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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峽看⽢樂文創：深耕在地的社會企業 
2017-01-10  記者 林之綠 報導 

  「⼤家⼀⼈拿⼀副袋⼦和夾⼦，就可以出發去淨溪囉！記得三點半回來集合喔。」位於新北

市三峽河河畔的⽢樂文創，訂定每個⽉的第⼆個星期⽇為淨溪⽇，和三峽當地清潔隊合作，將每

個⽉撿拾起的垃圾堆放在約定好的場所，將清理三峽河畔變成每個⽉的例⾏活動。沿著河堤望

去，從成群結隊的國⼩⼩朋友，到路過的觀光客，⼤家都⾃然⽽然成為淨溪的⼀員，這背後的動

員，⽢樂文創居功不⼩。⽢樂文創在三峽地區⻑期經營多年，在地⽅扎根深厚，採多⾓化經營，

致⼒於發展特⾊文創、陪伴弱勢學童及改善當地環境。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能有這樣的凝聚⼒

量？本篇報導，將從⼯作夥伴、合作⼈與在地居⺠等⾓度來了解這個社會企業。

 

採訪當天（2016/12/11）正好是淨溪⽇，⼀群⼤⼩朋友拿著⼯具就在河畔淨溪⼀個下午。

（林之綠/攝）

扎根地⽅ 多元經營

  ⽢樂文創座落於三峽河畔的⼀間重新改造的老宅，⼩巧露天庭院被翠綠的植物包圍，經過的

⼈們都會忍不住探頭想更進⼀步認識這間特殊的⼩建築，在這裡，⼈們可以享⽤精緻的餐點，也

能欣賞當地文創產品或是合作藝術家的展覽；有時這個空間⼜搖⾝⼀變成為⼀個舞台，分享美好

的⾳樂或表演；⽽庭院的三⼝染缸，還可以讓⼈們體驗三峽當地著名的藍染技藝——這些都是⽢

樂文創的⼯作內容，以各種⽅式與⾯向，⼀點⼀滴的將三峽的美好，滲透到每⼀位來訪的⼈們⼼

中。

 

⽢樂文創的外觀，悠閒的氣氛吸引許多路⼈。（林之綠/攝）

  ⽢樂文創的業務範圍多元多樣，團隊分⼯當然不可少，團隊其中⼀員的郭立群表⽰，⽬前⽢

樂文創團隊主要分為三⼤部分，分別為⾏銷業務、設計與旅⾏規劃等三⼤部分，⽽另外，陪伴與

教學弱勢學童的「⼩草書屋」，也有三位老師負責執⾏陪伴、上課、管理與⾏政等⼯作。郭立群

表⽰，⽬前創辦⼈林峻承也有意要逐漸擴⼤⽬前的⼈員編制，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志趣相投的⼯作

夥伴，⼀起投入⽢樂文創的經營與發展。

在⼯作中⽣活 對三峽的堅持

  推文
讚 0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hkp.nctu.edu.tw/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63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9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2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98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02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17
https://hkp.nctu.edu.tw/group/74
https://hkp.nctu.edu.tw/user/599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original_referer=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ref_src=twsrc%5Etfw&text=%E5%BE%9E%E4%B8%89%E5%B3%BD%E7%9C%8B%E7%94%98%E6%A8%82%E6%96%87%E5%89%B5%EF%BC%9A%E6%B7%B1%E8%80%95%E5%9C%A8%E5%9C%B0%E7%9A%84%E7%A4%BE%E6%9C%83%E4%BC%81%E6%A5%AD%C2%A0%C2%A0%E6%96%B0%E5%AE%A2%E5%AE%B6%E4%BA%BA%E7%BE%A4%E5%83%8F&tw_p=tweetbutton&url=https%3A%2F%2Fhkp.nctu.edu.tw%2FHakkaPeople%2Farticle%2F10295%3FissueID%3D637
https://hkp.nctu.edu.tw/files/issue/doc/%E6%BA%90%E8%87%AA%E5%AE%A2%E5%AE%B6%EF%BC%9A%20(2).pdf


  「這是⼯作，也是⽣活，」⽢樂文創成員之⼀郭立群說道，「這就是我現在的⼯作和以前最

⼤的不同吧。」為了更深入和在地議題相關的⼯作，⽽在今年(2016)七⽉加入⽢樂文創團隊，他

認為，⽢樂文創是以整個三峽地區作為單位在經營，⽽非只是在做⼀件事情、⼀種產品或⼀個計

畫，例如⽢樂文創設計的許多三峽⼩旅⾏計畫，或是在⼩草書屋分享給孩⼦們的知識與技能，都

會與地⽅職⼈合作，將文化融入於⽣活⼤⼩事物中，讓整個三峽⽣活圈彼此聯繫起來。

 

