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觀點

蔡宏進 1　

註 1：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名譽教授。

一、前言

近日我聽聞一場網
路上的演講，論及日本大
人重視小孩認識農業農
村，對於為何重視雖沒說

明太多，但我覺得這是一
個重要啟示，值得國人注
意與思考。也因熟悉種田
是我一生研究與教學的本
業，乃不辭淺陋，撰寫此
文表示回響。

二、 都市小孩遠離農業
與農村

都市出生的小孩，
處在高樓林立車水馬龍
的環境中，早晚看不到

讓都市的小孩也懂得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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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與作物，遠離了農業，也遠離了農
村。若非有大人引導，到鄉下去看看，
不會知道每天吃的食物從哪裡來，不會
瞭解世界上還有與都市熱鬧的街道與穿
著閃亮人群以外的地方，還有廣大的綠
色田園，以及辛苦流汗工作的農民。

都市小孩遠離農業與農村，就不會
珍惜盤中米粒，也不會感激生產糧食的
農民。都市中家境良好的小孩，養尊處
優，更少能體會吃苦耐勞與尊重窮人的
德性。長大之後，容易變成自私自利的
小人，不易養成關懷國家社稷與黎民百
姓的偉大情操，容易做出利己損人的壞
事，不會做出有益他人的好事與大事。

未能接觸農業與農村的都市小孩，
不能提升愛護自然及關懷鄉土與國家的情
懷，因為他們學不到農業與種田人的奉獻
使命與美德。農業與種田人的使命與美德
息息相關，緊密連結在一起。重要使命是
提供全國人民甚至國外許多人口需要的糧
食，重要的美德是農業與種田的工作接近
自然，也極為厚道與樸實。

三、種田人的美德

農業與種田人接近自然，無需多加
解釋。農業是看天的產業，種田的工作
必須接合自然的條件，包括要踏入大自
然的泥土，要迎接雨水灌溉，要容許太
陽的曝曬，才能有成長與收穫。農業也
容易遭受自然的破壞，颱風、豪雨、乾
旱、寒冷的不良天候都會傷害農作物。

農業與種田人容易養成厚道的美

德，因為工作的性質必要顧及天時地
利，與人無爭，為能生存，還必須與同
行的人合作，也即要能人和。農人靠天
吃飯，望天保佑，也深知要天保佑，必
須厚道為人，不能違背道德倫常，否則
會遭天譴。農民居住在人口不多的村落
中，村民彼此認識，行為表現必要厚道
待人，否則會被村人閒話，甚至唾棄，
日子會不好過。

種田人德行要能樸實無華，一來
因為本身的工作與經濟情況的要求，二
來因為社會風氣與習慣的薰陶。農業工
作收入不多，必須節儉消費，這也是流
汗的工作，不適合濃妝豔麗或西裝革履
登場，必要簡單樸實，才較輕鬆舒適。
因為人人如此，偶有相左，必被指指點
點，也不好受。

除了自然厚道樸實，種田人還有許
多其他美德，較能誠信、吃苦耐勞、盡
孝道、負責任，也較愛護團體與社區。
這些都是農業工作與農村社區生活所培
養出來的德性，都值得都市小孩學習與
仿效。

四、 都市小孩由認識與體驗種田生活而
愛護自然鄉土與社稷

都市小孩由認識與體驗種田農事
後，先要能培養良好品德，進而要能愛
護自然鄉土與社稷。種田的工作要靠人
力，更要靠自然，自然界要風調雨順，
農業才能五穀豐收。自然界一旦發生災
變，種田的效果必也損失慘重。田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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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雖是由農民栽種而成，但也構成
自然現象的一部分，農作物的綠葉及黃
紅色的果實構成美麗的田園美景。因為
種田深受自然的影響，也構成自然的一
部分，農業工作者無不愛護自然，也順
應自然。

種田工作身土不二，生命與鄉土緊
密連結在一起。人人出生在鄉土之中，
飲用鄉土的水，使用各種鄉土中的資源
與方便而成長壯大。鄉土養我育我，各
種人情與設施服務調教每一人，使其能
合乎規矩做人與做事，不產生偏差，不
誤入歧途。

這種情操都市小孩鮮能體驗，因為
人情淡薄，不易領會。都市的各種物質
都來自他方，與當地水土少有關聯，小
孩自然體會不出在地鄉土對生命的重要
意義。如果使都市小孩能有體驗種田與
當地水土的密切關係，定能瞭解人的生
命與鄉土社區的連結性，也會對鄉土社
區產生關懷與愛護。

社稷國家是由許許多多的鄉土社區
組成的，包括鄉村與都市社區。人民關
懷與愛護的情操與行為常由近而遠，由
關懷與愛護身邊的鄉土社區，而逐漸擴
展到更大範圍的國家社稷。

