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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記錄與討論作者參與的三個社區總體營造案。

第一案「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社區總體營造計劃　　以中山里七娘境為

例」，此案只執行 1年，留下三個重要的發現。一、成人禮由在家庭舉行變

成到七娘境的開隆宮拜拜。二、宗教團體的主導者已不是社區德高望重的長

者，而是虔誠外來的企業經營者。三、中山路天主堂的教友村消失。

第二案「臺南府城大街歷史再現計劃」，目前仍在經營中，雖未達到執

行之初成立「布的博物館」之初衷，但整理社區的史料、發行社區報、社區

日誌，收集社區老照片文字化成個人史或家族史，使社區民眾重新認識自己

社區，重視及美化社區環境。2016年臺南市政府提出新美街社區附近路面

鋪設及設計建築物立面之計劃。目前小巷內已出現許多商店，不再蕭條。

第三案「五條港歷史區域心點子計劃」，目前神農街已成著名老街，信

義街也鋪設路面，正興街也是人潮洶湧，五條港發展協會 12年來還在努力

中，社區報、地圖、導覽手冊等的發刊，使社區民眾正點滴學習自己社區的

歷史、個人史⋯⋯。現在已逐漸達成住人的舊街活博物館之目標。

筆者是臺南市少數歷史系、專門是臺灣史站在第一線執行社區總體營造

者。用歷史學的方法，收集社區資料、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試圖填補空白

的地方史（社區史）。營造的方法與建築系分野的營造空間不同，與文史工

作者的復古風潮，只要是舊東西就是好的也不同，設計系則是營造商圈的作

法不同。筆者以建構民眾史的觀點，記錄庶民的動態，彌補長期來政府在中

原主義下，刻意讓臺灣史空白，唯有民眾自知自己、自家社區的歷史，擁有

自己的驕傲，才會有自覺。筆者靜靜地關懷社區內的民眾，樸實無華的經營。

發行刊物即是記錄，也希望成民眾交換意見、討論的平臺，透過討論社區內

形成共識。目前工作指標是營造社區內人人的生活幸福度更滿足，民眾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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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自己對社區的權利、義務，希望能負起營造社區的責任。

關鍵字：社區總體營造、五條港、府城大街、五條港發展協會、府城大街

工作站、社區報、造街、家族史、展覽、社區音樂會、做 16歲、

七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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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對「社區總體營造」一詞的定義來自日文的「町づくり」，翻譯成

中文，文意為「造街」1。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是當時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申學庸於 1993年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提出「文化建設與

社會倫理的重建」為題的報告開始，在該報告中指出「社區與文化的重要性，

為生命共同體的論述拓展了視野⋯⋯」，這是這一名詞的首度被重視。21994

年申主委又提出「以文化建設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報告，在此報告中提出

「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施政方針。目標為再喚起「社區共同體」意識，經

由社區的自主能力，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

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工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

的整合」，及其他相關文化活動等。3

除了文建會外，其他各部門如內政部也訂立「全方位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實施方案」及「福利社區化」政策、環保署推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

經濟部執行「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和「形象商圈區域輔導計畫」、衛生署

開始「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經建會則推行「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等。4

無論是文建會提出的「社區共同體」、「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等

或是內政部的「福利社區化」政策，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

內政部的「全方位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及「福利社區化」政策，都

是配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而將政策下達於庶民的最基本生活圈　　社

1　筆者對於造街一詞，沿用延藤安弘的看法 :「造町不只重視硬體環境的改善，也將軟體領域，例如居民的健康、
福祉、教育、社區形成等放入視野中。同時考慮物質環境的改善及無形的生活品質的提升」，見翁徐得，宮崎

清編著，《「人心之華　　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與實例」》（南投 : 手工業研究所，1996年），頁 78。
至於「社區」的定義，還是接受人口和面積較少的地區。

2　黃煌雄等，《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1年），頁 8。

3　黃煌雄等，《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頁 9。

4　黃煌雄等，《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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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保署、經濟部、經建會及衛生署等的計畫及方案也與文建會的社區總

體營造計畫相呼應。

接著 1994年至 2000年，文建會也訂立了「社區文化活動發展」、「充

實鄉鎮展演設施」、「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輔

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等四項計畫。5

另外 2001年出版《大家來寫村史》一書，提及「發展臺灣全民參與社

區史寫作，建構的模式，並進一步尋求建立永遠的社區史工作機制」（此計

畫的實施期間是 1998年 4月 1日∼ 1999年 6月 30日）。6此書中將寫村史

的人設定是臺灣全民，而不是臺灣史研究者。

從前述的文建會「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

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工作」、「整理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

加上內政部的「全方位推展社區工作實施方案」等政策，環保署「生活環境

總體改造計畫」，經濟部「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

計畫」，經建會的「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等政策方針，解讀下來，社

區總體營造的工作範圍大致為：產業整理包裝、促銷，地區上文化空間的再

整理與利用，地區文化團體的再編成，重要公共建設的利用與整合，以及地

區商店與街貌的開發，社區內民眾的健康與公共衛生之配合等等。因此內容

包羅萬象，社區內環境的整理、人員的再組織，古蹟區的整建管理，商店街

區的風貌再造與人員再組，產業深度化，加上鼓勵民眾書寫社區史，等於鼓

勵民眾自己書寫家族、家園歷史，又有訓練之機制，可說是賦予民眾解釋自

己周邊環境之力量。上述文建會、內政部、環保署、經建會的計畫內容之下，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案件性質，分為多種，例如老街再造型（臺南市五條港

區）、災區重建型（屏東縣泰武鄉大武山烏拉魯茲社區），新社區的再造型

5　黃煌雄等，《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頁 10。

6　尤力‧阿冒等，《大家來寫村史》（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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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金華社區）、地區商店再發展型（臺南市中正商圈）等等。

為什麼會有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出現呢？當時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表

示： 

「政府自 1990年代初期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並推

動相關政策，其主要課題即在於處理 1960年代以來快速都市化對

臺灣新興城市與既有鄉村同時造成的城鄉集居問題。」7

但政策背後，臺灣的狀況，如陳志梧所說：

「在前述戰後四十年來，去除地方認同之冷白政治氣氛下，地

方記憶與歷史不斷的被刻意地抹殺、消音、改寫。島嶼處在歷史失

憶的同時，又驟然轉化為外銷加工的基地。在隨之而生的現代化意

識形態的支配下，開發的想像與飢渴變成了穿透一切城鄉空間營造

的狂野動力。在這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下，世界被簡化為現代 /窳

陋、開發 /落後、新 /舊⋯⋯等互斥對立的範疇，而且這些二分法

不只是對外在世界的分類而已，其中包含了特定賦予現代化優位

的價值判斷⋯⋯但是，臺灣社會中的這種「去歷史化」和「去社

區化」的現象也不全然這麼令人絕望。從最近日漸活躍的社區活

動⋯⋯。」8

簡言之，因戰後的臺灣「去歷史化」、「去社區化」之環境，才有

1990年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之開端。兩位陳氏對社區總體營造的原因不盡相

7　曾旭正，《臺灣的社區營造》（新店：遠足文化，2007年），頁 13。

8　陳志梧，〈動員記憶、創造城市　　社區歷史保存的初步題綱〉，《漢聲雜誌》，74期（1995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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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臺灣需要社區再造，這是共同的認識。就政治上而言，國民黨 1945年

接收臺灣，直接統治臺灣，1949年遷到臺灣，至 1993年已經過 45年，臺

灣脫離日本統治將近半世紀，此時蔣介石父子已死亡，1987年臺灣也解嚴。

1993年的政治領導者是李登輝，李生於臺灣，在臺灣受教育，先後到日本、

美國留學的農經體系官僚，而非來自大陸的國民黨官僚。他對於臺灣治理，

不同於蔣氏父子，在臺灣成長的李，對臺灣社區的影響力也較理解，認為統

治必須以臺灣為主體，而非藉臺灣反攻大陸的中原主義，由他往後與臺聯的

關係密切，也可以窺出端倪。

1998年「大家來寫村史」的活動，不同以往的歷史歸公部門書寫，而

推動庶民來寫村史，其實是推動臺灣民眾對自己周圍事物的認識，經過認

識，產生文化認同、傳統與習俗認同、社會認同等，不僅限於政治上的認同，

爾後對臺灣、自己身旁一切具有驕傲，對自己文化驕傲可以產生新的社區經

營之力。

筆者畢業於歷史系，碩士班、博士班都研究臺灣史，碩士論文及博士論

文也以臺灣史為主的研究。因此常有其他學門學者邀約，參與研究案，社區

總體營造也如此，受邀約參與地區之田野調查，收集、整理社區的基本資料，

試圖建構社區史。不知不覺參與社造，開始營造社區，而非自覺地參與，筆

者建立社區總體營造據點且駐點達 10年以上，因此筆者論點大都由歷史學

出發，且因長年的田野調查，習慣記錄事實的過程，記錄、分析、整理、評

論。這點和其他學門從事社區總體營造的學者不同。

筆者參與的社造，有三案，一、2001年 3月執行的「臺南市孔廟文化

園區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以中山里七娘境為例」；二、2002年 10 月「臺

南府城大街歷史再現計畫」；三、同年執行的「五條港歷史區域心點子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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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山里之調查

