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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中唯有從在地區域的觀點深入思考，方能更增進永續發展的能力，故需落

實在地社區發展永續臺中藍圖。至於臺中市在 2010年縣市合併之後，很明顯的

是有城鄉區域差距的問題，如何有效度的改善落差，並提升偏遠社區的能見度與

量能，才能真正達到紓解城市過度集中的人口與交通壅塞的問題。 

    臺中市在縣市合併之後，由於對於外環交通與市公車的行駛路線與車次積極

改善，每逢假日湧入臺灣大道自中港交流道至經國綠園道的車潮人潮爆增，其中

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術草悟道、Sogo與金典商圈至秋紅谷、大遠百與新光商

圈，其人潮與車流量顯然已影響空氣的品質，況且過度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區塊，

對城市而言也是一種濫觴。 

    未來市府團隊若能透過產官學合作，鼓勵本市各大專院校團隊就近融滲各偏

遠社區，先做好社區資源基礎盤點，找出特色與特質，在一個共同的網路平臺上

與特定的公共平面空間區塊，加深大眾對它們的瞭解，相信能為偏遠社區開創新

活水。本團隊經由一年的觀察紀錄，選定距離本校車程約 15分鐘的太平區興隆

社區，並以突顯社區內的自然景觀生態與人文生活特色，做為觀察記錄並提出具

體改善的策略與方案，發現偏遠社區因人才不足與人口老化，無力建構自明性景

觀特色，來吸引大眾目光的關注，故而透過最基礎但具有吸睛效果的社區簡介摺

頁、生態導覽手冊與電子書，增加大眾對社區的認識，並有進入社區的想法，實

在有其必要性，也希冀藉由這個專題的探查與釋義，能對本市的永續發展貢獻綿

薄。 

關鍵字：偏遠社區、資源盤點、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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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依據 
    臺中唯有從在地區域的觀點深入思考，方能更增進永續發展的能力，故需落

實在地社區發展永續臺中藍圖。臺中市在縣市合併之後，由於對於外環交通與市

公車的行駛路線與車次積極改善，每逢假日湧入臺灣大道自中港交流道至經國綠

園道的車潮人潮爆增，其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術草悟道、Sogo與金典商圈

至秋紅谷、大遠百與新光商圈，其人潮與車流量顯然已影響空氣的品質，況且過

度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區塊，對城市而言也是一種濫觴。 

（一）計畫背景與動機 

    由於地緣的關係，一般民眾比較不會到興隆社區內，這裏本是客家庄，但當

地居民多半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更不要說是外地人；本團隊希望經由對臺中市

偏遠社區的資源盤點計畫，能讓人清楚的了解臺中市的偏遠社區，也有許多值得

關注的生態資源與善良風俗文化。 

    未來市府團隊若能透過產官學合作，鼓勵本市各大專院校團隊就近融滲各偏

遠社區，先做好社區資源基礎盤點，找出特色與特質，在一個共同的網路平臺上

與特定的公共平面空間區塊，加深大眾對它們的瞭解，相信能為偏遠社區開創新

活水。本團隊經由一年的觀察紀錄與分析研究，選定距離本校車程約 15分鐘的

太平區興隆社區，並以突顯社區內的自然景觀生態與人文生活特色，做為觀察記

錄並提出具體改善的策略與方案，發現偏遠社區因人才不足與人口老化，無力建

構自明性景觀特色，來吸引大眾目光的關注，故而透過最基礎但具有吸睛效果的

社區簡介摺頁、生態導覽手冊與電子書，增加大眾對社區的認識，並有進入社區

「作一趟輕旅行慢生活」的想法，實在有其必要性，也希冀藉由這個專題的探查

與釋義，能對本市的永續發展貢獻綿薄。 

    興隆社區發展協會自民國 83年 12月 23日成立以來，不斷努力於社區營造，

並辦理各項活動，甚至在縣市合併前曾配合臺中縣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推動，經

由靜宜大學規劃之系列課程，啟動社區總體營造觀念，以提升在地社區經營、帶

動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社區工作，但由於社區人才不足，無法自己主導積極接續規

劃社區、營造社區新風貌，加上各大學院校能協助幫忙往往只是短時間的計畫，

無法有效的長期深耕，所以有其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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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精彩的城市，一定内蘊了許多故事等著我們去探索。如果我們能移轉大

