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地理位置依山傍水，族群組成多元，人文

歷史及自然景觀豐富，分散於全市大大小小的社區

各具特色，為了讓民眾能更深入認識社區營造的內

涵，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每年舉辦社區文化季活動，

讓社區成為主角，述說在地動人故事。2017年社區
文化季以遊樂園的概念為主軸，將社造點依主題分

類，呈現多彩多姿的社造成果；另一方面，透過輔

導社區辦理文化季，期待能促進社區間的情感，也

首度嘗試社區共同創作大型裝置藝術，為花博暖身，

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和生命力，盡顯無遺。

打造臺中社造成果的遊樂園

文化局表示，2017年是臺中市社區營造豐收的
一年，體現在文化部「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

展計畫」補助金額拿到全國第一；在執行成果方面，

社區提案數量較 2016年增加 7成，提案主題除關注
在地人文地產景外，更增加企業參與社區營造及青年

提案，激發更具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新價值。

2017社區文化季打造了一座臺中社造成果的遊
樂園，11月 8日以「花現臺中好地方」為主題，於臺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開幕記者會，分別邀請麥之

鄉產業發展協會帶來「樂齡之鼓」、西屯區福聯社區

發展協會帶來「『花』現福聯，『卉』幸福」以及后

里區舊社社區發展協會帶來「『JIUSHE』ㄟ農達人」
等精采開場表演。文化局主任秘書楊懿珊表示，近年

來臺中市社區營造蓬勃發展，社造成果與質量有目共

睹，希望藉此引動更多社區居民，一步一腳印，齊心

協力用社造力量記錄在地故事。

文／黃筱寧  圖／文化資源科

社區遊樂園  散發在地脈動 
【活動篇】

社區提供人們居住空間，人們則以調色盤般的生活

點滴為社區妝點內涵，每個社區都是獨一無二的有機體，

活跳跳、嚇嚇叫。2017臺中社區文化季是專屬庶民的嘉

年華盛宴，素人躍居舞臺主角，發射五光十色的明星光

采，這樣豐沛的創作能量與情感交流，成為臺中社造自

信邁步的最佳靠山。

翻滾吧！
臺中社造 

林佳龍市長 11月 12日參與文化季活動，與現場社區夥伴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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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社區文化季活動記者會，分別有「百花
齊放」社區主題展、「社區上臺趣」劇展、「社造

觀點•公共加值」社造論壇、稻香村市集以及「在

臺中的故事」社區影展，從表演藝術到視覺藝術，

從成果策展到學術研究，在這座專屬臺中的社區遊

樂園裡應有盡有，每個人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親近

社區的內容。

花現臺中好地方  深耕庶民文化
事實上，臺中推動社區營造已經 20餘年，在基

層累積了豐富多元的文化，因此「百花齊放」社區主

題展從小時候逛遊樂園的興奮感與驚喜感作為發想，

規畫一場呈現社區文化的策展，包含 8個區域：「一
區一特色」、「博館花語—藏在城市中的故事」、「企

業參與社造館」、「青年行動館」、「漁寮故事館」、

「在地知識館」、「旅行臺中」以及「童玩故事館」，

如同遊樂園中的 8個園區；另提供 15種 DIY互動
體驗，參觀民眾可親手製作復古照片、操演皮影戲、

穿著拍瀑拉傳統服裝或編織藺草等，每一項 DIY活
動也象徵社區的特色產業，寓教於樂，讓大小朋友

闔家同歡。

此外，成果展新增「地方館舍」區，展出包含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民俗文物館、版印特藏室

的特色文物，介紹臺中文化館舍營運成果，並邀請

豐原漆藝館及纖維工藝博物館辦理漆藝茶壺墊和織

帶等手作體驗，帶領民眾深入認識文化館舍。

公民論壇  探討社造整合性
11月 11日登場的「社造觀點•公共加值」社

造論壇，由臺中市社區營造諮詢推動辦公室計畫主持

人盧思岳、臺灣社造聯盟副理事長向家弘及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宜蘭分會負責人陳育貞

