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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
與休閒結合，試圖為部落帶來

新的經濟活力與文化認同的飛

鼠不渴休閒露營農場，是飛鼠先生卓瑋彥2015
年返回故鄉雪霧鬧部落所創立。政治大學社會

實踐辦公室在2020年第一次踏上雪霧鬧，與飛

鼠先生談話時雖然可以感受到他在故鄉創業的

篳路藍縷，也從談話中感受到出他對現狀的焦

慮和對未來的堅定期待。

數位共享與「順路經濟」的試驗
2021年，飛鼠先生創辦了「1/5數位共享部

落」，後來更名為「樹不老共享店舖」。這個

計劃的構想來自於對部落居民日常生活的「不

便」觀察：族人上下山需奔波數小時，耗時耗

力。飛鼠先生提出，若能建立一個數位平臺，

讓族人彼此溝通需求，共享資源，便能大幅提

升生活效率。這個創新的「順路經濟」理念得

到了社會企業競賽的肯定，並贏得10萬元獎金。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實驗，

飛鼠先生不僅關注產出的數量，更在乎每一次

試驗能否激發出部落自身的創造力。

隨著創業步伐的逐步推進，飛鼠先生越來

越清楚，地方創生並非僅僅以商業成功為衡量

標準，更關乎文化傳承與社區凝聚。2022年，

他與妻子及兩位好友合力創立了「山上學校公

益夏令營」。這一營隊計畫並非僅為了提供短

暫的教育輔導，而是試圖建立一個多功能的學

習與交流平台。山上學校公益夏令營希望能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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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山下的非原住民親子家庭，到部落來，可以

接觸到部落的傳統知識與技能，每一門課程都

蘊含著部落文化的回響與現代生活的智慧。

數位轉型：從共享平台到「會走路的雜貨店」
在地方創生的多項嘗試中，數位轉型始終

扮演著關鍵角色。2023年，政治大學USR社會

責任計畫邀請飛鼠先生加入「雜貨店2.0 老店新

開：順路經濟與社會資源整合平台計畫」。這

個計畫的構想核心即是要翻轉傳統雜貨店的功

能，這家雜貨店不僅僅用於銷售生活必需品，

更是一個移動、互動、資源共享的平台，承載

著部落整合數位創新與社區共生的夢想。

在這幾年的創業與創新實踐中，飛鼠先生

經歷了多次挫折與失敗，但他們始終堅持不

懈。我們與飛鼠先生的每一次討論，都深刻感

受到他對部落的無限熱忱與信念。他從不抱任

何過高期待，但卻毅然決然用行動來證明：即

使在一個資源極其有限的部落，只要不斷創

造，就一定能見到成果。

結語：夢想照進現實
在雪霧鬧部落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從山間

露營到數位共享，從傳統手藝到無人商店的構

想，每一個嘗試都在不斷地向世界證明：只要

懷抱夢想，部落的未來就有無窮可能。

在政大團隊的陪伴下，飛鼠先生正一步步

實現他的藍圖，而部落的故事也因此變得豐富

且迷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這些看似微小

的改變中，看到未來的光芒。飛鼠先生的故

事，不僅激勵著當地居民，也感動了無數關心

地方創生、熱愛文化傳承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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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地總有著許多體驗泰雅文化有朋友造訪。 飛鼠先生摘果分享給到訪的朋友。 營地道路旁特別設計的竹編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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