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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今年暑假的時候，我們參加了學校辦的「夏日樂學計畫」活動，其中有項課程活動就是

由鈺雯老師和厚德老師帶著我們進行人文田野訪查。當時我們從學校出發，分兩天進行，利

用步行的方式，再配合手機 APP 程式－「my Tracks」紀錄步行軌跡，穿越大街小巷，到了洄

瀾人文館、將軍府、鐵道文化館與溝仔尾社區等學校周遭的人文歷史景點。 

     

    而我們就在這彷彿穿越時空的散步小旅行中，發現到「溝仔尾」這個花蓮人再也熟悉不

過的名詞，既是我們平常上學可能常會經過的路線，也是花蓮人或是觀光客都很熟悉的街

區，例如有些好吃的老店早午餐、很文青的咖啡店等，但是透過老師們帶我們認真走過溝仔

尾的街區之後，我們發現到這個主要由主計里和主工里社區組成的溝仔尾社區頗不平凡，看

似老舊的街區、充滿高齡化現象的街區以及一叢叢空屋的街區，卻因為一位里長和社區居民

們的推動，再透過花蓮市公所、社區文史工作者與東華大學師生的協助，「溝仔尾來 J」社區

小旅行就此產生！因此激發我們的研究動機，便由老師們帶給我們的「溝仔尾來 J」而產

生。 

 

二二二二、、、、研研研研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究目的：：：：    

     

    藉由老師帶我們重新經歷非官方版的「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行的活動，從當時社區小

旅行所設置的人文景點一一觀察與走訪，再透過內政部所建構的「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

台」網站中的「地圖協作平台」，將花蓮市溝仔尾地區的人文景點與閒置空間，利用雲端電子

地圖將它們標示出來，並且訪問計工社區發展協會的會長，再從訪談與我們觀察的人文景點

與閒置空間中，探討未來可能的發展性。最後，希望透過這樣的調查，可以讓溝仔尾這樣的

老社區所蘊含的歷史地理意義，能夠更廣為人知，讓花蓮人或是外地遊客，能夠造訪溝仔

尾，來趟更具有特色的社區小旅行。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閱讀相關社區營造的書籍、論文與網路資料等。 

  （二）到花蓮市公所位於洄瀾人文館的文化觀光發展所，蒐集活動摺頁，並仔細研究。 

  （三）實際照著活動摺頁的景點，進行田野調查並拍照做紀錄。 

  （四）訪問計工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張憲聰先生，了解社區辦理活動的今昔狀況與未來展

望。 

  （五）將社區內的新舊人文景點標記在 TGOS 地圖協作平台上，分享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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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    

 

          

                                                              江承穎 繪製 

 

貳貳貳貳、、、、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一一一一、、、、「「「「溝仔尾溝仔尾溝仔尾溝仔尾」」」」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為什麼要叫做為什麼要叫做為什麼要叫做為什麼要叫做「「「「溝仔尾溝仔尾溝仔尾溝仔尾」？」？」？」？    

 

    「溝仔尾」

就字面的意思來

看其實就是排水

溝的後半段，而

這大排水溝昔日

主要就是位於明

義街與自由街中

間，那尾巴指的

就是後半段的意

思。而現在大概

就是以中華路以

東，一直到舊火

確定研究的區域範圍

研究「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行的活動摺頁

實際田野調查

訪問社區相關人士

整理田野訪談資料

整理相關照片

TGOS地圖協作平台之地圖標記

產生小論文書面報告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研究區範圍研究區範圍研究區範圍研究區範圍（（（（擷取於擷取於擷取於擷取於 Google MapGoogle MapGoogle MapGoogle Map））））    



來溝仔尾 迌？溝仔尾人文景點和閒置空間的調查及探討 

 

3 

 

車站的街巷商圈為主。而溝仔尾在日治時期那時候，主要是提供在地人基本餐飲消費與娛

樂，其商業活動也持續至今。在民國四十、五十年代左右，更是頗富盛名的風化區，或許對

當時保守的台灣社會來說，「溝仔尾」或許就是台灣人靦腆的表達說法吧！ 

    

二二二二、、、、「「「「溝仔尾來溝仔尾來溝仔尾來溝仔尾來 JJJJ」」」」活動策展點有哪些地方活動策展點有哪些地方活動策展點有哪些地方活動策展點有哪些地方？？？？    

