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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個涼爽的午後，我們來到烏來山上西

羅岸路的葛思悠農場，進入主建築前，

放眼望去都是綠油油的一片，小菜園裡生意盎

然，還沒開門就受到農場主人王媽媽的熱情招

呼。葛思悠農場是王維南、李秀菊（我們稱她

為王媽媽）夫婦一起經營的，「葛思悠」是泰

雅族語「相思樹」的意思，因為農場四周都種

植著相思樹，以相思樹做為標示土地範圍的界

線。王媽媽說，相思樹是一種很耐燒的木頭，

在各種場合都有它的用途，在以前的傳統生活

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這個農場是上一輩的老人家留下來的土

地，從前是梯田和林地。王維南、李秀菊夫

婦退休後，就回到烏來整理這塊地，後來受

到朋友的鼓勵，便開始經營這個小小的農

場，當作是開心的勞動，以及介紹泰雅族文

化和交朋友的機會。

生態建築

葛思悠農場的本體建築雖不大，卻十分有

特色。從入口處進到主建築，完全用木頭建造

的房屋相當融入四周的自然環境；從屋內走到

戶外的用餐區，可以感受到身在樹林之中的自

然舒爽，半開放式的區域四周環繞著許多樹

木。農場餐廳四周的樹木高大且筆直，矗立在

山林中，成為許多昆蟲和鳥獸的棲息地。經過

用餐區走到欄杆處，可以俯瞰他們用心栽植的

作物和菜園，生意盎然，有些植物為觀賞用，

也有些是可以烹飪上菜的。

這裡的整體環境非常舒服，是可以沉浸在

大自然和蟲鳴鳥叫的地方。農場餐廳現在主要

的活動為植物導覽以及提供泰雅族傳統料理，

扮演著介紹和傳承泰雅族民俗植物的重要角

色；農場同時也提供客人特別的DIY體驗：用葛思悠農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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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雙手利用周遭的植物做出料理，別有一

番趣味，讓許多來到葛思悠農場的人都留下非

常深刻的印象。

民族植物與有機農場

說起農場裡最著名的植物，就屬「馬告」

了。「馬告」是原住民族生活中一種很重要的

佐料，中文名稱是「山胡椒」。在以前沒有粗

鹽的生活中，馬告是用來提味的主要香料，帶

點淡淡檸檬香氣。王媽媽說，這是老人家的智

慧，除了當成調味料之外，還可以用來保存食

材，也是一種很有用的消暑飲料。問起王媽媽

的拿手菜，都是和馬告搭配的料理，像是馬告

燻雞和馬告咖啡，真的是用途很廣的香料植

物。除了馬告，農場裡還有許多傳統作物，像

是苧麻和刺蔥，都是和泰雅族文化有關的重要

植物，而且都是農場開墾前就有的原生植物。

農場裡的植物和作物都經過有機認證，

前後大約花了6年多的時間，不斷地經過輔導

和調整，終於得到認證，這一路走來可說是

相當辛苦。談及為什麼要轉型為有機的農

場，王媽媽認為注重健康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才是市場價格。在轉型的過程中，曾經

遭遇到許多困難。

在烏來，最難克服的便是雨季太長，容易

孳生蚊蟲，連帶使植物的蟲害變多。為了克服

病蟲害侵擾，需要使用有機的驅蟲劑，經過不

斷地改良和學習，使得整個農場屬於有機的不

僅是植物，而是整個環境都受到有機的影響，

生態非常豐富。在初夏的夜晚會有螢火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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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盎然的有機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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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白天時蟲鳴鳥叫更是不絕於耳，其中屬於

保育類的台灣藍鵲也會出現在農場裡，不禁佩

服王媽媽照顧這一片農場的苦心。

其實，對這些傳統植物的相關知識，都是

王媽媽向部落的老人家學習而來，以及從生活

經驗中累積，偶爾也會上相關的課程，或是和

朋友交流，就像是學習母語一樣。王媽媽特別

有感觸地說道，她覺得母語和傳統知識都需要

靠生活去累積和培養，平常在家裡就可以多和

年輕人或小朋友用母語對話，或是讓小朋友跟

著老人家到山上去學習，認識山居生活的知

識，才可以讓老人家的知識透過語言繼續傳承

下去。

生態觀光形式與未來展望

「這裡是一個多元的地方。」王媽媽笑著

說，在葛思悠農場裡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可

以嘗到道地的原住民族風味餐、

DIY體驗、採菜、藉由農場導覽認

識植物、焢窯、爬樹等，是個非常

親近大自然的地方，來到這裡的客

人往往都還會再回來，並且帶著更

多朋友前來，也有許多外國遊客會

到農場活動。十足熱情、活力的王

媽媽會親自導覽，因為農場裡的一

草一木都是自己最瞭解的；除此之

外，還會帶著遊客親自到菜園裡採

收，再將大家辛勤的成果製作成一

道道美味的料理。

來到農場的遊客大多是預約

制，除了可以掌控人數以便為當天

行程進行安排，也能讓資源做最大

的利用。因為平時遊客並不多，大

多數的工作時間都花在整理農場和農場中種有許多家用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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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在面對客人時，有些好奇心十足的客人

總是會問上許多問題，王媽媽秉持著客人至上

的精神，總是盡心地導覽和準備料理，也希望

可以將泰雅族文化介紹給來到葛思悠親近大自

然的遊客，讓人覺得來到這裡的客人確實非常

幸福。

烏來地區已經開發觀光一段時間，而王媽

媽來自新竹縣尖石鄉，兩個地區的發展狀況還

是有些差別，雖然在泰雅族傳統文化上並沒有

太多差異，但是因為開發的過程中也間接地影

響到居民的生活，互相尊重文化差異是非常重

要的。其中「禮節」是在原住民族文化中非常

重要的一環，在泰雅族文化中對於長輩和晚輩

之間有一定的禮節規範。

至於外來遊客，對於當地還是要保有基本

的尊重和禮貌，對於學習新文化和傳統知識都

要保持謙卑的心態。來到葛思悠農場的遊客，

大多是非常喜愛大自然的，王媽媽希望客人可

以盡情享受大自然，但同時更要愛護。其中

「不可以亂拔草木」是農場中非常重要的禮

節，如果亂拔草木會造成植物的死亡，而「每

個草木都是有生命的」。此外，在缺乏一定認

識或技術的狀況下，讓客人將植物帶回栽種的

失敗率非常高，所以王媽媽會替客人喜歡的植

物插枝，等到植物發芽，再請客人來帶回去。

這樣的做法不僅可以讓生態更生生不息，也盡

到了愛護草木的責任。

對於農場以及生態觀光的未來展望，王媽

媽笑著說她有很多的理想，包括在農場可以融

入更多原住民族的傳統，更貼近以前的生活方

式等。在夫婦二人細心的照顧和整理之下，農

場真的非常整潔、生機勃勃。但對他們來說，

來客的數量多寡還在其次，保護環境才是最重

要的，同時也希望主客之間能夠將心比心地互

相尊重。坐在這個被群山和綠意包圍的餐廳

中，對這個地方的敬佩感油然而生。這並不是

一個追求營利的地方，而是一個簡單樸實、以

樂活和交朋友的心態，將泰雅族文化介紹給更

多人認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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