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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風險與生態農業中的倫理實踐1 
—四個農場一個平台的田野調查 

 

盧成仁 

浙江財經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中國前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業、農村開始，家

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雖有明確的釋放農村生產力的

政策目標，但從其內在邏輯上看，着眼點在於解決中國人

「吃飽」的問題。二〇一三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創紀錄

的 6.01 億噸，2其後一直維持 6 億噸以上的產量，3基本解

決布朗（Lester R. Brown）所提「誰來養活中國人」（Who 

Will Feed China）的問題。4二〇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

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首

要的一個前提是，安全、健康食物的獲得。當下，食品安

全則是包括市民和農民在內，5中國社會普遍面臨的急迫問

                                                             
 1  本文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神學與跨學科研究整合項目「風險與希望」的工作

論文，感謝同仁在討論中提供的建議；與林子淳老師的談話，對本文寫作有重要幫助；
感謝楊熙楠先生提供的便利和支持；感謝劉宏濤、張文義、尹韜、周立老師的評論和
建議；感謝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17BSH142）成果。 

 2  〈國家統計局關於 2013 年糧食產量的公告〉，《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 stats gov cn/ 
tjsj/zxfb/201311/t20131129_475486 html，2019 年 7 月 6 日瀏覽）。 

 3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1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頁 405。 
 4  萊斯特．R  布朗等著，陳同斌等譯，《誰能供得起中國所需的糧食》（北京：科學技

術文獻出版社，1998），頁 51、63-64。 
 5  周立等指出面對食品安全問題，農民採取了「一家兩制」的方式對風險進行規避（周立、

方平，〈多元理性：「一家兩制」與食品安全社會自我保護的行為動因〉，載《中國農
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頁 76-84）；不過，農村的加工食品大多
來自地處城市及工業園區的食品工廠，農民其實無法完全規避食品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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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四十年，解決了「吃飽」問題、解決

了「誰來養活中國人」的問題，那麼後四十年我們就需要面

對和解決「吃好」的問題、「誰來養好中國人」的問題。 

中產階層的出現和壯大是改革開放在中國社會結構層

面帶來的最大變化，面對食品安全問題，龐大的中產階層

及高收入人群開始轉向購買高價的有機、生態農產品，希

望在價格壁壘中規避化石農業裏農藥殘留、激素添加、營

養不均衡等「食物安全風險」問題。但在有機種植、生態農

業的生產端中，面對有機、生態農產品的高利潤，將化肥、

農藥種植方式所獲農產品冒充有機、生態農產品進行銷售

的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現象，並不鮮見。二〇一八年五月

六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播出的調查報道「有

機疏菜有玄機」，6即其一例。因此，在有機、生態農業領

域同樣也面臨着信任的問題，對於消費端而言如何獲得安

全、健康的食物問題，開始轉化為生產端如何以可持續、

可信任的方式種出安全、健康的食物。同時，因為有機、

生態農產品的價格壁壘，在社會整體的食物分配過程中，

開始慢慢形成食物風險分配的「泰坦尼克」現象（「食物社

會風險」）：即收入越高，越能規避「食物安全風險」，反

之則越低。因此，對於社會來說實際存在着兩種食物風險：

一是因農藥殘留、激素添加、營養不均衡等產生的「食物

安全風險」（與結構和制度有着緊密關聯）；二是食物成

為階層固化表徵的「食物社會風險」。不過，當安全、健康

農產品成為階層固化的表徵時，顯然與有機、生態農業領

域敏感、強烈的社會公平關懷相違背。7 

                                                             
 6  〈《焦點訪談》20180506 有機蔬菜有玄機〉，《中央電視台網》（http://tv cctv com/ 

2018/05/06/VIDEX5RlquznwfUgVHd0enJw180506 shtml，2019 年 7 月 6 日瀏覽）。 
 7  參福岡正信著，吳菲譯，《一根稻草的革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石川拓治著，王蘊潔譯，《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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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〇一六年，筆者開始關注食品安全問題，有意識

閱讀相關文獻，接觸有機、生態農業領域人士。這一過程

中，筆者發現在有機、生態農業領域的種植者、陪伴者中，

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基督徒。因此，筆者希望討論有機、生

態農業領域依託於信仰的倫理實踐，有沒有可能及如何解

決食物生產過程中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的問題；在食物銷

售和分配過程中，面對食物風險的「泰坦尼克」現象，基於

信仰的倫理實踐有沒有可能及如何打破價格壁壘，為一般

收入人群提供安全、健康食物，從而不是固化某種經濟社

會秩序，並在食物分配過程中提供更多的社會公平和信任。 

對這一現實問題的討論，究竟可以回應怎樣的理論命

題？在倫理實踐研究領域，大體上有以下三種分析路徑： 

一、倫理實踐形塑某一新的社會秩序。在韋伯（Max 

Weber）對「天職觀」、「選民論」、「預定論」等新教倫

理的討論中，將一種倫理實踐塑造經濟社會秩序，並打開

現代世界理性化大門的過程作了深入、嚴謹的呈現；8在此

基礎上，面對「話語－權力」背後理性體系的霸權式存在，

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只有道德主體的自我實踐才能

真正改變這一體系。9 

二、倫理實踐固化某一社會秩序。全球範圍內社會不

平等擴大的背景下，法森（Didier Fassin）認為巴黎郊區警

察依據自身所認知的正義及職業準則形成的道德實踐，帶

來了法律內外有形與無形的暴力及歧視行為，固化和再生

產了一個以不斷膨脹的經濟不平等和不斷擴大的社會歧視

                                                             
 8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頁 23-146。 
 9  福柯著，張廷琛等譯，《性史（第一、二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89），頁 137-139、16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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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徵的社會秩序。10有意思的是，面對道德實踐中個人與