 

    「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行活動，主要有十個策展點，分別是： 

（一）育樂社：位於博愛街 80 號，從 1964 年開店至今，是花蓮市第一家專營學生育樂及音

樂產品的店家。 

（二）南京商場：為花蓮民間自辦的綜合商場，曾是委託行與進口服飾店大本營，1980 年後

因火車站遷移，逐漸沒落。 

（三）青山美術社：位於南京街上，早期老闆專門幫電影院手繪電影海報看板，現今逐漸沒

落。 

（四）黎明紅茶：開店近一甲子，現今以經營傳統早午餐為主。 

（五）永進鐵皮加工部：鍍鋅亞板的加工老店 

（六）忠孝立體停車場：原為當地鄭聖祠之地，後改為蚊子停車場。 

（七）里民活動中心：位於城隍廟附近 

（八）老材房麵館：由老舊木材行改建，店內還保留當時的鋸木工具。 

（九）美好挺西服：手工製作西裝老店。 

（十）暗街巷：特殊風化娛樂產業的聚集地，包含酒家、茶室、妓女戶、公娼館、軍中樂園

和私娼寮等，合法與不合法場所皆可看到。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摺頁封面摺頁封面摺頁封面摺頁封面    

（（（（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協協協協助助助助拍拍拍拍攝攝攝攝））））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摺頁內容摺頁內容摺頁內容摺頁內容    

（（（（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協協協協助助助助拍拍拍拍攝攝攝攝））））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溝仔尾策展點分布圖溝仔尾策展點分布圖溝仔尾策展點分布圖溝仔尾策展點分布圖    

（（（（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鈺雯老師協協協協助助助助拍拍拍拍攝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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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體驗過體驗過體驗過體驗過「「「「溝仔尾來溝仔尾來溝仔尾來溝仔尾來 JJJJ」」」」活動後活動後活動後活動後，，，，訪問主計里的張憲聰里長訪問主計里的張憲聰里長訪問主計里的張憲聰里長訪問主計里的張憲聰里長：：：：    

    

  主計里的里長張憲聰先生是我們同隊隊員宇杰的阿公，再加上張里長又是計工社區發展

協會的會長，透過這樣的緣分，我們就利用 9 月 23 日星期六的下午，親自到里民活動中拜訪

里長，並且訪問他有關於溝仔尾區域的社區營造工作的內容。 

 

    2016 年 9 月 23 日主要訪問內容如下： 

我們：「當初是怎麼樣和 O’rip 生活旅人合作

的？」 

里長：「因為有民間團體對溝仔尾有興趣，O’rip

就透過花蓮市公所找到我，然後就開始

做社區導覽，接著就合作小旅行的導覽

活動。後來又跟東華大學教授藉由臉書

連絡上，就一起合作。」 

 

我們：「如何去找這些人文景點來做策展點？」 

里長：「和文史工作者一起探訪每個老店家，透過

溝通，來尋求可以做為策展點的店

家。」 

 

我們：「有些閒置空間，像是豪華戲院、惠生診所、南京商場等，里長您有想要對這些空間做

任何的規劃嗎？」 

里長：「當然有！但礙於建築物的所有者都不在溝仔尾住了，透過房仲業者聯絡，也無法獲得

確切的答案，真的很可惜，若是這些業者能將這些閒置空間捐出或是借出給社區使

用，作為展覽用途，那該有多好！」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參選里長與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里長：「我年輕時在在聯統日報當過記者，後來就頂下位於福建街的花店來當老闆，然後看到

當時主計里的里長年紀過大，對社區沒貢獻，然後溝仔尾是在 30 年前開始沒落，看

到這樣的場景，就覺得不行這樣，所以就競選里長，然後就一直當到現在，然後在花

蓮市公所的催化之下，就成立了計工社區發展協會。」 

 

我們：「里長您在從事社區營造多年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挫折的時候？」 

里長：「當然有呀！一開始在辦活動時，雖然很多人是持觀望的態度，但隨時間一久，就越來

越多人來幫忙，不過卻又遇到經費不足的問題時，活動辦不起來，就覺得挫折！」 

 

我們：「里長那您未來還想為社區做些什麼規劃？」 

里長：「要繼續把這幾年設置起來的『溝仔尾來 J』活動繼續發揚光大，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活

 

