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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鼎鼎有名的大溪老街之中，轉幾個
彎，就看到一棟老舊的西式建築，乍看

之下沒什麼特別，但走近一看，牆上是滿滿的
公告，其中一個小黑板上寫著「大溪鎮愛鎮協
會」，走進去這棟老房子時，映入眼簾的是一
大片舒服的榻榻米，與一整書架的豐富藏書，
坐在兩旁的愛心媽媽，立刻熱情地招呼你。

落實照顧服務 也創造就業

大溪鎮愛鎮協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八年，是由
一群沒有經驗，但充滿熱情的愛心媽媽所組成
的，成立宗旨包括落實普及照顧福利服務、開
創在地就業機會、促進生活品質提升，而協會
主要以推廣閱讀來達成上面三點目標。
除帶領國小的課後照顧班，落實了照顧服務

外，協會的成立，也創造了一些適合家庭主婦
二度就業的機會，並且讓當地民眾多了一個讀
書的好地方，提升了在地的閱讀風氣，提升了
當地民眾的精神生活。
協會行政黃瑞端表示，自己也是創會元老之

一，在理事長邱瓊淑的帶領之下，一群人一起
進修，學習如何上台說故事，如何帶動聽眾參
與討論，找尋合適的屋子，找到出版社捐書，
寫企劃書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等，經過許多人
的努力，協會才有今天的規模與成果。
協會是一個地方性的組織，在大溪以外的地

方知名度不夠高，因此經費來源仍以向政府申

↓內灣戲院改建成餐廳後，供遊客一邊用餐，一邊觀
賞民國五、六○年代的電影。 （沈祖廷／攝）

靜靜存留在巷弄中的古早式柑仔店，訴說著大人們
小時候的回憶。 （沈祖廷／攝）
 

內灣戲院經理謝煉興用心經營內灣戲院，假日一到總
忙碌不已。 （沈祖廷／攝）

能代表內灣繁華與沒落歷史縮影的內灣戲院。（沈祖廷／攝）

車窗外的景色漸漸轉進深山，一片片的
綠讓人忘卻都市的紛擾，步下火車，

陽光灑下在內灣，一個在叢叢樹林中繁華起來
的客家小村落。知名的內灣老街上，賣著令人
垂涎欲滴的客家美食，古早味的黑糖糕、小巧
可愛香味四溢的野薑花粽以及縷縷蒸煙上彈牙
的菜包、草仔粿，中午一到人潮洶湧，好不熱
鬧。
沿著老街恣意地逛，盡頭的那端，佇立著一

棟由木板和瓦片組成的古式建築，好似從古至
今，它已靜靜地凝望了整個內灣的歷史，看板
上題了四個大大的字，「內灣戲院」。

當年小上海 伐林採礦興盛

很多人會好奇，在這遙遙深山裡為何有棟屬
於城市的戲院建築。原來，早期內灣擁有兩個
豐厚的自然產業─林業和礦業，為了產業的發
展，政府便闢建了一條鐵路支線延伸入內灣，
並因此吸引許多外地人到此就業。民國三十九
年，戲院屋主楊盛泉發現在此地工作的工人一

到晚上毫無休閒娛樂可言，便把
原本只是堆

積木材的地方改建成了戲院，與整個內灣的
繁華相呼應，在當時更享有「小上海」的美
名。
盛況一直持續到民國六十年代，政府限制

伐木的禁令，以及礦業的工安問題，奪走了
內灣的繁華。隨著林業與礦業沒落，工作機
會減少，人口漸漸往外流失，深山裡的小村
落，漸漸被人遺忘，於是內灣戲院再也經營
不下去，一荒廢就是十幾年。
民國九十年代，政府決定透過社區再造，再

次讓內灣的美向外人展現。除開發補助外，
並引進團隊輔導經營，重新點燃了內灣的繁
榮盛況。再加上內灣擁有「全台唯三」的火
車支線、生態美景螢火蟲以及創造大嬸婆、
阿三哥等經典漫畫人物劉興欽等，都造就了
內灣的不平凡與不該被埋沒的本質。

荒廢三十年 舊戲院變餐廳

荒廢已久的內灣戲院，也重新整修改裝成戲
院餐廳，再次吸引大批人潮湧進。戲院從裡到
外充滿了古早味，店門口的柑仔店賣著古早時
才吃的到的零嘴，戲院內部精心地布置成民國
五、六零年代的樣貌，牆上的古老電影海報，
停在一旁的古式三輪車，古早美容院式的廁
所，與最具特色的邊吃飯邊觀賞早期電影，都
讓人有種時空倒轉，回到那繁華年代的感覺。
內灣戲院經理、橫山采風館負責人謝煉興與

內灣社區的相遇約莫是在十年前，當時從外地
來的他，非常難融入內灣這個百分之九十都是
客家人的村落。但改變內灣的荒廢和沒落，成
為謝煉興和內灣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想努力的目
標，於是漸漸地，社區居民了解到協會的本意

