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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大家對吉安著名的在地食材「龍鬚菜」並不陌生，但是除了會吃「它」之外，

對「它」了解嗎？這次的兩位組員兼好友從小從各種自然活動的學習過程中，培

養出對周圍生活環境有觀察及探究的習慣。前陣子開始，餐桌上時常出現的龍鬚

菜這道菜餚，除了喜歡吃「它」，同時，對「它」也產生了好奇。上網搜尋一下，

發現「它」是由來自一種叫作「佛手瓜」的植物！兩者竟然有緊密的關連啊！此

外，「它」還是吉安四寶之一呢！在得知這麼特殊的消息後，激起兩位組員想要

對「它」進一步了解，更想知道「它」為何能成為吉安四寶之一？暑假期間一起

尋找了有關龍鬚菜的資料，在與師長商量後，我們藉由小論文研究，開始了對龍

鬚菜的探索之旅。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 研究目的： 

 

如果說我們要認識花蓮，不妨從我們居住的吉安開始；關於認識吉安的方

式，不妨從家鄉的物產-龍鬚菜認識。我們以實際訪談的研究方式，從兩位高年

級學生的角度切入，在一次次的走踏參訪的過程中，我們整理出了以下四點的研

究目的，也共同感受了這座小城市的美好： 

(一) 提升對環境的覺察能力及自我能力。 

(二) 了解龍鬚菜為何稱為吉安四寶之一，並讓更多人知道它的價值。藉由了解龍

鬚菜從種植到成為餐桌上美食過程中，認識吉安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各項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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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由實地探訪，認識更多在吉安這片土地上努力的人，並從經驗分享、資料

收集……等，將自己的觀察或推論進行驗證，提供相關訊息給需要的人，為

家鄉盡一己之力。 

 

三、 研究方法 

 

    我們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資料探討，擬定採訪稿，加上實地調查將資料

加以統整做出結論，最後形成一份完整的報告： 

(一) 蒐集文獻：利用圖書館及網際網路，收集相關之相關論文、書籍、農改場專

家的專題報告、農委會的統計紀錄及網路資訊等，先透過文獻分析，初步認

識龍鬚菜，以建構後續的研究內容。 

(二) 田野踏查：我們初步先擬定幾個題目，利用為較開放式的訪談法，在與受訪

者的訪談中延伸出其他的問題，獲得第一手直接資料。 

(三) 問卷調查法：設計問卷，探討北昌小學生對於龍鬚菜的認知。 

(四) 研究限制：從文獻及訪談得知，吉安鄉大約在 12 月中旬之後才會種佛手

瓜，。基於上述，時間上來不及蒐集龍鬚菜全程的生長過程。於是我們修正

了研究方向，轉以參訪蔬果單位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如:農改場及農會蔬果

運銷中心及實際種植龍鬚菜農民。學習單也以北昌國小的學生為對象。 

(五) 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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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原產地在中南美洲，日人引進臺 

 

「佛手瓜」原產於中南美洲，且有長刺的種類。最早由日本人在 1935 年引進臺

灣。早期臺灣不懂得如何料理「佛手瓜」的果實，所以市場接受度不高。 

 

因其極強的生命力，以至於在野外到處蔓生，一度被認為野菜。在環境保護

意識抬頭及有機無毒農業的盛行下，於是完全沒有農藥的佛手瓜重新站上舞台，

成為新世紀的寵兒，而其嫩芽、嫩莖也被冠上「龍鬚菜」之名，成為夏季最受歡

迎的乾淨綠色蔬菜之一。 

 
原產地在中南美洲的佛手瓜（學名：Sicyos edulis），是一種葫蘆科刺果瓜屬植物，

分為有刺種及無刺種。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 生長環境與氣候條件 

 

龍鬚菜喜歡在溫暖而雨水分佈平均的氣候，適合生長的溫度是 18 - 28℃，土

壤 pH 值在 5.5 - 7.5 範圍內都可以適應；吉安種植龍鬚菜的農田大多位處於中央

山脈初英山腳下，擁有乾淨安全的水源，所以種植品質特好。 

 

