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八水災後的省思

NTU Alumni Bimonthly No.6830

父母親從民國52年開始從事香蕉栽培，當時香

蕉外銷日本的利潤奇高，不但讓我們家的借

貸全數清償，還興建了村裡的第一棟樓房。父親

為農校畢業，種植香蕉從不在香蕉葉噴灑農藥，

而是勤勞地割除乾葉以防止病蟲害擴散，也不噴

施除草劑，而是母親帶著女工們以鋤頭除草，砍

除病株讓陽光曝曬，僅用少數農藥防治象鼻蟲，

並以精巧的套袋技術讓果房整型與外觀免於病斑

…。但一般農民為追求一時高產量與亮麗外觀，

則是大量施用化肥與農藥，導致土壤有機質偏

低與酸化，引發香蕉的絕症－黃葉病逐漸蔓延開

來。

農村現象
香蕉的黃金時期僅維持數年，幾年後開始滯

銷，香蕉堆得滿山滿谷，價格暴跌。雖然父母親

在其他土地上也種植金煌芒果、鳳梨等，惟產地

交易價格很低，幾乎沒有賺到錢。即使到今天，

金煌芒果、鳳梨的產

地交易價格一樣很低，似乎臺灣大部分作物的命

運都是如此。

在農村很少有農校相關背景的農民，大部分

學歷不高，年紀已6、70歲，中壯年居少數；通常

靠著農藥行與其他農民的訊息使用農藥，追求外

觀與產量，以得到較高的交易價格與收益，往往

忽略自己的健康與產品的安全。

常聽老一輩的人提起，以前水田與溝渠裡常

有青蛙與泥鰍，但從我有記憶以來，農田裡很少

看到這些生物；反而是從南美洲引進的福壽螺遍

布在農村的水圳，危害水稻等水生作物，迫使農

民必須使用農藥，成本也增加。

農地經過重劃後有了農路與灌溉排水圳路，

機械的利用使得耕作與收成更加輕鬆，不過耕地

零細化與租金等成本偏高卻不易經營。部分稻田

因國家政策的消極態度而休耕，農民無心耕種只

等著領休耕補助金。為人父母者多不願下一代繼

承農業，對於想要務農的年輕人也不認同。雖然

農業試驗機構的農業技術不斷創新，一般農民卻

不易接觸到或難以接受並改變。

原本屬於國家保安的山林地，光復後

部分成為來臺移民開墾種植果樹的果園，民

國4、50年以後，本地人也陸續進入開墾，

不用租金或低租金比較容易經營。而平地的

農地則豎起一座座樓房，有些並未依法令申

請，不論是農民本身或外地人所建，大部分

農舍缺乏整體和諧與美感，完全沒有從農村

景觀及功能面向，做整體規劃與系統維護。

有機農業
二次大戰以來，由於石化能源、機械、

化學肥料、動植物的保護藥物或生長素、育種

從有機農業談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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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朋友參與的割稻子體驗。



及遺傳工程之應用，使得農業生產走向工業化及

密集化，產量顯著地提高，解決了因人口增加而

產生的糧食不足問題，成就了所謂的綠色革命，

然而也衍生以下負面影響：土壤酸化、硬化或流

失；環境受到農藥與化肥硝酸鹽的污染；生態破

壞與消失；農民健康受到危害；食物毒化或營養

不足；昆蟲與病菌產生抗藥性；農產品在不同國

家發生生產過剩或供應不足；問題不一而足，因

此逐漸有人士出面提倡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是一種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

並能提供消費者自然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各國法律或農業單位所使用的名稱或定義有所不