群體的差異，法森雖明確指出警察群體很難出現對道德實

踐的批判性反思，受福柯影響的他仍然寄望於由警察個體

開始的批判性反思。 

三、倫理實踐原則間的張力。韋伯在倫理實踐過程中

區分出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兩個不同的行為準則，雖然

政治行為領域個人有使兩者結合的可能，但本質上這是「勢

不兩立」的兩個準則。11羅賓斯（Joel Robbins）則呈現了

巴布亞新幾內亞烏拉敏人（Urapmin）皈信基督教後於信念

倫理與責任倫理間衝突與矛盾的過程。12大眾社會中目的與

手段的持久爭論，源頭就在於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持久

對峙。 

韋伯、福柯、法森、羅賓斯等出色地分析了倫理實踐

與社會秩序間正反不同的兩種關係過程，並對現實中的倫

理實踐原則衝突作了精彩的呈現。不過，大部分情況下，

倫理實踐既不是塑造也不是固化了某種秩序，而是與現有

經濟社會秩序處於一種既希望塑造又不想淪為秩序固化工

具的充滿張力的（經常性的）中間狀態，同時不同倫理實

踐原則間的相生相對，也使倫理實踐與現有經濟社會秩序

的關係處於一個多樣性的動態過程中。 

本文對生態農業中倫理實踐過程的討論，意在呈現倫

理實踐與現有經濟社會秩序富於張力的動態過程，並以「倫

理實踐的中間狀態」為核心概念，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推

進對倫理實踐意義、作用的認識和理解。特別是韋伯對倫

                                                             
 10  Didier Fassin, Enforcing Order: An ethnography of Urban Polic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  21-157  
 11  韋伯，〈以政治為業〉，載氏著，閻克文譯，《韋伯政治著作選》（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9），頁 288-296。 
 12  參 Joel Robbins, Becoming Sinners: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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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踐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論述：「可能之事皆不可得，

除非你執着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不然的

話，……甚至連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13「倫理實

踐的中間狀態」可以看作是對韋伯論述的一種概念化、工

具化的努力和嘗試。 

二〇一八年七至九月，筆者在 HEB、JJHE、JC、ZMD

等地，調查了四個基督徒生態農場和一個具基督徒背景的

生態食物平台。二〇一九年五月，對其中兩家農場負責人

進行了面對面的補充訪談。二〇一八年九月至今，一直通

過電話、微信與報道人保持聯繫，跟蹤農場和平台的發展。

之所以選擇基督徒農場和平台，主要原因是筆者在基督教

人類學研究上的前期積累，能較為快速地建立有利於調查

的互信關係，從而與生態農夫們進行深入討論和對話。調

查方法主要是參與觀察、訪談及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整

理，以此為基礎獲得的行為資料，使本文進行具問題深度

的討論成為可能。 

 

一、教會與有機農業 
H 省 H 市兩會二〇一〇年即開始有機農業種植實踐，

到二〇一二年時已初步形成種（植）養（殖）循環。H 市

兩會嘗試有機農業種植，最初的考慮是為解決遠郊神學院

二百多位師生的飲食問題。但在 H 市兩會領袖 L 牧師看

來：「信仰不僅只是『信』，還要『行』出來……。信、

望、愛，食品安全有問題，主要是『信』出了問題。那麼

『信』如何在生活中『行』出來？安全食品就是一個。……

從二〇一〇年開始，我們提出要搞『安全餐桌』，對社會

也可以有一個引導」。H 市兩會在城市遠郊開闢了三個農

                                                             
 13  韋伯著，閻克文譯，〈以政治為業〉，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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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分別是種養皆有的阿農場、迦農場和只有種植的南農

場，分別由市兩會下屬的 P 教會和 X 教會負責運營，市兩

會則負責農場間事務的協調、整合。 

以南農場為例，有七十多畝地，九座大棚、三座溫室，

分葉類和瓜類出產四十多種疏菜及主糧玉米。南農場的種

植方式，可以按病、蟲、草、肥、水、氣、光、熱予以分

類闡述：南農場聘請 H 市農科院一位專家作指導，重視病

蟲害的預防工作，並在病蟲害發生時以生物農藥清除，不

用化學農藥。H 市地屬中溫帶，作物的病蟲害較少發生，

因而南農場並不特別擔心病蟲害問題，相對關注產量的提

升。因為不用化肥，只能以附近阿農場的牛糞、雞糞作為

底肥，在作物種植前將之埋入土壟中。14明確拒絕除草劑的

使用，除草主要以人工方式進行，棚外作物長到一定階段

時允許雜草存在，借之對土壤進行保濕保溫。水、氣、光、

熱則分棚內棚外兩種方式：大棚內作物以滴灌方式進行，

大棚外則以水管普施為主；棚內作物的氣、光、熱由大棚

予以調節，棚外作物則以自然方式進行。因為不用化肥農

藥除草劑，只種應季疏菜，在生長期內耐心等待作物成熟，

在阿農場負責人 S 教師看來：「農場種的疏菜瓜果有小時

候的味道」。阿農場疏菜瓜果的出產，其中約 30%以贈送

神學院食堂等方式內部消化，約 70%上市銷售，售價約高

出市場價的 20%至 35%。大概因為這一原因，農場種植的

疏菜瓜果運回城內教堂出售時，能以較快的速度售完。筆

者在農場調查時，也看到來農場購買的案例。P 教會二〇

一八年初在 H 市兩會安排下接手阿農場，15因為地租和基

礎投入，成本回收壓力較大。面對要不要漲價的問題，P

                                                             
 14  不用堆肥用生肥，與 H 市一年近四五個月的冰雪氣候有一定的關係。 
 15  之前五年是由 H 市兩會下屬的 H 教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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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J 主任牧師認為：「是不是可以考慮漲價？教會內弟兄

