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在等待的事業～
大桌環境整合

我
們嘗試在日常生活中，有感連結產業、文

化與空間，以社會企業的體質，帶著公

平共享與回饋的精神，探索人與環境共好的方

式。」這是「大桌環境整合」的成立宣言。2015

年春，一群六、七年級生創業，做品牌設計和環

境整合的策略規劃。取名「大桌」，意在強調每

一個人有平等發言權，不論職位為何，所有意見

都可以充分討論來取得共識。

這支團隊來自臺大城鄉所。從臺灣茶起家，

『山不枯』是他們成立後所推出的第一個茶品

牌，主張來自中低海拔茶區、100%臺灣茶、無農

藥檢出，以及環境友善包裝。第一項主張頗令人

費解，產自中低海拔會是好茶嗎？這就是他們要

翻轉的，臺灣茶真正的好味道是「人在、茶在、

樹在、山在」。

品牌：人與環境共好
「人與環境共好」是他們的品牌精神，不論

產品為何。誠如蕭定所說，可以是一種產品、一

個活動、或是一項文化政策⋯。以茶為例，他們

尋找生產端與土地生態的平衡，通過消費者購買

給予支持，從而改變臺灣茶的生產環境。「善待

土地與茶樹，才是茶產業的永續模式。」此即環

境整合概念的落實。

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激發出「大桌」？有

唸建築的佳璇、唸經濟的蕭定、唸生傳的名揚、

唸室內設計的賾駿、唸都市計畫的佳軒。每一個

人來自不同的大學、專業背景各異，因著進入城

鄉所就讀、先後參與張聖琳教授在坪林的里山實

驗，一起見證並推動了臺灣藍鵲茶的誕生，然後

一起創業去。

採訪撰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大桌

「

賾駿手繪茶園地景，印在茶盒內，讓喝茶多了一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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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最早進入坪林實習的蕭定表示，經濟學

比較是在理論層次研究，他一直想貼近人們生活

的真實面向，而茶是傳統產業，是反思土地、人

與經濟衝突的絕佳切入點。2012年以實習生進入

坪林，去日本觀摩里山經驗時，看見日本人復育

被農藥毒害的耕地，以「東方白鸛米」成功行銷

環保理念，埋下他日後投身社企的種子。

被大家稱呼「阿季」佳璇是學姐，2013年底

被張老師找回來，因為「張老師知道我想做一些

不是傳統規劃在做的事情」。後來因經營理念差

異而決定自創品牌，那時蕭定剛退伍，因緣際

會，幾經醞釀，大家決定一起創業，以坪林為起

點，實現人與環境共好的信念。

茶經：生態與環境平衡
當「茶園生產遇上地力有限的山頭，如何不

枯？」蕭定說：「早期在坪林實作時，我們常常

一心想改變環境，卻忘了茶農生計上的思考與擔

憂。而臺灣製茶超過百年，在沒有農藥和化肥的

年代，他們如何種出健康又好喝的茶？這是我們

可以思考的。」但有鑑於茶農已習於慣行農法，

要立刻轉型有實際上的困難，於是他們為「山不

枯」制定兩種栽培標準──減藥及無藥栽培，藉

此引導茶農逐步走向友善環境的種作，同時協助

農民調整採摘與製作過程，讓茶樹可以更健康地

生長。

因此，這群年輕人努力鑽研茶經，要破除你

我在茶知識的迷思，比如高山茶。佳軒說：「臺

灣的高山茶很貴，因為大家都以為高山茶品質最

好，導致土地被過度開發，對環境造成傷害。茶

樹的確喜歡濕度高的環境，但真正影響茶品質的

關鍵其實是採摘和製作方式，因此，中低海拔地

區也能產出好茶。」

勤於鑽研茶工藝的賾駿也指出：「高山茶是

好的種植環境，但不是好的製作環境，因為日光

最重要。」佳璇舉例說明，「午時採摘的茶葉，

因為露水消退，用來做茶品質最佳，再經由日光

進行萎凋更好」。

賾駿慢條斯理地泡著茶回應，「現在臺灣茶

從茶起家，源於坪林的經驗與責任，團隊在坪林茶園裡頭。左起：李佳璇、楊佳軒、楊賾駿、蕭定雄、郭名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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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輕發酵，和以前味道不一樣。一般人迷信手

採、以為一心二葉最好，其實都是誤解。機採可

以在最好的時間內採完，茶葉品質好，又可以抵

人力。至於一心二葉，嫩葉適合做綠茶和紅茶，

但烏龍茶除了東方美人茶以外，其他都要成熟的

原料，配合好的製程，溫潤不傷胃，才是最好。

全部採嫩葉會對茶樹造成傷害，因為葉子是營養

器官，這也是為什麼以前茶樹生長期有3、40年，

現在只剩下10年」。碩士論文才要完成，已是滿

腹茶經。

教育：出自憐憫的知識
有人說，「理想不能當飯吃，但可以讓飯吃

起來更香。」「大桌」的目標不只是飲一杯茶

香，他們要破除的是根深蒂固的舊思維。這需要

時間。所以，他們從企業團體著手行銷，短期先

建立企業通路，維持一定的採購量，對茶農能有

立即性的幫助，支持他們有動力減藥轉作，而企

業的認購對社會大眾也會產生較廣泛的影響力。

即使是帶有濃厚理想色彩的社企，畢竟是公

司，不是NGO或NPO，「我們需要將眼光放遠，

把理念轉化成可以正向營運的模式」，佳璇說，

「不能靠壓榨自己往前，讓大家得到該得到的，

一起承擔公司的發展。」公司現有3個部門：賾

駿負責農食產品部，蕭定負責生活工程部，名揚

為規劃策略部，平時協力同工，另各自有專案在

透過邁向頂尖計畫，城鄉所得到支持，到日本跨境實習。中為張聖琳教授，左1為楊賾駿，右1為郭名揚。

草創時期，發揮大桌精神，密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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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邁向頂尖計畫，城鄉所得到支持，到日本跨境實習。中為張聖琳教授，左1為楊賾駿，右1為郭名揚。

