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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土牛翻身
■洪雯倩／報導

震災後重生

火車駛過一畦畦綠油油的稻田，轟隆隆
的聲響劃破鄉間田野的寧靜。搭上台

鐵的區間車，來到了竹田驛站。映入眼簾的
是一座古樸且保存完善的日式木造車站，身
旁的老人家用客家話閒話家常，周遭的椰子
樹隨風搖擺，野貓懶洋洋地倒臥在站門口，
似乎走進了過去，回到了日治時代的純樸，
充滿著一種悠閒慢活的氛圍。

日式老車站 牆掛環保檳榔扇

竹田火車站是目前縱貫鐵路枋寮線中唯一
保持原貌的車站，四批落水式的屋頂及魚鱗
片狀的牆面，是為了適應當地多雨的氣候；
以竹子編製而成的牆內壁，是日本人利用當
地建材的智慧。
車站內部保有著日治時期的裝潢，但牆上

掛著的，是一支支曬乾的檳榔葉所製成的檳
榔扇。服務當地多年的志工李淑惠說，「這
檳榔扇阿，最能夠表現客家人節儉的一面。
這裡的天氣炎熱，客家人會撿地上的檳榔葉
柄，把它曬乾，再削尖做成扇子搧風。｣此種
方式既節省又環保。此外，讓孩童彩繪檳榔
扇，不但可讓孩子學習知足，也可體現廢物
利用的精神。
站內也販賣各式各樣的客家商品，像是花

布頭飾、拼布包、客家香包等等。往站外一

竹田驛站周圍景色優美，左方為池上一郎文庫，正前
方為李秀雲攝影館。 （顏晟宇／攝）

→社區報每期都由不同人為刊頭題字。 
 （洪雯倩／攝）

←客家文化館保留了客家傳統建築。
↓四合院由前方半月池和後方化胎包夾形成一圓。
 （洪雯倩／攝）
 

傳統的客家四合院建築是石岡人的驕
傲，勤樸的客家居民是石岡的特色。

石岡雖歷經了九二一大地震，由石岡人家園
再造協會協助重建，規劃「土牛客家文化
館」，凝聚了社區居民的力量，克服種種困
難，成就了今天相當繁盛的觀光景點。

劉家宗祠夥房 32間倒了28間

土牛客家文化館原是劉家宗祠夥房所在
地，由清朝貢生劉文進所建。劉家祖先來自
廣東大埔縣，在第十三代時來到台灣，而今
已經是第二十五代，所說的方言是大埔腔。

劉家以「豆腐」發跡，奠定了日後龐大的家
族。
然而，一九九九年一次無情的大地震，原有

的三十二處夥房，倒塌了二十八處，劉家後
代子孫劉嘉明說：「九二一大地震後，房子
倒塌我們沒有房子住，到處像廢墟一樣。」
而經由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協助重建，取得
劉家宗親同意無償提供政府使用五十五年，
當時的鄉長劉宏基也向政府爭取了基金，而
大家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如今的土牛客家文化
館，成為客家文化保存與發揚的重要據點。
土牛客家文化館以一座「活的客家文化館」

為大方向重新定位與重建，包含四大展廳、
外圍四戶現住戶、以及原有的周邊配置，其
中裡面的夥房，是由前方的半月池和後方的
化胎所包夾。劉嘉明表示，半月池是個半
圓，而化胎也是一個半圓，合起來就形成一
個圓。化台的地勢較高，代表著給夥房後面
有個依靠，也可以聚財。

居民同心重建 保存客家文化

夥房重建後劉家的祭祖、婚喪喜慶都將在
此進行，有別於閩南人的祭祀方法，劉嘉明
提到客家人是「神在外，主在內」，所以劉
家公廳內只有祭祀祖先。此外，劉家掃墓是
在春分時，而非清明節時進行，劉嘉明強調
說：「我們掃幕祭祖時會擺滿漢全席，還會
吹八音。」而每年回來祭祖的人數「父在子
不列」〈父親健在孩子不算在內〉有四百多
人。
在重建的過程中，由於劉家家族龐大，因此

