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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隱匿巷弄，轉角不遠處映入眼簾的是一間溫馨舒適，帶點日式風格的木造建築，一旁搭配著

簡單雅致的庭園造景。甫踏入門，吧檯的咖啡香便撲鼻而來，古樸懷舊的桌椅搭配著錯落有致的

飾品擺設，門板及復古綠色窗框設計而成的桌子更是吸引著目光。店裡的設計，仔細觀察處處都

可見主人的小巧思，一旁展覽的空間甚至保留了過去建築所留下，珍貴的一磚一瓦。這間由超過

五十年的老房子改建而成，結合了藝文展演、咖啡輕食與社區營造的「老家藝文生活空間」（以

下簡稱老家），便是由陳鵬文以及其他五位團隊成員，於二○一三年時一起共同打造的心血。

老家藝文生活空間溫馨舒適的木造建築外觀。（圖片來源／許雅筑攝）

 

人　是最美的風景人　是最美的風景

「房子和人之間有個很重要的關係，就是情分。」──陳鵬文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電影所的陳鵬文，戴著一副文青的圓框眼鏡，因服役關係理了一顆俐落的平

頭，言談中有神的目光帶著沉著的口吻，可以看出陳鵬文對於老家理念上的堅持。老家和一般的

咖啡廳不同，少了現代都會的氛圍，樸實懷舊的風格更是讓每一位顧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老

家，屬於每一個人的家。」便是它一直以來承載的經營理念。

三年前，這幢閒置二十多年本打算拆除的老房子，陳鵬文因著對家鄉的眷戀，以及對台灣在地人

民的「情分」，讓他暫緩了出國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的念頭，全心投入經營老家。面對當時的抉

擇，陳鵬文也坦言會有疑慮，面對這麼好的機會，卻眼睜睜看著它從手中消逝，但他也因此發現

了一件有趣的事：「當你找到一個你熱愛的，或你想要協助，或服務的人事物的時候，你會產生

很多能力和創意，本來看起來不怎麼樣的資源，它會吸引或是創造出很多你想像不到的價值。」

對陳鵬文來說，回苗栗有一個很大的關鍵，便是對人的「情分」，不僅是對於家人，朋友乃至於

台灣生活文化裡面的人，對他而言都很重要。

老家藝文生活空間創辦人陳鵬文，沉著地口吻述說著他對老家的堅持。

（圖片來源／許雅筑攝）

面對外界可能對於他放棄出國工作的機會感到可惜，陳鵬文卻意志堅定地表示：「我不覺得我是

放棄，我只是先做我覺得很重要的事。」積極把握當下的每一刻，現在沒有完成的夢想不代表之

後不會去實現，對他來說這或許正是人生中的一個蹲點，為了下一個起跳點而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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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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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人生哲學電影中的人生哲學

雖然在他人眼中陳鵬文可能走上了人生短暫的岔路，但談及電影對於陳鵬文的影響，他眉目間流

露出肯定的神情。一部電影的完整呈現，當中融合了許多元素，陳鵬文認為「人」對於咖啡廳來

說很重要，面對形形色色的顧客如同面對電影中的不同角色，有著不一樣的喜怒與需求。除了要

有能力看出他們的需求外，他也坦言：「懂得看人和欣賞人這件事情很重要。」電影至少教會他

這件事情。除此之外，懂得表演也是一門學問，對陳鵬文來說，表演是一種有意境且經過醞釀後

的表達，相較於以往過於直接的表達方式，換句話說的表演呈現往往有異想不到的效果。這也是

陳鵬文在帶領工作人員要如何與顧客互動中的重要選材。而電影中亦包含氛圍場景的營造，小至

布置一個空間的燈光大到整體感覺的呈現，選材於電影的範圍極廣，用以營造出「老家，屬於每

一個人的家。」的溫馨氛圍。

早在陳鵬文就讀輔仁大學資管系時期便籌組拍片團隊「我們的工作室」，開始音樂影像及電影短

片等作品創作。二○○八年暑假時，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風災，嚴重的災情隨著媒體的報導在

