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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照片/ 利格拉樂．阿烏

營養午餐的蔬菜來自泰雅族的石磊部落。
前二年，因緣際會去了「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短暫工作，負責的內容正好就是台北辦公室關於部落有機蔬菜的
產銷部份，期間到過新竹後山部落的蔬菜耕作區，也和部落裡的菜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更開始了解原促會運作的方
法；當年921發生後，我也曾經試圖要在災區部落推動有機蔬菜的耕作，後來在原促會的工作經驗，才讓我知道其實
並沒那麼容易，當年若是貿然推動，只怕會落個家無恆產、身敗名裂的地步，但卻也因此，讓我對於部落的有機蔬菜
工作有了概念和興趣。

年初，有機蔬菜的發展再度觸動我的心念，於是接連幾天跟著原促會的工作人員，前往部落拜訪菜農、到市集隨行擺
攤、又到學校裡去送營養午餐的供菜，總算是將一整個原住民有機蔬菜的上中下游跑完一遍；現在常常可以聽見部落
想要推動有機蔬菜的耕作，大多是建立在發展部落經濟的概念上，為什麼許多部落都會以推動有機蔬菜為一個目標？
除了可以善用部落土地、不用離鄉背景下山工作之外，還以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點，是很多人都以為有機蔬菜屬於高經
濟作物，市面上的價格居高不下，可以賣到很不錯的價錢，所以是個能夠有豐厚收入的經濟模式所致。

事實上，這其中有許多觀念是需要釐清的，以原促會在台北東區精華地段擺攤的經驗來看，居住在那個地區的住戶屬
性，的確都是高收入、生活優渥的金字塔群，這些人有錢、注重養生與飲食，花錢買價格不斐的有機蔬菜，對他們而
言不是問題，這群人在意的是，這些菜是不是真的有機？是否真的做到無毒、無農藥？也因此只要確認這一點，即使
價錢昂貴對他們來說，都不會有價格上的疑慮；但是信任是很重要的依存關係，這裡的購買戶也會毫不手軟的自己砸
錢，將購買回家的有機蔬菜送往毒試所，做農藥殘留檢驗，一旦被檢驗出有使用農藥，販售攤位就會被列為拒絕往來
戶。

有機蔬菜進入校園前，得先經過層層關卡。
然而原促會從部落採購的有機蔬菜，並不是只有這一個販售管道，一旦離開東區的精華市集，同樣的價格在市面上就
會受到極大的挑戰，就以尋常的市井小民來說，大家也想吃到健康無毒的蔬菜，卻又希望能夠用一般菜市場的價格購
買，所以總難免會遇到很多客人嫌貴的問題；原促會真正穩定的尋常客戶，仍是以經濟收入偏高的客群為主，這也正
是想要朝向有機蔬菜耕作的部落族人所會面臨到的問題之一，除非能夠很有效地掌握住高消費族群，否則，每天會面
對的客層，其實是那些會斤斤計較菜錢的尋常人民，當消費選項變多了、當價格有殺價的空間、當銷售者彼此間削價
競爭，這些問題都會嚴重的影響到部落辛苦耕作的菜農，沒有售出管道，無異等於是讓部落族人做了白工。

原促會在思考這個問題點上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他們選擇了和學校合作，事實上，與學校合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都會區的學校動輒數千人，似乎一舉就可以解決部落生產有機蔬菜的產量，其實不然，愈是都會區的學校受限愈多
，光是一個廠商招標的問題，就設下了重重關卡，沒有幾個原住民團體有資格成為投標單位，原促會也面臨同樣的問
題；於是他們只好轉向投往偏鄉小學嘗試，某種程度上來說，偏鄉小學的彈性遠比都會區學校來得大，正因為如此，
目前與原促會合作供應營養午餐食材的學校，也幾乎都是情況類似的學校。

廚餘減量就不會浪費食材，也能樽節成本。
但一如大眾對於有機蔬菜的印象，學校編列的營養午餐經費有限制，如何能夠在有限的經費下合作？這不僅是原促會
的問題，也將會是校方的問題；有趣的是，原促會所合作的學校不以經費是否足夠做為指標，而是轉向從教育面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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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當教育者將飲食視為一種對於環保教育的理念執行時，有機蔬菜如何在學校裡面殺出一條生命？似乎也就變得不
是那麼困難了。新竹縣117線道上的幾所小學，有幸出現數位存著環保與健康概念的校長，將學生的健康和飲食劃上
等號，認為學生的飲食習慣必須從小建立，當我們常說現在的孩子只喜歡吃速食時，校方已經試圖將福利社趕出校園
，並要求校園附近的早餐店不得提供類速食食品給學生，和興國小的吳柚校長說的好：若是讓學生吃得飽吃得好，那
麼他們就不需要那些零食了。

當部落正為了經濟發展而衍生出有機耕作之路時，原促會提供了一個產銷的平台，將部落的有機蔬菜可以引介到部落
之外的地區，讓更多民眾能夠接觸並了解來自部落的有機耕作，而當產銷問題浮現時，又適時地遇上了有心推動飲食
革命的學校與校長，讓有機蔬菜的上中下游三端，解決了各自所面臨的窘境；看似沒有關聯的三方，卻因著飲食概念
的改變，而產生了微妙的聯結。認真說來，若是我們的下一代，都能從日常飲食開始就進行了微型革命，而且是家庭
與學校同步進行，同時還能維護土地的自然生息，不再有毒物與過度開發的迫害，更能解決原鄉部落的經濟發展，讓
族人不用再下山成為飄零之族，未嘗不是一種可努力與期待的方向。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