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蹲點·．台灣」服務成果報告書 

 
一. 團隊成員 

 
王彥鈞 

1997/3/25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畢業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在學 

「藝術是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想通過

追求藝術的過程更認識自己，也與他人分享

其中的喜悅。」 

 
 
 
徐雅祺 

1996/11/21 

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畢業 

輔仁大學 影像傳播學系在學 

專長與興趣：影像紀錄、旅行、攝影 

「日子裡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於是創造期

待給自己。」 

 
 
 
 
 



二. 服務名稱：上山看海什玖日 

三. 服務日期與時間：2018/7/22 ~ 2018/8/10  

四. 服務進行方式： 

1.樂野部落：竹工藝器皿刻字、一起鄒咖啡各品項商品題字、一起鄒咖啡

彩繪壁畫、有機農場農務協作（拔草、種菜）  

2.來吉部落：在來吉天主教堂老人班陪伴長輩，參與打擊樂肢體互動課

程、並輔助生命繪本課程紀錄長輩們的童年故事、在來吉幼兒園輔導學生

利用當地木作工坊的木材剩料，進行創意手作課程，彩虹並製成創意手機

架。                    

五.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手機、相機、各項繪畫、書法工具、當地

竹木類材料。 

六.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皆花費數日) 

1. 深入各個部落，與當地居民聊天，了解當地需要的資源，及思考如何結

合我們自身能提供的服務，並積極爭取相關引路人的聯繫資料，進行進

一步的溝通及服務規劃，深入各個部落了解他們的歷史脈絡，並進行紀

錄、執行服務。 

2. 在題字及進行文字設計之前，需要先查找資料，選擇適合的字體造型，

並先試寫，預作編排規劃。 

 
七.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1.種菜@樂野部落 

我們的工作內容是把高麗菜苗種進土裡，這份工作聽起來簡單，實際

上可不輕鬆，每一個步驟都要做足、作好。首先，把在土上的覆蓋布稍作

整理，將上面的土、雜草清除乾淨，並將其固定好，隨後依據一定的間隔

距離種下種子，再澆水灌溉幼苗們。我們兩人一組將覆蓋布整理、固定，

再把菜苗一個個放好，種之前，然而，問題就出現了，我們在菜圃裡發現

了許多蝸牛，也些隱藏菜種子推中，有些則是躲在泥土中，因為蝸牛會偷

吃高麗菜，我們只好一隻一隻親手把他們請出去。 

有機農業不使用農藥、化學肥料，也不用除草劑，一切都必須學著與

自然共存，大哥必須用最傳統的方式驅逐害蟲、親手除草，在體驗種菜及

與大哥聊天過程中，也讓我們深深體會，自然中有著許多奧妙，人類只是

其中一部分，與自然共存，才是共生共榮之道。 

 
2.創意手作課程@來吉部落幼兒園 

跟來吉幼兒園的小朋友相互介紹、認識之後，我們打算進行創意手作

的課程，利用教室裡的小木材作些勞作，先教他們使用砂紙替木料塊進行

打磨，學童們對於的第一次打磨，都相當積極學習，認真磨著手中的木

材，時而拿著木材問我們：是這樣嗎？這樣好看嗎？接著讓兩位學童一人



選一種顏色，來為自己的作品上色，我們選了藍色、紅色，象徵鄒族的顏

色，希望在作品中能融入當地元素。 

然而，這些廢木料塊的造型剛好很適合拿來做手機架，沒想到他們那

麼喜歡，還說要送給爸爸媽媽，所以各做了好幾個，準備送給家人。我們

還教他們用其他形狀的小木塊，運用白膠黏合拼湊成玩具車的樣子，其中

還有人發揮自己天馬行空的創意，用半圓弧狀的木料直接當成迷你翹翹板

來玩。 

 
3. 刻字、題字 @樂野部落 一起鄒咖啡、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 

首先把竹子都清洗乾淨竹子都清洗乾淨，稍作切割後，先在各式各樣

的竹器上面題字，再利用那邊的電動工具，和各種不同的器材，在竹子上

面把所寫的文字刻下來，當作一種識別，或是直接變成具有功能性的藝

品。像是「一起鄒咖啡」、「瑪納有機」等字樣(如下圖)，就能直接當作是

帶有象徵及代表性藝品，擺設在一起鄒咖啡裡。 

瑪納執行長希望我能夠協助一起鄒咖啡的商品品項題字，其中有八項

產品，包括小米酒、咖啡豆、愛玉⋯等等和阿里山農業或是和鄒族有相關

的商品，也有一些可能是批發來賣的產品，像是咖啡酒之類的，我將每項

商品的名稱，分別設計了四到五種不等的字體，也保存成電子檔，提供給

執行長，方便協會往後的使用，不論是商品標誌、DM 或是展示，皆可搭

配運用。 

          



     

     
 

