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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門」是什麼

• Permaculture 是由澳洲比爾．墨利森（Bill 
Mollison）和大衛．洪葛蘭（David Holmgren）於
一九七四年所共同提出的一種生態設計方法。

• “Permaculture”是 “permanent”（永恆的）、
“agriculture”（農業）和“culture” （文化）的
縮寫字。在台灣，Permaculture曾被譯為「永續栽
培」或「樸門農藝」。



「樸門」是什麼

• 樸門思想的出發點：模擬自然

• Mollison:「……藉由學習自然來創造人類的生存系統，或是著去
改善系統以獲得更高的生產力。」

• 樸門永續設計的哲學是與自然合作，而非對抗自然；是透過長期
且縝密的觀察，而非缺乏思想的行動；是關心環境系統的所有功
能，而非只是 一位要求生產；是讓環境系統展現它們自身的演
替。



樸門的定義

• 「經由生態學和設計來創造永續的人類居所，樸門永續設計
是一門土地使用 的哲學與途徑，它將微氣候、一年生與多年
生植物、動物、土壤、水管理與 人類需求，交織連結在複雜
的生產性社區內。」(Mollison and Slay: Introduction to 
Permaculture)

• 「 …與自然合作而不是對抗，……注重系統的全部效用而不是
只有一種產出； 讓系統自行演替。」



甚麼不是樸門

• 不是一種有機農法

• 不是單一技術

• 不是一套規則

• 是人類邁向永續的運動



不是一種有機農法

• 強調地景模式、功能及與其他元素組合

• 結合技術(如何執行，如有機農法)、策略(何時執行)與設計(與
其他元素關係)



不是單一技術

• 生態廁所、螺旋花園、麵包窯、雨水收集桶並非樸門的全部

• 上述技術，需設計得當，才是樸門



樸門、非樸門麵包窯



不是一套規則

• 永遠要看情況

• 並非固定模組套下去應用(不像在都會區開設一家連鎖便利商
店)



「樸門」的設計原則關心的是

• 越來越有生產力 ? 

• 生活是否輕鬆了 ? 

• 越來越消耗外來能源嗎 ?



「樸門」的設計原則

• 永續生活設計原則源自於對大自然的觀察。這些原則都是自
然生態中時時刻刻在發生的事情，而這些是我們想要模仿的。
我們觀察自然並模擬她的運作方式。這些原則是我們運用永
續生活設計時可以跟隨的指導方針。

• 永續生活設計的實踐者發展出了許多的原則，但我們在此將
集中探討15項基本原則，進而了解永續生活設計原則的功能
和重要性。



樸門的核心精神~三大倫理
• 照顧地球─我們第一優先的是要照顧地球，確保不會破壞地球的自然系

統。

• 照顧人類─滿足人們的需求，讓人們得以生存，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
同時不致傷害地球。

• 分享多餘─接受人口及消費的節制，認清人類不可能在無限制增加的同
時照顧好地球。我們必須要節制我們的成長及我們的消費。有時你會聽
這項倫理被闡釋為：「分享你多餘的，投入一切在第一及第二項倫理
中。」這意謂著，控制自己的消費，使自己能投入更多資源在照顧地球
及照顧其他人上。



樸門的核心精神~三大倫理



孟磊（Peter Morehead）整合墨利森和洪葛蘭
的原則：六大類，15 項原則

• 關於能源的原則

• 關於學習的原則

• 關於合作的原則

• 關於生態的原則

• 關於尺度的原則

• 關於生存的原則



樸門15項原則圖解



關於能源的原則

一.收集與儲存在地的能源（包括水+物資）Catch, store and 
recycle local energy (incl. water and matter)

• 善用自然光源

• 在自家屋頂或陽台種菜

• 收集雨水、廚餘等有機物

• 善用在地人力資源

把握時機 /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 設計一套系統，讓我們在它（資源）很豐富的時候收集它，在我們需要的時候
使用。