龍鬚菜全年都可生長，4 - 5 月是生長最旺盛的時期，恰好每年的 5-6 月是臺

灣的菜農最擔心，也是婆媽們聞之色變的菜價上漲的季節之一。因梅雨鋒面及西

南氣流的影響下，會帶來過多的雨水，加上逐漸升高的溫度照射下，影響蔬菜產

量甚鉅，但是如此的大災難季節卻恰好是龍鬚菜生長的優良時期，於是，在吉安

鄉農會的推廣下，大家逐漸認識也接受龍鬚菜，是梅雨季節取代了常見的高麗

菜、A 菜、小白菜及其它葉菜類，成為大家餐桌上的新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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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梨瓜(龍鬚菜、隼人瓜)良好農業規範及研究小組自行繪製 

 

吉安所種植的龍鬚菜以匍匐栽培較多，當龍鬚菜的主蔓長至 50 公分時，可

以進行第一次採收，以莖蔓末端 15–20 公分，帶 2–3 節葉片，品質最佳。一般

每隔 3 天到 10 天就可採收一次。 

 
吉安田間的農夫忙著採收新鮮龍鬚菜的樣貌；莖蔓末端 15–20 公分，帶 2–3 節

葉片，品質最佳（照片：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三、 得天獨厚農業發展條件，孕育出享譽全國的吉安四寶 

 

吉安鄉因氣候及土壤等環境條件適宜龍鬚菜生長，加上農民專業的栽培管理

技術，龍鬚菜成為吉安鄉農民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之一。此外，龍鬚菜的病蟲害

少，不需要灑農藥，此一大優點，讓它成為吉安四寶中帶給農民收益最多的一寶。

目前在吉安鄉的栽種範圍逐漸變大，是吉安鄉非常重要的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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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農民專業的採後處理作業，每日採摘後由吉安鄉農會全程冷藏載運至臺

北果菜市場拍賣，讓其它西部的消費者也能和在地居民一樣，食用到最新鮮可口

的龍鬚菜。 

 

根據 109 年度農糧署東區分署及農情資源網的資料，國內龍鬚菜種植面積約

391 公頃，年產量約 5,302 公噸。花蓮縣吉安鄉是全國最大產區，種植面積達 182

公頃，占全國總生產面積 46.5%。數據顯示，花蓮縣位居第一，其中花蓮吉安是

最重要產地。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s://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四、行前準備 

 

(一) 蒐集文獻：利用圖書館及網際網路，收集相關之相關論文、書籍、農改場專

家的專題報告、農委會的統計紀錄及網路資訊等，先透過文獻分析，初步認

識龍鬚菜，以建構後續的研究內容。 

(二) 確認訪談問題：初擬題目。 

(三) 分工(提問、錄音、照相、補充)，回家練習，到校模擬並實際操作。 

 

五、 實地走訪當地資源 

 

下表為 4 位訪談對象的背景資料 

對象 背景資料(簡介) 訪談時間 

張伯伯 ⚫ 吉安鄉當地老農民 2021/08/24 

https://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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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大約為 80 歲 
⚫ 種植經驗 50 年 

吳主任 
⚫ 吉安鄉農會推廣股主任 
⚫ 主要負責辦理農村推廣教育 
⚫ 輔導本地農產運銷 

2021/08/25 

陳伯伯 

⚫ 吉安鄉當地著名的有機農民 
⚫ 年齡大約為 60 歲 
⚫ 種植理念：把各種生物和土地當成朋友一樣善

待，而不是把自已的經濟利益當作首要考量。 

2021/08/26 

劉哥哥
助理研
究員 

⚫ 花蓮農改場助理研究員 
⚫ 所屬單位：作物環境課的植物保護研究室 
⚫ 主要研究龍鬚菜生長條件及病蟲害防治 

2021/08/27 

 

（一） 實地走訪張伯伯後，我們整理出三點： 

 

1、 張伯伯從小接觸農業，他跟我們說種植龍鬚菜已經快 20 年了，從那時候

起，基本上都沒有噴灑農藥，家中餐桌上的蔬菜也幾乎都來        自他栽種，

因此即便張伯伯已八十多歲，身體狀況看起來還不錯。 

2、 龍鬚菜幾乎沒有病蟲害，唯一的是怕熱，所以栽種不困難。 

3、 訪談可以輕鬆的方式進行，事前想好重點，再從聊天中提問，只要事      前

準備好需要，如：錄音設備、相機……等，大家都很樂意傳承經驗，      更

願意為自己的家鄉盡一片心力。 

 