眾的目光，讓大家對於臺中市的印象，除了能說出國美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勤

美術草悟道、Sogo與金典商圈至秋紅谷、大遠百與新光商圈等臺灣大道自中港

交流道至經國綠園道的帶狀路線之外，尚能說出某些偏遠社區的特質與特色，不

僅對臺中市的永續發展會更好，也能緩減特定地區的假日壅塞情形。 

（二）計畫依據 

    依據臺中市政研究主題，本市在縣市合併後也挹注了許多心力，希望能透過

蒐集社區現況資源分析，作為提升各社區能力與永續發展的參考；事實上，如果

只依靠各地區公所的有限人力，要深入且精準的完成各社區的資源盤點並加以輔

導並改善社區的現況，並非易事。 

    本團隊選擇距離本校車程約 15分鐘的太平區興隆社區，做為研究的目標，

一則是學術應盡量回饋在地、服務社區，並幫助在地發展，二則是希望拋磚引玉，

讓更多的團隊來幫助臺中市的偏遠社區，以學術的專業能力，協助社區做深入的

資源盤點，如若能就每一個社區做好最基礎的社區摺頁簡介與電子書，置放於在

多個共同的網路平臺上與特定的公共平面空間區塊，加深大眾對它們的瞭解，相

信能為偏遠社區開創新活水。  

二、規劃理念及目標 
    本團隊針對太平區興隆社區現有的社區協會發展、特色人物、農產品、景點、

商店逐一分析，規劃並統整現有的資源，以言簡意賅的簡明形式與圖說製作簡介

摺頁，讓大家能以最少的時間，去瞭解社區並予以接納與肯定，甚至能很輕鬆的

前往社區；再者，利用電子書的形式，深入報導社區，並讓大眾看到社區的特色，

這樣才能產生探訪社區的動能。 

    現今有許多的商品廣告或摺頁，因為未能做好規劃，形成資源浪費，但是言

簡意賅的簡介，不僅能有助於有解，尚能達到按圖索驥前往目的地一探究竟的功

效，為此應借助於大學院校的專業團隊，甚至加入學生的服務學習來帶動社區活

力。臺中市或許可以以兩三年做一個計畫期程，藉助大學院校的能力，完整盤點

與建構社區資源，讓大眾能在定點平臺上，藉由簡介摺頁與精彩生動的電子書，

強化社區的能見度，再配合規劃數條假日「後幸福．輕旅行．慢生活」直達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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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如此不僅能舒緩過多的人群湧入特定的地區，也能促進國民的健康生活品

