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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内容概要

曾经获得国际大奖的广告人买买氏，偶然吃到了一盒土凤梨制成的凤梨酥，被童年熟悉的味道指引，
辞职出发，寻找“人生的意义”。她没有去风景名胜，也没有去外国游学，而是寻访台南乡下坚持“
用良心种地”的有机农夫，写下了这本《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弃业日记》。
辞职的一年，她赚到了更多的东西，不仅吃到了魂牵梦绕的童年味道土凤梨，交到了真心的朋友，更
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样活！
从无趣的生活出走，放胆去“野”撞见意想不到的人生！
买买氏，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资深广告人，一个放弃高薪去耕田的傻瓜。用一场超热血的弃业历程、
一整年极荒谬的台湾岛内流浪，叩问：人生的意义，真的只有上班赚钱而已吗？
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副主席，分享收获CSA创始人@农家石嫣 倾情作序
著名作家、SHU手工创始人巫昂
生活方式微博红人@樱桃和细毛
搜狐园艺论坛版主@蔡丸子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志愿者 常天乐
笑泪推荐！
53篇温暖而有趣的动人故事，见证台湾最可爱的人情味。不一样的“体验式旅行”，原来台湾也可以
这样玩，也可以这么好玩！在台湾上市两周就登上诚品、金石堂、博客来三大书店TOP3，数次加印，
成为年度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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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作者简介

买买氏，是个普通的台湾女生，身高150，性格风风火火，常被读字的人误以为男生。弃业之前，买买
氏是获得国际创意大奖的资深广告人，只是有一天忽然问自己：“人生的意义，真的只有上班赚钱而
已吗？”就傻傻地弃业一年找答案。
弃业之后，她的名片上写着“因为喜欢做的事太多，所以没有固定的职位”。而她唯一最放不下的“
正职”，却是赚不到一毛钱的“直接跟农夫买粉丝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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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书籍目录

推荐序1：《我在北京当农夫》 石嫣
推荐序2：《这才是“人”过的生活啊！》 蛙大 杨明晃
推荐序3：《字耕农的赤子心》 陈宣宇
弃业前言
辞职，就为二号土凤梨
就是那只鸭子！呱！
停机 开始！
第一个农夫朋友——阿铭
她不嗑药，她叫野莲
木箱的秘密
坟墓边的一堂课
这次不是大富翁游戏
乌山头袭击事件
一定要空格的地方
再见一面
第三次道路驾驶——上苏花！
天上掉下来的金色地毯
回来米
终于像个人了，我
自大的黄豆
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
六十多岁的超级赛亚人
丰收
想死
煮饭大冒险
部落阅读空间
奇妙的真真
一个人在山上过夜
救命面包
储备子弹，发射！
等待小鸟的梅子
学升火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到台东找山猪
是梅花鹿！
惊人美味的红色火龙
与怡君的相遇
盖哈比人的土房子
紫斑蝶标放
奥巴马事件
被棺材赶出来
停电?台风?老房子
黄伯伯，我才不会忘记你呢！
大发雷霆！
毫无交集
斗笠传人
日晒米，好痒好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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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什么怪东西
偶像级农夫
寻获土凤梨
Impossible Is Nothing
维尼熊养虾
学台语
令人悲伤的蛋
盘商
重新出生
回家
弃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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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精彩短评

1、流水账。
2、好可爱的妹纸！
3、有趣 有意义 温暖有力
4、温暖而有意义，可爱的女孩，一直缺乏这样的动力，在书中找寻，
5、简直菩萨心肠的台湾啊伯啊哥啊姊在坚持着有机农业，关心原住民，关心生态，关心同住的动物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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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章节试读

