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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打造社區文物故事館—以頂菜園為例 

                                          

 

 

摘        要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及時代的轉變，古早農村文物與情境已漸漸消

失。未來，也許大家都不記得家鄉是什麼樣子。有句話說得好，「每一

個社區都有一個身世，消失的不代表不存在」。本研究以「頂菜園社區」

為例，透過數位科技打造社區文物故事館。針對食、衣、住、行、育、

樂之生活應用範圍，進行頂菜園社區相關文獻資料之收集。本研究運

用數位媒體技術，建置六個主題的故事館。希望藉由此研究，宣揚台

灣先民古早用品與歷史文化遺產。最後，社區文物故事館亦可成為知

識和經驗交流的平台，透過數位媒體來介紹我們周遭的古早的懷舊用

品。 

 

關鍵字：數位媒體、社區文物故事館、頂菜園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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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第1.1節 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演進，農村景象漸漸消失。依據新港鄉 101 年戶政資

料，居住人口…..。 

第1.2節 研究動機 

社區的轉型與演化，可善用數位科技，像是影像紀錄、動畫製作、

數位典藏等方式，讓後代子孫認識（蔡宏進，1996）。所以…..。 

第1.3節 研究目的 

以頂菜園為例，本研究希望能以數位科技把社區的歷史、文物、

藝術、環境及居民等，都在文物故事館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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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頂菜園以農村開封府出發，打造文物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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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第2.1節 社區營造 

聯合國會議中永續發展概念提出後，我國自 1994 年開始重視社

區永續課題，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翁俊棋，2008）。自 1993

年以來，….。 

社區總體營造也著重各社區之間的互動，依據 Netting（2008）

的定義社區互動有五個層次：溝通（ Communication）、合作

（Cooperation）、協調（Coordination）、協力（Collaboration）與合併

（Consolidation）。溝通的關係…..。 

本研究將數位科技運用於頂菜園社區文物故事館之建置，將社區

文物以多元化數位媒體呈現。社區文物故事館之建置，屬於「社區營

造」之一環。所謂社區營造係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

目標，藉著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與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

務，凝聚社區共識，讓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這個社區的意象…。 

第2.2節 社區營造案例 

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提供的網站”台灣社區通”可以檢

索到許多資訊（台灣社區通，2012）。比較有名的案例，也受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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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的關注，包括： 

(1) 宜蘭縣白米社區-白米社區形塑觀光意象象，朝向社區博物館

的方式呈現（林靜怡，2004）。  

(2) 南投縣桃米社區-桃米社區一樣以凝聚社區居民共識，以一中

心主軸「生態」進行社區改造，就業機會與福祉（謝哲瑋，2011）。 

(3) 苗栗縣造橋社區-內部組織健全，年輕志工的加入有助於活力

的注入、經驗的傳續及新科技的運用（徐木生，2007）。  

(4) 雲林縣華山社區-社區居民以咖啡產業為主體構想，讓傳統農

村也能有休閒產業生機（張少齡，2011）。  

(5) 台南縣東山社區-隨著廿世紀末期數位資訊的發展，藉由網

路、有線電視等呈現出來，達到記錄文史、傳播行銷及凝聚社區居民

情感之目的（吳雅俐，2010）。 

(6) 新竹市科園社區-屬都巿型社區，此研究依其資源類型之運

用，包括：人文（79.87％）、環境（14.02％）、產業（4.47％）等資

源為其推動社區永續發展的主要三大社區資源。而人文、環境及在地

產業等資源，都巿型社區比農村社區型的更形豐富，經由文物整合對

提升社區發展有正面效益（劉巧玲，2012）。 

(7) 苗栗縣山腳社區-以家鄉守護理念、配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

造政策、歷史建築保存再利用政策及地方政府的政策配合事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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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老宿舍群保存與修復成功的重要支持。並透過學校、社區、企業三

