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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碟特別點的蘿蔔糕：撐⾹港蘿蔔，不⽌因為
情懷
在後社運的⾹港，很多⼈覺得，想真正⽣活必先移⺠。她認識的農夫社群，移⺠潮下卻沒幾個離開。
特約撰稿⼈ 凌梓鎏 發⾃⾹港 2022-02-01

農曆新年前⼣，中環嘉咸街露天街市熙來攘往。在旁的餐廳「無⾁⻝（没⾁吃）」，正出售⽤⾹港蘿蔔製成的賀年
蘿蔔糕。我們的攝影師請餐廳⽼闆阿邦（楊應邦），捧著肥⼤的本地有機蘿蔔上街頭拍照。有菜販⼤嬸看⾒，好奇
問蘿蔔⼊價多少？知道批發價要20港元⼀⽄，⽐⼤陸蘿蔔貴五倍後，她有點愕然。
不過阿邦的蘿蔔糕賣100多港元，只是坊間⼀般售價：「製作成本⾼了，但我沒怎麼轉嫁⾄消費者。」他是「⾹港蘿
蔔HK ROBERT GO！」的參與者，這計劃連結⼀眾本地農夫、餐廳、加⼯及零售單位，建⽴蘿蔔⽣產和推銷網絡。
對於阿邦：「重點不是我賺多少，⽽是讓⼤家知道，⾹港有⼀班農夫在默默耕耘。」
有份籌辦計劃的Katie（ 戚曉麗），從事關注農耕的⼯作⼗多年，「⾹港⼈⽀持⾹港農業，是有需要的，並⾮純屬情
懷。就如⽇本⼈很proud of⾃⼰的農產品，我們都想令⼈知道，⾹港蘿蔔品質真是好的。」



「Robert仔」合作式推廣
「這是合作式marketing，由農場、餐廳到⼩店，⼤夥⼈⼀起做聲勢浩⼤的宣傳，有collective power，讓⼤家記得

⾹港的蘿蔔。」

前年尾，⾸次推⾏的⾹港蘿蔔計劃在Facebook出現，開始為數⽉後2021年的新春做宣傳。當時籌辦單位有幾個農耕
組織，包括今年再接再厲的「⽥嘢」，繼續⾼呼「全⼒⽀援⾹港⼈⻝⾹港蘿蔔∕蘿蔔糕 」。Katie是⻝農創新品牌
「LoCoFARMS本地種植」負責⼈：「去年我們的品牌只是個觀察者，知道有⾹港蘿蔔的計劃，發覺⾮常有意思，於
是今年加⼊，與⽥嘢⼀起做策劃。新年時節，蘿蔔容易引⼈關注，⽽且它的需求確實很⼤。」

Katie （戚曉麗）是⻝農創新品牌「LoCoFARMS本地種植」負責⼈，也有份籌辦「⾹港蘿蔔HK ROBERT GO！」計劃。攝：林振東/端傳媒

⼤學讀⽣態學的Katie，曾在NGO做農業相關⼯作。「我與農夫合作⼗多年了，出發點都是去想，如何幫助農地提⾼
⽣產價值。」她回想從前做⽔稻耕作計劃，以保育濕地⽣態：「那時獲政府資助，但如何engage不同⼈，令農夫種
得開⼼，稻⽶⼜能賣得出？做過便知，不是有錢資助你就⾏的。」今年將13個本地農場與不同餐廳、加⼯及零售單
位聯繫的⾹港蘿蔔計劃，⾃然令她眼前⼀亮。
「它的好處，是做到⼀種計劃性種植。」皆因餐廳等單位要預先下單訂蘿蔔，令農夫可按所需產量，有規劃地種
植。「這樣令農夫有保障。平常⾹港農夫，⼀般將蔬菜直接賣給鮮品市場，有就拿去，不會事前談好貨量，於是可
能太少不夠賣，太多⼜賣不完，有很多不穩定性。」另⼀吸引處，她說來好笑，是整個計劃的logo——⼀條眼神堅
定、正在奔跑的⽂⻘⾵蘿蔔公仔，取名「Robert（廣東話「蘿蔔」諧⾳）仔」。
「去年我看⾒已覺得很搞笑，名字⼜易記，原來⾹港蘿蔔都可以推廣得那麼cute！」30多個蘿蔔及蘿蔔糕銷售點，



遍佈港九新界及離島，「這是合作式marketing，由農場、餐廳到⼩店，⼤夥⼈⼀起做聲勢浩⼤的宣傳，有
collective power，讓⼤家記得⾹港的蘿蔔。」

