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民的單純想望

耕耘在山巔  水涯
10月是豐收的季節  

一場場部落豐年祭 串起原民感恩的、純淨的心念  

珍惜土地的饒益  拉著彼此的手  一起向前走

吳美貌，十五年來深耕原民部落

號稱「部落媽媽」

陪伴 三十多個部落一起織夢 勇敢前行

泰雅族 比亞外部落頭目

猶浩的智慧與遠見

領導族人 堅定地走對的路

一群人一起走

有機農地 回來了

保育動物藍腹鷴 回來了

山林景觀 回來了

青年農夫阿忠 留下來  大家團圓了。

綠 野 遊 蹤  G  r e e n  f i e l d  

文▓陸樓、曉路、依依  攝影▓王聲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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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一個夢──從大興部落開始

2
000年，吳美貌因為一場病，四處

尋找有機安全食材的來源，輾轉接

觸了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開展未

來的合作，人生因此有了大轉彎。當初

任職於「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簡稱生技中心）副研究員，很多

事情冥冥中自有安排，尤其來到原民部

落可說是因緣際會。

當她身體逐漸康復回到生技中心上

班，花蓮光復地區的部落有兩位阿美族

傳道人林玉心及周銀蓮，為了重燃部落

生機，鼓勵當地農民轉作有機，積極地

奔走找到生技中心。主管對吳美貌說：

「只有你在談有機，不然你去接這個案

子試試！」不知哪來的信心，她只覺

得：「做有機，有前瞻性。」憑藉初生

之犢不畏虎的膽識，就贊同了，而且履

行每隔週就去花蓮為他們上課。

第一次來到花蓮光復山區的大興部

落，才知道部落環境十分封閉又缺乏資

訊，但人心單純善良、好相處。當部落

的人得知她是基督徒，很快地拉近距

離，大家一起禱告、做禮拜，有著共同

的信仰，順利搭起溝通的橋梁。

2001年桃芝颱風引發大興部落土石崩

塌，嚴重的土石流淹沒整個大興部落，

作物損失慘重。雪上加霜的是，臺糖、

臺鳳等大廠撤場，工作機會銳減。部落

的傳道人發想轉作有機，找一條生路，

教會的耆老們也對有機的未來充滿期

部落媽媽
吳美貌永遠的陪伴

遠眺岩壁陡峭、近攬群山環抱，

坐擁山水間的吳美貌女士，心中永遠有夢，

期望所輔導的部落可以保有特色，

又能擁有有機栽培美好的前景，

儘管一路險阻不斷，

依然陪伴他們飛越高山峻嶺，

深信前方永遠有一條美好的路。

真情 共圓部落夢

50 福智之友 第1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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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動物都知道選擇沒有農藥的田區，

