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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芽兒出版X三農說書計畫

【2019執⾏行成果報告】 

⼀一、︑主編阿偉報告： 

很快的，又到了2019年年尾，⽽而這也是該做年度與財務報告的時刻。︒ 
2019年，與往年不太⼀一樣。︒在原本的編輯團隊／義⼯工：阿偉與羅吟軒之外，又添加了兩位義
⼯工：林宜璇與張雅雲。︒於是，⼀一些作法也就不太⼀一樣了︔；在較靜態之餘，也出現動態活動。︒
於是，多添了為「青芽兒」邀稿、︑募款的⽣生⼒力軍︔；於是，分別在台北、︑新⽵竹、︑苗栗、︑台
中…⋯…⋯。︒等地，舉辦「青芽兒說書會」，與當地朋友分享⼀一些糧農經驗與「⼟土食材」想法︔；
於是，幾個⼈人每⼀一、︑兩個⽉月會在新⽵竹／清⼤大「⽔水⽊木書苑」會⾯面，討論有關「青芽兒」的⼀一些
事務，或共同來打包、︑處理當期「青芽兒」的寄送…⋯…⋯。︒ 

因此，這⼀一年來，要感謝「青芽兒」新團隊的成員，感謝來與「青芽兒」協⼒力籌、︑辦「說書
會」的團體，感謝諸多賜稿與贊助「青芽兒」的朋友（尤其是「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
社」的⽀支持，以及林麗琪整年的封⾯面畫作），感謝喜歡閱讀與⽀支持「青芽兒」的⼈人⼠士，以及
感謝在各地認真投入、︑或關注在地糧農⼯工作、︑為我們「三農」良性的發展打開新空間的朋
友…⋯…⋯。︒ 

「青芽兒」刊物，從2003年台灣進入WTO／「世貿組織」開始出刊後，很意外的，在許多
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的⽀支持下，迄今已滾動了近17年。︒它，算是本「善書」︔；每期印刷1000
本，其中⼤大部分是贈閱。︒也因此，「青芽兒」在經費上（主要適⽤用於印刷、︑郵費與雜⽀支），
需要⼤大家的贊助（不論多少）︔；⽽而得以能繼續滾動下去。︒ 
在今年的基礎上，「青芽兒」明年（2020年）新的⼀一輪，會做幾件事： 
1.「青芽兒」繼續出刊5期。︒這表⽰示：下⼀一期／92期，要到明年三⽉月才會與⼤大家⾒見⾯面。︒⼀一、︑⼆二
⽉月，冬藏。︒ 
2. 舉辦「青芽兒說書會」：每⼀一、︑兩個⽉月，在各地舉⾏行。︒感興趣的團體或個⼈人，可與我們聯
絡，或可協⼒力籌辦。︒ 
3.「青芽兒CSA共耕計畫」將繼續新的⼀一輪，持續新的招募。︒需要協⼒力⼾戶200名，來⽀支持刊物
與活動⼀一整年的運轉。︒每⼾戶$3000／年。︒ 
4. 重新架設「青芽兒」網站：依照不同議題，挑選、︑整理以往在「青芽兒」刊出的⽂文章，登
於網站。︒預計於明年⼀一⽉月，跟⼤大家⾒見⾯面。︒也很意外的是，「青芽兒」的⽼老⽂文章，好像都「不
會過期」。︒ 

敬祝　平安　⾃自在 

舒詩偉 



⼆二、︑計畫執⾏行內容 

2019年感謝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金的⽀支持，青芽兒可以有機會在站所辦說書會，⽽而站所也有
青芽兒陳列供社員借閱，⽽而公益⾦金也⽤用於佔比最多的年度印刷費。︒近幾年青芽兒的捐款逐年
下降，在紙本雜誌不易維持的年代，主婦聯盟合作社的公益⾦金對青芽兒來說是直接也溫暖的
⽀支持，謝謝主婦聯盟，有你們真好。︒ 

(⼀一)2019出刊內容：⼀一年出刊5期，1/2⽉月效法農業休耕不出刊。︒ 
   依在地耕耘、︑另種想法、︑處處青芽、︑放眼國際、︑⼟土食⽣生活，進⾏行主題邀稿。︒ 

