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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Food

那山、那人、那枇杷

臺鐵南迴線的多良車站，被譽為全臺最美麗的車站，走上月臺，
可遠眺蔚藍的海空景色，每日慕名造訪的遊客川流不息。有別於喧鬧的
車站人潮，入山以後，山徑幽僻，林蔭如波，靜得只剩下蟲鳥低鳴的聲
音。山上住著一對夫婦，先生陳文輝是高雄岡山人，十九年前，他移居
臺東，跑到多良塔羅塔羅山上結廬從農；太太李文麗曾是跨國企業派任
日本的高階主管，也選擇提早退休，陪伴先生過著晴耕雨讀的樸實生
活。他們曾受邀拍攝公視《誰來晚餐》及中華電信《天公伯的攤子位》
等影片，留下真實且珍貴的影像紀錄。

起初，陳文輝接手上一任地主的甜柿園，採用慣行農法經營，也
到臺中摩天嶺觀摩甜柿的種植方式，卻仍連年欠收。「我的收成每年都
被同一個人拿走了。」陳文輝笑著指了指天上。為解決農作瓶頸，他向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請益果樹選種問題，因此改種茂木枇杷。此外，出於
順應自然、尊重生態的考量，他採行秀明自然農法，不僅不施農藥，就

 » 轉角‧上自然生態農場主人陳文輝、李文麗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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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市售有機肥與生物防治資材也不施用，只以園區枯枝
落葉自然分解形成的腐植質作為堆肥。陳文輝的枇杷園
約0.5公頃，然論起單位面積產量，卻不輸一般慣行的
枇杷園。「農夫的工作就是媒介作物和土地，也就是所
謂的適地適種。同一個品種，種在不同的地方，生長出
來的風味就不一樣。在自然環境生長出來的作物，反映
的就是土地的味道，那才是真正最好的味道。」

維持自然平衡的秀明農法

坊間大眾普遍以為有機農產品外觀不佳，陳文輝
則不以為然，表示自然農法不代表農夫毫無作為，任由
作物自生自滅，而是有一套無為而治的學問。為了提供
作物成長所需的養分或防禦病蟲的危害，仍需適當的人
為管理，其中最積極的作法，就是生態環境的維護。陳
文輝本身是秀明農法的實踐者，其經營原則是遵循自然
生態的平衡，他也準備申請林務局與慈心有機農業發展
基金會合作推動的「綠色保育標章」。

談及不噴藥，該如何防治病蟲害時，陳文輝笑
著回應：「我的態度是選擇接受它，唯一的辦法是不
要理它！病蟲害是人類界定的，每一種生命自有其依
循，如果所謂的生態多樣性是重要的，那你勢必要接
受它。」他舉例解釋鳳蝶幼蟲習性嗜食柑橘類葉片，
當年他剛種金棗，看到樹葉上有許多蝶卵，即徒手將
卵或幼蟲移開，也就不怕幼蟲危害；若是枇杷果樹出

 » 轉角上自然的手作果醬與果醋

 » 至今已連作三年竹薑，長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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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病害徵兆，他仍然例常照顧，除草剪枝，維持樹
勢，靜待植株自體復原。陳文輝指出，一般果樹的平
均壽命約二、三十年，然而，因慣行農業常過度施肥
增加產量，或架設照明設備調節產期，往往減短樹木
壽命。轉角‧上自然枇杷農場果樹，至今已邁入第十三
年，枇杷植株枝葉茂密，樹勢挺拔，亭亭如蓋。陳文
輝強調自己至今仍不斷調整剪枝方式，以前他看到枝
芽不發花苞，就會剪掉，但去年轉念一想，留下一些
徒長枝，讓葉片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後來發現產出
的果實不但品質穩定，甜度甚至可以高達16、17度。 

當黑枕藍鶲遇到橙腹樹蛙

轉角‧上自然生態農場目前約有200種以上的草本植物，迎來生物多樣性的生態，是珍稀臺灣
特有種橙腹樹蛙的棲息地。住家附近的小山坡上不僅栽種大葉烏龍茶和竹薑，還有遍地野生的山
芹菜、番茄、百里香、小葉桑，以及香氣馥郁的食茱萸樹等，枇杷在此與萬物共存，延續互惠共
生的食物森林理念。

由於枇杷盛產季集中在二、三月，這也讓陳文輝、李文麗夫婦可將更多心力投注在社會服
務工作，例如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協助生態保育活動，黑枕藍鶲和橙腹樹蛙即是兩人的自然名；
或在鹿野龍田的區役場擔任古屋修繕維護的志工，每逢連續假期，即帶著自製的枇杷果醬、食茱
萸香料、手工烘焙麵包及手沖咖啡等產品，前往區役場市集販售；為普及自然農法和食安觀念，
他們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授課，每逢暑假即召開「豪野人營隊」，傳授簡易農作及食育觀念，熱
心分享生活的經驗和心得。

 » 轉角‧上自然農場豐富的草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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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名稱 轉角‧上自然‧生態農場

產地主人 陳文輝、李文麗夫婦

物產位置 臺東太麻里鄉多良村（塔羅塔羅山頂）

電話 0926-105450

E-mail liwenli0419@gmail.com

物產 枇杷、百香果、白柚、金棗、廣東薑及竹薑以及各式加工

營業型態

1.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及line通訊軟體訂購宅配農產品。

2.親至鹿野區役場的假日市集，現場選購枇杷花乾、各式果醬、竹薑粉、食茱萸 
  花椒、手烘咖啡及窯烤麵包等。（市集日期公告在「古屋。老樹。鹿野區役 
   場」臉書專頁）

3.可電話洽詢生態導覽或農場體驗。

   ● 農特產品   ○ 餐飲   ○ 住宿   ● 導覽/體驗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枇杷

百香果

白柚

金棗

廣東薑、竹薑

果醬及香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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