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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珮容／報導

在客家文化中，桂花象徵「富貴」，妻
子會在丈夫出外工作時，給他們一朵

「桂花」，期望他們富貴連連、福氣臨門。
朵朵桂花飄逸出客家人的堅毅，就像九二一
大地震，並沒有震倒台中東勢大茅埔社區居
民的信心，他們堅信自己有能力站起來。

百年桂花樹 依舊飄香

在嘉慶、道光年間，客家先民至大茅埔墾
荒而形成了聚落，當時仍有許多鄉民械鬥，
先民們將聚落建築成棋盤式加強防禦。走進
社區的巷弄裡，會發現四周被護城河環繞，
其中五條巷子，被依序命名為慶成一巷至五
巷，而在一巷的開頭，有棵百年桂花樹，附
近泰興宮的旁邊，就是大茅埔社區營造的推
手「桂花小舖」。
大茅埔社區主要是以務農為主，雖然經濟

狀況並不富裕，但居民間的感情卻十分深
厚。男性主要是每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平日
外出工作不在家時，社區的婦女們就會一起
製作米粄，分給在農田辛苦耕耘的男人們，
這便是客家文化所謂的「交工」。 維持交工
的傳統，還未成立桂花小舖前，劉桂心回到
家鄉東勢，偶爾會找其他婦女們一起研究客
家美食，像是粄條、湯圓、黑白炒等等，使
菜餚更加美味。 

九二一鉅變 廢墟重建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號，漆黑的夜，
寧靜的小鎮突然聽到許多玻璃碎裂的聲響，
接著是水泥牆傾倒的巨響，大地震毫不留情
地吞噬房舍，摧毀了許多家庭。原本溫暖的
家，剩下冰冷冷的石頭，裂掉的農地也宛如
廢墟。頓時，每個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更
沒有自己的家。
正當社區面臨巨大的浩劫時，劉桂心起了

個念頭：「乾脆讓社區媽媽做些生意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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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裡佈滿了志工們純手工完成的心血，搭配
需求製成的零錢包及便當袋，結合了流行時尚所做
成的高雅手提包。 （三林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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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裡頭卻藏著豐富的特色及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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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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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工作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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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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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檔案 三林社區（桃園縣龍潭鄉）

魏榮貴原本是外地人，因為進入中山科學
研究院工作，才搬遷到龍潭鄉居住。退休之
後，接任了三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工
作，他才開始接觸到客家花布，原本對裁縫
一竅不通的他，不但學會了縫紉的技巧，還
深入了解各種縫製的紋路及方法，甚至還現
場拿出了裁縫機，熱情地示範給我看。
提起了社區的發展及特色，他侃侃而談，
神采飛揚，眼神中甚至還閃爍著光芒。從訪
談的過程中，看得出來他很用心地經營整個
社區，對於未來的發展，他有詳盡的規劃和
構想，可以感受出他是個非常有想法和計畫
的人。
其實在接洽的過程中，我很擔心會不順
利，因為理事長的工作很多很忙，我很怕他
會忘記這個約訪，也很擔心他不願意撥出時
間讓我訪問，但這些問題在我走進他們的協
會辦公室便消失了。他親切的表情和態度，
讓我放下了心中那顆大石頭。
雖然只在那裡待了三個多小時，但我卻也
愛上了三林社區，客家人的好客及人情味在
那短短數小時展露無遺。我很感謝他們這麼
願意分享，也覺得很幸運能找到這麼有特
色，又這麼熱情親切的客家社區。
雖然一開始這個作業讓我覺得備感壓力，
但卻因為這個機會，讓我深入認識了這個特
別的園地以及這麼可愛的一群人。我想我一
定會在某個下午，再度踏上那塊土地，用
另一個視野去享受、感受和體會那片美麗的
「三林」。 （陳珮容）

熱情親切 他們這麼願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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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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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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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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化得以保存及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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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沿著自行車步道騎，可以欣賞茶園及體驗三林特

志工媽媽李楨英（右）、金吳雪妹（左） 侃侃而談，
熱情地分享了和花布結緣的過程。 （陳珮容／攝）

有的客家風情。 （三林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樣每個家庭又可以多一份經濟來源。」原本因為
小孩升學的關係搬到台中市居住的劉桂心，特地
回來召集社區媽媽們一起實踐這份發想，成立東
勢客家美食合作社，擔任理事長的工作。當時，
桂花小舖的雛形就已經成立了，只是那時還沒有
實體的店面。
只要有市集的場合，劉桂心就帶領十幾位社區

媽媽一起擺攤，天真可愛的媽媽們將米粄做得料
多實在，價格又便宜，因此生意興隆，每次收
攤，媽媽們便高興地分攤當天的收入，日子就一
天一天的過去。 然而，有一天，劉桂心發現銀
行裡的存款日益減少，才發現他們一直在做賠本
生意，桂花小舖發言人柯百思說明：「因為理事
長與社區媽媽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成本問題，以為
賣來的錢全都是利潤，卻忘了需要扣除材料費、
交通費、瓦斯費等成本開支。」