    中山里在 2002年行政區調整，與天中里、白金里合併為三民里，目

前是臺南市中西區內之一里。今三民里的位置如圖 1。

圖 1：中西區三民里 
圖片來源：本刊重繪

工作範圍畫定在民族路以南，湯德章公園以北，中山路以西，公園路以

東，俗稱七娘境的老社區內。先是主持人社區大學秘書林冠洲請筆者蒐集社

區的資料、研究區內歷史，為何請筆者參與，不得而知。

2001年 3月∼ 2002年 7月執行「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　　以中山里七娘境為例」的計畫，為何會執行此一計劃，可能與當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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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正在炒熱「成年禮　　做 16歲」有關。在這個計畫當中，有 3項較為

重要的發現如下：

一、成年禮的來源：1990年代，筆者自日本回臺後，發現多數人的做 16歲

　　成年禮（舊曆 7月 7日），已與筆者 16歲時在自家門口擺供品及

外婆送來的禮物拜拜形式不同，而轉往廟宇拜拜。開隆宮是臺南市接受

信徒委託做成年禮最多的廟宇，據聞張燦鍙市長時代委託臺南市政府觀

光局炒熱此風潮。所以筆者執行此計劃時，也遍尋成年禮和開隆宮史

料，企圖復原臺南成年禮的歷史源由，因為史料太少，只知道是做 16

歲與元服有關，其他只有在口述歷史中知道，因五條港區的苦力有做

16歲之習慣，做 16歲成年之後，工資加倍，過去府城內並無此習慣，

只有城外的五條港區做 16歲，戰後則是長男、長女才有此儀式，目前

則多數的 16歲少年會有成人禮，但都委託廟宇舉辦，不在自己家門口

舉辦。

二、宗教團體的改變：筆者的研究專長是臺灣宗教史，特別是廟宇的經營與

功能，在三民里中有許多老廟，當然是筆者感興趣的對象。訪問開隆宮

主委，主委的經歷令筆者吃驚，他非在地德高望重長者，反而讓筆者覺

得是成功企業經營者。與筆者未出國前對宮廟管理者的印象不同，當時

的印象是社區內出身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大家長，出錢出力管理廟

宇。而非社區外來的虔誠信徒者，願出錢、出力管理廟宇。此項結論，

與筆者在廣澤尊王廟宇調查中一致，讓筆者驚覺臺灣的宗教團體經營改

變。

三、中山路天主堂教友村：中山路天主堂有教友村大概很少人知道。因為筆

者的博論是清末臺灣基督教傳教史的研究，知道此堂（目前為財團法人

聖徒會天主教中山路天主堂）為 1860年代由西班牙道明會士所設。根

據道明會傳教的傳統，會士一定在教堂周圍設立教友村，買一大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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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友居住或耕種，所以中山路天主堂周圍是教友村，日本人開設中

山路時切開教友村為二，教堂對面的土地後來被賣，這些土地，是否包

含市場的土地，就無法求證。

此案子在太平境長老教會開幾次會，討論幾次，已故的戴德馨牧師提供

場地，奉茶老闆葉東泰先生則提供好幾桶茶，討論要出版社區報等，但是就

結案了！

在此區域中的「鶯料理」老建築的保存，吳園與公會堂的保存也是未

解決，另外臺南府城內最老基督教的教堂，中山路天主堂與太平境教會的調

查，皆未執行，令人十分遺憾。

參、經營府城大街工作站

2002年 10月參與第二案「臺南府城大街歷史再現計劃」，主持人黃建

龍是社區大學講師，執行此案當初之構想　　成立布的博物館。所謂府城大

街，簡言之現在民權路一部份，此街是從前荷據時代即有的道路，也是臺灣

島內第 1條道路，日治時期開設為民權路。戰後初期是「布行街」，即布匹

的中盤商皆集中此處。臺南幫企業家發跡於此，兩旁街屋佔地廣，屋身又長，

目前也是富豪街，許多大企業主的老家皆在此街。歷經時間的更迭，傳統產

業外移，紡織業也外移，布行街在 1990年已開始蕭條，為了使民權路風華

再現及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及赤嵌樓的經營等，開始經營此社區。此社區位置

大概在今日天后里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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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西區天后里位置
圖片來源：本刊重繪

工作範圍北到成功路，南到民族路，西到西門路，東到公園路的區塊內，

也是老社區。先在臺南市永福路 2段 227巷 19號租屋並設立辦公室，這間

老房子大概不到 20坪，建於日治時代，當時破損嚴重。

一、修老屋

老街區的營造，為了保存街景，修好老屋好像是宿命，先由古都基金

會執行長張玉璜規劃整理，拿下天花板，請當時還是建築系博士生的曾逸仁

及陳銘宏專業檢測，用鋼架補強木樑，拆除不必要的裝潢，重新粉刷，希望

成立一處適合社區交誼、講課、展覽的小型藝文空間，取名為府城大街工作

從歷史學的觀點執行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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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9

修屋之後，為了讓民眾知道老房子修繕後成果，而開放參觀，最初採不

定期開放，之後才定案每天開放 3小時，週一休館。大街工作站 2009年因

屋瓦再度崩塌，與房東無法協調修繕費用，因此在 2009年 3月搬遷到新美

街 152號，2010年 3月搬遷到神農街 70號至今。

執行此一計劃，筆者除了日常的維持工作之外，辦活動，邀請社區民眾

參加（如香包製作、健康講座、綠化講座等），還執行許多企劃，如下： 

二、年曆

共做了 3套年曆（2004　2006），2003年底開始規劃，2個月 1張，1

年共 6張，名為「大街的記憶」，副題是「粉茶桶，屐彩命」，名稱來自社

區內的傳統產業，做了田野調查，整理社區內的傳統產業，透過多次口述後

文字化，然後配合圖片出版。粉的部分，永福路上有家叫榮記的粉廠，歷史

悠久，先調查後口述，也寫了 1頁（7、8月），這家老店有迎寶頌（腰軸

使磨轉不息，微曉爐火糕蒸勤，吟詩品茗同好聚，更禮神祇祈歡愉，糯米、

蓬萊米、在來米多年以來養我體！），也有打油詩（挑擔待料宿店飴，漏夜

爐火供米急。榮記老 香四代，糕點傳承賴此勤）雖然店面靜靜地，但是店

中風味十足。

至於茶部分，是社區內老茶舖　　金德春，已有 130多年歷史，目前是

第五代林岳陽經營，因為筆者很喜歡老店的氛圍，跟第四代、五代都熟，又

常常請很會畫圖的父子畫畫，所以將林家來臺後的經營史，口述訪談簡單寫

了 1頁（9、10月）。

另外桶的部分，則記錄瑞泰桶行、隆興亞鉛店，瑞泰的蘇榮昌是第四代，

9　陳梅卿、王坤華，《府城大街工作日誌》（臺南：臺南市五條港發展協會、府城大街工作站，2011年），頁 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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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魅力，對筆者有求必應，筆者也為他做口述歷史，瑞泰鄰居的隆興是

目前臺南市少數的亞鉛桶店，只作二代，但也做了田野調查，成為 1頁（11、

12月）。

談及屐部分，則以振行木屐店為例，由於店主是筆者的親友，因此請郭

家執筆自家四代的歷史，最後稍稍修改即成為（1、2月）的 1頁。另外彩

之部分，因為民權路有許多佛具店，筆者調查得獎過的光彩繡莊，寫了 1頁

（3、4月）。命的部分因為永福路 2段 227巷的舊名叫算命巷，因此調查

巷內 3家擇日館（中正堂、啟明堂、魏締弼擇日館）的家族歷史，做成 1頁

（5、6月）。

2004年 12月，筆者又規劃第 2次的「大街的記憶」年曆，這次以社

區內的人物為主題，先以民權路上當時臺南市內最年長的執業律師方溪良

（1921年生）為主題，做了 1次口述訪談，也請信亨拍照，做成 1頁（1、

2月）。又請方律師和其工作伙伴吳秀珍互寫彼此之歷史，吳秀珍是代書，

是在地人，十分熟悉社區內之狀況，也很熱心。

其次是住在大天后宮前的名匠師陳壽彝（已故），也訪問了 1次又拍照，

請他的公子陳文欽自己寫稿，筆者稍做修改，做成 1頁（3、4月），另外

訪問昭玄堂燈籠香舖主人王瑲璘（已故），王寫字寫得很好，也對筆者也有

求必應，因此拍照，助理汶芳口述訪談做了 1頁（5、6月）。

又訪問位在西門路及民族路口有名的「金泉成雜糧行」老店，兩位王先

生是全年無休，雜糧行真的是雜，從菊花到豆類，應有盡有，請助理王坤華

去訪問兩位老人家，紀錄並做了 1頁（7、8月）。筆者也訪問生在新美街

的石雕家施弘毅，客氣的他曾得到 1998年薪傳獎，訪問、口述、拍照，也

拍了得獎作品達摩祖師，寫成了（9、10月）1頁。最後 1張則訪問 88歲的

老里長吳森緣（已故），除了訪談之外，並拍照，也拍了用紅紙包的四四方

方的招牌香，2005年年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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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2005年社區民眾也提供了許多 50年代、60年代的老照片，但是

