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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簡介 

環山面海的台灣之美-宜蘭東岳 

 

     宜蘭東岳擁有富饒優越的地理環境，三面環山一面向海，可說是台灣東部的人間桃

花源。東岳，原稱東澳，又稱伊藥（lyo）；因爲東澳山中盛產貴重藥草 lyo （金線

蓮）所以有了這樣的別名。而鄰近的東澳灣是村民們野餐烤肉、游泳嬉戲的好地方！ 

      每日黃昏時段，漁船紛紛駛進附近的粉鳥林漁港，粉鳥林漁港是東岳村與東澳里的

魚市集，每到四至六月是飛魚的產季，每每親朋好友前來東岳村時，村民都以東澳飛

魚為最好的禮品，因此東岳村也以飛魚村而聞名。 

 

 

圖片1來源: 東岳部落文化健康站粉絲專頁 

 

東岳社區的人才遍及不同的領域，從醫生、校長、老師、公務人員、民意代

表、基層員警、護士、宗教人士等，其部落的人文色彩濃厚，使這裡形成一個具有知

識與水平的原住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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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討論後得知社區自今年起便開始規劃泰雅族版-我的餐盤計畫，希冀透過

與國民健康管理署的合作，從飲食角度出發，藉由在地特色食材製成的健康風味餐盤

分享，讓大眾從美食作為起點進而理解背後的原住民文化脈絡。透過近年來國民對於

飲食健康的關注作為媒介，讓大眾對原住民傳統食物療法的概念以及傳統文化更為熟

知。 

 

 

圖片2來源: 東岳部落文化健康站粉絲專頁 

 

在和社區經過二次的討論後，我們發現東岳社區除了擁有豐饒的在地山產天然

資源以外，環山面海的優良獨特地理位置也讓在地的物產和文化產生連結。因此我們

決定從飲食和在地特產的食材著手，切入當地居民的飲食文化。希冀從訪談對象最難

忘的部落好滋味，發掘居民們和部落這塊土地的連結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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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3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食材通過 “心”再到”胃”，記憶裡的美味佳餚承載的是一個個家庭的故事，

撫慰的是每一位思鄉遊子的心靈。就讓我們從美食開始探索東岳這片土地的故事吧! 

 

旅程的起點  

       社區面臨到高齡化社區在疫情之下的醫療及日常照護、政府原住民政策應專注於

原民自身的文化及土地居民身上， 鼓勵社區青年創業並增加其網路曝光度。 

 

因此社區至今年起便著手規劃泰雅族版-我的餐盤計畫，希冀透過與國民健康管

理署的合作，從飲食角度出發，藉由在地特色食材製成的健康風味餐盤分享，讓大眾

從美食作為起點進而理解背後的原住民文化脈絡，透過近年來國民對於飲食健康的關

注作為媒介，讓大眾對原住民傳統食物療法的概念以及傳統文化更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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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4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我們期待以社群媒體為媒介，進行企劃、宣傳及美化。透過傳播媒體的推廣，讓原

住民話語權回到其自身的文化和土地。 

 不打烊體驗文化為部落在地創業的火車頭，作為東澳眾多獨木舟業者中，唯一

由本地泰雅族人經營的工作室，從內容的規劃到遊程設計處處充滿泰雅文化的浪漫。

將戶外活動結合在地文化和自然資源，為部落文創產業鏈注入活泉。 

 

專欄 

部落裡的難忘滋味 

在東岳社區文健站的協助之下，這次的採訪人物有三位，分別是薩何愛梅、

江廣香蘭、陳燕秋奶奶。部落樂齡長老的笑聲開啟了東岳社區文件站的每個早晨，奶

奶們吱吱嘎嘎的談天讓東岳的一早顯得熱鬧無比。熱情活力的一天以吵雜歡愉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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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頭，等在後邊的是動靜皆宜的課程安排，為的就是讓部落長者的每一天過得歡快又

豐富。 

 

