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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是位於花蓮光復鄉跟瑞穗鄉交界的偏鄉社區，從小很多同學的

家長都外出工作，很多跟我們一起長大的哥哥姊姊們，也大多選擇出去

讀書、工作，就很少再回來了，以後也許我們也是一樣吧！但是在學校

的課程中，老師帶我們到社區去參訪，跟很多社區長輩深入訪談，「年

輕人回來吧！」是很多長輩深深期盼，期盼年輕人能夠回到故鄉，傳承

文化、振興社區。 

        但是這樣的說法，對我們來講不太公平，這是因為對自己的故鄉沒

有感情，才選擇離開嗎？把我們留下、招回到故鄉之後，我們又能做什

麼呢？經濟型態轉變、缺乏工作機會導致人口外移，人口外移又讓產業

更加沒落的惡性循環，是我們偏鄉社區正在面臨的狀況。所以我們的研

究中，在討論社區振興、年輕人返鄉的課題時，我們也將面對工作機

會、產業復興發展、經濟收入這些最現實，也是不能避開的討論課題。 

        在後續的研究中，我們將以富源社區為主體，探討與鄰近社區共同

發掘特點，研究社區創生、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發展的可能性與優劣

勢，並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下，也思索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出能

夠兼顧發展的方向。 

二、 研究問題 

（一）如何整合多元族群社區的力量，發掘社區特色？ 

（二）研究社區發展與產業相結合的可能性？ 

（三）研究社區聯合發展的可能性及策略。 

三、研究目的 

（一）研究過去社區發展及產業的歷程，發掘社區過去產業發展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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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優劣勢。 

（二）分析疫情後觀光產業重啟，社區發展所具備的條件及目前面臨

的問題，進行 SWOT 分析，與社區發展的可能性。 

（三）討論以富源社區為主體，探討社區聯合發展的可能性。並討論

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找回人們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與關懷。 

四、研究流程圖 

 

五、研究方法 

  研究為了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採取多重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包

括文獻分析法、半結構訪談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我們利用全國博碩士論文及電子資料庫蒐集「地方創生、偏鄉發

展、社區總體營造、青年返鄉、富源村」等相關文獻,以瞭解社區發展

所會遇到的困境。 

（二）半結構訪談法： 

   本次研究對象針對富源發展協會成員及社區居民進行半結構訪談

訪談，並以富源社區及其他偏鄉社區返鄉青年對家鄉的觀點作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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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訪談資料都先透過錄音收集，經由研究者轉錄為逐字稿，再進

行歸納整理。受訪者名單如下： 

１、BEN 叔  

社區發展協會講師，62歲，戶籍於瑞穗鄉，離開花蓮 9年，6 年前回

花蓮。目前擔任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科技領域講師。 

２、李承祖先生  

國中教師，32歲，戶籍地：豐濱鄉新社村，離開花蓮 22 年，10年前

回花蓮。目前擔任部落青年會幹部和發展協會成員。 

３、李見國先生  

職稱：國中教師，46 歲，戶籍地玉里鎮高寮，離開花蓮 16年，6年前

回花蓮。目前協助家中社區發展協會事務。 

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總體營造與靚染工坊 

       社區總體營造是指以社區為基礎、進行地方振興的概念，著重共同

意識的培養及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是一種「由下而上」，從居民

觀點出發，讓居住地變得更好。社區總體營造的優勢，能夠隨著各區居

民的實際需求，對計畫隨時進行調整，但隨著少子化及人口外移影響，

社區恐怕會出現沒有人接棒、文化消失等情況。 

       民國 93年左右在社區長輩的規劃下，利用社區原先的閒置空間，邀

請老師來教蠟染，漸漸著回客家染布的記憶，重現過去客家生活的點點

滴滴，呈現客家精神與特色。工坊發展至今，除了在社區教學售賣，也

和松園別館、兆豐農場、林田山、欣綠農場、瑞穗天合飯店等花蓮重點

觀光景點合作，販售工坊染布製品。在復興文化產業的同時， 也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將年輕人留在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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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社區總體營造與靚染工坊 SWOT 分析 