質，一舉數得。 

(一)近期目標 

    興隆社區因為之前曾有藍鵲飛翔培訓社區規劃師駐地計劃，爭取到政府行政

部門的經費支援，也奠定了與社區居民的合作機制，但是離社區總體營造上有一

段需要努力的路，本團隊在資源盤點過程中，也見到有關社區某些特地的地方簡

介，但因不夠簡明扼要，也缺乏精美的設計，要達到效果並非易事，為五本團隊

首要目標是做出一分精美且有效度的簡介摺頁，也盼望臺中市的所有偏遠社區，

都有團隊可以協助完成，再經由市府團隊的整體規劃，跨出改善城鄉差距的地一

步。 

 (二)中期目標 

    以興隆社區為例，因為社區的東邊多山，除了應串聯新坪自行車道，持續規

劃終點站頂坪公園的綠美化與公共設施營造，設置舞臺、公園休閒桌椅，植栽兩

種有特色且適合當地土質與氣候的能開花植物，讓春夏與秋冬各有其美色，如此

再配合規劃「假日音樂祭」或「星空音樂饗宴」，連結古農莊文物館動線，啟動

社區整體營造機能。 

    由於興隆社區東邊多山，空氣清新甜美，如能強化且鋪設一條木板或石板登

山步道，引導市民從事健康休閒活動，將能重新凝聚社區共識，賦予興隆社區新

活力。期待本市如「舒跑杯」等路跑或大坑登山健行活動，在市府團隊的努力之

下，配合「後幸福．輕旅行．慢生活」直達專車路線的啟動，能更有效度得善用

偏遠社區的資源，也給社區挹注能更欣欣向榮的新活力。 

 (三)遠期目標 

1.建立廣隆庄文化園區：探討在地客家文化淵源，以社區特有的古農莊文物館為

中心，建立古農莊文物導覽人員機制、成立老人故事工作坊，使頂坪公園躍為社

區的人文廣場，啟動社區營造新契機。 

2.建立社區人文關懷：整治舊車龍埔靶場內的唯一房舍建物，甚至可作為公務機

關開會的場地，或於此設置假日餐車，販賣簡單的輕食或咖啡飲品等，結合在地

農產與經濟產業設立常態性的假日市集，鼓勵本社區朝向栽種「無毒作物」的公

平交易，甚至可結合路旁的「明梨園」，再現北館風華，串聯靶場內的老樟樹週

邊與楓香景觀，於特定節日配合本社區的環保志工隊，讓此地成為「生態教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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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僅介紹靶場園區內的植物，對魚出沒本區的稀有保育動物，如領角鴞（貓

頭鷹）、樹蛙、飛鼠、白鼻心、八色鳥、鳳蝶與蛇類等，做一場知識的洗禮，相

信定能增加大家來社區的意願。 

3.活絡在地產業：本團隊希望藉由生態旅遊導覽手冊，並配合微電影—鐵馬楓香

日記，有際化的導覽沿途的楓香林道、頂坪公園、古農莊文物館…等，使新坪農

路成為具生活性、生態性的綠色廊道，來宣傳並增加興隆社區的曝光度，另外再

製作電子書深度介紹社區，以提供旅遊民眾能在公家平臺或在社區內自由覽閱，

建立社區基礎的行銷機能。 

三、現況分析 

（一）社區範圍 

    興隆社區地處臺中市太平區，屬於興隆里，座落於太平區南邊，隔著車籠山

與東汴里、頭汴里相鄰，北與福隆里為鄰，南為光隆里，西隔頭汴溪與建國里、

平安里相望，西北部鄰近臺中市區，東北部與新社區接壤，西南部和大里區、霧

峰區緊鄰。面積有 2.4932平方公里，共有 17鄰，1175戶，總人口數是 4016 人，

男性人數約 2000餘人，女性人數則略少於男性。 

    社區西部主要為商業活動與住宅區；東部屬山區是主要農業區，竹筍、龍眼、

荔枝是本區重要農產，山林內自然資源豐厚，也有許多稀有動物在此活動，是民

眾休憩的好去處。 

（二）社區發展協會簡介 

    興隆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83年 12月 23日，組織人數約 80人，聯絡地

址：臺中市太平區興隆路 54之 3號。 

興隆社區發展協會沿革：未改制為社區發展協會之前，由林昆炎先生擔任理事

長，成立興隆社區發展協會之後，致力於提升地方產業及在地文化，現在由賴玉

敏擔任第五任理事長。現今配合臺中市社區營造點的培力計畫，加強培訓社區導

覽解說人員，期望透過公部門的專業協力輔導機制，展現在地特有文化與自然景

觀，提升社區民眾人文素質，進而能帶動地方文化產業活絡，展現車籠埔特殊的

農村文化景觀，啟動社區營造新風貌。 

目前透過社區居民的自我維護與經營管理，有環保志工、守望相助隊、清潔隊等



 