打開社區經營的粉絲專頁，我們能夠看到文健站每日的課程安排和現場活動狀

況。日常生活保健的宣導、部落文化以及食療的講授交流、活絡筋骨的動態課程以及

陶冶身心的手工藝術創作，這些動靜交替的活動安排讓部落的長者能過實際體現「活

到老.學到老」的樂齡生活。文健站精心的安排讓社區的教室更加活絡，成為一處具有

生命力的快樂角。視訊會議開始，在鏡頭彼端出現的是略顯害羞的薩何愛梅奶奶，在

和奶奶介紹團隊的背景後我們便進入本日的訪談重點-最喜愛的部落美食。奶奶和我們

分享了他喜愛的辣椒炒豬肉、辣椒炒飛魚乾等美食以及任做法和食材來源，在窗口的

協助下讓奶奶儘管在中文不熟悉的情況下亦能熱絡對談，讓我們的採訪品質大幅提

升。 

 

首先，第一位是薩何愛梅， 視訊會議開始，在鏡頭彼端出現的是略顯害羞的薩

何愛梅奶奶，在和奶奶介紹團隊的背景後我們便進入本日的訪談重點-最喜愛的部落美

食。奶奶和我們分享了他喜愛的辣椒炒山豬肉、辣椒炒飛魚乾等美食以及任做法和食

材來源，在窗口的協助下讓奶奶儘管在中文不熟悉的情況下亦能熱絡對談，讓我們的

採訪品質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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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5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她想向大家推薦的是川燙過貓，過貓為台灣少數可食用的蕨類植物，學名為過

溝菜蕨，以食用彎曲、較嫩的芽為主，蔬菜長度約在 25 ～ 28 公分。根據農委會資

料，過貓這種蕨菜主要長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尤其以亞洲能夠見到喔! 

而料理的方式也很簡單，川燙過後加入雞蛋一起涼拌就可以囉~ 

   接著和我們談天的對象是來自別的村落，因為結婚而搬來東岳村的江廣香蘭奶

奶。奶奶在採訪之初略顯害羞，但在文健站的協助下，也與我們分享他喜愛的部落料

理。不過因為這位奶奶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我們改用聊天問候的方式和奶奶溝通。

後來也發現訪談前的背景資料了解，預先採訪的重要性所在。 

 

圖片6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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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推薦的是香蕉糯米飯，通常這些料理是在特殊節慶或是像過年這種比較重

大的日子才會有的! 

至於料理方式呢，非常直觀的就是，香蕉加糯米，外面綁香蕉葉，最後拿去蒸

就可以了!整體味道非常香甜，配合馬告炒山豬肉一起吃很適合。 

 

圖片7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馬告是一種台灣原生種的香料植物，又稱「山胡椒」，主要產於中低海拔的山

區，在泰雅族語中有生生不息的寓意，其風味為胡椒與薑的混合氣息。然而根據文健

站提供的資料指出，使用的五花肉，在食物代換表中屬於高脂肉品，其中飽和脂肪比

例也是屬於較高的類別，搭配鹽巴醃製，屬於高脂高鹽的料理。因此對於身為高血壓

高風險族群的長者來說，做為開胃菜少量實用為佳，高鈉高鹽的製作方式不適合做為

日常蛋白質的補充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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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8來源: 視訊畫面 

接著，最後一位是非常可愛健談又活潑的陳燕秋奶奶，她最喜歡的料理是炒蝸

牛，她習慣自己在一大早或是下雨過後的時候上山去採蝸牛，一次採大概一兩餐的分

量，並與她自己種的辣椒一起用大火熱炒，整體口感脆爽，是一道相當美味的料理! 

