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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南好麵，
何必搶泡麵！

毛豆麵

臺南特色好麵 面面俱到

臺南田野通訊 / vol.02 / 臺南好麵

臺
南   

地

一
線
報
導

TA
IN
A
N

FIELD
 N
EW
S

毛豆麵 新市區農會 ��-������� 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號

火龍果麵  陳爸的白頭翁果園 ����-���-��� 臺南市新市區大社里���-�號

竹炭麵 龍崎區農會 ��-������� 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鄰新市子���號

葛鬱金麵 臺南市左鎮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 臺南市左鎮區岡林里��號

關廟麵 關廟區農會 ��-������� 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二段��號

芝麻拌麵 善化區農會 ��-�������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號 

日晒鹽水意麵 鹽水區農會 ��-������� 臺南市鹽水區中山路��號

酪梨籽麵 大內區石子瀨社區 ��-������� 臺南市大內區石城里���-��號

芒果麵 左鎮區農會左鎮驛站 ��-������� 臺南市左鎮區����號

菱角麵 官田區農會 ��-�������#��� 臺南市官田區文化街��號

蓮藕香麵 白河區農會農民購物中心 ��-������� 臺南市白河區三民路���號

牧草麵 臺南市農會 ��-�������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號

蘆薈健康麵 仁德區農會 ��-�������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正路二段����號

 臺南市農產運銷(股)公司 ��-������� 臺南市新化區建國路��號

 社區自造產業小舖 ��-�������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巷��號(臺南藍曬圖文創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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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麵

日晒鹽水意麵

葛鬱金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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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麵

蘆薈麵

芝麻拌麵

菱角麵

芒果麵

竹炭麵

臺南好麵

購買點網址連結

各式加入臺南特色農產的

臺南麵條，讓健康的臺南

好麵陪伴您度過防疫期間

在家的美味「食」光。



麵，是一種用小麥或其他穀物碾磨去麩成粉，

加水和成麵糰後以壓或擀製成片狀、條狀的食

品，再經煮、炒、燴、炸等烹調方式食用。

談到麵食，就必須先簡單理解臺灣小麥栽植歷

史。臺灣最早的小麥品種統稱為「在來種」，

有著耐旱的優點，據稱由早期渡臺先民自中國

華南引進，但詳細時代已不可考。日治時期日

本政府曾在臺南、嘉義、雲林三地靠海地區推

動旱地耕種，但小麥為原產溫帶之作物，農民

種法粗放質量不佳，後因日本殖民政府大力獎

勵甘蔗糖業，推行南糖北米農產政策，加上嘉

南大圳興工完成，埤圳灌

溉系統日趨完整，

農民為求取更

高的經濟效益，紛紛轉作甘蔗或其它雜作，小

麥耕種面積大為減少。國民政府來臺後雖曾鼓

勵農民利用晚稻收獲後種麥以增加糧食，但

1960年代，政府採取高價外銷米，低價進口

糧食的政策，小麥價格逐漸低落，小麥栽培面

積顯著減少。

國民政府來臺後，由於隨著而來的中國各省份

人口急增，習慣麵食的人口增加，加上美援

小麥與麵粉的輸入，對於臺灣的飲食習慣造

成了些許的影響。1953年政府推行「以麵代

米」運動，政府利用懸殊之差價大量節米外

銷，1960年起用美援小麥，供應軍公教人員

麵粉，以節省一部分食米，用以外銷，同時供

應農民麵粉做為交換稻穀。為求更具體的改變

民眾飲食習慣及國民營養健康之理由，政府

與麵粉業者於是在1962年成立「臺灣區麵麥

食品推廣指導委員會」與「臺灣區麵麥食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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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執行委員會」進行教育訓練、巡迴推廣，透