者合作，可創造出老宿舍群最大價值（李美雪，2006）。 

(8) 南投巿永興社區-從永興社區總體營造中，與度越高者對社區

產業的正面影響越支持，而對社區產業發展的負面影響認知也愈強

（林世淵，2008）。  

 (9) 嘉義巿圓林仔社區-圓林仔社區營造中，借重媒體及專家或

政府資源的交相運用：此對社區營造冷漠、疏離或猜疑者的反面意識

有抑制作用，並轉而激發「社區共識」的正面意義（賴昭志，2004）。  

(10) 新竹縣照門社區-農村永續發展與規劃建設精神層面的發展

（劉健哲，2002）。目前農村社區之永續發展管理除仰賴政府單位先

前輔導協助外，最重要的仍是後續社區居民長期性經營管理機制之建

立（張岳志，2007）。 

(11) 社頭「同仁社」-以古蹟再利用為展示館之方式，由「古蹟

再利用」到「博物館展示」帶動地方文化觀光人潮成長，使得織襪廠

商進駐、參與地方活動的意願提高，並朝向精緻化發展（余相衡，

2012）。 

此外，台灣還有許多的社區都有豐富的在地文化與歷史文物資

產，根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於 2010 年

11 月之統計資料，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錄案的文化資產分別有：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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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716 處，歷史建築 905 處，聚落 4 處(其中望安花宅聚落被中央

再指定為重要聚落，故以地點計為 4 處，以項次計為 5 件)，遺址 38 

處，文化景觀 19 處；另有非建築或空間者，計有傳統藝術 97 項、

民俗文物 64 種，以及古物 784 件等。除了文化資產中少數修整或

待維護中外，大多仍處於繼續使用狀況(曾介宏，2010)。 

第2.3節 地方文化館 

地方文化館是以文化計畫（林珍如，2011）。文建會 2002年開始

推動地方文化館計劃以後，地方文化館已經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文化設

施政策之ㄧ，而且與其他文化政策均有密切關係（蕭美玉，2009）。 

2008 年地方文化館開始進行第二期計畫─磐石行動，側重於環

境、人物與事件的結盟關係，計畫係以整合地方文化設施，建構脈絡

相連的文化生活圈作為訴求。此時地方文化館的發展模式正邁向轉型

與調整的階段，亦即從過去單點輔導的策略擴大朝向文化生活圏整合

的方式（林珍如，2011）。 

有些地方文化館是以容忽視。文物的詮釋主要是定義及解釋文化

及其來源，而詮釋是一種思想感情的溝通，有助於人們了解自己及其

身處的環境（何淑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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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方法 

第3.1節 內容範疇 

本研究以「數位科技打造社區文物故事館—以頂菜園為例」，聚

焦「人文史蹟」、「社區環境」、「社區藝術」、「地方產業」、「觀光景點」

及「農村文物」六大內容範疇，經蒐羅、訪後，透過數位科技方式，

呈現於社區文物故事館，並進行展示。 

表 3-1. 頂菜園社區文物故事館六大內容範疇架構 

 

 

 

「人文史蹟」紀錄社區的歷史沿革，民俗文化與生活方式；「社

區環境」紀錄社區的地理位置，及與週邊交通、資源等連結；「社區

人
文
史
蹟 

  

社
區
環
境 

社
區
藝
術 

地
方
產
業 

觀
光
景
點 

農
村
文
物 

社區文物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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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紀錄社區環保懷舊建築美學及藝術美學產業，如馬賽克拚貼、

跤趾、剪粘工藝的傳統與創新；「地方產業」紀錄在地農產葱、蒜、

花生、蕃茄外，且介紹鄰近社區跤趾陶、製香、新港飴、醬油、釀酒、

火雞飼養場等地方產業；「觀光景點」紀錄廢物利用及傳統工藝創新

而成的特色觀光建築；「農村文物」紀錄四、五十年代農村社會所使

用的農業器具或生活用品。 

第3.2節 展示媒體 

頂菜園社區文物故事館之建置，也以六種展示媒體來進行呈現，

包括：「實體文物」、「靜態圖文」、「動態影音」、「Q 版動畫」、「網路

媒體」及「導覽解說」等六大類，如圖二所示。 

表 3-2. 展示媒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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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實體文物」及「導覽解說」之外，所有的數位化展示媒體

