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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家道興衰　撐起百年老店笑看家道興衰　撐起百年老店

2014-03-29   呂靜宜 

 　身穿白色棉衫、黑色西裝褲，腳踩一雙藍白拖，百年傳統冰店的第三代老闆陳智弘，十年前因

為父親得了癌症被叫回家中，接下了這間由阿公陳海潰創於目治末期的店鋪。店鋪創建起初是以

雜貨店、冰店及製作桔子醬三者並行的方式經營，後來因為雜貨店已無利潤，便逐漸發展成以冰

店和製作桔子醬為主，至今大約有八十七年左右的歷史。

富裕生活造就揮霍父親富裕生活造就揮霍父親

　　「閩南人重商，客家人重農。」這是眾人一般的了解。或許正是因為陳家的商業背景，使得

他們的生活態度不同於傳統的客家族群。在當地擁有一百多坪土地的陳家，生活原本相當富裕。

陳智弘彷彿在回想著當年的光景，若有所思地說：「那時候民眾普遍生活很清苦，只能吃地瓜，

我家就已經吃豬肉那些東西了。整條街沒有電視、電話，就只有我們家有，大家都會跑過來。」

然而冰店的生意不是一直都順利，前前後後一共倒閉了三次，而三次倒閉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經營

不善，反倒是因為父親投資失敗。節儉、勤奮等等，這些所謂客家人的美德，在陳智弘父親的身

上似乎不太明顯， 從小富裕的生活過就了他父親的揮霍性格。

　　陳智弘娓娓道來，父親是獨生子，沒吃過苦、不知人間疾苦，有什麼就用什麼、就花什麼。

祖父過世後，父親便成了當家老爺，家裡的事都由女人打理，工作都由陳智弘的祖母與母親包辦

。父親只「負責」在外吃、喝、玩、樂，認識了一些差勁的朋友，被騙去投資。然而一次的失敗

並沒有嚇跑他父親投資的念頭， 陳智弘以洞悉世事的口吻道出：「因為生意人都有一個夢想──

賺大錢」這句話簡單﹒卻透徹地說明了一切。

　　父額的三次失敗，不僅空手而回，還欠了一屁股債，最高甚至曾經負債一千多萬，陳智弘以

玩笑似的口吻笑說：「我老爸不爭氣呀！」

漆成白色的櫃子是雜貨店時期留下來的家具，相框中則是陳智弘與明星合照的相片。(攝影/呂靜宜)

家道中落領悟守成重要家道中落領悟守成重要

　　為了償還債務，他的母親製作手工碗粿、艾草粿、紅龜粿、肉粽、發糕等等，到處兜售，以

增加收入。陳智弘回想起，國小、國中時，媽媽做好了碗粿就送出去賣，自己則是等到放學時沿

著媽媽兜售的路線去挨家挨戶地收碗，再帶回去讓媽媽清洗。有一段時期生活真的非常悽慘，冰

棒店的生意又不佳，陳智弘的父親早上去擔任警衛的工作，下班回家後更認真於店內的工作，總

算收起了年少的輕狂無知。

　　陳家原本所擁有的一百多坪土地，也因為債務的關係，有的用來變賣，有些甚至被法院拍賣

，最後只剩下僅僅十六坪，也就是冰店店鋪的所在。所幸在陳智弘接下冰店以前，債務已全數還

清。

　　「從功成名就到落魄。以前很多土地，到我爸那一代全部都變成零，一點都沒有留給我們。

」老闢陳智弘，手裡拿著一盒布丁，一面吃著一面以隨性的態度談論著陳家的興衰。雖然看似毫

不在意，但從他的字裡行間，仍然可以感受到幾絲無奈。他低頭吃了一口布丁，邊咀嚼著邊說：

「只留下了唯一的一個東西，手藝啊！可以靠自己賺錢。」「我們家獨家的東西，是老人家慢慢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kp.nctu.edu.tw/
//hkp.nctu.edu.tw/group/2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5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4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3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2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1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0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9
//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48
//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all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kp.nctu.edu.tw/user/293
//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_??.pdf


