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新鄉村運動之臺灣藍鵲茶

花
蓮壽峰鄉海岸山脈下，和我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女學生，把一個個蒜瓣插入黑黑

軟軟的泥中，覆土，蓋上樹葉。比鄰的黑豆田是城鄉所的男生們，奮力地用雙腳趴

土，埋雜草。在大王菜鋪子的田裡，大家嬉笑著，汗流浹背。時間回到了1983年夏天的梅

峰農場，一群臺大園藝系的女學生，圍著一個個大麻袋，一邊唱著陳秋霞的“一個女工的

故事”，一邊剝著蒜瓣。穿著深藍粗布裝，腳踩黑黑的大雨鞋，在8月的合歡山裡種草莓，

剝大蒜，摘水梨。晚上在宿舍裡玩牌、算命、唱歌、聊天、談戀愛。這一班感情特好，到現

在還常常聚會。回想起當時的我並不認真學園藝，從來不覺得會和泥土、鄉村、植物有啥關

臺大城鄉所坪林里山中心的新鄉村實驗課程。右為張聖琳教授。

文／張聖琳

圖／新鄉村協會

里山不枯 沏萬物
－臺灣藍鵲茶  “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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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村協會茶園、高速公路、採茶騎士團。

係。背不起來果蔬花草的學名，下課鐘響就衝去雲門練舞。被認為是怪咖的我，那年春天剛

剛參加了林懷民、汪其楣、張照堂，及黃永宏幾位老師聯合創作的【臺北現代舞團】實驗。

園藝系一畢業，就從園藝系的四號館，搬進了位在對面的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

也就是現在的城鄉所。

2013年，在坪林種茶，照顧山不枯茶園是我目前最投入的志業。生產「臺灣藍鵲茶」是

為了兼顧茶農生計與翡翠水庫集水區環境保育的概念而創發的概念茶產品。文山包種與東

方美人是「臺灣藍鵲茶」的主要品項。偶爾，茶農也會少量製作九曲紅梅。2011年，和城鄉

所學生黃柏鈞（博）與蕭定雄（碩）開始投入新鄉村里山行動。我們將藍鵲茶定義為“微革

命”，強調透過反省自身喝茶的經驗，與要求生產透明、建立合理交易的生活態度，來改善

坪林茶農的生計，實踐物種多元的經濟。2012年起連續兩年獲臺大邁頂計畫跨境實習的經

費，我帶著6名同學參訪日本豐岡，學習當地種植東方白鸛米50年的經驗。今年夏天，則帶

著8名同學進入中國太行山下有著黑鸛翱翔的許村，參加當代知名藝術家渠岩老師主辦的鄉

村國際藝術節。

帶著日本豐岡與中國許村的經驗，我們回到臺灣坪林，推出「臺灣藍鵲茶」，作為臺灣

第一個結合生物棲地與人類生活地景的茶文化品牌，希望帶動自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後、商

業活動一落千丈的坪林另一個生機。目前參與的農友以林道賢先生為主的有機班第八班共4

位茶農。除了以新鄉村社會企業的方式推廣，我們也發展非營利的新鄉村協會。協會的志工

並和臺大領導學程修課同學合作，為弱勢茶農的子弟提供免費的課業輔導。目前有5位課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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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新鄉村運動之臺灣藍鵲茶

小老師，在各據山頭的茶農村里中來回，透過知識的陪伴，讓弱勢茶農子弟感受到大學生心

裡的溫度。

對我來說，臺灣藍鵲茶微革命的核心價值是回到臺灣高等教育的反省。身為臺大城鄉所

教授、新鄉村研究發展中心的負責人，2009年從美國回到臺灣任教，深深覺得校園與社會脫

鉤得厲害。所以經常實驗另類的教學方式，讓同學發揮潛力進而開創新的社會實驗室。看

到校友詹益鑑先生談到，「臺灣現在的人才議題與教育環境，問題不在學歷高，而是經歷

少。」深表贊同（＜別再盲目追求直升了！＞《聯合報》詹益鑑專欄，http://mag.udn.com/

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480343#ixzz2hHvUblAB ）。過去10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

