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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多走一哩路  

－馬麗芬－ 

一場大地震讓一個原本生活悠閒的都會 OL 決定離

開原有的生活軌道，投入災區重建行列，她先從自

己最為熟悉，以前想做卻一直沒有機會做的先做起

，她認為只要動起來就有希望；接下來她成立了「

仙鹿巷壹號布工房」帶領 10 個社區媽媽剪裁碎布

，用針線縫製布偶。在結束布工房完成安置之後，

她重回職場，在經歷幾年的職涯轉換後，過去的重

建夥伴又把她導回起點，受託回去整頓一個搖搖欲

墜的茶坊，但天不從人願，太大的窟窿終究無法彌

補與挽回，只好忍痛拉下鐵門。一如聖經馬太福音

所說：「有人強逼你走一哩路，你就同他走二哩；

有求你的，就給他。」一通來自高雄那瑪夏達卡奴

瓦部落的電話，把她從南投拉到那瑪夏展開另一段

的跨區協力之旅。 



 

2 

 

先做再說，有動就有希望 

921 地震前，馬麗芬在一家代理歐洲寢飾織品

的公司上班，負責人力資源。收入不錯，過著「自

我感覺良好」的日子。1999 年配合公司在台中設

立百貨專櫃，回到台中上班；每天台中南投通勤往

返。 

921 這一震，她不回頭地遞出辭呈，離開原有

的生活軌道，回到中寮的夫家，準備參與 921 災

後重建工作。這時，馬麗芬的老公廖學堂正和同鄉

好友張燕甲等人思考如何投入中寮的重建工作，並

在果然文化工作室的協助下成立鄉親寮工作站，而

馬麗芬也因此加入工作站團隊，擔任工作站的執行

長。工作站運作初期除了承續果然文化工作室的「

鄉親報」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福盛

圳復活計畫」。身為執行長的馬麗芬決定把自己最

熟悉，以前想做而未做的一些想法寫成具體的計畫

，就先做了再說吧，只要動起來就有希望！馬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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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初期計畫，獲得全盟的經費支持，包括「烹

飪媽媽教室」、「說故事媽媽」、「地球媽媽教室」「

布偶戲劇」等等，因為有了這些經驗，馬麗芬也決

定把關於兒童及婦女的主題納入工作站的範疇。 

 

進入鄉親寮工作站幫小朋說故事的馬麗芬（圖片來

源：在中寮相遇紀錄片） 

成立仙鹿巷壹號布工房 

1991 年，馬麗芬和主婦聯盟相識於台中工作

室，因著鄉親寮工作站「地球媽媽教室」開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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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芬邀請中區主婦聯盟來到中寮災區開辦一系

列課程並教社區媽媽們縫製碎布娃娃，馬麗芬也向

老東家求援，老東家馬上就寄了兩箱碎布到中寮來

。 

災後，政府為解決 921 地震災區重建及民眾

的就業問題，由勞委會提出「建立災區重建大軍就

業方案」，並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於 2000

年 10 月 1 日發布「921 地震災區就業重建大軍臨

時工作津貼作業要點」。為了能成功地向勞委會的

「就業重建大軍計畫」申請 11 個月的最低薪資補

助，馬麗芬興起成立布工房的念頭，讓農村婦女因

為有家計上的貼補，而得以加入布工房。並向財團

法人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申請 20 萬元的設備費用

，購置縫紉機。在萬事俱備只欠鳴槍起跑之時，馬

麗芬反而猶豫起來，她開始擔心作品萬一賣不出去

，怎麼辦？馬麗芬回憶說，當時東海大學社工系陶

蕃瀛副教授（現任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

利學系副教授）說了「不管作品賣不賣得出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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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個月的薪水，可以照顧 10 個媽媽和她們的 10

個家庭」這麼一句話讓她決定放手一搏。就這樣布

工房在 2001 年 8 月 13 日正式開工。因為工作地

點位於中寮八仙村仙鹿巷內的第一棟房子，就把布

工房取名叫「仙鹿巷壹號布工房」。 

 

布工房開工（圖片來源：馬麗芬） 

 

 



 

6 

 

 

