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機農業—

改變山興部落樣貌
原住民取得有機證照的農場不多，吉拉卡樣是其中一

個。山興部落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有機農場，讓外界藉

著有機蔬果為觸媒，進一步了解到這個遺世獨立的地

方，間接的促進了部落的轉型。

颱風帶來的轉機
對山興部落而言，颱風是危機也是轉機。

位於花蓮縣鳳林的山興部落，原本是一個人

口凋零的村落，單親、隔代的邊緣型家庭，幾乎

佔了部落 60％的人口。這樣一個地區，2001 年

又慘遭桃芝颱風的摧殘，部落中的田地幾乎都被

強颱給摧毀殆盡，族人欲哭無淚。

但是就在桃芝颱風過後，不少公益組織陸續進駐，其中門諾基金會留下「有機

農業和經濟發展」的方案，之後又由當地長老教會承接，推動社區成立有機蔬菜班，

並從日本請來專家進行指導。

黃仁忠與他的妹婿曾金德兩人，一起去上了這位日本教授講解的有機農業課程，

課後兩人體悟頗深，因為之前他們使用的都是慣行農法，卻因為噴灑農藥而弄得病

痛上身。得知有機理念之後，兩人覺得值得一試，於是在世界展望會的輔導下，成

立了「吉拉卡樣有機農場」。

吉拉卡樣的名稱由來，是為紀念一位奮勇抗敵的
阿美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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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有機 再辛苦都值得
不過話說由慣行要轉有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剛開始時，農場花了三年的時

間，以排水方式逐步洗淨殘留在土壤中的化肥和農藥，一直到第四年，才真正開始

種植作物，而等到取得慈心有機驗證，已經是五年後的事了；農場在頭兩年時，幾

乎沒什麼收入，兩人還必須靠打零工為生，艱苦說不盡。

還好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自從取得有機認證之後，不僅順利打入有機通路，

就連網路上的銷售都賣出了口碑。「我們真正有心在做有機，做出了口碑，所以賣

到包裝都來不及。」黃仁忠說，有一個例子讓他很難忘，一位台北的客戶，由於罹

患癌症因而長期訂購有機蔬菜，吃了之後身體好轉，為此還親自跑到田裡來道謝，

讓他覺得有機做得有價值。

而真正讓吉拉卡樣農場聲名在外的，則是有機黃豆了，同時也因為黃豆的熱賣，

使得許多人對山興部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近年來在養生以及減少食物里程的概念下，農政單位開始鼓勵農民種植在地雜

糧，吉拉卡樣有機農場便是在鳳榮農會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建議下，於三年前以 5

分地開始試種起有機黃豆。

黃仁忠 ( 左 ) 與曾金德 ( 右 ) 兩人，一起去上了
有機課程，後來還共同開設了有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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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改場輔導 有機黃豆銷路超好
當時黃仁忠向花蓮農改場索取了黃豆種子「花蓮 1號」，這是農改場秘書張建

生所育成並且命名的在地優良品種。此一品種的特點為顆粒大、生長快且葉片大；

葉片大這點頗為重要，因為唯有大到可蓋過雜草，才能在與雜草的競爭中搶佔優勢。

山興部落三面環山，是一處遺世獨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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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卡樣農場之前種的都是蔬菜，不過就在農改場副研究員余德發田間勘查後，

建議不要長年只耕種蔬菜，最好與豆科植物輪作，因為豆類在種植中可產生氮肥，

不但對土壤好，同時還有省肥的作用。

農場之前完全沒有種植黃豆的經驗，負責輔導的余德發於是從頭開始教起，並

給予許多實質建議。以播種來說，他建議最好在 3月間進行，因為若是太早下種，

在成熟時容易得紫斑病，也就是果實上出現紫皮，不僅賣相差、種子也會因本身帶

菌而無法留種。此外，農場最早是使用灑播的方式來播種，但在專業建議下，也改

用條播方式，因為條播是在固定行距下播下種子，不僅通風、病蟲害少，同時也較

好管理。

余德發還不忘時時提醒農場，在開花以及結豆莢時都要記得噴蘇力菌，做好生

物制菌，不然等開花時蟲長出、結莢時蟲鑽入後就很難去除了。「我每次一看到他

們就常常唸，這樣他們才會印象深刻！」余德發說，如今農場的技術已然上軌道，

農改場的輔導總算沒有白費。

小小的、初生綻放的黃豆苗（左圖）。
消費者吃得健康，讓黃仁忠覺得有機做得有價值（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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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太好 有定沒貨
農改場盡心輔導，所出來的成果也是異常的好，賣到貨都不

夠了，而且第一年便是如此。當時首先得知吉拉卡樣有種有機黃

豆，專門銷售花蓮友善小農生產作物的「大王菜鋪子」，第一個

便尋來了，農場首批收的黃豆都還沒晒乾，就全部被收走了；之

後每到了收成時刻，菜鋪子隨即現身，而且每次一拿就是300斤，

還得黃仁忠拜託他們不要全部拿光，因為別人也想要買。

外界對於有機黃豆的需求孔急，幾乎是供不應求（圖一）。有機黃豆的訂單大量湧入，人力
卻是嚴重不足（圖二）。有機黃豆的熱賣讓吉拉卡樣農場聲名在外（圖三）。農場的黃豆田
由最早的 5 分地，擴大變成為三甲地（圖四）。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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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王菜鋪子」為主要客戶之外，台北不少廠商一

