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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今年還沒來？」詹水源與詹振嘉走在綠

徑，不時抬頭望向兩旁的光蠟樹，查看有沒有這群

夏季訪客的身影。連續幾年的六月六號，夜行性的

獨角仙都會準時來到二崎生態農場報到。迎接這群

訪客的到來，也成為詹家父子每個夏日的期待……。

山 裡 的 夜 ， 正  美 。

是誰不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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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客家人，家族多年前來到北投札根。民國

84 年起投入有機種植，隨著兒子詹振嘉返家

後，於 2009 年成立「二崎生態休閒農場」，

主打跟隨節氣接觸自然、體驗農事，以客家精

神為本，種植綠竹筍、果菜等作物，也保存將

相思樹作為木炭的傳統習慣。因維持良好生態

平衡，夜間能看到多樣的自然生物。

臺北客家人，畢業於中興大學土木系，曾擔任

政府土木修繕員，眼看父母親年歲漸長，為了

留下祖先珍貴的土地，加上本身就對自然生態

有興趣，於 33 歲返家從農，與父母親協力經

營「二崎生態休閒農場」。學習種植的同時，

協助帶領導覽與體驗活動，及推銷農場中的手

作美食。

詹水源 ( 左） 

詹振嘉 ( 右） 

北投二崎生態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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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從白天玩到黑夜 

這片生機勃勃的土地二十多年來的打理者，是父親詹水源與兒子詹振嘉一

家人。成立於 2009 年的「北投二崎生態休閒農場」順應四季節氣更替，不多

不少地照料種植、維繫與物種間的平衡，造就白天與黑夜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以及四季截然不同的自然樣貌。

二崎農場主要為遊客提供農事生活體驗，白天的遊覽行程為半日長，詹家

父子會先帶領遊客認識園中屹立的百年楓香樹，之後介紹當季的農作物，由於

大屯山麓一帶以前是茶園茶樹、桶柑等早期作物也會一併解說。結束遊園，再

去採摘當季的作物，輔以當節令的米、麵食，親手製作健康又天然的食物。

而夜間來到二崎，同樣有數不盡的趣事。

賞曇花

如果足夠幸運，入夜後，就能趕上

傍晚開花、午夜前謝落的曇花一現。一

年僅開數次，每次時間還不固定，若觀

察到花苞尖端微微翻捲起白色花瓣，就

是隔天開花的預兆。

夜尋雌光螢

還有一小群三、四月才會出現的稀

客，是臺灣特有種——雌光螢，屬於雌

光螢科，只有母雌光螢會發綠光。詹振

嘉說：「大概二、三十隻，晚上六點到

八點，太陽下山後就出來，亮兩個小時

就沒有了。明天還是同樣的地方出來，

不會跑來跑去。」

再見獨角仙

二崎農場夏夜勢力最龐大的一群昆蟲，

也是孩子最愛的明星！從六月開始陸續到

來，七月達到數千隻，棲息於光蠟樹上，壽

命約兩個月，八月起就可以撿獨角仙做標

本。「但他們飛起來的聲音真的和蟑螂一模

一樣。」詹水源一臉認真。

遇見大赤鼯鼠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還以為

有人大半夜跑到林子裡甩抹布！」詹水

源打趣說道。農場中的飛鼠是臺灣原生

種，通體紅棕色，已經在二崎出沒四、

五年了。當時還是里長幫忙清理路旁危

險枯木，鋸開發現一窩飛鼠後，才確定

二崎這邊真的有飛鼠出沒。

萬物不息 夜訪林間盛會

又是一天日落，隨著太陽沒入天際，領角鴞率先鳴起

「咕！咕！」，而黃嘴角鴞「啾、啾」唱和，這是農人返家的

信號，也是夜行性動物出沒的預告。

月輝下，詹家父子帶著遊客悄悄靠近觀察，潔白的曇花舒展花瓣，散發數小時的

醉人花香；俗稱果子狸的白鼻心悠悠晃出，步向樹邊大啖柑橘；紅棕色的飛鼠疾速滑

過樹梢；數隻小貓頭鷹排排站在電線上，正在育雛的大貓頭鷹抓回小型的青蛙、老鼠，

親自哺餵自己的雛鳥。此時晚風吹起，樹葉沙沙作響，夜間的競技場戲碼正在另一頭

激烈上演。龜殼花和雨傘節匍匐遊走在濕潤的草叢邊伺機而動；螳螂在路燈邊捕食叫

聲高亢的蟬；光蠟樹上，獨角仙與金龜子爭相吸吮著樹汁，好不熱鬧。

來到農場的夜景觀賞處，山腳下一片燈火通明，縱覽觀音山到文化大學 180 度閃

爍如海的霓虹，夜晚的原始生態與都市美景、自然中的美麗與殘酷，都在北投二崎生

態農場盡收眼底。

土地到餐桌的手作樂趣

除了生態觀察，天然食材結合食農教育是二崎最大的特色。農場的手作體驗中，

每一口都能吃到食材原始的味道。這可能是遊客們吃過最短的食物里程，幾百甚至幾

十公尺，作物就化為嘴中的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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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客家人，雖然已不大說客家