姐妹收入都一般，我們種的東西，不打農藥化肥，他們當

然希望也能吃到。只要成本沒有問題，不會考慮漲的。」 

阿農場則以養殖為主，種植為輔，有約 3,400 隻雞、7

頭奶牛、18 畝多玉米地，能在農場內部實現種養循環。阿

農場整體養殖過程非常乾淨，雞舍、牛舍經常清潔消毒，

雞糞可以不落地，直接裝車運走。筆者在雞舍、牛舍中探

訪時，沒有聞到普通雞舍、牛舍那種刺鼻的味道。雞和牛

都不打促生長的激素、不用抗生素，若發現雞生病，則直

接處理。雞的養殖分兩種，一種是室內籠養，一種室外放

養，餵的是價格較高的穀物飼料。早中晚各餵三次，16因為

比較捨得投入，所以阿農場的雞有 80%左右能產蛋，一天

約有 2,500 枚雞蛋產量。能產奶的牛共有 3 頭，每頭一天能

產約 50 斤奶。牛奶和雞蛋除每天供應神學院師生外，剩餘

部分主要在教會內部及市場上銷售。雞蛋價格按季節和產

量每枚在 1 至 2 元間上下浮動，基本固定在 1.5 元一枚。對

於投入和產出的問題，負責阿農場的 W 牧師說：「牛這一

塊是沒進來錢的，主要是雞蛋……。不能貴啊，我們主要

是讓自己餐桌變得安全，信徒們的收入都不高，讓他們能

得着一些，然後就是引導社會……。我們基督教做買賣不

賺錢，他們社會上也知道的，所以信任我們，找我們買。」

不過，阿農場的養殖也處在一個調整過程中。原先養的羊

處理給了村中的農戶；因銷售體系未完全搭建好，無法快

速銷售完雞蛋（尤其夏天時雞蛋容易壞），也在考慮是否

減產的問題。 

整體上看，阿農場、南農場在種養過程中都保證了有

機的標準，杜絕了化肥農藥除草劑及生長調節劑等的使

                                                             
 16  室外放養雞則是早晚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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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使有機農產品價格在低位上運行。不過，阿農場、

南農場的生態農產品價格之所以能保持適中、親民，主要

與教會豐富的人力資源相關。阿農場支取工資的人員有 5

人，分別是負責餵牛養雞的一對夫婦、一位從事輔助工作

的青年、農場司機和一位技術支持人員。農場玉米種收則

由 X 教會下屬的 ZT 堂義工負責，雞蛋銷售由 XH 堂義工

負責，雞、牛屠宰由 CGZ 堂義工負責。而日常工作更為繁

重的南農場，支取工資的人員只有 3 人，分別是農場司機、

看場大伯、技術指導專家。農場日常的種植、除草、壘田、

收穫等工作，都由 P 教會內不同堂點的義工來完成，按農

場計劃工作量組織不同數量的義工來農場勞動，多則五六

十人，少則十來人。相當程度上，教會以其自身豐富的人

力資源，在既定產量中，降低了生態農產品的價格，讓更

多人可以吃到安全、健康食物。 

不過，在 H 市兩會進行有機農業實踐時，也受到了一

些質疑：「我們教會是要『得救』的，吃的我們捐點錢買

就是了，為甚麼要自己做呢？」從 H 市兩會視野上看過去，

有機農業實踐則是多重因素互動下的主動選擇。H 市是老

工業城市，國企眾多，下崗工人也多。因下崗問題引發的

暴力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教堂也在誤打誤撞下無端被牽扯

進這類暴力事件中。事實上，下崗等人生苦悶問題也是 H

市信徒歸信的原因之一。「讓他們來農場幹一天義務工，

來去接送包一頓中飯。他們在農場幹活，一來環境換了，

心情不一樣；二來看見綠油油的蔬菜、種苗……，看着它

們慢慢長大，有收穫了，心裏也高興，很有成就感：我不

是一個沒用的人。這樣把他們心裏那些情緒給卸下來。」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多，越來嚴重時，一

些人看來就是『末日景象』了。這兒都是新型教會，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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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根基不是那麼深，要被帶跑、帶偏也很容易。」因此，

教會倡導「安全餐桌」、實踐有機農業種植，以教會的行動

作社會的引導，實際上也有消解信仰體系內「末日景象」

論的考慮，從而最終對信徒進行引導和影響。因此，H 市

兩會的有機農業種植可以看作是一個多重目標下的主動選

擇。有機農業既是對社會安全食品需求的回應，也是對信

徒信仰過程的一種引導，更是對「末日景象」論的某種消解

和預防。 

在這一過程中，建制化教會的組織體系，提供了有機

種植充裕的人力資源，並對農場基礎設施建設給予援助，

同時以教會的社會網絡、社會關係及聲譽提供有機農產品

的銷售渠道。有機農業與教會組織體系間的內在關聯，是

H 市兩會有機種植一個明顯的外在特徵。不過，更為內在

的是，H 市兩會實踐有機農業種植的倫理原則，以「信仰

要『行』出來」的論述為核心，在這一倫理實踐過程中，

配合以教會的組織體系及制度安排，以穩定、可信任的方

式生產出安全、健康食物，堅持生態農產品價格的平民化，

提供教會內外的都市平民們一種安全食物消費渠道之外，

也在形式上提供一種食物公平的可能渠道。 
 

二、教派與「按聖經要求種植」 
G 老師是南方 SH 市一個家庭教會的半職傳道人，不僅

是教會主日學的帶領老師，參與禮拜日講道，其本人也一

直為轉向全職傳道人做準備。不過，二〇一七年初，G 老

師放下在 SH 市的教會事工和個人事業，全職回到家鄉 H

省 JJHE 市從事生態農業。G 老師從事生態農業的起因，主

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想讓自己和身邊人吃上安全食品。二

〇一六年，G 老師在家鄉高價請人代種不打農藥化肥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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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的水稻，食用後竟治好了讓妻子長年備感難受的腳氣

病，停吃之後腳氣病又復發，這讓 G 老師對生態食物有了

直觀的體悟。17二是 G 老師二〇〇八年真正皈信後，回鄉

參與本地家庭教會的禮拜活動時：「發現他們信仰不是

很……，就是不受洗。不受洗禮，認為（我們）是受約翰

的洗，他們是靈洗。……還認為在春節三天時參加禱告聚

會，效果最大……。另外，我們這裏也有門徒會、二兩糧

這些異端教會存在。我回來是希望能讓他們的信仰回到正

確的方向上，純正的信仰……」。因此，G 老師回鄉從事

生態農業，也受到了所在教會的祝福。 

G 老師回鄉後註冊了 JG 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入

股、租金、保底收購三種方式獲得水田、旱地等不同類型

的土地約二百二十二畝。其中以租金方式獲得的土地八十

九畝，主要是從親戚手中承租；以保底收購方式獲得土地

九畝，從中學同學處獲得。所謂土地入股，是指產權方以

土地作股本入股公司，土地種植收益（以生態農產品價格

折算）分成中，30%歸產權方，70%歸公司。若沒有賣掉產

品，則無法給予分成，但土地種植投入完全由公司負責，

產權方不需要投入任何人力物力。這是一種風險共擔的生

產運作方式，因而以土地入股方式獲得的約 124 畝地，主

要來自 G 老師自家、近親和同學處。JG 農牧股份有限公司

除了土地入股方式，還有資金、人力入股方式，亦即公司

股權結構分為三層：土地入股股權，有收益分配權，沒有

表決權和規劃權；資金入股股權，有收益分配、表決和規

劃三個完整的權利，這部分股東主要來自 G 老師的近親、

同學和教友；為了對生態農業種植參與者形成有效激勵，

也為保持公司的開放性，特別設立人力入股方式，分腦力

                                                             
 17  G 老師的母親因為打農藥中毒，至今花粉、泥土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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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和體力入股（時間入股），有收益分配、規劃權，並

