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不覺得茶樹長得很像聖誕樹嗎？」那麼好．ㄚ讓（Namoh Arang）牧師執起一

把還沾著雨水的茶樹枝葉，放進鍋爐中，聽著機器轟隆隆的運轉聲，臉上閃爍著奇異

的光彩。他期待，萃取出來的太巴塱Pisalamaan茶樹精油，能成為串起部落產業、

經濟與文化的關鍵，翻轉地方經濟，讓族人安心回家。

澳洲茶樹萃出太巴塱傳承希望
循清香回部落

微
微細雨，離開市區，循著鄉間小路左彎右

拐，一間以阿美族傳統工法模仿傳統祖屋

建蓋的竹製建築物矗立田間，一旁水塘中的鵝鴨

魚，在水中嬉游，恍若來到一方世外桃源。在太

巴塱社區營造協會的基地外，種植著一整片翠

綠、枝葉細如披針的澳洲茶樹，人還未走近，茶

樹特有的清香便隨著微風縈繞在鼻間。

結合教會社區　以產業改善原民問題

在馬太鞍溪與花蓮溪沖積而成的肥沃黑土上，

坐落著全台最大的阿美族部落「太巴塱」，多雨濕

潤的天氣除了讓部落擁有沃饒的土地外，也蘊育

在Omega Zone的引薦，長期致力於解決部落產業困境的ㄚ讓牧師（左）終於找到了能翻轉部落經濟的希望「澳洲茶樹」。

撰文／梁雯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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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豐富的濕地生態，過往因此地生有許多白螃蟹

（Tafalong），在阿美族族語中音似「太巴塱」，因

而得名。

早期，太巴塱部落以獨有的紅糯米聞名，但很

多人都不曉得，從去年開始，在那麼好．ㄚ讓牧師

想為部落創造經濟產業的努力下，部落中多了200株

枝葉茂盛的澳洲茶樹，行經路過，空氣中都會傳來

陣陣沁人心脾的清香，讓人不自覺地駐足。

出身於太巴塱部落的ㄚ讓，自玉山神學院畢業

後，陸續輪調至花蓮壽山、屋拉力等部落中的長老

教會擔任神職，除了傳教工作外，他也致力於部落

的社區營造工作，「一般人會覺得教會跟社區是分

開的，但我認為佈道是心靈的工作，與社區問題密

不可分。」不同於常人對於一般牧師的刻板印象，

穿著一身正式牧師服在教會講道，臉上掛著爽朗笑

容、頭髮已有些灰白的ㄚ讓，每到不同的部落服

務，都會捲起袖子、穿上工作褲，真正地「走進」

部落中，了解當地產業結構與社區問題，希望以社

區營造的方式解決部落困境。

受到現代文明的衝擊，原住民族產業結構產

生劇變，迫使少壯年紀的族人遷往都市找尋工作機

會，導致部落社會結構轉變，留在部落的多為老年

與幼年人口，衍生隔代教養、老年照護等問題，在

文化傳承上也面臨了危機。

「現今部落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部落中沒有

能讓年輕人留下來工作的經濟產業，」深刻了解部

落處境的ㄚ讓感嘆，過去他在其他教會服務時，就

積極了解當地經濟產業狀況，試圖為族人創造留在

部落工作的產業與環境。在花蓮壽山、屋拉力等部

落服務期間，就成功在當地打造了壽豐木雕與鶴岡

文旦的產業特色，累積豐富的產業經驗。

回原生部落　復育天神禮物紅糯米

「你把別的部落弄得這麼好，都沒有在自己

的部落努力！」太巴塱部落頭目叨念的一句話，

讓ㄚ讓明白：「是時候回到原生部落服務了。」

2011年起，他開始思考該如何改善部落產業，此

時，族人從小曾吃過的紅糯米，便成為他復興部落

產業的首選。

相傳紅糯米是天神賜與阿美族祖先的禮物，全

台只有太巴塱部落才有，過往族人僅會在婚喪喜慶

或招待重要貴客時烹煮食用，因此有「阿嬤的口袋

種子」之稱，產量並不多；且紅糯米植株不高、易

被風吹倒，照顧相當不易，因此逐漸消失於部落之

中。在ㄚ讓的一番努力下，成功號召族人復育，讓

世人重新認識口感Q軟，並有特殊香氣的紅糯米。

紅糯米成功打響了太巴塱部落的名號，部落也

因此成立產銷班，積極復育生產。但紅糯米一年僅

一穫，產量過少，不易加工的特性，更難以擴大成

為支撐部落的經濟產業。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ㄚ讓自2016年擔任長老

教會阿美族中會總幹事之後，除了持續推廣底下

所屬的63間教會，以友善耕種方式生產金針、文

旦、紅藜等特色作物，成為部落重要經濟產業之

外，他也不斷地思考太巴塱部落還有哪些作物適合

產業化。

「當時正好遇上工研院在花蓮設立東部產業服

務中心Omega Zone，推動以工輔農的科技，我就帶

著阿美族中會底下的產業發展部成員，前去尋求協

助，工研院將工業技術導入地方農業累積的豐富經

原先紅糯米產量不多，在ㄚ讓的一番努力下，成功號召族人復

育，讓世人重新認識口感Q軟，並具有特殊香氣的紅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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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一定可以幫得上我們。」ㄚ讓說。

