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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老家藝文空間 屬於每個⼈的家 
2017-01-12  記者 陳欣慈 報導 

  初次造訪苗栗市的旅⼈，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就像在宮崎駿電影「龍貓」裡出現的場景般，

是個寧靜祥和的樸實⼩鎮。若不是三年多前⽗親傳來老屋翻修的消息，那棟老屋對陳鵬文兄妹⽽

⾔仍只是個封存在時光⻑廊的兒時記憶。當時陳鵬文在電影創作上受到知名導演賞識，獲得海外

發展的機會; ⽽妹妹陳怡如正就讀藝術研究所，她的作品得到⾼度肯定。然⽽，⽗親傳來的照片

喚醒兄妹倆對老房⼦的眷戀之情，在⾯臨未來抉擇的⼗字路⼝，⼼中陷入掙扎是否要放棄已⼩有

成就的外地城市發展機會，回鄉搶救漸趨凋零的老房⼦。整修過程期間，因為房屋修繕⼯⼈的⼀

句話：「這終究只是你的家」，讓陳鵬文決定要讓改建後的苗栗老家藝文空間（以下簡稱老

家），屬於每個⼈的家，成為⼈⼈都可以接近的複合式咖啡藝 文展演空間。這棟隱⾝在巷弄間的

老房⼦，在⼀群年輕⼈巧⼿改裝之後換上新的靈魂，訴說著屬於每⼀個⼈的故事。                      

 

                                   苗栗老家藝文空間（陳鵬文/提供）

客家⼈＝作客的⼈都當成家⼈

  對於客家文化，陳鵬文不認同官⽅「保存」客家文化的⼿法。當政府訂立政策保護時，就已

經扼殺萌芽的機會了。他說：「不能⼀直回去談五百年前的種⼦，讓客家文化留下來最好的⽅式

就是讓它活著，轉換成各種形式，⽣命透過文化詮釋的創意，展現⽣命的各種可能。」文化是⼈

們在不同時期為了因應環境所發展出的⽣活⽅式，因此他認為客家的未來不是留在歷史，⽽是從

歷史出⾛到⽇常⽣活中。讓客家單純回到語⾔，欣賞語⾔中的美感與創意。

  陳鵬文對客家有⼀番新詮釋，他認為將「作客的⼈都當成家⼈」就是客家⼈的精神。陳鵬文

抱持著眾⽣平等的理念，認為要平等地對待每個⼈。他希望來到老家的客⼈都能感受到回家的感

覺。當⼀進⾨時，都可以看到老家吧檯的⼯作⼈員熱情地綻放真切的笑容歡迎每個⼈的到來，遇

到熟識的客⼈還會⽤客語話家常、「打嘴⿎」。也因此這邊儼然像個社區活動中⼼，在地⼈喜歡

來這邊感受家的溫暖，老⼈家光顧時也感受到濃濃的關懷。如今社區的在地⼈與老家的關係更加

不同了。

  對於家庭主婦許麗娟⽽⾔，這裡是她認識朋友的好地⽅，「我很喜歡帶朋友來這邊，在外⾯

的咖啡廳與朋友聊天都變得很拘謹，但來到老家可以很放鬆地做⾃⼰。」⽽⻑期在外地唸書的⼤

學⽣吳蕙君則說：「我很喜歡來老家！每次來老家都有不同的感受和體會。⽽且老家不定時有新

活動都會po在臉書粉專上，若是有回家就會邀請朋友⼀起來參與，因為老家舉辦的活動都有⼀定

的品質。」凸顯出在地⼈對老家的⾼度肯定。

 

老家⼈的夢想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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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麵攤老闆晚上⾛進店裡表達在老家精緻的吧台烹煮麵食的願望; 也有郵差古哥下班後

跑到老家，希望能享⽤熱騰騰的主食，「就算是太空包也好啦！」郵差古哥殷切地盼望。為了滿

⾜不同⼈的需求，老家除了平常提供飲品、點⼼之外，夜晚搖⾝⼀變，成了龍貓⼩鎮版的「深夜

食堂」，享受共食過程的美好滋味，也可認識新朋友互相交流。發展⾄今為了因應在地⼈的需

求，老家⼜有新點⼦，他們邀請苗栗客庄米食達⼈詹媽媽開班授課，許多當地媽媽熱烈捧場，不

僅能夠拓展⽣活圈，也能在製作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帶回家跟家⼈、朋友們分享時得到的讚美也

