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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隔週休二日帶來了高度的休閒需求，使得

發覺更多本土知性之旅成為各地追求的方向。

同時，這幾年來對社區總體營造的提倡與實

踐，也使得許多地方努力於社區資源的尋找與

利用。但是，只把觀光當成賺錢的手段，甚至

為了發展觀光而捨棄或糟蹋原有資源的情形仍

然不少。以雲林縣為例，例如縣內某地在河床

上發現有大片的貝殼化石，然而地方政府對待

這片資源的方式卻是在化石上面打樁，蓋上極

大的觀賞平台。再例如，縣內有知名的某媽祖

廟，緊鄰旁邊除了已經建築了高大的香客大樓

外，還在進行另一個高樓建設，甚至因此危及

廟的安全。從這些發展方式來看，為了觀光，

相當矛盾地，反而迫害了原有的資源。

本文將試著以南投縣埔里為例，描述一種

與地方資源共生的觀光發展與形象塑造方式。

首先，埔里鎮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產

業、自然、景觀與人才，做為一個生活的城鎮

有多樣的內涵；做為一個旅遊的據點，擁有無

數的遊憩資源。然而如何在永續的經營理念

下，運用埔里原有的資源，一方面豐富埔里居

民的生活；另一方促成觀光發展，提昇埔里形

象，則有待居民、產業界、文化工作者與行政

單位之共同思考。

為了促成埔里的觀光發展與形象塑造，為

了達成這個長期的目標，本文首先將提出觀光

發展與形象塑造的理念，其次提出一步步實踐

的方法，相信這些理念的落實，即是埔里整體

營造的實現。

二、以社區資源為主體的觀光發展──

觀光的真義

對於觀光發展總有人會認為，必定要以優

惠條件吸引外地的資金前來做大筆投資，做大

型開發才是正途，比如蓋高爾夫球場或大型遊

樂場等。然而從這幾年文藝季等的活動受到歡

迎的情形來看，人們的旅遊形態已從純粹享樂

型逐漸轉換到知性旅遊上，父母們希望孩子在

旅遊中也能學到人文、歷史和大自然的知識與

情操。在這種情形下，地方觀光建設是否要全

部採取大型開發的方式便值得商榷。同時，高

爾夫球場所帶來的污染、大型開發所帶來水土

保持的難題，都令人頭疼。1995年日本千葉大

學宮崎研究室對埔里居民的訪查中發現，居民

對觀光業的發展充滿期待，但又深怕自然環境

遭受破壞，會毀了埔里觀光的根。

換句話說，埔里的觀光發展必需要有永續

經營的理念，不殺雞取卵，讓豐富的遊憩資源

永遠傳承下去。在這裡提出如圖一的第一個觀

光發展的理念：（圖一）

「所謂觀光即是觀地方之光，埔里的觀光

即是觀埔里本地原就擁有的資源」

意即以埔里各地原本就存在的資源活用，

來發展埔里的觀光。讓這些在地的資源經過琢

磨後發出原該有的光亮。就因為這些光亮，居

民們活得有自尊，觀光客也願意來拜訪。所謂

「觀光」，正是「觀一國（一地）之光」。

1997年埔里的展顏文化工作室已經完成

「埔里社區資源調查報告書」，將埔里各地的文

觀光發展與形象塑造的方法

────以埔里的構想提案為例

●黃世輝‧牛井淵展子‧廖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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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歷史、自然、景觀、產業、居民，做了有

