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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10年努力，花蓮縣水產培育所執行保育政策，

從護溪著手，發展在地溪流產業，更帶動生態旅遊減碳休閒風潮，

每逢假日水培所最熱鬧，成為單車族的休憩站，

遊客也在休閒娛樂中學習河川生態保育的觀念。

魚苗繁殖、防獵、保育、部落產業發展、生態觀念紮根、休閒運動，

花蓮縣水產培育所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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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次進來清水溪紅茄冬這裡，余國權把山刀架在胸前，阻止我們前進，大聲斥喝

我們不得破壞他們祖先的產物，不可以毒他們的魚。」

花蓮縣水產培育所林鴻桂所長搭著太魯閣勇士余國權的肩，訴說10年前初次見面的

往事。

余國權靦腆地說：「哎呀，那是誤會的啦！幸好有水培所，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生

活，保留祖先的東西，遊客來來去去，大家都很快樂。」

保育棲地 經營溪流產業

林鴻桂說，水培所的主要任務是保育台灣淡水原生魚種，除了人工繁殖外，最重要

是棲地保育，而台灣許多溪流中上游都是原住民的原居地，唯有請部落居民共同參與溪

流生態保育工作，才是長久之計，但溪流和水中周邊生物在獲得保護下，又能成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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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財資源，才有機會落實保育工作。因此，以保

育為基礎，利潤回饋社區居民的生態旅遊模式即

在銅門村建立。

水培所輔導銅門村成立慕谷慕魚護溪產業發

展協會，發展在地溪流產業，以清水溪、翡翠谷

的自然資源，納入太魯閣銅門山刀、手工藝、織

布及原住民風味餐成為熱門的生態旅遊路線，入

山管制，每天遊客承載量600人。

余國權把在距離銅門部落兩公里處的紅茄冬

工寮，變成休憩站，就地取材，以竹子搭建廁

所，成為遊客的最愛。女主人周梅英料理羊奶頭

雞湯、小米麻糬、地瓜，及山上草藥熬煮的雞蛋

供遊客選取。在清涼山風和潺潺水聲中享受太魯

閣族食物，心中充滿感恩與祝福。

民國79年歐菲莉颱風銅門土石流災害，奪走

余國權18名親人，隨後又有8人因傷心過度而相

繼過世，就在余國權也快撐不下去時，水培所進

到社區，付予他保護家園的責任，以自己熟悉的

家園溪流做為經濟產業。他以54歲的「高齡」參

加救生、解說等教育訓練，成為護魚巡守員，用

太魯閣族的方式生活，與他人分享，並提供部落

居民就業機會。余國權露出滿足的笑容。

10年前，花蓮縣政府農業局（現改為農業發

展處）在銅門清水溪進行生態調查和放流復育工

作，白鮑溪放流鱸鰻、三富溪復育毛蟹等，並提

出河川利用型產業計畫，針對秀林鄉清水溪、三

棧溪進行封溪護魚，地方居民組成護溪巡守隊，

保育及經營溪流產業。相關任務即交付以培育淡

水魚類為主要工作的花蓮縣水產培育所。

水培所為花蓮縣政府的二級單位，前身為民

國68年成立的東山淡水魚苗繁殖場，民國89年改

制為「花蓮縣水產培育所」，第二年漁牧科技士

林鴻桂擔任首任所長。

特有魚種 技術移轉業界

林鴻桂所長表示，民國88年間，東

山魚苗繁殖場已歷時20年，完成階段

性單純只繁殖魚苗的任務，加上原有

設備老舊因而決定朝向多功能發展而

整建，當時農業局長杜麗華連夜到

省政府漁業局爭取別的縣市剩下的

結餘款，進行水產培育所多功能漁

業園區第一期工程。

林所長說，在工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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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所的定

