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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竹縣新埔鎮的照門社區，大部分
的居民都是客家人，是個典型的客家

庄。擂茶的清香滿布在街道上，環顧四周，一
群小朋友正在初體驗擂茶的製作過程。其中一
位突然喊道：「我已經成為一個道道地地的客
家人了！」一隻紅蜻蜓飛過，與花朵上的蝴蝶
交錯飛翔，一起飛過製作擂茶的孩童旁。這就
是照門社區，客家與生態交融的富麗莊園。

蜻蜓蝴蝶戲舞 飛過擂茶孩童

照門社區主要分為九芎湖、箭竹窩兩大部
分，這兩大地區名稱的由來，是源自當地的地
形與植物。照門為高低起伏的丘陵地，丘陵地
的凹陷處則為早期居民集水、開墾之處，被居
民稱為湖、窩。而當地有大量的九芎樹、箭
竹，就依此命名。
客家人向來以米食為主食，而遇上節慶也會

製作甜點招待親朋好友，並拿來祭祀，以求得
庇佑。而米食文化則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及拜
祖先等崇敬的態度發展而來的，經驗代代相
傳，匯成客家人獨一無二的農村米食文化。而
照門客家米食村則是在傳承客家米食的精神下
發展而成的，例如「過水粄」是加水調和在來
米粉，舀到抽屜狀的鐵板，並加上一些蘿蔔
乾，再放到火上蒸煮，過去是母親做給小孩填
飽肚子的料理之一。湯圓、米苔目、菜包等也
是客家著名的米食。

搗茶葉做麻糬 推廣美食文化

除了米食外，更有擂茶、麻糬讓孩童親自體
驗製作，讓他們更了解客家美食文化。在父母

由現任福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劉興健經營的百香果園，假日時開放果棚等室外場
地供社區民眾野餐與舉辦活動。 （陳怡均/攝）

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曾光明，同時擔任福隆社區
中推廣生態農業的「果本山農組合」成員。 
 （果本山農官方網頁／提供）

社區媽媽為學童朗誦以福隆社區故事為藍本的布書
「鳶嘴山下的家園」，小朋友們反應熱烈。 
 （農委會網站福隆社區／提供）

甫進入座落
於靜謐山

間的福隆里，一牆原木圍籬
及斗大的字樣，便代替居民們昭

示出這個小山城對來客的歡迎，恰如
在地人最自豪的客家式熱情。
以農為本的福隆社區位於台中市東勢區鳶嘴

山一帶，近年來充分運用客家特色，在文教與
保存傳統技藝方面，皆有豐碩成果。而這份不
忘本的精神更拓及至目前福隆社區的努力目
標：農業轉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成員期盼能
使在此地扎根的居民們在對鄉土更有歸屬感之
餘，也能享有更好的生活。

縫布當書 圖畫社區故事

以客家人為主要人口組成的福隆區，客家文
化為其最大特色。目前除了依循客委會方案，
向學童推廣客語之外，更由居民主動成立社區
教室為小朋友朗誦鄉土故事、到校教授山歌傳
唱、演奏客家絃，增加孩童對客家及原鄉的認
同感。其中最亮眼的成果是全社區老、中、少
三代動員，共同完成的社區故事布書「鳶嘴山
下的家園」。
這本記述社區歷史的故事書由退休老師王豐

盛構圖，經石角國小學生們的童趣筆法重繪
後，再交給媽媽教室的成員們數人認領一幅，
一針一線慢慢縫製而成。除了列入社區珍藏的
布本外，更印成紙本分發給福隆社區所有住
戶，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這片土地的故事，進
而更珍惜得來不易的家園。
此外，社區教室更不時舉辦烹飪客家小炒、

縫製花布抱枕等教學活動，鼓勵社區民眾一同
將客家文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而居民們的反
應也相當熱烈。曾多次參與活動的陳媽媽表
示，雖然她是嫁到此地的閩南媳婦，對於這樣
充滿客家特色的集會，也會有很強烈的興趣想
和大家一同動手做。
對於推行有成的客家特色營造，前福隆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光明表示，當初選擇以

