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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文化局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第一次社造交流會議──「社區設計，想像未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00 

貳、會議地點：鐵道文化園區 1 館中山堂 

參、主持人：花蓮縣文化局陳淑美局長 

肆、記錄：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楊雯安 

伍、與會人員：詳見簽到表 

陸、會議摘要： 

（一）各組討論內容 

第一組 社區遇到的共通性問題 

1. 社區沒有人，包含行政事務執行及硬體設備的更新。 

2. 社區行銷力薄弱，做了許多事情，卻沒有人知道。 

3. 社區居民與社區協會共識不同，許多事情居民沒辦法認同，進

而不會去參與。 

4. 社區想發展國際化相關業務，但是社區缺乏語言相關人才，無

法執行。 

5. 部落傳統工藝沒辦法有傳承，更無法向外拓展。 

6. 文史資料正確性無法確認，來源依據也不同。 

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 

1. 培育社區青年種子：從小就開始培養社區參與精神，進而讓孩

童對於社區議題有共鳴，並投入其中。 

2. 建置行銷推廣平台（例如：社群網站、部落格等），並有專人管

理，讓民宿、旅遊業者與社區間能彼此媒合資源，向外擴散宣

傳。 

3. 跨平台領域(新聞媒體、網路媒體……)的結合與行銷。 

4. 應先進行社區資源盤點，調查社區需求，再去找資源。 

5. 社區產業要與生活達到平衡，再來追求美感，接著是產業的形

象。 

6. 記錄文史資料時，必頇更明確，包含時間、地點、受訪者，並

詳細註明參考資料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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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社區遇到的共通性問題 

1. 缺乏撰寫計畫、執行計畫的人力，且人才養成困難，當有人

力進入社區時，他又需要靠什麼生活？社區無法負擔人才的

薪水，使得人才無法長留，社區產業也無法支應人才。 

2. 組織找不到接班人，社區較高齡，就算有年輕人也都是各忙

各的，對社區的事務毫不關心。 

3. 社區青年回流一直是個問題，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吸引他

們。 

4. 社區集合志工的時間較難統一，晚上、假日都沒有人，主要

集中在白天。 

5. 如何將社區的大人、小孩、老人串聯在一起？ 

6. 碧雲莊社區有申請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有努力想朝經濟型

發展，繪本為主要的產業，但產業的發展會讓核心成員擔心

金錢的問題，造成組織的人力依然不足。 

7. 社區裡有一些共同的產業，但無法共同合作，各做各的，期

望社區可以協力推動共同產業，一同發展。 

8. 田調、口述的資料到最後變成有一個公版的說法，造成會漏

掉某些資訊，無法確認訪查回來的資料正確性。 

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 

1. 培養年輕人的在地認同，雖然是長久一段路，但仍然要從現

在開始做起，例如可以透繪本讓過青少年與長輩產生聯結性

或者可以先從小孩、青少年開始，進而影響到其家庭，讓整

個社區的人都被擾動。 

2. 提升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之後，進而可以共同推動社區經濟產

業與提升家庭技能。 

3. 以感動帶進感動。透過不同的媒材，例如藝術劇場的方式，

讓地方文化與劇場結合，進而發展出更多元的社區產業。一

方面透過劇場方式擾動居民，讓居民注重自身部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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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社區遇到的共通性問題 