過政府力量介入，造成國民飲食習慣的漸次改

變。米吃得越來越少，麵則吃得越來越多，麵

食的消費量逐年成長，也意味著製麵產業有了

發展的契機。以麵代米，為民間的飲食型態帶

來轉變，麵食蛻變成為日常主食的選項之一，

也帶動麵食製造業的發展。從經濟部統計處歷

年臺灣麵粉條類食品生產量可知，1982年至

今三十年來，麵粉條類食品生產量大體呈現增

加之趨勢，1995年以後生產量都維持在平均

值5,000公噸以上，足見麵條粉在臺灣有一定

的市場。

相信喜歡吃麵、煮麵的朋友，一定都聽過遠近

馳名的「關廟麵」。根據日治時期明治44年

(1911年)關廟地區的除戶簿資料可知，當時在

關帝廟街即有住戶的職業欄登記是「麵類製造

業」，可見關廟地區麵類製作的歷史頗早。

除了老字號製麵廠開枝散葉，從關廟鄉公所

2010年出版《濃濃關廟情　戀戀香洋風》所

知，經過數十年的關廟產業變化，當地製麵廠

便有不少業者是從沒落的製藤業轉行過來。靠

著媒體讓關廟麵名聲遠播之後，麵廠數量也大

為增加。

目前臺南取材在地特色產業研發的各種「臺南

好麵」，歷史應追溯到經濟部推動OTOP（一

鄉鎮一特產）計畫及邁進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

案，帶動地方「家有產業」，建立「一鄉一

特產」，在地農政單位逐步建立家鄉特色，挖

掘大臺南地區農產的豐富多元。臺南水田、旱

田、魚塭、鹽田、蓮田、菱角田面積均佔全

國之冠，農特產亦是種類繁多，春天盛產胡蘿

蔔、紅龍果、番茄、牛蒡；夏天盛產鳳梨、蓮

子、芒果；秋天盛產文旦、龍眼、釋迦；冬天

盛產酪梨、香瓜、椪柑、葛鬱金和菱角。其

中，許多農產皆可入麵，增加麵食口味與色彩

豐富度，也提供消費者更營養的選擇。

烹煮、儲存方便的乾式麵條不僅一年四季皆有

需求，麵食也可以同時作為主食、宵夜點心，

有許多口味選擇，更能擴及市場範圍。臺南有

大小林立的製麵廠，並能少量、客製化生產，

讓各地農會與農特產業者將家鄉特色產業異業

結盟推出臺南農特產麵條，有善化芝麻拌麵、

鹽水日曬意麵、大內酪梨籽麵、左鎮芒果麵、

左鎮葛鬱金麵、仁德蘆薈麵、新市火龍果麵、

官田菱角麵、白河蓮藕麵、龍崎竹炭麵、新市

毛豆麵及關廟鳳梨麵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強勢「宅經濟」讓品質優良深具在地特色

的「臺南好麵」衝出一波波搶購熱潮。

圖片提供：日常光社



你知道，在日本所吃的毛豆很有可能來自臺

灣嗎？臺灣毛豆感佳，加工技術優良，一直

受到日本人青睞，在日本市占率將近45%。

一顆顆綠色小豆被譽為「臺灣綠金」，走入

國際市場打響臺灣味。

毛豆就是大豆，大豆又可區分為黃大豆、青

大豆、黑大豆、茶大豆，毛豆就是鮮嫩時的

大豆，也不限於種子是屬於哪一種，在全株

鮮莢80%達飽滿時採收，因豆莢帶有綠色茸

毛，故被稱「毛豆」。毛豆含有豐富的優質

蛋白質，依重量比較，毛豆所產生的蛋白質

為肉類的2倍，提供人體所有的必需胺基酸，

所以又有「植物肉」之稱。

臺灣的毛豆主要產地在臺灣西南部平原，天

候條件良好穩定，被稱為「雲洞鄉」(當雲開

孔時，只有那裡受到日光照射的村落)，滿載