按貢獻值獲得相應的股權激勵（請見表 1）。18不過，G 老

師的公司並不是甚麼樣股東都能進，對股東也有不同的要

求：資金和人力入股股東應認同基督教理念（每一個人都

是罪人，要有合理的機制來防止人犯罪；不能撒謊；婚姻

要有見證等）。 

 
表 1：JG 農牧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結構表 

股權結構 權益 分佈人群 認同基督教理念 

人力入股（腦
力／體力） 

收益分配、
規劃 

信徒 是 

資金入股 收益分配、
表決、規劃

直系親屬、
同學、教友

是 

土地入股 收益分配 G 家、近親、
同學 

否 

 

將土地所有權、收益分配權、決策權、管理權分開，

相對獨立，但又能形成互相間配合與協作，JG 農牧股份有

限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非常具有現代精神，但他們的種植

方式和標準卻非常古老：按聖經的要求來種植。G 老師對

自身種植方式的看法是：「聖經說的跟現在的有機、生態

農業不一樣，生態農業主要是按生物多樣性方式進行種

植。聖經上說種子不能摻雜在一起，一塊地就不能種兩樣

東西……。我的地裏一壟只種一種作物，不種兩種，一塊

地裏也只種一種。地裏害蟲多了，有人說可以用改變害蟲

性向和生殖週期的裝置來控制蟲害。聖經上說要讓動物也

生養眾多，用這個控制蟲害也是不合適的……」。筆者在

                                                             
 18  三類股權分配方案中，土地種植收益除需按比例分予土地入股股東，繳納相應稅款，

留出總額的 10%作為公司發展基金；餘下部分扣除成本後，由資金、人力入股股東各
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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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探訪分佈於平地和山坡由 G 老師所種的九個不同地塊

時（分別是水稻、玉米、黃豆等作物），看到田地裏都是

單一種植，沒有間種套種，不打農藥化肥除草劑，也沒用

物理防蟲措施。即便是在一塊被常規水稻種植包圍的約二

十四畝水田裏，當其他地塊害蟲躲入其中，以致部分水稻

結穗偏少時，G 老師雖然擔心產量降低，但仍然淡定：「該

給蟲子吃的，還是得給蟲子吃。」 

在這樣的信念指導下，G 老師的種植過程也相對簡

單。以水稻為例，插秧之前放入一些羊糞作為底肥（有些

田連羊糞都不放），此後整個生長週期內不再施放任何肥

料。插秧放水之後，即放入鴨子（每畝約放入二十只左右）

除草。稻鴨共生的好處是，鴨子吃草之外，翻土翻水，不

僅使土質變疏鬆，也能保持水溫，同時鴨糞是一種速生肥。

但稻田裏有些草鴨子是不吃的，整個生長期內需要人工除

草兩次，至水稻結穗時就不再除草。水稻結穗前後，趕鴨

出田圈養，養大後可生蛋，也可當肉鴨賣。大豆、玉米等

作物的種植也與水稻相似，栽種前施用羊糞作底肥（有些

地塊也不放底肥），栽種後或人工或機械除草一至三次，

便不再進行人工干預。此外，不用任何轉基因品種，選用

當地老品種，同時對不同地塊進行不同品種的種植嘗試，

記錄和觀察相關數據、性狀，找出最適合這一地塊的作物

和品種，實行適地適種。G 老師的種植方式雖然簡單，但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人工成本也一直是種植成本中較大

的一塊。 

與 H 市兩會下屬農場主要依託教會系統進行銷售的方

式不同，G 老師的生態農產品主要依靠其個人搭建的電商

網絡進行銷售，將產消兩端直接結合，去中間商，形成生

產者直接面對消費者並由生產者將消費者聯結起來的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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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在 G 老師的微信裏有五千多個微信朋友，將之分成

不同群組，需要進行銷售時就在群組中發出相關信息。雖

然 G 老師的庫房裏堆放着相當一部分去年出產的稻穀、小

米，但「因為我們是做零售的，不可能批發走量。當你以

十年規劃來做時，銷售是有壓力，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再一個，我們庫存條件比較好，不怕壞，真不行就返田，

就是貴了點。」不過，G 老師的銷售對象 80%是教友，19可

以說主要是通過其社會網絡進行銷售。產消結合的社會網

絡，反過來也直接監督 G 老師按所聲明的以聖經要求進行

種植，讓 G 老師更嚴格、更自覺將這一要求貫徹在整個種

植過程中。 

在 G 老師看來：「回到聖經記載的農業種植方式，是

我們這個農場最大的特色。沒有打農藥化肥除草劑，地的

息年（種六休一），土地要給窮人留邊角餘糧……，我都

按聖經的要求來做。」因而，「按聖經要求種植」是 G 老

師生態農業實踐的前提，也是其倫理原則的核心，這一背

景下的倫理實踐，促使 G 老師在農作過程中嚴格地執行標

準，即使是在產量和盈虧的壓力下，仍然不做外人看來必

要的變通，施行到底。不過，正如 G 老師所說：「有時（種

植上）很難按聖經說的做……。像猶太教對食物有明確的

標準，我們還需要學習改進」。據筆者在 G 老師農場觀察

所見，農場的產量並不穩定，不同的地塊的水稻、黃豆、

玉米等產量差距較大；田間管理相對粗放，對於不同作物

生長期內水肥光熱的施放與調節，尚未建立完整的應對預

案，20這反過來又影響了產量。這其實又關涉到「按聖經要

求種植」如何與產量、效率相協調的問題，而這也是 C 老

                                                             
 19  G 老師也透過同學、朋友的熟人圈子，努力拓展 J 市及 H 省的本地市場，希望縮短食物

里程，擴大規模，以帶動更多農場周邊農民加入生態種植。 
 20  G 老師耗費資金建立的堆肥場，因為人力、機械等問題，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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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希望加以解決的問題。二〇一九年後，在產量與效率沒