7 
 

等志工社群，來維護社區文化與自然資源、但是要讓大家有效度的認可本區是人

文生態的樂活社區，實際上尚有一段距離。  

（三）社區發展歷程 

1.地名沿革 

    隸屬太平市之光隆、興隆、德隆里，昔稱廣興庄，清道光年間，福      建

籍詔安林、陳、張三姓客家村民由龍井鄉水裡港遷入稱為「廣隆庄」。日治時代

曰「車籠埔」，臺灣光復後，始改為光隆村。民國 39年太平鄉由於人口增加，

行政區域調整由光隆村劃分增加－村為興隆村。即為今日之興隆里。民國 76年

太平鄉因工商發展迅速，人口激增，光隆村又劃分增加一村為現今之德隆里，即

光隆里、興隆里、德隆里三個里合稱大車籠埔地區。民國 99年臺中縣市合併改

制升格為直轄市，興隆里改制成為太平區興隆里。 

 2.車籠埔由來 

    早期車籠埔地區是番漢衝突相當嚴重的地方，相傳在清代時期，本地一處製

糖埔的 36位工人，在媽祖祭典的一個晚上，被一群生番集體獵首，只有一人倖

免於難，村人隔日以牛車運送受難者屍體去河邊埋葬，因人數眾多裝滿了牛車，

故以此命名「車人埔」。「車人埔」之名後演變為「車籠埔」。  

四、研究設計 

（一）人物可應用的連結 

    可以將張連慶、林坤虎先生，還有張友吉與他的女兒張乃文的歷史經驗完整

記錄，再將記錄規劃成一部電子書，藉由電子書的保存把這段豐富的歷史過程永

久流傳。 

   張友吉可以說是太平興隆社區的靈魂人物，對於當地的居民，沒有人不知道

他對興隆社區的貢獻，建議製作一個 Q版的張友吉先生或古農莊的小吊飾或公

仔，來與當地的觀光文創作結合。 

（二）景點可應用的連結 

 1.單騎兜風車籠埔：堤頂自行車道→車籠埔舊庄(廣興宮、舊巷弄、謝家土地公)

→新坪自行車道(明梨園、車籠埔靶場、百年老樟樹、楓香林道、荔枝林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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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公園、古農莊文物館)。 

2.漫步優遊新坪步道：車籠埔靶場→百年老樟樹→楓香林道→荔枝林園→頂坪公

園→農莊文物館。 

以上須配合指標設置，並規劃腳踏車停放與租借區，重新建置公共廁所，甚至可

設簡單乾淨的飲料休息區。 

（三）傳統米店可應用的連結 

    米店的商業功能已經無法運作，因此將其轉為觀光業。模擬當時米店的真實

運作狀況，讓遊客當一日店長，體驗經營米店，製造米製品的樂趣，精緻米店應

同時行銷一些帶有地方意象的文創產品或當地特產。 

（四）荔枝，龍眼，枇杷等水果可應用的連結 

    太平市公所結合市農會、光興隆社區發展協會、休閒觀光產業協會，曾經辦

理「荔竹太平」一系列活動，並有贈送新鮮荔枝兌換券、太平第一名產荔枝冰棒、

荔枝冰淇淋、荔枝茶及餐點免費品嚐等，以及讓現場朋友票選優秀荔枝料理、荔

枝品種導覽解說與荔枝乾製作，體驗「粒荔」皆辛苦的活動。 

另外社區目前想開發荔枝醋，如要量產，應有一套合理衛生的器械與消毒過程，

故而應請農會技術指導與推廣。 

（五）枇杷蜜餞可應用的連結 

    另外，可以把枇杷蜜餞分成許多種口味，一開始加薑的口味，大家可能會不

太能接受，如果能製造沒有加薑或者是其他種的口味，會讓這一項商品大受歡

迎，製作的過程當中也要把配方固定的量調製好，並注意火候與熬煮的時間，不

要每一批的產品口味都不太相同。 

（六）百年老樟樹可應用連結 

（1）單騎兜風車籠埔：堤頂自行車道→車籠埔舊庄(廣興宮、舊巷弄、謝家土地

公)→新坪自行車道(明梨園、車籠埔靶場、百年老樟樹、楓葉林道、荔枝林園、

頂坪公園、古農莊文物館)。 

（2）具體改善車龍埔靶場內的建築物，讓它可以成為公務會議場所與輕食販賣

區，配合假日市集的設立，與生態教育導覽解說的建置，活化社區資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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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領角鴞(貓頭鷹)保育計畫可應用的連結 