為了⾹港蘿蔔不怕煩
「因⾹港蘿蔔真的⽐較好吃，是⽤兩⾄三個⽉種出來的。我聽農友說，有些⼤陸蘿蔔⽤化肥催⾕（催熟），只種⼀
個多⽉，所以味道不及本地蘿蔔濃郁和多汁。」

今年因應計劃所種出來的蘿蔔近15000⽄，Katie說：「⽐去年多近⼀倍，⼩店銷售點亦增多，整個網絡擴⼤了。」
適合製作蘿蔔糕的遲⽔⼤蘿蔔，在⾹港種植的最佳時節，是每年中秋後⾄農曆新年期間，種植期約80⾄90天。那邊
廂⾃去年九⽉起，策劃團隊便不斷開會。「與⼩店溝通是特別繁複的，因它們本⾝就不易經營，有很多限制。有趣
的是，我們網絡中有些賣樂器、賣書的⽂⻘店，平常都不是賣農作物的。」她笑：「賣樂器的⼈，怎確保賣蘿蔔也
有客⼈來呢？我們就要教不懂賣菜的⼈賣菜，協助他們做宣傳和預售等。」

「無⾁⻝」素⻝餐廳⽼闆阿邦（楊應邦）捧著本地有機蘿蔔。攝：林振東/端傳媒

連續兩年參加計劃的素⻝餐廳「無⾁⻝」，相對有經驗，⽼闆阿邦信⼼滿滿：「今年買了3000⽄蘿蔔，⼤概可製成
3600個蘿蔔糕，我五間分店都有售。」新年前⼀周訪問他，糕已賣逾⼀半，「⽽這周進⼊賣糕⾼峰期，肯定會售
罄！」無論買蘿蔔回家⾃製蘿蔔糕，或去店買現成的，吃糕始終是新年指定動作。他的⾃家⻝品加⼯場，將本地有
機蘿蔔烹煮成糕。未有⾹港蘿蔔計劃以前，「我向菜商買⼤陸蘿蔔，已切好的，⼀包⼗⽄，抽了真空。來到⼯場拆
開⼀煮，便可下鍋製糕了，⽼實說，是很⽅便的。」
參與計劃的多是有機農場，出品的蘿蔔除了⽐⼤陸來貨貴，還要格外費時處理。阿邦坦⾔：「是⽐較⿇煩。雖是同



⼀品種的蘿蔔，但來⾃不同農場，所以形狀⼤⼩都不同，表⽪有時不平滑，黏著泥。我們連⽪製糕的，要把蘿蔔逐
⼀刷淨。」他笑說，那便多加⼈⼿去做。實質是成本⼜增加了，他仍覺值得：「因⾹港蘿蔔真的⽐較好吃，是⽤兩
⾄三個⽉種出來的。我聽農友說，有些⼤陸蘿蔔⽤化肥催⾕（催熟），只種⼀個多⽉，所以味道不及本地蘿蔔濃郁
和多汁。」





⾹港農夫所耕作的本地蘿蔔。圖：受訪者提供





⾹港蘿蔔⽥。圖：受訪者提供





⾹港蘿蔔⽥。圖：受訪者提供

疫下更⾒本地農業重要
「來⾃遠⽅的糧⻝，原來你會拿不到的。疫情下餐廳⽼闆很慘，但本地農場⽣意很好。多了⼈來買有機菜，因為知
道近在咫尺會買得到。」

整個計劃的單位各有困難，農夫固然要⾯對耕作本質上的挑戰，例如Katie說，去年尾天氣不太好：「10⽉⼤家剛播
種後，突然刮颱⾵，令部份農場損失了⼀批蘿蔔，要後來趕急再下種。當天氣太熱時，有害的蚜蟲⼜多，這些情況
也多。」她喜歡⼩店與農夫合作起來，⽐較⼈性化。「好像有些蘿蔔被⼩動物稍微咬過，外觀有瑕疵，餐廳也能接
受。」畢竟味道並沒有問題。「街市菜販也會收到這些，但可能就丟掉，浪費了。」
各單位勞⼼勞⼒，總有外⼈不解問，⽀持本地農業為何那麼重要？阿邦說令他開竅的，是資深農夫、近年創辦了⾹
港農業雜誌《種植⾹港》的袁易天。阿邦與他⼗多年前相識，很記得有次⼀起在中環，袁易天看著周遭的商業⾦融
⼤廈說：「這些產出的，只是數字、數字和數字。」然後拿著花的種⼦和泥，撒於附近花槽。「他說農夫就不同，
種⽠得⽠，種⾖得⾖。如果我們將資源全放在⾦融炒賣上，那⼤家吃什麼呢？」阿邦當頭棒喝：「其實農夫的⻆⾊
真的⾮常重要。」
Katie則笑，有些⾹港⼈很奇怪，明明愛吃，消費⼒也⾼，偏偏買本地有機菜卻會嫌貴。與阿邦⼀樣，她也提到價值
觀問題。舉例說，⾹港⼈關⼼樓市，遠多於本地農業吧。「從基本需要來說，⼈沒地⽅住不會死，但沒糧⻝⼀定會
死。⾹港炒樓炒得貴，地產資產價值⼤到令其他所有事都不重要。」當世界很危險，疫情反覆無限輪迴，⼤家驚覺
全球⻝品供應鏈有斷裂的⼀天，她覺得⼜起了變化：「來⾃遠⽅的糧⻝，原來你會拿不到的。疫情下餐廳⽼闆很
慘，但本地農場⽣意很好。多了⼈來買有機菜，因為知道近在咫尺會買得到。」⽽且買菜要Made in Hong Kong，
拒Made in China，與買⼝罩同樣道理，「覺得乾淨安全嘛。」



