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煙燻的味道

以菸草快報進入「地方的實踐」

國立臺東大學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

By 曾經的專任助理 今日的獎助生 楊濬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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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成果的延續．．．

課程名稱：經濟發展與文化

司將：

這很方便我跟其他人分享怎麼做

（菸草）的，不然有時候人家來，

我剛好沒東西給人家看。



規模經濟脈絡下的菸草敘說

1.

3.

4.

2. 1. 花蓮吉安阿美文物館
2. 屏東菸葉廠
3. 高雄美濃愛鄉 X 六堆庄頭劇場
4. 花蓮瑞穗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菸草快報內容構想
1. 紙本版：著重感官描寫的菸葉處理工序、三則呈現不同世代的日常實踐的小故事

2. 影片版：一個工序、一個短片 — 讓青年便於分享、傳播

 菸葉作為交流媒介  記憶與延續 醫藥使用方式



工序影片拍攝：

工作性質差異，兜不起來的時間

1. 沒拍攝到第一批的採收，還有第二批吧⋯⋯

2. 司將接了幼稚園文化課程教師一職，所以開學後，他每週固定有一天要去學校上課，其他

日子他偶爾接些零星工作，也或是會被部落長輩召喚協助農事⋯⋯另一方面，建霖也同樣

開始了備課、上課的週循環，我在辦公室的各種業務也逐漸繁雜起來。

3. 菸草採收後的各種處理，是司將依每天的天候狀況判斷，以及撥出自己日常零碎的時間進

行，很多時候他都是臨時起意，而他打電話過來的時間點，我們不見得能馬上衝到遠在

58公里外的大鳥。



工序影片拍攝：

大自然Ｘ 多重體系交織的步調

1. 碰上梅雨季，讓我們感到焦慮，因為我們知道，菸葉的日曬、燻乾作為過程中影響口感的重要關

鍵，一旦連續下雨，所有前後的工序都會停擺。

2. 我了解到，菸葉是生活中一個微小的環節，它不是主角，它所得到的時間分配並不會太長，就像

種芋頭苗一定是先於菸草苗一樣，而我們以菸草為主角的製作主題，並無法使它就越其實際上在

日常中的地位。但司將也明白我們的時間壓力，他也稍微改變自己的步調⋯⋯



他的斜槓生活、他的地方



1. 以菸草紀錄，趨近彼此的生活、調和彼

此的節奏。

2. 磨合與調整

3. 透過實踐，納入多方的工作態勢做對話。

4. 實踐，應是讓我們從單方面理解地方生

活態「勢」，進一步到開啟雙方之間文

化的「流」轉。

結語



Special thanks to  

已經拋下我們去東華的前博後李建霖

推薦閱讀：

菸草的「文藝復興」一段再發現的時空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