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盛璘，對植物有興趣，卻考上

藥學系，她無奈的表示，那是

父親對她習醫的期望與個人興趣折衷

下的選擇。1974年，也是保釣運動、

校園百萬小時奉獻的尾聲，她適時抓

住了學運的尾巴，熱衷於社團活動，

從登山社的山地社服，到慈幼社的廣

慈博愛院，都有她的身影，而「實驗

室的化學成分」則離她越來越遠。升

上大三，課業加重，已無法兼顧社

團，她竟然辦休學，然後到甫創刊未

久的漢聲雜誌社工作，主跑民俗文化

採訪，她說這非常契合她當時的心

境，就是瞭解臺灣到底發生了什麼

事！由於藥學系畢業不是做藥劑師，

就是進藥廠工作，這對一心想擁抱社

會的她來說，絕非所願，所以在休學

一年後，決定退學。問她何以未考慮

轉系，她說「我其實是社會與學校的

選擇，不是科系的選擇。」

黃盛璘小檔案
1977年臺大藥學系肄業。1977-85年任職漢聲雜誌，1986年赴日留學，1989年自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專攻日本文
化。1996-2000年任職遠流臺灣館，編輯深度旅遊手冊、歷史照相館、親子館等系列叢書。2002年赴美遊學，學習樸門農
藝及園藝治療，並取得美國認證。2004年回臺，於三峽經營「草盛園」，2006年出版《走進園藝治療的世界》，2007展
開園藝治療服務，為發展遲緩兒、高齡者、視障者、智障青少年、高關懷班及腦性痲痺患者奉獻所學。

黃盛璘走下熱愛的編輯台，轉進最初令她著迷的園藝世界，以園藝治療與樸門農藝，
為自己開創生命新境界。（攝影／彭玉婷）

實踐樸門農藝生活－
臺灣第一位園藝治療師黃盛璘校友專訪

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黃盛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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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社團步入社會學校
大學沒畢業，不過此生最好的朋友都是當年參

加社團的同學。「因為大家一起為一件事努力過，

有同志的情感。我很感謝臺大，讓我有選擇的空間

與可能，所以我才有機會選擇社會學校。我對社會

的瞭解、想法都是在大學期間快速累積起來的，對

我影響很大。」當年登山社山服的一家子，有陳惠

英（植病系畢，現職家管）、蔡素娟（中文系畢，

現任中正大學教授）、呂志廣（森林系畢，現任太

魯閣國家公園副處長）及蘇慧娟（藥學系學長，於

臺大藥學系協助另一半）等，於今各在不同領域善

盡其職。

在漢聲工作10年後，她到日本進修語文，1989

年從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去日本係基於工作

需要，當時出版社參考非常多的日本資料，為了不

必假他人之手而想學日語，同時充電。後來發現一

年時間不足以瞭解日本社會，才決定考日本大學。

她笑稱命中注定，在臺灣沒念完大學，結果到日本

完成。

在日本4年，越發覺得對臺灣有太多不了解，如

228事件是到了日本才知道，也正因為如此，當漢聲

老同事邀她加入遠流臺灣館時，她心動了。她想透

過對臺灣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紀錄，重新認識臺灣，

就這樣在編輯台又工作了10年。「我認為文字是一

項工具，我將之視為參與社會的方式，不只是一份

工作，這是我從事編輯20多年所抱持的態度。」

所以她從沒想過離開出版界，第二次走下編輯

台不是倦勤，而是面臨中年危機。「工作有點像爬

山，爬山時你會想像登頂的風光，於是埋頭苦爬，

可是到了40幾歲，爬到某個職位的高點時，你看到

你的路已經是往下，這時會產生質疑：真的要這樣

走到死？」她自問：除了編輯，還有其他想做的事

嗎？雖然還是很喜歡編輯工作，可是她認為20年夠

了。為了跳脫框架，唯有離開太熟悉的臺灣。這回

她選擇了美國。

在園藝治療覓得第二春
2002年，她47歲，到美國柏克萊大學附近的

社區大學修課兩年半，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e 

Therapy）和樸門農藝（Permaculture）找到了人生第

二春。取得園藝治療師的認證後，滿心期待回到臺

灣，開創她的新志業。但發現沒幾人聽得懂，只

好改口投筆從農，好友遂慷慨出借土地。頭兩年

她就專注在三峽農地上墾荒，實驗樸門農藝的可能

性。所謂樸門農藝，是由澳洲Bill Mollison和David 

Holmgrenm於1974年所共同提出的一種生態設計方

法，主張依循大自然的運作模式來設計生活環境，

以照顧地球、照顧人民及運用剩餘的資源為三大核

心精神。「草盛園」就在這樣的概念下成形，取其

意為與草共生。

樸門農藝是她的生活態度和哲學，而園藝治
園藝治療也可以是兒童生命教育最佳教案。圖為黃盛璘在美國園
藝治療的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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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則是在建立人與植物良好的關係，她希望未來草

