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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陰，飄細雨的早晨。
一件件表演道具、一面面獎牌、一

張張與名人的合照出現在眼前。一塊塊獲贈
的匾額、一隻隻草編動物堆疊在角落。打開
由以前養豬的豬舍改造為儲放農具和表演道
具的倉庫中，簡直就像打開了博物館。
這裡是新竹縣新埔鎮巨埔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曾國渠的家，社區的成果都聚集在這
裡，不論是活動抑或比賽，大家都非常賣力
的參與。像是「一生一樹，綠海家園」的植
樹運動，全國就是由巨埔社區所率先響應；
「客家桐花季書法比賽」則是結合其他社區
一同辦的比賽；另外社區也報名了「社區營
造金巷獎計畫」、做社區營造時必備的「培
根計畫」、「吳濁流故居周邊生活環境營
造工程」；而新竹縣長邱鏡淳也很欣賞巨
埔社區的草編動物，所以邀請他們去參與
二〇一三年的台灣燈會活動。
小至九歲，大至八十六歲，居民們以積極

熱忱之名，使巨埔社區徹頭徹尾活躍了起
來。講到巨埔，第一印象就是文學家吳濁流
的故居。近期經過一連串改造後以嶄新的樣
貌開放參觀。

吳濁流故居 官民攜手修復

坐落於巨埔三元宮旁的吳濁流故居，於民
國一百年完成整修，披著嶄新的樣貌，門匾
上雕刻的「至德堂」說明了吳氏延陵世系的
家族源流。傳統的三合院建築，卻湧現一股

↓歡迎到造橋鄉的創意趣
味標示。 （包金／攝）

湛藍的蒼穹一片，幾朵白雲悠閒舒卷，
陽光溫煦灑落，清風拂面而來，三兩

遊人步下火車，隨著列車行駛聲越來越遠，
映入眼簾的是百年火車站，兩旁翠綠的樹搖
曳，木棧小道沿著鐵軌邊，排開了悠閒的生
活，一口古井沉靜地刻上歲月傷痕，這裡是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

百年老車站 繁華落盡

造橋在火車站還沒興建之前，仰賴古道和
橋樑與外界溝通，早期技術不夠精良，每
當下大雨或颱風天，與外界便因橋斷而隔絕
了，天氣一轉晴，當地居民馬上又要開始造
橋，這種情況不斷重演，後來就因此而得
名。
 等到火車站發展，造橋又展現另一番特

色。造橋火車站歷史相當久遠，建立於日治
時期明治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三年），現
今樣貌是在昭和十年（西元一九三五年）改
建而成，是台灣第一座混擬土平頂建築，當
時十分風光，地方礦區吸引日本皇室許多人
來參觀，甚至連裕仁太子也來訪。
現今造橋村又恢復到一個純樸的小鎮，走

在街道上，只有一間便利商店在火車站外，
其餘都是雜貨店，來往車輛不多，房屋建築
大多二、三層樓，有些還是傳統客家三合院
「圍籠屋」，沒有任何高樓大廈。許多老公
公、老婆婆們，都用客語在互相談天說地，
也不太見到青壯年人，唯一到處可以見到
的，就是茂密蓊鬱的樹。

新故鄉再造 綠廊重現

由於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造橋社區發展協會在一九九三年成立，
當時居民都還不太懂社區營造，政府也剛推
計畫，並沒有很多教學活動和主導的專業人
士，當地居民只成立一個地區巡守隊，剛開
始比較有紀律，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巡守隊
變成了「尋酒隊」，居民觀感也不怎麼好。
在二〇〇二年政府推動「新故鄉社區總體營
造計畫」，社造風再吹起，造橋村周遭的社
區開始整頓，當地居民也希望有所改變，於
是造樹造路的計畫展開了。
過去造橋是以口山古道為交通通道，鐵路興

建後，古道就這樣被遺忘了約七十年之久。
社區營造師黃國雄表示，當時他剛好退休，
因為許多朋友拜託他一起參與古道的修復，
原本想說稍微幫忙就好，沒想到從基礎訓
練、寫企劃書到最後執行和管理全程投入，
開啟了他退休後不同的生活。

黃國雄加入古道修復後，負責監督整修工
程，巡守隊員也積極參與，不停地種植樹木，
原本幾近不毛之地的山坡，現今已經綠樹成
蔭，成為名副其實的綠色走廊，常獲選為苗栗
縣政府林務局的模範，古道目前也成為當地居
民休閒、親近自然的好去處，國中小老師還會
帶學生去健行訓練體能，也吸引不少觀光客前
來遊訪。

