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
說花蓮是台灣最後一

塊淨土，那麼赤柯山

應該是花蓮的後花園了。

赤柯山位在玉里東北角的

海岸山脈上，種金針的山

頭從800到900公尺海拔，

種植面積160公頃以上。除

了地勢高，此地的紅壤土

質、涼爽的氣候、充足的

日照，可都是金針的最愛

呢！

赤柯盡 • 金針花開迎客來

我多年前就有一登金針山、沐浴金針

海，感受金針人家生活的意念，95年8月幸運

的應農委會水保局之邀前往拜訪，也感謝花

蓮第6工程所徐所長支援，特派工程車由陳秘

書陪同上山。出發前一天還下大雨，心裡很

掛念山上的金針可安好？出發當天仍有細雨

綿綿，車子盤旋上山的途中，工程所林司機

有感而發地說，很久以前當他還是個10來歲

小夥子時，便經常開卡車上下赤柯山載運赤

柯木，當時走的是泥土石子路，上山要耗40

∼50分鐘，如今有了這麼好的產業道路，只

需半個小時就到了。當時山上也沒有金針，

原生樹林中六成以上是赤柯木，赤柯山也因

此而得名。

赤柯是一種常綠闊葉喬木，屬殼斗科，

質地非常堅硬，除了造屋之外還是做槍托的

最佳材質。日據時期日本人發現後便大量砍

伐運往日本，二次大戰日本戰敗投降撤退，

山谷裡還發現有日人來不及運走的大批赤柯

木。如今山上偶而也還能看到零星的幾株赤

柯，高聳獨立於花海間。

金針也叫萱草或忘憂草，就是我們說的

母親花，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屬百合科

原產於亞洲大陸東部沿海及日本、東南亞一

帶。金針多在未開花時摘其嫩蕾，一旦開花

就不能食用了，而且一朵金針每年只開一次

花。然而花蓮縣府農業局為滿足愛花者的眼

文 • 眼眼 眼眼眼

赤柯山的故芙

話我鄉情

守候花叢裡

金針堪酴直須酴 夏日最後的金針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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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甲蟲，但他總不讓阿公「處死」這些有害

作物的甲蟲，把獨角仙、鍬形蟲都抓回來當

寵物飼養。

走在經過「打扮」的圈圈地面，抬眼便

見整片白牆上果然畫滿了甲蟲，還有一隻十

分童話的綠色烏龜、一隻螃蟹、一個像鳳梨

的太陽公公，及一棵看上去充滿了自信的赤

柯樹。住在山上的孩子不幸嗎？他們上學雖

辛苦，平日卻擁有一個如此廣大的戶外教室

呢！

去年7月中台大藝術系劉可敬教授帶了一

班得意門生過來，在山上住了一個禮拜。原

來農業局杜局長請他們來美化赤柯，神童也

不甘示弱的拿起畫筆跟著塗鴉，大哥哥大姊

姊驚訝的發現神童的畫比他們更多了一份童

真，而且對生態比他們這些城市人觀察的更

細微，於是便邀其共同創作。

金針宴 • 花甜酒香談往事

晚餐時間，我們落腳的赤柯農場女主人

親自下廚準備了金針風味餐，有金針燉山雞

湯、有金針炒雙脆、有油炸金針酥，還有海

蜇涼拌金針、韓式金針泡菜等。最吸引人的

還是「酥炸小魚乾」，其實就是金針乾炸成的

金針酥，但不論外觀或吃起來的感覺都像魚

酥！原來金針除了鮮吃、曬乾了吃，還可以

油炸，而且金針曬乾後冷凍可以放一整年，

難怪山上一年四季都有炸金針酥賣。

餐後主人特別拿出櫻花釀的酒，因為他

應我們之請要開始講述赤柯山的故事了！才

年近半百的陳

錦竹，聊起金

針山的往事大

有不堪回首之

慨，民國48年

的八七水災造

成西部嘉義一

帶的農民喪失

了田園，其中

幾個好友便相

約來到赤柯山

重新創業，陳

錦竹和黃明

理事長的父親

也 是 其 中 之

孤立於金針海間的赤柯樹 金針褐田

又名「豆兄弟」的豆塊石頭是1 億年前鞮山爆發的遺跡，前景是︶金針的豆位工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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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初的4∼5年種的是玉米、地瓜、芋