1. 文化流失：青年找不到社區的價值，青年一直在流失，造成

文化傳承持續不下去。 

2. 農產行銷：社區老人比例偏高，老人做的產業主要還是一級

產業為主，在東部資源分配不足的情況下，要做到社區的觀

光，促進行銷也是一個重點。 

3. 記憶連結：在社區訪談過程中發現，一般認為日治時期統治

者對台灣人不好，但其實有些耆老的觀點不同，透過耆老訪

談，可以知道歷史有多方面的詮釋，不同的人所受的待遇不

同，則有不同的感受，也因此有更開闊的史觀。 

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 

1. 要促進人跟部落之間的連結關係、對部落的信任，找回青年對部

落的意識是什麼，創造支持新環境。有人提到創造工藝據點，做

傳承藝術，創造一個新的環境讓青年找到社區的價值，讓他們願

意留下來，也促成青年深耕。 

2. 透過文化層面的保存，還有一級產業行銷的部分，以及不同歷史

觀點的觀察與重新的展現，去營造一個會讓人願意想要進入去了

解並扎根的環境，這個問題如果要解決，或許可以檢討青年流失

的原因，努力增加留鄉反鄉的吸引力，讓青年回流。 

3. 奇美部落的年齡階級體驗營，從大學做到高中、國中，從小開始

扎根，從階級體驗營讓小朋友知道怎麼在部落裡生活，怎麼在東

部生活，培養社區的情感，是文化保留和當代交流的集合。 

（二）委員針對社區討論之議題回應 

（一）呂傑華委員： 

當我們在思考社區設計時，我們必頇先想像，到底是誰的社區？

這些社區面對了什麼問題？我們希望因為我們的努力使這個社區變成

什麼樣子？那麼，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去做？ 

以下針對社區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 

1. SWOT分析： 

  不論推動任何一個方案，認清到底有什麼問題出現，利用 SWOT分

析，我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讓我去盤點，我的強項在哪裡、弱點在哪

裡，進而去看見哪些機會是我可以突破。SWOT建議後面再加一個小 s，

也就是 SWOTs，後面可不可以衍伸出一種行動策略，讓你去把一個計

畫設計出來，從問題讓你去盤點以後，能不能幫助你去做一些設計，

而這個設計是真的有助於社區未來的發展。 



4 

 

2. 社區人力不足： 

最多人提到的問題大概不外乎是「社區沒有人」，但各位不就

正在做嗎？回頭去想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做了多久？是什麼樣

的東西支持你去無怨無悔地去做這樣的事情?你在找到什麼樣的

人，這個過程難道沒有找過任何一個人，陪伴你一起去推動，難

道你真的一直都是單打獨鬥嗎?從這些脈絡中，也許可以幫助大家

找到可以一起工作的夥伴。 

3. 基本生計： 

社區參與在感動之餘更需要想辦法讓大家最起碼維持一定的

生計，至少也要符合勞動部的標準，如果能比勞動部的標準要高

很多，那是最棒的。 

4. 連結不同公部門資源以及不同專長合作完成計畫： 

如果要仰賴政府資源的話，千萬不能仰賴一個，如果只執行一

個方案、仰賴一個政府資源，恐怕連生計都維持不下去，要找到

不同方案共同性去努力。光靠一個人真的很累，但是當有第二個、

第三個不同專長的人一起加入、合作，就更有力量。光靠專長很

可能只能在一個部門裡做，譬如對文化有興趣，所以推動文化方

案；雖然對林業沒有概念，但找到一個跟林業有關專長或興趣的

夥伴，就可以去申請林務局的方案，所以盡可能地找到很多不同

的夥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社區的「你」跟社區協

會的所有幹部，而是你真的能夠認識社區好多的人，知道他們所

遇到的狀況，感動他們，進而跟著一起做。 

5. 不要忽略身邊原有的資源： 

每一種人會在這個社區裡的原因都不一樣，怎麼樣把他們凝聚

起來。很多外地在這裡生活的人，也想為花蓮做一些事情，如果

把他排除，就會忽略了這個資源。其實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都

不是花蓮人，也不是這個社區的人，所以當你進來就可以去努力，

其實可以找到好多外來的資源。 

  混區、混鄰、混領域、混外力、混資源：大部分的社區總還

是能夠在附近找到一所國民小學，或者，好幾個社區裡面會看到

一所國民中學，再多一點，很可能在北中南各有一所跟高等教育

有關的。此外，整個花蓮還有好幾所大專院校，都有一群人想要

進到社區去服務。但這個過程不能仰賴公部門幫你找、也不能仰

賴公部門幫你訓練，因為每一個社區的需求都不同，如果可以訓

練一個標準答案，對社區並無幫助，也無法為社區所用，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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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你去感動他進入到你的社區，再跟你一起協力。混不同的領域、

