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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芽兒出版 X 台灣百合共耕計畫 
 

【2020 執行成果報告】 

 

一、主編阿偉報告： 
 

2020 年，不像是個好年頭。由農曆年過後冒出的新冠病毒，很快就弄得全球人心惶惶；許多

原本應是“常態”運作的事務，也因此不得不做調整，或是停頓。台灣，當然也逃脫不了這

波衝擊。雖然到目前，並未爆發大規模疫情（希望未來也不會），但不少行業卻也受到影

響。 

至於我們的生活環境、農業，這陣子也沒好到哪兒去，反而是在惡化。台南惡質的「南鐵東

移」事件，新竹徵收良田的「璞玉計畫」，桃園藻礁生態區的破壞與使用計畫，花蓮「卜

蜂」大型養雞場的設置規畫，對美國萊克多巴胺豬隻的硬行開放，桃竹苗地區稻米快收成前

突然宣布停灌、讓稻穗枯死，香蕉等水果價格的暴跌，中南部地區冬季霧霾的復現……，這

些，都讓人擔心、生氣，甚至是憤怒。 

 

至於“青芽兒”這一年來的狀況，也好，也不好。好的是，“青芽兒”仍繼續在滾動、出刊。

不太好的，是從去年開始到各地舉辦的“說書會”活動，也因疫情而告暫停。另一個不好的

是，贊助經費的大幅減少。 

 

“青芽兒”自 2003 年出刊，頭十幾年的年度收入／支出，大致持平；沒怎麼盈或虧，算是“風

調雨順”吧。然後在五、六年前的年底，出現當年年度的支出，是超過總贊助的四、五萬

元。當時，有些擔心，但也給自己設了個底線：如果隔年年底，年度結算的虧損超過十萬

元，再下一年度／新的一輪就不想繼續做，停刊算了；即使自己對此份冷門、非商業性刊物

有著厚重的感情。 

 

可是這幾年下來，每年都有或多或少虧損––甚至 2019 年因「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的部分支持，竟然還有小小的結餘––但總是虧不到自己設定的底線。有起有伏，這算是

“氣候異常”吧？ 

 

可是這陣子在做年度結算，準備公開財務狀況時，發現今年虧損了十二萬元。這可超過底

線。這是“青芽兒”給時代“停灌”了嗎？可是比較“幸運”的是，有些朋友前半年在幫“青芽

兒”籌款。前段時間確定有二十四萬元，然後匯給我。啊！感謝一切。這筆款項，多少可補

平今年與前幾年的虧損。又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也於 11 月通過補助。這此是場

“及時雨”？不論如何，我確定“青芽兒”2021 年三／四月，一定會與諸位再見面的。而“青芽

兒”也需大家持續的呵護、支持，讓年年都能“風調雨順”！ 

                      

敬祝 平安 自在 

 

舒詩偉 

 

  



二、計畫執行內容 
 

青芽兒的編刊、說書都是在培養這社會關心三農的有機沃土，為了促成更多元的行動，也串

連週邊的更多協力者，2020 青芽兒和台灣百合工作室啟動共耕計畫。長久以來，台灣百合工

作室負責人羅吟軒是青芽兒十多年的美編兼多功能發行庶務志工，羅吟軒和先生駱明永長期

持續推廣台灣百合來傳達珍愛環境。於是在討論 2020 的計畫時，我們心想著何不把青芽兒

出版說書和台灣百合推廣一起聯手呢! 

 

2020 青芽兒編輯志工群和台灣百合工作室聯手合作，活化運動的方式、連結有限資源，滾出

更大的動能。如果可以為台灣三農和環境守護做一事，青芽兒出版說書和台灣百合耕讀計畫

是一貼近生活的實踐行動。有心靈上的青芽，也有台灣百合真正的青芽栽植，為台灣農業和

環境種下更多株的希望。 

 

2020 年因舒詩偉未續任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理事長，故改由青芽兒美編羅吟軒以社員個人身分

申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感謝主婦聯盟持續給予青芽兒最溫暖的支持。2020 年

因新冠病毒疫情，全台上半年度處於一種防疫半停滯狀態，觀光旅遊業首當其衝，一些藝文

表演團隊、書店和餐廳也均受到嚴重影響。這波疫情全面性影響台灣的社會經濟，這對於一

本仰賴各方捐款促成的「青芽兒」也是雪上加霜的一年。但主編和志工團隊合力一起轉完

2020 這一輪，而下半年疫情稍緩解，結合台灣百合工作室駱明永的台灣百合推廣，「青芽

兒」雜誌也隨著台灣百合在市集攤和大家見面，說書會因人力場地空間經費得問題未能順利

開辦。 

 

