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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上主流媒體與文化的行動者 

－馮小非－ 

她因為土地有難而投入，從中寮鄉親報、

到赤腳走入果園當起農夫種柳丁，發起「

溪底遙學習農園」計畫，受託承辦「小地

方社區新聞網」，到發起成立「莫拉克新聞

網」，創辦「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

市集）」。一路走來，她心掛著土地的傷痕

與土地上的農民。雖然位置不同，參與的

方式與方法不同，但串聯土地與食物的堅

持如一且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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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非，台北人，大學唸輔大大眾傳播系，畢

業後、進入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研

究所畢業後和陳卉怡等一群朋友在台中創立果然文

化工作室，早先以文化活動為主，辦理各種另類音

樂會、影展、同志大遊行等活動，多半以女性議題

為主，並參與部分社區營造工作。 

 
馮小非（圖片來源：在中寮相遇紀錄片） 

921大地震發生後，位於中部、自詡為社運份

子的果然文化工作室當然不能置身事外，馮小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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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決定走入災區，跟著全景基金會的人員走訪災

區，並拍下許多照片，「那個時候大家對於地震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都有一些想像，因為沒有發生過，

所以大家都會猜想，猜想可能會有大規模的人口遷

移、大批的人流離失所等等，我們當時就希望有一

份報紙可以把這些事情通通牽連起來。另外，我們

也覺得很多失去親人的人會有情感上的傷害，如果

能透過採訪的過程，讓他們說一說，也許會好一些

。」馮小非說到辦社區報的出發點（註1）。 

就這樣，果然文化工作室的工作夥伴們決定用

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協助重建，選定災情最嚴重的

中寮鄉辦理社區報。社區報一出刊，果真吸引各界

的注目，因為在當時發行的社區刊物中，彩色編印

的「鄉親報」是公認印製最精緻的刊物。每一期鄉

親報的成刊過程，都是在了解中寮，讓中寮鄉民了

解重建的政策與重建的推動過程。工作夥伴們也在

一次次的深入採訪中，與鄉民們建立了友誼，後來

更協助中寮鄉親工作站的成立，以及協助龍眼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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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學園的計畫。 

「鄉親報」在發行15期後，決定交由當地人自

己來做，由中寮鄉親工作站接手，由在地人張燕甲

擔任主編。馮小非和工作夥伴們更在交接前做妥交

接的準備工作，包括開設系列的培訓課程－攝影班

、編輯班等等。張燕甲在社區報交棒的第一期「鄉

親月報」（2000年8月21日出刊）提到接手社區報

的想法：「以在地人的立場，我想我們有責任，也

有義務把這份工作接下來，雖然我們不清楚一份災

區的社區報對於災後重建到底能提供多少正面的助

益，雖然有鄉親認為災後重建百廢待舉，辦社區報

是一種資源浪費，但我想這樣的機會，應該值得試

一試。因為地震的機緣，有了這一份鄉親報，不僅

可以提供一個讓我們重新省視腳下這片土地的機會

，多年後它或許會為這場百年大地震留下最完整的

見證；另一方面，當我們有能力接下所有編採工作

時，它所代表的不僅是一份百分之百的在地人觀點

的社區報而已，更是我們擺開地震陰霾，昂首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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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未來的展現。」 

在「鄉親報」的帶動下，重建區社區報紛紛出

籠，包括豐原學區報、石岡仔鄉親報、軍功寮鄉親

報、「希望埔里」社區報等，也有發行全災區的

921民報、921災盟通訊、原聲報等。其中，獲得

全盟補助的有13個；2000年7月起，新聞局中部辦

公室也開始補助重建區社區報印製經費。 

赤腳走入果園 

馮小非在把「鄉親報」交棒給鄉親寮工作站後

仍然無法忘懷中寮的一切，每天還是早出晚歸的開

著車奔跑在中投公路上，中寮台中來來回回，腦海

裡掛念著要如何從產業文化來改造重拾農村的活力

。 

時序走到鄉親寮工作站清理福盛圳尾端，廖學

堂也興起替家鄉農業找出路的念頭，於是開始了溪

底遙的無毒柳丁夢。2003年，馮小非決定親力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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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起一名農夫，讓其他的農民知道有機種植的方

式是可行的。便和廖學堂、官欣儀等共同發起「溪

底遙學習農園」計畫。一起出資租地，種植柳丁、

鳳梨和龍眼作物。溪底遙不只是個農園，更是一個

學習場所，農人在地學習對土地友善的耕作方式，

民眾則可來此親近土地，看看農作物成長的過程。

為了愛惜土地，為了農友有更好的生活，為了消費

者可以吃到健康的農產品，「溪底遙學習農園」在

南投中寮推廣有機農業，運用部落格與網友、有機

農友分享，藉由網路將水果與農產加工品賣給消費

者賺來的錢，「溪底遙」又成立了社區學園，讓附

近的孩子可以來讀讀課外書，一起從大自然中學習

找回信心的方法。因為真誠的交流，溪底遙部落格

在2006年拿到第二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社群

經營獎項」的首獎。 

從小地方看台灣 

2004年，當馮小非正在溪底遙學習農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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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果樹的同時，當時的新聞局地方新聞處處長盧慶

