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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花布「包」好看三林花布「包」好看

2014-03-29   陳珮容 

     走進一條細長的小徑，是龍潭鄉寂靜的一隅，老人修剪著花草，幾隻小狗躺在路旁，不時用

腳抓著身軀，慵懶地享受著整個下午；再往前走，迎面而來的是「龍潭鄉三林社區發展協會」這

幾個字，看似平凡無奇，但裡頭卻藏著無限的特色及客家文化。

     這個組織的雛形，起初是由一群參加早起會，練習元極舞的社區媽媽所建立，由於組織的人

數漸漸增加，因此在民國九十年成立了三林社區發展協會。但理事長魏榮貴認為光是倚靠政府的

補助，實在太辛苦了，因此他想提倡一個產業來支持協會的經費。由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不斷在

提倡客家花布，又因為社區媽媽們多半在年輕時學過裁縫，所以都有一身的好手藝，於是配合「

多元就業方案」，規劃以花布包作為社區的特色產業。

搭配需求製成的零錢包及便當袋，結合流行時尚所做成的高雅手提包。(三林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現代設計現代設計  日本風融入客家特色日本風融入客家特色

     除了讓花布穿在身上，社區媽媽開始發想如何讓花布和生活有其他的結合，最後他們以實用

的包包，開啟了社區最重要的特色產業，並建立了「三角林生活工坊」。她們自行創作並設計款

式，但是隨著年紀漸漸增長、視力的退化，不再能勝任花布包的製作工作，因此漸漸將這項技藝

傳承給下一代較年輕的社區媽媽，她們則轉而投入其它的社區服務。

     為了讓三林社區的花布製作更加精緻，協會也邀請了鍾滿媚來指導及教學。鐘滿媚是商科出

身，畢業之後曾做過房地產以及鄉民代表的工作；退休之後，她因為興趣所以特別去學習服裝設

計，還拿到了日本手工藝普及協會指導員的認證。由於她學過設計，所以善於顏色的搭配以及能

夠融合時尚潮流，且能將日本的風格和客家特色結合，因此工作坊的花布包風格越來越多變且創

新。

     志工媽媽金吳雪珠以及李楨英表示，會投入花布包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年紀漸長，所

以有很多閒置的時間來工作坊製作花布包，不但可以打發時間，還可以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重拾最熟悉的裁縫，一同為社區的總體營造努力，因此做得很開心。

     魏榮貴也表示，雖然這個產業目前要幫助失業的人口有些困難，但卻可以為社區帶來一份收

入，讓協會有足夠的經費去做更多活動，給居民更多福祉，最重要的是能凝聚社區意識、聯絡居

民之間的感情，以及給閒置人口和社區住民一個努力的目標。

多份收入多份收入  凝聚社區意識辦活動凝聚社區意識辦活動

     花布包目前寄賣的地點都是由魏榮貴負責去找，通常都是在遊客眾多的觀光景點寄賣，之前

的成效還不錯，但受到景氣不好，以及中國大陸的大量生產所影響，銷售上漸漸地遭遇一些瓶頸

，雖然架設網站增加通路，但是由於知名度不高，所以和寄賣的成效相比較不明顯。為了讓花布

包讓更多人知道，協會希望能招募到更多的志工來投入這個行列，如果人數能愈來愈多，就能讓

更多閒置的人力有收入，且能讓社區這個產業更加發揚光大。

     油桐花象徵著客家精神，所以協會特別重視每年桐花季的活動。每年的五月，桐花季會在社

區中的三元宮前舉辦，其中有許多活動，像是社區媽媽的舞蹈表演、品嘗客家美食的活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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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藍染的體驗等，讓觀光的遊客體驗傳統客家文化。活動期間社區的志工們會穿著花布的衣服，

並擺攤販售以客家花布為設計主軸的包包、手機套等。

     在重要節日時，也常有一系列的活動，像是端午節時，有包客家粽的研習活動；中秋節時，

也有親手製作月餅送給親朋好友的時間。另外，也會在客家文化館裡舉辦眾多活動，包括歷史古

蹟的簡介、客家社團的介紹、老街和聚落的調查等，還會邀請藝文團體來表演，增添生活上的趣

味，並增進居民的文化素養。

沿著自行車步道騎，可以欣賞一旁的茶園及體驗三林社區的客家風情。(三林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有機種菜有機種菜  供餐老人還能自己吃供餐老人還能自己吃

     除了最具特色的花布包，另外還有「長青種菜樂」的活動，平時由社區長輩們種植蔬果，藉

以活動筋骨；栽植之蔬果除自行食用，也能作為用餐服務的主要食材，期望能自給自足，減少社

會負擔。

　　因有機菜園離社區較遠，照顧不易，前一陣子，志工們對此有些意興闌珊，所以魏榮貴提出

了「提供三排土地使用」的方法來改善，給有意願耕種者一些獎勵，三排菜園的收成除供餐給老

人，部分可自用。方案一出，立刻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因此大家紛紛投入耕種。

     三林社區的另一項特色是自然湧泉，魏榮貴構思著將它用來製作豆花、冰棒、或是其它料理

，讓它結合一些食物，成為另一項特色產業；另外，他也想在社區中的有機菜園進行農業再生，

像是興建綠建築、餐廳，並結合自行車步道的路線，將古蹟以及一些特殊的景點規劃進去，也可

以進行一系列的活動。這能具體提升整個社區的經濟發展，讓閒置的人力有另一份收入，並活絡

社區的活力。

     對於客家文化保存的這個部分，除了已經成立的客家民謠班，魏榮貴表示他將會成立讀經班

，讓社區居民一同享受音樂以及朗讀的喜悅，並讓客家文化得以包存及傳承。

    「三林」並非是遺世獨立的山林，他們為客家花布注入新血，讓傳統客家以全新的面貌、現代

的風格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希望以在地的人文特色，為每一件商品注入滿溢的「好客」的人情

味。象徵客家精神的桐花，在花布上翩翩起舞，鮮豔的色彩、明顯的輪廓，舞出特有的復古美，

傳承客家固有文化。

三林社區（桃園縣龍潭鄉）三林社區（桃園縣龍潭鄉）

     三林社區約有一萬多人，其中以客家人為最大宗，民國九十年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並配合多

元就業方案，設立「三角林生活工坊」，生產客家花布包，研發手工植物染等相關製品，不僅善

用社區媽媽們的好手藝，也讓閒置人口有所發揮，並建立起三林社區的強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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