連提供者都無法說明確切的拍攝時間與地點及其經緯，雖編排了第 3年年

曆，但仍無法像上兩年寫出社區小史，只是重現一些社區民眾口中的影像。

3年的年曆，簡言之，以民眾史的觀點，訪問，文字化社區中民眾的小史，

若無歷史系之訓練，可能不容易達成。 

三、社區報

大街工作站啟用之後即發行社區報，每期印 2,000本，名義上是季刊，

1年大約出版 3至 4本。前 10本是黃建龍編排，後來黃建龍出國，設計編

印就由陳信亨負責。筆者的責任是催稿，以及監督版面的調整和內容的正確

性。後來不知不覺，筆者成為主編，負責內容規劃、約稿。經費每期大概花

2萬元，前10期是臺南社大負責，後來古都基金會也支援，其他由筆者募款，

一共出了 22期，目前已停刊。

從再版的「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期內容中，知道創刊當時的內容設計

為社區人物訪談（三民里里長訪談）、社區事務（大天后宮與迎媽祖）、社

區故事（瑞泰桶店）、社區特色（太平境教會之管風琴），也有社區交流站

（社區），可惜 2、3、4、6號之社區報已從缺，無法知道內容之變化。10

從現存之 1期（2002年 10月）、5期（2003年 10月）、7期（2004

年 4月）、8期（2004年 8月）、9期（2005年 1月）、10期（2005年 5月）

之內容知道，前 10期大約沿襲第 1期格式，有社區故事（老店之介紹）、

社區水果（李文雄每期介紹一種不同社區之水果）、辦公室之工作報導（例

如 5期之〈木的記憶〉特展）不知何時？ 11社區交流站從缺！介紹社區內之

10　府城大街社區報編輯委員會，〈信文印舖　　三合里里長陳弘烈〉、張玉璜，〈府城常民文化的重要表徵　
　大天后宮和『迎媽祖』〉、蘇汶芳，〈小巷中的故事　　瑞泰桶店〉、戴馨德，〈管風琴故事〉，《府城

大街社區報》，第 1期（2002年 10月），頁 4、頁 5-6、頁 3-4、頁 9-10。

11　黃建龍，〈木的記憶特展側記〉，《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5期（2003年 10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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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則常常出現。

11期（2005年 8月）主題設定於新美老街，由 6位在地民眾（蘇榮

昌、鄭宇翔、王燈琨、林應龍、周明美、吳浚民）口述或書寫他們對社區

之回憶、12目前的狀態、未來的展望等，另外則是社區內應景的端午節包粽

子。1312期（2005年 12月）主題是鶯料理，共有 6篇文章討論，鶯料理位

於州廳（現國立臺灣文學館）附近的日本時期名餐廳，木建構建築，還有庭

園，此時破爛不堪，要不要列古蹟？要不要修理？討論已從 2002年延續到

2005年底尚未定案，因此討論之。14

13期（2006年 4月）則無主題，介紹辦公室及社區的活動為主，先是

2006年老照片年曆、社區老照片展，還有大天后宮媽祖像修復的報導。1514

期（2006年 7月）主題集中在民權路，發現數年之間，50年代聞名於南臺

灣的布行皆已吹熄燈號，代之而起的是髮廊，另外介紹了全美戲院。2006

年端午節前後，筆者與社區的婦女正迷上做香包，辦公室內到處都是香包的

材料。16

15∼ 16期（2006年 11月）是合訂版，主題在報導蘇榮昌的箍桶展，

蘇榮昌作品第 2次在大街工作站展出，共有 4期文章介紹。17另外尚有一文

12　蘇榮昌，〈老街〉、鄭宇翔，〈我的願望〉、王珵琨，〈我是新美街人〉、吳浚民，〈我家社區〉、林應龍，
〈新美街與我的願望〉、周明美，〈拓寬〉，《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1期（2005年 8月），頁 2、3、4、
5-6、9-10、10。

13　吳浚葆，〈端午傳粽香〉，《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1期（2005年 8月），頁 7-8。

14　傅朝卿，〈鶯料理　　府城應有古蹟指定之外更有智慧的保存策略〉、張玉璜，〈文化府城不可承受之輕？〉、
陳弘烈，〈里長談鶯料理〉、葉東泰，〈料理巷的媚眼〉、陳梅卿，〈「鶯料理」的省思〉，黃建龍，〈新

舊之間、拆與不拆之間〉，《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2期（2005年 12月），頁 2、6、 9、11、13-14。

15　陳梅卿，〈社區老照片年曆〉、陳梅卿，〈社區老照片展〉、曾吉連，〈大天后宮鎮殿媽祖金身修復始末〉，
《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3期（2006年 4月），頁 2、3、11-12。

16　陳梅卿，〈布行街 髮型設計街〉、吳俊誠，〈全美戲院將為每個人的夢工廠〉，陳梅卿，〈香包時節〉，《府
城大街社區報》，第 14期（2006年 7月），頁 2、5-6、11-12。

17　蘇榮昌，〈箍桶再展〉、林冠洲，〈老行業中的手工科學〉、林冠洲，〈桶樂會　　箍桶文化紙上導覽〉、
陳梅卿，〈第二次桶樂會有感〉，《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5-16期（2006年 11月），頁 2-3、4-7、8-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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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中秋節晚上邀請另 1個社區之老人家及日本朋友在辦公室後面小廣場聚

會情景。18

17期（2007年 5月）此期無主題，先請參加燈籠製作的小朋友寫感想

文。19另外，因為 5月時節正逢舊曆 3月 23日媽祖生日，大天后宮的金紙屑

幾乎飛遍了社區，因此請闞正宗寫下燒金紙之由來。20此期也開始討論社區

環境議題，例如筆者以康樂街的櫸樹為題，討論居民對於環保意識的認識及

其行動與其他居民間之衝突。2118期（2007年 9月），報導辦公室之工作內

容，舉辦「在地性福」活動，由在地的李盈德藥師舉行健康講座，介紹諸藥

品之用法（如胃藥），說明攝護腺之病狀及威而鋼之用法（輝瑞藥廠協辦，

提供餐點及威而鋼外型的藍色巧克力）。22

19期（2007年 11月）主題為社區綠化，由綠手指的趙英伶教導社區民

眾如何綠化，然後民眾書寫感想、民眾的心聲（蘇榮昌寫〈我家門口綠籬

笆〉，吳浚民寫〈家前的小空地〉）。23

20期（2008年 6月），此期的主題是「新嫁娘」，介紹辦公室內之老

照片展，於「四、展示」說明，此處略之。21期（2008年 12月）無主題，

僅是介紹在辦公室的工作內容，22期（2009年 6月）因為搬到新美街，因

此再度以新美街為主題，介紹兩間老店「福泉泰」鎖店、「寶興號」生活用

18　盧紀邦，〈中秋夜　　我們約在大街工作站〉、陳梅卿，〈千里共嬋娟〉，《府城大街社區報》，第15-16期（2006
年 11月），頁 17-19、15-16。 

19　陳亮圻，〈製作燈籠心得〉、陳玥妏，〈做燈籠〉、同曉珊，〈燈籠〉，《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7期（2007
年 5月），頁 2、3、4。

20　闞正宗，〈燒金紙所為何事〉，《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7期（2007年 5月），頁 8-9。 

21　陳梅卿，〈康樂街的櫸樹〉，《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7期（2007年 5月），頁 5。鄭李金娥在康樂街種櫸樹，
先遭一些民眾反對，十數年後，櫸樹成蔭，又遭文化局未告知挖走，經抗議後，運來小樹換大樹。再種樹後，

發現上面覆蓋建築廢料。鄭李金娥生氣在前，筆者則憤慨在後。

22　戴月皇，〈參加『在地性福』〉、陳文川，〈『在地性福』健康講座〉，《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18期（2007
年 9月），頁 1、2-3。