1、《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的笔记-第8页

        
曾经，我是个五谷不分的都市女孩。
记得大学临近毕业前，学校组织了就业指导的课程，发下一张表格，让我们填写未来职业的规划：是
当公务员，还是去国企、外企、民营企业，或者是去事业单位？
印象中，我总是选择最后一栏的“其他”。
因为找不到那一个合适的选项，我继续读了硕士。硕士读了两年，虽然期间也到各种不同的单位实习
，但似乎仍找不到那种想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毕业时，面对同样的表格，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
我只好选择继续读博士。
再后来，我去了美国，本该搞点洋玩意，却在被我母亲称作“荒郊野岭”的非典型资本主义乡村种了
半年地。
就是这段“另类洋插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回国之前的一个月，当我在地里除草的时候，脑海中的那张表格上，“职业”那一栏已经变得愈来
愈清晰：我要做一个农夫，或者是帮助农夫的人。健康农业是一个值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职业”
，而农夫则是让这种健康事业维持下去的执行者。
因为我曾是那样一个我，所以在看到这本《弃业日记》的时候，才会倍感亲切。
因为这个女生，放弃了自己“钱途大好”的职业，辞职去台南乡下，当了一年的“半农夫”。
她或许没有和农夫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但她所做的事情一样有意义：她诚心诚意地与那些坚
持有机、无害种植方式的农夫们交往，将他们作为主角，写下了一篇篇生动的故事。
这是一本很“土”的书。
“回来米”“贵妇野莲”“自大的黄豆”“等待小鸟的梅子”⋯⋯这些听上去有点莫名其妙的名词，
每一个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有着一个弯腰耕耘、固执到有点“傻气
”的农夫。这是一本初看了会觉得好笑，但看完之后，心情又会有点沉重的书。
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顶着找不到女朋友的压力，却执意不用那些可以增加产量、提高收益的化肥
、农药、除草剂⋯⋯这些农夫，是用“良心”在耕作！而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人，有什
么资格嫌弃他们身上泥土的气味呢？

台湾如此，反观我们大陆又是如何呢？
可以说，在大陆想要坚持有机种植，比台湾还要难得多。2008年我回国后，和几位有志于乡村建设的
年轻人一起创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以此为契机认识了很多农人，也看到了一个真实得让人心痛
的农村。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老实地种田种菜已经满足不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于是他们拖儿带女，
大量地涌入城市，城市拥挤不堪，农村却日渐凋敝。
现在城市中的人们，都开始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宁愿花大价钱去买超市里随便打个“有机”标
志的食物，却不曾将目光真正投向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
是真的看不到，还是害怕去看？
为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从小就背诵的唐诗，现在却被大家抛在脑后了呢？为什么从
种子到粮食，需要付出这么多辛苦的果实，如今却只被当作“应该低价”的饱腹之物？
人无“良心”，便种不出“良食”；没有安全感的土地，生长不了能给人安全感的果实。
没有对农业、农民真实恳切的尊重与关怀，而一味地去追求“有机”与“健康”，算不算一种舍本逐
末呢？
现在，经营着“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我，被称为“城市新农夫”。
很多与我一起耕作的市民，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自己原来的土地，却又难耐喧嚣的北京城里人情的冷
漠，这才每周三次，坐着公交车来农庄种地。
这样的农庄，繁盛程度当然赶不上“人人网”上的虚拟游戏，但我们坚持着自己的坚持，并且乐在其
中。而且，在我们的带动下，各种形式的回归农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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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也许，我、买买氏、还有很多在城市中耕作的农人，会被视为“不务正业”。但对我来说，当农夫，
当一个帮助农夫的人，这个职业选择我从未后悔，也永远不会“弃业”而去。
农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耕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希望这本《弃业日记》，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大陆的农业；希望就在读这本书的人中，会有
一个站起来，走出窄小的格子间，走到农田中去—也许，就像买买氏和我一样，你的人生，也会就此
被土地改变。

