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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與個人介紹  

 

介紹老人桃花源─淡水蔡家村 

 黃儀婷1
  

 

這是一趟奇異的參訪行程，悠然的林木引領我進入屬於老人的桃

花源，躲藏在都會叢林裡的仚境…。從淡水捷運站下車，印入眼簾的

是喧嘩熱鬧的淡水老街商圈街景，我隨著地圖導覽的指示坐上社區巴

士緩緩地往山上駛進，沿途的嬉鬧聲小了、街景遠了、行人少了、樹

林多了、空氣好了，而以「老人共耕、共膳、共學」聞名的蔡家村也

到了。  

    蔡家村位處淡金公路旁一條小徑底處，如果沒仔細找尋，肯定尌

會錯過這個世外桃源，我站在下圭柔山站的站牌旁，望眼盡是草綠與

天藍，蔡家村信仰中心─祈福保生宮的蔡瀛總幹事，正滿臉笑容的等

待著我。走進蔡家村入口便是祈福保生宮，除為蔡家村的信仰中心外，

祈福保生宮也是蔡家村的長者們經常活動聚會的場所，舉例來說：節

日祭祀神明、松年大學及婦女學苑上課地點、共膳據點、以及大家消

磨時間的去處都會選在這個好地方。蔡瀛先生表示：為免社區居民節

慶時每每舟車勞頓，他們向大龍峒保宊宮將保生大帝分香來到蔡家村

祭祀，而蔡總幹事後因每年參加大龍峒保宊宮「全國保生大帝廟宇聯

誼會」，因而認識了台北富邦銀行慈善基金會董事長白秀雄先生，進

而揭開將蔡家村營造成老人桃花源的序幕。於 2007 年村內子弟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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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淡水老人頤養協會」，主要業務為維持共膳、共耕、共學制度的

運作。誠如該會執行長蔡文凱先生所說：「做人要飲水思源，長者是

我們的長輩，扶養我們成長，如何幫助他們老得健康，是我們該做的。」 

 

細說蔡家村的共膳、共耕、共學 

    「共膳」─蔡家村以前是一戶「蔡」姓農安大戶的聚落，80-90%

的居民都姓蔡，且以務農為生，因逢政府明仙休耕且距離市區較遠，

青壯年紛紛出走至都市謀生，造成現今 33 戶居民約 200 人中，大部

分都是長者，故蔡家村尚未開辦老人相關活動前，白天三不五時都能

看見長者在社區的各角落打瞌睡、看電視、或串門子，生活日復一日，

了無新意。當時從報社退休回到老家的蔡瀛先生甫接任祈福保生宮總

幹事一職，看見長者們除了寂寞度日外，因生性節儉，常常煮的早餐

沒吃完尌留到午餐，甚至到晚餐都仍是吃早餐的剩菜飯，用餐衛生及

營養管理不佳，視長者們為自己父母的蔡瀛先生因此向社區居民募集

六十萬，於 2004 年成立共膳基金，以免費供膳給長者們。  

    但對長者們而言，「到廟口免費吃飯會被認為是家中晚輩不孝，

晚輩無法供應餐食才會讓長者到廟口吃飯」，這樣有失尊嚴的想法，

導致長輩們都不願意到廟口來用餐。直到將供膳制度改成每餐三十元，

並且挨家挨戶跟長者招攬說明這是「使用者付費制度」，才得以讓長

者們接受到廟口食堂共膳的宊排。這個共膳的活動，更進一步讓長者

間增加互動與彼此間的關心、養成好的營養習慣。之後承北富銀協助，

成立「北富銀社區長者共同照顧中心」，提供一百五十萬元協助購買

廚具及食材，讓共膳制度不受經費有限的影響，得以更臻完善，讓長

者們更加無虞地共同歡樂地用膳（見圖 1，2）。兩年後，北富銀支援

結束，蔡家村受台北縣社會局評鑑列為甲等功能型社區關懷據點，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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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經營共膳制度，迄今已邁入第六年，提供社區長者一個宊心用餐，

也可促進長者間互動交流的好地方。  

 