23　趙英伶，〈老街！老樹？〉、蘇榮昌，〈我家門口綠籬笆〉、吳浚民，〈家前的小空地〉，《府城大街社區報》，
第 19期（2007年 11月），頁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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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由筆者學生劉淑玲訪談、收集老照片，寫成家族史展版。24

社區報前後共發行 6年，前幾期都由專家執筆，慢慢邀請社區中民眾執

筆，越來越多人敢嘗試，客氣不敢執筆的由筆者或助理、學生訪談口述，文

字化後再讓本人過目。每期已趨向可以一主題，民眾來寫、交換意見。社區

報出版之後，在小範圍的社區內每期分發 300本，由筆者或助理逐戶分送，

最初民眾的反應是不屑，最後幾期則是道謝，事後發現民眾會認真閱讀。至

於社區外的民眾最初免費贈送，後來發現隨看隨丟，改收每本 10元工本費，

以杜絕浪費且傳達使用者付費之訊息。

四、展示

府城大街工作站成立之初，只先開放讓社區民眾或觀光客、香客參觀老

屋重修後再利用的狀況。2003年 8月起開始在館內舉辦展示，第 1個展示

是「木的記憶」，是社區內民眾蘇榮昌作品。此後，皆有定期展，只是非筆

者策展。2008年 3月 1日的「新嫁娘」特展，才由筆者策展。此展契機為

筆者送 2006年年曆給插花老師吳素安，吳老師突然在 1年之後對筆者說：

「從花藝史的角度來介紹舊照片上的新娘捧花及胸花！」。並且在花藝雜誌

《NIFA》23期登載。25場內除了擺設臺南地方新嫁娘嫁入夫家第 1天，擺

放床上的陪嫁品，例如雙人份的鞋子、漱洗用具、衣物、金飾、茶具等。另

外書寫十來片展版，展版上除了社區民眾提供的結婚老照片（最老是 1941

年）。筆者並逐一訪問照片主人（如顏秋琴等人），提供生涯史的資料，特

別是新婚時代，然後為每張照片寫小故事。

此次的策展充分發揮筆者歷史系畢業的特長，展場擺飾紀錄又展演結婚

24　劉淑玲，〈再尋『福泉泰』〉、劉淑玲，〈福泉泰號家族圖說〉、劉淑玲，〈走訪新美街〉、劉淑玲，〈寶
興號家族圖說〉、劉淑玲，〈再尋『福泉泰』〉，《府城大街社區報》，第 22期（2007年 11月），頁 1-2、
3-5、8-9。

25　目前找不到原書，無法放置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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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場面。另外根據老照片，亦以田野調查特長，紀錄這些老新人的生涯，

讓這些個人史、家庭史留下資料。至於新娘捧花及胸花的流行與變化，雖然

目前未見有人專門研究臺灣戰後花藝史，但認為有朝一日，花藝史亦會成社

會史研究的一環，筆者只是開個頭。

這次展出十分成功，照片中的人物常常自動來辦公室充當導覽，許多鄰

居來看，邊看邊說，有位說：「結婚時的簽名簿還保留著！」。好幾位鄰居

跟筆者說：「我家也有老照片⋯⋯」，一下子拉近辦公室與鄰居們的距離，

一場老照片展，不也是社區史的一部分嗎？

2009年春天，筆者博士班學生劉淑玲也為新美街的鄰居們策畫「新美

街的家族奮鬥史」一展，依然是收集、整理老照片，口述、訪談後文字化介

紹新美街福泉泰號陳氏家族、寶興號鄭氏家族、瑞泰桶店蘇氏家族。每個家

族的成員及親友都高高興興地來觀賞，然後指指點點介紹自家照片予親友。

筆者師生兩人的專業是臺灣史，所以可以較簡單收集資料，整理、口述，

然後文字化。但是兩個展示，對社區內民眾而言，是自己或家族成了書寫對

象，十分高興，拉近與辦公室的距離，民眾史點點滴滴地完成，似乎可完成

一小片段的社區史。

五、工作日誌

社區總體營造中，很重要的一環是工作紀錄，因此有工作日誌。工作據

點設立之初，十分匆忙，並未想到要紀錄，一直到專任助理王坤華參與之後，

才請他記錄，因此遲至 2003年 7月 1日才有紀錄，但在 8月離職之後，又

空了一段時間。2004年 6月 1日起，筆者才持續地記錄，到 2008年底皆有

記錄，先發表於部落格。

2009年積極準備出版，為了保持完整性，2008年部分先置放，沒想到

一拖再拖，2010年夏天，經過排版且 3次校正後，又請當時一起工作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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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們賜稿，如臺南社大秘書林冠洲、古都基金會執行長張玉璜、還有管理日

常事務的吳史瓊月及陳文川、做部落格的張宴菖等人，至 2011年 6月才發

刊。

持續記錄社區大事相當困難，必須有切入點，內文才會生動。一個要公

開的日誌既不能失真，也不能像寫學術論文一樣為了真相大刀闊斧，對筆者

而言是種考驗，也因為必須到成大工作，不能天天綁在工作室，不想失去紀

錄社區中任何貴重的一刻，也只能靠運氣，無法強求。這本社區日誌，筆者

以為是社造中最珍貴的資料，也認為完整地留下整個社區中人、事、物的紀

錄，是非常逼真的一手資料。

社區報出版到第 20期之際，筆者與社區大學理念不合，筆者與社區大

學多次協調無法取得共識，請社大退出經營團隊。府城大街工作站的經營，

此後由筆者和五條港發展協會共同經營。

筆者無建築系的學習經驗，也不懂設計，更談不上社區設計，最近閱讀

黃世輝與宮崎清合著《從日本看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與方法》大略知道

社造的理論、根據、方法。但回首檢視 2003年以來自己在府城大街工作站

工作內容，筆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設計者，規劃社區的民眾參與活動，雖

然是設計者，但其實走不出歷史學的觀點。

執行計劃，進入社區，為了理解現況，只能先收集文獻資料，清代的府

志幾乎不紀錄這樣地方性的資料，憑藉著只是一些私人的文集，不然即是日

治時代官方出版品、報紙、戰後的一些紀錄。然後是田野調查、口述歷史，

再文字化。這些工作都是為了理解社區，還有將空白的社區紀錄加色。理解

社區之後，才能瞭解社區特色，規劃社區的未來，透過訪問、記錄之流傳，

建立辦公室與民眾之信賴，也在各種活動中，讓民眾交流，慢慢地建立共識，

討論社區公共議題。

無論製作 3年年曆、社區報（22期）、展示、工作日誌，每一項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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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歷史學學養有關，沒有論文書寫、口述歷史、田野調查經驗的人，在

幾乎沒經費，沒助理，不是在地人的老社區狀態下是不能完成的。與文史工

作者的辦活動、導覽、造街不同，與修屋、整治空間（建築系的社造）也不

同。也與設計系出身的營造商圈型造街，促進商機不同。短期內出版許多社

區刊物的社造據點，在臺南市內少見，這是基於歷史學的學習中，必須記錄

一切人的活動，而來的動力吧 !

2016年 1月 26日，臺南市政府自己提出改造府城大街工作站工作範圍

內（天后里）的路面鋪設計畫、準備改造社區內街景。至於原先設立據點之

理念，成立布的博物館，還是遙遙無期，民族路、民權路、永福路巷內的民

眾漸漸地和辦公室接觸、清潔、美化環境部份已改善不少，但是布行街民權

路面上的民眾還是交流很少，不信賴辦公室的經營，送印刷品，連開門都警

戒⋯⋯。

肆、參與五條港發展協會

    筆者參加的第三案社區總體營造，即五條港區。五條港區指新港墘

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安海港等運河及其支流流經的地區，目前的

行政區位於臺南市中西區，包括協和、藥王、三合、協進、民權、安海、中

正、水仙、普濟等里。

社區工作的範圍大約北到成功路，西至臨安路、中華西路、金華路，南

到府前路，東止於西門路。26

26　盧紀邦，〈從生活環境博物館觀點與地區組織運作探討臺南市五條港歷史區域之再生　　以臺南市五條港發
展協會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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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五條港歷史區域圖
圖片來源：五條港發展協會製作

1624年荷蘭人佔領臺灣時，今日之臺南市西門路以西還是海，是臺江

內海，鄭成功入臺時，在臺灣島內的行政據點在今赤崁樓附近。1684年滿

清入臺時，五條港區是否陸浮，文獻上無法證明。只能在乾隆 6年（1741）

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上看見水仙宮及藥王廟的記載。27所以 1741

年時五條港區可能大部分陸浮了，至於被稱為五條港的運河是何時開闢，則

不清楚了。

1999年五條港區開始社區總體營造，至今已執行以下之計畫案。

27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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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五條港歷年執行計畫名稱