在整體大環境不安不確定之下，青芽兒的捐款來到低點，在紙本雜誌不易維持的年代，主婦

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公益金，這對青芽兒來說是最直接且溫暖的支持，謝謝主婦聯盟，也

謝謝幾位編輯志工和撰稿人因為大家也都是主婦聯盟的社員，有大家真好。 

 

 

(一)2020 出刊內容：一年出刊 5 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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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食生活，進行主題邀稿。 

 

2020.03/04-92 期 2020.05/06-93 期 2020.07/08-94 期 

   
 



2020.03/04-92 期 

■另種想法 

武館和拳術：庄頭意識的軌跡 吳宗澤  1  

麗琪島事繪（六）：神木村，遇見阿里山根節蘭 林麗琪  4  

放棄自己的達魯馬克部落行 阮芳郁  6  

變革的驅動者：在開創生態農業式農業中，農民的角色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揚．杜威．范德普勒格／阿偉 譯  9  

 

■處處青芽 

香港本地農糧、經濟的生活鏈 周敏兒  22  

訪談「漂泊工站」經理：范軒昂 李建誠  28  

野塾 iá siok——用臺語探索大自然的五感 曾怡陵  32  

向大自然學設計：推動社會性樸門與適切科技 陳璿妃  36  

 

■放眼國際 

用食振興地方，以自己的家鄉為傲：日本／「四國食通信」│pon 真鍋 楊燦如  44  

 

■土食生活 

雞老大（tama rudux） 劉志翔 Pisaw Kuwi  52  

土雞料理的對話練習曲 張雅雲  56  

 

2020.05/06-93 期青芽兒 93 期  目錄 

■在地耕耘 

孤單寂寞覺得冷？！人生的美味上菜啦 李凌君 1 

 

■另種想法 

麗琪島事繪（七）：北投市集老街長廊下的家燕 林麗琪 6 

山神的召喚––20 年返鄉紀事（上） 光爸 8 

 

■處處青芽 

一座山脈，是一頁狩獵文本 Pisaw Kuwi 劉志翔 18 

從社大辦學到合作事業的開展 李橙安、黃凱熙 26 

 

■放眼國際 

讓高中生來告訴你的「福島食通信」事務局長．椎根里奈×初代主編長．菅野智香 

圖／文來源．日本食通信聯盟（取材／文字．保田さえ子）翻譯．台灣食通信事務局 32 

 

■土食生活 

在地風土食：一包全本土豆干的進擊 李建緯 40 

羅海東先生口述歷史：香港 西洋菜 朱耀光 42 

 

■生機互動農法／BD 小專題（一） 

台灣 BD 專題／前言 林宜璇 49 

質樸勤墾人間路––生機互動與社群支持的農業實踐 陳脩平 50 

為希望而合作––宜蘭 BD 農法社群實踐歷程 孫承萱 52 

充滿生命能量的 BD 草莓––苗栗大湖「湖丘有機農場」 林宜璇 58 



 

 

2020.09/10-95 期 2020.11/12-96 期  

 
 

 

 

 

 

2020.07/08-94 期青芽兒 94 期目錄 

■在地耕耘 

「助耕農社」短談––訪問洪輝祥先生 李建誠 1 

 

■另種想法 

獨裁的農夫 袁易天 10 

麗琪島事繪（八）：沙洲小生命––小燕鷗與東方環頸 林麗琪 12 

山神的召喚––20 年返鄉紀事（下） 光爸 14 

醃漬發酵與文學：以發酵食常伴月經 陳怡如 24 

 

■處處青芽 

中教大／天空農場，種出大學生食農教育新生機 張明純 28 

手作「小豆腐」的斜槓人生 陳怡樺 42 

 

■生機互動農法／BD 小專題（二） 

為一分地的改變做記錄：巫建旺的 BD 農法實踐 黃如玉 46 

看見 日本/北海道的社群支持農業運動 孫承萱 52 

秋水旁農莊––記一段農場經驗與《明日的農場》翻譯緣起 吳比娜 56 

生機互動農法導論 新書介紹 孫承萱 62 

與 BD 農法有關的書單 孫承萱 63 

 

  



 

2020.09/10-95 期 

■在地耕耘 

後記與迴想：2020 年重光部落暑期文化學習活動（一）（saw ka tama ni bubu, saw ka lqlaqi 

uri） Pisaw Kuwi 劉志翔 １ 

 

■另種想法 

重返望鄉山––台灣中部內山紀行 光爸 12 

竹編 記憶／技藝 劉哲安 18 

 

■處處青芽 

友善畜產與 BD 農法的相遇 傅婷、林詩華、林育誠 22 

“鹽田梓”重現消失的樽鹽 周敏兒 28 

當戲劇走入社區激盪的火花 巫素琪 32 

「印尼雜貨店在台灣」的「穿孔城市」裡閃動溫暖光芒 陳秋華  38 

 

