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主婦聯盟⽣活消費合作社公益⾦申請案 

青芽兒2.0―主題專書企劃+在地新農轉型走訪計畫 

【2023執⾏成果報告】 

 

執⾏單位：青芽兒永續教學中⼼、青芽兒志⼯群 
友好協⼒：台灣百合⼯作室、樸實⼩舖、或者⽂史⼯作室、⽔⽊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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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芽兒》主編舒詩偉在「土食材主題交流工作坊」活動中， 

分享“全球糧農運作 餐飲的演變與當今局面”。



⼀. 主編報告 

    去年10⽉9⽇是台灣三農運動史上令⼈⼼痛的⼀⽇―農地女俠洪箱女⼠離世。

為了捍衛腳下賴以⽣存的⼟地，灣寶社區鄉親分別在1995、2011年成功擊退新

⽵科學園區第三期及後龍科學園區的⼟地徵收計畫，洪箱是這場農⺠⾃主對抗
地⽅政府與財團聯⼿圈地⾏動的靈魂⼈物。在成功保住灣寶社區農地後，洪箱
持續投入各地反徵收、反迫遷，聲援弱勢者抗爭的相關社會運動，並且跨海參
與全球農運及東亞女農議題的國際研討會。何謂農⺠主體、何謂勞動價值、何
謂⽣產⾃⾜、何謂⾝⼟不⼆、何謂⾃助⼈助、何謂⼟地正義等，洪箱為我們上
了寶貴的⼀課。《青芽兒》志⼯團隊企畫「洪箱女⼠紀念專輯」，向洪箱女⼠
致上最⾼敬意。 
    時序進入2023，新冠疫情穩定趨緩，各項防疫措施逐漸鬆綁，年中後老百姓

的⽣活也漸次恢復正常，但在三年疫情的非常狀態下，因應⽽⽣的各種另類消
費活動，並沒有隨著疫情解封⽽退場，例如線上團購⼩農蔬菜、各項農務產品
宅配服務，導致原本在疫情禁令中已受創嚴重的⼩農市集更是雪上加霜。⼀家
老⼩悠閒逛⼩農市集、與販售⾃家⽣產的⼩農話家常、聆聽⼩農分享⽣產過程
的美好畫⾯，在疫情解封後也不⾒湧現。《青芽兒》志⼯群中的市集⼩農成員
表⽰，⼩農市集熱潮的消退，對於有⼼務農實踐友善耕種的各地⼩農，究竟會
產⽣什麼樣的影響呢？《青芽兒》志⼯團隊將持續關注後續的發展，並討論如
何通過專題企畫回應此現象。 
    長期以來，⼟食材話題⼀直是《青芽兒》的關注焦點。環繞著⼟食材概念的

相關實踐，包含了社區協⼒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 
CSA）、在地食材的⽣產⁄加⼯與流通、在地食材的⽣產環境、在地食材與社會
⽂化的共構關係等等。過去⼀年《青芽兒》刊登了數篇與⼟食材相關的⽂章，
尤其是各地創⽣的CSA實驗，包括陳建泰在台實驗的〈⼗年CSA農場〉、〈幻
象CSA基地五年的演變〉，以及周豁然參與香港新界／沙頭⾓的「蘆葦花開」
⽣態社區⽣成、演變的〈南涌⼗年〉。這些⽂章記錄的不僅是在地農作如何⽀
持社區⾃給⾃⾜，同時也紀錄了他們勇於不畏挫折、勇於探索的實作精神。 
    20多年歲⽉，《青芽兒》不間斷地紀錄、探討台灣、乃⾄世界的三農議題，

祈願為⼈類、為地球的三農發展，摸索出⼀條更為合理、更為公義、更為和
諧、更為美好的另類可能。五年來感謝主婦聯盟合作社公益⾦持續⽀持《青芽
兒》，為參與《青芽兒》的志⼯群添加有形的柴薪和無形的⿎勵。2023年《青

芽兒》的執⾏成果，除了年度例常性出版的《青芽兒》雙⽉刊，以及數位網
⾴：“⽅格⼦”的專題企畫外，由於主持⼈舒詩偉為推動⼟食材理念與作法、擴

⼤與各⽅交流，在年尾/11⽉參與中國廣⻄「⼟食材主題交流⼯作坊」活動(細

節請看附錄)，因此原本預計走訪轉型中的在地新農及主題專書計畫將延後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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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成果 

（⼀）編輯出版篇：《青芽兒》2.0  6-10期 

1. 青芽兒no.6 ―⽬錄 
◆在地耕耘 
 ·「搞」「社區」？——�搭寮者問（⼀）―李維怡 
◆另種想法 
 ·長不出農作物的農地種電―李永龍�

 ·脆梅，的滋味―吳惠蓮�

 ·食物、墨⻄哥―徐雍�

 ·野⿃散步，走進東港海邊的捕鰻苗聚落―圖文提供：林麗琪�

 ·留下的城隍廟，流散的老居⺠―古燕秋�

 ·英倫草地雜談―朱耀光�

◆處處青芽 
·農⼈⾝體的再發現：⽥間勞動＝運動？社區⼤學農夫保健課程交流―林彥婷、
陳韋丞�

 ·再訪咖啡產地——�南投鹿篙/花⾳莊園―Peggy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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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農⺠直銷站與團經濟2.0―黃仲杰
◆放眼國際	
 ·搭建起在地的經濟運作―茱迪•薇克絲( Judy Wicks)／阿偉 譯 