時間 計畫名稱

1999.04∼ 2000.07 臺南市神農街歷史再生空間工作計畫

2000.07∼ 2001.03 北勢里及其周遭區域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2002.09∼ 2003.08 五條港歷史區域心點子計畫

2003.07∼ 2004.12 五條港歷史區域地方文化館營造計畫

2004.01∼ 2005.03 五條港歷史區域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2007.01∼ 2007.12 臺南市五條港歷史區域地方文化館營造計畫

2008.01∼ 2008.06 府城舊城城西及其週邊區域文化資產環境計畫第一年計畫

2008.01∼ 2010.06 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2013.10∼ 2014.05 「燈燈相印，元宵采風」活動

2014.01∼ 2014.12 文化部「103年度村落文化發展補助計畫　　社區報製作與發行相關
計畫補助案」

2014.09∼ 2015.12 「邁向臺南舊城建城 300年的十年預備路」計畫

從表 1即可知 1999年至 2015年五條港發展協會所執行的計畫，也約略

可算出公部門在五條港區所投入的經費，當然住民與協會會員也作了相當的

努力。今日的神農街、海安路、康樂街一帶的人潮，也是五條港發展協會等

造街帶來的成果。此案的工作目標，簡言之，原先修整老街區，成立 1個住

人的活博物館。目前則調整或增加社區內民眾生活品質，是否個人的生活幸

福度增加。

執行團隊，由最初的文史工作室，2000年籌備發展協會，2003年 8月

成立五條港發展協會至今。協會首位理事長黃德成（2年 2任）、第 2任理

事長張國楠（2年 2任）、第 3任理事長邱貞貞（2年 2任），目前為第 4

任理事長陳世明。

一、第一階段

筆者自 2001年，初受邀約從事區域之調查，五條港發展協會成立後，

筆者始終是為 11位理事中之一。由於發展協會是合議制，設有總幹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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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3至 2010年左右，筆者的角色只在會議中決策、討論，一切日常事務

皆由總幹事執行。

筆者的角色除了利用歷史學的專業，社區研究先收集資料，依然如同府

城大街時同樣文獻史料很少，然後作社區調查。調查社區內宗教狀況與傳統

產業，也作幾大家族的調查（施姓、郭姓、許姓⋯⋯等）。在例會中又是以

歷史學方法和成員討論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一、五條港地區何時陸浮？當

地生長的協會成員，習慣將五條港的陸浮提前至 1700年左右。二、五條港

區的各大家族何時移民來臺？郭姓上溯 500年的族譜，筆者歷史學上的專業

只能拼湊前 4代、5代。三、16歲的成年禮的內容，到底是復古還是隨著時

間的改變而改變。在少少的史料當中，筆者還是以此與協會成員討論，尊重

事實及史料，不要作偽。

圖 4：2004年音樂會節目表
圖片來源：《五條港社區通訊》，51期（2004年），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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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發展協會自籌備階段即開始以團隊方式開始社造，自 2001年級

每年開始有（一）社區音樂會、（二）咱來做 16歲、（三）社區報刊行，

2003年則有（四）生活文化館之營造。

（一）社區音樂會

最初希望透過社區音樂會表達對社區內母親的敬意，因而舉行時間選在

每年母親節前後，在地的學校團體、社區團體參加表演，表演地點則在五條

港區內。

表 2：五條港社區音樂會舉行之地點與人數表

時間 地點 人數 備註

2001 神農街 不明

2002 海安路與神農街街口 不明

2003 海安路廣場（民族路至民權路段） 不明

2004 海安路廣場（民族、民權路段） 不明

2005 海安路廣場（民族、民權路間）及西邊車道 不明

2006 廣三廣場（中正路與康樂街交叉） 不明

2007 協進館 不明

2008 協進館 不明

2009 民權路與西門路口（西城之夜） 不明

2010 環河街（烏橋之夜） 472 包含工作人員及表演者

2011 環河街（烏橋之夜） 642 包含工作人員及表演者

2012 海安路（海安教會前） 469 包含工作人員及表演者

2013 海安路（海安教會前） 532 包含工作人員及表演者

資料來源：《五條港社區通訊》、邱貞貞提供，筆者收集

社區音樂會一共舉辦了 13次，第 14次（2014年）因故停辦。社區音

樂會最初數年參加表演的社區民眾人數較少，但觀賞民眾不少，臺上、臺下

互動較佳。場地則在五條港區內之廣場或道路上封街表演。2003年起即逐

漸有金城國中、協進國小等社區內學校音樂、表演團體參加，最初人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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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人數增加。2009年在民權路及西門路交叉口附近舉行，民權路兩旁的

住戶、巷內的民眾，不論坐輪椅，還是拿柺杖，出來看表演，人人打招呼，

十分溫馨，社區民眾總動員，歷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2010年起參加團

體變多，特別是學校團隊，表演者人數很多，觀眾也近 3,000人，盛況空前。

但 2012年表演者在表演結束隨即離開，社區民眾觀賞者也逐漸減少，臺上

臺下的互動較弱，令人感覺社區音樂會趨於形式化。

表 3：2012年社區音樂會節目表

表演時間 表演內容 表演單位 表演人數

18：20 太鼓序曲 協進附幼 56
18：25 管樂合奏 民德國中 6
18：37 醒獅 -祥獅獻瑞 新南國小 18
18：45 直笛吹奏、國樂演奏 金城國中 27
18：57 花式扯鈴 金城國中 4
19：04 街舞 金城國中 8
19：11 幼兒韻律 -勇氣百分百 新南附幼 30
19：18 弦樂四重奏、小號二重奏 永福國小 8
19：32 曼陀鈴演奏 -甜蜜蜜 立人國小 14
19：44 舞蹈 -咪藺仔 Bonamana 協進國小 16
19：51 布袋戲 -孫悟空大戰紅孩兒 正覺幼稚園 23
19：57 摸彩

20：07 合唱 協進國小 34
20：16 古箏演奏 新南國小 6
20：22 舞蹈 -Hello 協進國小 16
20：29 五條港舞劇 -16歲的天空，我長大了 協進國小 21
20：50 花式扯鈴 新南國小 4
20：56 舞蹈 協進國小 34
21：08 國標舞 小天使舞蹈 6
20：16 踢踏舞、爵士舞 生活美學館長青大學 19
20：26 摸彩

總數 350人

資料來源：《五條港社區通訊》、陳文川整理

從歷史學的觀點執行社區總體營造

29



由 2004、2012年的節目表可知早期表演者少。2012年已增加到 350人，

社區音樂會的確明顯地變化

（二）咱來做 16歲

「咱來做 16歲」就是成年禮，五條港地區移民來臺以後，相傳特別是

郭姓碼頭工人在男子虛歲 16歲時，即過成年禮，度過成年禮的男子可得成

人工資。往後此習俗演變成由外婆送禮來祝賀外孫成年，外孫也由男性增加

為長外孫女。過去家有人 16歲時則準備雞酒七碗，甜芋七碗⋯⋯等在家門

口拜拜，過七娘媽亭，也有人在家宴請親友。1990年代初期，在自己家門

拜拜的例子越少，反而委託開隆宮準備祭品，到廟宇拜拜。1990年代以後，

臺南市各廟宇皆爭相舉辦成年禮，連文化局也插一腳。

圖 5：2004年「咱來做 16歲」活動行程表
圖片來源：《五條港社區通訊》，54期（2004年），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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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發展協會在 2001年即取在地之民俗舉辦成年禮，歷年來活動內

容見附錄。據 2004年 8月 54期 1版《五條港社區通訊》「咱來做 16歲」

活動內容，由行程表圖 4可知內容包含：1.長者祝福 2.五條港地區導覽 3.體

能訓練 4.宗教性祈福，2015年再加上 5.文化志工。此外尚有活動前之教育

課程（活動前上課說明 16歲成年禮之歷史源由）。舉辦了 15次變化如下：

1.活動時間縮短：2001年的 1天變成 2007年的半天，因家長及學員抗議時

間太長。2.宗教性祈福：聖十字堂的加入，使天主教徒也能接受祝福，看西

街教會的退會而改由海安教會執行基督教之祝福禮。3.民間信仰的舉辦地

點，協會希望各廟輪流辦理，各廟的協調總是領導權非吾廟不可，最後由配

合度最好的崇福宮長年擔任。4.體力訓練：泛舟已不舉行，扛米米量由 10

公斤減為 5公斤，因為學員體力越來越差，無法負荷。5.學員來源：第 1年

是自由報名，近年因少子化，歷史園區內人數不足，改與金城國中、聖功女

中合辦，只要初中 3年級同學皆可參加。

利用在地原有的民俗習慣，發展新的標的活動，除了民間信仰之民俗習

慣外，又包容了新、舊基督教教會的祝福活動。第二介紹在地社區之知識，

予參與活動者。既然是成年禮，應有一衡量標準，挑戰是否過關的標準，因

此有體能訓練，為了強調參與者之回饋，所以 2015年即以 2014年參與者為

文化志工。

協會舉行「咱來做 16歲」活動時，若無歷史學上的基本知識，會變得

荒腔走板。因此筆者必須向學員介紹五條港之簡史、廟宇之歷史、做 16歲

之由來，筆者的學生則負責編寫「咱來做 16歲」的小冊子。也因筆者向看

西街教會徐光川牧師建議，可否做個祈禱儀式為年輕人祈禱？才有基督教式

的 16歲祝福禮。筆者可以提建議，還是歸根於自己長期研究長老教會傳教

史，較一般人理解基督教會動態，也能平等地與牧師討論，若筆者無歷史學

之根基，也無研究素養，僅是協會內的基督徒成員，是無法跨越一大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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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五條港區林立的廟宇，若筆者未廟宇調查，很難說服廟宇成員，與之和

