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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圳引水 水長流  

--廖學堂－- 

廖學堂世居中寮八仙村馬鞍寮，年少時在外闖

蕩，近30歲才回到中寮，擔任公所村幹事，因

為921地牛翻身，讓消極的生活態度，一夕之

間有了重大轉折。先是投入福盛圳的復活計畫

，打通一條長約6公里，早已廢棄多年的水圳，

再是為了替家鄉的農業找出路，開始探索從產

業文化重拾農村活力的可能，開始溪底遙的無

毒柳丁夢，然後開始「溪底遙學習農園計畫」

。因為他們相信：消費友善環境的農產品，可

以改變世界。遺憾的是，主角已提前安詳地走

完46年的人生到天上和他的父母親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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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堂，南投中寮人，世居八仙村馬鞍寮，年

少時在外闖蕩，近30歲才回到故鄉，擔任南投

縣中寮鄉公所村幹事。是這本書裏頭唯一沒有

堅持到現在就離開的夥伴。因為，他已提前在

2008年11月18日安詳地走完46年的人生到天

上和他的父母親會合。曾經帶領村民修築福盛

圳，把自己奉獻給家鄉的廖學堂一直希望把自

己變成一棵樹，讓中寮的孩子可以在樹下乘涼

、玩耍。2003年起，和廖學堂一起創辦成立「

溪底遙學習農園」的馮小非在「溪底遙學習農

園」部落格PO了創辦人廖學堂離開人世的訊息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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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溪底遙學習農園 

當年在中寮拍攝「在中寮相遇」紀錄片的

導演黃淑梅就在921災後第19周年在臉書PO

文懷念在天上的朋友--廖學堂，希望他已如他

所願成為一棵樹~~ 

黃淑梅為廖學堂與圳工阿伯、阿嬤們的努

力與用心，拍攝了《在中寮相遇》（紀錄片）留

下完整的影音紀錄，讓痛苦卻美麗的回憶可以

一代傳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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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梅拍攝的紀錄片《在中寮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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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淑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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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立鄉親寮工作站開始 

中寮，位於南投縣稍偏西，東邊接國姓鄉

與水里鄉，西北邊為南投市，西側為名間鄉，

南側鄰集集鎮，北面為草屯鎮。全鄉總面積約

為146平方公里，佔南投縣面積的3.57%。921

大地震之前，很少人知道中寮鄉在哪裡，921

震災中被塌平的永平老街透過媒體的報導，中

寮鄉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小鄉鎮才逐漸浮現在國

人的腦海裡。其實，中寮在日治時期就以盛產

香蕉和柳丁名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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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中寮永平老街和中寮鄉臨時辦公室（圖片來源：黃

淑梅） 

 

中寮鄉依山勢及流域可分為北中寮與南中

寮兩大區塊，鄉民叫北中寮為「龍眼林」，南中

寮為「鄉親寮」。921之前，原本無風無雨的公

務員生活：上班時，到社區活動中心幫幫年老

村民申請老人年金，辦農、健保，發放兵役通

知，有時幫不識字的村民寫寫信、過濾稅單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8%AD%E5%AF%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8%AD%E5%AF%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8%AD%E5%A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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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則和三五好友淺酌小飲、下下圍棋

，棋力二段的他，若偶逢對手，經常廝殺到天

明。生活有些逍遙，也略顯消極的廖學堂在921

地牛翻身，一夕之間山河變色之後，生命態度

有了重大轉折，尤其是看到那麼多的團隊義無

反顧的來到中寮投入重建，看在廖學堂和同鄉

好友張燕甲等人眼裡，也不得不開始思考：「

如果自己還不站出來就太不應該了。」於是他

們在果然文化工作室的協助，成立鄉親寮工作

站，並在全盟的邀請下，加入全盟聯絡站的網

絡，成為全盟在南中寮的一個聯絡站，隨後馬

麗芬、李慶忠和陳秋帆等人也陸續加入工作站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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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後來到中寮的中原大學建築系喻肇青教授（圖片來

