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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國內掀起食農教育風潮，校

園、農場、民間組織皆熱衷推

動食農教育。而原住民部落正在發展有機農

業，需不需要做食農教育呢？

「食農教育」是一個從字面就容易直覺聯

想其內涵的詞彙，用來做為社會運動的詞彙，容

易聯想是其優點，但也恰恰是其缺點。因為國人

經常把它的意義窄化為「農事和料理的體驗教育

活動」，從而忽略了「地方」以及「部落社會」

這兩個對於原住民的認同而言，不可或缺的實

體。然而，食農教育若無法回應原住民的地理環

境關係或反映社會問題，那麼其不過是農業推廣

或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具，對部落追求更好的生活

品質不見得有所助益。我認為原住民社會應把食

農教育的目的定為：「為部落營造，做部落營

造，成就部落營造」，本文提出三步驟：

在地食物系統盤點

原資源盤點是一切部落營造工作的起點，

而從部落營造的觀點來思考食農教育也不例外。

好的資源調查必須盤整出社會飲食生活的異質性

與多元需求，為此，作者開發出「食農教育曆」

做為在地食物系統盤點工具。食農教育曆由二個

圈組成，內圈為農事曆，盤點在地作物生產的時

序；外圈為活動曆，盤點與在地食物系統相關的

祭典、社會文化活動等，也可以用來彙整社區參

與者的食農創意發想（可參見，作者發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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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教育實驗、轉型與發展」

〈參與式教案：「食農曆教

案」的發展和運用〉一文）。

2017年作者與台灣原住民

學院促進會合作，在全國辦理5

場「原住民飲食文化資產暨食

農教育工作坊」，應用食農教

育曆盤點阿美、排灣、魯凱、

布農、鄒、泰雅六個族群的在

地食物系統。此一盤點可協助

社區工作者跳脫傳統人類學民

族誌或現代經濟作物的框架，

連結過去與現在，跨向社區願

景的討論。

從在地食物系統盤點到部落營

造計畫

以魯凱族的食農曆為例，

以圓形週期的方式呈現族人文

化活動與農作物生長的關係性。食農曆圖分為兩

個部分，內圈的作物顯示當代原住民的農業生

產，包括傳統作物，如小米、紅藜、樹豆等，及

經濟作物如咖啡等。外圈則呈現從在地食物系統

延伸出來的四季活動，包括傳統文化節慶如：配

戴百合花、定情花生（小孩定情）、狩獵及男子

成年禮（技術、獵師文化傳承）、小米收穫祭、

capi（烤小米、運勢占卜文化）及烘芋頭乾等；

體驗教育活動如：河間生態抓魚趣、香菇採收體

驗、石板烤窯、月桃編織等；文化創意活動如：

稻草人設計大賽（文化地景創造）、國際小米酒

品酒會、全球精品咖啡體驗品鑑等。

奠基於此一盤點，部落可以進一步詢問：

「部落的食物生產是否多元？

是否能照顧部落日常飲食所

需？傳統作物是否仍持續生

產？與在地食物系統相關的傳

統社會文化活動是否仍能持

續？無法持續的原因為何？部

落的生產是否符合永續農業的

目標？」用這些問題來檢視在

地食物系統的健全度。也可以

掌握資源的優劣性，找到未來

社區營造應強化或修補的方

向，激發創意思考並具體化為

短、中、長程的社區營造計

畫。

為部落營造而做食農教育

台灣的食農教育多缺乏社

區營造的視野。事實上今日的

部落生活除了農業生產外，還

有諸如飲食營養、安全、糧食

自給率、飲食漢化／西化等問題需要解決，因此

部落食農教育不應把對象侷限在觀光客或消費

者，而應從近身的飲食問題出發，思考該問題的

溝通對象是誰？需要溝通的核心價值為何？如何

溝通？

未來我們可能從祭典飲食構思人神共享的

環境管理模式，也可能從分豬肉的傳統轉譯出適

合當代社會生活的食物分享系統。

這麼說來，部落生活無一不是食農教育的

教材！。

（本文感謝原促會金惠雯祕書長協助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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