均可透過內容管理系統（CMS）來進行管理，包括：「靜態圖文」、「動

態影音」、「Q 版動畫」及「網路媒體」等。本研究採用功能強大的

WordPress 系統來建置網際網路與展示媒體環境的整合平台，

WordPress 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個人發佈平台，擁有高度自由、符合

網頁標準、快速且輕量化的特色(WordPress，2012)。WordPress 是一

套免費的部落格（Blog）軟體，也可以當成是內容管理系統（CMS）

來使用(Sun，2012；Lust，2012)。使用者可以在控制台內對各種功能

進行設定及管理。利用外掛可以加入許多 WordPress本身不具備的功

能，目前 WordPress有一個外掛資料庫，提供數千種外掛，在這功能

下使用者可以啟用、停用或是安裝某些功能。本研究透過 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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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數位媒體之管理與發佈，保存珍貴的頂菜園社區民俗文物化，針

對「人文史蹟」、「社區環境」、「社區藝術」、「地方產業」、「觀光景點」

及「農村文物」六大內容範疇進行數位內容開發，並經過資料的集結

整理建構完整的「頂菜園社區文物故事館」。 

 



 

11 

 

 

第4章 研究結果 

第4.1節 內容實作 

一、人文史蹟 

頂菜園位於新港鄉共和村，該村是由頂菜園、後庄、籃仔厝、洪

厝、黃厝、董厝和苦苓腳等七個聚落組合而成，日據時期，劃分行政

區，以新港鄉第一、第二公墓以西之董厝、黃厝、洪厝、後庄、頂菜

園等庄頭整合，編為共和村。各庄居民均有其宗教信仰中心，如後庄

（廣福宮）、頂菜園（水月庵）、董厝（三山國王）等。 

頂菜園社區為嘉義縣新港鄉內一處典型農庄，居民主要以務農為

主，種植稻米、蔬」，笨港的開發始於明朝天啟元年（1621），福建漳

州顏思齊率眾入墾後，開始在今北港鎮及水林鄉等地紮營設寨。 

二、社區環境 

頂菜園社區為古笨港地域之一，現今位於 159線道旁，屆於新港

奉天宮和北港朝天宮之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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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北港溪 

 

 

圖 4-2嘉南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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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台灣原生種-古楝樹 

三、社區藝術 

社區入口有著許多的拼貼設計，從馬賽克拼貼，到交趾陶剪黏藝

術與社區整合的藝術蓬勃發展起來。這是當地居民對故鄉的情感，也

凝聚了居民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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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社區傳統工藝-跤趾陶 

 

 

圖 4-5社區傳統工藝-剪粘藝術 

四、地方產業 

新港鄉共和村的頂菜園社區發展協會，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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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回收農村資文物，園區內還停放嘉義縣老公車及「林仔波」老客

運；社區居民在有營造共識後，更開發出公車、陸上行舟暢遊社區及

竹符遊北港溪探尋古笨港之地方產業。 

 

 

圖 4- 6火車走大路 

 

圖 4-7竹筏來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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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公車遊社區導覽 

五、觀光景點 

板頭車站：為 40 年代從嘉義到北港的台糖五分仔鐵路，亦是當

時往返北港、新港兩港的必經車站，其進入新港鄉境後第一個停靠站

就是板頭車站，當年許力下於民國 97 年原址重建，重現繁華，同時

也為當地居民找回失落已久的美好回憶。 

 

圖 4- 9板頭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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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笨港戶外考古園區：位於戶外的古笨港文化區可做為文物故事

