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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肇祺!台东大学文化资源与休盻
-

业学系!台东市大学路二段HG%号国立台东大学师

范学院N栋"#(室!邮政编码"%I#%"!电邮"$(+3-)8'3%%*0+?*0%2$

笔者在"##O至"##%年修读人文学研究硕士期间!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研究经费拨款资助田野及文献研究工作!部份研究
$

容曾於"##%至"#$"年间在香港人类学

会%东亚及东南亚人类学会%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发表!经与会者指教後!又於"#$$至"#$(

年陆续收集及分析补充之田野资料!修改成本文!谨此致谢$同时!谨把此文献给香港农业

社群的报导人以及合作夥伴!感谢他们的支持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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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有机农业在香港的本地化过程!以及农夫在中港政

治%香港身份认同建构%环境保护及食物安全等议题中的角色$香

港农业在"#世纪经历巨变!蔬菜种植成
(

农业体系的主流$从
$

地

来的移民组成主要的群体!经历(蔬菜革命)的高峰後!受到全球

化的挑战!也面对农业人口老化%环境污染及食物安全等问题$都

市来的新精英引入有机农业!媒合农夫与社区!开拓新的市场渠

道!

,

要应付消费者对有机蔬菜原真性的疑惑$作
(

治理工具的本

地有机认证机构!受限於香港人对
$

地食品的不信任!无法将业务

拓展至边境的另一方$在
>

论什
6

是可信的过程中!有机农
-

品不

单是商品!也是道德经济的
-

物$近年的本地环境运动及香港身份

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有机农夫扮演重要的角色$

234

"农夫%原真性%香港身份认同%生活态度%有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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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笔者踏出新界锦田市的铁路站!一跌一碰地骑着单

车!沿着随铁路工程而兴建的马路!

!

!转进锦田河旁%以水泥建成的金水南

路$河的对岸是发展商拆掉寮屋及填平农田後建成的低密度住宅$铁路%马

路及住宅!吸引了从都市迁入的居民$此时!笔者沿着通往石岗军营的小路!

到达水流田村边缘一个面积两斗%曾
(

水稻田%现在以蔬菜生
-(

主的有机

农场$

"

!这天!笔者协助有机农夫阿生清除茂盛的(野草)$

#

!香港农夫以

蔬菜
(

主要农
-

品!而夏天属淡季!因
(

天气炎热多雨!广受消费者欢迎的

十字花科作物/例如菜心%白菜%芥兰等0!受到(害虫)侵扰的机会比秋冬

多$而且!雨後田间野草生长迅速!需要人手拔除!以
f

少土壤营养的损耗$

阿生喜欢跟笔者分享其有机理念!包括有关(害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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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生本是工程人员兼假日农夫!

%

!後来转
(

全职农夫後!一直拒
+

聘用黑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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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路九铁西铁站现属於香港铁路西铁瞃!

(

锦田%八乡地区居民来往区
$

外的主要车

站$

新界的农田面积是以斗种U1%& &'1%& :"%(H9

(

单位!一斗种等於Od"G#平方
o

$

(农夫)是中性词!但有些人会称女性农夫
(

(农妇)$ (农友)则是香港农业部门及

其他人对农夫的友好称呼$本文以(农夫)形容所有耕作的人$

常规U?>6R76;.>60/V农业是指农夫利用化学
-

品/如化学肥料及农药0来增加
-

量的耕作

方法#在香港!常规农业也被称
(

传统农业$其他华人社会亦称之
(

惯行或惯习农业$

本文出现的人物名字皆
(

假名!以保障受访者的隐私$乡村%政府机构及地区名称则维

持使用真名称呼$除嘉道理农场及有机资源中心外!其他有机农业组织皆使用假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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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

&

!独自经营有机农场!也避免在隐瞒顾客的情癋下使用有机农药$销

售方面!每逢星期日!阿生和担任教师的太太各自把农
-

品带到大埔新市镇

及中环市区的假日有机农墟销售$

'

!因
(

人手不足!他乐於见到笔者偶而来

农场当义工!协助完成一些粗活$後来!水流田的田主收回农地!阿生改於

同区另一个村落租地耕种!因土质偏
(

砂土!不利於种植叶菜类!他逐渐改

向根茎类%茄类作物发展#他和太太亦
@

定只固定在一个农墟出售农
-

品$

但对长期支持阿生的有机蔬菜共同购买团体而言!其农场的
-

量偏低!且不

稳定!经常出现缺乏叶菜类农
-

品的情癋$对於阿生等认
(

有机种植是(良

心事业)的农夫而言! (种有机)不只是一套放?化学肥料%农药的农田管

理技术$他们从城市走到乡村!透过(种有机)来实践与香港主流上班族不

同的另类生活方式# (种有机 )更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共存的可持续管理模

式!使农夫及消费者透过食物生
-

及消费!反思工业化%都市化及全球化带

来的环境及社会後果$因此!本文以(旧田新农)

(

题!

%

调历经沧海桑田

後!有机农业
(

香港新界的农业带来了新的景癋%社群及挑战$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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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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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以前!香港的农
-

品以水稻
(

大宗!辅以根茎类%家禽及牲畜

等!耕作者常以聚居方式获得密集的人力资源!以管理及保护水土资源$宗

族村落作
(

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曾以稻米
(

大宗农
-

品$

(

!蔬菜种植相对

而言属於次要之生
-

活动$随着$%$#年代後稻米进口增加!本地稻米逐渐失

去竞
>

力$

)

!除战乱时间外!香港在"#世纪人口一直暴增!政府一方面积极

发展九龙边陲!另一方面鼓励逃难到香港的移民!转移到新界租用农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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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香港有机农夫普遍未能找到愿意长期在农田工作的香港劳工!因此从
$

地引进黑市

劳工一度成
(

风气$"##%年後!劳工处
A

许农夫在每?用一位香港居民後!申请输入两

名
$

地劳工!除固定薪金外!还提供食宿及劳工保险$香港农夫以黑市劳工补充近年
]

f

的香港农业人口的问题随之解
@

$

农墟在其他华人社会被称
(

农夫市集$

Y017J-0;J>69I6.H')0.%( )(1 0"#2".(#-#4.(#)H#?!"#8)(-.( <%(H Q%(H )(1 4%(1%(

4N+'8+/+H;G3#"+')#%H &FA,/#F&'3#,B'+))D$%OH90

郑宏泰%

D

绍伦! -香港米业史./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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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垦位置偏远的官地!经营
-

值较高的菜场及禽畜养殖场$

*+,

!政府透过此

举同时解
@

都市之难民问题!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寻求社会稳定$

*+-

!值得

一提的是!

$

地及其他国家一直出口蔬菜及其他农
-

品至香港!本地农夫面

对的是竞
>

激烈的全球农
-

品市场$由於农
-

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求而浮

动!农夫需要运用个人的耕作知识及技巧!对耕种方法作出调节!从而提升

作物
-

量及品质!以维持生计$

$%I#年代起!学者陆续以宗族及农民作
(

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其

民族志或研究报告刻画香港农业的社会组织及文化策略!分析农民如何利用

其社会及文化资源来加
%

其竞
>

力及经济利益$其中!>,'X&'#+I&:/+H 在

$%G#年代已讨论本地人与客家人在农作物选择上的族群分工及蔬菜种植技术

的传授过程!?探讨他们如何利用乡村的人际网络获得资本$

*+.

!U,$8 B&%%+'

於屏山的宗族研究中!论述农村在香港的资本经济发展中变得繁荣的过程$

他认
(

常规农业的出现及蔬果
-

品的市场化!对农村
$

的基础建设和对外交

通发展
-

生影响!农民不再属於自给自足的社群!而是和外界互动的职业农

夫$

*+/

!由此可见!当时的农民已经在面对全球化及都市化
(

他们带来的转

变$因
(

技术%资金及富有种菜经验的移民加
%

了本地农业的
-

销
-

能!新

界出现学者所谓的(蔬菜革命 )!地景从水稻田急速改变成菜田$

*+0

!6e',3

P#X.+'针对新界沙田的中国移民聚落进行研究!

*+1

!描述他称
(

(经济人 )的

佃农如何透过在乡村的移民亲戚及朋友关!获得不同的经济及农业资源!

?在不同季节及环境下快速选择农
-

品种类!以求能在市场上获得最大利

$$G

CB5

*+,

*+-

*+.

*+/

*+0

*+1

朱耀光访谈及整理! +罗海东先生口述历史 ,!"#$O年$$月$&日%"#$O年$"月$H日!

B;;SJCkkXXX3/?J=3<>R3B5k)Qk*@J7@1k]DPk=>?@176;JkO%&G$OkO%&O$Ik$(#H#O[B.B.//[

>80/B.J;>8L[_H[R"3S=M$

)B8.J;>SB78]3].88.7JJ9:2>R786176;0/.;L06= D>X78.6 D>/.;.?0//L)>6;7J;7= 4S0?7CA7M@<77

Z081.6<.6 K>6<,>6<cJg7XT788.;>8.7J9$%&I[$%O#9F$%&'()*%+<.-0%'.:)*T#%H')7"3H$;&

4"##I9;OGH!O(H0

*08\>8.7T>S/7L9:)0S.;0/940R.6<06= )87=.;01>6<E6=.<76>@JA.?7Z08178J06= E11.<806;

r7<7;0W/7Z08178J.6 K>6<,>6<cJg7XT788.;>8.7J9F.6 2)7.0)*@/)J.(H )(1 2'#1.0.( 9#)-)(0

/%:.#0.#-?/0&1.#-+'%6,-.)@P:#)(.)@0"#2)'.[[#)( )(1 8.11*#,6#'.:)@+?)0@,H.&3? S#'%(

,3? N070O,./+H 4O&3?&3;@&*%/+?-+D$%G&9D$IO!$(G0

Y0?5 D>;;7892)7.0)*.-6)(1 0"#2".(#-#9#)-)(0?/%:.)*)(1 I:%(%6.:2")(H#.( ) <%(H Q%(H

a.**)H#4N+'8+/+H;G3#"+')#%H &FA,/#F&'3#,B'+))D$%G(90

Y017J-0;J>69I6.H')0.%( )(1 0"#2".(#-#4.(#)H#?!"#8)(-.( <%(H Q%(H )(1 4%(1%(@&"!&G0

2s806 ].\1789,0%6.-0.:/%:.#03.( /") !.(?566.H')(0-.( ) <%(H Q%(H a)**#346e%+1&'-;

P$%,G3#"+')#%,%#)6&%(&1*'-+3)#)D$%(G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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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2

!廖迪生於$%%#年代初研究一个位於元朗沿岸%由宗族租借土地而建成

的移民聚落$

*+3

!他分析道!当地居民面对不断改变的市场需求!灵活运用土

地和水资源去转变农地用途 /如稻米和蔬菜种植!以及鱼塘和禽畜养殖

等0$农夫混集在地和科学的知识!以及其作
(

社区成员的自主性!在廖氏

的研究中亦得到重视$以养矱
(

例!农夫避免相互探访从而保持牲畜的健

康!也增
%

了个人在市场的竞
>

力$

*+4

!

香港农业社群的社会科学研究自廖氏後沉寂下来!笔者认
(

与本地农业

的衰退有关$当农夫从专门化的农业生
-

中获利!他们的耕作及养殖方式造

成环境污染及食物安全问题"$%I#至$%O#年代期间!政府和农业机构着手推

广化学农药及牲畜疫苗的运用!农夫们纷纷加
%

生
-

密度!?利用农具店提

供的不同药物控制耕作及养殖环境!除了河水渐渐被大量未经处理的动物粪

便污染!市民也日益担心食用本地或
$

地入境的农
-

品会
(

他们带来健康问

题$$%(#年代!政府推行计划进行有关的监管工作!

,

提高了农夫的生
-

成

本$更可惜的是!

$

地农
-

品在$%OG年後大量输港!导致香港农业在$%%#年

代中期严重衰退$

*+5

!

研究者了解香港农夫对乡郊土地再想像的过程时!不能忽视社会对农夫

身份的重构$$%OH年後部份新界农田被划
(

可兴建小型屋宇用地!对乡村土

绅及从事其他职业的宗族成员而言!农业生
-

不再是他们赖以
(

生的经济活

动$

*6,

!当大部份农夫改到市区工作!农地逐渐被荒废!成
(

临时工场%回收

场及乡郊康乐用地#接近市区及新市镇的土地变成有价值的商品$陈奕麟认

(

!自$%I#年代起!因殖民地新市镇发展计划变得频繁!政府以人口膨胀%

市区过度挤逼及乡郊基础建设的需求
(

由!合理化新界土地发展$在香港政

`Ø$õ

$$O

*+2

*+3

*+4

*+5

*6,

2s806 ].\1789I:%(%6.:8)( .( /") !.(?a#H#0)[*#T)'1#(#'-.( ) <%(H Q%(H a)**#34O&3?&3

,3? >,/.&;A*'R&3 B'+))D$%(#9D"#!H&0

T.5[J06<N.@9O#:%6.(H 8)'H.()*?,;*&.1 2%66&(.03)(1 /")6)(.-6.( !"#9#)'*X.J#'L#*0)

%+/%&0" 2".() 4P33 P'1&'D>#$(#-,30;N+//ZT&2+//C3F&'.,%#&3 ,3? O+,'3#3-D$%%I90

T.5[406<N.@9:)@J;>19T0J;706= 4?.76?7CA0.J.6<)B.?576J.6 ;B7D708/A.R78j7/;0A7<.>69

4>@;B )B.609F,(0"'%7%*%H3U8#1.:.(#$I;$ 4"##(9;O!$(0

在"#$$年一个笔者有份参与有关香港农业前景的闭门会议中!非政府组织山明水秀田园

根据农业部门的资料!汇报香港农业在近$#年共?地%eH&平方公里!拥有&dG##个农夫

及工人经营"dI##个农场!生
-

总值
(

港币O&Hd###d###元$

根据Y017JK0L7J的纪
5

!殖民地政府在$%("年引入区议会制度!作
(

都市化下的一个

新市镇谘询及管治架构!也影响了乡绅们在新界的固有权力$Y017JK0L7J9!"#T'#)0

L.++#'#(:#?<%(H Q%(HZ-Y#>!#''.0%'.#-)(1 .0-9#%7*#@AFCFEbRRM 4T&3- [&3-;T&3- [&3-

G3#"+')#%H B'+))D"##G9D$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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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乡绅的讨价还价下!自$%O#年代起新界的都市化普遍提升了农地价值$

自$%OH年起!新界原居民的男丁都获得丁权!可在所属的乡村村界4"!R&3+9

农地
$

申请兴建一幢三层%每层面积O##平方
o

的小型房屋!俗称丁屋$丁

屋建设在$%%O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後持续进行$陈氏认
(

土地作
(-

业不再

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活4.,%+'#,//#"+/#(&&?9及社会根源4)&$#,/'&&%+?3+))9

的重要构成部份$在农业衰退及殖民政府的政治干预下!曾兼具农夫身份的

宗族成员纷纷转投劳工市场或出国讨生活!他们往往以金钱利益来衡量新界

乡郊农地的价值$

*6-

!

"#世纪末!香港农业的人口结构再次出现变化$从$%(#年代中期开始!

数以百计的人通过假日农夫方式从城市回到乡郊土地!进行有机耕作#纵然

在郊外的劳动只?他们日常生活中每星期的数小时!参与人数也少於$%%#年

代
(

数过万的职业农业人口!