全台拓展開來，對孩子們來說本該歡樂的暑假就此變了調。面對南部嚴重的災情，陳鵬文便和幾

位朋友發起了「心跳計畫」，起初藉由網路上募集照片給予受災戶鼓勵，隨著來信投入災區幫忙

的志工數增多，團隊決定整合資源。當時陳鵬文於苗栗擔任講師，教導國小資優生電影課程，現

有教材加上團隊成員中的辦活動經驗，促成他們南下屏東展開長達一年半的計畫。從與孩子們的

互動中也讓許多老師、家長獲得鼓勵並感受到台灣在面對天災時，大家仍是團結的。

心跳計畫小朋友與志工開心合影。（圖片來源／心跳計畫臉書）

 

教育與藝文推廣落實教育與藝文推廣落實

過去幾年，陳鵬文致力於教育及藝文活動的推廣，對於家鄉苗栗的在地藝文教育，更有著一股說

不出的熱忱。為此老家也規畫出一區的小展間，提供一個舞台空間，給有興趣分享的創作者得以

進來策展，團隊亦會邀請在地與外地優質的創作者深入苗栗，「讓在地文化能被看見，也讓外地

文化能走進來。」作品展覽從攝影、平面繪畫、藍染、油畫到花藝展等十分多樣。然而若讓老家

空間以教室或藝廊的形式出現，對於未深諳藝術文化的居民而言，僅會徒增他們的距離感，有鑑

於此，老家團隊將「看展覽、學藝術」做了另類轉換，加上平日再熟悉不過的廚房與吧台，以喝

咖啡「順便」看展覽的新型式呈現，讓認識教育、藝術與文化不再需要以如此嚴肅的方式看待。

喝著咖啡沉浸於音樂的同時，也能欣賞一旁展間的畫作。

對於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陳鵬文有著獨到的見解，「文化是以一種讓人感到舒服舒適的方式呈

現，讓你自然而然養成一種生活的習慣。」面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童，在這種文化氛圍的長期薰陶

下，長久下來便自然地具有該文化氣息。因此老家不再只是單純的咖啡廳或藝廊，而是定調為

「老家生活藝術空間」，讓不被過度束縛的老家，更能結合在地的想像而與人產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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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宅交易案　選情生變數軍宅交易案　選情生變數

二〇一六大選前，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
受軍宅一案，究竟是對還是錯？

再造技職教育第二春再造技職教育第二春

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工程已行至中程，目標是
減少學用落差，培養畢業及就業的能力。

老家藝文生活空間會不定期舉辦電影分享會。（圖片來源／老家臉書）

 

輕鬆方式　樂活過生活輕鬆方式　樂活過生活

談及經營老家前後最大的改變，陳鵬文笑著道：「比較懂得用輕鬆的方法過生活、享受生活。」

以往陳鵬文做很多事情時，總是追求箇中原因、意義，才肯著手進行，禁不起失敗使做起事來礙

手礙腳、包袱亦不少，然而在經營老家後，從團隊、顧客的身上學到了「生活要輕鬆地過；事業

要輕鬆地做；理想與理念要輕鬆地保持很重要」，以所有事情都很圓滿的立場，放下所謂的好與

壞、成功與失敗的想法後，便能輕鬆看待一切。

秉持著對家鄉及情分上的眷戀，讓陳鵬文以及其他返鄉年輕人決定創造出不一樣的人生價值。爺

爺的老屋子延續了它的生命，屋裡的咖啡、輕食和人文藝術也活絡了家鄉。然而陳鵬文並未因此

駐足不前，面對家鄉新的需求出現，未來也會持續增加可以讓民眾接觸藝文、生命教育、文化教

育的空間，讓民眾更認識苗栗這塊土地的同時也能洋溢著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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