知道這裡是安全的。」

「終於贏得信任。」漸漸地，培養

出心靈默契的感覺，「他的事就是我的

事，彼此生死與共。」吳美貌寬慰地

說。

陪伴──黑暗、比亞外部落

什麼是陪伴？吳美貌說：「跟著心

的感動去部落做事，就是陪伴。」雖然

陪伴過程苦樂參半，但是看到部落人心

質量的改變，一切都很值得。現在，黑

暗部落已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體驗旅

程，為了接待參訪團體，大夥努力提升

品質。每天清早，幾乎是全族總動員主

動清掃街道，大家的感情緊緊相繫，社

區變乾淨了，人心也變溫暖了。在好評

聲中，族人的自信與自尊也隨之建立起

來。吳美貌證實了讓部落自給自立，才

是陪伴的長遠目標。

又如，比亞外之前曾與平地人有過不

愉快的經驗，吳美貌陪伴之初，大夥仍

然心有恐懼。部落長老說：「當初美貌

老師來部落，大家不信任且用異樣眼光

相待。」

她仍期望：「進一步，將有機農業

的技術落實在部落。」而長老也期盼：

「部落的未來是不是可以更好？」這一

路中，長老很肯定她，不僅具抗壓性，

且從彼此的堅持看到未來的光明道路。

雙方都為對的事而努力，時間做了證

明，終於建立了信任。

待，視為改革契機。她說：「其實我只

是一個觸媒，我們攜手共圓一個夢。」

當時，吳美貌與三位傳道人，定期與

部落的耆老聚會，一起籌畫夢想，大夥

展現極高的配合度，馬上動腦找出解決

方案，這分愛鄉的心令人動容，大興部

落成了後山部落的有機先鋒部隊。

贏得信任──大全部落

光復鄉還有一個大全部

落，這年，種植的茄子

及十字花科作物，慘

遭蟲吻。整片土地爬

滿斜紋夜盜蟲，葉子

啃食殆盡。一時間，

除了使用蘇力菌，吳

美貌也找不出其他防治

資材，試圖以「淹水」防

治，一切重新來過。部落人言聽計從，

對她來說卻是一大挑戰。

此時，生技中心的辦公室也不平靜，

不時傳出耳語懷疑她的指導方式，身心

疲累加上冷言冷語，她幾乎快要放棄，

暗自哭泣。但一想到：「部落族人連試

驗性的防治方式都全然相信，我還能說

什麼！」這激發她大量閱讀，汲取有機

知識，想辦法克服耕作上可能發生的問

題，「算是對朋友的一種承諾

吧！」策勵自己不能倒下。

隔年，蟲害狀況改善不

少，部落人愈來愈肯定

轉作有機，尤其是稻穀

成熟時，大夥目睹燕子

成對群飛在有機田野的天

空，數大為美的陣仗撼動

現場所有的人。部落耆老說：

▲黑暗部落的迎賓簡餐，圓桌伴著炊煙暮色，吃

進了美味，也飽覽大自然的風味。▲比亞外部落，藍腹鷴在入口處迎賓。

▲黑暗部落遊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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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走進校園 有機午餐日

後
來吳美貌有機會認識「臺灣世界

展望會」東部辦公室的兩位年輕

人。當他們聽完她輔導部落轉作有機的

簡報，直說：「這正是我們長久以來想

做的事！」雙方開展夢想已久的計畫，

同時，展望會還選出十二個部落與生技

中心合作。隔年在友人的協助下，成立

「圓鄉有機生活館」銷售平臺。

剛開始，有些部落作物不符合市場需

求，為了提升品質，吳美貌還曾用心良

苦下重話，善良的部落人配合著默默改

善。等到作物品質逐漸提升，甚至盛產

時，如何開發銷售管道在吳美貌的內心

又是一番澎湃！趁著過年回家，她向任

職於新竹和興國小擔任校長的表姊尋求

協助，探詢推動「校園有機日」的可行

勇敢 跨步走出去

性，希望照顧學童健康，也幫助部落的

作物銷售。終於突破限制，獲得三所國

小約五百位學童的午餐專案，就此部落

邁開步伐走出去。

然而，開支大於學童午餐微少的收

入，不賠錢也難。每每內心轉折自問

時，信仰是支持她的力量。「上帝一直

在我心裡，以上帝的心為心，很多事情

是要有人去執行的。」體會到上帝慈

愛，忍不住淚流滿面，又想到部落朋友

對她的信任與期許，「對的事就該去

做。」部落媽媽慈愛的心，全然的奉

獻，期待時間證明一切。

推動一學期的「校園有機日」，吸

引另一協會的積極參與，大夥合作研發

教案、午餐加價增加動物性蛋白質、記

錄學童食用狀態，甚至達到零廚餘的標

準。有了這套零廚餘紀錄，可供更多學

校參考運用。

貴人 四面八方前來

做對的事心裡很踏實，但面對捉襟見

肘的窘迫怎麼辦？廣積善行，遇難總有

貴人相助。原民會的諮詢顧問、東吳大

學任教的林政春老師，對她極度肯定：

「你專心做輔導就好，銷售的工作由行

銷團隊來接。」重燃希望的吳美貌，拾

起心中的理想：水源保護、校園有機

日、公平交易、降低食物里程等，終於

一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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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華安扶輪社」也主動尋求

