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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焦點

食農教育與有機農業 - 石正人、張聖潔

     10/16 一行人抵達位於頭城的蜻蜓食
生態農場參訪，農場主人正是台大昆蟲系
退休教授石正仁老師。老師將農場建築外
觀設計成蜻蜓的形狀，參觀完外觀後就進
入了當日的重頭戲「食農教育」。石老師
的介紹方式以投影片的方式搭配實體食
材，讓我們邊了解他的有機農業發展的過
程，以及他認為有機農業能對環境的幫
助，和蜻蜓石農業經營模式。老師的投影
片中有毛毛蟲遍佈的菜園、紛飛的蝴蝶，
以及昆蟲交配的照片等，也提到拜有機農
業之福，衍生出多采多姿的樣貌，有助於
民眾了解生態方面的事務。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蔬果的防禦
機制，石老師提到遭蟲咬的蔬菜水果應對
機制，當蔬果面對蟲咬的時候，自體會產
生類似人類抗體的化學物質抵禦蟲害以及
病害，並非傻呼呼的無所作為，跟我之前
的觀念有許大的相異處，令人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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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風土與文化 - 蔡培慧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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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培慧立委的演講中，著重於兩個方
面：食農教育的必要性和彎腰農夫市集。
老師撥放了彎腰農夫市集的影片，透過分
享彎腰農夫市集的經驗，說明生產端、消
費端如何連結。老師也提到的「樂齡」的
概念，例如老年人也能參與食農教育的教
育和傳承，利用他們的默會知識來教育後
代，重視他們過去累積的智慧和無形資產
的價值。不僅能重拾老農友和後代間的情
感連結，也能有文化傳承的意涵，並賦予
老年人一個提升自我價值的機會。

     因此，食農教育的內容包羅萬象，但
要以何種形式和傳遞哪些核心觀念給不同
年齡層的大眾，應該多做研究和規劃的，
才能透過慢慢累積，一點一滴獲得食農教
育真正的內涵。老師也讓我們更近一步去
思考，台灣的食農教育在立法、推動的面
向，要如何相輔相成，才能讓食農教育並
非停留於口號，而能夠食鑑於大眾的日常
生活中。



FOCUS 焦點

台灣也能種小麥 十八麥經驗分享 -

馬聿安老師
    十一月二十日邀請到馬聿安 - 十八

賣的創辦人。他就是大家口中的青年農
夫，不過即使擁有農機碩士的背景，務
農之路對他來說還是充滿挑戰。除了分
享自己在台中復耕小麥的經驗，他還特
地帶來了小麥加工的食物與大家分享，
包含麵包與啤酒。他說很多人質疑台灣
小麥的筋性不夠，無法製作出好的加工
品，於是他鑽研烘焙，試圖找出最適合
加工台灣小麥的知識與技術。時間久了，
有越來越多具有本土精神的品牌與他合
作，因此台灣本土小麥也得以以更多元
親民的形式，舊入消費者的生活當中。
除了小麥他還特地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
象，為甚麼政府比較鼓勵黃豆，而不是
小麥？原來除了經濟考量外，主要有兩
個原因，一是關於食安、二是關於農業

生產的調配。因為國內目前的黃豆大都
進口，而在台灣的日常飲食大量使用黃
豆，所以進口黃豆可能有農藥、基改、
黃麴毒素 ( 保存不善 ) 等問題，而小麥的
食安問題相對低，所以本土黃豆需求量
較大。另外在生產的部分，台灣的稻米
可以二至三獲，但因為稻米生產過剩 ( 飲
食習慣改變等多重因素造成 )，政府於是
鼓勵休耕，但同時大家也開始檢討休耕
補助浪費錢、台灣糧食自給率太低等現
象，所以種黃豆就可以取代稻米二期，
就成為一個不錯的解方。而小麥是秋冬
的作物，因此較無法取代稻米，對改善
休耕現況的幫助不大，因此政府會比較
鼓勵黃豆種植。

課堂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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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方案規劃 - 董時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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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時叡老師分享了食農教育的根本意義和
實踐。他說目前食農教育的體驗活動其實
有趨同化的傾向。而且許多食農教育的行
動方式其實都大同小異，並把農事體驗與
飲食教育分開進行、導致許多立意良好的
食農教育方式其實見樹不見林。老師提到
了農業食物和工業食物，真食物和假食
物，現在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就是因為工
業食物，農業資材業者和大規模生產業者
越來越多。董老師也介紹了稱為「超常刺
激」的現象，係指會激發原始本能的人造
模仿物，因為特徵鮮明、誇張，比自然事
物更具吸引力，人們會覺得糖果比水果還
甜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食品添加物是超
常刺激的極致表現，我們無法辨別真食物
與假食物的差別，以為眼前色香味俱全的
美味食物就是天然的原味，殊不知食物的
組成全是加工品 ......

課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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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

老鷹想飛紀錄片座談會

     臺大農業推廣委員會（簡稱農推會）
在 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台灣大學農業
陳列館勤農講堂舉辦「老鷹想飛」紀錄片
放映會與座談會，由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簡稱生傳系）林如森博士主持，並
邀請「老鷹想飛」梁皆得導演與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袁孝維教授進行主講。

「老鷹想飛」紀錄片，這是一部對自然保
育的最佳見證，拍攝了 23 年，透過片中
老鷹的故事，老鷹岌岌可危的生存環境，
看到台灣土地風貌的變遷，期望讓觀眾更
加關心身邊的環境及生物，並對自然生態
保育及環境友善農業有更多的關注與共
鳴。梁皆得導演在演講當中介紹了許多台
灣現在鳥類的棲息現況，特別是有關瀕臨
絕種的鳥類，例如燕鷗，袁孝維教授對台
灣鳥類也有許多研究，在演講中介紹了各
種研究過的台灣鳥類品種。兩位講者介紹
完後，接著進行一場精彩的座談會，梁導
演與袁教授一起與來聽講的老師同學們討
論台灣生態棲息地的現況與問題，從「老
鷹想飛」紀錄片延伸出了生態環境的保
護，看見台灣對自然保育重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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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皆得導演介紹「老鷹想飛」」紀錄片

袁孝維教授與梁皆得導演座談會中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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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改良場農民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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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月六日由台灣大學農業推廣
協會推廣教授陳右人老師、推廣教授洪
挺軒老師、推廣教授顏建賢老師、植醫
學程溫宏治老師及農推會兩名同仁，前
往三峽區農會參與桃園改良場舉辦的農
民心聲座談會，本次座談會替農民解答
種植綠竹筍以及葉菜類的各種種植病蟲
害的問題。透過直接與農民接觸，讓農
田遇到的問題能夠漸漸改善，現場討論
熱烈，盼能透過這次的座談會，確實地
改善台灣農業。

      這次特別的地方是植醫學程的溫宏
治老師特地帶了正在修習植醫學程的學
生們一同前往參與座談會，由老師透過
實際會遇到的問題，為同學講解該如何
處理與防治。台大植醫學程，是為了培
養專業的植物醫師所開立的學程，除此
之外，也著重在加強疾病蟲害整合科技
的研究，將對蟲害的診斷與處方，融入
作物生產的管理，例如如何使農業使用
達到最大療效、經濟成本效益，且使農
藥低殘毒，追求環保及永續。

農民與講者討論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