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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正　科技茶農的峨美紅茶 
2021-05-23  記者 蘇芳威 報導 

四⼗歲那年，在鴻海集團任職的⽥維正決定卸下⾼壓⼒、⾼⼯時、競爭⼤的職務，回到位於新⽵

峨眉的家鄉接⼿家業──獅⼭茗茶園。

除了繼承前兩代傳承下來的茶葉種植技術，⽥維正也帶著科技⼈的嚴謹態度及做事情的步驟與⽅

法，將家中茶葉製作的⽅式量化，讓往後製茶時能有數據供參考，因此研製出獅⼭茗最具特⾊的

「峨美紅茶」。

 

回鄉繼承家業　從零開始

2012年經過世界⾦融海嘯，臺灣的景氣並不好，⽥維正當時任職的公司有許多⼈選擇⻄進到⼤
陸發展。但這與⽥維正的⼈⽣理念不同，除了認為⾃⼰的⾝體無法再繼續操勞下去外，他也顧及

到家庭因素，不願與家⼈分隔兩地，因⽽選擇轉換⼯作跑道。

在思索下⼀份⼯作該做什麼時，⽥維正列出了三點條件：健康為本、能夠照顧家⼈、收入能維持

家庭開銷。起初⽥維正並沒有⾺上決定回鄉種植茶葉，但後來想到家中⽗⺟年事已⾼，且家中茶

葉⽣意在當地耕耘已久，已有相當規模的客⼾群，加上經營茶葉的⽣意能細⽔⻑流，且茶葉對⼈

體的健康助益也非常⼤，因⽽認為回鄉接⼿家業是個好選擇。

決定回鄉接⼿家業前，⽥維正甚⾄還做了SWOT分析，將經營茶園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通
通列出，由此可看出科技⼈在做決定時嚴謹的態度。 

▲ ⽥維正喝著剛泡好的峨美紅茶，從種植、製作、採收到包裝銷售，他都親⼒親為。（圖／蘇芳
威攝）

剛回到家鄉時的⽥維正⼀切從零開始，⼈⽣前⼗七年⼯作所運⽤的技術，在茶園的⼯作幾乎派不

上⽤場。然⽽⽥維正仍然勤奮地向⽗⺟學習種茶、製茶技術，將上⼀代的⼯藝、經驗傳承下來，

也到農委會的茶業改良場上課，從種茶、製茶理論的⾓度切入，雙管⿑下讓家中茶園的經營步上

正軌。

此外他也將以前在科技業⼯作時的態度與⽅法整合到茶園的⼯作中，將能數據化的條件都記錄下

來，如茶葉萎凋前後的重量、溫度、濕度，這為改良茶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茶葉的種植、茶

菁的採收和製作，⼀直到成品的包裝和銷售，⽥維正都親⼒親為。正因為如此，他在⾯對客⼾

時，才能保證茶葉品質⽽不會感到⼼虛，維護了獅⼭茗茶葉傳承三代的名聲。

 

歷史獅⼭茗　新創峨美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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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茗是間位於峨眉六寮古道入⼝旁的⼩店，從1919年就開始經營，傳承⾄⽥維正時已第三
代，經過兩代⼈的努⼒耕耘，獅⼭茗茶葉獲獎無數，⼩⼩店舖牆上掛滿茶葉獲獎的匾額。 

▲ 位於六寮古道入⼝處旁的獅⼭茗，是傳承三代的老店。（圖／蘇芳威攝）

▲ 獅⼭茗店內牆上掛滿茶葉獲獎匾額。（圖／蘇芳威攝）

⽽沿著六寮古道向上⾛⼤約三公⾥，便能看⾒獅⼭茗種植茶葉的茶園。由於茶園地處獅頭⼭獨特

的丘陵地形，春冬雲霧繚繞⽽夏秋炎熱濕悶的季節特性，非常適合⼩綠葉蟬繁殖⽣⻑，早期便以

東⽅美⼈茶聞名於世。

如今的獅⼭茗每年依照四季節氣的轉換製作茶葉，春天適合製作綠茶，⽽在春天中、後期適合製

作烏龍茶；⽽需要⼩綠葉蟬叮咬的東⽅美⼈茶則是在夏季與冬季製作，因為這兩個季節的⼩綠葉

蟬密度較⾼。

另外在七、八、九⽉時適合製作紅茶，因為此時的⽇照較為強烈，其中獅⼭茗⽣產的紅茶較為特

殊，因為它是⽤東⽅美⼈茶的茶種所製的紅茶，⽥維正將其命名為「峨美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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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茗茶園中東⽅美⼈茶的茶花，頗有隱逸君⼦之美。（圖／蘇芳威攝）