著太陽的恩惠。國內毛豆早期以豆仁型式供

應果菜市場，民國70年代引進日本毛豆品種

試種，以鮮莢、冷凍毛豆及毛豆仁等型態外

銷，經設置外銷毛豆生產專區及推動建立安

全管理體系等措施，產品品管嚴格且衛生安

全，外銷量逐漸回升平穩。

臺南是臺灣毛豆主要產區之一，臺南毛豆種植

面積有97公頃，其中新市占一半約43公頃，

為全市最大產區。談到新市毛豆，大家都會提

起「毛豆爺爺」鄭安雄。新市豆農鄭安雄已種

植毛豆近40年，一生致力推動毛豆產業，以

新型態的經營管理栽培模式，從種植到產收皆

採行安全衛生田間管理，使輸日毛豆皆合日本

農藥殘留標準，確保消費端食用安全。鄭安雄

努力建構貿易公司與豆農之間溝通橋樑，是新

市毛豆產量持續穩定的最大功臣。

外銷市場大，早期A級品都外銷到國外，B級

品則留在國內，但現在國人也能吃到A級毛

豆了。新市區農會總幹事李美嬅認為：「我

們 也 相 當 重 視 內 銷 市 場 ， 優 質 好 豆 留 在 臺

灣，讓國人獲得高品質的蛋白質。」為解決

毛豆保鮮不易的問題，新市區農會不斷研發

毛豆特色商品，近年來更融入創新設計重新

包裝，賦予商品新生命，營養好吃的商品重

新換上耳目一新的嶄新包裝。尤其是毛豆入

麵，並將豆類營養放到醬包，整份毛豆麵都

富含蛋白質營養，從外包裝到醬包設計都不

馬虎，在各大超市、農產網路平台成為一顆

亮眼的綠金。

新市區農會為了協助小農，2018年在農會

超市設立「社區小舖」，幫小農賣農產品，

共 有 三 十 八 戶 小 農 加 入 ， 平 日 於 農 會 販 售

外，還接受網路聊天群組及網路預訂。採訪

當天，一群新市媽媽們正在農會舒適的家政

教室跟著梁得惠老師學習以毛豆入料的西式

點心，跟著一起做點心的李美嬅總幹事提到

這些新市媽媽平日在家政教室精進廚藝，防

疫期間主動到農會入口輪班擔任體溫量測志

工，是農會最堅強的女力後盾。

以一顆毛豆登上世界舞台，茶豆香酥禮盒獲

得荷蘭Indigo設計獎包裝類銀牌獎，毛豆莢

伴手禮、芋見-豆豆豬禮盒及毛豆香腸禮盒等

產品也入圍2020-2021年臺灣農業百大精品，

2020年推出的「毛豆拌麵」加入綠金營養，

更是消費者不能錯過的商品。一款款吸晴又

會說故事的毛豆禮盒，成為各大年節、平日

探友送禮的最佳選擇。

新市農會
以一顆小豆撐起新市的綠金時代

❶總幹事李美嬅(右3)與供銷部同仁共同行銷毛豆商品。 / ❷家政班地方媽媽學習以毛豆製作西點。 

❸極品毛豆莢(左)與優化品種-芋香茶豆(右)風味不同、各有特色。 / ❹用毛豆作的麵，加入綠金營養。 

❺新市區農會各式毛豆商品，都是日常送禮好選擇。(圖片提供：新市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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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❷以暖陽日曬的火龍果麵。 / ❸返鄉投入務農及加工產業的陳正明。 / 

❹陳家父子在生產與行銷二方面各司其職。 / ❺火龍果麵可以中式也能西式料理。

(圖片提供：陳爸的白頭翁果園)

