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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身在富里的我們都知道這裡的老人非常的多，而年輕人相對的少，這樣不尋常的比例不禁讓我們好

奇是什麼原因讓留在富里的年輕人願意留下來，而他們留下來都在做什麼。於是我們向老師一番詢

問下得知，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是偏向回來繼承家業，就好比說，創辦穀道秋聲的——鍾雨恩先

生。而另一部份為了現實生活而回來的人，像是村裡有一位自創精油品牌的林小姐。他們原本都在

北部生活，為什麼要放棄更多的工作機會，回來鄉下創業呢？又為什麼要在老人多青年少的地方創

業到現在呢？於是我們為了解關於他們的想法以及過程中的辛酸歷程，我們決定前去拜訪兩位青

年，了解其中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青年返鄉的目的及事業 

 

（二） 探討返鄉青年工作內容及影響 

 

 （三） 省思青年返鄉及工作內容的意義 

 

 三●研究方法 

 

（一）書籍資料: 

  

我們為了更加的了解地方以及返鄉青年的想法，我們參考了《地方創生》等相關書籍可以讓我們更

加的了解返鄉青年如何在家鄉經營自己的事業。  

 

（二）網路資料: 

 

蒐集返鄉創業的相關資料，從搜尋資料過程中，我們知道地方創生的概念源自日本，目的希望地方

發揮特色、並發展出最適合的在地經濟，讓人們不一定非得要在都市工作，能夠選擇其他鄉鎮或回

到自己的故鄉，以改善高齡少子化、城鄉發展不均等問題。創造就業機會、推廣移居、支援年輕世

代結婚及育兒等，希望幫助地方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發展出最合適的特色產業及生活圈，讓

青年回流、趨緩人口問題。少子化、高齡化、地方青壯年人口外移、城鄉發展不均，是亞洲幾個國

家共同面對的問題，藉由推動地方創生，避免狀況持續惡化，更要找回在地活力，使偏鄉也能漸進

發展。1 

  

（三）訪談法:訪談富里創業青年鍾雨恩先生與林小姐談返鄉及創業的心路歷程。 
 

 

 

 

 

                                                   
1
 摘自微笑台灣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145，搜尋日期:2022.08.02。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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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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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議題探究的思考模式 

 

 
 

結合SDGS的十四項議題以曼陀羅思考，刺激對富里的現況提出問題，作為這次小論文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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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跟主題有關係的思考 

 

 
 

我們思考的主題就是創業青年，以創業青年為核心，去發散其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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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跟主題有關係的問題意識思考 

 

 
 

從上述的流程，設定與主題相關的問題意識，我們也能在學校課程中的專題研究了解是在生活中尋

找知識的過程。形成自己可能可以問的問題。 

 

貳、正文:創業的歷程-一個認同兩種表述 

                       

一、回家的兩條路 

 

雨恩:因從小父母在北部工作，小時候的雨恩在祖父母的照顧下於富里成長，而國小畢業後因北部資

源影響雨恩就在台北念書直到大學。雖然已經北返，每年寒暑假還是回到富里，從第一天待到最後

一天。大學畢業後就直接回富里幫忙家裡的工作。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家庭因素，當時雨恩父親民國

九十九年的三月回來，但是生病的關係，雨恩在同年的九月回來幫忙家裡的工作。當年他的家人們

是非常的支持他返鄉的決定，特別是他的爺爺，雨恩本人的想法也是不後悔回鄉這個決定的，反而覺得回

來富里是一個機會。機緣。在父親生病之前他完全沒想過要回富里創業，富里一直缺少年輕人，所

以他也很慶幸這時候回來，為了家鄉做出一些貢獻。2 
                                                   
2
 摘自鍾雨恩先生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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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姐:高中畢業就到北部工作，從事服務業。二十出頭時認識家裡也是住在富里的黃先生後交往結