（二） 實地走訪吳主任 

 

  我們了解到北部人吃到的龍鬚菜大部分來自花蓮吉安鄉，光是吉安鄉

的產量就佔全臺的一半，每天都會有剛收成的龍鬚菜，全程冷藏載到臺北

果菜市場拍賣，很快的就會被分送到各市場、餐廳和營養午餐廚房。 

 

由於龍鬚菜一旦採收就會開始老化而變粗糙，為了保持蔬菜新鮮脆嫩，

吉安農民凌晨四點就帶著頭燈，出現在烏黑的田裡，趁露水滋潤著莖葉

時，摘下末梢最軟嫩的部位。他們必須趕在早上九點前摘完，再經過泡水、

預冷及打包裝箱，十點之前就必須出貨。 

隨著越多人知道這種蔬菜，越來越多農民加入種植的行列，讓龍鬚菜逐漸

在吉安鄉開枝散葉。再加上龍鬚菜比其他蔬果容易照顧，而且一年四季都

可以採收，當休耕地活化政策推出時，吸引更多農民投入，讓吉安鄉成為

全臺最大的產地！ 

 

最後我們整理出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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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保持龍鬚菜的品質，可以在剛採摘時預冷，就是把摘下的蔬菜先             泡

在水裡 5 分鐘再冰到冰箱就好了。 

2、 在不同的時間摘採龍鬚菜，會影響賣相。 

3、 龍鬚菜以前大多種在山上，後來為了方便才移植到山下的，所以交         通

會影響到蔬菜的買賣和成本。 

4、 吉安鄉農會的努力，得知不同廠商的需求，在販賣需求及農民勞作         中

取得平衡，請農民在採收的時候先將龍鬚菜用成一把一把的，然         後

交給農會，再載去台北的市場賣，因是事先分裝好，這樣買賣時         可

以很快掌握數量及定價，提高了販賣者的訂購意願。 

5、 農會就像橋梁一樣，一邊是政府，另一邊是農民，政府若有補助的         方

案，會透過農會來輔導(輔助)農民申請。 

6、 農會也會幫農民去外縣市宣傳自己種的農產品，讓更多的人知道

或         了解吉安的好，提高農民的收入。 

 

（三） 實地走訪陳文富先生後，我們整理出四點： 

1、 陳伯伯說：「每一個生命都是非常珍貴的，自己看到任何動物都不

會         傷害牠。」 

2、 陳伯伯把自己擔任過農改場的講師的經驗分享給我們：「如果我們

不瞭解蔬果種植的土地、環境生態與耕作人的用心，就會只憑價格

與賣相作為選購基準，而看不到有機、友善耕作的價值。過去層出

不窮的食安問題，就是消費者對食物來源漠不關心的結果。 

3、 訪談當下正巧陳伯伯田地因水源缺乏，         最近剛重新整理改種更耐旱

的蔬菜，也讓我們體會到農民靠天吃飯         的辛勞。 

4、 走訪田區，查看使用的資材、耕作狀況以及周遭的生態環境，在田

地看到肥料，連拆包裝都有技巧。小組成員們在陳伯伯和老師             的協

助下體驗了背灑肥料裝備的不易。 

   

  雖然龍鬚菜生命力旺盛，但是最近幾年在極端氣候下，夏季越來越

高溫、有時連續暴雨或都沒下雨，導致龍鬚菜容易乾枯或生病，讓農民

很苦惱。為此，研究小組特地走訪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四） 實地走訪劉詠汶助理研究員後，我們整理出五點： 

 

1、 農改場是研究農作物，把蔬果改良成適合當地地形、氣候等提升農      作

物的栽種技術，並探討病情的發展、根源、控制方式的研究單      位，

少了它，就不會有餐桌上的各種蔬果、各種美味可口的食物。    

2、 再把這珍貴的實驗結果傳授給農民，當研究員真      不容易，但也不得

不佩服他們的實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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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架遮陰網會提升成本，一來很多農民耕種的土地不屬於自己，二來         架