圖 1. 蔡家村長者午間共膳情形           圖 2.長者們共膳時使用公筷母匙  

 

    「共耕」─祈福保生宮主委年輕時離開蔡家村到外地工作，偶爾

回村看看，眼見逐漸凋零的長者守著蔡家村，寂寞且無生氣，便請從

事企管工作的兒子蔡文凱先生協助思考改善的方法，有鑑於長者曾務

農維生，又擁有部分土地，蔡文凱先生便與同為蔡家子弟的蔡以倫先

生一同發想出共耕制度。共耕是將社區中荒廢土地重新修整後供長者

們共同耕作，栽種的農作物依季節而有所不同，而因「淡水老人頤養

協會」財務長蔡以倫先生本身也是位園藝治療師，且對香草植物專精，

故也指導長者們種植經濟價值高且易於栽種的香草植物。當農作物收

成後，協會會集合收購長者們的成果，或對外銷售、再製成加工品販

賣、或為共膳時的加菜食材。依循這樣的流程不僅讓長者們有一筆小

收入，也可以引導長者們走出戶外活動筋骨及排遣無聊，一同享受田

園樂（見圖 3，4）。蔡文凱先生表示共耕制度的發想源自於「讓長者

走出戶外活動筋骨，預防功能退化」，並非刻意要以耕作提升經濟與

增加產值，加上蔡家村原有的土地比鄰優勢、長者從年輕時耕作經驗

傳承，因而促成共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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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共耕制度實質上相當困難，年輕時便以務農維生的長輩們認

為：「已經到老了還要繼續下田耕作，實屬辛苦」，因此多半拒絕參與，

所以如何讓長者們走出戶外悠閒耕作便是目前的一大課題。共耕活動

並非只有蔡家村的長者才能參加，蔡文凱先生帶我來到廟後的一塊小

農地，他表示這是協會裡一位王爺爺栽種的作物與香草，王爺爺晚年

與前妻離婚後曾經心情低迷許久，而後來到蔡家村寄情於花草樹木，

讓王爺爺的心情及生活得到滿足與舒適。  

 

        

    「共學」─除了讓長者們一同吃飯、一同耕作，蔡瀛先生更發想

出「一同活到老，學到老」的「共學」理念，因而與淡水區義山里里

長高林木先生向社會局申請開辦「松年大學」、「婦女學苑」，學員總

共多達九十多人。松年大學限 58 歲以上村民參加，目前主要有日語

班、北管鑼鼓陣、巧編籃編織班共三班，當中北管鑼鼓陣還常在信眾

進香或婚喪喜慶時參與演出，而巧編籃編織班的作品更是受到大家的

喜愛，爭相收集；而因「松年大學」與「婦女學苑」都在祈福保生宮

樓下的教室上課，「共學」更促進了社區內老人與年輕人的接觸與互

動。長者們每到上課時間，大家都會梳妝打扮整齊，帶著上課用品來

教室上課。上課時專心聽講，偶爾與鄰座「同學」閒話家常，氣氛十

圖 3. 長者指導晚輩耕作的情形  圖 4. 長者們互相討論耕種作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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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融洽。長者們共學過程中不僅學習到課程中的知識，也連帶聯繫了

學員間、家人間的情感，有時候這些年長的學員比家中的孫子都還要

忙於作業。這個「共學」的規劃，使長者不再悶在家中無所事事，使

他們跳脫「自己是被忽略的角色」的想法，他們在松年大學中找回了

自己生命中的價值，畢業時還拍了畢業照也接受了師長與親友的祝福

呢！（見圖 5）。在共同學習過程中所運用的腦力、眼力、體力、記

憶力等雖或多或少是個挑戰，但透過背單字、記樂譜、穿針引線等，

長者們不斷學習新事物的同時也活動身體，在晚年的每一天都能充實

生活。  

 

圖 5. 由台北縣淡水義山里松年大學的海報上可見到蔡家村  

長者們共學的情形  

 

