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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浯」洲吾場︰香港鹽工在金門(下) 

撰文及部分相片拍攝/臺大建城所 高彤 

⚫ 拍土堤︰維護鹽田 

有人問我︰一月沒有曬鹽，為什麼還要來金門？我相信學好一套曬鹽技藝。不單是學

習從納水至結晶的過程，而是從基本的鹽場維護到產鹽流程。因為沒有曬鹽的月份，也可

以看到當地的人文風光、特有時間的生態環境和鹽場的水文地理。 

冬春之際，日曬短、鹽產量減少，鹽工黃大哥和許水池（許大哥）會利用這段時間整

修鹽田。我這次的學習主要是把第二副的第三個蒸發池鹽梗修理。鹽工們教導我把蒸發池

底部長出青苔的泥土挖出。在挖的時候注意力道，不能太深，不然會損害鹽田結構。另一

方面，在挖出青苔的時候，施加適當的力度，利用鹽鋤的平面把池底拍得平整。其後，再

將挖出的土鋪在土堤上，用木拍拍打至堅實。一來可以用土堤增高，方便鹽工游走各池，

二來則可清潔池底。 

這是我第二次學習拍土堤，第一次是在嘉義布袋的洲南鹽場。在香港的鹽場，我們是

不用拍土堤的，這是由於臺港鹽場結構各異。西園鹽場的蒸發池是土盤鹽田，結晶池則是

圖 1. 鹽工黃大哥示範拍土堤 



 3 

池磚鋪在池底。第三、四副鹽田結晶池砌了「西園鹽場，風華再現」的字眼，供遊人拍照。

香港鹽田梓鹽場則是筆者師傅葉陳立在任職鹽場統籌期間，自費考察前往法國、臺灣、日

本等地鹽場，把原先修復時有問題的鹽田結構改動和加固，才有現時的鹽田結構。池邊是

以磚頭鋪砌，以水泥灌注，和過往香港舊有的水流法鹽田及現時臺灣各個鹽場結構不同。

反之，過往的香港大澳鹽田和現今的金門西園鹽田土堤結構類同。可惜的是，部分大澳鹽

田原址已是一大片紅樹林及公共屋邨，我們只能靠相片及文字憑弔。 

⚫ 洗池︰製鹽前的功夫 

鹽場位於戶外位置，曬鹽流程受天氣條件及周邊環境影響。清洗池底無疑是學習曬鹽

的重要一環。聽鹽工們說，一月的金門下雨日子平均只有三天。在實習中段，我便遇上了

金門的雨天。這場雨大概下了我在金門一半的日子。雨水撒在結晶池，鹽粒在結晶池融化。

黃大哥便用這些雨水，細心教導我清洗結晶池。我們先把混有青苔與泥土的雜質，透過掃

把推至同一方向，伴隨水流排走，使鹽池池底重現色彩各異的池磚。三年前的我也是拿起

掃把和鹽場同仁默默在雨後清潔，為下一輪產鹽做好準備。 

 

 

 

 

 

 

圖 2. 三位鹽工在香港鹽場清洗蒸發池（筆者友人拍攝，筆者相片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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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鹽工依照自身鹽場的曬鹽技法，因應時代加以改良，故使各地的曬鹽技藝各有特

色。而在現今的全球化下，我們如何和不同鹽業人士交流技藝甚或鹽業發展方向時，保有

自身的在地獨特性下，又可以吸收同業的長處？這或許是每次交流之中思考的要點。 

⚫ 在地教育和曬鹽技藝的聯想 

這次除了在鹽場跟隨黃大哥和許大哥學習曬鹽技藝，也看到金門洋樓修復如何結合在

地教育。第二天一早，我和烈嶼鄉西口國小學童一起觀看董允耀洋樓的修復工程。洋樓工

地的圍籬有別於一般平平無奇的圍籬。承作廠商製作了「修復工程展」，介紹董允耀先生

的生平、洋樓特色和傳統匠師技藝，美化洋樓周邊空間。這使洋樓在興建的過程中，也能

減少對周邊景觀的影響。整個活動中，學生們不但能傾聽工作人員的講解，還能體驗手搗

蠣殼灰的傳統工法，從而身體力行認識在地古蹟的歷史和特色，甚至推廣無形的曬鹽技藝。 

 

圖 3. 董允耀洋樓修復工程外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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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在冬天北返；夏天南遷。金門是候鳥們遷徙的中繼站。因此每到下午，總會有一

群觀鳥愛好者來到鹽場，替各種鳥類「打卡」。灰白的燕鴴們會聯群結隊出現在鹽場。每

次當我悄悄走在鹽田工作或拍照時，牠們便會立即飛走。如果倘大的鹽場，有小學生們一

起和鹽工拍土堤，會是一件多麼熱鬧的事。一個小孩拍一下；一百個小孩拍一百下。比起

只有兩個鹽工拍，不但可以有更多人力作維護鹽田之用，最重要的是環境教育得以在西園

鹽場實現。金門的小孩子透過身體體驗自然生態的同時，實作了解金門過往三大產業之一

的歷史，種下感情在自身的家鄉。鹽工在解說過程中滲入鹽業歷史及候鳥生態解說，讓鹽

田成為自然的博物館，又是技藝博物館。 

我來到臺灣讀研究所已有大概一年

半。每次去不同臺灣鹽場拜訪及考察，總會

令我明白自身對鹽業的不足，也會反思及對

比現今的香港鹽業發展，甚或往昔香港的鹽

業歷史。行文至此，要謝謝我在鹽場遇到的

每一位引路人，讓我在倘大的鹽場學習無涯

的知識。 

圖 4. 學童體驗手搗蠣殼灰的傳統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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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第一次北部區域聯繫會議活動報導 