◆土食生活 
 ·粟米―袁易天 

2. 青芽兒no.7 ―⽬錄 
◆在地耕耘	
 ·講客廣播電臺「 便當風景」∼幕前幕後故事集（⼀）―徐彩雲

 ·從沒想過，有⼀天成為碾米師傅―陳映蓉� �

◆另種想法	
 ·異地桑蹤―朱耀光 

◆處處青芽 
 ·⼀讀再讀《明⽇的農場》―孫承萱、胡耿逢、陳建泰、莎粒、謝宏明�

◆放眼國際	
 ·參與瑞⼠“⽣態村設計教育”（Ecovillage Design Educa=on︔EDE）課程（⼀）―
周豁然�
 ·在戰爭時期，烏克蘭鄉間的糧食主權與團結舉措―Natalia Mamonova/春暉�譯 

◆土食生活	
 ·⽊瓜樹―袁易天 

3. 青芽兒no.8 ―⽬錄 
◆在地耕耘	
 ·把阿嬤賣掉！― 南藝⼤的「盛食社團」  (初創篇)―汪文琦、詹証傑�

 ·「搞」」「社區」？― 搭寮者問（⼆）講錢點樣唔傷感情？―李維怡�
◆另種想法	
 ·有你有我，記主婦聯盟共同購買30週年―張雅雲

 ·戰後台灣客家⾳樂的回顧與展望―趙叔

 ·蘇⾨答臘―黎振君

 ·洋⽢菊―蔡以倫

◆處處青芽 
 ·關於⽗親的記憶，福建海瑤老家探親有感―林宜璇

 ·卓溪地區布農菜園傳統農耕智慧（⼀）―詹于諄�

◆放眼國際	
 ·參與瑞⼠“⽣態村設計教育”（Ecovillage Design Educa=on; EDE）課程（⼆）―
周豁然
 ·越過糧食分銷的“非正式部⾨”�―GRAIN／六月�譯�

◆土食生活	
 ·蒜頭– 韓國⼈眼中的地裡黃⾦―林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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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芽兒no.9 ―⽬錄 
◆在地耕耘	
 ·南涌⼗年―周豁然�
◆另種想法	
 ·那天，我殺死了兩棵構樹― 陳映蓉

 ·記《半農理想國》南台灣巡迴分享會―蔡君頤�

 ·透過有機連結世界和平–第六屆亞洲有機的有機農業⼤會紀⾏―陳永松

 ·英國好薯―朱耀光

 ·虎尾鎮農會百年不老―廖淑玲�

◆處處青芽 
 ·有緣千⾥–在⼿作步道遇⾒愛―黃瀞緣、涂誌恒�

 ·「搞」「社區」？– 搭寮者問（三）講錢點樣唔傷感情？―李維怡�

 ·卓溪地區布農菜園傳統農耕智慧（⼆）―詹于諄 �

◆放眼國際	
·天堂部落–北蘇⾨答臘咖啡產區紀⾏（下）―黎振君�

5. 青芽兒no.10 ―⽬錄 
◆洪箱女士紀念專輯	
·敬悼愛鄉愛⼟有情有義的洪箱⼤姊―徐世榮 

·農地女俠寫給台灣的真情書―張雅雲�
·追憶味濃喉舌的洪箱⼤姊―陳永松�

·國際農運場合中的台灣女農洪箱―蔡晏霖�

·箱姨豪爽、淡然⾯對新事物的個性―蔡雪青�

◆在地耕耘	
·⼗年CSA農場―陳建泰 

◆處處青芽	
·在台灣覺醒：三週⾃然建築⼯作營的所⾒所聞―梁樂均�
·森川⾥海藝術創⽣–串接豐濱部落的⽂化臍帶―曾怡陵 �

◆放眼國際	
·巴勒斯坦⼈應有⽣命權、⼟地權與主權―GRAIN/秋陽譯 

·巴勒斯坦的農業狀況 Lina Isma 'Il and Dr. Muna Dajani／秋陽譯 

◆土食生活	
·講客廣播電臺「 便當風景」∼幕前幕後故事集（⼆）―徐彩雲�

·野性⽔⽥芥 朱光耀�

·在地與外來飲食⽂化皆精采的澳洲⼤陸―古秋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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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網站篇 

   超過20年的耕耘，《青芽兒》雙⽉刊累積豐富的三農議題報導、論述和譯⽂，

這些不僅是《青芽兒》的資產，更是台灣三農運動的資產。因此社⼯群從《青
芽兒》2.0問世後即開始積極思考網路建置的可能性。《青芽兒》網路建置不僅

可以突破紙本流通的限制、活化這批資產；同時也試圖創造與3C世代年輕⼈對

話的契機，《青芽兒》三農網站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因應⽽⽣。 
    《青芽兒》三農網站建置後，社⼯群每⽉透過線上會議交流、討論網站⽂章

