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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阿里山山腳下，中埔鄉一個樸實的

山區小鎮，在早晨陽光穿透下展現蓬勃的生命

力。踏進在地的老字號～旭嶺農場，年輕的第

二代莊詠傑先生熱情地打招呼，他接手父親

經營28年的菇類產業，致力轉型改變，包括：

周年生產黑木耳、將原本的慣行農法轉變為

自然農法栽種、改變既有的中盤商通路及讓黑

木耳取得各項身分驗證。

曾經轉型改變帶來的一連串壓力、挫折、

奚落及質疑，在食安風暴下化作一道曙光，

如今的旭嶺農場，如同旭日東升的有機木耳

產業，充滿了朝氣和活力，所有的改變讓人看

見～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阿里山下的傳承

說到嘉義縣的中埔鄉，它是嘉義都會區

中的衛星城市之一，銜接著阿里山，曾經誤打

誤撞的成為全臺灣檳榔最大宗的產地，近年

來極思轉型，靠著獨特地理環境，八掌溪的溪

風循著雲深不知處的山循環不息，吹拂著北回

歸線以南的中埔鄉，氣候非常適宜栽種黑木

耳，全臺80%的黑木耳來自中埔鄉。

詠傑來自嘉義中埔當地菇類世家第二代

子弟，其父親在地方深耕菇類產業多年，是個

令人敬重的長者，由於詠傑是家中的獨子，從

小跟在長輩身邊學習，耳濡目染下對於菇類的

栽種技巧並不陌生。打從小時候，詠傑就開始

幫忙，菇場是他的遊戲區，推土機、挖土機及

堆高機是他的玩具，當同儕忙於玩樂時，詠傑

早已開著他的大玩具，在成堆木屑的種植環境

中穿梭往返幫忙。學校畢業後，順理成章接手

父親經營28年的旭嶺農場，那年他還不到30
歲選擇勇於承擔重任。

堅持轉型改變的二代

早期在詠傑父親經營的年代，著重於生

產，生產品項包括：香菇、杏鮑菇及木耳，生

產後的產品交給中盤商，不需要直接面對消費

文／圖 ■   趙秀淓

臺灣有機黑木耳達人～臺灣有機黑木耳達人～莊詠傑

圖一、捧在手心上的黑木耳是詠傑引以為傲的心血結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6%98%9F%E5%9F%8E%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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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生產的產品全數銷往傳統市場。詠傑剛

開始承接父親的菇場時，一切都是依父親的

指示種植和販售，沒有一件是自己能掌控的，

當時的他心灰意冷，日復一日的節奏讓反骨囝

仔想改變，內心不斷地呼喊，既然可以生產出

好的東西，不應該只是當個默默不見光的幕後

生產者，何不改變銷售策略直接面對消費者，

減少中盤商的剝削，並且拓展販售通路。

詠傑開始改變，產品開始轉型，選擇專注

黑木耳而且周年生產，因為它的生命力強，即

使栽培區人來人往的出入或以手觸摸，也不

易受損，很適合大規模生產。銷售通路除了架

設網站打通路外，還堅持親自面對消費者，並

且投入大手筆的資金將原本的慣行農法轉變

為自然農法栽種，一連串的逆向操作和改變，

家中長輩自然是不贊成，父親常常對他說：

「少年ㄟ，不要衝太快，收不回來就慘了。」

當把自然農法栽種的木耳送到盤商處，卻遭對

方劈頭無情的責罵，「你們家黑木耳這麼醜，

怎麼賣？」他想試著說服市場「吃得安心比漂

亮更重要。」，但現實是殘酷的，不願意與傳

統市場妥協的他，開始突圍「跳過盤商直接找

上通路。」當他帶著自然農法栽種的黑木耳

上門推銷時，通路的採購人員反倒狐疑地問

他，「你為何不透過盤商？是不是貨有什麼問

題？」一連串的挫折、奚落及質疑，曾讓詠傑

壓力很大。

除此之外，農場還向農會和銀行貸款擴

充產能，投入大量的成本買機器，擴充溫室栽

培場，人員專項分工，並讓家中黑木耳取得

各項身分驗證，包括通過臺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驗證、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有機農產品

