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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地⼈更在地 獅潭⽣態達⼈李業興 
2018-01-11  記者 馮杰琳 報導 

⽣態達⼈李業興是苗栗市⼈，2000年進入獅潭，因緣際會下在當地買了⼀塊550坪的⼟地。⼗年
後，李業興在那片⼟地上建造了藍⾊⼩屋，展開了他在獅潭鄉⾃然、⼈文和⽣態環境教育的⼯

作。

 

⽣態達⼈李業興，從苗栗市來到獅潭鄉從事⾃然、⼈文、環境教育⼯作。（馮杰琳／攝）

因緣際會 買下⼟地

2000年，當時35歲的李業興偶然來到獅潭⼀家餐廳吃飯。李業興很快就跟當地的⼀位老先⽣搭
上話，兩⼈聊得投機，老先⽣就把新鳳橋旁的⼀塊⼟地介紹給李業興。那塊⼟地周遭的步道非常

雜亂，⽽且⾯積對當地的居⺠⽽⾔太⼩，不適合務農，因此⼟地空置許久都乏⼈問津。不過，當

李業興看到那⼀片荒煙漫草的⼟地，第⼀個念頭竟然是「太漂亮了」，⼆話不說就把它買了下

來。

回歸⾃然 轉換職業跑道

在投⾝環境教育以前，李業興曾經從事保險業務，但收入不⾼。當時已婚的李業興除了要養家糊

⼝，還得分擔原⽣家庭的經濟開銷。在多重壓⼒之下，婚姻更是亮起了紅燈。後來，李業興察覺

保險業務與⾃⼰的⼈⽣理念不符，毅然決定離開這個⾏業。

2009年，辭去保險業務的⼯作後，李業興接下了「苗栗縣⾃然⽣態學會」的⼀項專案，擔任專
案經理，主要領導⼀個九⼈團隊進⾏⽣態導覽。專案⼯作皆以⽣態永續為準則，因此在實際操作

⾯上，團隊⾯臨了不少困難與限制。李業興舉例，團隊原本計劃從河流撿⽯頭來做⼿⼯藝品，但

礙於⽣態永續的原則只好作罷。

意猶未盡 藍⾊⼩屋誕⽣

過程中⾯臨的困難，並未讓李業興退縮，反⽽燃起了他濃厚的興趣。兩年的專案結束之後，意猶

未盡的李業興決定繼續原本的⼯作，並請⼀些團隊中的成員回來幫忙，成立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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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屋座落於⼀片⼭林之中。（馮杰琳／攝）

藍⾊⼩屋是李業興從事⽣態教育與導覽⼯作的據點，座落於獅潭鄉新店村48號，外觀是獨特的三
⾓形，外牆漆上了顯眼的藍⾊，因此取名「藍⾊⼩屋」。內部是⼀個多元⽤途的活動空間，平常

是李業興辦公的⼯作室，也可充當各種活動場地如會議室、課輔教室等。藍⾊⼩屋的活動內容非

常多元，包含營隊課輔、⽣態導覽、研習活動。

李業興還會應各單位邀請到不同的地⽅演講。⼀般活動都按鐘點收費，但李業興體諒每個活動單

位的經費限制不同，保留了活動收費的彈性，即便是沒有盈利的⾏程，他也照跑不誤。這些年

來，抱持著只要不虧錢就OK的⼼態，李業興曾經應邀到教養院上課，即便是遠在南部的⼤專院校
也在所不辭，「像美濃的也是啊，你說跑⼀趟美濃划算嗎？就當作去美濃看客莊，認識在地的

⼈」，因此，每個活動的營收扣除⽀出後的盈餘不多，剛好⾜以維持⽣活，李業興說「再怎麼賺

也有限，我不適合賺太多錢！」知⾜常樂這四個字，正好⽤以形容李業興這種不計較的精神。

克服障礙 獲得肯定

藍⾊⼩屋成立之初，引來了在地⼈的好奇。李業興認為，外地⼈要在當地立⾜，需要靠時間和蹲

點慢慢讓當地居⺠了解你到底在做什麼。同時，也可以和當地產業合作，排除當地⼈認為你是來

「搶飯碗」之憂。像藍⾊⼩屋辦活動的餐點部分，都外包給村⼦裡的店家，拉近與當地⼈的距離

之餘，也推廣在地飲食產業，達到雙贏。

李業興的付出與貢獻，為他贏得2014年「第三屆苗栗縣環境教育獎」個⼈組特優以及2015年
「第四屆苗栗縣環境教育獎」個⼈組優等的殊榮。李業興說，「想辦法把⾃⼰的事情做到最好，