婚，因感到北部經濟壓力大，不得不回家鄉工作種田。其中陸續有了兩個孩子。種了幾年後，自己

算一下每年的收入20~30萬不等，感覺生活匱乏，因做額外的零工所接觸到的木材而有興趣去做，另

外從事撿漂流木並出售的工作。3 

         

我們認為從這兩個人的處境來看，就感覺到了與恩是因為一種契機加上自願回來接手，但林小姐是

因生活上經濟壓力，無法繼續待在北部，所以不得不返鄉，明明都是返鄉卻有著大不同的原因，跟

雨恩先生一樣原因的有幾個，跟林小姐一樣的又有幾個呢。雨恩回來富里後注意到家鄉的缺少年輕

人著力的問題。林小姐則是有感於家中的經濟問題無法解決，跟先生做更多的兼職以改善生活。 

 

二、學以致用-農產經銷 

 

雨恩覺得繼承家業最困難的地方是，本來雨恩是學社會福利，而不是學習農業技術，所以很多東西

都要重頭開始學，一開始雨恩尋找了在地老一輩的農民或叔叔伯伯學習技術，或著翻書慢慢的吸收

農業的所有知識，例如銷售、種植稻米以及產銷機制這些等。在富里這個地方他發現到在地的產銷

失衡，產銷失衡就是當米生產的太多，賣出去的太少，於是雨恩想出了一個辦法找一些人來唱歌，

一些人擺市集，可能就會吸引一些人來聽歌，然後就會買東西 ，以促進當地稻米的銷售。4 

 

 林小姐從八八風災撿拾到現在，所以有10年以上的撿拾經驗有自己的喜好加上能夠成為副業增加收

入。為何是撿拾木材，因台灣木頭在世界上有排名，以現在市場來說大陸最為有經濟價值的是台灣

紅檜，為最有經濟價值收藏的木材，美國其他州也有紅檜但因地球緯度跟經度以及氣溫跟氣候的關

係台灣的紅檜特別的優渥，他會有價值是因為稀少，而且被限制住，所以台灣有很多一級木，總共

有12種，在東部這裡是台灣紅檜、台灣櫸木、肖楠、烏心石，其他還有香山、木山、雅山等等…。

這一類山類的木材也都有，但以撿拾來講，最多的是台灣紅檜、台灣櫸木、烏心石這一類比較多因

為海拔地區不同環境不同，所以沒有固定撿拾的時間或地點，撿到甚麼木材這是未知數。在收尋木

材時，都是憑氣味外表依照經驗辨別這些木材，但撿拾時間必須依現在行政院法條的開放時間去撿

撿拾大件，進行合法的交易。其它將剩餘的材料提煉製作成了精油一來好存放，再來是精油使用上

空間大，不僅是生活、工業，他的利用價值非常高，所相對的價格非常高，這是是台灣獨特的東

西。所以目前也沒有想轉行，在台灣行業中，金木水火土，木是一個穩定也是必備的材料。但撿拾

木材也不是主業，而是副業，有木材就去撿，沒有木材就耕田。5 

            

從這裡可以看出兩位最大的差別是，雨恩是為了促進家鄉的發展，林小姐是為了能飽足三餐，但他

們都有各自努力的目標或原因。雨恩本科與農業無相關，需要重新學習，或許是因為是社會福利出

身的雨恩，在經濟不渝匱乏的情況下，才能致力於如何改善富里農民生活條件的問題。林小姐根據

經驗，了解東部木材的不同品種與價值及木材市場的可觀利潤，在合法的範圍撿拾與販賣，並且利

用剩餘的木料進行加工提煉精油，發揮最大的剩餘價值，以改善家中的環境。 

 

 

三、找一些人唱歌，賣多一點農產品 

 

                                                   
3
 摘自林小姐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7.19 

4
 摘自鍾雨恩先生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5.10 

5
 摘自林小姐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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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政府推動一個政策，讓雨恩與一些富里青年及跟富里有些關係的外地青年找到推動農業機會

