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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二、四刊出

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逢年過節，一家團聚，「麻將」當
然是親朋好友們團聚共享消閑時光時
最受歡迎的娛樂項目。雖然這「麻將」
是中國的傳統玩意，卻也一早受到世
界各地人擁戴。現時，不少國家都有
記載有關「麻將」的文獻，甚至出產
屬於自己國家的麻將。故而，在這個
新春佳節之際，華人世界收藏
最多麻將文獻文物的收藏家張
襄玉，便攜同他所收集的來自
世界各地的收藏品，為本土觀
眾帶來一場「好看又好玩」的
展覽。這次展覽的最特別之
處，是一件件收藏品不但能令
人感受到麻將遊戲的樂趣，同
時也傳達出了這遊戲背後源遠
流長的文化意義，我們不但眼
界大開，更會加深對祖國國粹
的認識。

張襄玉於1939年生於台灣南
投，熱愛麻將、圍棋與漢字的

他，多年來致力於麻將方面的相關研
究及推廣麻將文化，麻將中的有趣典
故也由他從台灣帶到了兩岸三地，其
中也包括著名學府北京大學，生動的
麻將歷史與文化，對他而言，不只落
實於豐富的收藏品中，更在於探索其
中所記錄的國人對這娛樂項目的興趣

及幾千年的發展變遷史。擁有超過千
套麻將藏品的他，現在正籌備興建一
家麻將博物館，令人們「寓教於玩」，
理解麻將所傳承的中式文化。

而對於首次來香港舉辦麻將展覽，
張襄玉表示，很榮幸受邀展出自己的
收藏品。為擴闊港人對麻將的趣味，

他特意從眾多收藏品中，
精選出數十套來自世界各
地的特色麻將，與香港市
民分享，希望透過這種世
界共通的傳統玩意，加深
人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
他的新年願望就是令麻將
再次成為風靡世界的流行
玩意，藉此傳承中華文
化。

這位「台灣麻將達人」
的私人收藏，不但浩如煙
海，更能充分令人大開眼
界。他的藏品包括以骨

頭、象牙、瑪瑙等各類珍貴材質製成
的麻將，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特色麻
將—譬如荷蘭發行的麻將，雖無中國
麻將的松蘭竹菊等花色，卻有 獨特
的鬱金香、風車花樣；而丹麥麻將則
有安徒生童話故事、知名觀光地標的

「小美人魚」花色。不同式樣在新春之
際，於本港這國際之都展示，則凸顯
中西文化融合的趣味。希望對麻將歷
史了解更多的人們，則可以閱讀他以
英文撰寫的「Wonderful Taiwan Mah
Jong」，從而理解更多他幾十年來鑽研
麻將的歷史與文化心得。這本介紹麻
將的專書曾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參
展，為西方讀者帶去了麻將在作為國
粹層面的有趣故事。

文：Jasmine

「台灣麻將達人」以藏品發揚國粹

時間：即日起至2月12日

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

地點：青衣城1F夢幻島大堂

查詢：2186 7284

有機——環保與健康的合一
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有何區別，是

一個大家較為關注的問題。固然，由於有
機農產品在人力、養料以及其他資源方面
的投入較多，其成本也大大提高，故而在
價格上，也比一般農產品要高很多。所
以，有機農產品的未來出路，實有賴於市
民對本土農業的關心與支持。

環保與健康是有機農漁產品製造的重要
環節。據了解，有機魚類產品的新品種研
發，途徑很多。既有從本港原有的經典品
牌中加以升級性開發——如元朗烏頭；也
有外來引進以後加以改造的，如澳大利亞
的昆士蘭寶石魚。目前，這兩種產品在香
港的銷售勢頭非常好，未來的市場空間會
越來越大。以有機魚業為例，不僅僅品種
的選取極為嚴格，魚塘也是用有機成份調
配的，飼料的配製更是以有機原料為基
礎。品種在投放市場之前，還要經過有機
產品的認證程序，以保證質量。

而在有機農產品方面，有機番薯與結球
白菜是本港新近推出的種類。一般的農作
物都很難耐高溫，例如白菜，到了三月，
已經無法種植，但是結球白菜則能夠在不
傷害土地環境、可循環利用以及慎用農藥
的特殊種植環境及本地的環境中，於十月
至三月持續種植，確實屬於「綠色、無公
害」的食品。

其餘的如香草、有機草莓等，也是有機
環保系列的新品種。不僅原生態的農漁業
產品備受市民青睞，加工後的半成品或成
品也較受歡迎。比起一般的魚乾或魚片，
來自海邊的有機魚肉，似乎更讓人放心。
以市民的角度看，環保和健康是選擇有機
產品的根本因素。環保 重於後代的生活

