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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得時，攝於吳宅

吳得時
吳得時，1941年生，雲林元長人，1960年自北港農校畢業後，進入元

長鄉公所擔任獸醫。由於當時農戶養豬補貼家用，他協助許多農家養

豬戶照料母豬與小豬，因而累積豐富的豬隻照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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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背景

我是在地人，兄弟姊妹共10人，其中男4人女6人。目前在世有

兄弟2位，姊妹3位，共5位。

我1948年進入客厝國校，1
當時同學普遍都窮，有錢人很少，中

午我都回家吃飯。我讀國校的時候，老師都還是本省人，外省的還比

較少。那時候國校老師都是讀日本時代讀國民學校畢業而已，頂多唸

到初中。就我所知，就有國民學校畢業就在教書，或是北農
2
專修科

初級第一屆畢業的人也在教書。有一位老師，明天要教、今天才去問

讀中學的人，問說這個課文的國語如何說，自己前一晚先去補，不然

他的國語也講得不太流利。

讀國校時說臺語會被罰錢，學生之中也有負責督導的人，但我們

還是私底下偷講。那個年代家裡連收音機也沒有，村子也沒有電力，

都要靠點煤油燈唸書，所以我都是早睡早起，天亮就起床，早起唸書

1 客厝國校：即今雲林縣元長鄉客厝國小前身。該校原為1921年創立之元長庄內
寮公學校，1941年改名客子厝國民學校，1946年改稱北港區元長鄉第三國民學
校，又於1947年更名為元長鄉客厝國民學校。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改制為元長鄉客厝國民小學。（客厝國小：客厝事紀，2020年7月28日下載，
https://kcps.ylc.edu.tw/cp.aspx?n=99063）吳得時住在下寮村，往北步行前往客厝
國校上學，單趟路程約2公里，走路半小時左右。

2 北農：即今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941年創立，初名為臺灣公立北港專
修農業學校。1946年更名為臺南縣立北港初級農業學校，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改制為臺灣省立北港高級農業職業學校，2000年改制為國立北港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認識北農／校史沿革，2020年7
月7日下載，https://www.pkvs.ylc.edu.tw/home?cid=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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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時，比晚上讀書2小時要好。到1960年，我家這裡才牽電燈，是

用農村電力名義申請，所以有用電補助。

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務農，而是日本時代在元長開始經營米絞

（碾米廠），但因故倒閉。後來再開油車（榨油廠），開油車時，榨油

會產生「豆箍（tāu-kho͘，豆餅，花生榨油後剩下的圓餅狀豆粕）」，養

豬、羊、雞、鴨的人都會向我們買。但油車後來也是倒閉。倒閉的原

因是被別人欠債，因為以前大家都用賒帳的方式交易。比如養鴨的沒

賺錢，就「欠箍仔（豆餅）」，欠我們很多土豆仁、豆餅的錢。

花生很容易會產生黃麴毒素，花生曝曬的過程，如果遇到雨天，

或是儲存之中有潮濕悶住，就會有黃麴毒素。榨油之前，如果沒有先

揀出品質不好的花生，就會導致榨出來的油，還有豆箍都會帶有黃麴

毒素。有黃麴毒素的油不能吃，含有黃麴毒素的豆箍也不能給蛋雞或

蛋鴨吃。花生若有黃麴毒素，豬吃了不會有任何影響，但生蛋雞、生

蛋鴨吃到之後，會「流蛋（liû-nn̄g）」，蛋無法成形，就像豬隻流產那

樣。蛋殼也會比較薄，因為黃麴毒素會破壞蛋殼。

如果養蛋雞或蛋鴨的人，跟我們買到有毒的豆箍導致損失，我們

就必須要賠，就看他損失的成本多少，例如養多久、餵多少飼料，他

就來算，我們就要賠，所以那時候的花生仁最純。

我家當時除了榨花生油，也榨麻油。我看到工人一大早在榨麻

油，直接喝油，我說你這樣喝不會瀉肚子？他說不會，喝了對胃很
好。我也就跟著喝。我們家都是做純的啦，麻油、花生油也有大豆

油。我這一輩的兄弟長大之後，大家經營不同事業，像老二就是做碾

米廠。而我大哥雖然只有讀國校而已，但完全看不出來他只有這樣的

學歷，他不僅能夠寫文章，字也寫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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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花生榨油之後剩下的豆餅，攝於雲林縣北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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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北港農校的學習

