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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紅茶個案全文 

前言 

日月老茶廠的前身是民國 48 年農林公司所建的魚池茶廠，自從烏龍茶興起，紅

茶式微後，魚池茶廠幾乎停擺；近幾年又興起懷舊與有機風，日月潭稀有的紅茶

受到重視；因此，農林公司近年重整魚池茶廠，並更名為日月老茶廠，以茶館茶

廠和民宿並存的方式，讓遊客到老茶廠進行有機紅茶體驗，品嘗美味有機紅茶

餐，並在一天之內了解有機紅茶的種植和製作過程。 

 

獨特的台灣紅茶 
台灣紅茶產業，源自魚池茶區。貓欄山茶改場第一區古茶圃，為本島第一代

阿薩姆茶樹母。南投縣魚池鄉是台灣紅茶的故鄉，根據史料上的記載，茶在台灣

的栽種開始於十七世紀的末葉，但紅茶的引進卻是在日治時期。起初引進印度阿

薩姆省的茶樹種子，還怕生產出的茶葉風味不及原生地，結果，可能是因為日月

潭豐富水氣的蘊育，讓這裡的紅茶除了有著阿薩姆省的風味外，還多了一股淡淡

的果香，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台灣味」！接著，1933 年時，現在魚池村的地方

開始廣播阿薩姆大葉種茶苗，全鄉的茶葉產量於是增加，並在民國 50 至 80 年代

時，居於全省之冠。 

 
日月茶場的興衰 
台灣本土市場 

日月茶場在日據時代很活絡，台灣光復後由政府接收，並改組成為台灣農林

公司，在魚池埔里地區茶園面積廣達七百九十四公頃，是當地最大的茶園。 
早期茶場的盛況：廠房的機器不停地運轉，兩百多名員工三班制輪番上陣。

對於當地居民來說，農林公司曾是全家生計的來源，而生活的大小事幾乎都與採

茶製茶有關。  
然而，好景不常，民國七十幾年時，檳榔樹一棵每年可以賣到一千元，旗下

農戶紛紛在茶場的地種起檳榔，茶株嚴重流失，用比例來算，當年每一千棵目前

只剩一棵。此外，由於一些人短視近利，未能在品質上做應有的堅持和把關，而

來自印尼、越南等機械採收的低價紅茶開始大量傾銷台灣，開始搶奪紅茶的市

場，讓魚池鄉的阿薩姆紅茶一蹶不振，而為了生計的茶農們，不得不荒廢茶園，

改種經濟效益較高的檳榔，使得茶場欣榮不再。近年泡沫紅茶盛行，量的需求高

過質的要求，日月紅茶的光景也大不如前。 
外銷市場 

魚池鄉是台灣紅茶產業的故鄉，日據時代日本人從印度引進阿薩姆茶種到台

灣，並選在魚池地區栽種，由於地形與氣候相當合適，所生產的紅茶很快在國際

打響名號，還成為日本天皇的貢品。紅茶產業曾盛極一時，但 70 年代開始沒落，

直到近年才逐漸復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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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廿五年紅茶試驗支所成立，開啟王國半世紀。鼎盛時期，佔本島紅茶外

