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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5  記者 鄭宇茹 文

花蓮的土地很黏，只要你在花蓮生活過，就會被「黏」住，再也不想離開了。

「旅行到了花蓮的那刻起，就知道自己遇到了最想要的生活......」這是《花蓮移住》封面上的一

段話，如此寫的原因，是因為書中記錄著因各種理由而留下、移居、返鄉的花蓮「新」住民。在

這片他們所熱愛的土地上，展開生活的新頁章。

全書共分成了「人物」、「解饞味」、「親近土」、「樂藝遊」以及「入友厝」五個部分，包含

了在花蓮找到創作感動的藝術家、注入靈魂情感的文藝工作者、像朋友家般經營民宿的老闆以及

親腳踏在土地上的從農青年等等，作者用不同的面向去帶出他們的故事，讓讀者細細品味花蓮生

活的點點滴滴。

《花蓮移住》記錄了三十位新花蓮人的移住生活。

（圖片來源／城邦圖書花園）

 

逃離喧囂　回歸樸實逃離喧囂　回歸樸實

沒有都市的繁華、都市的便捷，只有綿延不斷的山丘與湛藍寬闊的太平洋和花蓮相伴。看似「無

聊」、缺乏物質的生活，卻也讓身心沉澱，精神反而富足。《花蓮移住》裡就有多位移住者是因

為不喜歡原本在都市的快節奏與緊湊的生活壓力，在偶然又或者必然的來到花蓮旅行，感受過緩

慢和諧的生活步調後，被「慢活」所吸引進而決定定居下來。

書中，知名漫畫家敖幼祥因為花蓮的好山好水好無聊，讓他每天除了畫畫就是喝睡，單純的作息

「完全回歸到一個人」，甚至在他的漫畫作品《一隻叫做扁食的貓》裡就曾說「每天這麼辛苦，

只是想把自己放到花蓮生活。」腦袋純淨的狀況下，創作力更勝在臺北工作的日子，甚至從抽了

二十幾年菸的老菸槍，到完全戒菸。

 

半農半Ｘ　心生活提案半農半Ｘ　心生活提案

「半農半Ｘ」這個詞不斷地在本書裡被移住者提到，而詞彙的起源是在二○一○年時，在一場由

營建署所舉辦的座談會中，一個名叫塩見直紀的日本人引進花蓮的生活新理念，＂Ｘ＂指的是任

何的專業，從字面上來解釋「半農半Ｘ」也就是指一半的時間自己務農種植食物；另一半的時間

做著自己原本的專長，換取固定薪資之餘還能讓居住的土地更好。而深層的含意，還包含了平衡

的人生觀，追求不被時間、金錢等外力追趕壓迫、回歸人類生活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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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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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自然，實踐天賦，是「半農半Ｘ」的核心概念。

（圖片來源／通往花蓮半農半X的幸福之路）

與其他地區一樣，花蓮的鄉村同樣面臨年齡層老化、就業機會不足以及青壯年人口外移的困境，

但「半農半Ｘ」的方式卻能解決這個問題。像是羅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冷孟臻就希望能將羅山

村打造成科技加上農業的「羅山智慧村」，讓老農民能專心務農不用擔心行銷的問題，而這樣的

願景就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年輕人若能將農業和專業結合再一起，不但能學以致用還能回歸自

然，做到讓生活與土地更好的理想，這就是「半農半X」的目標。

呈現理想生活　少見現實面呈現理想生活　少見現實面

《花蓮移住》一書的副標題，開宗明義就寫著「和30為新花蓮人一起練習理想生活」，書中大多

也是寫他們在花蓮生活好的一面，現實殘酷的一面卻多輕輕帶過。但事實上，和在其他縣市生活

一樣，在花蓮生活也有許多屬於這個地方需要克服的問題，像是交通不便所帶來的高物價、一票

難求的火車票、夏、秋天颱風來襲時的首當衝擊、頻繁的地震......等種種現實層面的缺點，且花

蓮人口集中在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三個較為繁榮的地方，並不像書裡多數人都住在人煙稀少

的鄉下，過著土地寬廣沒有塵囂的悠閒生活。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不便，書中在問到覺得花蓮還需要怎樣才可以更好時，最多的回答竟然是「覺

得現在就很好了，不需要再繼續開發、改變」，他們認為不方便也有帶來方便的地方，保持現有

的純樸與自然就是最好最獨特的狀態，過度的開發只會將物慾提高。比薩店老闆阿德就說：「在

臺北生活壓力大，買東西紓壓，曾經一刷就是四萬的名牌，但也只維持五分鐘的快樂」，在花蓮

看著海，什麼都不做卻能感到無比的快樂，因為心淨了，慾望自然就會降低。

但如此理想豁達的心境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書裡沒提到但總是吵得沸沸揚揚的東部發展條例、興

建蘇花高又或者蘇花改等議題，卻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困擾花蓮人的大問題。支持者認為需要

方便的交通，才能有效提升觀光客來的意願，進而促進花蓮繁榮，不再是「後山」；反對者的理

由除了破壞自然環境之外，就像《移住花蓮》中多名移住者表示，喜歡現在這樣的花蓮，政府應

該要想別的方式來幫助在地人增加就業率，而非單單依靠觀光業，兩者的爭辯，還在持續中。

 

度假還是生活　認知要釐清度假還是生活　認知要釐清

「西部生存，東部生活」這句話讓移住者們頗有感觸，也讓許多在都市汲汲營營的人們嚮往著在

退休後，到花蓮開民宿、蓋農舍，悠哉地度過下半輩子，因此近年來，花蓮的民宿越蓋越多、越

豪華，顯得與周圍純樸的環境格格不入。移住者強調，東部和其他地區的生活型態不同，若是抱

持著只想要遊樂的心態來到花蓮，也不算是真正的移居，因為他們只將花蓮當成度假的地方，而

非生活的區域，不懂得融入在地生活，也不懂得當地的風土民情。

風景秀麗的花蓮是許多人嚮往的居住地（照片來源／鄭宇茹攝）

許多移住者也表示，搬家前要和家人好好溝通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品質並取得共識，像是知名

牛軋糖老闆李周就曾因太太一開始不適應離開都會區的生活，在連市區商家過了十點就幾乎全部

關店形同空城的花蓮有了一段磨合期，直到投身當地教育事業後才找到自己的重心。

咖啡館老闆湯崇民，就是依著花蓮人的習性，去量身打造咖啡館，「花蓮人習慣寬敞的環境，座

位太擠會讓處處都會遇到熟人朋友的花蓮人缺乏隱私」，他認為用當地人的特性去規畫一套專有

的商業模式，而非想開就開，才能維持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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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

乒乓和一般人一樣，曾經有夢想，因被現實傷
害而退縮，卻意外發現「白日夢」的不可思
議，從此開始勇於作夢。

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這群人在花蓮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新生活，但不一定要是花蓮，每個人都有自己嚮往的地方，只要

考慮清楚自己移住的目的，將自己視為在地人融入當地生活，就是最適合自己的居住地。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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