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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學特別有活力

Hakka

交
大
傳
播
與
科
技
學
系
一○

五
級

●

謝
宜
寧
、
黃
詩
涵
報
導

客運行駛在蜿蜒的新竹一一八縣道上，
兩旁車窗皆被翠綠的樹葉填滿，這條

坡道有個優美的名字：羅馬公路，在晨光的照
耀下顯得特別的安靜祥和，沿著羅馬公路行
駛，便可到達充滿鄉間悠閒氣息的金錦社區。
金錦社區是由關西鎮的金山里及錦山里所組

成，舊名為馬武督，居民多以務農為生。金錦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江菊美說，成立於民國
六十一年的金錦社區理事會，最初目的是為了
保存最原始完整的自然環境，後來更名為金錦
社區發展協會，除了保護生態資源，同時也配
合政府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致力發展地方特
色。

唱民謠也跳舞 志工辦採茶賽

社區發展協會在社區活動中心內有自己的服
務據點，擺放了卡拉ＯＫ機與桌椅，江菊美解

興隆國小校園內的千年大樟樹，是村民們的共同記
憶。 （謝宜寧／攝）

樂齡學習
中心花布
拼貼藝術
的成果。 
 （謝宜寧
／攝）

←興隆國小校慶運動會親子趣味競賽，社區居民們熱
情參與。
↓過年舉辦寫春聯活動與居民同樂。 
 （興隆國小／提供）
↙興隆國小內的綠活基地，展示著學生們的創意作
品。  （謝宜寧／攝）苗栗縣銅鑼鄉的興隆社區，舊稱老雞隆，

一個保留著自然古樸風格的鄉村，映入
眼簾的是一大片的農田和傳統的三合院建築，
而村內唯一的學校興隆國小，傳來陣陣響亮、
有活力的嬉鬧聲，彷彿宣告在這個人口逐漸老
化的客家聚落中，有一群新生的小小力量正悄
悄萌芽。

八百年老樟  故事說不完

走進興隆國小的大門，穿過短短的川堂，矗
立在眼前的是雄偉的千年大樟樹，樹高居全台
灣校園樹木之冠，更被列為苗栗縣內珍貴老樹
之一，樹齡有八百年以上，不僅陪伴學校一路
走過百年的歷史，更傳頌著許多村內的傳奇故
事，可以說是老雞隆的地方象徵。
學校的大操場，茂盛的大樟樹下，是村民的

精神寄託，散步、運動、聊天、玩樂等，居民
常在這裡消磨時間，還有不少學校或社區的活
動也會在這裡舉辦，老人小孩一片和樂融融，
留下無數美好的共同回憶。

傳統客家庄  迎接觀光客

然而在這樣一個以農業為生的村落，在面對
人口外移、勞動力老化的衝擊下，也難逃沒落
的命運，許多農田都面臨休耕的困境。因此，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發展觀光產業，陸續在銅鑼
鄉境內興建了桐花樂活公園、客家大院、客家
文化園區，還規劃了銅鑼自行車步道，配合油
桐花季和杭菊季分別舉辦了一系列的賞花活
動，吸引大批遊客前來，使銅鑼鄉成功轉型為
觀光勝地。
於是，興隆社區也開始積極尋找本地的特

色，努力突破現況，為傳統的客家農庄注入一
線生機。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興隆國小

校長徐世芬提出了「特色學校發展計畫」，
終於在民國一○一年獲得政府的青睞，得到
十五萬元的補助，展開了一連串的空間改造
工程與特色課程的相關活動。
首先是針對校園空間的活化，美化校園周

邊環境與建設，以及保護校園的植物生態，
打造優質的遊憩空間。例如將學校的廢棄大
型水塔改建成「生態導覽涼亭」，展示大樟
樹的傳奇故事與校園特殊的生態意象；另將
廢棄的抽水站改造成「星光教室」與「綠活
基地」，居民與遊客可以在這裡仰望滿天星
斗、了解星空的奧妙，更可以欣賞興隆國小
學生們的創意作品。

推四雅課程 辦假日遊學

學校也設計了「四雅課程」，分別為生態之
雅、鄉土之雅、關懷之雅、文采之雅，培育

學生們不同面向的知識與涵養，並發揚本地的
特色。而由於興隆國小鄰近桐花樂活公園、客
家大院
客家文化園區等，因此學校運用了當地的鄉

土資源，推出「假日遊學方案」，結合學校、
社區、家鄉的特色規劃了一系列的課程活動，
包括興隆國小尋寶、九湖迴香農場踏青、客家
文化園區探索和桐花公園探訪等，透過這些教
學活動，期望能進一步帶動當地的觀光產業。
另外，為因應客家大院帶來的遊客人潮，政

府推動了「客家大院假期藝文表演」的計畫，
讓周邊社區的學校有機會參與，提供這些偏遠
學校的學生們有表現自己的舞台，而由興隆國
小學生們組成的藝文展演團隊連續三年獲邀演
出，贏得許多遊客的掌聲，也為興隆社區博得
不少好名聲。

