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107) 年臺中市將迎來世界花卉博覽會，這也是繼民國 99 年臺北

國際花卉博覽會後，時隔 8 年臺灣再度舉辦世界級的花博盛事。

為了響應臺中花博，臺中市近年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和更新計畫，透過

社區規劃人才的培力，讓有心要改變社區面貌的在地人變成社區規劃師，

然後通過這些社區規劃師的巧思、巧手，使社區原本可能的治安死角，變

成老少咸宜的好去處。

有個形象的比喻，說社區規劃師就好比是「社區魔術師」，因為是自

己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們更懂得「自己的社區，自己愛」，他們從找出社

區自己的特色著手，透過社區營造來傳承當地文化，然後結合文創方式，

打造處處有故事的「一里一特色」，同時讓綠美化與社區營造成為生活的

一部分，當社區被花木妝點得煥然一新，那花博就不是只在展場，整個城

市都將成為花園。

臺中市在去年 10月啟動的社區規劃培力計畫，共計有 91個社區、

346人參與，有 10個社區分獲不同評選項目的台中市典範社區榮譽。其

中尤以烏日區榮和社區獲得「窳陋改善典範」和梧棲區下寮社區獲得「設

施美化典範」，社區營造的成果頗令人矚目。

窳陋，原意是粗劣簡陋，多用在對房屋建材的描述上，如貧民窟的

殘破不堪。而社區生活周遭、環境景觀的雜亂長期得不到整治改善，這些

髒亂點又往往在大家的忽視下逐漸擴大，變成社區形象的缺憾，則是現今

「窳陋」一詞廣泛的涵義。

臺中市烏日區的榮和社區位於烏日區的西南方大肚溪畔，東北臨烏

日高鐵車站，對外聯絡道路有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及中彰快速道路。其舊時

地名「下朥月胥」有沼澤窪地的含意，由此可窺知其容易積水之程度，也因

積水所帶來的肥沃土壤，早期先民於是在大肚山山麓修築石砌水圳，引大

肚溪支流筏子溪水，成為臺中南屯、烏日及大肚的農田重要灌溉水源。日

治時期，將此條水圳拓展並改以水泥工法，修築渡槽、涵洞，其中引水

橋 10處，長度達 515公尺，還有暗渠跌水工 7處和虹吸工 206公尺，水

圳最終注入大肚區山陽大排，沿著大肚山山麓灌溉，使得稻作面積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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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老社區找回老故事
臺中市社區營造的
典範榮和、下寮社區

蛻變
文、 圖／容容

▲ 不讓年輕人遺忘歷史文化，社區協力將閒置的土角厝牆面大改造，重現過往風華，成為社區裡的新亮點。



加。這條水圳便是中部有名的知高圳，其

特色之處就在於為「水」而搭建起的橋，

稱之為「水溝橋」，即是台語所稱的「過

水橋」，正式名稱為「引水橋」。其特色

在於水若滿出溝槽，就會像瀑布一樣宣洩，

呈現另一種奇景，因圳道所經過位置地勢

較高，故築度槽引水過河，形成河上有河

之特殊景象。

知高圳的下方便是臺鐵的成功車站，

因為鄰近成功嶺而得名，成功嶺是國軍新

兵訓練與大專集訓的地方，大專集訓為臺

灣 80年代以前出生的男大專生共有的回

憶。30 多年間，曾有 130多萬名大專生在

此接受軍事洗禮，所以成功車站一度是新

兵入伍專列的停靠站，而盛極一時。

民國 89年前後，臺鐵名片式吉祥車

票世紀大熱賣，「追分－成功」（金榜題

名）、「追婚－成功」（有情人終成眷屬）

亦掀起熱潮，讓成功、追分這兩個分屬山

線、海線上的小車站與「成追線」名噪一

時。但隨著熱潮散去，成功車站恢復往昔

的寧靜。隨之而來的是高鐵烏日站的建成，

使得交通樞紐的位移，榮和社區大片農田

被政府徵收成為高鐵住宅重建區，當洋房

高樓取代了昔日稻田連綿的景象，高鐵新

市鎮便成為這塊土地的新名詞，且為烏日

區發展之重點地帶。也因著高鐵新市鎮的

取而代之，原本依附在臺鐵成功車站周邊

的老社區反而被邊緣化，許多老房子人去

屋空，漸漸傾頹荒廢，周遭環境變得雜亂

不堪，無形中成為火車站外不忍卒睹的髒

亂點。

幸而有臺中市社區發展「窳陋空間改

善計畫」，榮和社區發展協會於是與在地

居民討論後，決定利用「成功－追分」這

一台鐵車票話題，將其推展成榮和社區的

亮點特色。一方面保留榮和社區曾經是臺

灣新兵訓練中心接駁點的光榮過往歲月，

另一方面串連起社區藝術街道，因此最先

挑選出的窳陋空間，就是正對成功車站的

3戶已經廢棄的三合院，而擔任社區發展

協會總幹事的陳世文先生就毫不猶豫的一

肩挑下改造老屋的重擔。

說易行難，這 3戶土角厝其實早已荒

廢多年，土地產權更是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所以光是協調地主同意，就花了不少時間。

