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版（愛鄉、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專欄） 月光山雜誌  2020年（民國 109 年）12月 09日

▲ 龍葵是跨族群通吃的野菜。（攝影/李慧宜）

▲ 手工製作的鹽滷豆腐。（攝影/林怡均）

　

以
前
的
美
濃
農
民
在
水

稻
間
娑
草
︵
拔
草
︶
的
時

候
，
有
兩
種
菜
會
被
另
外

挑
出
來
：
﹁
斛
菜
﹂︿
斛

菜
、
又
名
鴨
舌
草
﹀跟
冇

筒
梗︵
尖
瓣
花
︶，
農
民
採

集
回
家
當
野
菜
煮
，
為
了

去
除
野
菜
的
澀
味
，
美
濃

人
用
豬
油
去
爆
香
加
上
豆

瓣
醬
。

　

當
時
我
在
想
，
為
什
麼

能
夠
吃
野
菜
這
麼
久
而
不

膩
？
就
是
剛
剛
提
到
時
間

跟
距
離
的
作
用
，
野
菜
變

成
一
種
食
物
的
記
憶
，
時

間
夠
久
之
後
，
變
成
家
庭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菜
。

　

從
早
期
來
說
，
野
菜
是

水
稻
文
化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食
物
纖
維
來
源
，
因
為
採

回
來
是
農
家
自
己
吃
，
建

立
野
菜
食
用
習
慣
的
關

係
，
能
夠
讓
農
民
自
然
去

抑
制
農
藥
施
灑
的
量
。

　

龍
葵
，
客
家
話
叫
做

﹁
打
烏
子
﹂，
葉
子
跟
果
實

都
可
以
吃
，
對
於
旱
作
的

農
人
，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
打
烏
子
﹀

行
南
走
北
好
泊
喜
浪 

︵
泊︿p’at

﹀：
到
處
晃
；
浪
：
流
浪
︶

地
瘦
地
肥
交
春
漫
旺

我
不
是
雜
草
無
名

也
難
得
打
橫
搶
光

打
烏
子︿
客
﹀烏
鬼
仔
菜︿
閩
﹀

烏
甜
仔︿
閩
﹀野
葡
萄︿
客
﹀

白
花
菜︿
客
﹀

喊
我
的
名
，
我
知

我
知
你
從
何
處
來

作
小
冬
摘
菸
犁
番
薯 

︵
作
小
冬
：
冬
季
耕
種
雜
糧
︶

我
有
果
甜
惜
你
心
苦

炒
麻
油
、
煲
粥
、
煮
蛋
湯

我
葉
甘
苦
堪
得
你
嘗

︿
豆
腐
牯
﹀

吱
吱
拐
拐
，
吱
吱
拐
拐

﹁
豆
腐
豆
腐
花
，
豆
腐
豆
腐
花
﹂

︵
豆
腐
花
：
即
豆
花
︶

替
我
庄
伸
腰
兼
報
時

豆
腐
牯
扛
出
日
子
綻
芽

︵
豆
腐
牯
：
賣
豆
腐
的
男
子
︶

無
田
無
地
無
怨
懟

像
布
袋
針
縫
四
季

笑
容
淺
淺
豆
腐
牯

小
小
生
意
起
樓
屋

︿
斛
菜
冇
筒
梗
﹀︿
打
烏
子
﹀

︿
樹
豆
﹀，
野
菜
記
載
的
文
化

與
村
落
意
義

︿
豆
腐
牯
﹀，
庄
頭
聚
落
的

聲
音
場
景

《野蓮出庄》唱出農村本我   龍葵、破布子、芋頭入歌（二）

食物是農村的 legacy

植
物
伴
侶
。
這
個
作
物
在

日
本
緯
度
以
南
，
有
各
式

各
樣
食
用
方
式
跟
名
字
。

　

龍
葵
是
一
個
喜
歡
流
浪

的
植
物
，
歌
詞
裡
面
我
們

用﹁
打
烏
子
﹂的
名
字
，
但

是
在
美
濃
就
有
﹁
打
烏

子
﹂、﹁
烏
嘟
子
﹂兩
種
以

上
的
說
法
，
閩
南
語
也
有

兩
種
以
上
名
稱
，
原
住
民

阿
美
族
、
泰
雅
、
排
灣
都

有
吃
它
，
都
有
它
的
族
語

名
字
，
存
在
於
他
們
的
文

化
中
。

　