的發展，加上家裡的工作經過五年的摸索也變得比較穩定，以及長期以來對於故鄉的觀察及認同家

鄉的熱愛，讓他想要富里變的更好。剛好隔壁池上也在辦藝術節。所以雨恩與在地青年組了一個團

體叫富里983，雨恩說會選983的原因是因為是它是全台最大的郵遞區號，比那些綠島、蘭嶼這些外

島號碼都來的大。983的年輕人集思廣益，找些歌手如紀曉君、動力火車，跟附近吉拉米代社區的居

民來唱個唱歌，但這個活動的主角不是歌手，這個活動就是要如何把當地農產品賣出去才是主要的

目的，米的攤販才是活動的主角，這個活動的內容就是富里山谷草地音樂節，也就是穀稻秋聲。6 

 

林小姐製作的精油，可使用在拖地，應用在驅逐蚊蟲，使用在衣服清潔或著是拿來做擦拭保養也都

可以，做皮革類的或木桌木椅，都可以直接使用的，但因他們做的是單方精油具有腐蝕性，所以不

能直接接觸皮膚，所以精油平時存放在玻璃甕裡，且不能陽光直接照射不然會變質，他也可跟其他

木材精油，或草本花香精油做調和，配方成自己喜歡的味道，做按摩也可以做舒壓也可以，拿來泡

澡也可以，所以製作精油比直接使用木材的利用範圍更大。7 

           

為了推廣家鄉這個目標和飽足三餐這個原因雨恩與林小姐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想改善富里社會經

濟的雨恩結合志同道合的青年，以池上文化活動為樣板，製造出一個屬於富里的活動就是穀稻秋

聲，穀稻秋聲的真正目的為，促進地方農產品的產銷價值，增加地方產業的整體利潤。林小姐的精

油製作概念，相較於木材銷售，應用範圍更大，可以芬香原料、驅蟲、按摩等，爭取利潤的項目也

變得更多元。 

 

四、地方產銷的精算 

 

富里983一開始跟吉拉米代部落的人討論找人唱歌，拜訪在地學校的社團，如：富北國中合唱團、學

田國小的扯鈴、東里國小烏克麗麗，特別是富北國中的合唱團年年進步。而且從第一年穀稻秋聲就

有到各個國中招募志工。 

 

團隊主要分成3個部分，核心團隊、志工以及其他外圍的工作人員等，裡面的成員主要是以移居者、

農民、商販這些人為主，商販賣的東西是和在地農產品有關的商品，像是能夠把農產品與其他不同

的東西結合變成新的產品，如：洛神花紅茶、小米甜甜圈這些都是富里在地生產的作物，他們希望

藉由這些產品，讓當地以前可能比較少被看見的作物，因這個活動而有新的銷售方式，又或者是新

的用途，皆是為了能給富里帶來更好的幫助。8 

 

林小姐販售與推銷都是以網路拍賣或社團進行，用圖像去敘述文字、味道，然後去曝光吸引消費

者，在農會、安通溫泉也有做寄賣擺設。9 

   

或許是因為經濟上的不同所以推銷的方式也大有不同。穀稻秋聲規模龐大，結合地方機關、學校，

及年輕人成為工作或表演團隊，成為販賣在地農產品的舞台。林小姐則是利用網路及在地資源作為

精油的通路。 

 

五、留在家鄉的生活方式家鄉 

 

                                                   
6
 摘自鍾雨恩先生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5.10 

7
 摘自林小姐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7.19 

8
摘自鍾雨恩先生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5.10 

9
摘自林小姐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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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稻秋聲是由一群熱愛這片土地的人所一同舉辦的，他們組成富里983這個平台，穀稻秋聲辦在永豐

社區，此外鍾雨恩也提到說關於在地青年回流以及地方人口外流的看法，他說年輕人想出去外面看

看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忘記自己是身為富里的一份子，回來的時侯能夠教一些在這裡學不到的專業

