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社會關懷 傳藝新貌 翻轉農村 文化傳承 多元客家 社區營造

請輸入關鍵字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記者群

飄香的天主堂：峨眉鄉⽉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 
2017-01-11  記者 張佳琳 報導 

  位於新⽵縣南端，與北埔比鄰的峨眉，是個沒有便利商店、乏⼈關注的偏遠客家⼩鄉鎮，雖

然偶爾會有遊客經過，但⼤家卻鮮少聽過這個地⽅，⽽坐落於峨眉路邊⼀座不太起眼的天主教

堂，也是⼈們經常會直接忽略的地⽅。然⽽近年來，由於⼀位有⼼⼈的努⼒以及偶然的機會，使

得荒廢數年的教堂再次充滿⼈們的歡笑聲。

      天空微亮，路邊的峨眉天主堂(以下簡稱天主堂)便傳來陣陣的柴燒香氣，新鮮的窯烤麵包才剛

出爐，香味早已飄散⾄遠處，吸引遠來的旅⼈到此光臨。你能想像，柑橘以及東⽅美⼈茶能夠跟

麵包結合在⼀起嗎？你能想像，周末⾨庭若市的天主堂在早期是被荒廢已久的建築嗎？新⽵峨眉

鄉⽉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化協會)恰好都做了你所想像不到的這些事情。

                                             峨眉天主堂的外觀。(張佳琳/攝)

峨眉鄉的改變：成立文化協會

      協會負責⼈姜信鈞於 2002 年跟志同道合的⼈們⼀同成立文化協會，是⼀個關懷文史、⽣態的

⼯作團隊，主要宗旨為保存峨眉在地文化及維護峨眉地區的⽣態環境資源。「峨眉跟北埔比起來

觀光較貧乏，我們想為家鄉帶來繁榮、帶來改變，所以便召集⼤家⼀同組織起來弄些計畫，讓峨

眉這個地⽅活絡起來。」文化協會的負責⼈姜信鈞緩緩說道。

      協會成立之初並沒有固定的集會場所，所以姜信鈞思考著協會是否該有個固定的辦公室，能

夠做⼀些事情，提升地⽅的產業，活絡地⽅的經濟活動。「那時候就想到，天主堂是個不錯的地

⽅。我⼩時候常在這邊玩啊，後來活動少了，這座天主堂便幾乎廢棄了。所以，當時我跟神⽗提

說，希望可以租借天主堂的時候，神⽗⼀⼝就答應了。」姜信鈞說道。

      姜信鈞同時為了幫助曾被憂鬱症所苦的鄰居，便請他利⽤他的專⻑⼀同參與蓋窯，也因為這

樣，文化協會成立了「野⼭⽥⼯坊」。

翻轉天主堂：野⼭⽥⼯坊

      「野⼭⽥⼯坊」主要販賣的產品是窯烤麵包，其特⾊即是柴燒窯烤麵包，並融合峨眉地⽅特

產：東⽅美⼈茶與柑橘，研發出不同於以往的麵包⼝味，包含著濃厚的地⽅文化。不過在成立之

初，並沒有非常成功，畢竟知名度不夠，所以⼀般⼈對於天主堂的窯烤麵包沒有什麼興趣，後來

主要是靠著姜信鈞不斷的述說成立野⼭⽥⼯坊的契機，才逐漸打開知名度，使得⼈們漸漸開始造

訪峨眉天主堂。

      初次踏進天主堂，只⾒裡⾯的⼈們悠哉的做著⾃⼰的事情，令⼈疑惑如此幽靜的地⽅是知名

的柴窯麵包的店家嗎？ 在野⼭⽥⼯坊⼯作約四年的櫃台⼩姐說，平⽇的客⼈或許會比較少，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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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的時候真的是忙不過來，很多時候竟然也忙到無法包裝麵包。「全盛時期宅配真的很多，

需要⼀直忙著包裝，趕著出貨，有⼀次最遠的地⽅還送到⾺祖呢！」櫃台⼩姐解釋。

     如果說樓上的櫃檯在平⽇的時間可以休息的話，則樓下的窯烤爐便⼀刻也不得閒。⼀到樓下，

只⾒麵包師傅⼿中忙著搓揉老麵糰，由於野⼭⽥⼯坊每天賣的是新鮮出爐的窯烤麵包，因為要專

⼼顧著麵包免得烤焦，導致這些麵包師傅每天輪替⼯作，休息的時間並不多。詢問師傅究竟天主

堂⼿⼯窯烤麵包會特別香的原因是什麼，師傅說：「我們的麵包是⽤龍眼⽊燒出的火燜烤出來

的，⽊柴燒的火屬於軟火，軟火燒窯，且燜烤的⽅式也讓麵包的⽔分不會流失。所以，這裡的麵

包才會特別香、特別軟，特別好吃，⽽且我們的原料都是從峨眉來的，就你們看到的東⽅美⼈

茶、柑橘等。」

                                     在野⼭⽥⼯坊⼯作的兩位麵包師傅。(張佳琳/攝)

      2010 年才成立的野⼭⽥⼯坊，⿎勵社區居⺠們參與多元就業⽅案，提供⼯作機會，不僅增加

了社區居⺠的就業機會，也因為有了⼀份⼯作，便可以幫助他們⾃⾝的家庭的經濟狀況。在天主

堂⼯作的員⼯部分是⼆次就業。「⼯作坊⽬前賺的錢主要都是員⼯的薪⽔，如果有盈餘的話就會

回饋給天主堂，畢竟天主堂是免費借給協會使⽤。」姜信鈞說，他認為文化協會提供給社區居⺠

的只是⼀個起點和資源，真正執⾏這個計畫的是這些參與者，雖然他們之前是失業者，但並不表

⽰他們沒有任何⻑處。

天主堂新氣象：社區活動中⼼

        隨著天主堂的名聲逐漸響亮，文化協會成立了DOC峨眉數位機會中⼼的偏鄉數位教育計劃及

野⼭⽥⿎隊，前者為社區⺠眾提供資訊教育服務，帶動社區數位學習，後者則將⺠俗與打擊樂、

社區居⺠與鄉野文化彼此結合碰撞出新的火花，成為峨眉在地的藝術團隊。除此之外，文化協會

也舉辦了許多研習課程讓居⺠們前來上課，有歌謠班、電腦班、氣功等，主要的對象⼤多是老⼈

家，另外還有⼀個是峨眉導覽⼈員的訓練，除了基本功之外，還會請老師來練習⼝條，希望在之

後能夠對遊客們成功介紹峨眉這個地⽅。因為如此，天主堂逐漸成為峨眉居⺠重要的聚會場所，

姜先⽣也在教育部「DOC特⾊經營輔導計畫」網路⾏銷中⼼的報導提到希望可以讓天主堂成為⼀

個好的故事館，讓⼤家都能夠來這裡⾛動，了解天主堂所累積起來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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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天主堂外⾯的課程招牌(張佳琳/攝)

  「無論做什麼事情，經濟對於⼈來說才是最重要的，想要年輕⼈返鄉的話，家鄉的經濟要先

做好，才能吸引年輕⼈，要先能夠⽣活無慮才能夠做其他的事情啊！」這是姜先⽣⼀開始就對文

化協會的⼤家所說的話，或許文化協會就是⼀直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所以才在峨眉鄉這個地⽅持

續不斷的努⼒經營社區，也期望這樣的努⼒，能夠讓⾃⼰的家鄉變得更好。

 

延伸閱讀：

食藝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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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美學⽣活-食藝峨眉 ⼩檔案：《綠⽲塘》

⼩檔案：「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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