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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珮雯

教師專訪

在教育界幾十年的春風化雨，曾任教於交大

資訊工程系所的楊維邦，桃李早已遍布各地，即

便如此，每個職業總會面臨到該退休的時刻。而

他退休後決定回到家鄉，買一塊田地，並開始實

踐屬於他的農夫夢。

愛農成痴　自給自足的生活哲學

早在教書時期，楊維邦就常在閒暇之餘從農，

進而漸漸愛農成痴。「每天為了要在上課前趕去

農田種菜，連吃早餐都覺得浪費時間。」他笑著

說道。甚至他將農田變成有 WIFI 的環境，使他能

邊做農事，邊使用網路電話與他人處理公事。

早期農夫靠天吃飯，以自給自足為生活之道。

而他依循這個道理並稍微修正後，認為只要種小於

等於要吃的菜即可，既能享受農夫的種菜生活、享

受成品，也會輕鬆許多，而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除此之外，他也自嘲說：「我跟一般農夫不一樣，

若他們全部種韭菜，那他們是韭菜專家，因為他們知

道該噴什麼藥、用哪種肥料，但我是自給自足，所以

我什麼菜都種，因此我是『什麼都不會』專家。」

專業與農業交織　獨樹一格的種田法

「我的土地都盡量模組化，有 X 軸與 Y 軸下

去切割與管理。」楊維邦說道。因此，他常用抑

草蓆來抑制雜草生長的速度，也依照這種模式來

進行鋪蓋，並計算所需的成本，以最小的成本做

到最大效益的利用。抑草蓆裁成 1、2、4、8 公尺

的長度，所以可精準的覆蓋各種長度的菜圃。如

10 公尺的菜圃楊老師就用 2、8 來蓋。

他還提及分散風險與農業結合的概念。像是

玉米、番茄他都會種兩棵，隔壁農夫會問他為何

這麼做，容易造成其中一棵營養不良，但是他卻

沒有告訴那位農夫，電腦訓練曾教他要有備份的

概念，許多事情也都要分散風險。最後，他的專

業也造就他在農事上的豐碩成果。

大自然的挑戰　共存共榮的新思維

在種田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難題，而他認為

最幸苦的就是蟲跟草的問題，特別是蟲害，加上

他本身害怕蟲子，對他來說實在是個挑戰。他以

一些生物為例，如同天牛會侵入果樹的樹幹將其

腐朽、南瓜會被地鼠吃掉或水果被鳥類咬掉等，

同時，許多蛇類也常造訪其農地。

起初他總手足無措，也無計可施，後來他想

起「拾穗」這幅畫作，其中農人割稻後是不能回

頭撿地上的稻子，因為那是要留給需要的人去撿

拾。因此，他開始用另一個角度看待此事，領悟

到何須與這些大自然的萬物爭奪。像是水果被鳥

類給吃掉，代表其甜度充足，也能將種子散播他

處；蟲與蛇的造訪表示其土地乾淨，因此應與牠

們共存，能使自然生態更加豐富。

半農半 X 的生活　規劃下一步的人生

楊維邦曾受「半農半 X 的生活」此書的影響，

他提及書中作者一半從農一半從事自身特長以維

持固定收入，也認為一定有種生活能不被時間與

金錢逼迫，回歸生活的本質。

所以他覺得每個人都能如同作者一樣，一半

工作一半從事自身興趣，也坦言很多人都想做一

些事，卻都沒有實際行動，因此，他也勉勵各位

應該訂下目標，時間到了就放手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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