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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俯視竹子湖現況（照片出處：陳敏明攝於1996年）
藉由共識討論會議，成立「2012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穀東俱樂部」，穀東成員合影留下歷史一刻(2012.4.11)

穀東俱樂部成員的招募，除

繳交新臺幣一萬元的穀金作為農

事作業準備金外，最大前題需認

同穀東證書上所載明的權利與義

務：

「以推動竹子湖蓬萊米原種

田稻作文化、支持在地稻作復耕

及食用自耕有機健康米為宗旨。

榖東成員之召募，採取一年一募

為原則，以當年度可供復耕面

積，設定榖東人數規模及需繳交

之榖金。榖東之權利與義務，依

據農事曆以共識協議訂定相關事

宜，包括共工擔負田間農事、共

享均分年度稻作收穫。相關農事

體驗活動辦理之收益，則成立竹

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稻作文化推展

公基金。」 

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淨方為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今年5月，竹子湖區內久違的

水稻田地景於頂湖再見，距離

1976年結束最後一畝水稻田已近

40年之光景，雖僅只是約莫復耕

2分地的面積，但其意義非凡！

稻米是餵養生命的根本，然插秧

的動作卻是步步後退，這其中的

農事智慧探討或許是凝聚竹子湖

地方共識及擘畫願景的良箴。 

側寫陽明山竹子湖水稻田復耕之情事
　　　　　 -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穀東俱樂部
竹子湖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核心地區，乃是陽明山最具特色

之鞍部地形；其原是35萬年前火

山噴發造成的「堰塞湖」，因侵

蝕作用湖水逐漸流失枯竭，裸露

形成一處窪地，自古即因其自然

地形劃分為東湖、頂湖及下湖三

個區域。 

1921年，時任臺北州農務主

任的平澤龜一郎發現竹子湖盆地

的氣候條件酷似日本九州，因此

向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報

告，並建議試種日本種水稻。由

於氣候、地形等環境條件，可避

免品種自然受粉雜交及病蟲害感

染的問題，產出的稻種純正、清

潔、發芽整齊，故臺北州以此天

賜恩惠的條件，在竹子湖設置原

種田。1926年第十九屆米榖大

會於臺北鐵道飯店召開，伊澤多

喜男總督（任期1924-1926）以

「蓬萊米」作為在臺灣栽培成功

之日本稻新品種的名稱，成為富

有歷史意義之臺灣稻米專用名

稱，也開啟了臺灣蓬萊米的新時

代。 

實行組合，協助各種事業的設施

經營、及高冷蔬菜時期的聯合產

銷運作等協力互助的作法與精

神，在今日的竹子湖已蕩然無

存；舉凡蓬萊米、高冷蔬菜及花

卉時期「領頭羊」的角色光環亦

已不復見！ 

舉凡蓬萊米、高冷蔬菜及花卉時期的「領頭羊」
角色光環，如今何以傳承？

成立「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穀東俱樂部」推動
水稻田復耕

米原種田穀東俱樂部」之構想，

擬藉由社區居民自資協力進行水

稻田復耕，創造有志一同居民的

協力合作機會，發揮群策群力的

精神找回竹子湖的發展共識，亦

可作為推動成立社區產業合作

社，培力養成協力參與地方經營

的實驗過程。

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的經

營，採取組織實行農業組合，且

引入耕作原種田的農民參與各事

業的作業過程，其對原種田的經

營、甚至是竹子湖的開發建設皆

有很大的貢獻。1923年設置原種

田、1928年竹子湖蓬萊米原種

田事務所落成，並於臺灣光復後

仍持續運作，但後來蓬萊米的耕

種已日趨普及，因而竹子湖的稻

作逐漸式微。 1973年竹子湖蓬

萊米原種田事務所結束營運，代

表著竹子湖的稻米產業也至此功

成身退；這段共歷時50年的稻作

史，造就竹子湖成為不可替代的

蓬萊米之原鄉。據在地居民的記

憶，竹子湖區內最後一畝水稻田

約結束於1976年，竹子湖產業正

式邁入高冷蔬菜與花卉的產業時

期；自此之後，竹子湖不僅遺失

水稻田地景的映像，蓬萊米原種

田的歷史記憶更逐漸被居民所遺

忘。 

1985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正式

成立，休閒遊憩之風氣日漸興

盛；2002年 為降低加入WTO政

策對臺北市的農業衝擊，市政

府產業發展局利用鄰近都會區

消費人口之優勢，積極發展休閒

農業，故自2003年於竹子湖開

辦「竹子湖海芋季」活動至今。

據產發局統計資料顯示，竹子湖

海芋季活動約於2007至2008年

達到高峰期，活動期間遊客人次

高達70萬人，平均每天約有2萬

名遊客湧入竹子湖；在地傳說

「作一個海芋季，可以賺吃一年

冬」，不難想像莫約一個月活動

期間，竹子湖人潮洶湧的盛況。

但當「海芋季」與「炒青

菜」成了提高竹子湖農戶收益的

手段後，改變的不僅是產業結

構、也引發遊憩行為對自然環境

的衝擊，同時更牽動地方原住居

民與外來移居者、及商業環境與

居住環境間的張力等問題。更重

要是，因同質性高且直間面對遊

客的商業模式，喪失居民彼此之

間共工合作的傳統組織運作之需

要與能力。蓬萊米時期組織農業

鑒於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事

務所公告為歷史建築、「臺灣北

部蓬萊米走廊推動聯盟」夥伴關

係之建立，接踵而至環環相扣的

情事，促使啟動竹子湖地方建設

發展的蓬萊米原種田稻作史重新

被正視與探討。今年2月，「竹

子湖社區產業發展合作社推動小

組」發起籌組「2012竹子湖蓬萊

「2012竹子湖蓬萊米原種田穀

東俱樂部」成員包括：「竹子湖

社區產業發展合作社推動小組」

召集人曹昌正里長及各任務小組

高泉深、高月妥及陳永如三位

組長；在地學校代表穀東為湖田

國小江啟昱校長及薇閣田園教學

中心陳建行組長；其他個人穀東

包括高賜貴、高自邇、盧柱成、

盧品方、莊道明、王財欽、高于

玄、曹哲愷、陳文松、高碧蓮、

蕭宗桂、白川吾及推動聯盟陪伴

團隊邢玉玫等計19位穀東席次。

雙十圓滿的20席穀東規劃，特

別保留一個席次給所有的有志一

同者共同參與，包括在地所有居

民、包括對水稻田復耕價值認同

的你我，讓支持復耕成為是關懷

臺灣土地的運動，而不是曇花一

現的激情或僅是時尚生活型態的

追求。 

首屆穀東俱樂部並推舉陳永如

先生為「種稻班長」，負責農事

曆之規畫與田間管理等工作。另

邀聘王美麗女士及高銘貫、高銘

獻、楊銘演、曹賜協、曹永成、

曹永得先生等為「竹子湖蓬萊米

原種田種稻達人」，教導以在地

種稻經驗與智慧復耕農地，及傳

承相關農事文化之集體記憶。

19＋1位穀東 
保留一個席次給所有的
有志一同者共同參與— 
1等於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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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蓬萊米走廊推動聯盟發行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竹子湖社區展業發展合作社推動小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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