「客家」為發展主軸，並非為了方便行銷社
區，或者獲得客委會補助，而是單純地希望
這個八成以上居民都是客家人的庄頭，能夠
發揚自己的傳統精神。曾光明提到，自己在
家中對孩子們都只說客語，由此可見其推廣
客家文化的決心。

童說客語 發揚傳統文化

目前在社區的石角國小內，已有不少學童通
過客語認證，社區教室的客家小調教唱也常
吸引大人、小孩一同前往。在原鄉文化推廣
方面已頗有成效的福隆社區，下一個發展願
景是使無汙染的生態農業在社區內普及化。
在許多農民轉種高經濟價值的梨、柿等水

果的同時，福隆社區仍有老一輩的農友們堅
持慣用的傳統耕種方式。曾光明及現任發展
協會理事長劉興健在近年內積極提倡有機農

業，希望居民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同時，也能享
有更好的生活與環境品質。 
提及社區內的生態農業發展，便不得不談福

隆社區開始進行營造的契機。民國八十八年的
九二一地震後，社區內較老舊的泥磚屋都傾頹
殆盡，居民們光想起重建都已心慌意亂，更別
提如何有系統地營造新社區。
「當時大家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社區營造，但

在社區裡有塊未徵收的預定地，地震後荒廢
了，地主也沒有要使用，我們幾個朋友看著看
著覺得有點可惜，就有了想要去整建的心。」
曾光明娓娓道出當初在摸索中開始營造的過
程。

菜園有機 沒化肥不燒草

預定地的所有權人後來決定出租，他和幾位
社區夥伴合資租下那塊約有一分的土地，花了
十五萬元清理雜草，將地劃分為社區菜園、內
建生態池的兒童遊戲區，以及生態復育這三個
公共區域，打算提供大家使用。
原經營肥料生意的曾光明負責將社區菜園的

土地翻整，規劃為一畦一畦，首先開始試種蔬
菜。但起先在震災後受汙染的土地地力貧瘠、
種植成果不佳。後來，曾光明嘗試引進甘蔗
渣、粕類、稻草灰等肥份混和在土壤中，才終
於種得漂亮，也吸引不少居民前來共同種植。
無償歡迎所有福隆人的社區菜園唯有幾項規

定不容被打破，便是禁止使用化學肥料破壞生
態、不能燒草以落實節能減碳。在這樣有機的
農作環境中，許多居民都種出了心得、熱烈響
應，也常聚在一起討論種菜的甘苦談。福隆社
區最初的營造就在這樣的無心插柳下，有了些
許斬獲。「當初我們根本不曉得這樣做就叫作
社區營造。」曾光明笑著說道。

以這座社區菜園為開端，在此之後，更有
幾位熱心里民提供私人土地與住宅成立社區
共同廚房、媽媽教室等福利設施。在吸收日
本「造町運動」觀念，於民國九十六年正式
成立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後，更多對社區的未
來充滿熱忱的成員們也找到了管道，加入為
原鄉服務的行列。 

從無到有 自發社區營造

雖無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可發展景觀遊
憩，也沒有來自政府的優渥補助支持營造，

福隆社區中大部分的建設都是憑藉著「自發」
的精神，透過來自每位居民的一腔熱血撐起一片
天。從無到有的傳統技藝班、生態菜園與社區教
室，都以其存在見證了這個理想一如童話的社區
營造故事。
被問及福隆社區最重要的客家特質是什麼，協