榮先生找上她，想委託她來承辦「小地方社區新聞

網」，新聞局地方新聞為何要擺開主流媒體，開辦

「小地方社區新聞網」業務呢？盧處長說：「現在

的新聞媒體對地方事務實在很不重視，每天都報導

台北的新聞，地方議題還有本土新聞都不重視，雖

然我也是執政黨團隊的一員，但是我必須要講，這

個政府對本土文化也不怎麼重視，每天都是從台北

看天下，我很希望來辦一個媒體，就像你們在921

之後的社區報這樣，好好報導地方事務，可以讓大

家看到台灣各地的消息……。」註3 

「因為每個人生活的地方，都是一個很小的地

方，為了更瞭解彼此，所以希望有一個新聞平台，

交換大家在各自的小地方發生的重要事情。」就因

為這樣的發心，「小地方新聞網」在2004年年上

路。上下游文化工場公司為承辦單位，馮小非擔任

編輯，旗美社大為協力單位。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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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因政府組織改造，行政院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新聞局即將裁撤。「小地方新

聞網」也隨之告一段落。 

希望後會有期的「小地方新聞網」因政府無法

忍受花錢支持民間批評政府而走入歷史。讓罕見的

奇蹟─政府出資但不干預，交由民間自主運作的獨

立媒體模式－成為絕響。當時力挺「小地方新聞網

」的盧處長在2008年政黨輪替後，辦理退休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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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種田。 

幸虧，有莫拉克新聞網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尤其在

高雄、屏東、台東、嘉義等地造成許多居民流離失

所，山林田園毀損，其中被評估有遷村可能性的部

落更高達45個，這不但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災難重建工程，也將決定許多聚落或原民部落是否

還能永續傳承的命運。跟921大地震一樣，媒體大

幅報導災區的殘破畫面及政客們相互噴口水的消息

。 

作為新聞相關工作者之一的馮小非，希望能匯

聚關注和報導的力量，讓災區的消息能夠即時發聲

，讓不在災區的人們，或是相關的行政部門，能夠

更準確的瞭解災區的現況和需求，達到訊息溝通的

目的。 

於是，馮小非糾集了陳順孝、陳來紅、金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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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傑、洪貞玲、林麗雲、林昕、張雅雲、林朝

成、莊惠宜、曾旭正等人擔任共同發起人，在招募

專職記者及義務編輯人力之後，莫拉克新聞網（

http://www.88news.org）終於9月29日開站。 

 

2013年8月27日莫拉克新聞網在走了一千四百

六十個日子後，畫下句點。莫拉克新聞網發文，謝

謝每一個接納莫拉克新聞網的朋友們，並希望大家

繼續往前走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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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流媒體逐漸將目光移開之際，這個網站的

專職記者長期進駐災區，大量報導災區重建資訊，

觀察並監督政府的永久屋政策。  

何榮幸在《感謝你，莫拉克新聞網！》（註5

）一文指出，這個網站的「武功密訣」在於北部輔

大教授陳順孝、中部九二一重建工作者馮小非、南

部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串起的「遠端協力」。除了

幾位專職記者的固定供稿外，透過這種合作模式，

張正揚提供在地線索，陳順孝帶領輔大《生命力新

聞》學生進行電話採訪，馮小非在中部編輯上稿，

建構獨立媒體另一種跨區合作型態。然而，這幾位

心繫災民的網站主導者卻非常低調，儘量避免讓自

己成為媒體報導的主角，一切以「災民心聲能被聽

見、重建問題能被重視」為最重要考量。至於年輕

的第一線記者，雖然缺乏足夠的專業訓練，卻具有

非常高昂的熱情與能量，素樸的報導往往更能忠實

呈現災區多元面貌。在那段採訪過程中，莫拉克新

聞網幾位主導者的無私，以及專職記者在困境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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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努力，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根據我的觀察，莫拉克災後重建過程要不是有

莫拉克新聞網在第一線的報導，機構主導式的永久

屋政策及及充斥慈善霸權的破遷過程所引發的爭議

將被「快速與效率」及華麗的官方成果報告所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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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將永無從查證，被迫遷者的痛楚也無從投訴