    可以藉由這個計畫開放民眾一起參與貓頭鷹夜間觀察活動，一方面能帶給更

多民眾對於貓頭鷹的認識和保育，另一方面則能為興隆社區帶來觀光人潮，進而

設計貓頭鷹木頭吊飾或筆筒…等等周邊產品，這樣就能達到生態教育與觀光旅遊

雙贏的目的。 

五、規劃工作程序、方法與說明 

（一）建置社區資源盤點 

1.人物說明： 

（1）人物名稱：張連慶 

    91歲(張家第 19代子孫)，是目前興隆社區的重要耆老，具有豐富的歷史知

識，一直以來參與著興隆社區的發展過程。在日治時期擔任過農村指導員，當時

的農民因為生活困苦，難求一頓溫飽，張連慶先生體恤農民，總是利用斗量時節

省下米榖，讓農民得以充飢，也擔任過鄉民代表與調解委員。 

（2）人物名稱：林坤虎 

    從林坤虎的自述中得知，興隆地區的林氏先祖，是由第 13代帶著第 11代的

骨頭，遠從大陸穿越黑水溝，來到此地定居開墾，他自己是第 19代，擁有 25

個曾孫，經歷過日治時期、臺灣光復。林伯伯表示，當時的原住民跟日本人較好，

反而跟中國過來的漢人不合，所以才會有一些血案及歷史故事流傳。林伯伯也說

當時的生活困苦，因為日本人每個月給付的工錢，不能讓家中人人都吃飽，所以

除了種植稻米、甘蔗、番薯，需要去採集樹薯來加工後食用，在在說明了當時的

困境。 

（3）人物名稱：張友吉與他的女兒張乃文 

    於民國 74年成立古農莊文物館，此館是出身太平農家的張友吉先生，為了

保存古早味道的農村文物，不斷加以蒐集而成立，張友吉先生累積並加以陳列展

示之文物計 3,000餘件，分成 10個主題展示區，許多古文物在此獲得良好的保

存，現在由女兒張乃文協助管理，來到此地，常常可見到張乃文小姐熱心的導覽。 

2.景點說明： 

（1）景點名稱：古農莊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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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 

    太平區古農莊文物館於民國 99年 10月 17日開館啟用，位於車籠埔頂坪公

園旁，裡面陳列的臺灣古文物，是莊主張友吉先生畢生收藏，為了讓社會大眾了

解先民的智慧，讓日漸凋零的臺灣文化得以永續傳承，選擇將文物全數捐贈給臺

中市太平區公所，以換取政府協助建立現在的古農莊文物館。 

（3）目前現狀 

    太平古農莊文物館提供民眾一處緬懷往昔民俗風情、鄉土情懷的地方，加上

旁邊的頂坪公園，園內種植數十棵高達十五米的楓香樹，隨著季節變換，形成不

同的景致，和古色古香的文物館交織成一幅世外桃源的圖畫。 

3. 店家說明： 

（1）店家名稱：傳統米店 

（2）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 

    從前臺灣大部分的地區，都是以農耕為主的農村，因此稻米成為了每個人生

活的重心，米店也在這個時候興起。米店是一個農業社會的重心，它解決了人類

的飲食需求，提供人們的基礎生活；故而大部分的村民從事農夫的工作，也會飼

養可以做農活的動物，米店也提供所需的飼料。以前的住家並不大，就算有多餘

的稻米也沒有地方收納，因此米店還有稻米銀行的功能，提供居民一個空間收藏。 

（3）經營現狀 

    大部分的米店都已經歇業，被超級市場、便利商店等地方取代，就算民眾對

米店仍有特殊的地方情感，但是米店已經無法發揮昔日的功能。 

4.美食說明： 

（1）美食名稱：荔枝，龍眼，枇杷 

（2）歷史背景 

    太平區的社區美食，曾推出「太平甜園」龍眼、荔枝、蜂蜜等農產品行銷活

動。龍眼果實大約在六、七、八月成熟，而荔枝果實比較早，大約在五、六月就

成熟了。荔枝採收完，龍眼才熟成。枇杷則是太平區的重要水果，除了在三、四

月販賣新鮮的枇杷，也會將品質較差的枇杷，用薑與糖熬煮成蜜餞販賣。 

（3）經營現況 

    在太平地區會定期舉辦枇杷節，包括枇杷素描比賽，枇杷嘉年華會等等的活

動。因此枇杷在太平人的心目中不只是經濟作物，更是他們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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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說明： 