位也趨於明

朗，基本的

魚苗繁殖本

業 不 能 放

棄，同時培

育新魚種和

復育本土魚

類為重點，

更進一步擴

大為漁業園

區，和戶外

教學園區、

水產技術輔

導 等 。 從

此，花蓮水

培所定位三大工作主軸，包括河川生態保育、生

態推廣教育，及台灣原生淡水魚種保種、經濟型

魚種推廣。

兼具休閒遊憩功能的水培所，在建築物興建

上，採歐式建築，融在鯉魚潭的山水景觀中。館

內設有阿美族捕魚文化展示、多媒體教學、戶外

教學景觀區、親子戲水區，以及全台灣保有台灣

溪流原生魚種的活體展示館。台灣溪流原生種魚

類有40多種，花蓮溪流已紀錄共有26種，常見22

種，水培所即有19種。

林鴻桂表示，近幾年來，水培所已成功地將

苦花、貴妃魚、香魚、紅尼羅等經濟型魚種技術

移轉給養殖業，在市場上備受歡迎。

除了食用性經濟魚種外，因應休閒風潮，觀

台灣特有種細額沼蝦人工繁殖成功，可做觀賞蝦種，兼

具經濟食用

台灣原生種何氏棘魚八已能量產成經濟魚種，並放流河川

水培所戲水池是小朋友最愛，夏天擠滿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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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花蓮縣水產培育所位於壽豐鄉鯉魚潭北畔，

緊臨秀林鄉文蘭部落、銅門村與榕樹部落，進行

河川利用型產業計畫時，即以清水溪為主要示範

流域，水培所四員一工，除了水產培育的本業

外，也在縣政府農業發展處的協助下，投入社區

輔導，林鴻桂更是常常利用夜間和部落人士開會

討論。從山刀阻擋到把酒言歡，林鴻桂費了一段

時日，後來部落族人還會替他擔心是否會因為太

晚回家而鬧離婚，紛紛驅他早點回家。

水培所進行社區輔導時，辦理各項教育訓

練，包括攀岩、潛水、救生及解說等訓練，為生

態旅遊培養人才，同時在榕樹部落成立慕谷慕魚

遊客中心及太魯閣族手工藝工作室，部落裡的許

賢美、鍾金美擔任營造員，管理工作室與解說任

務，樹立年輕人回鄉典範，為部落注入一股活

力。

慕谷慕魚，音譯自太魯閣族語Meqmegi的名

稱。這個族群的祖先於18世紀時，從南投仁愛鄉

春陽山區翻越中央山脈，輾轉進入木瓜溪流域定

居，族人用Meqmegi頌讚拓荒開墾這片世外桃

源，漢譯「慕谷慕魚」，取其愛慕這座山谷，保

護溪裡魚蝦資源之意。

銅門山刀 太魯閣族絕學

慕谷慕魚包含銅門與榕樹社區，

分立在木瓜溪下游的清水溪及翡翠

谷，太魯閣人代代接受山林清泉

滋養，發展出獨特而豐厚的山林

文化。慕谷慕魚生態廊道有豐

富的巨石紋理，澄澈碧綠的深

潭，夏季遊客如織，幸好採取

總量管制。

慕谷慕魚護溪產業發展協會

辦理清水溪半日遊，簡報室影片

林鴻桂(左)所長常為遊客解說台灣原生魚種

賞魚種也是花蓮水培所的培育重點，包括大家耳

熟能詳的孔雀魚、錦鯉外，台灣原生魚種是新目

標，例如，蓋斑鬥魚、青魚將魚、菊池氏細鯽、高

體魚旁魚皮（牛屎鯽仔）、台灣馬口等，都可以放在生

態池中做為教學及觀賞用途。

何氏棘魚八是台灣特有種，分布於台灣南部和

東部中大型溪流，原住民的蛋白質食物來源之

一，但河川污染，及毒電魚氾濫，使其數量大幅

銳減。花蓮水培所近幾年來進行人工繁殖放流及

棲地保育，何氏棘魚八重返溪流故鄉，並做為養殖

經濟魚種。

細額沼蝦是水培所最近人工育化成功的台灣

特有溪流蝦種，背部有特殊縱紋及V形紋，是台

灣沼蝦中僅見，受到美國水族貿易商高度重視，

若數量穩定，將引進美國觀賞。

林鴻桂說，細額沼蝦相當少見，水產培育所

研究團隊多年追蹤，前兩年才在花蓮縣南區河海

交會處，發現細額沼蝦蹤跡，取回數隻抱卵母蝦

到實驗室培育，一隻母蝦成功孵化小蝦苗約1,500

多隻，突破及掌握更多的生長環境和條件後，將

把技術移轉給原住民，兼顧河川保育和原住民產

許賢美(左)、鍾金美(右)慕谷慕魚營造員，保育社區

也傳承太魯閣族手工藝

鯉魚潭周邊騎單車已是全台知名具

點，也是單車族休息站

彎月峽谷景觀優美，也是魚蝦聚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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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林裡採野菜都要留根；一頭山豬全家人食用

