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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部落—

期盼四季繁花
四季部落，一個原本 100％種植高冷蔬菜的地方，去年

開始出現了 1％的花田。這 1％看似微小，卻是傳統耕種

四十多年來的一大突破，同時也是引領部落轉型的一項契

機。未來四季部落是否真的能夠四季皆有繁花？頗為值得

期待。

高冷蔬菜 大盤主導
宜蘭大同通往梨山的台 7甲省道上，一個海拔

一千公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方，名字叫做「四

季」，這個名稱源自於日據時代，日本人覺得此處

四個季節明顯不同，因此以日語稱之為「四季」，

是為泰雅族世代所居之所。

四季部落的環境白天氣候涼爽、夜間溫度陡降，

非常合適種植高冷蔬菜，公路兩旁便可以看到綿延

不絕的高麗菜田，綠色的蔬菜埋藏於藍色的山脈當

中，連接到遙遠的天邊，景色如詩如畫。

只是這個如詩如畫的景緻，也有背後幽暗的一面。部落族人耕種高冷蔬菜，已

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家家戶戶，幾乎都是祖父、父親、兒子全都投入到高冷蔬

菜當中，世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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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銷售，他們並沒有自己的通路，主要的收購都是來自於「菜販」，也就是

大盤商人。這些大盤商在每年年初會「借錢」給農戶，讓他們有錢購買種子、肥料、

農藥來種植高麗菜，而一到收成時節，就會派出大批人力來收割，並運到北部市場

銷售，等於農民只要負責種植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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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以來，部落農戶已經很習慣這種模式了，甚至多數人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

事。只是高冷蔬菜的行情在民國 70 幾年還很不錯，到了 80 年以後就因為供過於求

而逐年下降了。農戶的收入也由富足轉變成剛好溫飽，而且若是當年的收購價格不

好，變成負債的也是大有人在。

四季部落長年以來的生活全都依賴高冷蔬菜，族人都有工作、小孩
無需升學也可在家幫忙種菜（上圖）。部落的產銷都由菜販在打點，
即使生活無虞，卻也是一切都被大盤所掌控（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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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農戶 難以跳脫大盤掌心
由於花卉的利潤豐厚，於是蘇腓立將他的高麗菜田全都拿來種花，還清了負債，

而且幾個孩子也都送到私立學校，看得村民人人稱羨。不過即使如此，敢勇於跟他

一樣跳下去種花的依然不多。

「其他的人其實也想，但是欠菜販的錢實在太多了，所以一直沒法真正的跨出

第一步。」蘇腓立說，大盤用「借錢」的方式對待農戶，農民只要稍有不慎，就會

落得「欠債」下場，而且還是經年的欠，這種模式一但固定，根本就跳不出大盤商

的手掌心。

「我剛開始轉種花時，還跟菜販大吵了一架呢！」他表示，大盤商在此地的勢

力深入又長遠，不會願意看到有人脫離掌控，但他還是堅持非做不可，即使為此負

債了 4、5年，到處打零工又向娘家借錢還是要做。

部落族人耕種高冷蔬菜，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幾乎是家家戶戶，世代如此（左圖）。
部落族人常常辛苦了一整年，最後錢卻全被大盤商給賺走（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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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腓立說，四季部落長年以來的生活全都依賴高冷蔬菜，族人都有工作、小孩

無需升學也可在家幫忙種菜，反正所有的一切都由菜販在「打點」，生活無虞。不

過即使生活無虞，卻也因為一切都是大盤在掌控，「所以我們雖然並不窮，但卻也

富不了！」他皺起眉頭說，當他看到村里一堆 6、70 歲的老人家，為了一點錢辛苦

了一整年，最後錢卻全被大盤商給賺走時，不免想到「難道我一輩子也要過這種生

活嗎？」當然不是。於是他鼓起勇氣跨出了第一步，成為四季部落由高冷蔬菜全面

轉種花卉的第一人。

近年來，台灣所有中高海拔地區幾乎全都栽種了高冷蔬菜，供過於求，高麗菜

價逐年低迷，但蘇腓立的花卻一直賣得很好。他希望有人能出來跟他一起衝刺，加

上部落族人看到他的成功，也開始試著投入，撥出部分田地出來種花，這些農戶在

縣府、花蓮農改場、農會及鄉公所的協助下，於民國 100 年成立了「大同鄉花卉產

銷班第一班」，目前班員有 13 人，花田加起來共約 3公頃。

一到收成時節，大盤就會派出大批人力來收割高冷蔬菜，並運到北部市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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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改場於四季舉辦金絲桃觀摩會，由場長黃鵬 ( 右一 ) 主持，而由花果研究室張聖顯 ( 左二
拿麥克風者 ) 解說。