會成員們都毫不猶豫的回答「熱情」。正是這份
簡單樸實的熱忱，推動了這座山城在震災後的重
生，也讓「吾愛吾鄉」的美好口號不再僅只於空
談。

進入福隆里時，首先會見到以木條組成的山形圍籬

座落於鳶嘴山腳下的東勢客家庄──福隆社區全景，
聚居的型態使里民更便於互助合作、彼此連繫。 
 （福隆社區官方部落格／提供）

田裡的稻穗子一粒粒皆圓滾飽滿地垂了下來。 
 （陳怡均/攝）

及立牌，向遊客昭示將由此處進入這個充滿人情
味的社區。（福隆社區官方部落格／提供）

親的帶領下，每一位孩童都專注著想要完成自
己手中的甜點，完成後重述著製作的每一個步
驟，自信地表現出自己更了解客家文化了。
照門社區也努力復育生態，使居民以及遊

玩的朋友們能邊嘗客家美食邊感受大自然的

美妙。所謂「有水有生態」，照門處處都是水
塘，使蜻蜓、青蛙等生態得以繁衍後代，而復
育生態一直都是社區發展的進程之一。民國
八十九年在水保局的輔助下，陳家農場開始經
營，並致力於復育獨角仙。在此之前，整個照
門社區以農為本，種植高接梨、海梨柑、文旦
柚等果樹。
陳家農場老闆娘彭春蓮表示，過去種植果樹

外銷有很好的收入，所以當地幾乎每一戶人家
都是以種水果為業。而為了確保水果的量及品

質，則會不斷的殺害獨角仙等會對果樹有害
的昆蟲，使生態大大的受威脅，後經水保局
的提點下，他們開始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
經過十幾年的復育，現在一到夏天便能看見
一群群的獨角仙在果樹上覓食、交配。

蟬噪鳥鳴山幽 獨角仙回來了

獨角仙復育成功後，陳家農場將生態保育
與觀光融合，開放某些特定地方，經由專員

陳家農場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在水保局的輔助下成功
復育獨角仙。 （王彥琪／攝）

照門社區公園中的蝴蝶昆蟲生態區。（王彥琪／攝） →照門社區的溪流清澈，使蛙類、蜻蜓等可繁衍後代。（王彥琪／攝）

照門社區公園中象徵昆蟲復育成果的獨角
仙模型。 （王彥琪／攝）

■陳怡均／報導

新農業，興隆
老庄頭，幸福

福隆社區位於台中東勢，社區內八成以上
居民世代務農。作為客家特色濃厚的典型客
庄，福隆社區於文化（製作社區故事布書、
鼓勵講客語）、農產行銷（梨、甜柿）、生
態保育（搶救老樹）及傳統工藝（木工、布
藝班）等推動上都頗有成果。

福隆社區（台中市東勢區）

相較於多次約訪未果的同學，我想，我的
訪問行從邀約開始，便是極順利的。循著網
站上的電話聯絡福隆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
曾光明，表明了目的與身分後，他一口答
應，並且很快訂下了確切的時間與地點。
與曾光明約好的地點「蜻蜓谷生態農場」
位於福隆社區的近山地帶，巷道有些狹窄，
下車後還得走上蜿蜒的山徑才能到達農場主
人，即現任理事長劉興健的住處。
進屋後，女主人熱情的請我坐下、吃梨，
讓原本戰戰兢兢的我鬆了一口氣。想像中嚴
肅的訪問，就這樣有了個讓人自在的開端。
在訪問曾光明的過程中，他詳盡回答每個問
題，並從包包中拿出準備的書刊作為輔助。
由於採訪是在客廳中進行，期間更有來串門
子的福隆社區媽媽加入我們的訪談，而一旁
做家務的女主人聽到有興致時，也會聊上幾
句。 
在將近訪談尾聲時，劉興健也結束工作加
入談話，分享對生態農業的願景。最後，我
們以一張在門庭前的合照結束這次行程。這
場採訪對我而言，像是一次愉快的聚會，也
使我深刻體會到盛情待客的客家本色。 
 （陳怡均）

自在 愉快 又順利

採。訪。側。記

小檔案

指導讓遊客親近獨角仙，加上滿山遍野的蝴蝶、
蜻蜓在上方飛翔，這些都是生態復育的成果，與
自然共存，這些昆蟲已成為照門不可或缺的一份
子。
照門里長林明學表示，水保局協助照門社區已

好幾十年，然而水保局初進照門時，居民並不樂
意與他們合作，認為他們為外來者；然而漸漸
地，居民慢慢接受水保局的規畫，一個接者一個
有錢的出錢、有地的捐地，想賭一賭社區的未來
是否能有更好的發展。
社區居民們一起同心協力使生態復育，例如種

