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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紀錄 

時間：2014年04月29日(二) 19:00-21:00 

地點：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埔里鎮北平街187號) 

主題：埔里環境營造計畫構想提案診斷時間 

主辦單位：暨南大學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主持人：張力亞(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副執行長) 

紀錄：黃毓珊(暨南大學經濟系大三) 

                                                                         

一、 前言 

張力亞副執行長(暨大人社中心) 

在前次埔里研究會中，回顧了這半年多來我們在環境議題上的討論、分享、見學

與行動。本次邀請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顏新珠執行長，跟大家分享新故鄉這些

年在蝴蝶棲地的營造經驗。 

 

二、 主題分享 

顏新珠執行長(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從外太空俯看地球，海洋與陸地的分布描繪出地球的美麗。地球上，人口每年增

長大約是台灣人口的三倍，人數的增加也伴隨著環境破壞，工業革命後，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越來越多。環境變遷之快速，以台灣的自然環境來看，許多溪流已不

復見。1979年開始，極端氣候在全球各地發生，在未來我們也將面對越來越多

的環境問題。以台灣來說，2010年重創台灣南部的 88水災便是一例。 

「俁」是美好的意思，位於日本的水俁市顧名思義擁有美擁美麗的大海。卻因水

質問題，發展漁業的水俁市漸漸補不到魚，居民的健康也跟著出問題。經過研究

發現，是水銀中毒所導致的病變，人們便將此疾病稱為水俁症。此事件後，日本

開始思考人的健康與環境問題的相關性，進而成立了水質資料中心。三年前當我

在日本旅行時，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對行人的尊重，水俁市的環境，街道上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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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垃圾，台灣觀光發展上也可以從這個重點下去思考。 

水俁市在經歷過環境汙染的問題後，積極地致力於恢復城市內的生態運作和經濟

發展。透過推出吉祥物─熊本的行銷手法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水俁市再次恢復

以往的美麗。 

埔里鎮蝴蝶棲地營造 

蝴蝶工藝→再現蝴蝶王國→埔里轉型城鎮 

回到埔里鎮，近年來努力透過環境改善吸引蝴蝶回來，也做過多次蝴蝶調查，在

埔里的蝴蝶就有220種。持續的訓練蝴蝶解說員，也完成了 392小時的訓練課程。

從小孩到大人都致力於蝴蝶棲地的保護。也包括賽德克族族人投入在蝴蝶生態的

解說工作。 

暨大學生曾前往南豐社區(埔里重要蝴蝶棲地)協助環境清潔工作，以及搭建蝴蝶

食草植物的攀架，於嵐山溪加上蝴蝶食草，形成天然觀賞蝴蝶的好去處。連每到

埔里必去的日月潭水社步道也種植蝴蝶食草。不僅是學生，外地的志工也一同前

進埔里種植蝴蝶食草。例如：蝴蝶辨識大賽、美術比賽、埔里 butterfly交響樂

團。 

近四十年，土地開發壓縮了蝴蝶的生活空間，蝴蝶量的減少高達過去的三分之二。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系統性地推動蝴蝶生態的解說員訓練，進而重新營造埔里的

蝴蝶棲地。埔里正在吹起一股蝴蝶風，從老到小，都投入保護棲地的工作。連賽

德克族也一同推出提倡「自然、安全、乾淨」的蝴蝶特色餐。 

邁向「生態城鎮」 

接下來可以思考的是，我們要賺的是甚麼錢？聯合國提出綠色經濟，強調環境與

經濟發展的結合。未來，社群網路的多樣性連結，透過各個產業的合作，讓埔里

蝴蝶的特色能夠凸顯出來，或許能夠成為觀光的重點。讓提倡環境生態口號真的

落實在生活中。在此提出幾個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讓大家參考： 

1. 埔里好生活：涵蓋埔里的好行、好遊、好藍、好綠。埔里出水，水擴及到的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紀錄】             103 年 04 月 29 日 

3 

產業之廣，不僅僅是出產可用水，還能有許多附加價值。 

2. 社會見學：快樂的旅遊加上快樂的學習打造驚艷的台灣。藉著社群經濟的集

體合作，創造公共利益。 

 

三、 綜合討論 

林輝彰里長(北梅里) 

過去在埔里的生活是滿滿的蝴蝶，生活閒暇樂趣就是追逐蝴蝶，但是在幾年後，

因為經濟的發展，埔里蝴蝶王國的士氣不復再見。透過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董

事長及其團隊討論，決定開始一同復育蝴蝶。也向外申請都市型的蝴蝶棲地營造

計畫，也開始著手於種植蝴蝶食草植栽。在這之後，北梅里的環保義工隊也越來

越熱心加入到這個行列，從過去到現在，在各位義工的用心種植下，吸引到許多

蝴蝶前來覓食。 

期待未來，所有里長、社區幹部以及各個環保義工隊也能投入種植蝴蝶食草植栽

的行列，讓蝴蝶復育的工作能夠更成功，也進而促進觀光效益。 

 

顏新珠執行長(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1. 新故鄉這邊可提供蝴蝶棲地的相關影片及書面資料。 

2. 我們與日管處有生態基礎班的課程，大家若有興趣可來報名。 

 

彭榮華里長(成功里) 

雖然成功里地域很大，但是人口稀少，再加上人口老化，發展這樣的工作會有技

術上的困難。 

 

謝榮貴總幹事(福興社區) 

福興里能高瀑布附近有一塊國有地空地雜草叢生，想進行整理與種植食草蜜源植

物，不知道要去哪裡請教這類的問題。福興里也長期致力於環境生態的改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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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透過這次的計畫將福興里打造得更美麗。 

 

賴志成里長(向善里) 

讓蝴蝶的發展能夠遍地開花，在更多地方進行保育的工作，希望大家一同來努

力。 

 

廖嘉展董事長(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大家在關心如何種植蝴蝶食草植栽的同時，心態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品質的維持

是生活的基本，如剛才介紹日本的環境，因著美感而提升了生活品質。如果台灣

對美的想像和敏感度能夠付諸行動，帶動環境的改變，進而人心就會跟著改變，

這才是真正的改變。從小的地方擴及到大的地方，就可以改變整個國家。 

有些社區因觀摩其他社區在環境清潔上傑出的表現，一起加入維護環境的行列，

用這樣漸進式的傳承、影響，慢慢地改變社會，使環境變得更好。 

至於種植食草及蜜園的問題，事實上是簡單的，只需要有人去照顧，就可以成功

地種植，吸引蝴蝶。水保局的計畫或是鎮公所的計畫，都可以納入蝴蝶的概念，

有效運用政府的資源，不僅做到蝴蝶棲地復育，也能達成環境美化的效果。 

 

江大樹教授(暨大人社中心) 

讓埔里成為更美的地方是大家共同的願景，而暨大也與大家一同朝這個方向在努

力。去年從埔里研究會，我們開始瞭解並試著與各方協力解決埔里的環境問題，

歡迎大家與我們一起合作和推動。在這次的計畫審查，並不是要特別嚴格，而是

要強調這是一個永續的工作，不是一個短期的，所以我們要更審慎地去做。 

許多里長都很賣力地在經營社區，想要讓環境越來越好，讓環境保護的工作並不

是撿垃圾，乃是在改變整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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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