龍
葵
在
東
部
原
住
民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野
菜
，
也
有

很
豐
富
的
野
菜
知
識
，
農

政
體
系
正
在
做
野
菜
研

究
。
以
前
反
水
庫
的
時

候
，
已
經
有
農
地
專
門
種

植
福
菜︵
鴨
舌
草
︶，
因
為

它
長
很
快
，
只
要
摘
一
些

去
賣
粄
條
店
就
能
夠
生

活
，
收
入
比
種
水
稻
還

多
。

　

所
以
歌
詞
裡
面
就
有
一

句
話
，﹁
喊
我
的
名
字
，

知
道
你
從
哪
裡
而
來
﹂，

有
些
從
第
三
者
，
有
些
就

從
植
物
第
一
人
稱
來
敘

事
：

　

野
菜
的
文
化
與
村
落
意

義
當
中
，
有
一
大
塊
是
跟

山
有
關
的
食
物
，
最
重
要

的
是
樹
豆
，
所
以
寫
下

︿
樹
豆
﹀。
樹
豆
進
入
客
家

飲
食
文
化
受
到
原
住
民
影

響
。
它
跟
破
布
子
一
樣
，

種
在
貧
瘠
之
地
、
水
圳
兩

旁
的
畸
零
地
，
都
不
是
受

到
很
嚴
肅
對
待
的
食
物
，

但
是
聯
合
國
已
經
把
樹
豆

變
成
一
種
非
常
重
要
的
保

種
與
保
命
的
食
物
。

　

專
輯
裡
面
寫
美
濃
很
重

要
的
食
物
，
除
了
粄
條
，

還
寫
了﹁
客
家
大
封
﹂。
當

然
大
封
是
美
濃
非
常
重
要

的
節
慶
團
聚
食
物
，
從
一

道
菜
繁
複
的
做
法
，
可
以

感
受
到
節
慶
的
氣
味
。
但

是
對
於
村
落
生
活
的
聲
音

場
景
而
言
，
最
重
要
的
是

﹁
豆
腐
﹂。

　

十
幾
年
前
就
想
寫
豆
腐
，

早
年
漢
人
村
落
，
一
個
村

落
按
人
口
多
寡
，
都
有
一

個
豆
腐
坊
，
提
供
這
種
植

物
性
蛋
白
質
。
近
年
很
多

人
投
入
黃
豆
復
育
，
跟
有

機
豆
腐
的
製
作
，
我
覺
得

應
該
要
寫
這
麼
一
首
豆

腐
，
尤
其
是
賣
豆
腐
的

人
，
每
天
早
上
的
叫
賣
人

出
現
，
對
農
村
來
講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聲
音
場
景
，
所

以
寫
了︿
豆
腐
牯
﹀。

　

台
灣
幾
乎
已
經
沒
有
那

種
早
上
十
點
挑
著
豆
腐

擔
，
叫
賣
豆
腐
的
場
景
，

我
後
來
知
道
安
徽
碧
山
還

是
有
人
這
樣
賣
，
我
特
別

跑
去
看
，
跟
早
年
的
美
濃

很
像
。
我
看
到
挑
豆
腐
的

人
到
每
一
家
門
前
，
買
豆

腐
有
兩
種
交
易
方
式
，
一

種
是
用
錢
買
，
另
一
種
是

用
黃
豆
換
，
三
斤
黃
豆
換

一
斤
豆
腐
，
我
猜
想
早
年

台
灣
也
有
這
種
制
度
。

　

