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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由⼀個為了簡單⽣活⽽受啟發的個⼈計畫，透過將⽣活條理、草根化，將⾃我從
新定位於城囂之中的渺⼩個體，作者以「市場活動」概念為基礎，以個⼈視角參與市場圈
⼦裡的活動，以暑假時間進⾏為期兩個多⽉的觀察，以中壢市區代表性的「新明市場」做
為場域，從⼀群幾乎與⾃我毫無相⼲的⼈群們，藉由市場買賣活動進⽽展開交流，從⼀個
簡單的交易⾏為更加熟悉作者認為所謂「簡單⽣活」之實踐，相較於現代⼈更為熟悉的現
代企業對於商品的多層操作⼿段，作者欲更加認識、了解如此你賣、我買再簡單不過的⾏

為。進⽽產出了此計畫。



⼆、計畫⽇程紀要

























四、計畫執⾏後檢討及反思



實際上在執⾏過後，約略頭幾⼯作天，作者將計劃⼤⽅向做了
些微更改，與其與市場的攤販們進⾏原先⼀開始作者提出的藉由攤販
們的故事分享，才進⾏這場買賣活動，作者更認為原先在擬定計畫時
有些「崇⾼」、「理想」化事實，⼀個商品的售出與買入，對於攤販
們⽽⾔幾乎是家常便飯的實務，⽽若是將此計畫加諸於使買賣活動之
上，那豈不是宣告⾃⼰才是且永遠會是如此「局外⼈」，將如此的觀
點施加在樸實的攤販們身上，更有些破壞了原先⼀開始市場再簡單不
過的你賣我買的⾏為，如此⼀來別說認識、熟悉此場域，更別說體現
計畫的初衷「簡單⽣活」的此⼤準則，作者更應實際成為⼀買者（消
費者）或賣者（市場攤販），實際給予其時間推磨與⼤量的觀察，進
⽽體會其⽣活之態度，⽽非將計畫簡單化，⽤交易（⾦錢）來購買此

除非⾃我親身體會，則否不可體嚐的所謂價值。



（2020.7.17於桃園市新明市場內，清點自
己商品的菜農以及走過婦女）

（2020.7.17於桃園市新明市
場內，一場不成功市場買賣）



（2020.8.12於桃園市新明市場
內，擺地攤的婦女以及身旁的攤
販）

（2020.9.03於桃園市蔬果批發
市場內，攤販準備收攤，收起遮
傘）



(2020.9.13於桃園市蔬果批
發市場內，一對蔬果攤夫妻)

（2020.8.06於桃園市新明市場內，
置身於攤販之中的先生）



（2020.8.06於桃園市新明市場內，一名婦
人帶著安全帽正準備前往攤販）

(2020.8.14於桃園市新明
市場內，正在推銷商品的
攤販以及挑選的顧客)



(2020.8.28於桃園市新明
市場的店家向客人推銷自
家的產品)

（2020.8.28於桃園市新明市
場內，正準備清理攤位的婦
人）



⼩組成員個⼈體驗⼼得



⼀、前⾔：參與本計畫前之⾃我期許

參與本次計畫前本覺得⾃⼰因為原本的國際計畫的更改⽽本選擇作罷，然卻因⾃⼰對於
往後約略兩個多⽉的⽣活覺得有些空乏，故此還是認為⾃⼰參與這項計畫，會更較為貼近
⾃⼰的展望，希望透過這次計畫更加貼近平靜⽣活，嘗試認識些樸實的⽣活⽂化，進⽽回
穩狀態。另外，也審視了⾃⼰平時在購買食物的消費習慣，意識到如此的消費型態，與積
時已久的市場⽂化有著相當⼤的差別。於是有了欲⼀探究竟兩者的差別與各⾃樣貌。



⼆、參與本計畫之⼼得



在歷程了兩個多⽉的市場⽣活後，對於如此的市場⽣活絕對是無法⼀⼀述說的，在⼀
開始實施此計畫時，我總認為⾃⼰與如此環境有著相當⼤不同的認知，我既不來⾃於裡頭
的⼈們，⼀開始與多數剛⾛入如此⽂化之中的⼈們⼀樣，⼤多都對市場⽂化有著「嫌棄」
的態度，稍嫌認為市場⽂化早已有些不入流。社會發展至今的樣態加上個⼈親身所經歷，
市場⽂化已不再符合現代⼈的需求，回想起過去，我個⼈唯⼀與市場的連結便是知曉⾃⼰
的爺爺在每年過年過節之時會親⾃至市場上挑選食材，漸漸地回家過年過節的親⼈越來越
少，與其連結也便越來越淡薄。
在此特別將我⾃認為所獲得的成就（經驗）歸功於這次計畫的實施，相信對現代⼈⽽⾔，
煮⼀道菜變的更較不像是⽣活所需，⽽像是⼀種嗜好、興趣⽽⾔。⽽親⾃至花費時間至市
場挑選食材則更為少⾒（根據我的觀察），⼤概只有對於食材供應需求相當龐⼤的⼈們
（⼤廚、餐廳⽼闆等），才可能親⾃⾛⼀遭吧。剩下，即為⼤多數的⼈潮⼤多來⾃於熟⾨
熟路的⽼主顧了。上市場這件事變得如同上教會、寺廟⼀樣的在表⾯下的原因之外，更深
藏了許多也許是信仰、習慣、又或是出⾃於⼀種熟悉感，對於食材選擇上根深蒂固、直覺
性的選擇市場⽽非新興的賣場、超市。



