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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於兩道由土製泥磚牆延伸、懷舊並帶
著純樸感覺的「文人巷」，視線不經意

地被古色古香的舊日式建築吸了過去，雖有在
歷史洪流中被時間刻畫出斑駁痕跡，但原木造
的質樸以及歷史帶來的神祕感交錯，讓人想探
個究竟。
再邁個幾步，出了巷子，映入眼中的是頗具

規模且造型莊嚴廟宇，傳來的則是陣陣米香，
在踏入廟前，總會想循著香味，買個熱騰騰的
客家米食解解饞。
東興社區為關西鎮中最小的社區，為了營造

這些特色，煞費苦心。

居民連署 日式警所納縣定古蹟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八十一年成立，起
初就跟常見的社區一樣，僅只半年舉辦一次以
吃喝玩樂為性質的社區旅遊，後來到優良社區
觀摩研習，漸漸地學習其他社區的長處。由於
規模最小，東興社區內聚力很強，成為發展過
程最大助力。到了民國九十六年，協會得到內
政部的肯定，評定為績優社區。
獲頒獎項後，很多社區慕名而來參訪。東興

社區也開始改造門面上的視覺印象，像是前身
為警察駐公所的日式建築，就邀請了專業團隊
來指導環境綠化及美化的規劃，一草一木皆由
居民們親自栽種，傾力於造景過程。

理事長楊明勳正解釋著東興的發展現況。 
 （李怡安／攝）

↓公園綠地，提供居民作為休憩場
所，也是平衡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
的重要角色。 （郭子寧／攝）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位於新竹市光復路一
段的巷子裡，對比於車水馬龍，喧

囂不已的大馬路，小巷子裡的工作室顯得沉
靜，似乎默默地用時間和文字守護、訴說和
傳承金山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民國六十九年後，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台灣

經濟發展的命脈，創造台灣的經濟奇蹟，
「科技新貴」一詞從這裡開始。竹科成為理
工科系學生畢業後的理想就業地，也成為優
質生活的代名詞。很多人都聽過竹科，卻很
少人知道它所在的地方叫做金山面，原是一
個擁有豐富人文資產的地方。

金字山下 原獵客墾 眷村落腳

金山面此一地名，最早見於清朝雍正時期
文獻，至今已有兩百八十年的歷史，其由來
據說是因為由竹塹城（新竹市）往東南望，
便有狀似「金」字的孤立山丘，山丘上散
居的小聚落位於「金」字「山」下的河階
「面」上，因此稱之為「金山面」。
金山面特殊的地形，讓它成為不同族群生

活的舞台，也是台灣近代社會族群發展的
縮影。該地早期為新竹東南

邊的化外之地，屬於高山原住民居住與狩獵
區域，後來成為平埔族人的耕作地，接著客
家移民來到此地拓墾、落地生根。清朝時期
的林爽文事件以及日本人據台時期的義民軍
抗日，使金山面成為古戰場。國民政府來台
後，金山面成為陸軍新兵訓練中心及眷村的
所在地。
後來，竹科進駐，使金山面有了巨大轉變，

龐大的就業機會，改變金山面社區居民的產
業結構，當地居民薪資所得提高，生活物價
水準提高，再加上大量新移民移入，使得原
有的金山寺祭祀圈隨之瓦解。現任金山里里
長曾信男說到，單單金山里二千六百戶居民
裡，就約有三千人來自外地。金山面文史工
作室負責人吳慶杰則說，「外地來的人不太
會參與地方祭祀，祭祀圈的概念也就漸漸淡
掉。」
除了傳統文化崩解，金山面也面臨新的考

驗。曾信男提到，目前約有十三萬人在竹科
就業，而光復路是通往竹科必經之路，大量
的交通需求也是今日金山面所面臨的一大問
題。此外，竹科排放的廢水與廢氣，曾經造
成金山面當地居住品質的低落，在地方人士
與當地居民的奔走之下，與竹科的互動才逐
漸取得平衡。

