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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文化　實踐了什麼？新農村文化　實踐了什麼？

2011-05-15  記者 張宇翔 文

遠遠離過去的都會生活，到鄉下去尋找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幾乎是每一本歸鄉農人的故事開頭
。這些試圖重新定義農村文化的農人，多半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較廣闊的人際網絡，相對於老

化中的農村而言，年齡層較低，也有著更多對文化產製的概念。透過這些來自都會型態的社交生

活以及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優勢，讓他們得以用一種全新的角度，來適應、甚至建立一種農村文化

的另類樣貌，也漸漸的開始影響一般大眾對於農村的既定認識。

農作物種植產值不高　須仰賴文化活動　農作物種植產值不高　須仰賴文化活動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訊統計，有經營農牧業者平均每戶農業所得為20萬2千元，惟轉型兼營加

工及休閒者，平均收入可提升至89萬7千元，另使用設施栽培之農耕業者平均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為7萬7千元。換言之，農作物種植本身所獲得的收入甚至不如時薪98元的法定最低工資。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像設施栽培如網室、溫室這一類訴求精緻化、高附加價值的作物，產生的效益也不

過提升了農產品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已。這樣的情形使農業工作者不得不在從事農產品的生

產活動之餘，設法進行其他的生產行為，來提升其生活品質。

相較於農產品產值的直接提升，這些新一代農民更多的收入來源，其實來自於文化活動。在竹北

進行自然農法種植的詹武龍坦言，自己目前主要的收入所得來自於開課講授該農法的技術與概念

，僅透過農產品的販售並無法維持生計。因商業週刊的採訪而知名的「穀東農夫」賴青松、淡水

幸福農莊的陳惠雯、引進都市農耕和澳洲「樸門」永續設計的孟磊、江慧儀，也都是運用相同的

方式來進行許多文化面向的生產。

 

坊間能對農業的新形態提出見解的作物生產者，

著眼的是宣傳自身的理念與生活風格。（攝影／張宇翔）

 

除了教學性質的生產活動外，在政府的大力宣導以及補助之下，標榜農村生活體驗的休閒農莊大

量的湧現，並包括了為數不少的在地農業工作者，甚至使行政院主計處以「惟轉型兼營加工及休

閒者，平均收入可提升至89萬7千元。」的說詞，作為農業觀光化的成果展示，但細究休閒農莊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卻呈現高度均質化的現象。最顯著的例子像是懷舊風格的手工藝品製作、口

味相近的風味餐飲和視覺風格，都暴露出有意從事休閒農業的人，對於視覺化、主題化乃至生活

風格展演這些觀光產業的概念缺乏充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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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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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休閒農場特別在視覺風格的呈現上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這裡以象徵傳統意象的竹簍作為例子。

（上圖：張宇翔攝；下圖：圖片來源／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傳播工具成關鍵　新農老農落差大傳播工具成關鍵　新農老農落差大

另一方面，擁有都市生活經驗與高學歷的壯年返鄉農人，則對於透過展示其審美傾向與生活風格

，進而促進文化消費這樣的生產模式並不陌生。透過樹立一個相較於具有文化購買力的消費者而

言不同的品味，這些新生代的農業工作者得以透過媒體的運用，改善他們原本的生活。這些都是

傳統的農人的生命經驗裡所缺乏的，而這樣的缺乏不僅使他們受制於既有的產銷體制，無法透過

傳播工具與行銷手法的運用進行自產自銷的行為，更讓他們即便擁有了使用傳播工具的能力，在

美學風格的呈現上，依舊無法符合消費者的口味。

除此之外，新一代的農村工作者身上也呈現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這些對普羅大眾最具感染

力，且現階段對農村文化擁有高度詮釋權的一群人眼中，這些在農村裡快速凋零的老農幾乎不在

他們討論的範圍之內。在標榜著健康樂活時的另一面，是否也就再一次的貶抑了傳統農人依據慣

行農法所種植作物的價值？在結構上傳統老農受到政府獎勵休耕、大量開放進口作物等等的打擊

，而在轉型的過程中也沒有比這些年輕農村工作者更多的籌碼，去進行農村文化的產業化嘗試，

這樣的嚴苛的農業條件，正一次又一次的擠壓著老農的空間，並與對這片熟悉的土地、人情的依

戀不斷的拉鋸著。

總的來說，這些返鄉耕作的農村工作者對農業的影響可以說是很多面向的。但除了著眼於他們對

農村文化所帶來的生命力之外。不得不更仔細的檢視他們對農村文化的實踐層面，而他們所實踐

的，目前卻僅止於說服消費者去認同他們對農村文化的新詮釋與展示其遺世獨立的生活態度，並

透過長期合作的消費行為形成網絡。但這樣的網絡裡究竟有沒有這些在文化上相對弱勢的老農所

佔有的一席之地？還是他們會在這個新型態的農村文化裡，再一次的成為他者？這可能是在農村

議題之中的一個非常尖銳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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