早
年
美
濃
種
菸
葉
同

時
，
也
普
遍
種
黃
豆
，
所

以
寫
這
一
首
，
不
僅
是
回

憶
我
小
時
候
的
那
種
聲
音

場
景
，
也
是
對
目
前
很
多

台
灣
人
復
育
本
土
黃
豆
、

推
動
有
機
豆
腐
的
致
敬
。

︵
未
完
︶

文
／
林
吉
洋

轉
載
自
／
上
下
游

N
ew
s&
M
arket

︵
新
聞

市
集
︶

　﹁
霹
啪
︙
︙
砰
砰
︙
︙
﹂

鞭
炮
聲
響
徹
天
際
，
打
醮

最
後
一
天
的
重
頭
戲
|
繞

庄
遊
行
已
然
進
入
尾
聲
，

神
轎
陸
續
返
抵
醮
場
了
。

　
雖
然
戰
爭
造
成
民
生
凋

敝
、
物
質
超
缺
乏
、
生
活

極
窮
困
，
但
是
台
灣
光
復

了
，
眾
神
得
到
解
放
了
，

所
以
祭
拜
牲
禮
也
極
盡
可

能
的
搜
集
、
呈
獻
。
即
使

得
借
錢
辦
牲
體
，
寫
在
百

姓
臉
上
的
神
色
仍
為
滿
足

與
欣
慰
。

　
醮
場
是
這
麼
地
熱
鬧
喧

嘩
。
裊
裊
上
昇
的
青
煙
籠

罩
在
整
個
醮
場
四
周
，
空

氣
中
瀰
漫
著
濃
濃
的
檀
香

味
、
炮
硝
味
，
以
及
成
堆

如
山
的
各
類
金
紙
燃
燒
時

的
嗆
鼻
味
，
甚
至
當
神
輿

通
過
時
都
會
飄
出
幾
許
扛

轎
男
子
的
汗
騷
味
。

　﹁
立
冬
以
後
打
大
醮
﹂，

醮
場
建
在
東
門
樓
外
圍
，

（一）（一）火燒醮場

如
今
人
稱
﹁
醮
場
下
﹂
的

﹁
十
份
埔
︵
註
︶﹂
旱
地
|

好
幾
甲
地
瓜
收
割
完
畢
後

的
空
曠
田
地
裡
。
臨
時
搭

起
的
神
壇
座
北
朝
南
，
右

邊
搭
戲
台
，
左
邊
供
進
出
，

前
方
百
多
公
尺
外
豎
立
三

根
天
燈
竹
，
中
間
的
廿
幾
、

卅
塊
布
篷
底
下
，
正
停
憩

著
一
百
多
頂
來
自
美
濃
鎮

各
庄
頭
廟
宇
、
伯
公
的
神

轎
。
情
緒
激
昂
的
人
們
就

在
布
篷
底
下
、
周
遭
來
回

穿
梭
，
談
起
話
來
無
不
興

奮
到
比
手
畫
腳
，
很
多
人

甚
至
激
動
到
掉
淚
。

　
難
怪
！
自
從
一
八
九
五

年
，
台
灣
被
信
奉
神
道
教

的
日
本
人
統
治
，
對
於
台

灣
原
有
的
宗
教
，
起
初
採

﹁
放
任
不
干
涉
﹂
態
度
。

然
而
，
當
一
九
三
四
年
，

日
本
政
府
推
動
﹁
一
街
庄

一
社
﹂
的
神
社
興
建
口
號

後
，
總
督
府
對
臺
灣
宗
教

遂
由
過
去
的
灌
輸
尊
皇
思

想
，
進
一
步
化
為
積
極
的

控
制
行
動
；
一
七
三
六
年
，

總
督
府
又
具
體
推
行
﹁
寺

廟
整
理
運
動
﹂，
企
圖
掃

除
﹁
舊
慣
信
仰
﹂
下
的
中

國
性
，
以
培
養
皇
國
精
神
，

建
立
尊
皇
思
想
。
再
當
一

九
三
七
年
，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日
人
更
推
﹁
皇
民
化

運
動
﹂，
以
各
地
神
社
為

中
心
的
神
道
教
成
為
積
極

推
動
的
宗
教
，
其
餘
宗
教

則
遭
限
制
。
總
督
府
對
舊

慣
信
仰
的
寺
廟
，
當
然
的

也
從
包
容
籠
絡
態
度
，
轉

而
以
﹁
寺
廟
信
仰
違
反
國

民
精
神
﹂
為
由
進
行
全
面

撤
廢
。
於
是
，
除
了
被
允

許
的
以
外
，
本
土
寺
廟
、

神
明
遭
受
空
前
劫
難
，
逃

不
過
的
慘
遭
銷
毀
，
逃
過

的
神
明
也
被
裝
入
布
袋
，

藏
在
樓
閣
、
柴
堆
、
山
洞

︙
等
地
方
生
塵
打
灰
。︵
未

完
︶

文
／
笠
民
鍾
鐵
鈞

( 註 ) 十份埔：舊地名，當時也有人直接稱為「旱地」。今名「醮廠下」。位置就在
現今的東門冰果室後面那條路，東行二、三百公尺右邊，直抵小坵墳墓一帶。如果
說成「十份埔頭」則表示單獨指明是「墓地」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