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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習 物修惜 在⽊匠的家開展新⽣命 
2017-01-12  記者 黃于佳 報導 

  在這個⾸重追求經濟的時代，事事皆以經濟價值判斷。⼈⼈從⼩培養各式能⼒，希望進入社

會時有⼀個漂亮的履歷，能夠在就業競爭中脫穎⽽出。公司⼯廠在製造商品時，優先考慮銷售

額、利潤，於是⼀個商品的背後充滿精密的計算，更因成本和效率的考量，⾜跡踏遍全世界。但

「⽊匠的家」卻完全不⽤這樣的思維經營，甚⾄希望改變這樣的世界。

⼈休習：社區咖啡館 物修惜：⼆⼿商店

  ⽊匠的家關懷協會位於桃園市中壢區，主要經營社區咖啡館和⼆⼿商店。六位教會的朋友為

了給中壢的年輕⼈⼀個好的休閒空間，於⻄元1999年成立了「⽊匠的家社區咖啡館」。這裡不但

免費提供飲料，還有⼀週四天的free talk時間，宣教⼠和國際志⼯們會到咖啡館和參與者⽤英語

聊天。⼤家來⾃各⾏各業，有時相互交流⽣活點滴，有時根據當天的主題討論。「⽊匠的家」希

望平常在撞球館、網咖的年輕⼈可以換個地⽅到咖啡館來，擁有不⼀樣的休閒活動。雖然初衷是

希望改變年輕⼈的休閒習慣，但如今參與的⼈各個年齡層、各種職業都有，組成非常多元。

  因為社區咖啡館的⽤具都是由⺠眾捐贈，但居⺠熱情使得捐贈的量超出社區咖啡館的需求，

因此⽊匠的家決定成立了⼆⼿商店，將多餘的物品⽤實惠的價格賣出，不但讓顧客省下開銷，也

減少資源浪費。 隨著捐贈的物品越來越多，⽊匠的家空間也逐漸擴⼤。如今⽊匠的家除了社區咖

啡館和⼆⼿店的店⾯以外，還擴增了⼆⼿家具館、存放⼆⼿物品的倉庫和修惜站（和桃園市環保

局合作）。甚⾄利⽤⼆⼿店的家具成立背包⼩站，提供志⼯打⼯換宿的歇腳處。

⽊匠的家咖啡館free talk(古⽵君/攝)

以⼈為本的⼯作環境

  「⽊匠的家」的員⼯⼤多由勞動部中壢就業服務站媒合，這些夥伴或許因為年齡、或許因為

⾝⼼理的障礙，讓他們就業時屢屢碰壁。過去應徵的公司會介意他們的條件，並因此拒絕雇⽤他

們，但「⽊匠的家」會從這些夥伴們⾝上看⾒他們的能⼒，並安排給他們適合的位置。他們在

「⽊匠的家」終於發揮所⻑，得到⼀份⼯作。

  電器維修師傅吳朝煌過去因視⼒問題就業困難，⼀開始到⽊匠的家從事清潔⼯作，偶然的修

好⼀⽀電風扇之後，店裡有需要修理的東⻄都會找吳朝煌。不到⼀個⽉時間，吳朝煌就得到信

任，⽊匠的家所有的電器都交由他處理，後來還開了⼀間⼯作室。故障的電器經過他的巧⼿，就

⼜可以搬上⼆⼿上店的貨架販售。他提到：「⽊匠的家這裡所有的⼯作都可以去嘗試，讓你找到

適合的⼯作。這裡的⼯作不是呆板的，是協調、合作的關係。」

  「⽊匠的家」不會只把員⼯們當作⼀份⽣產⼒，⽽是像對待家⼈、對待朋友⼀般，透過相處

來培養⼀段關係。曾經當過幼稚園園⻑的劉修榮，在⾯對⾝⼼障礙和智能遲緩的員⼯時，不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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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也更能體會教育的重要性，他如此說道：「每⼀個⼈不⼀樣，要因材施教，⽤同樣的⽅

法管理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要幫助別⼈做⼀件事情，只有教育、再教育、再教育。」

  