二、地方創生與鼓王爭霸戰 

       地方創生的概念源自日本，目的希望地方發揮特色、並發展出最適

合的在地經濟，讓人們不一定非得要在都市工作。以政府為主導，幫助

地方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發展出最合適的特色產業及生活圈、創

造就業機會，讓青年回流、高齡化及少子化、城鄉發展不均等問題。是

一種「由上而下」由政府主導進行整體規劃的策略。但地方創生計畫，

雖然具有長期性及整體性，但以政府人員作為規劃主力，對於地方人文

特色恐難以掌握，過度強調或模糊化某些特點，使傳統文化失焦的狀

況。 

       早在清朝時期，富源地區因為保安宮祭典和各村的尬鼓競技，發展

出各式鼓陣活動，後來富源社區發展協會，便以此發起「鼓王爭霸戰」

在民國 100年左右，由官方接手打造成年度全國賽事，更成為國內客庄

12大節慶活動之一。但活動中衍生出的工作機會，大多都由活動統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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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承包，偏鄉社區的我們比較難有競爭能力。 

圖二、地方創生與鼓王爭霸戰 SWOT 分析 

參、正文 

一、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 

       富源地區位於花蓮瑞穗與光復的交界處，屬於原住民偏鄉地區。舊名

「拔仔庄」的富源地區，原為阿美族居住地，在過去因為清朝實行「開山撫

蕃」政策，開始經營後山，客家及閩南族群也在這時期大量移居富源地區。

在日治時期更因「集團移住」政策，及光復糖廠及台鳳公司的設立，富源地

區人口及產業收入達到了鼎盛。 

        但後來隨著的台鳳公司關閉及光復糖廠的產業轉型，富源地區工作機

會大幅減少，年輕人口逐漸離開家鄉尋求工作機會，社區人口減少、人口老

化，進而使社區產業倒閉萎縮，缺乏工作機會，又迫使年輕人離開家鄉，形

成惡性循環。 

王祥富會長（社區發展協會）： 



青年返鄉與社區復興- 富源社區總體營造與地方創生 

6 

 

像是之前的台鳳，因為環境或其他因素搬家了，社區一下沒落下來，家鄉的

工作機會也越來越少，讓很多年輕人都想出去賺錢，去工作機會比較多的都

市去發展。 

       在產業外移的困境下，富源社區不像鄰近社區有著發展農業轉型的條

件，但卻有著發展深厚的歷史底蘊，除了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和外籍文化

在富源交融著，都是富源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的條件。 

鍾瑞騰教官（社區發展協會）： 

就是不甘心啊！我們沒有太多的東西（產業），就是到處拉人回來打鼓、比

賽、辦活動，大家一點一點把他（鼓王爭霸戰）慢慢做起來。也跟國小還有

國中合作，在學校辦鼓陣隊，讓孩子從小就學習、接觸我們的鼓陣，讓大家

一起加進來。 

       除此之外，在富源社區發展協會規劃下創建「靚染工坊」，以客家傳統

文化為主軸，重拾客家傳統技藝，也以此為號召進行社區發展，同時也為社

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奠定產業基礎，為年輕人創造返鄉契機。 

周玉梅村長（社區發展協會）： 

「靚染工坊」早期是提供給社區的長者畫畫的空間，後來閒置下來，剛好有

機會，我們就請老師來教大家染布，（靚染工坊）才慢慢發展起來。除了教

學之外，我們也邀請社區一些阿姨一起來工作，多少做一些，也算是創造工

作機會。 

Ben叔（社區發展協會）： 

我們社區也在討論，年輕人返鄉能做什麼？我在協會也在說、在推廣，我們

這些留在家鄉的中年人能在社區發展什麼，為他們（離鄉年輕人）回來打基

礎，不是叫他們回來，然後跟我們一起不知道要幹嘛。 

       但目前富源社區活動發展，大多都偏向客家傳統活動，且規模較小，大

多時候的活動工坊內部成員就成完成，讓社區內的原住民居民參與度較低，

也讓原住民居民對客家的活動無法產生認同感，甚至是對富源社區的歸屬

感。 

王寶涵小姐（阿美族）： 

知道他們有在教染布，但是沒有特別去注意他們，畢竟要賺錢、有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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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而且那也不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他們又都是那一群人在做，感覺好像