專注於國內外環境報導的「環境資訊中心」在

一篇＜小農消失的未來＞曾提及小農的人力投

入高於化學和機械，而且往往是世代傳承小

農，從面積和產量來看，都只是農企業的零

頭。小農面臨的困境，正是新市青農陳正明決

定返回家鄉並投入加工產業的動力。

臺灣紅龍果自70年代從國外引進，依據農委

會2017年報導的紅龍果產業發展概況指出，

1999年紅龍果栽培面積為380公頃，之後面積

逐年急速擴增，至2003 年達1,044 公頃，為

紅龍果在臺第１次的生產高峰，品種以越南白

肉種為主。但當時紅龍果栽培技術尚未成熟，

品質不穩、口感差、具草青味，消費者接受度

不高，導致價格下跌農民棄種，至2009年間

面積逐年減少。不過，因為品種改良、栽培管

理日漸成熟、產期調節技術開發成功，品質大

幅提升，加上越南紅龍果因檢疫問題無法進口

及同年臺灣白肉種紅龍果完成檢疫打開日本外

銷市場，價格穩定，再次掀起種植風潮，面積

及產量又逐年快速擴增，2016 年種植面積較

2011年成長184％。

陳正明的父親陳嘉益50多歲離開飯店業後，

在家族留下二分半不算大的農地栽植各種農

作，水稻、芭樂、鳳梨、無籽西瓜，後來紅龍

果成為當紅水果，於是2013年陳爸也投入轉

作。也因為紅龍果在果菜市場表現突出，紛紛

讓更多農民相繼投入栽種，產量大增。「種了

這麼多要賣去哪？」陳爸這句話讓陳正明開始

協助紅龍果銷售工作，陳爸的一頭白髮成為形

象品牌「陳爸的白頭翁果園」，並建置粉絲專

頁，開始網路宣傳銷售。

陳家的果園無農藥殘留是必要的條件，不同於

一般密集栽種，以適當行距提供果樹間空氣流

通，整潔的園區除了工作起來舒適外，更可減

少病害的發生，也省去不當用藥的機會，農人

工作環境安全，紅龍果也會安全。我們很好

奇，同事一起工作難免會意見不同，父子還多

了親情關係，工作間如何取得協調？陳正明

說：「父親是傳統農民，主要負責農耕生產，

我則負責行銷，同時常參考文獻及網路資料，

研究他人的改良技術，例如點燈技術、產期調

節、採收時間延長提升風味等，父親剛好喜歡

嘗試栽培新作物，他也願意試試不同作法，不

陳爸的白頭翁果園
父子用心端出的火龍果麵

過一定也會有爭執，但就是這樣嘛，吵完還是

一家人。」

只要是蔬果，都有食用期限的限制，許多小農

相繼投入農產加工行列，希望延長蔬果保存期

限、解決產量過剩問題，並增加農產附加價

值。陳家採用自家的紅龍果來做火龍果麵，但

紅龍果有豐富水份、果酸，為求水果果酸與麵

粉調和後製成的麵條完美呈現鮮豔顏色以及口

感，來來回回試作將近一年，總算推出日曬火

龍果麵成品。一份份紅紫色麵條的顏色都是紅

肉火龍果自然色，絕不添加人工色素，麵粉的

選用更是選用無漂白麵粉，原料單純且健康。

關於農夫與經營者的角色拿捏，陳正明說：

「把自己放在農夫角色只會鑽研農業技術層

面，若從經營者角色，從各方面做思考會更有

視野。」目前陳家火龍果麵產量穩定，供應各

餐廳、飯店使用，也上架到零售通路，面對嚴

峻疫情，陳正明還積極的勤跑公司行號、小農

／創意市集，現場煮麵提供熟食試吃，試圖打

開更多可能的消費市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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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龍崎區農會買竹炭麵，以為應該是黑得發

亮的麵條，卻見是灰白色的，龍崎區農會秘書

董永章告訴我們，這可是使用高溫1100度並經

三道精心燒煉的竹炭所製成的竹炭麵，因高溫

炭化而色澤淺白，是頂級的象徵。

龍崎周邊山區滿山遍野的竹林，早期發展為

竹編重鎮，生產民生所需的各項竹編器物，

隨著塑膠製品崛起而產業沒落，在2007年，

龍崎區農會在農委會林試所協助下，邀請日

本小浜竹炭生產組合長鳥羽曙前來指導興建

竹炭窯，開啟龍崎竹業的新頁，如今龍崎區

農會有四座竹炭窯、六十多項竹炭產品，以

「阿炭伯」品牌親切地關懷消費者的健康與

衛生。

龍崎區農會秘書董永章侃侃而談細數著對於

竹炭的種種講究，在四座窯中有兩座是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專用窯，入窯竹材經皆

刻意挑選一定長度的孟宗竹；選擇東西向能

受日照的竹欉，避免南北向竹林的竹皮易長

青苔影響品質。竹子經高溫燒製為竹炭後，

需經檢測確認不含八大重金屬成份，方符合

CAS產品可進一步製成各項生活用品。

另二座窯可用於將廢棄母竹燒製為竹炭、與

提煉小花蔓澤蘭及香澤蘭醋液，將需解決的

廢棄物或入侵植物轉化為有用之物，小花蔓

澤蘭醋液對於防治小黑蚊頗有效果。優雅矗

立在虎形山公園入口處的「竹炭故事館」是

龍崎農會的竹炭產品展售館，充分發揮竹炭

防潮、除臭、淨化等特性的各項居家用品與

寢具、服飾應有盡有，全由農會同仁結合產

官學研齊心研發，並在展售現場作詳盡的介

紹與推廣，以竹醋液為明星商品。

董永章秘書表示為了研發竹炭麵，他四度赴

日本觀摩激發靈感，不僅考察日本竹炭麵，

也特別跟同為深黑色的墨魚麵作比較，得出

美味關鍵應在於高溫燒製的心得，於2011

年推出龍崎竹炭麵，並有寬麵、細麵任君選

擇，甚受好評。龍崎農會研發的腳步從不停

歇，現正積極與臺南農改場研發土壤改良材

料、與漁試所研發養殖淨水之運用，竹子、

竹炭這永續環保之自然素材，與現代科技互

為加乘應用的成果讓人驚艷，也尚有諸多可

能性可被開發，讓人期待不已。

龍崎農會
不黑更讚的竹炭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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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❶阿炭伯包辦了生活用品各項需求。 