石崗社區因為九二一大地震，許多房子倒
塌，而由「無殼蝸牛聯盟九二一災區支援小
組」於災後投入社會經濟調查工作，而後組
成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於二〇〇三年
在地化轉型為協會，協助石岡社區再造，
二〇〇六年「土牛客家文化館」在此落成，
也因此保存了客家傳統建築。

小檔案 石岡社區（台中市石岡區）

藉由這一次的採訪，也讓我有機會到石岡
社區去參訪，石岡就位於我的家鄉台中市，
如此近的地方我以前竟然都沒有去過。有別
於都市的汽機車油煙味，石岡社區飄來的是
清新的草原味，居民的純樸熱情是我在都市
中很少遇過的，記得我問路時，居民用那非
常有活力的聲音為我指路，還親切地邀請我
坐下來和他們泡杯茶，這種熱情的招待讓我
覺得好溫暖。
我還參觀了土牛客家文化館，那邊的志工
都好熱心地為我解說，也增加了我對客家人
的認識，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劉家庄整個
家族有八代同堂（吉、第、發、嘉、祥、
宏、開、天），我聽到時都嚇壞了呢！
以前對於客家人沒有什麼了解，但經過了
這次的參訪，讓我對客家人多了一層認識，
也發現到客家人相當地勤儉持家，像是石岡
有許多客家媽媽在地震後為了維持生計，而
一起經營了「客家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由
此可知這群客家媽媽有著相當強的韌性，不
畏困苦，為了家庭而堅強地生活。 
 （洪雯倩）

勤樸山城 劉家八代同堂

採。訪。側。記

內部的紛爭也較多，光是為了讓大家同意就花
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最後由劉家出土地，
鄉長劉宏基向政府爭取基金，以及社區居民的
努力，終於讓石岡社區有了新、舊融合的面
貌。
而今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致力於在地的文史

調查以及生態調查，還有以行政院青年輔導委
員會的「壯遊台灣」計畫為平台，推動石岡深
度旅遊，讓青少年們能進一步地了解石岡在地
的客家文化，這不僅推廣了石岡，也讓大家能
夠對此地加深認識。每年也會舉辦相當多的活
動，石岡人社區報總編輯管雅菁表示，因為他
們社區有一位石雕達人，而石岡社區又有個
「石」字，因此辦過「美麗「石」界─山城攝

影」活動，透過攝影表達石岡之美。
另外社區也曾舉辦過「尋找消失的五分

車」活動，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的執行秘書
黃國倫說：「五分車原是在八仙山森林鐵路
運送木材，其中會經過石岡，而五分車指的
是鐵路的軌距。」因為這項歷史背景促發了
這項活動。
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所奉行的目標為「致

力培養在地草根人才，協助成立在地草根組
織」，不論社區內的什麼事情，都會是他們
會繼續努力的方向。

石岡人社區報 凝聚社區意識

為了讓居民能了解社區發展的階段與相關
資訊，見證石岡的重建之路，《石岡人社區
報》於地震後重建時發行，而現在舉凡鄉內
發生的人、事、物及各項訊息預告都是社區
報的重點，社區報記錄了石岡人的大小事。
石岡人社區報總編輯管雅菁認為，這份社

區刊物對當地人來說極具意義，「會有人捐
款、有人投稿，也有人會問說怎麼還未收
到，這些都讓他們覺得社區報是有用的。」
而這份報紙的一大特點是，每期都會由不
同的人為刊頭題字，管雅菁相當驕傲地表示
說：「這可是我們的特色呢！」
一個月發行一次的石岡人社區報不僅記錄

了石岡人的生活，也成為了石岡人的歷史回
顧依據，從中他們可以得知過去、現在與未
來，自發行後已陪伴居民度過了十三個年
頭，從未間斷，之後也會陪伴居民一直走下
去。
石岡雖然歷經了大劫難，但居民不被命運

