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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寮坑鹿寮坑 螢回生態之美螢回生態之美

2014-06-24   鄭青青 

    短短十幾年，鹿寮坑從一個小鎮村變成觀光地，從一個客家社區發展出小有名氣的客家文化，

在時代的洪流中，他們沒有被淹沒，而是奮力走出的一段屬於客家、屬於鹿寮坑、屬於文明也屬

於自然、看似簡單卻又與眾不同的道路。

桔羊花海桔羊花海  萬人盛況空前萬人盛況空前

    在芎林鄉幅員狹長的十二個村裡，鹿寮坑是最晚成立社區組織的村落。民國八十六年，運用極

微薄的經費，帶著老舊的擴音器，田興業等人就這樣成立了華龍社區發展協會。

    剛開始只是村子內簡單的聚會，直到民國九十二年開始社區營造工作，配合羊年與鹿寮坑的大

宗產業橘子花，擴大舉辦「桔羊花海」活動，以村裡八十戶居民「一戶一道菜」的形式聚餐，那

一年遊子帶著親朋好友回到社區，變成盛況空前的萬人活動，成效也震驚了村民，開啟了社區發

展的第一步。

　　民國九十年納莉颱風將安座在溪裡的石爺、石娘沖散了，從那時開始，社區裡年輕人鬧分手

、中年人意見不合，甚至老人家都鬧離婚，村民認為是石爺、石娘的分離造成，於是經過擲杯得

到眾神的同意後，集結眾信士將石爺、石娘從溪裡移到土地公廟旁的空地，並辦了一場「世紀婚

禮」，恭迎城隍爺頒結婚證，一同見證這段佳話。這個活動凝聚了社區向心力，是社區發展營造

的第二步，往後陸續舉辦「鹿寮坑情人節」，石爺、石娘更成為鹿寮坑的著名景點。

石爺石娘是當地人的信仰，也是鹿寮坑特有的觀光景點。(鄭青青/攝)

文創品牌文創品牌  提升觀光價值提升觀光價值

　　近幾年來到社區遊玩賞花、田野調查的人逐漸增多，社區也希望學習其他成功的客家社區，

參訪過古坑、苗栗姜麻園、彰化鹿港的產業文化，融和多元發展。社區發展至今，居民將海梨釀

成酒，得到了吉園圃認證，透過生態觀光搭配專業導覽提升價值，並將桐花季活動結合手工文創

，讓遊客體驗客家文化。

　　經過短短十幾個年頭，華龍社區辦許多活動，結合了觀光與生態，並獲得「農村再生四年計

畫」補助，林林總總勾勒出生態調查、產業升級、自創品牌、文化傳承等目標，現在也努力營造

閒置土地，將鹿寮坑約兩公頃土地，規劃成生態系列的社區公園。

    對於這些目標，田興業感慨地說，「有些生態文化，我們這一代不做，下一代更不知道要如何

入門了」，因此現在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社區文化能夠延續下去。

　　進入華龍社區，右邊是鹿寮坑的水源鹿寮坑溪，山雲花草陪襯的自然美景盡收眼底，左邊卻

是工廠林立，鐵皮屋與柵欄隔絕這二分之一的世外桃源。民國　　六〇年初，父輩的美意，希望

年輕人能留在家鄉的工廠工作，毋須為求家計溫飽而離鄉背井，誰能想到，工廠的污染給了鹿寮

坑一瘡悲痛的印記，卻也給了一個希望的契機。

生態復育生態復育   與工業區並存與工業區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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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工業在鹿寮坑興起，即便居民們再怎麼不願意，也只能盡力維護這岌岌可危的和諧。一開

始，他們做生態保育不為觀光不為利益，只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在這一個沒有自來水的地方，

鹿寮坑溪是他們吃飯洗衣的水源，對居民來說，這條溪就像母親在供應他們生活必須，然而工業

的汙染是既無形又強大的，他們卻沒有餘力監督一個個工廠是否不當排放廢氣廢水。

     於是居民們開始著手鹿寮坑溪魚和蝦的棲地復育，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進行生態調查，若有

工廠排放廢水魚就會翻白肚，很容易就能觀察到。漸漸地鹿寮坑既是工業區，也是農業區，還可

以是住宅區，成為三者合生共容的境地。

　　延續生態保育工作，民國九十二年鹿寮坑開始社區營造推廣有機農業，教育農民轉換以往的

工作方式與心態，少了農藥對環境保育更有利，有機農業也提高附加價值，提升農民的生活品質

。

段木香菇農場老闆田日財，正在段木上衝孔，是栽種段木香菇的前置作業。(鄭青青/攝)

香菇有機香菇有機  螢火蟲新亮點螢火蟲新亮點

    例如段木香菇農場用有機栽種香菇的技術，提高有機農業的層次，跨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

而有機農業推廣也為鹿寮坑帶來意外的「亮點」，加上同一時期推行復育休耕田成美麗花海，一

兩年後在濕地農場看到幾隻螢火蟲，居民們都很興奮。

    其實生態的好與不好螢火蟲足以成為指標，牠們怕光害、怕農藥也怕汙染，居民創造了優渥環

境持續復育，如今在鹿寮坑已經可見四、五種螢火蟲，數量也很多，不過一直沒有正式對外公布

，是為了能夠永續保育，讓良好環境不要因過多人潮湧入而遭受破壞。

　　另外，想到客家就會聯想到的桐花，在鹿寮坑有不同於其他客家庄頭呈現方式。這裡的步道

以前是東家與西家用來連絡感情的捷徑，沒有水泥覆蓋、沒有石階石板，只有原汁原味的天然景

色，以及為求方便行走而用竹子砌成的坎，再將雜草叢生砍清乾淨，如今成為了許多遊客造訪的

桐花步道。

    也曾有遊客疑惑，為什麼鹿寮坑不像其他社區把步道規畫得美輪美奐，但居民共同協商的結果

，還是想保留住最原始的樣貌，也保留住鹿寮坑的精神。桐花有季節性，只在四、五月開花，居

民希望前來的旅客能在四季都感受到不同的自然風情，有得吃有得玩，想到什麼景點也可以事先

連絡安排導覽與動植物的生態解說。

    不過現任村長田興業也特別呼籲想來鹿寮坑探訪尋幽的人，居民們無私無我的奉獻這塊土地供

外人欣賞遊玩，希望遊客們也能無私無我的對待一花一木以及每個自然生命。

 

鹿寮坑社區（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社區（新竹縣芎林鄉）

    鹿寮坑又名華龍社區，幅員遼闊、人口稀少，最著名的就是自然美景與成功的生態保育，來到

這邊可以走最天然的桐花步道，連接著濕地農場，晚上能還能看到螢火蟲。大片的海梨果園、一

階階的梯田，遠眺蜿蜒而和諧的美景成畫，許多順應自然又結合觀光的景點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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