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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山牧師走出教會—

打造茶花養生部落
就如同山茶花的盛開與凋謝一般，崙山部落也隨

著茶花的開與落，因而經歷了一段繁榮與凋零的

輪迴歲月。

山茶花的盛開與凋謝
60年代時，民間缺乏食用油，政

府鼓勵偏鄉自行種植茶樹來提煉苦茶

油，以補充日常所需不足，當時的崙山

滿山遍野的種了許多，部落也曾因為茶

樹而度過一段豐饒歲月。不過隨著國人

對食用油的偏好轉移到沙拉油身上，苦

茶油逐漸被人淡忘，部落中的茶樹隨之

被廢棄，土地大片的休耕、年輕人離鄉

謀生，部落中只剩老人以及隔代教養的

兒童，就如同許多部落所面臨的困境一

般，崙山也未能逃過。 茶樹見證了崙山部落的凋零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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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會 任人笑罵
凡事跨出第一步總是最為困難。溫光亮回想過往感慨的說，身為牧師，最早他

是幫部落孩子輔導課業，但到最後卻充滿挫折感，因為即使再優秀的孩子，最後還

是會因為家中經濟不足而無法持繼續就學。因此他深深感覺，部落的困境在於經濟，

這個根源若不解決，還是無法真正脫困的。

於是他決定走出教會，拿起鋤頭走到田間，試著以實際的行動來改善部落經濟。

但是這個不像牧師的舉動，引來了外界的側目，不只教會認為他不務正業，就連村

民都嘲笑他、閒話不斷。這些都得默默承受下來，因為他認為「信仰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應該在生活中感受到上帝。」幾多磨練之後，事到如今溫光亮已完全釋懷，笑

稱「我被批評到個性越來越好了！」

茶花嫁接是部落中的一項新興產業（左圖）。
崙山部落的轉型，正如同茶樹小樹苗般逐漸的茁壯起
來（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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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他的第一步是帶領族人復耕茶樹。這個首步跨得不錯，在綠色陣線

吳美貌老師的指導下，「崙山苦茶油」有了自己獨特的品牌及包裝，同時也

打進了通路，在「台灣原味」中穩定銷售，頗受好評。目前崙山復耕了 40

公頃的茶樹，同時也有著東部最大的茶樹產銷班。

多樣化種植 整年有收益
穩固了苦茶油版圖之後，這位跨足農業的牧師則是把觸角延伸到其他面

向，帶領族人在部落中種植梅子、當歸、丹蔘、柑橘、鳳梨⋯等作物，並進

行茶花架接；未來還打算要種植黃耆、黑豆、薏仁，甚至於白鶴靈芝。

之所以選擇多樣化的種植，是為了讓部落永續發展。他認為，茶樹一年

只能一收，收入無法持續整年；若是部落中有各種不同的作物，便能每個月

都有收益，是比單一作物更為有效益的生產方式。

目前這許多作物都正往有機的方向邁進當中，其中 0.5 公頃的水稻已經

通過慈心的有機認證，其他的作物則在申請當中。溫光亮說，崙山位於山中

深處，是一個封閉型的部落，不過也正因如此，它的水源獨立、外界的污染

少，是發展有機的最好場所。

柑橘也是崙山部落多樣化種植中重要的一項（上圖）。
部落中近年也開始種植有機土鳳梨，香氣十足（下圖）。



花蓮農改場 一路相挺
而在這條邁向有機的道路上，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是部落最為重要的助力。「農改場，沒

話說的啦！」溫光亮形容，族人在種植上遇到

任何問題，只要一通電話，隔天就會有技術人

員過來協助，真的是熱情相挺，沒話說的。

事實上，農改場的確也是傾囊相助，幾乎

是所有的課室出動的來協助：作物改良課的張

同吳教導族人種植丹蔘及當歸；劉啟祥帶著多

樣的新品種果樹前往崙山，同時更新了茶樹的

樹種；潘昶儒則是對部落中的有機水稻進行技

術指導。特用作物加工研究室的邱淑媛與賴明

基，前往教導釀製基底醋，並協助排除致過苦

茶油時所產生的雜質。此外，作物環境課的楊

大吉、詹于諄則是協助他們申請有機驗證，甚

至連場長黃鵬都時常上山與族人進行座談，傾

聽他們的心聲。

最大的原住民當歸產區
農改場首批進入崙山的是作物改良課副研

究員張同吳，95 年時便開始輔導族人當歸的種

植。讓崙山成為花蓮首批栽種當歸的原住民。

由於之前族人完前沒有相關經驗，因此張同吳

除了為他們制定一套栽種流程表，還從頭到尾

族人正在處理採收的當歸（上圖）。
當歸開花時一片的潔淨高雅（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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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辦了所有的環節，包括提供種苗、技術指導、採收包裝，甚至還幫族人找好了

契作的收購對象。

在栽種技巧部份，除了強化有機栽培技術之外，他也不斷叮嚀族人正確的播種

與採收時期，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品質。以採收期來說，抽花苔時是為最佳的採收時