所擊敗，動員了石岡人的力量，讓一個不可
能的任務變成可能，保存了石岡的客家文

化，也讓居民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感情。如今石
岡成為了觀光景點，遊客也日益增加，「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石岡社區的力量見證了奇
蹟。

石岡大戶劉家庄的後代子孫劉嘉明。 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的執行秘書黃國倫與石岡人社區
報總編輯管雅菁正認真討論事情。 （洪雯倩／攝） （洪雯倩／攝）

瞧，驛站旁是完善的日式車站員工宿舍，澡
堂、柴房、古井保存完善。台鐵原本想要撤
站，並拆除舊有建築，但因為在此拍攝連續劇
「四月望雨」的演員們和竹田車站培養出深厚
的情感，便結合在地人士展開爭取，而使竹田
驛站保存下來。
步出驛站，香噴噴的菜香從「驛之園」的廚

房飄出。驛之園原本是台鐵員工的宿舍，近年
來改建為餐廳，販賣簡餐及鐵路便當。但不像
市面上的鐵路便當，這裡的便當充滿了客家風
味且結合當地特色。

台鐵老宿舍 飄出誘人飯菜香

竹田鄉素有「屏東米倉」的稱號，在日本殖
民之後，更有著濃濃的鐵路風情，為了行銷推
廣在地特色，驛之園結合在地食材，融合日式
車站鐵道風味，打造竹田鐵路便當，發展出地
方特色美食。
服務當地多年的履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賴

正仁表示，希望能透過竹田鐵路便當的特色，
行銷竹田驛站這個充滿歷史記憶的景點。要讓
社區運作起來，背後的推手除了理事長，還有
一群有熱忱的志工團。
這些志工多是鄉內的學生或是媽媽們，他們

在驛站幫忙銷售商品、打掃環境、社區導覽等
等。而像是志工李淑惠，因為擅長煮菜，總是
可以看到她在廚房裡忙著趕工做鐵路便當。
到了用餐時間，志工們更加忙碌。志工黃

釋賢苦笑著說:「每到假日，來玩的人都會變
多，總是忙不過來。｣由於這裡的鐵路便當，
都用當地的農產品入菜，特別受到觀光客喜
愛。
賴正仁期望有更多的年輕人投入社區的營

造及協助，回到家鄉，盡一份心力。　他說:
「年輕新血有著更豐富的創意，能夠提供我們
意見，看如何能讓行銷方式創新。｣竹田驛站
在高雄餐旅大學師生的協助下，以當地多數人
養殖的黑豬肉當主菜，檸檬雞腿也採用鄉內盛
產的檸檬來製作。當地食材、客家風味、鐵路
風情，混成一種完美組合。 

可惜…便當太搶手 沒嚐到

採。訪。側。記

履豐為早期六堆客家移民開墾地，鄉內閩
客混居，客家人佔了八成以上，客語的使用
普遍。地處於屏東平原的中央，大河均從竹
田鄉流過，土地肥沃，水利資源豐沛，因此
在農產品上產量豐富。在日本殖民的背景
下，鄉內充滿日式風情。此外，這個社區有
個特點是以一個鄉為社區，所有村落共同營
造這個社區。

小檔案
履豐社區（屏東縣竹田鄉）

當我剛出車站，便可感受到竹田是一個純
樸傳統的鄉鎮。沒有太多人造景致，只有大
片的椰林、檳榔樹點綴著房舍，巷弄間沒有
太多人駐足，只有小孩子在玩耍嬉戲，和幾
位老人家在樹下乘涼，用客家話溝通著，這
對外來的我來說十分新鮮。
我在站外走了又走，試圖憑著自己蒐集的
資料及記憶，來摸索這個社區。大致上都和
資料上相符，但唯一較可惜的是網站圖片中
的德興碾米廠，因為年久失修，已經崩塌且

