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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點‧台灣」服務成果報告書



服務進⾏行行⽅方式 

        秉持著「⼀一⼿手服務 ⼀一⼿手紀錄」的理理念念，深耕到部落落，記
錄著他們的⽇日常，陪伴著他們的⼼心，⾝身體⼒力力⾏行行的付出，⼀一步
⼀一腳印的慢慢耕耘，以看⾒見見需要給予⼒力力量量的⽅方式進⾏行行服務。


1. 協助稻米收割 
在每年年的這個時間剛好是稻米收割的⽇日⼦子，是部落落最需要
年年輕⼈人的時候，因為⼈人⼝口老化及青年年外流的問題，所以每
當插秧收割等農事時，幾乎都會有各地年年輕⼈人進來來協助，
這些⼈人可能是曾經來來玩，或湊巧經過⽽而被這片⼟土地深深吸
引，每當部落落有需要他們便便會盡⼼心盡⼒力力地給予協助。 
 
⽽而我們也在跟聯聯絡⼈人聯聯絡時確認到這個問題，因此選定這
個時間，踏入部落落深入幫忙，雖然⼀一開始可能會不太熟，
但在⽥田野中，我們有共同的⽬目標，⼀一⼼心想趕快把農事做
完，因此很快就混出好感情，原訂三天的農事因為⼈人⼒力力不
⾜足⽽而進⾏行行了了五天，有⼀一天甚⾄至還只有包含我們的六⼈人團隊
在進⾏行行收割，慶幸能以微薄之⼒力力為部落落進⾏行行服務。 



 

2. 記錄當地故事 
部落落有成立協會來來維持部落落的運作，但⼈人⼿手是相當不夠
的，⽽而他們認為將長者的智慧與故事流傳也是相當重要的
⼀一項任務，並且不能只有他們明⽩白了了解這些故事，所以我
們將這些故事紀錄整理理，這幾天跟阿公阿嬤們聊天，除了了
紀錄以外，陪伴是我們給予的最⼤大幫助。




 
 

3. 影像展覽留留存 
15天的旅程就像是⼀一場夢，⽽而阿公阿嬤們的記性沒有很
好，留留住快樂的⽅方法有很多，⽽而我們選擇我們最拿⼿手的⽅方
式，⽤用影像將這些快樂保存，在最後⼀一天離別之際，我們
辦了了⼀一個⼩小型的離別會，事先將割稻的各種照片洗出來來，
且剪了了⼀一隻⼩小短片，在最後⼀一⼀一呈現給阿公阿嬤，⽽而影像
也留留給聯聯絡⼈人，他們也在2019年年8⽉月4⽇日復興節公開放
映，讓參參與的不管是遊客，還是長者們的⼦子孫，更更加的瞭
解這塊⼟土地的運作，那些影像都是我們的共同回憶。 



回顧影片於創意成果獎中展⽰示 



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來源 

攝影器材： 
	 	 Fujifilm X-T1*1 
	 	 Fujifilm X-T3*1 
	 	 Fujifilm XF18-55mm*2 
	 	 Fujifilm 35mm

	 	 Samyang 12mm

	 	 GoPro HERO 7 加穩定器*2

	 	 ANAFI 空拍機*1

收⾳音器材：

	 	 Zoom F8n*1

	 	 Mini Mic*2


來來源：

相機鏡頭為⾃自⾝身的，其餘設備皆為輔仁⼤大學媒體與教學資源
中⼼心贊助。 



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前置⼯工作分為與社區聯聯絡以及對社區的調查與了了解還有
規劃拍攝內容以及器材申請。


1. 社區聯聯絡 
在正式進入社區前，於2019年年6⽉月2⽇日⾄至7⽉月12⽇日期間，共
與聯聯絡⼈人前後電話聯聯絡5次，其中也有⽤用通訊軟體保持聯聯
繫。




















2. 對社區的調查與了了解 
針對復興部落落去查了了許多資料，雖然沒親⾃自去做⽥田野調
查，但也問了了⼀一些學長姐的經驗，讓我們在去部落落之前有
⼀一定的認知。 

3. 規劃拍攝內容以及器材申請 
在有初⼀一步認識後，我們對於要拍攝及服務的內容做了了⼀一
系列列的規劃，並做成⼀一本企劃書以利利於器材的借⽤用。 



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紀錄 

此次我們除了了部落落格以外也創立了了Facebook粉絲專⾴頁以
及Instagram以不同的形式將這段旅程記錄下來來。 

1. 隨意窩： 
記錄我們的所有⽂文字與影片 

⽂文字的部分則分為兩兩種，⼀一種為⼼心得篇，另⼀一種則為⽇日
常篇，前者是零所寫的，後者是ㄆㄑ的視⾓角，希望讀者
⽤用不同的⾓角度去了了解復興部落落。 

2. Facebook： 
是我們主要跟讀者交流的地⽅方，從這裡接觸到⾝身邊的親
朋好友讓他們知道，我們正在過怎樣的⽣生活。 
 



3. Instagram： 
則走向比較⽇日常的交流，透過短影⾳音的限時動態，可以
讓⼤大家更更親近地看⾒見見復興部落落的每⼀一個⾓角落落。 



服務成果：包含效益、影響 

	 在成果⽅方⾯面，我們除了了割稻，在社群經營的部分，也讓
更更多⼈人更更加的了了解這個部落落，在Facebook跟Instagram都有
⼀一百多個粉絲⼈人數，⽽而隨意窩的觀看⼈人次也到達了了三千多
⼈人。












	 ⽤用深刻的⽂文字與影像，記錄下部落落的美好，將這些美好
不只流傳在我們⼼心中，更更是可以讓更更多⼈人看⾒見見，於是我們也
做了了明信片與紀錄片，⽤用更更多形式⼿手法，將這塊⼟土地分享給
⼤大家知道。


明信片


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