2、《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的笔记-第33页

        
缘分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当两个人对生命的态度相似的时候，就会像两块磁铁，距离再远也会
吸引在一块。不只是阿铭，在我后来的旅途中，“缘分”又一次次地得到印证。
“你看，这是我田边的萤火虫！”晚上再出现的时候，阿铭拿出一个小小的盒子给我看，盒子里面装
着一只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的幼虫身体一节一节、扁扁的，正在吃蜗牛。
“哇，萤火虫竟然会吃蜗牛？！”我好奇地凑上前去。虽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早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没有和客户换名片时那种无谓的客套，也没有不幸和总经理坐上同一
辆电梯时，那种得硬找话说的尴尬。
“你知道吗，萤火虫对生长环境很挑剔，只有在不受污染的地方才会出现。”阿铭像看情人似的，含
情脉脉地盯着萤火虫。我不知道对其他农夫来说，田里出现萤火虫会有什么感觉。但我可以很确定的
是，阿铭看到萤火虫的反应竟然比接到难得才来一次的订单还高兴！因为几天后我看他接到一家餐厅
打来说要订四十包野莲，他的嘴巴好像都没笑这么开。
阿铭对环境生态充满浓厚的情感，就像他的博客，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介绍他的野莲池里又出现了什么
动植物，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篇幅在介绍他的野莲，而且这部分还是后来我帮他写的。所以，与其说
阿铭种的是有机野莲，还不如说他种的是有机的环境和生态。
“你本来就是农夫吗？”我问。
“我原本在南科上班，因为忘不了小时候住旗山的时候，那边一整片野莲开花的样子，超级美的！所
以上班的时候就在家里也用大盆子种野莲。原本只是感兴趣的，后来阿公年纪大了，家里麻豆这边的
田就要休耕荒废，我舍不得，干脆回家接手种野莲。”
所以， 阿铭就成为“ 文旦之乡” 麻豆镇里唯一种野莲的农夫。不过，因为野莲的经济价值比文旦低
太多太多，而且阿铭用的还是吃力不讨好的有机耕种法，所以附近老农都叫他—憨囝仔。
野莲其实就是在山产店或客家餐厅常见的“炒水莲”，外表细细的，呈翠绿色，吃起来又脆又多汁，
是我不常吃但蛮喜欢的水生蔬菜。
“不就是水莲吗？你干吗一定要叫它野莲？”我觉得奇怪。
“因为我的野莲没有施农药也不吃化肥，水里还有一堆鱼在游，跟野生的没两样，当然叫野莲啊！”
“生态越丰富，就代表土地越健康。”阿铭再补了一句。
在回家当农夫之前，阿铭长期以来都是自然保护志工，所以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对土地环境的使命感。
我很高兴多了阿铭这个朋友，因为过去我身边的朋友很少和我一样对生态环境有兴趣，每当我试图开
启这个话题就会陷入冷场。所以我很开心终于找到一个比我更热衷的朋友，这样我就不会是唯一的“
怪人”了。
虽然我没有种田，但阿铭所说的理论我几乎能感同身受。这来自一次白目的意外。某天我为了驱赶地
板上百只的蚁群，情急之下拿了一瓶足部舒缓喷雾试图喷走它们。结果，我完全没想到，它们竟然瞬
间卷缩死亡，我吓坏了！我这才知道生物比人类敏感太多太多，也才发现手上这瓶标榜着天然温和的
国际保养品牌，原来已经荼“毒”我好一段时间。所以我想“越多生物愿意栖息的地方，就代表越没
有毒害和污染”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是假的。

在和阿铭聊天的过程中，我习惯性地开始挖掘benefit（产品优势），找出提高销售的方法。我这才发
现阿铭真的是个大傻瓜，他田间那些生态不就是最棒的活广告吗？！虽然目前他没预算去申请“有机
认证”，但在田边草堆里孵出灰头鹪莺、长出了野苦瓜、红冠秧鸡在野莲池里戏水这些生态现象，不

Page 8



《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就是大自然颁给他的“天然有机认证”吗？换做是我，一定马上拿来大肆宣传，提高产品售价。直到
我和阿铭朝夕相处了一个礼拜，我才发现他才是真正的智者。商业行销手法或许能创造不小的个人利
益，但阿铭长久以来的默默坚持，赚到的却是再多钱也不可能取代的大环境健康。不过，阿铭不用农
药和化肥的坚持真的很辛苦。有一年，他的收入甚至不到三万！
我想起以前的一个广告客户，一个世界级大品牌的副总，他也很坚持，不过他倒不是在意自己公司的
产品品质， 而是坚持每次开会时桌上都要为他准备一瓶维大力他才肯进来听提案，所以如果楼下7 - 1
1的维大力不幸卖光了，没让他感到“good to drink”，那我们不眠不休做的稿子，只能摊在那边郁闷
等。
我突然觉得很感慨。为什么同样是坚持，小农阿铭的坚持背后的意义是这么深远， 而大企业副总的坚
持却可以这么肤浅。但偏偏， 这样的副总到处都是， 一个个月入数十万， 而默默对环境和生命坚持
着的阿铭， 很多时候两个月都挣不到一万⋯⋯阿铭的话题又回到他田里越来越多的萤火虫，我看着他
像小孩一样兴奋的脸。然后，我发现自己第一次，打从心里，真的想要好好写几段文案，不是为了赚
钱、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了美好的人、美好的理想而写⋯⋯