*6.

!但在二十多年有机农业落
1

香港的过程中!

部份假日农夫成
(

供应本地菜的兼职或全职农夫!又引进不同的环境保护观

念!甚至重新
(

耕种下定义%再包装!这股力量使农业在香港的环境保育运

动%中港关及都市%市场发展的反思中?一席位$

有机农业成
(

本地农业得以延续的契机!这个转变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

自笔者於"##O年开展香港有机农业的研究以来!以香港农业
(

主题的论文陆续

出版!包括A(,3 [#3 5#3-和NH'&3 >#//+'重新整理香港养
I

业历史!藉此探

讨殖民政府如何把权力延伸到新界#

*6/

!陈玉华针对香港身份认同及食物安全!

重新审视香港农业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意义#

*60

!

D

舒楣则
&

明香港人如何利用

不同城市的空间发展都市农业!以生
-

农
-

品
(

香港城市规划的另类型态$

*61

!

$$(

CB5

*6-

*6.

*6/

*60

*61

)B@6 ]//76 q?5 N@69G(-0'&:0&'.(H 2".(#-#/%:.#03?!"#;.:0.%(-%+2%*%(.)*9'):0.:#)(1 0"#

2")(H.(H X#)*.0.#-%+i4)(1j.( 0"#Y#>!#''.0%'.#-%+<%(H Q%(H 4P.)%+'?,.;T,'2&&?

P$,?+.#$D"###9D$"I0

在这盰明职业农业人口是由於农业部门在统计农业人口时包括全职和兼职农夫#在新

界!不少农业家庭人口成员在市区从事全职工作!空盻时间才留在家!协助务农
(

主的

父母处理农务$

)B06 ,.6 -.6<06= _L8>6 *.//789:)0S.;0/.J;D.<JC2>R786176;0/.;L94@W\7?;.R.;.7J906= ;B7

A7<@/0;.>6 >MD.<Z081.6<.6 )>/>6.0/K>6<,>6<9$%I#[$%O#9FI(J.'%(6#(0)(1 9*)((.(H L?

/%:.#03)(1 /7):#HH;G 4"#$I9;$#""!$#&"0

)B06 +@5 -0B9:Z>>= N>?0/.J106= A7J.J;06?7C]A7R.R0/>M]<8.?@/;@8706= )8>JJ[W>8=78

A7/0;.>6J.6 K>6<,>6<9F,-.) 9):.+.:a.#>7%.(0IO;H 4"#$G9;H$H!H"I0

4B@[*7.K@06<9:q8W06 Z081.6<0J0T806JM>810;.R7D/066.6<D80?;.?7CTB7)>6;7J;7= g7X

T788.;>8.7J.6 K>6<,>6<9F$%&'()*%+9*)((.(H I1&:)0.%( )(1 X#-#)':"D>,H $OD"#$(D

(%%:);dd?&#0&'-d$#0$$OOd#OH%&IG $̀(OO"#(&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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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学术文章以政治局势%社会网络%组织%文化策略及市场行
(

的角

度去理解香港农业社群!实在值得参考$本文的重点则在於$%(#年代後!香

港人对农业及农夫重新定义!以及农业与生活态度的关联$当中!耕种模式

的转变以及社会对农业印象的转变!受到环境保护及食物安全议题的影响!

这些过程值得学者详细讨论!从而阐述像阿生这种有机农夫如何在香港担当

新的社会角色$本文提出数个了解香港农业社会的基本问题"在农业衰退的

现代香港!

(

什
6

有机耕作能成
(

香港农业的新力军'谁才是有机农夫'谁

传播有机的概念!?以有机食物作
(

社会及文化资本!促进个人的社会地位

及经济收入'

本文首先以笔者的田野研究经验出发!简述香港有机农业社群的特质#

然後!将
&

明本地蔬菜生
-

及供应系统以及(耕住合一)的新界农村生活的

延续与变迁#接着分析有机农业的出现!及其与本地社区的结合!当中有机

理念中反思资本主义的部份!加
%

有机农夫在环境运动及食物安全中的角

色#最後!透过有机食品原真性及有机认证
>

议的探讨!笔者将提出有机农

夫在环境运动及香港身份认同政治的新角色$

P

#

®¯ÒÓ

"

ÇÈÄÅÃ%/Ñ7ÔÕ"Ö×

作
(

一个成长背景和香港农业生
-)

有直接关联的人类学学生!笔者在

"##O年首次到访有机农墟$有趣的是!笔者第一位碰到的有机农夫!外表和

课本上的形象毫不相同"

)

有戴上客家帽子!只着轻便的恤衫%牛仔裤!配

上鸭舌帽!站在菜档前!运用流利的英语和客人交流$这位农夫
&

!农墟以

外的顾客!会在平日下订单!她早上驾车到田间收割!再送到香港岛!把菜

交给客人!然後上班!不少顾客是她工作上的伙伴$有机农夫阿生给我介绍

的第一位朋友!是每盷向他订购有机蔬菜的 (共同购买 )小组的组长$

*62

!该

组长常称自己及小组成员
(

家庭主妇!体力上不足以每天处理农务$笔者藉

着这个生
-

者与消费者的网络成
(

该小组的义工!透过他们的活动!接触其

他和合作农夫及有机业界的业
$

人士!再扩展个人网络到认证机构%认证农

`Ø$õ

$$%

*62

简单而言!共同购买是社区支持农业U?>11@6.;L[J@SS>8;7= 0<8.?@/;@87V的一部份!指消

费者组成一个小组!共同订购有机农
-

品$在香港!共同购买的方式
7

多!其中包括由

社会工作者组织的小组!也有屋苑居民自行组成的小组!亦有由个
*

人士联其他消费

者而组成的小组$

)

*

+

,



夫及其他与农业有关的环境保护机构$

笔者於"##O至"#$$年在香港进行田野调查!主要跟进约H#名农夫%一个消

费者团体和四个相关组织/包括一个认证机构%三个农夫组织0!参与有机农

业的经验!及透过访谈!了解农夫及团体成员对二次大战/$%&I 0後香港农业

变迁的看法#笔者亦持续到访三个有机农墟 /华人社会普遍称其
(

农夫市

场0!观察有机蔬菜的消费情癋$"##%年!全港参与农业部门有机支援计划的

有HI#个有机农夫!以每名农夫拥有约"#名支持其理念及耕作模式的相熟客人计

算!这个被称
(

有机农业业界的社区人数约
(

Od###人$不过!由於农夫平日常

常於农场独立活动!在农墟举行的日子才有机会和其他农夫及消费者碰面!笔

者所描述的(社区)!是以香港政治边界
(

界瞃!生
-

者及消费者不断互相协

调及竞逐的(本地)及(有机)两词的定义!?透过合作及竞
>

而成的一个群

体$本文对本地有机农业的定义取自香港一个关注有机农业的组织/本文称
(

香港有机协会0"於香港生
-

!?在生
-

过程中!避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及肥

料!

f

少不同程度的污染!从而维持一个支持物种多样性及有生
-

力的生态系

统!生
-

出健康和安全的食物$笔者对不同的定义持开放的心态去理解!是由

於在纪
5

有机食品定义的过程中!可从原真性4,*%(+3%#$#%H9的角度去讨论有机

农夫彼此之间的合作与角力$

本文的研究对象都表示十分关注食物安全%个人及家庭健康等问题!同时

在访谈及观察中!经常提及他们对环境保护意识%

$

地和香港的各种对比及

香港城市眧被边缘化群体的观察$他们?不是社会运动%?行示威及压力团

体的组织者!但是他们希望透过日常生活对有机农业生
-

和消费的支持!来表

达对社会的一些不满$手拿笔记%?着相机?愿意奔走於各个和有机农业相

关活动的笔者!成
(

他们眼中可信赖的记
5

者及
&

故事的人$笔者被肯定成

(

业
$

人士4#3)#?+'9!

*63

!是从主动协助不同粗活开始"除草%搬桌椅%收拾

农墟的用具%成
(

认证机构的义工等!以一年多甚至更久的时间被圈
$

人士

接纳!?在不同场合被介绍给新的报导人$透过这种信任!笔者甚至能在农

墟眧站在农夫身边!协助修剪菜叶%向顾客讲解农场情癋!以及看守钱箱!

同时也和不同机构职员讨论有机农业的前景#和受访者建立起的友谊!使笔

者能多次在不同场合与部份主要受访者进行访问$笔者还透过香港历史档案

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浸会大会有机资源中心%

$"#

CB5

*63

笔者长期%频繁地出现!使报导人们信任本人愿意长期进行研究#只出现数次就带着简

短的资料离开的其他记者%做功课的学生!对他们而言不能称
(

朋友%业
$

人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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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农场等机构收藏的政府档案%香港农业出版物及传媒报导!?集及分

析档案%文件!和业界人士的口述香港农业史相辅相成$"#$$年後!笔者多

次进行跟进访谈及参与观察!甚至以学者身份加入推动本地农业!从而亲身

了解该社群成员在行
(

及观点上的各种变化$

有机农业业界也是一个充斥着互相关怀及猜度的圈子!笔者因此成
(

圈

$

人的报导人!经常被打探其他人的近癋$其中!笔者被圈
$

人询问最多的

问题是(你最近探访某农场时有
)

有发现什
6

?样)$所谓?样!就是农夫

偷偷地用上化学肥料或农药!甚至在其农
-

品中混入其他不明来历的蔬菜$由

於有机蔬菜和常规蔬菜在外表上难以区
*

!农夫鱼目混珠的举动是有机业界

可预期的事情!彻查来龙去
V

!

,

甚
(

艰难#就算农夫目击可疑状癋!也不

会公开向农墟及有关认证机构指名道姓投诉!以免破坏和其他农夫的个人关

$这种经验!使笔者明白!研究香港的有机农业社群!了解
p

言%误解及

怀疑的成因及过程!有助於梳理圈
$

人的各种社会关#但是!研究者也需要

注意及保护受访者的私隐权!既可获得各人的信任!也能保障研究对象$

U

#

�ØÙÚ�7ÛÊÜÝÞßT�}

官方组织如农业部门及蔬菜统营处的年报!

*64

!把部份香港的农
-

品
-

量%种类及价值等数据呈现人前!但未必能呈现非正式的农业状癋!因此民

间的资料应该得到重视$人类学家除从数据理解农业的兴衰外!也可以透过

整理农夫的口述历史及在民间收集到的文献等方式!让农夫道出他们的故事$

在这一节!笔者以这些文献及田野资料
(

依据!审视香港蔬菜生
-

及供应系

统的延续及变迁$

新界的土地适合稻米耕作!

*65

!在$%世纪以前!大部份田主及佃农都以农

`Ø$õ

$"$

*64

*65

香港的农业部门过去在政府架构
$

多次重组及易名!前後包括农业部%渔农署%渔农及

自然护理署等!

(

求文顺!本文只用农业部门一词$

)B08/7J2806;硈扬元朗锦田%大埔林村等地的?积土壤U0//@R.0/J7=.176;JV及丰富水源使

稻米生
-

能以一年两造形式进行!见)B08/7J2806;9!"#/%.*-)(1 ,H'.:&*0&'#%+<%(H Q%(H

4T&3- [&3-;6&"+'3.+3%B'#3%+'D$%I%9D("!$$"$5#//#,.N/,$8#+则描述$%I#年代时稻

米田?地较多!蔬菜是稻田冬季时的间作作物!配以根茎类植物/如蕃薯0!作
(

农村

食物及牲畜饲料!见 5#//#,.N/,$8#+DQ)1%%'.#,H'.:&*0&')*,.1 ,--%:.)0.%( 4T&3- [&3-;

[,?&&'#+P-'#$*/%*',/P#? P))&$#,%#&3D$%O"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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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
(

首要的经济活动$

*7,

!当$(%(年新界成
(

殖民地的一部份後!从前已定

居下来的宗族!通过获得殖民地政府给予的原居民身份!登记及继续持有土

地!

*7-

!农地出租依然是个人和祖堂重要的收入来源!佃农也是世代相传!以口

头合约的形式租用农地$"#世纪早期开始!进口大米增加!以种植水稻
(

生

的农夫受到影响!

*7.

!加上逃避战
>

而从
$

地迁到香港的人口激增!副食品包

括蔬菜及肉类等出现庞大需求$

*7/

!一些
$

地移民及本地农民在稻田改种蔬菜

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如花卉!维持家庭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I 0及中国
$

战/$%&% 0结束後!殖民政府开始整

顿香港的蔬菜及副食品的供应!以稳定当时政治状癋$负责相关工作的农业

部门除在二战後鼓励市区的移民到新界种田!

*70

!亦陆续引入不同的化学农药

及肥料!

*71

!其主要成份
(

石油提炼的副
-

品!是全球化影响香港农业环境的

重要例子#在香港!农夫统称这些
-

品
(

化肥农药$农业部门负责运作的实

$""

CB5

*7,

*7-

*7.

*7/

*70

*71

其他土地如鱼塘及风水林!除生
-

食物外!也是村落风水?局的一部份!见 4.=67L

)B7@6<06= T>W.N0@9:4>?.>[K.J;>8.?0/j7R7/>S176;>MZ87JBX0;78Z.JB )@/;.R0;.>6 .6 E6678

j77S _0L9g7XT788.;>8.7J9K>6<,>6<9F$%&'()*%+2".(#-#L.#0)'32&*0&'#" 4"##G9;%O!

$"#$

$(%(年新界成
(

殖民政府的租借地後!殖民政府进行了土地测量!?在$(%%至$%#&年期

间完成(新界丈量约份土地测量 )vj7108?0;.>6 j.J;8.?;UjjV4@8R7Lw!作土地的 j3

j3NPTg@1W78$当地的土地除了政府土地外!也包括私人土地及祖堂地!祖堂地
(

原

居民以祖或堂的名义拥有的共同财
-

!地权相对私人土地分散#当时
)

有人领的土地就

成
(

政府土地$在笔者的田野纪
5

中!有机农夫向祖堂租借的土地!租期比较长久稳

定!原因是该种土地需要经过所有祖堂成员同意方能出售!导致业权纠纷经常出现!反

而给了农夫长期租用农地的机会$K>6<,>6<D>/L;7?B6.?q6.R78J.;L9:j7108?0;.>6 j.J;8.?;

UjjV4@8R7L9FP?;>W78$#9"#$(9B;;SCkk?0=0J;873/J<.3S>/L@37=@3B5k$(%(3B;1/3

-香港米业
q

癋./香港"政府印务局!$%GO 0$

"#世纪初!邻近的
$

地地区如南头及宝安等地已经向香港输入农
-

品$K,A4 $O#[$[

GHG[$9,H'.:&*0&'#EA`a#H#0)[*#8)'=#0.(H /:"#6#b`I-0)[*.-"6#(0%+)( ,H'.:&*0&')*

L#7)'06#(0eACMNEACMDgD6&"+'3.+3%@+$&'? LFF#$+&FT&3- [&3-0T[@7是指香港政府

档案处中的T&3- [&3- @+$&'? 7+'#+)/政府历史档案0类
*

!其後
(

档案编号与名称$

$%&%年!菜统处在市区空投单张!鼓励居民迁移到新界种菜
(

生!其中的
$

容包括"

$ 0(尊敬的农友&$%H%年的种菜
D

金时期已回来!过去三年新界的蔬菜生
-

逐渐增

加!但需求仍然比供应
(

大$二百万市民依赖你们的供应!价格的增长支持着你们可期

待的利润$菜统处会促进你们的生
-

及避免5贱伤农6&请不要放?这好机会!种出

你们可以生
-

的蔬菜$ )" 0(农友们&蔬菜好价!种菜好过种米& )见 K,A4 $O#[$[

GHG["9,H'.:&*0&'#D$%&GD6&"+'3.+3%@+$&'? LFF#$+&FT&3- [&3-$

_,##GG$H9 ,H'.:&*0&')*)(1 ,(.6)*<&-[)(1'3 a#(0&'#-? !".'1 X#7%'0? F`Q)1%%'.#

,H'.:&*0&')*,.1 ,--%:.)0.%(D$%G#D6&"+'3.+3%@+$&'? LFF#$+&FT&3- [&3-0N[是指香港

政府档案处中的图书馆藏品类
*

!其後
(

档案编号与名称$

)

*

+

,



验农场!在
1

外环境进行
I

%矱和菜等的新品种%技术及科技的试验#其中!

