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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因為部落培力的事工、研究計畫的進行、學生田野課程的需要，以及各種評鑑參訪的機會，我看到許多原
鄉當前在土地議題上所面臨的困境，也看到許多族人身體力行尋求未來發展方向的嘗試。其中，將慣行農業轉作有機
農業，便是一種在維持土地永續性和創造部落產業的努力。

在國外，有機農業的概念從追求「健康食物」，到維護產出健康食物之「健康土壤」，逐漸擴大對於「健康產銷關係
」的關注，有其理念發展的脈絡與實踐的方式；在台灣，原住民地區的有機農業，除了同時具備上述意義之外，還有
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農業為山田燒墾和旱作的形式，這些在殖民地學者眼中「落後」、「愚昧」的耕作，現今已有許多
研究指出是對海島山地最生態友善的農業型態，而這樣的農業中的許多環節，包含土地的選取、交換、耕作、收成，
常是透過集體的合作行動來完成，也就是說集體性是台灣原住民的傳統農業中重要特質。

但在日治時期，藉由定耕農業與集團移住改變了原有的生態人文環境，國民政府時期繼之的保留地政策，則進一步將
集體的土地利用切割轉化成個人所有權下的土地利用單位，也種下了種種土地流失、人地關係失衡的結構性因素。

筆者在經驗中，看到當前原住民地區將慣行農業轉作有機農業，具有重新尋回部落集體性的意義。

因為有機農業對於土壤、水質的要求，往往非單一農戶所有的土地區塊可以單獨維持，因而常見有幾個農戶經協商合
作，將彼此的幾塊土地，納入有機農場共同經營的範圍。

另一方面，晚近出現的自然農業，透過部落親族之間的人際關係，形成農民互學的網絡，交換農法的創新經驗和心得
，更以傳統對於原生種植物的瞭解，結合從外界學得的方法，製作可以取代慣行農業之化學肥料與除草殺蟲劑的酵素
。這些努力，進一步呈現了在經濟生活中實踐傳統生態知識的價值。

原住民地區的有機農業，或是自然農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包括有機認證的門檻過高、取得認證前之觀察期的產量與
收入下降的煎熬，以及自然農業缺乏認證的公信力等問題，而未來，如何在商品意義之外，強化原住民地區有機或是
自然農業的文化、教育功能的論述，相信將會是更進一步的課題。

（政治大學民族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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