館延伸的一環，為百年復興鐵橋觀景台及牆面裝置而成，置放古笨港

遺址及板頭厝縣丞署遺觀景台下，頂菜園協會規劃向圖書館借閱相關

書籍，並播放文史工作者蒐集之攝影照片，讓文物故事館更顯豐富。 

 

 

圖 4-10古笨港文化區 

大川詩道：大川詩道是以嘉義縣新港鄉當地詩人洪大川命名，洪

大川本名洪龍波，號西疇逸老，頂菜園在廢棄的五分仔鐵道旁，豎立

起一排枕木，上面提了洪大川為自己家鄉寫下的詩，宛如迎賓詩道。 

 



 

18 

 

 

圖 4-11大川詩道增添社區文學氣息 

嘉義縣公車：民國 42 年 2 月以 5 輛公車行駛於嘉義市區，當時

未正式命名，歸 73年 8月 1繪公車,並規劃佔地約三千六百坪的原光

華營區興建公車總站暨候車站,於 94年 11月 16日落成啟用，以全新

面貌服務縣民,提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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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嘉義縣復古老公車 

 

鄉諺步道：把先人對生嘜使食，即陣甘蔗若帝削，胡蠅呣敢倚來

食」。 

 

 

圖 4-13四句聯記錄傳承祖先老智慧 

五分車鐵道：為日據時代運輸甘蔗至北港糖廠製糖的重要交通工

具，於新港、北港兩港的百年黃金鐵道有彎道最彎、跨越河道最長、

最賺錢三最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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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百年黃金鐵道 

舊河道文化園區：為文史工作者於五分仔鐵道旁設立的社區文史

研究工作室，亦為 

為這些默默度過多少年的無名貢獻者重新闢出一個新舞台，讓它

訴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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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文物故事館裡搜羅各式農村文物 

 

圖 4-16農村開封府裡研討座談空間 

售票亭：位於頂菜園鄉土館入口處，為廢棄物打造的早期嘉義客

運售票亭，裡面還置放當年販賣的車票，古色古香，是嘉義縣目前僅

存的古早售票亭，可說是「縣寶級」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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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客運售票亭 

六、農村文物 

風穀車：風穀車為早期農村古文物，農民們將割下來的稻穗，利

用風穀篩選稻米，將米與稻殼、雜物，而結實的榖粒則順著斜漏嘴，

落入籮或袋中。「鳥仔腳、蜘蛛肚、會吹風、嘜走路」就是在形容風

穀車。 

 

圖 4-18風穀車又名風鼓車 

版畫：印刷技術的前身，也就是透過油墨，把刻好的圖樣複製到

另一個表面上，早在東漢時期即有此技術，當時稱之為「搨碑」。 

腳踏縫紉機：裁縫、修補衣物所用，過去農村社會一般家庭及服

飾店都會具備的器具，也是新娘必備的嫁妝之一。 

 

 

圖 4- 19裁縫車 

檜木飼豬仔槽：餵養小豬仔的飼料槽，農業時代家戶普遍養豬，

此為放置飼料，供小豬仔食用的飼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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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豬槽 

手動蕃薯簽機：刨菜頭、馬鈴薯、蕃薯等穀物的器具。農業時代

運用此機具將刨好的蕃薯簽拿去巿集販賣，增加家庭生計。 

古早灶：炊飯、煮菜用。農業時期尚無瓦斯爐或電磁爐等電器用

品，就以柴燒起灶來煮三餐，每年農曆十二月廿四日送灶神，古云：

一碗清湯詩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亂世文章不值

錢。送灶神大多以湯圓、麥芽糖等甜的東西祭拜，目的是希望灶神回

天庭後，在玉皇大帝面前能多說自家的好話。 

 

 

圖 4- 21古早灶 

腳踏收割機：秋收時收割稻禾之用。農業時期收割時有「竝伴」



 

24 

 