竹科進駐 傳統文化 面臨崩解 

民國八十三年內政部文建會（現文化部）提
出「社區營造」的概念，金山面的社造於是
展開，而說到此，就不得不提到吳慶杰。
原是竹東鎮竹中人的吳慶杰，當年接手家

中碾米廠後，來到金山面經營米店，因為住
家前面的水溝堵塞，求助里長無門，於是興
起自己參選里長的念頭。起初成為新科里長
的吳慶杰並沒有特別重視地方文史，後來適

逢清大社會學研究所教授李丁讚率領一群研究
生來到金山面做文史研究，開啟他的興趣。從
此，吳慶杰成立文史工作室，與金山面的文化
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民國八十五年，竹科辦理第三期土地徵收，

吳慶杰與當地居民共同爭取新道路的命名權。
因為土地徵收，金山面當地的居民被統一安遷
到今天的金山街一帶，本來新道路的名稱要叫
做科園路，透過地方人士和居民的努力，才命
名為「金山街」，成為連接社區過去與現在的
象徵。
民國八十六年，文建會在宜蘭舉辦全國社區

總體營造博覽會，金山面社區獲選為全國十五
個示範社區之一，是新竹市唯一的代表，吳慶
杰甚至在閉幕會上代表全國社區發表致詞，這
對金山面社區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高鐵興建 老樹老廟 抗爭保留

後來，高鐵興建，經過金山面地區的路線預
計砍掉五棵三百年的老樟樹、推平三個山頭、
以及廢掉三個土地公廟，金山面居民於是群

起反對，吳慶杰帶領居民抗議，經過反覆溝
通，終於使得時任高鐵董事長的殷琪決定改
道，社區成功保留了老樹與老廟。「我們大
概是台灣第一個辦到的」，吳慶杰里長驕傲
地回憶。

關注生活 廣闢公園 建圖書館

民國九十八年，台灣高鐵甚至以金山面百
年老樹為主角，透過形象廣告展現台灣在地
居民與高鐵公司溝通成功的案例。這一事蹟
甚至引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映芳的關注，
在其著作《城市中國的邏輯》中，以這個案
例做論述，讓金山面的居民相當驚喜。
近幾年來，金山面社區成為全國耳熟能詳

的知名社區，關於社區的報導作品，無論文
字或影視，合計多達上萬份。在台灣，凡是
從事社區營造工作的人士，幾乎沒有人不知

道「金山面社區」。

而今天，隨著時間流轉，金山面社區發展
的形式與樣貌也在悄悄轉變，漸漸從歷史文
化的層面轉變為生活品質上的關注。曾信男

表示，今日金山面內有十座大大小小的公園綠
地，提供居民作為休憩場所，以便在經濟發展和
生態環境上取得平衡；另外，金山集會所除了是
地方居民開會、舉辦活動、聯誼的地點，也在新
竹市立文化中心的補助下，成立圖書館；社區甚
至成立巡守隊，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曾信男強調，「目前里辦公室的服務多為糾紛

調解，文化的延續現在大家比較沒有共識，只有
少部分人在努力；客家母語教學的部分則要視居
民各自的情況而定，沒有辦法強求。」吳慶杰則
說，他會繼續從事金山面與地方文化的整理與保
存，因為金山面很美，他最大的願望是在社區內
設置一個展示空間，將當地豐富而精采的人文內
涵傳承下去。
金山面社區在竹科的進駐後，因就業結構的改

變，成為名副其實的「金山」。在民國八○到九
○年代，有過風光的社區營造史。然而隨著時間
推移和地方風土民情的改變，今日的金山面還在
找尋新的方向和出口。該如何喚起地方居民的社
區意識？對於家鄉事務的激情該如何被延續以創
造未來的美好？這恐怕不只是金山面的問題，也
是台灣每一個社區要共同要思考的。

當時有位中原大學教授，建議將警察駐公所
登入為古蹟，社區採納了這個建議，居民們
合力連署，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也積極地配合他
們，將駐工所登入進縣定古蹟，同時也將位於
里內的東安古橋和太和宮登錄。小小的社區中
就有三個縣定古蹟，分布密集而且都跟文化有
關，奠定了社區的主要發展方向。
警察駐公所是典型的日式風格，但是柱上的