話，但骨子裡的客家精神仍在。「以前

客家人根本不敢講自己是客家人。但是

大家保留的是習俗，從習俗才知道你的

根是哪裡。」詹家父子也將沿襲來的傳

統客家菜融入農場吃食，例如豬籠粄、

醃鹹菜、福菜、梅乾菜等等。

「 鹹 菜 放 15 天 最 好 吃， 而 且 自

己做的鹹菜，跟市場上買的口感不一

樣。」詹振嘉解釋，因為放了適量的鹽

巴而產生乳酸菌，所以吃起來回甘爽

口。沒吃完的鹹菜，放著放就變成福菜；

再放久一點，就能變成做梅干扣肉的梅

乾菜。詹水源忍不住：「你看客家人有

多節省！」

客家精神 就是愛物、惜物

對農場一草一木如數家珍、猶如行

走百科全書的詹水源，也曾經歷坎坷的

種植之路。二崎這塊地附近無人耕作、

生態又過於豐富，他 28 年前投入有機

種植，做十年虧十年，才逐漸轉型為生

態農場。以慣行農法入行的他，面對有

機、生態友善，坦誠說在心態上，確實

有些不容易，「老爸就會看不慣，怎麼

都是草？」詹振嘉笑著補充。

當年為了幫助家裡農場轉型，詹振

嘉辭去土木工程的公職，戴上斗笠投入

農耕的世界。對生態抱持興趣的他，也

贊同盡量不使用農藥。為了推廣農場，

學習種植的同時挑戰自己較靦腆的性

格，參加培訓練習為遊客導覽，步步長

成能獨當一面的農場主人。

與環境共存、節儉的客家務農精

神，被深刻實踐在二崎農場中。面對種

多少就被動物吃多少的景況，詹水源稀

鬆平常地說：「做農的，沒種一定沒收成，

種了也不一定有收成。」在守護生態的同

時，也承擔土地共享的代價。

吃得安心 對自然真心

 

「要順應自然、愛護這一塊土地。」

這就是詹水源想透過二崎農場傳達給來客

的理念。農藥、肥料都是不順應自然，以

農場的綠竹筍為例，「我的綠竹筍什麼肥

料、農藥都不用！」詹水源非常自豪，雖

然個頭小了點、產量少了點，「但我們吃

的也很安心，也賣得很安心。」

而詹振嘉想了想，說出他的答案：

「我們有很多回頭客，可能是親子、祖孫

輩們，這裡是一個讓家庭可以親近自然的

地方。」或許回頭客們念念不忘的，除了

二崎農場豐富的生態、美味的吃食，更多

的是一種舒適與放鬆，「回到家的感覺

啦！」詹水源一語道破。用心將農場打造

為生態樂園的詹家父子，不只吸引喜愛自

然的人，連動物也將這裡視為一個嚮往、

安心的家。

「咦！出現了！」山邊暮色漸濃之

時，詹振嘉指著高處的光蠟樹樹幹，一隻

漆黑光亮的獨角仙正伏在上頭，今年的六

月六日，獨角仙再度如約而至，在天黑以

前回到二崎農場的懷抱。

 春
 夏

 秋

 冬

櫻花、蘿蔔絲餅、豬籠粄

一年之始，粉色的山櫻花與

大寒櫻沿途綻放，春風徐徐，品

嚐著親手製作的蘿蔔絲餅、客家

風味的豬籠粄。綠竹筍、獨角仙、包烤粽

盛夏來到二崎能體驗白天挖綠

竹筍、夜裡看獨角仙的樂趣。

去年端午節因應考試季推出「包

烤粽」，三角形的麵包裡面是夏季盛

產的綠竹筍餡，再放入窯中烤。詹水

源驕傲分享：「烤的粽葉非常香，整

間都會是香氣。」

木鱉果饅頭、烤地瓜

秋天以葉菜類、果樹為大宗，

烤地瓜時，還能抬頭看滿樹金黃的楓

樹。農場曾以木鱉果做彩色饅頭，詹

振嘉：「木鱉果饅頭聞起來沒什麼氣

味，而且顏色第一次蒸比較紅，從第

二次蒸就開始退，越退越沒有。」

走 入 山 徑
品 嚐 原 始 的 滋 味

高麗菜水餃、大白菜煎餃、醃鹹菜

入冬後，看著植物順應自然掉落，摘採冬

天的高麗菜包水餃，或揉搓天然又繽紛的彩色

湯圓、親手用芥菜醃製會回甘的鹹菜，幸福地

度過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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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四季！
農場不可錯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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