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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砂硬漢的「花田桔事」採砂硬漢的「花田桔事」

2014-03-29   張宇翔 

　　沉穩而緩慢的音調夾雜著國語、台語、客語三種語言，永巨企業的主要合夥人張松盛娓娓道

出自己參與苗栗三灣鄉社區改造的見解。本身就是該地客家人的他，在漸漸淡出公司裡繁忙的業

務之後，順應現在在台灣蓬勃的社區營造風氣，參與了三灣鄉的社區改造。目標是讓陪伴他成長

的三灣鄉，從以往只能依賴種植高接梨賺錢的鄉村，變成一個一年四季都很適合來玩的觀光景點

，重新建立這個苗栗小鎮的新價值。

　　張松盛經營一座位於頭份的採砂場，因年事已高，便把公司的事務交接給年輕一輩，自己則

將生活童心放在參與三灣鄉的社區改造上。在公司累積了豐厚的管理以及處事經驗，使他能從容

提供對於三灣鄉觀光建設的有利見解，他十分注重與人的應對進退，隨時不忘提醒身邊的年輕人

注意禮貌，也表現了他做為一個公司管理者應有的風範。

夏秋高接梨夏秋高接梨   冬春百日草冬春百日草

　　三灣鄉是苗栗的客家農村，主要以操持四縣腔客語為主，原來以種植高接梨而聞名，但高接

梨的產季只在夏秋之際，以往也只有這個時候會有觀光客進來。張松盛希望在冬天和春天也能吸

引一些觀光客來三灣鄉遊覽。「種一些漂亮的，在冬天春天也會盛開的花朵來。」因此他選擇了

花期長而且全年都會開花的百日草。對於這些花卉會不會無法代表三灣這個傳統客家聚落，他輕

鬆以對地說：「等到種出來能吸引人潮之後，這些花就是代表三灣鄉的花了。其實其他地方所謂

的客家印象，大部分也是媒體炒作的啦！」

　　沒有多費唇舌去闡述他的花海種得何其美麗，張松盛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到當地去看一

看。他一邊開著車，一邊指點著窗外的水庫、山路和沿途一些不大起眼的小地方，每一個片段對

他而言似乎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令人感受到他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年紀大了，會比較嚮往田園

的生活，所以我選擇回到故鄉為他們做點事。」到了三灣老家，映入眼簾的是客家古厝前面一片

色彩繽紛的百日草。他開始介紹他的得意之作：花田迷宮和稈棚。

回憶創立永巨企業時的過程，不自覺的捏了捏左手，彷彿能藉此觸動一些他的回憶。(攝影/張宇翔)

美化社區打造花田迷宮美化社區打造花田迷宮

　　由於張松盛認為客家的印象即是農村田園的印象，他便利用老家附近的稻田種了一大片百日

草，並用棉繩和木材做出蜿蜒的小道，讓來遊覽的人可以穿梭於花叢當中，享受沉浸花海的浪漫

美好，如此就成為一座有模有樣的花田迷宮了。順著張松盛所指的方向，那是在隨風搖曳的花海

中浮載浮沉的稻草小屋。「客家人叫這個稈棚，就是稻草屋的意思。」張松盛一邊說明一邊拿出

剪報，並指著其中一張照片，「看看，這張照片是舊的，只有一座稈棚，現在我們已經有兩座了

。」他似乎看見自己的理想就像這座剛蓋好的稈棚一樣，有了一個穩定的發展，張松盛自信地看

著眼前一點一滴辛苦打造的，宛如印象派畫作的美景。

　　如何才能吸引人潮是張松盛進行社區改造的一大重要課題。他認為，要讓三灣鄉的街道充滿

生氣，必領先從小環境開始做起。「厝邊隔壁把這附近荒廢不用的空地整理過，成為一塊一塊的

小花園，路邊也用磚仔隔出一格一格的種小花朵，讓整個三灣地區每個角落都漂漂亮亮的。」開

著車，換成用台語述說著從前路邊這些沒有人管的零碎空地，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讓人看了心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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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怡的夾道花徑，張松盛也得意地笑了。對於能夠讓自己的理想和社區的發展結合，他顯然很開

心。

　　有了美好的環境，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大家都知道三灣有個如此優美的景致了。張松盛