分享社區營造與草根民主等專題，因應公民審議及

參與式預算如火如荼發展的現象，老師們提出反思，

社造在此潮流及契機中該如何應對，探討社造連結、

整合的各種可能；另一方面，呼應 2018世界花博在

臺中的議題，身為 2017臺灣燈會農村再生藝術燈區
計畫主持人的向家弘，也對於地方政府如何在辦理

大型活動過程中，連結在地社區居民，進而使每位

參與者產生認同與光榮感，提出了精闢的見解。

作伙演戲  凝聚社區向心力
社區由人組成，理所當然「人」才是最佳男女

主角，11月 11日下午於屯區藝文中心舉行的「社區
上臺趣」劇展，8個社區（北屯區仁和社區、西屯區
福聯社區、北區中達社區、后里區舊社社區、北屯

區平和社區、烏日區五光社區、太平區永平社區以

及烏日區湖日社區）老少素人使出渾身解數，帶來

皮影戲、音樂劇、古裝、時裝等精采演出，並融入

在地民俗典故與平易近人的笑料，現場歡笑聲不斷。

從劇本編排、道具製作及服裝造型等方面來看，

不難發現每個社區的用心程度不輸給專業劇團，在

短短 15至 20分鐘裡，熱情上演主旨各異其趣的 8
篇故事，無論是小朋友、年輕人或是長輩，歷經辛

苦排練，展現出絕佳默契與配合，無形之中戲劇成

為凝聚社區的一大動力，大家也因為有了共同目標，

感情變得更好。

社造點成長  人情餘韻無窮
11月 12日在臺中文創園區中央廣場舉辦「稻

香村市集」，各社區延續綠色概念，加上藝術文創的

元素，讓市集內容更加豐富，並傳遞環保減塑、農

產品在地行銷、產地團購的理念，神岡區溪洲社區

居民合力創作的長毛象地景裝置藝術可說是現場一

大亮點，民眾紛紛搶著合照；同日也舉行頒獎典禮，

頒發社區輔導老師、社區劇展、社區影展、企業感

謝狀、不老伴遊等獎項，共有45組團體或個人獲獎，
為社區文化季劃下完美句點。

近 3年來，臺中市社造點從 45個增加至 129
個，而每年社區文化季成果展，是激勵市民對自己

所處社區參與的最好機會，儘管當今高樓大廈林立，

人與人間的關係較過去疏離，但只要當他們開始述

說自己的故事，透過各種文化藝術呈現及相互交流，

社造這條路就會繼續蓬勃發展。

五光社區打造昆蟲、水果造型的磁磚桌椅，參與本次社

區文化季。

北區中達社區演出，成功凝聚社區感情。西屯區福聯社區別出心裁的服裝造型令人驚豔

社區居民精心佈展，將社造成果呈現在民眾面前。

2017社區文化季展現臺中社造豐厚成果，圖為 11月 8日開幕記者會現場。

9

封
面
故
事

8



從車水馬龍的大馬路轉入，靜謐的烏日湖日社

區就像兒時記憶中的「庄頭」一樣，稍嫌狹隘的道

路向前蜿蜒，猶如匍匐在地的士兵抵禦都市文明入

侵；直挺的電線桿是剛正不阿的將軍，發號司令讓

電線傳令兵穿越一片湛藍；矮小紅磚圍牆上，五顏

六色繽紛彩繪正騷首弄姿地想攫取目光；耳邊不時

傳來達達的機械聲，現代化建設還是找到空隙鑽了

進來。在新舊之間，當地信仰中心寶興宮凝聚社區

感情的方式，也有了嶄新詮釋。

傳奇故事華麗登台  逼近職業等級
俗稱「王公廟」的寶興宮，供奉廣惠尊王謝安，

相傳乾隆年間從福建攜帶過臺，1959年因遭逢八七
水災而重建，香火鼎盛，成為湖日的護境神明，祭

祀特色為不用雞隻當作供品。社區發展協會楊來成

文／蕭憲聰  圖／蕭憲聰、林榮芳

湖日、五光  體現社造精神 
【特寫篇】

理事長表示，湖日鄰近大里溪，地勢低窪，過去多

為水患所苦，後來經王公指示修建水堤，然而道光

年間，烏溪南岸民眾與烏日民眾因修築水壩產生爭

端，醞釀決鬥。發起攻擊當天，王公顯靈使雞隻在

凌晨一時提早啼叫，引來官員化解，免去一場災禍，

居民懷抱感念之心，此後雞就不上供桌。

這段傳奇，即是湖日社區參與 2017社區文化
