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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壽豐永續農業之

耕耘者─吳水雲
曾一航 1、黃世恩 2、陳學文 3

花蓮，一塊遠離都會繁華喧囂的後山

淨土，在山高海闊間隱藏著許多令人屏息

的美景，而臺灣永續農業的幼苗，也在此

天成沃土之境中默默萌芽茁壯。就在花蓮

壽豐鄉志學村的一條蜿蜒小徑旁，伴著引

自木瓜溪的水圳，吳水雲先生正以一座名

為「光合作用」的農場為起點，逐步實現

其農業經營理念並向外傳播推廣。

對於農業方面的興趣，或許早在吳

水雲先生的孩提時代，便在其父親興趣的

影響下悄悄埋入心底。而後，當他還只是

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時，又因緣際會地踏上

了遠赴尼泊爾出家修行的旅途。在那十年

的修行歲月中，其親身體驗了當地以牛為

耕、以牲畜糞作肥的原始農業型態。而對

於那些外型瘦小不起眼的農作收穫物，令

其印象深刻的是，作物本身所蘊含的滋

味竟能如此深厚濃郁。或許正是這樣的衝

擊，觸發了那孩提時深埋心中的農業種

子開始萌芽。三十六歲那年，吳先生自尼

泊爾返回花蓮傳道，並在道場旁栽植了蔬

果以供自食，一段時日後，遂萌生出「以

農作物串起人與人之連結」的新想法，而

這便是光合作用農場之發端。然而在開創

過程中，如何跨越橫亙於理想與現實間的

那道鴻溝？吳先生在農場經營上也須面對

家人認同、經濟收益及法令規章等種種問

題。但幸運的是，有著妻子數年來在身旁

默默支持的力量，讓其一路走來並不孤單。

時光悄流而過，吳水雲先生多年來所付出

的努力，如今已蛻變為當地頗負盛名的農

場，並成為推廣生物動力農業 (Biodynamic 
Agriculture)理念舉足輕重的要角。在談到
臺灣有機農業的長遠發展時，吳先生也和

我們一行分享了如「國內農業過於仰賴政

府保護」及「有機農地取得不易致長期經

營穩定性不足」等看法，當下頗有心有戚

戚之感。在國內此刻正大力推展永續農業

之際，似應借重這些第一線人員的經驗意

見來發掘問題本質，從而試圖由基本構面

來思索解決之道。

人生數十寒暑轉瞬即過，而本篇故事

的主人翁吳水雲先生，卻能毅然投注十載

光陰在這條絕非平坦的永續農業路上隻身

徐行，或許過程中所能憑藉仰賴的，僅是

那份對於土地及世間萬物的尊重珍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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