銷總量九成四，「日月紅茶」行銷國際，遠近馳名。不過此番榮景，因成本揚失

去競爭力，七十四年衰退，兩年後外銷停滯、終至退出國際市場。 

 根據台灣區製茶同業公會統計，本島紅茶外銷全盛時期自民國卅三年起，一

直到七十三年間，每年外銷總量均維持在二千到六千公噸之間，其後因工資等因

素影響，七十四年萎縮為一千噸，七十六年剩四百噸，目前外銷幾已停滯。 

 
日月紅茶的春天－改頭換面多元經營 

日月紅茶老茶廠建於民國四十八年，原為農林公司魚池茶場，已走過近半世

紀歷史，但隨著紅茶產業沒落，幾乎被外界遺忘。震災後，魚池鄉公所積極推動

紅茶產業復興，台灣農林公司決定整建老茶廠，更名作「日月老茶廠」，轉型為

觀光休閒茶廠，讓遊客參觀與體驗紅茶製作過程，並品嚐有機蔬食餐飲，為老茶

廠開啟新生命。 

改建後的茶廠廠內一樓則保存了一些頗具歷史的大型製茶機器，其中包括了

揉茶、發酵、乾燥時會有到的廠具，難得一見，隨著解說人員沿途的解說，還可

一邊參觀整個製茶過程。二樓原本則是萎凋室，部分空間成了用餐、喝茶與住宿

的地方，以民宿與茶廠的形式，呈現一個全新的面貌。 

而老茶廠周圍 2.5 公頃的老茶樹區也都改成自然有機的種植方式推廣生態環 

保的自然訊息，廠內日據時代留下來的製茶機組仍不停製茶，是以一個活的茶博

物館型態呈現，老茶廠經過重新規劃後提供人們非常理想的午後去處。 

南投縣日月潭周邊是紅茶的故鄉，結合有機生態概念的紅茶之旅獨樹一格， 

是最近遊魚池鄉與日月潭的另類體驗，茶業界興起一股復古紅茶風潮，位於魚池

鄉的日月老茶廠，最近積極推動有機紅茶體驗，並將紅茶重新包裝，成為遊客逛

日月潭風景區的伴手禮。 

    日月老茶廠義工曾詩璇表示，在茶廠試種有機茶兩年來，蚯蚓已回到這塊土

地，茶葉也長得美好，這種有機理念訴求目的不只是尋回日月潭紅茶，且讓更多

人了解愛護土地與生活環境的重要。 

    台灣農林公司表示，原本從事生產的老茶廠轉型為觀光休閒茶廠並不容易，

但經近年來的努力推廣，遊客已越來越多。為讓遊客在體驗魚池紅茶文化之餘，

也能品嚐地方農特產美食，老茶廠也自行種植各種有機蔬果，研發標榜有機、零

汙染的健康蔬食餐。  

薄霧中歷經紅茶文化興衰的老茶園，似乎溫柔等待著一股新力量的復甦，呼

喚著大地的孩子，心靈深處那鑽石般的原動力，那是對生活的省思和選擇、對萬

物的疼惜與感恩、對生命的信念與熱情。這個聲音，讓這群人決定和老茶廠換上

新裝，過不一樣的生活，和人們分享感動。 

走個半個世紀，日月老茶廠歷經也見證了魚池鄉紅茶產業的興與衰，如今，

在九二一震災後，經過重新整建它，將步向新的未來，擁抱嶄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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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理念（企業文化） 

市場不看好的情況下，農林為何轉作有機紅茶？前董事長夫人莊惠宜女士是關鍵

人物。她跟著日常老法師學佛，熏習慈心不殺的理念有數年之久，她非常認同慈

心不殺、一切生命和諧共處的理念。事實上自小她就經常問自己問題：「有沒有

一個生命因為我的存在而更美好？」「要如何讓愛護生命、光復大地的理念化成

有效行動？」於是，她把這個心願寄望旗下有不少農地的先生。  

為了讓先生認識有機農耕，三年來她利用周末帶著先生去參訪有機農場，讓先生

在生機盎然的環境中感受有機的好處與可行性。九十三年初，她隨著董事長先生

到魚池茶場和員工共進尾牙宴，發現魚池茶場居然專種紅茶，而且場長就是曾任

三峽場長的吳森林先生，兩人還因一包有機李子而結識。  

啟動轉作的契機 －有機理念 

吳森林自小在鄉下長大，深知農藥禍害，心疼土地死了，變得只長青苔、不長花

草。六年前，他就有強烈想投入有機農作的想法，在轄區內的李子園不用農藥、

化肥。聽說董事長夫人也關懷有機，吳場長便以一包紅肉李相贈，沒想到彼此因

為照顧土地、關懷生命的有機理念，啟動了農林公司轉種有機茶的契機。  

問題是總公司會同意嗎？農林是個上市的公司，擁有股票的就是股東。如何說服

他們轉作有機是製造生機，做有機茶對公司、員工、消費者以及大地都能帶來長

遠的利益？如何在為十五萬的股東創造更好的福利，同時也讓契作農民、土地也

得到最好的回饋呢？  

莊惠宜遊說公司主管幹部，唯有提高品質並且多元化經營，農林才能穩定成長；

社會大眾對身體保健以及接觸自然的休閒品質日益注重，有機栽培已成世界的新

主流。她甚至帶著高級幹部參訪有機農場，了解投資做有機的意義。雖然公司沒

那麼快就通過預算，莊女士毫不猶疑地南下，親自帶著員工做做看。  

辛苦而不「心」苦－親力親為 

老茶廠改頭換面之後，吸引不少訪客，事情自然變得又多又雜。莊惠宜身先士卒

──刷廁所、折床單、打掃、農務、為來賓解說完就急忙上樓炒菜做飯、活動結

束又回過頭繼續貼茶罐標籤；吳場長經常飯吃一半就去接待臨時之來客，吃完飯

又接下去幫忙洗碗，兩個帶頭的人這麼拼，員工看在眼裡，怎麼忍心不幫忙呢？  

場裡的業務原本清淡，除了吳森林場長認同有機的理念外，其他員工聽到要種有

機，還要改變經營路線、改造廠房，忍不住懷疑：「這咁有可能？」莊惠宜知道，

要與員工培養默契需要時間與心力，因此她每星期到南投停留的時間從兩天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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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每天一大早就來茶場報到。員工本來以為她只是一時興起，沒想到最難的、