1954年，我從國校畢業，我大哥叫我去讀北港農校初級部，以

後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當時要考入北港農校相當競爭。

初農時代，自己帶飯包，裡面往往只有番薯簽，還有折一小塊的

柴魚配飯而已，再不然就是蔭瓜。在班上，偶爾如果飯包帶好一點，

帶蛋，都被人家偷吃，小偷聞味道，趁同學們出去玩，例如下課 10

分鐘，就偷吃別人的飯包。

我在北港農校初級部求學時，第一年有5班，每班50個；第二年

同學中有些人落第了，有些人是家中經濟差，就沒有繼續讀，因此只

剩下4班。北港農校分為初級部和高級部，在初級部所有的人都是唸

一樣的東西，英文、數學上課的時數比一般中學少。一般中學是英

文、數學一星期各5小時，但農校只有各3小時。但我們剩下的時間

就要拿來學習專業農業知識，例如農業概論、園藝等等。到了高級

部，等同是高中，不過也只有畜牧獸醫這一科才有設立高級部。

要進入北港農校高級班之前要考試，但不好考，我那一屆有三百

多人報考，只錄取九十幾個，非常競爭，當時高級班只有兩班，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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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校、虎農、
3
斗農

4
的學生都會來競爭。有些考師範、高中沒有考上

的，如果沒有去讀商科、工科，大部分往農業來，也都會來報考北

農。

那時候北農是獨立招生，還沒有聯合招生。除了北港農校有畜牧

獸醫高級部，就是屏農最早，還有臺南農校，嘉農。嘉農比北農還早

一年成立，中農，還有宜蘭農校，臺大就不用講了。有獸醫的學校，

全國沒有多少個，屏農、南農、嘉農、北農（北港）、臺中農校跟宜

蘭農校。
5

3 虎農：即今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前身為1928年創立之臺南州立虎尾農
業補習學校區。1935年改名為臺南州立虎尾國民農業學校，1941年升格為臺南
州虎尾專修農業學校。戰後於1945年易名為臺南縣立虎尾初級農業職業學校。
1950年增設高級部，並隨縣改制易名為雲林縣立虎尾農業職業學校。1968年改
制為臺灣省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2000年改制為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史沿革，2021年6月22日下載，https://
www.hwaivs.ylc.edu.tw/index.php?route=posts/posts&posts_id=2）

4 斗農：即今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前身為1939年創校的臺灣公立斗
六家政女學校，招收家政科初級部一班，1944年校名改為臺灣公立斗六農業實
踐女學校。戰後於1946年改名為臺南縣立斗六女子初級職業學校，又於1950
年更名為臺南縣立斗六初級家事職業學校。1950年因行政區域調整，改稱雲林
縣立斗六初級家事職業學校。1968年更名為臺灣省立斗六家事職業學校，停招
初級部。1970年改制為臺灣省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2000年改制為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史沿

革，2021年6月22日下載，https://web.tlhc.ylc.edu.tw/files/11-1001-101-1.php）
5 「屏農」前身為創立於1924年的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1945年改稱臺灣

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之後幾經改制，於1997年改制為屏東科技大學。「南
農」前身為1939年創立之臺南州立臺南農業學校，1945年改名臺灣省立臺南農
業職業學校，1959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南高級農業職業學校，2003年改制為國
立臺南師範學院附屬高級中學，2004年改為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嘉
農」前身為1919年創立之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1945年改名臺灣省立嘉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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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北農高級部很競爭，但我當時要考高級部，一定可以考上，

把畢業考跟期末考的題目讀一讀，這樣就差不多了。當時雖然也有嘉

農，但我根本也沒想過要到嘉義唸書。到嘉義唸書要錢，但我家中經

濟不好，也沒有錢能夠去唸。而且嘉農跟北農畢業都算是同一級，這

兩間學校還有很多老師都是共有的，有的老師今天在嘉農教、明天到

北農教，老師算是交換而已。學校也有一些老師是日本東京帝大獸醫

科畢業，他們不太會說國語，有時候教書時還會講出幾句日文，但都

是臺語腔調的發音。

我們學校是和尚學校。全部只收男生，我們跟校長說何不招收一

些女生？校長說，如果招收女生，你們這些學生就讀不了書。

業職業學校，之後幾經改制，1997年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並於2000年與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合併，改制為國立嘉義大學。「北農」即「北港農工」，詳見

本書頁262。「臺中農校」前身為創立於1937年的臺中州立農業學校，1945年更
名為臺灣省立臺中農業職業學校，1959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
校，2014年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宜蘭農校」前
身為創立於1926年的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1946年改稱臺灣省立宜蘭農業
職業學校，1967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宜蘭農工職業學校，1969年改制為臺灣省
立宜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988年改制為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1998年升格
為國立宜蘭技術學院，2003年更名為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大
事紀，2021年7月28日下載，http://ir.lib.npust.edu.tw/history_events；國立臺南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史，2021年7月28日下載，https://www.tntcsh.tn.edu.tw/
home?cid=946；國立嘉義大學：本校簡史，2021年7月28日下載，https://www.
ncyu.edu.tw/newsit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353；國立興大附農：校史，
2021年7月28日下載，https://www.tcavs.tc.edu.tw/1-1.asp?prokid=2014012417185
5&proid=20140124172951；國立宜蘭大學：校史，2021年7月28日下載，https://
www.niu.edu.tw/files/11-1000-104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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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旅

