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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撐起農場　感謝我是客家人毅力撐起農場　感謝我是客家人

2014-03-28   童于蕙 

　　從原本的職業婦女到成為休閒農場負責人的余秀容，侃侃說起她經營農場的甘與苦，在過去

八年，不管是否能看見農場的未來，余秀容仍堅持她的理念，把農場給撐了過來。余秀容很感謝

自己從小所生長的環境，讓她能有毅力與勇氣走過這段艱辛的路程。雖然一路跌跌撞撞，但她對

工作的熱情與自信從不因此而減少，投注的心血也已化作甜美的果實。

　　余秀容從小就在新竹關西的一個客家農村長大，平時她會幫忙家裡的農事，日子雖然苦，但

也因此培養出她堅強的耐力與毅力。在求學階段，因為家裡生活條件差，無法持續支付孩子求學

的費用，所以在她高中的時候就轉至桃園中壢就讀職校，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活，畢業後就到台北

發展，白天上班，晚上上課，就這樣過了六年，才返回家鄉。

　　在台北生活期間，她學的是企業管理，白天從事辦公室業務，回到家鄉後則轉換職場跑道，

從業務轉到銷售方面的工作。在著手經營農場之前，她的工作離不開銷售業，是個標準的職業婦

女。直到她的父親退休，想種植一些農作物，也剛好家鄉附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但因為當時如

果單純只是種田，收益並不大。

　　「因緣際會之下，有人告訴我們可以種番茄。」在他們正猶豫不決的時候，有人建議他們可

以往這個方向走，於是如馬拉松競賽般，「華山休閒農場」從起跑點正式跨出了第一步。

看見有收成就很開心看見有收成就很開心

　　最初，余秀容並未參與農場的經營，是因為父親及弟弟先開始，她的丈夫後來也加入生產的

行列，隨著農場的面積逐步擴大，接著衍生出的是農作物的銷售問題：「我本來就是從事銷售的

工作，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由我來解決。」余秀容態度確定地說著。此後，她才開始介入農

場的運作。

　　「踩在田裡，看見有收成就很開心了！」余秀容描述當時的感覺很單純。那時，農場的經營

還未轉至觀光休閒農場，或著應該是說，她根本沒想過要往這個方向發展，只是想打出通路，把

他們辛苦種的番茄銷售出去。但生產與銷售是一環扣一環的，當通路打出去，農產品銷售得不錯

，生產方面就會略顯不足，所以在調整的過程中，農場經營的面積也會不斷擴大，如果單單只是

維持農產品的生產及銷售模式，是無法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的。而且，繼續這樣的經營方式，農

場將難以維持下去。

余秀容坐在自製的滑板上採蕃茄，看見自己種的蕃茄有好的收成，心底有說不出的愉快。(攝影/童于蕙)

意外搭上了觀光列車意外搭上了觀光列車

　　當政府推動「一鄉一休閒」政策時，正是農場遇瓶頸，同時也是農場轉型的契機點。余秀容

的農場也搭上這部「觀光」列車，但無論是人力、物力，甚至是財力方面卻可能會帶給農場巨大

的衝擊。由於政府當時曾提供諮詢服務與實質的幫助，他們也到處觀摩各地的休閒農場，但是農

場該往哪個方向走，決定權還是在自己身上。就這樣一步步走來，一路上修修改改，不斷地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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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農場才能有今天的規模。

　　農場開始碰觸觀光面的那個階段，對余秀容來說，是跨足另一個陌生的領域，她必須不斷創

新，收集許多資源，因為那畢竟不是她的專業，那個過程是她最難熬且最痛苦的時候。但是，她

知道這條路是非走不可。

　　因為自己從小就在刻苦的環境中長大，父母親傳遞給她的不只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方面的

鼓勵，也就是客家精神—刻苦耐勞。余秀容說，如果不是本身已具足夠的耐力、毅力與抗壓性，

可能就沒辦法在完全看不到目標的狀況下，繼續走下去；如果沒有一定的堅持度，在農場轉型最

辛苦的時刻，自己就會先累倒，之前所做的努力也會全部白費。

　　農場在不斷的調整下，余秀容也想把一些客家產業帶入農場，如農場所提供的餐點原本是以

南瓜餐為主的西式餐點，後來也融入了客家小炒；在活動安排方面，客源量多的時候，無法全部

的人都在同一區域做活動，所以就安排等待的客人搗客家麻糬，讓來到這裡的人們不僅能玩得開

心，還能體驗客家農村生活。

　　「最忙的時候，我想的只有工作，常常疏忽了家庭和孩子。」余秀容略帶遺憾地說。原本是

職業婦女的她，每天都是正常時間上下班，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陪孩子，但是當她切入農場的經

營後，生活作息整個被打亂，余秀容無奈地說：「要做的事太多，時間根本不夠用！」早期她要

幫忙送貨及銷售農產品，後期就更不用說了，余秀容還要要負責規劃觀光的部分，家庭和工作之

間難以兩頭兼顧。

　　由於疏於照顧孩子，也讓孩子對她有所抱怨：「我最討厭的就是農場了！」她的孩子曾經如

此向她這樣說。那時她的兩個女兒都還是國小生，正是依賴父母親的年紀，而自己卻無法撥出時

間來陪孩子，這是她最大的遺憾。但讓余秀容覺得安慰的地方是，孩子漸漸長大，並沒有因為疏

於照顧而學壞，反而因為父母不常在身邊，而培養出他們獨立的性格，也比較能了解父母的辛苦

，甚至能夠配合她的工作。

　　和家人之間雖有摩擦，但最終還是支持她的工作，除了家人，余秀容也有朋友的陪伴：「很

多東西不是我所學的，但只要有人拉我一把，給我的助力就很大！」余秀容很感謝在她最需要幫

助的時候，那些不吝惜伸出援手的朋友，回想起來，她有時很驚訝自己怎麼能走到今天：「只要

有朋友在，我相信我什麼都做得到！」有朋友的支持與鼓勵，她覺得潛力就會在無形中發揮出來

。

番茄園一景，步道上的軌道為方便採收番茄的設計。(攝影/童于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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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什麼都做得到有朋友什麼都做得到

　　余秀容有個夢想，就是希望這一塊地，能成為許多人心中的後花園。她希望每一個來到農場

的客人都能感受到此地特有的自然與純樸，和濃濃的人情味。她自己也曾打扮成南瓜，讓客人融

入愉悅的氣氛中，記得這個被大自然包圍的鄉村農場。

　　「這八年來，走得很辛苦，但是給了我很多東西！」當農場經大家口耳相傳，加上網路的發

達，客源已逐漸穩定，常常一次接到幾十台遊覽車的訂單，有一次還受邀至總統府前擺攤，這些

對余秀容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經常讓她忙到完全沒辦法休息。但當她完成每一件事，她得到的

卻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成就感，和面對困境時所湧現的勇氣。這些經驗讓她以後不管在哪裡，都

能回想起當初的自己是多麼的勇敢，問題也已不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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