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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豪/報導
「同學，你先慢慢參觀，等一下我忙完馬上就

來。」不管是一個人獨自參觀，或者是一群遊客，
董秀珍總是熱情地接待跟導覽劉興欽老師的漫畫作
品。原是宜蘭三星人的董秀珍，因為工作的緣故一
直都是待在台北，後來因為想到新竹這邊只剩下公
婆，於是她毅然決然地搬回了新竹橫山鄉這個客家
文化濃厚的地方，成為當地客家文化的一份子。她
接下在地文化推廣的工作，於是就有了劉興欽漫畫
館的誕生。
董秀珍原本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婦，但因為對孩子

的教育特別關心，就當起了學校的志工和家長會委
員，後來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橫山鄉九讚頭文化
協會的人，就一股腦兒地投入在地客家文化的發展
和傳承。

橫山鄉 傳承在地文化

協會交給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在橫山鄉建立一
個在地的文化傳承據點，她發現劉興欽老師的漫畫
中，客家人物的形象和生活方式非常鮮明，於是就
在當地成立了劉興欽漫畫館，九讚頭文化協會也把
館長這個重要職位交給了董秀珍。
在經營漫畫館的過程中，最讓董秀珍頭痛的地方

是其實她對漫畫一竅不通，而接下這漫畫館館長的
任務對她來說就像一大挑戰。董秀珍說：「做文
化推動本身自己就要喜歡，所以我把接漫畫館的態
度擺在學習，如果只能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那
就只能讀書而沒有別的方式了，所以我不管這些，
我認為這些過程都是在學習，如果能為地方做些甚
麼，那才是最重要的。」
當初會接下漫畫館的原因在於，董秀珍認為劉興

欽的作品對小朋友是有啟發的，如果真正地認識到
漫畫背後的意涵，那對小孩來說十分有意義。就因
為董秀珍認為客家教育對小孩很重要，所以即使是
硬著頭皮也要把漫畫館撐起來。因為協會的夥伴們
認為劉興欽是橫山人，橫山鄉的文化特色就要繼續
保留在橫山鄉，於是協會就租了內灣火車站後面的
舊員工宿舍，改造變成現在大家所熟悉的劉興欽漫
畫館。

從免費參觀 到收費管理

「當初租下這舊宿舍之後，我們自己清理，木工
和電工、布置等等的都要靠自己，但最難處理的，
當然還是維持漫畫館的開支」董秀珍說。一開始的

漫畫館其實算是小精品店，是完全不收費的，因為
董秀珍要讓大家都可以接觸到劉興欽的漫畫，讓大
家都可以好好地認識客家文化。
董秀珍說，初期資源可以說是相當的少，所有支

出依靠的都是一本本賣出去的漫畫，但是來的遊客
幾乎都是逛老街的人潮，累了想休息時就會到精品
店來，卻沒有人真正關心漫畫和客家文化，相對地

收入就無法維持漫畫館的租金。

觀光帶來的只有人手一支香腸的遊客和一大堆垃
圾，幾經思考之後，整個漫畫館園區決定要開始收
參觀費，這不但有效地管理了來參觀的訪客流量，
也吸引到了真正對漫畫有興趣的人。
董秀珍當然也知道，一個地方要活化，不能僅僅

依靠這五十元的參觀費來支持著，但她也知道劉興
欽的作品只存在年長一輩的記憶之中，對於現在的
年輕人是沒有吸引力的，於是漫畫館就融合了咖啡
館，希望讓來參觀的年齡層可以下降，在這裡一邊
休憩一邊認識客家文化，讓遊客在休息的同時，也
能跟漫畫館裡面的大嬸婆互動，一舉數得。

要讓小孩了解客家文化

地方文化產業經營不易，董秀珍也曾經想到過要
放棄，但心中一直有個聲音：「要讓小孩了解客家
文化」。就憑著這股念頭，她用客家媳婦的堅持撐
下這間漫畫館，全部只是因為她認為要維持客家文
化，社區裡就必須要有一個傳承的地方，讓下一代
認識自己的文化，所以在建立漫畫館的初期，她才
會不計較任何的付出，堅持做下去。
一直到現在，董秀珍都認為教育對於文化的保存

是很重要的，所以現在館內也會不定期地免費開放
給附近的小學做課外教學，她也親自帶活動和大地
遊戲，目的是要讓小朋友透過實際接觸到去了解客
家文化。董秀珍說，自己的認同感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認同所以去接受，也因為接受才會去喜歡，
等到喜歡了，自然而然會想要付出一些東西來維持
文化傳承。」

生活的文化 不學就會了

董秀珍並不是客家人，客家文化一開始對於她來
說是非常的遙遠，但是董秀珍表示：「其實只要生
活周遭的環境對了，自然而然就會習慣另一種文
化。」董秀珍喜歡學習新文化，所以也喜歡讓別人
學習客家文化。她強調，多認識、多學習是不吃虧
的，有些甚至是不需要學習就會的了，例如她回到

