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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在聽到花蓮縣壽豐鄉的豐田社區，第一個直覺常常是它的名字好特別，而擁有如此日式

的名字當然與它的背景有關。在日治時期時這裡是日本人的移民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雖

然戰敗撤退，但建築和建設仍保留了下來，此時原本被限制住在移民村周圍、從西部來的客家二

次移民，便接手了這些房子，也配合原本的生活方式改建了這些日式房屋，然後發展屬於他們自

己的文化。

豐田文史館是由以前的日式民宅所改建而成。(鄭宇茹/攝)

 日本移民村日本移民村   客家居民接手客家居民接手

     豐田社區是由三個村子－豐裡、豐山、豐坪所組成，範圍相當地廣。由於附近有個豐田車站

，大家也就習慣將此地稱為豐田。社區裡有將近百分之六十三的居民是客家人，但走在當地，卻

感受不太到這裡住了這麼高比例的客家人。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發展協會秘書尤雅帆表示：「因為本身是移民村的關係，在硬體建築

方面比較少客家的東西，但客家文化的精神隱隱約約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像是以前在開挖豐田

玉和種西瓜等等，都可以從中感受到客家人刻苦耐勞勤儉的特質。」

    民國八十五年，豐田社區也搭上了社區營造的列車。尤雅帆說，「其實一開始也沒想到自己在

做的事情是所謂的社區營造，只是幾個家庭因為孩子的關係聚在一起做一些活動，做久後大家覺

得不錯，就有政府來委託辦活動、做調查，因為是政府的事情就都要做到，漸漸地就會開始找人

才、立案，才知道原來做的是社區營造。」而當時正值青壯年的他們，被政府以及學者遊說，加

上看到原本志工的生活困境，因此想要創造就業機會，而認真考慮立案。

    一開始，因為什麼都做，而被說很雜，諸如「為什麼你們不像白米社區那樣發展專一的項目就

好？」、「說到豐田，我想不到特色」等等的批評接踵而至。但尤雅帆說：「我們為什麼要讓你

們想到？我們只是希望能解決社區的問題讓社區更好，而不是為了那些專家學者。」民國九十四

年行政院開始推行「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隔年豐田社區就通過文建會遴選，成為六星計畫

進階社區，牛犁協會的人也才確定一路走來是走在正確的路上。

自發性社造自發性社造  六星計畫接續六星計畫接續

    在六星計畫裡，牛犁協會比較著重於環保生態與環境景觀的面向，因為他們從九十一年開始就

注意到環境教育的重要性，也是第一個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的社區。「我們想藉由

這件事來提升社區認同、凝聚力，並改變人的價值觀和習慣。態度改變行為就會改變，習慣改變

對這個社區的一些人和少數族群也會有幫助。」尤雅帆說。

    雖然得過很多獎，像是九十九年教育部評選頒發執行樂齡資源學習中心全國優等獎，以及一百

零一年花蓮縣社區關懷據點優等，但他們也不覺得得獎就代表做到完美，反而認為是因為他們所

做的事情的核心理念。舉例來說，他們希望老人不要覺得自己老了就沒有用，透過一些機制還有

方法，如：社區長輩對竹材、木材都擁有好手藝，透過晚輩的學習，使長輩能對社區再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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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但能減輕社區對老人照護的負擔，也能提升老人對社區的功能性，他們認為這種精神才

是得獎的原因。

    在《禮運大同篇》裡所說到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更是牛犁協會成員不斷提

起的一句話。除了定時的老人照護、送餐外，小朋友在下課以後父母親也無須擔心，因為在豐田

文史館裡，你會看到有人在那邊幫忙顧著他們。

對孩子而言，豐田就是他們成長的地方，是他們的根。(鄭宇茹/攝)

童課後照顧童課後照顧  老人照護送餐老人照護送餐

    前牛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鍾國祥說道，「我從小就在這裡長大，豐田就像是我的根一樣。雖

然我自己是公務人員，但我不希望自己好就好，社區裡有許多自由業，我當然會想要多活絡經濟

、創造產業機會，社區居民可以安居樂業無後顧之憂，人才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讓小孩擁

有良好的學習環境，以及老人無須擔憂生活問題，就是他們一直努力的方向。

    而人才外流或不足，是許多鄉村都會面臨到的問題，豐田社區也不例外。「社區營造很強調利

用在地人才，但鄉下地方很少有高階的知識份子，許多媽媽們都只有國高中畢業，在應付一些事

情上是比較吃力，所以他們之後都有去東華大學或慈濟修社工學分。」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三年

級的楊富民說道。

雖然他並不是社區中多數的客家人，但他從國中開始就在社區的少年服務隊擔任志工，在過程中

漸漸累積對社區的情感，也因此他選擇繼續留在花蓮就讀大學，以後也希望能結合所學，用文字

為社區做一些保留或創造。

志工少年兄志工少年兄   盼續服務鄉里盼續服務鄉里

    做了十幾年的社區營造，一路走來牛犁協會並不是一直都很順利，許多社區居民一開始不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必須要做出成績讓他人認同進而加入。尤雅帆說：「我們也是不斷的累積經驗才

知道，要怎樣做才是最好的，尤其是體會到『人和』的重要性。若沒有這點，你有再偉大的理想

都沒有人會願意配合你。」

    現在，隱身在豐山村小街裡的一間屋子，上頭還掛著洗衣店的招牌，外圍是社區小學生的彩繪

牆壁，走進去裡面，那裡的人正忙碌地處裡資料，想著如何要為他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貢獻心力

，「其實，我希望以後豐田能像現在這樣，是個小小的農村就好，那對我來說就已經很足夠了」

，楊富民這樣說道。

 

豐田社區（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社區（花蓮縣壽豐鄉）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豐田社區前身為日治時期之移民村，所以社區內有許多日式建築，有的改建為文物館，但有些

年久失修再加上受到颱風摧殘因此殘破不堪。主要居民為從西部搬遷來的客家人，但也有閩南、

原住民等族群混居。目前是由社團法人牛犁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營造，以文建會六星計畫的規

畫為發展重點。

 

附件下載：
鄭宇茹.吳建勳.pdf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files/article/409/doc/???.???.pdf
javascript:void(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about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ontact/8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日式老豐田，牛犁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