有突破的背景下，農場產品價格也處在較高位置上，對銷

售產生了很大的壓力，反過來也影響了種植的擴展。對於

G 老師來說，銷售和種植的壓力讓他深切地體會到「按聖

經要求種植」的不易。 

這些問題與 G 老師在一間小家庭教會的祝福下，以個

人之力從事生態農業有着內在的關係。這也關涉特洛爾奇

（Ernest Troeltsch）教會與教派的分類，21對生態農業實踐

的不同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規模、銷售上，更體現

在對倫理原則的不同取向上。教會「信仰要『行』出來」

為倫理原則的核心，採用具標準化、可操作性強的有機農

業來回應社會的需求及教會內部的變化。G 老師則以「按

聖經要求種植」作為倫理原則的核心，採用聖經標準進行

種植，按自身倫理原則所設想的方向去行動，而不計投入

與收益。不同倫理實踐及倫理原則的影響在這裏開始有所

顯現，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也開始呈現出來。 

 

三、生命農業與互聯網平台 
如果說 G 老師的農場在「按聖經要求種植」的過程中，

對產量、效率有相當影響的話，那麼 C 老師的生命農業農

法，就是針對產量、效率問題形成的一套系統解決方案。C

老師有三十多年農業從業經驗，二〇〇二年參與基督徒農

業服侍，二〇〇八年後正式進入農業服侍工作，二〇一五

年三月開班講授他所「發明」的生命農業農法。他與他的團

隊使命是：「恢復起初創造時的美好」。在 C 老師看來，

物種多樣性、營養多樣性、微生物多樣性是世界結構體系

                                                             
 21  特爾慈（即特洛爾奇，Ernest Troeltsch）著，戴盛虞、趙振嵩譯，《基督教社會思想史》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8），頁 137-158、265-352、46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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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創造者創造時使用的「原材料」是包括諸多微量元

素的營養多樣性和微生物多樣性；而當今世界除了食品安

全及其帶來的環境危機外，還存在着兩種饑荒，一是吃不

飽的饑荒（增進產量，儲備糧食可解），二是吃得飽的饑

荒，即人體微量元素及營養均衡的缺乏。作物需要通過土

壤和微生物吸收多達七十七種的微量元素和礦物質，大部

分人類的疾病與礦物營養吸收匱乏相關。化石農業將創造

者創造時的三種多樣性均衡打破了，因此生命農業就希望

能通過自身「發明」的科學的農法實踐，去「恢復起初創造

時的美好」。所謂生命農業農法，就是從微生物、動物、

植物與人的生命關係出發，用不同來源的生物原料加牛奶

發酵成包含諸多微量元素和礦物質的營養液，噴灑於作物

並施用於穀物飼料中，整個種植和養殖過程不使用任何化

肥農藥除草劑抗生素等，也不使用任何轉基因物種，從而

將「營養源－生物防治－種養循環」結合起來，希望可以大

規模實現安全食品平民化。因此，C 老師將生命農業稱之

為：基督教信仰下的科學種植。 

生命農業自身制訂了食物安全的「010 標準」：即 0

化肥農藥（植物）、0 抗生素（動物）；1 是全營養種植、

養殖；0 轉基因（植物）、0 化學激素（動物）。以全營養

種植養殖為核心，生命農業對食物安全標準的分類是：有

機農業標準、生命農業 010 標準。因為目前有機農業檢測

標準，對礦物營養無要求，而 010 標準則在有機食品的基

礎上，突出了食物的自然營養標準。不過，生命農業又如

何自證 010 標準的可信與可靠？C 老師的團隊主要做以下

三個事項：一、產品送 CGS（瑞士通用公證行）等國際第

三方檢測機構檢測；二、與同級產品進行「吃吃看及解剖

PK」；三、進行可視對比實驗，觀察變化，如水泡黃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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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 C 老師與人合作在青海用生命農業農法成功種

植出安全枸杞。二〇一五年與同為基督徒的 WY 博士合作

在寧夏用生命農業農法量產 010 安全枸杞（產量接近常規

種植枸杞），並用安全枸杞餵養枸杞雞，22兩樣產品推出市

場後用 C 老師的話說是：「一炮而紅」，滿意度和市場口

碑都很高。隨後，C 老師夫婦與 WY 博士合作，在 SH 市

依託互聯網建立推廣和銷售安全食品的「010 安全食品平

台」。在 C 老師看來，解決了銷售問題，就能給予農民們

更大的激勵來加入安全食品的種植和養殖。 

以 010 安全食品平台為基礎，C 老師在生命農業農法

推廣和農戶輔導上，主要圍繞「個性化種植」做以下三個事

情：一、價值觀：種植者要知道自己要甚麼（安全、穩定）、

不要甚麼（危險、波動），了解清楚之後，明確自己的「種

植之錨」定在哪裏，重建與以往不同的農業價值觀；二、

技術：種養循環是農業領域千古不移的道理，明白其中機

理的情況下，農場缺哪一環，就用最低成本補回來，即用

生物循環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定出種植養殖全週期標準，

按標準來規範行為。三、以全營養源為中心：既要追求作

物的量和質，更要追求作物全營養來源的整體性。C 老師

開班授課的學生以及輔導的農戶，陸續有二十多人在用生

命農業農法進行種植養殖，也有十幾人在 010 安全食品平

台上出售過 010 標準的安全食物，如咖啡、黃豆等。但農

戶生產過程質量又如何監管？010 平台的方法主要是一年

一檢測。C 老師則認為：「基督徒心裏有神，還是會敬畏

的。說謊的話，眼睛會不一樣，看得出來。有沒有人做得

好，騙過我？有的。那我這裏有聖靈的感動，（農場探訪

                                                             
 22  民間認為用如枸杞等藥材喂出的雞，食材藥效比藥材本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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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告訴我看哪裏。不是具體的哪裏，我有時走到這裏，

突然拐過來看下，有時就看到了……」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筆者隨 C 老師夫婦去北方 S

