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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口
徘徊新與舊

■李恬芳／報導

好地出在

民國九十五年，呂宏溥帶頭在桃園縣楊
梅市南部的富岡里創立了伯公岡文化

協會，希望讓外界了解專屬富岡地區的客家特
色，以及這地方擁有的文化資產。這個年輕的
協會雖還在起步階段，卻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定
位，並且嘗試走出屬於自己的發展路線。

濃濃古早味 銀髮族最愛

富岡舊名為伯公岡，因為比周遭地區發展較
遲緩，因此有許多老建築被保留下來，可免於
都市化發展太快而被拆遷的命運，富岡車站對
面老街兩旁的建築物，就是最好的例證。
這幾棟日治時期興建的巴洛克式建築，就是

著名的呂家聲洋樓，其中細緻的雕工透露出當
年工匠的的細心和當年的繁華，雖然在歲月的
影響下略顯風霜，但仍不難看出這些純手工搭
造的建築在當年落成時是多麼氣派。而在一旁
的老洋房略顯矮小，卻也有著不同於洋樓的樸
實感。這些古色古香的建築加上週遭寂靜的氛
圍，讓富岡散發出有別於其他地方的「老味
道」。
而對於文化協會來說，這些特色就是最珍貴

的資產。現任協會總幹事的呂宏溥表示，協會
成立後在老街上種植櫻花，企圖營造出一個櫻
花季主題，再配合老街做行銷，打造出一個完
整的富岡印象，而非單單地只是讓遊客一味地
在此地消費，但在文化保存以及永久經營上卻
毫無實質助益。
也因為協會站在

永久經營的立場，
希望大家都能搭火
車取代開車前往，
以免破壞這裡的靜
謐感，因此鎖定銀
髮族為主要客源。
少了熙熙攘攘的人
群，反而多了讓年
長者回味的古早
味，他們更希望銀
髮族來過後，能再
帶著子女重遊此
地，透過這樣的方
式把富岡的特色發
展出去。

↑↑即使已無法倚賴湖口火車站的經濟效益，三元
宮仍吸引眾多香客前來。 
↑三元宮前廣場，為附近居民的休憩場所。 
 (李恬芳／攝)

↓位於湖鏡村內的湖口老街，仍保有古早磚造風
貌。 (李恬芳／攝)

湖口鄉，一個寧靜的地方，沒有車水馬
龍，也沒有人聲喧囂。自從火車站遷

移至仁勢、孝勢村一帶，附近的新湖口正漸漸
繁榮，相對地，老湖口風光已不再。而無論新
湖口或老湖口，眼前都有難關要跨越。

火車站遷移 老街一度褪色

民國十八年十月一號，車站遷出老湖口，老
街光彩褪了不少。在鐵路未遷以前，因火車站
的便利性，所有機關團體幾乎都設於老湖口，
車站遷移後，各個機關紛紛尋找新的據點，而
新湖口正為熱門選擇。「現在的老湖口發展不
起來啊！」前湖鏡村村長羅美搖曾語重心長地
說，「人都不集中在這裡，機關機構也不來這
裡設，不過只要有計畫地做，老湖口還是很有
潛力的。」
交通不便，且只有短短的Ｌ型街道，以社

區中心三元宮為轉折點，短邊長約一百二十
公尺，長邊約六百四十公尺，能遊

逛的不多，以

致來老湖口休憩的遊客已不多。湖口鄉鄉長
張春鳳徐徐地說，「湖口老街只有短短的Ｌ
型，其實很快就逛完了，如果要使遊客停留
較長時間，可能要多增加一些景點。」
老街一向以鹹湯圓、手工豆腐、鹹豬肉等客

家美食和傳統建築吸引觀光客，為了吸引更
多遊客駐足，近年來增設了一些步道，如仁
和、漢卿、采香、金獅步道等，讓遊客漫步
在大自然。此外，具九十年歷史的八角樓，
在民國九十八年底進行一年多的翻修後，於
去年啟用，將與湖口老街串聯，成為客家景
點的觀光路線。

轉型做觀光 客庄徵地不易

「有些老街住戶不想受到遊客叨擾，若要大
幅改變老街，讓它變成商圈，我們施政者無
法以強硬態度要求他們改變，得由他們發自
內心接受，並自發性的作一些行動」，張春
鳳強調。增加或整修道路、建築或硬體設備
的第一要務莫過於與居民協商，例如三元宮

後大型停車場的蓋建就需要徵收農地。
「之前徵收土地曾遇過難以勸服的地主，他

覺得那塊地是他祖先留下來的，不能隨便讓出
去。那件事情搞了好久喔！」張春鳳一邊搖
頭，一邊苦笑著，「不過重視傳承真的是客家
人很大的優點。」文化保存與都市發展，總有

彼此牴觸的可能性，現居於這些古建物的
人，有他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盼設文物館 保留客家文化

湖口鄉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名列的客家文
化重點發展城鎮之一，鄉公所致力於客家文
化的發揚，且尚有民間團體如客家文化協會
不遺餘力地從事相關活動。除了桐花季、客
家燈籠製作、天穿日做粄等每年會舉辦的活
動外，客家美食教學、客語教學都是發揚客
家文化的管道。
「我想老湖口可以往保持客家文化的方向