整舊展新貌 貼近生活

造橋不只古道修葺，近年來還推動像是天主
堂和圖書館合併，讓村民有個更好的閱讀地
點，或是配合政府的圍牆透明化，將造橋國中
的圍牆降低且綠化，還有農會改建和造景。其
中最吸引人的改造就是車站造景，沿鐵路的木
棧道，兩旁種了不少花卉，幾株垂柳伴著小型
噴泉，許多可供休憩的椅子，讓車站在歷史洪
流下，煥然一新卻不失原來面貌。
最近黃國雄忙於台鐵三棟舊宿舍整修，當翻

修完後，又會為旁邊的車站增加更多色彩。他
表示，如果客委會沒有要特別做什麼安排，他
們希望善用宿舍空間，分別規畫為造橋客家文
化導覽室、老人聚會所和會議室。

相約星期五 老人同樂

造橋村屬於較農村的形態，因此也躲不過人
口外流的命運，多數年輕人，為了找尋更多的
工作機會，紛紛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留下
一群已退休的阿公阿婆們，獨守自己最熟悉的
家鄉。因此造橋社區發展協會目前的工作就是
以「關懷據點」為發展重點，關懷對象就是這
群年早過半百的老人，為他們提供一個屬於家
的溫暖，以及特定時間一同聚集的環境。

協會平時都在每個星期五早上到中午，提
供老年人們可以一同聊天、一同唱歌、一同
吃飯的環境，同時也幫老人們測量血壓，順
便關心一下最近狀況，特別是在元宵、端
午、中秋三大節慶，都會有許多應景節目，
重陽節也會有休閒活動，當地志工相當熱心
參與。
志工羅蘭香已經為協會投入心血有十五年

之久，她不僅是老人團一員，也是志工團的
領導。她表示，每星期買菜都是她一手包
辦，冬至的湯圓的料也是她去選，平常大家
在家看電視也不太好，每星期五出來走走、
唱歌和吃飯，這樣很愉快。
協會還會舉辦一些課程供居民學習，像舞

蹈班、插花班、歌謠班、米食班等。例如：
歌謠班會教唱日語、國語、客家、閩南語等
不同語言的歌曲；米食班則會教阿嬤們做一
些平常不會嘗試的食物。羅蘭香表示：「大
家的廚藝幾乎都比老師好，當然要學點不一

樣的。」
「目前困境是多數志工都是老年人，所以在寫

企劃書，或在做資料整理上，是相當困難的，
大家都不太會用電腦處理」，協會理事長夫人
提到，在造橋村就有五十幾位老年人，每星期做
電訪、量血壓等等，這些數據都是用手寫的，讓
志工感到困擾和不便。雖然造橋村居民參與度很
高，但青年人口外流，人才的斷層是目前面臨的
一大挑戰。

火車站旁典雅造景，木棧道和垂柳、噴泉，優閒舒適
的生活氣氛。 （包金／攝）

清新的文學洪流。
老舊的故居本已在歲月之中慢慢風化，漸漸

被人們所遺忘。「吳濁流故居是巨埔社區的
寶藏，曾國渠說，這裡有這麼一個文學家的住
處，也富有很多人文社會的意義，不應就這樣
讓它沒入歷史之中。於是協會召集了一些當地
的居民成立「挖掘社區寶藏研習會」，到老舊
的故居巡視、造訪當地耆老、讀遍吳濁流文
物。大家分工合作，再一起討論，資料收集完
成以後辦成果發表會。又加上了新竹縣政府文
化局向客委會爭取到的補助經費，於是開始進
行了硬體設施的修繕。
巨埔里里長張清漢說，這次的故居修復前後

歷經約五年之久，故居修復無非就是要讓大家
知道巨埔里有這麼一個客家文人的住處，「最
近有時會有遊覽車來這裡」，除了觀光客外，
也有很多國小、國中的小朋友來校外教學，附
近的居民也經常會來參觀。
吳濁流故居修復的過程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

的合作成品。如今它儼然已成為巨埔的頭號景
點，但往後若要朝光觀方面發展，配套行程勢
必就不可或缺了。
以吳濁流故居做為中心出發，新埔鎮公所於

民國一百年向政府爭取到「新埔鎮巨埔里蓮花
池至吳濁流故居周邊生活環境工程」的經費，
希望更進一步將故居周遭的許多特色景點也找
出來。像吳濁流墓園、飛龍登山步道、載熙古
道、滿妹洗衫窟、巨埔蓮花池等等的地方，都
是具潛力的客家文化觀光景點，再和其他社區
的景點來做一個配套行程，未來會做更詳盡的

