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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米飯，是我們每天都會食用的食物。在尋找、閱讀關於花蓮米的相

關資料時，被「八個傻瓜」四個字所吸引。好奇有誰會願意當傻瓜？而

且一次還是八個人一起當傻瓜。 

為什麼這八個傻瓜願意放棄薪水更高、工作更輕鬆的生活方式，選

擇回到鄉村，用需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的有機方式來栽種稻米。在耕種

的過程中，他們是如何解決所碰到的問題，是什麼讓他們堅持到現在？ 

二、 研究目標 

（一）瞭解台灣水稻種植相關知識，有機農作和慣行農作的差別。 

（二）瞭解八個傻瓜所做的事。 

（三）瞭解「傻瓜」的理念與精神。 

三、研究方法 

（一）閱讀有關稻米的書籍。 

（二）上網查詢有關八個傻瓜的相關資料。 

（三）到八個傻瓜的農地與工作室參訪。 

四、研究流程 

 

 

 

 

 

貳、 正文 

一、瞭解台灣水稻種植相關知識 

（一）臺灣多以小面積栽培水稻，為了提高水稻的存活率與品質，農民多

採用育秧移植。 

（二）稻米的品質好壞，栽種品種是否優良為主要原因，而栽培環境與耕

作技術也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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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稻的生長過程分為三個時期 

三個時期 外觀特徵 時       間 

一、營養生長期 發芽到幼穗分化 10～60 天 

二、生殖生長期 幼穗分化至開花 35～45 天 

三、成熟期 開花到穀粒完全成熟 30～35 天 

（四）臺灣水稻品種漸趨優良，栽培技術也不斷進步，使得臺灣稻米產量

能夠自給自足。然而受到國民生活水準提高、飲食習慣改變的影響，

國內稻米消費量逐年下降，從西元 1973 年每人每年 134 公斤開始，

20 年內下降了一半，每人每年的稻米消費量只剩下 60.7 公斤，使

得消費者更重視所食用的稻米品質。（農業兒童網，2021） 

二、瞭解有機農作和慣行農作的差別 

耕作方式 

  項  目 
有機農作 慣行農作 

農藥、除草劑 沒有 有 

化學肥料 沒有                 有  

土壤狀況 健康 酸化 

成長速度 慢 快 

營養度 高 一般 

產量 少 多 

  價格 高 一般 

辛苦程度 非常辛苦 辛苦 

生物多樣性 多 完全沒有 

三、關於新社和八個傻瓜 

新社村，噶瑪蘭族最大的聚集地。噶瑪蘭族原本居住在宜蘭平原，嘉

慶元（1796）年，漢人開始進入宜蘭平原成為主導者，失去土地的噶瑪蘭

人為了生存，開始持續從宜蘭遷出，並在奇萊平原北側的美崙溪畔建立了

加禮宛六社（今花蓮縣新城鄉），光緒四（1878）年，與南下墾殖的漢人

發生摩擦，發生對噶瑪蘭人影響深遠的「加禮宛事件」。事件之後，為逃

避戰禍，一些族人往南遷移，現在的新社就是事件之後所建立的部落。(臺

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2022) 

新社，噶瑪蘭語是「萬物養生之地」的意思，這裡擁有全台最大的臨

海梯田，緊鄰太平洋，稻米迎來從海面上吹來的水氣滋養成長。先天條件

讓這裡的土地適合種植，然而隨著部落年輕人外出工作與人口老化，越來

越多良田休耕，漸漸地難以再現梯田豐收的景象。 

由新社部落發展協會發起的「八個傻瓜有機農作區」，讓這個場景不

再只是奢求，他們不僅在部落梯田上成功地種出好吃的米，更帶領新社部

落轉往有機農業與里山聚落的發展。（孫正華、林立等合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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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傻瓜致力生態農業，維護生物多樣性，保存了噶瑪蘭族傳統農業

文化，為了降低海底生物危機，參與部落自主監控珊瑚礁生態計劃，以求

漁業資源永續，透過有機種植，讓更多人認識新社部落與噶瑪蘭文化，進

而共同護持美好的臨海生態。（孫正華、林立等合著，2018） 

八個傻瓜米，是有機驗證田區，無農藥，無化肥，無除草劑，無殺螺

劑，照顧生態，在太平洋邊，海岸山脈的水梯田，山泉灌溉，環境純淨，

用自然能源乾燥，採倒吊方式，曬日吹風 5 到 7 天乾燥，後熟效果，使米

飯風味香甜可口。全程自家碾米包裝，不假他人，產地小農直送。品種為

台南 13 號，白米有芋頭香，糙米是玉米香。（八個傻瓜 FB，2017） 

八個傻瓜的產品有：白米 400 元，糙米 400 元，乾燥黑豆 400 元，糙

米茶 800 元，黑豆茶 800 元，炒米糠 200 元，生米糠 100 元，糙米米香

250 元，40 度米酒 800 元，20 度料理米酒 400 元。（八個傻瓜 FB，

2022） 

 

