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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鄉村農業體驗 學生感想<中集>                                        

撰文 <生傳系>陳煇元同學、圖片<生傳系>吳宜澄同學

這次的鄉村農業體驗，我參加的組別是到「采紅番茄」幫忙，農田位於宜蘭五結鄉，招

待我們的農場主為柏瑞，和他的老婆思妤。柏瑞為農二代出生，大學的時候讀的是電機系，

在當完兵等工作的時候先在家裡的農田幫忙，沒想到種著種著就種出興趣了，因此成為了目

前農場主的主要負責人。在學習了基礎的耕作技術之後，柏瑞目前也正發展友善耕作，希望

以更貼近自然的方式，生產更健康的產品給消費者。 

  在三天兩夜當中，我們實際體驗了柏瑞和思妤平常過的生活，每天早起進到農田進行工

作。在三天當中，我們體驗了蓋草，栽種，整地，施肥，搭溫室，以下是大致的工作內容： 

1.蓋草：蓋草是將乾燥的稻草先蓋在準備要栽種的土上，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雜草生長，因

為雜草會搶走主要作物的養分。 

2.栽種：栽種就是要把作物種到土裡，因為土的上面已經蓋了一層稻草，所以栽種的時候必

須先把草撥開，在土中挖一個洞，然後把作物放進去。同時，要確認稻草沒有壓到種植的作

物，一旦壓到，作物就容易死掉。 

3.整地：我們體驗到的整地有兩個工作，一個是收回黑布(用來防休耕時的雜草)，另外是耙草。

收回黑布就是把它捲回來，耙草則是非常累人的工作。因為采紅番茄的農場不噴除草劑，休

耕之後，會有非常多的雜草出現，這些草真的長得太過猖狂，必須先以人力耙一遍，才能以

打田的機器去整地，否則機器很容易壞掉。 

4.施肥：施肥的時候會將肥料桶背在身上，以手直接抓肥料灑到農地上，沒有什麼技巧，主

要就是要撒的平均，因為粉末會飛來飛去，所以施肥的時候感覺自己就像巫師在施魔法一樣。 

5.搭溫室：因為農地是租用的，所以農場主柏瑞選擇自己搭設簡易的溫室，搭溫室要先把布

攤開，然後從頭到尾將繩子一條條綁好，確保溫室不會被強風吹垮。 

  這次農場體驗中，最令我佩服的是農夫們的恆心與毅力，更重要的是他們那「不投機」

的想法。以耙草為例，耙草必須順著土溝一道一道用力的耙，把雜草捲成一堆拖到農地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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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耙草的時候不能一次耙太遠，如果捲太遠的話，草會太大坨，變得完全拖不動；但是如

果一次拖一點點，就要不斷來回走。 

 

 

 

 

 

 

 
 

(厲害的農場主柏瑞，開的是打田機，為了要把肥料拌勻，並且把雜草往下翻) 

非常注重效率的我因此覺得，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噴除草劑就好？這樣不斷地來回反覆，

真的要浪費非常多時間，而且就算今年耙完了，明年他還是會長到非常高。但是農場主卻認

為，寧可自己這麼辛苦，也不要使用會破壞環境的除草劑。也因此我認為農業這樣工作需要

有過人的恆心和毅力，更重要的是那「不投機」的心態，唯有這樣的堅持，才能種出最好的

產品！ 

 

 

 

 

 

 

 

(農場主的老婆思妤，除了平常幫忙務農外，也負責采紅番茄的行銷，儘管很累還是笑口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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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鄉村農業體驗 學生感想<中集> 

撰文、圖片<生傳系>蔡雨潔同學 

鄉村農業體驗在生傳系可以是必修也可以是選修，我知道我不是來玩的，能逃掉平時都

市的繁華擁擠和相對乏味的課程還是開心的。當時我想過會有所實質收穫，卻沒有想過會有

這樣的衝擊。 

第一次見到柏瑞和思妤就感受到他

們的親切，很感謝也慶幸我來到采紅番

茄，雖然真的不輕鬆，但在這裡學到很多

看到很多，我想這才是我想要的。在采紅

番茄我們做了蓋草、種苗、收場、架網子、

施肥、搭溫室，但這麼一個一個工作細數

只是特寫了田間工作的部份，並沒有太大

意義，三天時間不可能讓我從新手變成種

苗高手或施肥大師。三天的課程前後的我，最大的不同是真正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後對青農改

