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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内容概要

一定有一种生活
可以不再被时间或金钱逼迫，回归人类本质
一定有一种人生
在做自己的同时，也能够贡献社会
每个人其实早已具备今生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不自觉而已。所有的一切早已被安排、准备妥当，用心
去感知自己潜在的可能性，活用“既有的一切”，就能创造出“世界上未有的新事物”。——盐见直
纪
所谓“半农半X”，就是一方面亲手栽种稻米、蔬菜等农作物，以获取安全的粮食（农）；另一方面
从  事能够发挥天赋特长的工作，换得固定的收入，并且建立个人和社会的连结（X）。目的是追求一
种不再被金钱或时间逼迫，而回归人类本质的平衡生活。作者认为，现今社会面临着环境（各种污染
、温室效应）、食物（安全性、食粮自给率）、心灵（人生意义的丧失、物质享乐主义）、教育（科
学、感性、生存力）、医疗设施与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病、高龄社会的看护），以及社会不安定（经
济萎缩、失业）等种种问题，而半农半X的生活，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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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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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书籍目录

前言   为什么要提倡“半农半X”呢？
第一章
到农村去吧！那里曾是社会复兴之地！
“半农半X”的精髓所在——人与人之间和乐相处
有可能建立以兴趣维生的社会吗？
摸索“X”的人——各式各样的田园生活
第一次的田园生活要如何开始呢？
第二章
俭朴的生活远大的梦想——田园生活的乐趣
“半农”的意义——缩小物欲获得健康重拾家庭和乐
从事自己的喜爱的工作，同时不可缺少“半农”理由
“用减法过日子”——“半农”的生活原则
“减法的生活”有着大大的“加值”
以珍惜“生命”为出发点的饮食生活
种稻是家族与地方居民“共同体”的工作
农田里，丰富的生命处处可见
“农”是人们的教育道场！
第三章
你一定找得到！那块叫做“自我”的闪亮宝石
“半X”的目标——“喜欢的”与“有用的”的协调
从“苦求没有的东西”到“发现既有的东西”
“郊山的生活”——打造独一无二的乡镇
从一粒种子看人间
现代所缺乏的是付出与分享的文化
第四章那是“想做的事”还是“该做的事”？
创造以自己为主角的人生
冲绳的移居现象述说着什么故事？
恢复与万物的关系，才是“半农半X”真正的价值
都市生活及上班族生活做不到的事
从“想做什么”到“做过什么”——“自我探索”之旅
“X”将成为改变自己的契机
第五章
“半农半X”是解决问题的生活方式！
跨越各种社会病态的智慧
从人们自创自演的生活方式中，看见了什么？
志+农工商——创作家的人生
退休之后怎么过？
社区事业与农业的的融合
“半农半X”的生活是创造幸福的新智慧
作者专访   巨大的改变正转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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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精彩短评

1、感觉上，还是中产阶级的个体思想，缺少社会动员的主体内容。
2、简单质朴与现代流行之间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值得尝试。
3、半耕半读
4、遗憾没有早点阅读这本书。
5、这是一种慢慢的生活，可见生活可以有多种可能性
6、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我现在的样子了，其实是非自然的吧。书还可以，只是篇幅完全可以
压缩一下。
7、X是志向所在
8、暖暖的。稍微简单了一点。
9、这是一本关于半农半X的使用说明书，给他的标签是励志，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鸡汤。
10、书的最后一页写着“每个人其实早已具备今生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不自觉而已。所有的一切早已
被安排、备妥，用心去感知自己潜在的可能性，活用'既有的一切'，就能创造出'世上未有的新事物'。
”因为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所以越来越幸福快乐。
11、终于看完。值得慢慢细看和时不时拿出来翻翻和思索一番的好书。
因为女树的朱颖姐姐推荐看了这本书，知道了盐见先生，今年偶然得知他来上海参加东亚市民地球村
活动得以见到真人，听到演讲。然后知道了朴门，最后决定在今年十一去京都附近体验这种自给自足
的生活，最近成功申请到奈良的WWOOF，一切都是缘分。
12、生活是一门须用心经营的艺术，与自然亲近，是永恒的归宿。从今天起，正式皈依半农半X主义
，虽然目前暂无法实践，但此后将为毕生所追求之信仰
13、观念很好，不过在我看来过于“乌托邦”了，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你能想像读了大
学的小两口在乡下种点田，没事捣鼓些乐器或绘画，教育孩子的场面吗？说到底精神层面的东西，对
于我们太过奢侈了。
14、托我母亲的福，我一直安心地住在农村，吃家里种植的蔬菜，并尝试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因此
读这本书是非常有共鸣，书中所抒发的对半农半X（志向、天职、使命、未知的自己等）生活的热爱
，就如同我热爱我现在的生活一般。希望有更多人读一读这本书，最好还能尝试一下半农的生活。
15、作者讲述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自给自足，挖掘自己的潜能造福社会。突然想起李博的座右铭
，拥有太多反而无法成为生命的行李。多多回馈人，社会。
16、很棒的概念，日本早在03年就提出来了，中国到了13年才引入。半农半X的理念是理想也是现实
，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17、生产足够自足的食物，其他时间用在自己的使命中。很多以前的想法和所见串连起来。半农半x确
实是很让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18、看上去很简单的思考，内里很深的智慧。盐见先生说半农半X是哲学，是人类之后可以用两千年
的生活方式。虽然他只开始了二十年，但看完书中的故事，相信会有更多人起而行之。抛弃“自私”
的生活方式，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吧！
19、哇！
20、顺从自然 实践天赋 用减法过日子 多么完美的理念啊！
21、不知道在日本从城市返乡的人有多少呢   跟电影《小森林》很像
22、新思路
23、生活理念很好，文字表达能力尚浅，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
24、隐逸生活启示录
25、何时能实现的梦想呢？
26、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以永续型的简单生活为基础，并从事发挥个人天赋的工作。
27、令人深思 的人生 自然 哲學
28、人生又多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很喜欢作者提出的理念，这本书大概是那种看完也想要买一本回家
一读再读的书，最近早上对于挤地铁这件事情感到莫名的烦躁。我不想要抄袭作者的生活，只是更想
要离自己喜欢的生活更近一点点，离开魔都大概就变成一件必然的事情了吧。
29、理念不错。劳作的慢生活，更加健康。可以更简单说完。例子更多就好了。