客家小村莊後，自然而然喜歡客家的碎花布，喜歡
村子裡的簡單樸實，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之下，一切
都會變得很容易。
對於時下年輕人的客家認同感逐漸流逝，董秀珍

也是有點憂心的。她說，這也許是時代的趨勢之下

無法避免的，但是常到客庄是有幫助的，多一份新
的文化體驗，也就是多了一種生活的態度與包容，
認識客家、認同客家、喜歡客家，你也可以跟客家
「談情說愛」。

●戴裕蒨/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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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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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開設電腦教室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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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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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棄 就有希望

●戴裕蒨/報導
從出生後一路走來，桂花媽媽劉桂心的物質條

件都算富裕，很少為了生活上的困境而煩惱。後
來家鄉遇上了九二一地震這個大災變，她和社區
媽媽一起努力，直到現在終於為家鄉大茅埔做出
一番成就。劉桂心認為「客家人就是這樣」，不
管遇到好的還是壞的環境，都會保有克勤克儉的
精神。
「硬頸」，是很多人用來描繪客家的形容詞。

對劉桂心來說，硬頸講的就是精神堅毅。她還舉
了九二一地震後的情況當例子，那時候台灣各地
都傳出嚴重的災情，有些人因為承受不了家破人
亡的打擊，或是無法面對後續重建的辛苦，選擇
以自殺來結束生命。但是，在大茅埔的客家人，
即使房子沒了、親人走了，還是不放棄任何希
望。
在重建的過程中，因為客委會資源的挹注，讓

社區媽媽們得以舉辦各式各樣的大型活動，推廣
客家文化，讓客家人不再當「隱藏的族群」，懂
得以自己為榮，找到了一個可以發揮的天地。
以前的桂花媽媽雖然很依戀自己的家鄉，卻不

知道它好在哪裡。走過了這十多年，經歷許多挑
戰，讓一度頹圮的大茅埔重燃生機，她才真的了
解到，祖先當初能在這裡扎根是那麼辛苦，也
讓劉桂心堅定這個信念：「客家文化真的不可以
斷！」

帶領大茅埔媽媽端出美食 九二一後重新站起來

劉桂心

董秀珍        

愛鄉情  富「桂」花 

認識客家 認同客家 喜歡客家

創設劉興欽漫畫館

 文化延續 要靠年輕人

●鄭豪/報導
見到有大學生採訪報導有關客家文化的主

題，董秀珍很開心地說：「文化還是必須靠你
們這一代年輕人才有辦法延續下去呀！」。她
認為在教育部推動鄉土教學下，現在的年輕人
比較認識自己的文化，不會那麼排斥，這是很
值得欣慰的事。
董秀珍本身並非客家人，卻因家庭的緣故搬

到客家庄，並在不知不覺中喜愛上客家文化。
因此她強調，雖然有些時候年輕人是因為學校
的作業而不得已認識客家，但這樣一定也是有
幫助的，說不定有些人認識之後就非常的喜歡
客家文化，所以她覺得這樣做很好，「因為年
輕人才大聲呀」，靠著這些本錢，才足以延續
客家。
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董秀珍顯得相當有信

心。她表示，現在的人都願意嘗試跟學習，而
且科技很發達，文化很快就可以被傳播出去，
憑藉著新一代的創意，一定可以讓客家走出不
一樣的一條路。她揚起眉頭說，只要下一代願
意挑起延續的責任，那麼客家文化就能夠存活
了。
親切又樂觀，這就是董秀珍一貫的作風，現

在一走入劉興欽漫畫館，如果迎面聽見一個大
嗓門高喊：「歡迎參觀！可以先休息、坐一下
再參觀喔」，不要被嚇到了，那就是勇於嘗
試、學習，對於挑戰躍躍欲試、樂觀看待事情
的館長董秀珍。

桂花產品中，劉桂心最推薦桂花茶。
  (客家美食生產合作社/提供)

活潑的董秀珍，自信且開心能擁有這間漫畫館來維持地方

文化。 (董秀珍/提供)

董秀珍相當支持現在年輕人的創作，圖為董秀珍(中)於內灣與駐村藝術家之合影。� (董秀珍/提供)

董秀珍有如漫畫中的大嬸婆一樣俏皮，她的笑容彷彿說著這裡的客家文化會一直傳承，不會凋零。 （鄭豪／攝影）

劉桂心成立的「東勢客家美食合作社」遠近馳名，連高雄市長陳菊都曾來拜訪。  (客家美食生產合作社/提供)

桂花媽媽劉桂心致力推廣客家美食。  (劉桂心/提供)

People 4
客家文化的推手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