 

 

圖 1：八個傻瓜有機田 圖 2：插秧 圖 3：一期飽滿的稻穗 

   

圖 4：七月收割 圖 5： 人工綑綁準備倒吊 圖 6：倒吊法曬乾 

 

  
圖 7：侯鳥蒞臨駐足 圖 8：蟹字紋弓蟹 圖 9：八個傻瓜加工產品 

 

  

圖 10：八個傻瓜米 圖 11：原生黑豆 圖 12：黑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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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到八個傻瓜農地與工作室參訪 

（一）時間：2022 年 9 月 25 日 

（二）地點：八個傻瓜農地和工作室 

（三）參訪對象：第八個傻瓜—潘國祥（新社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四）農作區導覽介紹： 

1、 八個傻瓜在 2021.12.19 通過花蓮第一個稻米農產品初級加工廠。 

2、 靠山邊是雜糧區，黑豆、蕎麥輪作，9 月黑豆採收完，10 月 11

月種苦蕎，蕎麥有兩種，甜蕎（日本蕎麥麵）和苦蕎（泡茶用），

靠海邊是水稻區。 

3、 蓄水池，養滿江紅區域（紅、綠，同品種，狀態不一樣），裡面

也有台灣原生種菱角。滿江紅是天然有機肥。蓄水池的水是山泉

水，溪流中游接管子引到產業道路，再接管子下來，梯田，做水

圳難。水一年四季都不缺，水源供應豐濱鄉自然飲用水水源。 

4、 「滿江紅」，是一種不會開花的蕨類植物，可以用來當作有機

肥。而肥料所產生的廢物因含氮和磷，會造成海洋污染進而導

致珊瑚礁白化。為了保護海洋，他們在稻田與海洋之間造了一

塊濕地，讓廢水可以經由濕地來過濾氮和磷。 

5、 新社半島，附近海域有豐富的珊瑚生態，但 10 多年來漁業資源

減少，懷疑在過度捕撈外，陸地上的化肥農藥流入海中，也是

原因之一。故社區發展協會推動有機耕種保護海洋。近年來有

和林務局申請計畫，由居民自主進行新社半島海域生態調查，

維護土地與海洋的健康。 

6、 一年種兩期稻米三期稻米皆可，但二期稻作東北季風強、氧化

也強，收成會不好，種了會虧本，所以二期選擇種雜糧。以往

一二期種稻米，三期種雜糧。太累，今年想休息一下，所以改

一三期稻米，二期種雜糧。 

7、 噶瑪蘭牽移到這裡一直在種稻，沒有廢耕過。老農傳下來，代代

接，找代耕，不會讓土地閒置，讓有意願的人去做。梯田大概

52 公頃，大概 50 位地主，只有 4 個人種，其餘都是請代耕，否

則土地就會荒廢掉或賣掉。新社這裡和石梯坪一樣，海梯田的樣

貌，但我們這邊是唯一沒有民宿業的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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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第八個傻瓜-潘國祥 圖 14：介紹「初級加工廠」 圖 15：認真做紀錄 

   
圖 16：有機栽植能愛護海洋 圖 17：聚精會神聽解說 圖 18：海、天、田連成一色 

   
圖 19：有機肥～滿江紅 圖 20： 走！找蓄水池去！ 圖 21：天然蓄水池  

（五）訪談問答： 

1、 通常沒有人叫自己傻瓜，為什麼會取名叫「八個傻瓜」？為什麼

會有八個人？ 

（1） 先解釋「傻瓜」的意思。八個人都是大專學歷，在以前那個

年代，家裡長輩多是小學畢業或肄業，家裡人希望下一代不

要和自己一樣那麼辛苦做勞力的工作。在老人家眼裡，看到

這麼辛苦努力念大學，結果我們八個最後還是回來種田，這

不是傻瓜是什麼？傻瓜的意涵有點疼惜，心疼的意味。但我

們自己甘之如飴，為了新社的環境和部落的傳承，內心有這

樣子的使命，所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2） 為什麼有八個人呢？一對姊弟，一個聚餐，討論媽媽留下來