任教時，大學生半工半讀是必然，因為馬里蘭州在籍學生幾乎

全部靠自己張羅學費。而且大學部有4分之1的學生是回

鍋學生（returning students），這些學生年紀比我大10

歲、8歲，稀鬆平常，我剛開始教書時，常將他們誤認為

是教授。有些人為了家庭，有些人當時感到沒興趣，所以

沒進大學。不論是已屆不惑之年，或者是20出頭，大家都

有各自的人生體驗，所以對於大學的求學與自己的人生，

有較為務實的思考。特別是景觀建築這樣的專業學程，直

升研究所通常不是大家考慮的選項，摩拳擦掌進入職場才是

王道。習慣了教 室環境中學生有多元背景及價值觀的

我，回到臺大，面對90%以上從大學

直升研究所的臺大學生，有些水土不

服。常常想告訴學生：你們跨出校園

再回來，可以做出更精彩的學問。

我所任教的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是個社會實踐相對多元的教學場

域，這裡讓我的團隊可以大膽的

實驗藍鵲茶微革命。觀察臺灣現

況，深深覺得新世代的主戰場在

“創業”，不在“就業”。但，

創業不是有創意就一蹴可幾。

創意只是一個興奮的開端，如

戀愛的一見鍾情。相愛容易相

處難，萬般理念，折腰於柴

米油鹽醬醋茶的錙銖必較。

那一年，我們一起包的藍鵲茶。

山不枯的
松下茶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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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藍鵲茶」團隊的篳路藍縷，是我投入環境規劃社區發展至今30年來最真實的挑戰，最

精彩的實踐。同學們從問題提出，到創意思考，到產品研發，到社會推廣，一步一腳印。600

斤藍鵲包種茶通路開打，淡水農民市集週末擺攤，非營利協會與社會企業的摸索成長，戶外

環境教育學程的實驗推廣，藍鵲茶農的日常走動，山不哭茶園的經常照護。林林總總，萬事

起頭難。10月初要趕製兩萬個小茶包，因茶農臨時變卦，無法出貨。5天內，大家全力貼貼

紙，統計茶包，有驚無險地過關。不過這個慘痛的經驗，也讓我們獲得新設計的關鍵元素。

藍鵲茶微革命團隊，和山不哭茶園的茶樹們，探險於天候的變遷，鍛煉於天地的考驗。

現在【山不枯茶園】成了讓我心靈最平安的家。除草、剪枝、採茶，甚至只是在茶園發

呆聽蟲鳴鳥叫，我瘋狂地愛著這片茶園，任勞任怨照顧900多株茶樹，彷彿在補修當年園藝系

沒有好好讀的農場管理、園藝學。也許是緣分，也許是生命的必然。20年旅外生活與世事滄

桑，從照顧一株株茶樹中，慢慢沉澱。

茶園是個寧靜又吵鬧的地方。遠遠傳來重機的重油門加速，耳畔聽到的是蟲鳴鳥叫。一

群藍鵲，約莫30多隻，棲居於山不枯茶園的必經地。有溪水，喬木，灌叢，與各種蕨類。山

雨欲來的風林樹梢，常常看到他們成群嬉鬧。茶園生意盎然。我定義它為「環境過分友善茶

園」，俗稱野茶園。禾本科植物與茶已經毗鄰為友，松樹、楊梅間植而生。昭和草、芒草、

火炭母時時過分招搖而遭管訓。大鸛鷲、小彎嘴、畫眉、五色鳥、各色青蛙、蚱蜢、蜘蛛、

螳螂、蜜蜂等蚊蟲源源不絕。除不完的雜草，賞不盡的美景。時而雲霧繚繞，時而艷陽高

照。雜草清理後，方能汗滴茶下土。偷閒松樹下，塵事豁然開朗於心。品茶品萬物，喝茶喝

人生。真水無香。茶香乃意境之香。藍鵲茶是意境茶。品藍鵲茶香重在世間顰齒留香之上，

萬物生生相息，息息相關的心香。 

張聖琳小檔案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暨新鄉村研究發展中心負責人。同時應聘為廣東工業大學的特邀教

授。進入學界之前，曾是現代舞者，劇場表演者，專題記者，與景觀建築暨環境規劃設計師。1986

年臺大園藝系畢業，1989年土木研究所畢業。留美19年間，1994年取得康乃爾大學景觀建築碩士，

2000年取得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博士學位。隨即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任教10年，於2006年獲終身

