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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會選擇這本書的原因是，我個人擁有很嚴重的選擇困難，常在飯點時

間考慮很久還是沒有結果，因此看到這本書的書名就引發我的共鳴。

作者所關心的核心其實是「人類與自然的交界」，書中透過 4 頓不同

的餐飲，追蹤背後的食物生產模式──典型工業化生產、大型企業有

機生產、小型有機生產、個人採集狩獵實踐。每一種生產模式，都是

一條獨特的食物鏈，一端是人類，另一端是食物的初始狀態，細究組

成食物鏈的每一環節，我最感興趣的部分是其中一條生產線以玉米為

線索的工業化食物鏈中，從原料到人類之間的距離十分遙遠，每一個

加工環節，均需大量消耗石油能源。看似多元的飲食，其實都是以玉

米為食的單一選擇，再加上化學添加物對健康的負擔，在這條食物鏈

串起的世界裡，犧牲了生產者、生態系及相關的動植物權力，消費者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了「會走路的玉米人」，獲利最豐的則是幾個超級

龐大的食品帝國。因此從這裡就可以得知，食物還是吃原型的最健康，

書中還有提到觸及了很多重要的議題與爭辯，除了農藥栽培與有機食

品的差異，作者描繪「企業化有機」與「有機小農」的差異，這正是

台灣的「有機界」此刻面臨的重大危機，政府制訂的有機法規，只有

大型財團才能負擔，以有機精神耕耘的小農，反而被排除於「有機認

證」之外，連耕作權都可能被剝奪。因此看完這本書讓我覺得唯有當

人類與食物重新產生真正的連結，才可能湧現這些敬意與珍惜，這是

在工業化的加工食品中，無法被感受的珍貴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