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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鑿屋串起的山林野趣與文學地景
【
鍾
理
和
基
金
會
訊
】
美
濃

東
北
角
廣
興
地
區
有
一
大
埤

頭
聚
落
，
由
於
位
處
於
主
要

道
路
之
外
，
一
般
除
了
在
地

居
民
進
出
則
外
人
罕
知
，
因

此
也
保
留
下
純
樸
的
田
園
景

觀
與
濃
厚
的
在
地
人
情
味
。

大
埤
頭
取
名
來
自
早
年
旱

季
時
居
民
築
埤
引
水
灌
溉
，

聚
落
以
大
埤
頭
開
基
伯
公
為

中
心
開
散
聚
落
發
展
，
居
民

多
依
姓
氏
聚
居
，
如
黃
家
、

楊
家
、
傅
家
、
李
家
等
姓
氏

夥
房
。
開
基
伯
公
背
靠
化
胎

有
一
大
叢
老
芒
果
樹
，
樹
倚

一
座
小
山
呈
現
出
客
家
傳
統

的
天
人
觀
。

沿
路
上
行
繞
經
黃
家
豬

舍
、
彎
路
旁
有
溪
流
稱
之
伯

公
坑
溪
，
進
入
一
山
谷
四
面

環
山
稱
之
為
伯
公
坑
，
山
谷

東
面
內
有
一
竹
搭
之
老
舊
山

寮
，
客
語
稱
「
穿
鑿
屋
」
，

過
去
是
燒
炭
人
家
曾
家
的
住

屋
。穿

鑿
屋
為
常
見
於
淺
山

區
域
之
風
土
建
築
，
大
量
運

用
地
方
素
材
，
大
量
使
用
竹

編
夾
泥
牆
，
然
建
物
結
構
受

損
，
屋
架
與
與
竹
柱
有
多
處

蛀
蝕
，
泥
牆
多
處
剝
落
，
竹

編
牆
外
露
，
亟
待
整
修
。
屋

外
仍
有
一
藍
染
之
沉
澱
青

窖
，
可
一
窺
早
期
藍
染
文
化

樣
貌
。

見
證
開
山
打
林
的
淺

山
生
活
史

曾
國
協
在
民
國
四
十
年
由

新
竹
新
埔
來
到
美
濃
的
北
部

客
，
熟
稔
新
竹
開
山
打
林
的

營
生
技
術
，
曾
國
協
先
生
先

後
從
事
燒
炭
、
樹
薯
種
植
、

鑿
石
砌
牆
的
工
作
。
穿
鑿
屋

即
為
他
胼
手
胝
足
就
地
取
材

打
造
的
房
屋
，
見
證
不
同
時

期
的
山
林
產
業
開
發
，
足
以

見
證
淺
山
生
活
的
歷
史
。

根
據
在
伯
公
坑
山
頂
燒

炭
坑
業
主
家
族
黃
松
雄
口

述
，
曾
早
期
伯
公
坑
山
上
以

燒
炭
，
後
來
相
思
林
砍
罰
殆

盡
後
有
種
植
樹
薯
，
來
自
新

竹
的
曾
國
協
也
率
先
教
授
南

部
人
製
作
北
部
客
家
慣
用
的

「
馬
仔
」
，
便
於
在
山
上
務

農
運
輸
農
產
。

玉
蘭
樹
下
鄉
情
客
棧

穿
鑿
屋
屋
前
有
一
枝
葉
扶

疏
的
玉
蘭
花
樹
十
分
罕
見
，

吊
滿
各
式
酒
瓶
頗
能
呈
現
田

園
生
活
閒
逸
情
趣
，
也
曾
經

有
網
友
分
享
老
屋
照
片
於
臉

書
「
美
濃
之
美
」
社
團
讚
為

秘
境
。

現
在
的
屋
主
曾
家
發
是
曾

家
第
二
代
，
平
時
於
市
區
工

作
周
末
固
定
返
回
穿
鑿
屋
整

理
，
大
埤
頭
的
青
壯
輩
居
民

平
時
旅
外
工
作
，
唯
有
周
末

回
大
埤
頭
整
理
田
園
農
事
，

夜
間
聚
集
於
此
閒
話
家
常
以

慰
藉
鄉
愁
，
此
屋
也
成
為
地

方
的
公
共
空