我 1960年從北港農校高級部畢業，等於是高中畢業。那時臺灣

畜牧業開始擴張起飛。我只要畢業就是獸醫了，不需另外考證照。

1961年我進入公所擔任獸醫，但隔年就去當兵（1962），在空軍當了3

年兵。要當空軍，體格檢驗必須甲等。當時和我同一連的兵很多都是

高中畢業，或是師範畢業將來要當老師的人。在部隊，高中畢業通常

會被分配擔任通信兵，或是到高砲部隊辦文書，像我就是。我在嘉義

機場待了兩年多，接著到金門。調到金門時，還有8個月就退伍，所

以也沒有覺得特別辛苦。當時八二三炮戰已經結束，只剩下隔日打的

宣傳砲，
6
已經沒有戰爭的氣氛了。

如果他們射宣傳砲過來，我們就把馬山
7
的音樂開動。我當時在

6 宣傳砲：所謂砲宣彈就是將炸彈中心的火藥挖出，再放入印有反攻大陸言論

的宣傳單，以機械原理從金門打到對岸，進行心理戰，莊國華副營長因為這項

發明，獲得蔣介石的稱讚，並當選當年度的國軍克難英雄，後來並升任砲兵第

670營營長（華宸，《國民黨砲兵記實》，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共軍
發動823砲戰之後，金門受到猛烈砲擊，一直到當年12月中旬，彭德懷宣布砲
擊金門停止實彈射擊，改成宣傳砲射擊，也才從實彈射擊變成宣傳彈，那時射

擊的時間一般是從晚上8點到10點，後來又發展到逢年過節停止砲擊3天，於
是宣傳彈的心戰變成國共互相對峙的另一軸線。（〈從實砲射擊到宣傳砲〉，《金

門日報》，2019年8月22日，電子報，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
309482?cprint=pt）

7 馬山：馬山觀測所。金門設置的廣播站，隔著海域，與中國距離極為接近，最

短只有2,100公尺，退潮後只有1,800公尺。此廣播站用來對中國守軍進行心戰
喊話，播放音樂以及新聞，鄧麗君曾經在馬山觀測所對中國播音，廣播站也曾

播放鄧麗君的歌曲。（金門觀光旅遊網：馬山觀測所，2021年6月24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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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防砲作戰部，負責每天傳達口令。每天，營部會將口令交代給連

部，我得知口令之後，再把口令傳遞給各個據點負責人，等到口號傳

達完畢，我就出去喝酒了。那時候還是戒嚴時期，在金門，晚上行

走，都會有人問口令，如果答不出來馬上就開槍格斃。

當時要進入作戰部，要先測試寫字是否端正，而且因為作戰部掌

握比較機密的資料，所以一定得要加入黨部，進入公家機關或想當學

校老師也都必須入黨。我從二等兵開始當，這兩個月薪水 75元；下

部隊以後，薪水變成 105元；等到第三年升中士一級，薪水升到112

元，根本不夠日常花用。幸好公所的工作還有保留，每個月可以用申

報扶養母親的名義領取本薪六、七百元一半的眷補，大約是三百多

元。在軍中，連長說我月領三、四百元，但日常開銷就要花四百多

元。我就回他說：「你吃、住都不用錢、連衣服也是，坐車也只要半

票、你家裡的水電費也有半價優惠，就連當老師的薪水也只多我們一

些錢。」那時候大家都辛苦啦。

四 獸醫生涯——多產的母豬與高價的小豬

1966年，我退伍回到公所做獸醫行政，負責預防、疾病防治等

工作。日本時代，臺灣人都養本土豬種，這種在來種豬就是桃園種，

是垂肚子的豬。臺灣後來從美國進口豬隻品種，近來這幾十年，則

是從丹麥進口。在 1956、1957年，開始有約克夏，到後來，則是有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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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瑞斯，藍瑞斯跟約克夏交配，就生出LY，母的留下來當種。因為

品種改良，豬隻的體型變大了，以前我們都說肉豬要養到 95公斤，

現在都是養到100或110公斤。LY的豬，從出生到95公斤，要養153

天。LY後來變成LYD，是由藍瑞斯、約克夏跟杜洛克配育的肉豬，8

大概1961年就都有這些品種。9

1960年代，開始推廣養豬，接著有養豬專業區的成立，讓農家

可以集中飼養，但那時候量都比較少，養豬專業區中頂多一、兩百多

隻。在鄉下，則是家家戶戶都有養一隻到三隻母豬，專門生小豬。因

為每隻母豬一年可以生2胎，一年就賣到一、兩萬元，就有錢讓小孩

上學註冊。農家雖然只有養幾隻豬，但仍然會願意去買專門的飼料因

為價錢好，大家當然捨得讓母豬吃專門飼料。

8 藍瑞斯、約克夏、杜洛克：藍瑞斯（Landrace），垂耳，耳朵向臉傾斜蓋下，
1960年引進臺灣。約克夏（Yorkshire或稱大白豬Large White），約克夏的品種
特徵，是耳朵稍大而薄，並且向上、向前直立，於 1900年左右引入臺灣。杜
洛克（Duroc或Duroc-Jersey），紅棕色毛，耳朵根部向上直立，耳端向前傾
斜，1960年引進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豬主題館，2020年7月7日下載，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index.php?id=65）