⽢樂文創員⼯郭立群帶領著淨溪⼤隊在河畔淨溪。（林之綠/攝）

  在⽢樂文創擔任廚師的林英豪，從⼤⼀起在廚房⼯讀，到了⼤四後轉入正職，成為⽢樂文創

成員已有三年的資歷。他認為許多從事文創產業的組織，常常會不知不覺越來越商業化，導致回

饋社會的資源減少，但他發現老闆林峻承先⽣反⽽是經營越久，投入回饋社會的資源越多，「我

有時候都會覺得『我們很窮！我們很窮！』，擔⼼⽢樂文創會不會哪天會倒，」林英豪⽤搞笑的

⽅式笑著說，「但就不會，還是繼續撐著。」隨著⽢樂文創⼀起成⻑的他，知道每當⽢樂文創賺

取到越多的資源，就會越希望能回饋更多在三峽這塊⼟地上，即使現在還有許多⾯向需要努⼒，

但他相信⽢樂文創始終如⼀的堅持，可以為三峽帶來許多珍貴的轉變。

 

樂觀的⽢樂文創廚師林英豪，很投入在⼯作中。（林之綠/攝）

期許未來建立完整網絡

  ⽬前進駐在⽢樂文創內部，經營三藝⾦⼯銀飾品牌的溫清隆師傅，與⽢樂文創合作⼤約兩年

半，當初因為創辦⼈林峻承的邀約，⽽開辦了三藝⾦⼯⼯作室，不但提供⼯作室的環境，⽢樂文

創更協助他進⾏宣傳與增進提供創作的能量。溫清隆很感謝⾄今⽢樂文創給予他的激勵與幫助，

也期待未來能獨立創建新的⼯作室，並與⽢樂文創保持合作關係，和其他合作的在地職⼈、藝術

家，組成⼀個網絡，甚⾄建立出⼀條三峽職⼈街。

 

溫清隆希望未來能建立⼀個更⼤的⼯作室，讓更多⼈來學習銀飾技藝。（林之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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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們的另⼀個家 ⼩草書屋 ⼩檔案：什麼是禮物經濟？

  與⽢樂文創同位於三峽河畔的Su Fu Café，是⼀間獨具特⾊的⼩咖啡店，店⻑有龍表⽰，⽢

樂文創開業第⼀年便互相認識了，不僅為街坊鄰居關係，他同時也是⼩草書屋的志⼯老師。他發

現⽢樂文創在三峽當地，已帶來許多影響，不管是淨溪、環境整理，或是老街發展等議題，都有

許多⼈開始主動關⼼與⾏動，⽢樂文創就像是⼀個開始滾動雪球的核⼼，吸引越來越多的正向⼒

量加入⾏動。有龍認為，⽢樂文創能有這樣聚集能量的能⼒，成為地⽅重要領導⾓⾊，未來能更

加整合各個⾯向的發展與連結，讓這些與⽢樂文創合作的點與點互相連結成三峽地區的發展網

絡。

 

Su Fu咖啡店⻑有龍先⽣，對於三峽地⽅發展也非常盡⼼盡⼒。（林之綠/攝）

⽢樂之路 蔓蔓三峽

  ⽢樂文創以社會企業的⽅式，⼒圖改善三峽這塊⼟地的整個環境與⼈文，其中最⼤的推進⼒

便是這群對三峽充滿熱忱的⼈們，⾃2010年創立⾄今，更聚集了更多、更⼤的⼒量。⾯對新興社

區的發展與擴張，⽢樂文創要⾯對更多的考驗，⽽這些年以來的努⼒，將會醞釀成眾⼈能量的核

⼼基礎，為未來⽢樂文創為三峽探尋出更深遠的道路，給予最⼤的⽀持與推動。⽢樂文創致⼒於

打造在地關懷系統，讓每位孩⼦獲得豐富教育資源，並進⼀步認識⽣活文化，期待未來孩⼦們成

⻑後能再回饋給社會與下⼀代，即使未來⽢樂文創消失了，這個社區是否能繼續⾃⼰滾動？這是

⽢樂文創的最深的期許，讓現在的弱勢關懷與⼈才培育，成為這個地區⽣⽣不息的正回饋系統，

使未來的三峽，成為⼀個豐富多樣且充滿活⼒的城鎮，文化資源彼此密切連結、孩童快樂學習與

成⻑，在⼀個健康乾淨的環境下愛著⾃⼰的家鄉，也同時讓來訪的⼈們悠遊忘返。

 

延伸閱讀：

孩⼦們的另⼀個家 ⼩草書屋

⼩檔案：⽢樂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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