省 JC 市大山深處的雲農場探訪。雲農場位處山頂，地近千

畝，生態環境優越，由鄰省 SQ 市某教會 Z 牧師創辦。「兩

三歲、十幾歲、二三十歲……六七十歲的人，犯各種醫院

治不了的病，作為牧者我們這些年接觸到很多。這些病都

是食物本身出了問題，吃出來的問題。我就想我們應該種

安全、健康的食物，我們就上山了……」不過，二〇一六

年後 SQ 市教會受到的壓力，也是 Z 牧師上山辦農場的原

因之一。Z 牧師二〇一七年三四月份曾去 SH 市找過 C 老

師夫婦，尋求農業指導與合作；二〇一八年初，又至 SH

市，雙方確立了合作關係。二〇一八年三四月之間，C 老

師夫婦已至雲農場進行了現場規劃輔導。八月再來的目的

主要有兩個：一是確定雲農場本地三元雜交豬銷售問題，23

緩解農場資金壓力；二是協商雲農場後續拳頭產品及種養

循環問題。因雲農場是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才正式轉換為

生命農業農法種植養殖，C 老師夫婦現場踏勘半放養豬舍

及田地後，對農法具體細節進行了演示和指導。更多的時

間則放在討論三元雜交豬銷售和定價問題上。討論前，C

師母交給 Z 牧師一張資料提供清單，包括種養過程文字、

圖片、視頻說明以及品種特性、運輸過程文字和圖像說明

等。因雲農場首批三元雜交豬非生命農業農法養殖，C 老

師夫婦決定豬肉經檢測後可以有機食品標準和價格在 010

安全食品平台出售，但後期屠宰和冷鏈包裝儲藏運輸等必

須以 010 安全食品標準進行。冷鏈包裝運輸涉及約 15 萬元

的前期設備投入，是雲農場無法負擔的。為了讓農場能持

                                                             
 23  所謂三元雜交豬，是當地用野豬、黑毛豬、普通家豬三元雜交後獲得的優良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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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運作下去，C 老師夫婦思考後由 010 安全食品平台以豬

肉預付款的形式支持這 15 萬設備款。解決冷鏈設備款問題

後，雙方的協商和討論涉入更為複雜的豬肉分類標準、成

本核算與定價、冷鏈運輸溫控標準等。討論過程中，C 老

師對種植養殖各類安全標準的執着和要求，顯然讓 Z 牧師

有些應付不過來。不過，Z 牧師也明確表示既然按生命農

業農法做，就會把相關標準執行到底。待與三元雜交豬銷

售有關的問題討論完畢，議題轉入雲農場拳頭產品確定與

種養循環鏈條形成的分析。在三元雜交豬之外，C 老師夫

婦屬意營養價值極高的黑小米種植（雲農場已種有部分），

用養豬堆肥的方法，形成高附加值的豬肉與高營養黑小米

的種養循環；Z 牧師則更多提到放養雞的養殖問題，雙方

確認只要人力跟得上都可以做起來。 

C 老師之所以重視對雲農場的輔導和投入，不僅因國

人飲食結構改變背景下肉類產品具有「現金銀行」的性質和

高附加值，24並能豐富 010 安全食品平台的品類，更在於他

對農業或者說生命農業有着更大的「想象」（請見圖 1）。 

在 C 老師看來生命農業加上互聯網平台和物聯網的技

術，可以激發出許多原來想不到的事情：首先，互聯網平

台上只有內容電商才能真正生存下來。所謂內容電商是指

農夫需要有情懷再加講故事的技巧，不斷輸出價值才有可

能持續吸引消費者，即輸出「對食者安、對種者安、對生

態安、對二次加工者安、對後代子孫安」的生命農業價值。

其次，種植者與消費者直接對接，通過去中間化、信任關

係合同化，在種植者端形成從生產到銷售的農業閉環，減

少中間商盤剝，使價格平民化的生態農產品具有可能。再

次，通過物聯網技術、人工智能、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

                                                             
 24  飲食結構改變是指從穀物到肉類蛋白質攝入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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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
復
起
初
創
造
時
的
美
好
」

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形式的產消閉環

打破產權、管理權邊界形成跨界生態圈

平台內容農業電商

去中間化、信任關係合同化的產消對接

生 

命 

農 

業

區塊鏈等技術在農田、農場的應用，達成農田、農場所有

信息與消費端點對點的零距離聯接，以自帶公信力的方

式，形成種植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係合同化及其閉環聯

接。最後，生命農業農場需要打破產權、收益權、分配權、

管理權的界線，形成跨界合作的共享共贏。不僅通過物聯

網、區塊鏈技術形成生命農業種植者的區域生態圈，跨界

合作本身也能形成一個共享的生態圈。C 老師認為，當生

命農業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時候，就能對常規農業種

植方式和農產品價格倒掛現象形成某種深刻的改變。在 C

老師生命農業「想象」中，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及從信仰出發

改變常規農業種植方式的「路線圖」清晰可見。不僅 C 老

師本人依從基督教信仰從事生命農業農法的構建，參與生

命農業培訓及加入 010 平台銷售者行列的也多為基督徒，

更重要的是，改變常規種植的目的是「恢復起初創造時的

美好」。 

 
圖 1：生命農業的未來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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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復起初創造時的美好」為倫理原則的核心，C 老

師不僅「發明」生命農業農法，獨建區別於有機食品的 010

安全食品標準，並將農法推廣和生態農產品銷售平台搭

建，作為基礎性工作來做。雖然，C 老師已近六十，且受

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仍以「能做多少是多少」、「人在做，

後面的事情交給神」的態度來從事農法推廣和銷售平台運

作的工作。不過，相對於 H 市兩會、G 老師在生態農業上

的實踐，C 老師以「恢復起初創造時的美好」為原則的倫理

實踐，所改變的不只是一城一地的「安全餐桌」，所形構的

不只是「按聖經要求種植」的農法，而是以改變整個常規

農業種植方式為目標，農法、平台、新技術的應用，都是

為了這一目標而使用的手段。基督徒倫理實踐的目標及其

對農業世界的「想象」，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受「非洲豬

瘟」的影響，二〇一九年後雲農場的三元雜交豬全部被處

理，農場經濟狀况雪上加霜，產品鏈需重新整理，從頭再

來。C 老師的 010 安全食物平台發展方向受平台內部不同

意見的牽制，農法推廣也受到內外不同因素的掣肘。因此，

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也在此顯現了出來。 

 