的土地不能讓它荒廢掉。所以一開始是四個傻瓜：姊弟，姐

姐的老公、弟弟的老婆，後來弟弟的好兄弟跟著一起種，好

兄弟的女朋友也跟著一起。因為長期和小學合作，在小學的

替代役覺得有意義，就加入一起做，這樣就有七個人。直到

六年前我回來，在台北（做銷售相關業務工作）一直有在關

注他們在做有機這件事，覺得回來鄉下，有機這條路是可以

走的，回來做了半年後覺得可以加入，就跟著做，才開始農

夫生活。 

2、 通常米都是種在平原上，為什麼你們要把米種在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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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是我們決定的，噶瑪蘭的祖先在宜蘭蘭陽平原就是種

水稻的，被趕走之後坐船來到花蓮北埔、新社、立德，到台東的

樟原都有噶瑪蘭的部落，在平原區種稻種習慣了，所以我們選擇

登陸的地方，都一定會有一片適合耕作的土地。來到新社，地形

長這樣，靠海邊，也只能在這邊，要不然跑到縱谷去，那裡阿美

族很多，更多競爭，海線比較沒有人利用，也比較方便。這裡的

土沒有很貧瘠，它只是鄰近海邊，不影響種稻，鹽分不會導致你

吃的米變鹹，反而增加了它的風味，微礦物質會比縱谷的還要好，

海風吹拂，海嵐（霧霧的）所擁有的負離子對稻子是好的。 

3、 怎麼會想到利用「倒吊」這麼特別的方式曬米？ 

（1） 倒吊的方法不是我們獨創，日本早期就有。傳統是在晒穀場，

利用太陽去曬，大概曬到水分 14.5 度。二期稻作，11 月收割，

沒有足夠的太陽，日照不足且會下雨，就想到以前老人家把

稻子掛在屋簷下自然風乾。 

（2） 種有機做有機，這些年還蠻競爭的，想要做出市場上的差異

化，標榜這是一個很傳統、純手工的種植，但也因此費工，

所以單價高（400 元/包），但我們賣的是精神。 

4、 你們的米為什麼那麼難買？ 

現在在市農會（自強、花商、田埔）三個點有鋪貨。市面通

路不是我們最主要的銷售點，會有庫存管理問題，以及要花費人

力去顧上架的狀況，還有抽成的費用。我們最多的還是在 FB 粉

專上銷售，只要滿額，就幫你宅配到家，或當「年訂戶」，每個

月配給你幾包，就不用一直分批買，但這樣子的方式較適合小家

庭。所以應該不難買吧！用粉專訂購，就有了。花蓮很近，可以

親送。 

我們之前和契作公司合作，有機標章屬於公司，不屬於小農，

但我們自己要賣「八個傻瓜」有機品牌就一定要有有機認證，今

年拿到自己的有機認證標章，所以會改腰封。 

5、 過程中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怎麼解決的？ 

（1） 人的問題：從不會種田，去學，跟在地的農夫學，詢問農改

場。八個傻瓜裡有醫生、老師、業務員，就是沒有一個是農

業背景。 

（2） 種植問題：收成不好，跟契作公司說為什麼會種成這樣，有

沒有協助的方式。碰到當下都是種植上面的問題，其它的都

還好。 

（3） 八個傻瓜中的醫生都講說，錢能處理的事情，就用錢處理就

好了。早期請代耕業者，插秧請機器幫忙插秧，收割自己割，

送東西請貨車幫忙載送，農忙期是追著機器跑，不一定搶得

到機器，發現到這個問題，就買啊！插秧部分已經有固定的

合作伙伴，收割期只要拖十天半個月，大概約 2/3 收成就掉

到地上，有時間性的急迫。 

（4） 我們的頭是理工背景，實事求是，只相信數據。碰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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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解決，就怎麼解決，就像醫院一樣有 SOP 流程。 