草創時期，發揮大桌精神，密集討論。

身。未來3年，坪林仍是重點，因為「大桌」是臺

大「食養農創」計畫對地方的窗口。這是一個新

里程的開始。剛執行完「山里街訪」活動的名揚

認為，「這次坪林茶業博物館重新開張，讓人們

從茶博館走進坪林，通過明信片認識在地店家，

支持在地經濟。這個活動讓我們更深入認識地方

商家。」，蕭定附和，「未來大桌要扮演的角色

是，一方面了解地方需求，一方面要清楚資源端

有哪些資源，才能做有效的溝通與媒合」。

佳璇說：「臺大給我們機會進入場域，經過

這麼多年，坪林已產生許多新團體。我們進入的

態度不是搶生意，而是把目標放在怎麼樣整合地

方環境與產業。從課程團隊到決定開公司、成立

「山不枯」，表面上是賣茶，但更重要的是牽起

臺灣茶在這個時代，與土地、與人、生活的連

結。」「大桌」的創立，是他們對人與環境共好

的信念與追求有意義人生的價值觀的體現場域。

近幾年青年創業夯，而令佳璇感到欣喜的

到產地坪林與農友溝通，調整茶園農法。

受邀參加臺大D-School創新設計學院開幕記者會，其中的人文

社會組「食養城市、人文農創」得到臺大校長與副校長的全力支

持。圖為陳良基副校長。

舉辦體驗活動，理解自然安心茶，右1為楊佳軒。

到茶農家談天試茶，滿載而歸。右起：郭名揚、蕭定雄、楊賾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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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這群年輕夥伴身上看到，他們對富裕的觀

念在改變。「以前，富裕就是金錢，現在不僅止

於此，或者說金錢的滿足程度不像以前；他們要

的是生活和工作平衡，有意義比較重要。」由此

可以理解，何以社會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她

認為，這些青創團體若能合作，會是解決社會問

題的主力。

生活：重整破碎的世界
創業動機或許不一，但對他們來說，「有意

義很重要」，還有件事也很重要，那就是名揚所

說的「跟對的人一起做事」。

學室內設計的賾駿說他不缺工作，問題出在

服務的對象，他覺得應該有更重要事可以做，進

入城鄉所讀書，讓他找到可以做的事。「過去，

城鄉所和臺灣的社會運動很密切，不過抗爭之後

常會有蠻大的挫折和損耗，還有退場問題。而張

老師為學生思考，畢業後還可以做什麼」。

佳軒唸都市計畫，老覺得這不是她的理想的

想像，希望有不一樣的嘗試，誤打誤撞來到城鄉

所。投入山不枯之後，終於有了實在的感覺，然

而她也強調不會用道德高度來抬舉自己。「我

之所以選擇走這條路，只是符合自己的價值觀而

已」。

蕭定看到同學從大二起開始準備各種考試，

也不得不提早思考未來。「我們出生在臺灣最富

裕的時代，出社會卻是最艱難的時代，有很多理

想抱負，但與現實差距大。唸了城鄉所，對於社

舉辦山里街訪活動，設計地方商家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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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D-School創新設計學院人文社會組「食養城市、人文農創」，其中坪林是課程場域之一，山不枯團隊是坪林的窗口。

會有了更多的關懷思考，自己想找的是能實踐理

想又能好好工作又可以生存，看來看去只有創

業。」是城鄉所給了他實踐力。

團隊當中唯一在臺大唸大學部的名揚，是農

推系改名為生傳系的第一屆。他說，他進來後跟

著老師下田野研究、認識臺灣農村，得到很大啟

發，一直想嘗試與地方有關的事情。城鄉所時期

更在實作激盪中學習規劃。在「大桌」執行這次

「山里街訪」活動，就嘗試將地方資源整合，用

不同以往的形式呈現，迴響很好，小有成就感之

後，也在構思如何與在地茶青聯盟，以整合匯聚

地方更大的力量。

相對工作經驗豐富的佳璇，先後經過建築師

事務所、社區營造的歷練，進入城鄉所讀書，最

大的衝擊是接觸到不同理論面向的人，「建築師

的工作比較獨立，但都市規劃是團隊工作，所以

要作自我修正，理解不同立場。另一個很大的收

獲是，認識了張老師和他們。跟小我一輪的人工

作，最棒的事情是從他們身上看到不同世代的世

界，充滿刺激。我們像一個變形蟲，尋找面對新

時代，環境與生活的整合方式，從中建立屬於團

隊的價值觀與風格，我非常期待，未來，這樣的

組成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

聖經裡有謂「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造物

者創造了世界，祂看所有受造物是美好的，遺憾

的是人們沒有照自然的法度來生活。教育學者

Palmer認為，按這種出於好奇心與控制慾的求知

模式，大肆發展科技與經濟，到頭來必然將人類

帶向死亡。他在《未來在等待的教育》一書中指

出，我們要的是另一種知識，一種發自憐憫驅使

的理智，以承擔關懷環境的責任。也唯有按著公

義生活，生態才能得到恢復，受造界才能重拾活

潑的生氣。這不只是「大桌」這幾個年輕人要做

的，也應該是你我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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