■土食生活 

有關「土食材」、「土食生活」的一些想法（一） 舒詩偉 42 

也許就是一種鄉愁的滋味 余嘉榮 50 

《秦嶺最後的守蜂人？》養蜂，可能是守蜂人含金量最低的技能？ 劉義超 52 

情深似海團圓粽 李凌君 58 

 

 

2020.11/12-96 期 

■另種想法 

鄕關何處～～農家生活二三事 張美惠 1 

福寶溼地潮間帶的鳥與貝 林麗琪 4 

回到內海仔當蚵農 余嘉榮 6 

醃漬發酵與文學：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陳怡如 8 

 

■處處青芽 

認識「蔗青文化工作室」與二林 鍾宛宸 整理 12 

周男的自給生活之竹崎土雞 周尚儀 18 

唱！在瘟疫蔓延前––2019 年「山狗大後生樂團」全臺獨立書店及農民市集巡演幕後紀事 

張瓊齡 20 

鐵鍋咖啡 龔軒課 26 

居家簡易蚯蚓堆肥之施作 陳永松 30 

農友養成記：觀察需求，調整種植的「四季農園」 林宜璇 50 

 

■土食生活 

馬祖特色地方飲食 張明純 54 

有關「土食材」、「土食生活」的一些想法（二） 舒詩偉 58 

 

  



(二)土食材調研 
近幾年青芽兒開始和香港、中國的農村有了土食材的交流，故也希望推進台灣土食材之調

研，並發展為青芽兒刊物上的系列文章。2020 年的土食材調研，首先主編舒詩偉將近幾年有

關 「土食材」、「土食生活」的一些想法、觀察和論述整理，陸續刊出與關注三農的朋友

分享；此外在台灣土食材部份，則有部落土雞保種、原民部落土食文化、本土豆干、馬祖地

方飲食等主題；在中國秦嶺養蜂也有其獨特的風土人文脈絡。2020 年刊出的土食材系列文章

如下: 

1、土食材主論述 

• 有關「土食材」、「土食生活」的一些想法（一） 舒詩偉  

• 有關「土食材」、「土食生活」的一些想法（二） 舒詩偉  

 

2、台灣土食材 

• 雞老大（tama rudux） 劉志翔 Pisaw Kuwi   

• 土雞料理的對話練習曲 張雅雲   

• 也許就是一種鄉愁的滋味(高雄內門豬及龍眼乾) 余嘉榮  

• 情深似海團圓粽 李凌君 

• 馬祖特色地方飲食 張明純 

• 在地風土食：一包全本土豆干的進擊 李建緯 

 

3、中國香港土食材 

• 《秦嶺最後的守蜂人？》養蜂，可能是守蜂人含金量最低的技能？ 劉義超  

• 羅海東先生口述歷史：香港 西洋菜 朱耀光 

 

 

(三)青芽兒說書 X 台灣百合栽種推廣 
原訂計畫在主婦聯盟站所安排「青芽兒說書 X 台灣百合栽種推廣」，考量疫情局勢，室內

聚會活動多半被取消，故也到下半年暑假才決定可以開辦。因可執行活動時間有限，故下半

年僅有一場說書分享「全球糧農，土食材和土食生活」，活動先以室外場的「台灣百合栽種

推廣」優先。 

 

【青芽兒說書】 

• 8/12(三)   土的，是美好的：全球糧農，土食材與土食生活 

• 主講│舒詩偉 

• 紀錄：蘆荻社區大學 

 

社區灶咖在農村～ 

 蘆荻社區大學團隊夥伴們齊聚山子腳，展開為期一週的工作坊！8/12 要來開箱的是 青芽兒 

永續教學中心 舒詩偉 阿偉來開講～［土的，是美好的：全球糧農，土食材與土食生活〕。 

吃，從來都不只是填飽肚子而已，它提醒著我們來自哪裡，座落在何方，甚至是要往哪裡

去。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底下疏離異化的彼此，舒詩偉老師帶著我們從全球糧農的變與局，以

及各地反制的糧農實踐，再從土食材調研案例分享土食生活的精神與實踐。 

土是一種態度，立基根源，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脈絡出發，思考我們的位置在哪裡；土是戰