所幸當陳世文總幹事把擬好的窳陋空間改

善計畫攤在眾人面前，大家一看是為了社

區改頭換面，是好事一樁，於是紛紛同意。

在取得眾人共識後，陳世文先生便擼起袖

子，一腳踩進荒煙蔓草的老屋。在他的腦

海中，早已有了一個完整的雛型，他要讓

這裡變成社區「童年時光」的記憶廊道。

不愧是做景觀工程設計出身，陳世文

總幹事早已經構思好了一切，但他可不像

外來的設計師，先把殘破不堪的老屋夷平

再說，他可是土生土長的「庄跤囝仔」，

而且他的家就在車站的不遠處，從小聽著

火車汽笛聲長大，在鐵軌上抓蟋蟀可是童

年的記憶。在他的構想中，這 3間老屋可

是有生命的，他不但要把它們保留下來，

還要讓過往的遊客都能記住它們。於是他

留下了老屋的斷垣殘壁，經過一番加固和

修飾後，殘破的老屋不再森森然。他從

已經傾倒的牆壁裡取下堪用的紅磚在綠草

坪上砌成長條椅凳，最細膩之處是這些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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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和社區「窳陋改善」的精華就是將正對成功火車站，已經廢棄的老厝重現臺鐵車票「成功－追分」的亮點。

