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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朴子鎮有個社區，

50餘年前的一次大水災後

，全村民台朴子溪的北邊邊移

到南邊的現址重建，這個取名

為“德興里”的社區，當時就

以棋盤式規劃為25個．】、區塊，

每f固小區塊建6楝並肩前後三

排的三合院，150楝房子方向

全部朝南，而且格局和價錢都

一樣，時隔半世紀之後，這個

社區的房子仍保留全部朝南，

帥使有後來重建的，也係持原

來格局，只有極少部份改建為

水泥樓房，因此，目前仍有85

%的住家保留中國風極濃的三

合院。此外，社區每條馬路寬

度都只有5米寬左右，當汽車

經遏時，整條馬路就要客滿了

，根本才、可能雙向交通 0

三合院與你馬路
這個社區特殊的不只有美

麗三合院和迷你馬路而已，住

這裡的人幾乎都姓“侯”其他

的姓氏非常少，所以當您進到

這個社區有事請教人時稱呼一

膝“侯先生”“侯太太”或“

侯小姐”大致是錯不了的0再

則這個社區裡住有許多長壽叉

健康的聿公公和聿婆婆，聿公

公聿婆婆大都出生於民國前，

已經走遏清朝、臼擦時代和台
灣光復初期的悠悠歲月，社區

居民對他們都非常尊敬，而他

們也樂於告訴晚輩當年是如何

爿士
夫增歲月人增壽

撰文/溫秀嬌

攝影/會女田

走遏歷史，尤其如何躲遏50幾

年前的那次大水災，以及如何

達村等等0

早期社區居民以做“糠榔

掃把”營生的人佔多數，由於

糠榔本地不出產，所以材料得

遠台恆春、大武甚至台東批發

遏來，後來因為這種掃把是農

村必備的工具，而且糠榔葦也

是早期塑膠和泡沫海棉還未發

展時，常被用來做彈簧床、沙

發椅墊的填充材料，因此就有

人想到將這種多剌的棕櫚科植

物移植到平地作經濟栽培，也

因此在朴子鐘有個“糠榔村”

而且還有“大糠榔”和“小糠

榔”之分0

單靠做糠榔掃把營生，在

社會形態漸趨向工商紫的時代

是不行的，因此社區裡的居民

約在么)幾年前即紛紛改行，其

中以學做建纂土木工的居多，

擦說那時候整個社區電話普及

率很高，這種現象除表示經濟

能力不錯之外，其行紫需常使

用電話聯絡也是主因。現時這

裡還有許多建“台灣厝”手藝

高超的建纂師傅，所以這個社

區雖然保持農村風貌，知住有

不少技術工人0

連鴿子也會迷路
許多人到了社區常會迷路

，因為每楝房子每條馬路看起

來都一個樣，因此，有人就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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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華氣派的鴿舍是ξ忍路，旨標

b

認“鴿舍”來認路。原來這裡

有不少人家養鴿子，霖鴿的風

氣在此曹風靡數十年，其看迷

程度和後來的“大家樂”差不

名。社區裡有幾楝鴿舍是三層

樓房，其細緻的工藝和材料可

以看得出來造價一定不便宜，

據說每楝至少十幾萬元，為什

麼人住平房鴿子住三層樓房呢

?原來是為了讓鴿子容易辨認

目標，看來，不只是人，連鴿

子也會迷路呢!

社區裡最前排的正中間有

座廟呏“德安宮”侍奉的是保

生大帝，這座廟在社區的4個

角落裡設有4個小廟分別是東

營、西營、南營和北營，這“

營”裡侍奉的都是倧生大帝的

侍衛將軍，在這個社區裡連神

的世界裡儼然有清楚的層級組

織，讓人．不覺莞爾。目前’德安、

宮旁邊建有民眾活動中心和鄉

村托兒所，這托兒所在農忙時

期發揮了照顧兒童的工作，給

了農村媽媽許多方便。

這裡的人情風土的確有很

多特色，有兩部電視連綺劇尊

在此拍遏，一是“星星知我心

”，另一是“勇者的奮鬥”，

如果您在初秋時分去可見少數

人家的婦女在屋前晒糠榔及做

掃把，也有一些小孩騎看三輪

車在“．】、”馬路懋、閑嬉戲，家

家戶戶也不忘在屋前擺些盆栽

綠化環境，有這麼閒靜的居家

環境，有這麼美麗的三合院，

怪不得住在這裡的人都能長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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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窗櫺，古意盎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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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家莊是台， 的長壽才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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