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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的家」 李欽祥⼀⽣打造的獅潭後花園 
2018-01-11  記者 許庭瑄 報導 

晨光灑下酣睡的⼤地，雲霧圍繞的苗栗縣獅潭鄉，枝頭⿃聲⽿語。此時，農園中早已出現李欽祥

的⾝影，漫步在農間的⼩道，不時彎下腰間輕摘草枝，不時抬起頭打理果樹。⽣意盎然，紛蝶翩

翩，李欽祥以有機栽培、友善環境的⽅式親⼿打造⾃家農園，遠離城市繁華的喧囂，轉⽽展現原

鄉的⽣氣蓬勃，⽇復⼀⽇的努⼒，只希望能夠保存當地純淨盎然的⽣態，讓更多⼈看⾒獅潭珍貴

的⾃然樸實。

 

李欽祥每⽇早晨皆會到農園裡照料作物。（許庭瑄／攝）

繞了⼀⼤圈，最終仍回歸故鄉的感動

⺠國23年在獅潭鄉出⽣的李欽祥，從⼩家庭便以務農維⽣，為了分擔家計，⼩學僅讀了三年級便
到各地流浪尋找⼯作機會。曾當過礦⼯採煤、泥磚⼯⼈、茶場加⼯等不同性質的⼯作，然⽽最終

他還是回到了故鄉獅潭。⺠國42年獅潭鄉成立了農會，配合政府推動「以農業扶植⼯業、以⼯業
幫助農業」，並依《獎勵投資條例》提供⼟地、減免稅賦來⿎勵農⺠投資農地。當時29歲剛與妻
⼦江有妹辦完婚事的李欽祥，恰好搭上了這班政府推動扶植農⼯的列⾞，透過農會補助順利的購

買⽥地，夫妻倆協定後，決定回歸最初熟悉的農耕⽣活。

萌芽的希望，茁壯的夢想

對於農地耕作，僅依存著兒時記憶的李欽祥，藉著與農會的合作契約，種植了洋菇、⽊⽿、茶葉

等經濟作物，在每次栽種過程中，不斷的學習如何與作物相處、與環境共存，也越來越明確⾃⼰

想發揚故鄉這塊⼟地的想法。⺠國81年，李欽祥便向農會爭取到觀光協會的補助，開始朝⾃⼰⼼
⽬中經營的農場前進，「123的家」便因此誕⽣。

 

123的家之招牌。（許庭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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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欽祥⽤⼼經營農場，希望讓來此參訪的遊客都能夠感受到獅潭獨特的魅⼒。李欽祥到各地農場

參觀學習，看準了草莓的觀光經濟，特地到盛產草莓的苗栗縣⼤湖鄉採苗，使123的家成為獅潭
第⼀個種植草莓的農園。不同於以往爬地式的草莓，為⽅便遊客摘採、觀賞，李欽祥的草莓以⾼

架式栽種，吸引上百位⺠眾來此觀光。李欽祥笑著說：「只要⼤家來參觀捧場，這⼀切都值得

了」。

無⼼插柳柳成蔭

然⽽創業之路並非永遠順遂，嬌嫩⽽易受蟲害的草莓，在李欽祥講究友善環境的種植下，草莓垂

涎欲滴的光彩逐漸消逝殆盡。⽽就在李欽祥為此苦惱的同時，苗栗縣政府開始推動「⼀鄉⼀特

⾊」的觀光政策，促成了123的家崛起，帶入另⼀批觀光⼈潮進入獅潭。

當時，苗栗縣農會提供李欽祥南瓜種⼦，李欽祥比誰都還有幹勁，經由他⼀⼿⽤⼼的栽培，⽇後

竟培養出⾼達五、六⼗種豐富樣貌的特⾊南瓜，包含了重達八⼗公⽄的巨型南瓜、⼩巧可愛的裝

飾南瓜，以及各式不同顏⾊的南瓜。⺠國93年，許多媒體因⽽來此採訪、廣為宣傳李欽祥種植的
「展⽰型特⾊南瓜」，甚⾄舉辦過南瓜個展，誤打誤撞的闖出了造型南瓜的名號，多元豐富的物

