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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服賜 博士 
 • 1951 麻豆港尾里出生 

• 1996 麻豆文史工作室發起
創辦人兼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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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為強化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社會責任，培育
對在地發展能創造價值的大學生 

• 在區域發展上扮演關鍵的地方智庫角色，主動
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透過在地優勢分工
合作，協助區域整合，帶動中小企業及社區文
化的創新發展 

• 讓大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對區域
發展的認同 

• 本計畫未來需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產業聚落
公協會、社區團體、大專校院共同合作，創造
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要有一所偉大的大學！」大
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是社會進歩的原動
力來源；與社會的結合對於在地發展顯得格外重要。 

• 現代企業經營，在追求獲利的同時，結合企業能力
與資源，瞭解社會需求，對於整體環境做出具體貢
獻，創造企業和社會共榮的景象，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 從企業社會責任到社會創新，知識創造與人文素質
在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更是大專校院核
心價值，也是當今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除了在自己專業領域持續研究創新外，更應該主動積極
和社區、社會、產業結合，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
動所在地區繁榮與發展，以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走出學
術象牙塔，讓人民可以更親近專業知識，促進社區、產
業發展和社會進步 

• 走出校園，瞭解社會變遷和產業變動，攜手社區(社會)
投入在地關懷、人才培育、環境保護等，擴大公民議題
參與，增進學校和人民互動與對話，減少資訊落差。 

• 讓學校發展屬於自己校務特色，增加競爭優勢、創新力，
培養跨領域，並能解決未來30年社會問題之新人才，促
進高等教育轉型。 



 
計畫四大核心目標 

 
• 一、強化區域產學鏈結，協助在地產業發展與
升級：針對在地發展及產業需求議題進行盤點，
研提可行實踐方案，期能對區域發展能產生實
質貢獻，並可提升在地價值。 

• 二、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
深入引導協助在地中小學進行教學翻轉，以培
育學生「做中學」的解決問題能力，並透過學
校與產業互動的經驗，更貼近產業的需求，培
育學生具備實踐及行動的能力。 



 
計畫四大核心目標 

 
• 三、整合部會與地方政府資源，挹注在地發展：
由教師發掘及帶動學生解決在地議題，讓學生
能瞭解在地產業的隱形冠軍，並運用所學去創
造產業的價值，改變在地居民對於大學生的觀
感增加學生對地區之認同感並創造價值。 

• 四、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師生社會創新：
透過大學生實地探尋及建構區域發展特色與區
域產業人才及研發供需調研及對接機制，以培
育產業所需實務人才，促進區域學校學生連結
在地就業，以提升在地就業率。 



台灣首府大學校長許光華（右起）、烘焙管理學
系主任黃耀儀、就業輔導組長陳郁雯訪視「彼緹
娃藝術蛋糕觀光工廠」。（記者邱仁武／攝）  



佳里「彼緹娃藝術蛋糕觀光工廠」董事長洪佳寶
（中）與團隊帶小朋友DIY。（記者邱仁武／攝） 



台灣首府大學與佳里彼緹娃藝術蛋
糕觀光工廠將產業合作 

• 台南市首座蛋糕觀光工廠-「彼緹娃藝術蛋糕觀光
工廠」即將隆重開幕，合作的台灣首府大學烘焙系
系主任黃耀儀表示，未來烘焙系學生將赴觀光工廠
實習，並成為該觀光工廠未來的種子團隊。  

• 校長許光華表示，該校烘焙管理學系，為數一數二
的烘焙專業高等學府，在課程設計上，著重培養學
生烘焙產品製作相關的專業實力，亦重視學生在未
來職場擁有烘焙相關的創業知能及企業營運能力。 

• 目前已有日本、新加坡及上海台商的餐旅業，積極
的與烘焙系接洽系上學生前往就業或實習，可見學
校烘焙系培育專業人才十分搶手。  



台灣首府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台中科技大學 
三校跨界結盟後，出席代表留下歷史鏡頭。 
（記者邱仁武／攝）  



台首大、中教大、中科大 
三校跨界結盟！ 共創三贏局面  

• 台灣首府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及台中科技大學，為
了讓大學資源共享，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促進
師生校際交流，昨天三所大學諦結校際交流合作協
議，首創高教與技職大學、而且跨區等「跨界合作」
模式組策略聯盟，未來除學校資源共享外，也將互
派學生到校上課，在少子化的現實招生壓力下，三
校共創三贏局面。  

• 校長許光華表示，台首大「以休閒產業為發展特
色」，中教大「以師資培育為根本、以新興專業為
特色」百年名校，中科大「結合商業與護理專業」
技職名校，結盟後將共同建立一個平台，讓三個學
校師生都可以擁有學術交流以及資源共享的機
會。  



