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到老做到老

問田間老農民幾歲退休？

大都說：做到不能做為止
吳再欽

老農退休後如何安排消磨時間？廟埕下

聊天玩牌、考褓母證照顧孫、社區關懷據點

唱歌舞動，或者整天看電視呆坐不發一語，

也有很多老農退而不休，在田間彎腰駝背屈

膝於地，問幾歲退休？都表示要做到不能做

為止。

古早貧農滿布皺紋的雙手，為顧三餐

辛勤的身影，現代老農絕少看到，各項農業

補貼政策、老農年金等，讓農民生活較有保

障，已脫離澇旱無收的貧農年代。

73.5%農民沒在法定65歲退休

國內的公務體系前幾年有一波退休潮，

有些不滿50歲就能領月退，年金改革後，現

在百工百業以60或65歲退休居多。不過有個

行業很特別，就是自耕農。根據中研院和農

業部合作進行為時5年的台灣農村社會文化

調查發現，有高達73.5%的農民沒有在法定

的65歲退休，都表示要做到不能做為止，學

術單位的調查，與田間隨機訪談現狀吻合。

由於國內勞動人不足，65歲以上的勞動

參與率低，直到2023年底才突破10%，遠低

於日本韓國。為鼓勵雇主僱用中高齡及高齡

勞工，政府提供雇主多項「僱用獎助」，如

果雇主僱用中高齡失業勞工，每月最高可領

15000元補助；若雇主留用屆齡65歲在職勞

工，符合條件雇主最長可獲得18個月政府補

助。

80幾歲的汪春德操勞過度手指都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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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近七十幾歲的老農利用過期牛奶施肥，說她們是幼齒的農民

老年人家無法久蹲，只能跪著工作

水稻栽培都已機械化，

還是難以解決農村缺工

的問題

田間常見跪地工作的老農

不過，超齡老農好像不必特別鼓勵，在

農田時常看見彎腰駝背或膝蓋酸痛跪地工作

的老農，也有開著電動輔助車巡田水；五名

採收蘿蔔的農婦加起來將近四百歲；兩名60
多歲在高麗菜田間除草的農婦說：「我們算

是幼齒的。」問她們要做到幾歲，都沒有確

切的答案，都是同樣一句話：「做到不能做

為止」。

早年這些話聽起來好像很無奈悲淒，事

實上隨著耕作機械化，真正讓農民「鋤禾日

當，汗滴禾下土」的機會不多。大佃農姚智

坤說，以種稻為例，從整田、插秧、施肥、

噴藥到收割，幾乎不用農民自己下田。一名

行動不便開著輔具機車的老人仍關心耕耘機

整田情況，機車停妥後緩慢下車，走近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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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在自家農地小規模

栽培採收販售

駕著老式鐵牛耕耘機採收蕃薯的老農

台灣務農人口年齡偏高

趨近觀看。他說，年輕時以種瓜果類為主，

搬運非常吃力，前陣子身體不適，治療後雙

腿酸軟無力，必須駕輔具車代步，子孫們不

再讓他種瓜果，改以不必勞力的水稻，雖然

如此，他仍每天巡田，不想整天待在家裡。

上醫院不如下田工作

「上醫院不如下田工作」，在菜市場賣

蕃薯葉十幾年的老人，大年初一仍在田間鋤

雜草，鄰居都說他在拖老命，殊不知他樂在

其中，他說，與其在家閒著無聊，不如拿鋤

頭到田間找農作物聊天。80幾歲的他天早上

四點多就起床，到田間割30綑蕃薯葉到市

場，超過十年期間每綑只賣10元，4年前才賣

15元，大家依然覺得很便宜，尤其夏天蔬菜漲

價，老人依然賣15元，讓顧客覺得不可思議，

他說，每天有4、5百元收入就很滿足了。由於

不肯透露姓名，姑且稱他「蕃薯葉老人」。

每次收攤就帶著一堆硬幣去銀行存款， 
櫃台行員問他為什麼有那麼多零錢，他說；

「流浪老人賣蕃薯葉」。行員惻隱之心大

發，拿50元要買番薯葉，還說不用找了，老

人硬是找她35元。颱風過後葉菜類漲價，他

還是賣老價錢，顧客塞20元給他，他堅持找

對方5元。他說，平淡簡樸的生活讓他感受

到幸福。

老農自種作物販售

類似蕃薯葉老人種

菜自賣的老農也不少，水

利小組長陳志男種當季蔬

菜，強調少用農藥，讓他

老婆在自家店面賣，生意

不錯，賣不完就自己吃或

分送親友。陳志男說，賺

錢是其次，老人有事做體

力和腦筋才不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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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老農在田間收成胡麻，他說，年輕時開鐵