季「社區上臺趣」劇展的演出主題。為了準備這齣

精采好戲，40人的團隊利用晚上時間排練，加入傳
統南管和大鼓打擊音樂，營造既快樂又緊張的氣氛。

儘管表演從前的故事，但手法上融入許多現代舞臺

劇元素，令人耳目一新，素人演員的投入程度也十

分驚艷，妝髮造型別出心裁，演繹技巧純熟，「（我

們的人）親像職業ㄟ同款，很好看，」身為統籌的

楊來成眉飛色舞地說。

舊時，社區民眾來到寶興宮尋求心靈慰藉；如

今，透過呈現寶興宮的故事，男女老少找到共同奮

鬥的目標，感情活絡了起來。「以前比較沒有辦活

動或上課，」楊理事長表示：「現在不一樣了，整

個社區鬧哄哄的，與其他社區互動也很頻繁，一起

交流手工藝。」值得一提的是，湖日社區還代表臺

中市參與衛福部主辦的 106年度全國社區民俗育樂
活動觀摩會，以演出雞鳴故事展示在地社造成果，

讓更多人看見湖日、知曉湖日。

巧手拼貼  大小朋友齊力玩磁磚藝術
駛過稻田與工廠，來到同樣位在烏日的五光社

區，瞧見另一番風景。五光舊稱五張犁，一張犁代

表一個男丁以一頭牛耕種五甲地的面積範圍，因此

五張犁有 25甲地之廣，如今務農風氣雖不若以往，
但居民對社區營造所下的工夫，仍可感受滿滿農村

風情。

五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榮芳表示，社區結

合產業是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並基於「安全」、

「永久」與「美麗」三大考量，居民用雙手一塊一

塊拼貼，打造特有的馬賽克藝術磁磚桌椅，有香蕉、

絲瓜、番茄及紅蘿蔔等造型，都是在地農產品。佈

置於社區中，不只讓原本的髒亂空間改頭換面、提

供休憩場所，作品完成後所建立的成就感與自信感，

更是無可取代。

白天大家要上班，所以晚上 7時至 11時才是快
樂的黏磁磚時光，常見大人帶著小孩一起動手做，

大手小手齊心推動家園蛻變。「有些人甚至還沒吃

飯就來黏，」林榮芳說：「當一小群人開始投入，

就像漣漪一樣會慢慢擴散，吸引其他人進來幫忙。」

本次五光社區也在「社區上臺趣」劇展大展身

手，演出社區如何引動孩子及居民願意出來參與三

月初三、十八庄媽祖遶境等五張犁重要的節慶活動，

讓逐漸失傳的民俗技藝及地方事務重新獲得認同，

具有濃濃傳承意味。

社造精神  不斷前進
隨著臺中社造取得越來越好的成績，諸如湖日

及五光這樣的優秀社區自然會越來越多，一如臺灣社

造聯盟理事長盧思岳所言：「社區不該等著被治理，

而是居民自己治理、自己建設，」進而創造自己喜

歡的社區面貌。盼望兩社區之拋磚引玉，能使社造

精神不斷往前推進。

湖日社區素人演員的投入程度令人十分驚艷

五光社區居民坐在自黏的磁磚椅子上，別有一番成就感。 在黏磁磚的快樂時光中，大家齊心推動家園蛻變。

湖日社區的牆面彩繪逗趣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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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瑩副市長頒發金區獎個人獎項，肯定長期投入社造的推手。

臺中社造有何超越其他縣市的地方？一言以蔽

之，就是完成了「行政社造化」的最後一哩路，堪為

楷模。

推進社造精神  公所不能置身其外
1994年，文化部前身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在該會預算項目底下推動充實地方展演設施