1.2019.03/04-87期 
■在地耕耘 
周男的⾃自給⽣生活之葛鬱⾦金洗粉　周尚儀　 
■另種想法 
麗琪的島事繪––⼤大埔⾚赤腰燕的⽣生活⽇日常　林麗琪　 
台灣農學市集總體檢：「2018年第⼗〸十屆農學市集研討會」筆記（⼆二） 林宜璇　 
合作化農業關係的進⼀一步探討　林振源　 
何以在⼤大變動中安身⽴立命︖？　陳鵬　 
「東亞地區在來／在地作物國際交流會」參與分享　詹于諄　 
帶著臺灣清酒去⽇日本　李建緯　 
■處處青芽 
「友善南庄⼯工作室」的故事　鄭宇馨　 
「⾹香山綠市集」三週年紀錄　鄧君婷　 
返璞歸真．感受簡單的幸福––妙農園輕旅⾏行　⼩小宜　 
■放眼國際 
論壇：「對⼩小農階級50年的爭論，1966-2016」（三） 
Henry Bernstein, Harriet Friedmann,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Teodor Shanin and Ben White／
⼩小草 譯　 

2019.03/04-87期 2019.05/06-88期 2019.07/08-89期



2.2019/05/06-88期 
■「台灣⼟土雞」⼩小專題 
台灣⼟土雞論壇，打造城鄉共好發動雞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一、︑學術篇　⼆二、︑⼟土雞案例篇　三、︑綜合討論篇 
青芽兒88期⽬目錄 
■在地耕耘 
蜂農南⾏行記　劉義超　 
■另種想法 
麗琪的島事繪（⼆二）舊好茶——⼩小獵⼈人的家　林麗琪　 
山村食藏記　廖⽂文琪　24 
什麼是⼩小農︖？什麼又是⼩小農階級︖？簡論其定義　Marc Edelman／夏棗 譯　 
2018/12/19冬至圓系列活動——台灣新農村的遠⾒見　吳宗澤　 
■處處青芽 
⼩小曼語錄（2） 蘇⼩小曼　50 
從參與式選育種到社區種⼦子庫：中國農民在地保種不斷擴展的新實踐　李管奇　 
⼀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農業　⾼高婉婷　 
■放眼國際 
訪⾺馬來西亞的⽣生態農業同⾏行（⼀一） 陳鵬　 

3./2019.07/08-89期 
■合作社專題 
合作社是什麼︖？　陳郁玲　 
農業合作社：團結⽣生產者，聯合消費者，發展城鄉共好⽣生態體系　胡耿逢　 
公平貿易組織PODIE與2000個農友家庭　曾怡陵　 
■在地耕耘 
雞本設計––以雞為本的都市永續設計實驗　沈致軒　 
■另種想法 
Step by step 親近農業，從「閱讀」開始！（中） 林宜璇　 
⾃自然農業是溫室氣體的解⽅方　郭⽂文祺　 
麗琪的島事繪（三）彩鷸的愛情進⾏行式　林麗琪　 
在⾺馬來西亞，從彼此看⾒見到攜⼿手合作　陳鵬　 
■處處青芽 
《我們與⽣生活的距離》 李虹宜　 
■放眼世界 
在死海尋活⽔水––以⾊色列三農調研記錄與反思　⽅方平　 
■⼟土食⽣生活 
⾹香港的糧農變化中的「⼟土食材」 TV　 



4.2019.09/10-90期 
■在地耕耘 
半美編半育兒的⽇日常⽣生活　羅吟軒　 
台北／永康⼩小農市集（⼀一） 李建誠　 
■另種想法 
⼀一個廚師的英格蘭觀察　蘇⼩小曼　 
麗琪島事繪（四）蘭陽溪的⽣生命賭注––燕　林麗琪　 
⽢甘肅食農⾏行記事　陳鵬　 
■處處青芽 
把⽣生態和⽣生活種回來！––南安部落有機⽥田棲地營造的探索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生命之⽔水真的重要嗎︖？她需要你我來守護！　彭桂枝　 
■放眼國際 
為未來蓄⽔水：祕魯在氣候變遷政治下的互惠與環境正義（上） Astrids B. Stensrud．冬陽 譯　 
■⼟土食⽣生活 
【秦嶺最後的守蜂⼈人︖？】壹︱熊⽼老哥守不住⽼老林，兒女們就別想進城　劉義超　 
■「⽣生活者運動」專題 
從城市到鄉村的紮根世代　賴青松　 
⽣生活是運動––⽇日本「⽣生活俱樂部」的半世紀實踐　陳俊成、︑闕麗釗　 
從市民到社區至共同體的探索––韓國「成美山社區共同體運動」 ⾦金仁京　 
⽣生活即教育––泰國另類教育運動四⼗〸十年的探索　Chatchawan Thongdeelert．梁笑媚 譯　 