地方概念與麻豆學 

• 教育哲學/教育即地方，政治即地方。 

• 地方概念/共生共存、文化認同、生命共同
體。 

• 麻豆學定義/調查研究麻豆地方區域的發展
脈絡、創新方法與社會實踐的綜合性學問。 

• 麻豆學本質/社會實踐就是要證明學院的研
究方法是否正確，讓大學有存在的價值。 



地方概念與麻豆學 
• 發展定位/ 
• 自然環境-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兩內海半島
平原、形如眼窩之港澳 

• 文化歷史-人口經濟交通聚落政治-西寮遺址大
湖文化層3500年、過港貝塚1200年、平埔西拉
雅族群麻豆社3000人、閩南泉州漳州南管太平
歌 

• 大學城（社區）-荷蘭六龜班濱河海口教會大
學及花園、高速公路麻豆交流道真理、台糖開
放租地辦學致遠學院、總爺國小無緣媳婦台藝
大影像所與社造搖藍建築藝術所 



地方概念與麻豆學 
• 盤點資源/ 
• 人- 
• 文- 
• 地- 
• 產- 
• 景- 
• 安- 
• 休閒產業/文史 文資 文創 文旅 
• 波及產業/交通餐飲特產服飾美容家電房價地
價 



探索台中根本  
「台中學」研討會發英雄帖 

• 探索台中人文、歷史的根本，為未來的台中擘
劃做準備，台中市政府將於10月27~29日舉辦
「台中學國際研討會」，除邀國外專家座談，
更希望廣發英雄帖、邀有想法的民眾參與，盼
集結意見、探討台中專屬的城市特色。 

• 「城市有多偉大，在於城市根本的探索有多
深！」市府團隊沉浸在台中學，許多施政措施
也與此連結，如日前出版的《台中學》叢書，
未來市政規劃也盼回歸台中學的根本，透過此
帶動經濟、政治與民生等各方面發展。 



探索台中根本  
「台中學」研討會發英雄帖 

• 台灣地理資訊中心董事長董建宏指出，這次研討會
以「人智台中」為主題，透過探索台中的文化、歷
史，盼設想未來城市發展，這不是單純的人文歷史
考察，而是透過在地特色、了解未來。 

• 市府研考會表示，「台中學國際研討會」將邀請邀
請德國魯爾博物館建館館長Dr.Ulrich Borsdorf、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李弘祺、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所長劉益昌等多名專家主講，並將規劃「故事台
中．走找楊逵」、「找台中．品台灣」等5條路線
導覽，藉由巡禮帶領民眾感受台中。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WJLSIBCZk&
authuser=0 























「鄉土」兩字，狹義指對 
某人特別有感情的故鄉。 
擴大解釋為「某特定社群 
所認同及其內心所嚮往的 
土地、環境空間及其所孕 
育的文化歷史等」。 
鄉土屬於個人主觀認知層 
面，異鄉人也可以把某他 
鄉的襲產，認為是鄉土襲 
產，並給予關心、疼惜與 
保護，只要具有文化認同 
的基礎。 



鄉土色彩的台灣文化 

• 攜手「完成我們的未完事業--
建立富於臺灣色彩的臺灣文化
以躋入世界文化之林。」反映
現實、關心人生、追求理想，
特別注重鄉土色彩、民眾生活
的微觀觀點，兼具受到全球化
環境變遷、社會多元、產業轉
型等影響的宏觀觀點。特別是
社會底層庶民生活的無奈與奮
鬥，在資本主義、消費主義、
拜金主義等潮流下，不當政商
關係污染環境、剝削勞工與哄
抬物價，以及大地人民反撲、
公民社會倡議等社會狀況。 

 



襲產 (heritage，或譯為遺 
產、文化資產)是我們承 
襲自先民後，經過時代與 
環境調適之後，再傳承給 
後代的資產。分為古蹟等 
物質、有形的襲產與傳統 
音樂等非物質、無形的襲 
產兩大類。分自然襲產、 
文化襲產與雙重襲產三種 



襲產三要素 2-2 

1.珍貴的物質(treasured 
materials):古蹟、歷史建
築物、老街、聚落、古物、
遺址、地景等。 

2. 傳統(tradition):民俗、
節慶、習俗、信仰、傳說、
生活方式、技藝師傅、祭
典巫師等。 

3.價值觀(value):個人價值
觀或社區、社會的價值體
系。 

 



麻文旦精神=謙虛+團結+十全十美 

• 每顆分為十房表示十
全十美 

• 外包果皮表示團結就
是力量 

• 中空表示虛心謙虛好
學不倦 

• 上小下大可比不倒翁
長青樹 



 超經濟價值 

安定心理層面 

  經濟價格 

 提升心靈層面 

間接生產層面 

直接生產層面 

祖先榮譽與崇拜價值 

感情回憶價值 

激勵靈感價值 

科學價值 

教育價值 

觀光產業價格 

財務交易價格 

遊憩價值 

愛鄉愛國情操價值 

 
 