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興隆國小更是不遺餘
力，除了配合行政院客委會的「客語生活學校
計畫」、「客語認證計畫」，實施相關的客語
課程，還結合了歌唱及口說藝術等方式，帶起
學生們的興趣。

樂齡課程多 校慶全村來

在社區方面，興隆國小在興隆社區發展協
會的協助與合作之下，設置了「樂齡學習中
心」，設計各式各樣的課程提供社區內的老人
們學習、玩樂，除每個星期定期開課外，也常
會配合節慶舉辦許多社區活動，例如客家歌謠
教唱、手工藝ＤＩＹ、冬至搓湯圓還有各種演
講課程等，吸引社區居民們共襄盛舉。
興隆國小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會更是興隆社

區內的一大盛事，除了學生們的運動競賽與表
演外，學校還會配合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各式各
樣的趣味競賽，讓全體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促
進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與情感交流。
在這個質樸自然的客家農庄，興隆社區的居

民們嘗試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下努力生存，從傳
統的農業社會轉型為新興的觀光勝地，致力於
發揚客家文化特色，用他們的生命訴說著他們
的故事。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社區裡，一棵棵幼
小的植株正慢慢茁壯，期待有一天可以撐起家
鄉未來的夢。

釋活動中心幾乎天天都有民謠班，提供居民一
個能聚在一起唱歌、談天的場地。中心內也有
健身器材及測血壓的儀器，讓民眾免費使用，
並且每天都有志工排班，只要居民遇到生活上
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來此尋求協助。除了民謠
班、服務處還有舉辦舞蹈班、志工研習課程、
志工採茶比賽、老人健康檢查等。
協會雖然成立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江菊美表

示，最初參與成員多以男性為主，直到近幾
年成立了媽媽教室，才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及場
合表達自身意見與立場，自此女性代表便有增
加的趨勢。因為協會整體運作已相當成熟，組
織架構清楚明確，彼此也因長時間合作而培養
了默契與共識，加上民眾對地方事務展現積極
的參與態度，願意花時間籌辦社區活動，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使得金錦社區成為一個大家
庭。

溪流生態教育 由校園到社區

在羅馬公路上，有所被綠蔭包圍的美麗小學
錦山國小。這所學校規模並不大，學生多為
當地居民，但卻在金錦社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學校老師將社區意識的概念藉由課程傳達
給兒童，讓年輕的下一代也對金錦地區產生認
同感。
金錦位於鳳山溪上游，溪流自然資源非常

豐沛。居民深深明白水資源的重要性，於是社
區與學校結合，共同為水資源的維護打拚。學
校透過設立解說員培訓的研習課程，提升社區
民眾及學生專業知能。校內也同時推行「永續
校園計畫」，目標是結合社區既有資源，並與
其他學校合作，共同完成金錦地區溪流生態的
相關調查與課程研究，並建立金錦地區溪流生
態之調查網絡，作為教學資源。學校更運用了
建立知識分享機制的做法，透過資料蒐集與開
啟研究對話，將「溪流生態教育」設為校內課
程，甚至推到社區。
金錦社區內唯一的主要道路羅馬公路上，沿

途皆種滿了油桐樹，每年四月底，低海拔的山

坡、丘陵皆被雪白的油桐花覆蓋，遍地青山霎
時間有如白雪堆積，社區就淹沒在白色的花海
中。

日治時代種樟 光復後種油桐

不過油桐樹並非當地的原生作物，日治時期
金錦地區的丘陵地種稙了具有高經濟價值的樟
樹，當時樟腦價錢高，當地樟腦相關製品除了
外銷供日本使用外還可以當做藥引。光復後，
隨著醫療的進步，樟樹的經濟價值大不如前，
再加上當時日本需要大批油桐作家具或蓋房
子，市場賣價非常好，於是金錦農民紛紛改種
油桐樹，但後來日本人改買品質較好的梧桐
樹，不再向台灣採購油桐，農民就放其自由生
長。
因為油桐樹十分容易生長，所以金錦地區就

成了油桐樹的天下。近幾年來，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為了促進經濟，帶動地方觀光發展，所以
特別規劃了油桐登山步道。金錦社區也在金山
里長、錦山里長及當地客家人共同努力經營之
下，打造客家油桐步道。

桐花季大慶典 帶動地方觀光

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經費補助下，金錦社
區於民國九十二年主辦第一屆油桐花季。因

