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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泉明　堅守蠶業　慘業成為產業涂泉明　堅守蠶業　慘業成為產業

2014-10-27  記者 葛致成 報導

　　國小的下課鐘聲響起，合作社總是擠滿了小朋友的吵雜聲，有人要買玩具，有人想買點心來

解解饞，也有著要買桑葉回去餵自己心愛的蠶寶寶的小朋友。養蠶是許多人小時候的共同回憶，

但你是否曾經想過，手上的蠶寶寶是從哪裡出生？手上的蠶寶寶究竟又是來自何方呢？

　　台灣的蠶業自從一九九二年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以來，僅存的蠶園已所剩無幾，而泉明生態教

育蠶業農場的主人涂泉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路堅持下來，即使是在最艱困的環境依然選

擇不放棄，成為台灣碩果僅存的蠶業巨人，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如此執著守護台灣的蠶業文化？

從零開始　蠶遭螞蟻吃光從零開始　蠶遭螞蟻吃光

　　涂泉明從小生長於苗栗獅潭鄉的農村，一路跟著父親務農。成年之後先是靠著打零工過了好

一段日子，不管是鐵路電氣化的工人，還是上山砍竹子的工作都做過，直到一九七八年，農委會

派人來輔導的時候才正式接觸蠶業。涂泉明表示，當初會毅然決然選擇蠶業的原因有兩個，一來

是蠶繭有公定價格，二來是以後就不需要在外頭到處跑，可以兼顧家裡又可以過上安定的生活。

　　涂泉明也表示，起頭的過程相當不簡單，第一次接觸的時候什麼都不了解，還好當時是經由

農委會輔導，不管是種桑樹，還是培養蠶寶寶結繭的過程，都有輔導員幫忙。不過那時候還是遇

到不少困難，像是蠶寶寶在全部都冬眠的時候必須要灑石灰粉，可是剛開始不懂，看到別人灑也

跟著灑，結果導致桑葉凋萎，還沒冬眠的蠶寶寶們沒東西吃。有時候則是碰到天敵螞蟻大軍，把

蠶寶寶吃個精光，當初在防備上傷了不少腦筋。所幸後來就很順利地上了軌道，平穩的日子持續

了好一段時間。

涂泉明手上的布，印有蠶的各類品種，他逐一解說這些品種的異同。（葛致成／攝）

政策廢蠶　矢志保存文化政策廢蠶　矢志保存文化

　　蠶園順利地經營了十來年，但卻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遭逢巨變，那時採購蠶繭的國家紛紛轉

移至中國大陸，農委會決定推動「廢耕桑蠶自行轉作計畫」，利用補貼金希望蠶農放棄蠶業。涂

泉明那時聽到的時候就想：「這蠶業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如果是不好的東西早就被人類所淘汰，

為何它能存活幾千年？」

　　他立刻就提出了為何要廢蠶的質疑，開協調會時也堅持「就是不廢」的理念。一來他養蠶十

幾年養出了感情，二來他想說為何一個持續了幾千年的文化，怎麼到了我們手裡就不見了？ 再者

，很多地方是需要蠶的，像是國小的自然課和大湖農工的蠶絲科，如果今天蠶業都沒有了，他們

該何去何從？

　　涂泉明強調：「一個對人類這麼好的產品突然間我們國家就沒有了，這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

事嗎？」出於一個保存文化的使命感，他決定不管如何都要堅持下去。

　　涂泉明表示，當初雖然決定要堅持蠶業，但他並不會製造成品，缺乏技術導致必須自己重新

整套研究，加上農委會承諾要收的一年半成品只收了半年，讓他連收入都成了問題，夫妻倆必須

要一邊研究如何製作成品，一邊開著插秧機到後龍幫忙插秧賺外快，早上四點就出門，晚上八九

點才能回家。小女兒不捨父母親勞累，在出門必經之處留了個「爸爸、媽媽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

了」的紙條，更加深了涂泉明決心將蠶業留在家裡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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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涂泉明維持蠶業已經下了不少苦心，還是遇到不少危機，像是配種問題就差點導致蠶業

的存亡危機，當時的改良場要求有製種執照農民才能跟它購買原種，可是製種場都倒光了，還能

上哪實習取得執照？ 在當時的困境之下，涂泉明卻講了句「我撞到頭破血流就是要留這個蠶業」

，在這樣強大的意念之下，果真讓他找到了時任立委的劉政鴻幫忙解圍，成功修改了製種條例，

蠶園的生存又現一道曙光。

涂泉明正在餵食蠶寶寶桑葉。（涂智勇／攝，涂泉明／提供）

越挫越勇　洗繭突破技術越挫越勇　洗繭突破技術

　　而這樣邊研究邊插秧的苦日子又持續了兩年，解決了配種問題之後就是處理成品，那時兩夫

妻都煮兩公斤的平面繭，但成效始終不彰，就算請改良場的加工課長來幫忙，涂泉明還是對於成

品不大滿意。

　　直到有一天，他腦中突然就閃過一個想法：「是不是我太懶惰，哪個步驟忘了做？」他想到

：「是不是沒洗？」他馬上開了小貨車回家，把平面繭洗好曬乾再煮，有洗過的跟沒洗過的果真

差了十萬八千里，一直到這時候，才總算把所有的技術學完備。

　　完整的技術確實讓蠶園的生存獲得了穩定，但涂泉明知道，單靠生產可能沒有辦法生存，轉

型似乎勢在必行。或許是神明的恩賜，他在一次義民廟落成的典禮上擔任志工，正巧遇到了個記

者，他對於台灣居然還有蠶業感到非常新鮮，立刻決定訪問涂泉明的蠶園，當天晚上新聞播出之

後，蠶園的名聲立刻被打響，各個報章媒體陸續前來採訪，也開始有學校來預約參觀，蠶園的名

氣可以說是一炮而紅。

涂泉明正在逐個檢查蠶絲被。（涂智勇／攝，涂泉明／提供）

轉型求變　生態教育有成轉型求變　生態教育有成

　　不過轉型的過程也並非一開始就很順利，當初涂泉明對於在人前解說其實是不太擅長的，當

他知道一個團體正在路上要來參觀的時候，心臟就會開始蹦蹦跳跳。這時，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他決定在他的口才練好之前一毛錢的解說費用也不收，前前後後花了六年磨練自己的口才，才突

破心理障礙，也才開始每人僅收微薄的三十元解說費補貼農場。他在導覽的兩個小時中，將自己

如何以生態的方式經營蠶園傳達給都市孩子，就算在經濟不許可的情況之下也能生活得快樂。

　　涂泉明表示，作為一個客家人對他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一個「硬頸」精神：「該做的事情我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在最忙的時期，他曾經三天三夜不睡，做平面吐絲的時候也常常忙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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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睡地板。明明沒賺多少錢又何必如此呢？他認為，這就是客家精神，一種強大的執著，不管如

何都要把蠶業撐起。「現在全國的蠶業除了姓涂的還有兩家，都是客家人」涂泉明自信地說：「

我身為一個客家人很驕傲」。

涂泉明帶參訪的民眾介紹桑園，將自己經營的方式解說給眾人聽。（涂智勇／攝，涂泉明／提供）

附件下載：
趙文綾.葛致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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