9 黑豬是臺灣早期從中國引進的豬種，以桃園豬、頂雙溪豬和美濃豬三種為主，

日治時期，總督府有鑑於本土黑豬種原不斷流失，乃加以改良臺灣黑豬的生

長性能和飼料利用效率，從日本引進盤克夏種黑豬，並規定本土黑豬必須跟盤

克夏豬雜交。1970年代，農政單位開始引進新的洋豬品種，包括藍瑞斯、約
克夏及杜洛克等，即是白豬。臺灣早期經濟狀況不佳，黑豬能吃廚餘，也能吃

青貯料，飼養成本低，適合小型農家粗養。洋豬的優點在於生長速度快，6個
月就能販賣，加上黑豬的換肉率差，當洋豬引進臺灣後，迅速受養豬戶的青

睞，黑豬則逐漸從市場上敗退。（陳寧、葉鎮中、賴冠丞，〈尋找臺灣黑豬 漫
漫保種路〉，環境資訊中心資訊網，2021年5月12日下載，https://e-info.org.tw/
node/217342；曾品滄訪問，陳淑容記錄，〈養豬場的獸醫生涯：蔡普晉先生訪
問紀錄〉，頁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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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養豬完全飼料已經在市面上出現，10
比如「土地公牌」

11

等品牌出現。當時很多臺灣自製的豬飼料，還有廣成、福壽、大成，

臺糖晚一點，在 1980年代之後才加入豬飼料市場。後來肉豬事業被

臺糖拚下來，每個養豬戶都被臺糖拚倒了，因為臺糖的價錢比較便

宜，沒辦法，不然以前養豬戶都賺很多錢。養豬對一個家庭有很大的

10 完全飼料：過去甘藷為養豬之主要自給飼料，1953年臺糖開始從事大規模養
豬，進行飼料的研究改進，配成完全飼料，一般的完全飼料多用於單胃動物的

飼養，包括豬及家禽。（曾純純、朱有田，〈臺灣本土黑豬產業在南部六堆地區

的傳承與發展〉，《臺灣史研究》20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135-177）
11 「土地公牌」：1961年代早期，一般的農家多數都有養2、3頭豬。當時農家收穫

的農產副產物，人不能吃的才拿來餵豬，像是甘藷黃葉、甘藷藤，煮後餵豬，

豬隻營養並不均衡，即使平安養大也要一年多才能賣，還不能生病，這種辛苦

且不穩定而賣到的養豬錢被認為是「土地公財」，臺灣自製飼料遂以此為典故，

命名為「土地公牌」。（崔慈悌，〈彭玄桂的故事―從飼料管理到飼料工業及產

銷的演變〉，《農政與農情》260期，2014年2月，頁70-72）

圖二 臺灣在來種豬。 資料來源：臺灣寫真會編纂，《臺灣寫真帖》第1卷第2集，19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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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能夠栽培小孩。我們是以農立國，農業扶植工業，但工業成