系統的調查，埔里的觀光發展正可以借用這些

資源。

例如，埔里的打鐵街是因應木材業與農業

而形成，現今雖呈式微，但是打鐵街記錄著山

林文化的變遷，從打鐵而成的器物中可以看見

靠山吃山的林業活動，在巨大的打鐵聲中，也

可讓人體會到匠人心力融入器物之中的感動。

因此，打鐵街的資源活用，正可塑造出一個可

以學習與體驗山林文化與工匠文化的，活生生

的博物館。

三、居民參與型的觀光發展

在過去的許多觀光開發的案例中，往往僅

由少數人決定了地方觀光發展的方向，缺少當

地居民的參與，使得地方資源無法被發覺出

來，無法被善用。這裡要提出第二項理念如圖

二即是：（圖二）

「由居民所支持的觀光，以居民為主的

觀光發展」

意思是，為了充分活用地方的資源，要由

居民來參與「發現資源」的活動，讓地方居民

不分男女老幼都能以自己的眼光來確認和發現

本地的資源，並將這些資源活用，使其發光。

這種作法所得到觀光發展，將成為居民們所支

持的觀光發展，是以居民為主體的觀光發展。

換句話說，如果埔里地方有什麼吸引觀光

客前來欣賞與認識的地方的話，那麼主要的將

不是外地帶來的東西，而是從埔里這塊土地所

生長出來的，從埔里居民的內心所產生出來

的，是一種埔里內部所散發出來的魅力。

例如，埔里擁有美麗的山與水，但是我們

也發現河中與山中垃圾不少，如果在發展觀光

活動時，能夠透過居民的參與，使埔里居民們

都逐漸培養一顆珍惜自然的心，那麼埔里居民

愛護自己山水的一言一行，必定可以傳達到觀

光客身上，使他們也向埔里居民學習愛護自然

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是表現在埔里人的

身上，培育愛鄉好客的居民是最重要的事。

四、可長可久的觀光發展

在許多的觀光開發案中，往往會看見剛開

幕時人潮最多，其後逐漸減少的現象。觀光客

來過一次便不易再來第二次，或更多次。在這

裡，我們要提出的則是一種可長可久的觀光發

展方式，即是將埔里鎮整體視為一個Eco

Museum（生活環境博物館）。在這裡可以學習與

體驗本地的生活文化，可以動手做東西，可以

研究與創作，可以步行、思考、交友、遊玩、

聚會、休憩。因此，第三個理念即如圖三：

「以埔里鎮中的各種生活文化及生活環

境為觀光的主要內涵」

這樣的生活環境博物館是一個活生生的博

物館，一個有人情味的博物館，一個突破了

「房子」（硬體）的博物館。在其中的體驗與溫

馨感覺，使觀光客懷念而願意希望再次造訪。

這樣的觀光發展不是去迎合都市人的口味，而

是從自己的生活做起，讓觀光客主動前來。

所以說，埔里形象之提昇是建立在埔里的

生活文化，也就是埔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唯

有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使埔里居民逐漸享

受、體會到住在埔里的樂趣、溫馨、人情味、

富足感、歷史記憶、美感經驗、歷史傳承、活

力、創造力、和諧、舒適感等等，才能確立屬

於埔里的生活文化和生活環境，而這樣的生活

也就是埔里觀光發展的最大資源。因此，第四

個理念即如圖四：

「埔里的美好生活即是建立埔里魅力與

形象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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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埔里的資源就是埔里的光

圖二：與外地的朋友共同來發覺埔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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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從生活文化與環境建立可久可長的埔里觀光

圖四：生活的美好就是埔里的形象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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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農業還是埔里最主要的產業，但

