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現一座城市，從生活蘊含的人文地景出發，總有最深層的觸動 !

　　屏東隨著城鄉環境的多元與精緻化，縣政府努力的與社區致力推展產業、文

化與建設，透過各種在地化軟實力的培植與支援，使得各鄉鎮、各社區對文化的

認識、交流與傳承，展現極高的尊重與認同的態度，讓在地的鄉親能一起幸福生

活，一同安居樂業！也在這樣的文化底蘊中，小朋友們對家鄉的文化、產業、歷

史典故與生命經驗，可以透過在地踏查、與耆老對話及深入探尋，找到屏東最美

的城鄉風景，見證歷史脈絡的足跡。

　　我每一年都從兒童們的視野，看見屏東家鄉各種不同的風土民情，領會鄉親

們一步一履走過的生命歲月，這些孩子們不僅記錄在地環境蛻變的風貌，也保存

這一代生活經驗的實錄，更藉這樣的好機會，再一次深化對家鄉文化特色的交

融，用更加寬廣的心與堅實的溫度，認識自己的家鄉，目睹家鄉的風采。對於孩

子們的撰寫，喚起我濃烈的生活記憶 : 餉潭國小寫民國 57 年箕湖村電力開通的

往事、勝利國小敘述崇蘭蕭家古厝的故事、竹林國小敘寫阮家大宅院的建築、林

邊國小記敘三山國王廟的石獅歷史、萬丹國小撰寫老建築文字門的紀錄、佳佐國

小的佳和宮記事，除了歷史建築外，還有小朋友將文化傳承畫在繪本故事裡，包

括潮州國小的皮影戲技藝、霧臺國小部落的月亮傳說、春日國小的部落故事、車

城鄉保力村的鄉里傳說及里港國小的地方記事，另外也有學生關注地方產業的議

題，如佳佐國小的可可爺爺與歸來國小的牛蒡種植，每一本精彩的繪本，蘊含豐

厚的風土鄉情，從繪本裡，我更加聚焦、認識生活周遭，也一一收藏鄉親好友與

我一起相處、共榮的生活記憶，細細品賞不同的文化視野風光。

　　在忙碌的生活中，兒童家鄉故事繪本是一處美好的身心靈休憩空間，隨孩子

們丰采的分享，一起探索生命，開展心靈視窗，擁抱每一顆快樂飽滿的心靈 !!

　　　　　　　　　　　　　　　　

　　　　　　　　　　　　　　屏東縣縣長



　　我們很少有機會踏訪每一處屏東的鄉野，但豐美的故事篇章，卻像風一樣，

輕輕的讓記憶飄了起來。我的心經由這些故事一再的躍動、欣喜與被重啟。

　　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在《小孩的宇宙》中說：「每個孩子心裡都存在著一

個宇宙。」這多麼符應我現在的心情。我從屏東兒童家鄉故事繪本中，彷彿看到

每一個家鄉裡的每一個精彩宇宙，孩子帶著我遊歷，帶著我踏尋 ! 細讀這一本本

的家鄉故事，不但令人驚艷，也令人著迷，原來孩子們眼中的家鄉，是這般的豐

富且精彩。因為屏東的 33 鄉鎮，對我這樣年紀與資歷的人來說，幾乎每一處都

走過，每一處都有許多好朋友，但卻少有這麼馥郁的感動，因為透過小朋友的情

感所描繪，已經不是單純的人文地景，而是真誠與摯愛的關懷下取的景，是感恩

與祈願中寫的文字，不失可愛與童趣，我讚嘆 : 這才是屏東鄉土采風的最佳詮釋 !

　　謝謝餉潭國小的團隊，謝謝所有參與兒童故事繪本創作的老師們，更感謝在

地陪伴的鄉親長輩，因為師長的帶領，因為長輩的護持，孩子們才得以打開視野，

輕啟胸懷，與孕育我們成長的土地對話，與陪伴我們生活的鄉里耆老交流，因而

發現生命的大智慧 ! 我想，以現代的科學文明讓孩子們學習，是教育的必要路徑；

以閱讀家鄉故事繪本讓孩子領會生活，是教育的另一帖成長妙方。來 ! 我們一起

陪伴孩子們探索家鄉的生命宇宙，走向生命傳承的幸福里程。

　　　　　　　　　　　　　　　　　　　　

　　　　　　　　　　　　　屏東縣教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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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5 年，火力發電高度開發的這一年……

從大武山往海的方向延伸，在林邊溪與力力溪的

廣大流域裡，有著綿延的農耕聚落。每當太陽揮

別雲彩，在黑色天空籠罩下，新埤村的燈亮著，

餉潭村亮著，萬隆村也亮著，只有「畚箕湖」村

一片漆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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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裡，「布……」「唧……」「呱……」

大自然合唱著交響曲，貓頭鷹醒著，蟋蟀醒著，

青蛙也醒著 !