布工房成員（圖片來源：馬麗芬） 

新移民女性的娘家－布工房 

從點燃第一串鞭炮正式開工起，這群社區媽媽

就在中寮八仙村的一個角落默默地用著舊針線，串

起一個又一個的布偶。當這個「打造農村婦女新經

濟」的故事慢慢傳開之後，各界也用心幫他們媒介

展售的機會，包括獲得到涵碧樓寄賣及華航議價的

機會等。甚至在 2004 年代表中華台北參加 2004

年第 9 屆 APEC 婦女領導人會議（WLN），在平行

工作坊「最佳範例分享討論」中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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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7，6 年期間布工房設立營收提撥

10%社區回饋機制、開辦新移民女性識字班、輸出

社區女性微型經濟產業的 Know how；交流地點

從高雄三民鄉（現今的高雄市那瑪夏區），遠至中

國的河南、北京…。但，還是無法挽回「仙鹿巷壹

號布工房」終將熄燈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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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工房作品（圖片來源：馬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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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七股社區媽媽來訪（圖片來源：馬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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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施基金會項目點河南登封交流（圖片來源：馬麗芬

） 

 

 

布工房發展理念模式（圖片來源：馬麗芬） 

 

有關「仙鹿巷壹號布工房」的詳實故事，有

王郁寧寫的《舊針線新創意－布工房打造農村婦

女新經濟》（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出版）可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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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台灣代表團（圖片來源：馬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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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台灣代表團（圖片來源：馬麗芬） 

熄燈說再見 

2007 年 10 月 27 日 udn 部 落 格 （

http://blog.udn.com/mobile/cly1204/128189

2）出現一則訊息： 

「仙鹿巷壹號布工房在 921 地震後 1 年餘

，在執行長馬麗芬提議下，集結中寮社區

媽媽成立布工房，協助社區重建工作，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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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走過 6 年餘也各界獲得肯定，但日前布

工房成員投票決定，社區媽媽不承接布工

房工作，營業到 9 月底，坊內的設備、材

料等，將捐給需要的團體單位，回饋社會

長期的支持。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必須向大家宣佈一個

消息─仙鹿巷壹號布工房要正式結束營業了

！」日前仙鹿巷壹號布工房在官方網站發

佈該消息，引起許多愛好者錯愕，不落俗

套的拼布設計、剪裁及縫製等，誠品書店

、涵碧樓及台北故事館等地寄售，打響知

名度，也間接協助社區媽媽重建之路。 

取之於社會還諸於社會；布工房媽媽該得的工

資沒有虧欠，該扶植發展個人品牌的（布工房班長

沈碧玲個人品牌）則協助繼續上架到布工房原合作

的行銷通路。所有軟硬體設備分別捐贈給：中寮鄉

八仙社區活動中心、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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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南投服務中心、大安

溪部落工作站。 

9 月底結束的布工房，引來愛好者蒐購潮，社

區媽媽低頭奮力地趕工，趕在 10 月 10 日前出貨

完畢；面對未來，有些媽媽回歸到家庭，經濟有困

難的媽媽需要另謀出路的，則在南投市公所對面開

設青草茶行，布工房 7 名社區媽媽每天有 4 名來看

店，青草茶所用青草都是她們自行種植，轉賣青草

茶也算一條出路 

負責任的馬麗芬並沒有這樣拍拍屁股走人，她

還善盡最後的責任，對外尋求資源，依照法規，發

給每位社區媽媽該得的資遣費。 

拉下清水茶坊的鐵門：臺灣社會企業的先行者：清

水茶坊 

清水茶坊的前身「問茶館」源自 921 大地震

後一群熱血知識青年，包括翁英欽、冷尚書、方昱

等人，為振興地方產業，並為偏鄉老人送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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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坐落在鹿谷鄉清水溝溪旁的村落成立「清水溝

重建工作站」。 

鹿谷以產茶聞名，地震之後，社區產業因地震

而停頓，他們四處奔波，寫計畫找尋援助，幫助當

地居民重建產業。他們和當地居民建立茶業產銷合

作社，以「問茶館」作為茶葉品牌，透過網路與組

織行銷，踏出災區經濟重建的第一步。由於災區的

問題複雜，產業重建不是社區再造的唯一。2001

年，工作站成立老人食堂，照顧村中許多獨居的老

人，解決農村內年輕人外流，老年人缺乏照顧的問

題。他們認為，921 的發生，只是將 30 年的農村

問題爆發出來，其實我們不是解決震災問題，而是

要解決農村的問題。 

隨著社區工作的開展，工作站也陸續加入當地

的新血，包括林麗敏與賴能炫等人。他們在工作上

不分階級，透過相互討論的民主機制，讓每位成員

都能參與組織的事務。也因為這樣的民主參與機制



 

