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才濛濛亮，磚窯居第三代主人徐尉傑已經起

身忙碌，裡裡外外的打理民宿事務。說磚窯

居是民宿，其實更像是一座生態的園區，花草盎然

生長，雞鴨兔在園區恣意晃蕩，荷塘映著天光，蜻

蜓、蝴蝶在花叢間飛舞。

找回富里的記憶　窯廠成為民宿

建於1966年的磚窯居原名「富南窯場」，由

徐尉傑的祖父徐鏡明經營，專門生產紅磚提供建築

使用。1990年，因環保意識抬頭及產業結構轉變，

紅磚需求大不如前，磚窯場停止營運。後續10年

間，磚窯場閒置，土地部分轉為有機水稻耕種，直

到2000年碧利斯颱風襲台，閒置的磚窯場在颱風中

受到嚴重損害，徐尉傑的父母不捨祖傳家業就此消

失，因此決心修復整建，並希望以另一種方式重新

找回窯場昔日風華。

撰文／梁雯晶

富里是花蓮最南端的鄉鎮，三台則是富里最南的地名。台9線上距離台東縣界約500

公尺處，一根13層樓高的大煙囪矗立在不遠處，循跡前往，近60年歷史的富南磚窯

場赫然現身，窯場已不再升火開爐，化身為一間充滿人情溫暖的旅人家，邀請旅人來

此做客，感受富里豐富的自然生態與歷史文化。

技術搭台豐富在地體驗
磚窯場化身旅人家

在13層樓高的大煙囪旁，是近60年歷史的富南磚窯場，如今已化身為充滿人情溫暖的旅人家，邀請旅人來此做客。

科技圓夢　洄瀾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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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一磚一瓦，大至建築結構，都由徐尉傑的

父母一手包辦，歷經7年時間終於修復完成，於2007

年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2008年以「磚窯居」為

名，改建成民宿。

「磚窯場成為民宿後，有一些以前在窯場工作

過的員工或後代，會特地跑來住宿，跟我們述說以

前在這裡工作的回憶，」徐尉傑說道，窯場全盛時

期，約有30多名員工，當時花東地區共有13間磚窯

場，富里僅有富南窯場一間。對許多富里人而言，

磚窯場不僅是徐家的家業，更烙印著許多屬於當地

居民的記憶。

結合在地資源　手作精油米糠皂

中央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徐尉傑，不同於多數

同學選擇進入科技業，他毅然決定返鄉，協助父

母經營民宿。「我不覺得進入半導體、科技業，

就是有『前景』的選擇，」他認為，將人生最精

華的部分，消耗在沒日沒夜的工作中，並不是自

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且比起繁華忙碌的大都市，

他更喜歡家鄉充滿綠意及悠閒自得的環境。

徐尉傑回到富里後，慢慢從父母手中接下家

業，在同是返鄉或移居富里的年輕人團體「富里

983」引薦下，接受工研院輔導，學習植物精油與

米糠液萃取技術，搭配園區內豐富的花朵香草，

製作精油、米糠皂等商品、設計DIY體驗活動，為

民宿引進多元經營方式，估計可提升消費客單價

約1成，也讓住客深度體驗富里文化。

凝聚共識　讓更多人認識富里

深耕富里，協助產業輔導的工研院中分院副

執行長李士畦強調，對富里、乃至東部的產

業輔導，跟西台灣幫助產業的定義是很不

一樣的，把產量、產值做大，「這是西

部產業的思維，」他指出，東部農村產

業比較適合深度體驗、特殊物產，或文化

生態層面共同結合的產業生態系發展，這

與里山倡議的精神是相通的，因為科技在這裡

一定要建立在生態、文化與在地的框架上來營造

特色。

富里最大的特色在於文化多元，徐尉傑如

數家珍：豐南部落保留很多阿美族文化，如豐

年祭；還有竹田村的客家文化，像是義民廟的慶

典，每年都吸引許多人參與；而東里村的「阿立

太祖」公廨，則是平埔族文化，「富里要發展觀

光，絕對不是走馬看花，而是深度之旅。」

「我們不希望富里變成炒短線的景點，」與

多數富里青年一樣，徐尉傑期待富里產業興盛的

同時，仍保有獨特文化風貌。產業要發展，勢必

要做到一定規模，這不是一蹴可幾，「我們還在

凝聚共識的階段，期待更多認同的能量，一旦機

會來臨，就能讓更多人認識富里，」徐尉傑的語

氣充滿信心。

在工研院的輔導下，徐尉傑學習植物精油與米糠液

萃取技術，製作精油、米糠皂等商品、設計DIY體驗
活動，為民宿引進多元經營方式。

米糠液萃取技術

米糠是碾米過程中所褪下來的黃色皮層，米

糠褪去後即為市售胚芽米、精米。富里是米

鄉，米糠為重要副產品，工研院協助磚窯居

民宿導入客製化萃取設備，讓民宿、農莊更

容易使用，萃取的米糠原液結合植物精油直

接製作成手工皂或面膜等，提升平均消費單

價，彰顯在地農產與觀光結合特色。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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