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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桂心　端出美食劉桂心　端出美食 九二一後重新站起來九二一後重新站起來
愛鄉情愛鄉情 富「桂」花富「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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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東勢鎮大茅埔的劉桂心，人稱「桂花媽媽」。從小就住在這個典型的客家聚落，她總盼

望著有一天可以離開這個鄉下地方，到繁華的台中市討生活。後來，她也真的在台中市區有了自

己的家，圓了兒時的夢。然而，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大茅埔的災情慘重，讓劉桂心決心

回到家鄉，為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付出一份心力。

「客家安可」節目採訪，桂花媽媽與主持人許仁杰合影留念。(慶東 客家 桂花情 部落格/提供)

「桂」在愛鄉「桂」在愛鄉  

    走在大茅埔的巷弄裡，有種難以形容的自在氛圍，讓人不自覺地放鬆、不自覺地放慢腳步。巷

弄兩旁的房子不掩門戶，可以看到一群上了年紀的老人家們圍著小茶几泡茶聊天，轉頭又可以看

到幾個小朋友在自家客廳裡，盯著電視機目不轉睛。空間的開放與居民間的互相信任，是大茅埔

給人的第一印象。

    小時候，劉桂心並沒有很好的資源可以學習，大茅埔雖然是她最愛的家鄉，但是發展落後卻是

不可否認的事實。結婚後，她留在大茅埔當一名專職的家庭主婦，偶爾也會下田協助農作，主要

種植水蜜桃和檸檬。雖然這些作物到最後都賠本，但是因為桂花媽媽知道母親很重視這些土地，

所以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出售這些土地。

    然而，當桂花媽媽的子女長大後，她不想孩子像她一樣經歷教育、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決定

搬離這個地方。但是深愛大茅埔的她，並未與家鄉完全脫節，在假日、節慶時，總是會回家看看

。除了擔任東勢鎮大茅埔村慶東社區的社區媽媽班班長，她還開設電腦教室，義務教導社區裡的

人如何使用電腦、應用網路，讓家鄉裡的人也有機會可以透過網路，看看外面的世界。劉桂心表

示，雖然她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她仍不捨對家鄉的愛，想要它未來可以更好。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晚上，桂花媽媽一家人正好回到大茅埔，協助隔天中秋節的活動籌備。

她回憶起那一晚：「那一陣天搖地動，老舊的房子不是倒了，就是裂得幾乎不能夠住人了，電腦

教室的電腦也都被壓壞了。」因為這場天災，當地的建築幾乎都毀壞了，許多工廠與商業場所無

法營業，一夕之間大茅埔的人幾乎都失業了。看著家鄉裡的人因為失去了收入、失去了可以遮風

避雨的家、甚至失去了重要的親人，慌亂無助全寫在臉上，桂花媽媽便下定決心要盡她最大的力

量，讓大茅埔重新站起來。

「桂」在堅毅「桂」在堅毅

    桂花媽媽在大家最困難的時候，提供了自家的土地，號召社區媽媽們種下了二千株桂花，聘請

五星級餐廳的大廚到大茅埔開班，教社區媽媽如何將桂花結合其他食材，創造出更多有特色的客

家美食，成立了「東勢客家美食合作社」，販售社區媽媽們自製的客家美食，例如：客家粽、艾

粄、桂花蜜、桂花牛軋糖……等，除了給家鄉的人一份收入，也為她們找到一個生活重心，希望

她們因為忙碌而淡忘心中的傷痛。

    劉桂心在大茅埔投入的工作，就是所謂的「社區營造」。但一開始她並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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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麼，她只是單純地集合社區媽媽，運用她多年來擔任社區媽媽的班長，參與政府舉辦活動

時所認識的人脈，和積極參與政府當時為受災社區舉辦訓練活動的經驗，建立了「東勢客家美食

合作社」，劉桂心凝聚了鄉人的力量、帶領家鄉前進。

    社區營造初期，對她們這群社區媽媽來說，最困難的就是撰寫計畫書，向政府單位申請經費。

另外，當美食合作社訂單太多的時候，整個社區的人都必須熬夜通宵，才能把產品趕出來。由於

大茅埔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地方，大部分的居民並不懂得行銷、交際。在推銷方式上的認知差異，

常使劉桂心感到力不從心，她說：「對社區媽媽們來說是第一次的經驗，她們不懂為什麼要提供

試吃，覺得試吃會賠錢，可是我告訴她們『有付出才會有收穫』。」

    曾經任職壽險公司業務員，並曾在伊甸基金會擔任過義賣義工的劉桂心，因為有較多與人接洽

、行銷上的經驗，在初期幾乎包辦了所有的工作，包括爭取訂單、製作產品、找老師來教學、對

外行銷等，整天在外奔波，常常一回到家，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身心俱疲的她，也曾經想過要

放棄，但基於愛家鄉的心，她知道這個社區的人需要這份工作，也知道他們都相信她。為了讓大

茅埔蛻變，她知道她不可以放棄。經過了劉桂心多年的努力，大茅埔以社區媽媽為主要成員的「

東勢客家美食合作社」，以「桂花小舖」的名字聞名，整個組織也越來越有結構。

桂花媽媽劉桂心致力推廣客家美食。 (劉桂心/提供)

「桂」在成長「桂」在成長

    回憶起這十幾年來的努力，劉桂心認為完全是值得的。「九二一之前，雖然大家的互動都很和

諧、熱絡，但講到利益還是會自私，可是現在大家都很願意付出，甚至會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協助

社區的活動。」她並強調，以往客家人比較保守，不懂得去表達自己的善意，但是經過這幾年的

改變，社區媽媽們面對外來的遊客們，都一改以往的不知所措，開始懂得去與人群互動。另外，

因為受過很多人的幫助，現在大茅埔的人們也開始想要去幫助更多人，除了出售客家傳統美食外

，成員們也投入社區服務，經常舉辦社區環保、關懷老人、推廣健康蔬食等活動。

    從擔任媽媽教室班長，到九二一地震後帶領家鄉的民眾站起來。桂花媽媽說：「從前我不知道

甚麼是社區營造，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社區營造，經歷了二十多年，可以傳承了。」現在

的她，漸漸退居幕後，想要讓年輕的一代接手，而談到她們未來會努力的方向：「除了社區乾淨

，還有『今日的老人就是明日的自己』的計畫，希望大茅埔是老人的天堂。」她們將會定期安排

醫護人員到府義診，並設置一個「老人食堂」，讓白天沒有人照顧的老人不會有飲食上的煩惱。

    桂花，在客家人心中是富貴的象徵，對客家人有「只要不放棄希望，富貴一定相隨」的意義。

從種下了兩千株的桂花、販售以桂花為特色的客家美食，到因「桂花小舖」帶來的觀光人潮，和

成效顯著的社區營造，現在的大茅埔真的因為桂花而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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