村莊裡有一盞微微的亮光，是阿福老師點著臭油

燈在為學生們改功課。深夜的村莊，只有這一盞

臭油燈亮著。「唉 !」望著四周村落微微亮著的

天空，阿福忍不住嘆息 !

5



6



畚箕湖的傍晚最美，四周一片片的稻田，和萬隆村那一片

綠油油的甘蔗田，相互輝映在紅紅的夕陽裡，大家一起快

樂的聚著聊天。

「好熱喔！再不下雨，我的水稻就快枯萎了！」阿金伯說。

「有電，我們才能有燈又有水啊 !」阿福老師說著。

眼見太陽快下山了，阿金伯催促著大夥兒說︰「回家了 !

天色一暗，村莊裡沒有路燈，再不快點回家，就要摸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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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天色灰灰暗暗的，山頂黑壓壓一片，

「轟隆 !」一道亮晃晃的天光劃過天際，

是雨，是大家期盼的雨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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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幾天，大雨不斷，烏雲久久不散，眼看著河床

的水滿了，稻田的水滿了，街道和家裡也滿滿的水！

「咯咯咯 !」「嚄嚄嚄！」小雞小豬沒處躲，嚇得叫

個不停。

阿昌叔爬上家的頂樓，看著四周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平常需要灌溉就缺水，才一下雨，不但淹水，還鬧

水災。人家萬隆村有電力，不怕沒水灌溉，也不怕夜

晚沒燈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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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在大雨中，四周村莊仍是

亮著的，只有畚箕湖村一片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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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要有電才行！」一天早上，阿昌叔召集村民們

來開會，希望大家同心協力一起籌錢申請電力。

「餉潭村有電真好，晚上不怕天黑路又暗 !」村長說。

「萬隆村才好，有高壓電能點燈泡，還能裝泵浦引水，

甘蔗田的收成非常好啊 !」村民說著。

大家紛紛討論要申請高壓電的同時，老長輩提議：「我

們先蓋大廟，多年來都是神明保佑我們生活平安……」

一聽長輩們都要蓋大廟，大家一片靜默！

「我們先蓋大廟 !」村長點點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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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廟落成囉 !

廟埕上大戲登場，村民們歡欣鼓舞，

村莊裡一片熱鬧 !

但是到了夜晚，村莊依然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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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申請高壓電吧!」阿福老師堅決的告訴大家。

村民大會上，大家一致決議通過。

阿昌叔開口︰「蓋大廟時大家都拿出身上的積蓄，

申請電力需要一筆錢，錢從那裡來呢 ?」

村長告訴大家 :「向農會或村莊裡的雜貨店借吧 ! 等

我們下一期稻作收成再拿米來還。」大家歡呼贊成。

16



17



雜貨店老闆和村民們一起努力籌到足夠的費用，阿福老師和

阿昌叔挨家挨戶的收取現金，不管是壹圓、伍圓或拾圓，不

管硬幣或紙鈔，這一次都要讓申請高壓電的美夢可以成真。

「貳拾玖萬玖仟玖佰玖拾元、參拾萬……」數著數著，大家

興奮極了。

阿福老師和村莊裡的一群壯丁用布袋裝著

參拾萬元，合力扛到電力公司，這一次真的

　　　　　　　　　　　要申請高壓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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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村長邊走邊敲著鑼，挨家

挨戶的報告 :「電來囉 ! 電就要來了 !」

在大家的努力下，電終於來了 ! 

等不及天黑，「啪 !」「啪 !」一陣陣的聲響，

自街頭巷尾傳了開來，大家忍不住扭動電燈的開關，

點亮一盞盞的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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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叔忍不住往田裡狂奔，他看著泵浦的電力

開關閥，深吸了一口氣，仔細的往上一推，

「噗 ! 噗 !」水不停的湧上來，流過小水溝，

流向一畦畦的稻田。他開心的笑著，卻流著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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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來了，畚箕湖村不再暗黑，燈一盞又一盞的亮了 !