平相處。

（三）社區報刊行

五條港社區報的發刊，是 2000年 3月由原水仙里、安新里、西羅里、

北勢里及看西街教會共同創刊，創刊到 22期，每月發刊 17,00份。2002年

工業、藥王、普濟、同濟、金安、正德、中正諸里及臺南 YMCA青年會加

入發行 6,000份，以派報或送至鄰長處分送，取名《五條港社區通訊》。28

此階段筆者除了撰稿之外，未實際參與編纂，因此略之不述。

（四）地方文化館之營造 29

2003年一共營造了 5個地方文化館，歷史資訊中心（神農街 72號）、

傳統藝文中心（正興街施氏宗祠）、生活文化中心（康樂街五柳枝生活文化

館）、健康生活中心（民生路 YMCA協進館）、社區學習交流中心（和平

街看西街教會）。2008年再加入的協進國小鄉土教育中心以及 2009年加入

的巨人少棒文化紀念館。

2003　2004年之初，施氏宗祠信心滿滿的加入也努力辦了幾次脩楔活

動，但被批評內容一成不變，加上宗祠以協會名義申請修理的費用已過關！

又有許多小細節，協會成員不能認同，2015年 7月已退會。至於看西街教

會早期十分努力經營五條港社區大學，退會也是牧師及社區長老的更迭而

起。臺南青年會協進館早期積極提供 16歲的學員泛舟等等支援，目前不積

極參與，也因總幹事退休，繼任者不積極參與，造成開店休業的形式。五柳

枝生活文化館則與協會聯絡還在，但自行經營，工作內容不透明。至於巨人

少棒文化紀念館，因陳列的少棒文物是多數人童年的記憶，所以參觀者不

28　看西街教會社區發展組，〈五條港社區通訊三週年 感恩餐會暨問卷活動說明〉，《五條港社區通訊》，第 37
期（2003年），版 1。

29　盧紀邦，〈從生活環境博物館觀點與地區組織運作探討臺南市五條港歷史區域之再生　　以臺南市五條港發
展協會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頁 3-14、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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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鄉土教育中心陳列五條港文物，參觀者也不少。歷史資訊中心，目前營

運已上軌道，是北勢老街（神農街）中唯一傳遞知識、訊息，讓人學習之

場所。在一片觀光取向氛圍中，提供地圖，發行社區報，有時辦小型研討

會⋯⋯，堅守崗位，持續著勸導民眾老街不停車、不擺攤，不喧鬧、少消費

等，與居民也與觀光客共存。

二、第二階段

2009年底，神農街 70號屋主想脫手，因是幾十年老屋，當時一般人難

以接受，筆者參加 10年左右的協會工作，擔心若有人買了相連兩街屋，蓋

起七樓公寓，老街景觀破壞，協會 60個會員 10年的努力就完了，因此買下

70號，也應允協會夥伴，與過去 10年一樣，提供為發展協會辦公室，也繼

續原在 72號歷史資訊中心業務。因此把府城大街工作站遷到路程不到 10分

鐘的神農街 70號一起經營。

（一）修屋

2010年 7月，神農街 70號 2樓屋頂因颱風雨水沖刷，屋頂已沖毀，勉

強支撐到預定修理的 10月，請古都基金會執行長張玉璜安排修復。先拆天

花板，然後鑑定房屋結構，5支屋樑遭到白蟻蠶蝕，需要撤換，支架已經全

部腐朽，必須更換。屋瓦年代已久，因此換成與原本相同的紅瓦，2樓樓板

腐朽，也全部更換，牆面則須補土、上漆，盡可能保留牆面。

由於是木造建築，除蟻也需開始進行，新的建材也必須全面防蟻，修復

完後新木材也必須全部上漆，保護漆與一般油漆的漆法完全不同，由於樓梯

狹窄，又重造一個鐵梯（費用之考量，無法重造木梯），工程可說讓筆者重

上一課，繁複的工作，一直到隔年 8月才完工。

（二）歷史資訊中心再開館

2011年 8月歷史資訊中心再開館，幾經嘗試之後，決定每星期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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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4：00　10：00開館。原在 72號的歷史資訊中心內容，除了一個街

廓之模型，少數的協會印刷品和兩片五條港歷史資料之外，無其他的常設

展。趁修屋之便，充實照明、簡單展示之裝潢，開館之初，即陳列原來歷史

資訊中心的展示品，又陳設修屋後的瓦片，樑柱切面，另外一邊則展示府城

大街工作站之手工藝品、社區報。筆者策畫神農街家族老照片展。商請原來

70號住民、72號住民、67號住民提供老照片。70號郭家、72號陳姓家族

留有許多精采的老照片，又提供戶籍謄本，67號則提供四代族譜及照片，

又與三家人各自談了多次，經過三家人過目，終於完成「北勢街物語」展，

此展展出 6個月（2011年 12月　2012年 6月），三家人因為枝葉繁多，許

多晚輩還不知是自己家族照片，看完後驚嘆連連，回去再與家人來參觀。假

若筆者無歷史學之訓練，是不可能寫出 1個簡單但正確的家族史，筆者看過

其他老照片展，通常只是排列照片，以簡單數字說明，北勢街物語則為三家

寫了家族譜系並逐一介紹，個人生平與家族之動態。

2011年下半年到 2013年的展示，都是拼湊版，只有筆者策畫的「北勢

街物語」此一展是全新的。但 2011年到 2015年農曆（7月 7日）前後，一

定舉辦成年禮有關展示。2011年無展名，從崇福宮借來一些禮品及附近商

家提供的商品（紅龜、男女兩套衣服、帽子、腰帶、鞋襪和金飾）復原一套

外婆給外孫的成年禮物，讓年輕觀眾眼睛一亮。2013年 8月 3日到 18日則

由臺南市文資處委託產商借場地展出成年禮「冚十六」，由於作者基本知識

不夠，錯誤連連，又將展場以暗色布置，被譏為沙龍展。2013年則由協會

成員盧紀邦將過去十餘年的成年禮記錄做成展板 1年 1片，是回顧展、也是

反省的機會，2014、2015年也如此。

試行多次錯誤之後，2014年的展示如下：1月份邊做燈籠邊展示，神農

街與康樂街民眾每戶分 2個燈籠讓每戶試做後掛在自家門口，與國藝會合作

「咕咕雞逛港街　　元宵提燈趣」活動，由筆者學生張麗芬策劃。2月份（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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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過年前至 1月底）書法展（鄭有懋師生展，看西街教會五條港社區大學書

法展，2014年是第 2次），4月份以後以五條港地區為主的作品展，例如：

五條港創意繪本展，策畫人為邱貞貞，除了協進國小幼稚園小朋友之外，還

有兩位專家，童書作者嚴淑女（臺東大學博士生）及插畫家林柏廷來指導。

8月份到 9月份則是「咱來做 16歲特展」，將歷年來做 16歲（成年禮）之

照片與文字，做成一組展版。30成年禮之後則有「穿越五條港特展」由張麗

芬、陳曉怡策畫，整理臺灣古典中有關五條港之古詩，再由陳信亨設計、配

合照片或場景做成卷軸，是個十分有趣的展示。燈籠活動時，請 70號的原

住民郭英斌做雞燈籠，聊天之際，竟然無意中知道，做雞燈籠是往時北勢街

附近孩童、大人在元宵節時拼功夫，展實力的傳統。如果不是筆者極力想填

滿過去社區之點滴，可能也挖不出歷史。另外五條港的古詩，若不是筆者基

於以復原歷史的經營，假設是強調文創的社造只是擺滿創意的商品，這些花

錢、花時間，又必需有學術研究的基本，那能成展？

2014年起，歷史資訊中心的展示已步入以社區為主題，展出的事物與

五條港相關，最好作者是社區內的住民，更好是五條港人談五條港事，無論

是油畫、照片等各種不同形式皆可。

（三）社區報再刊行

2013年 8月，一切就緒。因此以歷史資訊中心之名再發刊五條港社區

報。1號是筆者、助理陳文川、郭英斌 3人撰寫有關成年禮之事，另一位以

筆名投稿的先生則寫神農街的過去。2號（2013年 11月）是 16歲專輯，有

許多參與者之文章（廟宇主委、老師、學生、導覽員）。3號（2014年 1月）

報導協會和國藝會合作的「咕咕雞逛街、元宵提燈趣」活動、做燈籠的過程

（郭英斌連續幾星期在中心教做咕咕雞燈籠之實況），4號（2014年 3月）

30　中間是外婆的禮物展示，兩旁則是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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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除了報導元宵節之行程外，也介紹新年開始的書法展，報導有名藍曬圖