   

襲產多樣性價值：襲產價值序列 2/2 
 



休閒觀光已是世界， 
尤其是鄉村地區推動 
經濟發展的主要選項， 
作為鄉村旅遊產業核心 
資源的鄉土襲產，逐漸 
被各界所重視。假如在 
推動所謂的六級產業的 
體驗經濟之前，先具備 
新的觀點與價值，再來 
研擬新的發展願景，相 
信一定能夠水到渠成， 
事半功倍。 



地景型態 

觀光型態 

襲產地型態 探訪 
歷史 
主題 
公園 

探訪 
歷史 
建物 
皇宮 
工廠 

參觀
建築
探訪
殖民
地 

參觀 
建築 
探訪 
殖民 
地 

探訪 
縣級 
官舍 
城堡 

探訪 
國家 
級風 
景區 
公園 

           襲產序列：重疊概念圖(修正) 
(The heritage spectrum: an overlapping concept, after 2003) 

襲產地景 

文化 自然 鄉野 城市或建物 

保護的 城市文化的 

襲產觀光 

文化觀光 

城市觀光 生態觀光 

人工的 歷史的 原始的 

資料來源：Timothy & Boyd,2003,Heritage Tourism, pp.9, Prentice 
Hall. 



地方概念與麻豆學 
• 老社區新機會：用在地文化，擦亮故鄉招牌 _ 
甘樂文創 

• 聽到「青年回鄉」，你會想到什麼？  
• 回故鄉耕作當小農？在網路上賣自家的農產品？
在老街開店？開觀光農場？辦生態旅遊？  

• 就有這麼一個人，賣的不是有機農作、文創小
物，而是一整個故鄉。 

• 之前，他專注於經營肥皂工廠。現在，他要開
始經營「三峽」。 

• 沒有根的文創，就像只開一夜的曇花。 

http://www.thecan.com.tw/
http://www.thecan.com.tw/


地方概念與麻豆學 
• 除了小草書屋，林峻丞還成立了「三角湧文旅日興會社」，串連在地

夥伴，設計一系列文化體驗小旅行，帶領遊客探索在地信仰與工藝文
化，平台發展出「分享10%」的回饋機制，旅行消費90%的利潤歸店家、
10%則成為社區發展的公益基金，繼續為弱勢孩童、產業創新發展、
土地環境教育等議題努力 

• 這種「用過去滋養未來」的創新模式，讓旅行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 最重要的，是林峻丞用自己的堅持、明確的目標、和堅強的意志力，
用八年的努力，證明了「社區營造」真的可以成為一種「生意」。  

• 這個「生意」，不只是賺錢，還包括了紮下更深的根、啟動對未來更
無限的可能，一種真正能讓故鄉文化產業「生生不息」「生意盎然」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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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首大通識講座USR 
麻豆學平埔族群專題 

 • 10/2週一下午1:00-3:00黃服賜「大學社會
責任與地方學：以台首大麻豆學為例」 

• 10/26週四下午1:00-3:00簡史朗「拍瀑拉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南屯猫霧捒社為例」 

• 11/23週四下午1:00-3:00梁茂隆「西拉雅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麻豆社為例」 

• 12/28週四下午1:00-3:00段洪坤「西拉雅
族調查方法與成果：以東山吉貝耍部落為
例」 











段洪坤「西拉雅族調查方法與成果：
以東山吉貝耍部落為例」 

• 段洪坤（Alak Akatuang），西拉雅族吉貝耍部落人，
西拉雅族群運動及文化工作者，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現任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理事長、平埔原住
民族文化學會秘書長、台南市文獻委員、原民會平埔事
務推動小組委員兼副召集人。 

• 著有《阿立祖信仰研究》、《台南基督教研究》、《國
定民俗：東山吉貝耍夜祭》、《吉貝耍老照片集1-2》、
《西拉雅遺珠》、《吉貝耍西拉雅族神話傳說故事集》、
《渡海》、《阿瑪阿立的兒子大加弄》等書。 

