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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情食課專題-2】師生一起上一堂農夫教的社會學

趨勢巨流河

文／賴映秀 

USR在農情食課3年辦了200場活動，編制只有兩位助理，其他是工讀生和義工，他們

一起做的事就是去聆聽地方的聲音，上一堂農夫教的社會學。 

USR助理陳威志：我們在意的是小農 

「我們這次去做這個排球賽，最主要不是要讓人家來玩，最主要是要讓小農知道，他

們也可以做，辦活動沒那麼難。」人稱小夏的USR助理陳威志一語道破團隊的用心。 

辦了水田排球，富邦人壽富康通訊處贊助契作，學生來幫忙「富康米」做包裝。球賽

那天，紅樹林電視台來採訪，區長、立委都來致詞，參加茭白筍節的人潮也來了。「

我們在意的是小農」，小夏說：「講白了，農夫覺得我們走進田裡是『呷飽太閒』

，但是不辦活動就更沒有未來。」團隊希望的是明年年輕小農可以接手，「第一次很

難，接下來就簡單了。」 

為什麼要在水田打排球？「只能是水田」，小夏解釋，因為茭白筍和水稻是三芝經濟

作物中總金額最高的。他認為能夠帶動改變的，應該在這些主體上，這才算得上是地

方創生，而不是「文創活動」。 

有滿腹的夢想、地方創生的遠景，不過，他一再的強調：「千萬不要以為我們來『幫

忙』的。」他只以「擾動」來稱呼這樣的活動，因為「是我們去請教農人。」讓農夫

來教我們社會學。 

 

護理師胡雅婷：最難的是把人集合起來 

義務參與活動的護理師胡雅婷感嘆說：「最難的是把人集合起來。」 

排球賽用的球網架是工作人員砍下農田旁的竹子插到田裡的，2張報廢的網子和6個壞

掉的排球是跟體育處要來的，體育處還找了工讀生幫忙修補。 

如此克難的裝備，可想而知掛好的網子是垂著的，「正常打起來會掛網的，但農田排

球打了都過去了。」邊界線、安全線、出界線都全省了，「打球的時候有人喊：『

out ball』的時候，全場沒人理他。」陳威志描述了大家的成果：「因為我們打的是

HAPPY排球。」 

 

研究生彭賢炘：參與過程看到改變 

一邊協助辦活動，一邊作研究的管科所碩士班學生彭賢炘，畢業論文題目為《學生與



居民共創價值》。曾經為USR活動探路而參加二林水田排球賽，之後和同行的朋友聊

起那次的經驗都很愉快，覺得是一生難忘的瘋狂回憶：「嚐過撲下去還會吃到泥巴的

那種滋味……原來我可以不在乎自己那麼髒。」 

當初因為接觸了老師的計劃，老師講到「地方創生」這個名詞，發現「關係人口」這

個部分很有意思。關係人口，日本開始發展的概念，研究人因工作關係，與居住的地

方產生情感連結，「我就想要研究學生唸大學呆了四年，他會不會成為那個地方的關

係人口？」後來他再加入「居民」的變數，產生了他的論文架構。 

作為一個研究者，也是活動辦理者，他看到有些同學會一再的參加他們舉辦小農的活

動，希望透過這些，更深入去了解這個地方。「一開始他們可能不想『弄髒』，但愈

來愈深入的參與割稻、採茭白筍之後，從他們身上看到他們一步一步願意去挑戰自己

。」 

他的論文研究中有一個變數「公共服務動機」，參考國外文獻，從小參與而有「公共

服務動機」，會更願意為地方產生一些貢獻。他的論文假設與文獻相符：學生的公共

服務動機會影響到他對於這個地方的認同，間接的影響他的參與社區活動，與居民產

生共創價值，而自發性的服務與貢獻。 

他也發現，原本只是來讀書，四年之後就要離開的自己也改變了。「淡江的學生很可

惜，大多放著淡水河的美景，不懂得欣賞。」參加了USR活動之後，覺得自己將來有

機會會投入這塊土地的相關工作，也想過將來可以住在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