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紙光影  
喚醒土地美好記憶

藝術家的土地關懷：

 洋葱田裡的農夫，四季的瓜果，田埂
上的苦瓜，豐收的虱目魚，剪紙藝術家

吳耿禎剪出一幅幅生動的農村景象，讓

一本老農業刊物吸引住年輕人的目光。

	 他對鄉村的記憶緣自於鄉下務農的

外公，他還記得外公種的哈密瓜一剖

開，空氣中彌漫的那股香甜味。但後

來，無可避免的，為了促進地方經濟效

益，許多鄉下的農田在歷經災損、休耕

後搖身一變成為工廠，為了縮小城鄉差

距，農村付出了不少代價。身為藝術

家，他想將這童年美好的農村記憶，透

過剪紙而重生。

	 以剪紙藝術為人熟知的他，這幾年，

不但陸續發表個展也進行許多有趣的實

驗活動，這才讓大眾了解到，除了剪紙，

吳耿禎也持續關注許多社會現象，進行

相關藝術創作，像是《藝術家生存工作

表》幫人剪髮等，希望透過藝術，喚起

大眾對於土地的關注以及對於這座島嶼

的美好記憶。他有一系列的作品，剪紙

人偶的輪廓線條內，是許多齒輪、零件

的交疊，剪紙古趣的線條內，充斥著現

代玩味。工業和科技所帶來的陰影，宛

若一層鮮明的刺青，深深烙在人偶的身

上。

	 對於剪紙這項傳統的技藝，他自言

一開始的前五年，像是在摸索，所剪出

的圖像造型也都較為抽象。在流浪者計

畫之後，他真正造訪了許多剪紙文化的

重鎮，更體驗到傳統剪紙文化中，許多

圖像各有其象徵的東方符號，於是現在

的創作中除了更具體的圖像，更有許多

傳統融合後所創新的元素。

	 去年九月，吳耿禎進入中央美院唸研

究所後，大大改變了原先對台灣藝術發

展的看法。原本，他以為台灣地方小，

跟國際接軌不深，但他的同學卻覺得大

陸雖然這幾年經濟起飛，造就了不少藝

術家，但卻讓藝術向市場靠攏，也因為

競爭激烈，一窩蜂藝術家盲目地湧向某

個目標；反觀台灣，那些往日的土地情

懷，仍在我們這代人的文化底蘊中，讓

我們的藝術創作更豐富，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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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發起人楊儒門可算是台北市常態性舉辦農民市集的先

驅，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中心召集了符合無毒生產、安全

食用、友善環境理念的小農於每週五、六與消費者相見。

目前正展開熱血計畫－｢ 城市梯田 &	在地餐桌 ｣ ，在 101

大樓附近種田，歡迎巡田打氣，感受平地而起的生命！

◉  哪裡逛│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48 巷內，第三個路口右手邊

每週五 14:00-20:00，每週六 10:00-17:00  http://www.248.com.tw

彎腰市集有校園歌手的清新，正如他們一開始是從台大校園

被消費者認識。從一年一度的彎腰生活節到 2011年 9月開

始思考如何做長遠經營的獨立市集，主辦者清楚知道市集作

為一個聚合的平台，除了展現綠色消費所能使出的力量外，

也透過市集場域讓青年參與其中，讓市集活力起來！

◉  哪裡逛│目前是寶藏巖（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30 巷 14 弄 2 號）、

政大公企中心（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 號）兩地輪流

每月第三個週日 10:00-17:00（歡迎上網查詢） http://bowtoland.blogspot.tw

248 農學市集

彎腰農夫市集

逛市集─
本土遊樂場，
只送朝氣不吹冷氣

農產市集 寶島伴手禮： 

文 / 沈岱樺  圖 / 沈岱樺、廖翊筌、柯亞、       

微風市集、花蓮好事集

	 今天不談企業化連鎖經營附有冷氣的超級市場 (sorry,c!ty’super)，改介紹一座又一座散落

島嶼的小農市集 (farmers market)，這是近幾年來台灣出現的市場聚落，市集賣當季當令的

蔬菜水果，通常還有農家媽媽手工的豆腐乳、醃菜，或是堅持傳統製法的麥芽糖、板豆腐。

小農市集顧名思義就是栽種者在你眼前，任你發問，也有人稱之農學市集、友善市集等，無

不希望拉近人與食物的距離。出發前記得拎起最大的購物袋，這些朝氣十足的小農市集絕對

會讓你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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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中大肚山下，有一群農友、志工與消費者透過彼此互助

的方式，在 ｢合作、簡樸｣的生活實踐中，自在生活著。推手
陳孟凱致力推動｢社群支持型農業 ｣，更透過｢星期二沙
龍｣主題活動讓社群五感悅動，說不完的合樸互動與感動都
值得前來體驗！

◉  哪裡逛│台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 6-6 號（福林路底）

每月第二個週六 9:00-14:00  http://www.hopemarket.net/home合樸農學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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