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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天只有四個班次的公車下車，產業道路旁一大片綠意盎然，摻雜一點橘黃的色調，黃熟

的橘子樹就成群結隊的站在一旁，向拜訪者捎來生氣蓬勃的問候，就像流東社區裡的人們一樣，

每個人都神采奕奕。

　　一大清早，在社區的活動中心裡，一群年紀已近古稀的居民們用著道地的客家話，一邊吃著

新鮮的柑橘和剛烤好的番薯，一邊閒話家常，個個看起來老當益壯。

社區居民運用茅草、竹子、木材等天然材料打造出精美的客家大院。(流東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豬舍改建豬舍改建  紅磚竹門茅草頂紅磚竹門茅草頂

　　在流東社區裡，還有著這樣一個地方，一幢簡單純樸的客家建築，茅草鋪成的屋頂、紅磚塊

砌成的屋子以及竹編的大門，散發一種農村的樸實溫暖，而庭院前有一座小水池及木作的景觀橋

。

　　小橋、流水、人家，馬致遠優美的曲彷彿在這裡得到另外一個完美的詮釋。張貼在門口的春

聯寫著「創藝幸福水流東，傳承客家文化情」，正說明了這棟綠建築對於社區的重要性，它是凝

聚社區感情的頭號功臣。

　　任誰可能都無法想到，流東社區只憑著農委會水保局的一點點經費補助，以及全體流東社區

中十八、九歲年輕人到八十幾歲老居民等一百多人的力量，同心協力地將一幢原本沒有用處，甚

至影響社區景觀的豬舍，以最傳統的工法、全新的思維，改造成具有農村及客家意味的「流東客

家大院」。

　　生態、環保、在地文化，這正是流東社區對於未來發展的三大主要訴求，而客家大院的改建

則是結合以上三點，踏出了整體社區營造的第一步。流東客家大院座落於社區的入口處，流東社

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吳梅蘭表示，那個位置正是讓外地人認識社區的第一站，由那裡做為門面具有

一種特殊的象徵意義。

農村再生農村再生  傳統工法綠建築傳統工法綠建築

　　在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流東社區運用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的一筆經費，要對整個社區

進行環境綠美化的工作，而豬舍改建成客家大院是計畫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徵得地主譚

華旺同意之後便開始動工。而整棟建築在社區所有居民的通力合作之下，於同年的十一月二十日

竣工。

　　客家大院運用傳統的工法改建而成，再加上稻草鋪成的屋頂、竹編的大門、檜木製的窗戶，

這些在大自然中唾手可得的的素材讓它多了一分專屬於農村的人情味。而裡頭則擺滿了社區居民

的作品，像是元宵節的環保花燈、巧思十足的竹編等，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

　　「他們說要做，那就給他們做啊！」談起這份改變，客家大院的原地主，也是主要的建造工

程師譚華旺一派輕鬆地說。沒有任何遲疑和困惑，就把原本屬於自己的豬舍提供給整個社區。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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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嘴裡說得那麼事不關己，但他喜愛這塊土地，想要讓社區變得更好的心情也不言而喻。

　　身為客家大院的主要改造人，被社區居民稱為「總工程師」的譚華旺並不認為將一棟廢棄豬

舍改建為美輪美奐的客家大院有什麼困難之處，「我們自己不會的東西（傳統建築工法），去找

一個會的老人家，跟他學，只要找一個會的人，就沒有什麼困難了。」

流東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吳梅蘭希望流東社區以後可以成為其他社區綠化的指標。(郭穎慈/攝)

花費花費83萬萬  居民出錢又出力居民出錢又出力

　　「沒有錢就困難了。」另一位參與改造豬舍的副工程師和譚華旺有著一樣的看法，技術層面

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並不是難事，但金錢方面則是一個大難題。許多外地人對於流東社區只花了八

十三萬元的經費就完成了客家大院這棟建築，不免都嘖嘖稱奇。更曾有建築師訪視客家大院之後

，推斷這棟建築花兩百萬都不見得能夠搭建完成。

　　流東社區目前建設資金的籌募管道，除了政府之外，還有附近的一些民間企業願意給予協助

，或者是像譚華旺的當地居民，出錢又出力。

　　而政府方面除了給予經費上的補助之外，水保局也在社區從事綠美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水保局對我們的信任，就是一個政府部門跟民間社區之間的信賴跟支持。公務人員必須

要承擔很重的壓力，怕社區出了什麼錯，浪費公帑等等，但是他們信任我們，水保局也會派人來

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吳梅蘭欣慰的說。雖然政府的金錢資助不多，但是對於協助社區發

展這部分卻誠意十足。

　　目前流東社區仍有意要將客家大院的細節再做加強，像是出入的門已經請工匠設計，要將原

本用竹子編成的門換成古早風味的木栓門，這些是在外觀方面的改善。除此之外，吳梅蘭則說，

他們正在積極培訓導覽員，希望能將社區營造的成功經驗分享給來參訪的其他社區，並且傳承這

份記憶給當地的年輕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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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極具巧思的的手工製品都被陳列在客家大院裡。(流東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培訓導覽培訓導覽  寄望新血傳承寄望新血傳承

　　流東社區居民的平均年齡已達七十五歲，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十分嚴重，但吳梅蘭卻不擔心

這對社區發展有負面影響。她說：「我們有一群中年人，四、五十歲這一層的，他們已經開始在

接了。他們晚上，或者休假的時候都會回去幫忙（農事）。我們很多農業還是用退休的農民來做

，他們其實都體力還很好，要有老的出來帶，年輕一輩才知道怎麼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流東三號橋前的新景觀才剛完工，那是以環保概念所搭成的一座穀倉

。除了這些景點之外，社區內的三十三間伯公廟和一百四十五個為了耕種水源而挖出來的埤塘也

是流東的一大特色，只要再加上一些行銷的元素，絕對可以成為觀光的新去處。

　　但流東社區曾開會討論過，大部分的人覺得不想要有太多外來車輛以及觀光客出入，影響社

區的安寧，環境也有可能被破壞，所以不將社區以觀光導向的方式發展，而是以凝聚全社區意識

的作法，將整個流東社區向上提升。

　　雖然流東社區做的這些改變僅僅是剛起步而已，但卻已讓外地人讚嘆不已，「流東社區好厲

害啊！」一位外地來協助興建流東客家大院的伯伯帶著佩服的笑說著。

　　一個看似垂垂老矣的社區，正藉由綠美化，綻放全新的生命力。

　　這，就是流東。

 

流東社區（苗栗縣頭份鎮）流東社區（苗栗縣頭份鎮）

    民國九十九年流東社區接受農委會水保局的補助，由全社區的居民同心協力合作，將一棟廢棄

已久的豬舍，以傳統的建築工法改建，改造成兼具環保與具有在地客家特色的「流東客家大院」

。當地的三十三座伯公廟以及一百四十五座埤塘也是當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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