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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品種　吉安族群集體的記憶

民以食為天，自古以來便是如此。

吉野一號在歷史洪流中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在相關人等心中有如此崇

高地位，是有其歷史因素的。

日本據臺後，隨後進行稉稻移植計畫，也同時展開日本移民政策。

在水稻產業方面，日人積極自日本引入品種試種，並進行雜交育種試

驗，同時磯永吉博士等更於民國 11 年，發現成功增加稉稻產量之栽

培要領，配合改良過的水稻品種，稉稻面積逐漸擴大。在移民方面，

從民國前 2 年至 13 年，日人在東臺灣共建�十餘處官、私營移民村，

其中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就是吉野，也就是現今花蓮縣吉安鄉，當時日

本官方只鼓勵日本移民而限制本島人民遷入，但在民國 7 年後由於製

糖、菸業等勞動力需求，以及後來西部地震等天災，讓西部客家以及

其他族群牽移至花蓮的人口數日漸增多。

初期的吉野村並不種植水稻，糧食生產皆由政府額外購買供應，直到

吉野水圳整治工程改善缺水的問題後，吉野村便成東部水稻主要栽培

地之一，更成為模範移民村，其中重要原因便是「吉野一號」的育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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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代，移民歡欣鼓舞慶祝吉野米研發成功

（轉載自吉野村概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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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牽動日本移民的味蕾

根據史料記載，吉野一號是由一位日本農民雜交選育而成。

民國 2 年，日移民青木繁從故鄉九州熊本帶來菊池米，與臺灣當地秈

稻雜交，經過 6 年的培育終於選出接近家鄉口味的米，村民為感念其

貢獻稱其為青木米，數年間便廣於種植吉野一帶，16 年更因紀元節

進貢日本天皇，而命名為吉野一號，馳名日本全國 *。

東臺灣開發史的作者山口政治提到，相較於其他農業專家於民國 20
年才著手進行秈稉雜交育種，時間上提早多年，但由於青木氏為一介

農民，是故沒有被廣大世間人認同，是很遺憾的事。不過對青木先生

來說，吃到故鄉米的意義是非比尋常，讓自己與其他同胞對未知將來

的種種惶恐不安，都隨著軟黏的米飯一同吞嚥入腹，轉化成繼續打拼、

堅持的力量。

花蓮人雋永的記憶

在史料中有一箴老照片，一臺插著印有吉野米旗幟的宣傳車，許多人

在上面沿街歡欣鼓舞，花蓮縣吉安鄉南華社區發展協會志工鍾寶珠小

姐特別說明，當時對於這些離鄉多年、生活百事困頓的日本人來說，

終於在這異地長出屬於故鄉的米，絕對是一件安定民心的大事。

*　吉野一號育成始末記載於：(1)山口政治所著東台灣
開發史；(2)花蓮中學第三屆，也是日本移民第二代岡
年宣氏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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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吉野一號不但溫暖日本移民的心，同時也牽引了本島客家移民的懸

念。由於此時牽入花蓮的本島移民，大多是彌補日本農事勞力之不足，

因此成為佃農的人並不少，而對這些移民來說，吉野一號有著無可取

代地位。鍾小姐提及，她訪談吉安各客家庄耆老們，不約而同述說著

吉野一號種種往事，甚至和花蓮人聊天，常常會聽到「我父親以前就

種吉野一號」，其中住在稻香村的彭湧川老先生，對其的喜愛更是持

續 40 年。
> 彭湧川先生堅持種植吉野一號，亦提供當年青木繁的田地以

及居住地等手繪示意圖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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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彭先生並非專職農民，年輕時也做過很多工作，但因為無法忘懷一號

的滋味，從三十多歲開始種植吉野米供自家食用，由於他的堅持使得

世人仍記得這款稀有米種，甚至七十多歲時仍與花蓮農改場水稻研究

室保持聯繫，不但拿出珍貴的手繪田區圖，和研究人員討論當年吉野

一號供應天皇的貢田，更希望公部門能將其繼續保存並發揚。

品種保存盼良緣

根據彭老先生的記憶，在他種植吉野一號這幾十年，全鄉面積不超過

10 公頃，有時候風潮來面積多些，退了則更加零星，吉安鄉農會徐

永滿總幹事亦表示，過去大多由他個人與農民契作當成年節伴手禮，

一般農民種植意願均不高。

種植面積少，但卻是吉安老農民口中的傳奇逸品，這其中似乎有些落

差。翻開花蓮農改場的前身臺灣省花蓮區農林改良場，當時 41-42 年

年報所記載水稻良種繁殖推廣項下，登錄 41 年共繁殖吉野一號原原

種 30 公斤、原種 1,080 公斤，換算成能供應的面積達仟餘公頃，且

多集中於吉安鄉，另外在民國 42 年臺灣地區稻作栽培品種及面積記

載，吉野一號達 1,415 公頃。

雖然其原種田在 42 年即停止繁殖，吉野一號其他年份確切的面積資

料亦已散失，但後續幾年進行之氣候與稻作生育關係的水稻豐歉試

驗，吉野一號皆為調查品種之一，由於豐歉試驗大多選擇在地相關品

種，故推測民國五十年前花蓮吉安應有一定的種植面積，且臺東及花

蓮場分別於 38、44 年，以吉野一號為親本進行雜交，45 及 54 年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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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華社區發展協會以吉野一號為主

題，設計平安福袋以及規劃社區遊程

2.日治時代吉野村村長清水半平夫人－

清水靜枝女士（前右一），66年後終

於又踏上記憶中的故土

民國 85 年花蓮中學建校 60 週年，第三屆

臺灣畢業生向彭湧川農友購買吉野一號，當

成伴手禮贈送給遠從日本來參加的同學，希

望讓他們「回憶昔時香噴的進貢米，再一度

嚐嚐難忘的美味！」讓這曾進貢天皇、風靡

東瀛的傳奇稻米又添佳話一樁。雖然過去時

光已一去不復返，但吉野一號百年風華老滋

味，仍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後　記

當年因戰敗被迫遣返回日本的移民們，回國

後雖然顛沛流離，但大部分人仍組成相關團

體，緬懷在臺灣的這段時光，他們自稱為

「灣生」。第三代田中實加小姐，近年積極

協助這些垂垂老矣的灣生們，再次踏上吉野

這塊土地。

101 年 10 月 25 日，田中小姐帶著昔日吉

野村村長清水半平的太太－清水靜枝，回到

吉安鄉。根據田中小姐的調查，當年清水家

及其經營苗圃所在地，即為現在的花蓮農改

場農藝館。對已經 97 歲的清水女士來說，

這次來台，昔日的家園已不復記憶，但是卻

圓滿了 66 年來要再回到吉野的願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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