ㄚ讓還記得在Omega Zone看見澳洲茶樹，當

他輕輕搓揉針葉，鼻間嗅聞到清香的那一刻，便知

道：「就是這個了。」

當澳洲原住民的茶樹遇上台灣原住民

澳洲茶樹，這個乍聽之下具有異國風情的樹

種，可能會讓許多當地居民感到陌生，「其實它跟

我們台灣原住民族還有些淵源呢！」ㄚ讓笑著說。

不同於可作為飲用的茶樹，外形與聖誕樹有幾

分相似的澳洲茶樹，在18世紀英國人登陸澳洲時被

發現，當地原住民習慣將這種散發出香味的植物葉

片搗碎後敷在傷口上，用於消毒殺菌，治療擦傷、

割傷、蚊蟲咬傷及其他感染病狀的效果奇佳，且香

味具有穩定心神的作用，英國人更發現此植物的枝

葉具有茂密的油腺，因此萃取其油脂後製成精油攜

帶使用。

這個澳洲原住民種植的原生物種，在200多年後

跨越海洋，來到台灣這座小島，與同是南島民族的

阿美族締結緣分，成為協助太巴塱部落發展產業的

種苗。

工研院中分院副執行長李士畦表示，7年前團

隊與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所黃麗春教授開始合作，

共同在南部院區發展的生物技術澳洲茶樹苗，香味

獨特、成長速度快，品質更符合ISO與歐洲藥典成

分規定，不但精油產值高，萃取出油率更達千分之

二十四，是市面上其他茶樹物種萃取率的數倍以

上，且一年內就可以產業化進行高品質精油量產。

過去在南部產業化過程掌握的純熟生態材料應用、

田間管理及加工、萃取等技術整合能量，現在一併

深根太巴塱部落了。

生命力旺盛的澳洲茶樹適合種植在濕熱多雨的

土地，太巴塱部落擁有被河水沖積的肥沃黑土，以

及多雨的天氣，恰好適合茶樹生長。工研院在輸出

田間管理與萃取技術後，部落在2017年底種下工研

院南部院區實驗室協助生產的200株種苗，約莫1年

的時間已長成如同成人一般高的茶樹林，並於去年

獲得有機認證。

扎根經濟產業　傳承文化特色

此外，工研院也根據部落的需求性質，教導其

應用相對簡易、適合一般微型及家庭農業使用的客

製化萃取設備來萃取澳洲茶樹的精油與純露。「工

研院擁有多種萃取技術，但我們會根據對象的規

澳洲茶樹香味具有獨特性、成長速度快，收成時所需人力少，經加工萃取後產值高，遠勝市面 上其他茶樹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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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目標的不同，來進行客製化的組合，以最適合

與經濟的方式加工，這種模式對東部微型產業發展

非常的重要，」李士畦說。

為了讓太巴塱茶樹精油產業開始發酵，ㄚ讓也

開始規劃後續通路擴點、品牌建立等事宜，「由於

目前產量還不多，我們會先鎖定飯店、觀光工廠小

量供貨，並與地方公益團體合作推出產品，打出太

巴塱茶樹精油的品牌，讓大家知道這些擁有有機認

證的精油來自太巴塱的土地。」

銘刻著「Pisalamaan」的柱狀木頭質感溫潤，

這是族人以在地樟樹、櫸木手工製作的精油木盒。

ㄚ讓解釋，「Pisalamaan」在阿美族語中意思為

「休閒的地方」，茶樹所產出的精油香氛產品，與

休閒、放鬆的涵義有意象上的連結，也代表著太巴

塱部落歡迎大家循著香氣前來部落做客，體驗在地

文化。

除了打造產業，ㄚ讓多年來也致力於社區營

造，太巴塱部落已在去年成功取得「國際安全社

區」的認證，未來，他將朝串聯在地特有的紅糯米

文化以及Pisalamaan茶樹精油的方向前進，形塑太

巴塱部落獨特的文化與產業特色，扎根經濟。

「年輕人在部落有穩定的工作，才能留下來照

顧老人與小孩，我們的文化才得以傳承下去。」幾

乎將半生投身於部落傳道及社區營造事業的ㄚ讓，

面對即將到來的挑戰從不覺得疲累，懇切的笑容

在臉上飛揚，眼裡閃耀著充滿希望

的光彩，期許藉由精油產業翻轉部

落，讓祖先傳承千年的文化，繼續

在太巴塱的土地上生根、茁壯。

ㄚ讓將茶樹枝葉放進鍋爐中，期待著水萃出來的茶樹精油，未來能串聯起部落的產業、經濟與文化。

無毒苗木微體繁殖技術

工研院發展微體繁殖技術，篩選無毒、無基

因缺陷的優良澳洲茶樹體胚，在無菌環境培

養，長根生葉再移植到培養箱，其生長速度

比一般澳洲茶樹快8成、可萃取精油量最高

達6倍。太巴塱部落的優質澳洲茶樹種苗，

在導入植物健康管理及

高值化精油量產技術

後，目前持續協助

高值精油及純露對

外拓銷，促進部落

產業發展。

精彩影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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