• 我們正名運動中一直強調族群主體性，我們有族名(西
拉雅族)，平埔族一直是被錯誤運用認知，就好像阿美
族我們不會叫他高山族一樣的道理！ 
 



個案介紹 

• 台南台首大/來去麻豆 文旦文化節 麻豆港
文化園區 總爺藝文中心 柚花藝術節 

• 苗栗育達/鄭漢紀念碑重見天日造橋觀光節 

• 新北德霖/土城桐花節 社區休閒服務計畫 

• 桃園開南/坑子溪行動聯盟 

• 臺中社大/南湖、大坑社大-兩河論壇/文山
社大-大肚王國與自然公園 

• 台南成大/走讀社區 RPG 文史闖關  



個案介紹：台南台首大 

• 2001麻豆文化觀光導覽手冊 

• 2015麻豆解說員培訓活動 

• 2016麻豆文教聯誼會 

• 2016柚花藝術節 

• 2017柚花藝術節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上個禮拜天（9月10日）以麻豆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的身
份，協助策劃油車林家宅園「柚仔腳雅集」之事，誠為
麻豆國際在地化美學體驗之濫殤，當可續辦，精益求精，
將成為麻豆其他宅園學習的榜樣，宅園文化與藝陣文化
的復興，當為麻豆永續發展的一盞明燈。 

• 麻豆文史工作室自1996年成立至今，均以協助推動麻豆
朝向「文化觀光大學城」為工作目標，2001年串連碗粿、
景點、寺廟、文旦園、瓜子店等31個單位，集資65萬元，
發行「來去麻豆--麻豆文化觀光導覽手冊」二萬本，達
到文化觀光產業化的階段成效。 

• 2016年再度發起成立麻豆文教聯誼會，串連各界資源，
包含協助策劃柚花藝術節整月十多項活動，納入文化局
文宣系統，達到文化行銷的效果。 









20170910麻豆林宅「柚仔腳雅集--宅園文化體驗」 
主人林致忠親自解說修復老屋心路歷程與宅園文化 



20170910麻豆林宅「柚仔腳雅集--宅園文化體驗」 
顏聖哲老師餽贈「澄懷觀道」墨寶給策劃人黃服賜 



https://www.facebook.com/guowenw1/videos/2060147700880294/ 

20170910麻豆林宅「柚仔腳雅集--宅園文化體驗」 
臺南市清音社天子門生吳國文等老師盡情地演出 



20170910麻豆林宅「柚仔腳雅集--宅園文化體驗」 
慶安宮集英社太平清歌團郭武驥團長等盡情地演出 



20170910麻豆林宅「柚仔腳雅集--宅園文化體驗」 
群英社碩果僅存唯二的陳敏正老師盡情地演出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上個禮拜天（9月10日）以麻豆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的身
份，協助策劃油車林家宅園「柚仔腳雅集」之事，誠為
麻豆國際在地化美學體驗之濫殤，當可續辦，精益求精，
將成為麻豆其他宅園學習的榜樣，宅園文化與藝陣文化
的復興，當為麻豆永續發展的一盞明燈。 

• 麻豆文史工作室自1996年成立至今，均以協助推動麻豆
朝向「文化觀光大學城」為工作目標，2001年串連碗粿、
景點、寺廟、文旦園、瓜子店等31個單位，集資65萬元，
發行「來去麻豆--麻豆文化觀光導覽手冊」二萬本，達
到文化觀光產業化的階段成效。 

• 2016年再度發起成立麻豆文教聯誼會，串連各界資源，
包含協助策劃柚花藝術節整月十多項活動，納入文化局
文宣系統，達到文化行銷的效果。 



跟著故事趣旅行 

• /來去麻豆--麻豆文化
觀光導覽手冊 

•  /2001麻豆文史工作
室發行 致遠觀光休閒
系創意  

•  /編輯總監 黃服賜 
主編王素真  撰稿王
素真 李玲容 王秋華 

•  /大眾募資33店家寺
廟 62.4萬元 印製2萬
本 分回助印者發送 







四大觀光區10條半日遊路線  

• /代天府 致遠 (台首
大) 

• /北極殿 總爺糖廠 

• /護濟宮 麥當勞 

• /池王府 鱷魚王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上個禮拜天（9月10日）以麻豆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的身
份，協助策劃油車林家宅園「柚仔腳雅集」之事，誠為
麻豆國際在地化美學體驗之濫殤，當可續辦，精益求精，
將成為麻豆其他宅園學習的榜樣，宅園文化與藝陣文化
的復興，當為麻豆永續發展的一盞明燈。 

• 麻豆文史工作室自1996年成立至今，均以協助推動麻豆
朝向「文化觀光大學城」為工作目標，2001年串連碗粿、
景點、寺廟、文旦園、瓜子店等31個單位，集資65萬元，
發行「來去麻豆--麻豆文化觀光導覽手冊」二萬本，達
到文化觀光產業化的階段成效。 