協助並提供經費：「你幫忙找部落，我

們籌措經費，一起改善農業環境。」雙

方愉快的合作經驗，讓她欣然接下東部

崙山部落的苦茶油產業計畫，另一個逐

夢的開始。吳美貌感性地說：「華安扶

輪社鼓舞我很多，在我軟弱、困厄的時

候，宛如明燈給予光亮與溫暖。」有了

助力，茶花產業的計畫為部落開啟另一

新機。

2011年成立「台灣原味」平臺，為部

落的產品開拓市場。同時，為推廣部落

原生作物，也設法開發多元化產品，

「馬告豆干」（右圖）在里仁門市上

架，部落的特色產品相繼問世。她

說：「這幾年與里仁互動，感受

與里仁彼此珍惜，互相支援的

情誼。」2016年底，將推出新

興部落的「洛神花圈圈」，邀請大家品

嘗。

部落媽媽 永遠有夢 

「部落對我最大的回饋是接納與信

任，他們的改變與成長是我最大的欣

慰。」部落的輔導不只農業，還包括文

化、教育、社區組織等工作，也要兼顧

整體發展，這些都需要時間和努力逐步

建構起來。陪伴每一個部落，就像生產

一個作品，共同織夢，共同完成作品，

感覺非常美好。十五年來，已有三十多

個人生作品，每一個都是心血結晶、視

若珍寶。

現在她全省跑透透就當是旅遊，尤其

前往後山，不假他人接送，搭上慢吞吞

的公車趁機沉澱，靜靜欣賞花東海岸一

路的美景。

午後，吳美貌坐在部落木屋的後陽

臺，望著青山流水，享受微風輕拂，

「好喜歡來這裡，就像在家一樣。」長

期關懷部落，獲部落接納，感覺處處是

家，臉上盈滿溫柔的笑容。

P
IYAWAY，一個溫馨有愛的泰雅部落！

比亞外部落新任頭目猶浩，繼承了

前任女頭目的勇敢睿智，破天荒地在拉

拉山推廣自然農法水蜜桃！害羞靦腆的

他，究竟如何在保留傳統文化的同時突

破、創新？跟著部落媽媽吳美貌，一同

發現部落之美吧！

蜜桃公路

臺灣地圖北端，有一座拉拉山。說到

拉拉山，多數人都會想到水蜜桃。海螺

般盤旋而上的臺七線省道，直入雲霄，

兩旁清一色都是水蜜桃攤販，水蜜桃禮

盒、水蜜桃冰沙，腮紅似地妝點綠山。

頭目猶浩說：「二十幾年前，在臺七

線做生意的是我太太。水蜜桃車，我們

算是第一個啦！」當時的他，深受農藥

所苦，多次住院。最嚴重的一次在家休

養整整一年，沒有精神從事任何工作。

他想到拉拉山上其他農友的遭遇，很慶

幸自己沒有罹癌，與死神擦身而過，於

是毅然決然不再用那些花了好幾萬塊買

比亞外頭目
猶浩的勇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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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化肥、農藥，重拾老祖宗友愛自然

