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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中的農業，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支柱行行，

經過時代變遷，當初在農村土地上長大的孩子，離開故鄉

在城市讀書、工作、生活，帶着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知識、

方法以及觀念重新投入農業後，賦予農業新的價值。當

然，台青返鄉之路也不啻於一場非贏不可的生存戰，

不是心懷熱血就足以成事，他們既要面對傳統價值

觀的質疑，也需真正深入在地

文化，才能做出符合工農業發

展脈絡的成果。台灣青年

曾祥紘及吳宗憲，當年毅

然踏上返鄉之路，他們敢

衝肯做且創意無

限，為傳統工農業

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中國熒幕裏的巴基斯坦青年光明
鏡頭下演繹多面人生

從軍人到商人，從戰爭年代到現代職
場……輾轉在各個劇組間的巴基斯坦青
年光明（Anees Qadir）正在中國體驗着
他的多樣「人生」。即使已走過中國多
地，他卻依舊留戀西安這座古城：「西
安是一座帶給我好運的城市。我在這裏
讀書，實現夢想，找到了人生的更多可
能。」
九年前，對於在家鄉求職屢屢受挫的
光明來說，前往西安留學是他離夢想最
近的一次轉機。「從小我就有兩個夢
想：成為飛行員和演員。」僅憑對字面
意思的理解，光明選擇前往西北工業大
學就讀航空工程專業。「這個專業和飛
行員不是一回事，我的第一個夢想就此
破滅。」光明無奈道。

「但西安又給了我實現第二個夢想的
可能。」心灰意冷的光明為了「求
穩」，轉學機械工程專業後原計劃回國
發展，但這個想法很快就在他誤打誤撞
的一次影視拍攝經歷後被打消。

決心留在中國實現演員夢
「在這裏我發現，人生規劃沒有必要
一板一眼，社會上有很多種可能在等待
我們嘗試。」從模特、拍攝微電影到進
入電視劇劇組，懷着對「萬類霜天競自
由」的嚮往，光明決定留在中國，實現
自己的演員夢。
「我的職業不僅帶我體驗了多種人

生，也幫助我愈加了解中國的風土人
情。」在光明看來，影視作品不僅帶給

人們娛樂的體驗，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
傳播媒介。「作為外國人，我在各種題
材的劇本裏並不是一個臉譜化的角色，
而是會跟着角色複雜的心路歷程探索、
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轉變。」
光明偏愛塑造經歷豐富的角色。「一個
人物的經歷有時也是社會變化的縮影。在
我接觸過的角色裏，我無處不感受到中國
源遠流長的歷史與現代化城市『重疊』的
獨特文化氛圍。」愈了解中國文化，光明
便愈好奇中國歷史，愈深入了解歷史，光
明便愈留戀西安。
「大雁塔、城牆、鐘樓等都是我的
『心頭好』，我更是反覆參觀了兵馬俑
三四次還不滿足。凡是有關中國的事
物，我總想要知道得再多一點。」光明

坦言。
九年來，光明親眼見證了這座城市的
變化：「路寬了，車多了，人情味卻沒有
變。」光明告訴記者，開放包容的城市文
化與熱情好客的市民幫助他在此地圓
夢、「扎根」，他的兄弟姐妹也正沿其足
跡來到西安生活發展，西安儼然已成為
光明的「第二個家」。
如今，在工作之餘，光明還開設了自
己的文化公司，並時常組織有關兩國文
化的交流活動。「我通過演繹角色認識
中國，也希望人們通過影視作品加深對
巴基斯坦的了解。未來，我還希望能夠
製作一部有關中巴友誼的電影，通過鏡
頭展示兩國間更多的故事。」光明說，
這是他的第三個夢想。 ◆中新社

◆光明已參演過多
部內地影視作品。

中新社

◆光明正在工作中。 中新社



台青返鄉敢衝肯做創意無限

位於台中市東勢區的梨之鄉休閒農業區是政府
輔導的新興休閒農業區，由東勢區農會推動整合
園區軟、硬體規劃，由在地人組合成立推廣在地
農業、生態景觀及人文技藝，每年11月到隔年2
月開始嫁接梨枝，每逢初夏，樹上掛着黃澄澄的
水果，豐收景象壯觀。除此之外，梨之鄉休閒農
業區也種植柑橘、柿子、梅子、桃子等水果。在
果園間忙碌的身影中，便有着去年3月返鄉的種
桃青年吳宗憲，若無腳穿的水靴，他看起來與城
市內熱愛運動的青年別無二致。
吳宗憲與梨之鄉休閒農業區理事長徐正識頗為
熟稔，他打理桃樹的動作同樣嫻熟，可見已與這
片果園結下深厚感情。每逢四月天，園內的水果
便要套袋，以阻鳥雀啄食，與此同時，他也設置
了可模仿各類雀鳥天敵聲音的機器以助驅趕。回
憶起返鄉一年的經歷，他說：「我原本從事偏向
行銷企劃的行業，因為家人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狀
況，現在處於一種半退休的狀態。那時我覺得自
己有行銷相關的工作經驗，家裏也有一片果園，
如果沒有運營的話是蠻浪費的。」

註冊桃品牌 社群找客源
決定返鄉的他，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整理着

這片果園，按部就班地使其愈來愈好，他介紹
道：「我先去做了一些農場登記，然後註冊了一
個品牌名，再逐步在各個社群上積累客戶。現在
收穫的桃子是我第一年經手，我嘗試使用自家發
酵的大豆、奶粉或咖啡渣去做肥料基礎，這些桃
子與市面上相比沒有那麼甜口膩嘴，會較偏清香
清甜一點。對於種植水果，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
和前輩們學習借鑒。」
除了改進肥料與尋找客戶之外，他也積極使果