→新竹地
區客家人
重要的祭
祀中心─
金錦義民
廟。 
 （黃詩涵
／攝）

↑以客家傳統服飾作為裝飾的課表。 （黃詩涵／攝） 十二月的冬日早晨，我在天未亮的黑漆中
搭上了往關西的新竹客運，未醒的城市在車
窗外賴著床，第一次在客運上我沒閉眼，興
奮與害怕的情緒趕走了瞌睡蟲，望向窗外，
綠樹漸漸包圍兩側的窗戶，一種舒適的鄉
間氣息隨著太陽的升起與陽光一同灑進了車
內。
一踏進關西車站，對談如流的客家語便成
了等候區的的背景音樂，站務人員很熱心告
訴我要轉乘哪輛客運，一聽到我的目的地是
金錦國小，還將我誤認成新來的老師，熱情
地與我聊天。
搭上關西往六曲窩的客運，我進入了蜿蜒
的綠色隧道，一路上坐我旁邊的阿姨好心提
醒我未將包包關緊，對談後我得知她是統一
健康世界的員工，在旅途的一開始，我便感
受到此地人的熱情。
在錦山國小與本次的受訪者江菊美碰了
面，她是一位和藹的退休校長，目前在金錦
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總幹事一職。在了解我採
訪的方向後，江菊美很熱心帶我走訪了社區
發展會的服務處、義民廟，一路上遇到居民
她都很熱情的打招呼，並將我介紹給他們認
識。
當地人親切的態度讓我感到相當欣喜，雖
然沒有看到滿山遍野的油桐花，但我看見比
太陽還溫暖的微笑掛在居民的嘴角，我才了
解，原來，金錦這個地方，不是只有四月才
美。 （黃詩涵）

嘴角那抹微笑 比冬陽更溫暖

採。訪。側。記

金錦社區位於新竹縣關西鎮，由金山里及
錦山里二里所組成。聚集了純樸的客家人與
泰雅族的原住民，展現出獨特多元的民俗風
情。金錦地區除了豐富的人文風情，生態環
境也相當地優美，每年四月有美麗的油桐花
海，一到花季便吸引大批的遊客到此參訪。

金錦社區（新竹縣關西鎮）小檔案

新竹縣芎
林鄉下山
村 村 長
何信橋。
 （黃美恩
／攝）

滿載人情味公車 引我進鄉村

興隆村舊稱老雞隆，位於後龍溪南岸與老雞
隆河之間的河階台地上，西隔雙峰山脈，每年
四、五月油桐花盛開，「雙峰凌霄雪繽紛」，
沿途可見桐花隨風飄落，如雪景一般。村內道
路旁也種滿了桃樹、李樹，春天花一開，便呈
現「桃花紅，李花白」的秀麗景象。

興隆社區（苗栗縣銅鑼鄉）
採訪當天，我從苗栗火車站坐上一個小時
一班的公車前往興隆村，赫然發現公車上的
乘客大部分都是出門買菜的老人家，他們彼
此似乎互相熟識，不斷用著客家話和對方閒
話家常，我就這樣一邊靜靜聽著滿車的客家
話、一邊望著窗外的田園風光。
每當到站時，公車司機總是慢慢地停下
車，慢慢地等乘客們下車、再上車、然後坐

定，才慢慢地繼續向前開，有別於大台北都市
的急急忙忙，還有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互動，在
這裡我看到的是悠閒的鄉村步調與人情的體貼
溫暖。
到了老雞隆，一走進興隆國小，我就感受到
鄉村小孩的單純和天真，他們無憂無慮地在校
園內嬉戲，相信這是在都市念書的小孩所嚮往
的快樂吧！校長徐世芬一看到我便熱情地打招
呼，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每個問題，面對我的
緊張與生疏更是大方寬容，還用心的帶我走訪
校園、詳細的解說每一個角落。過程中，校長
總是溫柔地問候每個小朋友，而小朋友們也都
興奮地回應，我覺得這小小的學校就好像一個
溫馨的大家庭，每個成員的感情都十分緊密，
這是在都市大學校中無法看到的。

這次的客家社區之旅，心中有了滿滿的感
動，真的是收獲良多呢！ （謝宜寧）

採。訪。側。記

小檔案

■黃詩涵／報導

記錄社區活動的照片牆。（黃詩涵／攝）

■謝宜寧／報導

花現美麗
油桐五月雪

為此次的活動非常成功，順利地打響了金錦社區
的名號，也建立了良好口碑。自此之後每年社區
所舉辦的桐花節慶典，都吸引大批的遊客前來參
訪。由於油桐花季在社區算是年度大事，所以需
要動員許多人力來完成。江菊美表示，因為美麗
的油桐花風景是金錦社區當地人的驕傲，所以他
們都會很努力地為桐花季盡一份心力。
金錦地區居民除了客家人，還有少數的閩南人

及泰雅族。江菊美表示，居民不會將對方刻意歸
類為客家人或是原住民，大家都將自己視為「金
錦人」，也認定社區內的住戶都是一家人，這就
是為什麼金錦社區能成功推行如此多活動的原
因。因此每辦一次活動，又將社區居民彼此之間
的關係拉得更緊密，並且成功地將社區團結的力
量展現出來。

錦山國小為協助社區發展並推動相關課程的重
要推手。 （黃詩涵／攝）

金錦

老雞隆

探訪客家社區
Peopl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