• 2016年再度發起成立麻豆文教聯誼會，串連各界資源，
包含協助策劃柚花藝術節整月十多項活動，納入文化局
文宣系統，達到文化行銷的效果。 













20151226麻豆解說員培訓南方米造DIY1 



2016麻豆柚花藝術節 













105柚花藝術節台首大承辦麻豆絃之柚弦 駛犁仔歌20160306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今（2017）年7月24日更召開「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麻
豆永續發展座談會」，引介護濟宮迎暗藝、油車林家宅
園新亮點，並邀成大中文系列席指導，後續將策劃麻豆
一日至多日旅遊的套裝行程，準備未來柚花藝術節、文
旦文化產業節與元宵文化觀光節等三大節慶，吸引外地
遊客前來深入参訪體驗麻豆風情，手創DIY體驗，採購
農特產與文創伴手禮，讓麻豆落實美學體驗小鎮的永續
發展目標。 

• 因此，護濟宮與三合院文旦宅園等文化空間的永續經營，
柚花、蔗染、包裝袋、紙漿、木刻、皮雕、剪黏、陶玻
畫等手創DIY體驗，至為重要與關鍵，必需要有兼具理
論與實務兩方面的人才，進行長期整體深入紮實研調、
策劃與推動，始能有所作為。 
 



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動 
麻豆永續發展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麻豆區林振祿區長 
台灣首府大學校長 

兼麻豆文教聯誼會總召集人許光華博士 
共同主持 



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動麻豆永續發展 
座談會議程 

• 專題演講主題： 

• 「鄉土襲產與鄉村旅遊：新觀點、新價值、新
願景」黃服賜博士(麻豆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麻豆文教聯誼會發起創辦人) 

• 座談會討論內容： 

• 發展瓶頸、未來方向、合作方式等課題 

• 麻豆小吃(感謝麻豆戲院錡老闆安排與招待) 

• 電影欣賞(蜘蛛人；猩球崛起3；敦克爾克大行動。
三選一） 



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動麻豆永續發展 
座談會議程 

• 座談會討論內容： 
• 發展瓶頸 /人口老化 學生遽減 消費萎縮 發
展信心有待恢復 人文素養有待提升 社團資源
有待充實 發展方向急需共識 

• 未來方向 /農業 工業 商業 服務業  
• 合作方式 /建立共識 跨域串聯 專案輔導 人
才培訓 開拓客源 

• 專案輔導 /民俗節慶 藝術饗宴深度解說 手作
體驗 套裝行程 住宿採購  

• 其他課題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麻豆的現在 
• /引言人陳威任老師 

• 文旦、白柚、酪梨、
瓜子等農特產 

• 麻豆交流道工業區 

• 麻豆老街商圈 

 

• 真理與台首大 

• 總爺藝文中心 

• 轉運中心等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1. 內部優勢： 

• 交通區位 

• 文教風氣 

• 藝陣文化 

• 消費水準 

• 待人親切等 

 

• 2. 內部劣勢： 

• 災害潛勢 

• 環境污染 

• 人才外流 

• 社團分立 

• 方向未定等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3. 外在機會： 
• 自然保健樂齡社會 

• 1/3休閒時代 

• 體驗經濟時代 

• 社區總體營造3.0版 

• 社會福利社區化等 

 

 

 

• 4. 外在危脅： 
• 全球氣候變遷 

• 外地文旦質量提升 

• 都市發展核心化邊緣化 

• 政府資源減少分配不均 

• 大學生源減少校際競爭招生困
難等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麻豆的未來 
• /引言人黃服賜 

• /與談人 

• 林朝成教授 

• 鍾秀琴主任 

• 陳培麗教授 

• 1. 未來願景： 

• 生活首區、慢活逆齡、養
生聖地等 

• 2. 發展構想： 

• 文資保存、文創產業、文
化觀光等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3. 未來決定現在的行
動： 

• 樂齡推展轉型社會企業
試辦 

• 市府推展有機文旦實驗
園區 

• 民間社團推展魚菜共生
系統 

• 民間環保巡邏監測志工
服務 

• 商圈推展文化觀光套裝
旅遊產業 
 

• 博物館美術館畫家紀念畫 
• 室家族主題導覽解說服務 
• 定點定時導覽解說服務 
• 導覽解說服務人員培訓實務操

作課程 

 



「麻豆的未來與希望：未來決定現
在的行動」座談會 

• 3. 未來決定現在的行動： 

• 麻豆永續發展工作坊論壇講
座讀書會 

• 大學推展参與社區營造抵學
分制度等 

• 年輕 人創業能量 

 

• 騎樓整平徒步區 

• 分局外遷改建休閒空間設施 

• 曾文溪總爺古港觀光休閒帶 

• 提升轉運站觀光引導功能 

• 公共參與決策 



 
文藝復興麻豆的想法與做法：從戰

略到戰術 
 • 1. 視野觀點：文化根基深

厚，讓麻豆人驕傲，讓麻
豆古鎮市街鄉村偉大，更
讓麻豆子孫世代永續發展。 

 

