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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站在台上分享，不表示我比較厲害，因為我只是執行了我的想法而已。」

7 月 15 日，Ljuwa（魯瓦）在國際青年創業論壇做專題演講，講題是「越在地，越國際」，面向 400
多人分享自己的紅藜創業經驗，他在結語如此說道。

2 年前開始推廣土坂的紅藜，他鼓勵部落族人和返鄉青農投入種植，與花蓮慈濟科技大學合作近 4
年研發紅藜的周邊產品，已經拿過 9 面金牌，最近更在美國匹茲堡發明展榮獲金牌及特別獎（註1）。

靠著土坂部落種出來的紅藜，Ljuwa 今年一舉拿下美國匹茲堡發明金牌及特別獎。（Credit: 紅藜先生）

紅藜經濟靈感來自兒時記憶，部落環境成「零農藥」最佳條件

交通不便、部落產業不振等困境，但有些缺點在他眼裡看來，反而是最大的優勢。許多人喜歡親切稱呼 Ljuwa
為「紅藜先生」。Ljuwa 來自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Tjuwabar），這個全台少數仍完整保存 Maljeveq（五年祭）傳
統祭儀的排灣族部落，和其它原鄉一樣面臨交通不便、部落產業不振等困境，但有些缺點在他眼裡看來，反而是最大
的優勢。

Ljuwa 指出，因為部落耕作地用水來自大竹高溪上游，乾淨、豐沛，一直以來引水方便，不曾缺水，土壤與水源也符
合有機標準，加之土坂部落群山環繞、與外界隔絕的環境，是最有利發展為「零農藥種植」區域。

他 22 歲回部落，至今已經過了 9 年，形容起初幾年會去打零工、種菜，時間很自由，小時候就累積一些耕作經驗，
有不懂的問題就問老人家，自己種給自己吃。2012 年，他為了籌資給部落的交通車，身上只帶 1
千元，推著滿載手工藝品、近 200 公斤的手推車，就開始徒步環島義賣。

只是交通車的問題，後來雖然在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的協助下解決，從此部落族人能夠坐公車出外辦事情，「
交通解決了，但部落經濟還沒解決」，Ljuwa 大笑。

環島回來，他偶然發現一張 7
歲時自己與紅藜合照的照片，上網查研究報告，了解到紅藜營養價值高，膳食纖維高達 14%，為燕麥的 3
倍、地瓜的 6 倍，是 NASA 認證過的最佳營養補充食品，但台灣藜的市場價值卻被拉低，「當時大家吃的是秘魯、
玻利維亞進口的紅藜，原住民種的紅藜新鮮度和口感都很好，卻賣不出去」。

那時臺灣社會也掀起養生風，但消費者還不夠認識紅藜的好處。於是 Ljuwa 決定透過外婆留下的紅藜種子，從自家
已經有在種的紅藜，慢慢擴大種植，「大家一開始不相信行動，覺得很多人會光說不練，所以我就帶頭來做」，做到
隔（2014）年開始有人加入他。

對 Ljuwa 來說，家鄉土坂部落與世隔絕，水源豐沛乾淨，正是發展無毒種植的最有利環境。 （Credit: 紅藜先生）

紅藜營養價值高，膳食纖維高達 14%，為燕麥的 3 倍、地瓜的 6 倍，是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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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過的最佳營養補充食品，過去台灣本土紅藜的市場價值卻被拉低。（Credit: 紅藜先生）

產量不足與行銷通路——部落產業首要突破兩大瓶頸

NASA 認證過的最佳營養補充食品，但台灣藜的市場價值卻被拉低，「當時大家吃的是秘魯、玻利維亞進口的紅藜，
原住民種的紅藜新鮮度和口感都很好，卻賣不出去」。部落產業不受到重視，Ljuwa
解釋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產量不夠，二是無法打開銷路。

以生產端而言，紅藜在 10 月播種，隔年 2 月採收，但季節轉到春天，下雨頻繁，紅藜收成要等日曬烘乾得看老天臉
色，族人也沒有錢買烘乾機採收，因此讓許多族人想到收成問題就望之卻步，「種了沒人收就不想種，加上他們不想
碰行銷，我就自己第一線來處理」。

Ljuwa 察覺到農民的困擾，和人租借一台小型乾燥設備，在天氣好的時候趕緊把紅藜拉到戶外曬乾。為了解決 4、50
位農民收成的問題，今年更訂了要價 200 萬的大台乾燥設備。

另外在產銷上，相較於直接賣帶殼的紅藜給盤商，他發現紅藜脫殼以後，一斤可以賣到 600
元；剛好家裡過去有小米脫殼的工作經驗，Ljuwa 便嘗試自行處理紅藜脫殼，讓原來一斤 3、400 元的售價，提高到
600 多元。農委會水保局台東分局長王志輝看重他的紅藜產品，也曾協助他進行包裝設計，後來成為推廣台東意象的
在地農產品。從品質、包裝，到口感都有要求，他自豪地說：「當時在賣的時候，市場上只有我土坂紅藜不用洗！」

