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想將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的籃子裡。

台灣最大的高冷蔬菜產區之一的宜蘭南山部落，為了脫離大盤商的掌控，打破了四十年來的傳

統種植，引進花卉，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輔導下，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彩色海芋專區」。

雖然這是個四十年之後才到來的改變，但是，「只要有動就來得及！」這是他們的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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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海芋—

繽紛了南山部落 



四南地區 台灣最大高冷蔬菜產區
「真的是滿山滿谷的高麗菜呀！」初次來到南山部落

的人，一定不免這樣驚嘆。宜蘭往梨山的台 7甲線上，海

拔一千兩百公尺的南山，是蘭陽溪沿岸泰雅族中最上游的

部落。此處高冷蔬菜滿山遍野、閃耀的翠綠光芒令人難忘，

同時這也是族人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四季與南山兩個部落，皆是高冷蔬菜的大產區，兩處

共計有 330 甲之多，產量是為全台最多，因此也被合稱為

「四南地區」，幾乎就是高冷蔬菜的代名詞。

海拔比四季還高的南山部落，有半年時間都是霧氣瀰

漫、雲霧繚繞，而在山坡與山坡間，則是滿眼的高麗菜田，

密度之高，就連路旁小丘的坡度上也都滿佈。耀眼的翠綠

加上迷濛的霧氣，造成一種獨特之美，常常讓人看了讚歎

不已。

不過這種獨特之美，卻是有代價的。「四南地區」的

情況都非常類似，兩個部落的經濟命脈百分之百都在高冷

蔬菜，而同時耕種資金、銷售通路也完全仰賴大盤商。這

種特殊的共生結構，讓原住民在年初收下大盤所給的「資

金」之後，即使年尾的收購菜價被壓低，也不敢吭聲。

由於這種共生結構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了，老實的

原住民，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他們與大盤之間「相處的情

義」；但若換另一個角度來看，部落的整體生活方式，卻

是遭到大盤商的掌控，動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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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自我突破的嘗試
部份族人意識到這點，希望能逐步的脫離大盤

商人的掌控。於是他們在四年前成立了「南山蔬菜

生產合作社」，試圖自主找尋通路，直接將蔬菜載

到台北果菜市場去拍賣，如此一來，會比由大盤收

購多上兩成的收入。此一合作社的運作頗為順暢，

還代為運銷附近村落的蔬菜，一年的營運額達到好

幾千萬，成為部落脫離大盤掌控的一個缺口。

除了合作社之外，南山部落目前還正嘗試另一

個突破，而且正在進行式當中，那便是將高冷蔬菜

部份轉而種植花卉。

部落四十多年來的經驗都是種植高冷蔬菜，一

下要轉種其他作物並不容易，但是卻有些理由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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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早種花 自嘲眼光太短
種花是一個新選項，隔壁部落蘇腓立的成功案例

讓他們心中躍躍欲試。其實蘇腓立棄蔬菜、轉而種花

賺錢已經有三、四年的時間了，但看在隔壁族人的眼

中，卻是看得又愛又恨，明知道種花可以賺錢，但卻

又卡在成本不低，本錢沒有三兩三，還真不敢貿然跟進。「花卉的種苗很貴，而且

搭建一座抗颱溫室就要20多萬，沒一點錢就不敢隨便踏出這一步。」如此思量再三，

好幾年的時間就過去了。

但是種花比起種植高冷蔬菜，確實又有一倍以上的賺頭啊！於是他們開始感嘆

了：「其實早在 10 多年前，張博士就叫我們要改種花卉了，但我們都沒聽下去。」

想了一想，陳世文下了一個結論，「唉！是我們眼光太短了！」

他口中所提到的張博士，便是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蘭陽分場花果研究室的張聖顯。

他在 10 多年前便在南山試種金花石蒜及其他花卉，並且連續多年進行試驗及推廣，

但初期的成效並不彰，因為當時高冷蔬菜的價格還不錯，農民不會想到要多元種植。

「當初推廣起來真是困難啊，免費提供給農民種苗、肥料，甚至還協助他們搭

建設施，這樣還不見得有什麼回應。」張聖顯說，「之前農民完全沒有種花的意願，

這十多年一路走來，花果研究室真的是花了許多時間在做溝通啊！」

直到近幾年農民看到花卉的價格高了，才開始真正有意願要種植，南山部落一

群人開始去上花卉技術輔導課程，希望能多學一種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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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種花的時間很晚 ,但產銷班員陳世文 (右 )認為，只要有做就都來得及（圖一）。
大同鄉花卉產銷班第二班的部份班員（圖二）。

