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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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社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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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田驛站周圍景色優美，左方為池上一郎文庫，正前
方為李秀雲攝影館。 （顏晟宇／攝）

→文山社區舞蹈班在台上賣力表演。(黃苡齊／攝)

居民身穿民俗
服飾演出傳統
戲曲。 
 (黃苡齊／攝)

「練習了好久終於能表演了！」身穿客家
民俗舞蹈的服飾，臉上撲滿厚厚的粉還

有雙頰上圓圓的腮紅，一群客語中交雜國語的
阿婆，興奮地四處向人炫耀「我們文山舞蹈班
的舞很厲害喔，等一下就要表演了，有一點點
緊張，哈哈哈……。」
這裡是新竹縣新埔鎮文山社區的社區會員大

會，不同於其他社區，文山社區將藝文與各式
活動融入其中，那一群興奮的阿婆就是即將上
台的表演者，她們不是專業的舞者或從外地請
來的團體。「我們只是這裡的居民啦！」一位
阿婆謙虛中卻帶了點自信地說道。

給居民舞台 凝聚向心力

舞台上的舞蹈，表現出了社區居民的活潑與
熱情，彼此的凝聚力更是從中清楚顯現，尤其
當客家歌謠一播出時，居民不分台上台下，全
張大著嘴跟著哼唱。「給居民一個舞台，可以
增進大家的感情，當然也有助於傳承我們的文
化」，文山社區發展協會副總幹事朱兆鋒這樣
說道，「客家文化有漸漸消失的跡象，現在的
年輕人會講客家話的真的越來越少了，我們希
望能從這樣的活動中讓文化流傳下去。

會場兩邊的桌子上排滿了各式各樣
的手工製品，用紙盒

與棉線製作出的帽子效仿的是客家草編的特
色，手工彩繪的鏡子傳達藝術感卻不失客家
風味，還有精美的客家阿婆手工包包等等，
這些都是社區居民用自己的雙手做出來的作
品。「秉持客家精神做創新，這是我們社區
在努力的方向」，社區志工葉錦涼看著台上
的表演與陳列走道的作品認真的說著。

「這是屬於我們的舞台，我們的宗旨就是發
揚社區的凝聚力和保存客家文化」，朱兆鋒眼
神堅定的訴說著社區的目標。社區會員大會看
似是個嚴肅的場合，然而文山社區有了這些活
動的加入，翻著財務收支報表與社區經費預算
表的居民們，不再只是皺著眉頭聽台上幹部生
硬的報告，而可說是享受在一個充滿客家藝文

氣息的展演中。

水車花燈 復興客家藝文

文山社區於民國九十八年開始正式推動社
區營造與客家保存的運動，至今不到五年，
卻已逐漸成功將傳統農村社區脫胎換骨，
並朝傳統藝文結合創意的目標邁進。民國
九十九年，社區耆老與協會幹部、居民達成
共識，積極爭取政府補助，舉辦了「水車花
燈社區營造成果展」。
迎花燈是新埔鎮的傳統藝文，燈會中斷了

近四十年，文山社區希望藉此活動將此傳統
民俗復興，並結合現代最注重的環保概念來
設計水車花燈，利用回收再利用，大家分工
合作，從製作剪裁開始，男的焊鐵線，女的
拿熱熔膠黏稠布，將寶特瓶掛置在水車外
側，保存文化的同時也不忘推動綠能環保的
概念。「保留當地文化，凝聚社區意識，進
而打造低碳家園的夢想」，朱兆鋒雙手揮舞
著解釋活動的意義。
文山社區也曾在民國一百零一年舉辦「文

山社區客家美學饗宴展演」，並邀請講師現
場講授健康客家飲食，展演包含撐旱船、八
人花傘、車馬陣、老背少等客家傳統戲曲民
俗活動，表演團體都是由居民所組成。朱兆
鋒描述著當天的活動內容與情形，並難掩開
心，稍帶驕傲地說，「我們那天在現場分享
道地的客家美食，不管是居民還是外來的民
眾，大家都讚不絕口。
活動更邀請其他社區的居民參與，社區間

彼此交流學習，協會理事長劉鳳蘭表示:「這
讓我們的文化傳承會更有效率，我們希望能
看得更遠，不要只是原地打轉。」

社區營造 瘋子帶領傻瓜

文山社區近年來積極發展社區，為保存文
化投入相當大的心力，挖掘人才並有效運用
人力是保存文化的一大前提。朱兆鋒強調，
田野調查需要人力投入，製作社區地圖也需
要人才，而且到了最後人人願意參與還是最
重要的。他並開玩笑說，「要做社區營造來
保存我們的文化，就是需要一個瘋子帶領很
多傻瓜。」
文山社區搭配農委會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