土坂的紅藜銷量有明顯成長的關鍵在於獨特性的建立，原先他在臉書粉絲團販售，2015
年第二次徒步環島，他以「紅藜先生——為土地而走」為名發起 5
萬元的集資，這次去推廣台東農產品，不僅打開知名度，也漸漸累積了主動找他買紅藜的忠實客戶。

Ljuwa 過去念汽修科，坦言很多行銷、管理學的知識靠自學或與朋友討論而來，「一般生產不是問題，重點是你的東
西要賣給誰？有誰會相信你的產品？」許多人想到「紅藜先生」，就能夠與產品連結，像是看到兩度環島推廣部落產
品的 Ljuwa 本人一樣，「因為很認同這個人的理念，就會想買」。

曾連電話費也繳不起，紅藜先生：創業成功關鍵在於執行力

在受訪過程，他反覆強調行動的重要性。現在他去各地學校、企業講課分享創業經驗，發現很多人著重理論，實務經
驗卻很少。「講很實在的，本來一定就會碰到這些問題，如果想很多導致做的勇氣都沒有，乾脆不要做」。Ljuwa 創
業初期沒有預先投入的資金，曾經連電話費也繳不起，因為不擅長寫執行計畫，他只申請過原民會第一屆的原住民族
精實創業計劃，獲得 100 萬創業資金，也是委託朋友來寫，他負責執行。

一步一步找資源，走出自己的紅藜品牌，Ljuwa 認為創業關鍵仍在執行力。（Credit: 紅藜先生）
目前耕作面積大約 5 甲，但部落閒置的農地共約 30 甲，他認為提升紅藜與小米的產值不難，難的是怎麼讓年輕人願
意返鄉。「只要回來想跟我，我可以給你一個月多少錢，或是打工換宿，保障你基本收入，業績好就加薪」，從學習
到耕作、基礎設施到保證收購價格，他全力成為農民的後盾。

Ljuwa 今年 31 歲，靠著紅藜創造 400 萬的年收入，儼然是原鄉的紅藜產業的「開拓者」，他覺得愈做愈看到部落經
濟發展的正向循環，因此希望紅藜先生的成功經驗也能促成小型發展平台，「如果他們在其他部落想做不知道怎麼做
，可以在這裡慢慢找答案」，也發現部落其實有很多專業人才，只是以前缺乏發揮的空間，因此他願意繼續堅持下去
。

問他有什麼話，是他過去的公開分享裡可能沒有提到，但卻是他想告訴大家的事情？Lj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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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Mata．Taiwan》：「當部落人夠多、經濟自主的時候，就不怕（財團）別人來打。」

經濟是部落活絡的根本，盼更多青年投入部落產業

當部落人夠多、經濟自主的時候，就不怕別人來打。他想翻轉、突破那些離鄉外出工作的理由，「為什麼你選擇離開
家鄉？而不是留在部落讓自己部落活絡起來？」工作到頭來是為了吃飯，飯就是從土裡長出來的，他認為自己就是很
硬的案例，從零開始，用部落留下的天然資源經營產業。

現在很多人呼籲歸還傳統領域，Ljuwa 不禁想問：「 你足夠了解部落嗎？有回鄉做什麼事情嗎？怎麼不回去更認識
自己的土地？給你一塊地你知道怎麼做嗎？」拋出一連串的提問，他感慨今日的人把本能忘記太多，習慣了方便的交
通，而忘記與自然生存的本能。

「家鄉再不回去，就來不及，可能我也是運氣好，我的部落還是很傳統，可以先回去把基礎打好。」

回鄉以後的他，喜歡自由地掌握時間，決定自己想做什麼，也為了過想過的生活過日子。現在有人想在部落開家小店
他也支持，未來期望培訓年輕人投入這塊土地，畢竟文化祭儀復振都來自於土地。他說，這就是自由，也是他愛家鄉
的方式。

因為耕作期的安排，現在做半年後就可以休半年，可能都比在外面企業工作更自由，「我負責去打市場，讓更多人享
受自己想過的日子，」他又大笑：「能被人家倚靠也是很舒服的事情。」

關於紅藜先生

對於「紅藜先生」Ljuwa 有興趣者，歡迎關注粉絲專頁：

紅藜先生-為土地而走

「家鄉再不回去，就來不及！」Ljuwa 以自身經驗為例，期待更多青年回鄉投入部落產業。

文化來自土地，投入部落產業就是紅藜先生 Ljuwa 愛家鄉的方式。

附註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INPEX）為國際四大發明展之一，為美國專利顧問公司 InventHelp 於 1984
年在美國賓西法尼亞洲匹茲堡市創辦。

延伸閱讀

這個有機農場禁止聊八卦！邦查農場在市場與夢想間走出自己的部落有機夢
「不喜歡中盤商，也該知道怎樣做才能取代他」包正豪：談自治，先理解部落經濟的可能性吧
除了錢，我認為「文化」才是部落發展有機農業的關鍵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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