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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南臺灣農村常民文化在地共創計畫 
農村常民文化地方論壇簡章 

--傳統與創新的鏈結-- 

一、 緣起 

因應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氣候及生態等因素，農村累積許多先

人與自然友善共存的智慧和環境倫理，並衍生至物質、社會、精神等層

面，南臺灣地區自先民開墾至今歷代堆疊出許多農村生活智慧。 

隨著時間的演進，許多傳統農村技藝、產業、食品製程等具在地

特色底蘊之農村日常智慧已逐漸被現代科技取代，為提升農村環境永續

發展及農村文化識別度的重要性並營造具地域特色之農村產業文化生活

模式，本計畫於 113年 1月 20日（星期六）辦理「農村常民文化地方論

壇」，以「傳統與創新的鏈結」及「文化與產業的鏈結」為主題，邀集

產、官、學界專家及農村社區夥伴、地方青年或有志從事農業推動之人

士共同倡議，梳理現階段農村常民文化可延續之脈絡，同時冀盼未來能

進一步有系統地建構農村常民文化有效的活化模式。 

二、 主辦單位：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南分署 

三、 承辦團隊：有為文化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廖小姐：04-24919600） 

四、 論壇時間：113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五、 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113年1月16日（二）17:00 前或額滿截止 

2.報名方式： 

(1)網路連結方式:掃描 QRcode 填寫報名 

(2)報名表回傳方式:填寫本簡章第3頁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寄至

hazel@uwe.tw 

六、 論壇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70101臺南市大學路1號

都市計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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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論壇內容 

時間 主題 內容 
08:50-09:20 報到入場 

09:20-09:40 開幕式 文化薪傳-啟   /  開場致詞  

09:40-10:40 
技藝．記憶 

轉譯 

主持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世輝教授 

與談人：百竹園 張鈞博營運長 

                 林貞粿行 林凡凱品牌經理 

10:40-10:50 中 場 休 息 

10:50-11:50 
都市．農村 

體驗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 張秀慈副教授 

與談人：山海屯社會企業 許明揚執行長 

將軍山農場 魏宗淇創辦人 

11:50-12:20 論壇 
農村水保署臺南分署、兩場次主持人及與會

學員 

12:20-15:20 
農村常民文化

實踐體驗 

（一） 米食文化（午食） 

（二） 竹藝文化  (實作以20人為原則) 

（三） 節慶文化（春聯） 

15:20 結 束  
*文化實踐體驗項目為實作交流，開放學員現場提問或洽詢主辦單位提供進一步協

助，惟場地及名額有限，主辦單位保有變更、解釋及取消權利。 

八、 農村常民文化實踐體驗 

（一） 米食文化 

米食是亞太國家重要的餐飲素材，米食文化的展現更是各地農村

特色最直接的表現，本次論壇以臺南在地米食文化作為學員研討交流項

目，以提供爾後食農教育及教學遊程等設計發想。 

（二） 竹藝文化 

早期農村為了生活需要，多自自然中採擷材料，其中以「竹材」

所衍生之變化及運用較為多元，稍微加工就可以使用。在台 3 線南部的

淺山惡地區域，因為自然資源貧乏竹產業應運而生，全盛時期幾乎所有

婦女均從事竹工藝生產。然，隨著時代及科技的進步，竹工藝及竹製品

已逐漸式微，為復刻農村常民竹藝文化，本次論壇由「臺南市竹會」黃

淑芬竹藝家於現場與學員進行竹藝演繹與教學。 

（三） 節慶文化 

時令/節慶文化是農村中最精彩也最撫慰人心的部分，本論壇順應

將至的傳統年節，以「春聯」來進行農村文學及美學演示，現場有書藝

老師與學員互動，將年節賀語以書藝方式呈現，也藉以祝賀大家龍年如

意、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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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常民文化地方論壇--傳統與創新的鏈結- 113.01.20(六) 

報名表 

報名場次 
□上午場：地方論壇      □下午場:文化實踐體驗 

文化實踐體驗   □竹藝文化  □節慶文化（春聯） 

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電子郵件  

米食文化實踐 

（午餐） 
□葷食   □素食   □不用餐 

研習時數 □公務人員研習   □教師研習   □不需時數 

身分證字號 
 

（若選擇填報時數，則需要您的身分證字號） 

報名表回傳方式:以電子郵件寄至 hazel@uwe.tw 

※文化實踐項目主辦單位保有依現場情形變更、解釋及取消權利。 

※竹藝文化實踐體驗名額有限，以 20 人為原則，依報名順序錄選，並以上午場次參與

者為優先錄取。 

※節慶文化春聯每人限索取 1次。 

*論壇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70101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都市計劃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