在WTO世界自由貿易經濟市場打開之後，競爭

的壓力就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因此，唯有

產業本身願意去改造，把從最初級的產業提昇

到結合休閒、觀光、教育層次的服務性產業，

從初級的消費，轉變成高級的收費，提高產業

的附加價值，創造內需的效應，如此，才能為

自己找到生機。埔里恰好位居觀光的熱線上，

諸多傳統產業如果可以有效找到適當的支援系

統，要達成上述的規劃構想，並非夢想，但是

其執行的步驟卻必須如同前述，由自己本身的

生活文化的發掘做起。

五、 透過社區營造達到觀光發展與形象提

昇的具體方法

5.1 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則

前面已經說明了埔里地區觀光發展與形象

塑造的最佳辦法，是從社區營造著手，讓社區

光芒的逐步出現才是可長可久的觀光發展方

式，也才是埔里地區形象塑造的根本方法。

換句話說，勉強形塑的「形象」終究只是

假象，禁不起認真的「觀光」。所謂「誠於中，

形於外」，社區營造就是讓地區內在的光輝自然

顯現而成為有口皆碑的形象。

雖然我們主張以社區營造為方法，但並非

表示埔里將沒有任何足以傲人的活動或設施的

規劃，只是這些明顯可見的事物將以社區為出

發點，與社區做緊密的連結。

歸納起來，埔里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則有下

面三項：

1）以社區營造為形象塑造的方法

2）孕育誠於中形於外的可貴形象

3）以社區為出發點的具體規劃

5.2對未來的構想

前面提過以埔里全體的生活文化與生活環

境為主要內涵的「生活環境博物館」構想。但

是如何才能使埔里各地都成為值得體驗與學習

的環境，我們認為具體的方法即是：以埔里的

資源為基礎，透過居民參與的社區總體營造。

如果把埔里比喻為一個人，那麼各個里、

社區就是人體的各個部位，唯有各個部位都健

康，人才是最健康的。同樣的，唯有各個里、

社區都有美好的生活文化與生活環境，埔里鎮

才有資格成為「生活環境博物館」，而促使埔里

的各部位都建立好自己生活文化與生活環境的

方法就是「社區總體營造」。

因此，由各個里、社區去推動社區營造是

觀光發展的主要方法，但是在此先不詳述社區

營造的意義與方法，而說明一個小社區也可以

達到怎樣的觀光發展的目標。

首先，對埔里任一里、社區而言，觀光發

展只是手段，而非終極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

求生活之豐富自足，因此，倘若為觀光而犧牲

原有較為豐足的生活則是捨本逐末。反過來，

當居民塑造出更為豐足的生活文化與環境時，

里或社區便成為有魅力的地方。

埔里的每個里、社區的條件各不相同，資

源相異，以下不一一指定地區，但從埔里踏查

所理解的埔里資源，以社區營造的方法將可逐

漸達到以下成果（只舉部分構想）：

‧以某家族的歷史為主，可以將平埔族漢化

過程與平埔文化做動人的展示。

‧以紅甘蔗為主題，為製糖產業做一產業博

物館。

‧某社區遍植鐵刀木，使蝴蝶滿社區，為重

建蝴蝶王國踏出第一步。

‧某社區以生態學習為主題，改善南港溪的

小支流，使社區兒童可以自在玩水，並訓

練自然導覽員。

‧某社區以種花為主題，推展家家有花香的

活動，教導種花的知識，提供花種，塑造

出花園般的社區。

‧某社區以打鐵為主題，籌建山林文化資料

館，可以讓人體驗打鐵製物。

‧某社區以工藝為主題，鼓吹自產自用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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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觀念，使社區中充滿手工藝的實用生活器

物，並籌建手工藝體驗館。

‧某社區以造紙為主題，發展各種紙張、紙

偶、摺紙，並每年定期舉辦紙偶戲劇祭。

‧某社區以森林為主題，推動認識樹木活

動，讓社區中的森林成為全鎮的學校。

‧某社區以石頭為主題，籌建地質與美術博

物館，由社區居民解說地質，邀地質專家

與石刻藝術家共聚一堂。

以上只是部分的構想，重點是協助各社區

去活用自己社區原有的資源。更重要的，這些

工作的推動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

六、埔里形象塑造的具體項目

上面構想的實現需要更具體的細部計畫，

以下只舉出部份更細部的實踐方法。

6.1 追求舒適的公共空間

民間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創造舒適的生活

空間，例如：

1）社區特色街道的創造

策畫社區特色街道的創意與實踐比賽，先

從幾個示範點開始，鼓勵居民以自己社區特有

的自然材料為素材，設計符合自己社區生活的

街道。例如以鐵刀木為主要材料的中華市場商

店街招牌、以鐵材為主的打鐵街路邊休息椅、

以陶片為主的酒廠附近的行道樹護根圍籬......。

以上只是舉例，實際則由社區居民討論與決定

素材和設計，但事先設計獎勵辦法。

2）跨越社區之間，規劃自行車鄉間旅遊路

線，並設置鄉間泉水洗塵站

3）促成各社區內公共設施如郵局、銀行、鄉

公所的藝廊化、無障礙化

4）山水景觀的維護與活用

透過居民參與，設計河邊公園、賞鳥保護

區、蝴蝶園區、森林浴場等

6.2 主張生活即學問的生涯教育

在社區中快樂學習的實用學問，例如：

1）學習社區的歷史與事物

2）學習珍惜環境與自然的生活方式

3）提倡生態都市

4）研究埔里的鳥、昆蟲、花、樹

6.3以社區為傲的社區博物館塑造

將地方資源活用發揮到極至，例如：

1）考古遺跡野外博物館

2）打鐵博物館

3）平埔族博物館

6.4以地方振興為己任的行政改革

鎮公所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地方振興、社

區營造，例如：

1）舉辦地方振興的「鎮是會議」

2）設立推動社區營造的專門單位

3）創立「鎮報」作為行政與居民溝通的管道

6.5創立埔里研究的地方出版

塑造埔里研究的風潮，例如：

1）出版各社區資源誌

2）出版埔里研究圖書

3）建立埔里研究的網路首頁

4）編輯埔里鎮誌、社區誌及鄉土教材

6.6展現活力與優遊的社區活動

從社區走向國際的藝文活動研究，例如：

1）社區特色活動的設計

2）社區活動企畫人才的培訓

3）由社區走向國際的準備

4）國際性活動的籌備

6.7 建立親切導覽的旅遊資訊服務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服務，例如：

1）可以索取資料、詢問旅程的服務中心

2）設立旅遊資訊服務中心的多處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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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埔里旅遊資訊的網路首頁