讓前來學習的媽媽們更有⾃信。舉凡桂圓米糕、芋頭粿、艾草粄、油飯、粽⼦等等傳統客家米食

都難不倒她們，有些媽媽製作的⾼⽔準米食還可獲得在老家咖啡廳販售的榮耀，透過⼝碑相傳，

有些客⼈來到老家會指定點單媽媽們親⼿製作的米食呢。 

                              參與老家米食課的媽媽們（陳鵬文/提供）

嘗試拓展多元觸⾓

  創辦⼈陳鵬文認為讓老家⻑久經營下去需透過經營「產業」的⽅式來運作。想達成服務更多

⼈的理想，也須具備現實運作的能⼒。這正符合社會企業的定義，具備社會關懷，並透過商業模

式解決社會問題，促進更多正⾯循環與外部效益。老家主要以賣咖啡、輕食作為收入來源，⽀撐

藝文空間及其他公益活動的⻑期營運。同時，也在拓展觸⾓，期望能服務更多⼈，例如與苗栗市

立圖書館合作，舉辦徒步⼩旅⾏，帶領國⼩學童⼀起到社區尋寶，挖掘出被遺忘的巷弄文化。也

與觀樹教育基⾦會、銅鑼中興國⼩合作，規劃⼀系列課程推動食農教育，帶領學童與消費者認識

⼟地到食物端上餐桌的過程。另外，也在貓裏客家學院舉辦星空野餐與已故攝影家邱德雲「風吹

⽇炙」⼤型攝影裝置藝術展，在星點閃爍的夜空下⼤⼩朋友們⿑聚⼀堂，品嚐在地食材的好味

道，傾聽策展⼈訴說著策展歷程，與邱德雲從前不畏風吹⽇炙，捕捉被歲⽉遺忘的古老農具們之

⾝影。不僅如此，老家嘗試拓展合作⾯向，與以立國際志⼯以及誠品文教基⾦會合作，為偏鄉打

造書櫃、說故事等活動，帶進外部資源以提 升偏鄉閱讀風氣。老家也提供舞台讓懷抱夢想的藝術

家在此舉辦⼩型藝術作品展、室內⾳樂會、文藝發表或活動成發等等，與眾⼈分享藝術之樂。

  創立老家的⼀群年輕⼈在經營咖啡廳之餘仍不忘對藝術的熱愛。程奕祥、陳怡如、陳薏如和

陳鵬文共同成立⾏深⼯作室，命名深具禪意。「⾏」代表運作展現，「深」代表本具含藏，透過

活動，具體展現老家的精神，對待每個⼈都像家⼈⼀般。他們結合食農教育、藝術創作、電影創

作，認為「⼈⼈都是藝術家」，每個⼈都可以參與創作，展現每個⼈⽣命本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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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舉辦苗栗市徒步⼩旅⾏，創辦⼈陳鵬文帶領國⼩學童認識苗栗（陳欣慈/攝）

老家，成為每個⼈的家

  問及老家吸引⼈的原因，⾝為藝術創作者與老家⻑期⽀持者的林芳珍表⽰，認同老家的經營

理念，也肯定老家團隊⼀直努⼒成⻑，並與在地藝文、教育環境良性互動的⽅式。「苗栗是個純

樸的⼭城，過去的歲⽉裡，並沒有ㄧ個咖啡館⽤這種經營模式來營業，所以老家的存在⾃然⽽然

就讓我這種屬性的客⼈有再度造訪或ㄧ再造訪的理由和吸引⼒了。」對於老家未來的發展，她認

為「年輕和熱情是老家團隊的最⼤條件，加上對苗栗這個故鄉的關懷熱忱，我想只要秉持如此的

態度就有更多的可能。當然⼈⼒也是養成的重要條件之⼀。如果這樣返鄉經營⾃⼰故鄉的理念可

以感動或吸引更多年輕⼈的投入，⼈才越多，那老家能成就的事就⾃然多了。」

  不僅對於⽀持者，在老家⼯作也是⼀種收穫。老家員⼯林婉羚表⽰：「服務業也可以有溫

度！」相較於前⼀份⼯作，她喜歡在這邊⼯作的氛圍，夥伴之間的關係不像同事，反⽽比較像家

⼈。同時她感受到在這裡店員與客⼈的關係比較緊密，像朋友⼜像家⼈。團隊夥伴們對於老家的

未來深具信⼼，他們希望老家繼續保有單純的⼼，成為⼀個「圓⼼」，讓這個圓範圍越來越⼤並

擴⼤影響⼒，能夠服務更多⼈，讓來到老家的⼈都能感受到「老家，屬於每⼀個⼈的家」的初

衷。

       在貓裡客家學院舉辦星空野餐與邱德雲攝影展策展⼈分享會（陳欣慈/攝） 

 

延伸閱讀：

⼀位老家實習⽣的獨⽩

⼩檔案：老家藝文空間創辦⼈ 陳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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