半年，所有部位全部利用，肩胛骨做飯匙；她還

要把山芋頭等傳統食物介紹給平地人，也讓自己

的孩子知道祖先吃什麼。在銅門

部落有水泥房的她漸漸地留在紅

茄冬工寮的時間多了，先生余國

權要為她興建一棟竹屋，將是他

們的新家。

周梅英說，余國權每天巡邏

河川2次以上，遊客多了，他要

保護河川免受破壞，也要維護遊

客安全，住在紅茄冬較方便，恢

復原住民傳統生活，也為守護家

園盡心力。

擔任國小代課教師的營造員

許賢美嘴裡埋怨被林所長「拐」

回部落，但她的小孩滿月時，送

的是只有族人獲贈的豬肉；部落

裡有人結婚，一般人得到的是漢人喜餅，但水培

所的工作人員得到的是只有族人才享有的豬肉，

水培所幾乎已被視為太魯閣族的家人。

水培所以10年的時間帶領部落居民自立更

生，今年起行有餘力到中區學校辦理戶外生態教

學，並將前館租給捷安特經營單車休閒運動，環

潭1小時令人神清氣爽。林鴻桂更建議清水溪半

日遊的遊客以單車進入，更能體會清水溪的美，

以及部落的文化內涵。

歷經10年努力，花蓮縣水產培育所不只繁殖

魚苗，更帶動深度旅遊減碳休閒風潮，有別於其

他政府機構假日休假冷清清，水培所假日最熱

鬧，也意外成為單車族的休憩站，在休閒娛樂

中，遊客也吸收河川生態保育的觀念。

魚苗繁殖、防獵、保育、部落產業發展、生

態觀念紮根、休閒運動，花蓮縣水產培育所都做

到了。

欣賞、銅門電廠、清水溪健康步行、戲水、山刀

老街、哈娜編織體驗、部落風味餐等遊程，部落

巡禮半日遊則加入土石流災區現場堪察與解說。

山刀老街是銅門村的特色，

位於文蘭部落。70歲的頭目許有

祥老師父說，日據時期被日本人

徵召開鑿能高越嶺道，族人學會

將器具磨銳利，漸漸地磨出各種

造型、各種用途。

許有祥說，刀是原住民生活

中最重要的器具，一把刀、一把

鹽即可以在山林裡生活大半年。

他於民國60年間從銅門搬到文

蘭，做山刀為業，每天溶鐵鑄刀

從不停歇。他說，做山刀不是為

了賺錢，只是想把太魯閣族的這

項技術傳承下來，有一陣子只剩

他一人獨撐，在溶鐵爐火中映照

著許有祥孤獨的身影。

因為社區營造，推展生態旅遊，銅門山刀受

到重視，村內有多人向他學習，目前村內銅門山

刀共開了6家，幾乎都是他的徒弟。

每天做山刀，賣到哪裡去呢？原來台灣14族

原住民中只有太魯閣族做山刀，所有原住民的山

刀都向銅門購買，許有祥也應各地所需而改變山

刀的造型，例如南部原住民喜歡直刀，北部原住

民習慣使用彎刀，還有各原住民手工藝品店所需

的裝飾刀，也都由銅門提供。

守護家園 政府深得民心

紅茄冬女主人周梅英說，以前政府機關或商

人對原住民的產業都發生過掠奪的紀錄，讓他們

一度以為農業局水培所也是另一個掠奪的政府，

沒想到他們不只沒有掠奪，還幫他們保育，有政

府帶領，她覺得保育工作很輕鬆，她也告訴族人

名具 頭目許有祥傳承銅門山刀技術，村內銅門刀師父都是他所傳

授

余國權、周梅英夫婦保育生態傳承文化，並提供居民就業機會

瑪賽風味餐，香蕉飯、芋頭、地瓜是

主食

瑪賽風味餐很具太魯閣族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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