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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攣蠶誌鱉器=
可以見到牛耕田的畫面。只見

做先生的專心駛者黃牛犁田，

做太太的亦步亦趨緊跟在後，

而孩子(或孫子)，就放在田

埂邊台己玩耍，受僱來幫忙的

鄰居也和樂融融一齊做若活兒

舟重22‘

‘

，好一幅“日出而作臼入而．息

”的春耕圖。

然而在政府輔導設立的代

耕中心林立情況下，打通電話

服務就來，何必倉己養牛種田

呢?雲林縣水林鄉的一位楊姓

農友，也氶認養牛其實很庥煩

，可是還是要養，除了“作伴

”之外，就是“習慣、方便和

節省”0 可見農家以牛耕田不

完全是以“經濟眼光”來衝量

，是摻有感情成分在內的。

不遏，以牛耕田還是逐年

減少了0 省畜產試聆所所長戴

購賢，得提前一個月訂仔，每

次訂仔最少要6噸以上，若在

6噸以下需台備貨車到場運貸

0至於家庭園藝用 2公斤小包

裝，擦合作社經理李清枝說，

將來小包裝機器裝言殳完成後，

會考慮小包裝零售 0目前只好

請一般消費大眾委請各機關學

校員工消費合作社代為訂購，

台行分散零售 0 ．

謙博士說，目前本省水牛、黃

牛和雜種牛維持在 70，000 至

踟，000 頭，f旦是役用牛很少

，絕大部份是肉用。可是本省

養牛成本高遏進口牛肉，所以

，近年來政府將肉牛列為保護

是愈來愈少。從農紫年報可知

，民國69年本省’水牛、黃牛和

雜種牛有 103，078 頭，10年之

後的民國78年只乘178，161 頭

了。

戴所長說，純種的台灣黃

牛和水牛已經很少見了，我們

平常看到的“黃牛”大部份是

“雜種牛”0 就是台灣土黃牛

和進口的“聖達牛”雜交繁殖

的後代，由於聖達牛也是黃色

，所以雜交出來的後代，看起

來就f纂土黃牛一樣。

至於以牛耕田的趨勢壴碎T

呢?戴所長說，再遏幾年應該

就不會看到了吧?畢竟時代不

同，有更經濟的農機耕作方式

，傳統以牛役用的聿方法，應

該就會被淘汰掉。也許你會覺

得沒有牛的農村，缺少了什麼

似的，可是時勢所趨，也是沒

．辦法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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