牛車載運胡蘿蔔一天搬運多趟，長期負重髖闗節和

膝關節嚴重受損。他祖傳的農地被區段徵收，原本

可以安享天年享受退休生活，卻仍再買兩分多的農

地繼續幹活，親友百思不解，他卻樂在其中。

相對於很多老農下田是在打發時間「做爽

的」，大佃農把耕作當企業在經營。當前很多青農

投入小地主大佃農行列，70幾歲的大佃農也是代耕

業者陳肇明，每天開著大小的耕耘機穿梭田間，很

少看他閒著。

老農汪春德的大學夢

比較特別是老農是1943年出生的水利小組長汪

春德，80多歲還下田，是要圓他沒有考上大學農學

系的夢。

兒少時正是台灣貧困的年代，80多歲的他除

了自己一分多的農地外，也租了將近6分地耕作，

手腳俐落一點也不輸給年輕人。與很多年幼失學或採收胡麻的老農

採收蘿蔔的老農

老農小面積種菜自家食用

老農採收玉米後準備到市場販賣

採收蕃薯葉到市場販賣的老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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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唸到小學的老農不同的是，汪春德努力

說服家長讓他升學，考大學農學系差3分落

榜。他說，他喜歡的農學相關科系當年只有

台大、中興及現在的屏科大，非常難考。當

年鄉下教育資源差，能以高分落榜，足見他

的天資極高。「一切都是命啦！」話說的灑

脫，卻也掩藏不住老人家落寞神情。

在那個年代高中也算是高學歷，退役後

進入南部一家大型食品企業工作，卻無法忘

情最喜歡的農藝，他加入農會的農事班，只

有有機會就參加農業試驗單位所辦的研習，

也訂相關雜誌研讀，一圓沒有機會唸大學的

官田菱角因人力老化，年輕人不接棒而減產

汪春德到工作站幫忙打掃

農村人力老化

採收破布子的老農

遺憾。60歲從公司中階主管退休後，正式

成為自耕農，發揮數十年研習所學，最多的

時候曾租一甲地耕作，每天早出晚歸，也當

選多屆的農會代表。幾年前被灌區農民推選

為水利會小組長，除了協助解灌溉，更像農

民的指導老師，隨時協助解決栽培農作物的

難題。農民問到施肥問題，他馬上舉出適合

的肥料，並唸出肥料三要素氮、磷、鉀的比

例，很難相信80幾歲老人家記性這麼好。

成為耕作的活字典，汪春德較不再遺憾

沒有讀大學，他在田間實際耕作，驗證學者

的研究成果，他說，到現仍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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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常酸痛的老農圍網阻止老鼠吃蕃薯，得

跪著工作較舒服

早年生活貧困 沒有退休的念頭

為什麼很多老農不想屆齡退休，要做到

不能做為止？除了個人因素外，現年70至80
歲的老農，多數歷經貧困生活，特別是1940
至1950年出生者，歷經二戰前後的歲月，水

利小組長李嘉樂認為戰爭前後5年最辛苦。

窮瘋餓怕了，就算生活隨著收人增加改善，

社會福利保障不足，可能生一場大病就得破

產，生活處處是危機。此外也忙著賺錢蓋房

子、付小孩學費，一刻也不得放鬆，早年的

憂患意識，讓許多老農沒有退休的念頭。

住台南新市的老農吳榮泰說，童年正是

台灣政經紊亂，民生凋敝的年代，多數的兒

童失學，入小學者沒多久就台灣光復「換朝

代」，之後又改學華語，結果是日語、華語

都學不好。

現在下田是「做健康」的

吳榮泰說，耕者有其田讓小農有穩定的

收入，不怕沒飯吃，但想蓋樓房光靠一兩分

田的收入是不夠的，必須努力打工，節衣縮

食加上兒女到工廠上班才能存錢蓋房子。他

與老婆當了十幾年的板模工，全年幾乎沒休

假，才能蓋樓房及支付女兒唸私立大學的學

費。現在兒女事業有成，不必靠種田增加收

入，仍不讓自已閒著，現在田裡種的都是不

用農藥的水稻蔬菜，他說，現在下田是「做

健康」的。

農田受益於土地增值

也是天道酬勤，隨著工商發展迅速，用

地需求激增，農田地價水漲船高，一名水利

小組長指著他休耕雜草叢生的農田說：「現

在有人出一坪6萬元，我不賣。」而他共有

將近兩千坪的農地，早年卻是不值錢的旱田

。如果農地參與市地重劃或被區段徵，地價

更高了，有些農民高價賣掉建地，得手幾千

萬甚至上億元，仍到郊區買較便宜農地繼續

下田活動筋骨「做爽的」，過幾年農地又增

值。一名老農說，他已歷經三輪農地大幅增

值的效益，現

在仍耕著三分

農地，每天快

樂下田，對農

作物價格好像

不太在乎，關

心的是身體健

康，一名老農

的女兒說，她

老爸的老農年

金幾乎都拿去

買健康食品。

　■ 種稻已全面機械化，老農仍

到現場關心整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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