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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 年 5月 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出由記者 Harry Eyres

在台灣高雄美濃現地採訪所撰寫的專欄報導：In place of globalisation，從中看到

了西方記者對美濃在後反水庫運動時期的青年返鄉，提出對此「反向遷移」（重

返美濃）之社會學觀察。文章扼要的意思是：在西方哲學史與文學史中，對於「田

園」的存在有不同時期的描述與辯證，而在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田園實際上已經

進入一種逐漸蒼白的處境，「但今年春天坐在行駛於南臺灣的旅程中，我遇到一

個替代全球化具說服力的案例，你可以稱之為後現代田園：選擇返回農村的一部

分人已經看到城市的匱乏，並決定反向遷移。」Eyres 的觀察與書寫扼要地指出

美濃在其被詛咒的水庫興建案下，掌握了這個歷史機緣，獲得挑戰全球化的一個

機會。過去二十年社會科學界（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新聞學等）對於美濃

反水庫運動及其社區運動都作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本文作者自 1997 年開始投入

美濃，成為美濃鎮民，並擔任地方非營利組織的專職工作人員，並于期間完成人

類學博士學位。對於這個西方記者眼中「替代全球化」之路中所提到的特徵，提

出關於這場社會運動其「文化根源」的看法。本文將指出美濃能在這個歷史機緣

中挑戰全球化的契機，與其文化文法（cultural grammar）息息相關，而這些文化

文法是在地方生活的人所共享的時間觀地方觀與人觀，是這些決定了這個小鎮取

得了挑戰全球化的厚實體質，透過文化深描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體質的養成過程，

而這亦是近年來美濃進行各類社會創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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