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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鎮唯一的村長 

--陳芳姿-- 
 

因為受人之託而與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長者結

緣，再因為老公的一句話而改變了她的人生，成了長

者眼中最佳「村長」人選，開始了她和一群沒有血緣

關係的長者一起養老、共老、伴老的歲月。創新的老

人互助社區模式竟成為碩、博士班研究生探討的對

象。其所創建的老人互助社區模式及「老有所用」的

新價值，不但有地方產業的意義，也有照顧老人的意

義，能以最小的投入，達到最大的效益。 

緣起受人之託 

埔里鎮，位於台灣的地理中心，隸屬於南投縣，

四面群山起伏環繞，中央平坦，呈星狀輻射於山谷

間，全鎮面積 162.227 平方公里，是台灣知名度相

當高的鄉鎮之一。埔里鎮人口大約 80,000 多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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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轄區共分成 33 里，有 33 位里長。但在其中的籃

城里卻出現一個有 75 間組合屋的老人社區－菩提

長青村，裏頭有全鎮唯一、不支薪，也沒有人想和她

競選的村長－陳芳姿。 

921 大地震前，陳芳姿是埔里鎮上知名野菜餐

廳「七巧屋」的老闆娘。地震前幾年，是陳芳姿人生

中最美好的時光。賺錢、還債、夫妻感情很好、結交

了很多旅遊界的好友，人生充滿了夢想。921 震災，

陳芳姿的店倒塌，住家雖然都沒有全倒，但內部完全

崩亂，無法居住。 

當時，投入救災的財團法人佛香書苑文教基金

會在救災過程中，發現許多老人住在簡陋的帳篷內

相當不便；基金會執行長釋體通法師就向埔里「菩提

園」佛教大樓商借空餘的房間安置這些老人，並委託

陳芳姿夫婦管理。原先規劃一年後結束安置，經了解

後，才發現很多老人根本回不去原來的家；加上收容

人數逐漸增加，陳芳姿只好跑去找當時的埔里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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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鴻銘想辦法。張鎮長正好在積極籌蓋組合屋，在取

得台糖公司同意提供土地後，於 YWCA 及華僑銀行

的捐助下，埔里鎮公所在籃城里台糖提供的土地上

搭建出 75 間的組合屋社區，於 2000 年 3 月正式啟

用，並決定把原先安置在「菩提園」的老人家移過來，

將新建的組合屋社區命名為「菩提長青村」註 1。 

安置老人家後，原本想要再起爐灶，重建「七巧

屋」餐廳的陳芳姿，因為組合屋社區大大小小的行政

事務需要有人打點，再加上老公的一句話：「開餐廳

可以等註 1，老人家不能等。」讓她答應接下「村長

」的義務職！從此改變了她的人生，陳芳姿成了長輩

眼中最佳「村長」人選，開始了她和一群沒有血緣關

係的老人家一起養老、共老、伴老的歲月註 2。 

躲過拆遷組合屋風暴的菩提長青村 

2002 年 1 月 10 日，行政院 921 重建會依據

修正後的《九二一震災臨時住宅管理要點》函請重建

區各縣（市）政府應對組合屋進行每二個月一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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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查，針對「不符合續住資格」者要求限期遷離，

然後整併，最後再將騰空的組合屋予以拆除恢復原

狀。此政令一出，組合屋住戶嘩然，輿論也批評政府

是為了重建績效，要刻意「消滅組合屋」。為了釐清

疑慮，921 重建會再於 2002 年 4 月 11 日發表「組

合屋處理政策說帖」，強調清查的目的係針對「不符

合資格」者，要求限期遷離，再拆除騰空後的組合屋

，絕非要求「符合資格」者提前遷離。立法院也於

2002 年 11 月 13 日審查 20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時，作出決議，凡是在 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經分配進住組合屋者均為「符合資格

」者。 

菩提長青村也因此而暫時免於被拆遷的命運，

至 2006 年 2 月 4 日《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

屆期，組合屋的管理、整併與拆除回歸常態，由縣（

市）政府主責。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菩提長青村」

因暨南大學向南投縣政府提出「老人照顧綜合園區

實驗計畫」而被保留下來，並於 200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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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列管，由暨南大學以「現況承租」方式向台糖公

司（土地所有權人）租用。 

村長陳芳姿和她的夫婿王子華，就此入住長青

村與長輩們朝夕相處，與菩提長青村結下不解之緣。 

 

南投縣長青老人服務協會 王子華理事長（圖片來源：新

故鄉基金會廖嘉展） 

 

「老，無老－老有所用」的創新模式  

陳芳姿村長與王子華沒有社工的專業背景，也

沒有老人照顧的歷練，但在他倆獨創的「老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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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互助」核心價值下，她倆透過培力，讓社區老人

得以運用過去所熟悉及新習得的技能，投入社區內

產業的開發，並將老人所投入產業開發所得的產值，

繼續投入長青村的運作，達到自給自足的老人經濟

循環模式。在老有所用的核心概念下，長青村透過社

區老人的終身學習及休閒創意產業，達到自力更生

的創新模式。 

 