4）由居民設計埔里鎮內的導覽標誌

5）由居民設計埔里入口的精神標誌，以生態

都市、自然保護、景觀維護、文化造鎮等

為訴求

七、埔里導覽地圖的小例子

7.1追尋穩靜的空間與文化的活力

埔里的迷人之處是她與大都會有很大的氣

質上的不同。例如，相對而言台北熱鬧而喧

囂，夜裡閃爍的霓虹燈彷彿催促著人的消費慾

和情慾，若非走進郊外山區比較感受不到山的

穩定與心的寧靜；埔里則就近擁有席德進畫筆

下的超俗景致，一種空靈的美，同時，還有地

方上各自發展的活潑的文化力量。

因此，如果要設計埔里的各種設施，便需

要尊重埔里的原有氣質。以埔里地區各處要設

置的觀光導覽地圖為例，我們所期待的不是要

為埔里的夜空架起霓虹的大燈，不是要在清純

美人的臉上塗上金銀的粉妝，而是可以感受到

埔里鄉土氣息、特色的，令埔里人也令剛從煩

囂的大都會逃離的人心安的公共指示。

這些個地圖可以用打鐵、漆器、陶瓷、石

刻、造紙、流水......等埔里固有的材料與技術來

完成。那將是充滿埔里人自豪的地圖。絕不只

是霓虹燈或者電子看板，絕不是把埔里變成另

一個台北鬧區。

7.2 文化與科技並不衝突

上面的描述並不表示埔里拒絕多媒體科

技，而是對自己環境特色的充分認識和信心，

也是對科技運用於生活環境的清楚思考，不被

科技所蒙蔽而能善用科技。

因此，在以埔里固有材料與技術塑造埔里

風格地圖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運用電腦多媒體

技術，在埔里重要據點設置觸控式電腦導覽小

站，可以尋找旅遊資料、可以列印、可以有卡

通人物......。

7.3 傳統文化與新科技的結合

而為了讓埔里固有的技術與新科學技術結

合，電腦導覽站的外觀設計也是運用打鐵、漆

器、陶瓷、石刻、造紙、流水......等。在將來，

我們甚至可能有描繪埔里山水文化的立體電

影。

我們可以說，傳統文化與新科技的共存與

結合正是新埔里的形象塑造。

八、結語

從民國八十三年以來的社區總體營造運

動，是台灣鄉鎮資源重新分配與整合的一次機

會，底層的社會力，在這一波的實踐運動中將

重新改觀。這更是我們堅信「社區總體營造」

的理由。不管行政單位的政策會有何變化，但

這趨勢的發展，早已是世界性的潮流，也是社

會改造的一項根本法則。

埔里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在各級政府及

民間的努力之下，已奠定一些良好的基礎，也

受到不少的肯定。但比較可惜的是，內部資源

整合與對外形象的整體提升，仍無法持續推

動，使得「埔里生命共同體」的真正形塑，還

難以更有效的突破。

但，觀光發展與形象的塑造，並不需要迷

信媒體或專家學者，而是決定在居民的意志、

生活態度、創意與對未來的想像。沒有這樣以

居民的自發、自主、自信的精神根基，觀光所

能販賣的將只是有價的商品，而不是能感動人

生命內裡的無價文化。埔里的整體觀光發展，

要分享的就是這種能讓人願意一來再來的動人

文化。觀光發展的絕不能再陷入只有看見短期

荷包利益的惡性循環，整體形象的提升，也不

能讓地方形成內部的過度自我膨脹。

在能維護區域意識形象的尊嚴下，無形

中，自然形成埔里整體的良性循環，如此，才

能確保埔里的永續發展。這是所以必須選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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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總體營造」為主要推動方法的觀念。

在這些觀念下，如果以社區博物館的塑造

來看的話，除了選定一公有建築設立核心博物

館外，其餘分散在埔里各處民間的資源可以建

構成：

‧人類學博物館 ‧空間博物館

‧水博物館 ‧花博物館

‧紙博物館 ‧酒博物館

‧鐵博物館 ‧天然漆博物館

‧宗教博物館 ‧昆蟲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 ‧石頭博物館

‧史前博物館 ‧生活博物館

‧農業博物館 ‧藝術博物館

‧手工藝博物館⋯⋯等等

總的看來，埔里可以造就一個「生活環境

博物館（Eco Museum）」，埔里將是台灣的社區

博物館最豐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