與生活環境的體驗，而健康則是近年來的
自我保健意識的持續強化。

有機產品，首先滿足本港需求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業主任陳兆麟介

紹，目前，本港每日的農場品消耗量大約
為一千二百噸，但是本港的農產品日產量
只有四十幾噸，佔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四左
右，比率可謂非常之低。而有機農產品在
這些農產品中的比重，更是少之又少。以
有機番薯為例，目前進行試驗性種植的農
場約有八十九家；而種植有機結球白菜
的，則有約四十八家；全港目前種植有機
農作物的基地，約有四百多家—但是全
港農業生產基地的總數卻達到一千八百
多。

或許是因為產量太少，在回答記者「本
港有機農產品是否有可能銷往中國內地
時」，陳主任表示，在相當長的可預見期
限內，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畢竟本港市
民對農產品的需求應當首先得到滿足。陳
主任表示，隨 城市化的加快，耕地的面
積恐怕會愈來愈小，加之全港幾乎所有的
農耕地均集中在新界地區，
未來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資源
中提高產量並開發新品種，
將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和研
究的課題。

除了土地的有限，缺少懂
得耕種的勞工，也是本港農
業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據
悉，由於經濟結構的固定，
多數人將自己學習的專業技
能鎖定在傳統的產業如金融
等領域，農業種植領域的職
業培訓目前仍顯不足。有鑑

於此，港府在日後可能會將加強此一方面
的職業訓練，以增強人力。

農漁業不應被邊緣化
提起香港的產業，首先想到的是金融、

其次是證券，再次是轉口貿易，然後是旅
遊。香港如果作為一個較為成功的經濟實
體，究竟缺乏的是甚麼？本報曾經在關於
工展會的專題中提及，香港與「工業」一
詞，距離似乎過於遙遠，以致工展會與其
最初的主題大相徑庭。

同樣，農業生產似乎也是本港經濟環節
中較被忽視的一個層面，始終以輔助甚至
邊緣產業的身份位列在經濟體系的末端。
有限的關於農漁業報道，幾乎必然與美食
消費緊密相連，少有人意識到農漁民在勞
動中的辛勞與付出。這固然與本港地少人
多的現實有關，也與城市經濟結構有巨大
聯繫，但是，「口中食、杯中水」，又怎
能不引起社會的反思。

農業問題的核心是甚麼？是土地。物
以稀為貴，愈是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土
地的價值愈是顯得金貴。土地的限制，

導致香港的農業發展受到了限
制。但是，有限的土地，善加
利用的程度如何，實在是現有
條件下政府必須認真思考的問
題。

無論是1861年的帝俄農奴制
改革，還是美國曾經的西進運
動，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城
鄉衝突，實則均是土地資源的
分配和利用問題。如何看待土
地與人的關係，才是本港對農
漁業發展態度的實質。總之，
不能夠正確領會到農漁業背後
的土地與環境問題，無論這個
社會有多麼繁榮或景氣，終將
為短視的規劃與佈局付出沉重的代價。這
是歷史的教訓與法則。

對漁民而言，填海造地，一個細微的方
向或是選址的改變，影響的將是自己和身
後幾代人的生活與福祉；在增加土地供應
量的口號下，人造土地的用途是建造豪宅
還是用來興建農場或公屋，與千萬人的生
活息息相關。

新的一年，祝福聲聲中，無法迴避的是
百物騰貴；不得不面對的是銀包的重量愈
來愈輕的事實。農漁產品的產量是否已經
到達瓶頸？一方面，土地資源不足是理
由；但另一方面，有限的土地卻未能夠有
效利用—例如，人人都明白增加住宅供
應量的方式是將樓層向高空發展。但是，
少有人提及，在溫室大棚中，可以將種植
的空間也向高空轉變，即實現立體種植、
空間種植。此外，填海造地的政策實施，
也應當更廣泛地聽取市民、尤其是漁民們
的意見。

邊緣化農漁業，本質上是邊緣民生。在
環保與溫飽並舉的今日，從市民的角度出
發，則政府應當認真思考：除了貸款、課
程培訓、產品推廣和技術輔導之外，他們
還有甚麼是可以協助農漁民群體完成的。
畢竟，我們日日的生活都與他們的職業息
息相關。創造香港的農漁業品牌，有機化
將是未來的新目標。

有機農漁
打造本港未來新產業

民以食為天。香港不是一個工業社會，也不是農村聚

落。但是，日用的飲食是市民的必需，農產品的種植與

供應是民生運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每年，特區政府的

漁農自然護理署都會牽頭舉辦本地的漁農美食嘉年華活

動，藉以推廣本港的農漁產品，加深城市人對農漁業

的認識，能夠真正體會到三餐不易、粒米皆

金，也令業界了解到有機農漁業的發展，將

會是未來本港農業發展的一個亮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有機產品認證檢測

■漁民之漁船

■政府推介有機番薯與結球白菜。

■有機草莓 ■昆士蘭寶石魚

■港人參觀農漁業嘉年華。

■精美的「麻將」藏品。
■「台灣麻將達人」張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