同，或被稱為生態農業、生物農業、自然農法、

永續農業等等，在臺灣，農委會則採用「有機農

業」一詞，其定義為「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

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

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

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也就是完全不使用化

學肥料、化學農藥、化學生長劑之農業。相對

的，工業革命後習慣使用化學合成物質的農業，

稱為「慣行農業」。

有機農業強調與大自然和諧的方式來耕作，

也使用現代科技做為輔助，主要原則或方法如

下：水土條件符合標準；良好之土壤管理及水土

保持措施；依據當地氣候與土壤選擇適合品種

（適時適地適作）；非基因改造的種子與資材；

適當的輪作、間作與混作；休耕、種植綠肥、利

用農業廢棄物製成的堆肥等方式進行肥培管理與

養地；以物理方法、自然資材、種植忌避作物、

天敵等方式防治病蟲害；機械除草、覆蓋等方式

防治雜草；以剪定、斷根等方式調節產期等。詳

細的內容可參閱農委會制訂的有機農產品生產規

範。

有機農藥不只是在生產方式朝向無毒化，提

供消費者食用安全的農產品，很多國家的政策是

基於維護集水區或環境的無污染而推動，消費者

也是對環境的支持而購買有機產品，民間團體則

從反省現代經濟體制與社會文化形式、並提倡提

攜合作（社區協力產業）、儉樸生活、心靈成長

或宗教涵養等概念或層面交互發展而來。

民國92年底，我開始投入有機農業。民國93

年初，與伙伴開始共同種植有機米。民國94年初

美濃在地的伙伴也加入行列。同年8月成立「美濃

鎮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在美濃鎮農會與高雄

縣政府的輔導下，96年12月承租臺糖土地成立有

機專業區，98年2月在《美濃月光山雜誌》顧問的

協助下，成立美濃潤惠有機農場及有機事業行，

協助產銷班生產及銷售。在這過程中，除了從

事生產與銷售外，有機會在某些場合分享有機理

念，也結識了有機農業、社區團體等人士，以及

實際從事有機耕作的農民。

微風市集
民國96年初開始，高雄縣政府在縣長的指示

下，以農業局為主，聯合府內相關局室、高雄區

農改場、臺糖公司、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杉林鄉公所、美濃鎮農會、荖濃溪有機農產運銷

合作社等單位，在杉林鄉與美濃鎮各推動了一個

有機專業區，一些有機農民和我響應，投入開

發。民國97年初，社會局在鳳山婦幼館前廣場成

立以學生樂團表演、社區與社福單位設攤義賣的

有機稻田的生態豐富，圖為紅冠水雞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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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市集。3月，農業處、旗山區社區大學與實踐

