部分是礦工的女眷，在阿嬤年輕時的那個年

代，往往兒女成群，阿嬤們常常也要下田工作、做手工補貼家用，操持家務相夫

教子也是非常辛勞。 

 

由於子女陸續出生，經濟壓力日趨吃緊，所幸我的夫婿忠厚老實、勤奮努

力，我則節儉持家，有機會即利用家庭代工或打零工等方式增加收入，從

插電子晶片、縫雨傘，到巫婆玩偶製作，常忙至深夜始息… 

~106 年模範母親魏胡菊江女士自述 

 

為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先夫在農閒之餘也得投入採挖煤礦工作，身為長媳，

平日便須操持家務及照顧公婆等整個大家庭的生活起居，而閒暇之餘亦須

得幫忙農事。 

~103 年模範母親胡詹碧珠女士自述 

 

…由於先生從事礦場工作，每天早出晚歸，我便一肩扛起侍奉公婆、撫育

子女的責任，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每日清晨早起至菜園種植農作物… 

~104 年模範母親胡楊罔市女士自述 

 

…嫁給從事礦業的先生，仍然得辛苦的忙碌著，除了先後出生的兒女們之

教養外，侍奉年邁的公婆當然也是肩上的責任。隨著礦業的沒落加上家計

的壓力，只好到建築工地及工廠上班來幫忙家裡的開銷… 

~105 年模範母親李胡花女士自述 

 

煤礦帶給平溪阿嬤們的死生契闊 

煤礦讓礦鄉阿嬤生活下去，卻也帶走許多阿嬤們至親所愛。礦場繁重的工作在阿

嬤們口中大同小異，談起災變的記憶，那樣的無常現在看似雲淡風輕，卻是每個

阿嬤們心中始終未癒的傷痕。 

 

我先生有遇到，在七堵的礦坑工作，遇到礦坑爆炸事故，所以三十幾歲就

過世，大概在 36 歲過世… 

~陳玉蘭女士訪談記錄 

 

…就便當帶著一個人出門，就希望盼這人回來才能放下心，要不然心裡像

針在扎很難過的，擔心說下坑不知道會不會危險… 



…我公公是”番仔坑”的人，那時候來招贅，誰知道 27 歲爆炸就死了，那

一次的意外死了四十幾個快五十個，那時候說當下從礦坑拉出來的就四十

八位的遺體，第四十九位也在救出來後沒多久過世，當時煤礦老闆去大壽

店買棺木，整間棺木店只有 50 具棺，棺木店老闆還以為他是要買來賣的，

加上救出來才過世的那位一共要 49 具棺木，誰知棺木店老闆還說剩下的那

一具棺木也送他，結果，煤礦老闆哭到說不出話來，看到殉難員工也難過

到無法站立行走，只能在地上爬行… 

~楊王春女士訪談記錄 

 

…古早就是這樣啦！現在都說佛祖，以前都不知道佛祖，都不知佛菩薩，

都說神明有保庇，公嬷有保庇，火硬按死，煤火兜眛做事啊，啊就跑出來，

跑道出坑而已就兜好爆炸，大都說穩中的，所以大家都追追來，一些親戚

知道的都趕快追過來，那時候真的炸死的真可憐，拖拖整個坑口排整排，

看得心肝都要掉了，好可憐… 

~嚴林桂娥女士訪談記錄 

 

…礦場工作經常面對無常災變的發生，心中常帶著焦慮與憂心掛念先生的

安危，果然一次災變中，礦坑內的落石壓斷了先生的右大腿，好在老天庇

佑，在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總算保住性命… 

~106 年模範母親魏胡菊江女士自述 

 

…民國 70 年農曆正月初五開工日，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做工作，有開工的紅

包可拿，但沒想到竟發生瓦斯爆炸，爆炸的地點正是爸爸工作的斜坑。 

因我是醫院的員工需要參與救災，所以第一時間就趕抵事務所，獲知爸爸

的名字竟然也在爆炸的斜坑工作人員中，當下全身不由自主的抖，四處奔

走打聽，有人告訴我在坑口有看到爸爸，他是已到坑口碰到救災人員，說

他工作的斜坑爆炸，他馬上轉身投入救災，所以未來得及報備，接到爆炸

消息是早上，直到找到爸爸已是晚上 7.8 點，這段時間的忐忑不安，真是

難熬，後來他工作的夥伴都罹難了。 

記得沒休息幾天，礦坑可開工，他又入坑工作，當時為了生活，也只好如

此。 

~嚴錦雲女士訪談記錄 

 

除了災變，坑內挖礦工作造成的塵肺症等等各種疾病也讓許多阿嬤們的丈夫無法

安享晚年，甚至為數不少的平溪阿嬤早年喪夫，必須堅強獨立扶養子女，獨自度

過餘生。 

 

…一開始叫他去看醫生他不願意，之後看了醫生，確定是矽肺，他不願意



治療，幾個月後，就說他喘不過來了，要治療已經也沒辦法至治療了… 

~陳素娥女士訪談記錄 

 

我先生都是做打石工，都是做石頭爆破的，所以才會得塵肺症，到年紀大

了都醫治不好，好像人家挖煤的好像比較不會；有時候看到偶發意外，我

們也是很難過的，過去我先生的爸爸就是在礦坑殉難的，所以心中就會很

難過… 

~揚王春女士訪談記錄 

 

礦鄉性別意識的觀察 

生命共同體的互助合作 

 

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產業型態，礦鄉生活的壓力主要來自災變風險的高度可能性，

即使在傳統性別觀念架構桎梏，礦鄉女性在承受比一般女性更高的壓力情況下，

許多平溪阿嬤幾十年礦鄉的生存經驗反映出的性格表現往往較一般女性更為鮮

明，即使傳統觀念仍不免有所影響，對於生活各個面相大小事的，平溪的阿嬤阿

公兩性溝通上也較其他地區直接明白許多。 

 

在性別平等的課題上，或許在經歷多年高度災變風險的壓力下，礦鄉居民性別之

間也許不再計較形式上的平等與否，而是理解互相承受的壓力，理解彼此的差異，

當然也非常可能不能理解，但在嚴峻的生存挑戰下，在生活的每一天，在結構造

成的不平等中相互合作，達成養兒育女的生存目標，也為平溪的社會經濟發展歷

程分別做出不可忽略的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