新埤村的燈亮著，餉潭村亮著，萬隆村亮著，

畚箕湖村也亮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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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埤鄉客家人之先民源自公元 1690 年，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支遭解甲之粵軍，安置

於萬丹鄉境內之濫濫庄，因配給墾耕之荒瘠

土地，難於維生，故而兼作近海捕魚補助生

計。

　　有一天沿林邊溪逆流而上抵達新埤頭

時，發現廣闊天然之河床中也夾雜有大片叢

林及可墾地，因而引領族群遷移開墾南岸

庄，繼之拓墾打鐵、沙崙、建功、新埤、

千三等地，形成聚落，傳聞，具有船型地理

的「新埤頭」，曾是與原鄉通商之天然船埠

停泊地，可謂：要吃好，穿好，就去新埤頭。

直到民國七年，河堤築成及河道淤沙，船隻

無法航行而終止這種繁榮的景象。河堤築成

後，也改變了全鄉地理生態：新埤與打鐵間

有沙崙河、七甲仔，而打鐵與潮州之間有北

岸河等，結束了筏渡的生活。

　　新埤鄉地勢東連山地來義鄉，大部份土

地高低不平，南為林邊溪與力力溪，北為高

燥地台糖公司蔗園區，西面有小部份田地而

已，全鄉河川地佔三分之一，山腳下餉潭村、

箕湖村及萬隆村砂礫地佔三分之一，西面田

堙佔三分之一，為鄉內的主要耕地。新埤鄉

的位置距離屏東縣政府南方二八 ‧ 四公里，

廣幅東西七 ‧ 八公里，南北七 ‧ 六公里，

東連來義鄉，南接佳冬、枋寮二鄉，北與潮

州鎮，西與南州鄉、林邊鄉等為界，全鄉面

積五九 ‧ ○一○二方公里。鄉內有新埤村、

建功村、打鐵村、南豐村、萬隆村、餉潭村

和箕湖村等共七個村。

資料來源 : https://www.pthg.gov.tw/TownSto/cp.aspx

?n=76E3665C74E8DCF6

新埤鄉-開圳做埤「新埤頭」

　　餉潭款款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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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箕湖不是湖

　　坤元宮鎮殿神明為北極玄天上帝 . 觀音

佛祖 . 五穀先帝，每年都會舉辦謝太歲及安

太歲 . 點光明燈 . 祭拜活動，是獅頭社區居

民們信仰的中心。

坤元宮

　　箕湖村舊地名糞箕湖，但這裡沒有湖，

一般外地人覺得納悶，甚至還有外來的釣客

到糞箕湖要找「湖」釣魚呢 ! 300 年來糞箕

湖的地名即存在，糞箕湖的東邊是中央山脈

群山，由北向南排列依序為依丁山、句奈山、

保和以山及久保山。從箕湖大橋眺望這些群

山的形式，就如同一個超大的畚箕，村落正

好位於這個大糞箕口的前端最低窪處，河水

都匯流於這個村落的周邊，再匯入林邊溪出

海，因此這個低窪處湧泉四處可見，人丁興

旺，因而命名為糞箕湖。

　　村民們一直都過著農牧生活，世世代代

在自己的土地耕種牧牛，直到日治時代河

床改變，良田變成大片河床，村民還是能以

自己的生活方式，辛勤的在一望無際的河床

上討生活，盡量找些比較適合的地方種植甘

蔗、番薯和雜糧，為的就是能讓村民在這片

土地上繼續繁衍。1972 年前的糞箕湖，每

到雨季，村落周邊幾乎成為一片汪洋澤國，

對外交通全部中斷，整個村落成了無助的孤

島。唸高中的學生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渡過較

小的河水，繞到餉潭、文樂、丹林後過吊橋

到來義鄉搭車，並借住親友家，直到洪水期

過後才能回家。在洪水期間，白天村民會聚

集在大碉堡，望著濤濤的洪流，將一塊塊肥

沃的土地沖走，無奈的看著高高的甘蔗、雜

糧、蕃薯和穀類隨著滾滾河水漂流，流向茫

茫的大海。因此箕湖村自古以來便年年與洪

水共舞，村民們各個具有堅持不放棄的在地

性格。

資料來源 :《新埤鄉志》屏東縣新埤鄉公所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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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電，是

