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見臺灣─美麗家園的守護者

臺灣是一個美食的天堂，很

多觀光客來此享用了美好

的飲食滋味，離境時最想帶走

的，會是什麼呢？根據這個概

念，我們創造了一種用家書形

式包裝的臺灣米，裡面裝著兩

杯米約300克的量，大概只能煮

四碗飯。它並不是用來滿足腸

胃的，而是用來飽足心靈的，

是給海外遊子或準備離開臺灣

的客人，帶回去當紀念的伴手

禮。

樸實誠摯，讓人勾起感恩心情

回想2006年我們創辦「掌生穀粒」品牌 ，

最早的起心動念，就是為了「想給臺灣依舊美好

的事物掌聲鼓勵」，未料第一件文創產品，一

問世即獲得熱烈迴響，自2010年起連續三年贏

得多項國內外設計及文創大獎，大大鼓舞了我

們再接再厲，持續發掘更多好的農產品，把臺

灣依舊存在的美好人心和農地上的好滋味，用

力放大介紹出去，讓國際上更多人認識她、愛

上她。

我們把大家天天都看得到的平凡白米飯

打造成精品，好多客人買回去或是收到親友饋

贈，總是捨不得開來吃，直到長了米蟲打電話

來問我們怎麼辦，真是令我們意外。後來我

慢慢理解，一般人收到這份禮物所以捨不得拆

開，並不是因為它的包裝有多精緻，而是打心

底對於白米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想對它好好

的說聲謝謝。但是在過去，很少人想到要怎麼

做，因為這個包裝，讓人找到了心靈的視窗，

道出我們敬天愛地，感謝老天爺賞賜食物的那

一份真心誠意！

所以這包看似平凡的米，的

確不是作為日常生活飲食用的，

它喚起了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共鳴

及感動。希望大家在年節歡慶團

圓，或是哪天想好好犒賞自己一

下的時候，能夠想起這份感恩的

心意，找一包最好吃的米來吃，

就是對這片土地認真打拚的農家

最大的掌聲鼓勵了。

美好家園，全靠農家認真打拚

這幾年由於尋訪臺灣的好米產地，我們

從臺北、花蓮到臺東來回走了多趟，努力挖掘

當地的小農家，因此聽到或看到不少動人的故

事。譬如在花蓮長良，我們曾拜訪一個有機產

銷班，參加的農友都是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嬤，

看他們勤奮學種有機米，成本高、過程又辛

苦，產銷班的年輕經理說：「連七、八十歲的

阿公阿嬤都不放棄了，我們年輕人怎能輕言放

棄呢？」這件事感動我們的不是有機這件事，

而是他們的態度。這是一條好長好遠的道路，

就是為了要奉獻給這片土地共同生活的人！

在海岸山脈那邊的玉里秧苗場，當太陽

剛剛從太平洋升起來，我們一早不到五點就趕

到現場，秧苗場的主人卻說：「你們現在才來

吼？都已經快中午了！」在這裡，你可以看

到風吹稻浪從東到西、由遠到近，一波一波緩

慢起伏，金光灑在稻葉上光彩動人，安詳又美

好的景色，讓人由衷感恩臺灣的農家，他們不

僅是本土農業的守護者，也是美麗家園的守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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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照亮心靈」講座摘錄

主講／程昀儀(臺灣米食推廣人) 整理／謝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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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昀儀老師分享「為臺灣依舊存在