職。2004年，她曾經獲得國際景觀建築教育界最重要的學會CELA（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研究教學與服務成就獎。在美任教期間獲邀至日本及哥斯大黎加客座講學。她的主要

書籍包括兩部1999年的中文著作：《造坊有理》（遠流出版社），《生活地景》（土生金出版社）。

以及2006年的英文著作：The Global Silicon Valley Hom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她的英文論文與演講

發表超過百篇。現階段在臺灣坪林進行結合生態與生產的「臺灣藍鵲茶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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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新鄉村運動之臺灣藍鵲茶

臺
灣藍鵲茶，一個由臺灣大學師生推出的創新品牌，

旨在護育臺灣茶的文化地景。這種事，只有在臺大此開放的校風

裡，才會發生。

臺灣藍鵲茶，是張聖琳老師引入「里山倡議」（註）的概念，在新北市的山區－坪林做的

「藍鵲茶革命」。將『茶』作為里山保護的概念，在臺灣是頭一個，而我們只是在地景保育

和社區經營之間試圖尋求「一點平衡」。這個由城鄉所師生所組成的藍鵲茶團隊，不只是推

動環境教育、推廣臺灣茶學，更成立社會企業，藉著商業模式，讓茶農確確實實的獲得該有

的價值與尊嚴，進而由下而上，同心護育臺灣茶文化地景。我們沒有任何政府、私部門的專

案補助，自行貸款200萬，經營臺灣藍鵲茶；臺大城鄉所，做的是鄉村的空間革命。

然而，因為我們的收茶價格非常高，得罪了農會，還被約訪談話；我們強調無毒耕作，

也得罪了一般施農藥契作的茶行。我們拒絕對臺灣環境不友善的企業以保護茶農，也拒絕大

量生產的獲利模式，但是藍鵲茶的經濟附加價值卻提升了，茶農們也願意持續投入。臺灣藍

鵲茶的誕生，真的在地景保育和社區經營之間的那「一點平衡」。

取名為臺灣藍鵲茶，是取其臺灣藍鵲在臺灣山村文化上的代表意義，牠們在坪林的數量

相當穩定。臺灣藍鵲（Urocissa caerulea），鴉科，屬臺灣特有種，又稱長尾山娘，性喜群

居，主要棲息在中、低海拔山區的闊葉林及附近的茶園、果園或開墾地，特別會出現在鄰近

山區的山村，分布數量以北部地區（臺北、宜蘭、桃園）較高。生性喧噪，色彩鮮豔，經常

成小群穿梭。我們常開玩笑說，真像臺灣人的個性！此外，我們也應用了臺灣藍鵲的『巢邊

幫手制度』的概念，臺灣藍鵲只要有小寶寶誕生，其雙親的親戚、兄弟姐妹們皆會前來協助

育雛，甚至捍衛領域，抵抗入侵，此正與早期臺灣人山居生活的模式相同。

臺大，
讓一切成為可能 文／黃柏鈞

圖／新鄉村協會‧桃園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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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農業結構問題，臺灣茶文化的地

景正在不斷的惡化，為了保護地景，藍鵲茶有

4項原則：一、現有的茶園面積不可擴張；二、

企業認養茶園，必須以「面積確定」作收購，而非「產量」；三、必須

符合法定坡度；四、必須強化植被。在行銷通路方面，以『讓』字作為精神，主張「盤商讓

利，茶農讓地」。藉此，期望臺灣的坪林山區除了作為茶的地景地點，更推動坪林成為臺灣

第一個茶的生態村。

現在正是冬茶採收時節，如果有任何機會，我們非常希望能邀請學長姐到茶園採茶，體

驗茶農生活，真真實實的感受臺灣山村的自在；甚至是邀請我們演講，也讓一切的可能持續

下去，護育臺灣茶的文化地景。 

志工阿嬤
來採茶。

臺灣藍鵲茶，結合坪林茶文化和生態特色，2013年感動上市。

黃柏鈞小檔案

前中華鳥會秘書長，臺灣藍鵲茶發想人，臺灣大學城鄉所博士班學生。

註：“里山”是一個日文的合成名詞。其唸法為satoyama，sato指鄉 「里」也就是社區聚落城鎮

等人居之處，特別是家鄉的鄰里。yama指「山」郊、稻田、河流和水道。廣義的說，意近中

文所謂的山腳、山邊，城鎮與山林交界處。泛指鄰近人類社群且與人緊密相連的生態環境。

更精確的說，Satoyama是指家鄉旁邊的山與林。相對於里山，也有里地、里海等生態型態。

里山的操作性意義在於如何將自然與文明交界之處，創造成為同時適合人類耕植的「生產地

景」與「生活地景」，但也適宜多種生物持續居住的豐富「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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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賾駿（臺大城鄉所碩二）