柱飾也有獨特的西洋幾何圖樣，且從日治時代
就存在至今，擁有獨特的造型及時代的意義。
太和宮為居民的信仰中心，建築本身所刻劃華
麗的裝飾，以及「雙龍搶珠」的特色正脊，
在感受虔誠的氛圍之外，也可以細細品味建築
的精細之處。東安古橋位於牛欄河之上，美麗
的河道和橋旁的柳樹枝條，相互映出古色之幽
香。民國九十九年，「關西古蹟園區」的開
發，因為有這些豐富的古蹟資源，更促進了文
化觀光的發展。　

推廣美食 水粄、五色菜包聞名

「兒子，玩的先不要，讓我們先把肚子填飽
再說吧！」一位中年失業的爸爸，在東興遊客
服務區內，對著正在把玩童玩工藝品的兒子這
樣說。這句話重重地打上東興發展協會理事長
楊明勳的心上。因為這時的協會，正迷茫於社
區該走的方向。

東興的主要街道前身為木匠街。起初，並
沒有發展觀光的念頭，只是想發展這個在地
產業，配合古蹟文化，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
方。但是受到大環境所影響，木匠的人力成
本太高，被機械化生產取代，逐漸沒落了。
民國九十八年開始推廣木工，卻一直拿不出
好成績。正猶豫是否繼續下去時，那位爸爸
的話，讓楊明勳有了靈感。
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區媽媽們研發並製作客

家米食，注重養身健康保證，又走超低價路
線，很快地一傳十、十傳百，漸漸地做出了
口碑。純米做的客家水粄、用木桶蒸熟且帶
有竹葉清香的粽子，以及以天然色素染色的
五色菜包，都成了遠近馳名的客家美食，很
多遊客會親自來購買甚至打電話預訂，讓小
小的東興社區除了古蹟外，又添一樣特色。

社區觀摩 最怕照相團來去匆匆

東興社區在發展協會和居民們齊心努力
下，名聲慢慢地傳開，成為小有名氣的模範
社區，也吸引更多社區來參訪。但是，並非
每個前來的社區都是抱持學習心態的。
有些包車來的參觀民眾，僅在東興停留個

十分鐘，下車解個方便和照一下相，就上車
去別處遊玩。他們來的目的只是照張相，
申請社區觀摩的經費，來支出他們到別處
遊玩的經費。這樣的團體，被戲稱為「照相
團」。
楊明勳分享了一個關於照相團的經驗。當

初，聽到有社區要來參訪時，居民們滿是熱
情，動員了大家準備很多免費的客家美食、
節目招待要來的社區民眾。但從原先約好的
十點一直等到了十一點，只等到了他們的一
通電話，說因為交通堵塞又怕延誤接下來的
行程，所以不來了，對方隨便的心態澆熄了
原先的熱情。「令人傻眼」，楊明勳說出了
當下的心情，敘述這件事的過程中滿是無
奈。
經過了這件事，楊明勳認為基於使用者付

費精神，要開始從他們提供的服務中收費，
為了防止浪費資源的團體。

發展觀光 特色節慶變熱鬧祭典

幸好大部分來東興觀光的遊客多為部落客
和背包客，與照相團不同，他們會認真地來
認識關西，對社區比較有實質的影響。遊客
們的資訊大都來自網路和平面媒體。楊明勳
說，部落客會寫文章推薦外，《蘋果日報》
和《民視新聞台》等媒體也會定期作專訪。
楊明勳說，縣文化局曾稱讚東興社區是關

↑東興社區內的特色古蹟─東
安古橋。 
↓居民合力連署申請的縣定古
蹟之一的太和宮。裡面供奉著
許多神明，主神為三官大帝
堯、舜、禹，每年都會有祝壽
的祭祀活動。 （李怡安／攝）

發展協會志工為活動準備客家米食。  
 （李怡安／攝）

Hakka
←科學園區的進駐帶來的很多改變，傳統住宅型態
的改變也是其中一項。 （郭子寧／攝）
↓金山面文史工作室堆滿了大量關於金山面的文獻
資料。 (吳慶杰/提供)