⽥維正說，他剛開始經營茶園時，臺灣各地都在推⼩葉種紅茶，因此他也跟上此波浪潮，開始研

製紅茶。他將峨眉從古⾄今最有名的東⽅美⼈茶茶種，拿來製作出峨眉在地獨⼀無⼆的「峨美紅

茶」，並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商品名稱。「峨美紅茶」不但有⼩葉種紅茶之香醇回⽢，更具

有東⽅美⼈茶之底韻，成為獅⼭茗最具特⾊的商品之⼀。

 

製茶業的困境與未來展望

接⼿獅⼭茗⾄今，⽥維正認為製茶所⾯臨到最⼤的困境，是採茶⼯老化以及⼈⼯短缺的問題。當

被問起接觸過最年輕的茶農是幾歲時，⽥維正無奈地笑道：「我媽最年輕啊，都快七⼗⼀歲

了。」當⼀個⾏業最年輕的⼯作者竟然是七⼗歲的⻑者，不禁讓⼈思考再過兩個⼗年，⼭上的茶

產葉該何去何從？

⽥維正強調，採茶是個「技術活」，採茶⼯需要⼀段時間的培養，才能判斷出能採收的茶葉是何

種外觀，尤其是東⽅美⼈茶的採收標準相較其他茶種更難判斷，⽽且採茶時也要考慮茶葉被⼩綠

葉蟬叮咬的程度夠不夠，因此是⾨非常需要經驗積累的⼯作。

⽥維正也提到，其實「採茶⼯」這份⼯作的確很難吸引到年輕⼈，除了⼯作時非常辛苦之外，採

茶⼯的⼯作不穩定，只有在茶園要收成時才有⼯作做，因此⼀年之中會有很⻑⼀段時間是沒有⼯

作做的，因此很難吸引到年輕⼈來做這份職業。

在未來，⽥維正希望採茶⼯老化的問題能以科技的⼒量去解決。此外在獅⼭茗經營的部分，⽥維

正將繼續秉持科技⼈的嚴謹態度，製作好每⼀批茶葉並注重品質。

他樂觀地說，⼀旦茶葉的品質好，現有客⼾就會向其他⼈介紹獅⼭茗的茶葉，透過客⼾的⼝碑⾏

銷是最有⼒也最有效的宣傳⽅式，讓更多⼈喝到獅⼭茗獨⼀無⼆的峨美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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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茗茶園中東⽅美⼈茶的茶樹，在寒冷的冬天仍屹立不搖。（圖／蘇芳威攝）

如今⽥維正經營獅⼭茗茶園已將近⼗個年頭，在經營茶園的這些年裡，他為老茶園注入了新的科

技活⼒。展望未來，具有科技⼈精神的他，仍將持續研發新的茶葉產製⽅式。 

 

採茶機器⼈　茶產業的未來？

在接⼿家傳的獅⼭茗茶葉後，⽥維正發現採茶⼯老化問題已漸漸浮上檯⾯。由於採茶⼯的⼯作性

質，較不易吸引年輕⼈加入，現在的採茶⼯逐漸凋零後，未來茶園裡的茶葉該如何採收？

曾在科技產業⼯作的⽥維正認為，採茶⼯老化的問題能以科技的⼒量解決，研發可以克服茶園⾼

低起伏地形的機器⼈，裝上機械⼿臂及偵測器，結合⼤數據與AI⼈⼯智慧，判斷茶葉的顏⾊、⼤
⼩、形狀是否符合採收標準，接著運⽤機械⼿臂以適當的⼒道將茶葉「摘下」，以保留茶菁的完

整。

⽥維正表⽰，採茶機器⼈所需的技術，當今的科技都已能做到，若真的有⼈研發出採茶機器⼈，

這將會是⼀個解決採茶⼯老化問題非的解⽅。

不過他也指出，採茶機器⼈的成本是⼀般茶農負擔不起的，且⼀般茶農也不具備操作的知識，因

此在未來若有採茶機器⼈的出現，應該會有專責提供服務的公司，讓有需求的茶園向這家公司租

賃機器⼈以供採茶，這也會是茶產業全新的商業模式。（蘇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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