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
栗縣有一市、六鎮、十一鄉，

獅潭村不在獅潭鄉，而是位於

獅潭鄉隔壁的頭屋鄉，位於全縣中

心偏北陸的獅子山下，老田寮溪與

後龍溪在龍頸潭會合，山溪景致優

美，是著名車遊路線，近年也受單

車客青睞。因獅潭鄉也有獅子頭山

和一個潭，為與之區別且較靠西邊

的海而稱為「外獅潭」。

結廬人境 無車馬喧

沿72號快速道路在頭屋交流道

下來，往頭屋方向，過了加油站見7-

11便利店左轉，即為126縣道，再穿

過隧道進入無店之村，彷彿到了另一個世外

桃源，因為連公車也幾乎沒有，遠離塵囂無

車馬喧擾，認養人將道路兩旁裝扮得鮮豔迎

人，春桐岸保留水中樹，營造生態與文化，

莿桐隨著季節變換落葉掉盡洗去一身鉛華，

終日與身旁的潺潺流水進入禪七的對話境

界，枝上含苞紅花乍現，整群的綠繡眼、白

頭翁及紅嘴黑鵯⋯等，天天在此召開聒噪的

早餐會報；初春嫩牙羞澀見人，螞蟻、金龜

文圖／黃蜂

活化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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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天天纏著不放

如橡皮糖般，勤

儉刻苦的客家

人，善用此地的

暖陽，曬蘿蔔及菜乾，當聽到台灣雄蟬宏亮

的叫聲，告訴大家夏天來了，順春桐岸流水

到隔壁的妙智蘭若，宛如妙雲蘭若印順法師

的心境「自己如水面上的一片落葉 忽而停滯

又忽向前流去⋯」。

小孩們在草地上踩高蹺比賽，蔥鬱遠山

擁抱著開闊稻田，水塘倒映著天際和山影，

遠遠那座清瘦的水車忠實地轉啊轉，整體氣

溫比城市低兩度；這是個沒有店的村落，保

留了最純樸的農村景色，看不到水泥大樓，

遼闊無際一片彷彿讓人視力恢復2.0；走進社

區，就像搭上時光機，回到小時候的台灣；

那些在成長中失去的，在這裡又找到了。

無私奉獻 咱的農村

農委會推動農村的再生，想要找回人與

土地的新倫理，重尋農村的自信與尊榮，因

此，特地來到獅潭村探個究竟，獅潭社區發

展協會張華文理事長表示，去年年底，村民

有感於三不管地帶、道路兩旁、窳陋、破敗

借問水車何處有

孩童遙指獅潭村

水車村

水車

山麓田園之美



地區，堆滿垃圾及雜物，廢棄菜園、果園長

滿小花蔓澤蘭及雜草等，於是在5天前簡單

的公告，告知打掃用具存放處及集合地點和

時間，約好早上8點開始動工，一群睡不著

的阿公、阿嬤，6點即開始清理，待準時者

到達時已完成大半，清理48部車以上的垃

圾，還得靠徐月蘭鄉長派遣垃圾車來協助，

後來的這一群不甘心，竟然輸給七、八十歲

的老年人，爭著還要再來一次，打掃上陳屋

穎川堂。

原本三合院的穎川堂有現今農村的典型

寫照，左右兩側建物一半完全敗壞、一半倒

塌，張理事長60歲左右在村內算年輕的，天

天除耕作外，還得負責帶一個孫子，有了上

次的經驗，本次的大掃除大家一致訂早上6

點開始，大夥兒不分老幼齊心協力要讓獅潭

村變乾淨漂亮，9點時還有村民自動準備月

桃粽、麻糬等點心，給大家補充能量，這群

老人家真是可愛，吃過點心後繼續做，就是

這種凝聚力和純樸無私的奉獻精神，打動了

村民大家一起來為咱的農村付出。但張理事

長也呼籲：「像文化、古蹟、生態、專業輔

導團隊等，政府能伸出援手協助，讓社區農

村轉型與再生，現在農村再生是個契機，應

好好把握這次政府的用心，讓我們的農村發

展有個依據」。

農閒時，村民聚在廣場DIY草棚下答嘴

鼓、玩竹筒炮；或接待賓客，這個稱為「田

邊聚樂部」的廣場，有一項非常特別的創新

火空窯設施，它可重複使用，一次可供8人

份，濕餐巾紙包地瓜、玉米、雞蛋甚至整隻

雞都沒問題，一邊吃著剛出土空香噴噴的玉

米，一邊聽負責社區規劃的胡清明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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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農村再生、幸福家園是我們的遠景，

