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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historic cultur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the burning village located in Yuan-lin

Township. In an effort to unveil the process and objectives of the Da-Rao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objectives, the current study

purports to invoke public’s interests in the five local resources --- persons, culture, locations, assets and sites. Using multi-methods

as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e researcher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religious network,

landscape stories, leisure destinations, folk activ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Da-Rao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er also appended recent activities and emerging squad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 a hope to raise more

identification and concerns with local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Da–Rou village is a community with high mobilization and human

touch. Chang’s temple and Shiang-shan temple are the prominent religious centers. Ancestral idea has remained deeply-rooted

and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villagers cohesive.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residents value religious

activities. 2. Rural legends have catalyzed people’s belief. 3.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dying if not renovated. 4. Leaders of the

community have led it to prosper. 5. Residents’ centripetal force has been strengthened by active 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s

policies. 6.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and acknowledged by residents.

Da-Rao community has recently regained vigor. Through re-adjustment and revitalization, this village is believed to face its new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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