鬥，為微小但珍貴重要的信念與價值而戰。 

https://www.facebook.com/farmingfarmingfarming/?__cft__%5B0%5D=AZVVxpDZm7ghQSAH9CkH2_VSKkvbhqdA8TDgCNsPc6p7FPrtrO34XhnLhCOXA9BZHpB6qeI3_YyaTD2sSKsgnXF-a56iz4yOmrMdqR9wB-gkO6fbsM0M1Ij9i44O4ZvRkVYnf6PqYEktp9BWGXg0dDg-&__tn__=kK-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7478773624&__cft__%5B0%5D=AZVVxpDZm7ghQSAH9CkH2_VSKkvbhqdA8TDgCNsPc6p7FPrtrO34XhnLhCOXA9BZHpB6qeI3_YyaTD2sSKsgnXF-a56iz4yOmrMdqR9wB-gkO6fbsM0M1Ij9i44O4ZvRkVYnf6PqYEktp9BWGXg0dDg-&__tn__=-%5DK-R


 

看待農村不只是浪漫情懷，糧農運動是生命選擇更是政治實踐。 

這個神奇的夜晚，精神很富足豐盛，回饋分享時，每個人都開始講起自己和食材/食物/料理

間獨特複雜、豐富又立體的生命故事。 

飲食經驗帶來關係的流動，不同世代的差異或共鳴、城鄉生活與移動遷徙的記憶、和家人之

間的情感都一一跳脫出來，我們與食物之間的關係更多元，吃從來不只是吃而已。 

阿偉最後也分享“誠實面對自己是很孤寂的，也很苦，但大家在一起，團結，就會有力

量”。特別感謝阿偉帶來的貢獻與分享，打開視野，帶著力量前行。 

 

【台灣百合栽種推廣】 

• 2020/11/7    新竹清大竹蜻蜓市集擺攤推廣 

• 2020/11/13  芎林鄉倒別牛田快樂農場 

• 2020/11/14  台中合樸市集擺攤 

• 2020/12/12  台中合樸市集擺攤 

• 2020/11/28  中央環工所擺攤 

• 2021/01/01  元旦種百合連結人與土地 

   冬天是台灣原生百合的生長季，現在種下盆苗，春天四月和夏天七月就可以看到花開。 

這是一個自動自發的行動，無需繳費，自己帶著需要的工具，鋤頭、鏟子、鐮刀、手套…;

還有，口罩。 

• 2021/01/09  台中魚麗廚房演講│尋找台灣百合 

• 2021/01/16  金山彩田米基地演講│尋找台灣百合 

 

 

(四)主婦聯盟合作社共同協力項目 
 

1.站所青芽兒定點展示借閱 

   青芽兒站所發行數：5 刊*54 站=270 冊 

 

2.社員協力青芽兒編製出刊 

    2020 有更多主婦聯盟合作社社員加入青芽兒撰稿/圖文供稿的行列，一些編製上的行政發

行事宜也由社員協力分擔，此外也感謝水木書店老闆蘇至弘長久提供青芽兒可以包裝郵寄的

處所，因為有這些一點一滴的善意累積，在困難的 2020 青芽兒仍順利運轉為這一輪。 

 

編輯企劃 撰稿協力 發行配送 

舒詩偉 

羅吟軒(苗栗社員) 

林宜璇(苗栗社員) 

張雅雲(新北社員) 

朱培綺(或者書店) 

 

林麗琪(台北社員) 

李建緯(新北社員) 

曾怡陵(新北社員) 

張雅雲(新北社員) 

張明純(台中社員) 

陳怡如(宜蘭社員) 

陳永松(宜蘭社員) 

陳怡樺(台南社員) 

舒詩偉 

羅吟軒(苗栗社員) 

林宜璇(苗栗社員) 

蘇至弘(新竹社員，水木書店) 

朱培綺(或者書店) 

 

   



 

三、說書會及台灣百合推廣活動紀綠 

 
8/12(三)青芽兒說書─土的，是美好的：全球糧農，土食材與土食生活 

圖／蘆荻社區大學 

  
11/7    新竹清大竹蜻蜓市集擺攤推廣 

  
推廣種植台灣百合 

 

 

 

 

 

 
 

 

 



2020/11/14  台中合樸市集擺攤 

 
2021/1/9 台中魚麗廚房分享／圖：魚麗廚房 

 
 



四、2020 青芽兒財務報告(2020.01/12~2020.12) 

 
期數 收入 支出 備註 

91 34,700 34,700(印刷費)  11,768(郵費)  

92 76,152 34,700(印刷費)  11,954(郵費)  

93 24,500 34,700(印刷費)  11,911(郵費)  

94 53,000 34,700(印刷費)  11,643(郵費)  

95 8,000 34,700(印刷費)  13,371(郵費)   

 100,000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金補助 

紙袋  9,030  

雜支  75,000 15,000*5 期 

總計 296,352 318,177 虧 21,825 

 

 

說明：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之公益金主要用於印刷費。 

            青芽兒一年之印刷費合計是 173,500。 

            2020 年青芽兒寄贈站所發行數：5 刊*54 站=270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