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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海唱歌的稻米—

港口部落的傳奇
在山海之濱、花蓮豐濱鄉的石梯坪港邊，有一片靠海的水梯田，迎

海生長的稻米搖曳茁壯，大家暱稱為「海稻米」。這些稻米面海而生、

每天聽海唱歌長大，是阿美族獨特的耕種作物，而且還是於荒蕪了

廿年多田地所種出來的，是港口部落所譜出的一首傳奇歌曲。

水源的重現 海稻米的新生
故事源起於一個單純的心願。

舒米如妮是港口部落土生土長的藝術創作者，看到故鄉長年荒蕪的田地覺得相

當痛心，由於這些土地位於著名景點石梯港旁，早早就被民宿業者相中，若再持續

任由業者大肆收購，未來故鄉將再無田地。於是她逐一說服族人放棄休耕補助、婉

拒民宿業者的收購，於廢棄了廿多年的田地上將水稻種下，這便是暌違了 22 年之後

的海稻米。

部落之所以遠離海稻米這麼長的一段的時間，是因為廿多年前的鄉長鼓吹申請

休耕、鼓勵族人到城裡工作，結果卻造成了田園荒廢、青壯人力外流，而最後連灌

溉田地的水源也被切掉了。喪失了水分的土地，自此後是一片的沉寂。為了要讓稻

米起死回生，舒米遊說領著休耕補助的族人，挨家挨戶的敲門、一一向他們說明恢

復傳統梯田的願景。

「這是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難！」舒米說，每公頃的休耕田每

年可領到四萬五千元，要說服族人放棄這筆錢並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休耕過久，

他們早已無法想像稻田恢復的模樣了。因此在最初的階段，她只能與鄰居兩人，自

行耕作三分地，以此來畫一個實際的圖像來給族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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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舒米的決心慢慢地被看見，同時也蔓延到其它族人身上，願意加入的人

逐漸增多，他們共同努力，一起向林務局申請經費，將廢棄多年的灌溉渠道給接通。

「看到水流出來的那一刻，很多人都忍不注的流下了眼淚！」水源的接通，不僅是

水稻確定得以生存，同時也意味著族人的同心協力，這點意義更為重大。

海稻米面海生長，每天聽海唱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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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米粑流 因幫助而生
目前已有 26 戶，耕種著六公頃的水稻梯田。原本舒米最早的構想只是想要復育

土地、拒絕民宿的擴張，沒想到水稻一種下之後，族人全都希望稻米未來可以量產

銷售，而這六公頃的土地也變成了他們的一個新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最早是我

推著他們，但現在是他們督促著我，形成了一個相互推移的過程。」

這些海稻米在首批收割後被命名為「米粑流」，米粑流是「互助」的意思，意

味著你幫我、我幫你，一起完成工作，而這也是阿美族社會中重要的傳統精神。

其實這些得來不易的稻米，的確是得到許多的幫助而生。過程中，林務局及縣

政府合作修復水圳、光豐農會協助運送及精碾包裝，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則是主動聯

繫，協助族人進行整地復耕及輔導有機農業。

從最早的一片荒蕪，到如今的稻海相連，海稻米向外展現它獨特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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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荒廢地 農改場想辦法
負責輔導此一地區的花蓮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林泰佑表示，這片山海相連的梯田，

廿多年來未曾耕作，土壤內的有機質累積豐富，高達 6.3％，比起一般有機田地的

2％ ~3％，高出一倍以上，是塊非常適合有機耕作的天然良田。

不過這片土地的輔導難度，卻也是他所遇過最高的一處。他說，過程中的整地、

機具、資材使用上都遇到不少困難，為此他們每個星期都到部落去，不間斷的溝通

與說明，並想辦法製作簡單明瞭的說明書，來向族人解說。

種植有機稻米，最為重要的就是整地了，不過這片水梯田在整地上便是一大挑

戰。由於田地荒無多年，土質的差異極大，於是他們多次取土，以實際驗土的方式

來評估土質肥力，事先想好對策。除此之外，也設法藉著將地拉平、種植綠肥來做

調整，想辦法讓各處肥力均勻。

輔導港口部落的蔡依真（前一）與林泰佑（前二）幾乎每個禮拜都往部落跑，不斷的與族人
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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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糠除草 一舉數得
值得一提的，這些海稻梯田是花蓮農改場「米糠除草」的試驗田之一，結果顯

示，雜草總株數比一般的田少了八成以上，成效相當不錯。其中原理是米糠在發酵

時會產生「熱」，一般的種子對熱都很敏感，雜草也不例外；同時，米糠還會釋放

有機酸，讓土表形成「厭氧狀態」，讓雜草無法存活。

  