頭、花豆等等雜糧及養些雞和豬隻。後來發

現山上氣候土壤適合種金針，且早年金針、

蘑菇是過節祭祖的聖品，價格非常高，運送

也比扛豬隻下山賣要輕鬆許多，當時一隻豬

4個人扛下山，最多賣100多塊，而金針隨便

抓一把就比豬隻值錢。於是一個拉一個過

來，開始大面積栽培，所以現今金針農戶很

多是嘉義竹崎鄉溪心寮人。如今只要看到那

滿山遍野的金黃花朵，金針人比看到黃澄澄

的金塊還滿足！

說到童年赤足摸黑走山路上下學的往

事，我不禁問道：「可曾建議政府補助增設

公車，或在山上興建小學？」他們的反應並

不熱烈，就像西藏的藏胞對青藏火車的反應

一樣，產業觀光雖為他們帶來了金針產業之

後的第二春，他們卻不希望赤柯山被塵俗污

染變調、失去原貌。何況現在大部分人家，

尤其是經營民宿的都有私家貨車，每天早上

都要下山採購新鮮食物，順便載小朋友下山

上山。數十年來山上的金針人家就像一家

人，早年剛遷來沒幾戶，當時生活十分艱

苦，也都是自己用山上產的筆筒樹釘木屋、

造家具，自家人手不夠，所有人都來幫忙；

採收金針也一樣，幫忙採收的工人從不要工

錢，工作結束了，主人端出酒菜大家邊喝

酒、邊聊天、邊唱歌，這種快活不是金錢能

換取的。

依賴它 • 金針花開有時盡

都說種金針利潤高也不需太多本錢，花

苗一旦種下去，以後每年7月中就自動開

花，可說穩紮穩打。所以數十年下來金針人

家總算也發了點金針財，少數農戶在山下玉

里高寮也蓋有

房子。但說也

奇怪，每個赤

柯 人 有 事 下

山，一辦完事

就想立刻奔回

赤柯山，一分

鐘也不願多逗

留，為何他們

如此戀棧山上

的家園？都說：山上涼快啊！可不是？山上

幾乎不用空調，房間裡有電扇也多為擺飾用

的。

其實任何事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或不勞而

獲，吟軒茶坊的明 理事長說：平日花農還

是要除草施肥勤整理。8 ∼9月是山上最美卻

也是最忙碌的季節，採收時如自家人手不夠

就得請工人了，這也是針農操心的事，時下

年輕人家庭環境好一點的放暑假都玩樂去

了，誰來打工？請教了3位正在採金針的學

生，他們在台北唸大學，唸的是完全不相干

的電機和大傳，但為了賺學費，每天早上6

點下田，天黑才休息，如此一天約可賺1千

元，夠繳學費了。

山上除了涼快，其實我們已可以感受到

他們對金針山的這份難以割捨的感情，畢竟

花苞篠嫩蕾及盛開的金針花

傳統日晒金針

汪家古厝屋頂晒金針景觀 蒸好的金針準備送進烤爐 金針酥包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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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萱草

本
次參加展出的萱蔭有14個品種之多，都是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從閂外蒐

集而來的新品種，閂內一般市面上幾乎看不到，花瓣顏色有：紅、

橙、金黃、鯀、紫色以及混雜雙色等；花形則有：圓形、三角形、星形等；

花瓣邊緣呈波浪狀、扁平狀、反卷、皺褶狀等等變化。

萱蔭為百合科萱蔭屬的多年生宿根性蔭本植物，在歐美地區是為庭園

觀賞用花卉，我閂傳統上採收其花蕾加工製造金針乾作為蔬菜食用，稱為

「金針菜」，但兩者所用的品種並不一樣。供蔬菜食用的主要栽培品種有：麝

香萱蔭、黃花、長黃花、金針菜等4種，其中廣泛為台灣高山地區金針農所栽種的是「金針菜」，其開花期為每年8

月至10月，而大多數觀賞用的萱蔭開花期為4月至6月。

金針菜種原是300多年前，先民從大陸華南地區引進台灣流傳至今，其花瓣為橙紅色、無香味、產量高，此品

種喜好較冷涼的氣候，目前栽培面積約600公頃，花蓮縣玉里鎮的赤柯山、富里雒的六十石山及台東縣太麻里雒的

金針山為主要產地。

萱蔭原生種大約有15個，分布於歐亞大陸、中閂、韓閂、日本、齫閂等地，在17世紀時傳入齫閂與美洲，之

後經過人為不斷改良培育新品種，造就現ｂ萱蔭品種多樣化的蓬勃發展，無論植株外觀、花色、花型等均有明顯的

改變，使萱蔭變得更為繽紛多樣又耐看。

萱蔭有「窮人的蘭花」之美稱，對環境的適應力很強，容易栽培，一般人不需要具備特殊的栽培技巧與複雜

的設備，在自家的庭院裡都可以種植成功。每年春天時，就會開出又大又漂亮的花朵。

萱蔭花的單一花朵只有一天的壽命，除了極少數晚上開花的品種之外，都是早上開，傍晚凋謝，故又被戲稱

為「一日美人」。單朵花雖只有一天的壽命，但一個花梗上有5∼6朵花，平均2∼4天開一朵，一盆花至少有2支花

梗，可以維持30天以上的賞花期，因此具備有盆花觀賞之價值。

這是我畫的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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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仙和谻形蟲

方，除此我還深深感覺到，這裡的農民不管

有無受高等教育，可不是只會種金針喔！他

們各個愛鄉愛土愛赤柯、也很有自己的理

念，我們期許也祝福金針人家，在不斷求新

求變下，手足扶持中能永續經營，讓金針常

開、友情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