少有不愛鄉土社區而能關愛國家
社稷者，若有，多半是狂妄的愛國主
義者，但是這種情感不自然，常是強
迫造就出來的，其愛護的行為往往很殘
酷，像是軍國主義者，為了國家與領袖
的利益，常會不惜犧牲黎民百姓的幸福
與性命。

五、日本的借鏡與啟示

日本社會重視兒童認識種田的教
育，源自傾全國之力推動「食農」教
育。食農一詞則是指飲食與農業之意。
日本是一個地狹人稠的國家，於今科技
工業發達，農業也發達，但糧食自給不
足，需要進口。糧食自給率一半不到，
僅約38％。舉國上下都有危機感，自
1990年代末注意到糧食保障安全與飲食
安全的重要，由電視節目開始宣揚國產
農產品的好處與進口農產品的疑慮，政
府於2005年制定《食育基本法》，再於
2010年通過《六級產業活化法》。《食
育基本法》的目的在培養國民終生之健
全身心與豐富人性，也藉以維護自然資
源與環境，活化農、漁、山村的經濟，
並促進國際合作。明定中央政府與地方
公共團體之推行職責，由中央立法及提
供經費及知識技術支援，地方團體則研
擬具體的實施計畫。

《食育基本法》的實施辦法中對
於學校教育鎖定5個要項：（一）協助
學校制定實施指南；（二）培養適合教
師；（三）協助建立指導體系；（四）
供應學生用餐、實習農場及食品廢棄物
再生利用的活動設施與機會；（五）提
供正確飲食知識，消除瘦身與肥胖的不
良健康。

日本為有效推行《食育基本法》，
於2010年3月再公布《六級產業活化
法》，此法推行的主要目的在結合農業
的發展與農山漁村的活化，具體的推行

66



目標在充分利用農、山、漁村的地域資
源，經由提升農產物直銷，發展學校營
養午餐使用當地素材，發展民宿及鄉村
觀光旅遊等具體措施，達成增加農業經
營者的收益及消費者的利益。為使計畫
有效推展，政府提供融資、補助金及簡
化設施整備手續等。效果相當良好。

日本立法推行食農及六級產業教
育的良好成效，值得我國效法學習。我
國可取其精神與方法融入現行的農政措
施中，如在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時，也融
入營養午餐使用當地的素材，鼓勵生產
者將產品直銷，發展民宿等鄉村旅遊設
施，加強城鄉的互動與合作，必能有助
增加農民收益，改善農村經濟環境，也
能增進都市消費者利益。特別可由加強
農場與城市小學的觀摩、實習、體驗計
畫，使能有效增進都市學童對於農業、
農村、農民的瞭解，增益其教養與品
德，培養其更加愛護鄉土、社會與國家
的情操，更喜愛食用本地生產的安全農
產品，對促進健康必能更有幫助。

六、都市小孩認識種田的可行性

要使我國都市小孩能認識種田並喜
歡農業、農民與農村，不會是無稽之談
的神話，但要有大人正確的引導。為能
確定可以達成此項目標，政府可效法日
本制定類似《食育基本法》與《六級產
業活化法》」的法規，對國民特別是學
童實施強有力的教育計畫，由教育兒童
做起，進而擴大，使大家都瞭解經由保

護與利用本地農業資源提升糧食自給率
與安全性的重要。

以今日社會價值朝向高科技高收入
的趨勢看，要制定相關法規施展兒童的
食農教育，可能有不少家長會反對。但
若能瞭解此種法律的深意，反對的聲浪
就會減輕。為要減少國民反對這種教育
的聲音，立法的旨意一定要特別講明教
育是為能培養國民的良好德性，增進身
體健康，以及促進糧食與社會國家的安
全，附帶也可造福農民，活化農、山、
漁村的社會經濟條件，減輕國民、政府
及國家的負擔。農、山、漁村的活化與
發展也有益都市居民的休閒旅遊去處。

為能順利提供都市小孩認識種田，
政府的農政與教育單位必須充分攜手合
作，妥善計畫教育內容，包括課程設
計，進行程序等。日本在這方面的規
劃，曾注意到學童自低年級到高年級的
漸進實地觀摩學習進程，對農作物認識
與瞭解也有合理的排序，都有助我國施
展教育時的參考。

除了學校的正規教育，個別家庭充
分利用城鄉的社會連結關係，多多利用
機會施展課外教育，效果也能可觀。當
今都市的學童家長多半是自農、山、漁
村移民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在農、山、
漁村的鄉下地方都還有老家或親戚，利
用寒暑假與週末假日送小孩還鄉體驗農
業與農村生活不是件難事，且學習的效
果不會比學校安排的課程差，值得家
長、學校及教育當局考慮。農政單位也
要認真考慮配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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