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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ķ 月 ĸ 日公民發起ȶ宜蘭地景討論會ȷ邀請專家及小農與會討論

 Ĵ 月 ĳĶ 日宜蘭縣公民團體發起拒絕污水灌良田記者會，荒野宜蘭分會也加入聯署。

活動報導

文／李寶蓮Ȟ荒野保護協會雙連埤環境教育基地顧問ȟ、圖／李寶蓮、荒野保護協會

消失的水田 ──　　　　　　　　
　ȵ宜蘭地景討論會ȶ側記

活動報導

台灣社會在經濟起飛階段，農村人口移往都

市造成城鄉失衡；在經濟蓬勃之後，城市

人口又挾帶經濟勢力望移居鄉村，形成另一種

型態的城鄉失衡，這一Ϲ均顯示鄉村因缺乏主體

性，不斷屈從於城市需索的結果，導致於地景上

的改變Ȅ城市須靠鄉村物產及資源供養，而台灣

城鄉人口比例從 20 世紀初 2比 Ĺ，到世紀末完

全倒轉，就結構而言ϑ頭重腳輕，因此迫Ϲ地需

要立足鄉村來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城鄉嚴重失衡

問題！

ȶ守護宜蘭工作坊ȷ於 ķ月 ĸ日邀集ȶ倆佰

ҧȷ共耕團體發起人楊文全ȃȶ穀東俱樂部ȷ負

責人賴青松ȃȶҥ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ȷ黃聲

遠ȃȶ宜蘭農ҥ水利會ȷ會長許南山等以個人身

ϸ參與的縣府官員，以及各

界х表，共約 40 人，針對

宜蘭快速消失水ҥ地景進行

討論，並Ҧ曾任職公視節目

ȶ城市的遠見ȷ的主持人及

製作人──林盛豐擔任主持

人Ȅ

楊文全認為規劃與執行

間的落差，必須到農村基層

才能理解Ȅ水ҥ零碎化極不

利耕種，而獨棟農舍從居住

　　2000年農發條例修正後，農舍問題一如燎原野火，引發諸多弊端，包

括農地炒作ȃ消失與破碎化ȃ未來糧食危機ȃ社會資源使用不公，及因農地

炒作而逐漸形成ȶ新耕者無其田世代ȷȄ然而，在糧食大量依賴進口，務農

辛苦且獲利不易，以致農村後繼無人，農地價值若不能ȶ開發ȷ，還能有什

麼可能？這場以地景為主的討論會，商討的不只是地景視覺的美醜，更是城

鄉關係背後所有人類的經濟ȃ文化傳統ȃ價值定位乃至政治操作的結果Ȅ

安全到公共設施投入低效率等問

題，正被大家所關Ϲ！農舍的

興建須先正確規畫管理，而快

速興建的農舍反映著人們對於

居住在蘭陽平原的想像，這些

想像可區ϸ為兩種類型：第一

類型，最普遍的ȶ大台北都會

生活者的郊區住宅ȷ，這類

的空間形式依外地人口需求

增加進行規劃，比如鄰近高

速公路與主要市鎮為低密度

住宅區Ȟ如：宜蘭的縣政中心住宅區ȟ；第二類型，

ȶ新農村居民需要的居住空間ȷ，在地人進行新

的農村生活空間規劃，依循既有的聚落在不破壞

原有風貌下，將閒置建地活化與再生，直接提供

新居住空間並限制僅實際從事生產的農夫方可依

法興建與擁有必要的農舍Ȅ若要保護蘭陽平原的

水ҥ地景，需要有效紓解與滿足人們對蘭陽平原

的農村夢Ȅ這需要宜蘭縣政府下定決心，透過土

地使用規劃ȃ制定地方自治法ц突破障礙才可能

達成Ȅ

賴青松則表示：ȶ蘭陽平原水ҥ地景的快速

變化，ϑ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與問題Ȅ且新建農舍

大多為自用休閒農舍ȃҥ園豪華別墅ȃ連棟型車

庫住家ȃ營業用民宿餐廳ȃ企業招待所或俱樂部

等用途，Ҧ此可知，加入農村住民行列者，多屬

有錢有閒的退休族或富人階層，農村地景只是他

們享受生活的風景Ȅȷ

隨著下ҥ耕作的老農凋零，更加速農地移轉

及建地化的過程Ȅ當平原上不再有人願意費心照

顧農地時，碧野ҥ疇的景緻將淪為只能遠觀的風

景Ȅ除非有真正志願投身務農的農民，否則失去