第二天一大早阿铭就骑着他的爱车“神雕”带我去田里。其实说早一点都不早，因为已经七点半了。
平常阿铭五点就会去田里工作，因为一旦太阳出来很容易就会晒到中暑。但为了配合我这个好久没十
点前起床的“前广告人”，阿铭很贴心地为我延后了下田的时间，不过我也因为懒惰，而受到了太阳
严厉的惩罚。以色彩学的角度来解释，当天结束后，我的明度和彩度很明显地同步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
不过，要和农民站在同一线，耐晒是基本的吧？我努力说服自己。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慢慢放弃了以往
每一小时就补一次SPF50的防晒乳、三十五度也穿着长袖外套的疯狂防晒法。
即使，我曾经以“白得像纸一样”自豪⋯⋯十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阿铭的田边。然后我发出了史上
最大的惊叹：“天啊，野莲也太美了吧！”我从来不知道在山产店里那一段段绿绿脆脆的东西原来长
这样，而且还会开出质地像翅膀一样柔软的细致小白花！我拿起相机疯狂地拍，而阿铭则慢慢地“潜
”进了田里。是的，真的是“潜”！

野莲是一种根抓在水底泥巴的水生植物，她的叶柄会顺着阳光一直伸向水面，然后在水面生叶开花，
我们平常吃的就是她在水里那长长的叶柄（假茎）。阿铭的野莲池大概到他的胸部左右，他整个人就
泡在水里采收野莲。不过我看了半天，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后来终于突然想到，以前看电视好像人家
都会穿潜水衣或是青蛙装之类的东西在采收，阿铭怎么光溜溜打着赤膊就下去了？
结果我还没开口问，阿铭就自顾自地说起来：“我的野莲没有洒农药，所以可以不用穿保护衣，看到
水里有台湾萍蓬草就知道这水安全啦！”阿铭边说边指着池子里那几株因为台湾过度开发和水源污染
、几乎绝迹的台湾萍蓬草。接下来一整个上午，我就拿着笔记本蹲在田垄边，听“泡水老师”阿铭解
说水生植物的种种，以及他如何用生态防治法让野莲与自然生物和平共存。中午我大汗淋漓地回到宿
舍，把一身像是泡过水的衣服和自己彻底刷干净。在倒头大睡前，我终于写下了第一篇不为赚钱、不
为得奖的广告文案—“她不嗑药，她叫野莲”。

她不嗑药，她叫野莲
在山产店里那种，叫做水莲；在我们田里这种，请叫她野莲，
请原谅我们的龟毛，因为她真的很野！
她不像99％的水莲一样，乖乖待在施化肥的池子里专心长大。
她从小就在清澈的野水里，和大肚鱼、摩丽、吴郭鱼厮混在一起，
连公认最野的台湾萍蓬草都住在她隔壁。
她不像99％的水莲一样靠嗑药来维持好看的外表，
她只需搔首弄姿，就能诱惑摩丽小鱼用嘴巴帮她做天然SPA；
她不像99％的水莲一样按时吃药来消灭贪吃的水螟蛾，
愚昧的同情心让她宁愿自己受点伤，也要多少喂饱水螟蛾一家，
好在碰到吃相太难看的水螟蛾，大肚鱼弟兄就会给他照顾一下。
她不像99％的水莲一样，采收时要全副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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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湾萍蓬草为水质担保，我们采收的时候可以全身脱光光，
不过为了避免鱼儿性骚扰，我们只好勉为其难地穿上裤子。
我们最喜欢叫客人戴副能偏光的太阳眼镜来我们的池子，
因为他们都知道一般水莲池连半条鱼都活不了，
却亲眼看见我们的池子里住着那么多健康的小鱼和水草，
然后他们就会变得跟我们一样龟毛：
“她不嗑药，她—叫—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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