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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耕⼭農創
2016-12-29  記者 王毓楷 報導 

  由於社會企業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多數⼈往往不清楚社會企業究竟代表的是什麼，尤其對僅

短暫使⽤過組織服務的⼀般消費者⽽⾔，難以完全理解社會企業經營者的真正理想與抱負，唯有

透過實地經驗與實際參與⼈的⾓度出發，才更能確立並體現社會企業的真正價值。

⼭路⾳樂會 

  週末踏訪苗栗南庄聚落，隱⾝在熙來攘往老街巷弄中的南庄基督⻑老教會傳來⼀陣陣悠揚的

歌聲，⾦曲獎得主「羅思容與孤⽑頭樂團」正帶領⼤家唱著客家歌謠，那是⼀場由耕⼭農創協辦

的客家⾳樂會。

⾦曲獎得主「羅思容（中）與孤⽑頭樂團」與客家國寶徐⽊珍（左）共同在落腳南庄⾳樂會演出

（王毓楷/攝）

  ⾳樂會結束後，看到耕⼭農創創辦⼈邱星崴熱情的發放著茶點與參加的當地居⺠互動熱絡，

他⻑期在地耕耘的成果顯⽽易⾒，但與會的苗栗福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張瑞權與其他多位社區

⼈⼠則表⽰，對於邱星崴與其耕⼭農創對南庄的具體貢獻並不甚清楚，這不禁令⼈好奇，社會企

業的努⼒是否常常被忽視⽽不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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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創辦⼈邱星崴在⾳樂會後熱情發放茶點（王毓楷/攝）

究竟何為社會企業？

  本次⾳樂會、同時也是寶島客家廣播電台的節⽬主持⼈徐智俊，在⾳樂會的前⼀天選擇落腳

耕⼭農創旗下老寮背包客空間，表⽰將耕⼭農創視為社會企業似乎顯得「誠意過⾼」，認為耕⼭

農創反⽽更像是⻑期在地耕耘的⼀個企業。

  「我個⼈並不會將它歸類為社會企業，反⽽更像是⼀個具有價值的農創產業」,曾經在耕⼭農

創老尞背包客空間實習的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學⽣許涵雅有些不好意思的表⽰，確實社會

企業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對多數⼈⽽⾔更是不了解社會企業究竟代表的是什麼。

  事實上就基本定義⾯⽽⾔，只要是以解決社會⽬的為宗旨、透過商業模式經營，並將盈餘依

⼀定比例投注於解決或改善社會上存在的議題的組織，即可稱之為社會企業。由於定義範圍廣

泛，對短暫使⽤過組織服務，如暫住老寮⼀宿的⼀般旅客⽽⾔，往往無法完全理解社會企業經營

者的理想與抱負。

  「許多社會企業創辦⼈甚⾄缺乏對於當地社區的了解」邱星崴感嘆的表⽰，「或是缺乏對於

改善居⺠⽣活所觸及的法律層⾯知識」, 不難聽出他在實踐理念所遭遇的重重阻⼒。

  邱星崴認為社會企業應試圖解決當地社區結構⾯上的問題，他舉例他的其中⼀項⽬標是透過

研究，強化對於在地社區的了解，曾在耕⼭農創旗下Valai農創店實習的許涵雅也表⽰，她在實習

期間，夥同其他全職員⼯共同進⾏南庄林業史調查，必須訪問許多不同的⼈，包括泰雅族獵⼈跟

許多當地耆老，才能真正對於當地有更深厚的了解。

Valai農創店— 對美好⼭林的讚嘆

  即便Valai農創店⾃今年初（2016）創立以來仍無法完全收⽀平衡，但邱星崴卻希望成為當地

的領頭⽺，提供當地⼩農⼀個能將作物轉為商品的平台。

Valai農創店⼀隅 （王毓楷/攝） 

  「我想過社會企業會不會有⼀天演變成為基⾦會？」到Valai短期實習兩週的許崴鈞曾經有過

這樣的疑問，但事實上有別於⼀般農業相關社會企業先商再農的商業模式，Valai採取的是先農再

商的經營模式。

  透過與當地的⼩農合作，Valai將許多在地的的農特產品製成餐點，並且在店裡販售友善⼩農

的相關商品，如米鬆餅、番庄茶等，同時透過⼯作坊與活動推廣並提升當地居⺠對於南庄的多元

族群與文化瞭解與認識。採訪當天恰逢農村武裝青年的紀錄片播映活動，甚⾄邀請到了紀錄片的

導演向⼤家分享拍攝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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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ai短期實習⽣許崴鈞 （王毓楷/攝）