5.2019.11/12-91期 
■在地耕耘 
友善資材合作的開啟——2019第⼗〸十⼀一屆全國農學市集研討會後記　林宜璇　 
韓國「韓莎林」的⽥田間到餐桌：愛地球/環保循環路　陳婉玲　 
■另種想法 
麗琪島事繪（五）：⽔水中嬉戲的紅領瓣⾜足鷸　林麗琪　 
民國五○年代的新城街　阿貓牯　 
回顧，反思與展望：記第⼗〸十三屆農村願景會議　林怡伶　 
臺灣農村的前世今⽣生　李丁讚　 

2019.09/10-90期 2019.11/12-91期



■處處青芽 
思念獵⼈人達必須　Pisaw．Kuwi／劉志翔　 
■放眼國際 
泰國清邁“索梅藝品”（Sop Moei Arts）——⽤用品牌復育⽇日漸流失的部落⽂文化　曾怡陵　 
堆肥，我所不能瞭解的事——「歐洲可持續廚餘管理學習團」之所⾒見　達娃　 
■⼟土食⽣生活 
在苗栗遇⾒見台灣⽶米醬　陳淑華　 
法國的三農狀況、︑⼟土食材概念與⽇日常餐飲　戴興然／Jean Tassin　 

(⼆二)⼟土食材調研 
近⼆二年青芽兒開始和⾹香港、︑中國的農村有了⼟土食材的交流，故也希望推進台灣⼟土食材之調研，
並發展為青芽兒刊物上的系列⽂文章。︒2019年刊出的⽂文章如下: 
1.⾹香港的糧農變化中的「⼟土食材」 TV　 
2.【秦嶺最後的守蜂⼈人︖？】壹︱熊⽼老哥守不住⽼老林，兒女們就別想進城　劉義超 
3.在苗栗遇⾒見台灣⽶米醬　陳淑華　 
4.法國的三農狀況、︑⼟土食材概念與⽇日常餐飲　戴興然／Jean Tassin　 

(三)青芽兒三農說書會 
與各區獨⽴立書店、︑綠⾊色餐廳、︑主婦聯盟合作社站所合作，於每期刊物出刊後辦理「青芽兒三
農共讀會」，邀請當期⽂文章撰稿⼈人導讀分享。︒說明農業雜誌CSA之運作⽅方式，徵求計畫⽀支持
者。︒ 
•･ 2/24(⽇日)雞酒趴+青芽兒⼟土食材說書會 
•･ 5/18(六)⽵竹蜻蜓綠市集─青芽兒說書會 
•･ 7/13(六)后庄站 青芽兒說書⼟土食材-楓紅雞分享會 
•･ 8/20(⼆二)青芽兒說書會X親⼦子勞作共學 
•･ 9/15(⽇日)青芽兒說書會@夥房⼼心空間 

(四)主婦聯盟合作社共同協⼒力項⽬目 
1.站所青芽兒定點展⽰示借閱 
   青芽兒站所發⾏行數：5刊*54站=270冊 
2.主婦聯盟站所說書會： 
   7/13(六)后庄站 青芽兒說書⼟土食材-楓紅雞分享會 
   8/20(⼆二)青芽兒說書會X親⼦子勞作共學 



