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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产食蔬”，也称“自留地自种自产自食”，是人类农耕文明社会的一种文

化遗产，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生产类性，是人类确保在各种艰难条件下维系生存

的生活智慧。不仅如此，“自产食蔬”也讲述了人类文明进步中土地与生活的历

史逻辑，讲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万物互助的一种友好行为。 

“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精耕细

作、静待收获”，是中国人对“土地与食物认知”的基本理念。也正因为如此，

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历史证明：粮食问

题怎么说都不为过。 

如今，农业现代化、农民城镇化，正在改变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的传统模式，

形成了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城市群，使粮食供应成为所有国家粮

食安全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20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正暴露出城乡之间联系的脆弱性。我们注意到，

病毒大流行之际，世界各国人民呈现的第一反应是抢购食品，超市中最先空架的

是食品专柜。说明了“吃饱肚子”是人的生存中不可违抗的“铁律”。因此，谋

划“自产食蔬”的条件与布局（尤其在城市），不论是个体行为，还是国家行为，

都显得极具合理性与现实性。 

“冠状病毒大流行”，至今已覆盖世界所有国家，超过 150 万人被感染，有

近九万人的生命殁于这次疫情之中（截止 2020年 4月 9 日）。当下，全世界几十

亿人口正被“禁足”与“封城”所困。“吃饭问题”，成了头号的问题，全球囤积

粮食的意念与行为开始活跃。一些国家，已经颁布法令，禁止粮食出口。随着世

界各国陆续关闭“国门”，对粮食供应链的断裂是显而易见的，粮食价格面临上

涨，尤其对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受到的威胁更大。与此同时，至少在今年的春季

春耕的劳动力短缺成为各国最急迫的问题。这，既打击生产者、供应链和消费者，

也威胁到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 

据外媒报道，疫情的发展，坚定了城市居民在自己家里种植水果和蔬菜的意

愿，从而为城市农业提供一种潜在而持久的活动。泰国曼谷有亚洲最大城市屋顶

农场的景观设计，推动城市反思土地利用方式，改善粮食安全，减少气候变化。

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约有 90%以上的食物依靠进口。如今“垂直农场”

和“屋顶农场”在内的城市农业正变得热门起来。 

这次疫情期间的英国，“采摘果蔬”正在成为一门新职业。因为，受疫情影



响，雇佣海外劳动力极度困难。没人及时采摘，成熟的果蔬就会烂到地里。据英

国种植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农场大约需要七万名工人。所以，英国社会

已呼吁娱乐、酒店、旅游业从业者填补这些空缺。也呼吁组建当代的“地面军”，

防止数以百万计的果蔬被浪费。在这方面，英国有历史传统。“二战”爆发前夕，

英国政府曾于 1939年 6月组建“女子地面军”，招募数万英国女性赴农场协助粮

食生产。这个历史经验如今再次发挥作用。 

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报告指出：“随着非洲许多经济体所依赖的全球大宗商品

交易出现萎缩，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首当其冲的是该地区最大的一些经济体—

—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生产国，疫情还有可能引发严

重的粮食安全危机。”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担忧：疫情的爆发，导致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的

消费者和政府恐慌性囤积食品，加之各国政府都在实施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使

得恐慌性抢购、劳动力短缺、物流方面的障碍等等因素，很难将产品及时送到需

要的地方。虽然，也许“这不是供应问题，而是疫情引发了人们在粮食安全方面

的行为变化。”  但足以给人敲响警钟。 

在中国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专门就粮食供给和保障问题召开

的发布会上（4 月 4 日），相关部门负责人提供了四组数据说明，我国粮食是产

量丰、库存足、价格稳、流通畅，中国不会出现缺粮问题。 

尽管，我国目前的粮食供给状况不是“临渴掘井”，但是“居安思危”永远

是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们“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 

当今，我们常常因为城市化与工业化而忽视“可利用的土地农业”（即房前

屋后的种植）的发展，不仅对土地是浪费，而且危机来临还会很快成为人心不稳、

引发社会骚乱的重要导火索。 

从全球角度看，“气候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异常现象，诸如：地震、

洪灾、干旱、飓风、洪水、极寒、极热、狂风暴雨，以及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今

年初非洲的蝗虫）等等现象，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挑

战。 

从战略性的角度来说，“自产食蔬”，可以确保当危机来临之时食物供应和价

格的可承受性，可以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自产食蔬”应当成为国

家“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与布局一种能够在长期“不稳定”、“不确

定”为常态的社会背景下，建构有弹性与韧性的“食物自给”模式，对个体、家

庭、国家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自产食蔬”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似乎早已隐退于人的生活。但，有远

见的政府还是鼓励人们“造就更多的自家菜园”。“一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

要求人们开辟“胜利菜园”，以防食物短缺。这种努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延续”，



甚至在当代白宫前面的草坪上出现了菜园种植的生活。 

“自产食蔬”的历史传统，在近十余年的国际合作调查数据中显示：“自产

食蔬”这种生活方式从来没有离开人们的生活，只不过，如今它的耕植形式与地

域方位发生了变化。据我的合作伙伴英国和捷克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捷克、匈牙

利、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中约有 60%的城乡住户都开辟了“自产食蔬”园地，

其中“防不备之需”仍是许多家庭的动机选择。在欧美国家“自产食蔬”，被涵

盖在城市农业中；在中国“房前屋后种植菜园或果园”（有的利用阳台、居室“无

土栽培”）的传统依然流行，现在被涵盖在休闲农业中。 

一般情况下，“自产食蔬”不仅具有“自给自足”的角色与使命担当，而且

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美化生活，对闲暇时间利用，对人的身心健康都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而在“病毒大流行”的特殊时期，其意义更是非凡，有“化腐朽、

为神奇”的作用。 

目前“大流行”的走向并不明朗，据科学家们的研判，冠状病毒将作为一种

常态而存在，并且将全面颠覆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说：在“二战”德国占领时期，我们尚且拥

有多样化的法国农业，使人民在德国掠夺下不至于陷入饥荒。“食物自主”对一

个国家至关重要，必须让它回归原位。这段话对现实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此次疫情对经济系统的破坏力巨大，因此，需要思考“自产食蔬”在当代社

会存在的合理性、现实性，以及它的战略性，并且理当受到政府与家庭的高度重

视。尽管现在我们的粮食储备充裕，但大自然本身的“不可控”、“不确定”、“不

稳定”的特点，以及“地球正被蹂躏”的现实，仍不能让我们掉以轻心。正可谓：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农耕文明留给我们认知自然的法则是：“人是靠天吃饭的”；自然兴，则人类

兴！“科技万能”、“人定胜天”的思维定式已不断地招致大自然的报复。正如恩

格斯当年所警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

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身和

自然界是一致的，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间的对立的荒

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东西了”。 

大自然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

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这样的自然逻辑

教导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必须学会“谦卑”、“恭敬”与“仁慈”。如果尚存

“自鸣得意”的小确幸，那么，“粮食危机”的日子定将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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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奥巴马夫人在白宫种植的菜园 

 

北京郊区民居菜园 

 

奥巴马夫人在这本书中讲述了白宫菜园的故事，以庆祝全美菜园日渐增多的喜人局面，



也提醒我们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共同成长。 

 

美国人阳台种植的菜蔬与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