4. 在老人班陪伴長輩參與打擊樂課程 @來吉部落 

我們來到來吉社區的天主教堂，一到五的早上，社區長輩們都會聚集

在這邊聊天交流，或是上些協會安排的課程，這天課程內容是打擊樂，老

師結合一些簡單的健康操動作，經由播放音樂，還有適當的動作引導，讓

長輩們能靠自己發想一些其他的動作，並加入到健康操裡面，再配合音樂

的節奏，讓長輩們活動身體，接著，老師還加入鈴鼓的元素，透過遊戲、

簡單的節奏跟節拍，讓長輩們起身走動交換座位。 

還有節拍的小考題，讓長輩們每個人都有當小老師的機會，出題給其

他長輩回答，看到長輩們答對時滿意的笑容，及當小老師時自然散發出的

自信，抑或是害羞時，都覺得他們好可愛啊！人家說，人啊！活越老會越

像小孩子！完全能在這次的課程中看見。而我們能陪著他們一起上這堂

課，看到他們笑容，也不自覺揚起了微笑呢！ 



 
 
5. 輔助生命繪本課程紀錄老人家的童年故事 @來吉部落 

這天是來吉社區生命繪本課程的第二堂課，生命繪本課程是利用照

片、文字、圖畫，幫助長輩們記錄自己從小到大，一些關鍵的時段，如小

學時期、工作、結婚等等，老師發下之前上課就已經讓長輩們做了一部分

的繪本，並開始解說這天上課要進行的內容。  

這次要完成的部分是「童年故事」，老師希望我們聆聽能長輩們小時候

的故事，藉由對話，讓長輩們回想童年時光，讓他們畫出童年記憶，我們

則負責在他們旁邊做簡單的文字紀錄，替長輩們留下珍貴的童年回憶。 

我們分別陪伴一兩位長輩，有位長輩分享他小時候的遊戲，他們會去

河邊釣魚、玩水，在竹林裡面攀爬嬉戲，甚至製作陷阱來捕鳥，這些遊戲

對於在台北出生長大的我們來說，更是不曾擁有過的生命體驗，長輩們還

告訴我他們小時候都要幫家裡務農，來吉部落這邊以前都是水稻田，甚至

會養黃牛來協助耕作，而這些風景如今已不不復見，水田也不在了，如今

成為一棟棟房子，現在的小孩也不會和他們小時候一樣玩相同的遊戲了，

但是這些珍貴的回憶都還留存在長輩們的腦海中，現在他們則將那些生活

片段繪製在生命繪本之中，我們也有幸能和長輩們一同分享這些回憶，並

用文字協助他們紀錄下來。 

 
 
6.畫壁畫 @樂野部落 一起鄒咖啡 

瑪納執行長希望我們能協助空間美化，我們決定一起鄒咖啡的一面留

言牆上畫一幅壁畫，我們主要利用鄒族文化裡的圖騰元素，以及阿里山上

的各種特色農產品作為結合，也將鄒族傳統服飾上有的紋飾，轉化成纏繞

畫的感覺，變成牆面裝飾的一部分。 

然而鄒族狩獵文化也是相當特別，有利用當地竹子做材料製成的鳥

踏，和使用山豬獠牙製成的勇士臂章，據說這是只有獨自和公山豬搏鬥過



的獵人才有資格佩戴，也算是鄒族狩獵文化的一個重要精神象徵。除此之

外，我們還畫上在一起鄒咖啡販賣的商品，有咖啡、愛玉等等，這兩樣作

物也同時是阿里山上重要的特色農產，將鄒族文化及商品共同展示在壁畫

中，同時達到美化空間的效果。  

 
7 拔雜草 @樂野部落 

這天上午我們去協助阿里山上的有機農夫進行拔草的作業， 在協助叔

叔拔草的過程中我們真心體會到從事有機農作的辛苦，即是在溫室裡，看

似不用風吹雨淋，但事實是比起外面更加悶熱、不透風，在太陽下工作不

到兩小時，我們就已滿頭大汗。而且，因為沒有噴灑農藥的關係，雜草蔓

生，有些雜草甚至長得快半個人高了！有些還會與作物交纏在一起，在拔

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不能去傷害到作物。 

 
八. 服務成果： 

效益及影響 — 

1.協助有機農友種菜苗、拔草： 

效益：分擔有機農友的工作份量、我們從中學習到有機農業的知識 

影響：透過直接進行有機農業的勞動工作，從中了解有機農業的部份施作

方法，並了解其中的困難以及重要性。 

    2.來吉國小附設幼兒園創意手作課程： 

    效益：分擔幼兒園老師的工作、教小朋友用當地材料進行創意手作、讓 

            小朋友從藝術中找到樂趣以及成就感。 

    影響：透過課程讓偏鄉學童也能接受到藝術的文化刺激，並能夠從這次經驗

發現更多當地材料發展的可能性。 

  



    3.一起鄒咖啡內部壁畫創作： 

     效益：提高一起鄒咖啡內部空間辨識度，並美化留言牆空間。 

     影響：使咖啡廳更具有原住民人文特色、體現阿里山在地特色。 

    4.孟宗竹器雕刻、商品名稱題字 

 效益：提升品牌質感，並增加產品特色。 

影響：透過協助當地書法題字、雕刻的手法，提供在地竹器不一樣的裝飾

可能性，將漢文化與原住民藝品創作連結的可能性。 

5.陪伴長輩上課： 

 效益：陪伴長輩聊天及進行遊戲，讓長輩多動動，活絡筋骨，有益身體健 

康。 

影響：透過參與部落老人班的課程，更認識長輩們的需求，透過從旁觀

察、協助，與長輩互動，由年輕人一起參與老人班課程，創造不一樣的課

堂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