。所以我說「幸虧，有莫拉克新聞網」。 

溪底遙的無毒柳丁夢 

鏡頭拉回到中寮這邊。這時，福盛圳已開通，

中斷數十年的圳水重新奔流。地震後曾進駐創辦「

中寮鄉親報」的馮小非也正探索如何從產業文化重

拾農村的活力，這個發想跟正在思索朝向「友善耕

作」與「有機農業」發展的廖學堂相投合，於是就

從廖學堂自家的果園先作起，透過實際行動說服務

農近一甲子的廖學堂老爸，於是在相互合作下開

始了「溪底遙的無毒柳丁夢」。（註6） 

從無毒柳丁夢到學習農園 

從說服當地農民改採自然農法，以無農藥殘留

方式種植柳丁開始。到了2003年，馮小非也決定

親力親為當起一名農夫，讓其他的農民知道有機種

植的方式是可行的。並正式成立「溪底遙學習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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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附近的孩子可以來讀讀課外書，一起從大自

然中學習找回信心的方法。 

用部落格說故事 

馮小非表示註7，溪底遙是一個服務農民的平台

，農友負責用無農藥的方式來栽培或加工農產品，

並且按時記錄農事履歷；溪底遙則負責銷售、消費

者服務、產品開發及協助引介技術等工作。農家以

土地生產健康食物支持消費者的營養與精神，消費

者則透過購買或閱讀來支持農家的耕種。因為真誠

的交流，溪底遙的部落格在2006年還拿到第二屆

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社群經營獎項」的首獎。 

成立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 

持續關注台灣農業發展的馮小非，繼「溪底遙

學習農園」之後，再與好友蔣慧仙等人成立「上下

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網站，關心農業、食

物與土地議題，也把上游的生產者與下游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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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在一起。馮小非相信：「消費友善環境的農產

品，可以改變世界。」註8 

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創辦於

2011年，是一個關心農業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

企業，其主要推動工作有三項：註9 

1.新聞：建立一個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議題

的網站，聘請專職記者進行專題報導，同時

也邀請各界作者，在此發表包含食物、耕作

、農地保存、食育教育、綠能生活的文章，

交換更多元的訊息。 

2.市集：主動進行農產品開發，提供消費者健

康的在地食物，也讓農村的經濟更活潑。除

自行開發產品，市集也是小農產品的供應平

台，讓大家認識更多本土的自然好產品。 

3.生活文學副刊：文藝，能了解人心與洞悉人

性，是無分紙本時代或數位時代的。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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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開始，上下游與文學書寫、藝術創作的

好手們共同耕耘一個屬於飲食/生態/農林漁

牧的文學/藝術版面。 

上下游獲得多個獎項鼓勵 

⚫ 2017年：「失控的低溫物流，揭開四大宅配亂

象 調查報導」，榮獲2017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

評審團大獎。 

⚫ 2017年：「路邊捕獲基改豆─基改種子落地生根

調查報導」，榮獲2017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優

勝獎。 

⚫ 2017年：「50年來最慘蜂況，搶救蜜蜂大作戰

│全球護蜂風潮」入圍2017年卓越新聞獎深度報

導獎。 

⚫ 2017年：「路邊捕獲基改豆─基改種子落地生根

調查報導」入圍2017年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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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失控的低溫物流，揭開四大宅配亂

象 調查報導」入圍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

。 

⚫ 2017年：「蜜蜂消失 生態警報！正視台灣蜜蜂

危機」，榮獲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佳作。 

⚫ 2016年：獲得第八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 網路原

生媒體獎。 

⚫ 2015年：「豪華農舍蠶食、農地種電鯨吞—台

灣農地沉淪錄」專題，入圍2015年卓越新聞獎

平面類調查報導獎。 

⚫ 2015年：榮獲La Vie 2015十大年度文創行銷平

台。 

⚫ 2014年：上下游共同創辦人馮小非榮獲2014年

卓越新聞獎第一屆特殊貢獻獎。 

⚫ 2014年：「洗衣精濫用殺蟲劑系列」調查報導

，榮獲2014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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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緬甸轉捩關鍵報告」，入圍2014卓

越新聞獎平面類國際新聞獎。 

⚫ 2014年：回家李果乾入選「台灣最受肯定的文

創商品100選」。 

⚫ 2014年：入選shopping design採買誌

best100。 

⚫ 2013年：「揭開假米粉真相系列調查報導」榮

獲第12屆卓越新聞獎平面類調查報導獎。 

⚫ 2013年：「揭開假米粉真相系列調查報導」102

年度消費者權益報導獎評審團特別獎。 

⚫ 2013年：「埔里小農與瓶裝水工廠的戰爭」榮

獲2013台達能源氣候與氣候特別獎。 

⚫ 2012年：「孩子的未來、碗中的現在─校園午餐

調查報導」入圍2012年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

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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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孩子的未來、碗中的現在─校園午餐

調查報導」獲得2012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優勝

。 

⚫ 2012年：榮獲學學獎「綠色設計產業組」影響

力獎（首獎）。 

◆ 2012年：入選shopping design採買誌

bes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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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掛著土地的傷痕與土地上的農民。

雖然位置不同，參與的方式與方法不

同，但串聯土地與食物的堅持如一且

付諸行動！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9593/BN-ARTICLE-95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