位於上水的大陇实验农场!直到今天仍积极把各种蔬菜种植技术本地化$在

往後的"#年!农夫受到农业部门及非官方的嘉道理农场鼓励!建议农场设置

如自动灌溉系统%

*72

!胶网屋及雨棚等!透过改变微气候增加作物
-

量$

*73

!

根据农夫的口述资料!虽经历过科技及种植技术的发展!现在农夫们的

生
-

模式大同小?$一位利用上述技术%投入的农夫可管理约$#斗的农

场!

*74

!生
-

过程大致如下"

$ 0利用锄头及泥耙等起坜/即田畦0!

*75

!因应选种的作物!坜的长度及

阔度有所不同!多呈长方形!逐行整齐排列#

" 0

@

定灌溉方法#

*8,

!

H 0喷洒除草剂/俗称草水 0或用火枪烧草!去除泥土眧的野草种子及

根部#

& 0下基肥!从而补充在上次收割後泥土失去的养份#

*8-

!

I 0下瓜菜种苗"视种子大小!可混合泥土撒在田上!或逐粒放在已由

手指或小泥耙挖开的泥洞#有时也会把培植成长了的瓜菜苗移放到

田眧$

G 0上棚"以竹枝搭成瓜棚!供会长出藤枝的作物蔓延生长!适用於蕃

茄及瓜类!方便之後的?收工作#

`Ø$õ

$"H

*72

*73

*74

*75

*8,

*8-

K,A4 I$# Gk$99'#--:&00.(HE,H'.:&*0&'#i2".(#-#jD$%O%D6&"+'3.+3%@+$&'? LFF#$+&F

T&3- [&3-0

$̂###I%#9 <%(H Q%(H a#H#0)[*# 8)'=#0.(H P'H)(.S)0.%(@ ,((&)*X#7%'0ACBCfFRD

6&"+'3.+3%@+$&'? LFF#$+&FT&3- [&3-0̀

(

香港政府档案处中的出版类
*

!其後
(

档

案编号与名称$

对於有机农夫而言!他们可打理约二至三斗的农地$

在香港!起坜即利用锄头%泥耙等工具把泥土盖成一条条的田畦!方便在田畦上面撒

种!农夫多在两坜中间留有空间!以便站在那眧进行除草%施肥%浇水和收割等工作$

灌溉方法主要有四种"$ 0利用水壶浇水!此方法可让浅根作物从泥土吸收水份!但水

份较易被蒸发掉#" 0利用泥土把排水口倒塞!然後引水!进行 (浸田 )!使田畦充满

水份!让根部能伸展到较深层泥土的作物长时间吸收水份#H 0在田眧铺设自动洒水系

统!?在田寮设一个水压器度/称
(

水泵0!起用管道把地下井水引到洒水系统进行灌

溉#& 0自%#年代後期开始!一些农夫会在田畦眧铺设滴管系统!把水注入田畦
$

!让

士多啤梨%西瓜等对泥土湿度有特定要求的作物吸收适量的水份$

$%(#年代前!大肥/收集後放置於化粪池%经发酵的人类粪便!亦称夜香0未被禁止使

用时!与矱%

I

粪等皆
(

主要的基肥原料#在此之後!政府建议使用混合化肥配合矱

粪!经处理後作
(

肥料使用$虽然部份转型有机农夫认
(

有机耕作是回到过去不用化肥

农药的传统!但由於有机农业不容许使用大肥!在操作上和传统有所区
*

$

)

*

+

,



O 0施化肥农药"在瓜菜苗成长後!施以两种极受农夫欢迎%被称
(

蓝

丸或红丸的化肥!辅以花夫麸及动物骨粉 /多是牛骨磨碎 0!作
(

肥料#如遇到瓜菜染病的状癋!可到附近的种子铺!向售货员
&

明

相关病徵!经介绍後购买针对性的农药#

( 0收成"按照季节及天气!在下种$I至H#天後!每天都有机会?收叶

菜#瓜果的成熟则需较多时间!有时可经三个月的种植期#有时会

聘用邻居作
(

临时工!以增加人手!赶在坏天气或作物过於成熟

/俗称老身0前进行收割$

在进行收割後!农夫会在数小时
$

尽快把新鲜的瓜菜运到菜站或天光墟!

这个活动统称
(

(出菜)$自"#世纪中期起!官方正式介入农
-

品买卖!在

二战前!除墟市外!栏商就是主要的蔬菜中间人!他们除提供蔬菜运输服务!

也经营市区的私人蔬菜批发市场/称
(

菜栏 0$

*8.

!二战结束後!政府
@

意重

整蔬菜运销业务!一份有关蔬菜销售的报告4!"#X#7%'0%( 0"#8)'=#0.(H %+

a#H#0)[*#-ACMD9提出!快速的经济回报%粮食自足的重要性及政府的进步形

象是政府介入蔬菜批发市场的理据$

*8/

!政府於$%&G年成立蔬菜统营处/以下

简称菜统处 0!以农业部部长
(

首!根据香港法例 ,H'.:&*0&')*9'%1&:0-

e8)'=#0.(HgP'1.()(:#k2)7̀bBBl运作蔬菜批发市场$

*80

!自此菜栏被列
(

非法

组织!新界蔬菜只能经由菜统处的运菜车送到位於九龙油麻地%及後迁至长

沙湾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行交易!

*81

!菜统处在每次交易中抽取$$f的金额作
(

佣金!

*82

!?把部份佣金拨入其农业发展基金!以支持各种和菜农有关的服务!

包括改善市场推广%收集蔬菜%交通%买卖%评级%包装%贮存%向农夫提供

农业补给%向农家子弟提供教育资助!及向农夫提供一些健康及福利支援$

*83

!

$"&

CB5

*8.

*8/

*80

*81

*82

*83

*08\>8.7T>S/7L9:)0S.;0/940R.6<06= )87=.;01>6<E6=.<76>@JA.?7Z08178J06= E11.<806;

r7<7;0W/7Z08178J.6 K>6<,>6<cJg7XT788.;>8.7J9F$O%[$($3

殖民地政府发现!栏商的股东大部份
(

蔬菜零售商!这些零售商能控制栏
$

交易的菜

价!导致零售价往往比收购价高三至四倍!菜农除常常受骗外!也不能获得如菜篮等任

何设备的提供!使生
-

成本上升$见K,A4 $O#[$[GHG[$9$%&G$

$̂###GH"9<%(H Q%(H T%J#'(6#(0K"%*#-)*#a#H#0)[*#8)'=#0.(H P'H)(.S)0.%(@,((&)*X#7%'0

ACMCfNRD6&"+'3.+3%@+$&'? LFF#$+&FT&3- [&3-0

根据,H'.:&*0&')*9'%1&:0-e8)'=#0.(HgP'1.()(:#条文!未得农业部门首长的批
A

!香港

市民不能把蔬菜运离新界进行批发活动!在市区只能从事零售活动$法例定义的蔬菜除

了瓜和叶菜类!还包括新鲜%晒乾及用盐瞏过的食用植物$

见 $̂###GH"9$%&%kI#$

见 $̂###I%#9$%O#kO$$

)

*

+

,



农民组织的发展与(出菜)制度密不可分$自$%I#年代起!新界菜农在

主要的蔬菜种植区域组织蔬菜生
-

合作社!经营菜站以配合菜统处的批发活

动!及对农夫进行贷款!?於$%IH年共同成立新界蔬菜
-

销联合总社/以下

简称菜联社0!统筹新界菜农的生
-

及市场营销支援$

*84

!菜站每天进行一至

三次的(出菜)!农夫把菜运到菜站!由菜站聘用的(称菜)员工/兼任此

职的多
(

该区的农夫0计算菜的重量!进行登记後!菜统处派来的运菜货车

就把一篮篮的蔬菜运送到批发市场$$%%#年代前!很多菜站都设有早%午%

D

昏共三次的(出菜)时间!但由於全港供菜数量下跌!大部份菜站现在只

进行早上的(出菜)活动$合作社每年会在菜站举行盷年大会!选出新的理

事会成员!?向社员派发粮油及超级市场礼
r

$

虽然是政府介入的系统!但(出菜)的利润受到市场供求影响!也和买

手与农民的个人关?勾$每个合作社在批发市场都拥有一个菜档!?聘用

一位买手!根据菜统处定时公?的建议菜价!在菜档和蔬菜零售商进行交易$

买手可自行
@

定是否把蔬菜(倒海)"因形状%外表%耗损而未能卖出的蔬

菜!不会被运回菜站交予农夫处理!而是在当天被菜统处的货车送到码头?

置$一些农夫认
(

!除蔬菜质素外!和买手的关!也
@

定了买手会倾向把

谁的蔬菜率先向菜商推销!谁的菜会被(倒海)$第二天!农夫会在出菜前

领回前一天的交易金额$这
&

明他们既不能
@

定蔬菜价格!也不能阻止收成

被(倒海)!因此受访的农夫评价这种官方(出菜)制度时!纷纷表示他们

通常是被压眏的一方$因此!非官方的批发渠道一直在新界存在#这些在日

出前运作数小时的地方批发市场!被经营
$

地入境蔬菜批发的菜商及新界农

夫称
(

(天光墟)#农夫在墟
$

!多透过其社会网络
>

取更高的菜价$值得

留意的是!菜统处及香港政府其他部门也未有积极打击这些被列
(

非法的私

人蔬菜批发市场!?在%#年代後把(天光墟)的经营合法化$

由政府介入发展而来%具有运销效率的(出菜)系统!以及当中涉及的

农业知识与技艺的传播!是香港蔬菜革命发生的重要元素$过去的研究少有

提及当中的细节!本文除了补充这部份的历史及田野资料!亦带出农业社群

`Ø$õ

$"I

*84

另一个较具规模的农业生
-

合作社
(

港九新界养
I

合作社有限责任联合总社$$%I#年代

後!全港蔬菜供应量一直上升!达到基本供港的目标$在$%GO年香港暴动时期!有四天

是在警察的保护下!新界蔬菜对市区的供应才得以维持!弥补了
$

地入境蔬菜
f

少的问

题$ -香港农友 .硈扬香港农夫的贡献$见 2>R786176;A7?>8= PMM.?7>MK>6<,>6<9

$̂IIH["H&OO9<%(H Q%(H ;)'6#'G;& 4$%OH9;"$ -香港农友 .是由农业部门於$%G(至

$%O(年出版的期刊!供农夫们更新农业知识及业界近癋$

)

*

+

,



的结构性问题*** (出菜)制度对农夫造成的
e

削$在有机农业发展之时!

(出菜)制度未能让新农夫获得心目中合理的价格!因此他们急需另一套销

售模式$虽然(出菜)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政策与市场结合的形态!但因
e

削

的问题!农夫们可以(反思资本主义)的类似想法
(

口号!吸引对社会现癋

不满的消费者加入社群!此问题将在第六节详述$

�

#

àáÍÎ7

$

âãäB

%

Ã�ÜÐ

对迁到新界的农夫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除了出菜!也和地方社会的转

变彼此紧扣$以一个围绕菜站形成的农业聚落
(

例!笔者尝试更具体地呈现

农夫的生活面貌$八乡位於新界中心!地势平坦!沿锦田河两条分支发展宗

族及杂姓村落!曾经以水稻作
(

主要的经济作物$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不

稳!大批移民在"#世纪初开始盠入新界及市区!部份人凭藉亲属%工作网络

移居八乡!租地搭建寮屋及经营农场!有时也?用政府土地扩展可耕作的农

地!生活稳定下来後!亦介绍同乡%亲人前来租地#至$%G#年代!一些以农业

活动
(

主的聚落逐渐在八乡形成!在行政上隶属於原居民的乡村管理系统$

*85

!

在一个位於八乡的菜站对面!一些从广东潮州%东莞等地来的潮州人和

客家人!租用原居民的稻田!成
(

佃农$当时专责新界事务的理民府
(

方便

管理这种聚落!就发放矱舍%

I

舍的牌照!让这些人从事农务!也
A

许他们

在农地上改建部份原
(

放置农具的农舍作
(

小屋居住!称
(

寮屋#当时寮屋

的规格是高度不能超过$&英尺%建筑物料需
(

能简单搭建及拆卸的木材%铁

皮等$由於生活艰苦!农夫的经济活动极
(

多元$如在种菜以外养饲
I

%矱

或白鸽#也有些人是以禽畜业
(

主!种菜
(

副#部份家庭成员会出外工作!

如从事三行%军营杂务%菜站兼职及司机等!以
L

取更多收入#不少孩子自

小就要分担农务$有一对兄弟曾向笔者分享!他们一家在早年经营称
(

(烧

种)的
I

饲养生意$

*9,

!通常买家会在晚上把
I

笼放在菜站旁的路口!兄弟

俩吃过晚饭後!就要一起到
I

舍!把
I

驱赶入笼!用一部小车沿田间小路

运到路口!把
I

放进
I

笼!等候买家回来接收$有时候!买家会以在运输

过程中
I

出现毛病%折肢等理由压低
I

价!对他们来
&

!养
I

?不是能赚

$"G

CB5

*85

*9,

大部份聚落的行政权力隶属原居民乡村!地方事务由村代表负责$一些位於新界的非原居民

村也可加入乡事委员会!如八乡
!

家村於$%H#年代迁入!?在後来加入乡事委员会$

即体型可作
(

烧
I

的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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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钱的生意$生
-

者的生活非常刻苦!

(

了
f

轻开支!部份人会在家旁的小

河找寻食物!如鱼%虾和螺等$笔者田野纪
5

显示在相同聚落中!曾出现的

经济活动超过$#种!包括种菜%饲养禽畜%养蜂%食品加工%五金%三行%

处理垃圾%士多/零售0和菜站工作等$

自$%G#年代起!香港整体经济进入工业化!有了电和自来水的供应!透

过政府及农业机构的协助!街灯%信箱和混凝土铺成的田间小路等设施陆续

走进聚落!八乡居民的生活亦渐渐走向都市化$作
(

移民的第二%三代!一

些农夫的子女有机会到八乡的乡村学校接受教育!然後到城市找寻薪水较高

的工作#有些家庭透过香港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机遇!能
8

增加家庭储蓄!合

力改善居住环境$在$%(#年代政府进行寮屋登记後!一些家庭就把寮屋的建

筑材料改
(

混凝土!自此在风季节时!他们的家园可不再被泛滥的河水?