源：在中寮相遇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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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成立鄉親寮工作站（圖片來源：在中寮相遇紀錄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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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堂扮演社區居民與專業團隊溝通的橋梁（圖片來源

：在中寮相遇紀錄片） 

 

福盛圳復活計畫 

鄉親寮工作站除了承續果然文化工作室的

「鄉親報」，常態性的採編工作外，主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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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就是推動「福盛圳復活計畫」。 

福盛村的福盛圳開鑿於日治時期，水圳經

山崖斷壁來到八仙村，全長約6公里，隨著時代

演變，灌溉功能逐漸喪失，早已廢棄多年。921

地震那個夜晚，八仙村住戶因瓦斯桶爆炸起火

，火勢竄燒6戶民宅，自來水管線因為地層錯動

而支離破碎，村內陷入驚慌失措的火災急難中

，幸虧這條廢棄多年的水圳，還有2天前積存的

雨水，讓村民得以取水撲滅了大火，也因此讓

村民重新省思福盛圳的重要性註2、註3。 

災變後，大家對這條水圳充滿了感念，也

重新思考水圳存在的意義，於是讓水圳復活的

共識一時間化為具體的行動；2000年4月9日，

鄉親寮工作站發動附近村民清理水圳。由於福

盛圳全長約6公里，寬不到1公尺，僅屬水溝規

模，但是全程多蜿蜒在山腰懸崖之間，穿山而

過的水流隧道就有3、4座，荒廢數十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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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段早被走山的土石煙沒，無跡可尋，要以義

工的方式來清理不是長久之計，加上看壞者眾

，要推動水圳復活計畫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主

管的農田水利會根本不予理會，為了一張水圳

路線圖，還得奔波省府黎明辦公處，即使路線

圖到手，按圖索驥，也未必能找到圳道位置，

所幸獲得全盟的經費支持，在和老一輩的「巡

圳員」阿錦伯及曾經修復過這條圳的一些耆老

討論後，估算出所需費用後，決定申請勞委會

重建大軍方案的奧援，爭取到34名臨時工作津

貼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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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揪一些鄉親動手清理圳溝（圖片來源：在中寮相遇紀

錄片） 

 

2001年2月1日，舉辦了福盛圳開工典禮。

（註4） 

經過圳工們一年多的努力，2002年9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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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月2日先行引水、試水，終於在2002年

11月21日正式舉行通水典禮。 

 

完工囉（圖片來源：黃淑梅） 

 

福盛圳的修復通水為中寮賦予新的生命！

並持續引水灌溉至今，當年廖學堂與圳工阿伯

、阿嬤們的努力與用心，令人懷念與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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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回報援助之恩 

2001年，台北市遭逢納莉颱風重創，廖學

堂在獲知消息後，隨即動員八仙村民帶著畚箕

、鋤頭連夜北上，幫忙台北市民清理打掃，村

民出自回饋心理，暫時拋下身邊的工作充當義

工，以行動回報台北市民的援助之恩。 

溪底遙的無毒柳丁夢 

身為中寮子弟的廖學堂很清楚產業是最根

本的，也是最深沉的問題。當米甕是空的，孩

子的學費沒有著落，環境綠美化作得再好，社

區藝文活動辦得再風光，歡樂場面只是假象，

大家還是苦哈哈，怎麼快樂得起來呢？農村重

建不能過度依賴觀光，能夠在地生活最為重要

，也是重建工作的真正目標。 

為了替家鄉的農業找出路，廖學堂背後有

一股很大的推力，只是不知從何著手。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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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重建的過程中，廖學堂就開始接觸農業經

營的新概念，潛藏在他心裡頭「推動有機農村

、提升水果價值，讓人們親近無農藥果園」的

想法逐漸浮現。 

就在福盛圳開通之後，中斷數十年的圳水

重新奔流。這時，地震後進駐創辦「中寮鄉親

報」的馮小非也正探索如何從產業文化重拾農

村活力，兩個人的理念相投，於是開始了溪底

遙的無毒柳丁夢。 

在福盛圳開通，引進中斷數十年的溪水後

，廖學堂有新的想法，想要朝「友善耕作」與

「有機農業」發展，改變家族種植的柳丁園，

提升水果價值，讓人們可以親近無農藥的果園

。但是，廖學堂的第一道難關，在於他父親的

反對，學堂的爸爸根本不相信可以種植有機柳

丁。想種有機柳丁的廖學堂，遇上想推動有機

農業的馮小非，兩個人的理念相投，於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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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堂就先從自家的果園作起，在家族的