三、︑說書會活動照⽚片集錦及說書會紀綠 
(⼀一)活動照⽚片集錦 

2/24(⽇日)雞酒趴+青芽兒⼟土食材說書會

5/18(六)樹下講堂─「青芽兒CSA共耕計畫」

7/13(六)后庄站─青芽兒說書⼟土食材-楓紅雞分享會

8/20(⼆二)主婦聯盟北南分社營委會─青芽兒說書會X親⼦子勞作共學



9/15(⽇日)夥房⼼心空間 青芽兒說書會@夥房⼼心空間

7/13 后庄站宣傳海報 8/20 北南營委會場宣傳海報



(⼆二)說書會活動紀錄 
之⼀一：5/18(六)⽵竹蜻蜓綠市集樹下講堂│「青芽兒CSA共耕計畫」分享 
說書⼈人：舒詩偉│青芽兒主編︔；羅吟軒│青芽兒美編 
                林宜璇│青芽兒編輯志⼯工︔；張雅雲│青芽兒編輯志⼯工 
在台灣的農業雜誌裡，《青芽兒》可以說是⼀一項奇蹟。︒從編輯、︑撰稿到印刷出刊、︑推廣發⾏行，
每個環節都是關注它的朋友義務投入⽽而完成的。︒無論捐款或提供⽂文章，⼀一本刊物透過這個模
式，從2003年創刊以來，竟也運⾏行16年了。︒ 
說到《青芽兒》，其創辦⼈人舒詩偉「阿偉」是靈魂⼈人物。︒在網媒尚未風⾏行之前，《青芽兒》
是台灣關⼼心三農議題的重要刊物。︒像非基改問題、︑孟山都霸權、︑國際稻⽶米年、︑楊儒⾨門系列、︑
農學市集、︑國際農業會議與組織、︑各種農法的實踐等等題⽬目，以及近年阿偉提出的「⼟土食材」
概念與調研，都受到兩岸三地的朋友關注。︒ 

之⼆二：7/13(六)后庄站│青芽兒說書X⼟土食材-楓紅雞分享會 
說書⼈人：舒詩偉│青芽兒主編 
                林國彰│南投林管處技正、︑奧萬⼤大楓紅雞催⽣生者 
青芽兒説書會今天來到主婦聯盟后庄站。︒ 
阿偉主編博學講述全球糧農結構的改變，以及他⾃自⼰己這幾年關注倡議的⼟土食材，如何在⾃自⼰己
的⼟土地長出新⼒力量的可能。︒ 
奧萬⼤大楓紅雞催⽣生者林國彰則實例說明曲冰部落的楓紅雞，真的是呼應阿偉所談的⼟土食材。︒ 
⼆二位講者淘淘不絕時，⼩小編也⽕火𥚃來去，完美烤完⼀一雞，並剝絲完成午餐的雞絲佐雞油拌飯。︒
那飯太迷⼈人，現場最⼩小的妹妹也⾃自⼰己把飯吃光光。︒ 
青芽兒說書會場場都有不同的說書議題組合，歡迎下場更多朋友⼀一起來。︒ 

之三：8/20 青芽兒說書X 親⼦子勞作共學 分享會 
說書⼈人： 
羅吟軒│青芽兒美編，⼀一位全職媽媽如何從美編志⼯工過程中，找到和農業與⼟土地的連結。︒吟
軒⽬目前從事美編⾃自由接稿之外，也在鄉間⼩小學擔任美勞代課⽼老師，現場將分享親⼦子共學的⽣生
活勞作。︒ 
張雅雲│青芽兒編輯志⼯工，字耕農，在主婦聯盟的沃⼟土滋養下，如何繼續開啟編⼟土雞雜誌、︑
啟動青芽兒共耕計畫等斜槓⽣生活。︒ 

如果可以為台灣的農業做⼀一件事，那你的選擇會是什麼?2019年的青芽兒⽤用說書的⽅方式，把
青芽兒雜誌裡的內容和從農者樣貌帶到讀者⾯面前，歡迎⼤大家逗陣來開講，關⼼心台灣三農也促
成更多⾏行動。︒ 
「⼤大家都會覺得媽媽應該先餵飽孩⼦子，然後⾃自⼰己再吃，但是媽媽也很餓啊！」吟軒說出了眾
多媽媽的⼼心聲。︒ 
今天的青芽兒說書會，⾸首次嘗試親⼦子同⾏行的形式，青芽兒美編吟軒以半編半育兒的經驗跟主
婦聯盟的社員媽媽們說 「釐清優先順序 ，在可以的範圍，媽媽要先照顧好⾃自⼰己 ，才能好好
⾯面對孩⼦子 。︒」這樣的話是有⼒力的，育兒媽媽對⾃自⼰己的困惑和困境，得到同理的⽀支持。︒ 
還有孩⼦子今天也很開⼼心，因為吟軒阿姨講了好聽的蝴蝶繪本，然後又⽤用剪紙、︑衛⽣生紙卷和⽑毛
線做出會⾶飛的蝴蝶和昆蟲。︒青芽兒⾸首場親⼦子同⾏行說書會，任務圓滿。︒感謝主婦聯盟媽媽們和
⼩小朋友的⽀支持。︒ 