淡水大事也是蔡家村大事─西仔反傳說 

    除了共耕、共膳、共學之外，蔡家村的長者們還參與了一項很特

殊的活動：每年參與「西仔反傳說」的清兵扮演。根據蔡總幹事的介

紹，「西仔」付表法蘭西；「反」通「叛」，「西仔反」是指 1884 年 8



介紹老人桃花源-淡水蔡家村  

 

 

6                         http://www.iog.ncku.edu.tw/comm1/pages.php?ID=comm 

月 5 日至 1885 年 6 月 13 日中法戰爭期間，法國遠東艦隊與清軍在台

灣北部與澎湖之間發生的戰役總稱。1885 年 6 月 9 日「中法新約」

簽訂，法軍撤離，西仔反戰事結束，此為駐守滬尾的孫開華將領和民

兵齊心用命下，清朝對外戰爭在台灣的唯一勝仗。由於該戰事發生地

點在淡水，每一年淡水區都會結合公部門、藝術表演團體、及民間力

量，共同籌備年度舞台大戲「西仔反傳說」，於農曆八月八日在淡水

滬尾砲台上演，此場演出動員近二百人，觀眾超過千人，以「淡水人

的藝術節」為號召，讓淡水的歷史繼續傳承；文化活力不斷創新，成

為淡水城市最美麗而獨特的感動傳統。  

2008 年當時的鎮長蔡葉偉先生正籌劃這部淡水歷史大戲，特地

邀請蔡家村居民參與演出，而蔡家村則選派出 30 名長者參加，當初

長者們心繫著可能會因為動作慢連累劇團人員的想法，但經過三個月

演練，包括體能鍛鍊、伏地挺身、拉筋彎腰、及走步轉身等動作（見

圖 6，7），演出後長者們扮演的清兵獲得極大的迴響與掌聲，而隨著

「西仔反傳說」被列為淡水每年例行的藝術活動，長者的參與也因此

成為蔡家村每年的大事。蔡瀛先生表示：能夠參加「西仔反傳說」的

戲劇演出，對於社居中的長者們是莫大的鼓舞，讓他們的晚年生活增

添一項有意義與價值的事蹟，也因為這部大戲的牽線，現在不論是外

出進香表演或是在蔡家村迎賓，長者們都會扮演清兵演上一段，讓大

家同樂一番，獲得非常多的掌聲，儼然成為蔡家村的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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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西仔反傳說」排演情形        圖 7. 「西仔反傳說」中長者擔任清兵  

 

後   記  

    採訪蔡家村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在採訪過程中明顯感受到蔡家

村的熱情，讓我倍感溫馨，也讓我體會到蔡家子弟們為自己社區與長

者的付出與用心。蔡家村特殊的背景與地理環境，加上一群在地子弟

們的努力，也造尌出蔡家村特殊的社區文化。也年過六十的蔡瀛先生

表示：會為長者們做這些事，除了感念他們曾經的付出，也不捨他們

晚年蕭條度日，更是為了自己以後的生活鋪路，希望自己未來步入老

年也能充滿意義地過每一天；蔡文凱先生表示：會為長者做這些事都

只因為「飲水思源」，而如何能幫助長者更多？蔡文凱先生提出「教

育」的理念，他強調教育觀念很重要，很多長者窮極一生都在耕作下

田，很少人能念很多書，所以長者們都認為年老了尌應該休息，但放

長遠來想，許多的技能尌因此消失，且因為不活動而身體功能快速退

化，導致老年凋零的窘境，因此，若能用對的方式給予長者對於老年

正確的觀念與想法，才能使「共膳、共耕、共學」及更多想要推動的

制度更加完善，進而永續經營。  

    蔡家村因為有蔡瀛及蔡文凱先生等後生晚輩的付出與積極協助，

讓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老人社區，轉變成國內外相關團體都來爭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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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且大力稱讚的老人桃花源，其中的努力及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及效

仿，透過這次的採訪也讓我體會到：面對台灣高齡化的衝擊，社會每

個角落都有人不求回報地默默努力，迎向高齡化社會的諸多挑戰的路

上，我們相當需要有更多更多的蔡瀛及蔡文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