功，對農業卻沒有什麼扶植。

豬隻的經濟價值很高，即便是當老師，或是公務人員的人，家裡

也會養豬當副業，到了晚上，家中養的母豬要生豬仔了，豬椆臭烘

烘，會弄得整身都是，也還是會去顧。那都是看在錢的面子上。為

了下一代的教育，養豬不無小補，貼補家用，「飼三隻豬母卡贏種一

甲田」，那時候3隻母豬，普通一隻母豬，兩年5胎，3隻母豬就有15

胎，一胎可以生10至12隻，若是純種洋豬，一隻都幾千元，1960到

1970年代，「月給（ge̍h-kip，月薪）」才六百多元而已。

早年缺少化學肥料，鄉下都是用屎尿來做肥，所以連大馬路上的

牛屎也會撿回家當糞肥。以前在北港，有清潔隊挑水肥，在樓房中，

都只有一個廁所，要讓人大便、也要讓人小便，住在二樓或三樓的

人，大小便都用桶子裝著，也會拿下來倒在廁所中。兩、三日滿了之

後，叫清潔隊的人來挑，他把屎尿裝入大肥桶，再用大肥車運到北港

一個固定集中的地方倒，就是現在北港的果菜市場，那裡以前叫做屎

「礐（ha̍k）」仔窟，要用的人再去那裡買，裝在大肥桶買回去下在甘蔗

田裡當肥料。

養種公豬的人，稱做牽豬哥，都是用步行的，後來才用三輪車

載。養豬場都有自己留約克夏種豬，約克夏就是紅豬哥，如果有100

隻母豬，就必須有5隻種公豬，因為豬哥一日只能打（交配）兩隻（母

豬）而已，上午下午各一隻。而這隻豬哥的食料要特別加強魚粉，和

一些蛋白質、牛奶粉，以前牽豬哥的人，當豬哥去配種回來的時候，

都會讓豬哥吃生鴨蛋補。後來則會使用從日本進口的釧路牌魚粉，
12

12 釧路牌魚粉：魚粉品牌，屬於沿岸魚粉，日本海沿岸或近海補獲的鯖魚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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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沒有魚粉之前，是打魚漿給豬哥吃。魚粉、魚漿和鴨蛋都是高蛋

白，但鴨蛋就比較便宜。要買種豬時，我都是到路竹的立大養殖場

（立大農產興業公司）。立大跟臺糖，都可以供應種豬，有LYD三品

種雜交豬，想要純種的豬也有。

魚粉可以給種豬吃、也可以給種母豬吃。母豬分泌初奶時，在

其飼料中加魚粉，就能增加蛋白質，這樣母豬也才有奶汁。母豬生產

完，小豬大約28天離乳，一隻母豬，第一週，一天大約120cc至150cc

的乳汁就夠了，第二週大約增加到300cc。在這段時間中，母豬需要

有足夠的營養，所以用魚粉來補充母豬的蛋白質，原本母豬就有在吃

魚粉，但在這28天中，採用漸進式增加魚粉，一日增加半公斤。第二

週過了之後，要開始使用教槽，
13
用人工奶給豬仔喝，但魚粉要慢慢增

加，到第三週後才能再慢慢減少。到第四週，魚粉、蛋白質要減量，

因為要讓母豬的乳汁收束了，到第五週，母豬就準備再次發情。

那時候母豬一胎大約生6隻母的，4隻公的，一胎總共可以生10

至 12隻。我曾經注射賀爾蒙到母豬體內，想試試看，一胎生出來，

會不會生比較多母豬。比如說母豬今天發情，從明天開始注射催情

素，刺激排卵。

有一次我鄰家的母豬竟然生了 27隻，生到第二十幾隻時，母豬

已經很累了，鄰居問我怎麼辦，我說，我直接過去把豬仔抓出來比較

快，不然如果再注射催生，延長整個生產狀態的時間，可能連生腸

原料，送至陸地工廠生產之魚粉。（茂群峪畜牧：飼料配合講座國立屏東農專

畜牧科教授兼科主任鄭長義〈飼料配合講座（十一）〉，2021年6月23日下載，
http://www.miobuffer.com.tw/fnm/198704/09.htm）

13 教槽：仔豬教槽盤，教導小豬從吸母乳改為吃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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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都要跑出來。最後27隻小豬都平安產出，出生後需要喝奶，

但母豬的乳頭才12個而已，喝奶就得分成3批，那時候人工奶還不怎

麼流行，就用小孩子喝的奶粉，但量不能多。

母豬餵完奶，豬農就要把小豬抓到另外一個地方，以免讓母豬壓

到。
14
母豬如果脹奶，就會開始吆喝豬仔來吃，所以豬仔聽到媽媽在

叫，有飯吃了，趕快喔，就衝過去，母豬這時候就會往側躺，準備要

餵奶，豬仔憨憨的，躲不及，就可能被壓死。在家養豬，應該都是女

人照料較多，而如果養的數量比較多，通常是男人在養。

我自己也有養純種豬，不難賺，不然要栽培4個小孩，哪裡來的

錢。我養藍瑞斯純種豬，一隻小豬3,000元，也曾經賣到3隻5萬元。

純種豬也只是賣給鄉下養豬戶，那時候LY還不普遍。這種肉豬，生

長很快。但如果養豬戶仍然是讓藍瑞斯跟藍瑞斯交配，他也可以繼續

賣純種豬。

做純種的比較好賺，當時鄉下的豬大多是黑豬，比較粗放、比較

野，吃餿水而已，一些臭酸的食物，黑豬也吃，但現在沒有收餿水

了。以前養豬，也不光是收餿水，如果有去割番薯葉，也會加入豆餅

給豬吃。

當獸醫時除了養豬，也投入集團經營班
15
的推廣工作。元長鄉在

14 訪問過程中，吳得時一位同樣也是獸醫的朋友說，小時候家中養的小豬被母豬

壓死，就馬上把小豬屍體撿起來，用熱水川燙、刮毛，剁一剁，用薑母、麻油

炒一炒，配番薯簽吃，很香。在當時只有番薯簽可以吃的時代裡，這算是非常

珍貴的料理，那一隻小豬如果拿去賣，可以賣1,000元。這樣的好滋味，讓人
回味再三，數十年後仍然記憶猶新。

15 集團經營班：1984到1990年屬於臺灣農業政策「邁向自由化之調整革新階段」，
本階段初期的重要施政方案是「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85），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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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推廣集團經營班，每一班都有三十多甲相連的土地，土地