• 2. 核心價值：文化加值
(惠中文創等)。文化等同
產業(柚花藝術節文旦節文
旦研究博物館有機文旦村
等)。族群融合(新住民等)。
非遺薪傳(太平歌十二婆姐
宋江陣金獅陣巨龍陣弄車
鼓等)。 

• 3. 未來願景：套裝旅遊
(全輪等旅行社)。住宿中
心(真理台首大王子汽旅
等)。廟宇藝閣與宅園文化
體驗。 

 



 
文藝復興麻豆的想法與做法：從戰

略到戰術 
 • 4. 發展構想： 

• 先有骨架：行政運作總召
團、顧問團、召集人。各
總召單位設立聯繫窗口及
空間。 

• 再添肉：系列活動策劃執
行。從文藝復興、教育系
統到文旅產業復甦。建置
文藝展演空間系統並安排
志工進駐服務。 

 

• 腦神經系統：知識培力。
智慧增長。美學體驗經濟。

讀書會。樂齡學習示

範中心。社大。大學在職
專班。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以麻豆文史工作室負責人身份與成大中文系共
同指導成大學生麻豆組，持續兩學年以來，合
作伙伴已從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安業國
小、文正國小到麻豆國中，並擴及曾文農工，
已經打下良好的基礎。 

• 新學年若能持續在上述架構下進行，當有助力。
若能進一步提升到麻豆文教聯誼會的層次，串
連台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麻豆校區兩所大學
的教學資源，當更有創新的機會。 
 



2016與成大合作向下紮根 

串聯台南市樂齡教學示範中心 
文正國小與麻豆國中教學資源 
辦理麻豆故事與文史闖關 



成大學生體驗深井提水 1.M 

2016.4.9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2016.4.9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成大中文系柚見青春講故事 1.M 

2016.4.9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2016.5.14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2016.5.14李秋自老師金山岩涼亭解說 

20106.5.14陳威任李秋自解說後班走番反 



2016.5.14成大學生回到過去講故事 2016.5.14曾文社大學員消失的聚落與教會大學 

2016.5.14麻文觀領團員感恩圖報思鄉情怯 

2016.5.14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2016.5.14曾文社大曾文溪同學會、成大服務學習學分暨台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文旅學堂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但若該系，反其道而行，改為自行運作，重起爐灶，恐
因無適當窗口作平台，除重覆個別打擾在地人士之外，
物品保管有所顧慮，参訪效果因而大打折扣，亦非不可
能。 

• 假如是成大中文系自己找到在地更適當的窗口作為平台，
代為協同進行整體計畫之規劃與實施方案之策劃，能讓
更多麻豆在地的景點與團體加入，提供更豐富的資源，
早日達成目標，這是好事，當有海納百川，成人之美的
雅量。 

• 若無，只是學校教學計畫，因屬短期操作個案，學校單
純論述，恐難有所作為，甚或模糊焦點，耗盡心力，終
因錯置資源，定位不清而延誤麻豆發展的時機。 
 
 



從在地出發 
麻豆整體發展之我見 

• 目前教育部要求各地大學要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USR)」，台灣首府大學、真理大學麻豆校區也正
規劃推動麻豆學，分別以平埔西拉雅族群文化、荷
蘭時期教會大學及花園為主題，積極進行中。寄望
麻豆文教聯誼會成員，尤其是大學、高中職校主事
者，能夠與協會代表之總召與顧問群們合作，當能
伴演更主動的角色與功能，與政府共同推動麻豆的
永續發展。 

• 有關成大中文系「助理」私下要求個別参訪麻豆景
點並納入日後麻豆套裝行程之事，敬請以麻豆在地
出發整體發展的觀點，重新審慎考慮！ 
 
 







觀點轉型 

• 時代在改變，環境也在改變，我們對賴以為生的
環境所抱持的觀點，也隨著有所調整。 

1. 從經濟工程觀點到文化生態觀點：小小確幸 
2. 從一代耗盡觀點到世代享用觀點：知感報恩 
3. 從人類至上觀點到生物平等觀點：環環相扣 
4. 從政府官員觀點到在地居民觀點：公僕頭家 
5. 從自私害他觀點到正義利他觀點：大愛大乘 
6. 從物質消耗觀點到精神傳承觀點：世襲遺產 

 



價值觀轉型 

• 隨著人類文明的躍進，飽嘗文明惡果之後，人類
的價值觀與價值體系逐漸在修正。 

1. 從有形物品價格到無形感情價值：軟硬情境 
2. 從短期個體效益到長期群體價值：宏微兼具 
3. 從社會菁英價值到常民生活價值：納稅人錢 
4. 從人為進步價值到回歸自然價值：天人合一 
5. 從機器消費價格到手工體驗價值：參與認同 
6. 從傳統產業薄利到文創設計加值：美學經濟 