種也成為123的家引以為傲的特⾊。

 

李欽祥農園種植的展⽰型南瓜。（許庭瑄／攝）

隨著⼈氣的⾼漲，李欽祥卻沒有因此⾃滿，反⽽更堅定追求要讓更多⼈看⾒獅潭⽣態之美的理

念。他利⽤了農園⼀旁的空地，種植吸引蝴蝶群聚的光⽔菊及蜜源植物，李欽祥說每年五、六⽉

的夏季，便會吸引上百隻向南遷徙的⽒紫斑蝶在此駐留，蔚為奇觀。除了注重果樹的栽培之外，

更重視⾃然⽣態的共存，讓在此⽣存的植物與動物得以達到和諧的⽣態鏈，並以友善環境的⽅

式，維護乾淨的⽔源、純淨的⼟地，打造出動植物之間的平衡美感，保存獅潭最珍貴的原鄉⽣

態。

 

夏季將會吸引蝴蝶來此群聚的光葉⽔菊。（許庭瑄／攝）   

將現實的感慨化作晚年的享樂  

今年已84歲的李欽祥，談起⼀⽣在獅潭鄉打拼的⽇⼦，豁達中⼜帶著些許遺憾。李欽祥說，獅潭
鄉地形腹地不廣，農地多零碎狹隘，不適合機械式規模耕作，耕作效益不⾼；但獅潭也無法開

發，因獅潭為明德⽔庫的⽔源開發地，只允許種樹造林，不可以開發⼟地。「獅潭死掉了沒有未

來，是個養老地⽽已，出外打拼後退休回來休閒。」對於獅潭的未來，李欽翔不免感慨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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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欽翔回憶起年少時期，曾經也希望孩⼦與同鄉⼈能⼀同留在獅潭打拼，然⽽「沒有開發，何來

的就業機會？沒有開發，何來的觀光？」⾄今似乎看破了現實的侷限，轉⽽⿎勵孩⼦們到外地去

闖蕩，李欽翔僅淡淡笑笑的說「獅潭沒有⼯廠，空氣比較乾淨吧」。即便獅潭鄉存在著觀光政策

上的約束，但李欽祥與在外打拼的孩⼦們皆明⽩，退休之後，仍會想再次回到故鄉這片⼟地，休

閒、養老、返璞歸真，作為假⽇家庭相聚的閑散之地。

 

李欽祥談起獅潭的發展，仍不免感慨。（許庭瑄／攝）

信念，為獅潭注入更多感動

六⼗多年過去，現已退休的李欽祥雖然年事已⾼，但每每有⼈道訪時，總是熱⼼的導覽與介紹，

李欽祥的農園如同獅潭的後花園，孕育著上百種植物，每⼀株植物、每⼀科樹種、每⼀粒果實，

李欽祥總能話起說不完的故事，不同於企業化⼤規模的經濟種植，李欽祥的農園更顯得⼩巧⽽豐

富。

李欽祥臉上的笑顏，雖然增添了歲⽉的痕跡，但卻抹滅不掉他對獅潭的珍惜。陽光溫暖照耀，⼭

嵐間瀰漫著新鮮的空氣，充斥著蓬勃⽣態的美，獅潭鄉標誌的景⾊，也就是李欽祥以⼀⽣的信

念，以友善環境的⽅式，保存當地的⾃然純淨，在123農園裡不僅能夠看到⽣意盎然的茶樹、有
機蔬果以及展⽰植物，還能欣賞到翩翩起舞的蝴蝶，豐富多貌的⽣態，使更多⼈感受到獅潭鄉之

美。

 

純靜⽽樸實的農園側貌。（許庭瑄／攝）

延伸閱讀：

農會與農⺠－互利共⽣的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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