 

圖片9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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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訪過程中，奶奶笑容滿面興奮地入座，除了跟我們生動描述辣椒炒蝸牛的

口感外，還向我們描述他會在下過大雨的清晨獨自騎乘15分鐘的路程，到不遠處的山

腳，沿路尋找蝸牛的蹤影，撿進一桶子的肥美蝸牛回家，再和辣椒拌炒食用。問到他

認為最好的保養食療食材是甚麼，他答道，每日和朋友開心聊天飲酒就是她最快樂的

事情，保持樂觀、開開心心就是他的樂齡生活保養之道。 

 

除了奶奶和我們分享的眾多美味料理之外，還有一樣，東岳在地季節限定美食-

-飛魚乾，泰雅語又稱「多必優」。文健站指出，飛魚屬於優良的蛋白質來源，將其去

內臟處理過後，油脂含量並不多，可歸於低脂肉品的範疇。而台灣常見的飛魚種類，

有7種，其中營養大致相近，以花翅為最常見的種類。 

 

多必優 

“飛”越山與海的珍貴禮物 “魚”您分享 

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創辦人與不打烊體驗公司的負責人皆是東岳村前村

長謝昌國先生。在為社區服務長達十三年卸任後，謝老闆便開始思考能夠透過甚麼樣

的商業模式在這片自幼生長的土地上繼續耕耘謀生，同時又能幫助社區的泰雅文化永

續傳遞。在不打烊創立初期僅有提供獨木舟戶外活動，然而獨木舟是季節限定的戶外

體驗活動，這對於規模和經費相對不富足的獨木舟業者而言是個軟肋，然而在東岳眾

多的獨木舟業者中，不打烊是唯一由泰雅族人親自經營的獨木舟體驗公司。因此謝老

闆將其特色轉換為商機，結合文化體驗活動，不僅提供更多元的旅遊方案，更成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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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小船，將泰雅文化的底蘊傳遞給從台灣各地前往體驗的遊客，期許有天我們泰雅

原住民文化也能在台灣各地遍地開花。 

 

圖片10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多必優是泰雅族語"飛魚"的意思，每年4至6月間，黑潮將大量的飛魚帶進美麗

的東澳灣，早期族人以『以物易物』方式用山產與鄰近海灣的漢族們換購飛魚，隨著

飛魚的價值高漲，後來便直接以金錢方式交易，部落族人用獨特的烘烤方式，以木材

燒火，高溫翻烤長達12小時，期間必須隨侍烘爐左右控制火侯，在歷經耐心與愛心的

溫度淬鍊後，珍貴的多必優-飛魚乾才終於出爐，因此多必優在泰雅族人間被當作珍

貴的伴手禮。 

 

謝老闆找出在地自然資源，結合部落傳統烹飪技巧，用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推

動在地產業的活化。其中東澳國小的飛魚義賣活動亦讓部落孩子有資金走出國際實現

夢想，讓世界看到台灣射箭幼苗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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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打烊”的部落產業奇緣 

不打烊體驗文化--發展具有在地性與文化深度的旅遊型態，豐富遊程及文

化底蘊，並兼具娛樂性與教育性之性質。 

不打烊體驗文化是一間提供體驗遊程的公司，藉由東岳社區裡漂亮的山海環

境，讓遊客除了能感覺美好大自然的風景與氛圍之外，也能體驗多種原民文化，形成

獨特的旅遊經驗，留下精彩的回憶！ 

 

不打烊體驗文化所在基地選擇是因為八八風災後，這塊原本作為老闆媽媽種植

水果的小農場，因為土石覆蓋而無法繼續耕作，那時其剛好面臨村長卸任之際需要另

尋出路因此便萌生了創立泛舟事業的念頭。由五個泰雅男人共同出資，在這片自幼生

長的土地下，秉持著為社區和自己的職業生涯創造光明生機的信念，不打烊成為南澳

地區唯一一間由本地泰雅原住民經營的獨木舟業者。由於獨木舟屬季節性戶外運動，

因此業者必須在淡季時另闢生機已達收支平衡，相比於其他同業，規模不大的不打烊

更是如此。謝老闆腦筋動得很快，在發覺自己和同業的差異性在於擁有豐富的文化土

壤得以發揮時，變傾身投入了文創觀光產業之中。將其獨特的泰雅文化結合觀光行程

結合，推出套裝組合供全台各地旅客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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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1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在多間獨木舟業者當中，不打烊是唯一一間原住民業者，也是當地人的代表，

