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復鄉第一市場原住民野菜區介紹

原住民農產業

前　言

無論從北側或南側，進到光復鄉第一市場

就會看到肩膀披著阿美族情人袋的婦女在賣野

菜，她們都是當地的阿美族婦女，阿美族對野

菜運用遠勝過其他族群，他們主要居住在花東

的平原及海岸地區，自稱為「吃草的民族」。

鑽研阿美族野菜文化長達 20年的吳雪月也引

用作家瓦歷斯諾幹的話：「一個阿美族就像三

部割草機」。阿美族食用很多野菜，因而發展

出特殊的飲食文化，在今日阿美族吃的各式野

菜，已發展成餐廳的美味佳餚。想要一窺多樣

的野菜身影，東部傳統市場是一處可以目賭野

菜的絕佳場所。

「野菜」是包括臺灣的原生植物及一些在

野外可以看到的外來馴化種植物，這些新鮮的

野菜可以在東部的傳統市場發現蹤跡，包括花

蓮市的重慶市場、美崙市場，花蓮縣吉安鄉的

黃昏市場、仁里市場，光復鄉的傳統第一市場，
 1 �光復鄉第一市場北側

 2 �野菜攤的貨品多樣化

以及臺東市的馬蘭市場。以下將以光復鄉第一

市場為例做介紹，希望透過文章描述展現市場

的魅力，讓更多人認識原住民野菜，進而促進

至野菜區及部落消費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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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歷史脈絡與野菜區現況

光復鄉第一公有市場之創辦，肇始於民國

58年 5月由省政府公共造產基金貸款興建，

於 60年元月起正式營業持續至今。現今第一

市場新穎建築物係經濟部 92年度「擴大公共

建設方案 -老舊及危險市場更新改善計畫」新

增計畫中之光復鄉第一公有市場改建案所興

辦，一樓部分已於 93年 10月起正式營業，

光復鄉公所為管理單位。市場一樓南北兩側為

電動鐵門隔間區，規劃 19間販賣服飾、雜貨、

蔬果等，其餘為開放式攤位，販售豬、禽、魚

肉、原住民野菜及一般蔬菜 49攤，總計劃設

攤位 68攤，提供鄉民日常生活採買之需。

當初興建市場前，大部份的原住民婦女主

要在市場附近路邊擺攤，影響交通秩序及行人

安全。管理單位為了集中管理、道路通暢、交

通安全等考量進行規劃，興建市場後就進到市

場裡販賣，每人使用一個開放式攤位，野菜攤

位大都集中在北側。攤商清一色都是來自太巴

塱部落的婦女，年齡中年以上居多，主要以販

售當天採集的四季節令野菜、紅黑白糯米及醃

肉，有時還會賣特殊產品如蛙類、野菜苗，產

品可說是包羅萬象。

產品與文化結合 增添行銷內涵

一般農友要行銷自己的農產品時，文化層

面的部份較為薄弱，因為農友種的農作物很少

與自已的文化有關連，頂多在生產過程採用特

殊農法或有機栽

培技術，在市場

上做為行銷顧客

的賣點。至於原住民野菜區的每一種野菜及其

它產品卻有許多故事可說，因為它們與原住民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舉凡生活、祭典、飲食、

婚姻等，皆與它們密切關係。居住方面，箭竹

筍可以做為竹子房屋的建材；祭典方面，紅糯

米是豐年祭活動神聖珍貴的物品；婚姻方面，

小米酒及小米糕是男方送給女方重要的禮物；

飲食方面用的最多，幾乎只要能吃的野菜，阿

美族都會讓它變成餐桌上的佳餚。因此，野菜

及其它產品背後涉及食衣住等生活文化層面的

故事，這些故事是攤商們的行銷法寶，而對顧

客來說可以認識異鄉風情文化，一位原住民攤

商說：「外地遊客特別喜歡聽我說野菜的故

事。」

野菜區客群不再局限在家庭消費者

早期野菜區以現場採買的顧客為主，隨著

科技進步，創新的運輸產業因應而生，提供便

捷、快速、保鮮等服務優勢。因此攤商為了服

務在外地工作的族人及消費者，能吃到光復在

地的野菜，與物流業者合作，透過宅配將野菜

運送至府上，解決族人及一般消費者因路途遙

遠，無法吃到野菜的困擾。另一個攤商婦女說：

「我們部落的人有的到北部做板模，平常很少

回來，都會要我寄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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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及旅遊風氣也在社會變遷中興起，許