〈〈 �	

花蓮農改場 制定栽培管理流程
產銷班的花卉目前是以康乃馨、葉牡丹為主力，蘇腓立也為班員分配了其

他不同花種，並試著增加新品種，以避免市場競爭，自家人砸了自己的腳。而

在協助產銷班栽種新品種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則是扮演了重要的關鍵角色。

花蓮農改場蘭陽分場張聖顯博士表示，民國 99 年起，他們正式提出「金

絲桃試驗計畫」，進行栽培及管理的各項研究調查，並陸續引進 8個新品種，

其中的粉色及綠色金絲桃最為受到市場親睞。隨後，100 年提出了「葉牡丹推

廣試驗計畫」、隔年則是接著提出「康乃馨推廣試驗計畫」，到如今，葉牡丹

與康乃馨都成了產銷班的主力花卉。

為了讓農戶更容易進入情況，花果研究室還制定了一套栽培管理的基本

流程，讓農民易於著手；在種植技巧上，也不斷輔導他們種植訣竅。以金絲桃

為例，這是一種長日照植物，尤其在開花期更需要 18 小時的日照，因此建議

花農在晚上以燈照補上 4∼ 6 小時的光。結果是，照著做的農戶所種出的金

絲桃品質大為提升、果粒數也增加了，由於這是一種觀果用的切花，因此果粒

數的增加對於銷售有著實質上的助益。

康乃馨是產銷班的主力花卉（圖一）。高海拔金絲桃在轉色、果實大小等方面，都
優於平地栽植（圖二）。八角金盤是一種切葉植物（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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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突破口 轉型出現契機
目前產銷班成立約一年的時間，班員多半仍在摸索當中，他們的所種的也是仍

以高冷蔬菜為主，其中再撥出一小塊地來種植花卉。儘管如此，已然打破了四季部

落四、五十年來的傳統，讓原本 100％獨占的高冷蔬菜，有了 1％的突破口。

這 1％的突破口，具有相當的指標性。「部落的人

想法已經慢慢在改變，他們發現到『原來我們這邊還可

以種別的東西啊！』」蘇腓立說，花卉比起蔬菜的產期

長，每天都可採收、所需的工也較少，更實際的是，「高

麗菜一件只賣 200 元、但花卉一件可以賣到 1000 元，

扣掉成本及運費之後，還有一倍的賺頭！」在這些許多

實質的誘因之下，他相信部落慢慢轉型為「花卉之鄉」

是可以期待的事。

對於未來，蘇腓立期望四季部落真的能夠出現「四

季繁花」，一年到頭都有燦爛的繁花盛開，除了花農本

身的收益之外，還能造就休閒農業，吸引遊客駐足消費，

因為此一方向，才是真正走向部落永續發展的道路。

種植花卉讓蘇腓立摸索出一條不同的道路。

農改場在每期輔導結束過後，都會舉辦觀
摩會，向農民推廣新技術。



葉牡丹擁有鮮豔多彩的葉片，層層疊疊的彩葉集結在一起，就像似一朵

大型的牡丹花一般。葉牡丹是十字花科蕓苔屬的植物，又被稱為彩葉甘藍、

彩色甘藍、觀葉甘藍。其實說穿了，就是不同種的甘藍或高麗菜，但是多了

鮮艷耀眼的色彩，令人難以忘懷。

葉牡丹碩大艷麗的模樣很討人歡喜，在花藝界被廣泛運用，經過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引進宜蘭地區試驗栽培，建立在地的繁殖、栽培及生產模式，並

利用高海拔的氣候調節產期，在宜蘭縣大同鄉山區試種成功。遊客到四季、

南山一遊時，可以看到五彩繽紛、有別於一般高麗菜的美麗景象。

碩大艷麗葉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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