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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友善大地一日遊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婦產科　林兌篷醫師

九月九日，一個晴朗極了的星期

日，我們一羣人男女老少七十多

人，跟著福智醫事聯誼會一起去拜訪

官田水菱有機農場、水雉生態教育園

區、川文山林生態保育農場。

一、水菱有機農場

    

早就聽聞在台灣越來越少的水

雉鳥，會出現在菱角田裏，但只要是

噴灑過農藥的菱角田，水雉就無法存

活，而今天去參觀的是楊從貴先生和

李介斌先生攜手種植的有機菱角田，

他們的田裏常有水雉來訪。

楊從貴是一個很特殊的農人，一

個帶著書卷氣的黝黑農夫，言談之中

透露出對大地無盡的疼惜。他說自己

十六歲時攀登玉山，體悟天地之大，

人之渺小，也因喜歡綠生活，從小立

志有機會能當「愛護大地的農夫」。

學的是企管，在科技業13年，曾

在大陸數年看到經濟起飛，也看到眛

著良心犧牲生態環境卻能一輩子不愁

吃穿賺錢的機會，但覺得人應該做能

養活自己又是對的事，於是徴得太太

的同意開始從事有機耕種，五年來沒

拿過一毛錢回家，目前太太的薪水是

家裏唯一經濟來源，而他自己多年來

的積蓄也已所剩無幾。

在官田買地入住時，在地的老人

家都勸他離開：「種不出來啦！」在

田裏種菱角的姿勢當地人說那是哭爸

哭母的跪姿，他卻跟他們說那是謝天

謝地的姿勢，「一定可以種的出來，

圖一：楊從貴先生解說菱角

▍會員園地



403

官田友善大地一日遊

天公會保佑。」剛開始種時碰到最大

的困難是福壽螺和菱角金花蟲。福壽

螺不但吃葉子還吃菱角，數百萬的錢

就這麼沒了，當時心力交瘁無路可走

無法可想，已學佛的他只剩祈求佛菩

薩一途了。

痛定思痛的楊先生認為綠頭鴨

會吃掉青蛙，而青蛙會吃掉菱角金花

蟲，於是把放牧在田裏的綠頭鴨送到

可靠的農場，它們在那裏可以安養餘

年。至於福壽螺只能採用苦茶粕來防

治。

本來這附近400公頃的地是沒有水

鳥的，去年這地方有33隻水雉，有一

部分因為飛到有噴農藥的農田被毒死

了，所以今年只剩11隻。我們在參觀菱

角田時，青蛙跳來跳去，一隻四腳蛇

從田梗飛快爬過，遠處有紅冠水雞、

水雉穿梭，楊從貴先生晚上回家時曾

碰到一條臭青公蛇(俗稱臭青母)，他感

慨如果不是有機的友善環境，怎麼可

能會有這麼多生物可以徜徉其間呢？ 

他又很自豪的說台灣高鐵所經之

路都有下陷的風險，這裏是唯一不會

下陷的穩定地區，因為他們耕種的水

源來自烏山頭，不是抽取地下水。種

有機護高鐵，誰能想的到呢？

楊先生希望能有更多人從事有

機耕種，所以他成立了友善大地有機

聯盟，聯合二十七個農場一起做有機

農業，他說幾乎都是在燒錢的狀態，

目前已快撐不下去了，市場在那裏

呢？雖然有有機通路的管道，但多數

店家都是慘淡經營，無法支撐全國

二千三百家有機農場，農糧署說放棄

有機驗證的人越來越多。他希望大家

能改變飲食習慣，多吃有機米飯，配

有機菜下飯，菜量可以不用太多，花

費的錢就不會太昂貴，卻足以讓有機

農業可以吸引年輕人進來耕種，否則

現在的農夫都老邁了，誰來接棒呢？

有機耕種很難外銷，須要國內的人來

支持購買，除了歡迎現場採買，也可

以上「友善大地有機聯盟網站」網

購。

我們很高興的在水菱農場採買了

各種蔬果，高麗菜，水杏菜、茄子、

長豆、柚子、馬鈴薯、菱角茶、筊白

圖二：近處的有機菱角田綠意盎然，遠處慣行農法
的菱角田因噴農藥呈酸性，所以需要灑上石灰粉中
和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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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蘋果、奇異果、鳳梨、咖啡、玫