⽊匠的家電器修理部的吳朝煌師傅(古⽵君/攝)

公益⾏動與社區關懷

  除了社區咖啡館和⼆⼿店的業務，「⽊匠的家」也與桃園市社會局合作，招募志⼯進⾏公益

⾏動，例如為地⽅獨居老⼈油漆、修繕等。這些志⼯有些是國⾼中⽣、有些是⼤學志願服務的學

⽣，還有的是退休的社會⼈⼠。

  「⽊匠的家」不但⻑期雇⽤就業困難的員⼯，也提供特殊學⽣來實習的機會、為⾼關懷家庭

⼩學⽣課後輔導等。更有定期舉辦活動，和社區互動頻繁，例如⺟親節時會提供社區居⺠免費的

⼩型家電⽤品修繕，也曾和骨牌協會合作舉辦快樂兒童節。

⼆⼿衣物變⾝環保時尚

  「⽊匠的家」深耕中壢近⼆⼗年，是居⺠幾乎都知道的⼆⼿商店，因此接收到很多⼆⼿物資

源。其中，衣服是最多⼈提供的。許多⺠眾帶著⼤包⼩包的衣物前來，但其實像是起⽑球的襪

⼦、缺鈕扣的襯衫，都是不能進入⼆⼿商店販售的。⼆⼿店需要的不是⺠眾不需要的衣服，⽽是

⺠眾不需要但還有利⽤價值的商品。「⽊匠的家」並不是在回收勉強可使⽤的資源給物資匱乏的

⼈湊合，⽽是為製造出來卻沒被發揮效⽤的商品尋覓新的使⽤機會、和需要它的⼈相遇。

  在台灣購買⼆⼿衣物的風氣並不盛⾏，捐贈的⼈多，購買的⼈少。

  設計師李亞俐曾在澳洲學習時尚設計，對道德時尚很有興趣。在澳洲，⼆⼿衣物店和其他時

尚的成衣店⼀樣，非常具有設計感，不像台灣比較偏向「資源再利⽤」的概念。

  李亞俐在澳洲時查詢了台灣的近況，發現道德時尚的概念在台灣並不普及，在搜尋的過程中

發現「⽊匠的家」⼆⼿商店。他認為「⽊匠的家」既有⼆⼿物資源、⼜有志⼯資源，是非常有潛

⼒發展環保時尚的地⽅。於是開始聯絡「⽊匠的家」，最後成功加入「⽊匠的家」，成立了⼆⼿

時尚館。⼆⼿時尚館的布料、⽤具、材料都是⼆⼿的，⼆⼿衣物經由李亞俐重新改造，便有了新

的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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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頸⼜豪邁 ⽊匠的家創辦⼈

兼總幹事 劉修榮

⼩檔案：灌⾏農法與友善耕作

 

⽊匠的家⼆⼿衣物倉庫⼀隅(古⽵君/攝)

不只創造新價值 更創造新的價值觀

  初踏入「⽊匠的家」，覺得是⼀家溫馨、樸實的社區咖啡廳兼⼆⼿商店。經採訪、參觀之

後，發現「⽊匠的家」遠不⽌於此。對外，「⽊匠的家」提供了免費的交流空間、社區關懷服

務、⼆⼿資源的利⽤；對內，「⽊匠的家」夥伴間也相互協調、扶持彼此的成⻑。

  ⼆⼿商店不僅是販售捐贈物，⽽是在⽣產過剩的時代試圖改變⼤眾的消費習慣；社區咖啡館

不但提供良好的休閒，也幫助⾼關懷家庭的孩⼦課業輔導；商店和⽊⼯、電器⼯作室特別提供弱

勢的⼈們就業、實習的機會。「⽊匠的家」和⼀般公司、組織不同，不只是看經濟效益，更關注

在「⼈」與「環境」的⾯相，並且勇於嘗試新的點⼦、作對的事情。我想，這就是「⽊匠的家」

能從社區咖啡廳發展到如此規模，並且有這麼多⾯向發展的原因。

 

延伸閱讀：

硬頸⼜豪邁 ⽊匠的家創辦⼈兼總幹事 劉修榮

⼩檔案：道德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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