混不同的外力、混不同的平台，各位要知道你的宣傳平台，絕對

不是單一，可以混很多的資源。 

6. 設定每一個方案的最終目標： 

思考設計的每一個方案，是不是有一個最終的目標，而這個最

終目標能不能讓我們社區的人、產業、宣傳、文化、服務，達到

一個目的，若社區發展照護相關的工作，針對老人樂齡生活，可

能就是你的目標，要思考能否因為我的計畫做到樂齡，而不是只

有照護。在這些想像的過程中，一定記得要創新、要有想像、要

讓這些社區有不同作為的時候，就會很精采。大家開始要思考一

個社區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合則兩利，而是利則兩合，

去找你所有的夥伴，幫忙共同創造利益的時候，大家就能夠合作。 

7. 文史紀錄資料的正確性及媒體訊息辨識： 

田野調查的資料中難免會有錯誤，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不斷地去

考證史料，找很多的文獻印證；也可以去找與該史料相關的學者

專家，一種可能是他已經做過相關研究，可以提供一些意見；另

一種可能是他沒有研究過，但有興趣一起幫忙。永遠要記得，媒

體報導不見得都是真的，要不斷存疑。同樣的，社區裡的一些耆

老也有可能會忘記或記錯某些細節，當你聽了兩三個人都說了一

樣的話，可是還是覺得半信半疑的時候，一種做法就是完全不要

用、放棄；但如果又捨不得的話，就請特別加註「大部分的人都

有這一種觀點，是否真是如此，我們仍有所保留，請大家未來可

以繼續去求證」之類的用語。當大部分的人都這麼說，但我們已

經找不到別的出處可以考證的時候，就可以透過這樣保留的描述，

讓人家知道這件事情還可以深入探討，它不一定是真的。 

（二）林慧絢委員： 

1. 田野調查資料的正確與真實性： 

如何知道說的、聽到的就是真的，便會進入了「真假」這件事

情，除了對資料的考察，最流行的比如「三角檢證法」，希望用多

種方式，在資料有出入的地方做比對。所有的故事，它必然都有

一個觀點，考量是真、假這件事情之外，就是談觀點。「觀點」就

跟社會條件、以及敘事者所在的位置是有關係的，所以有時候它

未必是用真假的角度就能夠解決。我們在聽故事、理解故事的人，

應該要去思考敘事者到底在什麼樣的條件、位置上說這個故事，

這點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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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談的目的性： 

有時候我們會落入不斷地用一個敘事來取代另外一個敘事，它

不必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好的。當我們回到敘事的位置來看就

會發現，我們是要能去仔細地、反覆地去跟一個長者建立關係，

這個長者就像是寶藏一樣，它就是我們豐田玉石，我的方案就像

是挖土機，一直挖它，其實這樣的話你把他物化了。訪談他是因

為你想要知道他的過去、想要知道他怎麼想他的過去，其實是站

在現在的你想要跟他建立關係，你想要跟他建立關係是因為你有

一個對未來的想像：我希望我們社區是什麼樣子。 

所以訪談不是挖礦，是建立關係，是回到人的關係上，當你聽

到長者的故事時，要仔細地去分析，去詮釋為什麼這個長者他會

這麼說？當你朝這個方向做，訪談就不會簡單化；當訪談故事與

史料及專家學者的資料有抵觸時，未必要陷入用何者取代何者，

而是在資料的出入處裡，每個人可以定奪。不同的族群、不同位

置的人在講同樣一件歷史故事的時候，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我想我們著重的是那個觀點。 

