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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的农夫

赖青松的家，在台湾宜
南县冬山乡的稻田中。40刚
出头的他在台湾有着“硕士
农夫”的称号，他专业是环境
学，在日本拿了硕士学位回
台后，长期从事与农业相关
的工作。2004年赖青松带着
老婆和孩子来到宜南，租下
了一片田地，开始了真正的
农夫生活。

赖青松租种的 80多亩田
地都种了水稻，采用有机栽
培的方式，不使用农药和化
肥。稻米不在市场上销售，
全部配送给 400 多个支持他
种地的家庭。赖青松说，这
些家庭就是他的“谷东”，这
片田是这些“谷东”家庭委托
他种的。不少家庭会在农忙
期间，带着孩子来看他们的
农地生长情形，甚至下田享
受农耕的乐趣。

在赖青松建立的委托耕
作模式中，他的职务是“田间
管理员”，这是一种领取薪
酬的职务行为。而农作物
的 收 成 情 况 ，是“ 谷 东 ”们
共同的风险。赖青松创造
的 这 一 全 新 的 模 式 ，颠 覆
了传统上消费者和农户间
的关系。

农场与反思

台湾台东地区都兰乡，
孟磊江慧仪夫妇正在将自己
的蓝图，一点点地在一块 15
亩左右的土地上实现。

孟磊是美国人，到台湾
快 20 年，与妻子结婚已有 13
年。这两位地道的喝洋墨水
成长起来的城市人，对土地
的了解远超过一般的农民。
在这个实验性的小农场中，
规划有田地、菜园、鱼池、鸡
鸭舍，甚至标注好每一棵果
树的位置。他们希望建成一
个最大限度实现自给自足的
循环体系。

产 生 这 种 想 法 的 原 因
是，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
里人，来到农村生活，而这些
人往往没有任何在农村生活
的经验。他们的农场是开放
的，常常有人来到他们的农
场取经，学习雨水收集、防病
虫害等知识。他们的农场似
乎有着永远干不完的活，来
参访的人总是边干活边提
问，直到开饭时间，回住处享
用由女主人制作的可口饭

菜，他们称这种形式为“以工
换食”。

在台湾，城里人到乡下
去种地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有的是度假，种地只是为了
休闲。有的却是扎根土地，
这些重返土地的年轻人往往
会将先进的理念带到农村。

根据相关机构调查，在
台湾的城市中，有愿望过小
农生活的人占人口的 30%。
长期研究台湾社会问题的
专家苏诗伟认为，向往农村
生活的人一般有几个原因：
城市压力大、生活成本高。
人们开始对现代工业化浪
潮导致的环境问题、人与人
之间的问题产生反思，并开
始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产
生向往。

新农民的未来

2006年台湾“农委会”专
门推出漂鸟计划，该计划为
推动农业转型，号召 18 到 35
岁的年轻人投入农业。整
个计划内容分为漂鸟体验、
漂鸟筑巢和漂鸟圆梦三个
阶段。先让年轻人参加三
天两夜漂鸟营队，有兴趣从
农者可以再参加第二步的
计划，从认识初步的农业经
营技术到最后第三阶段为
期几个月的实习和训练，这
其中“农委会”提供租地、贷
款、技训等支持，鼓励青年成
为台湾新农民。

如今有数千台湾城市青
年参与到这个计划中，他们
80% 拥 有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
对 此 台 湾 媒 体 评 论 说 ，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这 些
农业尖兵也预示着台湾农
村的未来”。

在台湾参观学习过的涂
斌先生很有感触：“与大陆
不同的是，台湾城市人下乡
务农，是实实在在地做新式
农民”。他认为，大陆正在
兴起的城郊种地模式，参与
的人保留着城里的生活，但
这种仅仅是郊游而已。在
大陆真正到农村去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的人，走的也是
规模化、企业化的模式，很
少采取家庭小农和高新理
念 结 合 的 方 式 。 涂 斌 说 ，

“虽然大陆与台湾城市人下
乡的目的和方式很不一样，
但是今天台湾正在探索的
方式，或许能为今后大陆提
供借鉴。”

台湾高雄县旗山镇，晚上，一个农夫开着小货车给餐厅送
蔬菜。当地许多农民都是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

高雄市的微风市集，经营者正在准备。这些经营者主要是城里返乡创办小农场的人们，市集为他们搭建
与消费者交流的平台。政府部门不收任何费用，在启动之初，政府还给予现金支持用于购买帐篷桌椅等。

台湾高雄县美浓镇农村，年轻的农夫驾着拖拉机耕地，一旁的白鹭等着在新翻起的土地中觅食。

台湾台东地区都兰乡，大地旅人环境工作室的创始人孟磊在农场向参观的人介绍自己的构想。这里是
他对台湾农业环保的教育推广基地。 新京报记者 郭铁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