四、家庭與自然農業 
MHW（簡稱 XW）是位四十歲出頭的中年人，讀小學

時母親皈信基督教，全家都跟着皈依。XW 年紀不大，信

仰經歷卻很資深，皈信之後就到 H 省各處參加信仰培訓，

一九九一年時即認識了來 H 省培訓的 LG 老師。初中輟學

去深圳打工，在工廠工作兩年後，轉往酒店工作，讀了夜

校之後轉入產品廣告設計行。一九九七年，XW 轉入 LG

老師創辦的 RZCYSH 發展協會，從事關愛流浪兒童、邊緣

青少年事工，由此進入了全職侍奉工作。在深圳打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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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 周日在一個雨傘廠服侍，帶領工人敬拜讚美，認識了

一位好朋友。這位朋友因工廠化學污染，全身皮膚潰爛，

當時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朋友不願在城市醫治，提出希望

回農村休養待死，XW 應承照顧送終。二〇〇二年，XW 在

老家 ZMD 市物色到一塊山地，用高於時價一倍多的價格獲

得五十年承包權。地拿下後，朋友因各種原因沒能來居住，

這塊三百多畝的山地便一直荒着。二〇〇五年，XW 在雲

南麗江遇到廣州 WT 工坊時任負責人 ZM，因為自己正好

有一大塊地，可以學習生態農業農法，便去廣州做了一年

健康農業實習生。二〇〇六年底辭工，在 Z 省 JD 市做了一

年多的汽車零部件生意，二〇〇九年四月 XW 帶着妻兒正

式回鄉創建綠農場（他的三個孩子沒有進入學校學習，都

在農場受家庭教育）。 

綠農場以自然農法種植為特色，除了健康農業實習生

的經歷外，小時候的遭遇也是 XW 從事生態農業的重要原

因：「我爸爸打農藥中毒，沒辦法，只有我替他去打。那

個氣味喲，真是不好受……」綠農場建立之初就選擇種植

核桃樹，掛果後每年都可採摘，是所謂的「鐵果樹」，因而

連續補種至二〇一二年，現有三千多棵。核桃樹不打農藥

化肥除草劑，全部人工除草（一年一次），讓核桃樹自然

生長。「開春時打草，小一點的核桃樹周圍打出一個一米

左右的圓圈，得把一座山打遍了，這個活辛苦……。山高

草密，CZ 從山坡上滾下來好幾次……」筆者在農場山坡看

到所有的核桃樹幾乎都與雜木林共生，地面雜草叢生，踏

不進腳，初一打眼好像核桃樹錯落生長於樹林中，似乎並

不是一個核桃園的所在，很像是生態農業領域著名的木村

秋則仿自然狀態的蘋果園。核桃樹掛果沒那麼快，XW 就

種地瓜、花生等做深加工來彌補農場收入。綠農場也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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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農法種植地瓜，不打農藥化肥膨大劑，只加適量草木灰

作為肥料；收穫的地瓜加工成粉條，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劑

（如防腐劑、明膠等）。花生的種植也與地瓜相同，加工

成花生油時也不做作任何添加。二〇一七年開始，早期所

種核桃樹開始掛果，採摘晾曬後乾果以二十元每斤出售，

而同期 ZMD 市場上常規種植核桃乾果是二十五元每斤。二

〇一八年核桃採摘後，XW 並不打算加價銷售，他自己算

了一筆帳：「三千棵核桃樹，每棵就算長二十斤（乾果），

能有六萬斤，一斤賣二十塊，一年就有一百二十萬。我們

算得六十萬，就有很多錢來做農場建設了。我不存錢，有

一點錢就做一點建設……」基督教信仰對於 XW 生態農業

實踐的影響，除了地要息年、留邊角餘糧外，「就是不貪

心，聖經上說有衣有食，應感知足。我們扎扎實實做，不

要貪心，貪心就做不好事情了」。以聖經所教導的「不貪心」

為行動原則，XW 的核桃園，在提供市場安全、健康食物

的同時，以低於常規種植的價格出售，不僅對同類生態農

產品形成價格壓力和道德壓力，帶來改變的可能，也以單

一品類種植提供了一種食物公平的可能方式。 

XW 所指農場「建設」，主要是教育設施、生態建築與

生態社區。因為前期無法靠核桃收入維持農場生存，二〇

一四年後，綠農場開始轉向自然教育、營會運作，至二〇

一八年九月時，夏令營等營會服務佔到綠農場收入 75%左

右。XW 因為有青少年社會關懷的經歷，綠農場同時也接

受了一些不適應中小學教育體制或被學校教育放棄的孩

子，希望嘗試在基礎知識、項目制學習、遊學教育、技能

學習上，對孩子們有一個不同於學校的再教育。XW 希望

在現有兩幢平房上，加蓋一層作為圖書館及室內公共活動

空間；同時，以近年來收集的本地傳統農耕器具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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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農場前坡的地下層辟出作為傳統農耕博物館。XW

對農場的長期規劃是以生態建築為中心，形成生態農業、

鄉村教育、養老休閒的共享型生態社區。雖然，生態社區

的發展路徑和方向在現實中有很多阻礙，但 XW 仍以此為

目標進行嘗試和實踐。由生態農場轉向生態社區，雖有個

人關懷和興趣以及現實因素的影響，但倫理實踐的中間狀

態也在其中顯現出來。 

 

五、結論與討論 
以上這些不同類型的基督徒、教會以他們自己所認識

和感知到的食品安全問題，如「安全餐桌」、農藥與健康、

食物與疾病，甚至是「有沒有可能有一種貪婪的勢力在利

用這次大饑荒（吃得飽的饑荒），在取代上帝，來供給人

類食物、空氣和水？有沒有人在操縱一些事情？」的追問，

按自身的信仰形成行動，進入生態農業領域展開他們的倫

理實踐。這些以「信仰要『行』出來」、「按聖經要求種植」、

「恢復起初創造時美好」、「不貪心」為核心的倫理敍述，

使他們確信他們在農業種植領域的行為符合聖經要求和神

的旨意，面對化石農業體系的問題，以安全、可持續為基

礎帶來了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生命農業、自然農業等各

類循環農業實踐。這一倫理實踐的社會後果和意義是，一

種具有倫理價值支撐的農業種植行為，能夠以可持續、穩

定的、可信任的方式種出安全、健康的食物。更重要的是，

無論短期還是長期，其倫理實踐都以生態農產品價格平民

化作為自身目標之一，這也使得其生態農業種植行為具有

一種道德性質。不僅在價格上對同類生態農產品形成市場

壓力，帶來改變的可能，也在提醒當下來看小眾的生態農

業種植始終不應忘記它對人、生命和社會公平所具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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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意義，即生態農業只是解決食物風險問題的手段，其背