撰文/臺大農推會 鍾依萍、拍攝/臺大農推會 趙家駿 

為了創造一個北部區域各農業單位定期交流之場域，臺大農推會與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簡稱「桃園場」）共同召開「北部區域聯繫會議」，112 年第一次由臺大方主負責召

開，於 5 月 17 日在臺大農業陳列館 2 樓舉辦，由臺大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兼任臺大農

推會主任委員）、桃園場郭坤峯場長共同主持會議。 

當天與會單位有農委會輔導處、農糧署北區分署、北北基桃竹地方政府、各地區農會、

青農聯誼會幹部共計 68 人，一起為本次會議的主軸【食農教育】進行交流討論。 

會中安排四位講者分享食農教育的新知，首先邀請臺大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演

說「食農教育栽培套裝組之研發與應用」，因應「食農教育法」通過方便教育宣導人員課

堂教導與操作，張教授團隊研發適合都會地區食農教育操作之栽培型套裝組、療育型套裝

組兩種教材。 

 

圖 1. 5 月 17 日北部區域聯繫會議現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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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芭寶米生態農場胡真萍行銷執行長 

接著由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的戴介三助理研究員分享「食農教育的內涵與推廣」，介紹

食農教育法立法的目的、內涵，一路上公部門如何以領頭羊的角色，進行多元管道的推動，

以及桃園場提供了什麼樣的資源，與成果的呈現。 

第三位講者是臺大生傳系的黃麗君主任，也是臺大農推會的執行秘書，演說「食農教

育營運模式個案分享」，將商業模式導入農場經營，並以亞植有機農場為例發展出該場域

的食農教育商業模式；另分享星源茶園的食農推廣案例，供其他與會單位參考。 

最後一位是邀請到芭寶米生態農場胡真萍行銷執行長，娓娓道出農場如何從傳統轉

型，從原先的單打獨鬥到結合在地青農打團體戰，在食農教育的推廣上如何讓小朋友有

感，用自身經歷分享「食農體驗 翻轉農業」。 

圖 2. 臺大園藝暨景觀學系張育森教授 圖 3.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的戴介三助理研究員 

圖 4. 臺大生傳系黃麗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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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間有茶敘時間，會場張貼 7 張由臺大、桃園場所分享的食農教育海報，並將張

育森教授團隊研發出的兩套「食農教育栽培套裝組」陳列出來，讓與會來賓更清楚知道教

具內容。大家在休息時間邊看邊討論，增加互動交流的機會。 

交流時間由桃園場的郭坤峯場長主持，引導與會來賓提問或發表意見，幾個北區都會

型農會反應，在桃園、新竹地區幾個食農教育推動有成的農場或青農資訊該如何取得，讓

農會在安排相關參訪時不用捨近求遠，又能因「地利之便」優先照顧在地的農場，因此跨

縣市的食農資源如何傳遞與串連，是此會議抛出的第一個議題。 

由張育森教授團隊研發的食

農教育栽培套裝組，已提供學校

端、社區端在食農體驗的實作教

具，在推廣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在場來賓建議張教授的研發團

隊，能再開發垂直型（直立型）

的模組，讓栽培型、療育型的套

圖 6. 食農教育海報、教具陳列區 

圖 7. 由桃園場的郭坤峯場長主持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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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組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地區發揮最大效用，亦能運用在綠色照顧、家政班 DIY 活動上，如

未來能在農會超市販售的話，更可透過此教具讓食農體驗普及化。 

另外，郭場長表示「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今(112)年 5 月初已公告，

農委會輔導處規劃一系列的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的課程，師資的培訓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從

農委會所屬機關的人員開始、到農會人員、青農一連串完整的訓練。如農場端能再搭配黃

麗君主任分享的商業模式九宮格，發展出食農教育營運模式，應有助於此政策之推動與持

久。 

會議最後由臺大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總結，教育應為需求導向，引導學生、民眾

自行去探索。如何運用食農教育，吸引民眾走出戶外，發現農村的樂趣，識認週遭的環境、

食物等，進行深度的認識，並與日

常做連結。另建議與農業頂級產業

經營者合作，設計更精緻的食農教

育內容，需要的知識靠學校、改良

場來做充實，把食農教育再往上提

升。讓食農教育發展出不同階層，

符合不同需求的客戶端，是未來發

展的課題。 

北部區域聯繫會議下半年還會召開第二次，期望透過這樣的聚會，讓產、官、學

界齊聚一堂彼此交流，一起集思廣益如何擴散相關成果與效益，共同完善與推動北部地區

的農業發展，也達到會議的最終目的。 

圖 8. 臺大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做會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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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農業職涯探索」活動暫停辦理公告 

2023 年「農業職涯探索」活動因計畫調整轉型，故本年度此活動暫停辦理，如已報

名且媒合成功之同學，在農場主同意情況下，仍可至農場進行見習，但無法領用學生獎勵

金與活動保險費，如有任何問題，敬請與臺大農推會聯絡。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43 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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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讓你說  徵圖徵文活動 

 

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新版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

經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

一期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報

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 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