植許多蝴蝶食草植物，使蝴蝶得以在不同的食草
上產卵、孵化成幼蟲、成蛹、羽化。經過多年的
努力，已逐漸看見生態的復育成果，讓居民們看
見昔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日子。
在生態保存的前提下，照門社區也適度的發展觀
光，推展客家小吃、生態。
然而，民國八十八年起當地的霄裡溪卻遭友

達、華映兩家高科技公司排放廢水，民國九十三
年至九十五年並導致霄裡溪從少有的甲級水體變
成中度汙染，溪裡的魚蝦暴斃，當地居民也在陰
天或半夜時常會聞到發酵酸味，觸碰到溪裡的水
甚至會皮膚發癢。居民要求環保局檢查，得到的
結論卻永遠是「只有輕度污染，沒有重金屬」。
然而經專家進一步檢測，卻發現水中含有美國環
保署認定為致癌物的ＰＦＯＡ。

廢水污染溪流 居民怒抗爭

居民極力抗爭，欲守護霄裡溪，企業終於決定
將廢水改排桃園老街溪，理由是「反正老街溪已
介於中度跟嚴重污染」，但企業仍否認所排之廢
水會使環境汙染，甚至對外澄清水很乾淨，但因
下游有取水口才改排。環保署在民國九十八年
決議三年內廢水改排，然而至今政府仍未履行諾
言，為維護霄裡溪的水源及照門的生態，居民仍
在持續抗爭中。
在水保局及照門社區居民的努力下，照門的生

態已漸漸復育成功。然而友達、華映兩家高科技
公司廢水卻至今仍為改排，在未來，是否還能看
見孩子追逐成群的蝴蝶？觀察好不容易復育成功
的獨角仙？或者是否還能聽見孩子天真地喊道：
「媽媽，我以後也想當蜻蜓，牠們可以在天上和
好多朋友飛來飛去，感覺好快樂哦！
霄裡溪的未來，就等於是這群孩子的未來。現

在，當地居民仍在為自己孩子的未來打拼，想辦
法讓政府聽見自己的心聲，向各個機關表達當
地現在的處境，每個人都在期待廢水改排的那一
天，為了讓自己的後代也能感受生態之美。

■王彥琪／報導

富麗開大門
復育好寫照

保育有成 喜 污染威脅 憂

照門社區位於新竹縣新埔鎮，分為九芎湖
與箭竹窩兩大區域。大部分的居民都為客
家人，是個典型的客家庄。整個社區發展
主要在兩個重心上，分別是客家美食及復
育生態。一踏入照門，便能被香氣四溢的
客家料理所吸引，四周環顧，還會發現許
多蝴蝶、蜻蜓四處飛舞。

照門社區（新竹縣新埔鎮）
照門社區的人真的很熱情！第一次撥電話
給里長林明學時，雖然他在外參訪，卻當場
表示他願意接受採訪，並且在前一天再打電
話約他就可以了。陳家農場老闆娘也是，一
接到我的約訪來電時，就直接說只要時間約
好就可以了耶！
當天早上採訪時，里長早早就到了約訪地
點。採訪時由於要錄音，他還把原本在那

裏喝茶聊天的親朋好友們請出去，以免錄到雜
音。里長跟我訴說了很多照門的發展歷程，也
講了霄裡溪遭到廢水排放的無奈。每一字每一
句，我都細細地記著。
下午是採訪陳家農場，我提早了兩個小時
到，原本想說在那裏散散步、喝喝茶等待約訪
時間到來。但老闆娘卻主動來招呼我，怕我等
太久。老闆娘熱情地表示，反正是非假日，客
人比較不多，所以提早接受採訪沒關係，老闆
娘真的好親切哦！悠閒的午後，老闆娘告訴我
照門及陳家農場的發展歷程，並再三強調，真
的很感謝水保局請來的庶民文化工作室林漢泉
老師，多虧了他的指點，陳家農場才能了解復
育獨角仙的重要與效益。
這次的採訪，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態復育成

小檔案

採。訪。側。記
功時的喜悅感，也體會到了霄裡溪遭汙染
時當地的無奈與憤恨。種種的感覺，似乎
讓我更親近照門社區。（王彥琪）

↓陳家農場有提供
麻糬的製作體驗。
（王彥琪／攝）

探訪客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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