規劃和實踐。
面對巨埔三元宮裡庇蔭著居民們生活的三官

大帝，緊鄰在旁邊的就是社區活動中心，轉
個彎，大樹下聚集了幾個居民正聊著天。儘管
下著綿綿細雨，大家也絲毫沒有想要回家的意
思。
「你不要看現在活動中心空蕩蕩的喔，星期

二你就知道了！」原來訪談後幾天社區有活
動，張清漢說，他們如果要辦活動時，都會在
三元宮和活動中心前練習，居民參與相當熱
烈。他強調，因為屬於客家務農社區，難免會
有年輕人離鄉的問題，怕居民彼此之間以後就
生疏了，所以曾國渠召集了居民們從事各種活

社區挖寶 溫馨滿懷

採。訪。側。記

位於新埔鎮東北部山坡丘陵地，霄裡溪流
域，居民約一千五百人，務農，百分之九十九
為客家族群。社區特色包括新埔鎮僅存的一家
振慶製茶工廠、社區居民活動的中心三元宮、
人文歷史建築吳濁流故居。

小檔案
巨埔社區（新竹縣新埔鎮）

巨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國渠非常好
客，一聽到要採訪便開始翻箱倒櫃出許許多
多的東西，一邊介紹照片的故事給我聽，一
邊自己回憶裡面的故事。後來帶我到儲藏室
時拿出了表演時的道具服、玩偶的頭，還俏
皮地戴上玩偶頭逗我笑。
他如數家珍般向我介紹這些道具的用途，
編草牛給我看，也教我編。後來還帶我到蓮
花池，他說夏天時如果鋪東西甚至可以踩到

葉子上。當我要離開時，曾國渠雖然送我們
出門口，但卻也露出了孤單的表情，我想，
他一定很希望多一點人他家玩吧。
巨埔里長張清漢沒有因為我突如其來地打
擾他與居民們的聊天而感到任何不適，反而
還說了一大段的話，還跟我說，以後如果還
想知道一些有關在地的事情就可以約他，下
次可以坐在大樹下喝著茶舒服的聊天。
製茶廠廠長鄧慶火雖然在採訪時都一直很
冷靜，但卻也很細心，從頭到尾我的茶杯裡
的茶總是滿著的。一踏進製茶廠就聞到清新
的茶葉香，即使這季節已經沒有再做加工
了。當廠長在介紹機器的用途時，我彷彿聽
到「柯茲柯茲」的機械聲，聽到輸送帶送著
被剪好的茶葉，聞到了濃郁的香味。廠長甚

至還打開了整片還沒裝封的包種茶給我們看，
那整片的包種茶葉就像一張酥軟的床鋪耶，我
真想一股腦倒上茶葉床打滾。 （侯怡安）

動與比賽，讓大家情感得以維繫得很好。這些
活動小至社區內自己辦的活動，大至全國的客
家桐花季活動。
而二〇一三年將要在新竹展開的燈會，也邀

請了巨埔社區以「草編動物」參與活動，曾國
渠開心地把草編牛、豬、雞一一從倉庫拿出
來。他說，平常都會有社區的阿姨們來這裡，
坐在旁邊那棵樹木下的石頭上編草動物，一隻
大隻的草編牛可以編上一個月。之前辦社區活
動有遊行時，都會把這些草編的成品搬上場，
也因為這樣，才會被縣政府看到，邀請去參加
這次的燈會活動。

振慶製茶廠 走過40年 全鎮僅存

另外，社區活動的另一個好夥伴，就是至今
新埔鎮僅存的一家製茶廠—振慶製茶廠。現今
茶產業，幾乎都仰賴進口茶，台灣的茶農可說
是越來越少。以前在三元宮後方小山坡整片都
是茶園，然而年輕人口外流加上植樹運動，茶
園都紛紛變成綠樹和稻田。
看著牆上掛著經濟部的感謝狀「創業四十年

以上歷史悠久…」的字樣，振慶製茶廠廠長鄧
慶火感嘆地說，「現在幾乎都是幫龍潭的茶農
作加工和批發，冬天沒有茶，就轉賣柿餅。」
他指出，製茶業是在民國五十六年到七十年