技術，回饋給這片土地，讓這裡變的更好，即使身在外地依舊能夠幫助到自己的家鄉，哪怕是稍微

的關心一下在地也好，這些行為都是一種回饋的方式，人才的流動是能夠為當地，帶來不同程度的

幫助。10 

             

林小姐表示對於小孩子有沒有要持續下去 都是看小孩子的興趣 未來也不排斥小孩做這項行業。未來

的規劃就是希望能研發出更多附加產品和一直延續下去。11 

 

雨恩看的是年輕人繼續投入富里，讓這個地方更好，他想做的是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在這個家鄉。

林小姐則強調如何開發除精油以外的產品讓木材事業在家族內延續下去。           

            

參●結語: 

 

一、新的時尚生活: 

 

農村不用一定要出去西部或都市才可以找到體面的工作，相反的可以在鄉村就可以找到體面的工作

而且比都市活的更有生活品質。 

 

二、兩人的歷程: 

 

藉由這次和雨恩的訪談，我們總算對它有了一些認識，也知道了雨恩返鄉的目的，雖然在雨恩他父

親生病前沒想過要返鄉，不過他返鄉以後也對這深深愛上這片土地，他運用到了大學時學到的社會

福利，與一群青年建立了穀稻秋聲成為銷售農產品的舞台，讓平時賣不出去的農產品能在活動期間

增加銷售量，另外還邀請各界贊助經費邀請知名的歌手或樂團，雖然所費不貲但是為了促進富里農

產品的銷售，投入的心血都是值得的。也是期望藉由這個活動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家鄉的事

業。 

 

藉由這次和林小姐的訪談讓我了解到，林小姐雖然會返鄉的原因是因為北部都市的經濟壓力太大，

而不得不回來，但是回來後不只是持續的耕田，因耕田收入有限無法支持家計，在一些契機下他接

觸到了木材相關的產業，而開始了他的網路賣場，他並不後悔回來，反而更想延續下去，延續的不

只是木材與精油或其它商品，更多的是對於家鄉的愛。  

 

三、新的生活可能: 

 

所以我們認為如何讓農村青年留在農村，更可能讓都市青年願意農村裡生活，並利用網路的方式，

持續工作並且保持更好的生活品質。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所以我們認為如何讓農村青年留在農

村更可能讓都市青年願意農村裡生活，並利用網路的方式，持續工作並且保持更好的生活品質。是

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除了科技支持外，花蓮還有很多自己經營事業的返鄉青年，他們不忙碌於汲

汲營營的賺錢，追求的目標是對家鄉的熱愛及自我生活品質的提升，這是才是返鄉的原動力。 

 

                                                   
10

 摘自鍾雨恩先生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5.10 
11

 摘自林小姐訪談稿，訪談地點:自宅，訪談日期:20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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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可以在其中做什麼?我們想到了我們可以去穀稻秋聲當志工，不僅能夠幫助活動的

完成，也能在過程中學到一些在學校學不到的，像是在門口幫那些來欣賞的人消毒、發口罩，還有

垃圾的分類、回收這些都是我們能做的事，而且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或許再大一點到了高中、大

學、出社會都還是會回來到這裡更深入富里的青年活動，因為這個活動不僅僅只是一個音樂會，它

是一個關於我們富里的大事，我們覺得不論是學校合唱團，或著是志工都是這個大活動的一顆不能

缺少的螺絲，而且能看到那麼多人來到我們的家鄉，我們都很開心或著去富里農會幫忙佈置稻草或

著種種花讓這個看似是工作的事，變成一種有趣的體驗，這裡的民眾也都可以來，提高富里在地的

自我價值。 

 

圖六、圖七:訪問鐘雨恩先生 

 

 

 

圖八、九、十:參加榖道秋聲 

 

 

 

圖八、圖九:參加鼓稻秋聲音樂節 

 

 

 

圖八:參加穀稻秋聲                                                                圖九:參加穀稻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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