聽到花蓮有人種有機黃豆，也都紛紛打電話來訂購，而且一次

都訂很多，「沒辦法全部答應啦，因為這樣會沒貨！」黃仁忠

笑說，常接到台北的電話來詢問或來定貨，但多半讓他們失

望，因為存量都不多，何況還要留一些下來做為明年播種的種

子呢！

生意興旺的緣故，黃豆的種植面積由原本的 5分地，擴

充為目前的 3甲；由於是有機耕種，過程中仍保留大部分的人

力。黃仁忠說，一般黃豆田在採收時，都是用機器來大量採收，

但他們的有機黃豆都是人工採收，日曬之後再用機器去殼，相

當耗費人工及時間，也正因為如此，即使目前訂單大量湧入，

卻因人力不足的關係，暫時無法擴大種植面積。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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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 改變部落形象
有機黃豆的銷售成績，也將山興部落帶入一個新境界。因為主要的銷售商「大

王菜鋪子」在網頁上註明黃豆來自山興部落的吉拉卡樣農場，讓消費者將有機黃

豆與部落聯想在一起，再加上菜鋪子在此舉辦多次活動，也帶入了不少人潮。不

過最主要的，還是靈糧堂宣教士何家強與妻子侯美英的努力，他們協助農場建立

facebook，並透過教會系統和網路行銷有機蔬菜，讓外界知道這個原住民農場，而且

順道也將部落名聲給打了出去，外界知道吉拉卡樣農場與部落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山興部落因為有機農業而改變的例子相當明顯，「在農場成立之前，山興幾乎

是個『被遺忘的部落』，村中只能看到獨居老人，年輕人全都離鄉討生活去了。」

曾金德說，但如今可不一樣了，自從吉拉卡樣有機農場打出名聲之後，藉著網路傳

播到全省各地，許多遊客會到部落一遊，順道參訪有機農場。「遊客一多，部落婦

女願意主動出來跳迎賓舞、村中也出現了一些『接待家庭』，招待住宿的遊客，順

便多賺一些外快。」

「現在喔，遊客比以前多很多呢！」他表示，每隔個幾天，部落中就會出現學

生團體、外國人，甚至是遊覽車，他們幾乎都會前往有機農場看看，「有時候遊客

想要體驗，要求給些工作做。」說到這邊，他忍不住笑了出來，「讓他們去拔草，

他們也很樂意呢！」

有機農場啟動了部落轉型，並逐漸轉向休閒旅遊

的方向去。曾金德表示，農場目前的野菜水餃賣得不

錯，未來則是希望建立一個專屬的部落餐廳，擴大經

營；此外，因應越來越多的參訪遊客，他們也希望能

訓練一些解說員，讓更多人來認識山興部落。

←部落工作者合影。左一為何家強，左三為侯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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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持續的困境
只是看似榮景的農場及部落，最終也有著它所需面臨的問題。因為到目前為止，

山興部落的轉型出現了契機，但要如何持續下去，則又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

黃仁忠表示，農場當初要轉為有機時，他曾挨家挨戶詢問，有沒有人要一起做？

但部落中多為老人，無力耕種，因此最後只有他和妹婿共同經營；直到現在，農場

急需人手幫忙，他也詢問一些回鄉的年輕人，是否願意到農場工作？但他們大多又

寧願喝酒而無意工作了，讓他頗覺困擾。

黃仁忠認為，即使吉拉卡樣有機農場已成為部落的最大招牌，同時也開啟了部

落轉型的契機，遊客日益增多，但目前部落轉型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卻是發生在部

落人力的參與不足、無法建立共同意識上，導致轉型出現難以持續的情況。因此對

於未來，他衷心期望族人能夠產生共識，共同投入，因為這才是部落是否能夠永續

發展的最主要關鍵。

整齊乾淨的農田（左圖）。
農場每星期會提供部分的菜做成營養午餐，讓部落中的老人家享用（右圖）。



鳳林與黃豆

民國 5、60 年代，當時花蓮

縣鳳林鎮是國內生產黃豆的主要

地區，而鳳榮農會也是全省最早

生產的豆奶的農會，於民國 49 年

成立全台第一家豆奶加工廠。鳳

林早期黃豆生產很多，當時的「農

復會」，也就是現在農委會的前

身，在美援當時輔導農民種植黃

豆，並將採收後的黃豆拿到農會

去委託加工；好處是每天早上，

農民都可以到農會去領豆奶回去

當早餐喝。

對鳳林在地四、五、六級生

而言，常常大人小孩人手一瓶豆

奶，這種濃厚的滋味，是鳳林人

共同的味覺記憶。直到現在，鳳

林豆奶仍然有著相當名氣，在外

打拼的遊子還是最喜歡家鄉口味

的豆奶，只不過原料早就改用成

本低廉的美國黃豆，以前種植黃

豆的田地也幾乎全都休耕了，相

當可惜。

早年鳳林是國內生產黃豆的主要地區，如今幾乎已被進口品給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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