園獲得更多觀光資源，「這可以使果園獲得更多
的曝光度和銷售通路，遊人除了購買水果，還可
以做採果體驗。」

其實，曾祥紘並不是從孩童
時期便於茶園長大，但關於茶

的熏陶總是無處不在，返鄉這件事對他而
言，更像是一種定時便要承擔的責任，
「我其實本來就知道應該要接家裏的事
業，只是不曉得是什麼時候而已，心中會
有一個鬧鐘，如同上學時的鬧鐘一樣，鐘
聲響了你就會想要回來，總會有一個促成
的契機。」他笑說，「當我講這些話的時
候，應該有爸爸站在身邊，但他跑去遊山

玩水了。」
「半路出家」的他回到家鄉，將身擔的

重任化為動力，他表示，文化館開幕後自
己先與當地觀光業合作，「不是每個茶農
都懂得行銷，觀光會使推廣茶業更為便
利，當周邊有了人潮之後，便有了茶包、
冰淇淋等相關產品，這不僅帶動了這項產
業，還帶動了整個地方經濟的發展。」他
至今已導覽超過千團，也推出包裝精美的
東方美人茶禮盒，開設文化館的Facebook

和LINE官方賬號，嘗試直播導覽之餘亦積
極參加台灣茶經濟創業博覽會等，用年輕
人的方式，帶領這座百年茶廠愈走愈遠。

來台灣新竹縣感受純樸的客家小鎮風情，「富興
茶業文化館」讓人愈發思古之幽情，門前那棵全村
最老的榕柏，仍在為遊人遮蔭避暑。這裏前身是超
過百年歷史的曾家老宅，現專事生產「東方美人
茶」。步入館內，只見展示的導覽圖文資料豐富，
牆面上掛着曾家三代的照片，訴說着祖輩們的拓墾
歷程，周邊陳列着各時代的製茶機具設備。據曾家
第四代家庭成員曾祥紘介紹，這裏保存下來的大型
機器是以生產紅茶的工具為主，像是揉捻機、茶葉
成型機、蒸茶機等，還擁有當年全台第一架全自動
甲種乾燥機……每個角落都可以從中體會新竹縣峨
眉鄉的茶業文化及製茶歷史，隨着時代的演進，這
些舊機具雖然已經不再參與製茶過程，但卻在這裏
以另一種方式展示，使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它們，並
回味早年製茶的艱辛及茶人的奮鬥歷程，「我們真
正做茶的機器並不在這裏，這裏定位為聚焦文化交
流和在地推廣的文化館，是參觀、喝茶、講故事的
地方。」他說。

製茶技術曾經數次改良
曾祥紘對館內的資料和機具如數家珍，總以輕鬆

風趣的方式為遊人全程導賞，他稱曾家1934年來此
地開茶廠，最早生產紅茶、阿薩姆，日據時期改為
製綠茶，而正因為擁有這兩項技術，後期在此基礎
上專注於生產半發酵的烏龍茶，「我們的製茶技術

經過數次改良，也與茶農
研究更好的種植方法，為
了增加這款茶的辨識度，
泡出來才是現在的琥珀
色。台灣有部劇叫《茶
經》，裏面講到一句話：

『台灣的競爭力雖然不如別人，我們
不做世界第一，但我們的技術是世界
的唯一！』」他自豪地說。
茶廠上世紀八十年代期間關門閒置，直至台灣文

化局介入，將這裏正式編為歷史文化館，採用「修
舊如舊」的方式保留原貌修復，也因原木工料、建
築工法需考據校正，這個修復過程花了6年時間，現
已成為新竹縣最古老的製茶廠，而茶工廠、魯國世
第（曾家堂號）及老宅等三棟建築也錄入新竹縣歷
史建築，深厚的人文底蘊和特色建築更曾吸引「茶
裏王」到此取景拍攝廣告。

親力親為助舊茶廠變身
如今館內的一樑一木一台一凳都凝聚着曾祥紘的

心血，當年裸露的燈泡和電線或者泡茶的鐵桌，都
化身為如今井井有條且古色古香的模樣，「我們
2001年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其實當時就有一些遊人
會走進來，但好像來了之後不知道可以參觀什麼。
所以我一直在寫整修計劃，整理安排舊機具，重裝
電力系統，規劃參觀動線，設計展板資料等，直到
2011年正式開幕。」
泡茶時的他總是神情專注，一舉一動都傾注

着深情。據他介紹，「東方美人茶」的茶芽白
毫顯著，故又名為白毫烏龍茶，茶具有獨特的
熟果香和蜂蜜香氣，這源於來自小綠葉蟬的叮咬，
因而茶園較少噴灑殺蟲農藥以吸引小綠葉蟬群聚，
「我們要塑造一個良好的自然環境空間。」他又叮
囑道：「這些白毫含豐富的氨基酸，白毫烏龍要從
第一泡開始喝，泡茶的水用80至85度最好，若用太
高溫的水會減淡它的香氣。烏龍茶的香氣很重
要。」

讓傳統工農業發新芽結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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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思維推動茶業發展

◆曾祥紘專注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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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紘對館內陳列的機具如數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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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設計古色古香。受訪者供圖

◆每顆收穫的桃子都蘊含吳宗憲的心血。

◆吳宗憲（右）與梨之鄉休閒農業區理事
長徐正識介紹果園。

◆每逢四月天，園內的水果便要套袋，以阻鳥
雀啄食。

◆吳宗憲今年收穫的桃
子偏向清香清甜。

◆東方美人茶因其
茶芽白毫顯著，又
名為白毫烏龍茶。

◆曾祥紘展示東方美
人茶葉。

▼門前的古老榕柏仍在為
遊人遮蔭避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