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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志閣特色粄嘉志閣特色粄 多彩多滋味多彩多滋味

2014-06-28   張凱翔 

    苗栗市大致可分為北苗、中苗與南苗，不同於南苗日漸蓬勃的商業發展，北苗則維持著傳統的

農業風光。而嘉盛社區正是座落於北苗，至今仍以務農為主。步入嘉盛社區後，不見生硬的都市

元素，而保有著傳統、純樸的農村景觀，一棟棟的透天厝緊鄰相依，排列成了一座小小的迷宮，

鑽出迷宮後，一整片綠油油的田野在眼前延伸開來。

    過去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嘉盛社區，近幾年產業的未來走向這道題目，似乎逐漸從單選題變成

了複選題。

    進入了社區發展協會的辦公室後，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顧問師、過去曾在電腦科技公司任職的

嘉盛社區農村再生促進會執行長張永昌，立刻指向牆上的數面獎牌，解釋這皆是社區發展受到肯

定的象徵，至於辦公室中堆積如山的獎牌和獎盃，則是其他社區在參訪後所贈與的紀念品。

農村再生促進會執行長張永昌指著自己組合而成的社區空照圖。(張凱翔/攝)

每週社區大會每週社區大會  連辦百餘場連辦百餘場

　  自民國九十七年開始，嘉盛里正式開始推動社區發展計畫，由每周定期舉辦社區大會作為起

始，匯集居民的意見，至今已舉行了一百七十多場，藉此來確保社區發展的方向能與住民的期望

達成共識，避免意見上的分歧。

    同年也舉辦了「嘉志閣客家粄仔節」，並持續兩年與市公所合作，結合社區中的二十八個鄰，

由每個鄰各推出一種特色粄，其中不僅結合了傳統概念，也加入了創新的元素。

    從豬籠粄、糍粑等古法製作的傳統客家米食，到紅豆粄、南瓜粄等融入新食材的現代米食，添

增了新風味、新口感。除了在粄仔類型上有眾多變化之外，亦推出具有養生概念的五行米食，融

合了金、木、水、火、土的六色創新粄仔。

    粄仔節活動吸引人的不只是多樣化的米食，還有親自動手體驗的部分，每年都吸引數千人擁入

這個僻靜的農村小鎮。張永昌得意地說，每年參加人數都在增加，民國一百零一年統計有近五千

人參與。而擔任社區守望相助大隊長的江賢聖，正是負責活動秩序的維持，也表示每年粄仔節參

與的人數眾多，非常熱鬧。

粄仔節鬧雙包粄仔節鬧雙包  堅持在地化堅持在地化

    然而，在兩年的合作過後，苗栗市公所與嘉盛社區兩方的想法有了歧異。民國一百零一年，雙

方於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分別舉辦了「粄仔節」的活動，各自取名為「苗栗客家粄仔節」與「嘉

志閣客家粄仔節」。

    這次「鬧雙胞」的情況讓民眾感到混淆。苗栗市公所建設課長鄭儒宗曾於報導中表示，市公所

方面希望能將活動舉辦於人多且熱鬧的南苗商圈，廣泛地照顧全市的粄仔業者。而嘉盛里則堅持

在地化的想法，以改善當地農民的生活條件為理念，不願意改變目前的活動型態。張永昌認為，

苗栗市公所的粄仔節較著重於商業化，不符合社區渴望發展地區特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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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永昌藉此引申他對於社區發展的看法，他認為利用「在地來發展產業」，透過地方性的活動

，活絡地方經濟，直接地扶持在地農民是主要的宗旨。其重點在於營造「在地的文化特色」，張

永昌說明嘉盛里的產業特色是和稻米緊密結合的田園文化，因此著重於此進行推廣。

    民國九十九年「農村再生條例」正式通過，其內容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

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麗新農村」。當時，由水土保持

局台中分局局長主持的「農村再生指南暨培根計畫實作說明會」便是在嘉盛社區之中舉辦。

    嘉盛社區十分積極地參加這項計畫，可從其鼓勵社區居民參與苗栗縣政府所舉辦的社區規劃師

培訓課程得知，而張永昌更是獲得了水保局顧問師的認證。

客家粄仔節ＤＩＹ教學的活動現場。(張永昌/提供)

4G世居願景世居願景  盼永續經營盼永續經營

    而為配合「農村再生條例」的通過，嘉盛社區也特別於民國九十九年年底舉辦了居民大會，且

在會議中提出了社區「４Ｇ世居」的遠景計畫，以治安、環境、人文、產業此四項為主要訴求，

並取「４Ｇ」之諧音「世居」，藉此帶出社區永續發展的願景。

    在較早期的社區發展計畫中，嘉盛社區曾向縣政府提出「一口二心三門九伯公」的文化保存理

念，其為一項針對社區中的藝文設施進行維護的計畫。「二心」分別是五文昌廟與五穀廟。五文

昌廟自光緒初年，便肅然而立於社區之中，社區中重要的文藝活動也多舉行於此，例如粄仔節、

元宵節時的客家慶典等。而位於土墩頂部的五穀廟，落成年代已不可考。但此二處皆是社區中極

為重要的信仰中心。

    「三門」則分別為福門、祿門及壽門。這三門是進入社區的重要路口，與現今的交通要道相連

接。各處皆具有重要的地理與文化意義，為社區中的重要資產，因此對於其維護非常重視。

社區即是企業社區即是企業  居民是股東居民是股東

    「社區即是企業」，張永昌不斷強調此項理念。他針對社區創業基金這個理念進行解釋，將居

民設想為股東，透過居民共同投資，投入金錢購買社區股票，後將盈餘依比例重新入股，藉此來

永續的經營社區這家企業。

    他表示，社區創業基金是啟發於「華西村」的經營模式。「華西村」是位於中國的行政村，以

其特殊的社區經營模式與龐大的財富而知名，並有「天下第一村」的美名。期望能透過類似於華

西村模式的良性投資循環，逐步提升社區的總體環境，由此再再顯示出嘉盛社區對於未來展望的

抱負。

    「財經、外文、行銷、餐飲、資訊這五種，是我們最需要的人才」，張永昌表示，他希望社區

企業這項社區計畫在推行後，能多加延攬學生族群至社區中工作，若能進而促使人口回流，更能

從基礎解決隔代教養的問題。

    農村，過去總是與人口外流、人口老化、產業退化這幾個選項相連結，然而在社區發展協會的

努力之下，似乎即將出現新的轉機。

 

嘉盛社區（苗栗縣苗栗市）嘉盛社區（苗栗縣苗栗市）

    位於苗栗市北部的嘉盛社區，至今仍保有傳統的農村風貌。其古名「嘉志閣」，正是由於田野

肥沃，稻米連年豐收而獲頒此名。其長久的文化脈絡，讓社區中的古蹟成了重要的信仰中心。此

處是「嘉志閣客家粄仔節」的活動地點，每年皆展現出各種不同形式樣貌的豐富米食，吸引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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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附件下載：
黃苡薺.張凱翔.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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