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發展的多元樣貌，尋找環境的另一種可能 

  熾熱的九月上午艷陽高照，瑞穗鄉的富興 LiPaHak 農場有幾隻竹雞在田裡找東西

吃，位於森林遊樂區旁的生態農場位置獨立，避免土地與水源受到周遭的人為因素汙

染波及。 

  這座占地六公頃的生態農場，是五年前向台糖與林務局共同承租的土地，均分為

私田、試驗田、濕地三個部分，為了讓既有的農民理解友善農法的方式，農場的私田

租借給認同生態農法與尊重多樣性的社區居民共同耕作，目前共有十六位農人參與，

每人分到一到兩分大小的田地，有別於慣行農法對野生動物所造成的危脅，在這裡耕

作他們不施作農藥與化肥，並用「混種」的方式去研究防治生物蟲害的方法。私田的

設置不只能把理念和方式傳播出去，也讓農民能夠把他們遇見的問題帶到農場裡面

來，農作當然是為了收成，但要如何在尊重生態的前提下又能確保收成就是問題；發

現問題以後，就會一同在試驗田尋找對環境友善的解決對策，農場也和東華大的教授

合作共同研究與實驗解決的方式，而濕地的部分則全區保留不做任何開發，提供候鳥

等各種生物一個乾淨且安全的棲息地。 

  起初不使用農藥和化肥對於長久使用慣習農法的農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不僅需

要天天除草，農作物大多不是受到蟲害就是被附近的動物當成大餐享用，為了解決這

些問題，生態農場裡他們使用了自然界的天敵互克法則去平衡整片土地的生態系統，

並且每位農人都會自己的田地種植三種以上的作物，利用植物彼此不同的特性讓農田

的生態達到有機的循環，去營造出一個土地、生態與人三贏的多元生態農場。 

  在農場裡也相當重視每位農人彼此之間的信任建立與情感凝聚，現代的機械化耕

作長久之下使得愈來愈多人都只顧自家的田，但土底是彼此相關，動植物的生態更是

彼此相連，有時鄰田發生問題，卻不曉得要找誰處理，這不只是自然與人的隔閡，也

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當農場開會舉行活動時會要求每位農夫都要出席，不僅是交流

生態知識更是要能知曉彼此的狀況聯繫情感，把友善環境的精神擴散出去。 

  LiPaHak 在阿美族語中是快樂、開心的意思，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價值觀讓每個人

都急著往都市發展，但並非每個人都適合壅擠匆忙的生活，有時候過於快速的進步反

而使人走投無路，如果人們能像土地一樣有更多元的選擇，對農村與都市無疑都是正

面的影響，農業的經營與發展，不該停留在補貼或是補助的思維，他們承擔的是人類



共同的問題並用盡全力去尋找困境的答案，這份工作在勞動與生產的背後更具有對社

會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