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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的晚春，鮮紅的楊梅，在桃園
縣楊梅市大合社區活動中心外的街道

上結實纍纍，這一帶最初是屬於以狩獵與採摘
為生的凱達格蘭族，他們溫熱的腳掌曾經緊貼
於這片濕潤的土地。十八世紀初，一群客家人
由遙遠的大陸渡海而來，佔據了這裡的一角，
隨後於清高宗乾隆年間，閩南人更大規模的以
分工合作的方式到此開墾，族群紛紛湧入形成
了閩、客、平埔混居的社區。

磚紅瓦牆、彩繪文化牆…

遙望遠方溪流，茂密的楊梅樹林夾雜於群山
環繞的小盆地中，走過十二月寒冬的大合社
區，楊梅果實還正在醞釀那股味道──甜中

↓腳踏車步道
旁的農地，一

社區總體營造，一個為了建立社區文化、
凝聚社區共識而形成的政策性名詞，近

幾年來盛行於台灣大街小巷的各個社區中。其
中，桃園縣龍潭鄉中正社區也不例外。然而，
最獨特的在於，這裡是桃園最大的客家社區。

義工上百人 客家活動多元化

在地組織中正社區發展協會除了以客家文化
作為特色，更由國中小生、新移民、老人以及
上百名在地義工所組成，展現出協會成員組成
上的多元。社區服務目標包括兒童課輔、居家
照顧、新移民聚會、開心農場中的割稻活動
等，透過許多常態性活動以及不定期的聚會，
連結在地情感。
例如，協會定期會送餐至獨居老人住處並關

懷近況，以了解老年人需求，目前已服務多達
五十多人的規模。然而，除了提供援助，協會
更希望社區成員能彼此互相照料。中正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鄧玉珍表示，「我們不僅僅是想
聯繫客家族群的情感，更希望培養一個團結一
致的中正社區。」
桐花季，是許多客家社區經常舉辦的活動，

而在中正社區的活動行程當中自然不可忽視，
更是以文藝性質的活動為主，歷年來吸引了許
多遊客目光，諸如客語闖五關、藍染、人體彩
繪、手工皂、客家花木雕刻等各式結合地方特
色與客家文化，透過ＤＩＹ製品的熱絡互動，
達成文化推廣的目標，而地點則選在協會附近
的快樂農場舉辦。
此活動不僅每年從全台各地吸引近兩千五百
多名遊客，眾多企業團體亦有所耳聞而

前來一探究竟，也因為親

切、和藹的辦活動方式，聲名遠播，使得台
北醫學大學應用客語課程的學生，更是每年
都會熱情參與這項盛事，有效傳承並讓世人
了解客家文化的重要性。

古蹟文化旅 國中生當導覽員

除此之外，鄧玉珍更每年積極籌畫「文化
之旅」，行程多樣化卻不流俗，規劃參訪古
蹟、騎腳踏車等活動，像是保存良好的南天
宮。而導覽員還會帶領遊客騎乘腳踏車環遊
龍潭大池腳踏車步道，一覽客家聚落的日常
生活。更令人驚訝的是，社區的專業導覽員
是一名從小學五年級便一直培訓至今，年紀

雖輕卻已有長達四年導覽經驗的國二學生，讓
這項活動更添一分趣味與童心。
另一方面，除了以上對外招募並推廣的客家

文化活動，協會還有提供多元就業方案，並依
據自身文化優勢條件，因此目前大多數申請案
件都是以美食及藝術品等社區產業的項目為
主。
然而，由於運作經費大多由政府補助，所以

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申請得到，必須與其他社
區競爭才有機會，其分類更包含文教、社會福
利、環境改造、文化等眾多範圍，因此之前亦
曾聯合其他五個社區進行社區環境保護的旗艦
計畫，泯除這項例外，中正社區早已是發展文
化特色項目的常勝軍。

發行社區報 掌握在地大小事

許許多多的社區營造計畫，不外乎期盼透過
地方的努力，讓客家文化持續流傳，也因此，
他們還固定發行社區報《中正園地》，每一期
都會放上最近的社區活動與將來執行計畫的方
案與時間，好提供里民做為參考並隨時參與，
掌握最新地方大小事。
以最新一期為例，便記載了兒童節親子活

動、環境改造執行說明會、新移民生活適應
班、環境清潔日、弱勢兒童才藝班以及課後陪
伴等繁多項目，透明公開地讓在地民眾了解中
正社區協會的運作業務，藉此親近社區中的多
元理念。
除了上述文化之旅、桐花祭、多元就業方案