沒辦法（融入對方客家文化圈子）。 

       後來在民國 100 年左右，「富源-鼓王爭霸戰」活動被納入花蓮地方創

生計畫，成為客家 12大節慶之一，政府的扶助加上資金的注入，確實讓越

來越多人看見我們社區，但與此同時，也讓外界文化大量、快速進入社區，

卻也讓原本就人口外移，對原本就傳承衰退、斷層的富源文化造成衝擊，而

觀光客的湧入造成的交通問題和垃圾堆積，發展觀光追求「生計」的同時，

也對社區的「生活造成影響」。 

涂利元小姐（客家）： 

（鼓王爭霸）活動從很久以前就有在進行了，可以推動富源的傳統文化技

藝，也不錯看，還能吸引遊客到此觀賞表演。可是最近幾年，越來越多遊客

過來，活動也越來越不像以前那樣了。 

       立意良好的政策也需要優秀的執行方向，與地方文化相結合，才會產生

更好的效果。相反地，如果和當地毫無連結，只知道舉辦同質性高的燈會、

廟會或是音樂節，就像放煙火一樣，雖然漂亮但一瞬即逝，只為地方帶來短

暫的人潮和商機，這樣對地方發展的提昇是沒有幫助的。 

       在這資訊傳播快速的現代，我們很容易在不自覺的被各式媒體所影響，

雖然這對「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創造」、「創新」來說，不一定

是壞事，但一定要清楚認識到自身文化的特點，了解並接受自身的長處與缺

點，作為計畫中的「錨點」。否則就容易把自己的文化改的面目全非，不然

就是變得跟別的地方一樣，完全失去自己的特色。 

二、社區力量的整合或是充分發揮各自特色 

       而從清朝以來，在各個時期「開山撫番」、「集團移住」的影響下，發

展歷史悠久的富源社區，現在社區居民除了以「客家」族群為主外，也有部

分的「原住民」與「新移民」居民。社區發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團體的責

任，而是大家要有明確的認知，朝著那個方向一起努力。 

李承祖老師（豐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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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社區，有九成以上都是噶瑪蘭族，大家也都會加入部落的青年會組

