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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森林是最近這一段時間常聽到的有

趣的操作方式，其間有高大的果樹，也有較

為低矮的，甚是做為地被與攀爬的各種可食

的作物，一種以模擬森林生態的方式、進行

的綜合性栽植，已成為城鄉區域常見的農作

物栽培方式之一，逐漸改變著過去植樹與景

觀塑造的型塑，多元暨可食用的取代單一且

純景觀的造林思維。

三月，也是植樹節的這個月，很多地方

都辦起植樹活動，美其名是植樹節，但常常

任由活動熱潮中種下的樹木日後缺乏照料而

孤單的死去。筆者常見一整批栽植的樹木，

在數個月後存活率不到一半，過了二、三年

後，大家對當初植樹的記憶越來越淡忘，那

些植下的樹苗也隨之消失殆盡。

這二年多來，我在東華大學內做了一個

小小的試驗，種植了一批果樹，在不進行澆

灌的過程中讓它們自然的生長，其間必須能

夠抵擋酷熱的夏天與略冷的冬天，當然還要

讓校園裡的割草工們看到這群小小的果樹群

們，並避免在除草時不小心除掉。在去年底

的一次非正式統計中，我算了一下這些年種

的果樹數量，不包含攀爬的與地被上可食的

蔬果，多年生的果樹們超過三百來株，一、

二年生的果樹將近二百株，這些果樹都沒有

太多的澆灌與過多的保護，只遵循一些自然

的法則，就可以讓原來看似單調的校園景觀

增添了生物與生產多樣性。筆者在這裡提供

幾個簡單的食物森林思考方向，讓大家在操

作的時候可以進一步調整與再確認，避免只

是種植了一個好像綜合性的植栽，但是又好

東華校園裡的食物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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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缺少了什麼東西的森林。

生態性―保有食物森林的層次

首先，正常的森林會有一種層次感，這

是食物森林一般給人的印象，它大概會有幾

種層次，會有很高的樹(樹冠層)、中層高度的

樹、較低矮的樹或灌木、地被及攀爬的藤蔓

等等；亦即食物森林的塑造必須是站在一個

生態的觀點來進行設計與執行的，通常我們

只會思考到種植需要哪些種類的果樹，在思

考果樹的同時有沒有想到與果樹共同生活的

其它樹種呢？這些樹包括在果樹還非常小的

時候可以提供它的遮蔭、保水與陪伴；種植

果樹的時候你是選擇很小的樹苗，縱使是稍

微大一些的樹苗，剛種下去的時候也是需要

一些保護(遮蔭)；至於保水功能，則是除了有

一些良好的覆蓋物在植物的基部外，還必須塑

造一個好的地形讓植物可以有一定的保水與

貯水功能；最後，樹，其實也是需要陪伴的，

除了同種類的陪伴外，不同的種類也是需要

東華大學食物森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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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自然生態中，你會發現在一片新生的土

地中，植物的種類是多麼的多樣與複雜。

生產性―與食物鏈產生連結

許多人的經驗裡，校園的樹大多是不能

食用的居多，為了美化校園的景觀與維護上的

方便，校園樹種的選擇上通常會選擇一些較易

管理的樹種，包括落葉、落果少的樹種，而屬

於可食用的這類果樹自然而然就在校園內少見

了。有多少人在校園內以木瓜來做為校園裡的

行道樹，或是以�梨做為校園內的圍籬，還是

以火龍果攀爬在圍牆上做為既綠色又具有防

護功能的邊界呢？幾乎沒有。傳統的校園景觀

並不包含屬於這類的生產性景觀，泰半是種種

大王椰子之類的來做為校園的行道樹，再輔以

黃金榕或扶桑作為區隔的圍籬。

其實我們可以在校園裡做的更多，原來

的低矮圍籬可以用洛神花作為區隔，不只生長

快速，每一年也可以生產許多的洛神花給校

園裡的學生來食用，一年四季之中，還可以提

供多樣化的景觀也增添了校園景觀的趣味；以

食用的功能來調整一個校園的景觀栽植方式，

並重新定義與瞭解校園植物的功能與記憶，過

去我們的學習經驗是、採用死背的方式來記住

校園植物名稱與各種特徵，如今可以轉變成為

以味覺經驗，來重新瞭解一個校園裡的植物地

理與校園植物生態的可能性；於是，一個具有

生產性的校園森林，將以味覺的感官來帶領記

憶與知覺。另外，這種生產性的連結不只是連

結人的味覺經驗，也可以連接不同植物、昆蟲苦楝樹下的香蕉與木瓜。

校園裡的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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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生物，所以當你思考一個食物森林的同

時，請也考慮其它生物需要的食物。

日常性―找一些藉口讓人們常接近它

除了考慮生態性與生產性的觀點外，要

找一些藉口讓自己可以常常來到這個食物森

林來走走看看，不只是看看植物的生長，也

是透過多次的觀察與體驗，將可以發現這些

森林小氣候的細緻變化。每一個人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來接近食物森林，比如說在食物森

林的一側種植上一個小小的菜園，這個菜園

可以提供操作者一家人所需的蔬菜，因此，

操作的人可以透過頻繁的參與鄰近的蔬菜園

進而也照顧了食物森林，當然，把菜園與森

林視為一整個系統也是一種好的操作。

其它的日常性的作法包括，將原來行道

樹的樹種轉變成為可食用的樹種，行道樹下的

圍籬與地被也可以進行調整，過去理所當然的

景觀植物也可以變成一株株的生產單元。

怎麼做，怎麼開始？

如果沒有一塊很大的土地可以做一個森

林，那麼是不是就不做了呢？不，不管大小

如何，其實都可以把生態性的層次感、生產

性的味覺體驗、日常性的串連經驗整合在一

個小小的基地之中。

所以你需要的是想像一個具有立體感

的操作，不再只是一個平面的種植方式，甚

至在森林的一側可以種植一個有趣的小菜地

空間。而森林的部分可以從一株樹開始，然

後在樹的旁邊種植一些可以陪伴它一直成長

的樹，通常我都是種幾株樹豆及洛神花，這

樣看起來好像很滿很擠，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洛神及樹豆只是一、二年生的作物，慢慢原

來所種植的目標植物開始長大後，這二種植

物也慢慢枯萎了，而同時你早已收成了二種

作物。像這樣的小訣竅，都是可以在自然裡

觀察出來，自然界裡作物有著競爭與陪伴關

係，有競爭作物的生命力是強勁的，而因為

陪伴則可以讓彼此獲得不同的支持。

食物森林伴生的蔬菜園。

使用廢棄的磁磚片，將各種植栽標示名子，使民眾容易便

是與了解各種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