3. 學校與社區合作： 

這件事情在現實實際上是困難的，大家也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經

驗、見解。學校跟社區有的時候因為會有一些差異，是沒有辦法

簡單地協商。學校跟社區的合作，有時候有其根本的養育觀點上

的差異，這些東西似乎在我們談合作的過程中，可以快速地用方

案、行動作為一種合作的方式，但不能夠成為唯一的一種方式。

合作的過程裡面，其實是要讓差異擦槍走火，在過程裡，面對那

個差異到底是什麼，這樣子的話合作才比較有實質上的意義。 

4. 社造的世代連結： 

世代之間，因為不同的涉獵，尤其在社區參與經驗有很大懸殊，

但是如何靠著方案或很短促的機會裡面，讓大家合作起來彼此成

為夥伴，這件事是社造面對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在今天交流會議

的合作過程中，看到一個契機。當你有意願跟這群人在一起的時

候，每一個人很快地就會想要在這個團體裡面找到自己的角色，

這並不簡單。年輕人要找到角色，是靠不同世代之間參與的人不

斷地幫助彼此，進而找到那個位置。當你比較能夠安頓自己的時

候，就會覺得這個空間對我來講是有某種意義。「安頓自己」要靠

自己努力，所以當年輕人一開始說「社區留不住我啊，社區要做

一些什麼事情改變一下，把年輕人給留住」，我想他們講得太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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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社區沒有辦法留住哪些人，要否留下來都仍取決於年輕人自

己的意願。作為一個集體，我們要共同創造的是留得住人的社區。 

（三）李明儒委員： 

    當要推動社區工作卻覺得沒有人參與時，應該反思方案是否真的

是社區想要做的。如果這個方案沒有人要參與，則千萬不要做，這表

示你要做的這個方案在你的社區裡並不是一個必要解決的問題。當社

區要解決一件事情的時候，絕對會有很多人站出來要共同完成這件事

情，所以當你一直覺得社區沒有人要做這件事情時，反思一下這件事

情真的是社區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嗎？  

    我們社區（民生社區）近幾年在設計的方案叫做「市場小學堂」。

我們一開始讓小朋友進來，這些小朋友原來就是在市場裡面長大的小

孩子，透過讓小朋友跟市場裡面的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來共同想像

這個市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來解決這個問題，會比我們直接進去

跟市場的攤商說，因為你提供的環境不好，所以大家不進來了，兩種

方式會差很多。所以面對任何一個方案在設計的時候，要想到我們的

立場到底是什麼，我雖然不是市場裡面的一份子，可是要用市場裡面

經營者的觀點去設計什麼事情對他們是最好的。 

（四）鍾瑞騰委員： 

1. 跨領域結合社區產業： 

社區、部落包括公部門，跨域整合的部分需要進一步去強化。

例如，大富大農平地森林賞螢季活動，是整合周邊十個社區共同

辦理，去年大概有將近 1萬 1,000人左右入園，收入約兩百多萬，

今年大約有 1 萬 7,000 多人入園，收入約三百萬出頭，扣掉所有

人次的開銷，光一個周邊社區的伴手禮，最多的大約有 20萬元收

益。活動大部分都是靠簡單的社群媒體行銷，林管處幫忙做一些

宣傳跟報導，就把遊客不斷地吸引進來，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跨域

的整合。要善用社群媒體，平常要用心經營，張貼影片或是分享

資訊，未來的影響力才會更大。 

2. 社區一級產業： 

在「大富大農平地森林賞螢季」活動中，很多社區都有賣米，

光賣米一個月就可以賣到 18萬，非常不容易，所以跨域整合真的

需要大家公私協力一起來做、一起來推，才有機會。如何把這個

整合性做好，必頇願意先伸出橄欖枝來跟人家一起合作，才有機

會，否則如果認為我的最好，別人都不好，那永遠都沒有機會。 

3. 人跟人的認同與連結性以及跟土地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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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讓青年回來，情感的連結、認同的連結跟土地的連結，