⽤⾹港蘿蔔製作賀年蘿蔔糕。攝：林振東/端傳媒

「無⾁⻝ 」餐廳⽼闆阿邦⽰範⽤⾹港蘿蔔製作賀年蘿蔔糕。攝：林振東/端傳媒



下油開鑊加蘿蔔條，加⽔煮蘿蔔約5分鐘⾄差不多全熟。攝：林振東/端傳媒

將鷹粟粉、⽣粉、粘⽶粉、冬菇粒、⾦菇絲、油、鹽、糖、胡椒粉拌勻。攝：林振東/端傳媒



把剛拌好的材料倒⼊鍋中與蘿蔔撞粉，使蘿蔔均勻沾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上盤隔⽔蒸1⼩時。攝：林振東/端傳媒



⾹港⼈⾃⼰撐⾃⼰
「根本未有那麼多有機農場做⽣產。近年⼤陸菜貴了，品質卻差了，與本地甚⾄有機菜的價錢差距減少，⾹港農夫
便有競爭⼒。現在很多⾹港農場能站穩腳，我接觸很多年輕⼈⼊⾏的。」

她和阿邦都形容，⾹港蘿蔔計劃是他們推廣本地農業的⼀個起點。經歷近年社運，⾹港⼈「⾃⼰撐⾃⼰」的情懷湧
現。吃本地蘿蔔和蘿蔔糕，撐⾹港⼟地友善出產，多少有這種情懷和吸引⼒？Katie說：「⼀定有吧，情懷亦不是問
題，但整件事能否sustain是看品質的，在農業商業世界中，就是農產品要好吃。」⾹港蘿蔔的策劃團隊，反⽽最討
厭賣慘情，把農夫說成「很可憐、收⼊很低」。
「早在2004年左右，⾹港農夫就真的很困難，因那時⼤陸菜⼜靚⼜便宜，很難跟它⾾。」若當時去做⼀個⾹港蘿蔔
計劃，她相信時機未成熟。「根本未有那麼多有機農場做⽣產。近年⼤陸菜貴了，品質卻差了，與本地甚⾄有機菜
的價錢差距減少，⾹港農夫便有競爭⼒。現在很多⾹港農場能站穩腳，我接觸很多年輕⼈⼊⾏的。」
Katie眼⾒做農夫的，⼤多⽐較嚮往⾃由。「⾃⼰開農場、⾃⼰耕種，是⼀個⾃由業。約⼗多年前，『半農半X』的
概念（⼀半時間務農，⾃給⾃⾜；⼀半時間從事連結社會的⼯作，發揮天賦）由⽇本、台灣傳到⾹港，的確吸引到
⼀班酷愛⾃由的⼈，去實踐這種⽣活模式。」在後社運的⾹港，很多⼈覺得，想真正⽣活必先移⺠。她認識的農夫
社群，移⺠潮下卻沒幾個離開。

「我覺得農夫已在⾹港實踐了alternative living，可能沒那麼急切要⾛，他們可以歸隱⽥園，⾃給⾃⾜。」⾸年⾹港
蘿蔔計劃某些策劃單位，以⾄參與⼩店的⼤量客⼈，則移⺠去了。今年第⼆次推⾏計劃，原來策劃團隊曾有點憂
慮。「真的太多⼈離港了，我們不知能否有⾜夠的⽀持者。」⼜怕⼜要做？Katie說：「因為我覺得推廣本地農業，
無論如何也要做的。除⾮⾹港有天完全沒有⼈啦，否則⼤家都需要吃的。」

⾹港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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