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
村
與
文
化

5597年1月1日

台灣農業物語（一關
—史前農業初探

文圖｜胡兆華

台灣的史前農業袌緣於史料的匱

乏袌因而少有人探究。作者為中興大學

農藝系退休教授袌費心搜羅史料袌旁徵

博引袌並以宏觀的態度認識島內文化；

用邏輯分析突破轄統思維袌期能更貼近

史實袌窺探台灣史前農業概貌。（全文

將分期刊登）

台灣有歷史以前的農業，是一只從

未打開過的黑箱。「何時」 (When)，

「何地」(Where) 及「如何」 (How) 發

生？緣於在文字發明之前就有農業活

動，因此在探討之前，除了博覽群籍以

外，也得四處搜羅史料，以了解過去人

類來台灣的生存方式。特別是過去台灣

在中國古籍中記述並不明確；又所謂中

國官方文獻的「信史」，皆記述朝廷上

的事。秦始皇統一盭秋戰國以後，從此

勝者為王，朝代更替，農業先進的吳越

文化遂旁落，而地理上也不包括台灣。

較有徵信記述台灣位置則是在元史【1】之

後。

纊宏粟尋根腇用邏輯羭底

不久之前，台灣學術最高機構

中央畽究院盵副院長張光直曾指

出：「傳世的歷史文獻，在農業

生產的先史時代毫無用處。」供

史學家畽究必須有如：地質

學、古地理學、古生物學，人

類學等在舊石器至新石器時代

的考古學資料，顯然這牽盚到

歷史學家的訓練問題。他認為，目前台

灣海峽兩岸的大學歷史學系、人類學系

裡面，都不能充分訓練「人才」出來，

而且常常缺乏基本常識【2】。但他沒有提

到農學畽究，這正是解答本文的方向。

人類體質行為屬於生物遺傳學，而農

藝、土壤、地質、地理、數學統計分

析、物理化學氣象等是農學畽究認知或

選修課程。面對龐大古籍有如沙中淘

金，如懂得一或多種外國語言，可從旁

窺探，加上有科學訓練，方能有邏輯地

突破中國傳統自以為是的思維，寫出到

目前為止發生過的事實。

台灣的史前文化畽究，

日人在考古學上立下

根基【 3】【 4】，也

在 民 族 與

文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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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舉辦過專家學者討論聝，對一些不很

明黿或調查不充分的民族來源資料，透

過對談，可以鬘助釐清一些難題【5】。近

年，國人對台灣地區史前人類文化

發展歷程【6】有新的認識羵

記農肅史專題上，我們

尚胖努力找出人類來

台 後 的 生 存 之

皎 ， 經 過

狩獵蘜種

腷 生 活 後 ，

再 離 開 台 灣 的 因

素。換句話說，台灣史前農肅

的誕生，不是突然出現記台灣，

或突然出現空白而錯認台灣歷史

只有 400 年的謬事。膹根究底需要

科學分析，既分科而又能合作。記

考古學上加入民族學源流，然後呢蕖

人類生存記特定環境下，政治無不依

人行事，如日據苕期台灣所劃分的山地

區域，曾把中國南方百越族記此農耕的

人民當作「生番」，而所謂的平埔族又

是什麼蕖因此我們必胖以更宏觀的態度

去認識這苴內的文化發展。本文試以自

然科學邏輯去膹求農肅的發展歷

程，各方各族共同努力的成

果。有一篇反對台灣有

過史前農肅的文章霏記

文獻最後【3 8】，另有研究

台灣土著農肅書目【39】供有

興趣者參考。

農業－文化的創造者

記進一步說明台灣農

肅的趓源前，有必要先

就 「 農 肅 和 文 化 」

的關係註釋。由於

國人對「農」這一個字

所含的意義，有和西方拉丁文

英文字義蘜思想有所出入。農的古字體

「 」，「 」是破石板形，記林之下被解

釋用石板砍樹木，開闢土地是為開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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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第一步。而英文「農」字

Agriculture 是土地 (Agri ＝ Soil)

加耕種 (culture) 兩字結合。耕

種和文化是同一字雙解，因種

植兼有培養的意思。所以中文

的「農」開始成了為獲得土

地，砍伐樹林繼而火燒，好像

理所當然。西方農業開始是文化

栽培，具有較積極的意義【7】。然

而真理只有一個，並不因東西

方而有差別。

鄰近的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至少有

2,000 年，但自明治維新採納西方科學

思想後，已不再拘泥舊觀念。東京岩波

書局出版的《栽培植物與農耕起源》，

開卷的第一頁即指出，提到「文化」，

人們立即想到藝術、美術、文學，把農

作物或農業置於「文化圈」外【8】。畯對

的，近年中國農書凸顯蘇維埃思想，

《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歷史卷》內

列舉各種農業起源學說，其中有採集野

果打野獸，改為有計畫的準備糧食，所

謂的計畫則是分刀耕和鋤耕階段。刀耕

乃以石斧砍倒樹木，曬乾後放火燒，然

後點播或撒播種子，因此有人說是人類

發明了農業【9】。其實自然狀態下，風吹

樹枝摩擦或落雷都會引起森林火災，把

多年累積的落葉枯枝，野獸昆蟲在林中

糞尿屍體焚化，看似空無的灰燼地，就

是上天準備好的苗床。這時候鳥啣、動

物體毛粘附、或風吹帶來種子在灰土上

發芽。火後草生枝芽萌發，引來飛鳥走

獸尋食。森林生態浴火重生，大地呈現

另一番景象。人類會被大地景象所吸引

而來，並自動或被動地從環境變化中找

出生存之路。所以稱人類發明農業不如

說發現事實利用，邏輯上是自然現象的

發現。

農業與工程的濫觴

分析台灣早期農業發展，是既興奮

又失望。北迴歸線橫越島的中部，意即

位於亞熱帶，不太熱也不太冷。島的東

方是太平洋，季節性帶來雨水，滋潤大

地，但也帶來颶風的災害，人類從自

然環境中歷經千萬年，如今我們這

一代將交付給下一代什麼？歷史不

是科學，因為它不能為我們重複實

驗。

圖 1. 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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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開始除了自然環境之外，第一

要素為生存定居。為了照顧農作物及家

畜，就必須有些收容食物的容器以及建造

倉庫，於是在住處附近製作土器瓶裝，圓

盆容器製造是運動上下或推進推後力量連

貫而不中斷，就是工程 (Engineering) 機器

發動的初步 (三者關係如圖 1)。這是比

考古學發掘出土器，從中推想人類曾在

該地方有過生存活動，進一步設立原理

的學問【10】。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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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首先概說有機農業的發展歷程颬接著說明

有機之所以有機的諸多技術問題（土壤管理顫病蟲

害防治顫有機驗證等）颬然後逐一介紹台灣幾項重

要的有機農產品颬以及對台灣有機農業具引領貢獻

的重要人物和他（她）們的環境思維颬最後介紹台

灣幾個代表性的有機社區颬以及台灣有機農業所面

臨的困境和可展望的未來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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