17 

 

，讓清水溝工作站的重建行動，在災後第二年獲得

不錯的成果，但在重建團隊與當地產銷合作社組織

的一場衝突，不僅讓事務表面的美麗被瓦解，更讓

剛起步的產業重建完全瓦解，也連帶讓工作站的社

區關係進入一個疏離的狀態。 

衝突之後，工作站成員被貼上外地人的標籤，

這個標籤成了劃分當地社區組織與外來團隊的分類

工具，也讓工作站成員在感情上必須面對選邊站的

困苦抉擇。從台中嫁到鹿谷的麗敏，以本地人的身

份，選擇留在工作站，面對來自村里間的人情壓力

，她不願放棄幫助社區的理想。更可貴的是，即便

有壓力，但麗敏還是接下工作站理事長的職務，以

行動化解工作站是外地人的說法，尚書則是直接把

戶籍遷入工作站，讓自己成為一個鹿谷人。 

他們希望靠著「問茶館」（清水茶坊）的盈餘

，來支撐「老人食堂」的公益事業，以創建「社區

型自立照顧系統」為目標。這不就是當下最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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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企業」嗎？所以，他們曾經被公益交流網

站（https://npost.tw/archives/30371）聲稱為

臺灣社會企業的先行者。 

在衝突逐漸平息之後，工作站又回到得面對財

務困窘的現實問題，為了照顧五十多位老年人，每

月收取的一千元，根本不夠買菜，部分食物還得依

賴善心人士捐助。因此，工作站必須不斷設法籌措

財源，除了銷售鹿谷的茶葉外，也設法開發各種傳

統食品，包括在地的茶食，手醃的茶梅、紅糖熬煮

製作的土豆糖，還有中部小農種植的稻米搭配山藥

、蓮子和杏仁等，以增加團隊的收入。2004 年起

，他們已不再利用災區的意象來賣東西，他們說：

「我們要走出自己的路。」 

面對種種的阻礙與質疑，工作站沒有退縮，縱

使有人退出、社區冷漠，但是留下來的人，依舊堅

持最初的理想，在現實財務貧困下，每位成員都是

精神最富有的人。 



 

19 

 

受託接下清水茶坊執行長 

馬麗芬在離開仙鹿巷壹號布工房後，又經歷幾

年的職涯轉換，就像是上帝早已定好的奇妙旅程，

不知不覺把她導回南投。 

2012 年 9 月，參與 921 災後重建的戰友再度

連繫上馬麗芬，說清水茶坊的董事長要延攬她加入

清水茶坊團隊擔任執行長，期待她能帶入業界的經

驗，改造財務狀況吃緊的清水茶坊。 

當時，馬麗芬提出的想法包括解散股東、重

整組織與商品架構及申請公部門資源挹注。 

馬麗芬回憶說，接下清水茶坊執行長一職，

才發現公司帳面已負債一千多萬，且工作夥伴的

薪水也積欠多時，一切比她想像的情況還艱鉅很

多。 

馬麗芬在接手清水茶坊後，發現清水茶坊主

打包裝精美的比賽茶，早已無法滿足市場上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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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產品的需求，於是著手展開一系列的產品改造

，除了開發多元品項外，更從頭改變錯誤的成本

結構，甚至申請勞動部培力計畫，引入額外資金

來爭取持續發展的空間。儘管這些努力為公司帶

來營業額的提升，但仍不敵市場的競爭，無法轉

虧為盈。 

2016 年 9 月 30 日，馬麗芬最終決定把清

水茶坊關掉，並將心頭上的重責大任「老人食堂

」所服務的老人家，轉介到附近的社福機構，使

他們可以繼續接受送餐服務。 

 

清水茶坊結束營業公告（圖片來源：馬麗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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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多走一哩路 

