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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繫紅絲線　縫合文化隙裂

2016-04-24  記者 唐宜嘉 報導

橘黃色的燈光自紅絲線獨立書店的透明玻璃窗灑落，窗面上以白板筆書寫的詩句，隨著書店老闆

林虹汝的心境變換，在溫暖的微光下訴說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這裡是城中街，過去彰化最為繁

華的舊城區中心，然而今日卻面臨了沒落與人口外移的困境。

三十二歲的林虹汝，離開家鄉十年後，選擇再次回到這座城市的文化核心，期望以這間滿溢台灣

文學與鄉土情感的書店，翻開彰化鄉土文化與閱讀文學的新頁，重新找回人與人、人與文學、人

與土地以及人與自己的連結。

紅絲線text apartment獨立書店的玻璃窗面上，以白板筆書寫著詩句。

（圖片來源／唐宜嘉攝）

回歸家鄉回歸家鄉　　打造獨立書店打造獨立書店

「回到彰化後，我發現自己找回了生命的脈絡，不僅變得年輕、充滿活力，也更加快樂。」

信仰著文字力量的林虹汝，高中畢業後選擇就讀台灣大學中文系，而後也在台北從事與文字相關

的工作，擔任過出版社編輯、廣告文案與遊戲企劃。從十八歲到二十八歲，她在異鄉闖蕩十年，

心中雖然秉持著存夠錢就回家鄉的想法，卻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然而，日本一場震撼世人的三一

一強震，使她頓然明白生命的無常與親情的可貴。於是她才真正下定了決心，揮別台北的一切，

帶著初心及在外地習得的知識與能力，回到這塊土地重新開始，再次找尋有限生命裡能為家鄉做

的事。

回到彰化後，她先在工作機會較多的台中從事文字編輯的工作，而後改以接案的方式成為自由工

作者。從那時開始，林虹汝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重新深入認識這塊土地，她接觸了許多彰化的在地

組織，包含了半線新生會、鹿港囝仔、喚醒彰化青年等。其中，在參與賴和文教基金會的志工培

訓過程裡，她開啟了對在地歷史的一扇窗，並真正認識了彰化全方位的文學與文化。

林虹汝帶著一顆愛著彰化這片土地的心，談論著書店的願景。（圖片來源／唐宜嘉攝）

「這些關於家鄉的事本應是成長的過程中就該了解與接觸的，只是我遲了點，現在才回過頭來找

尋文化與歷史的脈絡。然而，在我尋根的過程裡，卻被身邊的人視為是不正常的一部份，甚至是

反動份子，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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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胡浣莊胡浣莊

本期共有二十九篇稿

件，以文字與照片為

主，動畫四篇、新聞

圖表四篇、影像三

篇、廣播二篇、照片故事五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許馨仁許馨仁

我是許馨仁，台北

人。 鼻子過敏，很
愛喝開水，食量很

大，很杞人憂天，但

看待事情很理性。 是最不像雙魚
的雙魚座。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薛如真薛如真

我是薛如真，粉紅與

夢幻狂熱者。 生性
吵鬧卻又喜歡獨處，

好懂又極好相處的一

個雙魚座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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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林虹汝開始著手文化認同感的問題，她紀錄與調查了彰化各鄉鎮的老書局、閒置空間，期

望能集結學生與書店老闆們的想法，撮合有資金與資源的人，以書與活動策劃短期展覽，再一次

點燃彰化的文化火苗。在思考與尋找的過程裡，她漸漸地衍生出設立獨立書店的想法。「每一本

書，都是一個時空膠囊，藉著文字的力量，跨越了時間的限制，傳承給更多的人，台灣文學是書

店的緣起，更是主軸。」她希望能將自己在台灣文學裡得到的養分和力量傳遞給更多人，讓在書

店裡接觸到這些書的朋友，也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

 

注入地方生命力的紅絲線注入地方生命力的紅絲線  

在籌備的初期，林虹汝以城中閱讀基地作為書店代號進行規劃與擺設，不僅因為地點在城中街，

更因為這裡是彰化舊城區的心臟位置，是一個真真正正在城正中央的書店。在開設書店的過程

裡，林虹汝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不管是屋主、房仲、鄰居還是裝潢師傅，所有人都幫助了這間

書店的籌備，每一段緣分在冥冥之中互相串連在一起，最終促成了這間書店的誕生，因此她決定

以緣分作為書店的名字。

「『text』的字根來自西班牙，是編織的意思，當文學串聯在一起便能編織成我想做的事，於是

我將text apartment 作為書店的英文名字；而我的腦海裡也因為編織產生了緣分的紅絲線串

連、編織以及修復的意象，於是取名為紅絲線。」林虹汝希望書店能成為彰化的一條血管，為這

座城市注入血液、生命力，而文字就如同創作者編織出一條條線段，它連結了人、土地和歷史。

她以紅絲線text apartment作為平台，期望為彰化創造更多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流的機會，牽起