的美好事物掌聲鼓勵」的理念。



路過臺東海岸時，常會見到公路旁有一

塊小小的稻田，根本容不下任何大件的農業機

具，因此插秧時，農家人就把秧苗放在小臉

盆中，彎下腰用手一株一株插進泥土裡；稻子

熟成的時候，也是用人力一把一把揮汗收割。

每次看到這個畫面，彷彿又回到那古老的、和

諧的農業社會時代，心中油然產生一股感動。

我們並沒有買他們家的米，因為他們一季的收

成，只給自己家人吃就差不多了。

混合米種，合而不同更有個性

我們剛開始建立品牌時，本來想強調「單

一米種、單一農夫、單一產地」，像威士忌一

樣，標榜著酒莊或產地特有的純麥精神，因此

找了一些小農來合作。由於我們的定價較高，

只是做為一份謝天謝地的禮物，並不會影響家

庭食用米的市場，因此得到許多小農戶答應配

合。沒想到反應出奇好，很快的產品就不夠賣

了，於是透過小農朋友介紹，認識了范先生，

他在臺東關山有一個較大的米廠。

當我們去找他並提出「單一米種」的理念

時，他就直接說他做不到，令人大感意外。其

實他很清楚，只要他不說我們也分辨不出所謂

的混米和單一米種，也許吃時香味和口感會有

差異，但從外觀上是看不出來的，更不要說臺

灣的米還有數十種不同的

品號。他卻很誠實地告訴

我們他不願意，因為他覺

得這樣「不好吃」。

他 說 ， 每 一 種 米 都

有個性，不同的品種個性

也不同，有些米剛收成的

時候好吃，有些米則要多

放 幾 天 ， 等 穀 粒 再 熟 成

一點才會好吃。所以他賣

的 米 ， 常 根 據 自 己 的 經

驗，把不同的米種混合在

一起，調配出最可口的比

例。「人也是一樣，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沒有

百分之百的好，長短互補

合在一起，才會產生和諧

的美好！」

從他身上我學到一種坦蕩蕩的誠實，也

接受了這一款很有它的生命態度與個人風格的

米，事實證明，小朋友最愛吃的就是范先生家

生產的米，雖然它不是有機米，只是減農藥與

安全栽種的良質米。後來他開始做有機米了也

不張揚，只是默默地去做，這種堅持與踏實讓

人印象深刻，十分佩服。

一路相挺，深入挖掘農家故事

因為要直接跟農家採購，我們常親自到

產地去調查、紀錄，有機會認識許多在產地認

真打拚的農家，本來以為是我們來協助農友他

們推銷農產品，後來發現自己學到的更多，反

而應該謝謝他們，若不是這些農友不嫌麻煩、

不辭辛勞的支援配合，我們也完成不了創業的

夢想──為臺灣依舊存在的美好事物掌聲鼓勵

吧！

我們跟農友合作的模式，有點類似出版社

與作者的關係。也就是我們不會耕田，也沒有

那個天賦，但是他們有，他們努力在土地上一

行一行地爬梳，耕耘自己的農產品，就好像作

家洋洋灑灑寫了很多文字，卻不會編輯設計出

書，也不懂如何行銷包裝、面對市場，只有交

給出版社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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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師呼籲，我們要關注那些在臺灣各地默默耕耘的農人，因他們守護農業就是守護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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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看到「掌生穀粒」的包裝，不管