的耕作方式。

猶浩聰明睿智、口才也很好，有本事

讓部落裡活潑好動的小孩乖乖聽他說故

事，卻沒辦法厚著臉皮，口若懸河地宣

講自家無農藥水蜜桃的優點。有時甚至

乾脆把水蜜桃車孤零零地放著，自己躲

在路邊，避免面對客人挑剔的口氣和態

度。

「他們講臺語，我大概也聽得懂。

他們會說這是什麼貨色！不漂亮！」採

用自然農法的水蜜桃個頭嬌小，缺少

光澤，送禮不好看，在當年平均一斤

五百五十元的行情下，即使開出一斤兩

百元的超低價，仍得不到顧客青睞。

猶浩說：「我們強調用最自然的農

作，現在就可以馬上入口，但十個人沒

有一個人相信。」來回運送三、四天

後，滯銷的水蜜桃逐漸變軟，況且山上

還有許多尚未採收的水蜜桃等待出售，

最後只能在極大的壓力下忍痛賤賣。

高山上壓倒群雄，可以射箭、爬樹、

捕魚、背山豬，特別勇猛的頭目，面對

山下擁擠複雜的人群、道路、建築，完

全沒轍。好幾次他把水蜜桃交給別人寄

賣，結果吃了悶虧。「我們對數字沒什

麼觀念，對人又很信任，沒什麼危機意

識，好多次都沒有先收款，最後錢要不

回來。」也許因為在山裡生活久了，猶

浩的個性也有點像山，講起這段往事，

臉上表情依然溫和、穩重，沒有絲毫怨

懟與不滿。

爭執就會反目成仇，猶浩化敵為友，

把幾十籃有去無回的水蜜桃當成交朋友

的伴手禮。他的寬厚最後贏得勝利，當

年曾經欺騙過他的那些人，現在都回過

頭站在不同的崗位和角色協助他。

慈 故能勇

滿農園的果樹，估計有五萬多粒水

蜜桃，每一粒都要人工套袋。有時夜蛾

來襲，一個晚上可以叮到一、兩百粒。

叮了之後夜蛾在裡面產卵，一個星期過

後，水蜜桃掉落，一剝開，裡面全部都

是蟲。即使很幸運地防了蟲害，颱風一

來，還是免不了滿地落果的結局。

友善耕作之路如此困苦、心酸，為何

能夠堅持？不僅為了自己的健康，更多

是為了孩子！

頭目猶浩說：「我有三個兒子，他們

上國中後就必須離開部落出去念書。房

租費、水電費、註冊費、才藝費，都是

很大的開銷。」猶浩一方面繼續種水蜜

桃，一方面聽從部落長輩的叮嚀，種植

枇杷、甜柿、柑橘類果樹，分散蟲害避

免單一作物的風險。

「上帝很公平，這個環境靠山吃山，

如果沒有利用，一塊錢也不會給你。」

猶浩想辦法提高產量、開拓財源，自己

在農閒時擔任砍竹子的臨時工，太太也

到山下的教養院當過三年特教老師，假

日再回山上幫忙農耕，兩夫妻堅持不走

回慣行農法的路。

猶浩說：「這裡是水源保護區，如果

河川被農藥汙染了，山下的人一定會喝

到。我們都是臺灣人，我們的孩子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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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讓喝不到乾淨飲用水的人去買礦