都有經過重劃，一壟一壟區分開來，有的地方適合栽種花生，一期

通常是水稻，二期是花生，不過也有的是番薯。當時有另外兩班蒜

仔班，就是第二期改種蒜仔。我負責管理 15班，共五百多甲的農地

面積。我和雲林改良場的一個主任合作，我請他去設計水旱田經營調

整計畫，意思就是不種水稻、改轉種其他作物，然後申請政府補貼。

1980年代稻米生產過剩，再加上政府推動「兩個恰恰好，一個不嫌

少」，人口數也下降，消費數自然也跟著減少。

我當獸醫的時候，有豬椆改善的補助，也有堆肥舍的補助，也

推動養豬戶做青貯料，
16
比如說醃番薯葉、「茄茉菜（ka-bo̍ah-chhài）」，

作為給豬隻的飼料。1975年，臺灣推廣肉牛，17
我們也是想要「漚

（au，浸泡以促進發酵）」牧草，早期我們去內山買「竹筍籜（tek-sún-

ha̍h，竹籜，包裹於竹子外部會脫落的硬葉）」，也用青的「甘蔗籜

（kam-chià-ha̍h，包覆在甘蔗莖外的硬葉）」，還有「番麥稈（hoan-be̍h-

措施包括獎勵家庭農場推行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全面推動農業機械化，並執

行「農產運銷改進方案」等，集團經營即此政策下的重要工作項目。（廖安定，

〈農業政策與農業法規〉，《農政與農情》103期，2001年1月，頁50-60）
16 青貯料：以新鮮收割的農產品、農副產品、牧草等，借助乳酸菌醃漬而成，作

為家畜飼料。

17 臺灣推廣肉牛：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肉牛推廣實施要點，1996年
9月22日新修訂，第二條、推廣種類及標準如下：（一）推廣種類：推廣肉牛品
種為本所及各推廣場所自行繁殖之各類純種與雜種肉牛，包括臺灣黃牛、布拉

曼牛、水牛、荷蘭乳公牛等。（二）推廣標準：1.離乳階段以後（至少出生後6
月齡以上）之仔牛、女牛、架仔牛及種牛等。2.出生一週齡以上之荷蘭乳公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肉牛推廣實施

要點，2021年6月23日下載，https://www.tlri.gov.tw/view.php?theme=web_struct
ure&subtheme=&id=242&pr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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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óaiⁿ，玉米莖）」，青稈圓圓的，剁一剁下去漚，加尿素，會增加蛋白

質。還會加入「盤固拉草」，
18
若用臺灣話，則講成草藤。 

以前辦桌，大家都會去注意桌上那一塊豬肉是否夠大塊。切豬

肉不能像現在切一小塊，像是蒜泥白肉那樣切得薄薄的，要是切成

這樣，人家就說，是怕人吃喔。所以我才說，以前賣豬肉，一日賣8

隻。在 1973年石油危機結束之後，開始經濟起飛，鄉下有養豬的都

有賺，大家有錢就每天吃豬肉，那時候養豬所產生的豬肥（豬的屎

尿），可以做成肥料，對農作物也有幫忙。那時候沒有談環保、環境

問題，西庄村養豬，又都養很多，光是那一村就有五、六百隻母豬，

臭哄哄，是要怎麼講？他們那裡就是不管怎樣窮、怎樣有錢，都要養
豬啊。

早期，豬隻屠宰之前，獸醫會被派去檢查豬隻是否健康，但

1960年之後，就不再有這個制度，只剩下鄉公所財稅課會派稅務人

員去蓋印章，證明有繳屠宰稅。這個過程是，如果要殺豬，必須先申

請報名，然後載去屠宰，繳六、七百元屠宰稅，接著稅務人員會到家

中把印章蓋在殺好的豬身上。稅務人員也會到市場去稽查，檢查市場

的豬肉上是否都有蓋章，若抓到沒有蓋章的豬肉，就會罰錢。因為殺

一隻豬的稅金很高，所以都會有人想要逃漏稅。

1960年代，全臺灣畜牧業開始起飛，1970年代，臺灣經濟開始

變好，大家開始吃肉，一個村里中，就有好幾攤在賣豬肉，一天都能

賣掉一整隻豬喔！這裡是下寮村，往日，附近的客厝、頂寮這兩個庄

18 盤固拉草（盤固草）：自國外引入的禾本科牧草，可做為牛的草料。（農業知

識入口網：農業經濟用植物，2021年5月5日下載，https://kmweb.coa.gov.tw/
knowledgebase.php?func=0&type=13296&id=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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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有七、八個豬肉攤，客厝有4到5個，頂寮3個，西庄也有在賣，