的消失，前 5期皆以普通 A4影印紙為封面，6號起開始有封面。6號（2014

年 6月）內容都是報導協會活動（例如米納多藏屋、協進國小圖書室之成立

等），另有一文追悼社區內仙逝的林青霞，此期開始有簡單之社區日誌。7

號（2014年 7月）介紹社區音樂會外，其子女為文描繪社區內民眾王清雲，

另外新美街的民眾也撰文談另一條老街新美街的想法。8號（2014年 9月），

除了成年禮報導外，也有鄭文欽的五條港回憶，另外王清雲子女再寫母親。

9號（2014年 11月），此期中有自己投稿劉康成的詩，另外介紹在協會執

行傳統木構講堂的內容，還有洪氏家族自己介紹担仔麵歷史。10號（2015

年 1月）報導海安宮建醮之外，亦有社區內老屋修建案例之心得，另外介紹

書法師生聯展。11號（2015年 4月）介紹協會之古蹟海報展（陳信亨文），

72號周先生的老電器維修店等。12號（2015年 6月）蔡源林、高慧珍兩位

五條港人的回憶之外，介紹協會內執行的「傳統榫卯工藝」活動，社區日誌

已經越來越充實，但是社區內民眾還是客氣不敢下筆，大都是口述後編輯成

文。

2014年1月文建會徵獎，協會寄了已出版的3本參賽，結果得到新秀獎，

10萬元之獎金，2014年即利用此筆費用發刊，2016年 4月已出版第 16號。

五條港社區報的再刊行，與筆者的歷史學觀點上執行社造有關，沒有歷

史學的訓練，不可能快快執筆，編纂成文。沒有歷史學的視點，無法每期定

一主題，淡淡地、慢慢地記錄社區諸事，也無法批評，例如過度觀光取向，

破壞民眾生活等。也無法站在保護歷史面向為主的原則上，批判過度的裝修

建築物，粉飾老社區的缺點等。

（四）導覽手冊、地圖之刊行

歷史資訊中心再開館時，神農街已是觀光勝地，年輕人必來打卡之處。

星期六、日到處都是帶著麥克風的導覽員。筆者對導覽興趣缺缺，但有些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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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員不僅臺灣史常識不夠，風度欠佳，錯誤連連又愛表現，實在無法忍耐。

因此 2012年夏天，筆者將多年來在五條港區調查的結果，特別是傳統產業

與宗教部分加以整理出版《走在五條港》一書，另外成大建築系的盧紀邦也

出版了《風華再現五條港歷史區域地圖》。兩個出版品，只希望能夠正確傳

達歷史知識與社區風貌。 

伍、結論

筆者所參與的三案社區總體營造，皆屬舊臺南市中西區，都為老社區、

已劃歸歷史文化園區。三民里屬孔廟文化園區、府城大街工作站屬赤崁文化

園區，而五條港發展協會則屬五條港文化園區。因是老社區，定會遇到老屋

修繕之問題，筆者本身已做了 3次。修屋時一定遇到拆除，或保存舊屋之問

題，筆者當然極力說服屋主保存再利用，因為能否保存舊屋又與社區景觀的

保存連結，也與歷史記憶的保存與否有關。

修繕神農街 70號之際，筆者認識許多建築系背景的朋友、學生，而得

到許多意見，來決定如何修繕。但一般民眾不見得可有這樣的條件，加上修

理老屋時所費不貲，有願望沒有金錢的實力配合，很難達成。保存與再生，

社區景觀之維持，社區歷史記憶之存留，必須有配套，否則難以執行。

社區景觀除了建築物保存外，尚有綠化與立面之保存，在府城大街工作

站（天后里附近）及五條港發展協會（神農街附近）兩處的工作範圍內，因

為長年的綠化運動，民眾已養成打掃清潔及種植花草的習慣，環境清爽，市

容較未執行營造前改善很多。但是街區立面之保存，則隨著老街之出名，觀

光客之來臨，許多屋主自以為是的修復，反而喪失許多歷史記憶。

至於活動部分，無論是綠化、燈籠、「咱來做 16歲」或是社區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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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本身都是手段？製造一個時刻，讓社區民眾聚首，談談家常，希望建立

互信，談論公共議題、社區問題時，較容易建立共識。但是二案的社區民眾

目前都是停留綠化、美化社區話題，還未能互相討論，對社區公共問題有所

共識。

同時，筆者以歷史學觀點執行社造，所以出版了許多刊物，以社區報、

社區日誌，記錄了社區之實況，這些是未來臺灣史的第 1手資料，可以完成

許多家族史、建構社區史。這些刊物的另一功能是成為社區民眾交換意見的

平臺，目前功能不彰，但已徐徐進步。

臺灣由於本身的政治環境，幾百年中政權數次更迭，鄭氏王朝時代表面

以回中原為主，採用漢人制度實際卻是獨立王朝。清朝政府將臺灣視為國內

殖民地，採用漢人制度，一切以母國為主，將臺灣視為邊陲。統治 50年的

日本臺灣總督府則以臺灣為海外殖民地，漸進的皇民化（日本化）政策，標

準皆以母國日本為主。1945年國民黨統治，還是中原主義，一切以收復大

陸為主，忽略臺灣本地的歷史、習慣，受殖民地統治後的近代化事實等。戰

後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政治風暴，更造成民眾的恐懼、不能互信，不

敢表達己意。解嚴至今少少的本土化教育，雖然稍稍增加民眾對自己社區、

鄉里、臺灣基本知識，但很難產生對自己社區、鄉里、臺灣的認同與驕傲。

還有身為公民之一份子，除了對社區的權利與義務，還有責任，皆是不知與

未自覺。

歷史系畢業，在臺灣史領域長久耕耘的筆者，在執行社區營造時，特別

注意歷史資料的收集、人、事、物的田野調查、口述歷史後的文字化。加強

民眾的在地知識，長期的政治冷感，未參與公共事務所致，不知道自己的權

利與義務，因此筆者無形與有形中推動社區民眾的自我學習（寫文章或自述

歷史等），至於建立討論的平臺，正在努力中。1個從小被教育不要隨便相

信別人的社區公民，如何學習互信。1個長期被政府控制無法發言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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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的經驗都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如何學習尊重對方、討論，接受眾

人合議的結果而執行工作，這都是社造中社區民眾最重要的功課。透過學習

呢？還是自覺呢？此為社區設計者　　筆者的長期課題。最後重點則是讓民

眾自覺對社區的責任，目前這些都是筆者工作的目標。

筆者在三案的執行中，皆未達到建構社區民眾的討論平臺、自覺公民的

權利、義務與責任。但筆者在工作中防止神農街及府城大街附近的攤販化，

隨時提醒民眾公安的問題、社區內景觀、社區的老人與兒童的生活舒適度，

保持社區內良好生活品質，此外時時提醒遊客使用者付費，來老社區參觀時

的禮貌，社區總體營造不是向政府提案，由政府支持，而是遊客與民眾共同

支援費用，社區營造必須獨立自主，而不能依賴公部門。2個社區中雖然多

數人都認為人潮即錢潮，文創的風行，老屋的再利用（咖啡廳與民宿），也

有人竊喜高昂的房價⋯⋯。筆者始終提醒鄰居們自己的社區、自己的驕傲、

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生活，才是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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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歷年「咱來做 16 歲」活動表