刊登的形式和節奏。除了紙本⽂章網路化外，也試圖將刊登過的⽂章，以議
題、區域、時事或回應當下社會事件的思路，將⼆⼗多年來累積的⽂章，以專
題企畫的概念重新編輯、組合成專題⽂章，⽂章的企畫和選⽂，主要是希望能
適時回應台灣、乃⾄全球的三農議題或事件；再者也企圖貼近庶⺠的三農⽇常
節奏，編組出更具深度和廣度的專題⽂章，專題⽂章及個別⽂章在網站刊登
後，也同步於上傳《青芽兒》的FB網⾴，希望通過多元網路傳播《青芽兒》的
三農理念。青芽兒三農網站 https://vocus.cc/user/@greenbuds。 
 

    2023/07-2024/04《青芽兒》在網站⽅格上刊登了「洪箱女⼠紀念專題」、

「⽇本“三農”專題」等，以及26篇⽂章，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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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芽兒》方格子首頁

https://vocus.cc/user/@greenbuds


【2023/07-2024/04⽅格⼦刊登⽂章清單】 

日期 文章

⽇本“三農”專題

1 2024/04/29 以稻貫之，遊佐町的循環農業走讀

2 2024/04/25 廢校新⽣―讓居⺠笑語重新響起的「森の巢箱」

3 2024/04/15 快樂雞蛋——⽇本⼭岸會的社區經濟實踐

4 2024/04/08 零位思考•⼀體共⽣：我在⽇本幸福會的研鑽⽣活體驗

洪箱女⼠紀念專題

5 2023/12/31 箱姨豪爽、淡然⾯對新事物的個性

6 2023/12/29 國際農運場合中的台灣女農洪箱8

7 2023/12/26 追憶為農喉舌的洪箱⼤姊6

8 2023/12/23 農地女俠洪箱寫給台灣的真情書

9 2023/12/20 敬悼愛鄉愛⼟有情有義的洪箱⼤姊

農業與藝⽂專題

10 2023/11/29 「東協廣場」溫情外⼀章－－⽤藝術交流異國移⼯情感，
溫暖彼此的⼼

11 2023/11/25 撞⾒，⼀攤菜市場美術館？！

12 2023/11/22 《第八⽇》之後

13 2023/11/18 阿普的⽣命之旅

台灣⼟雞專題

14 2023/10/26 台灣⼟雞論壇，打造城鄉共好發動雞【綜合討論篇】

15 2023/10/23 台灣⼟雞論壇，打造城鄉共好發動雞【⼟雞案例篇】

16 2023/10/19 台灣⼟雞論壇，打造城鄉共好發動雞【學術篇】

⽇本“⼤地藝術祭”專題

17 2023/10/16 香港⼈在⽇本耕作：越後妻有「⼤地藝術祭」2015

18 2023/09/30 ⽇本 新潟／越後妻有的經歷

19 2023/09/27 ⼤地予我：參與⽇本「越後妻有⼤地藝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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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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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024持續有主婦聯盟合作社社員加入《青芽兒》撰稿／圖⽂供稿的⾏

列，編製上的⾏政發⾏事宜也由社員協⼒分擔，⽔⽊書店老闆蘇⾄弘長久提供
《青芽兒》包裝郵寄的處所。 

四、計畫經費使⽤（2023.07―2024.07） 

1. 2023年主婦聯盟⽣活消費合作社之公益⾦補助15萬，主要⽤於刊物印刷。 

2. 五期《青芽兒》也固定配送到全台各站所，每站⼀冊。《青芽兒》站所發⾏

數量：5刊*54站=270冊。 
 

20 2023/09/24 ⼈與⾃然，都市與鄉鎮，死者與他者的交歡＊：朝向2015

年「⼤地藝術祭」

稻米與我 專題

21 2023/08/26 從沒想過，有⼀天成為碾米師傅

22 2023/08/19 為什麼稻米對我很重要

23 2023/08/12 把⽥種下，把⼼放下

24 2023/08/05 從⼟地長出⼒量來––有機、稻米、城鄉交流

“國際稻米年”專題

25 2023/07/25 國際稻米年決議⽂本／聯合國千年宣⾔1

26 2023/07/15 稻米就是⽣命––聯合國2004國際稻米年．前⾔

編輯企劃／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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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雲（新竹社員） 

朱培綺（竹北社員／或者書店）

陳永松（宜蘭社員） 

蔡晏霖（宜蘭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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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社員／或者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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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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650元。 

      ⾄於有關走訪在地新農與主題專書出版計畫，仍會於2024年持續進⾏。 

＊附錄：賈麗杰：“⼟的，是美好的”：廣⻄"⼟食材主題交流⼯作坊" 側記 

（本⽂刊登於：青芽兒2.0 no.11 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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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芽兒》2023年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