是米、茶還是蜂蜜，從設計理念到產地產區、

風土條件和他們的耕作者，都有詳盡的說明，

而且我們的網站或部落格也有每件產品背後的

故事。因為我們很喜歡在農家忙的時候跑去，

在旁記錄並參與他們每一次的收成，希望能深

入挖掘他們的生命故事，並把他們值得欽佩的

地方寫出來。 

因 此 ， 我 們 其 實 更 像 農 產 品 的 「 出 版

社」，專門替優秀的農夫「作者」用心包裝，

讓更多人認識並愛上他們的農業「作品」。這

樣的合作模式，推翻了過去農產運銷傳統由盤

商向生產勞動者批購，上下游通路被集體壟

斷的形式，使更多的小農──真正土地上的作

者，有機會向大眾發聲，介紹他自己的作品。

從共生共榮的觀點來看，我們彼此就是個

「夥伴」關係，當我們回頭，回到土地上去尋

找那些依舊存在的美好事物，果真它就在我們

腳下，我們要特別感謝那些跪在地上，為我們

在田裡彎腰耕種，從手掌生出飽足我們的臺灣

農家，他們對土地的守護，總是帶給我很大的

啟發和深深的感動！

共生共榮，大方分享土地資源

有一次，我們到臺東拜訪一對原住民夫

婦 ， 他 們 是 我 婆 婆 的 好

朋友。我們剛開始找米源

時，婆婆就大力推薦說，

到他們家吃過飯的人，回

去都念念不忘還想再吃一

碗，而那天桌上有什麼菜

卻記不得了。他們在麻荖

漏山附近有一塊小坡地種

水稻，我第一次跟著Mali

阿姨和Nakasa姨丈下田，

就 看 到 一 個 頗 感 人 的 畫

面。

那 天 要 收 成 了 ， 他

們先到田裡去趕鳥，再將

小型收割機推下去操作，

剛開始很順利，突然聽到

很多人哇哇大叫，呼叫收割機停下來，我們才

看到田中央最深處，有一隻母鳥叼著小鳥飛出

來，後面還跟著其他幼鳥，羽毛都光禿禿的尚

未長出來，笨拙的四處奔逃，有一隻幼鳥不小

心被機器的葉片卷到，當場一命嗚呼，Nakasa

姨丈只好撿起鳥屍，慎重地埋在田邊。

在此我看到農夫對待生命的重視與珍惜，

即使平常很討厭這些鳥掠食穀物、破壞秧苗，

但也不願意見到牠們發生意外或受到傷害。後

來拜訪一位阿美族農友Samai，我的體會更深

刻。

當時正值稻禾結穀期，Samai一邊說話，一

邊對著山谷喊叫、拍手，我們以為他在跟誰打

招呼，一問才知他只是在趕鳥。他說，早年農

家為了防止鳥類掠食，想盡辦法下農藥、放鞭

炮，花費高又傷身，後來發現只要拍手擊掌，

發出噪音，就可以把鳥兒嚇跑了，方法既簡單

又環保。

到了收成季節，我們又去找他，幫忙看

收成狀況並討論碾製的問題。我先生看到田裡

有一堆鳥正在啄食穀子，就拼命拍手、大聲嚇

阻，Samai反而說沒有關係，「反正小鳥也吃不

了幾粒穀子馬上就飽了。」此時我又看到了他

們的肩膀與美德。當穀子還小，農人必須趕鳥

以保護作物的生長，等到穀子結實稻穗纍纍，

就願意大方分享，彼此共生與共榮。

▲臺灣是眾神祝福的島嶼，也是生物的諾亞方舟，要與這片土地的生物共榮共好。



珍惜臺灣，眾神花園美麗寶島

這些點點滴滴，都是我在臺灣各地所看

到的尋常農家生活，他們不單重視土地倫理與

田間生物的共好，同時也抱著「種給自己家人

吃」的那一份心意在做田，就像小時候，外公

外婆從鄉下帶自己種的菜上來臺北給我們，那

種有情有味的滋味，依舊存在我們的土地上。

自從開始從事農業的發現之旅，我有機會

看到自己以前所不知道也不認識的臺灣，驚訝

於臺灣之美。因為全世界所有的熱帶植物向北

延伸，直到臺灣落腳為止，所有的寒帶植物向

南延伸，也在臺灣最後停住，如此交會出十分

豐富又精采的生態花園。光是烏來這一座小小

的山頭，就可以從山腳的蕨類植物到山頂的針

葉林，看到高低溫差極大的各種寒熱帶植物。

由於臺灣島是600多萬年前，受到歐亞大

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共同推擠而浮出海面的

陸地，土地所含的微量物質和能量仍很年輕，

相較於中國大陸或印度、歐洲那些古老的陸

塊，我們的地質剛好處於較穩定又很有活力的

時期，所以在這塊土地上很適合耕種，所生產

的糧食，其實是可以自給自足、富強國力的。

這就是我們從臺北、花蓮、臺東，一路所見的美

好景象，也一直想努力告訴大家，臺灣是眾神

祝福的島嶼，也是生物的諾亞方舟。我們何其

有幸生在這裡，與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物共榮共

好，請別再忽略、糟蹋了自己的稀有價值！

這幾年因房地產炒作與投機，造成農地

不斷流失、荒廢，讓人感覺很可惜。我們一直

相信，農業是長期的，必須用時間溫柔的跟土

地交換一個大未來，但工業不能，房地產也不

能，一旦這塊地變了，再也種不出東西時，就

無法再回頭了。

所以我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及時的掌聲

鼓勵，關注那些在臺灣各地默默耕耘的農人，

因他們守護農業就是守護了土地。讓我們一齊

幫助臺灣的農家，走出一條精彩的道路，讓他

們做自己，把自我的風格找出來！

(本文為101年演講摘錄，文中所述供銷情形，

與目前現況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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