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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大目　農田守護者

2015-12-03  記者 修瑞韓 文

設計師，是不少從事設計相關的人所夢寐以求的職業，然而一位土生土長的南投埔里女孩，選擇

放下成為設計師的夢想，毅然決然回歸家鄉，幫助父母親耕作土地。她顛覆一般人對於務農的印

象，扎成一束的烏黑亮髮及一雙明眸大眼，搭配一席簡約的裝扮，她是大目農田品牌的創辦

人――蔡雯伶（綽號大目）。

充滿感染力的蔡雯伶，享受著這份自己所喜愛的工作。

（圖片來源／修瑞韓攝）

 

選擇轉變　如何更好選擇轉變　如何更好

「那時候沒想太多，也覺得自己以後要當一位很厲害的國際設計師！」畢業於大葉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學系，蔡雯伶在大學實習期間意外發現，除了平面設計之外，自己對於景觀設計也有極大興

趣，對她來說，景觀設計多了一份水及土地的生命力與吸引力。因此，蔡雯伶畢業後的第一份工

作，任職於台中的景觀設計公司。

初次離開家生活，蔡雯伶第一次前往水果行購買水果，驚覺市面上販售的蔬菜水果價格之高，她

心想「這樣很好！爸爸媽媽栽種百香果，獲利就會增加。」雖然那年的百香果盛產，但扣掉成本

及運費，一大箱只能獲利二十元，對於農民來說根本是賠錢生意。幾天後回到家，看到爸爸媽媽

忍痛任由百香果掉個滿地卻不採收，對於這樣的情形，蔡雯伶開始思考，如何將家裡的百香果、

南瓜直接販售給消費者，不需要經過一層大盤商的剝削，農民可以獲得合理的利潤，而消費者也

可以買到價格合理又新鮮的蔬果。一個簡單的想法，激起她創造「大目農田」的念頭。

 

守護　她的第二個家守護　她的第二個家

「大目農田」，是蔡雯伶以爸爸的一雙大眼睛所發想的名字，字詞之間透露出一股溫馨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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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黃琪黃琪
本期為喀報第二百二

十九期，共有二十五

篇稿件，其中以心情

故事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為冬令進補，在大家忙碌之

餘，能夠帶來溫暖的感覺。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鄭淇云鄭淇云

我是鄭淇云， 一個
長年旅居台北的台南

人。 我的手很小，
所以握不住的東西，

我就用抱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家寧蔡家寧

我是蔡家寧，每個人

都叫我參參，我喜歡

觀察身邊的微小事

物，對於人與人的相

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

趣，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也有接

案舞者的工作，希望能用更活潑的

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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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蔡雯伶看著辛勞父母親的身影長大。（圖片來源／大目農田臉書）

「小時候，很羨慕別人都是出去玩。在大熱天，我和弟弟就要待在果園撿百香果。」

在大眾的印象中，務農是繁重而辛苦的，除此之外，若遇到天災或是病蟲害等因素，心血在轉眼

間便付諸流水。儘管如此，樂天的蔡雯伶卻說：「各行各業都很辛苦，有些時候不只是身體上的

辛苦才是辛苦。」原先，蔡雯伶在外頭求職，需要在意同事之間的勾心鬥角，以及老闆的目光，

心裡種種壓力讓她喘不過氣，反而是在務農的生活中，她享受著一份難得的單純。

對比上班族每個月可以領薪水，務農人家在一年當中有八個月毫無收入，不斷地付出，四個月後

的收成才能換取金錢。為了填補那八個月的空白，及突破食材有限的食用期，蔡雯伶嘗試發展出

農業的加工品，農田裡不起眼的絲瓜苦瓜，頓時成為最天然的保養品。此外，利用網路訂購宅配

的方式，將一箱箱現摘百香果，在最新鮮的時候送到消費者手中。改變傳統農業的固定通路，蔡

雯伶的付出灌溉了整片農田，同時滋潤大目農田的生命力與色彩。此外，同業的攻擊以及與消費

者認知上的不同，一路上種種挫折更加砥礪她，打造一個只屬於農民與消費者的直接管道。

 

堅持與預算　角色的迷惘堅持與預算　角色的迷惘

起初，父母十分反對，保守地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且女兒沒日沒夜的辛勞，看在父母眼底是滿

滿的心疼。在經過不斷的說服與證明，全家人在蔡雯伶的堅持下給予認同，更一起投入其中。即

使，蔡雯伶的爸爸並非專業的客服人員，他以一口親切的台灣國語，一一回覆每位客人的疑問，

充滿著濃厚且真誠的人情味。

從一早起床，蔡雯伶著手處理來自客戶與廠商堆積如山的電話與訂單，之後再親自到農田幫忙。

只有在寧靜的夜晚，她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寶貴時光，全心全意地投入喜愛的事物當中。

一系列產品的包裝皆出自蔡雯伶的設計，蔡雯伶意外地找到發揮長才的小天地，再次走入設計的

世界裡。「食物本身就是最美的包裝。」為了讓農產品穿上最完美的包裝設計，她利用簡單的產

品外觀，向客人傳遞每一個商品背後獨一無二的故事。蔡雯伶對設計的熱情與毅力，就像是農地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蔡雯伶認真裝飾大目農田的每個小角落。（圖片來源／大目農田臉書）

身為一個設計者與創業者，蔡雯伶需要兼顧每一個面向。她懊惱地說：「身為設計者的我，在意

的是材質的要求，是否能達到我想呈現的樣貌；但是，身為經營者的我，成本是很重要的考量，

因此常常在這兩端迷失自我。」身分上的轉換及現實面的考量，總讓她學著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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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想成就不凡一個理想成就不凡

一個音樂系的學生，在大學有著不一樣的音樂
生活歷練，來成就自己的音樂實力。

那十一天尋我的日子那十一天尋我的日子

十一天的打工換宿，結識許多好友，說了好多
故事。

依循情感　逐步經營夢想依循情感　逐步經營夢想

「大目農田的出現是一份情感，我不想改變它最初的樣貌。」儘管許多國內外連鎖業者邀請合

作，蔡雯伶寧可捨棄那些條件，保持農田現在的質與量，而不是捨本逐末地為求獲利，擴大營業

規模。透過網路的力量，許多農村第二代的年輕人認識了大目農田，更進一步尋求蔡雯伶的意見

與想法：「不需要鼓勵年輕人返鄉，而是該讓這個地方有能力的年輕人站出來。」她也期望未來

能有機會，與埔里地區、甚至台灣各地方的務農者合作。這個想法雖然至今還未落實，但是在不

斷學習的過程中，她一步步地描繪這個夢想的藍圖。

「每一個品牌裡，都能看見經營者的影子。」雖然大目農田販售的是產品，但是品牌所傳達出來

的訊息，訴說了蔡雯伶真實的樣貌，溫暖、鮮明以及充滿活力。蔡雯伶的付出與熱情，不只改變

了這些農產品的樣貌，獲得更多的注目與價值，也重新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標。

永遠給予蔡雯伶支持與幫助的家人。（圖片來源／大目農田臉書）

 

凡事保持新鮮　順其自然凡事保持新鮮　順其自然

對於創業，「大目農田」的存在，就像是蔡雯伶由自己的初衷出發，將想法付諸實現外，進而成

為一個追逐夢想的目標，雖然她也坦言自己不大懂成本結構、營業額等商業層面的事物，但是她

依舊喜歡身兼各個角色的自己，一步步從經驗中學習。儘管一路上走來，總有孤單、迷惘的時

刻，但是蔡雯伶認為，許多事情不需要刻意地經過計劃，在對的方向中總能發掘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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