每一個庄頭都有人在殺豬。我們那時候，豬肉再多，也都吃掉，因為

經歷過沒有東西可以吃的時代。所以你們這一代很幸福。

現在，像是位在這附近賣豬肉的小販，跟我說一日頂多賣半隻。

從客厝到四塊寮、內寮，再往內東庄、下寮湖仔內，這樣四處去賣，

一整天半隻還賣不太完。

五 察「顏」色看豬病

讀北農的時候要實習，學校裡有農場，養豬、馬、牛，都是請專

人來養。實習時，我們會跟著老師一起去看家畜、家禽是否生病。除

了實習，為了理解動物的致病途徑，我們也要讀傳染病相關的教科

書。至於法規，那則是後來我們自己讀的。另外有內外科、家禽類、

飼料、牧草，這些專業知識都要讀。

獸醫實習都是先到鄉鎮公所，跟著公所獸醫去幫動物打預防針或

是剪豬耳朵。以前若豬的耳朵沒有被剪過，就表示沒有打過預防針，

載豬的車子經過西螺大橋檢疫站就會被攔起來罰錢。幫豬剪耳朵時，

都是趁豬在喝奶的時候偷剪，下剪子的速度都要很快。

跟獸醫一起出去時，除了看獸醫是如何醫治豬病，也要學怎麼閹

豬。豬不會說話，我們自然不可能問豬說「你哪邊不舒服」，所以這

時候就要觀察。第一先看豬有沒有發燒，再來看豬的嘴唇是否乾燥、

發紅，或是看豬的口水。到後來如果無法判定，就用溫度針插豬的屁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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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實習的時候，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豬仔瀉肚子，再來就是

母豬產褥熱，或是乳房發炎。以前母豬生豬仔之前，會咬草堆成一

堆，準備生產，而母豬放屎尿也都是在那一堆，所以累積很多細菌，

就容易感染。產褥熱，豬仔會拉肚子，這些都要獸醫處理。我後來管

理過1,500隻母豬，非常忙碌。

我只有一個人，半夜如果剛好母豬難產，連生腸（子宮）都跑出

來，我就必須去處理，母豬難產，連豬仔都會報銷了。如果豬仔出生

的時候，腳骨先出來，鑽不出來，會卡住，要伸手去抓。

那時候也有豬丹毒，
19
所以都有打預防針。豬丹毒比較沒有問題，

麻煩的是日本腦炎，所以母豬一定要打日本腦炎疫苗，否則一旦得

到，生出來的胎兒不是流產就是畸形。

家家戶戶都還有養豬的時候，公所會在中午的時候放送，跟大家

說何時開始登記疫苗注射。雖然政府強迫大家要讓豬隻接種疫苗，但

大家也有主動要替豬注射豬瘟疫苗的意願，因為如果沒有注射疫苗，

豬就養不活，一旦感染上豬瘟，也沒有藥可醫。豬出生一個月之後就

要接種，注射費用從5角，漲價到1元5角，到3元，注射了疫苗的豬

隻要剪耳朵標示。以前若要賣豬，檢疫站會檢查豬隻是否有剪耳，沒

有剪耳就拖走不能賣。

豬瘟活毒疫苗一開始是兔化疫苗，將菌接種在兔子體內，讓兔子

產生抗體，再從兔子血液中取出抗體做成疫苗。最早是淡水家畜試驗

19 豬丹毒（Swine Erysipelas）：好發於豬隻肥育階段，通常發病快速，豬、牛、
馬、綿羊、鳥、人都會被感染，非常急性的，會突發高熱而急速死亡。目前已

有疫苗可預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豬丹毒，2020年7月8日
下載，https://vettech.nvri.gov.tw/Articles/ahm/1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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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20
才有能力做兔化疫苗，到1950年代，有高雄、員林、淡水3個地