殘破不堪，不禁有點感嘆，這座碾米廠在當
時可是頗具規模，也是最能代表早期六堆客
家移民在此發展的遺跡。
在志工李淑惠的細心導覽下，對這個受日
式風味薰陶下的客家社區更加了解。而且，
或許是因為客家傳統，搭上了日式殖民的背
景，讓竹田驛站更具特色。由於我去採訪時
是假日，果然到了中午時分，就有不少的遊
客出現。看著志工們在廚房裡忙進忙出，就
可知道鐵路便當有多受歡迎。甚至連我也沒
機會品嘗到，有點可惜。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賴正仁接受我的訪問
時，可以看出他在經營社區上，十分具有熱
誠。他說他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現在的
年輕人會喜歡去聽演唱會，拿著螢光棒跳
四、五小時，而不願聽聽客家音樂，體驗客
家文化?的確，客家文化的推廣不能只靠他們

這輩，需要更多的年輕客家子弟，願意回到
家鄉，保存屬於自己的文化。(顏晟宇)

竹田驛站東瀛風
鐵路便當客情濃

黑白老相片 喚醒農村舊回憶

右側的倉庫，原是作為堆放稻米，雜物用途，
而現在則改建為「李秀雲先生攝影紀念館」。李
秀雲是竹田鄉履豐社區土生土長的客家人。他不
追隨當時流行拍攝沙龍照的風潮，而是專注捕捉
周遭鄉民生活文化的寫實紀錄。
他的攝影題材包羅萬象，有童年記趣、農耕生

活、廟會祭典、祖孫情、客家村婦生活、風俗民
情、傳統建築等，將竹田這傳統客家社區，透過
鏡頭，把無數的回憶存為竹田人的寶藏。一張張
黑白老照片如穿越時光隧道，拼湊起在地人的往
事回憶，美麗與哀愁的情感，撼動著每位竹田鄉
民的心。
或許是種巧合，李秀雲的興趣，讓竹田鄉的

點點滴滴得以流傳。李淑惠說:「李老先生的照
片，讓早期客家農村的生活景照得以保存下來，
這是很珍貴的紀錄。」透過李秀雲的照片，不僅
僅讓當地人回味過去，也讓外地來的遊客，更真
實地觀察到客家鄉村實景。
賴正仁希望能讓李秀雲的照片作為客家文化的

一股推力，除了攝影紀念館的展示，也舉辦了票
選活動，將具有客家風情、人文風俗的照片轉製
成明信片，讓商品更有在地特色。

單車有國道 慢遊觀光新商機

近年來掀起一股騎鐵馬的風潮，再加上現代人
重視休閒旅遊，屏東縣政府和各鄉鎮合作，興建
有地方特色的單車國道。利用高架路下方的平面
道路，闢建自行車道，大熱天時不怕太陽直曬，
遇到下雨也不會淋成落湯雞。
坐上火車來到社區，騎著鐵馬享受鄉內的各式

風情，在單車國道上盡情奔馳，毋須擔心天氣好
壞，或是交通不便。目前鄉內希望透過單車國道
的設置，規畫出完整動線，讓旅客可以更深入體
驗在地文化。單車運動不僅是一種無碳旅遊，也
是「慢活」價值觀的最好體驗。
日治時期保留至今日的鐵道，帶給當地人許多

難以忘懷的回憶。而今，單車國道的興建，吸引
了大量的遊客，來享受在地人文、自然景致，共
同體驗竹田鄉的熱情，也一起寫下一段段美麗記
憶。

■顏晟宇／報導

↑有著客家人節儉意象的
檳榔扇，經過當地學童的
彩繪，成了驛站內的文創
商品。
→竹田鄉鐵路便當文化
季，以採用竹田米、黑豬
肉及客家菜所製成的鐵路
便當吸引觀光客。 
 （顏晟宇／攝）

李淑惠及志工團員們在廚房裡趕工製作鐵路便當，以應
付假日遊客人潮。 （顏晟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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