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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原住民作物保種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把祖母給我們吃過的好東西給種回來！」

阿美族文化研究學者吳雪月，在日前一場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所舉辦的「原鄉特色作物與傳統

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國際研討會中，提出了她

對原鄉作物保種的看法。

這是當天來自國內外各界專家學者中，所

提出的其中一個意見。

其實原住民的特色作物與傳統農耕智慧，

一直都是臺灣珍貴的寶藏，但未來若想進一步

的發展，則需試著與現代科學對話；且除了部

落族人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單位、NGO 組

織的適時輔導也屬必要，但究竟該如何進行才

能做得更好呢？花蓮農改場所舉行的這場國際

研討會，便是一個各方提出建議的最佳交流平

台。

黃金小米　從一級

到三級

行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參事劉維哲於當

天的研討會中，特別

強調了原民傳統生態

知識是具有「可持續

性」的，透過不斷的實踐與創新，得以使文化

保持活力，並成為部落經濟命脈。

他以「曙光金黃小米產業示範區計畫」為

例，顯示了政府單位可在原民農業發展中扮演

整合的角色。在這個例子當中，為整合小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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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查農場　多元發展

位於光復的邦查農場，便是花蓮農改場的

輔導點之一。

這是一個長期提供部落婦女就業機會的原

住民農場，向花蓮農改場學習了加工技術之

後，萌發自己設立有機加工廠的念頭。

目前已能自行做出米酒、米豆漿、鹽麴、

味增的邦查農場，未來的規劃是成立一個 40
坪的有機加工廠。由於有機加工廠的難度很

高，因此會從一般加工廠先行做起，無論如何，

這樣就能多元化經營，而且讓部落媽媽都到這

邊來就業了。

邦查農場過去便有著種植野菜的專區，今

年開始更與花蓮農改場合作進行野菜保種工

作，並在田區規劃了一塊「原住民作物保種

田」，種下 20 多種收集到的原住民食用野菜

及雜糧，並仔細紀錄。

展，台東縣政府成立了「原住民南迴小米生產

合作社」來做為產業平台，全省小米主要產地

的南迴四個部落，已有 90％產銷組織加入合

作社。合作社則是扮演了統一收購、運銷、加

工，以及產品的行銷與開發，除了可降低成本

之外，農民只需專心從事生產，其他專業有人

包辦，再也無須單打獨鬥。

而在此計畫中，原民會則以「經實創業計

畫」來與南迴小米連結，估計未來會有小米產

地餐桌、文創小舖、小米民宿、南迴小旅行…

等不同產業風貌出現。這種一至三級產業分工

互利的經營模式，相當有利於建立部落經濟的

主體性，並達成地產地消的目標。

花蓮農改場　串連原民六級產業

其實說到政府單位對原住民的農業輔導，

投注最多心力的應該算是花蓮農改場了。

由於轄區內分佈了許多的部落族群，花蓮

農改場最早輔導的是部落的農業技術，但隨著

投注心力增加，關切重點也由最初的農業技

術，逐漸延伸到部落旅遊、食農教育，甚至部

落文化保存的區塊，範圍頗大。

花蓮農改場作物改良課長葉育哲在會中表

示，花蓮農改場長年以來便陪著部落克服轉型

困難，以「一部落一窗口」的方式，協助了轄

區內三十多個原民部落。輔導過程當中，看到

了原住民農產品的通路狹隘，於是後續也開啟

了加工、行銷輔導，讓利潤能回到生產方身上。

而隨著輔導面向的擴大，後來改變部落生

活的不只有機耕種而已。花蓮農改場也因輔導

族人在田區進行生態營造，因此逐步盤點部落

的文化、強化原民地區的生態旅遊面向，替他

們規劃出部落旅遊的套裝行程，逐步建構並串

聯原民的六級產業發展，活絡了部落的整體經

濟。

1 �「原鄉特色作物與傳統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國際研
討會中，提出了許多讓部落及相關單位的參考建議

2 �原民會參事劉維哲特別強調原民傳統生態知識是具
有「可持續性」的

3  花蓮農改場對部落的輔導頗為全面，從農業技術到
遊程設計都一手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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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教室」，計畫帶著部落老人家一起耕種、

一起共食，透過這個教室，老人家還能將自身

經驗傳遞給下一代，讓部落文化得以傳承。

原住民的過去的農業智慧究竟該如何保

存？而未來的農業前景又該如何發展？在這場

「原鄉特色作物與傳統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國

際研討會中，無論政府單位、原住民農場、或

是文化工作者皆提出了他們實用的看法與建

議，提供給部落及相關單位許多值得參考的規

劃及願景。

農場主人蘇秀蓮本身是阿美族人，

一直都把野菜復育當成是文化的傳承。

除了保存阿美族文化之外，因應未來不

斷加劇的氣候異常，比起一般的大宗蔬

菜，更能依靠的就是野菜了。「你們看

外面那些野菜，即使下著麼大的雨還能

浮在水面，要是小白菜應該就會死掉

了！」這是研討會的第二天，本場特別

安排戶外參訪，當天正好遇到一場傾盆大雨，

順道就讓與會來賓看見了野菜的驚人耐力。

保種　藏種於農

說到野菜保種，阿美族文化研究學者吳雪

月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她目前在花蓮洄瀾灣的開心農場種植著

40 多種的野菜及雜糧，因為對她來說，「怎

麼樣把祖母吃得好東西給找回來」是最重要

的，同時也認為，透過不斷的種植，便是一種

最佳的保種行動，因為持續耕作便是藏種於

農，讓各品種都能適應當地的土壤、氣候，就

是最直接且具經濟效益的保種方式。

除了保種之外，吳雪月在研討會中還建議

部落可用認養土地方式，帶著老人家一起耕

種，以營造「共更共食共享」生活，這樣部落

的傳統智慧及種子都能一併保存了。

無獨有偶，邦查農場目前也規畫著成立一

4  已能自行生產出產的邦查農場，未來的規劃是成立
一個 40 坪的有機加工廠

5 �邦查農場蘇秀蓮本身是阿美族人，一直都把野菜復
育當成是文化傳承

6 �保種的觀念近年來在部落逐漸發酵

7 �傾盆大雨中的野菜，令人見識到它的生存韌性

8 �吳雪月認為保種的重要概念，就是把祖母給我們吃
過的好東西給種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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