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九十八年七月號

太
麻里排灣族有一傳說，他們的祖先在

大武山東側山嶺，看見太陽從海面升

起，霞光萬道，氣象萬千，口中驚呼

「tabauli」，意指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是現今

太麻里鄉。2000年，許多人聚集太麻里迎接

千禧年曙光，「日昇之鄉」不脛而走。

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金針山更是觀賞日出

的好據點，居高臨下，視野遼闊，金色光芒

在晨霧的海面上迸射得更撼動人心。居民也

懂得運用日出做為賣點，以此說服遊客一定

要在山上過一晚，等待第二天的日出，享受

心臟被旭日撞擊的感覺。

金針山的日出也激勵居民快樂地迎向陽

光，勇於接受挑戰，有智慧地發展未來。

金針山行政區域屬於台東縣太麻里鄉大

王村，涵蓋區域包括鴨子蘭山和太麻里山。

民國50年代，八七水災後的雲嘉地區部分災

民遷移到此墾拓種植金針，每年7~10月，金

針花遍開山頭，地方上俗稱為「金針山」，

與花蓮的赤柯山和六十石山同為台灣的三大

金針產區。

拜訪金針山的時間是夏天，百合花已經

結成蒴果，錯落在金針園區中，以蒴果數量

可以想像百合齊放盛況；園區旁的繡球花已

遲暮，但風韻未減；步道旁的紅肉李結實纍

纍，在青山農場主人蔡政銘的同意下採摘幾

顆品嚐，口感甚好。

撰文／陳秀卿 攝影／謝宗憲

農村再生

蔡政銘是八七水災後移民的第三代，民

國87年第二屆金針季回家幫忙接待遊客事

宜，當時只有26歲，對金針山有一份使命感

而決定留鄉與父親蔡青山共同經營青山農

場。

蔡政銘認為，生態與文化無可取代，回

到金針山即展開生態調查。在水池旁聽到蛙

鳴，他脫口而出說：那是莫氏樹蛙，與牠合

鳴的是白頷樹蛙。他說，金針山的螢火蟲己

調查出17種之多，6、7月可見端黑螢；與金

針季同期可看到紋螢和擬紋螢，10月則有山

窗螢。山區原生樹種，他也如數家珍。

面對山區耆老凋零、文物消失，蔡政銘

心急如焚，與太太鄭淑芬聯手要進行耆老訪

談及農村文物維護保存工作。目前育有一子

的蔡政銘，對於教育很關切。他說，金針山

環境很好，民風純樸，是小孩自然教育與人

文教育的絕佳環境，他希望年輕人回鄉，

共同經營金針山，最好能有一所森林

小學。有了學校，

在金針山 撞見藝術

「日昇之鄉」太麻里

社區理事長

蔣麗雀（左）

和總幹事廖

欽典（右）

帶領金針山

走向藝術與

產業多元發

展的目標



草、小莕菜等吸附分解雜質，在景觀池中則

考量觀賞價值，栽種色彩繽紛的植物，白色

海芋、紅色滿江紅、水丁香等，岸邊則有紫

色普拉特草點綴。

這項工程獲得96年優良農業建設工程

獎，獲獎理由是有效淨化污水、保護環境、

水資源得以再利用、營造生物棲地、增加生

物多樣性、吸引觀光人潮，節能減碳、調節

微氣候、具示範及教育功能，可做為其他坡

地社區施設污水處理工程之典範，有助於營

造農村新風貌或改進鄉村環境品質，達到促

進農村再生的目的。

除了生態淨水設施外，

近年來，水土保持局台東分

局還因應當地居民所需，在

太麻里金針山建設觀景台、

涼亭、停車場、步道及露營

區等設施，並種植櫻、杏、

李等觀花植物，再加上台灣

野百合、繡球花綻放鬧春，

使得金針山一年四季都有不

同的花季，遊客全年絡繹不

絕。

行銷金針山 有夢最美

金針山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蔣麗雀

說，早期金針山只做金針乾燥加工的純生產

階段，根本不會有遊客會走進金針山，不

過，隨著金針山轉型成為觀光休閒農業區

後，金針山農民收增加，社區意識提高，學

習意願強烈，有如金針山的日出一般充滿希

望，並又規劃許多夢想。

蔣麗雀17年前到金針山找茶，當時雖只

有工寮，但她愛上雲霧繚繞、空氣清新、寧

靜悠閒及人情味濃的金針山，心中便暗許，

將來一定要來此定居。果不期然，8年前即帶

著小孩來到金針山，經營民宿，融進當地文

化，將民宿取名為「深山亞都」。她說，「亞

都」排灣族語就是「深山」的意思。

雖是新移民，但她對金針山的熱愛及付

出，在地方上獲得好人緣，當選發展協會理

事長，對金針山更有責任與使命感。以「藝

術帶動產業發展」是她的理想，並付諸行

動。

88

馬來西亞種金

針四、五月即

開花

社區文化更能深

耕，地方凝聚力將

更堅強。

蔡政銘對金針

山的夢也感動擁有

博物館學碩士學歷

的太太鄭淑芬，她