泉水，這種事我做不出來。」

GAGA精神 

「Gaga是父系世系群的泰雅族社會

裡，命運共同體最結實的組合，其本意

為祖先所定的制度規範，逐漸演變成功

能群體，發揮共勞合作、同負罪責、同

甘共苦的團隊精神。」國立臺灣史前博

物館資料如此言述。猶浩對待部落族人

的態度，完全體現了這種精神。

2015年，有拉拉山水蜜桃之父稱號的

陳阿公，因身體出狀況，試圖改變慣行

農法。將近八十歲的陳阿公，擔心地問

猶浩：「有沒有辦法轉型？」猶浩堅定

地告訴他：「可以！為什麼不行？」

陳家人來訪十幾趟，猶浩都大方分

享，除了給予液態肥、無患子驅蟲液等

有形物質，也願意花很多時間溝通，幫

助對方建立信心。他說：「如果你不

從觀念去轉換、去改變，農作就很難

改。」他希望透過講說自己的經歷，讓

對方明白，他們不是從零開始，他們能

以他的經驗為基礎，向前推進，省下許

多摸索、嘗試、掙扎、犯錯的時間。

頭目猶浩說：「只要有心，土地本來

就是我們子子孫孫永續的地方。年紀一

到，就要交給下一代。好好友善土地，

相信這個土地一定會想盡辦法讓你生

存，這是最直接的。最起碼你生產的東

西可以賣。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養活

你的下一代。」

彩
翼翩翩的大鳳蝶，徜徉在比亞外

部落的自然環境，盡情地賣弄

舞姿，激起淘氣小貓的追逐，牠好奇地

探索繁花世界，尤其在安全無農藥的環

境，快樂盡情揮灑，也沾染了來訪的遊

客。

法國主廚 驚艷之旅

比亞外部落位在桃園復興鄉的水源

區，即石門水庫入水處的中段，因為水

源影響每一位後代子孫的生存，部落推

動綠色保育的友善耕種，吳美貌說：

「沿著大漢溪就有三十多個部落，每一

個部落在我的眼裡都是珍珠，若將珍珠

串起，必定可以保護水質。」這兒流出

的水，澄澈潔淨，也為保護水源盡一分

心力。

部落裡有個小小的農園，香草蔬果信

拉拉山上的大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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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拈來，輕鬆入菜。有一回，吳美貌帶

一位法國米其林星級主廚參訪部落，法

國主廚難以想像一個小小的農園，哇！

果樹種類竟然如此繁多，枇杷、甜柿、

柑橘、香蕉、鳳梨、酪梨⋯布滿山頭一

方。吳美貌忍不住讚歎：「柑橘的味道

香到不行，可以切片作果乾，連皮都可

以吃。」

這不打緊，視野繼續往下延伸，山芹

菜、龍鬚菜、高麗菜、山芋頭、南瓜、

山黃瓜、山胡瓜、冬瓜、薑、辣椒、紫

蘇等。這些都是頭目猶浩的大姊——美

麗阿姨以有機栽培種植。其實一般農場

僅種植少樣作物，以便管理，而部落的

農場順其自然，展現生物多樣性，繽紛

呈現。蔬菜的外葉隨手拗回田裡、落葉

鋪滿小徑，長年下來成就鬆軟的土地，

這是大地溫暖的回報。

法國主廚驚訝部落環境的營造，而且

十分欣賞美麗阿姨以簡單的烹調技術，

就可吃到食物的鮮美味，對比亞外留下

深刻的印象。

懂得分享 快樂多更多

美麗阿姨是吳美貌在比亞外部落最感

念的人。初來乍到，吳美貌一行人忙著

了解部落現況，有時沒帶食物上山，就

要餓肚子了。貼心的美麗阿姨發現他們

為工作而挨餓，從此只要他們上山，就

會特別備餐，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有機農田採取多元種植。其中最右圖的原生種山黃瓜，瓜熟變黃後落地就成了堆肥。山黃瓜口感較

一般大黃瓜來得脆，適合涼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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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通通的太陽，逐漸西下，隱身在竹