圖圖圖圖五五五五：：：：隊隊隊隊員們員們員們員們與與與與張憲聰張憲聰張憲聰張憲聰里里里里長長長長合影合影合影合影    

（（（（鈺雯老鈺雯老鈺雯老鈺雯老師師師師    拍拍拍拍攝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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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然後一起來參與，並且配合致府推動的長照 2.0，提升社區的環境居住品質，讓

年輕人可以安心去工作，不用煩惱家中的老老少少。」 

 

                當天在跟里長的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到里長真的很有心想要讓整個逐漸沒落的社區，

能夠有再現風華的一天，但

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希

望透過里長的努力，能夠感

化社區的居民，大家一起把

社區繁榮起來。 

     

    而且里長最近還有最新

力作，藉由社區居民捐出土

地（信義街 18 號），並大量

蒐集社區內的廢棄物品，請

裝置藝術家幫忙規劃與設

計，打造出一個屬於溝仔尾

意象的「噴泉」（圖六）概念

裝置藝術，希望可以透過的

這樣的意象，讓整個社區呈現出生生不息的意念與狀態。 

 

四四四四、、、、利用內政部的利用內政部的利用內政部的利用內政部的 TGOSTGOSTGOSTGOS 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將溝仔尾的人文景點與閒置空間標記在地圖上將溝仔尾的人文景點與閒置空間標記在地圖上將溝仔尾的人文景點與閒置空間標記在地圖上將溝仔尾的人文景點與閒置空間標記在地圖上：：：：    

 

     

    我們除了親自去踏查每個有設立策展點的景點之外，也去觀察了一些閒置空間，如果可

以克服里長所提到的產權與經費問題的話，「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行的景點分布與背景故

事，應該就會更加完善！因此，鈺雯老師就教我們使用內政部所建構的「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圖七）網站中的「地圖協作平台」（圖八），利用簡單的圖徵標記各個景點，以及照

片和景點小故事的搭配，繪製出一張屬於我們自己的「來溝仔尾 迌」人文散步地圖。 

 

 

圖圖圖圖六六六六：：：：溝溝溝溝仔仔仔仔尾尾尾尾噴噴噴噴泉泉泉泉裝置裝置裝置裝置藝藝藝藝術術術術（（（（黃黃黃黃之之之之昕昕昕昕    拍拍拍拍攝攝攝攝））））    

  

圖圖圖圖七七七七：：：：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截截截截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八八八八：：：：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地圖協作平台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截截截截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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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九九九九：：：：地圖地圖地圖地圖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上上上上繪製繪製繪製繪製的的的的各各各各人人人人文文文文景景景景點點點點（（（（網頁網頁網頁網頁截截截截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十十十十：：：：在在在在地地地地圖圖圖圖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上上上上上架上架上架上架的的的的溝溝溝溝仔仔仔仔尾尾尾尾人人人人文文文文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小小小小旅行旅行旅行旅行地圖地圖地圖地圖（（（（網頁網頁網頁網頁截截截截圖圖圖圖））））    

    

五五五五、、、、閒置閒置閒置閒置空空空空間間間間的的的的想想想想像像像像：：：：    

    

    因為溝仔尾區域真的是一個老社區，除了一些既有的老店家仍舊在營業之外，再者就是

一些小巷弄或是自由街與明義街上的文青咖啡店，感覺有種新舊之間的衝突美感與花火存

在，但就在這樣的衝擊之下，有些部分就會被忽略掉了，也就是那些早已人去樓空的舊店

家，例如最明顯的就是豪華戲院和南京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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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們小隊四個人的探討後，再加上老師的意見，我們覺得花蓮市公所和文化局應該

介入這兩區的建築物的經營，首先，豪華戲院的部分就還是以經營戲院為主，但只播放老電

影，掛上手繪的電影海報，一切都走復古風，並在戲院周邊販賣當時流行的電影零食，讓遊

客或花蓮人當地人能夠再次感受當時的濃濃人情味與氛圍。 

 

    至於南京商場的部分，其實在前陣子的臉書上有號召一些年輕朋友到南京商場附近的街

區做策展、擺攤與表演，獲得滿大的迴響，所以我們覺得也可以透過臉書的號召，再加上花

蓮市公所的協助，讓年輕藝術家與表演者進駐南京商場裡，希望透過這樣的展演活動，至少

讓老舊的南京商場不再像是一攤死水，而是源源不絕的泉水湧出！ 

    