主人的ҥ園，將如失去靈魂的軀體般，難以長存Ȅ

ȶ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ȷ創辦人黃于玻則從

生態的角度來闡釋農地完整重要性，強調生態保

育發展，ϑ從過去深山荒野劃設保護區將人阻隔

於自然的觀念，修正到重視人類自身生活環境的

經營，因為許多生物的適居環境並不在深山，而

是於人類重度干擾地區Ȅ但干擾讓殘存的生物對

於庇護棲地的需求更加迫Ϲ，而ȶ農ҥȷ正居於

這樣的地位！某些生物對人類的干擾較敏感，例

如水鳥；而對干擾較為敏感的生物而言，牠們極

需遠離道路ȃ房舍等人為環境，大面積的完整農

地正是提供這樣的需求Ȅ因此，房舍ȃ道路ϸ佈

的位置，將決定這些生物的存續與否Ȅȶ農地破

碎化ȷ無疑地將使農地的生態功能大幅降低Ȅ

農ҥ水利會會長許南山，認為農舍廢水對灌

溉水質的潛在影響，將使國人健康遭受威脅，並

提出以農地容積率轉移到既有社區或建地，使農

村居住區集中，解決污水處理問題，確保農業生

產環境的安全與完整Ȅ建築大師黃聲遠則期待自

ϐ的孩子能在鄉間長大，帶領一群年輕建築師在

ҥ中央工作與生活，看著他們的轉變，肯定宜蘭

地景所帶來的滋養Ȅ至於這份滋養的取予之間如

何平衡，亦是他們正在思考的問題之一Ȅҥ中央

團隊拒絕許多農舍的設計案，正因他們清楚這些

業主的目的並非為了居住需求，而是有了他們的

設計房子將會更好賣Ȅ

以個人身ϸ參加的縣府人員，則就法ц層面

ϸ析，認為中央對農民及農舍興建資格的認定標

準過於寬鬆消極是問題的根源，並於會議上提供

具體作法Ȅ種瓜達人及社造元老黃國添則指出，

因政府錯誤政策，造成農地快速消失，宜蘭稻米



Vol.267

10

活動報導

本文作者／

阿寶，本名李寶蓮Ȅ緣於對山的喜愛，憂心台灣高山農業對山林的衝擊，ĳııı 年起在梨山承租果園，致力

友善農耕，將過陡的坡地退耕還林，以生計與生態的平衡做為生活的實踐Ȅĳııĵ 年出版Ȯ女農討山誌ȯȄ

守護宜蘭工作坊／

一個由公民自主成立的學習與行動團體Ȅ成立於 ĳıĲĴ 年 ĵ月，每一位成員無論工作背景為何，都以獨立

的個人身分參加Ȅ以關心公共議題ȃ守護環境為宗旨；以公民參與ȃ在地實踐為行動原則；超越政黨立場，

跨越世代思維期許Ȅ

 宜蘭縣生態教育協會理事李光平先生說明地景的改變與生活污水對食品的影響

 穀東俱樂部負責人賴青松於記者會上發表宜蘭農地的危機

品質冠於全國，不應放任這樣優良農地改蓋農

舍，反而應該讓土地面積過小的農地成為建地，

將完整的良田保留下來Ȅ宜蘭小學老師嘉偉，依

自身親戚例子指出，許多退休族的田園夢其實非

常脆弱，花了大筆金錢打造夢幻農舍，最後發現

田園生活並非想像中的美好，只好脫手轉賣，應

該邀集ȶ後悔者聯盟ȷ來現身說法Ȅ

一個下午過去，時間在熱烈的討

論中顯得迫促！只好將連署方案擇期再

議Ȅ城鄉原本不應截然ϸ離Ȅ即使不務

農，都市人口進入鄉村的正面意義也應

該大於負面，包括城鄉交流帶來觀念與

視野的開拓ȃ經濟的活絡ȃ體現不同生

活價值等都是鄉村需要的養ϸȄ但在不

當的公共政策下，負面衝擊可能大於正

面Ȅ人口外移後還可回流，但良田的消

失卻是不可逆的改變，如果沒有及早進

行願景思考與對話，蘭陽的美麗是否經

得起這樣快速盲目的轉變？

台灣未來的糧食安全保

障在哪裡？究竟多大面積的

農地才是對生態與人類社群

最適Ϲ的規模？土地如果不

急著開發，可以為後代子

孫留下多少可能性？對夢

想於農村實踐新生活的新移民，那些吸引他們的

鄉村元素又可以維持多久？新移民該如何參與這

些元素的保護？

這場聚會開啟了一些對話，卻留下更多等

待思考的問題；但確定的是，宜蘭人對自己生活

環境的經營，是到了應該進行思辯與對話的時候

了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