▲ 「自己的社區，自己愛」，土生土長的陳世文把對老屋的
那份感情融入到對社區的改造中。

▲ 經過社區規劃師的巧思巧手，殘破的老屋不再森森然。



凳的紅磚塊間還穿夾著幾塊從老屋斷牆上

取下的土塊，這一頗費心思的想法讓土角

厝的土塊有了新生命，也讓人看到作為社

區規劃師的陳世文對老屋的那份感情。更

妙的是椅凳的水泥面上還有植物葉脈的拓

印，當地有一種叫麻芛的植物，是臺中地

區夏季的特產，其嫩葉可以用來煮湯，有

清熱消暑之功效，是當地人常吃的食物，

也是陳世文幼年的記憶，所以他把麻芛的

葉子拓印在椅凳上，讓人們記住這種獨特

的植物。除此之外，他掘起老屋地基用的

石頭，將其鋪在與老屋幾乎同齡的一棵芒

果樹的根部，作為老樹透氣親水的鋪面，

陳世文先生說他從小最愛摘老樹的土芒果

來吃。老屋內還有一株大榕樹，據說那是

鳥兒「種」下的，種子從老屋的 2樓開始

向下生長，如今盤根錯節，包覆住大片的

老屋，成了名副其實的樹屋。

「童年時光」的精華是正對火車站，

老屋保存最完整的一面牆壁，規劃師將其

斑剝脫落的外牆修葺粉刷，然後精心施以

彩繪，靈感就來自臺鐵「成功－追分」的

火車票，牆面變成了教室的大黑板，畫著

兒時「火車快飛」的童謠和國小課本，連

黑板上值日生的名字「真成功、好滿意」

都一語雙關。一男一女兩個小學生手牽手，

映出青梅竹馬的歲月。「榮情蜜意、成功

追分」，如此溫暖勵志的畫面，難怪連黑

板上方的國父像都「伸出了大拇指」。

陳世文社區規劃師的「童年時光」，

不也是我們每個人經歷過的童年歲月，經

過規劃師如此精心的「變臉」，一度破敗

不堪的老厝煥發出新生命。老厝前小空地

利用紅磚和石板鋪面，表現出人生的舞臺，

來自鐵道的枕木步道是揮之不去的火車意

象，高低枕木階梯代表著人生起伏，滿園

花草代表人生豐碩開花結果。此刻正值扶

桑花盛開，在雨中亭亭玉立，開滿紫色喇

叭花冠的翠盧莉則為老厝添了幾分浪漫。

曾經的窳陋空間就這樣變成了遊客拍

照的新景點，進出站的旅客只要走過車站

的月台天橋就會看到這幅美麗的畫面，總

是驚喜不已。回頭看，才發現數十年未曾

改變的成功車站的站名竟也不知不覺換了

新面孔，制式的白底藍字和臺鐵 LOGO不

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蒸汽火車頭拉著車廂

的可愛造型。

陳世文總幹事笑笑說，或許車站站名

也是受我們改造老厝的啟發吧。

未來呢？有了這次「成功」獲獎的榮

譽肯定，帶給陳世文這位社區規劃師更加

信心滿滿，他說他要將社區其他的窳陋空

間也一步步改善，再串聯起火車站後方知

高圳登山健康步道和社區內其他的景點，

將原本為「點」的景觀串連成「線」，再

擴大成為「面」，讓榮和社區再現榮耀。

看過了「山線」的榮和之美，再看看

位居海線一隅的下寮社區吧。

由烏日往西，漸漸遠離臺鐵縱貫線，

空氣中開始有了海風鹹鹹的味道，中部最

大的梧棲漁港也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梧棲

漁港古稱「竹筏穴」，因位於牛罵頭西五

水叉口，故又名「五叉港」。後經地方賢

達雅士取「鳳非梧不棲，非靈泉不飲，非

竹實不食」的雅意，將「五叉」音雅化為

梧棲，並以位居清水鰲峰山之西，又稱鰲

西。梧棲漁港一帶原為小型的漁村，漁民

多從事沿海流刺網及淺海養殖，後因政府

推動十大建設，在新建臺中港的同時，也

徵收梧棲附近海埔地，同時為兼顧漁業發

展需求，所以在臺中港內規劃了漁業碼頭

區，就是現在的梧棲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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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凳的紅磚塊間還穿夾著幾塊從老屋斷牆上取下的土塊，頗費
心思的想法讓土角厝的土塊有了新生命。

