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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高齡的「阿通伯」，仍然耳聰目

明、思路清晰，令人好奇其是否擁有特異

的保養秘方，他卻說，哪有什麼保養，

凡事認真、盡力以赴，心情開朗沒煩惱，

身體自然健康。孔夫子曾說，「發憤忘

食，不知老之將至」，阿通伯夫婦一輩子

勤奮、樂在工作，歲月好像在他們身上停

頓，相信多年以後，饒家柚子園裡，兩老

依然忙得不亦樂乎。

八旬高齡，生命

情調應何似？對苗栗

縣頭份鎮珊珠湖老農

饒阿通、徐蘭英夫婦

來說，這問題何須多

想，日出而起，跨上

「鐵牛」上山，果園

工作忙不完，哪有閒

暇想東想西？兩老年過	 80，仍管理	 7	公

頃田園，雖然兒孫滿堂，早已不須如此操

勞，但從少年忙到白髮，勞動早已是生活

一環，柚樹該剪枝、桔園該施肥，農人的

任務還是不時記掛在心。忠於天地，「做

而忘憂」，台灣老輩農民的生命情調，是

如此順乎自然。

八旬夫婦‧牽手半世紀
珊珠湖是苗栗縣頭份鎮東郊的聚落，

小山丘陵地形，中港溪迴繞緩緩流過，居

民以客家族裔居多。饒阿通的老厝背倚小

山、紅瓦磚牆，傳統的三合院建築；屋後

山坡上，相思樹林蒼鬱茂密；門前是廣袤

稻田，入秋時分，二期水稻正盡情茁長，

滿眼青翠，好一片遠離塵囂的恬靜天地，

饒阿通夫婦在此生活了大半輩子。

饒阿通生於民國	 14	年，若算虛歲已	

85，牽手超過半世紀的老妻徐蘭英也	 80	

歲了，這把歲數的老人家，多半在家悠閒

享清福，饒阿通夫婦卻是每天穿梭果園、

從早忙到晚。2	 人

所管理的	 7	 公頃田

地、果園，稻田有

耕耘機械代勞，竹林

可粗放，管理較為輕

鬆，但柑桔園、柚子

園的工事可就多了，

修枝、下肥、除草、

除蟲、剪果、裝箱樣樣有得忙。

兩老身子骨硬朗勇健，田間工事多半

自己來，40	公斤的肥料，饒阿通照樣扛

上扛下，「鐵牛」開了就走，手腳俐落敏

捷，而且有「擋頭」，饒阿通說，70	歲以

前，幹起活來，渾然不知疲累是何物。若

論幹活耐力，年輕小夥子未必比得上。在

珊珠湖，阿通伯是出了名的「鐵人」。

優質文旦‧曾獲頭等獎
8、9	月是柚子收成期，剪果、搬運、

樂在工作‧不知老之將至

忠於天地‧堅守農人天職

文圖｜徐清銘

老農饒阿通的勤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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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皆碑，饒阿通、徐蘭英夫婦以自家柚子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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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還得趕著寄貨，兩老忙得不可開

交。饒家的柚子園，在距離老厝不遠的小

山頭，面積約	2	公頃多，以文旦柚為主，

部分為葡萄柚。70	年代初，饒阿通買下農

園後栽下的小柚樹，如今已是	20	多年的老

欉，株株主幹粗壯，樹勢矮化、修整的相

當漂亮，中秋節之前，半片山頭蒼翠宛如

綠海，妝點枝葉下方累累的柚子青果，很

是壯觀。

阿通伯的文旦柚以甜美多汁、肉質細

緻、而且無籽聞名，80	歲時，饒阿通還拿

過苗栗縣文旦柚品質競賽頭等獎。

早年教育不普及，饒阿通沒上過學，

雖不識字，卻能種出上品柚子，他沒有高

深的理論，仰賴的只是「做中學」，栽培

功力並非由書本典籍而來，而是從泥土、

從田間實作一步一步摸索研究、整理而成

心得，建構出自有的技術。

饒阿通相當重視優良品種選育，他認

為，好的種才能結出好的果，柚子園的老

欉，都是他不斷嘗試新品種與舊種雜交，

挑選出優良突變枝再嫁接而來，改良工程

極費時間，滿園柚樹一棵一棵地嫁接、直

到達到理想，前後花了	7、8	年時間。

土壤管理是另一要點，山坡地的土質

通常較為貧瘠，饒阿通從不懂土壤分析到

成為箇中好手，花費相當功夫學習，柚樹

施肥以花生粕、芝麻粕有機肥為主，正是

對應果園土壤所需，果樹吃的都是最對胃

口的好料，柚果品質當然好。

勞碌終年‧年輕做到老
栽培要領方面，文旦柚病蟲害少，果

實成長期不需套袋，開花結果量大但會自

然落果，有如老天爺幫忙進行篩選工作，

算是容易照顧的樹種，但是修枝作業絕不

能少，拔高徒長的新枝所結果實普遍較

大，皮厚肉粗、品質差，而且會搶奪老幹

養分，饒阿通	1	年剪枝	2	–	3	次，攸關品

質的工事，毫不馬虎。

若風調雨順，柚子園年產量

可達	6、7	萬斤，饒家自

產自銷，賣完就沒

了，由於口碑

佳，經常未

到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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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中秋節日，饒阿通忙著採果

