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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市集 

簡介 

「農夫市集」（Farmers Market）是指在一固定時間、地

點舉辦，由生產者直接將其所生產的農產品送至市

集，並提示相關標章（包含生產環境與實用方法）以

證明其販賣的農產品及加工品之安全，與消費者面對

面，直接販售各種產品的銷售模式。  

 

                                 節自親子天下雜誌 

實地參訪 

厚食聚落 

來到了各方職人聚集厚食聚落，品嘗了多樣性的食物

烹煮，更是體驗到了「厚食」的涵義。在講求速率的

年代，多久沒有好好享受一杯茶帶來的餘韻，多久沒

有用心的享用食物？藉由此次參訪厚食聚落，認識了

「慢食」更認識了「慢活」，發現在都市生活中竟也能

有這樣一片桃花源。 

 

                   組員攝於厚實聚落---本地農作製成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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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村食物森林 

一起來當半日「城市農夫」吧！這次的課程老師帶我

們走出戶外，到新竹市將軍村體驗手作氣泡飲，食材

全部來自後方的食物森林。將軍村的食物森林是位在

水泥叢林中的一片淨土，更是合歷史建築共生的一座

小小森林。藉由導覽員細心的介紹和導覽，我們親手

採摘了製作發酵氣泡飲的植物也實際的將之混和砂糖

加入罐中浸泡等待發酵成為一杯杯好喝的發酵氣泡

飲。 

 

 

 

 

 

 

 

 

 

組員攝於將軍村 

手做發酵飲加入了薄荷葉、羅勒、砂糖、水，植物全部採集於食物森林。 

個案及人物 

 
                     節自 jobus.tw 

 

發起人：邱琼如和銘泉生態農場的吳堅銘夫妻 

地點：屏東 

一群屏東地區的小農，從 2016年 10月起，在沿山公

路旁自主發起「185農夫市集」，大力推廣在地有機、

友善耕種農產品，以及當地原住民的各式手作文創商

品。 

邱琼如和銘泉生態農場的吳堅銘夫妻是「185農夫市

集」的核心人物。當初會發起市集，是因為當初邱琼

如哥哥邱黃肇崇的一句話，「我們大家或許可以辦市集

來凝聚沿山公路附近小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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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集中，小農們互相分享、彼此支援的人情溫暖，

沒辦法保證顧客的消費人數。小小的一個市集，看似

簡單，實際上真的非常不容易，要有人無私奉獻，也

需要革命夥伴全力相挺。 

 

                         節自銘泉生態農場官網---採鳳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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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農夫市集體驗，不管在歐美還是台灣，都越來越

普遍了。「農夫市集」，顧名思義就是拿掉中間盤商與

層層轉運的關卡，直接由生產者將產品呈現到消費者

面前交易。對習於在繽紛新穎的超市購物的都市消費

者來說，產地端的環境、食物的營養、農民的收入，

以及運送過程中食物和能源的耗損，都被簡化成標籤

上冰冷的數字，被精美的包裝給掩蔽了。要反轉這種

問題重重的糧食產銷體系，並不容易，而農業發展的

困境，更非一日之寒。 

而農夫市集，透過面對面的互動，生產者得以親

自介紹生產過程的甘苦，幫助消費者認識食物的知識

和價值，並以相應的價格直接獲得報酬；而消費者也

能獲得更健康、環保、可靠的新鮮產品，以及一籃子

滿滿的人情味。 

農夫市集不僅能減少運送過程的碳排放、販售無

毒有機的農產品、資訊對稱建立買賣方互信關係、透

過社區感行銷…等也可以增進在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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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心得精要統整 

剛開始聽到食農教育這個主題時，我當下第一反

應覺得這個一定很無聊，但是隨著老師每堂課的介

紹，漸漸地我對食農教育產生了興趣，了解到食農教

育的重要，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這個變遷

的環境裡，環保、節能、減碳是很重要的，所以食農

教育就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食農，我們可以

知道食物的來源，讓我們吃得更加安心。(會計一 許

惠婷) 

我很喜歡農夫市集的概念，也許我們所習慣的超

市、大賣場讓我們能享受便利的生活，但透過農夫市

集與食農教育的結合，我們能更了解我們所生活的片

土地，知道哪個季節有哪項農產品，與農夫互動體會

他們汗滴禾下土的辛勞，更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食

物，也能透過更公平的交易方式讓台灣的農業長久發

展。(企管一 許妤靜) 

再來是將軍村跟厚食聚落的參訪，我依然是第一

次接觸到農夫市集跟食物森林這個新觀念。農夫市集

我在將軍村看到了，他們很多人在擺攤，主要是賣蔬

果、手工皂、花花草草裝飾品。食物森林我也盡是到

了很多，基本上有地方種植即可，花園裡面擁有各種

可以食用的花草，我們在實際層面學習如何製作氣泡

飲就是用食物森林摘的花草而來，在厚食聚落中，他

們很強調「環保」跟「手工製造」從他們的建築植物

便可以了解，我甚至學習到了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學

一 施宥愷) 

 

檔案職涯講座 

主講人分享了很有意義人生經歷，從捷運隨車員

到文化局公務員最後是國史館工作人員，期間有種種

只有經歷這個行業才能體會的艱辛與快樂，對我未來

的職涯選擇產生良好的幫助，而我感受到他最感謝的

是父母無言的支持，我相信我的父母也會是這樣的，

也為此感激他們。(歷史一 陳子涵) 

在學習製作 endnote 的時候，一開始不知道那是什

麼樣的軟體，在老師精闢又生動的解釋之後，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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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它的實用之處。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介紹了很多的論

文網站，在課程結束之後，私底下也會運用老師上課

介紹的網站作為學習時候的補充參考，總而言之，在

學習 endnote 之後，發現不只是在學業方面，就連像是

辦展覽的時候也可以用到，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在蒐集每一篇論文的時候都覺得看到了很多從來沒有

看過的內容，真的覺得很有趣。(歷史一 許又臻) 

海報及簡介參與:以前的教育和課程沒有學習過這

方面的製作和技術，經由這次團體分工發現一張完整

呈現的海報需要非常緊密的分工和默契，也學會了製

作摘要的能力，如何將一篇論文以簡短的一句話介紹

需要仔細的閱讀和理解後才能做到。(歷史一 蔡美珊) 

 

 

 

 

 

 

 

 

 

 

 

 

 

 

 

 

 

 

 

 

 

 

歷史一 許又臻 

歷史一 蔡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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