設需要時間，所以未來如果有機會仍舊會嘗試找出更符合實際需         求

的方法，協助農民解決龍鬚菜怕高溫問題。 

4、 小組成員向劉先生分享對龍鬚菜改良的期待，可以改良龍鬚菜的

莖，         讓不同年紀或需求的人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品種食用。 

 

六、活動分享 

 

我們製做了一份學習單讓大家對在地食材-龍鬚菜有更深入的認識。經過統

計，在 26 份資料中：聽過佛手瓜的只有 2 位，沒聽過的有 24 位；有聽過龍鬚菜

的有 20 位，沒聽過龍鬚菜的有 6 位。顯示多半的人知道龍鬚菜，卻不知道佛手

瓜，可推測大部分的人不知道龍鬚菜與佛手瓜之間的關係。另外，在進行喜愛蔬

菜的調查時發現：有一些人不但不喜歡吃蔬菜，對蔬菜的認識也不多，甚至還有

人只知道高麗菜，對於餐桌上常見的其他蔬菜完全不清楚。學習單填寫狀況如下： 

 

(一)根據龍鬚菜、佛手瓜的圖片圈選狀況調查統計如下表： 

 

小花蔓澤蘭 

 

過貓 

 

龍鬚菜 

 

0 人 3 人 23 人 

木瓜 

 

佛手瓜 

 

芭樂 

 

9 人 17 人 0 人 

炒龍鬚菜 炒南瓜葉 涼拌過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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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 0 人 5 人 

 

藉由研究小組的學習單與操作，大家對吉安四寶有初步認識，也對龍鬚菜產

生了好奇。所以我們打鐵趁熱，利用營養午餐的機會，安排了龍鬚菜水餃的試吃

活動，對於龍鬚菜能包進水餃裡，同學們都感到相當的好奇和期待。 

 

 (二)試吃龍鬚菜水餃前後，對龍鬚菜味道的評價調查統計如下表： 

 

品嘗龍鬚菜水餃的料理後，可以看到大家對龍鬚菜料理的評價提高了，認為

龍鬚菜的口感很好的同意度上升了；由上述得知，能看出同學們在活動分享後對

於龍鬚菜的興趣明顯提升許多，且此活動使本校五年忠班、孝班學生的蔬食概念

獲得明顯提升。同學紛紛表示也要回家做做看。一次愉悅的學習經驗，就像一點

點小小火花，埋在同學的心中，相信日後有機會迸發出鉅大能量。 

此外，在分享過程中，除了發現同學們更加認識在地吉安四寶之一的龍鬚菜

生產及農作物特色之外，也讓我們體會到吉安鄉農會，到各地推廣龍鬚菜時的情

景，雖然辛勞，但是也很有成就感。 

 

參、結論 

 

一、 使用學習單調查，可以得知同學對蔬菜的認識不多，且有一部分人不喜

歡吃蔬菜，建議可學校若要推廣食農教育，可從認識在地農產開始著手，除

了可培養學童對對土地、農作物有更多體驗與認識，更可以了解自己吃的食

物，同時培養選擇食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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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國小學童為對象，作為食農教育的基礎紮根工作，從小培養在地農業

與飲食生活的正確認知，吉安是全台灣龍鬚菜最大產區，非常適合用來作為

認識自己家鄉的起步與基礎。並且對居住的鄉土有更立體的認識。 

 

三、 田野調查及訪談後，過程接觸到了龍鬚菜產業鏈的各級代表人員，蘊含

人與土地的多重連結；原來龍鬚菜成為吉安四寶不是這麼簡單，是要經過層

層把關與分工合作，才足夠形成生產與消費間的良善循環。 

 

四、 我們藉由研究龍鬚菜這個議題，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家鄉的產業；而訪談

當地的農夫、推廣人員及農改技術人員，也串起吉安鄉的「人、文、地、產、

景」。 

 

五、 訪談中，受訪者稱讚龍鬚菜較少噴灑農藥，希望農民能選擇適合在這片

土地上成長的蔬菜來栽種，讓吉安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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