收集與儲存在地的能源圖解



關於能源的原則
二. 有效率的能源規劃 Efficient energy planning

• 小規模密集性系統

• 將食物生產拉回城市之中

• 將維護降到最低

• 把常利用的東西放在每天會經過的地方

• 設法在每天經過的地方找到可被利用的物質或服務

• 分享物質或服務



關於能源的原則
三.使用並珍惜再生資源與生物性的服務
Use and respect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 重視生物資源更甚於石化科技

• 飼養耕耘雞、翻土豬、除草羊

• 種固氮植物來取代化學肥料

• 木材比金屬或塑膠更好

• 種植成長快速的樹木來作為暫時性的結構建材(例如棚架)

順其自然 /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 善用自然豐富的資源來降低我們消費性的行為與對非再生資源的依賴。再
生資源是指在自然的過程中可更替，又可再利用的物質，如：氧氣、乾淨
的水、太陽能、木頭、有機質等。樸門設計應該以善用可再生資源來管理
系統和維持產出為目標。



生物性的服務圖解



關於學習的原則

四.觀察與互動 Observe and interact

• 瞭解一塊土地有何需求

• 觀察自然中的模式與系統

• 將干擾減到最低

• 失敗為成功之母

好的設計來自於人與自然與人類之間自由而和諧的關係。仔細的觀察，深
沈的互動，為設計提供啟發、技巧與模式。它不是來自於孤立，而是透過
不斷觀察與互動產生而來。



觀察太陽與風力



對生態的瞭解圖解



關於學習的原則
五.以創意借力使力並回應變化 Creatively use and respond to change

• 加入自然生態的建立

• 和自然合作，而非對抗自然

• 飼養動物來幫忙栽培系統

• 將雜草及樹木化為益處

• 利用裸露的土壤

願景不是看到事情是什麼，而是它可以成為什麼
Vision is not 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 but as they will be.

• 藉由仔細的觀察，然後在對的時間介入，我們可以在不可避免的改變上
有正面的影響。在設計中，透過謹慎及合作的方法來運用變化，並靈活
的回應或是努力去適應超越自身所能控制的大規模系統。



關於學習的原則

六.將問題視為正面的資源 See problems as solutions

• 東西太多時(如雜草、害蟲)，代表沒有使用、分配或重視他

• 將問題視為一道有趣的謎題

• 慷慨可以增加多樣性: 想想看，你可以增加甚麼東西解決問題，
而不是減少甚麼東西



將問題視為正面的資源圖解



關於合作的原則

七.將合理的相對位置整合起來 Integrate into relative location

• 無論工作、溝通或經商，都用合作而非競爭的方式

• 把廢棄物系統與食物生產系統整合在一起

• 設計整合性的土地利用，例如將一塊土地以不同的用途整合起來

• 將各個組成元素的關係加強到最大。從時間、空間等層次進行植
物的整合。



將合理的相對位置整合起來圖解



關於合作的原則

八.系統中每個元素可產生數項功能
Every element has multiple functions

• 設計前先分析每個元素的功能、 產出、需求，檢視各元素可
以 如何互惠互補

• 減少使用或購買單一功能的物品

人多好辦事 /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 安置各項元素到對的位置、關係，配合其他要素的需要，同時接收其他
要素的產出。從生物內部運作到整個生態系統，我們發現，事物彼此之
間的連結與事物本身一樣重要。



系統中每個元素可產生數項功能



關於合作的原則

九.系統中重要的功能由許多元素來提供
Every important function is supported by many elements 
(redundancy in critical functions)

• 責任分攤

• 將重要的功能去中心化，並使其來源多元 化(例如多元的收入)



系統中重要的
功能由許多元
素來提供圖解



關於生態的原則

十.運用並尊重多樣性 Use and respect diversity

• 創造吸引益蟲和有益動物的環境

• 創造年齡多樣性的職務系統

• 促進基因多樣性

• 保存語言多樣性

不要孤注一擲 /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 多樣性減少許多漏洞或弱點的威脅，並在其所在環境的獨特性中取得優
勢。在自然與人類世界中，多元的種類、功能與互動是複雜系統演化的
來源。