  透過與當地的⼩農合作，Valai將許多在地的的農特產品製成餐點，並且在店裡販售友善⼩農

的相關商品，如米鬆餅、番庄茶等，同時透過⼯作坊與活動推廣並提升當地居⺠對於南庄的多元

族群與文化瞭解與認識。採訪當天恰逢農村武裝青年的紀錄片播映活動，甚⾄邀請到了紀錄片的

導演向⼤家分享拍攝的歷程。

邱星崴（左⼀）在紀錄片播放會後與⼤家共同討論觀看⼼得 （王毓楷/攝）

  耕⼭農創最⼤的特⾊即是平⾏組織的運作模式，由所有⼈集思廣益，共同提出發想，最後由

各⾃ 負責的⼈執⾏，雖然可能花費較⻑的時間但卻團隊員⼯也有更⾼的⾃由度，能完成更多事

物。在Valai擔任全職員⼯並同時負責設計推廣農特產品的⽪⼦表⽰，邱星崴當時詢問他的參與意

願，但並不會過於插⼿經營。

老是來寮    
  記者入住當晚，剛好遇到了來過老寮住宿無數次的「老」主顧羅正穎，他說「當初在環島

時，在找住宿的地⽅，所幸找到了老寮。」後來因爲很喜歡南庄，也非常認同邱星崴⼀⾏⼈的理

念，所以只要⼀有空就會到老寮入住。

老寮樸實的⾨⾯，甚⾄沒有招牌，卻反⽽相當溫暖親切 （王毓楷/攝） 

  除了入住訂房服務與Facebook粉絲團的經營業務外，老寮的重要業務之⼀即是舉辦深度文化

體驗活 動，讓入住的⼈可以有機會更加認識南庄。曾參加活動的羅正穎表⽰：「雖然無法協助經

營，但可以透過參加相關活動與⽀持他們的理念，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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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正穎，來過老寮住宿無數次的「老」主顧（王毓楷 攝） 

  寮在客家話中，除了⼩的房⼦外，其實還有玩的意思，「會玩的⼈會製造很多有趣的新鮮回

憶」房客之⼀的徐智俊同時是寶島客家廣播電台的節⽬主持⼈，說著⼀⼝流利的客家話，談到他

在江南老街上被當地⻑者的客語聊天喚醒，有⼀種非常熟悉的感覺，他更表⽰，背包客棧這個產

業應把文化作為景⾊的賣點，不應僅是以商業作為出發點。南庄作為台灣重要的客家庄，其實許

多相關的⼈、事、物都有多少的客家淵源。

落腳南庄

  就讀華南⼯業⼤學，來台灣交換⼀個學期的老寮打⼯換宿⽣廖露露表⽰，⾃⼰是廣東的客家

⼈，雖然事先不知道邱星崴的客家背景，與南庄屬於客家聚落，但是因為⾃⼰的老師曾經是邱星

崴的學⽣，⽽決定利⽤離開台灣前的最後機會好好體驗在地的文化，她更表⽰在老寮感受到了中

國所沒有的溫暖與⼈情味。

老寮換宿⽣廖露露表⽰⾃⼰是廣東的客家⼈。（王毓楷 攝）

  「這是我第⼀次如此了解⼀個地⽅」，⽬前在老尞擔任全職員⼯的賴俞含表⽰，她在今年

(2016) 7-10⽉在老寮打⼯換宿期間，籌辦南庄植物展，認識了許多當地的故事，最後決定繼續留

下來成為全職員⼯。賴俞含也說到，雖然⾝為半個客家⼈，但與廖露露⼀樣，讓她決定留下的原

因是因為與當地建立了起的深厚連結。

與桂花巷抗衡的⼗三間老街（王毓楷 攝）

  但賴俞含也坦⾔，活動參與還是以背包客為主，較難邀請到當地居⺠的參與，她更感嘆⽬前

老寮成立⾄今對於當地社區的實質改變並不顯著，但相信他們所做的努⼒多多少少起了潛移默化

的改變。這樣的改變，是⼈的改變。其實這樣的改變仍是可以具象化的，像⼗三間老街，開始有

了要抵抗「桂花巷」早已過度商業化的雛形，當地教師亦開始加入協助⽥野調查，對於保存文化

共盡⼼⼒。⾦曲獎得主羅思容老師除了寫歌宣揚當地文化外，更在⽇前舉辦沙龍，彙集了許多有

⼼改變社區，決⼼對於地⽅文化共進⼒量的正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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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教室—桂花巷的由來

⼩檔案：農耕語讀、⼩蝸⽜市集與南投青

農聯盟

  當然除了具體的例⼦，還包含了內化性的改變，賴俞含認為組織⾃創立以來，即便團隊裡每

個⼈的終極⽬的有些許的不同，但卻仍舊成功連結起了⼀個個 節點，聚集了群眾的意念，帶領⼤

家⼀起為了更遠⼤的⽬標努⼒。「我想這⼤概也沒有結束的⼀天，這就是他（邱星崴）⼀⽣的志

業吧！」

 

延伸閱讀：

酒吧教室—桂花巷的由來 
⼩檔案：耕⼭農創—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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