等方式，最重要的，是上百名的義工在協會地點
固定排班，隨時聽取來自客家、新移民等兄弟姊
妹的訴求與分享生活，彼此靠著口耳相傳互相幫
助，真正落實在地凝聚力。

核心客語班 希望多點中學生

然而，鄧玉珍也提到，目前最核心的客語班，
學童以國小居多，國高中生卻相對缺乏，讓人對
中生代的客語傳承有所擔憂，希望憑藉往後大眾
以及活動的宣傳，讓越來越多在地青年人能夠自
主地學習客語，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更加深刻。
鄧玉珍強調，二○一二年十月舉辦的「找回客

家人的靈魂」，遠道前往苗栗國小，與該校師生
一起同樂，運用戲劇表演的形式，帶出客家故事
的深遠意涵；加上近期將舉辦的感恩餐會、社造
成果發表會、英語演說比賽，全台知名的太鼓表
演等，成功讓中正社區的鄰里們對客家活動不僅
僅是熟悉，更視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社區規劃的腳踏車步道，不僅是讓外地遊客遊

玩的地方，也是里民交流的天下。沿著步道走，
旁邊除了廣大菜園還有水圳，是早期婦女洗衣交
流的指標地區。鄧玉珍建議遊客走訪一下周遭，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喜歡的。」

里民平常會帶著小孩到腳踏車步道遊玩。 
 （查爾灣‧米吉／攝）

鄧玉珍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希望傳揚客家人的
「好客」精神。 （許志傑／攝）

傳統的客家女性大襟衫。 (查爾灣‧米吉／攝)

帶酸的獨特氣息，成為大合社區的特色景觀之
一。
走進大合社區活動中心，磚紅色的瓦牆排

列，一行鮮黃寫著「同舟共濟服務人群」，緊
接在旁的是民國九十三年完成的彩繪文化牆，
由多個方形的圖畫與文字構成，但由於近期附
近的建築施工，使得文化牆只留下了原來的一
小部分。
活動中心內部的天花板點綴著深紅色、紫羅

蘭色的客家花布，而牆上更是掛著一塊匾額，
記載著社區協會的理事與監事團隊。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五個敞開式的木櫃緊密坐列，擺放了
大大小小的獎杯、獎狀與獎牌，這些都是大合
社區參與各式活動的得獎結果，包括照顧關懷
據點、社區綠美化、政府社區等評鑑。

文化節慶、客家嘉年華…

其中民國九十九年第八屆「楊梅創意神豬文
化節」活動的辦理，獲得了桃園縣政府的一等
獎。這項活動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更
名文化部）、客家委員會以及桃園縣政府文化
局等贊助舉辦，主要是要宣揚客家人的義民信
仰，延續並傳遞客家文化。
文化節的許多表演，就是由活動中心的小型

舞台孕育而生，客家山歌傳唱、客家戲劇演
出，他們在這裡練習、表演，提供社區民眾前
來觀賞。一名社區民眾表示，「那大概是社區
文化傳承與活動的見證。」
創意神豬文化節活動主要由大合社區協會主

辦，自民國九十四年起，連續六年，堅持經由
一個大型的嘉年華活動，提供一個平台給當地

各式商家與表演團體展售商品及演出，除此之
外亦包括了各種靜態的客家文物展示。　
早期客家人在丘陵生存不易，於祭典中殺豬

祭祀是表示誠心，所以神豬祭拜義民是莊重而
神聖的祭典，然而隨著近年環保意識的崛起，
以及文化節遭受浮誇奢靡的批判，殺神豬以表
虔誠的作法已逐漸在文化節淡逝，於是居民發
揮創意，一齊親手製作造型豬公，歷屆文化節
所製的神豬特色不一，有用一針一線的縫製
的、用花布拼貼的，甚至有運用稻草、寶特瓶
等再資源創作而成的創意神豬。 

針線縫製、用花布拼貼…

不過創新的神豬嘉年華也遭遇到種種問題，

中正大社區
客家藝文饗宴

例如外界認為信仰不忠的批評、公家機關宣
導時間與經費不足的現實、場地尋求不易的
課題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不積極等，導致了民
國一百年文化節的停擺，幸而桃園縣文化局
認為創意神豬嘉年華是紀念義民爺的另一種
延續方式，同意於隔年繼續辦理。
大合社區七千多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五

是客家人，義民信仰是地方的核心價值。因
此大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原嘉強調，
「如果贊同社區，那麼大家都是共存共榮
的」，僅管文化節的辦理面臨重重困難，但
只要有經費，社區還是會持續辦理下去。
大合社區的客家文化節具有幾項意義，包括

