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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菜根譚

1 要聞
202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三

農曆辛丑年十二月十七日

【本報台南訊】台灣早期務農種稻靠老牛辛苦耕
作，隨著耕作機械化後，傳統牛耕已漸不復見，老
農陸續凋零，耕牛逐漸減少，牛漸漸沒人要飼養，
台南市政府在11年前成立「老牛的家」，搶救瀕臨
消失的台灣老耕牛，使老牛老有所終，老牛有專人
照顧，再也不用工作，市府農業局還編制3人負責
照顧、導覽。

「老牛的家」20210年前台南縣長蘇煥智任內設
立，台灣是唯一老牛收容機構，至今陸續收容近20
頭老牛，有些是善心人從屠宰場搶救而來。台南老

牛的家收容最久的「牛牛」，惜因年事過高病故，
高齡30歲。

台南市府農業局技正兼畜產科長周志勳說，老牛
的家也陳設早期牛籍抄本等珍貴資料，日據時期耕
牛要有牛籍（牛的身分證），記載飼主姓名、住所
及身前後左右圖，牛圖上還載有牛狀如毛漩等特徵
以供辨識；牛主異動更需在牛籍背面記載，牛車也
需牌照，才能上路。

「老牛的家」目前收養3頭水牛、2頭黃牛，除建
立牛舍供老牛休養，有兩處水池可讓牛隻泡水，展
覽室陳列許多台灣早期的農具。「老牛的家」在台
南柳營區神農里新厝102號，緊鄰德元埤荷蘭村，
開放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全年無休。

老牛的家 人牛情深故事惹鼻酸

當年前台南縣長蘇煥智推動設置老牛的家，「牛
牛」就由雲林縣老農民梁平帶到園區，當時牠已26

歲，是第一批入住也是是最資深、最年長的公水牛
，有著許多愛護牠的粉絲 。

梁平牽著為梁家辛苦耕作21年的「牛牛」，送牠
到台南縣「老牛的家」安養，離別的一刻難分難捨
。一句「感謝你20多年……」還沒說完，抱住牛牛
大哭，牛牛似乎也知離情，緊貼著主人，這一幕讓
在場的人一陣鼻酸。

梁平逢年過節都專程從雲林搭火車到台南柳營，
也不忘帶來「牛牛」最愛的牧草慰勞牠，探視長期
一起風吹日晒的老戰友，牠老遠一聽到老主人「牛
牛！」的呼喚，就很有靈性的轉過頭，與主人對望
，一聲長「哞」回應。

這位「牛瑞」在老牛的家陪伴大家度過6個年頭
，最終在32歲高齡時因身體老化、器官衰竭離世，
換算人類壽命約110歲時，「牛牛」過世時，身上
蓋著黃色壽衣，老主人梁平在身旁傷心要牠「投胎
有錢人家，過好日子」，令旁人看到這段人與牛情
深故事，不禁鼻酸。

里長、退休老師  感謝牠們為人類農耕、勞碌一生 

決定改寫屠宰命運

躲過死劫 老牛淚謝恩人
【本報台北訊】台南市仁德區成功里長鄭晴而爭

取地主支持，號召熱血里民合力將社區私有荒地變
身「牛稠子」車站鐵道公園，意外成為爆紅景點，
1年來，不僅是特色社區公園，更是台南新興熱門
景點，尤其周末各地遊客、遊覽車絡繹不絕，元旦
前夕公園卻突然多了頭黃牛，遊客起先莫名其妙，
得知原因後都非常感動。

原來是打造車站公園的鄭晴而，日前向公園後方
花生田牛主人借這頭牛，年節前要讓遊客拍照；沒想
到要去牽牛時，意外發現有車子來載牛要去嘉義，因
為牛主人重病無法照顧，家人賣給嘉義的屠宰場。

化身屠宰場前守門員 營救黃牛 

鄭晴而說，他看牛一直望著他，「好像知道自己
的命運、向他求救」，於是他找上牛販詢問能不能
賣給他，牛販稱「13萬買的」，兩次協調後從嘉義
水上帶回，暫由附近農民協助照顧，牽進「牛稠子
車站」跟大家見面。

他說，牛要從嘉義上車要回台南時，可能以為要
進屠宰場了，「一路流著眼淚」；他認為，牛替人
類農耕，才能五穀豐收、養活家口，而今耕牛老了
之後下場卻是如此，「遇到了就是緣分」，所以決
定救黃牛。

這頭大約10歲的黃牛，取名「13爺」，希望以13
萬從屠宰場營救回來後能夠「長壽如爺」，又是牛
稠子車站公園的「應景吉祥動物」，期望祂的福氣
、好運，能夠帶給所有「到站」民眾家庭事業婚姻