臺灣最大的電力公司，為中華民國經濟部所

屬之國營事業機構，負責臺澎金馬的電力供

應。臺灣電力產業之肇始，起於清光緒 14

年（1888 年），由臺灣巡撫劉銘傳於臺北創

立之「興市公司」，裝置小型蒸氣燃煤發電

機，以低壓供應照明為主；雖為時僅月餘，

但實為臺灣自辦電業之始，並為臺灣電力事

業的開端。

　　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電業之發展沿革

可劃分為六個時期：

● 接管修復時期（民國 34 年至 42 年）：

水力為主

　　民國 35 年 5 月 1 日台灣電力公司成立。

民國 42 年，裝置容量 36.3 萬瓩，水力發電

占 93.7％，火力發電占 6.3％，發電設備以

「水力為主」。

● 初步擴充時期（民國 43 年至 54 年）：

水火並重

　　自民國 51 年起，火力發電量首度超過

水力，使電力系統由以往之「水力為主」進

入「水火並重」時期。

● 火力高度開發時期（民國 55 年至 63 年）：

火主水從

　　民國 50 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工業迅速

起飛，用電量劇增，台電公司乃開發大容量

高效率之火力，電力系統由「水火並重」進

入「火力為主，水力為輔」時期。 在輸變電

系統方面，完成全長 330 回線公里之 345 千

伏 (345kV) 超高壓輸電線路，以提升輸電容

量及穩定供電系統。

台灣電力公司

● 核能發電發展時期（民國 64 年至 74 年）：

能源多元化

　　民國 63 年及 69 年，為因應石油危機後

之能源情勢，政府能源政策改採發電來源多

元化政策。一方面推展核能發電，至 74 年先

後完成三座核能發電廠，裝置容量達 514.4

萬瓩，同時繼續引進大容量高效率火力機

組，電力系統因核能電廠加入而進入「能源

多元化」時期。

● 促進電力供需平衡時期（民國 75 年至 82

年）：需求面管理

　　民國 75 年至 79 年間，備用容量漸感不

足，故本時期除適時興建大型火力、開發優

良水力外，乃積極推行時間電價、可停電力、

節約用電，並鼓勵汽電共生發電等，力求電

力供需平衡，電力系統進入「需求面管理」

時期。

● 開放發電業時期（民國 83 年至 95 年）：

開放民間經營發電業

　　民國 80 年代起，電業自由化逐漸蔚為

全球風潮。由於國內用電迅速成長，電源開

發因地狹人稠而日益艱難，政府乃順應世界

潮流，開放民間興建電廠以加速電源開發，

台灣發電市場進入「開放發電業」時期。

● 節能減碳時期（民國 96 年迄今）：

　　自民國 95 年起，國際石化燃料價格大

漲，嚴重衝擊電業的經營環境。臺灣自產能

源缺乏，為確保電力事業永續發展，在供給

面發展低碳電力，在需求面全力推動節約用

電及提升用電效率。至此，臺灣電業市場進

入「節能減碳」時期。

資料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8



創作歷程

聽教導主任說故事

構思故事圖文

繪圖

踏查與繪製心智圖

繪圖

繪圖

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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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新埤鄉箕湖村原名糞箕湖，從東邊望嘉部落山上往下看，形狀似畚箕而得

名。箕湖是林邊溪沖積扇扇頂的聚落，因水患不斷，人口不斷流失，光復後需與

獅頭聚落合併才得以成為一村 !……」已經 80 歲高齡的福教主任侃侃而談，像揭

開一幕幕的故事畫面，帶著我們走進時光隧道。

　　福教主任是箕湖村獅頭社區的在地人，村莊裡的大小事他都能如數家珍的

一一敘述，他提到在民國 62 年以前，箕湖村交通不方便，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社區，

四周都是溪水，在雨季，師生上學都得涉水步行；在枯水時期，河床上佈滿被溪

水沖下的大小石頭，每次都必須用鋤頭弄開，才可以行走。交通如此，電力也如此，

箕湖地區一直到民國 57 年才有路燈及家用電力的使用，以前都是點燃煤油燈，才

能在夜晚有一點照明。《幸福燈仔火》正是紀錄這樣的生命故事，聽故事娓娓道來，

師生的情緒激昂，我們想好好努力的畫出大時代的故事，給所有的箕湖村民聆賞，

與所有的好朋友分享─這屏東家鄉故事真的美 !

　　美好事物不只這樁，今年的家鄉故事繪本邀請建志主任、宥臻老師及新加入

的好朋友庭瑩老師一起努力，我們遇見家鄉的美好，也看見庭瑩老師堅毅熱忱的

生命態度，這一段學習的歷程，也讓師生們真切的與自己的幸福相遇 !