（一）2001年活動表

1 報到 風神廟

2 開幕式：歡迎致辭、來賓介紹 西羅殿

3 成年洗鍊：長輩主持出發儀式 接官亭

4 五條港做 16歲的起源：參觀解說 西羅殿、風神廟

5 學習生活禮儀與環保觀念：講習 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

6 「德」、「智」、「體」的訓練：測驗 YMCA協進館
7 「媽祖行腳」：參觀解說 海安宮

8 負重行遠：人力扛米 北勢街（神農街）

9 古廟巡禮：參觀解說 金華府

10 歷史街屋與傳統產業：參觀解說 北勢街

11 港道懷古：參觀解說 景福祠

12 做 16歲：廟宇儀式 水仙宮

13 美食小吃品嚐與生理、法律講座閉幕式：成年授證 看西街教會

此年度活動表時間缺漏。

（二）2003年活動表

時間 內容

08：00∼ 08：30 報到

08：30 開幕儀式

09：10 照相

09：50 國術表演

10：30 苦力扛米

11：10 午餐（演講）

11：50 五條港水上活動 
13：00 傳統做 16歲
14：30 生活禮儀教導

15：00 傳統藝文表演

15：30 成人授證、成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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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4年活動表

時間 內容

08：00 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生活文化中心）報到

08：30 開幕禮、長者祝福

09：10 施氏宗祠（傳統藝文中心）

09：50 神興宮

10：30 接官亭

11：10 扛米儀式

11：50 YMCA（健康生活中心）用餐及水上活動 
13：00 集福宮

14：30 媽祖樓

15：00 崇福宮

15：30 五條港發展協會（歷史資訊中心）

16：00 做 16歲民間信仰儀式廣場
16：30 景福祠

16：40 看西街教會（學習交流中心）做 16歲基督教儀式
17：00 閉幕禮、授證、照相

17：30 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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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5年活動表
時間 內容

13：30 報到：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生活文化中心）

14：00 開幕禮、長者祝福

14：40 施氏宗祠（傳統藝文中心）

14：55 神興宮

15：15 接官亭、風神廟

15：35 YMCA （健康生活中心）
16：00 兌悅門、集福宮＆老街硓 石街 
16：20 媽祖樓＆老街媽祖樓街

16：35 崇福宮＆老街橫街仔

16：45 苦力扛米活動　　老街北勢街藥王廟段

17：15 民間信仰儀式　　做 16歲
17：45 景福祠＆老街杉行街

17：55
老街看西街基督教儀式　　基督教儀式場
團體照、晚餐、「轉大人」法律 &身心講座
看西街教會（社區學習交流中心）

19：20 外嬤為孫做 16歲　　接官亭授證、
閉幕禮　　五條港發展協會 北勢街會館（歷史資訊中心）

17：00 閉幕禮、授證、照相

20：00 珍重再見

（五）2006年活動表
內容 地點

報    到 YMCA基督教青年會（健康生活中心）
開 幕 式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認識五條港 YMCA→海安宮→藥王廟
苦力體驗 北勢街：苦力扛米、苦力手拉車

認識五條港
北勢街→接官亭、風神廟→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生活文化中心）→
施姓大宗祠（傳統藝文中心）→神興宮→ 
看西街教會（社區學習交流中心）

午    餐 看西街教會

16 歲儀式 基督教儀式

認識五條港
看西街教會→水仙宮→景福祠→北勢街會館（歷史資訊中心）→ 
橫街仔→崇福宮→媽祖樓

16 歲儀式 民間信仰儀式

認識五條港 媽祖樓→集福宮→二級古蹟兌悅門→協進國小（鄉土教育中心）

授證、閉幕 成年授證、外婆的感言、歷屆做過 16歲的學長姐談體驗

註：此年度活動表時間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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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07年行程表

時間 內容

13：30 報到：協進國小禮堂—協進館

14：0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14：30 接官亭

14：50 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生活文化中心）

15：20 施氏宗祠（傳統藝文中心）

15：40  神興宮

15：50  看西街醫館

16：15 五條港發展協會，北勢街會館（歷史資訊中心）

16：30 北勢街苦力體驗：苦力扛米、苦力手拉車　　奇數隊至康樂街口、
　　偶數隊至藥王廟前

16：45 家庭式傳統儀式現場

16：55 兌悅門、集福宮 &老街
17：00  崇福宮 &老街　　橫街仔（成年禮　　民間信仰儀式）
17：30   景福祠 &老街　　杉行街
17：50 看西街教會（基督教儀式）

18：30  閉幕式、團體照、長者成年授證及祝福

19：00   珍重再見

註：此年度分為兩條路線

（七）2008年行程表（此年度共分 3條路線）

時間 內容

13：40∼ 14：30 協進館　報到；開幕式

14：40∼ 14：50 兌悅門　導覽

14：50∼ 15：00 集福宮　導覽

15：10∼ 15：50 康樂街北勢街口　扛米

15：50∼ 16：40 崇福宮　民間信仰儀式

16：40∼ 17：30 看西街教會 1.點心時間 2.基督教儀式 3.閉幕儀式（授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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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09年行程表

時間 內容

08：20 開幕式

09：00 隊伍出發、踩街出發

09：10 扛米苦力體驗開始　聖十字堂天主教儀式

09：20 挑擔苦力體驗

10：00 民間信仰儀式

11：00 基督教儀式

12：00 宗祠儀式

12：30 閉幕式

（九）2010年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 14：00 報到

14：00∼ 14：3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14：30∼ 18：30 五條港歷史區域導覽、苦力體驗、做 16歲儀式
18：30∼ 19：00 成年授證

（十）2011年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 14：00 報到

14：00∼ 14：3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14：30∼ 18：30 五條港歷史區域導覽、苦力體驗、做 16歲儀式
18：30∼ 19：00 成年授證

（十一）2012年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 14：00 報到

14：00∼ 14：3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14：30∼ 18：30 五條港歷史區域導覽、苦力體驗、做 16歲儀式
18：30∼ 19：00 成年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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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13年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 08：20 報到

08：20∼ 09：0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09：00∼ 12：00 五條港歷史區域導覽、苦力體驗、做 16歲儀式
12：20∼ 13：00 成年授證

（十三）2014年行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 08：20 報到

08：20∼ 09：00 長者祝福、成年宣示、敲 16響鑼
09：00∼ 12：00 五條港歷史區域成長探索、苦力體驗、做 16歲儀式
12：20∼ 13：00 成年授證

資料來源：《五條港社區通訊》，41期（2003年），版 1；陳文川、陳建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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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Community Design with Historical Method

Mei-ching Chen*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mainly about the three community design cases in which the 

author has participated.

The first case, The Community Design Project of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Cultural Park　A Case Study of Seven Star Empress Temple in Zhongshan 

Village, had been implemented for only one year, left three major discoveries as 

follows:

(1) the holding of coming-of-age ceremony at home was replaced by worshiping 

Seven Star Empress in Kailung Temple;

(2) th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was not leaded by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ymore, but be managed by the enterprise,

(3) the Catholic Village on Zhongshan Road disappeared,

The suspension of the project makes Fuzhong Street a street filled with 

vendors after street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was not 

arranged and recorded. The residents here neither recognize their community nor 

be proud of the place they live, only concern about the crowds and business.

The second case, The Revival Project of The Main Street in Tainan, is 

still on. Though the original purpose, establishing "Museum of Cloth", was not 

accomplished,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had been familiar with their own 

community again while arranging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community, publishing 

community newspaper, collecting old pictures and article about the commun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u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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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forming them into personal or family history. Residents started to value 

and beautify their community. In 2016, Tainan City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project of paving roads near the newly developed community and designing 

the facade of constructions. Now there are a lot of stores in the alley, not bleak 

anymore.

The third case is "The Five Rivers Historical Area Renewal Project". 

Shennong Street has currently become a noted historical street. The road of 

Xinyi Street had been paved. Zhengxin Street now draws the crowds. Members 

of The Five Riv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hich has been set 

up for twelve years, are still making great efforts on and on. The publication of 

community newspaper, map and guidebook let residents gradually learn their own 

community history and personal history. The goal of turning an old community 

into a living museum is going to be achieved.

The author, who specialises in Taiwan History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is a rare historical scholar in Tainan that she also stands right in the forefront as 

a community empowerment performer. The author researches with historical 

method, such as collecting community data, field research and oral history, 

trying to fill the vacancy of local history (community history). The community 

design way of the author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ace creation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lso not the same as culture-history research workers' interpretation 

of revival, which is "old thing is good", or the commercial area empowerment 

of Department of Design. The author recorded the commoners' activities with 

the hope to establish the commoners' history, to fill the blank of Taiwan History, 

which was intentionally left under the government's longtime China centrism. 

Only when the commoners know the history of their own selve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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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will they have pride and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silently show care 

for the community design, working down-to-earth. Publishing publication itself 

is recording. The author wishes publication can become a platform for residents 

to exchange opinions and discuss, reaching consensus of community affairs. 

Right now the author's working vision of future is that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can have higher satisfaction degree of life, and be conscious of their right and 

obligation to the community, eventually taking ov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their community.

Keywords: community design, Five Rivers, Five River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uzhong Street Workstation, community newspaper, community design, 

family history, exhibition, community music concert, celebration for 

turning sixteen years old, Seven Star Empress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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