柚果暫放樹下，
待表皮轉軟再搬
運避免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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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訂購一空，饒阿通夫婦並不貪圖近利兼

營盤商，向隅顧客只好抱歉、明年請早。

行銷通路以直銷為主，每年固定團購

的忠實客群占相當比重，今年中秋節前，

來自都會區銀行的訂購數量動輒百箱計，

另外，散居中壢、台中、頭份市區、彰化

溪洲的兒孫輩也是行銷據點。每年柚子採

摘期，饒阿通先寄 1、2 箱給老顧客嚐鮮，

順便探詢當季柚子品

質的反映，可說體貼

入微。

柚 子 收 成 告 一

段落，柑桔產期也近

了，饒家的柑桔園約

近 3 公頃，椪柑、茂

谷柑、海梨仔都有，

接下來還有得忙，另

外還有竹林、稻田要

打理，一年到頭，田

間事務一項接一項，

難得清閒時節。勞碌

終 年 的 生 活 ， 老 夫

婦可是打從年輕就開

始，直到現今。

同心協力‧撐起半邊天
早年，山區討生活並不容易，饒阿

通是家中老大、弟妹多，很早就得扛起家

計，自己的孩子也多，養育一家大小可不

容易，鄉下地方機會有限，只要能夠賺錢

的工作，他都有興趣─種相思樹燒木炭、

種油桐樹養木耳、堆稻草培育洋菇，養

豬、養雞、養牛，栽培樹苗、標購林木、

農地買賣介紹─山區能幹的活，他從不拒

絕；新興產業出現，總是搶先嘗試。天天

忙得像個陀螺般，饒阿通絲毫不覺得累，

他說，想多賺點錢，讓家人的生活好些，

就要勤奮、打拼，有了這個動力支撐，怎

麼會累？

如今，饒阿通擁有的 7 公頃廣袤田

地，並非祖產，全是夫婦倆赤手打拼、養

菇、養豬、賣樹苗，一有閑錢就買地，一

小塊、一小塊，胼手胝足逐步累積而來。

台灣曾經走過富

者擁田千里、貧者想

做牛未必有田可犁的

年代，對老輩農人而

言，有土斯有財，有

了自己的田地，心才

踏實。

年 過 八 旬 ， 兒

孫多已成家立業、事

業有成，兩老還是忙

個不停，勞碌大半輩

子，被問起難道不打

算歇息，饒阿通說，

現在半做半玩，不做

反而不習慣。老伴徐

蘭英則說，園裡事情

一大堆，不做不行。

徐蘭英的娘家在頭份後庄，兩人是

媒妁之言成親，嫁為饒家媳婦之後，徐蘭

英不但打理三餐家務、教養子女，還得採

茶、種菇、煮番薯葉餵豬，農務一樣不

少，果樹嫁接新枝，饒阿通當「頭手」、

削皮接枝，她就當「二手」接手覆土包

裹，同心協力撐起半邊天。客家女子素以

勤勞能幹著稱，徐蘭英無異是典範，95 

年苗栗縣模範母親選拔，她眾望所歸當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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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調雨順，柚樹結實累累，阿通伯文旦柚甜美多
汁，市場搶手

文旦柚是頭份知名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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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池塘，鴨鵝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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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秘方‧豁達人生觀
饒阿通的三合院老厝，紅瓦白牆、

石板地面，饒富古意，老厝後方的山凹闢

設一方池塘，池水來自天然湧泉、長年不

枯，水塘可以養魚、養鴨鵝，枯水期還有

灌溉救急功能，透過高度落差，給水完全

不須消耗能源抽蓄，小莊園自成一方自給

自足的天地。

由於老厝木質樑柱日漸腐朽，饒阿通

幾年前在鄰側興建新屋，自行打點開支，

直到現在，老夫婦仍然自食其力，不肯接

受兒孫奉養，過年收個紅包，讓兒孫有機

會表達孝心，兩老就很開心。

85	 歲高齡，阿通伯耳聰目明、思路

清晰，行動「活跳跳」，令人好奇其是否

擁有特異的保養秘方，他卻說，哪有什麼

保養，凡事認真、盡力以赴，做人心地要

好，修心修德，做不得的事情就不做，心

情開朗沒有煩惱，身體自然健康。

許多童年友伴已經凋零，面對人生必

然的生老病死，饒阿通一派開朗豁達，只

祈望能走得爽快，田園農務並不因高齡而

打算放下。

孔夫子曾說，「發憤忘食，不知老之

將至」。阿通伯夫婦一輩子勤奮，樂在工

作，求知學習至今不懈，歲月好像在他們

身上停頓。相信很多年之後，饒家柚子園

內，兩老依然忙得不亦樂乎。

苗栗縣頭份鎮流東里 9 鄰 100 號
饒阿通：037-6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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