走$有些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向地主购得部份土地!丰富了家庭财
-

$不

过!急促的工业化及城市人口膨胀促成新界的新市镇发展!加上
$

地在$%O#

年代起实行经济改革!入境农
-

副食品数量急速增长!虽然新市镇发展暂未

扩展至八乡土地上!但由於农业人口
]f

!农业面临衰退$

$%(#年代後!农地使用权开放!地主纷纷以更高价钱将农地外租作
(

货

柜场及停车场等!新界农民未能与之竞
>

!加上发展商参与丁屋发展!与丁

权持有人合作!陆续兴建作
(

私人屋苑的丁屋群!吸引寻找宁
P

生活环境及

低密度住宅的都市人租买$根据一些
I

农和矱农的回忆!当时各大小类型的

I

场和矱场
(

满足城市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进行密度非常高的养殖方式!排

放到河道的排泄物倍增!连同其他污染源头/如家居排放0!加上工业重金

属和家居废物排放!使原本清彻的河水!逐渐变得混浊心$政府在$%((年

%

制要求
I

农安装排泄物处理系统!

*9-

!大大增加
I

农运作成本$$%%O年後!

政府以禽流感爆发
(

由!以赔偿金(鼓励)收回相关饲养牌照$"##G年後!

全港禁止散养家禽!$%I#年代多元化的农业不再复见!蔬菜成
(

农夫的主要

作物!在政府管制下!农夫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来源变得单一化$

*9.

!

$%(#年代起经传媒报导的毒菜事件及对健康构成威胁的食品加工成份!

`Ø$õ

$"O

*9-

*9.

$%((年!政府推行养
I

业界的污水处理计划!禁止养
I

业者直接把未经处理的动物粪便

排放到河道!同时政府也引入不同的排污措施$养
I

业者认
(

经营成本大增!纷纷选择

放?养
I

$

虽然部份水果!如香蕉%龙眼%荔枝%

D

皮及木瓜!在当造时间
(

农夫带来收入!但对

农场的运作而言!牲口及其副
-

品/如粪便0带来的利益和农场投入十分重要!因此农

-

品的单一化!特
*

在天气不佳的时间!对农夫的生计造成很大的影响$

)

*

+

,



使日渐富有的香港人关注到食物的供应问题$由於他们较
(

信赖有来源证明

的食物!促使超级市场及蔬菜统营处等副食品供应中介者建立可追溯
-

品源

头的系统$

*9/

!部份农夫在农业部鼓励下!转营信誉农场!

f

少使用化肥农药!

也有农夫到
$

地投资信誉农场!向香港供应蔬菜$对留守香港的农夫而言!

农业在那个时候已变成一潭死水!他们不甘心子女继续付出汗水投入这种吃

力不讨好的工作!鼓励子女离开农田!寻找
*

的职业$农耕生活对於这些移

民的第二代而言!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生活需要!他们凭藉较高的教育程度及

城市眧更多的工作机会!逐渐
O

离农耕生活!部份更在结婚後在新市镇租置

物业!建立新的核心家庭!不再协助农务$

*90

!老农夫们得到子女们财政上的

支持!从(出菜)获得的收入变成了
S

乐/如每天上茶楼0的资本$仅馀的

以种菜
(

生的农夫!

,

被社会所遗忘$

(耕住合一)是过去新界农业社群的一个特色$原住民和移民到新界的

农夫住在农田旁边!以方便从事各种农业工作$乡村的生活成本低!工种亦

多!对拥有种菜%饲养禽畜技术的农夫来
&

!耕住合一是一个合理的生活形

态$只是环境的污染及农业的衰退使这个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不过!从後来

的假日农夫及有机农夫的经验得知!有机农业位於含有丰富生物多样性%污

染较少的乡郊地方!成
(

一些都市居民往的另类生活方式!使他们具备反

思资本主义带来的环境污染%都市化%单一生活方式的力量$

·

#

åBæÇÈ7ÄÅÃç

在都市生活的知识份子!有感於香港以资本主义
(

本的发展模式!造成

$"(

CB5

*9/

*90

蔬菜统营处在$%((年成立快速测试实验室!抽查在批发市场的蔬菜样板$参考,8BmR!

+建立快速测试制度!保食物安全!鱼蔬统营处掌舵人黎国仁荣休,!"##$年I月$G日!

(%%:;dd,'$(#"+0,.OH#0$&.0(8d,'%#$/+!IG$%I$

相对第二%三代的成员!年纪渐长的老农夫在八乡的社会网络明显较
%

!笔者在"#$#年

参加八乡大江埔的一次蔬菜合作社社员大会和农七月在大江埔举办的盂兰胜会!发现

来自聚落的参加者几乎都是长者$在聚居的情癋方面!笔者的田野纪
5

也包括个
*

例

子!如前述养
I

的一家人维持儿子婚後住在一起%外嫁女儿则与丈夫同住於公共屋?单

位的情癋$这一家人在$%%#年代初期!利用男丁们的收入在锦田市买入材料!兄弟们一

起在工馀时间把
I

栏改建成小屋!作
(

婚後成家立室及分
1

的一个象徵及新家庭的财

-

$他们保留屋与屋之间的空地作
(

共用的空间!?筑起铁闸及铁丝网!和邻居划分界

域$由於这家人已不再养
I

!老农夫过着退休生活!於屋旁种有少量蔬菜及果树$在节

日时!子女们就回来聚餐%打麻将%烧烤等$

)

*

+

,



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关的割裂!他们想到利用有机农业去推广另类生活的可

能性$八乡作
(

香港仅存的农业地区之一!成
(

这些寻梦者的出发点#早已

扎根於此的农夫!

(

改善生计!加入有机农业$这些人在城市人眼眧!成
(

具有良心%道德的环境保护运动行动者$农村生活亦被重新审视!成
(

一种

代表生活态度!

;

发了正在对抗过度发展的社会行动者$

一群比一般农夫学历高的人士从西方国家引入有机耕种的理念!作
(

食

物安全跟环境保护的反思方式!?於$%((年成立首个实践本地生
-

的有机农

场(山明水秀田园)!是有纪
5

以来香港第一个生
-

型的有机农场/在此之

前有自耕自食的小农
1

进行有机耕作0!後来改
(

提供有机耕作课程及假日

农田出租予城市人!培育出一批投身有机农业的新农夫$这些在山明水秀田

园学习有机耕作的假日农夫!先後
@

定以全职身份到新界参与农业!自此在

香港出现了有机农夫$他们逐渐组织成一个散落於八乡及新界其他地方的农

业群体$一方面!他们各自学习美国%欧洲%日本%台湾等地的有机耕作概

念%技术和市场策略#另一方面!他们定期在各农场聚会!交流实践心得$

$%G#年代出生的阿生在小学时离开上水的乡村!和父母居於九龙观塘新

市镇边缘的寮屋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总是念念不忘新界乡郊的翠
s

山

岭!在中学时期就报读台湾的
J

距农业技术课程$毕业後!阿生成
(

工程人

员!和家人搬进大埔新市镇#经朋友介绍!他开始到山明水秀田园当假日农

夫!随後一小块的农地已不能满足他对耕种的热诚!他就向在乡村长大的友

人借用屋前的农地$其後!阿生又租到另一块农地!利用职业上的知识弄了

一个自动灌溉系统!方便日常上班时亦可兼顾农务$"###年!他
@

定放?工

作!把离职酬金作
(

投资有机农场的本金!开始全职的农耕生活!其农
-

品

不再只与办工室眧的同事分享!转
(

卖给顾客去支持农场运作$作
(

一位新

农夫!他参与成立有机农夫的组织!透过建立有机标准及公
7

教育来推广他

们共同的理念!希望香港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活动!和重新反思人与人以及

人与土地的关$

"###年前後!凭藉香港人对健康的关心及
$

地入境
-

品受食品安全问题

影响其公
7

形象的机会!久经
t

扎的香港农业社群开始视有机耕作
(

生存方

法$农夫渴望以高品质%高价钱的有机
-

品获得利润$由於香港?未设立有

机法例
(

(有机食品 )下定义!不同人士对 (有机 )的意义及其食品的生

-

%销售情癋也有不同的见解!提供了可讨论及
>

夺的空间$在"###年代!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成立?
(

香港的有机
-

品进行认证!菜联社成立有机种植

办公室!蔬菜统营处把有机蔬菜纳入销售范围!这些肯定了有机食品
(

一个

`Ø$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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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食物种类)$一批又一批的农夫纷纷转营成有机农夫$另一方面!转

营农夫所拥有本地的耕作环境%生
-

技术和从前亦普遍相似!分
*

在於(有

机)作业
(

他们带来高一点的议价能力!借用外国(有机)的元素成
(

他们

在自由市场生存的方法!纵使他们认
(

和从前未有化学肥料%农药的耕作情

癋分
*

不大$像阿生这种新入行的有机农夫从互联网%杂?及书本得到外国

有机行业的最新资料!转营农夫则多从农业机构举办的研讨会%学习团及职

员指导中获得新知识$

"###年後!以耕作获取全部或部份生计的有机农夫可分
(

两类$第一种

是从市区转移过来的新农夫!部份人在小时候有乡间生活的经验!但
)

有以

传统常规耕作作
(

职业!而是从事工程%政府工作%商业%

u

师%社会工作

等!继而在$%%#年代中期前後投身有机农业!期望获得能讨生计的利润和能

(

环境保护作贡献$另一种新农夫则仍居於市区!但亦选择到乡村工作!以

表示他们对城市生活及工作种类感到不满#普遍而言!他们对
$

地的食品安

全情癋!以及政治经济制度
)

有信心!也在日常生活对工业化食品的安全充

满疑虑!所以在香港从事有机生
-

$新农夫多是从当假日农夫开始!他们曾

经享受在小小一块田眧种植各样的植物!和朋友%家人到田眧拔起白萝後!

>

相和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作物拍照!然後回家烹调享用$对拥有种植

经验的他们而言!市场上出现的蔬菜的大小%形状及味道标准化後!?不如

自己种植的食物鲜甜美味$於是!他们在农耕班或其他书本上学习有机耕作

的理论!?边做边学!最後租用更大面积的农地!成
(

全职或半职的有机农

夫!供应农
-

品到市场$

和笔者聊起经营农场的回忆时!新农夫普遍认
(

他们在经营农场初期(泥

土
)

有足
8

腐殖质!农夫技术也不
8

好)!因此有机菜的卖相实在不好看!

影响生意$由於
)

有像传统农夫般饲养家禽作销售!顾客来源也主要是愿意

花时间听他们讲解有机菜
(

何物的朋友%亲戚及邻居!在小
7

的支持下!有

机农夫经常入不敷支!记忆眧尽是从银行
1

口提款去维持农场运作的艰难时

刻$他们坚持这
6

一个在当时毫无经济效益的耕种活动!是出於他们(喜欢耕

作)%(喜欢大自然)和(想在城市以外的地方维持一个
s

色的环境)$对比

传统农夫常以姓氏
(

农场取名!有机农夫
(

农场起名字!不少是带有(

s

)%

(苗)% (丰)% (健康)% (乐)等字!代表有机农夫对自然的期盼$经

笔者整理!新农夫和传统常规农夫在背景和耕作上均有分
*

/见附表$ 0!

可作
(

理解香港农业变迁的一个参考$

起初新农夫?非住在寮屋!他们只在农务繁重的日子!才会留守在放农

$H#

C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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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用的田寮或在附近租用的丁屋单位中!否则会和其他家庭成员一同居於市

区或新市镇$每天早上!他们吃过早餐後!就乘坐公共巴士或驾车到田间工

作!路程约一个小时$午饭时间!新农夫会骑单车到八乡或锦田市的茶餐厅

用餐!有时候在餐後就去购买种子%肥料及工具等$他们很少参与乡村的节

日和社区活动!

*91

!也鲜和地主以外的村民打交道!不像传统农夫和同时居於

菜站附近的朋友打麻将联谊$晚上!

)

有驾车的新农夫会赶在最後一班公共

巴士停驶前乘车回家休息$此现象在笔者研究的後期有所改变!因
(

都市的

房价增长急速!加上环境愈见挤逼!不少有机农夫租用相对廉宜的寮屋或丁

屋单位!以便处理农务!也过着乡郊生活$

由於未建立乡村的人际网络!一些新农夫坚持要和地主签署合约文本!

以保障自身利益$新农夫经常发现他们只能获得两至三年的田地租约!而且

每次续约时都会听到地主暗示农地正待价而沽$"##(年後!一些社会企业把

有机耕作列
(

服务计划的一部份!

*92

!在获得政府资助的情癋下!可以负担较

高的田租!新农夫埋怨这些(本来是做好事)的新服务!把平均租金由每年

每斗港币数百元提高到$d&##元以上$

*93

!大部份新农夫都不敢贸然增加农场的

基础设备!害怕被地主要求搬离农田时搬运费过高!甚或因未能搬走某些设

备而造成财物损失$

在田野研究期间!笔者鲜少听到有机农夫?用政府土地种田!他们也缺

乏资金买下正在耕种的所有田地!因此被要求搬迁农场的情癋常有发生$

*94

!

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收地发展基础建设!使田主获得农地赔偿!佃农也要结

束耕作$因
(

政府在土地徵收时会派人计算农场
$

种植的树木品种及数量以

确定赔偿金额!一些田主不喜欢新农夫种树!以免出现有关农田资
-

的
>

端#甚至有些田主看到农夫种树时(见一棵斩一棵)!免除後患$不过!在

有机业界中!由於水果是较
(

高价值的
-

品!新农夫也知道土地徵收时从果

`Ø$õ

$H$

*91

*92

*93

*94

在"#$#年度八乡大江埔的盂兰胜会中!笔者观察到两位在大江埔耕作的新农夫捐款後!

其名字被写上金榜!负责胜会的主会和僧人!在会期中
(

捐款者祈福$但是!这两位新

农夫?
)

有在会期最後一天所有会员/包括一位笔者认识的转营农夫0都会参与的祭幽

仪式中出现$笔者推测这两位新农夫?未成
(

盂兰胜会的会员$

香港政府在"##G年推行伙伴倡自
%

计划!资助社会企业计划!一些社会福利组织透过该

计划!让服务对象从事生
-

及销售有机菜$对有机农夫而言!虽然这些计划增加了一个

供菜对象!但农地也因需求增加而租价提高$

本文以港币
(

货币单位$

"#$$年!笔者听
&

有人选择购买部份农地加上租地!作
(

战略性的部署!降低整个农场

被收购的机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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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获得的赔偿会较瓜菜
(

高!如果田主不太理会农场情癋!他们会特意种一

些果树!一举两得$另外!一些新农夫曾与笔者分享有关农夫被有意发展土

地的地方人士骚扰的
p

言#一位笔者认识的农夫就因
(

被
*

人倾倒泥头和垃

圾在田眧!以致农场受污染!只能找寻
*

的农田继续其有机耕作$

农夫的身体状态呈现他们和农场环境的互动$一般来
&

!新农夫穿上衬

衫和长裤工作!在
%

烈的日晒下!帽子和太阳眼镜对农夫非常重要#他们也

会穿起雨靴!既方便在湿润的泥土上活动!同时避免
G

掌被田眧的硬物刺

伤$笔者目击传统农夫赤
G

就走进田眧!他们觉得雨靴太重了!不能灵活地

在田间活动!从都市来探访农场的人不能理解这种人和土地的亲密接触$另

外!女性新农夫在皮肤
3

色和体型上都和都市眧办公室上班的女性不同!她

们
)

有长期使用化妆品的习惯!也
)

有刻意进行
f

肥运动!皮肤比较粗黑!