忘了算成本 賠賣美食

經過了許多問題的檢討，發現原來社區生意的
營運是處於賠錢的狀態。後來劉桂心看了許多書
籍，請益了許多人，學了些經營生意的新知識，

大茅埔  桂花巷  堅毅香

三林花布      好看
創意時尚 帶進客家文化活動

她開始開發通路，林林總總的活動，不論距離住
處多遙遠，她都會出席和當地人士交換名片；大
大小小的市集，不管前往路途多蜿蜒，她與社區
媽媽也會去那裏擺攤。柯百思說：「生意草創時
期，理事長帶領大家的歷程是非常艱辛的，她要
學開小貨車，要會扛瓦斯，計算成本等等。直到
現在，她提起還會想哭。」
後來，許許多多的努力也看到了成果，桂花小

舖開始有了營收。劉桂心決定在慶成一巷開設實
體店面，有了個店面，就像有了家，他們開始開
發有關桂花的更多產品，像是桂花茶、桂花醬和
桂花餅乾。同時也開始設計包裝，使產品看起來
更為精緻、吸睛。

為老人推餐 關懷外配 

大茅埔社區全村大概三千多人，其中有八十幾
位外籍配偶。剛來到這個社區，她們人生地不
熟，也只會幾句簡單的國語。劉桂心希望她們能
盡快融入社區大家庭，因此她在桂花小舖的對面
開設國語識字班，剛開始許多外配的家人並不鼓
勵她們來學習新東西，因此劉桂心便自掏腰包買
些肥皂、洗碗精、菜瓜布等生活用品鼓勵她們來
學習。 
參加識字班的外配溫瑞英說，參加識字班，

「不但可以學習國語，還可以跟婆婆及老公說是
來領東西，不但他們鼓勵我，我也可以放心地學
了。」就這樣，識字班也越來越成型了，後來劉
桂心還開始教導學員客家美食，製作手工藝品，
外配們可以增加家中收入，生活品質也提升了。
「大茅埔社區的年輕人外流，未來社區內的高

齡化越來越嚴重，我們開始要做一些關懷老人的
活動。」柯百思說，社區營造者開始思考如何讓
社區內的老人能活得更健康、更快樂，花了五年
的時間規劃「幸福餐」，包括菜色、味道、成本
全都要計畫，主要是設計給銀髮族吃的餐點，全
部都是素菜。
民國一百零一年社區辦了第一次幸福餐活動，

剛開始老人們都反映「為什麼沒有肉？」劉桂心
說，不吃肉不但響應環保，更能減輕高齡者體內
的負擔，因此把每周一、四訂為常態幸福餐，使
得老人們能感受到社區對他們的愛護及照顧。
「桂花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一百多年前種

植的桂花樹，看著大茅埔社區從開墾到現在，歷
經九二一大地震的摧殘，不但沒有倒下，反而
日漸茁壯，正如劉桂心說的：「我們已經站起來
了！」

■劉敏慈／報導
←社區媽媽將桂花釀貼上標籤準備寄送。
↓桂花小舖的特色產品：桂花釀。 
 （劉敏慈／攝）

由竹子搭建圍牆的客家美食生產合作社。（劉敏慈／攝）

↑原本對縫紉一竅不通的理事長魏榮貴，在接
任發展協會的工作後，開始深入了解花布，以
及縫製的技巧和樣式。 (陳珮容／攝)

桂花釀的精緻 她們的堅持 大茅埔是個農業小鎮，人口約三千，其中在桂花小
舖工作的約有十幾人，共同為社區營造盡心盡力。許
多年輕人為了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外出找工作，因此
大茅埔社區正面臨人口老化的現象，而現在社區發展
協會也正在朝照顧老人的起居努力。

大茅埔社區（台中市東勢區）

中台灣的冬季午後，總是陰涼中夾帶著些微
的暖陽，十分舒適。開著車，我們駛過許多蜿
蜒山路，欣賞城市沒有的綠景，心中彈奏起如
卡農般的和諧曲調。
大茅埔社區的招牌佇立在路邊，沿著巷子上
去，只見路越來越小，我們一行人把車停在泰
興宮前，開始了一天的採訪旅程，走在小巷中

會看到兩、三個老人們在散步談天，突然聽到擴
音機的聲音，原來是當地的導覽在跟台中教育大
學的學生們講解社區歷史，幸運的我，也默默融
入他們，聽資深解說員的講解。
後來我從隊伍尾端溜走，走進了桂花小舖，看
到了當地的特色產品桂花釀，拿起桂花釀，方罐
子給人精巧可愛的感覺，揚起她，從底部看見一
片片小小的桂花瓣往眼前墜落，店裡的阿姨說那
是社區媽媽親手挑出一株一株桂花的蕊而留下
的，心中便油然升起對她們的敬意。
看著阿姨一邊包裝，一邊微笑跟我們說明製作
過程，我了解，一片片桂花瓣，不只是社區媽媽
對品質的堅持，更是對社區的認同。 （劉敏慈）

小檔案採。訪。側。記

→柯百思邊查閱之前的報導，再做些更詳盡的解說。 
 （劉敏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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