6、 有休耕的時候嗎？休耕的時候做什麼？ 

剛好遇到今年唯一休息，不算休耕。以前水稻種兩期，11 月

到隔年種雜糧。人會累、土地也會累，今年大家好好休息一下。

黑豆收成完之後，11 月再來種苦蕎。休耕不常，有的話，大概一、

兩個月。 

7、 關於小島友米、八個傻瓜米、向海米的故事與差異？ 

（1） 小島友米：是新社最早的有機米品牌，大概 10 年前就開始

種有機，是新社國小的校長輔導潘大哥種的有機米。 

（2） 八個傻瓜米：繼小島友米後，新社第二個有機米品牌。我們

的品種香味會隨著時間久了，漸漸淡掉。半年內風味最好，

最佳賞味期。 

（3） 向海米：有八個傻瓜的背景關係，希望把海梯田全面有機化，

讓部分農友願意相信我們能輔導他們、協助他們，於是幫他

們另外成立了一個品牌～向海米。成立後，所有的銷售就到

我身上。自己種的時候沒有掛品牌，也是 3000 公斤就賣完，

現在多了四倍的量，讓人頭痛，碰到疫情，滯銷很慘。向海

米有一支酒（八特虹岸友善米酒），是找大企業資助的 58

度米酒，才讓部落願意轉型做有機農友的稻米可以銷出去，

要不然就堆在倉庫像一座山，農友就會後悔聽我們的話種有

機。銷售不好會有挫折感，第二年就跑了兩個，現在向海米

就保價收購，直接拿去做 58 度的米酒。向海米主要拿去做

酒，沒有實體的米，因為有企業認養，保價收購。 

（4） 這三種有機米都是用同一個品種—台南 13 號。為了呈現差

異化，曬穀的方式有所不同：小島友米是機械烘乾，烘乾場

烘乾；向海米日曬，晒穀場；八個傻瓜，倒吊米。刻意把商

品做差異化，價位就會不一樣：小島友米 200 元/公斤，向海

米 300 元/公斤，八個傻瓜米 400 元／公斤。 

8、 一年產量，平均約多少？每年都銷售一空嗎？很關心叔叔阿姨們

過得好不好？ 

（1）  3000 公斤/期。 

（2）  自己吃的比較多（1000 公斤）。 

（3）  賣米這件事情並沒有賺錢，所以八個傻瓜中除了有兩個是專

職農夫，其餘都還有其他正職的工作。工作室 500 多萬、大

型機械 200 多萬，從種田開始就已經負債兩千萬。疫情影響

之下，米更是有滯銷問題，台灣吃飯習慣愈來愈弱，才延伸

出加工品，爆米香、酒…，讓商品多樣化呈現。酒就沒有期

限的問題，米的賞味期限，只標半年，外賣市售米標一年、

兩年的都有。因為過了半年又有新米出來，且米開封後經過

氧化，風味會漸漸消失，所以最佳賞味期限是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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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訪談中，認真做紀錄 圖 23：好吃的爆米香 圖 24：傻瓜精神讚！ 

   
圖 25：單葉鹹草(海岸低濕地

植物) 

圖 26：單葉鹹草織成的鹹草

布（蓑衣） 

圖 27：謝謝叔叔接受我們的

採訪 

   
圖 28：輪傘莎草(生長習性和

水稻相似) 

圖 29：輪傘莎草的莖編織成

的草蓆 

圖 30：攜手前行，突破困難 

參、 結論 

一、透過實地訪談，讓我們更能了解人文與環保其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更

讓我們小小的心靈得到了無限的感動與收穫。種稻是一件艱辛與漫長

的工程，尤其要加上「有機」就更加的困難了，過去可以透過大量的

肥料與化學藥劑，讓種稻的期程快速縮短，但就會間接地造成土地與

水質上的汙染。八個傻瓜為了要種出更好與健康的稻米，結合了花蓮

農改場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並透過新社社區發展協會與在地農民的努

力之下，利用養殖滿江紅的方式當作肥料。為了讓稻米更加飽滿與營

養，不用曬米和烘米的方式，將稻米採用倒吊方式，曬日吹風乾燥，

這也是很特別的一種曬米方式。 

二、八個傻瓜考慮到農業尾水排放到海洋中，會間接的汙染水質，影響到

海洋生態環境，便在稻田旁做了濕地淨化的緩衝區。經實驗結果發

現，緩衝區可以吸收農業尾水的氮、磷等成分，減少水中的營養鹽，

一方面能顧及到有機稻米的生長過程，又能兼顧到海洋生態的平衡。

他們傻嗎？他們一點都不傻，聰明的很！ 

三、八個傻瓜沿續了噶瑪蘭族老一輩的勤奮精神，繼承祖先們留下來的土

地從事務農，並沒有將這片土地遺忘掉，回歸原始的有機耕種與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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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原生植物價值，間接承擔起海洋珊瑚礁的復育，也帶動了新社部

落的人文氣息。種田並不容易，從氣候與環境植物的先決條件外，人

力仍是主要的要件。雖然現在有很多機械設備可以取代人力，讓原本

需要花很多天的作業時間，濃縮成短短兩天就能完成，但在稻米的生

長過程中，仍需農夫們細心呵護下才能種出好吃又香的米飯。 

四、透過這次的研究，我們瞭解了有機農夫的辛苦，需要天時、地利與人

和，更看到了他們不畏艱辛的態度與堅持。即使他們曾遇到各種不同

的困難，也從不輕言放棄，而是想辦法解決問題。我們覺得，這八個

傻瓜他們其實一點都不傻！他們是「用傻瓜的精神，做最聰明的

事」，這種傻瓜精神，很偉大、很讓人佩服、十分值得我們好好學

習。 

五、八個傻瓜用他們的方式愛護部落、愛護大地、愛護地球，我們可以做

什麼呢？關注他們、支持他們、把傻瓜的精神、傻瓜的理念～落實在

我們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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