之四：9/15（⽇日）青芽兒說書會在「夥房⼼心空間」 
時間：9/15(⽇日)13:30~∼15:00 
地點：苗栗縣頭份市山下⾥里後湖15-1號 
早上9:00-12:00，⼩小市集，青芽兒也有擺攤喔。︒ 

阿偉和光爸是舊識，兩個⼈人⼀一⾒見⾯面就聊到921那時的事，也聊到吳⼦子鈺。︒青芽兒這⼗〸十七年來，
連結許多朋友呢！ 
早上的「夥房市集」，在民宅⼩小巷裡，幾個好友相聚擺攤，有陶藝創作、︑藺草編織⼩小動物、︑
⼆二⼿手交換、︑⼿手⼯工果醬以及青芽兒雜誌專區。︒適值中秋假期，來逛的朋友雖不多，好讓朋友們
跟遠從⾼高雄來的阿偉多聊幾句。︒ 
下午的說書會，光爸請⼤大家⾃自我介紹，來的朋友都與⼟土地有關，有的是頭份在地⼈人，有的是
農友，有的是青芽兒鐵粉。︒ 
這次的主題是「全球糧農的變化，與在地⼀一些因應⽅方式」。︒阿偉從三⽅方⾯面鋪陳這個主題，先
從⾃自⼰己的故事說起，再談⼈人類與糧食的關係與變化，最後提出「⼟土食材」概念，舉了中國廣
西⼟土⽣生良品、︑貴州侗族的食物與⼈人的關係。︒ 
阿偉説他「很怕讓⾃自⼰己舒服的⽣生活」，會給⾃自⼰己出題⽬目。︒於是1993年來到北埔，即使不會說
客家話，但蒐集各種北埔的歷史與⽣生活，比在地⼈人還認識北埔。︒1994年社區營造才開始，當
時書法課也是連結在地的⼀一種⽅方式。︒2002年台灣加入WTO，對台灣農業衝擊很⼤大，總得做
些什麼！於是⼀一切⾃自發的「青芽兒」2003年創刊。︒ 
阿偉說，他很驚訝這模式⾛走了⼗〸十七年，幾年前開始有了虧損，每年貼了三、︑四萬元，他給⾃自
⼰己⼀一個底線，如果損失到⼗〸十萬元，青芽兒就停刊。︒幸好，從未發⽣生。︒ 
現場有兩位劉先⽣生，都屬於無所不知的萬能農友，與⼤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光聊到「⽶米⽥田共」，
就聊了⼆二⼗〸十分鐘，再說到養蜂與節氣，又更多學問了。︒因為這樣的交流，衍⽣生下次的活動，
⼤大家相約去參觀「糞」、︑還有南庄的農場。︒ 
這回上下交流熱絡的說書會，還⾃自動衍⽣生下⼀一次的活動，還蠻符合青芽兒的風格！ 

四、︑2019青芽兒財務報告(2018.11/12~∼2019.09/10) 

期數 收入 ⽀支出 備註
86 46,000 1.34,000(印刷費)  2.11,518(郵費)

87 39,500 1.34,000(印刷費)  2.11,949(郵費)

88 114,000 1.34,000(印刷費)  2.11,009(郵費)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公益⾦金補助10萬元

89 98,000 1.34,000(印刷費)  2.12,023(郵費)

90 44,500 1.34,000(印刷費)  2.  9,840(郵費)  3.8,550(⽜牛⽪皮紙袋)

雜⽀支 75,000 15,000*5期

總計 342,000 310,589 結餘:3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