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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冰原長出高麗菜

蓋溫室建室內綠洲 新品種試吃反應還不錯
文／記者吳姿賢、梁玉芳

系列三

「我本來也想成為Vegan（純素主義者）的

。」18歲少女雅典娜．林思說。就像全世界

年輕人吃素以明志：關注環保、動物權、以

蔬食減碳。但無奈她住在北極圈內大城西西

穆特，海鮮及各種鹿肉、麝香牛肉才是主食

。「蔬菜全靠進口，我要拜託朋友從首都努克

幫我帶蔬菜，非常困難」。她的高尚行動，幾

個月後宣告終止。

土地8成是冰原 寸草不生

格陵蘭土地8成在北極圈，是寸草不

生的冰原；沿海岩地僅有耐寒的草，如北極

棉。少數南部峽灣地區可耕作，但逾9成種牧

草養羊，剩餘土地才種馬鈴薯等作物。

因此，格陵蘭蔬果幾乎都仰賴歐洲進口，

最大宗是丹麥，其次是西班牙、荷蘭、義大

利等。所有蔬果都是舶來品，排碳食物里程

不低；且多半品相不佳。

但近日改變正在擴散。南部格陵蘭超市架

上，有個角落特別綠。飽滿高麗菜堆滿籃子

，裝袋萵苣新鮮水嫩，彷彿剛從農場摘下；

與旁邊哥斯大黎加進口，枯萎發黃的鳳梨，

形成強烈對比。

本土蔬菜直送超市，這是十幾年前的格陵

蘭難以想像的畫面。

氣候變遷帶來暖化，為格陵蘭南部農耕帶

來更多想像。南格陵蘭每年生長季節約100天

，科學家評估，若未來氣溫升高，生長季節

可再延長27天；但乾燥、暴雨等極端天氣也

可能更頻繁。

地廣沒鐵公路 只有船運

卡科爾托克是南部第一大城，峽灣

中有一處實驗農場，由政府成立，專門培育

新氣候下的新作物，還設農業學校，由丹麥

請來善於種蔬菜的專家傳授農藝，這是因努

特傳統缺乏的一角。

丹麥籍的園丁金．奈德初來乍到，已嘗試

種了十種馬鈴薯，溫室栽植番茄、黃瓜、櫛

瓜花，與萵苣等多種十字花科蔬菜。如今已

可穩定供應高麗菜、萵苣、球莖甘藍給當地

超市。新品種的高麗菜還可在負10度的低溫

下生長，而且「居民試吃反應還不錯」。

但夏天永晝日照太長，可適應的品種不多

，且今年7月異常乾燥，灌溉是大問題。更頭

痛的是，格陵蘭太大了，大城間相隔甚遠，

且無鐵、公路，只能船運，又久又貴，到首

都努克要一天半，屆時菜葉都黃了。他擔心

，若沒有適當通路，土產蔬菜的未來堪慮。

溫室月產兩噸菜 水力發電

再往北上，丹麥人拉斯穆斯．雅各

布森4年前在努克蓋起溫室，建造蔬菜的「室

內綠洲」。利用此地豐沛的水力發電為蔬菜維

持適合生長生態。

據他計算，溫室每月耗用3萬5千度電，但8

成5使用水力發電，碳足跡一定比進口少。

「進口蔬果造成很大浪費」，他說，船運

碳足跡很高，蔬果送到格陵蘭已不新鮮，最

後只能扔掉。如今，溫室每個月能生產兩公

噸蔬菜。在當地連鎖超市或知名旅館餐廳，

都能吃到他種的菜。

露天耕種易受氣候限制，溫室發揮更多創

造力。雅各布森的主力產品是各式萵苣，還

有茴香、羅勒、薄荷、歐芹、迷迭香、辣椒

，甚至為亞洲移工與餐廳種植小白菜。

格陵蘭自給自足 終極目標

雅各布森說，格陵蘭傳統飲食是大

量肉跟魚，頂多一些馬鈴薯，畢竟酷寒中沒

太多選擇。「我們努力讓格陵蘭自給自足」，

他打算往北到第二大城西西穆特再蓋一座溫

室，培育蘑菇、草莓等更多蔬果。格陵蘭人

薩莉森說，無論溫室或室外種植，她都支持

在地產品，即使貴一些也行。

或許有一天，少女林思能在格陵蘭成為純

素主義者，不再是早夭的夢想了。

格陵蘭南部卡科爾托克的實驗農場，專責培育新作物，
也設農業學校，讓年輕人學習。� 記者陳靖宜／攝影

雅各布森的溫室全年開空調，用各色燈光促進植物生
長。� 記者許詩愷／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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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魯利薩特的漁人碼頭，下午一艘艘漁

