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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愛上，南花蓮        

特色社區生態人文導覽  

 

ㄧ、活動目的 

介紹花蓮之南--玉里與富里相關人文與歷史故事；透過導覽與手作體驗，

讓參與師生了解在地如何推展有機生態村，以及作為一個百年小鎮的玉

里，其變遷過程與社區特色推廣。此外，導覽說明也涵蓋玉里兩大公立醫

療院所培養身心障礙住民投入社區復健的歷程，以及與在地居民的互動歷

史。 

二、活動行程與內容 
活動時間：108.10.19 

時間 地點 活動說明 

07:30 啟程 人社院停車場出發 

09:30-10:30 富里羅山村 
泥火山地景戶外解說：介紹羅山有機村發展史、

泥火山地貌、蕨類植物 

10:30-12:30 

富里羅山村大

自然農家 

泥火山豆腐 DIY：含解說豆腐發展史，黃豆有機

種植，以及親自動手做豆腐：石磨磨豆，煮豆漿、

凝結、壓模、品嚐 

12:30-13:30 

富里鄉農會羅

山展售中心 
午餐與車程時間 

13:30-14:30 
玉里神社 

(西邊街) 
尋訪縣定古蹟-玉里神社，透過實地參訪，認識

百年大鎮的人文與歷史 

14:30-15:30 
稻鎮。熊讚 

稻田彩繪 
尋訪稻米故鄉-玉里鎮，透過稻田彩繪，認識稻

米生產的過程，並空拍大合照，為活動留影 

15:30-16:00 
橋頭美食與璞

石傳說 

說明小鎮開發史與橋頭美食緣起；透過璞石傳說

發掘玉里興衰 

16:00-16:30 
從居民角度看

精神照護機構 
針對參訪內容提供交流與問答，同時分享在地居

民與精神官能照護機構住民的互動現況 

16:30 珍重再見 搭車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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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羅山有機村解說員—馮心憲先生導覽羅山泥火山地形、特色植物，以及相關歷史。 

 
照片說明：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林家兄妹解說泥火山豆腐製作流程，以及教導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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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羅山大自然體驗農家—學生實際體會豆腐製作過程。 

 

 
照片說明：玉里鎮導覽員—陳世淵先生解說玉里神社歷史經歷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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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玉里鎮稻田彩繪—學生於田間實際了解社區特色經營。 

 

 
照片說明：玉里鎮導覽員—陳世淵先生解說玉里鎮社區歷史與發展特色。 

 

 

三、學生心得： 

第一次到羅山，深深的感受到每個階段的解說員都很專業，尤其是當我知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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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都是返鄉青年時，更加的感動，感動他們是"返鄉"青年，而非"反鄉"青年，

在我的家鄉，也同樣有一群人在做社區營造這件事，他們也成立了一個協會，一

步一步的重整我們的家鄉。很榮幸的我在暑假的時候可以認識他們，成為他們小

小的夥伴之一，從這群返鄉青年裡，看見他們眼裡對家鄉的了解及驕傲。今天的

社區參訪，我想我們只是最初步的功課:了解一個地方的生活型態和歷史脈絡。

做這樣的了解，才知道住在這裡的居民們擁有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了他們成為現

在的樣子，而做社區營造的我們可以做甚麼讓這個社區變得更好！ 

 

 

一到玉里就看到大片大片的田地，上午的導覽解說了很多當地的特色，在其中也

了解到這些稻田有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口所種植，這也值得我們去思考是否應該鼓

勵大眾回鄉發展農業。下午的導覽介紹了玉里神社，很可惜玉里神社並沒有被完

整保留下來，但也因為相關人士的努力剩下的遺址才能被保存，而彩繪稻田，可

以看出政府對於農村的經營轉向觀光農業。 

 

 

我覺得這一次參訪可以讓我更認識花蓮羅山村及玉里村的住戶、從事的農業活動

及地方的歷史。此外，在製作豆腐腦的過程也非常有趣。也是因為這一次活動，

我知道了發明豆腐的古人是劉安，還有日本人的神社的建設的特點還有它的歷史

背景。令人覺得可惜的是神社大部分的建築都被破壞，只能通過照片勉強看到當

時候的景貌。文化歷史的保留的確可讓後人可以看到時光長廊留下的痕跡。期待

下一次可以在參觀台灣在地文化的特色，讓我更認識這片充滿人情味、綠意盎然

的土地。 

 

 

時逢秋季也是室外活動正適合之時，遍佈滿山野及平地的金黃稻穗，無時無刻的

映在視網膜中，豆漿、豆腐的實際製作，讓較少接觸完全傳統製作的人，瞭解到

技藝傳承與味道差異的重要性，及當地的歷史及相關發展史，儘管這裡偏僻，卻

曾經輝煌，不過已是過去式，保留下來的當時美食與風景仍然在這裡，等待著哪

天能夠翻身成為世界之最。在相片及記憶中的美像，在腦海中載浮載沉，無論是

瀑布還是人造湖，還有一隻三腳貓，以及神社遺址、稻田熊讚，比較可惜的是導

遊所介紹的美食無法一一品嘗，期望今晚能夠有個好眠，在未來規劃旅行時，這

裡…玉里，我會在享受屬於那個自己的世界。 

 

 

這次的活動讓我看到了社區的一面，我覺得其中的黑熊稻田是最特別的，利用自

己的平凡發展別具一方的特色，據我所知，種稻的利益其實很低，而且通常要大

片種植，其中所投入的勞力其實很可觀，可是人口的老化以及都市的發展促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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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往都會移動，但其實我們的生活是無法沒有農業的支持，所以轉型變得更為

重要，因此慢慢的觀光型農業也成為農村的一項收入，我很喜歡農村的環境和互

動型態，總是能讓我忘卻一些煩惱，也希望可以的話，可以投入一些精力去協助，

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和我們過去的歷史足跡。 

 

 

這次到富里羅山社區以及玉里鎮參訪: 羅山瀑布、泥火山、豆腐、玉里神社、玉

里橋頭三寶。使用當地的資源、發展社區的特色、觀光體驗製作與了解當地歷史

脈絡，使社區能成功的發展，我認為與對資源的運用與文化認同、認識有很大的

幫助。 

 

 

今天的行程我覺得很好玩，讓我有機會能夠去探訪那些沒有去過的鄉鎮。像是今

天去的羅山鎮就是這樣，如果老師沒有帶我們出門，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這個地

方是哪裡。這次的探訪就是讓我能夠去理解這個鄉鎮的歷史脈絡，讓我能夠更了

解台灣的歷史，讓我能夠更加的貼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