畫，在地的人、文、地、產、景以保存的方
式來發展。朱兆鋒透過辦社區活動，能使居
民團結，文化保存工作也會更有效益。他強
調，「每個螺絲都是關鍵，我們這裡比較鄉
下，大家都忙於自己的農事，參與是很難得
的，但像我們這樣有辦活動，聚集大家就容
易多了！」
文山社區希望朝向觀光方面前進，讓外地

人也能了解客家文化並參與客家傳統活動，
社區發展協會現已著手規劃社區一日遊行

程，以犁頭山文山步道為主要景點。文山步道
是由當地居民整理荒廢舊路進而打造的山間步
道，除了是踏青的好地方，更能凸顯居民對於
社區環境改善的積極與熱心。協會也計畫培訓
導覽人員，使外來客清楚當地的風土民情，並
期望能將當地的傳說故事繼續流傳下去。
對於文山社區對於傳承客家文化所投入的心

力，朱兆鋒表示「如果能做到傳承的目的，一
切辛苦都值得。」

活動現場提供許多道地客家美食供民眾享用。 
 （黃苡齊／攝）

兩側桌子排滿了客家阿婆製做的手工包包。
 （黃苡齊／攝）

粄仔節鬧雙包 堅持在地化

然而，在兩年的合作過後，苗栗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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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雙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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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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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志閣特色粄
多彩多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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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Ｇ世居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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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凱翔／報導

↑農村再生促進會執行長張永昌正解釋說農村再生
計畫，可以讓社區居民參與其中。（張凱翔／攝）
→客家粄仔節ＤＩＹ教學的活動現場。 
 （張永昌／提供）

→由稻田遠望五文昌
廟。 
↓客家粄仔節ＤＩＹ
教學的活動現場。 
 （張永昌／提供）  

文山社區是新埔鎮最大的社區，有社區家
政班製作客家特色的手工製品，舞蹈班學習
流行結合傳統的舞蹈，還有其他許多為傳承
客家文化所辦的活動。社區發展協會與居民
達成共識，一同打造一個休閒的地區，並將
傳統客家文化流傳下去。

文山社區（新竹縣新埔鎮）

早有耳聞客家人的凝聚力與團結，這次親
自造訪文山社區才算真正地見識到。一個社
區間居民的感情能如此緊密著實不容易，在
會員大會中，我看見了人與人之間不分老少
的熱絡與不分你我的親切，這是我在生長的
台北所見不到的，所以不由地有種羨慕的感
覺。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音響一放出客家民
謠時，現場幾乎所有人都張大嘴跟著哼唱，
台上跳著舞在帶動氣氛時，台下也全都站起
來跟著扭腰擺臀，這樣難得的場景，說是有
趣可愛，不如說是感動人心的。
社區大會結束後還有個餐會，所有居民在
會場排隊打菜的情形也很有意思，桌上一鍋
鍋的客家美食，每個人拿著一個碗依序排著
隊，幫忙打菜的阿婆們雙手快速的來回移
動，就像一個有規律的組織，每個人認真地
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表情專注地做著自己被
分配到的任務。
文山社區沒有特別突出的特色產物，但卻
擁有最為難得的凝聚力，對保存客家文化所
做的努力與成效於各方面皆明顯呈現。或許
向心力與文化傳承行動正是他們最大的特
色。 （黃苡齊)

社區一條心 感動人心

採。訪。側。記

小檔案

農村再生 打造第二個華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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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眾多遊客。 

採訪當天，先進入了當地的信仰中心五文
昌廟中參拜，立刻感受到社區中的活力與凝
聚力：一群長輩聚集於廟宇旁的會議室中泡
茶聊天，氣氛熱絡。而後在等待嘉盛社區農
村再生促進會執行長張永昌的過程中，又
看到了孩童在社區中所帶來快樂與活力的氛
圍，同時卻也為農村中人口的外流感到憂
心。
當張永昌在訪問過程中提到華西村時，雖

然過去就曾聽聞過關於這個「天下第一村」
的軼事，但未曾知道得如此詳細，驚訝於小
小的村落竟能轉變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系，
人人住豪宅、人人開民車，自幼稚園到大學
的學費也全由村支付，這些成果著實讓人十
分訝異。
而嘉盛社區便是以華西村為仿效目標，其
提出「社區即是企業」這項理念，與以往單
純的農業轉型為觀光化農業，有不少的差異
之處。社區中不僅強調轉型，同時也關切環
境的維護與社區的恆久願景，分別由其綠化
與節能減碳的宣導與措施，以及社區創業基
金的發展概念便可得知。
嘉盛社區不著眼於短時間之內的獲利，而
是將時間軸延長，放眼於十年、二十年之間

的計畫，期望他們真的能夠持續地實現訂立
的願景。 （張凱翔）

嘉盛社區（苗栗縣苗栗市）
小檔案

採。訪。側。記

■黃苡齊／報導 台下熱情唱喝

文山阿婆來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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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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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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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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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隊大隊長江賢聖講述著社區的發展與轉
變。 （張凱翔／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