及有機農產品加工驗證，甚至連ISO22000及
HACCP驗證也取得，結果盤商反問：「啊，你

這些證書有用可以吃嗎？」一切的努力卻苦於

無法馬上看到成果，努力卻看不到盡頭，詠傑

內心很煎熬，但他為了貫徹提供安心的黑木耳

給消費者，寧願繼續「堅持」和「等待」。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10年的壓力、煎熬和等待，一場食安風暴

看見了曙光。當全臺陷入前所未有的食安驚

慌，消費者希望自己所吃的食物不是充滿危害

圖二、楊宏瑛場長、陪伴師洪進雄老師、許華芳助研員及
趙秀淓副研員至旭嶺農場拜訪百大青農團體組 (莊詠傑、
張益豪、莊朝凱)，並提供栽培相關建議

圖三、清晨剛採收的黑木耳正等待著分級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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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可以安心的食用，紛紛尋找有

驗證的產品，尤其有機黑木耳只比

慣行黑木耳市價每斤只多2～3元，

消費者當然會優先考慮。「等待是

值得的」，詠傑的超前佈署帶來改變

的契機，因為農場內的產品擁有各

種驗證，很快就得到消費者的信任，

同時也擦亮旭嶺農場的金字招牌。

各大通路包括全聯和愛買等紛紛找上旭嶺農

場，加上黑木耳飲正夯，愛之味、南僑等食品

大廠，也請旭嶺農場提供原料。

詠傑指出一般消費者對於黑木耳的期待

不外乎是又黑又亮，其實黑木耳顏色本來就

是隨著四季變化而轉變，夏天黑木耳生長快

顏色較淡，冬天天氣冷黑木耳生長慢顏色

較黑，過度的一味期待又亮又黑的黑木耳，

會讓生產者在種植過程中，為了要保持色澤

度，只能選擇噴藥。為了要和進口及市售常見

的雲耳做出區隔，詠傑表示旭嶺農場生產的品

牌是～臺灣有機黑木耳，2016年旭嶺農場的
有機木耳更躍上國宴的餐桌上，入選520國宴
菜色—「三小福」中的醋漬木耳蓮藕。如今的

旭嶺農場，如旭日東升的有機木耳產業，充滿

了朝氣和活力，所有的改變讓人看見，更是完

美地呈現「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回首來時路∼青農輔導

詠傑回顧2年臺南場青農輔導，感謝臺南

場規劃專案輔導及經營指導，也要感謝陪伴

輔導師前嘉義大學洪進雄老師，在詠傑還不

是百大青農時就是最佳的指導老師，除了提

供菇類生產栽培管理和病蟲害防治全方位諮

圖四、待採收的黑木耳
是詠傑與家人辛苦耕耘
的成果

圖五、為提供消費者另外
的選擇，旭嶺農場還有乾
燥的黑木耳及黑木耳飲

詢，也傳承經營相關的經驗。雖然是在從農第

12年才成為第五屆百大青農，但在百大青農

的平臺可以認識不同領域的青農，進而可以討

論農場、產品品牌及目標，拓展從農的視野和

突破。

為了充實自己經營管理的能力，詠傑除了

繼續到嘉義大學EMBA深造，還積極加入嘉義

青年農民聯誼會，平日熱心公益的他也相當重

視青農間的相互交流和協助，因此被推舉為嘉

義縣青農聯誼會中埔鄉分會會長及總會行政

組的組長，此外他也以回饋之心不吝提攜後

進，並將自己的從農經驗傳承給新進青農，幫

助解決青年從農問題，串聯青農打團體戰，希

望能創造成功的模式，讓農業成為年輕人打

拚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