手掌的皮肤也比较粗糙!而且手腿的肌肉也较结实#这种外型颇受笔者认识

的有机菜消费者欣赏!

&

(女农夫不会害怕日晒雨淋的工作环境!有着与
7

不同的美丽)$

农场管理是一个风险%质素及成本的学问!无论是否从事有机耕作!农

夫们会利用全球及本地提供的资源去经营其农场$农夫的工具包括耙%锄头

和塑胶菜箩#也会用上一些循环再用的小铁罐去盛载种子!存放於冰箱以保

持种子的质素$在香港!种子店以约"#元的价格卖出一把锄头!有些农夫
(

节省成本!会在回家乡探亲时在
$

地购买农具/如价值二元一个的锄头0$

他们也会帮一些较
(

相熟的农夫带工具%磅或种子回来$可是!他们都会对

笔者
&

!

$

地造的工具一般都很易破烂!相对$#年前!这些工具的寿命大

幅
f

短!种子的发芽率也低於在香港可买到的同类货品$对缺乏农耕设备的

新农夫而言!从渔农处租用或购自二手市场的犁田机对他们很有用!特
*

是

夏天野草生长特
*

快的时候!可以时开动此机去清理农田$由於全新的犁田机

/又称耕耘机0在香港售价是"#d###元!在
$

地则售&d###元#其他设施如雨

棚%

9

室的物料!农夫认
(

在
$

地购买这些高成本的设备比较
N

算!因此一

些有机农夫会组织起来!由一人负责到广东统购回港!再摊分运输成本!这

也成
(

"#$#年一个有机农友组织成立的其中一个诱因$新农夫会养
v

狗去捕

捉偷吃番薯的田鼠!及赶走晚上趁农夫回家後前来偷菜的贼人$

由此可见!有机农业?非
O

离香港农业的发展
V

络$除了带给本地社群

一个新的农业分类外!农夫在生活方式的选择%成本的考量及农场的管理!

都受到香港的经济%社会%环境及文化因素影响$这些考虑!既与 6e',3

P#X.+'在$%O#年代的讨论一
V

相承!同时也反映新农夫的出现!以及外国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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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念的引入!?未改善香港农业的经营条件$因此!有机农业的出现!虽

然
(

本地农业续命!但农夫们依然苦苦
t

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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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进行有机理念教育及推广有机菜消费!新农夫和农业机构自$%%#年

代中期起进行了整合$新农夫一般认
(

!"##H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及"##G年

的超市毒菜事件是消费者转向有机消费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寻找市场是新

农夫最
(

头痛的问题!同时亦成
(

他们组织起来的一个契机$初期!香港农

夫种植出来的有机蔬菜在市场上
*

树一帜!消费者认
(

这种
-

品的质素参差

不齐%?满虫洞$这样(天然)但卖相差劲的蔬菜!在正价时
,

比常规菜昂

贵近三倍$新农夫在$%%&年起就在山明水秀田园职员的组织下!定期到各农

场交流!又分
*

到
$

地及国外搜集有机耕种的情报!回港和各人分享$

新农夫起初不属於蔬菜供应系统!他们需要想方法让有机农业?有一席

之位$$%%%年以前!新农夫(出菜)!菜统处只会把有机菜当成一般蔬菜出

售$新农夫要自行找寻顾客!才可摆
O

受制於菜统处因应市场需求而定立的

菜价$要在菜统处的系统外进行本地有机菜的推销不容易!新农夫们回忆当

初的辛酸!认
(

$%%#年代时有机和常规菜在批发市场的售价相同!是由於政

府不理会农夫对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年!新农夫%山明水秀田园及嘉道

理农场一同成立香港有机协会/以下简称协会0$协会既组织有机节!参考

外国资料来制定有机标准指引!又联合一间大学向农业发展基金申请拨款!

成立有机认证机构!促成政府及半官方农业机构包括菜统处及菜联社等对有

机耕种的认同及发展$例如!"##I年!菜联社%嘉道理农场及协会在位於大

埔新市镇的菜站合办一个假日有机农墟!协助有机农夫把收成直接向客人销

售$"##G年後!消费者对食物安全及健康关注与日俱增!有助有机菜的销售$

协会作
(

一个新出现的农业组织!

(

香港带来一批新的农业精英$一些

农业部门办的展览及活动%坊间有关环境保护和有机耕作的讲座活动!都会

邀请协会的成员担任嘉宾或讲者#传媒纷纷报道访问新农夫!了解他们对回

归田园的想法$这些举动!既使协会的知名度提升!也协助新农夫开拓市

场$

(

了让外界理解有机农业
(

何物!协会进行一系列的推广工作!?以本

地生
-

作
(

达到有机生活的最理想方式!其解释
(

"本地生
-

有助於食物里

程/即交通往来0的
f

少%生
-

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买卖关和沟通/如双方

可透过农墟和探访农场等场合见面0!使双方追求公平及重视互惠互利的交

`Ø$õ

$HH

)

*

+

,



易过程$协会举办的活动以本地有机农夫
(

服务对象!如有机农墟%有机晚

宴及有机节等活动!可促成消费者和农夫的面对面交流$部份消费者主动组

织起共同购买!即把同屋苑%公司或同区的消费者组织起来!利用社区组织

的资源或共同承担运输费及行政费用!每盷向数位有机农夫集体订购蔬菜$

根据田野纪
5

!自"##H年起!香港约有十多个类似共同购买组织先後成立!

当时在有机业界就出现了(当农业嫁给社区)的
&

法!代表农夫和消费者直

接联起来!成
(

一个围绕本地有机蔬菜而建立的社群$

*95

!

纵然面对艰难的经营环境!新农夫阿生和一个位於大埔的共同购买小组

依然保持互相支持的长期关$阿生在担任协会农耕课程的实习农场导师

时!认识一位共同购买的义工!?在"##&年接受该义工邀请!每盷
(

共同购

买小组供应蔬菜$对於小组而言!他们找到可以信任的本地有机农夫!?透

过探访农场及在农墟和农夫会面!进行面对面沟通!从而确保日常食用的蔬

菜是安全的#当时!只有像阿生这种经营小型农场的农夫才愿意和他们合

作$"##(年的夏天!由於天气不稳定!独力打理农场的阿生不能兼顾农墟及

共同购买两方面的需求!遂把共同购买方面的供应暂停$小组成员等待一年

後!阿生利用供应菜包方式
(

小组供菜!即把农场可供收成的种类混合在菜

包
$

!订
1

在提取菜包时才知道眧面包括有什
6

!这对於常在超级市场及湿

街市/即菜市场0挑选不同货品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很新颖的消费方式$

阿生曾提及在农墟市场日渐成熟的时期!共同购买的功能看起来不再明显!

共同购买小组愿意改变合作方式!接受菜包这种形式的交易!对小组成员来

&

!是他们延续对阿生这种有良心的农夫的支持$至"#$$年!笔者每次和小

组组长了解小组的近癋!组长都表示坚持小组理念是要支持像阿生这种
(

了

延续新农夫的理想%一直小本经营农场的农夫!因
(

他们在生
-

蔬菜的同

时!也
(

消费者的食物安全和自然环境把关!组员体谅农夫面对的困境$

这种
%

调人际网络的买卖关!主要标?着本地食物与全球食物系统的

分
*

!也透过选择有道德%良心的农夫来界定有机食物的原真性!同时配合

本地消费群对有机菜的接受程度$根据农夫的经验!香港的有机蔬菜消费者

可分
(

四种"第一种是只在较高档次的超级市场购买外国空运来的有机菜的

人#第二种是会在农墟寻找本地有机菜!但又不抗拒购买经济上可负担的认

证有机菜的中
-

阶层#第三种是专门在农墟快关门时!到场议价!?
&

农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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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琼珠! -从三斤半菜开始"重拾久违的真味与真情***社区
(

本有机农业的感人故

事./香港"进一步出版社!"##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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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价售出剩馀蔬菜的人#第四种是会特意来农墟和农夫交谈?买菜!又认同

共同购买小组订购蔬菜的理念的人$在
+

大部份生
-

者追求
-

量的提高%市

场希望以最低成本获得营养时!新农夫选择了坚持一种价格高%成本效益较

低的另类生
-

及销售方式$

*:,

!他们以食物里程短的本地新鲜食物 /有些
-

品

是即日?收0%食物安全及
f

少碳排放作
(

卖点!加上以时令蔬果不需要过

量农药
(

由!希望顾客能不时不食!改变其受全球化影响而形成%认
(

食物

总是随手可得的饮食习惯$

(

了合理化有机农
-

品的价钱!新农夫们组成新

的社群表现出其独特的(道德)% (本地)形象!从第四种消费者开始!找

寻更多支持农夫的顾客$透过把本地食物%个人健康和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紧扣起来!有机农夫成
(

友善地联自然和社会的中介者$因
(

对原有的

(出菜)系统的不满!有机农夫创造了一个标榜良心%健康%食物安全及人

际关的另类市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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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年参与一个由农业部门举办的有关有机士多啤梨种植技术的

讲座!在讲座後!两位农夫
(

了谁有更高(有机标准)起了
>

执!他们在作

物生长环境%个人操守和农药等选择上呈现不同意见$这情癋在笔者的田野

研究期间屡见不鲜!引发
p

言%

>

执的事情!多是有关谁在生
-

(假)有机

菜的疑惑$这个牵涉到原真性的问题!是基於有机菜和常规菜在外表上
)

有

明确的分
*

"从西方科学的角度看!同一类的蔬菜!不管是否有机!其化学

结构经化验是相同的!因此认证有助消费者分辨出什
6

是有机菜$但有机农

夫常常对笔者
&

!他们能透过肉眼观察%嗅觉或进食!分辨出那棵是否有机

菜$这是从农夫对蔬菜生
-

的经验累积出来的知识!?非一般消费者可以做

到$

*:-

!新农夫认
(

有机菜的原真性!在於有机农业是一个良心工作!即有机

`Ø$õ

$HI

*:,

*:-

常规菜在当时平均每斤四至六元!在农墟!本地有机菜则售每斤$G至"&元$後来!菜联

社成
(

该农墟唯一的组织者$不过!在"##I年後比较大型的超级市场可见
$

地入境的有

机蔬菜!售价约
(

每斤"&元$自"##(年起!本地生
-

的有机蔬菜约
(

每天三至四公吨!

$

地入境的有机蔬菜则
(

每天二公吨$在超级市场可见出售外国%

$

地及本地经菜统处

的有机蔬菜$一些有机食品店渐改进
$

地有机蔬菜!以求相对稳定的货源$本地有机蔬

菜的供应及卖相则被认
(

受
-

量及雨季影响$

有农耕经验的消费者曾向笔者解释两根玉米的不同甜道!?指出哪两个农夫是生
-

这两

支玉米棒的共同购买小组成员$这种知识多是从农耕中获得!再在小组中口头传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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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应该种植(良心菜)!不能欺骗顾客!销售假的有机菜$这正构成有机

业界对(从田野到餐桌)整个过程的重视!也把生
-

者和消费者连结成
(

一

个有机农业社群$

自香港出现本地的有机认证後!有机农业业界出现制度化的现象$"##&

年!农业发展基金资助一所大学成立有机资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0!举办

有关有机耕作和消费的教育活动#该大学也以公司/下称认证公司0名义!

展开对香港农场的有机认证工作!

*:.

!由受训的全职及兼职调查员到访申请认

证的农场!抽取泥土%水源和蔬菜样板/普遍称
(

泥板%水板和菜板0!撰

写农场环境报告!交回公司!由公司职员%科学家%学者%环境保育人士及

农夫代表/协会代表0组成的认证委员会进行认证审核$参与农业部门有机

支援计划的农夫可以
(

农场申请或延续其有机认证!一般个人经营的农场须

付的认证费用
(

$d###元!有机支援计划则资助%d###元#如果农夫经营的农

场是在荒废的田地上!经审核後农场可获得有机认证#但从常规耕作转作有

机耕作%曾作养
I

场及
)

有完整文本耕作纪
5

的农场!则要经过一至两年的

转营期!才能经审核成
(

认证有机农场$菜统署自"##O年起!要求有机农场

先获得有机认证!方可把作物以有机菜的名义出售到该署!经由优质蔬菜部

向超级市场%酒店%政府部门销售$这些蔬菜的平均收购价
(

每斤二至八

元$农夫们表示!他们在农墟
(

同类蔬菜标价每斤$G至"#元!生
-

成本则约

(

$"元!因此!参与农墟的有机农夫只在
-

量过剩%销售无门的情癋下!才

会利用菜统处的销售渠道$

对认证机构和农夫而言!认证过程是对有机耕作的重新定义$有机认证

的出现帮助市民认出在超级市场%有机农墟及食店售卖的本地有机食物!市

民不用亲身到农场或细读其他科学报告!就能以有机认证及标作
(

货品是

否有机蔬菜的标$对中心而言!这是市民识
*

(真正)有机蔬菜的最佳方

法$不少农夫对认证的标准
,

一直抱有怀疑!觉得认证人员虽有标准可跟

从!但他们对农夫面对的实际耕作环境不了解!加上不是务农或读农业学科

出身!在耕作知识上不能与有经验的农夫相比$部份农夫认
(

认证标准和认

证人员对耕作的理解有时很荒谬$例如!公司要求一位农夫设立一个宽度两

米的缓区!?用铁丝网包围农场!贴出告示!写上 (有机农场!请勿污

染)!以阻止邻近的居民的化学排放及垃圾滋扰$他认
(

在香港农场与农场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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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间在香港盰
B

的有机认证公司!

($

地的农场%高尔夫球场及少数香港有机农场进

行认证!因资料所限!本文不另作描述$

)

*

+

,



距离很近!这种措施的确显示了有机农夫的
@

心和意识#但缓区
$

的作物

不能以认证有机菜的名义出售!大大
f

少了农夫的种植面积!虽然获得认

证!但收入也随之
f

少$另一位农夫则留意到一些认证人员常常单以肉眼了

解农场操作!对他而言这是不科学的#有一次!一位认证人员告诉他!农田

旁边的铁皮屋在雨天渗漏出来的水!可能对泥土造成化学污染#他认
(

对比

他以更科学的方法理解耕作环境!如种植花生等固氮植物提升泥土的微生物活

动及养份!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生
-

力!认证人员提出的问题实在微不足道$

有机认证标准对这些农夫而言!是理论上的守则多於有助农夫耕作的知识$

虽然协会有份参与建立有机认证公司的过程!但对新农夫而言!他们?

不想因被认证限制他们的农业环境$一些新农夫在中心成立前已经营农场!

但他们被公司要求证明他们在进行有机耕作!?提供详尽记
5

!农场才可跳

过转营期!直接成
(

有机农场$对香港的农夫来
&

!填写农场纪
5

及整理购

买种子%有机农药等单据是费时间%耗精神的工作!他们情愿把精力及时间

留在田间!但认证过程
,

滋扰到他们$有些农夫只好接受公司要求!成
(

(转营)农夫!一年/或透过仅有的纪
5

获得缩
f

转营期0转营期结束後!