林的藍腹鷴，悄悄地步出林間覓

食。牠機靈地四處張望，避免透露行蹤。

生性羞怯的牠警覺性極高，若稍有異常動

靜，即使體型較大、跑步較慢，也懂得快

閃。比亞外部落頭目猶浩說：「早期未用農

藥時，田區、竹林常見藍腹鷴的蹤跡。」

自從山區採用農藥、化肥耕種之後，藍

腹鷴的生命受到威脅，逐步從低海拔退守到

中海拔的山區。吳美貌說明，當比亞外部落

了解善待環境的重要，紛紛轉作有機，而且

特別保育出沒部落的藍腹鷴。2002年底成立

「藍腹鷴保育巡護隊」，同時邀請外界年輕

的攝影朋友，待在部落當志工，守在藍腹鷴

出沒的途徑，記錄牠們的蹤跡。

十多年友善大地的耕種，環境逐漸恢復，

竹林間的藍腹鷴再現蹤跡。長老說：「牠的

存在可以用來檢查部落的乾淨程度，我們剛

好有機會申請『綠色保育標章』，就以牠為

標誌。雖沒詳細統計數量，但明顯地逐年增

加；運氣好的話，一大清早就有機會在部落

周邊竹林看到牠在附近閒晃呢！」

現在，走一趟部落也許還能與藍腹鷴不期

而遇，幸運的話還能聽到牠吊嗓子呢！

藍腹鷴 優雅現蹤不神隱 

藍腹鷴 小 百 科

藍腹鷴又名藍鷴、臺灣藍鷴、華雞或斯文豪氏鷴，

俗稱臺灣山雞，是一種大型雉類，雄性通體藍色。

分布 ▼為臺灣特有種，分布於臺灣低中海拔森林。

生態習性 ▼棲息在中低海拔的闊葉林或混生林中，

行動謹慎，常常悄然無聲地活動，故不易見到。

食物 ▼以植物的果實、種子為食，也吃一些無脊椎

動物。

外形特徵 ▼藍腹鷴為深藍色的大型雉類。雄性頭頸

黑色，羽冠白色有時帶黑斑，後頸及頸側為深藍

色，帶悅目的金屬光澤。雌性為雄性的暗色版本，

以褐色、土黃和黑色的條紋為主要色調。

攝影▓周大慶

▲美麗阿姨(右)是吳美貌在比亞外部落最感念的人。

為了照顧部落老人的餐飲，美麗阿姨

現採小農園的蔬菜，做成健康餐點，部

落老人一起用餐話家常，或是做好便當

送給鄰村獨居老人，這分溫情暖心頭。

長老說：「獵人捕捉的山豬，在山上是

屬於獵人的，在山下是屬於部落的，不

可獨吞。」好東西要與大家一起分享，

快樂更多。

樸實部落 教人疼愛

當蔬菜盛產時，吳美貌勸說部落人將

蔬菜加工後銷售，然而羞澀的本性讓他

們不好意思在市集大聲兜售，只好偷偷

地擺在角落，靜靜等待客人上門。看在

吳美貌的眼裡，「這是一個很樸實的部

落，也是一個讓人疼愛的地方，沒有商

業氣息，來過的人還會再來。」

復興鄉的拉拉山是水蜜桃的主要產

區，因慣行的種植面積大、產區集中，

農民每年有固定的收入，要轉作有機實

在不易。吳美貌珍愛這塊樸實瑰寶，

說：「要保有好環境，即使艱難陡峭不

跨也不行，也許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一

旦開始，就快了。」未來，她充滿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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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山環抱、溪水流淌的北橫三十六