的關係，意 

幫人運送貨物，以苦力來換取工資，養家活口。 

檜木手工孵蛋機：四十年代為幫助不會孵蛋的雞、鴨、鵝孵化之

用，使其可繼續生蛋，創造產值。 

檜木加溫沐浴桶：泡澡、沐浴之用。只有保正、校長等有身份地

位的有錢人才會 

用的紅眠床稱為「四柱床」，出閣後則稱為「八柱床」,也就是「新

娘床」。 

第4.2節 媒體實作 

一、 實體文物 

社區文物故事館中，以實體文物方式呈現，古文物一比一的實體

呈現，讓觀賞者親眼並可使用或觸摸到實體，真實體驗先人使用感

受，並能深刻認識該器具。包括：石臼、灶、腳踏縫紉機、紅眠床、

牛車、刨蕃薯機、風穀車、蜈蚣耙、古亭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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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刨冰器 

二、 靜態圖文 

以靜態圖文方式呈現包括：一些難以蒐集或罕見的古文物，使用

攝影、繪畫等圖像，搭配文字的說明敍述呈現，讓觀賞者對古文物有

所了解，社區導覽地圖也以馬賽克方式呈現，雖是靜態但活潑有創

意；同時也以海報方式展現文物故事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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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靜態拍照方式記錄 

 

 

圖 4.2-8-社區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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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頂菜園發展協會社區文物故事館動畫館 

三、 動態影音 

文字、圖像與影音等內容，透過數位技術整合或運用，活潑地呈

現，台灣叫數位內容，大陸稱數字內容，應用科技包括有：3D科技、

互動科技、行動科技、影音辨識科技等，以電視、電腦、電子書、手

機等各種方式呈現。包括社區轉型過程的記錄、人文史蹟、社區環境、

觀光景點等報導或介紹、收割機或地瓜簽機的示範操作等等，頂菜園

社區自行以影像記錄社區活動或拍攝遊客參訪點滴，影像上傳台灣社

區通及公民新聞網站，不只能記錄行銷，更能讓機關及外界看到社區

進行營造之用心而產生肯定及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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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台灣社區通網頁成果建置 

 

圖 4.2-11 使用 Q-Rcode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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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Rcode導覽系統，利用智慧型手機掃描下載後，即能加入

該粉絲團互動。其中影像記錄不管是文物故事、營造點滴、觀摩參訪

或社區講壇節目等，由拍攝、訪問、配音、剪輯、鋪網及網站的經營

與管理皆由社區自行操作。動態攝影方式記錄文物修繕及保存過程，

透過頂菜園講壇錄製，後製完成上傳台灣社區通分享與行銷。 

四、 Q版動畫 

農村文物與影像動畫結合，以農村開封府為主軸，將搶救的農村

文物結合影像動畫重現文物新的生命與價值。設立社區故事動畫館，

藉此規畫為開端，未來將農村寶庫的物件皆以此模式逐年發展，讓文

物自己說故事，以寓教於樂的型態讓更多人瞭解祖先當世代的生活情

況與生活智慧。同時讓現代的科技重塑古文物的價值與定位。 

 

 

圖 4.2-19社區精彩兩條路 Q版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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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一條路及二條路觀光路線各個景點的呈現；古笨港精彩一條

路：位於高鐵橋下嘉北公路 159號道上，嘉北五分鐵道交會處，曾經

是宗教進香的路線，沿著鐵道走找尋糖廠煙囪在天際線散發出來的糖

糕味，也是這條鐵道的盡頭。 

「 此條路線具有相當大的成效，遊客可以從頂菜園出發一路經 

過舊河道、板頭車站、板陶窯、客人的厝、復興鐵橋、北港糖廠

等，探索不為人知的在地文化，並且實行跨區域發展。古笨港精彩第

二條路：可以造訪崙陽、六斗尾、新店、溝美、一級古蹟王得祿墓地、

雙涵社區、蒜頭糖廠，一路到故宮南院。目前正積極與故宮南院合作，

將文化典藏產業與在地文化結合，民眾也可以在頂菜園看見故宮南院

數位典藏的影像資料。還有農村開封府設立的意涵，也以 2D動畫加

以介紹，把單調的層面變活潑，老少都能接受，以提升推廣和教育的

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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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0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圖 4.2-21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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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2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圖 4.2-23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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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4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圖 4.2-25文物故事動畫館行銷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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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6製作動畫流程 