以「花田桔事」為名，結合鄉公所的資源呈現一個有系統的觀光行程，「剛剛有沒有注意看稈棚

下面吊掛的木牌，那是和隔壁的廟宇一起製作的祈福卡，每一張都有觀音的加持喔！」他對於觀

光事務的敏銳度，讓人折服在他精明的生意頭腦下。

四縣不四縣四縣不四縣   海陸不海陸海陸不海陸

　　回到張松盛在頭份的住處，談到他對於於客家身分的認同時，「我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

啊！」張松盛隨即用非常標準的國語說出這句話，反而令人有些懷疑他的客家身分。但就在這個

時候，一個附近的鄰居突然到他家裡來，想跟他借小孩子騎的三輪車，張松盛又用了流利的四縣

客家話與之交談，隨後繼續以那幾乎有點老北京的國語繼續接受採訪。

　　「我想客家人是有語言天才的吧！」他說得很有自信。在外面跟別人談生意的時候，他的閩

南話講得太好了，大家都不相信他是客家人，對於三種語言的靈活切換，他覺得這就是一個客家

人的特色。「你聽本省的長輩講國語，口音應該很重吧！」他這麼說，指的大概就是像台灣國語

這樣的腔調吧！相較起來他認為他的國語標準多了。

　　對於客家電視台裡頭的客語，張松盛有些話想說。「我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講的客家話四

縣不四縣，海陸不海陸的，我覺得很失望。」簡單的一句話表達了他對客家電現台的想法，他說

現在很多的客家人其實都已經不大會講客家話了，在台北這個現象尤其嚴重：「人本來就是要跟

外界交流的啊！而如果你周遭都沒人講客家話，那你自然就會被同化了嘛！沒辦法，要討生活，

有的時候顧不了那麼多。」張松盛表示。

　　包括對農村生活的嚮往、對三灣觀光發展的見解與期待、以及對於客家話的一些看法，構築

了張松盛身為一個客家人、一個創業者及一個熱心公共事務的鄉民的多重身分。又如他流利的運

用著三種語言一般，他自由自在地在這三種角色的扮演中，享受他半退休生活中的悠閑恬適。

 眼前這片百日草花海是張松盛(右)一手打造的傑作。(攝影/張宇翔)

成功的要素成功的要素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永巨企業是位於苗栗頭份的採砂場，張松盛與他志同道合的五個朋友，在幾十年前白手起家

，自行籌措資金開設了這家採砂場。「我本來是在台玻上班，後來如道台玻的原物料想要外包，

說想說乾脆找幾個有這方面專長的朋友一起做，因此我們公司專營承攬代工的業務。」當時的經

濟環境尚稱不錯，雖然起步的時候仍困難，但也慢慢地讓這座公司有一定的規模。對於這一點，

張松盛感到很欣慰。

    張松盛的朋友都是有著各自專長的客家人，現任的老闆是運輸方面的專業，而張松盛本身的專

長是原砂的洗選作業。「採好的石英砂透過機器分成主要產品和副產品。主要產品就拿來做玻璃

，那副產品就是瓷土，拿來作瓷器用的，那時候瓷土的價錢還比較好呢！」張松盛概略地說了他

所負責的部分，也提到那時創業的優勢，就在於他們各自多年的工作經驗。能夠各司其職並發揮

所長，用人唯才也是他的理念。

　　當問及為何不向銀行貸款此問題時，張松盛不禁笑了。「那時的銀行很聰明啊！你要拿什麼

來抵押很重要，那時候要借錢比現在難，所以才會有什麼超貸案之類的事發生。」一邊喝著茶，

一邊說著當時創業的大小事，張松盛在談話的過程中表現出就事論事的一面，他是一個務實的人

，與人說話時總是很謹慎，一字一句其實都反映出他的深思熟慮，卻仍然帶有著幾分輕鬆。

　　聽到曾有人研究客家企業家是否能代表著某種特殊的企業家類型，張松盛表達了他的質疑。

他認為一個成功的企業所要具備的要素都差不多，腳踏實地，認清現實都很重要，還有穩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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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和抗壓力，他不以為他是客家人，便理所當然地擁有這些特質。然而，從這位老先生銳利的眼

中，仍可看到一份堅毅果敢的內在，這是他的精神，不應說是他的客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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