傳承下來的，留下來，靠這雙手，就可以吃飯，就這麼簡單。」

　　陳智弘認為，做生意的人錢倒得很快，爬起來也很快，因為本業還在。這段話或許並非百分

之百適用於任何一種情況，但至少是他自幼伴隨著家中多次興衰起伏，所得到的啟發。從這方面

看來，父親的三次失敗似乎並非一無斬獲，因為正是這樣的經驗讓陳智弘有所體悟，不會重蹈覆

親的錯誤。從父親耗盡家產的實例中，更讓他了解「守成」的重要性。

生態旅遊興起生意轉好生態旅遊興起生意轉好

　　陳智弘的眉宇間散發著堅定的氣息，他毫不猶豫地說：「到後來完全是靠我，這家店才撐起

來。」這樣肯定的態度也直接說明了何以這家店會由陳家的的小兒子來接手。那時台灣經濟景氣

，一般人都是到外頭工作打拚。景氣好時，去上班比較有錢賺，也比較穩定，冰店、桔子醬的生

意沒這麼好，所以陳智弘的兄長們都沒有意願接手。一直到最近這六七年，生態旅遊成為一種風

潮，甚至有許多電視節目前來錄影，旅遊雜誌的探訪等等，生意有了明顯的變化。

　　被問到現在生意如何時，陳智弘欲言又止，靦腆地回答到．「不……平平啦！ 夠吃夠穿，還

過得下去。」從老闆臉上微漾的笑容，讓人可以推想，其實應該是不錯。

　　陳智弘現在有兩個兒子，讓人不免好奇，他對於自己的孩子有沒有什麼期望？ 是否希望店鋪

傳承下去？會不會擔心沒有人接手？對於這類的問題陳智弘皆不假思索地應答道：「要看我兒子

要不要接啊！我不會擔心任何事，順其自然，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考慮，你現在考慮就太累了，後

代的事留給後代自己去決定。」

　　「傳承」這個詞彙在一般人身上，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沉重的擔子，所以陳智弘並沒有以一個

傳承者自居，他以毫無壓力的態度笑看人生。正因這樣的態度，讓他對於兒子將來的選擇，抱持

著開明的想法。

一談到拍照，陳智弘馬上為自己找了這個景，說是要和他最愛的桔子一起拍。(攝影/呂靜宜)

冰棒、桔子醬冰棒、桔子醬  甜蜜雙重奏甜蜜雙重奏

　　號稱是聲名遠播的這家百年傳統冰店，倘若在錯誤的時間到訪，你可能會懷疑自己所見。睜

大眼睛仔細看看店舖內的情況，再抬起頭來確定，那塊老招牌上所刻的店名是否正確。訪客開始

疑惑，明明叫做冰店，為何不見冰的蹤跡反而只有無數的箱子堆疊在店內？店門口的櫃子上為何

還放著幾瓶橘橘黃黃的玻璃瓶？請不要懷疑，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由於冰店不是座落在人潮熙來攘往的熱鬧大街上，而是位於氣氛悠閒寧靜的小巷中，使得店

址的找尋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再加上若是在冬季，店鋪中製冰的器具早已收在一旁，店內主

要進行的活動也換成了桔子醬的製作，訪客真的很可能就這麼與它擦肩而過。

　　冰店老闆陳智弘簡要說明桔子醬的製作過程。首先要將桔子的皮肉分離，並且挑出含有苦味

的籽，接著將果皮和果肉一起煮爛成桔子漿，再加入些許調味料之後便可裝罐成箱，送去批發。

其實生產過程在店內即可一覽無遺，成堆的紙箱幾乎占了店面將近四分之一的空間。紙箱前還擺

放著一籃一籃黃橙色的桔子，最靠近廚房的地方則是放著三大桶等待降溫的漿汁。這些手續幾乎

都由一陳智弘及母親一手包辦。

　　十二月是桔子的盛產期，正好也處於冰店的淡季，所以利用這段時間開始為期約五、 六十天

的桔子醬製作。陳智弘表示，桔子醬的製作大約會結束在過年前，屆時所有箱子、籃子、桶子都

會整理乾淨，以便過個好年。過年後製冰的工作便開始了。

　　面對店鋪，右邊那面牆上的是製作冰棒的老式冷凍櫃，是陳智弘引以為傲的生財工具。冰店

的收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研發口味，在自己店裡賣﹔另一部分則是他人提供原料，要求

陳智弘老闆負責調出好吃的口味製作成冰棒，再賣回給原料的提供者。當詢問起有些什麼口味時

，他如數家珍地道出由自己所研發出的特別口味，有十月盛產的柿子冰棒，九芎湖地區限定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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楂冰棒，還有仙草冰棒、洛神花冰棒、火龍果冰棒、高接梨冰棒、黑糖糯米冰棒等等。

　　陳智弘深感榮耀地談論著這些由他調配出的特別口味，更特別推薦自家販售添加了牛奶的酸

梅口味，桔子口味，還介紹了「綿綿冰」。這一樣樣各有特色的口味著實讓人不受吸引也難，這

就是這家百年傳統冰店如此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原因。

　　被問到工作忙不忙時，陳智弘一點也不遲疑地回應道：「忙啊！」但樂天知命的他，臉上找

不到一絲倦意。從他眉飛色舞地介紹，可以讓人感受到他對工作的喜愛，以及他自工作上所得到

的成就感，足以蓋過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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