觀。從都市回鄉的青農，他們放下了多少。就算換個角度，這才是他們喜歡和想要的，農間

工作也真的不是開玩笑的辛苦 

采紅番茄的柏瑞和思妤都不是本科出身，他們都曾有別的目標，我想一定也都有過對未

來很不一樣的想像。這三天來我們每天在田裡翻滾，一旦下了田，衣服沒一刻是乾淨整齊未

沾上土的，然而，對我而言這是體驗課程，對他們而言卻是日常。從小到大只要飯沒吃乾淨

就會聽到老師說農夫很辛苦，不可以浪費食物，想到農夫很辛苦的我也就把飯都吃完了。但

農夫很辛苦、農夫很辛苦、農夫很辛苦，一直都只是一個被教予的概念，就像知道其他父母

會愛他們的孩子一樣，只是理所當然地知道，未曾真的體會過。透過鄉村農業體驗，我真實

的體驗到農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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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過原來種個番茄會需要那麼多事前工作，包括在畦上鋪稻草要鋪的均勻不可太厚或

太薄、在溫室邊側的錏管上夾上網子用的不是夾子而是 U 型塑膠扣環……想像中比較輕鬆的

工作其實都是那麼消耗體力，每天工作結束都會感到身上的痠痛又多一些地方！田裡的工作

不是粗重就是精密，精密的工作要小心翼翼的重複，粗重的工作要找的訣竅後施盡力氣的重

複，簡單來說，就是不斷的重複。然而這些勞累和重複的工作卻讓我開始對於自己一直以來

待在象牙塔裏有一種莫名的羞愧。愧於從未正視碗裡食物背後的辛勤、也愧於至今才下田做

這些工作，那怕只有三天、哪怕這在田間不是特別辛苦的工作。 

回到我的象牙塔，偶爾還是會打扮的漂漂亮

亮、還是會把注意力放在電腦書本上、還是工作歸

工作碗裡的飯菜歸碗裡的飯菜，也還是不會每餐注

意它們背後的故事。但對於「青農」一詞，無法再

像以前一樣將之僅僅視為講堂中的一個概念，因為

真真實實的看過何謂青農。 

 

 

 

 

(圖：夾網子的 U 型塑膠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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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鄉村農業體驗 學生感想<中集> 

撰文、圖片<生傳系>吳宜澄同學 

遠方的山映射在水田的餘波，似一片海。踏過雨後溫室周圍的泥濘，澆濕生長中的番茄

幼苗和周圍的土壤，沾上稻草香味脆弱又強壯玉米筍苗，一步一步細心呵護著，雙腿卻不敵

它們的堅毅。待人溫暖熱切的農夫婦們，采紅番茄二代接班人吳柏瑞和林思妤，採取無農藥

噴灑、施灑有機肥的方式，希望家人、親朋好友和消費者都能吃到最新鮮最安全的食材。兩

雙柔善的雙眼凝視，風趣卻認真的精神，生長在宜蘭五結，這片臺灣的土地上。 

 

 

 

 

 

 

 

 

 

初次來到臺灣宜蘭，與過去耳聞的特色雖然相差無幾，見到了水田、白鷺鷥、三星蔥以

及美麗的別墅的場景，但也多了些實在卻未知的味道。原來以往認知中的特產三星蔥，實則

挾帶過多的農藥殘留量，非農民濫用農地興建民宿與私人豪宅的缺失，也襯托出以友善土地

為初衷的農場主們的樸實與認真。宜蘭，不只有三星蔥，番茄、金棗、金桔和茶葉等作物也

在這片土地綻放著光芒。 

在雲林老家的清河阿公那一代之前，同樣以務農為生，種植大多是蒜頭、花生，從沒有

接觸過像番茄、玉米筍這類的溫室作物。在這三天的生活裡，我從每日的整地作業，包括搭

建網室、收黑布以及種植、施肥和搬運雜草等工作，真正體會到阿公過去 60 年來清晨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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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田，傍晚獨自騎著野狼 125，拖車上載回一大批農作物，滿身泥濘回到家並梳洗身體的感

受與勞累，也讓我對當前的景色覺得感慨些，自己從沒陪著阿公下田耕作過。 

 

 

 

 

 

 

升上大學後，因為不斷地接觸青農返鄉、地方創生等議題中成功的案例，包括：坪林新

茶世代、苑裡藺草、竹山小鎮文創，以及這次的宜蘭采紅番茄，我也曾想像過如果家裡有人

願意繼承阿公的農田的模樣，或是自己繼承一片農田成為務農者的感受，但仍僅止於我的想

像。因為對於沒有足夠的農業轉型知識與資金的父母親那一代來說，拋下台北的生活，返鄉

完全務農這件事還是一件風險很高且苦重的工作，或是說那根本不是他們未來的依歸，但我

同時也懷疑他們現在的工作是否只是為了謀生和養活子女而犧牲自己的夢想，所以我也不敢

抱任何期待，只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累積足夠的能力時，學習如何替自家和台灣的農業品牌做

推廣，如果這是我進入生傳系的目的，如果這能對我所愛的人面臨的困境產生一點點改變或

幫助，我真的很想去做。 

20-22, October, 2018   At Yilan,Taiwan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21 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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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讓你說  徵圖徵文活動 

 

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新版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經

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一期

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報

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 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