表示要和先生共同

努力打造金針山的

未來，讓小孩自由

選擇去留，只要金

針山夠好，不怕小孩不留下。

生態淨化池 優良工程

千禧年後，金針山遊客量大

幅增加，污水問題是隱憂。行政

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未

雨綢繆，在山區進行簡易污水生

態淨化池示範工程，有生態環境

觀念的蔡家立即無償提供土地，

由副工程司賴俊男負責設計。

賴俊男極具巧思地運用水往

下流的自然重力原理，在山坡地

設置平台階段滯洪，依序設有油水分離槽、

集水槽、表面流式池、地下流式池、景觀生

態池，依不同污染量予以串聯並聯運用。

由於蔡家在園區種植烏心石等

台灣原生樹種，進行水池開挖工程

時，為避免傷到樹，水

池呈不規則狀，順

勢而為，池形與

地形相融，意

外地成為

另一種景

觀。

賴俊男

說，這項工程

費只有75萬元，

而且不耗電不耗

能，完全以水生植物

淨化水質，在表面流

式池中種植風車草、紙

沙草、野薑花、香蒲、水

芙蓉、槐葉蘋、台灣萍蓬

青山農場第三

代蔡政銘與碩

士妻子鄭淑芬

一起打造金針

山未來，請青

年歸鄉留鄉

水保局台東分局副工程司賴俊男

研發污水生態淨化池獲獎



今年3月國家級的知名藝文團體「漢唐

樂府」應邀到台東，首場安排在山嵐層峰、

餘暉光影的太麻里金針山演出，以自然美景

作為古典與時尚兼備的山水劇場，對表演者

和與會的民眾，都是一個嶄新又難忘的體

驗。蔣麗雀說，邀請「漢唐樂府」在金針山

推出藝文盛宴，是希望美麗自然的金針山，

帶給遊客的印象不僅僅只是擁有豐富的美

景，也可以充實觀光旅遊的內涵，把金針山

的質感更往上提升，並促銷農民辛苦種植的

農產品。

金針山的農產品，除了金針外，還有象

徵「兩岸太平，再造顛峰」的太鋒茶。太峰

茶是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所命名。1991年吳伯

雄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時，訪問金針山，見

此處高山茶園橫跨太麻里及金峰鄉，特別為

此處的高山茶命名為太峰茶。

去年，吳伯雄以執政黨主席身份訪問大

陸時，送胡錦濤一幅名為雨過天晴的結晶釉

畫外，還特別挑了台東縣金針山出產的太峰

茶，就是要兩岸從此和諧太平，雙方交流再

造顛峰。從此，太峰茶除了是甘醇清香的好

茶外，它又多了一層象徵兩岸和平的意涵。

藝術家長駐 農村再生

金針山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廖欽典總幹事

也是後期新移民，是金針山最佳解說員和行

銷員。

喜歡迎向陽光的快樂感，廖欽典的民宿

面向東方，前庭視野遼闊，可看到台東平

原，海岸線清晰可見，綠島的輪廓也清楚明

白，多年來，廖欽典已觀察每一季日出的方

位。他說，每年4月和9月，當陽光從綠島背

後升起時最美麗，綠島的島形被金色光芒襯

89九十八年七月號

托得更加亮眼。

懂得行銷金針山的廖欽

典也不忘帶領我們遊憩重要

景點。海拔1,340公尺的雙

乳峰是金針山最高處，也是

全台台灣金針最早開花的地

方。每年，雙乳峰的金針初

展嬌顏，也就透露出當年金

針季正式拉開序幕的訊息。

金針山的金針垂直分布

甚廣，從600公尺到1,340公

尺，隨著海拔高低，金針陸

續盛開，因此，花季可從7

月中旬到10月初，花季相當

長，成為金針山重要的休閒

資產。

無論新舊移民，金針山

的居民都在此安居樂業，他

們希望營造美好的生活模

式，將那悠然自在、快樂祥

和的氣氛與遊客分享。

蔣麗雀理事長說，基礎

工程已完善，對外聯絡道路再加強以保障遊

客安全就足夠，她希望用柔性的藝術打造金

針山，今年夏秋還要請音樂團體到山上表

演，並請藝術家到山上長駐，讓遊客隨時撞

見藝術，讓藝術不再高不可攀，而是融入生

活中，讓金針山這座山村以更多彩的樣貌再

生。

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長鄭泰山說，金針

山所以能夠征服眾多遊人的目光，主要也是

當地居民觀念的改變，願意投入農村再生的

各項計畫，終於擺脫過去只重視農業的生產

的想法，往富麗新農村生活的方向邁進。

孟宗竹林讓金針山

增添神秘色彩，又

不失清幽美麗

吳胡會，吳伯雄送太峰茶，象徵「兩岸太平、再造顛峰」水保局台東分局在金針山規劃的露營區訪遊客貼近大自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