（1）商品名稱：枇杷蜜餞 

（2）歷史背景 

    枇杷在年平均溫度 15度攝氏以上的地方能正常結果，在秋天或初冬開花，

果子在春天至初夏成熟，比其他水果都早，因此被稱是「果木中獨備四時之氣

者」，枇杷是相當容易種植的經濟作物，而太平地區的地質及氣候，都相當吻合

枇杷所需的生長條件，因此太平的枇杷比其他地區的口感較為更加。 

（3）經營現況 

    將枇杷做成蜜餞，應搭配好包裝，目前一盒 200元的枇杷蜜餞，毫無包裝可

言，宛如是自家關起門造車，如能突破保存問題，結合龍眼與荔枝，並配合包裝

與行銷，應是大有可為。 

    在太平地區會定期舉辦枇杷節，包括枇杷素描比賽，枇杷嘉年華會等等的活

動。因此枇杷在太平人的心目中不只是經濟作物，更是他們的特產。 

6.特殊植物說明：  

（1）特殊植物名稱：百年老樟樹 

（2）歷史典故與特殊原因 

    相傳仙人於車籠埔庄放地理，從現今五府千歲到竹子坑口兵營附近，放下七

顆巨樹有樟樹、楓樹，按其順序畫出，宛若天上之北斗七星，老一輩的人稱為七

星墜地。 

（3）特殊的地方情感 

    這七棵老樹，目前只剩下興隆社區這棵百年老樟樹屹立不搖，守護與庇佑著

興隆社區的土地與百姓。 

7.生態資源說明： 

（1）資源名稱：領角鴞(貓頭鷹)保育計畫 

（2）特殊原因 

    位於百年老樟樹周遭，因為具有豐富的生態景觀，也為了生態保育，社區創

建了貓頭鷹保育協會，藉由保育盒的設置，能增加貓頭鷹的繁殖與保護，為貓頭

鷹帶來一個安全的培育場所。 

（3）特殊的地方情感 

    社區因為貓頭鷹保育計畫活動，開始社區總員，也因為這個活動，讓社區民



 

12 
 

眾能更了解到貓頭鷹的習性與對貓頭鷹的保護。 

（二）找出社區問題 

1.特性要因圖分析： 

 
2問題意識 

（1）百年老樟樹：老樟樹缺乏明確的標示，七星墜地的小故事也沒有明確的說

明告示牌，能向觀光客介紹。 

（2）枇杷蜜餞：蜜餞得包裝沒有顯眼的特色，口味無法吸引大多數民眾的喜愛，

產量無法提供持續的供給，也沒有明確的行銷地點。 

（3）舊巷弄：舊巷弄步道規劃缺乏完整性，周遭沒有商家能帶動觀光客的購買

需求，巷弄的裝置藝術品，應要有足夠展現特色的帶狀區域，能再更完整呈現社

區的價值與內涵。 

（4）楓香林道(自行車)：自行車道路線缺乏指標，光興路 1432巷是直接進入新

坪自行車道的入口，應裝置更具特色的意象指標，另一條興隆路可直接進入興隆

社區廣興宮，但因居住區內的老舊小巷弄很多，容易讓民眾迷路。再者，進入古

農莊文物館前，路上有一段坡度過陡，自行車騎起來很不安全，路程中也缺乏休

枇杷蜜餞 

社
區
問
題
點 

外觀包裝的

精美性 

產量與行銷的通

道 

百年老樟樹 

楓葉林道(自行車) 

 

老樟樹缺乏 

指標招牌 

可以發展夜間 

觀察貓頭鷹體驗 

周邊公園 

的完整性 

舊巷弄 

口味選擇的

多樣性 

步道的規劃 

步道的裝置

藝術 

周遭商家的成

立帶動繁榮 

休息與廁所整

潔的規劃 

道路的安全性

陡度過大 

自行車道的規

劃路線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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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點和廁所的規劃。 