校長　林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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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的話

　　這次參與繪本故事的繪本創作，我一直在構思要以怎樣的風格呈

現出家鄉的特色 ! 我自小有聽力障礙，在口頭表達及與人溝通上，需要

花很多心思去處理問題，也在這樣的狀況下讓我感到挫折。尤其在過

程裡與學生及樂齡阿公阿嬤互動交流，我們比手畫腳的談繪畫的色調、

線條和構圖，也在不熟悉繪本故事的脈絡中不斷修正錯誤及調整，很

感謝校長指導我在創作繪本的新領域尋回自信，並提供專業的建議，

更感謝樂齡阿公阿嬤跟我分享故事的脈絡發展，讓我感受到阿公阿嬤

那個年代久遠的故事，我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利用專長去指導他們，這

些難能可貴的經歷，是因我的教友兼好朋友，也是餉潭國小的老師─

宥臻，感謝上帝派她介紹我到學校指導學生，也有機會教樂齡阿公阿

嬤繪畫，更協助我與大家互動溝通，讓我們共同一起完成美好的繪本

作品。

指導老師　朱庭瑩

　　第一次參與屏東兒童家鄉故事繪本創作工作坊，發現要完成一本

繪本需要注意的細節很多，從一開始的故事創意發想、文字編寫到故

事繪圖，這整個過程都從落版單完成後一步一步進行，第一次認識什

麼是落版單，從落版單的架構中，了解到如何讓故事圖文編排順暢並

能完整呈現。創作《幸福燈仔火》這本繪本的過程中，我帶著小朋友

一起想像文字所呈現的圖畫樣貌，有時候因為無法理解當時的情境而

遇到一些瓶頸。我很感謝校長在當中幫助我們釐清故事的背景，也幫

助創作繪本新手的我們能夠順利完成繪本。

指導老師　陳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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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感想

　　　　　　　　　　

　　我覺得在製作時，雖然很困難，但是只要認真

的做，就覺得不困難了，而是變得很快樂。還有，一

開始在畫繪本時，我不會畫，但是有了老師的指導下，

我克服了這個困難，謝謝您，老師！我們的繪本能夠

那麼漂亮的原因，是很多人在指導我們，例如：校長、

畫畫老師、同學…等，他們真的好辛苦，經過了大家　

　　　的努力，才有滿滿的收穫。

　　　　　　　　　　　　　　張庭禕

　　　　　　　　

在這個活動當中，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圖畫，因為擔心顏色會畫不好。

在這次的製作繪本過程中，我學了很多自己

原本不會畫的東西，我感到很開心。

最後，我很謝謝所有的老師能夠指導我，希

　　望下次還可以繼續參加。

　　　　　　　　　　　　　楊家茵

　　　　　　　　

我覺得畫繪本很好玩又有趣，也學到很多知

識，也學到怎麼上色，我覺得畫繪本最重要

的是要有耐心，也認識了大家，我覺得這個

活動很好，下次再參加。　　　　　潘政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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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作繪本前，校長請教導來到學校跟大家

講關於幸福燈仔火的故事。在每個星期六早上就到

學校準備畫畫的材料。在畫畫過程中我遇到了許多

困難，可是有庭瑩老師和宥臻老師的協助，把很多

困難都解決了，也學會了很多上色的技巧，雖然畫

一本繪本很辛苦，但我們還是把它完成了。謝謝庭

瑩老師和宥臻老師，也謝謝校長、教導、主任及兩

位老師，我們在您們的關心下，是最幸福的孩子。

　　　　　　　　　　　　潘羽婷

　　　　　　　　　

　　一開始，我知道我成了貓頭鷹小隊的成員，非

常開心以及期待。

從放假開始，原本以為是一個超級愉快的繪本期

間，結果沒想到，是這麼累人，要想好誰要畫什麼，

要怎麼畫才美，才好看。對了，這次我們的主題是

《幸福的燈仔火》，在這期間渡過了一段辛苦的學

　　習生涯，不過還是非常好玩。　　潘宥庭

　　　　　　　　　

　　在每個禮拜六我們都來學校畫繪本，在畫

繪本的過程中，大家都不懂故事內容，所以去聽了

教導說明，才把教導說的內容畫上去。在製作過程

中，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那些困難就是我們從文

字看，有時會不懂怎麼畫出來，還會不耐煩，幸好

有宥臻老師、庭瑩老師還有校長的協助，讓我們知

道畫繪本的技巧。我了解了許多知識，這是我第一

次畫繪本，在一開始，有許多不懂的地方，都是老

師慢慢指導才學會的，我想謝謝老師與校長的幫

　　助，讓我們成功了！　　　　　潘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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