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的，是美好的”：

廣西“土食材主題交流工作坊”側記

■ 文／賈麗杰

▲“土食材主題交流工作坊”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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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土食材”的話題緣起於《青芽兒》主編

舒詩偉老師（下文簡稱“阿偉”）與廣西柳州

“愛農會”周錦章會長多年前的一場聊天。兩

位聊起現有機構或民間默默的糧農實踐，不少

困在外來名詞的解釋或追逐它的標準，由此想

到——是否可以通過本土視角來敘述自己的實

踐？ 

　　概念的提出也有另一層背景，正如阿偉曾

在論述“土食材”理念的文章中提到，在近幾

十年來國際糧農新局勢下，化工、糧農集團操

控著在地糧農體系從上游到下游各環節；與此

同時，他也滿懷希望地看到全球各地為抵制這

種“主流”趨勢而冒出的各種新的在地實踐。

“土食材”、“土食生活”的概念，旨在提醒

我們“立基於我們的本土，將之用來統攝各地

那些給當地人視之為“家常”、“不起眼的”

的食材，重新正視在地食材的生產／加工與流

通，以及食材與地區環境、與在地社會文化、

與當地人日常生活的關係；在這基礎上，確立

且開創各種與在地餐飲／養生習俗相關的土食

生活。”

　　過去幾年裡，阿偉與一些公益機構合作，

通過調研和案例寫作來發展“土食材”概念的

論述。隨著案例成果和話題討論的積累，“土

食材”這題目開始吸引更多糧農領域的伙伴。

2023年11月24-27日，由“社區伙伴”支持、“廣

西國仁農村扶貧與發展中心”主辦的“土食材

主題交流工作坊”在廣西柳州舉辦，35位多元

背景的糧農實踐者參與這次工作坊的熱切討論。

“土的，是美好的”

　　這次工作坊有個很響亮的標題：“土的，

是美好的”，它傳遞著“土食材”理念的嚮往。

工作坊的第一天，協作者拋出了幾個問題引發

大家思考：什麼是“土的”？以及，為什麼選

擇“土的”？幾個小組討論後分享各自的關鍵

字，有人提到在地食材的生態、環保、健康、

好吃，有人提到鄉土記憶和情感連接，也有人

提到它是一種紮根的生活方式、在地文化的沉

澱等等，這話題勾起大家很多鮮活的生活回憶

和思考。

　　下午環節中，阿偉分享“全球糧農運作與

餐飲的演變與當今局面”，以及“全球各地反

制‘主流’運作的在地實踐”；透過宏大的視

角展示全球糧農體系歷史演變的過程，也指出

“農業生產工業化，農業貿易全球化”所帶來的

生態危機、糧食危機、社會問題等。關於“土

食材”、“土食生活”，他說：“一直存於各

地特有的糧農運作中，且與當地人日常的餐飲

內容與習俗緊密相關。只是這幾十年來，由於

種種“綠色革命”、“飲食與速食革命”等衝

擊，這些在各地習以為常的，但少為一般人所

認知、提及的“土食材”、“土食生活”，有一

些已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或變質。”在這背景下，

▲阿偉分享“全球糧農運作 餐飲的演變與當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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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土食材”、“土食生活”的議題可以重

新發展出“在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以平等、

公正、互惠的方式重新得以連結”，以及“逐步

恢復（或形成）在地多樣、完整的生態系，讓人

們／社區與周遭自然環境長久的共生共榮”。

之後，廣西民族大學的方平老師從宏觀視角分

享中國食物安全與食物主權現狀等。

　　當天下午還有一個有趣的環節，協作者邀

請現場伙伴按照自己開始關注糧農問題的時間

按先後順序站圈。看到時間跨度從1990年代到

2021年，既有二、三十年投身糧農領域的實踐

者，也有近兩三年開始關注糧農議題的青年人；

當首尾相接，時光交錯中似乎有一種傳承的意

味。接著，協作者把不同資歷的伙伴分別分為

五組；老中青不同背景的伙伴在一起，分享自己

與糧農議題結緣的生命經歷，看到每個人在身

份背後走過怎樣的經驗路徑和生活體會。“土

食材”不只是一個公共議題，它也跟每個人的

生活經驗和感受相連，進而支持每個人找到自

己的錨點和行動方向。

工作坊裡的分享、交流與走訪

　　在早前開展的案例調研和寫作中，阿偉和

伙伴們撰寫了五篇案例報告以及一系列論述“土

食材”理念的文章，這些資料都貢獻給這次工

▲廣西民族大學的方平老師分享。

▲現場伙伴按照自己開始關注糧農問題的時間來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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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作為現場討論的基礎。五位案例作者也齊