⽽我並不擁有以上論及的要點，但仍因計畫的進⾏，我依然時常親臨市場。計畫的進展開始⼀陣⼦後，
強硬的說⾃⼰早已融入攤販們之間彼此共有的連結，我認為那會是如此⼀項古怪的謬論，畢竟在根基上
我確實缺乏如此不具使命性的動機，然這倒使我以平衡的角度去執⾏此次計畫，我的確的看⾒了相信只
有唯⼀親臨市場才得以⽬擊的盛況，攤販們此起彼落的叫賣聲，陽光掛射在遮傘之間的空隙間裡，⼈潮
擁猛的假⽇早晨，當你與攤販們交談後⼼滿意⾜的對話，細微、很多無法被碰⾒、看⾒的感知確實地被
感受到，好似比賽前各個選⼿軟⾜如此激昂、認真的情緒，是只有在現場，才得以被完整的接收。最重
要的⼈們，當在⼀旁默默觀察他們時，除了希望商品盡快售出之外的眼神交流們，我認為默默地展現出
各⾃對⾃家商品的⼀種信任，無不攤販對⾃家商品有任何的不解。對我⽽⾔逛市場是⼀種選擇，之餘超
商或賣場，市場給予了⼀種較為不同的購買⽅式，相較於前兩者，更加為繁複以及多了所謂「⼈性」，
的確是種無法被更替的交易模式，鑑於兩者是無從相比的。正如同身為⼈類或機器⼈在整體⾯向上是不
可能被比較的，只能各⾃擇其所需，以達到滿⾜。



但我想這次計畫仍時不時的暗藏許多驚喜給我，誰能想到攤販們如此的好客，在⾯對⼀名如此看似缺
乏經驗的「漫步者」，給予了如此⼤的建議與協助，好像有天當我正尋求於做烤雞的主角「雞」時，販售
⾹菇的看似有些麻辣的阿姨，就好⼼地將⾃⼰的攤位棄之不理，直逕帶我⾛到最近的⾁販，向我推薦或多
或少有點交情的攤販，深怕我哪個不⼩⼼被就買不到⾃⼰所需的食材，又或著是⿂販的⽼闆與⽼闆娘家常
便飯與我聊起⾃⼰的兒女同樣也是⼤學⽣，同時細⼼為我⽰範了⼀次將完整的⼀尾鱸⿂去鱗何其內臟，還
建議我如何料理它們。這⼀切經驗實屬寶貴，且更使我深信這場域是飽含⼈性與交流的，當然交流中並不
全美好，好比仍可⾒到攤販們之間為其位置⼤⼩爭吵，但這⼀切仍是⼈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漫步在市場之中漸漸地不覺得⾃⼰有任何突兀，這點也更顯現在攝影的照⽚之中，對
於那瞬間的捕捉，越來越知曉其韻味深藏於何處，有了熟悉的攤販，也對菜價略知⼀⼆，
從⼀開始的不習慣與不舒適，慢慢的我發現漫步於市場之中，有著極度放鬆的功效，那裡
有著形形⾊⾊的⼈們，總分辨不清楚、噗·⿐兒來濃郁的味道，⾃⼰像是置身於⼀個社會
之中，有些⼩⼩的彆扭，但又切實的屬於此。同時另外⼀項計畫(種菜計畫)的實施，且逐
漸發展成⾏，體會了⼀株食材（a菜）的逐漸壯⼤，更深覺⾃⼰原來是如此的熱愛這些市
場上的⼈事物，⼀切保有如此簡單、直接的樣態，我肯定是喜歡上市場了吧︖



三、建議

無，對於能夠參與此次課程，並且拿到資⾦進⾏⾃⼰所
策劃之計畫，覺得⼗分感謝。



四、展望

希望⾃⼰能夠更加踏實的⽣活，且同時更飽含觀察⼒以及永遠
對無論新、舊事物保持好奇。勇敢⾯對⽣活周遭變動的⼀切，
同時在之中找到永恆不變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