 



願景轉型 

隨著產業型態、政治開放與社會環境的變遷，願景
的發想與實踐，也大幅度轉型。 

1. 從被動分配願景到主動爭取願景：體制內外 

2. 從上下溝通願景到平行對話願景：態度過程 

3. 從個體分工願景到整體合作願景：跨域整合 

4. 從墨守常規願景到突破創新願景：淘汰生存 

5. 從眼低手低願景到眼高手高願景：培力賦權 

6. 從原始發想願景到實踐理想願景：理想毅力 

 



在地行動理念 

• 1. 發現家園之美：懷著謝恩的心，遇到逆
境善意義解，發現家園之美。蘆竹是桃園
市內唯一山海之交的行政區，即使冬天東
北季風大，也是特色之一。山海與山林交
錯，處處是美景，在地美學的體驗，正是
畫家、詩人、作家等藝術創意的泉源。 

• 情繫山河愛戀緣，坐擁山海交錯利，共譜
農家歡樂曲。 

• 現代版桃花源，就在蘆竹。 

 



在地行動理念 

• 2. 尋找先民足跡：滿著知恩的心，吃水果
要先拜樹頭，尋找先民足跡。先民翻山越
嶺開墾大古山與坑子溪溪埔地。具有血緣
者眾，至少各個姓氏祖先，當年篳路藍縷，
建立革命感情，重現農村純樸人性，值得
探討與深思，進而互相鼓勵與扶持。 

• 緬懷祖先墾荒緣，疼惜厝邊相挺義，發揮
鄉土保育愛。 

• 我們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 

 



在地行動理念 

• 3. 打拚觀光城鄉：懷著報恩的心，先共同
想法再分頭去作，打拚觀光城鄉。透過讀
書會，澄清觀點，確立價值並發想願景，
掌握各自特色、功能與目標。鼓勵年輕創
業，譬如邱家茶坊簡餐、陳文福休閒農場、
李全鈞烘焙咖啡、賴家休閒體驗農場與金
地咖啡等。發展有機農業，打造品牌，保
持土壤乾淨，吃得安心，買回家或宅配。 

• 立足北臺灣，胸懷東亞圈，放眼全世界。 
• 從太空關照地球，從未來策劃現在，從自
然體驗美學。 
 



在地行動實踐 

• 1.連結旅行公社：捷運即將通車，初期恐
人滿為患。本區人力不足，經驗不夠，若
能及早說服現有在地人經營的旅行社，回
到社區耕耘，或是店家共同集資，新設在
地型態的旅行社，透過全台旅行社行銷網
路，選擇顧客上門休閒度假，透過主動篩
選顧客，建立顧客管理機制。 



在地行動實踐 

• 2.培養解說人才：所謂的「一個地方美不
美，全靠導遊一張嘴」，以旅行社規格與
薪資，結合學院型大學與社區型大學等教
學資源，開辦農村休閒專業養成班，培訓
專職導覽解說人員，提升土地文化與歷史
調查人才，培養或聘請遊程規劃專業人才，
設計具有鄉土襲產特色的套裝旅遊行程。 



在地行動實踐 

• 3.建立接駁車網：善用既有各自九人座廂
型車，有計畫籌備經費，逐步添購並組成
九人座車隊，購置20人座中型巴士，爭取
市公車路線延伸，行駛套裝旅遊路線，提
供免費解說巴士服務，規劃優惠套裝旅遊
行程。所謂掌握顧客來源，就是掌握購買
力。以消費所得盈餘，支應車輛油料人事
等開支。 



在地行動實踐 

• 4.建構永續鄉村：參考花蓮樸門永續鄉村
學校範例，依據蘆竹自然生態環境與個人
特殊需求，建構桃園或蘆竹永續鄉村學校。
以友善、無毒、自然農法，種植蔬果，採
總體規劃、分類配搭的創意，循序漸進，
朝向有機農業方向邁進。以自己要吃的良
心，提供適質、適價、適量的蔬果，建立
坑子溪與大古山蔬果品牌。 



在地行動實踐 

• 5.回饋在地社區：透過在地旅行社的行銷，
專業的導覽解說服務，帶動全面產業發展，
讓人潮變成錢潮，利潤回補協會與旅行社
營運基金，建立回饋社區機制，用於社區
文化教育與衛生福利，補貼年輕人返鄉創
業，開辦創意生活店家，幫助弱勢家庭，
讓銀髮族前輩，安養終年，邁向社會福利
社區化目標。 