是要一起讓內灣變得更好，便接納他這個外
地人，且彼此成為好朋友，為了內灣一起打
拚。
一點一點的努力，一次次的曝光，越來越

多人知道內灣的好和美。在謝煉興團隊、協
會和居民共同推動下，內灣獨有的特色展
現，再次奪回大眾的目光，美好的山景、熱
情的客家人與客家美食、別具風味的古早味
老街景和糖果餅乾，與代表性十足的內灣戲
院、日式建築內灣派出所、劉興欽的漫畫之
鄉等，讓內灣重生。
沒想到民國九十六年，好不容易打響名號

的內灣戲院，竟面臨拆屋還地的窘況。原來
戲院門口的土地屬於另一戶人家，幾次的溝
通，地主和戲院屋主都無法妥協，眼看這存
在內灣將近六十年，幾乎等同於內灣歷史寫
照的舊建築面臨被拆除危機，所幸文化界注
意到，引起政府介入，將它以文化資產的方
式保留下來。

過度商業化 思索未來方向

現今的內灣戲院，每逢假日，人潮就如流
水，一大票一大票地從火車站湧入。這樣的
觀光發展固然是理想的，但不免也淪於商業
化，開始有如「白天的夜市」這樣的負面評
價，許多內灣的特色，正悄悄的流失。謝煉
興認真地說到，「希望未來繼續經營內灣的
時候，能更展現出內灣自己獨有的特色，讓
來的人還想再來，而非只是熱鬧過後就煙消
雲散。」
午後，內灣飄起了小小的雨。站在內灣老

街上，耳邊不時傳來內灣本地人講著客家話

的笑語，觀光客興奮的聲音，人潮仍舊繼續流
動著，內灣戲院經歷風風雨雨依舊是大家注目
的焦點。
但靜靜佇立在巷弄內的古早柑仔店，天花板上

的日光燈，有些不穩的閃爍著，像是在回憶不
久的從前，或思考著內灣的未來。

現今的內灣老街，縱使下雨的平日早晨，仍有遊客
前來遊玩觀光。 （沈祖廷／攝）

請與向當地民眾募款為主，較少企業願意贊
助，但靠著眾人的努力，在推廣閱讀方面大有
收穫，受到當地小學與鄰里的歡迎，目前已經
有七所國小、六所托兒所與四個社區組織和協
會合作，帶動當地小學生與銀髮族的閱讀風
氣。

培養小書評家 為老人陪讀

在小學方面，目前主要大力推動的是「小小
書評家」的活動，與一般學校的愛心媽媽不
一樣，這個活動不只是念故事書給小朋友聽而
已，而是以導讀、說書、讀書會、座談會等方

式帶領他們閱讀，不是單方面的輸入，而是雙
方面的互動，讓聽眾有參與感，民眾甚至還能
自己選書，增進閱讀動機，最終能自己品書評
書，養成主動閱讀的習慣且愛上閱讀。
在地方鄰里，則是由各社區組織主動聯絡，

安排恰當的時間與地點，譬如在例假日早晨的
里民中心，以銀髮學堂的方式，陪伴年老又不
識字的長者閱讀。雖然他們看不懂書本上的文
字，但是透過愛心媽媽們的話語，都能了解書
本裡的故事，並對於閱讀感到開心，對於很多
沒有完成學業的老人家來說，能再一次接觸書
本是一件相當難得的事，他們都露出了歡樂的
笑容。

為了善加利用圖書資源，協會與「五色鳥
故事館」分享書本資源，以更豐富的書籍吸
引民眾前來閱讀。除了推廣閱讀，協會也與
其他組織合作，把服務內容多角化，例如暑
假期間與民間企業共同舉辦反菸毒籃球營，
以籃球這種熱血又陽光的運動，轉移菸毒對
於青青學子的致命吸引力；也協助大溪鎮公
所舉辦百年講堂，推廣有機農業，提倡在地
農產品，讓大家吃得更健康。

支援弱勢家庭 協辦桐花季

另外協會也與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合

呂宏溥收藏許多當地歷史和家族照片。 
 （賴坤猷／攝）

劉科成從小就在勝興村長大，對這裡有難以抹滅的
情感。（洪詩宸 （洪詩宸／攝）

協會作為一個休息站，給參與服務學習的清華大學學生
喘口氣。 （許翔／攝）

寫企劃書時，最頭痛的部份便是聯絡欲採
訪的對象。上網找了內灣社區聯絡人、內灣
村長等的電話，很多不是撥了多次沒接，就
是接起來就講客家話，讓人一頭霧水。
在多次努力之後，終於約到了第一個對
象，「橫山采風館」的負責人，由於過度興
奮緊張，忘記問對方叫什麼名字就開心地約
好了時間和地點。後來第二個被採訪的對
象，即「內灣戲院」經理謝煉興也順利約
到。
採訪前一天，記者按約定打電話給「橫山
采風館」負責人，和他再次確認時間地點，
卻意外地發現他也姓謝，而且聲音聽起來像
極了內灣戲院的謝經理。雖然這天，我還是
天真浪漫地相信沒有這麼巧的事。
直到當天，當我問「橫山采風館」的阿姨
「負責人謝先生在哪裡」時，阿姨告訴了我
真相：「他還在內灣戲院忙喔」。我不得不
認清原來我約的是同一位謝先生。當下只
一陣晴天霹靂，想著老師要求必須採訪兩到
三位採訪對象，一下子竟然只剩下一位了。
 （沈祖廷）