更多的緣分。

書店裡擺放了復古的縫紉機，象徵了紅絲線與編織意象。（圖片來源／唐宜嘉攝）

整間書店有三層樓，一樓販售書籍，也提供讀者自由讀書，而書店的二樓目前還處於未完成狀

態。林虹汝希望在二樓營造閱讀角落氛圍，讓想讀書的人進來、找一個隱密的角落、一盞燈、一

張桌、一把椅，使人與人在同一個空間，卻能不被彼此打擾，安心地閱讀。三樓則作為辦活動與

外租的空間。由於資金與人力的有限，林虹汝尚需要一段時間來籌備，為了完成心中理想的書

店，她希望不假他人之手，全心全意用自身的生命脈絡與零魂將自己對書店的想像一點一滴的具

體化。

書店成立後，林虹汝開始思考紅絲線的定位是什麼，同樣是書店，也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模式，她

應該提供什麼樣獨特的價值觀給人們呢？於是，她給了書店三個定位，第一是將書店作為彰化的

眼睛，離開十年後重新回到家鄉，她發現不管是自己還是外地人，都會帶著「城對鄉」的角度去

看彰化。然而，真正在彰化生活的人們卻是以另一個角度去看待這塊土地的。因此，她希望外地

人與在地人都能夠再一次透過書店這雙眼，去看到不一樣的彰化；第二是作為行動的基地，現今

越來越多人投入公共領域的事務，許多行動、組織都需要一個可以聚集的地點，她想要帶給這些

有志之士一個安心的空間；第三則是期待這間書店可以成為一個醫館，讓這些文學作品醫療人們

的心，修復人與地的靈魂。「在這間書店裡可以發生好幾層的意義，不光是賣書、推廣閱讀，更

是透過閱讀、文學去呼應當代的文化問題。」林虹汝想傳達的不單只有閱讀這件事，更有著對

人、土地、文學的全方位關懷。

書店的選書特色有三個主要的方向，其一是不可或缺也是書店主軸的台灣文學，其二是女性書

寫。在林虹汝成長與創業的經歷裡，她深刻感受到社會存在著許多對女性不友善的觀念，而彰化

地區也缺少對性別議題的探討，因此書店裡也會特別推廣與女性、慾望、同志等相關書籍。第三

則是社會思想類的書籍，有關城鄉差距、社會主義等議題。她認為書店作為一個行動的基地，也

應該要提供人們養分，在起身改變與行動之虞，去反思自身的想法。書店每週也有不同主題的讀

書會，並不定期舉辦新書發表會，書籍內容也會與活動有所連結，不斷的改變與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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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浪　咖啡　中途之家浪浪　咖啡　中途之家

一家結合中途之家的咖啡廳，讓愛不再流浪。

巨型流浪犬　脆弱心靈巨型流浪犬　脆弱心靈

毛小孩幸福聯盟協會位於成立於二〇一三年，
專門收養巨型流浪犬。

書店裡的每個角落都提供了一盞燈、一張椅給讀書的人們一個安靜閒適的閱讀空間。

（圖片來源／唐宜嘉攝）

「彰化的問題是整個大環境與產業結構下的困境，雖然我沒有辦法馬上讓它有什麼改變，但是至

少希望讓下一代能明白正有人在努力改變彰化。希望我的孩子出生與成長時，可以不用再經歷一

次我這一代的回鄉煩惱與困境。即使書店現在並不賺錢，貸款也還還不清，但只要是為了下一

代，就算再辛苦也值得。」林虹汝希望藉著紅絲線書店，能讓自己順利地在彰化生活並成立家

庭，也為這座城市帶來循序漸進的改變。她認為，一個地方的文化養分都是經由世代累積而來

的，包括她自己所得到的知識、訊息、養分也都歸功於過往的人們傳承與保存的文學作品與文化

歷史，也因為如此她才能得到足夠的勇氣去實踐設立獨立書店這件事。

 

改變城市改變城市   連結人與土地連結人與土地  

現今的彰化面臨了歷史文化傳承與推廣的困難，地方青年也難以洄游到這塊土地，工作機會與鄉

土認同感的缺乏使這座城市越來越沒落。林虹汝認為，彰化就像是個歷經風霜後卻失憶的女子，

她曾經有過風華絕代的時期，她曾經孕育許多偉人，她也曾經在歷史中受盡委屈。然而，這些在

她得了失憶症後，都想不起來了，以至於現在的彰化人也失去了關於這位女子的記憶。她感慨地

說道：「希望我的書店能看到彰化活起來的那天。」彰化在她心中，是一片很值得灌溉的文化土

壤，需要在地的青年們回到家鄉種植更多東西，這塊土地才能夠開出更多的花朵。

「很多的迷惘、受傷都來自於斷裂，原本該連結在一起的文化脈絡都被歷史裡的複雜性與教育制

度給切斷了，於是我們失去了這些連結。我可以做的事僅僅是去修復，慢慢地將它連結上去。」

林虹汝在城區最中央的紅絲線書店裡，默默地灌溉耕耘著，盼望能改變這塊土地，讓更多人找回

與家鄉的連結，回到這裡，並再次出發。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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