最辛苦的，董事長夫人都自己挑起來做，他們的士氣也就被激發出來。  

共事時，莊惠宜會找機會分享理念、了解員工感受，也試著關懷他們的健康與家

庭生活。她希望自己所做的，不只是使員工得到薪水，也能讓彼此成為生命中互

相扶持提升的夥伴。一年下來，大家領略順乎自然的有機生活好處多多，漸漸也

能辛苦而不「心」苦；連木訥的員工也學著解說，帶隊做田園巡禮呢！現在，員

工和她什麼都做，不分彼此，解說、下廚、除草、洗浴廁，全能上場。  

典雅精緻兼具環保 －重視環保 

南投縣政府建議把廠房當紅茶博物館，但莊惠宜認為博物館和生命教育沒有太直

接的關係，她要將茶園變成教育農場，讓護生、惜福、誠信、環保及有機的觀念

推廣開來，希望有緣參訪的人能得到生態教育與心靈的啟迪，也讓其他農友看到

有機耕種的希望，也願意改種有機茶！  

日月茶場的口碑不脛而走，吸引人的主因不只是清幽的園林，在這裡處處嗅得到

自然純樸中若隱若現的典雅與精緻。  

就拿有機紅茶的包裝來說，樸素的銀白色的錫罐，配上苧麻繩穿掛的卡其色吊

卡，以及再生紙貼標懷舊的味道，罐頂上那個一心二葉的圖案，超可愛的！它素

雅的氣質在琳瑯滿目的茶葉包裝裡居然那麼搶眼！整個包材選擇以能回歸大地

為原則，使用再生紙、密封罐設計可重複使用、不做禮盒，珍惜資源的環保精神

躍然而出。以苧麻為提把的紙袋是請獄中服刑人摺黏而成，莊惠宜希望他們能在

這份善業中也有一分。  

阿薩姆與大地的契約  

這樣做了一年，別人怎麼看待農林的轉作？莊惠宜談到當初想轉作時，茶葉改良

場並不看好。可是最近茶改場邱場長常帶農友來觀摩，當農友質疑日月農場如何

證明是真有機，他馬上制止，並介紹慈心驗證的嚴謹作風。但莊惠宜不會以此為

足，環顧兩公頃的有機茶園，感歎說：「現在茶樹已不到以前的千分之一了，以

往的農林茶園大部分變成了檳榔樹，我要把那失去的九百九十九棵茶樹再找回

來。」附近農民看到日月農場的經營產生信心，已有兩個人開始跟著轉做。  

她要讓農友知道有蟲吃的茶葉是有人要的，轉作有機紅茶真的可以養活自己，不

要依賴一年噴兩次農藥的檳榔。「我們的目標是把魚池所有的茶都轉作成有機

茶，這是阿薩姆與大地的契約，希望茶株生產出高品質的紅茶，而我們來保護這

塊大地，讓大地好好回饋，讓茶樹好好成長，這是人類、生態、植物間的一個契

約行為，養地護生只要願意做，永遠不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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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社區做有機村 －回饋鄉民，重視保育 

莊惠宜不只關心有機茶，她也希望把有機理念帶給魚池鄉純樸的農民。對她而

言，「有機農法不是一種做法，而是一種對待大地與對待植物的態度。」農林公

司結合附近的慈心農友楊創發等人，協助附近生態保持得非常完整的桃米坑，大

家聯手種有機蔬菜，成立蔬菜產銷班，將生態村轉型為有機村，讓遊客可以在領

受大自然的洗禮之後，順手買有機菜回家。如此一來，既可保存豐富的生態，又

能改善農友生活，進而改變他們的生命。  

除此之外，日月農場對有機、生態教育的推廣更是不遺餘力。吳森林場長導覽時

會說明農藥化肥的過患，以及養地護生的重要。如果訪客流連於山景不願走，尤

其發現燭光、燈影下的夜景更浪漫，怎麼捨得走？茶場也提供住宿。他們的餐飲

標榜清淨的「蔬食」，材料來自周圍從事有機的農場。為了網羅食材，常要開車

半小時去東家買有機菜，又四、五十分鐘去西家買有機菇。廚師也很用心將素食

做得比葷食更好吃，曾經有三十位企業家及七十位小學生分別造訪，吃了這些不

加味精、不加罐頭高湯的菜根香，因而認識化學添加物的隱憂，結果全體人員對

在此的體內外環保都非常滿意，且讚賞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