2011.1.22.坑子溪願景課程結訓成果報告及行動聯盟成立過程 











 
麻豆已經屬於我所有 
李清杉老師的遺言 

 • 轉眼間，李清杉老師離
開我們20年了。 

• 李老師不幸在1998年8月
24日（農曆7月22日）往
生，在前一年的5月4日
文藝節，李老師與陶藝
家李世逸老師、書法家
楊文魁老師在麻豆代天
府文物館，共同舉行
「麻豆藝術家三人展」。
這是麻豆文史工作室
1996年7月17日成立後首
次對外大型的展覽活動。 



 
麻豆已經屬於我所有 
李清杉老師的遺言 

 • 為了幫助活動內容的充
實，仍在麻豆培文國小
教美術、身兼南瀛登山
隊會長的李老師，重新
跑遍麻豆，選擇年代較
久的古厝宅院、大小寺
廟及尚能保存早期風貌
的景物作畫，完成80幅
素描。特別將其中60幅
素描讓收藏群認購，並
將收入來出版「柚城尋
舊素描集」，讓該畫集
的出版意義更深遠。 



 
麻豆已經屬於我所有 
李清杉老師的遺言 

 • 李老師在自序中舒發內心
的感受：「幾年來，我漫
遊在麻豆鎮二十九里間，
所面對的一磚一瓦、一草
一木、一土一礫，全不屬
於我。但是當我完成本畫
集的素描之後，瞬間彷佛
麻豆已經屬於我所有，我
比任何人更為富有。」 

• 不幸的，李老師在出版的
隔一年，就因積勞成疾，
與世長辭，到另外一個世
界去了！ 



 
麻豆已經屬於我所有 
李清杉老師的遺言 

 • 時隔二十年，緬懷先
師，支持關愛之情，
難以忘懷。神采飛揚
之景，歷歷在目。 

• 回想起來，這段非常
感性的話，似乎是李
老師的遺言，也是鼓
舞著麻豆文史工作室
邁進第三個十年的動
力與使命感！ 



 
USR計畫四大核心目標 

 
• 針對在地發展及產業需求議題進行盤點，研提
可行實踐方案，提升在地價值。 

• 協助在地中小學進行教學翻轉，以培育學生
「做中學」的解決問題能力。 

• 發掘及解決在地議題，運用所學去創造產業的
價值，增加學生對地區之認同感並創造價值。 

• 實地探尋及建構區域發展特色，培育產業實務
人才，促進區域連結就業，提升在地就業率。 





推展在地文化旅遊可能途徑 

•結合文史、文資、文創
推展文旅，深度體驗鄉
土文化 
 



社區觀光產業推展之可能途徑 

• 結合文史、文資、文
創推展文觀，深度體
驗鄉土文化。 

• 1、文史調查 

• 盧嘉興、吳新榮、詹評仁、
李秋自、林水相梁茂隆、
陳哲雄等 

• 2、文資活化 

• （1）物質：古巷、老街、
古厝、老建築等 

 

 

• （2）非物質：南管、
太平歌、車鼓陣等 

• 3、文創產業 

• 穿衣文化、飲食文化、
空間營造、藝術創作
（設計開發生活用品、
繪畫、音樂、舞蹈、文
學、雕刻、影音等）。 

• 鄭惠中布衣文創工作坊
輕鬆日常服去旅行 7.43M 

 



 
每日勉勵自己一句話 

 
• 越在地，越國際。
在地的極緻，就是
國際。文化的極緻，
就是古樸。藝術的
極緻，就是自然。
生活的極緻，就是
人性。 

• 輸人不輸陣，輸陣
壞看面。安居樂業，
成家立業。庄頭互
助，簡樸生活。 
 

• 找出曾文溪流域的
特色。清除毒素，
找出本性。改變想
法，重見光明。一
樣的過去灣裡溪，
不一樣的未來曾文
溪。 
 



全臺首學=文化觀光大學城=臺
灣發展的縮影=世界的中心 
• 麻豆邁向一個永續發展
的文化觀光大學城的關
鍵在於：政府與民間如
何共同營造一個友善、
誠實、乾淨的鄉村田園
景觀 

• 樹立一個品牌、形象、
認證的文旦產銷體制 

• 孕育一個身心靈合一、
優質文化的宗教觀光區 

• 創辦一個利益回饋社區、
社區居民參與的社區觀
光產業。 
 



全臺首學=文化觀光大學城=臺
灣發展的縮影=世界的中心 
• 鄕土，只有在被不斷的壓
迫，導致各地方生活環境、
文化獨特性即將消失下，
「鄕土」文化才會被強調。 

• 「從鄕土襲產出發，看到
全世界，也讓全世界看
見。」，是ㄧ條從在地化
出發，通往全球化的摸索
之路，也是非走不可的正
道。 



台灣首府大學 
鄉土的麻豆 世界的首府 

從麻豆鄉土襲產出發， 
活化柚城的價值、傳統與珍貴物質 
看到全世界，也讓全世界看見。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FB 黃服賜 

fshuang1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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