馬麗芬引述聖經馬太福音 5：41–42a「有人

強逼你走一哩路，你就同他走二哩；有求你的，就

給他。」 

2013 年元旦過後不久馬麗芬接到來高雄達卡

努瓦部落阿布娪（註 1）的電話，電話中阿布娪說，

莫拉克風災重建即將邁入第 5 年，原先進駐的機構

團體開始準備退場，而達卡奴瓦部落卻才要開始重

建。「小芬，妳可以進來一趟嗎？」阿布娪的這一

句話，讓剛接手「清水茶坊」準備要重整組織架構

的幾位核心幹部決定南下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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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那瑪夏告（圖片來源：馬麗芬） 

 

921 重建期間，阿布娪是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

（簡稱婦權會）的委員之一，因為婦權會要出版一

套有關女性團體的書籍，當時布工房就是其中的一

本書，因此和阿布娪結下了長達 10 多年的情誼。 

2013 年 3 月 19 日，馬麗芬帶著她的幹部經

曾文水庫翻過茶山進入那瑪夏，進入眼簾的盡是滿

目瘡痍的河床路，可以想見的是，一旦進入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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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雨季汛期，整個部落對外的聯繫幾乎是無路可

走。 

重建議題不可少的項目必定有產業振興，其首

要條件之一便是對外的交通，一旦交通中斷無法暢

行，發展產業的條件就會相對薄弱，甚麼樣的產業

可以在汛期安然度過，甚至還有市場需求呢？若部

落對外聯繫的道路處於高度封閉情況，則經濟收入

的條件就會變得非常少，若要引進資源，則人力負

擔就會相對增加。這種種的難題讓馬麗芬開始思考

有無可能藉由跨區方式申請勞動部的培力計畫；讓

清水茶坊陪著那瑪夏走 2 年的重建之路？ 

2014 年，「地方型經濟產業群聚平台之攜手共

進計畫」提案通過勞動部審查核定補助，從而開始

為期 2 年的培力計畫。 

2016 年，清水茶坊正式熄燈，陪伴那瑪夏的

路卻未曾中斷，轉由壹號糧倉商號」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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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計畫那瑪夏讀書會（圖片來源：馬麗芬） 

 

轉身，再戰壹號糧倉商號 

親手拉下清水茶坊鐵門的馬麗芬，並沒有就此

停下來，她承接清水茶坊的理念，為著責任、承諾

、信守異象與生計的平衡點，她成立了「壹號糧倉

商號」。 

馬麗芬打算以「壹號糧倉商號」作為友善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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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透過社群平台結盟各地微型產業。 

馬麗芬說，採友善土地農法的小農，是以虔誠

、尊敬的態度，在自然生態與農作量之間取得平衡

狀態。而「壹號糧倉商號」則以公平購買的方式，

支持友善土地的農民或準備改採此農法的小農。因

為，支持友善土地農法的種植，不只關乎農業發展

、農民與糧食作物的生產方式，更是生產者與消費

者合作互信、尊重自然的一種生活態度與生存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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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壹號糧倉商號 http://www.onegranary.com/ 

 

馬麗芬舉例說，像我家自產的龍眼乾就只能是

龍眼乾，但若跟白甘蔗小農所產出的糖相結合，透

過有效包裝與再製，就能將生產者的心意傳遞給消

費者，讓它成為更有價值、更具特色的商品。 

此外，她也承諾要把好的價值及工作態度保存

下來，而這也是「壹號糧倉商號」的使命。畢竟，

台灣還是有很多努力經營友善農耕的農友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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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用不影響生態的方式來耕作，而大眾的購買就

是支持他們延續好的價值與工作態度的最佳鼓勵。 

「壹號糧倉商號」這個剛滿 1 歲的組織，已經

開始走起屬於自己的路，路途中有考驗，也有少不

了的競爭，相信馬麗芬的強烈使命感，將成為支持

組織前進的穩固力量。 

【註】 

註 1.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Kaaviana）卡

那卡那富（Kanakanvu）族人，「女窩」發起人，

長期在基層婦女組織與部落重建工作中耕耘，莫拉

克風災後，「女窩」在部落重建路上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地震重建過程， 

婦女的堅持與毅力是動人的篇章 

女人撐起重建半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