發展。一旦湖口老街保存下來，可以一併將
我們客家文物介紹給大家，比如說把老街設
計成觀光式的客家庄，設立文物展覽館，
賣些特產、客家米食，比如米苔目、麻糬
等」，曾任老湖口都市計畫委員之一的范石
和，熱烈地陳述著。
由於都市的拉力，許多年輕人外流出鄉

村，再加上整個台灣人口老化的趨勢，是湖
口鄉現正面臨的一大困境，如何讓人數上升
的老年人口生活在一個健康且安全的環境
下，是張春鳳的政策之一。
她強調，現在老年人比例增加，許多硬體

設備會根據他們的需求而設立，未來計畫設
立社區活動中心、集會所做為關懷據點，讓
老人能在那唱唱山歌、跳跳土風舞，彼此
交流感情，也會設立長青學苑，落實終身學
習；至於那些行動不便的年長者，將會安排
志工送餐給他們。
雖說後代子孫多離開家鄉分散各地，一旦

到了祭祖的日子，卻通常無一缺席。「慎終
追遠是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而且客家人非

常有向心力。」張春鳳笑著說，笑顏中帶著一
絲驕傲。
「我們這裡算客家社區中交通很便利的耶！」

鄉長秘書自信滿滿地說著。即使新湖口在火車
站附近，交通機能不錯，張春鳳仍期望能融合
高速公路、鐵路、一般公路，使湖口鄉的交通
更為便捷。

新舊湖口 都是都計發展重心

「好地出在大湖口，金獅朝北斗，長崗來
做案，波羅把水口，誰人做得到，黃金萬萬
斗。」這段古諺只要是湖口鄉的居民，多多少
少都能念上一兩句。「誰人做得到，黃金萬萬
斗」表現出當時人們對於土地的冀望，也許期
望土地帶來的財富，也或許是給自己對土地多
一點信心。祖先的盼望傳承下一代，鄉民無一
不希望自己的故鄉能有更好的發展。
老湖口與新湖口皆為湖口鄉都市計畫發展的重

心，即使一如老態龍鍾的長者，一如春秋鼎盛
的壯年，兩者皆是湖口鄉燦爛的明珠。兩者的
未來都不可被忽略，兩地盡力走出自己輝煌的
路，創造無可取代的人文風情。

兩舨車的時間 要留下回憶

對於協會來說，用錢堆砌出來的展覽、表演
雖能吸引大眾目光，達到宣傳當地的效果，
但是實質上對於文化再造貢獻並不大。在協會
成員心中，伯公岡整體營造的核心主軸就在於
「讓人留下回憶」。因此他們以「兩舨車的時
間」為標語，意即要讓遊客在乘坐前往與回程
的兩班火車之間，體驗到最完整的的伯公岡文
化。企圖藉由老街、竹編藝術、熱情的富岡人
以及當地傳統的客家農村印象，讓大家在這悠
閒的氛圍中留下屬於自己的伯公岡回憶。

當地除了老街外，竹編的藝術也成了重點。
當地住著國寶級的竹編師傅戴阿爐，吸引了遊
客駐足，看他在自家門口一刀一劃地完成那些
純手工製作的竹製品，從凳子到扶手椅，從茶
几到大圓桌，皆是他努力的心血。更讓遊客為
之驚艷的是，戴阿爐小時候因為窮困當竹編學
徒，至今累積了五十幾年經驗，讓他不用尺精
準地測量，就可以憑著手感完成作品的功力。

國寶竹編師 50年好手藝

雖然他並沒有繼承衣缽的學徒，但他精湛的

手藝仍是伯公崗吸引人潮的一大賣點，即使
現在竹編賣的產量比不上幾十年前的巔峰，
但他不斷改良和純手工的作法，反而讓他名
聲更遠播，甚至吸引了不少媒體採訪，使他
成了富岡的重要特色。當被問到是否覺得自
己的作品能代表富岡地區時，戴阿爐有點不
好意思但又有點驕傲地點點頭，顯露出對於
富岡和自我的認同感。
提到伯公岡地區與眾不同的特色，呂宏溥

不假思索地回答「向心力」。他指出，伯公
岡和其他文化協會最大不同在於內部並沒有
派系和分裂問題，因為參加協會的都是真正

呂宏溥收藏許多當地歷史和家族照片。 
 （賴坤猷／攝）

富岡老街裡最著名日治時期純手工打造的呂家聲洋
樓。 （賴坤猷／攝）

某日我在半夢半醒中接到電話，聲音是一
位中年女性，說收到我的來信，湖口鄉長張
春鳳願意接受我的採訪，我欣喜若狂，因為
之前約訪一些人物時遇過障礙，讓我提心吊
膽數日。之後抱著不太大的期望寄了一封信
給鄉長，沒想到鄉長秘書在隔天就回電了，
心中的大石頭終能暫時放下。
十二月十二日我前往湖口鄉公所。鄉長是
個很慈祥的女性，但第一次當面採訪別人的
我，緊張到手心冒汗、語無倫次，所幸鄉長
很有耐心的聽著我的問題。問起鄉長是否
為客家人，當她回答「不是」時，我頗為驚
訝，因為採訪過程中她不斷吐出流利的客家
話，且她對客家的文化、歷史極為熟悉。即
使是身為外省人，我相信用心良苦的她必能
了解鄉民需求，締造良績。
十二月十五日前往湖口老街，不幸迷了
路，但我選擇不驚不慌，放慢腳步欣賞沿途
風景，對從小在都市長大的我來說，一路上
充滿新奇。來了怎能空手而回，我仔細地觀
察湖口老街的建築、人物，彷彿穿越時空回
到了父母輩或甚至祖父母輩的年代，這裡真
美，深覺不虛此行 。 （李恬芳）