運用並尊重多樣性圖解



關於生態的原則
十一.運用自治系統並接受回饋 Use self-regulation and accept 
feedback

• 採用平等負責任的管理方式，放棄控制權力

• 幫助人們自力更生

• 審視自己生命中的負面回饋(上癮症、過度消費、疾病、憂鬱、不快樂)，
並朝 向自力更生方向轉變

負債子還 /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are visited on the children unto the 
seventh generation

• 我們需要阻止不適切的活動，以確保系統能夠良好的持續運作。惡果往
往是緩緩出現的。這個原則是關於自治面相的，要限制或阻止不適切的
成長模式或行為，對於大自然中正向或負向的回饋要進一步的了解，這
樣我們才能設計更符合自我管理的系統，減少重複以及粗糙介入式的管
理。



關於生態的原則

十二.使用邊界生態及重視不起眼的資源 Use edge and value 
the marginal

• 增加生產力活躍的邊界生態

• 從不同的構面來辨識邊界

因循守舊，不一定是正道
Don’t think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just because it is a well-
beaten path

• 「邊界」往往是是最有趣的事件發生的地方。在這介面中的元素通常是
在系統中最有價值的，多樣化的和最有生產力的。邊界生態指的是二個
生態系交錯的區間，在這裡聚集了兩個生態系的能源與物質，可用的資
源豐富，生物相更多元，也更具生產力，這是第三個生態系。



關於尺度的原則

十三.從設計模式到規劃細節 Design from pattern to detail

• 尋找自然模式來活化設計

• 從系統層面思考，而非片面思考

• 在設計中考量整體的地景與人類景觀

• 以生物區位來規劃

•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見樹不見林 / Can’t see the wood for the trees

• 退一步，我們可以觀察到自然和社會的模式，它們可以形成我們設計的骨幹，
然後進一步放入細節。



關於尺度的原則
十四.使用小而慢的解決方法 Use small and slow solutions

• 慢慢建構土壤

• 使用適合的技術

• 土地面積不要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

• 改變價值觀 —小即是美

• 長期性思考

爬的越高，跌的越重 /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

穩健扎實必致勝 / Slow and steady wins the race.

• 小而慢的系統比大系統更容易維護，能更好的運用在地資源，創造更可
持續的成果。



關於生存的原則

十五.有勞有獲 Obtain a yield

• 記帳，瞭解投入的資源與收入的關係

• 從產品的生命週期檢視能源效益

• 從看似無利用價值的物品中，得到收穫

你不能空著肚子做事 / You can’t work on an empty stomach.

• 請確保在你所做的工作當中，包含一部分真正有用的回報。這個原則提
醒我們，想要有效率的截取、儲存能源來維持系統，我們必須在任何層
次上設計能自給自足的系統。



孟磊（Peter Morehead）整合墨利森和洪葛
蘭的原則：六大類，15 項原則

* 有關設計的原則
* 有關策略的原則
* 有關態度的原則

• 設計的原則：是建立在大的生態題材上，例如水、能源和土壤；這些
是生命延續的重要基礎。

• 策略的原則：是將錯誤設計造成的負面環境衝擊減到最小，並確定那
自然系統的基礎元素有被安全的管控，而且資源使用正確。”策略”
幫你一開始就把大部分的事做對，而非在稍後再做更正。

• 態度的原則：是最後一類的原則，擴展你分析、設計和執行的觀點。
態度原則的提高能增加您的覺察力，會影響你對不同元素的價值感受，
他們可以澄清您的設計工作，使之更加精緻。



一、設計的原則



二、策略的原則



三、態度的原則



社區可食地景範例



原則之運用



原則之運用



懶人農法~菜園製作範例



懶人農法~菜園製作範例



懶人農法~菜園製作範例



懶人農法~菜園製作範例



懶人農法~菜園製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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