（三）自明社區發展的困境 

1.本社區為農業型態之社區，隨工商迅速發展轉型困難，人文與生態場域無法完

整的連結動線，社區內基礎建設各方面均較為落後，無法有效度的改善與提升。 

為永續經營立下基礎。 

2.目前現雖有古農莊文物館及野生動物保育協會，也積極招募志工並辦理訓練，

但無法成立動線休閒帶，應再更詳實的規劃多元化且富有教育、觀光、休閒等多

樣化的環狀動線。 

3.農民山區產業道路及登山健行步道之開發，以利農民農事作業搬運輸送減低農

業成本。 

4.北勢坑貫穿社區的水患問題，以及車龍埔斷層的地震問題，應配合社區總體營

造解決問題。 

（四）善用社區資源 

1.廟宇文化  

信仰是心靈上最大的寄託，來到興隆，不妨走進廣興宮，誠心的祈求心中的願望，

或者觀察那信仰背後所帶來的力量。  

（1）廣興宮 

    據說最早來到車籠埔開發的人，是一位名叫「林道興」的客家人，他率眾屯

墾於板寮坑一帶，形成廣興寮。由於開發有成，林道興遂前往原居地水裡港(今

龍井鄉火力發電廠側)的福順宮，將朱、李、池三府王爺的金尊分身請至廣隆庄，

並以土角的廟身安置，作為護墾庇民之用。嗣後，三府王爺的香火極為鼎盛，這

就是「廣興宮」的起源。一旁的社區活動中心，象徵著興隆的發展過程也是凝聚

居民的媒介。 

（2）謝家土地公 

    謝家十五世祖謝齊公，是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上林兠社人，25歲時渡海來

臺，覓居於臺中廳藍興堡車籠埔庄 172番地，今改為興隆里，後來謝齊祖先用兩

塊花紋石作為土地公、土地婆，給歷代族人參拜，至今大約有兩百餘年，到了民

國 81年，謝家弟子發起興建福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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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資源 

（1）舊巷弄：  

    早期車籠埔地區，為番漢衝突最嚴重的地方之一，當地人民為了防範生番的

來襲，把社區內的巷弄建造的彎彎曲曲、錯綜複雜，利於躲避番人的襲擊，到了

現今也成為了社區的特色之一。  

（2）古農莊文物館： 

    位於太平區車籠埔頂坪公園內，於民國 99年 10月 17日開館啟用，裡面陳

列的臺灣古文物，乃莊主張友吉先生畢生收藏，館內約有 3000餘件文物，分成

10個主題展示區，現在由女兒張乃文協助管理。  

    為了讓日漸凋零的臺灣文化傳承下去，館內提供民眾一處緬懷往昔民俗風

情、鄉土情懷的地方，古色古香的文物館，與頂坪公園相鄰，宛如一處世外桃源。 

「留住舊物，緬懷當年」彷彿走進時光隧道，開啟我們記憶中的寶藏，放慢您的

腳步，深深的回憶起那些年的曾經。 

    97年 4月間，張友吉和太平市長余文欽簽下契約書，將所有收藏捐贈市公

所，市公所也斥資 2500萬元，興建太平古農莊文物做為展示。全館採三合院農

宅式建築設計，館內分為十區，從神明廳展示區到新娘嫁妝、嬰兒用品房與廚灶

展示區，舉凡農村所有生活所需應有盡有，入口處還規畫了藥鋪店與柑仔店等。 

3.自然生態資源 

（1）車龍埔舊靶場 

    在車籠埔新兵訓練中心舊靶場的對面山丘上，原有一座清光緒年間臺中市首

富─吳鸞旂的墓園，又稱吳家花園。吳家墳園的四週，都是種植製糖的白甘蔗，

這是沿襲清末日治時期的傳統，直到臺灣製糖業式微後，才改種稻米，這時墳塚

才能從蔗海的覆蓋下重見天日。墳翹立在水田中，像個孤丘，讓人遠遠的便能感

覺到它的存在，可是沒幾年的功夫，現在的業主梁阿媛女士，又改種荔枝，墳塚

再度被綠蔭淹沒。 

（2）楓香林道(新坪自行車道)   

    遨遊林道，乘著清風，加上兩旁綿延不絕的楓香樹，讓遊客猶如進入綠色的

隧道，在炎炎夏日，更是一處休憩的好地方，一旁的老樟樹、與車籠埔靶場，以

及各式各樣的動、植物，其豐富的生態景觀，讓遊客感受到鄉間林野的淳樸。 

（3）頂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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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坪公園內，種植數 10棵高達 15米的楓香樹，隨著季節變換，形成不同的

景致，和緊鄰的古色古香的文物館，交織成一幅世外桃源的圖畫。 

六、可行性分析 
（一）百年老樟樹 

    可以在老樟樹入口處設計個獨特的標示牌，加上七星墜地的小故事，或是設

計個木頭小吊飾，也可以與周遭的貓頭鷹保育盒規劃個夜間貓頭鷹觀察活動，達

到觀光與教學的效益。 

（二）枇杷蜜餞 

    希望能藉由外觀包裝上的開發與口味上的創新創造出美麗的外觀和多種口

味的選擇，達到社區資源的行銷與開發，創造出全新的枇杷伴手禮。 

（三）舊巷弄 

    擴展舊巷弄的範圍，牆面與標示牌的藝術設計，規劃出旅行路線，結合社區

開發的商品，創立個農特產買賣專區，帶動附近店家的進駐，逐漸將舊巷弄改造

成一個老街，或是藉由廣興宮的繞境活動帶動出古巷弄的人潮。 

（四）楓葉林道(自行車) 