及健康都能夠有福氣、好運；鄭晴而說，「13爺」
即日起成為成功里辦公處公物，由農民義工協助飼
養，「周遭共有20幾隻監視器，相信安全無虞」。

牛販在宗親墓前交易 冥冥注定

無獨有偶，在澎湖頂著寒風烈日20年、為主人賣命
耕田的老黃牛因年邁不再有力，不久將被肉販送進屠
宰場；就那麼剛好，在不同農地一連兩天，巧遇回
澎湖老家照顧老母親的基隆商工退休老師許光晴。

這頭老黃牛有牛角內彎特徵，2020年許光晴剛好
路過湖西鄉龍門村外洪氏宗祠前，目光就被老牛的
牛角吸引，詢問洪姓牛主才知老黃牛已20歲，因後
腳無力再拖重犁耕作、牛販收購隔天將送到台灣、
難逃屠宰命運。

許光晴感到一陣心酸，回家後把老牛為人辛苦耕
作20年後，即將面臨的命運寫在臉書上；母親、女
兒與學生得知，都希望他能攔截牛販、搶救老牛，
甚至希望發起募款。隔天一早問到老牛載送地點，
許光晴趕在上午9時交易前飛奔前往，他到場一看
，牛販竟然約在許氏宗親墓前買牛，似乎冥冥中已
注定這一切。

澎湖牛界網紅「三萬」 安度餘年

許光晴以3萬元買下老黃牛、取名「三萬」，除
因這是老牛任人驅使勞碌一生後的殘值，也取台語
諧音「三慢」，希望老牛能夠「慢慢來、慢慢食、

慢慢走」安度餘年。
許光晴除了從頭學習餵養，與老母親每天到市場

收集蔬菜加上專用飼料；也因他有攝影、廣告設計
等專長，為老牛拍下各種不同的表情與日常生活，
放在臉書「三萬的日常」專頁，老牛三萬也逐漸成
為澎湖獨一無二的「牛界網紅」。

去年因為剛好牛年，師大教授張柏舟在許光晴臉
書留言、發起「牛年畫牛」，洪明河、鄭凱玲、鐘
世成及澎湖旅外畫家陳志盛、呂國正在內70多名畫
家響應，各以水彩、剪貼、粉彩、色鉛筆、彩墨、
水墨等不同方式為主角三萬作畫；許光晴則以三萬
畫作設計儲值卡、賀年片、紅包袋回贈；洪明河還
以三萬畫作製作牛年月曆分贈親友。

如今已年過21、步入「牛瑞」的老黃牛三萬依然
在澎湖的草地，雖仍要頂著從小到大、澎湖冬天必
然的寒風冷雨，不過至少，有好朋友用心照料、不
必再拖著老骨頭辛苦操勞。

⬆許光晴找到老牛交易地點飛奔前往，到場一看竟然是在
本家許氏宗親墓前。

➡畫家洪明河以自己的「三萬畫作」，製作牛年月曆分贈
親友。 圖／許光晴提供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15～18 陰短暫雨

桃  園 15～18 陰短暫雨

新  竹 15～19 陰時多雲

台  中 16～23 多雲時陰

南  投 15～23 多雲時陰

嘉  義 15～22 多雲

台  南 17～23 多雲時陰

高  雄 18～25 多雲時陰

花  蓮 17～22 陰短暫雨

台  東 18～24 多雲暫雨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0~7 香港 17~20

曼谷 26~33 福州 11~19

雪梨 20~24 昆明 5~12

洛杉磯 12~17 武漢 4~15

紐約 -3~6 上海 4~11

里約 25~34 南京 5~13

日內瓦 -1~7 西安 -1~10

倫敦 3~9 青島 -4~2

羅馬 4~13 北京 -7~0

約堡 18~23 瀋陽 -19~-6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7.215 27.885

歐  元 30.65 31.99

港  幣 3.388 3.592

日  圓 0.2317 0.2445

人民幣 4.248 4.41

 註：新台幣昨收27.624元 貶值1.7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8378.64

▲

146.80

台灣店頭市場 223.79 ▲ 0.39

東  京   日  經 28257.25

▲

76.27

香  港   恆  生 24112.78

▲

105.25

亞洲股市

黃牛「13爺」進駐「牛稠子車站公園」，成

為遊客最愛的拍照吉祥物。 圖／周宗禎

老農梁平牽著為梁家辛苦耕作21年的「牛牛」

，送牠到台南縣「老牛的家」安養，離別的一刻

難分難捨。 圖／資料照片

老農送老牛：
下輩子投胎有錢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