間
，
穿
鑿
屋
遂

成
為
大
埤
頭
居
民
聯
繫
感
情

的
鄉
情
客
棧
。

鍾
理
和
文
學
場
景

穿
鑿
屋
所
在
之
伯
公
坑

原
先
屬
笠
山
農
場
第
一
股
範

圍
，
伯
公
坑
即
為
牛
欄
用
來

畜
養
牛
隻
的
牛
墟
，
此
處
也

是
《
原
鄉
人
》
電
影
拍
攝
場

景
之
一
，
現
實
生
活
中
鍾
台

妹
與
孩
子
也
會
在
崩
沙
潭
一

處
等
候
理
和
。

穿
鑿
屋
串
起
大
埤
頭

孩
子
們
的
回
憶

出
生
在
大
埤
頭
黃
家
夥

房
、
現
任
龍
肚
國
小
校
長
黃

鴻
松
說
，
大
埤
頭
的
孩
子
從

小
玩
到
大
的
後
山
樂
園
就
是

伯
公
坑
，
伯
公
坑
是
開
基
伯

公
看
顧
的
邊
界
，
再
往
外
過

去
越
過
陰
暗
的
「
穿
透
窿
」

（
洞
道
）
就
是
山
林
的
世
界
。

以
前
穿
透
窿
由
於
被
參
天

樹
林
包
夾
特
別
陰
暗
，
小
孩

子
通
常
會
被
大
人
告
誡
不
能

跑
太
太
遠
，
甚
至
會
流
傳
一

些
鬼
怪
傳
說
嚇
唬
小
孩
子
，

野
外
出
沒
的
魔
神
仔
會
拐
騙

小
孩
。
超
越
伯
公
坑
就
是

「
神
隱
的
世
界
」
，
對
於
孩

子
而
言
，
越
過
邊
界
往
「
後

山
樂
園
」
探
險
成
為
小
孩
子

兒
時
的
共
同
回
憶
與
想
像
力

的
根
源
。

後
生
洄
庄
：
再
現
穿

鑿
屋
的
場
所
精
神

去
年
，
客
委
會
委
託
鍾
理

和
文
教
基
金
會
規
劃
文
學
散

步
道
，
經
由
大
埤
頭
連
接
竹

頭
角
與
鍾
理
和
紀
念
館
。
透

過
鍾
理
和
的
寫
作
，
這
條
靜

僻
小
路
上
的
許
多
景
緻
、
人

物
與
聚
落
生
活
也
再
現
於
理

和
的
作
品
之
中
。

延
續
鍾
理
和
文
學
散
步
道

的
研
究
成
果
，
今
年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藉
由
客
委
會
「
後

生
洄
庄
」
計
畫
的
資
源
，
邀

請
築
夢
青
年
劉
逸
姿
加
入
穿

鑿
屋
的
調
查
紀
錄
工
作
，
再

鍾
理
和
文
教
基
金
會
的
協
力

之
下
，
進
行
建
築
體
的
調
查

與
記
錄
，
以
及
曾
姓
人
家
遷

徙
史
與
生
命
史
的
訪
談
，
透

過
回
溯
過
往
的
生
活
、
生
計

方
式
，
來
呈
現
淺
山
生
活
文

化
的
重
要
精
神
。

八
個
多
月
來
的
訪
調
成
果

將
於
八
月
十
二
日
在
穿
鑿
屋

現
地
舉
辦
主
題
展
覽
，
透
過

藝
術
手
法
來
詮
釋
淺
山
生
活

的
樣
貌
。
曾
家
穿
鑿
屋
正
好

位
於
鍾
理
和
散
步
道
路
徑
之

中
心
點
，
連
結
現
在
大
埤
頭

鄉
親
鄉
情
，
連
結
文
學
地
景

與
庄
頭
故
事
，
同
時
也
連
結

過
去
、
現
在
與
未
來
。

穿鑿屋再生計畫—現地展

紀錄老屋的身世與故事，透過回溯過往的
生活、生計方式，來呈現淺山生活文化的
重要精神。

時間：8/12~9/10
地點：大埤頭穿鑿屋
分享會：8/12（六） 暗哺頭七點半
參展藝術家：林家棟、羅元鴻
馬仔製作：鍾雲財
展覽策劃：劉逸姿

▲ 玉蘭樹下的鄉情客棧（劉逸姿／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