間最多，但現在很多同行的都不做了，只剩振
慶苦撐著，因此每當社區發展協會要辦活動
時，都會找他們去賣一些小包裝茶；同時製茶
廠也開放讓參與活動的人們到製茶場內參觀。
而現在這家新埔鎮僅存的茶廠，不管對巨埔
社區還是對整個台灣來說，都是一個珍貴的存
在。
進行社區營造時必定要有一套完善的規劃過

程，參與過培根班等相關課程，對於巨埔往後
的發展方向才會有更清楚的構思。巨埔的寶藏

↑經整修後的吳濁流故居別有一番文
學風貌。未來將規劃結合故居與其周
邊各景點發展一配套行程。 
→為了二〇一三年新竹燈會而準備的
草編動物，曾國渠親自編起草編牛。
 （侯怡安／攝）
↓新埔鎮僅存的振慶茶廠在社區活動
時開放參觀。 （振慶製茶廠/提供）

張清漢描述，三元宮旁的社區活動中心，總是聚集許多
居民一起準備活動。  （侯怡安／攝）

口山古道入口，蓊鬱的樹交織成的綠隧道，是居民
休閒好去處。 （包金／攝）

從火車站下車時，我第一個想法，來到了
一個純樸的小鎮，漫步在造橋，其造景上的
規劃，讓我眼睛一亮，立刻愛上了這裡的環
境。經過農會時，深刻的覺得，相當適合在
裡面經營餐廳。路過圖書館，再次震驚，通
常鄉鎮圖書館建築給我的感覺是呆板生硬，
但這裡竟然別有一番風格，相當雅致乾淨。
後來到古道上漫步，體會和大自然互動的感
覺，很舒暢很放鬆，坐在觀景台上的椅子還
不小心睡著了。
當訪問社造師黃國雄時，在他家中看到古
道原本面貌，我只能說無法以筆墨形容的驚
訝：不過七年，在造橋社區居民努力之下，
古道卻真的從荒蕪到郁郁青青了。
當然在人文方面，也讓我感到相當溫暖，
一開始走訪造橋時，就去鄉公所詢問，不僅
人員態度親切協助，還幫我倒水，令我受寵
若驚，後來到社區發展協會採訪，又剛好冬
至，生平第一次吃到鹹湯圓。三位受訪者的
態度都很和藹親切，最後黃國雄社還請我到
他家經營的麵店請我吃一碗湯麵，熱呼呼的
感覺，不僅在寒冷的天暖了身，也暖了心。
 （包金）

純樸小鎮人情暖 閒坐入夢鄉

採。訪。側。記

造橋鄉造橋村居民多數為客家人，多以傳
統產業生活維生，過著淳樸傳統生活，社區
內也保留許多過去的歷史遺跡，如木炭窯、
磚瓦窯、百年驛站、完整的客家三合院住
宅、口山古道等，現今則面臨人口高齡化問
題。

小檔案 造橋社區（苗栗造橋鄉）

Hakka

造橋社區營造
師黃國雄。 
 (包金／攝)

火車站造景之一，沿鐵路木棧道，更深入認識造橋。(包金／攝)

■包金／報導造景也造福老人

們就是從這裡被找出來擦亮的。
培根班是個農村再生計劃班的別名，由行政院

農委會所舉辦的培訓課程，以社區為單位。社區
須派人上課參加培訓，學習如何整治社區，把歷
年來辦過的活動記錄下來整理成資料，也可以提
出活動計畫申請經費。

社造培根班 潛力計劃 得第一名

巨埔社區就是在一百年度培根計畫潛力組的比
賽中，得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績。「我們只要參加
比賽，不是一二三名，就是特優」，曾國渠語帶
自信的說著。因為現今老年化嚴重，又尤其是農
村社區，他就會邀請他們一起來辦活動，參加比
賽得獎金。
在培根班上，教室裡座無虛席，而這些居民們

大多為阿公阿嬤，大家踴躍地討論、舉著手投票
表決，最後一起拿著討論出來的計畫書合照。照
片裡居民們的微笑中散發出滿滿的成就感。
巨埔鎮擁有許多潛藏的觀光資源，也有很多已

被發掘的特色景點。其實，對巨埔社區來說，居
民們那份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熱忱才是最值得珍
藏的寶物。老老少少，由於大家的付出，讓見到
曾國渠的人經常在說「你們巨埔社區真的一級
棒！」
這些獎狀、這些情感、這些活動的點點滴滴，

使巨埔社區有了更遠大的抱負，想要更進一步的
開拓更多的寶藏。

■侯怡安／報導

巨埔 草香茶香人情香

造橋造樹修古道

探訪客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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