Page 5



《半农半X的生活》

30、今年读正符合当下的生活状态，就有很多认同，给了五星
31、本以为是一本闲散农书，里头不过写着令都市白领们羡慕的自然风光和悠闲节奏。这种于多数人
不可得的“超自然”生活方式，恰恰贵在不可得。然后，翻开后却意外发现不少值得我深思的地方。
终日为利来为利往，没有想过“选择眼前既有的”，没有想过“减法生活”，之前对我而言，与我有
益。
32、盐见直纪
33、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渺茫啊。
34、35岁之后的事吧
35、中国人的境界能达到这个高度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36、停止用大脑思考，那只会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下地干活吧
37、半农半x这个观念有点意思，但是好像还没有成熟，要跟慢食运动来比有点牵强。作者有点罗嗦而
且没怎么讲到点子上，很大篇幅都在讲他在自己那座城市做的那些让我感觉旁枝末节的事，有点在做
广告的感觉。
38、书里提到的作者办的组织 https://ayabesatoyama.net/
39、一种可能和价值。最喜欢第二章，阅读中能去感受到与农田和自然一起的踏实沉静愉悦的感觉
40、很多不同领域的有趣的人在价值观上实际是相通的，他们喜欢的作家、听的音乐、仰赖的生存方
式等，竟然也可以有如此高的重合度。
41、尽量少地使用资源和用天赋工作是我赞成的。但一定有一半是务农倒未必。
42、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观，也许不一定就要去种地，但是找到心之所向，人生才不是没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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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精彩书评

