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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生活的你，上次看到稻田是什麼時候呢？

「清明前，好蒔田，清明後，好種豆」是一句客家農諺，「蒔田」指的

是客家話的「插秧」，提醒農人要在春分後、清明前進行，才能有好收

穫。這就是客家人順應節氣、養地生息的行動展現，從俗諺回到土地的

根源，認識人類最初與大地共存的方法。

若生活在都會的你想重新找回與土地的連結，不妨走進城南的臺北客家

農場，認識這片為城市留下的綠色小天地。今年春天，我們邀請百位父

母與孩子來到農場體驗蒔田的樂趣，看到大小朋友赤腳踩進濕潤的土

地，親手插下稻米的秧苗，在農場中歡笑的模樣，彷彿跨時空呼應客家

祖先愛護土地的精神，成為都市塵囂中難能可貴的畫面。

與土地有志一同的客家人

 

聯合國在 2015 年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又稱為 SDGs，期望透過實

踐 17 項核心目標讓地球與人類共榮、共存。而我們回頭一看，發現以農耕

為傳統的客家族群早已身體力行「養地生息」、「物盡其用」數百年，隨

著生活所需自然地實踐土地永續利用。在資源快速枯竭的今日，如「蒔田」

這般順應土地休養的生活態度，更在當代城市展現珍貴價值，與國際趨勢

接軌，原來無論時空如何變化，客家人始終明白如何與土地永續同在。

因此，今年度的季刊將客家精神結合 SDGs 永續發展目標，透過新視角演繹、

發揚客家文化特色。本期春季號的主題為「每天為環境做一件小事」，邀

請走入山海河川、守護環境的實踐者，透過教育、創作、公民運動、共耕

等方式，勾勒綠色生活的美好願景。視覺更以自然中飛舞的葉片串連每個

生命故事，邀請大家循著葉子流動的軌跡，飛往更多故事的匯流之處，每

一片都是人們為環境盡心盡力的歷程，葉子帶我們看見他們的努力，以及

蘊藏其中對土地的真心。最後，繽紛多采的葉子齊聚封底，種下永續的更

多可能。

如同古諺所說，唯有重新感受大自然的呼吸脈動，才能找回共處的頻率。

我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等待起飛的葉，終將降落那片屬於自己的土

地，一起在客家的生活智慧中，找出屬於你的永續實踐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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