及藝文活動下鄉等計畫，可視為臺灣社造的濫觴；

1999年遭逢九二一大地震，許多社區的環境、文化、
生態、產業等諸多層面受傷慘重，突顯社造之必要性

與急迫性，由全臺 4個重建區與 4個非重建區的社
區營造中心擔起重責大任；奠定在此成功經驗上，

2004年至 2005年文建會輔導各地文化局成立縣市
層級的社造中心，培訓團隊，社造工作正式從中央部

會推展到縣市政府，運作至今。

不過，臺灣社造聯盟理事長，同時也是臺中市社

區營造諮詢推動辦公室計畫主持人盧思岳指出，在縣

文／蕭憲聰  圖／盧思岳

自基層醞釀底氣  社造能量大爆發 
【成果篇】

市政府與草根社區之間，有一個角色—鄉鎮市區公

所，是長期消失的。換句話說，中央社造預算下放到

地方政府各局處後，跳過鄉鎮市區公所，直接補助

社區執行。當然，背後原因可能包含公所人力不足、

工作對口模糊以及文化局未建立公所的培訓輔導機

制等，而社造精神的再推進，第一線公所絕不能置

身事外。

兩政策打下基礎  社造真正深入民間
以臺中市為例，2011年縣市合併後，有兩項重

要政策為今日亮麗的社造成績奠下基礎，其一是因

應少子化兵源下降，將區公所兵役課改制為人文課，

成為文化局在區公所行政編制上的工作對口；其二

是積極推動「一區一特色」，鼓勵轄內 29個區公所
直接參與社造。2011年僅有 12個公所提案，但隔
年成長至25個，此後維持27到28個的高檔執行率，
「公所最接地氣，訓練他們動起來，下面（的人）

就熱了。」盧思岳補充道。

一區一特色的下一步，即是逐年協助區公所成

立區域型社造中心。從 90年代末期起，臺灣社造中
心由中央的大區域型，演變到地方政府的中區域型，

但真正要使社造深入民間，公所的小區域型才能建

構最在地的社區輔導機制。2016年豐原、后里、西
屯與南區率先成立公所層級社造中心，2017年成長
至 15個，預計 2019年完成「一公所一社造中心」
的政策目標，公所不再是社造計劃的執行者，而是過

渡為培訓者與陪伴者，輔助社區居民提自己的計畫、

做自己的社造、當自己的治理者。

隨著培訓輔導工作逐漸往區公所的區域型社造

中心轉移，作為全市層級的「臺中市社區營造中心」

並非就此喪失功能，而是規劃前瞻型計畫，例如整

合產銷平臺，讓城鄉資源互通有無，或建立社造師

資培育基地，媒合社區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師及

社造領域文化藝術工作者等。

社造點突飛猛進  華麗成果傲視全臺
經歷幾年努力，臺中社造能量大爆發。2017年

提案的社造點多達 159個，盧思岳笑言是「評審的
甜蜜負擔…連文化部都傻眼」，最後有 129個獲得
補助，遙遙領先其他縣市雙位數甚至個位數社造點；

另一方面，社造成功與否，與地方政府的支持態度

息息相關，往年臺中社造點平均約 70多個，一下成
長到 129個，預算捉襟見肘，林佳龍市長二話不說
動用第二預備金 500多萬相挺，顯見重視基層工作
的決心。

文化部「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第三期」，臺中

市連續 5年補助金額勇冠全臺（註：2015至 2017
都是第一名，2018起一次核定兩年期補助，金額同
樣最高）。值得一提的是，以臺中的級別，地方配

合款只要出到中央的 22%就符合規定，但市府基本
上都出到 50%～ 60%，無非希望各個社區享有充分
支援，盡情表現揮灑。

盧思岳認為，社造的關鍵在於「由下而上，以

參與為主軸」，臺中市之所以走在其他縣市前面，

主要是達成「行政社造化」的最後一哩路，當別的

公所對於社造還在做「樣本」交差了事時，臺中的

公所已建立機制化運作模式，向下一階段社造願景

邁進。

盧思岳投入社造工作多年，十分肯定臺中社造成果。 豐原區社造中心與社區營造點在地舉辦成果展，最接地氣。

社區營造內容多元，深度文化之旅也是其中之一。

13

封
面
故
事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