水資源截流： 

新港鄉於嘉義地理上有『風頭水尾之稱』。每年東北季風起首當

其衝為新港鄉為迎風面，另外又為嘉南大圳之尾，農用之灌溉用水到

新港鄉有 70%供社區作物用；有 30%直接流入北港溪。設置風車藉

風力截流水資源蓄水營造生態池，另一方面提供作物生長用水，也做

為文物館內之電源。(頂菜園理事長陳明惠表示，此構想緣自於農村

水車)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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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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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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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7社區文物故事動畫館計畫執行說明 

 

 

圖 4.2-28社區文物故事動畫館計畫執行說明 

 

 

圖 4.2-29風車製作過程 

 

 

圖 4.2-30風車製作過程 

 

 

圖 4.2-31志工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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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媒體 

當地的觀光特色、歷史沿革、人文史蹟、農村文物、社區活動、

套裝行程等，透過網站的陳設，把文字、圖片或動態影片等傳播出去，

如 youtube、公民新聞、社區通網站、YAHOO、臉書等，都是無遠弗

屆的行銷及推廣平台；同時藉由網路媒介，也能提高社區知名度，並

建立獨特及良好形象。 

 

 

圖 4.2-32社區影像記錄發佈於公民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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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3 頂菜園社區影像記錄發佈於台灣社區通網站 

六、 導覽解說 

透過專業培訓導覽人員將社區文物、史料等付予生動的故事性加

以解說，提升趣味性，吸引觀賞者的注意與學習的興趣。 

 

 

圖 4.2-34動態導覽解說 

第4.3節 社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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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菜園社區於民國 92年 12月成立發展協會至今，主要定位在推

廣鄉土文化特色、重現童年故鄉景色及懷舊風情，並在觀光旅遊、鄉

土教育推廣、環保議題、推展社區老人照顧、關懷新住民族群及結合

民間與政府單位推動社會福利工作等皆有卓著成果。頂菜園發展協會

自民國 94 年設立社區照顧關懷站，即跨越社區(共和、板頭、南港)

設立社區照顧關懷站，一則照顧三個村莊的老人、再來為凝聚大家的

社區營造意識與諮詢窗口，形成推動社區發展共識，雖對象為社區長

者，但是對於社 

始推展社區休閒旅遊活動，目前與吳鳳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

及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均有相關的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的場域。

民國 97 年以「三個空ㄟㄧ個肖ㄟ」發展社區特色文化及觀光產業終

獲肯定，於民國 99 年參與文建會地方文化館深度文化旅遊，以社區

精采一條路獲得深度文化旅遊類優等單位、辦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初階社區總體營造獎、環境教育、經濟文化維護、弱勢族群服務等

面向發展，獲得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100年優質社區景觀建築園

冶獎。影像紀錄也在民國 98 年，以「相信有一天火車ㄟ轉來」培訓

影像製作人才新聞局紀錄片，獲得「公民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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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社區理事長陳明惠記錄片 

 

 

 

圖 4.3-2出版板頭社區中、英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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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結論 

以數位科技設立社區文物故村足提供工作機會，吸引遠離故鄉的

遊子有信心、有意願回鄉就業打拚，共同找回家鄉過去榮景。 

憑藉數位科技的優勢與便利，將社區消失或逐漸消失的歷史、人

文、環境、產業、農村古物等都讓農村社區文化特色結合社區休閒觀

光旅遊轉型為社區新興特色產業：並以影像記錄社文物，由社區耆老

訴說社區的故事或發生 

物一個故事為副標，未來頂菜園會繼續將動人的文物故事影像

化、數位化，這是未來頂菜園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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