⼈家⾃然會看到你」。

 

李業興⼿中捧著的是「第三屆苗栗縣環境教育獎」個⼈組特優獎獎座。（馮杰琳／攝）

藍⾊⼩屋初期⾯臨最⼤的困難就是軟硬體的問題。李業興憶起有⼀年夏天辦了⼀個營隊，迎接了

100多位台北來的⼩朋友，在露天的空地上搭帳篷。不料當天晚上突然下起狂風暴雨，只好把⼩
朋友們緊急撤離到活動中⼼避雨。

這起突發事故，讓李業興決定擴建藍⾊⼩屋。那⼀次的擴建，⼀共耗費約七⼗萬新台幣。當時，

藍⾊⼩屋的營收，根本不⾜以⽀持如此龐⼤的擴建費⽤。但李業興仍然設法籌出了這筆資⾦，於

是才有了現在的藍⾊⼩屋2.0。

溫故知新 教學中累積新知識

提及有趣的⼯作經歷，李業興搬出⼀疊疊筆記本，「⼩朋友的筆記本都寫⼀些很好玩的東⻄」。

李業興的學⽣以國⼩、國中⽣居多，上課時記下的筆記內容煞是有趣。例如，李業興讓學⽣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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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與進⼝商品，有學⽣就回答了「外國來的：韓劇、動漫、章⿂燒...」。

 

李業興學⽣的筆記本（馮杰琳／攝）

李業興把⾃⼰的課程比喻為「通識教育」，內容橫跨⾃然⽣態、文史甚⾄地理知識。眼⾒時下的

學⽣上地理課，熟知國外的地理環境，卻對⾃⼰腳下的⼟地感到陌⽣，李業興就把苗栗縣地圖納

入課程，教導學⽣們認識苗栗縣各地的位置，「把這些比較實⽤的東⻄教他們，不然沒⼈在

教」，李業興感嘆道。

 

李業興把最實⽤的獅潭地理知識教授給學⽣。（馮杰琳／攝）

李業興也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累積新知識。⽬前就讀交⼤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的李業興，

曾經考慮念環境教育研究所。但在參加過相關的研討會後，李業興發現該領域專注於環境的問

題，於是打消了環教所的念頭，「因為環境問題重點在⼈，不在環境」，李業興說，他真正想要

的，是從⼈文的觀點出發去解決問題。

經過交⼤客家在職專班的訓練，李業興發現⾃⼰導覽的講解內容變得更有深度。原本只對⽣態知

識熟悉的李業興，也增強了文史的部分，在導覽的時候更加得⼼應⼿，他說，「譬如說我可以從

這塊⼟地的歷史開始講，整個歷史的演變源流我現在可以清楚的講述，以前沒有辦法」。

環境變化 潛能與危機

李業興表⽰，獅潭確實缺乏鮮明的地⽅特⾊。但近年來，獅潭的⼤環境⼀直在改變。對照藍⾊⼩

屋早期和最新繪製的導覽地圖可以發現有許多不同之處，像是新增景點「神秘⼩徑」、「⼆六八

古道」等，獅潭的⽣態旅遊產業顯然有巨⼤的發展潛能。不過除了正⾯的環境變化，熟悉當地⽣

態環境的李業興觀察到，蜜蜂和蟾蜍的數量明顯減少，⼩⿊蚊數量變多。屬於⽔源保護區的獅

潭，理應不會有⼟地⽔源汙染的問題，卻出現了⽣態失衡的問題，顯然是⼀項警訊。

未來展望 寧可不賺錢，拒絕商業化

獅潭鄉的年輕⼈外移問題嚴重，但⾝為外地⼈的李業興，卻來到獅潭鄉，⼀頭栽進這份耗費⼼⼒

且收入不⾼的⼯作，原因就出⾃於他對⾃然⽣態的熱愛與嚮往。已經融入當地⽣活的李業興，甚

⾄比當地⼈更能清楚的講述獅潭鄉的歷史故事。這位比在地⼈更在地的⽣態導覽員，對獅潭未來

的展望，是可以保留她原始的風貌。「商業化就完了」，即便無法賺⼤錢，李業興也不希望獅潭

鄉淪為商業化的旅遊景點。

延伸閱讀：

世外桃源獅潭鄉 知性輕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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