其农场才能获得有机认证$

一些农夫希望市民不要只信任认证!他们认
(

拒
+

申请有机认证是有机

农夫对新制度的抵抗!也有助建立有机菜作
(

良心菜的形象$从"##(年起!

菜联社要求有机农夫需拥有有机认证!方可继续在大埔农墟卖菜!有个
*

新

农夫选择离开大埔农墟!到其他农墟卖菜!例如每逢星期三及星期日举办的

天星农墟!主办单位包括协会及嘉道理农场!就不需要有机认证!它们依靠

职员亲身了解农场情癋!以及农夫进行(自行认证)!凭良心及行动来实践

他们的有机理念#这些单位在其他地方办的短期农墟!亦
()

有申请有机认

证的农夫及其
-

品!提供面向消费者的平台$

有机认证对转营到有机耕作的农夫而言!

,

是一个改善生计的资源$自

"###年起!农业部门正式把有机农业列
(

其工作项目之一!公?了相关的操

作守则!推行支援计划!协助使用化学农药及肥料的常规农夫转营成
(

有机

农夫$菜统处
(

配合有机菜作
(

(新)商品!

*:/

!亦利用其优质蔬菜部的资源!

`Ø$õ

$HO

*:/

"###年以前!菜统处把有机菜和常规菜当作同类货品#有机支援计划开始後!农业部门

以八乡的
!

家村%大江埔%十八乡的逢吉乡及打鼓岭坪襱
(

计划的示范区!参与计划的

农夫获发橙色胶菜箩!菜统处的运输车也会设定有机菜场的收集路瞃!每天前往各地点

收集有机菜$部份农场不位於示范区的有机菜农表示!如果他们想 (出菜 )予批发市

场!须先致电预约!往往由於交通问题!不获协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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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冷藏库%蔬菜包装中心!协助参加支援计划农夫的有机菜卖到超级市场%

酒店等被农夫视
(

(高档)的地方$菜联社於"##&年成
(

负责有机农业的办

公室!在农务方面协助参加支援计划的有机农夫!包括培苗%订购有机农

药%肥料及借出小型机器等$"##O年!有"HI个有机农场已经登记成
(

有机耕

作计划成员!至"##(年中!IH个农场获得认证及一个刻有农场名称和认证号

码的铁牌!部份农夫会在农场接近大路处
<

立该铁牌!供?人认识$

*:0

!"#$(

年!获有机认证的农场总数
(

$HH个$

*:1

!

转营有机农夫会灵活运用有机认证制度!从而增加收入$阿梅是一位转

营农夫!她在东莞经历过(大镬饭)的岁月!

*:2

!$%O#年代偷渡来到香港!投

靠元朗的亲人後於工厂工作!透过亲友介绍与其丈夫相识!婚後定居於八乡

!

家村一间寮屋!盻时在屋旁的农地上种少许瓜菜$可是!由於
$

地改革开

放!工厂北移到珠三角地区!阿梅被迫离职!当上农夫!但(当时已经过了

农夫也可以赚钱的时候)$$%%#年末期!阿梅跟随其他
!

家村的农友!成
(

农业部门试验有机耕作成效的第一批农夫$他们参观超级市场!眼见(外国

人不用考虑价钱就把一包包比本地菜昂贵很多倍的外国有机菜)放到手提篮

眧!就
@

定试种有机菜!以
(

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生计$她记得进行转营时!

她要遵从很多规矩"不能下化肥农药!首三批农
-

品不能当成有机菜出售!

每天也要请识字的丈夫
(

她填写田野日?!记
5

下种%肥料和有机农药的种

类和份量$农业部门的职员会来农场作定期巡查!一年多後!阿梅才获得菜

统处分派代表眧面装的是有机菜的橙色塑胶菜篮!可以向菜统处供应有机

菜$可是!由於愈来愈多转营有机农夫出现!有机菜供应量逐年上升!菜统

处和传统菜的收购价距离愈来愈小!阿梅发现有机农业的现实?不如想像$

阿梅把每盷两天的时间投放在有机农墟上!坐在农墟学习从前不需要的销售

技巧!向顾客解释种植环境%

-

品的不同营养和药效!甚至学习用磅 (称

菜)!才可在农墟获得比菜统处的收购价高三至四倍的菜价$她认
(

现在的

有机耕作相对从前(出菜)!算是在(经营生意)$虽然工作时间多了!但

她认识了一些有机农夫!可以交
L

种子%农场情癋及知识等$其後!她加入

协会!是首批成
(

协会委员的转营有机农夫之一$

$H(

CB5

*:0

*:1

*:2

部份不满有机认证制度的新农夫在获得有机认证後!?
)

有把铁牌展示出来$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认证有限公司! (获认证单位名单 )!"#$(年$#月$(日!B;;SCkk

XXX3B5>8?[?78;3>8<k;?kJ78R.?7l/.J;3SBSo?.= u$%$

(大镬饭)是指"#世纪中期实行的人民公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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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制度出现後才加入业界的有机农夫又如何在市场活跃呢'笔者尝试

从住在粉岭新市镇的新农夫阿芳的例子中一探究竟$阿芳的父亲是一个中医

师!她也有?购中草药的经验#她育有两个孩子!在"##H年非典型肺炎肆虐

香港期间!她经常带着孩子远离较易受病毒感染的市区环境!往粉岭的小山

坡走走!享受大自然$她看到农夫的务农生活!觉得他们(在享受生活)!

就慢慢向当地的原居民打探!租用田地栽种较高经济价值的沙律生菜$透过

朋友介绍!她开始向在邻近医院工作的职员供应有机菜!也逐渐找出自己的

市场定位!就是利用其中医药知识!种植药用作物!同时向客人推介食材的

烹调方法$阿芳参与有机支援计划!亦会订购菜联社的菜苗及种子#由於她

常常参与农业部门的讲座活动及市场推广学习计划!和农业部门的职员关

不错!有时会从部门获得一些在市场上较少见的有机作物种子!进行试种及

试卖$由於她的客人以和她直接交易
(

主!她
)

有申请有机认证!她也认
(

)

有必要付钱(买太和农墟的入场
r

!因
(

客人信的是人不是认证)$她在

"##%年才首次出席协会举办的短期农墟!吸纳一些新客人$不过!在一次圣

诞节前!来自医院的客人订了沙津生菜!但最後因故放?购买#由於共"#斤

的生菜快变得过老!必须收割#阿芳请求菜统处的协助!由於
)

有有机认

证!她不能把菜作
(

有机菜出售!

(

了能以每斤十多元以上的价钱卖出
-

品!她只好致电其他客人!逐一?
&

後!才把菜卖出$

农夫的个人操守影响了他们能否持续地运用(认证有机菜)的名义进行

蔬菜卖买$大埔有机农墟规定!农夫不能出售非其农场出
-

的农
-

品!有农

夫曾因在农墟摊位
$

摆放当天因故缺席的农夫朋友的蔬菜!而被逐出农墟#

农夫之间更厉害的
p

言是部份农夫操守不佳!把来自
$

地的常规菜当作本地

有机
-

品出售$例如!在夏天时!因受华南炎热的天气影响!农夫一般难以

种出较受顾客欢迎的叶菜%番茄类作物!但有少数农夫
,

把上述
-

品(一箩

一箩)带进农墟!除受顾客欢迎外!更引起其他农夫怀疑(他们怎
6

懂得变

魔术)$农墟的组织单位很难处理这种
p

言!笔者也在一个农墟眧看到有农

夫能在夏天出
-

卖相甚佳的白菜!其他在场的农夫解释!该农夫经营的农场

位置十分通风!

f

少了虫害!该农夫(有经验%有技术!每天也在田眧工作

到晚上)!能在雨棚下种出白菜!是他值得的收$由此看来!农夫平日的

形象!和其他农夫是否相信其耕作技术有关$

在香港法例上!认证有机菜受到监管$中心自"##(年起!在其每年举办

`Ø$õ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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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消费推广活动中!公?湿街市菜档售卖有机菜的调查统计!

*:3

!该报告

把有机菜分
(

两种"$ 0(声称有机菜 )!即一些未经认证的有机菜场和商

贩!在香港
)

有有机法的情癋下!仍可称其
-

品
(

有机而不触犯法例#" 0

(认证有机菜)!如商贩盰明了出售的
-

品经过有机认证!就算是认证有机

菜!如出现任何商贩或农场造假的情癋!经市民投诉後!香港政府的海关单

位可以商品
&

明条例对其作出检控$

除非有人目击?投诉於农墟
p

传的鱼目混珠事件!否则农墟组织者及认

证公司难以跟进和处理
p

言$有一次!传媒揭发一个大型有机农场的农场经

理到批发市场收购蔬菜!当作认证有机菜出售!由於有相片
(

证!该农场被

?夺有机认证$

下述的一场认证
$

地入境有机菜的风波!反映香港有机农夫对食物安

全%身份认同及市场的危机感$作
(

消费者!支持本地农业的人很快看出其

实际问题!就是有机
-

品种类单一及其供应量不稳定!因此在超级市场可购

买进口有机食品!以弥补他们生活上的需要$相比价钱高昂的外国有机
-

品!

$

地的有机
-

品价钱较大
7

化!但由於
$

地食品形象不佳!香港农夫及

消费者都对其有机成份有所怀疑$在
$

地!农
-

品安全受政府的法例及规定

监管#自$%(O年出现有毒蔬菜的问题後!政府率先推动有机生
-

!环境保护

部门发展有机农业!农业部门则以
s

色食品
(

其发展方针!限制生
-

者投放

的化学肥料%农药%添加剂及其他有害人体及生态的物质!

*:4

!在分类及标

上最高等级
(

PP级!即和有机生
-

提倡的无化肥农药的标准无?$在中国

有机法例下!所有在包装上标
(

有机的
-

品都先要获得有机认证!使全球

的消费者透过认证标购买安全的中国食品$

*:5

!不过!在现於
$

地推动有机

农业的前协会会长眼中!有机和
s

色食品的认证制度是
(

了配合大
7

消费及

$&#

CB5

*:3

*:4

*:5

笔者曾参与中心举办的一次湿街市调查!以顾客身份到一些菜档了解有机菜的售卖情

癋!大致上!菜贩会以三种形式出售
-

品"$ 0在发泡胶板上标明 (有机 )及售价!放

在
-

品上#" 0把合作的有机农夫的认证副本贴在当眼位置!声明该菜档出售认证有机

菜#H 0发售贴有其他认证标%经包装的有机
-

品$从中心角度看!只有後两种才算

是认证有机
-

品#菜贩应该把常规菜%声称有机菜和认证有机
-

品分开摆放!以免出现

污染情癋$

)B.6028776 Z>>= j7R7/>S176;)76;789:TB7)>6?7S;>M28776 Z>>=9F"# Y@679"##(9

B;;SCkkXXX3<8776M>>=3>8<3?6kJ.;7Jk2AQQgZPPjkN.J;lHGOIlH($"3B;1/3

中国有机食品市场交易额在"##H至"##(年上升$#e%m!达到G&亿美金$中国?有亚太地

区G"eIm的交易量$]1>69P'H)(.:;%%1 .( 2".() 5(1&-0'39'%+.*#4O&3?&3;J,%,.&3#%&'

B/$D"##(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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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模式而存在!中国的有机农民
,

要自行
@

定是否接受认证或是以不同於

有机的名义出售货物!以适应自上而下%成本高昂的出口及认证系统$

*;,

!

"##(年前!在香港可见的中国有机食品多以乾货%加工品出现!包装上

都印有中国%美国及日本等地的认证标!即认证公司到生
-

或加工者进行

认证後!

A

许在包装上印上其认证标$在大埔有机农墟!商贩不能出售外

地或
$

地入境的新鲜蔬菜!一位商贩就售卖本地
)

有出
-

的
$

地有机加工

品!如乾菇%豆类和米类$该商贩认
(

!虽然
$

地食品安全问题令人忧

虑!

*;-

!其实也有具有道德%良心及注重食物安全的农夫和食品加工者$当该

商贩亲身到访合作的农场及加工场後!更觉得有品质堪比
-

自台湾%日本等

地的同类货品#

$

地的货品售价也较
(

便宜!可和本地有机农业相辅相

承!因此
@

定专门从事这个引进生意$在农墟
$

!该商贩就整天向顾客费

尽唇舌解释
-

品的来源和作过程!消除顾客因
$

地食物安全问题引发的

疑虑$

*;.

!

$

地的新鲜有机菜则是通过超级市场及近年出现的有机专门零售店等渠

道进军香港$"#$$年前!香港可购得的中国认证有机菜!都是由香港农夫在

广东开设的两个前信誉菜场在转营
(

有机菜场後生
-

的!两个农场都获得中

国及国际有机认证$

*;/

!这种菜场在本地有机农夫眼中是可疑的!他们曾跟随

菜联社到访这些农场!看到有些菜苗被(刻意)种在花盆上!他们认
(

这样

可能会有农场工人在花盆眧的泥土(动手
G

)#也有农夫
&

到访当天
)

有见

到任何菜虫!这在有机耕作的理论上?不合理#他们还留意到!在香港超级

市场销售的中国认证有机菜!部份?不是时令蔬菜!如夏天出售的番茄!使

`Ø$õ

$&$

*;,

*;-

*;.

*;/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友日的一个公平贸易嘉年华
$

!一个摊位出售一种来自
$

地

的
-

品!名
(

(良心米)$负责人介绍!生
-

者虽以有机方法种植稻米!但因不能负担

有机认证的费用!未进行有机认证!於是用(良心米)作
(-

品名称$摊位负责人引入

该
-

品!就在嘉年华
$

以展板形式向在场的顾客讲解生
-

者的耕作方法$

前述从事(良心米)销售的公司负责人!甚至安排前往
$

地的探访团!让顾客了解
$

地

的食品生
-

情癋#她认
(

这是一种跨
$

地与香港的共同购买及
(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藉

此支持
$

地具有良心的生
-

者$

一个共同购买小组曾引进来自台湾一个佛教团体兼营的有机加工
-

品!因小组组长及几

位组员也是该团体的信徒!认
(

团体理念和行
(

都使
-

品值得小组成员信赖$"##O年!

因加工食品的生
-

瞃被搬到
$

地!小组
@

定取消订购活动!组长解释!因他们不能监察

$

地的生
-

情癋!无法
(

组员把关!

(f

轻风险及责任!故作此
@

定$

一位在菜统处工作的职员告诉笔者!"##&年以前的香港几乎不存在有机中国菜
-

品!之

後!该种
-

品在超级市场陆续出现$"##(年!一款在超级市场出售的有机菜心售价
(

每

斤HG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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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质疑同属华南气候的广东和香港怎能生
-

出不同的新鲜农
-

品$中心主

任认
(

!这些菜场获得国际级的认证!在严密监管下!农场记
5

难以被动手

G

!因此作
(

认证有机菜!香港的农夫应该同意
$

地入境有机菜能扩大市场

需求!有助本地有机农业的发展$

认证公司在"##(年打算到
$

地进行认证工作引发的农夫反抗事件!突显

香港有机农夫对
$

地入境有机菜的疑虑$在G月举行的一个健康食品展览会

後!到场担任讲座嘉宾的中心主任告诉笔者!农业发展基金只能当作公司的

短期财政资源!加上香港有机农场数目增长放缓!