除了抑制雜草之外，米糠還是一種天然的有機肥，富含蛋白質及微量元素，是

一般肥料所缺乏的，卻是水稻的必需養分，適當補充可強化稻子的莖桿及稻穗的成

形，還可順道豐富土壤的微生物相。雖然成本算來不低，但林泰佑認為，運用米糠

除了除草輕鬆之外，還是天然的有機肥料，每公頃約可抵 30 包的有機肥，因此整體

來說是划算的。

至於病害方面，部落在初期因有多餘的秧苗沒有即時清除，造成稻熱病、紋枯

病蠢蠢欲動，因此植保研究人員蔡依真立刻開出處方，噴灑枯草桿菌、木黴菌及亞

磷酸混合液，及時控制病害蔓延；並持續以「預防」作為重點，使得後續稻熱並幾

乎是零發生。  

花費心力、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最後終於，「米粑流」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

「從最早的一片荒蕪，到如今的稻海相連，連我自己都沒想到結果能如此完美，感

覺真是太高興了！」林泰佑不禁又是高興、又是欣慰。

花蓮農改場主動連繫，協助族人進行整地復耕及輔導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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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海相連 戶外生態博物館
這片稻海相連的水梯田，由於地景特殊，已成了台灣獨特的景觀之一。而對於

這片土地，舒米還有許多的心願。目前水梯田旁每年都會有一場以上的藝術創作營，

耕種之餘的舒米，用藝術來激發著自己更多的能量。

對於未來，她則是規劃出一張美麗藍圖，期盼在這山海之濱，將來可以成為一

座阿美族的「戶外生態博物館」。「誰說博物館一定要在室內呢？」她說，這邊有

大海、有水梯田、有漁港，還有阿美族文化，在恢復了傳統作物之後，族人若也能

恢復傳統生活方式、傳統的互助社會，必定會是個最吸引人的地區。

「原住民很難追得上都市快速的腳步，只有突顯特色，才能創造自我價值。」

舒米認為，要族人回歸傳統生活方式，勢必會是一條漫漫長路，或許在她有生之年

都無法看到。但無論如何，未來子子孫孫都會在此成長，期望他們將來可以見到這

互助、合諧的社會，因為在此同時，外界也能夠同時看到，原來阿美族是如此的耀

眼而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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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傳統作物：大葉田香、輪傘草

除了海稻米之外，舒米跟她的夥伴們目前也同步的

復育大葉田香（圖一）與輪傘草（圖二），這兩種植物

都是阿美族的傳統作物，與族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卻在

慣行農法的使用後都消失不見了。

莖部可以長得一個人高的輪傘草，與阿美族人密不

可分。以往每個族人家中都會種上一些，再順手拿它來

編製成草蓆或坐墊，由於這種草製品還會散發出獨特香

氣，因此深受喜愛，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編製。

邊織的方式是將輪傘草的莖部晒乾、切成條狀，部

落婦女則是聚在一起，一邊唱歌、一邊邊織，編成一張

張的草蓆（圖三），不僅冬暖夏涼而且又帶有香氣。如

今部落中仍是找得到會編織的老人家，但材料輪傘草卻

已是不見蹤影，於是舒米復育了一塊 4分地，完全不灑

農藥的種植輪傘草與大葉田香。

大葉田香也是一種阿美族的傳統植物，比輪傘草更

怕農藥，所以早在慣行農法出現的初期就消失得無影無

蹤了。帶有濃濃的八角茴香氣的大葉田香，又有「水茴

香」、「水八角」的稱號，阿美族人拿來加入糯米酒，

讓酒溢滿香氣，舒米則是將它做成茶包以及釀酒用的香

料包。

大葉田香與輪傘草的復育，不僅代表著阿美族傳統

生活方式的再現，同時也是一種宣示，一種「不使用農

藥與化學肥料」的實際象徵。

圖一

圖二

圖三



〉〉豐濱鄉˙港口部落 〈〈 �
農改場˙新農業

早在清朝時期已進行農耕的阿美族人，早期是以種植小米為主，

直到日據時代才開始水稻耕作。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海的阿美族人運用了他們親近海

洋的特性，港口部落族人選擇在海邊的水梯田種水稻，就是一項證

明。

而港口部落此次的復耕海稻米，同時也運用上了阿美族的傳統

耕作方式。他們在恢復灌溉用水時，在水源頭放上一根漂流木，再

依族人的田地大小，於木頭上設置比例不同的孔洞來讓水流過，出

量不同的水因為隔開而不會混流，反而會分別流向各個土地裡。這

麼一來，大的田地分到大的水源、小的則分到較少的水，不僅方式

公平，而且還無需用到一大堆的水管，可說是阿美族人的智慧。

阿美族的灌溉智慧

水源的接通，不僅是水稻確定得以生存，同時也意味著族人的同心協力，這點意義更為
重大（左圖）。於木頭上設置大小不同的孔洞來讓水流過，是阿美族人的智慧（右圖）。
下述二張圖片皆由舒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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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稻米的品種是選用由花蓮農改場所育成的台梗 4 號香米，之所以選擇此一品種是由於它
的植株較矮，在海風吹襲中不易倒伏；此外，香米在具有鹽分的海邊生長也會激發更濃厚的
香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