圖／新鄉村協會

研究發展～新鄉村運動之臺灣藍鵲茶

我們是採茶姑娘（左右兩位是反串），戴斗笠、村姑裝、脂粉未施，道地的臺大之花（草）。

學問實踐的田野
～坪林 文化

臺
灣藍鵲茶，一個由臺灣大學師生推出的創新品牌，旨在護育臺灣茶的文化地景。這種

在雲霧飄渺的山腰上，茶香四溢的鐵皮屋中，一群人默默地邊秤重、邊把茶葉裝入袋

中，伴隨著封口機的喀擦聲、手翻攪茶葉的沙沙聲，每一盒茶都是親手黏貼包裝。天色漸

暗，在石頭老厝中，吃著當地茶師親手準備的農家菜餚，滿口盡是幸福的滋味。我們是臺大

藍鵲茶團隊，和坪林的茶農合作「藍鵲茶」品牌，以公平交易的價格回饋給茶農。

在茶園看著農人種茶的身影，每一口茶，都是他們勞動的累積，特別是種植環境友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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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非常辛苦，人工除草，

採收期沒日沒夜的製茶，要承

擔有機轉作的蟲害與減產風

險。給茶農合理的價格是團隊

一路走來的堅持。我和臺灣藍

鵲茶的相處不到半年，卻是

收穫滿滿。當初自告奮勇加

入藍鵲茶團隊，從設計包裝

開始，為了600斤包種茶，和

張聖琳老師、學長、同學夥

伴們經歷了一次次賣茶的挑

戰。在農夫市集忍受酷暑，

向來往遊人推銷；拿著藍鵲

茶品與DM，走訪一家又一家店。會累嗎？肉體上會，

但內心很充實，而且每一次的走訪，都確實累積了不少社會「實戰」經驗。

有人說有實踐才是學問，而藍鵲茶革命正是從實踐中得到學問的過程。古人云：柴米油

鹽醬醋「茶」，茶自古以來就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但「泡茶」對許多現代人來說似乎退

而為閒暇活動。其實，茶在現代人生活中無所不在，只是被簡化為人手一杯的手搖飲料和便

利超商陳列架上的罐裝茶飲。對現代人而言，動手泡一壺茶幾乎不可想像，而臺灣藍鵲茶就

是要把茶帶回我們的生活之中。在參與的過程中，好奇心驅使每個夥伴開始談茶，大家一起

研究如何泡出好茶，認識各種茶品、茶具，也不再依賴速成茶飲，學會自己泡茶。我們親身

體會了臺灣茶文化，我們也從地域研究和生態環境的角度去看茶，定期的城鄉茶棚會，更是

學問研究與品茶的另類結合。

入秋的北勢溪，一隻隻水鳥停留在石上、岸上，等著飽餐一頓，魚群在水中悠游，從橋

上向下看盡是鱗光閃閃，還有兩三個遊人在溪中嬉戲，北勢溪水水清見底，這裡是茶的故

鄉。進出坪林幾回，一個人走在溪邊，沉浸在溫暖的陽光與美景之中。瞥見因為噴了除草劑

而寸草不生的土地，對比生態豐富的藍鵲茶園，讓我不禁思考著藍鵲茶對坪林的意義。法蘭

西絲．拉佩（Frances Moore Lappe）曾說：「我們生活中的任何選擇，都是對於周遭環境世

界將何去何從的一次次投票。」選擇臺灣藍鵲茶作為自己的目標，是我對研究所求學生涯的

承諾，未來的2年、3年，期待看到更多的臺灣藍鵲茶友，以實際購買支持坪林小農，成為茶

農轉作環境友善耕作背後的力量，用行動共同來實現環境正義。 

我們是課輔小老師，穿梭坪林各個山頭，各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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