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松齡、張淑芬夫妻選擇虎尾驛附近開店的機緣始於

1996 年前後，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恭逢其時，他們

在斗南、斗六、虎尾等地區經營 18 家手機門市，觀察到虎

尾的發展具有後起之勢，於是在此多元發展，恰巧台糖出

租建物，2006 年創立生機廚房。

創立生機廚房　圓一場未圓的夢

20 多年前，生機、有機的概念在台播種，張淑芬因為母

親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而成為萌芽者。她說：「看著熱情

好動的母親因為疼痛無法行動，心生不忍。於是閱讀找回

健康的相關書籍，開始了母親生機療癒之路。」提起往事

的張淑芬語帶遺憾，「當時看書學生機，卻不知要去哪買

食材？到種子店，老闆告知，沒有。建議我們到飼料行找

找看。半年來在飼料行買小麥種子發芽、榨汁，買豌豆種

子發豌豆苗。」張母在 悉心照料下，疼痛舒

緩，行動如常。 調整張母病痛的

同時，張淑 芬全家也因食用

生機飲食獲 得健康，因此肯

定生機飲 食有益健

康。

十多年光陰荏

苒，張母頸部浮現

腫瘤，手術得知早

已蔓延，壽命不

超過四個月。憂心

忡忡的張淑芬加緊

跟有罹癌經驗的李

秋涼學習飲食的料

理，用以照料母

親。鄰居有目共睹張母的起色，並詢問她：「你母親吃些

什麼？」、「苜蓿芽怎麼發？小麥草汁怎麼榨？」「為圓

一場未圓的夢」張淑芬開了有機店。她因照料母親認識生

機，讓被判只有四個月壽命的母親，在家人以有機生機飲

食照料下，比醫生宣判的時間多活了三年多，卻在菜園澆

水意外離世。張淑芬至今仍抱遺憾，無法將今日所學所知

全應用在母親身上。

年過 40 的她在自營門市工作，飽受手機磁波干擾，感到

疲憊不適，又逢母親離世。在先生的支持下，標下台糖舊

廠房，維修裝潢，創立生機廚房。為了經營，跟姜淑惠及

范秀琴學習，無論學習或採購都要到台中或台北。張淑芬

深深希望與生機廚房有緣的人，不必像她跑那麼遠學習或

採買，不必像她為了母親經歷許多不必要。她說：「如果

病了，可以不那麼痛，家人能理解疼痛的苦。想將照顧母

親過程中所發生的不必要分享有緣人，讓他們面對時更容

易些。」

創立生機廚房　圓一場未圓的夢

「有機農產品專櫃(區 )」築夢更真
◎李  華

離虎尾驛的生機廚房

令人食指大動的餐點



就能快速找到自己想要

的有機產品，選購更便

利。」

未設置專櫃（區）

時，張淑芬表示，一般

顧客會認為有機店賣的

產品都是有機的，當知

道不是時有的顧客會很

生氣，甚至有被欺騙的

感覺。有了政府背書的

「有機農產品」，顧客

一進門就看到有機專櫃

（區），清楚明白哪些

是有機產品。除了選購

便利外，並有一份確認

『自己花的錢是買到同等優質具有保障產品』的信任。

成長中感恩　感恩中拓店　拓店中展愛

設置專櫃（區）後，門市業績成長 25%。張淑芬非常感

謝一路陪同成長的輔導員郭金川，她說：「郭輔導員很認真、

很用心、身體力行，令人感動，身為店家更要向他學習身

體力行，讓子女耳濡目染而被影響。」

生機廚房門市及餐飲的業績明顯成長，讓張淑芬更有力

量檢視店內販售的有機產品 OK嗎？有忽略沒注意到的地方

嗎？終於鬆了一口氣，有了知音。當初有機產品乏人問津，

顧客嫌貴，總選價格較低的天然產品，有機驗證的產品幾

乎是自己在過期前用掉。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區）」後，

顧客充分了解有機的意涵及政府背書的嚴謹，選購有機產

品已無價格的考量。

專櫃（區）的推出，讓吳松齡、張淑芬感受到有機產品

多樣性增加，顧客有所成長，經過一段時日的評估，在斗

南新開一家生機廚房。他們相信有機人口會緩慢成長，並

拿出經營手機門市的拼鬥精神來經營有機，不同的是，這

回拼鬥帶給人們健康，帶給土地永續！■

168 支持愛土地的小農

生機廚房採取超市、餐廳複合式經營。門市與餐廳搭配，

互相帶動客群，若有隔夜蔬果就送進廚房使用，保持門市

蔬果的新鮮，透過教學、舉辦活動，搭配節日舉辦小市集，

邀約臨近小農參與，門市經營得有聲有色，開幕不久，小

有利潤。

餐廳卻經營不佳。2008 年吳松齡、張淑芬去了歐洲，深

刻體認蔬食餐飲，只要用對油、用對香料、用對菜，就能

色香味俱全，挑逗食慾。回到台灣，餐廳經營有了方向，

2010 進行調整，先探水溫，持續微調，終在 2012 年 3 月

24 日打出「168 吃到飽蔬食自助餐」。這個模式，讓餐廳

在 2012 年 3 月底轉虧為盈。張淑芬最感動的是，看到年輕

學子三兩結群前來用餐。她說：「從前沒有老師的帶領，

是看不到學生的。菜色多了，

平價了，年輕人也能選擇對

自己好的食物。」

168 策略奏效，張淑芬表

示，是因為能充分掌握新鮮

食材、烹調方式及控制成本，

精打細算讓顧客以平價吃到

多重選擇及優點的餐飲。如

何做到成本的控制？張淑芬

毫不吝嗇的分享，感謝臨近

小農六年來的支持，可以降

低成本採購到多樣天然、有

機蔬果；另一個重要原則，

任何點心都是自製，降低成

本，不浪費食材，同時惜物。

有機農產品專櫃(區 )
設置的挑戰

收到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

育推廣協會的「設置有機農

產品專櫃 (區 )」課程資料，

張淑芬與同仁一起上課。她

記得，課堂上技正開玩笑說：

「上完課，回去檢視店裡的

產品，有機的其實不多。」

課後，張淑芬檢視店內產品，驗證過的有機真的不多。有

些產品明知是有機栽培，包裝不符規定，就不再是了。了

解有機驗證標準後的張淑芬有感而發，「對於想投入有機

經營的新手，這些課程能幫助他們了解什麼是「有機」，

對經營很有幫助，少走冤枉路。」

設置有機農產品專櫃（區），是否曾被顧客質疑「當初

賣的不是有機的產品」？張淑芬回應，「一開店就跟顧客

說明，店裡販售的產品並非全然有機。顧客如果有所質疑，

都會主動說明，什麼是有機，為什麼驗證不容易，一般都

能理解。」專櫃（區）的設置帶給顧客便利性，更建立店

家與顧客之間的信任。顧客想買有機產品時，張淑芬說：

「我們直接導引顧客到專櫃（區）選購，親身經歷，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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