▲ 椅凳的水泥面上還有植物葉脈的拓印，令人驚喜不已。

▲ 環境變美麗了，連成功車站的站名也換了可愛的新面孔。



去年度獲選為臺中市「設施美化典範」

的梧棲下寮社區，2016年也曾獲選「人文

引動典範」，連續兩年獲獎，可見社區發

展協會之用心。驅車由港埠路進入下寮社

區的入口，只見一座巍峨的寺廟矗立在眼

前。在臺灣寺廟往往是村落繁榮的象徵，

也是聚落的信仰中心，因為居民相信有了

神佛的庇祐，不但可保一方平安，而且兼

具教化、救濟等功能。

但令人好奇的是，寺廟前方同時立有

「漁寮社區」和「下寮社區」兩塊碑石，

聽了下寮社區發展協會陳長瑞理事長的釋

疑，才知道當地居民早期以討海為生，舊

名其實叫「漁寮」。

從童年到中年都生活在下寮社區的

陳理事長，一路看著下寮的興盛與消長，

早期舶來品商城與老街車水馬龍的繁榮盛

況，到如今門可羅雀的景象，親眼見證了

梧棲作為中部最重要港口的歷史演變，心

中很是感概萬千，所以他希望能重新喚醒

大家對過往生活的印象，更希望遊客到此

就能聯想到這裡曾是一個有海、有風的漁

港。

果不其然，我一下車就感受到強勁的

海風迎面吹來，這若是在臺灣的東北角，

東北季風發威並不以為然，但這裡可是中

部，沒想到東北季風竟也如此強勁，難怪

陳理事長開玩笑說，他們這裡的東北季風

可是一點不輸颱風呢。

跟著陳理事長的腳步，我們來到活動

中心一側的小巷弄，這裡的老屋圍牆大都

超過 50年，因年久失修顯得斑駁不堪，為

了改變社區入口的門面，陳理事長就號召

社區居民發動淨巷計畫。他帶領 200多人

接棒施作 2周的時間，將舊報紙攪碎加水

製成紙漿，讓黏貼的圖畫變立體，另外蒐

集上千個牡蠣殼和 600多個卵石黏貼於牆

面，透過這些彩繪、蚵殼裝置藝術與植栽

綠化，描繪出捕魚、出海養蚵到婦女採蚵

的漁村故事，呈現先民早期牽罟、牽魚苗、

放籠仔、抓蛤蠣、插蚵枝及架蚵棚的景象。

社區居民自創這栩栩如生的「故事牆」，

重寫漁村討海故事，連社區耆老看了都感

動，陳理事長說：「這面牆是屬於下寮人

的回憶。」

梧棲下寮地區過去因為靠近港邊，居

民大多以捕魚、採蚵為生。但臺中港開港

後，政府徵收蚵區、竹筏，「討海人」越

來越少，為了不讓年輕人遺忘歷史文化，

了解背景故事，社區齊心協力將閒置的土

角厝牆面進行大改造，從出海養蚵到一般

家庭婦女採蚵養活家庭等生活情境，全都

描繪在牆面上，在巷弄內打造彩繪牆呈現

早年生活型態，重現過往風華，藉此連結

在地情感，成為社區裡最夯的新亮點。

其實在臺灣，很多地方的文化都是從

巷仔內開始的，正是有了「咱佇巷仔內，

有恁作伙來」，社區的趣味及豐沛的在地

能量才得以一一呈現，漁村的歷史沿革也

得以另一種形式保存下來。

邊走邊看，我發現下寮社區有很多帶

「港」字的路名，例如港埠路、過港路、

築港路⋯原因是當年十大建設之一的臺中

港就毗鄰社區。陳理事長如數家珍的道出

臺中港的歷史，從西元 1891年清光緒年間

開啟「梧棲港」之濫觴，到西元 1937年日

治時期擬定「梧棲港計畫事業書」，擬定

10年建港計畫，並定港名為「新高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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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棲下寮社區居民自創這栩栩如生的「故事牆」，重寫漁村討海
故事。

▲ 下寮社區的靈魂人物陳長瑞理事長。

▲ 蚵殼裝置藝術，呈現先民早期抓蛤蠣、插蚵枝及架蚵棚的景象。



至西元 1945年已完成港築計畫工程 60%，

可惜逢二戰末期，港灣工程遭轟炸損毀，直

至西元 1983年 6月、臺中港建港工程才真

正完成，可見臺中港之命運多舛。

卻也因為這座港口位置的重要性，位於

下寮社區內的港務局局長宿舍從日治時期至

今依舊保存完好，而這座濃濃日式風格的局

長宿舍也見證了臺中港的歷史，更見證了歷

史的一頁興衰。

局長宿舍前的馬路上種植著一整排高大

的木麻黃，陳理事長說這些木麻黃從日治時

期至今已有 7、80年的歷史，當年選擇種植

木麻黃就是因為這裡海風太強勁。

沿著木麻黃大道轉進舊時的梧棲老街，

不時躍入眼簾的木造老屋依稀可見當年老街

的風華。漁具行、碾米廠、理發店、鐵工廠⋯

這些昔日的老行當如今已難見人影。路旁一

輛廢棄的臺中客運的舊公車，陳理事長說那

可是 30多年前的「老古董」了。街口有幾塊

木牌敘述著老街的前世今生：西元 1935年，

老街經歷了臺灣中部大地震，街道上的傳統

建築幾乎全數震毀。地震前的梧棲老街建築

多使用土角、磚、木等材料建造。地震後經

由「市區改正計畫」拓寬街道，重建以日式

2層樓之混凝土洋房建築為主，街景呈現古

老藝術裝飾派之建築風格，於表面施以細緻

洗石子手法，鋪面磚以仿磚造，配合簡單的

裝飾圖案，不怕風吹雨淋的「亭仔腳」，展

現出梧棲老街厚實質樸感，故成為中部地方

特色街區。

帶我們走完這條短短的卻一點都不熱

鬧的梧棲老街，陳理事長說當年憑藉港口

運作，老街兩旁店鋪商家林立，市集繁榮

一時，可惜後來港運重心移轉，梧棲老街

繁華景象逐漸褪去，所以他的下一步，是

要將老街之文化和故事通過牆面彩繪繼續

延續下去。

在下寮社區活動中心裡，我看到下寮

社區發展協會自製的 SWOT分析圖，闡述

了社區當前所面臨的優勢、劣勢、機會和

威脅。但不管是處於優勢還是劣勢，我想

只要有地方人士的熱情參與和志工們的付

出，就會開創出早期漁寮的人文精神力，

就一定會發展出在地的特色，一如路上看

到的廣告詞「吾愛梧棲、幸福成家」。

整個臺中市共有 625個里，如果每個

里都能找出自己的特色，藉助社區營造來

展現地方故事，那臺中市無疑會成為人們

心目中美麗的城市之一，當然離最宜居的

城市也就相去不遠了。由此推展到全臺灣，

政府推動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自力營

造及維護公共空間，不但凝聚地方向心力，

也讓參與社區各自展現在地特色，整合各

縣市資源進行空地綠美化整治、藝術創作、

打造友善高齡環境等，將會為臺灣這塊島

嶼注入新活力和新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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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一般家庭婦女採蚵養活家庭等生活情境。

▲ 社區發展協會製作早期的竹筏展示。

▲ 保存完好的木造老屋依稀可見當年老街的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