    可以開發新的旅行路線，配合社區上原有的景點( 如：百年老樟樹、廣興宮、

古農莊文物館、興隆社區意象「牛」…等)，加上標示牌的設計、道路的平整性、

廁所定點、休息場地等規劃，達成自行車路線的完整性。 

（五）製作社區簡介摺頁與電子書 

    對於社區的各種農產品以及景點一一介紹，方便大眾了解及熟識該社區。拍

攝社區生態旅遊微電影，讓民眾可以在網路上點閱，吸引外來遊客到當地遊玩，

可促進社區曝光率。 

（六）可結合上述特殊產品，設計包裝禮盒，方便到此遊玩旅客攜帶小禮品回去，

可促進消費。 

（七）電子書實際範例（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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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臺中市要真正成為國際化的城市，改善城市與偏遠地區的落差勢在必行，然

而偏遠地區的社區總體營造談何易事？需要有程序、步驟與方法，首先基礎盤點

工作一定要做好，再以各種形式增加大眾對各社區的了解，至於最直接的社區簡

介摺頁，如果無法簡明扼要設計精美，還是無法打動大眾一窺就底的心，而一份

簡介摺頁如委外處理，從文字書寫、設計排版到印刷出爐，所費不貲，不是一般

社區可以承擔，更妨論是更精緻的生態導覽手冊或微電影與電子書，如能由市府

團隊有效性的規劃出一個3年計畫，委以大學校院團隊製作，不論人力、物力與

財力，應該都會減少許多，也有一定程度的精緻效度，對於本市改善城鄉差距的

總體營造，也必然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再配合軟硬體設施的逐年改善，對於推動

臺中市成為實質的國際化城市，應有莫大效益，本團隊希冀能藉由這個專題的探

查與釋義，能對本市的永續發展貢獻綿薄。 

 

（二）建議 

1.本市各大專院校團隊就近融滲各偏遠社區，先做好社區資源基礎盤點，找出特

色與特質，在一個共同的網路平臺上與特定的公共平面空間區塊，例如市政府、

文化局與各區圖書館，或國美館、科博館等公務機關，以社區簡介摺頁、微電影

與電子書呈現社區特色，加深大眾對它們的瞭解，相信能為偏遠社區開創新活水。 

2.改善偏遠地區交通問題，假日設立「後幸福．輕旅行．慢生活」直達專車路線

的啟動，引導市民從事偏遠社區的健康休閒活動，期待本市如「舒跑杯」等路跑

或大坑登山健行活動，在市府團隊的努力之下，將來能更有效度的善用偏遠社區

的資源，也給社區挹注更欣欣向榮的新活水。 

3.以太平興隆地區為例，進入社區的興隆路前，應輔導設置「社區意象」，吸引

大家進入社區，另外連接「新坪農路」（新坪自行車道），如無法擴大馬路，應

以社區意象如「牛車輪」加上小草花沿路引導，或開闢外環道路銜接，沿途以「牛

車輪」加上春夏與秋冬時令開花植物引導。 

4.整備更完善的硬體空間，如車籠埔靶場的閒置空間再利用，可作為公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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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教育教室與假日「健康市集」、「北館展演」等多功能用地。再者，要更機

動的引導「古農莊文物館」，形成廣隆庄文化園區，探討在地客家文化淵源，建

立教育導覽人員機制、成立老人故事工作坊，並強化頂坪公園設施，配合規劃「假

日音樂祭」或「星空音樂饗宴」，連結古農莊文物館動線，啟動社區整體營造新

契機。 

    一個能讓人印象深刻的社區，絕對是因為他們具有能吸引人的地方，興隆社

區是一個具有生態的農村社區，如果能就上述問題妥善解決，並在社區裡增設小

型的生態市集或農場，不僅能帶來人潮，也能夠讓社區的發展，更有意義也更多

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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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興隆社區生態導覽手冊、微電影-鐵馬楓香日記、簡介摺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