織，雖然也是人口外移，但是每次有活動大家還是會盡量回來，帶弟弟妹妹

（社區小孩），一起去報信、練舞練歌，跟他們說每一個儀式背後的故事和

堅持，一輩一輩的這樣傳承。活動中，社區無論是不是噶瑪蘭族人，我們都

朝著同一個方向去努力，堅持並傳承下去。 

       集合居民的力量，一起為了「社區發展」而努力，並非是要強迫大家接

納不同族群的文化，而是互相成就，如果一個社區只剩下一種文化、一個聲

音，這絕對不會是我們希望看見的。 

鍾瑞騰教官（社區發展協會）： 

這幾年社區一直想用「里山」來作為社區整體營造方向，用我們社區擁有的

優勢，發展「森林療癒」、「客家藍染」創造就業機會，也培養這方面的人

才。也想聯合「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公園」、「富源蝴蝶谷森林遊樂區」還有

周邊社區合作，來發展社區生態小旅遊。 

李見國老師（富源國中）： 

從去年來到富源，我看到很多非常棒的發展條件。社區有日治時期就有的白

川驛（富源車站）、白川神社遺址，富民社區的阿美族豐年祭、萬榮社區的

布農族文化，富興社區的小火車。自然資源也有蝴蝶谷、馬蘭鉤溪還有平地

森林公園的螢火蟲。大家可以做一個區域觀光的策略聯盟啊！ 

       去年花蓮推動的「三軸、三心、多亮點」發展策略，其中「綠谷廊帶

軸」和「多元文化慢城核心」，或許會是我們社區發展的思考方向。一個社

區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們鄰近幾個社區，大家以各自文化做為社區

發展的「錨點」，形成一個多元文化的聯合觀光帶，社區內的不同文化居

民，可以成為觀光客及其他文化社區的溝通橋樑，共同發展旅遊觀光、文化

導覽、食宿及課程體驗等活動，將可以創造多少工作機會，讓年輕人返鄉就

業，也讓他們重新學習、理解自身文化，並將它傳遞給更多人知道。 

楊清茂先生（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時代在進步，現在說的產業，不只是要做什麼東西出去賣，只要你有

別人沒有的，這就是你的優勢。這邊可以看到中央山脈，旁邊是富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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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也可以去坐小火車認識我們的社區。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留給後代

的東西。 

       偏鄉社區從來就不缺乏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底蘊，可是不管是

「社區總體營造」或者是「地方創生計畫」都必須要忍受一段時間的失敗，

這會是一個不斷累積、不斷調整的過程。 

肆、研究結論與建議及反思 

一、研究結論 

       富源社區隨著過去產業遷移、人口外移，社區逐漸衰退，「年輕人回來

吧！」年輕人返鄉傳承家鄉的文化、維持社區發展，幾乎是每一位社區長輩

的期盼。從民國 83 年，社區開始嘗試產業轉型，社區發展計畫也不再侷限

於過去傳統與經濟相關的模式，而是開始關注自身文化，以社區發展悠久的

歷史底蘊，以「鼓藝」競賽作為觀光產業的基礎。但遊客對於社區辦理的活

動雖然參加踴躍，卻留不住他們。遊客往往只走馬看花的「路過」社區，而

不是放慢腳步，好好欣賞我們社區的文化底蘊和自然景色。 

       研究中我們所提出的社區聯合發展，正是希望能夠聯合各社區的特點，

以富源社區為主體，進行社區聯合發展，以觀光、自然環境、多元文化及課

程體驗等，打造「慢活」、體驗在地的「多元文化」。而這些導覽體驗的活

動，也為社區提供更多工作，讓年輕人返鄉能有更多的發展可能。也讓居民

重新了解這塊土地，關注社區的環境與永續發展。 

二、建議 

（一）結合各個社區進行社區聯合發展，打造「慢活多元」的觀光特點，

以各種活動創造就業機會，讓年輕人回鄉工作。而在社區長輩帶領體驗的

同時，我們在幫忙的時候也能一次次聽取這些故事、經驗，加深我們對文

化的理解和記憶。 

（二）資訊傳遞快速的現在，我們很容易在不自覺間被各種傳播媒體影響 

，在推行社區發展與地方創生計畫的時候，需要隨時進行討論，守護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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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化的「錨點」，要「創意、創新」而不是將自己文化改得跟別人一

樣。 

（三）無論是社區營造或是地方創生，都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低潮，但

社區各戶經濟狀況，文化的特點也各有不同。除了需要長期、大量的討論

協助他們尋找計畫中的位置，也需要政府協助為產業進行觀光推廣政策補

助、為產品尋找銷售通路等，讓大家在進行社區發展的同時，能夠少點後

顧之憂。 

三、反思         

       無論是「社區營造」或是「地方創生」，都是希望年輕人能夠返鄉發展

社區，但是除了經濟、工作考量以外，年輕人的離開是不是也因為，對自身

文化的不自信、不認同，在社區發展的同時，是不是也需要從教育著手，讓

大家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肯定，強化對這塊土地的連結。讓我們從創生計畫

的受益者，變成社區發展的參與者，最後成為文化傳承的給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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