間點，因為根據研究顯示，此時所採收到的當歸數量最多，同時「阿魏酸」、「�

本內酯」等有效成分也較高，是品質最好的當歸。

在農改場詳盡的指導之下，崙山部落逐漸學到完整的當歸種植技巧，同時也慢

慢的建立了品質，全盛時期種植面積達到6公頃，是為花蓮最大的原住民當歸產區。

農改場首批進入崙山的是副研究員張同吳 ( 左一 )，讓崙山成為花蓮首批栽當歸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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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改場教梅醋 部落生財
除了當歸之外，農改場輔導族人製作梅醋，則是讓部落多了一條生

財之道。原來盛產梅子的崙山，族人卻是不知如何製作梅醋，之前都是

去買外面的原醋來泡梅子，如此一來卻是不敷成本，因為光 20 公升的原

醋就要花上 4千多元。農改場特用作物加工研究室的助理賴明基上山教

族人製作基底醋，從最基本的養麴苗開始教起，輔導他們一整套完整的

製作方式。

族人之前不曾做過基底醋，完全沒有相關概念，需要賴明基有耐性

的不斷重複解說，幸好族人頗為好問好學，學會了製作方式。完成之後

的基底醋讓它熟成兩個月、加糖之後浸入梅子，放置兩年就成了上好的

梅醋。崙山的梅醋由於品質好、風味絕佳，因此頗受歡迎，常常還來不

及做成小瓶裝，當醋還在泡大甕裡時就整甕整甕的被買走了，受歡迎可

見一班，也為部落多了一筆好進帳。

溫光亮對此點點滴滴一切感念在心。他說，農改場在農業技術、病

蟲害防治、適地適種以及土壤等概念上，提供了族人很全面的協助，尤

其在有機部份，自從農改場協助進駐之後，族人對於有機的概念已經成

形，對於保護土地的概念也越來越重了。「簡單來說，農改場就是我們

的好好朋友啦！」

崙山的陳年梅子醋包裝
精緻，順利打入有機市
場中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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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基上山教族人製作基底醋，從最基本的養麴苗開始教起，輔導他們一整套完整
的製作方式（圖一˙圖為在白飯加上麴菌，發酵之後會變成酒 )。
部落所製作的梅子醋都是放置在陶甕中三年以上陳年醋（圖二）。
到了梅子採收季節，大家一起來（圖三˙溫光亮 / 提供 ) 。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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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山位於山中深處，水源獨立、外界的污染少，
是發展有機的好場所。

部落亮點就在習以為常中
目前崙山部落在牧師以及各方的協助下，已有脫胎換骨的模樣出現，不過溫光

亮認為現在僅走到一半而已，未來他希望能將崙山打造成一個「茶花養生部落」：

整個部落種滿茶花、每個月都有種植收入，族人還可以經營民宿、餐廳以及生態旅

遊，以人文及部落特點來吸引遊客。這麼一來，外流的年輕人自然會回到家鄉來，

部落也才得以永續的發展下去。

揮別過去的困境，崙山的積極轉型，過程值

得其他相同困境部落的借鏡。溫光亮認為，部落

想要突破，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人發現專屬於部落

的特色、看出價值並讓它發光。以崙山的例子來

說，族人之前看慣了茶樹的花開花落，並不覺得

有什麼特別；而在某一天突然發現價值之後，才

驚覺原來自己部落內便藏著這麼寶貴的東西，而

之前一直沒想到，真是太可惜了！

這幾年轉型的歷程，也讓溫光亮體悟到只要

想做事，「人是不會孤單的」。他說，不曉得為

何如此湊巧，過程中每每遇到瓶頸時，外界的協

助總會在適時的時候出現，主動來幫部落解決問題，像是農改場、協會、教授團、

吳美貌老師以及廠商⋯等，都適時的出現並給予部落許多幫助，感覺頗為神奇。

「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溫光亮認為，上天不會賦予容易的任務，但只要有

心去做，一定會給予引導及祝福的。因此藉著部落轉型的此一過程，他也會一步步

的去體會並完成，因為這正是上帝所交付的任務啊！



神奇的苦茶油

台灣這幾年十分迷戀橄欖油，殊不知自己島內的苦茶油，不飽和脂肪酸

以及耐熱點都高過於飄洋過海而來的橄欖油，吃了這種油，血液中壞的膽固醇

含量會比較少，心血管疾病也會相對降低。

從前崙山滿山遍野都是茶樹，主要是因為這邊的土是紅土，特別合適茶

樹生長。目前崙山復耕了 40 多公頃的茶樹，面積約為之前的三分之一。這些

復耕的茶樹園都是 1、20 年沒有耕作，早已是有機土地，只差一項驗證動作

而已。

目前台灣市面上的苦茶油，90％都是採用中國大陸的苦茶籽，運到台灣

再提煉而成。對於這種油，溫光亮認為大陸的茶樹籽或許品質不差，但由於運

送過程太繁複，不斷的在冷凍與常溫中交替，籽很容易變質、甚至發霉，這樣

子榨出的油會出現怪味，喝了對身體也不好。

此外，有些人會覺得苦茶油售價頗高。溫光亮解釋，這是因為每

3公斤的茶樹籽，只能榨出 1公斤的

油出來，光原料的價格就要 400 多元

了，因此他認為 500 元以下的苦茶油

最好不要買，因為這種連成本都不夠

的油，品質頗令人懷疑。

每 3 公斤的茶樹籽，只能榨出 1 公斤的油，頗為珍貴（圖一）。
崙山苦茶油這幾年逐漸打出自己的名號並且進軍有機市場，收益遠
勝早年（圖二）。

圖一

圖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