船羅列，等著今天的第二次出航。有些老漁

夫頭罩網子，抵擋蚊蠅，手指飛快將漁鉤穿

過雜魚做餌。大比目魚、鱈魚、北極深海蝦

，是當地最普遍的漁獲。

透過翻譯以格陵蘭語問他們：「氣候變遷對

漁獲有什麼影響？」得到的答案是：「這是什

麼？沒聽過。」但如果問，這幾年氣候有什麼

變化，對出海、漁獲有什麼影響，那麼他們

就有許多可說了。

漁夫安奈．飛帶著未滿10歲的兒子出海，

他說：「海上的浮冰比以前更多，流動的速度

更快。早上出海的航道，傍晚回來就消失了

。」格陵蘭第三大城伊魯利薩特有全格陵蘭最

大的冰川；海上浮冰都是斷裂的冰川碎片。

其他漁夫也說，氣候變暖，海冰散開的日

子多了；但風速很不穩，不見得能天天出海

。捕獲漁種、大小也和往年不同，問他們原

因，他們也說不清。

「因生活背景不同，並非所有居民都擔憂氣

候變遷，這是外界很難理解的現況。」格陵蘭

氣候研究中心資深科學家托馬斯・佩德森說

。他研究海洋生態、關注暖化對格陵蘭文化

的衝擊，「格陵蘭人來不及害怕，已經被迫接

受現實，學習調適。」

「近年漁獲貌似變得肥美，但以長期看來，

鱈魚的平均體積仍比過去小。」佩德森分析，

原因是人們常將未成熟的個體打撈上岸，同

時暖化導致物種遷徙，和鱈魚競爭食物的外

來對手也變多了。

佩德森強調，格陵蘭周遭的海洋系統極脆

弱，冰山崩落與漂流程度加劇，航運常受阻

，連帶影響漁業出口，「壞事只會更嚴重；短

期的好現象，也可能惡化。這些無常遽變，

就是氣候變遷的結果。」

本片由歐萊德、聯合報系及願景工程

基金會等共同倡議，實地走訪格陵蘭拍

攝，直擊氣候變遷現場，解讀攸關人類

未來的氣候危機與解決方案。即日起歡

迎各界申請授權，作爲

非營利環境教育教材。

申請表單：

reurl.cc/V1bpNY

解凍格陵蘭
紀錄片免費授權

傳統拉警報

漁獲在改變

冬天變短夏乾旱

放牧千里變困難

鱈魚體積比過去小

冰山崩落影響出口

放牧千里的南格陵蘭養羊傳統可回溯千年

，2017年成為聯合國指定文化遺產。32歲牧羊

人悠亞內克．伊格的家在峽灣底，距最近的

小鎮納沙克要30分鐘航程。低矮農舍和彩色

小屋，遺世獨立。

「我們有800隻綿羊、1100隻小羊。」他以格

陵蘭語和些許英語解釋。這裡的牧羊人大半

養羊、也種菜，種耐寒的馬鈴薯及蕪菁。「以

面積看，我們是南部最大的牧羊場了。」

在格陵蘭當農夫，如同坐在第一排位置看

氣候變遷。伊格回想這幾年變化：「夏天有時

會乾旱，其他時候是下太多雨了。冬天又來

得晚。」

伊格的女友海蒂．克里斯汀生說：「你再也

無法相信天氣。」原本每年10月就會開始下雪

，但「過去3年，我們過耶誕和新年時，一點

雪也沒有」；要一直到2月才下雪。

冬天變短、夏天變長、更乾旱。南部另一

位牧羊人庫努克．尼爾森說，「連著幾年的6

月非常乾。」乾旱讓牧草產量剩一半，得從歐

洲買更多草料或大麥穗來補充羊的口糧。「俄

烏戰爭讓價格又翻了一倍」，40歲的尼爾森說

：原本1公斤3.8元丹麥克朗（約台幣16元），現

在得7、8元丹麥克朗（30元）才買得到。

氣候變得奇怪，前所未見的蕪菁蟲害也來

了。但因努特人的韌性加上新科技，讓一切

還能忍受，只是感受複雜：新肥料、新改良

種子，馬鈴薯和蕪菁的收成反而變好了。

氣候變遷讓未來變得難以預測，但伊格只

是微笑以對。「我們最近的鄰居在那兒。」他

遙指峽灣另一邊山頭說，「要見面，得開船去

」。在天寬地闊的格陵蘭，所有事物的尺度都

放大了，艱苦是，滿足也是。至於未來，「誰

知道呢？」

格陵蘭南部小鎮納薩克（Narsaq）峽灣底的農場，夏天時可見成捆牧草與海上浮冰並列的奇景。記者陳靖宜／攝影

魚販拿起海豹肉，這是當地的傳統珍饈。�
� 記者余承翰／攝影

牧羊人伊格正在餵羔羊喝奶，成羊則上山吃草去了。�
� 記者陳靖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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