吸引人潮帶動觀光、活絡產業、發揚客家、
傳承義民信仰等，因此深入楊梅的各個層

↑記載第四屆監事、理事團隊的匾額。
→社區活動中心以客家花布裝飾會場。 
 （陳思寧／攝）

大合社區歷年收藏的獎狀、獎盃和獎牌。 
 （陳思寧／攝）

大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原嘉。 （陳思寧／攝）

社區於民國九十三年完成的彩繪文化牆。 
 （陳思寧／攝）

剛開始接洽採訪時，中正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鄧玉珍熱情好客的聲音從電話的另一頭
傳了過來，我就覺得這報導會很順利地進
行，但原本預定好的行程卻因為她當天臨時
有急事，以至於延遲了三天。
採訪當天天氣晴朗，跳上了公車就這麼一
路奔向桃園了，沿路上風光明媚，一下了公
車後，因為離協會還有一點距離，加上第一
次造訪時趕時間沒辦法好好欣賞，所以就利
用了一點時間看了一下龍潭湖還有四周的建
築物。
原以為只是個郊區的鄉鎮，卻在採訪結束
後逛了腳踏車步道後才發現，原來這裡別有
洞天，裡面有很漂亮的花園，還有許多菜
園，最讓我驚訝的應該莫過於用土砌的房
子。
住在都市久了後，鄉村裡特別的一切都成
了驚嘆的理由，雖然這棟房子已經損毀，但
還是隱約看得到裡面的擺飾與裝潢，而裸露
的牆壁也成了研究的好教材，畢竟我們常看
到的都是水泥房屋，最多也就只是磚塊堆砌
的，土砌的房子其實是非常少見的。
裡頭的村民都過著樸實的生活。龍潭國中
旁有一條筆直的馬路，而有位奶奶帶著他的
柴犬散步，同行好友說他好像佐賀的阿嬤。
 （查爾灣．米吉）

走進鄉村 一路驚歎

採。訪。側。記

中正社區位於桃園縣龍潭鄉市中心，以
「三村一體，邁向共榮」為號召，是一個具
有濃厚客家原鄉特色的社區。就觀光休閒價
值而言，社區外圍有三林觀光茶園步道，龍
潭大池腳踏車道，社區內除了有大片農地茶
園，龍潭農工園藝農場更增添許多美景。

中正社區（桃園縣龍潭鄉）小檔案

用心觀看 勾勒社區風情畫

大合社區舊地名為二重溪，範圍包含楊梅市
中山里及大同里行政區域，目前總共人口數約
七千多人，主要族群包括客家、原住民、閩南
人、新住民，是一個人口稠密的都市型社區，
近年以來桃園客家文化節的「環保創意神豬嘉
年華」活動聞名。

首次的採訪，在行前其實真的有些緊張，
擔心自己的經驗不足，若是遇到較為木訥的
受訪者可能會讓氣氛呈現停頓的尷尬，或者
是讓健談的受訪者奪去了我應該主導局面的
地位。所幸受訪者張原嘉是一位幽默風趣
的老先生，雖然無法達成原先規畫採訪的人
數，採訪內容也與企畫書有些許不同，但整
體而言仍是一個順利而美好的經驗。

 經由此次實地經驗，讓我深刻明白採訪這
種事，果真不是簡單的紙上談兵，熟記再多
的採訪事宜也不一定能順利成章，所以光說
不練的偷懶行為是不可行的。除此之外，面
對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的受訪者，我想
我還需要一些時間揣摩如何主導整個採訪的
內容與過程，讓受訪者可以更為確切地回答
我所提問的疑問。
透過受訪者的口中，我逐步了解一個社區
的運作、活動與許多面向的關聯，甚至在參
訪當地的過程中，自己本身用心觀看社區的
點點滴滴。無論是一棵毫不起眼的楊梅樹、
一條整齊而乾淨的道路，無形之中都代表著
這個社區，它給了我一幅畫面，一個屬於大

合社區的圖畫，而我相信這是特別的。 
 （陳思寧）

大合社區（桃園縣楊梅市）
小檔案

採。訪。側。記

■查爾灣．米吉／報導

大合神豬比創意
展現客家新文化

面。藉著客家大型活動的推行，能使社區民眾
意識客家、認同客家、學習客家，連結社區居
民、凝聚社區情感。

帶動觀光、傳承義民信仰…

未來大合社區發展協會將會持續辦理客家文
化節，嘗試以更不一樣的方式展現客家文化魅
力與力量，在新世代不斷交替的過程中，用豐
富創意的理念結合傳統客家活動。
如今，這裡的美麗動人依舊，寒冬過後，

三、四月的春天也將來臨，鮮紅的楊梅，在大
合社區中結實纍纍，曙光穿透層層雲朵，灑落
在這片土地，那微甜微酸的淡淡香氣瀰漫，又
是嶄新的一季。 

↑中正社區悠閒的步道，是
里民閒暇之餘的好去處。 
 (查爾灣‧米吉／攝)

位爺爺正在耕地犁田。 
 (查爾灣‧米吉／攝)

■陳思寧／報導

探訪客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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