找到人才、實現理念、社區改造缺一不可。

在維護文化面與生態面的前提下，在地產業

經濟要自給自足，並邁向永續發展。」

返璞歸真打造獅潭村為「現代桃花源」

夢想，時時在大家的腦海裡迴響。當社區缺

少集會場所，有人捐出自己的房子，山前那

棟黑瓦白牆三合院「東海堂」，便是徐姓一

家無償供「獅潭社區發展協會」當活動中心

和餐廳。這重新翻修的老厝用色低調，隱於

山景田圳之間，這份內歛的建築哲學，讓您

不得不佩服，捨棄現代改用舊式，不考慮華

麗採用素色的先見。

善待土地 己利利人

沒有店不是問題。事實上，傳統客家村

有的是不計酬幫工、共存共榮的交工文化。

「造人比造景重要」是社區的共識。協會理

事長張華文說，除了鼓勵年輕人留鄉參加農

委會水保局的培根計畫，更要尊重長者智

慧，邀請退休或農閒的阿公阿嬤擔任各種技

藝達人，比如指導每年2月村內大件事「蘿

炊煙裊裊勾起我的回憶

享用月桃粽 獅潭村窳陋清除



草、椅架、棧道都是

村民親手完成，誰能

想像以前這裡是雜草

叢生的蠻荒溼地，現

在卻是獅潭村的藏寶

庫，一坐下來就黏住

了！

「千歲歌舞團」

老人也以赤子之心表

演歌舞歡迎客人，客

家的山歌對唱，結合

劇情的主題內容，從「阿爸牽水牛」到「阿

嬤上學去」，一件衣服穿150年以上，客家的

補丁衣服勤儉極至表現，92歲的阿嬤咬奶嘴

上學去，哪個村莊的阿嬤做得出來？可貴之

處皆是台灣農村的典範價值，與傳統農村人

文特色的展現。

英國作家勞勃特．狄奧巴 ( R o b e r t

Theobald)在「社群時代」一書中說：「21世

紀社會的改變，須從社區層次著手，而其成

功的標準，不再是最大的經濟成長、強迫性

的消費，和國際性的競爭，必須轉向生態完

整、有效決策與社會和諧凝聚；這些成功標

準的改變，必然以個人、社群和社區為主要

發生層次，不再是由政策的從上而下；新的

社區主義精神就是心懷世界、立足家園；並

且追求己利利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價

值。」獅潭社區這群老人家的精神，其凝聚

力已撼動全村的人，就待農村再生使其脫胎

換骨。

如何善待這塊土地？如何過咱們的生

活？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景物與這裡的人，

讓人印象深刻，穿過126線的隧道，走一躺苗

栗縣頭屋鄉獅潭村，讓您的人生不虛此行。

蔔節」，一做就是60多種蘿蔔小吃。村裡也設

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東海堂），細心的

胡老師特別在院子鋪上柔軟的百慕達草419系

列，搭配浪漫的落羽松，都是為了老人家安

全著想。就在「東海堂」三合院前，灌溉水

圳水清見底，小魚、溪蝦、蛤蜊自在悠游，

幾個年輕人捲著褲管在摸蛤仔，冰冰涼涼的

啤酒擱在一旁，「這就是最幸福的人生！」

大家直說讚，這種情節可不是廣告片，台灣

現在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這麼享受？

數著古老水車，穿過偌

大田園，許多孩子正騎著單

車嘻笑經過，這裡已是外獅

潭。除了跟協會租借單車遊

玩，散步也是體驗再造農村

的好方法。就在百年樟樹伯

公（土地公廟）後方，一條

隱密步道深不可測，跟著胡

清明老師帶領，摘嚐了幾種

野生芭樂，竹林步道這頭，

一個歷經3年、由全村合力打

造的秘密花園「塘仔窩」在

眼前開展，上百種清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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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蜆喝啤酒，很幸福

張華文理事長與可愛孫子

祝大家牛年行大運 千歲歌舞團的純真演出

百年來守護村民的小小伯公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