後對人、對社會的改變和關懷才是目的。 

不過，這些基督徒、教會的倫理實踐本身及生態農業

種植類型，也存在着差異或說是多樣性。教會和教派是特

洛爾奇對基督教組織形態所做的一個具分析效力的區分。H

市兩會創建的農場，屬於教會體系，教會本身與國家體系

及其倡議關係密切，因而在有機農業實踐中重視責任倫理

的承擔，不僅要向社會引領和示範「安全餐桌」，更要消解

因社會結構而來的信徒負面情緒和「末日景象」對教會、社

會的影響。同時，也需要考慮自身的行動在政府、社會、

教會、信徒之中可能的後果。25G 老師的農場看似由其個人

操持，但實際受到所屬家庭教會和教友的祝福與支持，可

以說是屬於教派體系。因此，按聖經要求進行生態農業種

植和探索，以信念倫理作為自身行為的前提和標準，而不

管產量、盈虧如何。G 老師在生態農業的思考和行動中，

不會過多理會自身家庭狀況（親老子幼），也不會特別在

意自身家庭、親友、教友投入農場中的資金能不能保本回

收，不會過於注重種植過程中效率的提升，只希求「按聖

經要求種植」的方式可以實現。C 老師雖然沒有母會支持，

但所參與和服侍的一個鬆散的農業團契，自身「發明」的生

命農業農法之「理想」及圍繞在生命農業體系中的一些學生

和農戶，也使之具有一定的教派性質。因此，他不會去考

慮雲農場在增添了冷鏈設備之後，人力、場地是否能配合

得上、能否形成穩定的贏利，而以信念為核心，務求生命

農業農法的推廣、實踐，去「恢復起初創造時的美好」。因

                                                             
 25  綠農場以家庭為主，需要照顧到家中老少的生計和農場的生存，如在農場經營中對營

會項目的拓展，實際上是生存倫理導向的一種發展。綠農場有自身依聖經而來的信念
倫理，但在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間選擇以責任倫理作為基礎，因而在核桃樹之外沒有
大力發展其他品類的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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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會和教派的組織形態差別或者說對生態農業支持形

態的差異，在生態農業種植過程中形成責任倫理與信念倫

理的差別。這一差別，就目前的情形來看，還沒有達成相

互結合的狀態。不過，這種差別以聖經的教導、要求為尺

度，也帶來了諸如有機農業、生命農業、生態農業、自然

農業等生態農業領域多樣性的實踐。 

不過，H 市兩會下屬諸農場選擇能夠標準化種植的有

機農業，相對忽視了生態農業領域更為基礎的土壤改良問

題。G 老師的農場始終面臨按聖經要求的種植標準與種植

效率之間的矛盾和壓力。受「非洲豬瘟」的影響，二〇一

九年後雲農場的三元雜交豬全部被處理，農場經濟狀況雪

上加霜，產品鏈條需重新整理，從頭再來。C 老師的 010

安全食物平台發展方向受平台內部不同意見的牽制，農法

的推廣也有內外不同因素的掣肘。綠農場因應實際的狀況

做出改變，活動與營會服務約佔農場收入的 75%，農場向

生態社區轉型之後，農業種植只佔其中一小部分。這其中

既有基督徒及教會在生態農業實踐過程中的特殊性問題，

也有一般生態農業過程的共性問題，處在不斷嘗試、調整

和探索進程中。因此，就基督徒及教會在生態農業中的倫

理實踐而言，其既沒有改變現有的化石農業種植習慣，但

也沒有成為某種經濟社會秩序固化的工具，而是處在與化

石農業種植方式及其所建立的農業經濟秩序和整體的消費

品味、習慣相互碰撞、富於張力的中間狀態中。這種充滿

張力的中間狀態，基本上可以說是基督徒及教會在生態農

業中倫理實踐的背景和常態。同時，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這一倫理實踐原則間的對立及現實場景中對倫理實踐原則

的不同選擇，在塑造出生態農業實踐樣態的多樣性之時，

反過來也深化了基督徒、教會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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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作為一種分析概念，有六個

層面的涵義：一、以改變或生成新的經濟社會狀態為目標的

倫理實踐，會出現淪為現有經濟社會秩序固化工具的意外後

果；二、必須不斷回溯目標，堅守倫理實踐於行動和生活中；

三、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目的和手段的持久對峙，使個人

和組織的倫理實踐在理念和現實中都受到了極大的牽制（需

要付出相應的智識、溝通及社會成本）；四、因此，日常生

活中的倫理實踐經常表現為既不是塑造也不是固化、而是與

現有經濟社會秩序處於一種既希望塑造又不想淪為秩序固

化工具的充滿張力的中間狀態中；五、現實場域和生活中，

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是一種常態；六、若行動不以倫理實踐

作基礎，則連「中間狀態」都沒有。 

美好生活以安全、健康的食物獲得為基礎，從這一角

度看，美好生活首先也必然是一種倫理生活。美好生活本

身已超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範疇，是對來自象徵及文

化體系所界定的高於日常的良善目標的一種行動，這種行

動若沒有倫理實踐作為支撐，那麼其內涵和可能性空間就

會受到局限，個人的美好生活也浮沉在可能與不可能之

間。而從倫理實踐的中間狀態這一觀察裏，我們能夠真正

理解韋伯對倫理實踐可能性與不可性的闡釋。26因此，倫理

實踐的中間狀態，既是對基督徒生態農業實踐過程的一種

概念抽象，也是對韋伯倫理實踐可能性與不可能性論述一

種概念化的努力和嘗試。 

 
關鍵詞：食物 生態農業 信仰 倫理實踐 中間狀態 

 
作者電郵地址 lsz_0908@126.com 
                                                             
 26  韋伯著，閻克文譯，〈以政治為業〉，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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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and risks are urgent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ociety’s life transition from “stuffed” (Chi bao) to 

“satisfying” (Chi hao). There are quite a few Christian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at produces safe and healthy 

foo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ethical practice based 

on faith: whether it is possible an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sing fake and shoddy production to mix the real ones in 

the process of safe and healthy food production; whether there 

is any possibility and how to break the “Titanic” phenomen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od 

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discovers and refines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ethic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work of 

four farms and one platform,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supplement th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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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tself.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ethical practice”, we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Max Weber’s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eth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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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Practice; Intermediat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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