瑰紅茶、豆花…等。如果確實體認到

買一把菜，可以照顧到農夫、大地上

的各種生命生態、自己的健康、高鐵

的安全、減少碳足跡、甚至影響到地

球的永續存活，也許就有更多疼愛家

人的媽媽們願意採購有機蔬果和相關

產品了。

二、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水雉是第二級珍稀保育動物，在

十多年前全台灣只剩五十多隻，因為

高鐵穿越台南的水雉重要的棲息地，

於是結合政府民間等力量，2000年共同

成立水雉復育區，如今復育有成，數

年前改名為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目前

雌鳥十多隻，雄鳥有五十多隻，雛鳥

有兩百隻左右，為了讓水雉得以安然

棲息，這裏有休園日也有人數管制。

水雉比較喜愛亞熱帶濕地環境，

所以在南部的荷田或菱角池塘裡，較

容易看到牠們的蹤影，牠們喜歡在長

滿布袋蓮、浮水植物或菱田的池塘裡

活動。水雉擁有特別長的腳趾，可以

行走在輕薄的浮水葉片上，因此又稱

「凌波仙子」。

邱士珉先生帶著我們一羣人參

訪，一路沿著步道緩緩而行，中午的

陽光非常炎熱，他說這裏十二年沒有

使用農藥了，所以水中出現了紅華娘

這種小昆蟲，代表水質清淨，無重金

屬污染。

我們在此碰到一對父子檔義工，

台南台機電的鍾武家先生和他國二的

兒子鍾秉諺，父子在賞鳥的望眼鏡前

替參訪的遊客做望眼鏡定位及解說。

這是他們第三次做義工，現在的小孩

沉迷電腦網路的很多，對於他們父子

願意選擇這種戶外流汗的義工工作，

圖三：所有的人在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休憩 圖四：快樂的義工鍾武家父子檔



405

我們都十分敬佩。

水雉是一妻多夫制，十足的男主

內，女主外。我們看到遠處的水雉爸

爸在孵蛋，透過望遠鏡有人只看到四

顆蛋，有人只看到端坐在鳥巢上的水

雉爸爸。也有的人什麼都看不到，只

好看放大的電視牆實況轉播。

三、川文山林生態保育農場

七十多歲的賴顯明先生原本種植

芒果，民國八十四年，因為芒果價格

不好，加上政府獎勵造林，他便把自

己私人的果園改種桃花心木、雞木、

茶油樹，如今蔚然成林，名為川文山

林生態保育農場，免費開放民眾入場

休閒，人稱小陽明山。

他自己建涼亭並蓋廁所，自己整

理清潔，自行負擔水電費，僱人修剪

樹木，投入的金錢和精神難以計算，

據了解他並不是富裕的人。

一萬株的樹木，迎風擺動，也給

這九月三十度以上的高溫帶來些許涼

意，張醫師雙胞胎女兒不小心跌跤，

膝蓋破皮，立刻有護理師上前幫忙，

小朋友的哭聲煞是令人心疼，擦完藥

便在一旁休息。桃花心木散發著熟悉

的衣櫥的香味，我們沿著小路沐浴著

芬多精，慢慢踱步，陳醫師的小孩在

娃娃車裏安心的睡著了。我們享受賴

先生辛苦多年的成果，感謝賴先生願

意和人分享他私人美麗的景點。

     

結語

    

曾幾何時，我們小時候常看到

的青蛙現在全納入了保育動物，美國

學者瑞秋卡森她在一九六二年曾寫過

一本震憾人心的書「寂靜的春天」，

指出濫用殺蟲劑的結果，已傷害許多

生命，影響了自然生態，如果再不改

變，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而這些殺

蟲劑也將毒害人類。任何一個文明，

能否摧殘生物而不致毀滅自己？

台灣每個人每年平均分配1.6公斤

到2公斤的農藥，比鄰近的韓日兩國高

出許多。台灣為數不多的有機農夫正

在節節敗退當中，因為我們選購蔬果

講究漂亮美觀而且碩大，為了生存，

圖五：上頭兩朵蓮花中間可見一隻公水鴙在孵蛋，
腳下有四顆蛋

官田友善大地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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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們只好依靠各種化學藥物(生長

素、著色劑、增甜劑、退酸劑.....)來達

到消費者的要求，我們損失的不只是

我們的健康，也漸漸喪失我們的表土

地力和清淨的食物，也讓下一代子孫

生存的還境更為惡劣。

西雅突酋長曾說：這土地是我們

的母親，凡是發生在大地身上的事，

必將發生在地球兒女的身上。我們也

已見識過土石流、地震海嘯的可怕，

為了後代子孫保留一塊淨土是大家都

應該戮力以赴的。如今有人已經認真

在做了，我們除了鼓掌以外，也可以

認真思考我們可以怎麼去響應，讓有

機生活變成是一種常態，而不只是一

次偶然觀光的過客。

101.9.13假漢神巨蛋會館辦
理北區會員聯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