聚於此，跟大家分享案例寫作的經歷以及案例

背後的人和故事。

　　這五篇案例分別是，朱明撰寫的《以飲食

為線索，看鄉人生活裡的智慧》：他當時生活

在雲南麗江的一個納西族村子，隨節氣和因緣

去走訪和記錄老中醫採藥與當地農家的“飲食

生活”。陝西漢中返鄉青年劉軍撰寫的《秦嶺

的烤包穀酒》：他返鄉後學習當地傳統的烤包

穀酒技藝，試圖維繫、承續當地古法釀酒的工

藝，並保育用來製酒的當地玉米品種“黃白雙

筊”，也經由玉米的生產、加工（烤酒）與包

穀酒的流通重建原本散裂的社區關係。公益人

饒琪弘撰寫的《傳統食物連結鄉村婦女的情誼

與健康》：她多次走訪廣東韶關的客家村落，

透過瞭解當地婦女種植糯稻、集體釀制客家黃

酒（酒釀）的過程，看到村落在經歷的變化，

以及婦女之間合作、互助的關係如何在許多男性

外出打工下，維持住村落常態的運作。另一位陝

西漢中青年劉義超（大家都叫他“劉蜜書”）

撰寫的《一直藏在秦嶺裡的土蜂蜜》：他辭去

教師工作後，與山裡的古法養蜂人合作，他們

養蜂的方式正如一部獲獎紀錄片《蜜蜂之地》

那樣“取一半，留一半”，他們稱呼自己為“守

蜂人”，守護著秦嶺的蜜蜂、當地的生態，也

守護著一份可持續的生計。還有廣西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方平老師撰寫的《土生良品：一個土

食材餐廳的故事》：以“愛農會”／“土生良品”

餐廳作為案例，探究這家堅守小農立場的餐廳

如何與農戶發展出良性的社會、經濟關係，以

及與城市消費者建立信任的故事。

　　工作坊現場，伙伴們分為5個小組分別圍繞

其中一個案例展開討論，大家或是圍坐在會場，

或是在“土生良品”餐廳前的空地上圍圈曬著

太陽，話題逐漸展開。在小組展示和集體討論

環節中，大家對於“土食材”的理解也在不斷

豐富，稍作提煉的話大致包含三個維度，即物質

維度、社會維度和精神維度——物質維度是指

看得見、摸得著的部分，例如環境友善的種植、

加工方式，本地品種，地道口味的食物等。社

會維度包括“土食材／土食生活”相關的本地

文化與歷史、本土知識、鄉土情感連接、社區／

社群互助合作的關係網絡和運作機制等。精神

維度包括大家在工作坊中提到的一種“紮根”

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狀態、土地／自然對人的療

愈等。半天的討論時間根本不夠用，很多話題

▲工作坊現場的小組討論。

▲分享“個人的食農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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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是意猶未盡。

　　除了案例交流，工作坊也邀請第一次參與

“土食材”議題討論的伙伴，分享他／她們有趣

的實踐故事。比如有伙伴們分享《餓不死食譜》

的故事——這是一本記錄新冠居家隔離期間，

網友們分享在家吃什麼的小冊子。也有伙伴分

享《1000小食報》背後的故事——尋找1000份

家庭食譜，記錄下最平凡的餐桌味道。以及關

於菜市場的田野調查，伙伴用鮮活的故事講述

菜市場獨特的社會價值等等。這些不同的行動

故事的分享，也是工作坊的意義所在；讓不同

的伙伴之間相互看見、交流彼此的經驗，也瞭

解不同行動背後的思考和可能性。

　　工作坊的最後一天，“愛農會”的周會長

帶大家體驗江口鄉傳統的趕圩。伙伴們帶著“土

食材”的視角一起開心地去趕圩。

　　在最後的環節中，大家也不忘分享未來的

想法與期待，現場收到20多份伙伴們提出的行動

設想。的確，這次工作坊只是一個開端，未來希

望有更多同行者一起探索本土視角的糧農實踐。

土食材，

一種理解糧農運動的本土視角

　　回顧這次工作坊，在兩位經驗豐富的協作

者的支持下，現場的伙伴們圍繞“土食材”展

▲工作坊圓圈分享。

▲討論“為什麼選擇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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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豐富的討論，也延申到更深入的交流。這次

工作坊是將“土食材／土食生活”已有的一些

思考拿出來，跟糧農領域的更多伙伴交流，而

大家的討論也會推動議題更深入地走下去。

　　“土食材／土食生活”是一個正在發展中

的概念，不是用它去定義哪些是抑或哪些不是，

而是去思考：當我們帶著“土食材／土食生活”

的視角去看糧農實踐時，我們會有什麼新的認

識、感受和思考？儘管現時糧農實踐中已有不

少流行較廣的議題和理念，諸如：CSA（社區

支持農業）、PGS（參與式保障體系）、替代

性食物體系、糧食主權等等，而阿偉提出“土

食材／土食生活”的概念，是希望以本土視角

來論述我們的糧農實踐。

　　為什麼本土視角如此重要？想起一本訪談

人類學家項飆的對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

項飆在書中談及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中提到“鄉

紳作為方法”——鄉紳的視角與學者的外部視

角很不同，鄉紳不是給出判斷，而是給出一個

精確的生活圖景，鄉紳能夠把內部情況摸熟，

形成一個論述，把多數人活在這個系統裡面的

味道講出來。或許，“土食材／土食生活”的

視角也有相似之處，它強調小農的立場和價值，

▲江口農墟。（阿偉／攝） ▲趕墟及走訪柳州當地一個古法製作腐竹的小作坊。

注重挖掘常年根植於社區的傳統技藝和飲食文

化，也特別關注糧農實踐背後的意義問題，它

的思考帶著一種回歸與紮根的取向。

　　最後，再援引阿偉在工作坊中多次提到的

心願，讓我們“回頭再出發”——“帶著‘土食

材’、‘土食生活’理念，不只是往前衝、往外

看，而應先更是往內回歸、立足於本土與日常

生活，辨識與守護一些固有的在地運作，由此

出發，往前開拓。”▋

▲土生良品餐廳門口，工作坊期間伙伴們在這兒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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