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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故事當中，相當令人

感動的，是兩個部落族人的自我

覺醒與努力。

因為不忍珊瑚的凋零，回頭

過來檢視自己田裡的農藥、肥料

殘留，「我們需要田裡的收穫，

但我們也想留給後代子孫一片美

麗的海洋！」他們這樣說。所以

願意為了珊瑚而不去使用農藥、

化肥，並與其他夥伴相互約定。

這些人只是普通的農民、漁

民，或是農民兼漁民，但卻有著

這樣的自覺。

為了完善記錄下珊瑚情況，

族人自己組成了一支潛水監測

隊，這些多數已是阿公的族人，

還像小學生一樣從頭開始學習監

作者序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黃懷瑩、曾竫萌  謹識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因緣際會，花蓮農改場揭開

了這個故事的序幕。

 除了本業的農業技術輔導之

外，花蓮農改場還包辦了試驗合

作、加工、體驗、生態多元等各

種不同面向的輔導，就連遠在天

邊的農田水路與海港修繕，也都

盡心盡力的協助，無怨無悔。

無怨無悔的，其實是對大地

的愛。就像新社部落與復興部落

的族人一樣，對生養他們的土地

有著綿綿無絕的愛，才會有後來

一連串的發展。

愛土地之心，便是這個故事

的起點與發展，同時也是最動人

的本質。

測方式，並在農忙之餘，定期下

海去做記錄。這麼做只是為了珊

瑚，或者說，為了他們心中的海

洋。

而住在山上的另一群族人呢，

村落中只剩老弱，但他們並沒有

淪為空洞之地，而是在部落媳婦

的帶領下，逐步地復耕了之前荒

廢 30 多年的土地，讓部落產業

的雛型得以出現。

雛型一旦出現，未來便有希

望形成產業來吸引年輕人回鄉，

恢復部落榮景。

扛起這麼沉重的耕種工作，

以及未來期望的，只是四個女

人。外表儘管柔弱，但她們的內

心卻是無比強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