果園邊，搭起簡單的工作室，開始進行有機種

植，透過實際行動的說服，務農近一甲子的老

父才勉強答應。「溪底遙的無毒柳丁夢」終將成

真註5。 

今天，大家看到「友善耕作」與「有機農

業」兩個詞會覺得「無感」，認為那已經是可以

朗朗上口的、處處可見的詞彙；但它們的背後

，是近十幾年來，一波又一波的「食安」風暴

與官方及民間合力推動下換來的。在十幾年前

，要說服農民「友善耕作」與「有機農業」是

一個需要溝通、溝通，再溝通的觀念。所以開

園後的最初幾年，週邊農民仍然止於觀望。但

廖學堂並不氣餒，他很清楚「觀念改變非一朝

一夕，農業從來沒有速成班，學習等待，也是

一種紮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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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毒柳丁夢到學習農園 

從說服當地農民改採自然農法，以無農藥

殘留方式種植柳丁開始。到了2003年，馮小非

也決定親力親為當起一名農夫，讓其他的農民

知道有機種植的方式是可行的。並正式成立「

溪底遙學習農園」，讓附近的孩子可以來讀讀課

外書，一起從大自然中學習找回信心。 

用部落格說故事 

馮小非表示註6，溪底遙是一個服務農民的

平台，農友負責用無農藥的方式來栽培或加工

農產品，並且按時記錄農事履歷；溪底遙則負

責銷售、服務消費者、開發產品及協助引介技

術。農家以土地生產健康食物支持消費者的營

養與精神，消費者則透過購買或閱讀來支持農

家的耕種。因為真誠的交流，溪底遙的部落格

在2006年拿到第二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社

群經營獎項」的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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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溪底遙學習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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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蒙柑（圖片來源：溪底遙學習農園） 

從溪底遙到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

市集 

持續關注台灣農業發展的馮小非，在成立

「溪底遙學習農園」之後，再與好友蔣慧仙等

人創立「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網

站，關心農業、食物與土地議題，也把上游的

生產者與下游的消費者連結在一起。馮小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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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消費友善環境的農產品，可以改變世界

。」註7 

 

 

註1. 陳鳳麗（2008.11.20）。受助兒聯手種樹 

幫廖學堂完成遺願。自由時報生活新聞

版 

註2. 田懷生（2012）。清代中寮地區的社會發

展與民間信仰。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註3. 南投縣政府走進南投（旅遊資訊）

http://travel.nantou.gov.tw/detail.a

spx?type=legend&id=347 

註4.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2001）。協力與

培力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兩年工作

紀要（pp.ˇ331~339） 

http://m.ltn.com.tw/news/life/paper/259317
http://m.ltn.com.tw/news/life/paper/259317
http://travel.nantou.gov.tw/detail.aspx?type=legend&id=347
http://travel.nantou.gov.tw/detail.aspx?type=legend&id=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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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徐清銘（2006）。廖學堂 921震醒的生命

實踐態度。農委會農業知識入口網。

http://kmweb.coa.gov.tw/ct.asp?xIt

em=104638&ctNode=1567&mp=

1&kpi=0&rowId=&hashid= 

註6. 數位時代（2008.05.01）。在溪底遙上傳

人與土地的和諧。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

9593/BN-ARTICLE-9593 

註7.  ENSIT社會創新人才培育網。上下游新聞

市集 – 馮小非。

http://www.ensit.tw/?p=1048 

 

 

從地動之後，從清圳引水開始，到友善耕

作，推動有機農業。展現對故鄉的愛，流

https://www.bnext.com.tw/author/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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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對土地的情！ 

謹以此文懷念在天上的學堂， 

希望你在天上安好、無牽、無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