出去旅遊跟著當地人一起玩絕對不會錯！你能想像在東澳灣上划著獨木舟，感受迷人

的海岸線之餘，吹著太平洋的海風迎接一天的開始嗎？不打烊提供的海洋獨木舟遊程

就能讓你體驗到啦！當然活動時間也是能自己選擇的，無論是想看日出的人或是不想

那麼早起的人都是可以選擇的。 

 

划完獨木舟也餓了吧？那何不來試試在地傳統美食呢？在獵人逐跡的遊程中，

除了能吃到原民美食之外，還能聽到在地獵人狩獵以及獵寮的故事，不但能滿足胃也

能夠增加知識呢！除此之外，也有獵人弓箭、獵人飯包製作、搗麻糬等一系列的活

動，因此遊客只要參加這個遊程，絕對能體驗到不同環境下的原住民獵人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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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2來源: 東岳社區提供資料 

 

期待再相會 

黃詩予: 

透過線上和社區耆老及不打烊公司創辦人的訪談中，除了聽到他們分享的故事

之外，也理解到他們的需求，讓我們能夠適時更改蹲點計畫，使計畫更符合他們的訴

求之外，也讓我們的蹲點過程中增添幾分色彩。而其中我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我覺得

還是與他們的互動過程，即使我們之間相隔兩地，僅能透過一片冷冰冰的螢幕對話，

但是在與他們的互動過程中，卻打破了距離的障礙，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流淌出了暖心

的溫度。 

在與他們的互動之後，也幫我們抓住了地方誌的方向，在創作過程中，也會不

時的想到與他們一同聊天的過程，與他們的回憶也成為了我們創作的動力。就像前面

所說的這次的蹲點相當特別，利用數位的方式完成了這趟旅程，與我們一開始想像的

很不一樣，但是每一個過程都讓我們的人生變得更有意義，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我

們透過自己的方式，走出屬於我們的特別旅程，也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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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想感謝我的夥伴，在這蹲點的過程中，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我一定無法做

到，所以真的很謝謝她的參與，這一段回憶也一定能成為我們大學生活中最難能可貴

的回憶！ 

呂勻涵: 

白哲特曾經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堅強的信念能贏得強者的心，並使他們變

得更堅強。 這讓我深深地想到和不打烊體驗文化謝老闆的訪談過程。謝昌國老闆在和

我們分享創業動機時，幽默詼諧地說道，因為村長卸任了，所以失業了!為了養家活口

所以必須在這片土地上尋找能夠謀生的商機。於是乎不打烊體驗文化就誕生了，由五

個泰雅男人共同投資，謝老闆負責管理以及尋找業內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在我們的小

心詢問下才知道要讓這間看似提供豐富行程的活動公司能夠收支平衡一直以來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不打烊才會從原來只做戶外活動體驗的公司進而發展到具備獵人

文化原住民美食體驗行程包山又包海的體驗行程提供者。 

在疫情肆虐的三年間，老闆的生計再次受到了挑戰，這次連飛魚乾的生意也受到波及

了。在疫情之前，他們會拿著社區生產的罐裝飛魚乾炒辣椒到展覽園遊會等擺攤，但

因為傳染病的緣故，這個推銷販售的媒介消失了。缺乏架設新平台的能力，現存的通

路僅剩LINE群組共同親友的推廣和老顧客的回購。在過程中老闆指出，或許是因為原

住民的天性關聯，他們不想要冒險投入額外的資金做行銷推廣，希望能在既有的資源

下開拓商機，然而先前曾與地方旅行社配合形成套裝販售，但效果都不盡理想。 

其實現階段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身處既害怕擔憂的階段，但又因為時序的推演不

得不奮力向前行。跟謝老闆提供建議的同時，也讓我自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有時我們

會因為不敢冒險而自責或後悔，但卻從沒想過擔心失敗的心態本是人常情，只有謝老

闆毫無包袱的告訴我們他的心境和兩難，我們也才能因應他的情況給予符合他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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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措施。真實的表達自己的難處，尋求協助和共同討論，是我在東岳的社區服務中

學到最好的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