邀訪兩人 原來都是同一位

採。訪。側。記

內灣是一客家村落，早期為尖石鄉對外聯
絡購物的唯一地點，於是漸漸變成木工、礦
工閒暇時的娛樂之處，曾有「小上海」之
稱，後因政策停止木礦業發展，內灣逐漸沒
落，但因擁有全台唯三的火車支線、生態自
然美景、日式建築和老街風味等多項特色，
近年又開始發展觀光。

小檔案 內灣社區（新竹縣橫山鄉）

作，成立大溪「袋鼠與企鵝的家」，是當地的單
親家庭服務網絡補給站，提供單親家庭心靈與經
濟上的幫助；還投入附近國小課後照顧的行列，
幫助小學生在學校完成功課，或是帶動閱讀等多
元活動，使小學生不再成為鑰匙兒童。
在眾多新增的活動當中，有一項最令人矚目

的，就是協辦一年一度的桐花季了。雖然大溪原
本不是客家地區，是原住民、閩南、客家等三個
族群交會的地方，現在隨著國際的人口遷移，增
加了許多台灣新住民，人口組成多元，但是鄰近
龍潭鄉等傳統客家地區，加上附近有金面山步
道、大艽芎古道等八條知名的賞桐步道，一到花
季就充滿了遊客，於是桃園縣政府便與協會合作
推廣桐花季。

親子樂共讀 會員逾二百人

育有兩名年幼子女的蔡佳文，認為協會是個親
子共讀的好地方，她本身雖然不是當地人，但是
隨著嫁到大溪來，經過親朋好友的介紹，找到了
這個適合學齡前的幼童閱讀的地方。
她表示，雖然大溪也有圖書館，但是藏書不一

定適合年紀較小的孩子，而且有時候小孩不受控
制坐不住，會打擾到其他人，協會這裡的藏書大
多是童書，孩子在閱讀的時候，家長間也可以互
相交流，是個打發時間的好去處。
協會成立三年多來，大溪的閱讀風氣漸盛，會

員也從十幾個人，增加到兩百多人，星期一到五
早上都在小學帶領閱讀，每個周末，都有家長與
小孩來閱讀，更與其他社區組織聯手，持續帶動
社區發展，這些都是由一群沒有經驗，卻有熱情
的愛心媽媽所達成的，這就是真正的社區營造。

社造 不只是課本上的名詞

大溪傳統上是原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三
個族群交會的地方，現代則增加了新住民，
人口組成多元，近年來桐花季受到歡迎，連
帶的金面山步道、大艽芎古道等八條賞桐步
道一到花季也就充滿了遊客，在社區總體營
造的發展下，也出現許多社區組織如推廣閱
讀的大溪鎮愛鎮協會。

直到這一次的作業，我才真正了解社區營
造的意義。以前對於社區營造的了解，總是
一知半解，雖然課本上有教，但我只學會考
試而已，比方說書本上舉某地當社區營造的
例子，說那裡環境美化很好之類的，但做為
一個當地人，我知道書籍的作者群有過度美
化之嫌。 

由於家中在大溪有置產，因此找到了大溪
鎮愛鎮協會接受我的採訪，在約訪的時候就
可以從話筒感受到另一端的親切感，到了協
會，裡面雖然空間不大，卻擺滿了豐富的童
書，還貼心地鋪上了涼爽舒適的草蓆，非常
適合親子共同閱讀。
受訪者黃瑞端謙稱自己不會講話，但講起
話來言之有物，到了中午時間，還招待一群
大學生午餐，我細問之後，才知道社區組織
間都有相互聯繫，而清華、東吳大學的學生
剛好在參與服務學習，翻修老房子，維護大
溪老街風貌。
讀了協會的文宣，發現到除了閱讀，他們
還為大溪做了好多事，我想，這才是真正的

社區營造。 （許翔）

大溪社區（桃園縣大溪鎮）
小檔案

採。訪。側。記

媽媽散播書香

■許翔／報導

協會行政黃瑞端小姐(右一)與帶小孩來閱讀的媽媽
們。 （許翔／攝）

蔡佳文跟她的兩個小孩分享閱讀的喜悅。 
 （許翔／攝）

■沈祖廷／報導

Hakka

↑豐富的藏書
與 舒 適 的 草
蓆，提供了一
個優良的閱讀
環境。
←大溪鎮愛鎮
協會隱身在大
溪老街之中，
充滿了古色古
香 的 氣 息 。
 （許翔／攝）大溪 愛鎮愛閱讀

內灣戲院
故事還在上演

探訪客家社區
Peopl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