公里處，一條樸素的鄉村小路，

從這裡進入可以拜訪比亞外部落，這是

一個純樸寧靜的泰雅族部落。小路沿途

妝點得十分活潑俏皮，轉彎處矗立保育

類藍腹鷴的巨大木雕，顯現部落珍惜牠

的程度非比尋常。

竹建築

來到綠蔭盎然的比亞外部落，一眼

就看到教堂，這是部落最高、最鮮明的

建築，也是部落的地標，文化精神的所

在，部落的任何事情都在教堂解決。進

入山間平臺是部落族人的住所，有露天

樓梯直登屋頂的平房，爬上屋頂可以望

遠山、看群星，身心舒暢。

竹子與泰雅族人有著密切的關係，

有了竹子就不愁生活用品了。竹子生長

的特性是越砍長得越好，硬度比木頭

強、韌性大，碳吸附能力也佳，比亞外

族人善用祖先們的智慧，竹藝創作日常

可見。竹製品小從竹筷、竹碗、竹盤、

山居竹建築 生活展風情
竹蒸籠等，大到涼亭、展演場等琳瑯滿

目，尤其竹構造的房子不僅舒適，且有

益人體健康，因為原料不浸泡防腐劑，

以炭燒工法使其堅固，耐久又防蟲。竹

構的瞭望臺，雖已不具當年的軍事功

能，但融合藝術的創作，讓人想登高遠

眺。

觀光局將比亞外部落列入「國際光

點」計畫，並在部落籌建「藍腹鷴展示

教育中心」，這是一個結合部落傳統、

綠竹與光影的藝術建築。這座竹構建

築，是由銘傳大學師生利用寒暑假搭建

完成，室內是靜態展區，戶外則是動態

的展演場。烈日下的竹屋光影斑斑，自

成涼蔭。

鮮蔬 美食

這天宴饗訪客，部落的美麗阿姨端上

八菜一湯，道道都是在地食材的特色料

理。炸香菇、炒龍鬚菜、竹筍番茄涼拌

拼盤、山胡瓜炒紅蘿蔔、清蒸南瓜、香

菇高麗菜、玉米紅蘿蔔湯、山芋蒸丸及

野菜炸物——紫蘇梅加薑醃漬山苦瓜山

櫻桃，還有水梨、火龍果，鮮美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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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磚屋前，風味餐開動！在座每個

人，每吃一口就等不及大力推薦：「筍

子好新鮮，讚！」、「南瓜超綿密！」

「我沒吃過這麼嫩的龍鬚菜。」「居然

薑、山苦瓜都可以這麼甘甜。」「好特

別的芋頭丸！」看大家吃得開心，美麗

阿姨靦腆地笑說：「這些都是剛採下來

的蔬菜，只有芋頭丸和蔬菜丸要事先做

好。」

綠樹環繞的好空氣、質樸的待客之

道，朗朗笑聲中，看似平凡的風味餐成

了上等美味。 

部落小旅行

雲霧縹緲、溪水天光的比亞外部落，

保留世外桃源的怡然快活！吳美貌善

用部落的天然資源，雖然輔導部落以農

業為主，但還包括社區營造、體驗經濟

等，所以為部落規畫了生態旅遊、農事

體驗等活動，歡迎遊客預約參訪。

這分旅行套餐，融合了有機、休耕、

落葉堆肥的「農場體驗」；自然環境

及用心維護整潔的「部落巡禮」；享用

自然採集、不過度烹調的「風味餐」；

體驗人與大自然共處智慧的「森林體

驗」；晚餐過後還有賞星光、烤火，聽

長老說故事。為了保留部落原來的生活

步調，遊客人數盡量維持十至三十人，

不為營利犧牲品質，也維護部落的特

色。

番
茄需要套袋嗎？

比亞外部落的年輕農夫阿忠，有

機番茄在他的心目中猶如紅寶石一般珍

貴，擔心還沒收成就被蟲吃了，所以比

照嬌貴的水果，一顆顆用心套袋。

以往，當大夥興致勃勃地參與有機栽

培課程時，阿忠卻獨自安安靜靜地躲起

來。不喜歡與人互動的他，可以鎮日與

機械為伍，把機具擦拭得乾乾淨淨、纖

塵不染，而且擺放整齊，因為不用與機

器說話。

許多部落的年輕人紛紛往外求發展，

難得阿忠願意留下來，吳美貌期待他成

為傳承部落具有使命感的青年，所以想

盡各種方法誘導、鼓勵他出來學習，可

說是用心良

苦。

「這裡有許

多枇杷樹，轉

過來就是番茄的棚

架⋯⋯」經過愛心澆灌與訓練，現在的

阿忠，已經可以帶領遊客參訪農園。當

美麗阿姨拿出一大桶色澤艷紅的番茄，

遊客們稱讚不已，怎能讓鈔票躺在荷包

裡睡著！心動的遊客們當場買下。被客

人肯定的阿忠，嘴角藏不住心喜。

阿忠除了種植番茄，還種了多種果

樹，也用心照料，而且他所做的液態肥

漂亮又有效果。自從與外界有了更多的

接觸，害羞膽小的阿忠，逐步放開心

胸，摸索出自己的人生方向。

吳美貌看到阿忠，猶如自己另外一

個孩子，阿忠也將她視為另一個母親一

般。當別人說不動阿忠，只要商請吳美

貌出馬，善巧地略施小小壓力，阿忠就

乖乖聽話：「你都說話了，我還能怎

樣！」看到部落孩子的成長，吳美貌很

開心，更歡喜雕琢這顆亮眼的「紅寶

石」。

阿忠發現紅寶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