外省籍鄉長 一口流利客語   

採。訪。側。記

位於新竹縣北部的湖口鄉，舊稱「大窩
口」，居民有約百分之八十五為客家人。亦
為北台灣重要陸軍基地所在。在工業區未設
立之前，經濟主要仰賴農作生產與零星的商
業行為。但溪流狹短，依賴雨水作為灌溉來
源，有「看天田」之稱。現以工商業為主。
湖口老街位於湖鏡村的舊湖口，為其觀光收
入主要來源。

小檔案 新竹縣湖口鄉

有心想為地方做事的人，而參與者都知道參加協
會並不會讓人出名，但是有助於協會的發展，因
此大家有了一個目標而不會分裂，並能一起集思
廣益，想出讓伯公岡發展的方式。
也因為有這樣的向心力，讓伯公岡文化協會運

作時，即使只有鮮少的政府補助，仍靠著成員的
會費與熱忱，以及民眾在辦活動時的樂捐支撐下
去，以至於不用太刻意地爭取一些經費來運作。
同時，呂宏溥也指出，協會主要面臨的困難是地
方首長對當地缺乏認同感，使文化事業變得窒礙
難行，如果文化無法紮根，就更沒辦法進行長遠
的文化教育。

致力保存文化 腳步要站穩

雖然伯公岡文化協會仍非常年輕，但是富岡比
起其他地方的名聲仍不夠響亮，雖然如此，他們
對於自己文化保存感相當強烈，對於地方的需求
也都很清楚，更深知在地所擁有的資源，正慢慢
地透過一些活動打響知名度，並逐漸站穩自己腳
步，讓外地人知道富岡。
或許他們願景很大而沒辦法很快實現，但是就

如同呂宏溥所說：「文化是長久的事。」伯公岡
文化協會也在用自己的腳步，逐步完成他們心目
中當地文化發展的長久經營方式。或許他們無法
像其他社區能在短時間內招攬到很多觀光客或是
讓自己知名度暴增，但他們也讓來到這裡的人印
象深刻，並且了解他們的主軸「永續保存」。

雖為外省人，鄉長張春鳳(右)對客家文化和客
語頗為熟悉。 (李恬芳／攝)

車站外舊味道 靜靜地展開

富岡早年被稱為伯公岡，位於楊梅南部，
並不是非常都市化的地區，但也因此保存了
許多古早的客家農村景象，近來企圖以文化
再造的方式，以老街與竹編藝術為主打，把
這個地方推銷出去，也透過參加過各種客家
的文化表演或文化節，企圖打出知名度。

我兩次來到富岡，都為它格外寂靜的氛圍
嚇到。
明明是在車站外，照理來說應該是最嘈雜
的地方，怎麼會這麼安靜呢？沒想到這竟然
是伯公岡文化協會的賣點，想利用靜謐的氣
氛讓人們來到這裡，就有一種落入時光隧道
的感覺。
然而在經過總幹事呂宏溥解釋後，才開始

瞭解這個乍看之下不起眼的小鎮有個文化協
會，對於自己的定位不僅相當清楚，未來的
願景也是相當完整。而總幹事採訪時說我是
他們的「種子」，協助將富岡的美好散播出
去，我才了解在他們眼中長遠的經營是最核
心的價值，也不難理解一講到未來願景時，
總幹事雙眼為何發亮。在他眼中，我看到絕
對的熱忱。
採訪的時候我也極度感受到富岡人的和
善，呂宏溥載了我一程，也都很有耐心地回
答我的問題，而戴阿爐更是在我問問題問到
結巴時，笑笑地叫我盡量問、隨便問、不懂
就是要問到懂，幾乎讓舌頭打結的我有一種
羞愧到無地自容的感覺。他們讓我感到富岡

人的真誠。也特別感謝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訪
問，沒有他們的協助，我這篇採訪恐怕也無
法順利完成。（賴坤猷）

富岡社區（桃園縣楊梅市）
小檔案

採。訪。側。記

→竹編師傅戴阿爐在
自家門前工作的情
形。 （賴坤猷／攝）

竹編師傅戴阿爐用竹子編織了
桌子。 （賴坤猷／攝）

一手創辦伯公岡文化協會的
總幹事呂宏溥，對於當地未
來發展有相當多的期待與展
望。 （賴坤猷／攝）

探訪客家社區
People 6

伯公岡
老街洋樓賞竹藝

■賴坤猷／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