是很重要的，如何讓社區或部落裡可以把人跟人跟土地之間的情

感連結做得更密切一點，例如加強與學校的連結，富源社區跟富

源國小 20年來不斷的合作，就是希望讓這種子埋進去，不一定現

在就可以看到它開花結果，哪一天成長了、開花結果，青年願意

回來，我們就有希望。 

（五）李美玲委員： 

1. 每一個人都想成為有用的人： 

部落裡、社區裡的每一個人，包含老人，他都想成為一個有用

的人。如何做到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就是社區設

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哪怕他今天已經中風坐著輪椅，他有沒有

機會成為社區裡有用的人?我們的任務就是去創造這件事情，所以

如果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去實踐並真的創造這些機會，就會發

現，每一個人都會成為有用的人。 

2. 好玩很重要： 

社區設計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叫做「好玩」。假如你今天的事

情是好玩的，他才有機會成為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要如何讓

在做的事情變得好玩？比如：可不可以去菜市場玩得很好玩，可

不可以放風箏也放得很好玩，可不可以看螢火蟲也看得很好

玩……，怎麼讓整件事情變得很好玩，讓所有人進來玩的時候都

覺得，哪怕他是來掃落葉都覺得很好玩，掌握這一點，就足夠了，

就能一直做下去。 

柒、社區夥伴參與心得回饋： 

（一）花蓮縣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 鍾蕙伃(西富國小校長) 

  當這麼多發展協會在努力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如何對社區

內的學校更友善一些。西富國小是距離大農大富平地森林的最近的小學，

全校 27個小朋友，因為賞螢季期間晚上會有交通管制，較為安全，因此

我們希望安排小朋友去校外教學，但很可惜的是，不論我們透過什麼的

管道溝通，不論我們是不是自己找解說員，都仍需要收費。希望社區未

來在規劃活動時能對周邊學校更友善一些。 

（二）行動專案計畫－「~重建和平之子的返鄉路 ~」張喬茵： 

  今天聽到老師跟前輩們以及年輕夥伴的分享，讓我意識到應該認真

思考，在往前衝之前還有什麼事情應該要先做、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的社區行動方案執行地點是在秀林鄉和平村，一個外地人且非原住民

的身分，想要進到一個爭議性較高的部落裡面進行研究，其實會懷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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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否要這樣做。今天聽到很多不是花蓮人願意在花蓮、為花蓮付出，

讓我覺得「是不是在地人」真的不是重點，而是有沒有心願意做這件事，

也很希望有跨域的連結，能夠支持我繼續做這件事情。 

捌、結語-陳櫻分科長： 

（一）不要畏懼與公部門打交道： 

今年總共徵選了 12 個社造點、12 個行動方案。行動方案是提供給很想

要為社區做一點事但沒參加社區發展協會的大學生、新住民等個人與團

體，大家都想為社區做一點事，結合公部門資源一起協力，就可以讓社

區更好。 

（二）把自己準備好： 

當我們在與公部門申請補助卻沒有取得資源時，可以反思自己是否已經

準備好了?如果已經準備好了，或是準備得差不多了，再與公部門一起

討論：我們想要做一件事，你願不願意支持我？  

（三）團隊氛圍很重要： 

長久觀察社區執行社造的情形，會發現有些社區幹部會覺得很累、好像

只有理事長或總幹事在做，夥伴們似乎不太支持。這時要思考團隊整體

氛圍，是否在與大家溝通時出了問題？是否每個人都願意朝著同一個方

向前進？當一人奮起、以身做則，並進而影響所有夥伴，則計畫將推動

得更順暢，不僅是「做完」，而且會「做好」。 

（四）堅持初衷： 

如果感到很疑惑的時候，要靜下來想一想、釐清自己腦中的思緒，最初

的原點是什麼？到底為什麼要做社區營造？最初的誓願是什麼？到底

為什麼立下這樣的誓願？希望大家可以維持這個初衷，每次都不斷地回

到原點，再出發。也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個交流會議，讓彼此資源串聯、

認識彼此。 

玖、 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