多外地遊客到花蓮遊玩，雖然遊客可以到市場

的野菜區購買野菜，但是在外地不方便烹飪及

攜帶，因此攤商會介紹他們到附近的原住民風

味餐廳，直接到餐廳就可以享受野菜的滋味。

以光復鄉第一公有市場附近來說，有欣綠農

園、拉藍的家、紅瓦屋、紅糯米生活館等知名

原住民風味餐廳，最南側的攤商婦女說：「每

天一大早，餐廳採買人員會和我買野菜，如藤

心、龍葵，不夠還會到別攤買。」因此，野菜

區已不再只是銷售給家庭婦女，隨著時代進

步，消費者生活型態也會改變，間接影響野菜

區銷售管道。

富有人情味濃厚及氣氛熱鬧的野菜區

野菜區經常是大聲喧嘩，而這種喧嘩不是

在吵架，也不是在罵人，它是一種帶有人情味

的買賣溝通方式，攤商為了吸引顧客，會拉大

嗓門，向顧客問好及介紹產品文化用途與料理

方式等。濃厚的人情味是野菜區的一大特色，

攤商不分本地或外地，漢人或原住民，只要來

到攤販前，攤商總是先噓寒問暖，對於外地人

來說會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到野菜區買東西的顧客，有的會從陌生人

變成客人，甚至成為談心事的好朋友，每次碰

面的內容不再只是聊買的東西，而會聊得更深

入，包括家庭、婚姻、工作等，相互關心及慰

勉。這種與賣場的買賣互動關係是截然不同，

賣場講求完善佈置、安靜場所、舒適環境等，

但是缺乏人與人互動的情感連結。在來就是熱

熱鬧鬧帶點年節氣氛的感覺，市場人來人往，

吵雜聲不斷，攤商亦必須大聲地賣自己的東

西，喊價、減價、親切招呼及優惠附贈等方式，

帶給顧客在氣氛熱鬧氛圍下，感受到親切的服

務感、溫馨感。

野菜區成為族人連絡感情的好地方

光復鄉第一市場是一個傳統市場，雖然是

早市，不過野菜區的經營時間較長，因為攤商

和他的朋友喜歡在市場聊天。每天一大清早，

就會有附近的婦女趕在上班前買好菜；另外，

餐廳業者也會很早到野菜區購買野菜，趕在開

店前買完所需之野菜。野菜區賣到 9點以後，

買菜的人逐漸減少，接下來的顧客有些是家庭

主婦，買東西的時間就較充裕，都會與攤商閒

話家常，不像現代賣場都是冷冰冰的標價，選

擇好就到櫃台付錢。

 3 �採集不易的情人的眼淚

 4 �蝸牛是原住民野菜區常見的販賣品項

 5 �傳統醃漬辣椒方式可延長展售時間

 6 �餐廳採買人員購買藤心

 7 �野菜區是族人連絡感情的地方

 8 �野菜區也有在賣木鱉子苗

 9 �早上採集的牧草心利用販售的空檔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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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中午的時間，有些族人就會從部落到

野菜區找攤商聊天，攤位旁就成為族人聚集在

一起的地方，有些就三五成群圍在一起坐在小

椅子，一邊喝著原住民的飲料，一邊幫忙包裝，

並開心地聊起天，甚至就在攤位煮沒有賣完的

野菜，加上白飯及醃豬肉，與好友一起分享，

連絡感情。好客的族人，有時見到經過攤位的

顧客，還會說：「要不要一起來吃呀！」

不可抹煞的原住民野菜區

時代巨輪再進步，原住民野菜區依然屹立

不搖，雖然現在有乾淨明亮、空調設備的現代

化賣場，原住民野菜區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它

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顧客消費的認知差異上。

大部份消費者以居民為主，離家近、交通方便

成為附近顧客購買生活物品的首選地方，而且

有些東西又物超所值，對老顧客有時還能夠享

有特別的優待。其次，野菜區的產品新鮮度高，

因為野菜都是當天採集，有些攤商還會現場進

行剝皮處理，若當天賣不完，攤商就會把它當

成午餐，或是拿回去自己家人吃，隔天早上在

重新採集新鮮的野菜，新鮮度是百分之百。

野菜區的東西種類相當多樣，如新鮮的各

式各樣野菜，除此之外，還有醃製品、嘟論、

酒釀、種苗、溪邊及海邊小動物等，別的地方

不一定能買得到，形成地方市場的特色。在鮮

明的特色下，有著特定消費族群，有些人是從

小就吃，吃到長大；有些人是因為好吃，才會

持續吃；有些人是因為沒吃過，想要嘗鮮，買

回去品嚐後，認為味道還不錯就會再次購買。

野菜區的東西可以讓顧客任意觸摸並挑選喜歡

的野菜，上述優勢對於顧客來說是具有強烈的

吸引力，也是原住民野菜區的魅力。

結　語

早期阿美族都會自行採集居家附近或田野

的野菜，帶回家裡或在野外烹煮，簡單又健康

地解決一餐。受到社會變遷及生活因素影響，

族人開始到社會工作，已沒有時間到野外採集

野菜，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到傳統市場的野菜區

購買。為了滿足族人及饕客吃野菜的需求，野

菜區提供新鮮、養生、便宜的購物中心，並集

結各式各樣的野菜及其他傳統食物。除此之

外，野菜區也是社會和經濟文化中扮演重要角

色，是部落文化、精神的中心之一，更有著濃

厚的鄉土人情。

近年來，旅遊養生風氣興盛，東部少有煙

囪工廠，環境污染較少，而且天然美景不勝其

數，並孕育許多原住民傳統植物，是一個旅遊

及品嚐原住民美味的好地方，有機會來到花蓮

的旅客，可以到光復鄉第一市場野菜區逛逛，

您會有意外的驚喜哦！

  9 �紅瓦屋餐廳的野菜有些是從市場的野菜區提供

  10 �光復鄉第一市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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