*;0

!公司和中心要长期运

作!需要建立更多认证模式!如有机鱼场的认证!及到
$

地进行菜场的认

证#香港农夫在
$

地运作的有机菜场面积相对较大!因此公司可以从认证工

作中!获得更大利润来支援中心的教育%推广计划$他的建议是!只容许
$

地的菜场认证一些香港农夫
)

有种植?作销售的种类!如米和橙等$

这计划在该年%月遭到香港有机农夫的群起反抗$中心主任和有机农夫

们在锦田的一间茶楼进行一次有关公司应否到
$

地进行认证的会议!约有H#

名主要在八乡及锦田耕作的有机农夫参与$一位名叫阿同的农夫在这该会议

前主动担任组织者!在大埔有机农墟眧收集农夫签名!联署反对中心的建

议!该联署的
$

容提出香港农夫对
$

地有机菜场的不信任!以及对
$

地引进

有机菜对本地农业造成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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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农夫在会上道!当年农业部门鼓励他们转营信誉农场!以
f

低化

肥农药及增加
-

品品种的策略与
$

地入境菜竞
>

!但几年後!农业部门
,

和

$&"

CB5

*;0

"##(年登记有机支援计划的转营农场共$$&个!正在申请及已获得认证的 /包括新农夫

的农场0

(

(#个$每个认证
(

公司仅带来每年数千元的收入!而且主任预计未来数年只

有每年不多於$#个受政府鼓励%退回牌照的养矱及养
I

场会转营
(

有机菜场!因此申请

认证的农场数目增长势必缓
f

$

)

*

+

,



有资本到
$

地经营农场的香港农夫合作!扩展信誉农场系统到
$

地!以增加

供港蔬菜的数量!结果本地菜价不升反跌#当新品种超甜玉米引入香港!香

港农夫在收入稍有提升後!

$

地的信誉菜场立即把此品种进行量
-

!?引进

香港!打挎香港农业#他认
(

香港的农夫们不想刚刚藉着有机耕作而渐入佳

境的香港农业!被
$

地入境有机菜赶尽杀
+

$新农夫阿生则
&

!香港的农场

在人力和土地供应上不能和
$

地有机菜场竞
>

!如果
$

地菜场身在远方而不

利於公司常常进行监察!

,

又拥有和本地菜场一样的有机认证标!这种做

法对本地农夫?不公平#出现和
$

地入境有机菜相关的食品安全事故时!会

严重伤害本地有机菜在市场的声誉和有机农夫的生计$

*;1

!由於有机农夫们对

中心主任的建议反应过於
%

烈!公司
@

定放?到
$

地菜场进行认证工作$

另一个例子更能显示本地有机农夫对
$

地出
-

的有机菜有所抗拒$笔者

在香港的有机农墟及共同购买小组曾遇过
$

地空运到港的有机菜!这些
-

品

由一位在香港进行有机种植多年的农夫到
$

地开设有机菜场!再把农
-

品空

运回香港!主要供应酒店和餐厅等$笔者除经常到该农夫设在八乡的农场进

行田野调查外!也曾於"#$$年跟随该农夫到访其位於云南的农场$在十多年

的农场经营生涯中!这位农夫先在八乡以农场经理的身份管理工人!在香港

供应有机菜予其他农夫口中的(高档客)!包括私家医院%酒店和连锁餐厅

等!使该农场成
(

全港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有机农场$在"##(年一次访谈中!

他评价
$

地是一个容许农夫唯利是图的地方!很多人
(

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

例如一些农场把排污渠眧的水作
(

灌溉用水!方便农场运作$所以!当他开

始在
$

地投资开设农场时!会找一些位置较偏远%农场不会受到河流上?污

染的地方$最後!他在云南的郊区开设一个农场!由於该地区四季如春!对

各种瓜菜的生长十分有利!他得以持续种植受香港顾客欢迎的有机蔬菜!以

空运方式输入香港$有一段时间!他在香港经营的农场会在一个有机农墟摆

摊卖菜$但是!该农夫的行径受其他农夫质疑!包括他的农场已经是跨
$

地

与香港的规模!是否还属於本地菜场#而且他受惠於云南和香港的天气反差!

`Ø$õ

$&H

*;1

在另一个由公司举办的会议上!香港有机农夫以本地农夫和
$

地农夫在种植文化有所不

同
(

由!再次拒
+

中心主任的建议$他们认
(

香港农夫是
(

环境保护%自然及人类健康

而生
-

有机菜!

$

地有机菜场则旨在造多一个商品种类!提升利润$在这种文化差?

下!

$

地有机菜造假的情癋更容易发生$中心主任以
$

地有有机法和合乎国际认可的认

证标
(

由反驳!但他不能回答那些菜场在运输有机和常规菜时会否把两者混在一起!

及会否造成污染等问题$在该次会议後!中心主任
@

定放?公司到
$

地进行有机菜场认

证的建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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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墟的竞
>

中以多种不合时令的
-

品!压过其他位於香港的小型农场$由

於受到批评!该农场之後再
)

在农墟出现$

从上述事件看出!对香港有机农夫而言!在
$

地出
-

的有机菜!?不属

於本地农
-

品$在共同购买小组中!笔者也听到
p

言!指合作农场?用的
$

地工人向他们分享!从前在
$

地
(

规模庞大的农场工作时!工人需要把刚收

割的蔬菜放进去一个泡满化学剂的水池进行(保鲜程序)!而这位工人
(

了

家人的健康着想!会在农场旁的一小块田地上种菜自用$这种
p

言往往在消

费者间互相传播!加固他们相信本地和
$

地蔬菜生
-

者的操守有差
*

的理

解!甚至怀疑当香港农夫到
$

地从事农务後!其良心和操守会否受到动

b

$

*;2

!就如U,8&1 [/+#3研究中国的有机农业时发现!

*;3

!都市与乡村的地理距

离!影响消费者对农夫的信任程度$在
$

地与香港有机认证及农墟的风波

中![/+#3指出的距离感!在生
-

者与生
-

者之间
-

生#而且!中国
$

地与香

港政治边界对本地有机农夫而言!是一条明确有关个人操守%个人身份和市

场形象的分界瞃$

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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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物的出现及流动!使食物生
-

%分配和消费联起来!

(

香港带

来一场实践有机生活态度的运动$这种生活运动原意是把由资本主义带动的

生活方式!转变
(

顾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公平贸易%动物福利的发展方

式!在香港是由新农夫所带动$自$%%#年代起!新农夫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经

济着重个人利益的模式!是否造成对自然%传统文化及人与人之间关的疏

离!他们的有机农场在运作初期!会开放给外人作教育用途!有新农夫也试

行消费合作社!要求顾客在购买货品的同时!了解生
-

者的经营状癋$支

持的消费者视选用有机
-

品
(

与资本主义抗衡的方法!从而表达一种关顾

自然及健康的生活态度$香港的市场%都市%乡郊及自然环境
(

他们发挥

个人魅力及策略提供了一个空间!从环境及食物议题上逐渐发挥影响力$

$&&

CB5

*;2

*;3

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比较有经验且在消费者中具有声望的两个农夫曾尝试以合作或

受聘方式到广东进行有机耕作!但都在数个月後回港$他们认
(

难以了解
$

地的农业运

作模式!因此继续回到香港当有机农夫$对於农夫在
$

地工作的期望!共同购买小组组

长多次向笔者表达她对农夫的道德操守会否转变有所忧虑$

Y05>W ,/7.69:)870;.6<Q;B.?0/Z>>= )>6J@178JoD8>1>;.6<P8<06.?Z>>= .6 q8W06 4>@;BX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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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O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及"##H年-

$

地与香港关於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的安排 .和 -港澳自由行 .等有利
$

地与香港民间往来的措施实行

後!在更紧密的
$

地与香港的互动下!香港社会运动的政治身份认同讨论!

集中在香港人身份建构的问题$自"##(年起!在身份认同的议题上!本地有

机农夫通过反对政府兴建高铁和(乡郊土地正义运动)!得到社会运动参与

者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4

!"##(年!政府计划在八乡进行部份连接广东和香港

的高铁工程计划!其中包括把本文前部份描述的农业聚落移除!以兴建地底

隧道的通风口$一些非原居民!包括移居该地多年的佃农和其家人!和几位

在市区从事有关保育工作的社会运动者联合起来!以保卫家园
(

由!反对政

府选择性收地!

*;5

!以及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顾本地农业的死活$笔者的田野

资料显示!这些社会运动人士是首次到新界乡郊进行相关保育活动!他们在

长达三年的抗
>

活动中!一直通过和以宗族
(

主的地方精英%新市镇的行政

单位和谘询单位/如区议会0%甚至其他农夫打交道的方式!了解新界的

杂性!?摸索协助受影响的农夫的方法!例如在报纸%独立传媒的网站撰文

探讨农业及八乡的农业社群对香港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及经济多元化的重要

性!也协助一个受影响的有机农场作出抗议!替居民以农
1

身份索取农业部

门负责的青苗赔偿$当中!他们询问了一些新农夫对於八乡农业的意见!如

阿生及一位曾是大学导师的新农夫就利用信件及网?向外界反映!他们对

新界土地发展所造成的土地污染及地下水文系统的破坏十分关注$这些意

见成
(

社会运动人士及受影响居民进行上街?行%

+

食抗议及包围议会的

理据$

*<,

!

在
(

期三年的抗
>

过程中!这些移民家庭在$%I#年代起的务农和生活历

史被记
5

成
(

口述历史!在纪
5

片%电影%电台节目和书本中出现!由社会

运动人士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夫第二代!在主流及独立传媒网络发?一个主

要讯息"这些本地农夫!不管是否从事有机耕作!都对香港社会作出十分重

`Ø$õ

$&I

*;4

*;5

*<,

Q8.?4.@[57.)B76<9:_@./=.6<06 ]<8.?@/;@80/D085 ;>*085 ;B7Q6= >M]<8.?@/;@87CD>/.;.?J>M

r7<7;0W/7Z081.6<2>R78606?7.6 K>6<,>6<U$%&G["#$(V9F中山大学第二
#

饮食与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广州"中山大学!"#$G年$#月$

该计划
(

地下隧道及通风口的建设!受地下隧道影响的原居民村落?
)

有被徵收!但他

们地下UJ@W[J>./V拥有权则被徵收#非原居民的聚落位置会建设隧道通风口!因此地上

的建筑物都要被拆除!使工程得以进行$"##%年!社会运动人士联同一位地理学者提出

多个更改路瞃方案!皆未被政府接纳$

在笔者的田野纪
5

中!相关的有机农业组织
)

有透过反高铁的活动参与上街抗
>

的活

动!如参与?行及击政府机关等被支持政府人士及传媒定义
(

(激烈)的行
(

$

)

*

+

,



大%但一直被忽略的贡献!包括提供充足%新鲜的食物及维持新界乡郊的自

然环境$在政府的收地过程中!从都市来的支持者充当聚落的守卫!?在社

交网络纷纷把农夫描述
(

土地的守卫者及本地粮食生
-

的参与者!认
(

这些

农夫相对过去三十多年以变卖祖先土地致富的原居民%地
-

发展商及香港政

府!更了解及愿意保育香港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

*<-

!

在$%%#年代成
(

有机农夫的新农夫!慢慢成
(

对新界耕种有兴趣的人的

导师#其中两位在业界比较著名的导师!在农村家庭长大!拥有大学学位!

以有机农业或其他非惯行农业的理论及实践去尝试解
@

香港的都市化问题!

其中包括阿田$阿田在一个农业聚落的农夫家庭长大!在大学修读比较文学

系!毕业後曾於山明水秀田园任职!及在八乡经营有机农场!

(

协会的创会

成员之一#在"##%年举行的一个有关共同购买的研讨会中!阿田担任讲者!

讲解他对有机认证的看法!?花了一个小时向与会者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作
(

(民间认证)#由於他多次在报纸上撰文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分享个

人的农业经历!因此笔者的共同购买活动小组受访者认
(

他比较重视 (笔

耕)多於真正的农务$在反对高铁兴建的抗
>

中!阿田被社会运动人士邀请

进入受影响的聚落!担任推广有机耕作及永续农业理念/如以旱
w

及堆肥循

环再用排泄物的环保
w

所0!协助受影响的农夫转营
(

有机农夫!加
%

外界

对他们作
(

(本地有机食物)生
-

者的支持$他也到不同社区组织教授有机

及永续农业耕作概念和方法!培育新一批的本地农夫$这些农夫多以 (永

续)农业称呼他们的耕作模式!把重点放在农夫和自然生态的互动!及如何

利用社区的资源作
(

农场的投入$例如!他们会在农场附近的豆腐工场带回

常被视
(

垃圾的豆腐渣作
(

堆肥!拒
+

使用任何市面上可购买的外国有机肥

料及农药商品$

*<.

!阿田认
(

!这样本地农业的生
-

成本才可以降到最低!也

可以和社区
-

生互动!充份利用本地的资源
(

本地居民生
-

食物!使本地农

业成
(

香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件$这种以重视地方社区的形式所支持的

$&G

CB5

*<-

*<.

"#$$年!一群关注本地农业的人士和农夫!到农业部门举办的渔农嘉年华抗议!?派发

一份名
(

(

)

有本土农业!哪有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的特刊#香港理工大学艺术系的

学生进行农夫访问!作一份名
(

(青苗上河图 )的出版物!作
(

本地农业有机的纪

5

$参考理大OH#"(设计组! -青苗上河图./香港",@W8.?5!"#$$ 0$

参与有机支援计划及有机认证的农夫!可以经菜联社订购未受化学处理的种子%有机肥

料及农药!当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矱粪粒肥%

$

地的农药%台湾及美国的种子等$由此

可见有机农业的全球化和商品化$

)

*

+

,



农夫形象!使其他农夫能以本地菜生
-

者的形象吸纳新的顾客$

*</

!

究竟应该提倡有机%永续还是本地农业!在业界近年引起一些讨论和转

变$"##(至"#$$年!因资源问题!协会经历了一次改名的过程"

(

了扩展其

理念及社会影响力!协会接受律师的建议!改名
(

有机生活发展基金/以下

简称基金0!英文名称则包括了 )*)%,#3,1/+/可持续 0%+$&/&-#$,//生态 0

及+%(#$,/?+"+/&:.+3%/道德的发展0等词!其关注范围扩大到三者兼备!而

不再单单作
(

有机农夫的组织!有利将来盰
B

成慈善团体申请题目相关的活

动资助$

*<0

!可是!在谘询过程中!部份新农夫认
(

!由於基金不再是一个只

关注有机农夫福利的组织!他们选择不再续会!退出组织$几位转营农夫

/如阿梅0

,

选择继续参与其农墟!更成
(

委员之一#新农夫阿芳则受惠於

基金和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合作!成功申请受政府鼓励社会企业而资助的速递

有机菜计划!向订
1

供应蔬菜$

部份反抗中心认证
$

地有机菜的农夫!在基金出现後!也组织起来!?