1、在自助图书馆偶遇的书，非常喜欢，准备买一本反复看，因为书里所说的人生，也是我所向往，
甚至在未来有可能践行，因为书中所说的理念，也是我所认同，即使生活在城市之中，有些事情我也
在做。相比《种花种树种春风》，这本书的可读性更强，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写作风格毕竟
有异，而我更加喜欢后者。半农半X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样难，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
的渴望，它只是做为多样化人生的一种面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而
如果站在自然和后代的角度，也许半农半X会更受欢迎，毕竟，这是可持续的、环保的。书其实是很
浅淡的风格，一如《虫师》，我在读书的时候，常会想到虫师里的画面，毕竟，那也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其中所述的道理，既朴素又深远，如果我们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过客，有什么理由恣意破坏？留
给后代子孙的，难道是一个遍布疮痍的地方吗？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书也非常美，虽然，要达到
那样的生活，也需要承受艰苦的耕作和手工，但，这本身也是幸福的吧？类似的书，我还喜欢《旷野
的声音》和《瓦尔登湖》，它们有同也有异，但都给予我启迪，也开启想像。之所以想要拥有一本，
是因为，读一遍是不够的，还不能好好领会，放在手中，可以通过反复阅读加深领悟，我对《旷野的
声音》和《瓦尔登湖》也是如此。
2、作者说，半农半X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而是一种价值观。看完这本书，坚定了我去尝试、体验与
自然在一起，与自己在一起，与伙伴在一起的生活。于是，一早给云南的朋友打电话，请TA们接纳我
进到小小的社区生活体里面。而我目前要做的，是去寻找自己的X。半农半X兴起于世纪之交，也是面
对日本老龄化问题严峻，尤其是农村地区青年人流失，粮食自给率低的情况，同时，一小部分对生命
价值，对城市生活有反思的中青年开始逐渐返向乡村。对TA们而言，完全务农，将生计百分百交给农
业不太可行。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务农背景，全然投入农业使自己压力很大，对土地也不负责任
；另一方面，返乡生活也无须与自己的“过去”、兴趣、特长完全割断。如果可以结合农业生活，将
其与自己的兴趣特长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有利于社区，不是共赢的事情么？书的大致内容包括了从事
农业的好处，从中得到的人生感悟；写到什么是X，这使我意识到，我以前想像的X是用一部分时间回
到城市做我想做的事情，比如关于爱与痛苦的教育，但书里也提到，在地，在农村社区也可以结合自
己特长找到发挥价值的X。X可是多种多样的，手工艺、社区服务、文化研究保育、写作等等；书里也
写到半农半X的社区在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半农半X背后的人生态度，例如“以减法过日子”、“
从苦求没有的东西到发现既有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找到那块叫自我的宝石”。日本人写这类书的
特点是，每个篇章都很小。因为更像是生活记录和感悟，不是指导手册，所以间隙会让我觉得零乱。
文字的风格是浅浅的、温暖的，而不是具有庞大理论体系、咄咄逼人的文字。所以，我总觉得我也可
以写这样的东西，如果我开始体验，我便要用文字去记录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本书还让我意识到，虽
然日本的农业文化对土地的认同是非常强的，比如在《夏子的酒》中，夏子要去取得可以供自己耕种
本地种的稻米，不得不挨家挨户请求农户租给自己田地，不仅如此，村里还要开会去讨论决定要不要
租给这个奇怪的返乡女孩。2011年去日本的访问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快乐农场的创造者去到一个陌
生的乡村开办小农场，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从农民那里租到土地。也许是日本耕地面积稀少
，农民对土地的态度非常严肃，不会随便租给外乡人。我不知道中国传统农村是否也是如此，从11月
在连山的实践来看，中国外乡人进乡也需要长期的磨合，不像我们当初想像得简单，你找到一个农户
，与TA谈妥，交钱租地即可。在连山与在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是整个社区开会，而中国则需要与村干
部、支书做好关系。不管怎样，我想写的是，即使在日本的传统农业文化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
会随意转租。但青年人口流失和老龄化问题，确实是农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半农半X的生活
之所以会开始出现并被农村接纳，与这样的社会问题，以及当地社区、当地政府寻找出路的方向有关
。而当地政府在其中更是起到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提供相应服务、并且推动了一种开放接纳外来人的
文化趋势。我很难想像中国未来20年会是什么样子，以往，外出打工的父辈在体力耗尽后会返回自己
的家乡，继续从事农业。而据一些学者和工人服务机构说，第二代外来打工者，即在童年跟随父母进
城，现在步入青年的城市外来人则很难返乡，因为乡村对TA们而言是陌生的，同时，TA们了不掌握
农业生产技能了。中国的农村社区会开始转向接纳外来人参与创造与建设“小而美”的生活吗？或是
，我们不得不在强势政府的推动下，引入“大市场”的力量，使农村土地进一步走向不可持续的大规
模生产？未来会如何建设，暂时谁都没有答案。我们唯有选择自己的生活和道路，期待也许会在某个
路口遇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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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3、20世纪是个不断做加法的年代，但给社会及个人凭添了多余的赘肉，导致社会文明病的产生。如今
，社会应走向如何做好减法，不应只追求规模优势，更应追求精巧魅力，从苦求没有的东西，到发现
既有的东西。半农半X的生活，述说的并不是田园梦想，而是一种生活哲学。农，不是说要去种田，
代表了自然与感受能力，了解培育生命的感觉，观察生命的循环，瞥见动植物和昆虫的枯萎、死亡所
呈现的生死两界，感受事物带来的感动，将昙花一现的人生跟亘古的自然相比较，受自然之美而感动
，是人类最珍贵的感觉，也是感性的源泉。这样，人类才会有敬畏感，懂得尊重和珍惜。
4、在 做 上 海 一 个 村 庄 新 模 式 探 讨 项 目 时 同 事 推 荐 的 一 本 书 ， 个 人 看 书 先 细 查 目 录 ， 
看 了 一 半 的 目 录 我 就 决 定 去 买 一 本 ， 同 事 说 借 我 看 ， 我 觉 得 好 书 还 是 买 来 看 更 有 味 
道 。 希 望 我 们 这 个 项 目 能 研 究 出 一 个 “ 以 兴 趣 为 生 的 社 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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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X的生活》

章节试读

1、《半农半X的生活》的笔记-第148页

        如果希望世界有所改变，就先把自己变成改变。----圣雄甘地

2、《半农半X的生活》的笔记-第1页

        大致上，我们会先问：“这个东西是必须的吗？可以长期使用吗？是可以用一辈子的物品吗？是
会造成他人或环境负担的东西吗？”然后再做出决定。
换句话说，是从回收、再生、长期性、再利用价值和自然生态几个角度来评估。再考虑是真的适合自
家的生活模式，还是模仿他人的品味？是真的需要吗？功能是否有改进的可能性等等。如此一来，便
能抵挡节约最大的敌人——冲动的购买欲。在地学不是“苦求没有的东西”，而是“寻找既有的东西
”。停止对大都会的崇尚，也停止怨叹“这里什么都没有。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说过一段话，让
我深受感动，他说：”如果喜欢花，那么就当个园丁吧。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里便没有恐惧
、比较或野心，只有爱。

Page 9



《半农半X的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