參參參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當田野調查進入尾聲，也代表著整理報告即將出爐…… 

     

    當我們在暑假和開學後對於溝仔尾的訪查後，其實我們對於溝仔尾的印象是越來越深

刻，而且也讓我們感受到故鄉另一個角落的美好，透過老師的帶領，以及里長的解說，溝仔

尾真的是一個充滿故事的所在，也讓我們四個從一無所知到逐漸了解，儘管不是很在行或是

能夠對於溝仔尾的一景一物侃侃而談，但是至少我們有認真的去走過、觀察過，所以說「凡

走過，必留下痕跡」！ 

 

    在經過我們的踏查與訪問後，也發現到幾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

行活動真的有達到目的嗎？宣傳夠努力嗎？真的參加的人有多嗎？真的有吸引力嗎？（註：

但據鈺雯老師的說法，她當時參加第一屆的活動時，是在 PTT 上看到才報名參加的，當時參

加的人數大概有 40 人左右） 

     

    第二，雖然我們沒有參加過當時的「溝仔尾來 J」社區小旅行活動，但老師有特地帶著

我們把當時活動的景點走一遍，滿有尋幽探訪的感覺，不過事後我們仔細想想後，其實有發

現到這樣的人文景點的分布，似乎有些鬆散，無法集中與歸納出特色，感覺就像只是看了一

堆老店而已，而以我們學生的角度來看，看久了就覺得無聊，無法感受當年溝仔尾的繁華與

喧囂。 

 

    第三，在訪問里長的過程中，我們其實有問到當時這些策展的人文景點是如何挑選的？

以及為何會選擇這些點？而且為何有些點卻沒有被選上？而里長給我們的回答也很無奈，原

因就是這些策展點都是經過里長和社區文史工作者的篩選後，與店家進行溝通，若是店家不

願意就作罷，或是有些牽扯到地主與金錢方面的問題時，就必須忍痛割捨掉一些人文景點。

所以當里長回答出我們問題的答案時，心中頓時有了一些想法：難道社區發展真的只是某些

人的責任嗎？難道這些居民只想顧好自己的三餐，而不願意去努力打造美好的社區生活？對

於我們這些學生而言，大人的世界真的很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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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也是我們最納悶的問題了，那就是許多掛有「溝仔尾來 J」策展點的老店家，似

乎只在當時活動當下，會願意在導覽解說的文史工作者帶領之下，開放展點並介紹小故事給

遊客，但在活動結束後，就像是老師在暑假與九月下旬帶著我們去踏查溝仔尾社區，這些策

展點並沒有因為我們想參觀或是希望了解店家小故事時，適時給予我們依些微笑或是解說，

反而是給於我們這樣進入溝仔尾的外人一些奇異的眼光，像是想參觀青山美術社老闆手繪電

影海報時，不是吃閉門羹，要不就是老闆很冷漠。所以，我們在想，這些願意參與策展的店

家是否真的願意為旅客敞開大門？或是他們有接受過一些解說訓練嗎？ 

 

    總而言之，透過以上種種的疑問與感受，我們真的覺得要讓一個老舊且沒落的社區，藉

由社區營造的方式，辦理類似小旅行的活動，來讓社區活絡起來，的確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

事，有些事情就相當明顯，例如最近里長在信義街上請藝術家幫忙設計「噴水池」意象的裝

置藝術，用以象徵溝仔尾的大排水溝尾的意象，就沒有很多人知道，再加上參與社區小旅行

設計的工作，大都還是要仰賴外來的文史工作者或是大學系所的部分，從中就真的很難看到

當地真正的社區居民全體總動員來一同參與，說實在話，這樣的社區似乎就是某方一頭熱，

其餘的人無關緊要。 

 

    因此，透過我們國中生的角度，希望未來可以設置些遊戲式的闖關活動，讓學生族群在

溝仔尾各地穿梭闖關時，聽一聽各家店曾經歷的故事和未來展望，進而在遊戲中了解到自己

平時不經意經過的角落，其實藏著許許多多訴說不盡的故事。然後，也希望溝仔尾的閒置空

間，像是豪華戲院、南京商場與一些老店家，都能透過居民一起努力規劃，讓它們也能再現

當年的繁華，讓現在的人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溝仔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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