大學師生從旁協助，有機農民加入參與，但每月

一次成效有限。10月加強宣傳，漸有起色，並一

同走訪中興大學農夫市集、合樸農學市集，一路

開會、發言、鼓勵、投票、定調與組織，開始了

全新的微風市集。

有機農民在大地上生產健康的食物，而社會

處和實踐大學則合力擘劃以物暢其流，一種自

主、循環、再生、合作、互助的機制開始啟動。

從社會處提供場地設備等資源、到農民自主協力

拉設遮陽植物染布條、消費者安心購買、自治管

理規則催生、農民協助社區社福單位耕種與銷

售、喜福券發行等等，每週六的微風市集逐漸開

花結果。

八八水災
2009年夏，到8月初仍然高溫少雨，只有一個

小颱風到訪臺灣，往年夏季常見的美濃午後雷陣

雨出奇的少，我不覺深深擔心天候異常，將有大

乾旱發生。產銷班班員種植的稻子發生黃葉，從

最早插秧的稻田開始，慢慢蔓延到後續的稻田，

起初以為是某種病害。我走到稻田旁，拔下稻株

仔細檢查，竟然是二化螟蟲蛀進稻桿裡造成黃葉

乾葉，往年只在後期、少數發生的二化螟蟲，

2009年竟提早且大規模發生。

這次的莫拉克颱風，從臺灣北部掠過，卻在

南部連續肆虐三天，強風豪雨，我與產銷班班員

的農作物損失慘重，部分溫室設施損毀。災後產

銷班水稻又遭受大量捲葉蟲的危害，捲葉蟲在過

去都是少量發生，今年卻異常繁衍。

而在甲仙、那瑪夏、六龜、桃源、茂林等山

區，情況更是慘重，山崩、土石流、溪水暴漲、

橋樑道路中斷、部分村民與家園遭土石流掩埋。

災後二個星期內，直昇機頻繁從頭頂疾飛而過，

在旗山市區救難的軍隊與民間團體忙碌穿梭，環

山盡是土石崩塌後光禿的山壁，觸目所及宛如戰

爭電影的災難情節。

災後重建
平常就與農民進行共同購買的高雄市第一社

區大學共購班，知道微風市集農民遭受的損害

後，發起一袋米活動，邀集消費者購買稻米協助

農民復原，產銷班與農民的稻米很快就銷售一

空，只剩一些預留庫存。接下來高雄縣微風市集

志業協會接辦，推出一籃菜活動。負責產銷班農

產行銷的潤惠事業行，也發給土地流失或淹水而

損失最嚴重的契作戶慰問金，金額不大，只能關

懷致意。

龍肚國小稻作教學經驗分享。 學習堆桿棚。



在平地上受災害的農民大多已重新種植農作

物，但位於山區的那瑪夏鄉、甲仙鄉小林村、桃

源鄉勤和村因被土石流淹沒，災民被暫時安置在

高雄縣內三處軍營。政府與民間單位目前正在杉

林鄉的臺糖土地上興建永久屋，計畫集體安置高

雄縣災民，並與鴻海企業共同研擬引導災民耕作

有機農業。社會處規劃一系列的有機課程，包括

理念與經營、栽培技術、案例分享、參訪等內

容，授課的講師由微風市集的農民、自然美育生

態基金會（MOA）（有機驗證單位）、旗山區社

區大學、高雄市第一社區社大、社區產業人士等

人士擔任。

至於以溫泉觀光聞名的六龜鄉，因部分道路

橋樑損毀，寶來溫泉區、不老溫泉區、新開等地

受到土石流侵襲嚴重，觀光產業受挫。救災告一

段落之後，進入重建階段，志工團將組織轉型為

「高雄縣六龜鄉重建關懷協會」，希望整合各界

力量，結合公、私部門資源，順利推展災後重建

工作。鑑於六龜鄉的農業在災前已走下坡，有心

人士遂提倡發展有機農業，邀集在地農民成立

有機產銷班，社會處也在六龜鄉開設有機農業課

程。此一課程主要在凸顯對土地友善的重要性，

並期待有機農業可以作為災後產業重建的可能，

有幾位微風市集農民也擔任講師，透過我們的經

驗分享，為災後重建盡一份心力。

災後重建導入有機農業的
幾個方向
1.山區有必要發展有機農業

高雄縣甲仙、那瑪夏、六龜、桃源、茂林等

位於旗山溪與荖濃溪中上游區域，山勢陡峭、地

質敏感，且為大高雄都會區的水源區，八八水災

受創嚴重，必須導入強調水土資源保育、無毒生

產與提倡誠信互助的有機農業。這些山區適合人

類開發或種植的土地不多，相對的人口也不多，

因此平均每位農民的耕地面積較大，有利於需要

較大面積且自然栽培的有機農業。山區的水質乾

淨、空氣良好、遠山森林環抱，有利於塑造有機

農業的形象，更易使大眾肯定生產環境的潔淨。

2.建立政府、協力單位與在地居民三

方合作機制
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積極規劃與協調，規劃

過程必須有專家學者、協力的民間單位與在地居

民的參與，目標應兼顧水土保持、產業永續發

展、心靈成長、與在地居民的文化等面向。決策

與執行應避免純粹由上往下的形式或缺乏行政效

率，應營造在地居民學習與成長的空間，可以共

同參與及自主管理，成為當地環境的經營者與守

護者。

3.發揚有機農民的價值與強化農業政策
微風市集或其他地方的有機農民有不少為高

學歷或經理階層轉業，基於對環境與食品安全的

認知，因此投身有機農業。惟可能屢敗屢戰、經

濟拮据，面臨他人嘲笑，內心必須謙卑。從事有

機農業的心理建設是：對環境友善、誠信互助與

提升心靈，塑造有機農民的價值，這是成功的基

礎。另一方面，公部門的農業政策應更宏觀、長

遠、明確與具體，編列充足人力與經費，執行業

示範堆肥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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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公務人員要有熱誠、專業與經驗累積，以及

主動積極的態度。

4.	發展互助型的產銷模式，產銷消三

方利潤共享
由於全面市場化與全球化的衝擊，除了天

候、病蟲害影響產量之外，更需消費者對外觀、

口感的要求，和中間商或批發市場價格的競爭，

因為價格不是只取決於國內產品的供需，早已因

外國農產的進口與競爭而降低。農產大量進口為

國際政治角力下、居於弱勢的結果，若協力單位

能夠出面帶領，在消費端招集有理念的消費者，

成立消費合作社或類似組織，讓生產者、銷售者

（管理者）與消費者持續提升與互動，建立互助

型的產銷模式，以合理價格購買災區產品，避開

市場化的衝擊，讓產銷消三方利潤共享，形成良

性循環，將可解決市場價格高低影響農民收益與

避免任何一方的獲利獨大。若銷售端有協力單位

能夠先行規劃與執行，相信農民是很願意種植有

機農業。

結語
從事有機農業6年以來，雖然在栽培技術、市

場行銷、理念推廣、農民組織有

一些小小成績，但要加強的地方

仍很多。回頭看八八水災，我想

是大自然要給我們一些啟示，人

在世上無法事事圓滿，但仍須努

力，不是只為了現世與自己的利

益，人生應該持守正確與善良的

知見與行事，即使成果不是顯而

立見，但有一天總會開花結果，

也許後半輩子或下一世，或者在

下一代身上。 

古文錦小檔案

出生於高雄縣旗山鎮廣福里，地名手巾寮，客家

人，村莊為閩客混居。自幼對農業感興趣，民國

85年自臺大經濟系畢業。曾任《旗山鎮誌》編纂

委員，因身體健康因素及有感於農業的沒落與農

藥化肥濫用，民國92年底投入有機農業，創立美

濃鎮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擔任首任班長，目前

經營自有農場－廣福有機農場，並擔任產銷班集

團農場－美濃潤惠有機農場研發經理，亦為高雄

縣微風市集志業協會理事。

於微風市集宣傳一籃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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