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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湖農場──⼟地關懷的縮影 
2018-01-11  記者 林芷懷 報導 

從台三線隧道邊的⼩路彎進去，不到三百公尺的路程，以⽊頭打造的「紙湖」招牌便映入眼簾。

紙湖農場，位於獅潭鄉北邊的百壽村境內，「紙湖」⼀詞取⾃百壽村舊地名，早期⽇治時代，獅

潭⼀帶以造紙聞名，造紙過程⽤來浸泡⽵⼦的⽔塘便叫紙湖。紙湖農場由彭文淦先⽣⼀⼿打造，

曾協助獅潭在地古道的開發以及擔任古道文史導覽員的他，近年專注投⾝於農場的經營，以露營

與無毒蔬果為賣點，吸引遊客駐⾜獅潭。

 

隱⾝台三線⼩路邊的紙湖農坊。（林芷懷／攝）

從沒離開過 深耕獅潭不遺餘⼒

從⼩在獅潭⻑⼤的彭文淦，年輕時在外地做過裝潢業和保險等⼯作，但都是當⽇來回通勤，從來

沒有離開過獅潭。對於協助過挖掘挑紙古道等當地⼈文歷史⼯作，彭文淦謙虛的說：「⻑期住在

獅潭，平常跟老⼈家聊天就會知道⼀些事，⼤概知道⼀些⽽已啦，沒有很深入了解。」談及當初

建造紙湖農坊的契機，彭文淦的爺爺⺠國四⼗年初在這塊⼟地種茶，⺠國七⼗五年廢耕後便種了

些油桐樹等的雜⽊。後來他⼀邊上班⼀邊著⼿整理這塊地，⼀直到⼗七、八年前，他的奶奶的⾝

體微恙、需要⻑期陪伴，彭文淦便放棄外⾯的⼯作回到家鄉。

談話間，彭文淦總是⽤「我們獅潭」開頭，儘管說著沒有很深入了解，對於獅潭無論是⼟地⾯

積、⼈⼝、歷史或是現況卻都瞭若指掌，從⼩⽣⻑家鄉的情感不必透過⼀字⼀語便表露無遺。

  

彭文淦招待客⼈、與朋友泡茶聊天的⽊屋。（林芷懷／攝）

維護⼟地 堅持無毒友善耕作

初期，彭文淦種植了⼀些蔬果，後來他⼼想，這塊地還能做些別的利⽤，並陸續搭建了⽊屋、觀

景台，提供⼈們露營休憩的場所。紙湖農場占地約⼀公頃，全部由彭文淦⼀⼈打理，放眼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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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綠意盎然，令⼈⼼曠神怡，農場中央排列著規劃整⿑的農作物，有⽊瓜、茄⼦、⼩黃瓜、百香

果、洛神花等，所有的農產品皆標榜無毒、友善耕作。友善耕作，意即沒有使⽤任何化學農藥和

肥料，將對⼤⾃然傷害降到最低的⼀種耕作⽅式。無毒農業耗⼈⼒⼜耗資財，使⽤的農藥價格是

⼀般農藥市價再多上⼀倍。與有機農業不同的是，有機農業需要通過政府認證，⽽認證費⽤對於

在地⼩農⽽⾔是⼀⼤負擔。彭文淦笑說：「我們做農作的，跟你們讀書⼀樣很辛苦，你們是靠老

師打分數，我們是靠天吃飯。」那為什麼堅持⽤無毒的⽅式耕作呢？「就想說維護環境阿。」彭

文淦簡短的答道，⼀切彷彿再理所當然不過。

 

整個無毒友善耕作農場由彭文淦⼀⼿打造。（林芷懷／攝）

休耕與造林 獅潭的發展困境 

⾝為獅潭農業與觀光兩個主要產業的⼀環，彭文淦對於獅潭無法蓬勃發展有⼀套看法。他認為，

獅潭的氣候環境是得天獨厚的，因為溫差⼤，種植出來的蔬果通常品質較好，出產的草莓評比甚

⾄比⼤湖還好。但因⼭多平地少，種植⾯積有限，無法⼤量⽣產，只能⾃產⾃銷，成為獅潭農業

發展的⼀⼤阻⼒。⽽政策的缺失也難辭其咎，約三⼗年前政府實施休耕政策，許多耕地荒廢。每

個⼩梯⽥就像⼀個蓄⽔池，那麼多梯⽥合在⼀起便等於⼀個⽔庫的⾯積，彭文淦認為政府⼀直蓋

⽔庫是⼀⼤錯誤，近年旱災，附近的明德⽔庫⼤缺⽔，「那些補助費⽤不如讓上游的⼈復耕回

去，做⼀些蓄⽔的作⽤，會比⽔庫來的作⽤好。」他說。

說起政府的政策缺失，彭文淦提起另⼀錯誤的政策—造林。森林中有許多藤蔓類，例如⼩花蔓澤

蘭，藤蔓攀附、把整棵樹遮住後，樹⽊吸收不到陽光便會死亡。政府因此砍伐原有樹⽊，種植新

的樹⽊。⽽新種的樹種由政府規定，頂多兩到三種，比起原始森林超過⼆⼗種樹⽊，⼤⼤降低了

物種多樣性。再者，新的⼩苗要耗費多年才能⻑成擁有蓄⽔功能的⼤樹，使得森林的蓄⽔成效不

如以往。彭文淦表⽰，政府相反地應該獎勵護林，⿎勵在地⼈清除有害的藤蔓，保護好原有的樹

⽊。

⽤⼰所⻑ 以⽣態活化觀光

觀光的阻⼒則在於交通。「就是因為道路太⽅便了。」⾃從台三線拓寬四線道之後，道路變寬敞

了，交通變⽅便了，許多⼈開⾞經過這裡，看⼀看就⾛了。他舉了南庄的例⼦，進去南庄再出來

的路較為遙遠，因此多數⼈會停留⼀晚，住宿即會產⽣消費，帶動觀光。獅潭則只是⼀個路過的

景點，鮮少⼈駐⾜停留。

儘管情況不樂觀，彭先⽣仍然⼗分肯定獅潭的觀光價值，因為其他⾼⼭地區的⽣態沒有獅潭這樣

的淺⼭區來的豐富，他做出結論，認為朝⽣態發展，以⽣態活化觀光，是可以嘗試的⽅向。

看著彭文淦的⾝影在農場間來回穿梭，從⼩⽊屋的吧台、池塘，到充滿⽣機的農作區，其實不難

明⽩，紙湖農場就像是⼀個彭文淦對⼟地關懷的縮影，⼀花⼀葉，⼀樹⼀草，他都細⼼保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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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盎然的獅潭⽣態是發展契機。 （林芷懷／攝）

延伸閱讀：

「紙湖」農場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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