（圖片來源：菩提長青村網頁） 

 

目前，長青村的社區產業除了自足農場、感恩咖

啡、老人陶玩、花卉園藝、感恩團隊、老人製作之精

美手工飾品等等之外，正積極響應健康食材的開發，

所研發出的手作豆腐坊與麵包坊，已成為埔里地區

民眾選購豆製品與手作麵包的好所在，長青村更期

望能藉此提升老人福利社區產業化的效能。 



 

7 

 

陳芳姿村長很清楚，當政府財政吃緊與大環境

不景氣時，官方的補助與各界的愛心物資與捐款會

逐漸減少，長青村的處境將會更加艱難，必須要自力

更生。因此，陳芳姿為了節省村內開銷，鼓勵長者自

力並走出戶外多活動筋骨、多曬太陽並開闢有機菜

園種植各項季節蔬菜；又為讓這裡的長者不用等待

外面的援助與憐憫，就可以展現自己存在的價值，啟

動自給自足的經營模式，推出感恩咖啡及現榨有機

蕃茄汁、庭園自助式感恩餐、草屯夜市擺攤義賣等等

，由協會的工作人員協助，長者幫忙端咖啡、蕃茄汁

、收杯子並親自招呼前來村內的來賓。 

幾年下來長青村創新的老人互助社區模式已成

為碩、博士班研究生探討的對象。協助推動長青村實

驗計畫的暨大公行系教授江大樹表示，長青村絕非

是以一般老人安養機構來思考，而是一個富麗農村

應有的老人安養模式，面對未來農村地區高齡人口

激增的趨勢下，長青村模式是一個可以解決農村高

齡照顧問題的模式之一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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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的官網這樣介紹長青村：「長青村為老

人所提供的服務可說是多元且廣泛，與其說長青村

為老人提供服務，更正確的說法是村內的老人透過

互助，為彼此提供所需之服務。村內為老人所提供的

服務有餐食服務、關懷問安、退休生活再規劃、多元

產業開發、托老服務、居家服務、醫療保健服務等多

元且廣的服務內容。也因為長青村開創了多元且廣

泛的服務項目，讓社會資源與民間捐款逐漸減少的

長青村，能夠藉由這樣的服務內容，將長青村逐漸帶

往產業化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長青村

逐漸走向自給自足的經營模式發展，不再強調「老有

所養」，而是朝向一個「老有所用」、「自養其身」、「

老人自力自享商機」、「創造服務就業（4 位老人創造

1 人就業）」的方向邁進。」註 3 

這就是長青村所強調的「老有所用」、「自養其身

」、「老人自力自享」。是一種「老，無老－老有所用

」的創新模式。目前長青村正積極結合地方觀光相關

產業，提供老人製作的懷念老人味餐點，並將利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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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以有效提升老人福利社區產業化的效能。 

民進黨主席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於 2015 年 5

月 7 日參訪長青村後表示註 5，希望做到社區式的照

顧，由社區的人自己來照顧自己的老人家，而且老人

家還可以自己照顧其他老人家。她認為老人家或社

區也可以籌措部分的財源來支持，這不但有地方產

業的意義，也有照顧老人的意義，能以最小的政府投

入，達到最大的效益。 

長青村所創建的老人互助社區模式及「老有所

用」新價值，將可作為在地老化的創新治理模式。 

長青村創新治理模式的擴散 

長青村在近二十年的運作經驗中，匯集出「活化

老人活動力的老有所用照顧方式」，也孕育出「降低

照顧成本的夠用就好產業運作模式」等兩項運作理

念。暨南大學自 2013 年起積極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推動諸項在地實踐的計畫，其中 2017 年的「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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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線食物銀行」與 2018 年的「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長期照顧議題」，就是以長青村的兩項

運作理念為核心價值，擴展為大區域的行動計畫方

案。 

暨南大學立基於過去與長青村的實驗研究成果

，以「南投縣烏溪線食物銀行」計畫案，擴散長青

村「夠用就好」的運作理念，協助政府照顧南投縣

烏溪線地區的弱勢家庭；以「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長期照顧議題」計畫案，連結在地長照

專業服務組織與社區組織，共同在水沙連區域內推

動「老有所用」的長輩互相照顧理念，並設計出「

厚熊笑狗（互相照顧台語發音）」的長照教育推廣

品牌，持續地推動改變水沙連區域的高齡照顧概念

。 

 

埔里鎮唯一的「村」、埔里鎮唯一的「村長」

，曾經是政府眼中最頭痛的個案，因為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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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姿與夫婿王子華的堅持與付出，如今轉

變成為「補足政府政策不足」的角色，或許

這是 921 地震發生當時所預想不到的。 

 

註 1.阮愛惠 （2015/8/9）。菩提長青村村長 陳芳

姿。人間福報。http://www.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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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佟振國（2009/09/20）。《921大震十週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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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6636 

註 5. 朱蒲青（ 2015-05-08）。參訪埔里菩提長青

村 蔡英文：建立有尊嚴的長照體系。民報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4884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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