目前班員仍是以高麗菜種植為主，然後於田間播出一小塊地來栽植花卉（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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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改場關切 輔導全面包辦
農改場對他們依然很關心，從繁殖、栽培、管理，一直到採後的處理、包裝，

全面性輔導，從無到有的全部包辦，「還教我們搭簡易溫室呢！」陳世文說，「感

覺得出來把我們當成自家人，希望看到大家都有收成。」

這群人在縣府、農改場以及農會促成下，於 101 年組成了「大同鄉花卉產銷班

第二班」，非常新的產銷班，成立時間不到一年，班員一共有 10 人。這幾位班員仍

是以高麗菜種植為主，然後於田間播出一小塊地來栽植花卉，因為這種方式讓他們

覺得風險性比較小一些。

農改場從繁殖、栽培，一直到採後的處理、包裝，全面性輔導，從無到有的全部包辦（左
圖）。農改場研究人員在南山進行花卉調查（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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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改場的建議之下，南山選定以彩色海芋來作為「主戰部隊」，除了此一花

種頗受市場喜愛之外，也可與四季部落的康乃馨及葉牡丹做出區隔，不會形成惡性

競爭。

雖然產銷班目前仍在嘗試階段，但是成效不錯，所種出來的彩色海芋，由於是

高海拔作物，因此花朵著色鮮豔明亮。一般的彩色海芋售價一把約為 100 元左右，

但南山可以賣到 300 元，價差 3倍之多。

對於轉種花卉，產銷班班長高萬年表示，其實有許多人都曾向他詢問相關事宜，

有著相當興趣，只是礙於投入經費，所以多數仍抱觀望態度，但無論如何，這是一

項相當有潛力的行業，卻是可以確定的。

由於彩色海芋的生長期正值颱風時期，因此防颱溫室的設立頗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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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繽紛的彩色海芋專區
他表示，產銷班近日開過班會，大伙兒一致決定明年要擴大種植，所需的種苗，

由現有的 4、5百顆，計劃增加到 2、3千顆，而且每年還會逐步地擴大面積。

  

「我希望南山將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彩色海芋專區』！」高萬年滿懷期望的

說，未來南山要是處處可見色彩鮮豔的彩色海芋，再加上獨特的部落文化，一定可

以吸引許多遊客，畢竟台 7甲線是通往梨山、武陵農場的必經之路，休閒產業若是

得以成形，必然有助於部落的長遠發展。

給予部落許多輔導的張聖顯同樣對此抱持樂觀看法。他認為，四季、南山兩地

的地形與腹地都相當的不錯，很有發展潛力，將來若有更多農戶願意投入，並且生

產足夠數量的高冷花卉的話，未來打入外銷市場也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尤其日本

有高達 600 萬元的海芋市場，五彩繽紛的彩色海芋勢必會令桃太郎驚豔。張聖顯認

為，靈活運用不同的海拔來調節產期，再加上農改場的技術突破，兩相搭配之下，

相信色彩鮮豔的高冷花卉，未來一定能有自己的一片天。

高萬年希望南山將來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彩色海芋專區。



彩色海芋現在正夯，火紅的程度，可以由市面上出現經由「噴漆」而成

的「彩色」海芋看出來，民眾對於色彩鮮豔海芋的喜愛。

彩色海芋又稱馬蹄蓮，是原產於南非的一種球根花卉。由於花色鮮豔豐

富、瓶插壽命長，是近年來十分受到消費者喜愛的切花種類；同時它也是歐

美人士口中的「花中之王」，其色彩多樣，是為國際性新興花卉。不過由於

彩色海芋栽培過程中極易發生軟腐病，因此數量少且價格高。

彩色海芋喜好冷涼氣候，生長適溫日溫為 18-25℃、夜溫 12-18℃，國

內平地適合種植時期為秋冬季，而夏季在中高海拔冷涼山區亦可種植。全日

照或半日照均可，土壤以濕潤肥沃、排水性良好之土壤為宜。

色彩繽紛的彩色海芋

南山部落有半年時間都是霧氣瀰漫、雲霧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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