■郭子寧／報導

採訪楊明勳時，句句都聽得出他對東興這
塊小小地方的熱情。說起了東興的居民時，
他掛上笑容，說著居民們都很可愛；說到東
興的景點時，他有一點點的驕傲，說縣定古
蹟的資格是居民們自己連署申請得到的。他
以東興所做出的營造成果為榮，並且時時刻
刻心繫如何讓東興更好。
不過當提及東興的未來展望時，他皺了下
眉頭。他認為，關西其實可以發展更迅速
的。但是像是祭典企劃，執行上有困難，因
為每個活動的主管機關都有自家因素的層層
限制，所以要做結合很困難。楊明勳還跟我
分析了各個部門的關係，講了約莫半個小
時，充滿了對東興的擔憂，而這份憂心的源
頭，也是來自於他對這塊土地的愛。
這就是我所看到的發展協會理事長楊明
勳，也是我所採訪的東興人。 （李怡安）

熱愛腳下土地 有笑有驕傲

採。訪。側。記

東興社區位於關西古蹟園區，擁有很多古
蹟，像是太和宮、日式建築的分駐所、「糯
米橋」東安古橋。而東興社區在食物的方面
也頗具特色，除了彈牙滑Ｑ的客家水粄外，
還自己開發了新美食，像是「養生五行菜
包」和「仙草蛋」。

小檔案
東興社區（新竹縣關西鎮）

當金山面 
成為金山以後…

竹科衝擊

古色古香

過去與現在 守護與認同

採。訪。側。記

「金山面」為清雍正時期地名，今日則包含
金山里、仙水里、科園里、關東里，是以「金
山寺」為祭祀中心所構成的範圍。從早期原住
民部落、客家聚落、外省眷村到新竹科學園區
設立後成為以閩南人為主的聚落，金山面的變
遷為台灣近代社會發展的縮影，在社區營造發
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金山面社區（新竹市東區）
下了計程車，我走入光復路一段163巷，
過去幾週只出現在網路圖片裡的金山面米
店，真實地出現在我面前。距離與金山面文
史工作室負責人吳慶杰約定的時間還有半小
時，於是我隨處走走，看見金山小吃店、金
山集會所，集會所旁有個山坡，山坡上有很
多新式的住宅、兩塊被圍起來的施工地，附
近還有所新科國中。

廣義的金山面社區當然不只這麼大，然
而，對於當地人來說，「金山面社區」在心
中占有的分量是多少、有多重要又是另一個
有趣的討論
繞了一圈，遇見許多當地居民，與他們眼
神相交的時刻，我明白那傳遞的訊息。我當
然是一個外來人，若不是因為課程作業，我
可能不會主動去探索這些地方文化，這次經
驗，給我這個來自台北的城市小孩一個認識
新竹客家在地文化的機會，讓我看見同一塊
土地上不同區域的人是如何在過去與現在中
追求平衡的生活，如何去對他們的家鄉產生
認同，如何去守護祖先的基業，如何去堅持

小檔案

一個想要傳承的想法。 （郭子寧）

米食飄香 東興
■李怡安／報導

西鎮社區營造的領頭羊，由於關西鎮公所對於
推廣觀光方面沒有很積極，而且旅遊資訊也不
太齊全，很多遊客到關西遊玩，都要從東興社
區發展協會拿取旅遊資訊和問路。
楊明勳非常看好關西的發展優勢，鄰近於北

二高，交通便利易達，而且景點也多，條件很
好。並且期望可以擴大以後的發展規模，把活
動日期接近的慶祝活動和特色節日結合，一系
列的規劃與包裝，打造熱鬧非凡的祭典，吸引
更多的人來認識他們努力營造出的社區。

日式古建築警察駐公所。建築的遮雨棚是東興社區為了保護建築而積極向上層申請而蓋的，而且外面
的一草一木皆為居民們親手所植。 （李怡安／攝）

探訪客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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