盛園也可以用來進行園藝治療，有選擇性的開放，

每周一至兩天，為特殊族群進行生命教育課程，也

作為一個示範點，讓更多休閒農場、森林遊樂中心

的經營者願意為特殊族群保留一個親近大自然的空

間。

在草盛園墾荒的同時，她也在為園藝治療找

出口。與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王浩威第一次接

觸即受邀到年會上發表，從此開始四處演講推廣。

透過臺大園藝系曹幸之教授，與日本第一位取得美

國認證的園藝治療師－菅由美子認識，將國際園藝

治療研討會搬到臺灣舉行，進一步與香港、韓國園

藝治療師有了交流，並促成亞太園藝治療協會的成

立。

在前自然科學博物館林宗賢館長支持下，臺灣

在2007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園藝治療研討會，今年

已邁入第三年，每年都有超過200人與會。同時亦經

過這些年在國內散播種籽，目前已有多所大學開授

相關課程，如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銀髮養生

環境學系郭毓仁副教授，臺大園藝系曹幸之教授、

張俊彥教授、陳惠美老師，以及陽明大學林一真教

授（具園藝治療師資格）等人，培育專業人才也進

行實務操作與檢証。惟在臺灣，除了職能治療師及

物理治療師，其他輔助治療均未被認可，為了建立

認證制度，同僚期待她出面組織學會。只是她比較

鍾愛在第一線實作。

發展本土性園藝治療
並非她卸責，她現在週間行程滿檔，從老人

院、醫院精神科、伊甸、高關懷班學生到障礙兒、

教養院，就像她大學時參與社團服務一樣，她幾

乎把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他們。兩年多來全職投

入，她發現這種需求是無止盡的，「就像一張大拼

圖」，的確需要更多人加入。她希望再給她一些時

間，待累積更多族群案例後，再進行下一階段的培

訓工作。

園藝治療在美國發展已50多年，臺灣才剛起

步，文化環境不同，美國的經驗不能完全套用在臺

灣，必須尋找本土素材。而且臺灣族群多元，成長

背景不同，要配合對象設計合適的課程。「就以老

人家來說，臺籍與外省籍需求就不一樣，臺籍老人

大多喜歡種菜，外省籍老人則多喜歡種蘭花。同樣

是種菜，種類也有差異。譬如火鍋配料，臺灣人習

慣用高麗菜，但外省籍老人要的是山東大白菜。如

果種山東大白菜，他們就會很努力的去照顧。」

所以園藝治療的成效因人而異。有次為乳癌

病人演講，讓她對園藝治療有了明確的定位。「我

在演講前還很不安，想到乳癌病人面對的是沉重的

生命挑戰，我講園藝治療會不會搔不到癢處？結果

病人在醫生講完最新乳癌藥物治療之後發問，問的

都是會不會掉髮、失眠等生活上的細節，這時我懂

了，醫藥能殺死腫瘤，卻不能改善生活品質，而園

藝治療可以幫助病人調整身心靈狀態，樂觀面對治

療，從而維持生活品質。」她認為只要協助其跨越

草盛園位於三峽，堪稱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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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肢體或心理障礙，享受園藝帶來的樂趣，就

算是一種療效了。目前的課程，除了亞東醫院精神

科有醫護人員參與觀察作評估之外，大部分社服機

構較不要求數據上的評量，他們更希望學員在過程

中能開心、建立自信，不過經過一段療程後，社工

及保育員還是能驚喜地發現學員微妙的轉變。

植物是生命體，園藝治療是人與植物兩個生

命互動的過程，這構成園藝治療最大的特色，也是

其果效所在。「基本上臺灣是資本主義社會，當一

個人離開生產線，會讓人覺得自己沒用了，尤其在

老人院的老人都有被遺棄的感覺。」她說，學員在

照顧植物過程中，感受到自己有能力照顧另一個生

命，讓它長得更好，自信會被重新點燃。一個人只

要有自信，生命力就油然而生，尤其是老人家。這

是她樂於站在第一線的原因之一。

回饋：同理心VS.大頭症
而最大的回饋是「我也被治療了！」。她舉了

個盲胞案例，在接受輔導的5位學員當中，只有一位

是天生盲，其他4位都是後天失明，包括眼科醫師、

大學教授。和他們一樣，「我做文字工作，也非常

依賴眼睛，我很難想像有一天看不見怎麼辦？心中

有隱憂。但當我看見他們面對自己失明時調適的過

程、樂觀的態度，從他們身上我也知道社會資源在

那裡，這讓我突然安心。如果有一天我也看不見，

我知道可以去哪裡獲得協助、我也知道用什麼態度

去面對。我覺得我被治療了。」過去在編輯台上接

觸的人同質性很高，現在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群，

尤其是特殊族群，讓她的眼界拓展，世界變得開闊

起來。「我以前自我發展得很巨大，加上金牛座性

格固執得很，想做什麼就一定要達到目標，做了治

療師之後發覺，自我要壓得很小。你的想法不代表

服務對象的想法，你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他

們身上，而他們的問題也不是用我的意志就可以克

服的，必須用同理心去思考。總之，對我最大的挑

戰是要削弱自我，如果我一直待在出版界，可能會

得到大頭症。」這位臺灣第一位獲美國認證的園藝

治療師，透過一段自我尋找、擴展生命的旅程，為

自己人生下半場覓得新價值。她帶著「園藝治療」

和「樸門農藝」兩個大夢回來，要療癒你我的身心

靈。 

為老人家進行園藝治療課程。透過植物生命照顧，重燃銀髮族
的信心。

利用週休與同好們墾荒，用心打造一處園藝治療示範點。其規

劃理念為：kitchen garden 和 children garden 各占1/2，設有堆

肥箱、雨水收集及麵包窯等，希望達到自給自足。栽種的作物

則以藥用、本土及食用植物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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