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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看到飯桌上滿滿的一碟碟的菜，有魚有肉，已沒什麼感覺。你我心中

都可能會覺得在這時代，飯桌上有肉很正常，相反，沒肉才覺得奇怪。所以在

勸人茹素的電影開始之前，總覺得要現代人吃素簡直是天方夜譚，不論年輕一

輩還是老一輩，在飯桌前都是無肉不歡。年輕人喜愛的燒烤、韓燒……都以肉

食為主；長輩、父母在年輕時，物質沒現在富裕，很少機會吃肉，他們大多抱

著「苦困了大半生，現在要補償自己」的心態以大魚大肉為樂。 

 

  然而，我們都只看見眼前的美食而忽視背後的隱憂。為滿足人類對肉的需

求，工業化養殖帶來的惡果已漸漸浮現。 

 

  近年越來越多新聞報導有關虐畜的事件，每次都引起全城對虐畜者的憤慨

和怒罵。但試想想若施虐者所殘害的是一頭豬，一隻雞，還會引來大眾的關注

嗎？其實當我們每天在吃著各種肉類的同時，我們都在殘害動物，只不過它們

不是較親近我們的貓狗。工業化養殖實在可稱之為「不道德養殖」，在養殖家

畜時不停為它們打各類激素，把它們關在狹窄的籠中，強制灌食.....當影片在

播放豬被趕上要前往屠場的車子時，耳邊全是豬的慘叫、逃跑時的聲音，還有

一陣陣重重的撞擊聲，那是人在大力打豬的聲音。這些聲音都在提醒我，家畜

也是一條條生命，它們其實和所謂寵物一樣，例如貓狗，不應一出生，就是為

死、為令人飽腹而生存。 

 

  事實上，工業化養殖是一把雙刅刀，它傷害動物同時亦傷害人類。理論

上，地球所生產的糧食足以應付全球所需，然而大多數糧食都用來養殖牲畜，

例如北美地區，高達七成該區生產的穀物用來養殖牲畜，導致糧食緊張，物價

高企，讓貧窮國家無力購買食糧。此外，養殖牲畜亦需大量土地資源，也排放

了更多溫室氣體。有研究指出，全球所養殖的動物，其排泄物產生超過 3千萬

公噸的甲烷沼氣。除此之外，大量因養殖畜牲所排放的廢水亦污染了人類的水

源。 當我們漫無節制地開發先進肉食產品，只會不斷耗盡能源，然後破壞一大

片又一大片的原始森林，開墾成放牧平原。不停破壞地球，最後影響的是我們

自身。 

 

  從影片中得知，中國現時已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食肉量最多的國家。身為

一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緊貼美國的強國，經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多人關

我國的可持續發展，事實卻放在眼前，令人擔憂。中國由改革開放之後漸漸變



得富裕，食肉量亦是那時開始快速增長。沒錯，中國亦在那時開始，環境污染

問題越來越嚴重。 

 

  現時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所謂有道之士都怪責中國，但試細想，中國急速發

展不過是幾十年的事，人民初嘗富裕，不由自主地作出「浪費」的行為以「享

受」生活，實在是情有可原。加上他們可能本身就沒有環保、可持續發展這些

概念，因而錯覺每餐有肉食才滿足，食素人士始終佔少數。但我相信假以時

日，當中國人民的教育程度一步步提升，環保這概念被越多人認識，食素者佔

大多數絕不是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