方在製造疫苗。後來因為動保團體抗議，不再殺兔子取疫苗，現在都

改用組織培養，成本也比較便宜。

我在公所工作，家中也有務農，我多方面經營，上班、養豬、務

農，上班時間外，我也另外去幫人家診治豬隻。在上班時間內的，大

部分不收錢，像是衛生所的業務。但若用到我們的藥品，就會收費，

因為政府也沒有提供我們藥物，我得自己去買藥來注射。也曾經有人

跟我說，幫一隻母豬注射疫苗要三百多元！我就說，我幫豬隻注射一
支疫苗，一支疫苗價錢 54元，6支 324元，我跟你收 330元，多出來

的6元，也不夠我的油錢。你自己去買那個藥品，一罐說不定就要65

元，不然你就買一罐回來還我就好。我的目的是希望這一巢豬仔可以

顧得起來，如果沒有奶，豬仔吸不到初奶，豬仔就會死了，就算有什

麼新藥也沒有辦法。初奶如果沒喝到，豬仔腸道內就什麼抗體也沒

有，吃什麼都拉肚子。牛隻也是一樣，小牛出生那3日如果沒有喝到

初乳，也是養不起來。

我在北農的同學，有人教書，後來當校長，也有人後來當醫生。

獸醫看人很準，是因為我們獸醫在醫治動物時就都靠眼力觀察。至於

動物的藥物劑量也和人一樣，是用體重下去換算，麻醉方面也是分成

20 淡水家畜試驗所：現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1905年於屏東成
立牛瘟血清作業所，1919年改制為獸疫血清製造所，1923年遷至臺北市樺山
町，1931年再遷至臺北縣淡水鎮現址，1949年改為臺灣省農林處獸疫血清製造
所，1962年改為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所，1999年改隸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更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沿

革，2021年6月23日下載，https://www.nvri.gov.tw/Module/DisplayPageContent.
aspx?pid=VcWcQQN8O3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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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二級、三級，跟治療人一樣。

我有一個北農的學長，他出門看診都帶兩只手提箱。我問他，你

為何帶兩只箱子？他說，這你就不知道，鄉下人生病時就說，我都這
麼痛苦了，還要趕到北港去，沒有車也不方便，你就給我們服務一

下。我學長覺得那些人也很可憐，於是就帶了兩只手提箱，一只裝著

注射人的藥物，另一只裝的注射動物的藥物。我說，你這樣賺比較

多。他說，只是方便他人而已。以前的時代就是這樣。

養豬，除了種番薯，還會種茄茉，這些都可以當作豬食。以前鄉

下做米粉、做豆腐的人，都會兼有養豬，養的數量還不少，因為他們

會有剩餘的餿水或豆渣可以拿來餵豬。以前的豬普遍都吃得不好，只

是吃豆渣跟米粉湯、餿水等食物，因此肉豬都要養一年以上才可以

賣。如果養到母的，在這一年間若發情，就不吃，導致體重下降，動

輒差個十幾斤，就會損失很多錢。所以過去養母豬必須要把卵巢拿起

來，避免發情，現在各種配套完善，就不用了。

以前豬隻結紮，母豬10元，公豬結紮一隻3元。如果公豬沒有結

紮，肉質會有臭腥味。公豬就綁一綁，剪起來就好。母豬若要結紮，

卵巢之上有3層皮，刀子要很尖，切下去，兩個指頭下去，把卵巢摸

起來，再剪掉。跟人不同，人是只有結紮而已。

1970年代，臺灣養豬業最興盛，但到了 1997年，爆發口蹄疫事

件。
21
那一年農曆3月12日，元長鄉的西庄原本要準備豬隻拜拜，沒

21 口蹄疫事件：口蹄疫為急性的病毒性傳染病，是世界各國最重視的家畜惡性

傳染病之一。1997年3月20日農委會宣布臺灣爆發豬隻口蹄疫，嚴重的疫情使
豬肉市價慘跌，造成許多相關產業重創，豬肉產量大減。加上民間傳聞有病死

豬肉流入市面，造成人民對豬肉的消費信心降到谷底，聞豬色變。一年內，臺

灣整體經濟損失達1,700億元。（〈回顧口蹄疫，1997年1700億的教訓〉，《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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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竟然遇到口蹄疫。一開始，原本是讓鄉公所的獸醫去打藥，殺死

受口蹄疫感染的豬隻，也有人是朝豬隻注射空氣。但後來竟然變成在

豬圈放水，讓阿兵哥穿雨鞋，直接往水裡放電把豬電死。病死或被宰

殺的豬隻太多。路邊全都堆著阿兵哥用電電死的豬隻屍體。

我負責處理元長鄉的口蹄疫情況，第一，我先讓消毒人員到馬路

兩旁用消毒水消毒，不然豬的屍體排一整路會發臭。那些病死的豬，

都拖出來放在道路兩旁，元長鄉雖然有兩間專門焚燒動物屍體的化製

廠，卻根本消化不了。到後來我就去跟化製廠負責人說，元長鄉死亡

的豬隻必須要優先焚化，如果要收外縣市的進來，元長鄉的人就放話

要把路封起來。

當時肉品市場幾乎要崩潰，沒有人要買豬肉。一隻健康的豬，一

百多公斤也只能賣到1,200元，如果讓政府去撲殺，一隻豬補助2,400

元，價格反而比較高。因此，當時的養豬場，就算沒有得到口蹄疫，

也都紛紛申請讓政府去撲殺。因豬肉無法外銷，讓政府損失慘重，所

以後來就不鼓勵大家養豬了。

媒》，2017年5月26日，電子報，https://www.agriharvest.tw/?p=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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