於"#$$年成立另一个有机农夫组织$组织者阿同告诉笔者!他想成立一个

(真正和农友实际情癋有关)的有机农夫团体!建立新的市场策略!以加大

他们的市场?有率$

*<1

!该组织
(

认证有机及自称有机的农夫组织集体购买有

`Ø$õ

$&O

*</

*<0

*<1

阿田曾经
(

一个以基层市民
(

成员的共同购买小组联络几位农夫供菜!利用社会福利组织
(

期数年的社区经济项目!让基层负担不起的有机菜进入其社区!?让组员以劳动力/以劳动

时间
(

单位作
(

社区货币0加上少量现金
L

取有机菜#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听
&

!有组员

进入阿田的农场!在他的莲塘?集莲子!再加工成月饼!阿田则以透过卖菜得到的社区货

币作
(

组员的报酬!让他们能在社区
$

享用其他服务$在"#$#年反对政府兴建连接
$

地与香

港的高速铁路的运动中!阿田在立法会门外的抗
>

中亦有到场!他一直在观看立法会
$

会议

的直播!社工则忙於安排不同的基层团体!包括其管理的社区经济项目!於皇后像广场出售

手工品%小食及环保清洁用品!包括八乡聚落的农夫出售的本地小食!如茶諽$

"##O年以後!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纷纷将有机耕作及相关工作加入其发展项目!?利用有

机农墟作
(

平台!向市民推广他们的服务$有机农民可透过参与有机运动!获得消费者

支持及购买其
-

品$不少例子更是农民透过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以有机耕作对环境保

护及弱势社群造工作机会等所
-

生的影响从而获得社会企业%环境保护基金等资助#

社会服务组织亦自行开展有机生
-

及加工服务!以获得政府及商家赞助!这些都可被视

(

有机农民
>

取社会环境改变带来的公共资源的过程!但是!由於农夫数目过少!作
(

计划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利於获得资助的机会!机构职员在填写计划书时要以环境保育%

被边缘化的社群
(

服务重点及对象#协会改名的主要原因!也和这种资源竞
>

有关$

阿同在"##%年冬天萝当造时!在大埔农墟要求农夫们统一以每斤$#元的价钱卖出!当

作市场推销!但遭到部份农夫以不想降价
(

由拒
+

$作
(

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在反高铁

事件中成功以协助有机农夫在赔偿和搬迁问题中与渔农处讨价还价
(

由!和一些有机农

夫成立有机农友会!作
(

(和处方协商的有机农夫代表)$

)

*

+

,



机肥料%种苗!又从广州运送搭建雨棚%

9

室的材料#他们也举办有机粟米

节!在"#$$年O月$日的?行中组织农夫上街示威!反对政府
(

-基因改造生

物/管制释出0/豁免0公告.立法豁免基因改造木瓜在香港种植$其中!

两位经营有机农场的农夫!藉此在数日後由菜联社举办的有机西瓜节销售本

地有机及无基因改造的木瓜!建立新的顾客群!?在其农场开工作坊向公
7

介绍栽培有机木瓜#另一位年青的农夫第二代则以回归田园%种植本地有机

菜的农夫形象出现在报纸%新闻的报导上$

*<2

!香港农业议题的讨论使有机农

夫及其组织出现了社会分工$

"#$#年的一天!笔者和一位山明水秀田园的职员一起走过山眧乡村的小

径!避开一群到农场参观及当假日农夫的人潮!到山另一边的公共小巴站乘

车回市区$面对沿路尽收眼帘的小田地!职员
&

土地已成
(

香港农业最关键

的议题!因
(

大部份有机农夫都发现!他们很难在受
$

地与香港资金%政策

互动而影响的新界土地眧!租到适合有机耕作的田地$他们很想选择远离污

染的土地!及以合理价钱获得长期租约/约
(

每年每斗"d###元及租用至少五

年0$各环境保护组织及有机农业业界也明白!由於土地是由地主及政府机构

中其他部门控制!农业部门对农业的支援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其农地复耕计划

对他们而言无甚帮助$对从都市来%

)

有乡村人际网络的新农夫而言!很难租

到接近被政府计划发展的地区眧的田地进行耕作$"#$"年夏天!一些环境保护

团体%有机农夫组织和山明水秀田园在一个非原居民聚落联合举行记者会!反

对政府在该区进行土地发展!迁走居民及农
1

$他们对政府的规划建议是(农

地零损失)!要求一个关顾农夫%农地及农业的政策$香港的有机农业社群!

继续开枝散叶!?不断求变!适应及抵抗和中港关息息相关的土地政治$

本文重点放在有机农夫在香港农业中的角色!当中环境保护%食物安全

及政治身份认同等因素!

(

这个角色带来持续的改变#有机农夫在这些受香

港人关注的议题上!也很积极地参与其中$@#$(,'? B++%)和>#$(,+/5,%%)认

(

社会运动及对自然的理解变更了人际网络中不同的物质%话语!当中涉及

的权力和社会结构!需要和个人的主体性紧扣$

*<3

!农夫作
(

乡郊土地%环境

$&(

CB5

*<2

*<3

一位农夫在会後接受记者访问!分享他从市区工作回到八乡的家帮助母亲转营有机农场

的经历$其目的除看好有机农业的前景%工作时间比较有弹性外!也是抱有自小对自然

和在农田上的苦与甜生活的一种怀念$这种感情Uc#(c.(9在笔者看来!是重新认识自然

和对乡郊生活的反思$

A.?B08= D77;06= *.?B07/-0;;J97=J394.[#')0.%( I:%*%H.#-?I(J.'%(6#(0@L#J#*%76#(0@

/%:.)*8%J#6#(0-4O&3?&3 ZK+2W&';@&*%/+?-+D$%%G9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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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参与者!其行动力不单是法津的%正式的!也可以是由个人及非正式

社会经济关而
@

定的$

对香港的有机农业业界而言!应壮大有机市场还是重视本地农业是一个

两难的局面!困难在於两者在残缺的本港农业面积%人口和政策下!看来不

能相辅相成$对他们而言!这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不能单以对乡郊抱着怀

旧的心态去解
@

!而是要从生活态度上改变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重组

一套有利於香港本地农业的论述!再把建议带到环保及农业政策层面的讨论

上$在香港!本地有机食物作
(

一种商品!也是一个杂的食物种类!香港

人将其作
(

抵抗资本主义下自由市场对环境%道德经济%食物安全及个人健

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方式#回归前後!香港人不满依赖
$

地的香港政治经

济体系而形成的一种香港身份认同!於是透过全球化同时亦一直在地化的食

物生
-

及消费概念!把有机食物孕育成本地身份的一个象徵和文化资本$就

此而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形成!不只是个人对身体的关注!更是反映对现

在政治经济的不满$嘉道理农场在一次展览中!写了一条香港环境保护及有

机农业组织普遍认同的可持续食物生
-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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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有志於重新认识都市以外生活及环境的人士!如有机食物的消费者

及社会运动人士而言!农夫就是重新连结城乡的关键人物$农业及食物生
-

在香港政府及商界倾向於土地工业化及地
-

化的前提下!成
(

社会运动者眼

中较
(

可持续的一种活动$本地农夫透过有机耕作!洗
O

从前污染者的形象!

成
(

都市化人口眼中的一个自然%乡村及食物安全专家!以每天生
-

食物%

关注食物安全及保留对自然的传统知识!守护香港人的土地$不同农业组织

在社会议题上短暂合作!和农夫灵活运用香港人的身份!使有机农夫成
(

能

带动香港身份认同讨论4,$%#"#)%!/+? T&3- [&3- #?+3%#%H9的行动者$

*<4

!这现象

`Ø$õ

$&%

*<4

马瞸认
(

!自$%(#年代後!这种和生计有关的关注组成
(

以当地草根运动
(

主!在与地

区有关的议题上组成短暂的联合群体U)1 "%:$&,/#%#&3)9$>,K-&8D=A#"#/7&$#+%H #3

7+/F!J+F+3$+DE#3 9%*.0.:)*L#J#*%76#(0.( <%(H Q%(H?/0)0#@9%*.0.:)*/%:.#03@)(1 2.J.*

/%:.#03D+?0>,K-&8 4T&3- [&3-;T&3- [&3- G3#"+')#%H B'+))D"##O9D"#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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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人类学者所指出的殖民时代前後出现由食物建构的香港身份认同!

*<5

!

也印证了有机耕作作
(

一个概念!以本地自然及人文环境
(

前提!把不同背

景的人连起来$

*=,

!在笔者看来!有机食物得到这种独特的意义!经历了长

达二十多年的落
1

过程$笔者提出的论点是!透过以下两个过程!本地有机

农夫的定义和角色与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紧扣起来"

$#

ýQ-ÄÅîþ�ÿ!Þ$ï!

在"#世纪!香港逐渐发展成
(

一个举世知名的城市!但农业
,

渐渐萎

缩!都市化增加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压力!促使一些受教育的人在盷末到乡

外呼吸新鲜空气!有机耕作就成
(

他们反思香港社会的契机!学习有机生活

变成一种抵抗$对乡村的浪漫想像!使他们投身全职的有机耕作!

,

发现现

实是残酷的!需要组织起来找寻新的路向$从下而上发展出来的新市场!使

政府部门正视农业问题!以有机耕作作
(

一种解
@

方法$当消费者逐渐享受

自由市场系统带来购物的便利!重新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使他们理解

食物生
-(

何物!也意识到本地食物生
-

对他们区分
$

地和香港的重要性$

其中! (良心菜)% (良心农夫)这些概念出现!也是本地和有机成
(

社会

运动的两个重要元素$本地有机食物在这个历史
V

络下的出现!成
(

联不

同阶段%宗教%地缘背景的人的一种交易货品$它既满足了生计%物质的要

求及对自然环境的想像!也体现香港人作
(

全球化的一份子对另类新生活的

渴求!成
(

解
@

都市化%现代化及全球资本主义蔓延的一个反思$

"#

Ëîþ"#$ÜÐ%&7'(

认证有机食品使有机食品变得商品化!当商人加入!加工%运输与量化

有机食物变得比从前容易$香港的新有机农夫
,

仍以良心%平等和本地化
(

主要理念!在讨生活的同时!也以食物作
(

中介!显示他们对生活有一些反

$I#

CB5

*<5

*=,

陈?以盆菜
(

例!探讨香港人在回归後如何象徵性区
*

香港人和
$

地人的身份!她认
(

从宗族到香港人食用盆菜的变化!可见多元族群使香港身份认同呈现杂性$)B06

)B.6<47/.609:Z>>=9*71>8.7J906= E=76;.;.7J.6 K>6<,>6<9F51#(0.0.#-?T*%[)*/0&1.#-.(

2&*0&'#)(1 9%>#'$O;"!H4"#$#9;"#&!""O0

要注意的是!在香港!乡村的身份从不是固定及既定的$g.?>/7)>6J;0W/7描述了客家%

基督教徒及中国人的身份如何被建构!使客家人成
(

一个混合多个身份的族群$g.?>/7

)>6J;0W/792"'.-0.)( /%&*-)(1 2".(#-#/7.'.0-?,<)==) 2%66&(.03.( <%(H Q%(H 4N+'8+/+H;

G3#"+')#%H &FA,/#F&'3#,B'+))D$%%&9D$"%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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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新的实践$U,.+)7$&%%解释农民的道德经济是以自给自足
(

底瞃的!

*=-

!

只有在道德经济被破坏的时候!他们才会从互惠互利的社会关变成(明显

的道德转变)4,)(,:+.&',/?+:,'%*'+9$

*=.

!在可耕农地面积逐渐
f

少%农业

人口下降的香港!有机农夫再次定义农业!和不同背景的人%组织合作!有

机食物成
(

宝贵的资源!这种反抗是在生活上的!?非要推翻政权或是打倒

任何敌人$他们多是选择生活态度的改变!及对个人操守的反思!再在个
*

事件上和政府部门及认证机构周旋!以完成任何形式的转变$在农田上进行

实作!对环境进行保护!供应安全健康的蔬菜!使有机农业得到市场及社会

的认同!甚至使本地传统农夫也树立(比
$

地农夫有道德)的形象!此种论

述在农业及土地运动中往往大派用场$

*=/

!本地农业作
(

道德经济的论述及实

践!甚非香港政府介入市场时的出发点!

,

成
(

香港农业得以延续下去的正

能量$

)

#

*[

"

Ë+,-7ÇÈÃ%

"#$#年!一位专门报导本地农业的独立记者於一个农业地区的导赏团中!

曾反驳一位社会运动者认
(

本地农业对香港自然环境作出多年贡献的
&

法"

(你们不要以
(

本地农夫在瓜棚
$

种满了瓜藤就一定对有助保护环境!这种

方法一定要配合很多农药!不可能是有机耕作& )参与这一场本地有机农业

运动的各界人士!对香港需要有机%本地或是两者兼备的农业!各有论点$

本文?非要分清本地农夫还是有机农夫贡献较大!而聚焦於有机农夫如何看

待都市化及食物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及环境问题$由於他们认
(

农地

被过度开发%农
-

品市场制度不
8

公平%以及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发展政策
)

有取得平衡!他们选择尝试新的生活模式!包括从事有机耕作%进行透过人

与人关建立的食品交易%及利用乡郊土地作
(

自然保育的空间$这些和有

机农业相关的行
(

!围绕着本地概念而展现人前$本地有机农
-

品作
(

商品!

(

有机农夫诠释各自的理想和对主流社会的不满提供社会空间$本地有机农

`Ø$õ

$I$

*=-

*=.

*=/

Y017J4?>;;9!"#8%')*I:%(%63%+0"#9#)-)(0?X#[#**.%( )(1 /&[-.-0#(:#.( /%&0"#)-0,-.)

4K+2T,"+3;W,/+G3#"+')#%H B'+))D$%OG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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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全球对环境及食物安全的话语相连!农夫藉此增
%

其市场竞
>

力!也

使他们对有机食物定义的操控!成
(

新的社会政治角力点$

本文把人与自然的关放进地方社会的政治及历史
V

络!讨论有机农业

及有机生活态度的出现!可被理解
(

食物生
-

%加工%消费与环境生活运动

的关$在自由市场的理论眧!生
-

者与消费者作
(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

被金钱经济取代!但香港有机农业界出现时!新农夫鼓励消费者接触他们的

食物生
-

者及加工者!以了解食物的生
-

和加工过程!新农夫亦试行
)

有中

间人%单纯以金钱作
(

中介媒体的销售方式!以农墟和直接交易来建立另类

的有机消费市场$部份消费者在投入这个新市场後!更从事假日耕作活动及

投入农夫组织#他们加入这些行列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宗教信仰%对自然

的关注%对有机农夫的尊敬及对社会不平等情癋的宣泄$有些消费者%社会

运动者也利用这种新的生
-

者及消费者关!重新理解全球化%本地食物生

-

及作
(

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关$有机农业的出现!

(

从都市走到乡村的社

会运动带来新的元素#有机农夫以土地守护者的身份!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

-

生一个小型的生活运动!甚至把传统农夫的生活也改变了$一个充满合作

机会!

,

又时刻互相竞
>

的农业社群!

(

香港农业带来生气及持续改变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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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夫 传统农夫

居住地 都市 乡郊

教育程度 普遍懂得英语及专上程度 小学程度或不识字

泥土
要求

)

有农药%垃圾%重金属及化

学污染残留
以生

-

力
(

首要要求

水源 未经污染!上?
(

佳 最接近田处

种子 有机种子或未经化学处理 任何

工具 手握的工具 农药喷洒器

肥料 堆肥%花生麸及牛骨粉
堆肥/包含化肥0%花生麸%牛骨粉%

化肥如红丸及蓝丸

农药 天然元素 化学合成

设备 雨棚 以矱%

I

舍改成的棚%

9

室

农田租赁 两至三年续约一次
)

有期限的口头合约

资料来源"笔者"##(年的田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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