❷竹炭燒製完成後，經研磨成粉可廣泛運用。 

❸龍崎區農會秘書董永章是竹炭達人。

驅車往左鎮二寮觀日亭的方向前進，來到岡

林國小拜訪左鎮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在公

舘社區培力就業計畫的青年團隊用心經營之

下，已廢校的岡林國小如今蛻變成「葛鬱金

故事館」，以阿嬤的私藏好物開創出惡地農

作的循環經濟。

「葛鬱金」又稱「粉薯」，較常見於山區或

原住民種植，可蒸煮食用或製粉再利用，公

舘社區發展協會前總幹事陳柳足表示，左鎮

地區多數家戶都種葛鬱金，特別是它能生長

於白堊地形，每當在田裡工作中暑或噴藥不

舒服時，沖泡一杯葛鬱金粉加黑糖喝下多可

緩解，但市面上很少看到，可說是阿嬤的私

藏好物。社區在2012年開始執行多元就業方

案要發展特色時，便嘗試賣看看葛鬱金粉，

不久發生毒澱粉事件讓它受到青睞，如今葛

鬱金系列已有葛鬱金麵、葛鬱金保濕面膜、

舒緩提神的輕青霜軟膏等多樣產品。

開發於2016年的葛鬱金麵，是將麵粉與葛鬱

金粉以13:1的比例混合製成，無其他添加物

地天然健康，煮湯麵吃不會糊爛，團隊更建

議煮麵時間以4分45秒為最佳Q彈口感。現今

公舘社區由陳柳足志工與勞動部培力就業計

畫專案經理賴政達、鍾凱勳，及五位培力成

員投入葛鬱金特色產業帶動社區發展，盈餘

提供村落長輩的銀髮照顧免費前來上課與用

餐，也將老人家長期對葛鬱金的了解分享讓

年輕人們知曉。

葛鬱金面膜與輕青霜軟膏的開發，則是將葛鬱

金製粉後殘餘的細渣作再利用，經由與生技公

司的合作，從渣中植萃出葛鬱金成分科研製成

美容與保養品，讓過去村落長輩多作為農田肥

料的餘渣，更加發揮價值。而對於餘渣的更多

可能運用想像，還繼續地激盪著。公舘社區年

輕的培力就業團隊，成員介於25歲至30歲之

間，七人中有四位是左鎮人，其中80年次的專

案經理賴政達更是在公舘社區已服務五年，而

負責設計的心語更曾經就讀岡林國小，並惋惜

地在小四時經歷了廢校過程。

訪談時聽他們滔滔懇切地述說在這偏遠山區

因 葛 鬱 金 導 引 的 人 才 培 力 ， 讓 他 們 充 實 許

多工作技能與眼界開拓，更談著起心動念想

以左鎮創業的未來藍圖，相當動人。白堊地

所孵育的作物更顯甘甜，人才亦然，而他們

也表示正是因為看著資深志工陳柳足長年默

默付出的背影，更珍惜並用心發揮培力的資

源，就如同葛鬱金循環經濟一般有著善的循

環流轉。

左鎮公舘社區
天然Q的葛鬱金麵

1

2

3

❶葛鬱金故事館讓已廢校十六年的岡林國小重現生命力。/ ❷由公舘社區資深志工陳柳足

（後排左二）帶領的培力團隊，後排左起賴政達、鍾凱勳、賴建豪、李欣俞、林儀柔，前排

左起黃致賓、黃日虹。/ ❸葛鬱金是家家私藏的好物。(圖片提供：公館社區)

▼ 龍崎區農會的竹炭品牌「阿炭伯」

◀ 葛鬱金粉、葛鬱金麵、
保濕面膜與輕青霜軟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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