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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知識的夢想萌芽地 巷弄裡的⽡當⼈文書屋 
2016-12-29  記者 吳哲夫 報導 

  2013年，文化部透過文化創意產業圓夢計畫，對文化創意產業挹注資⾦。當年的220件的申

請中，75件通過，獨立書店共有8件，⽡當⼈文書屋便是其⼀。陳晏華與丈夫Hamu都是愛書⼈，

透過計畫順利獲得了50萬的創業基⾦，以⼈文書刊為主⽡當於是在當年9⽉誕⽣了。獨立書店出

現的浪潮，⾯對的是實體書店衰微的趨勢。⽡當⼈文書屋步步探入社區，試圖在⽵東當地找尋到

⾃⾝定位。 

⽡當⼈文書屋⾨⼝為漂亮顯眼的藍⾊⼤⾨。 

吳哲夫/攝

藏⾝⽵東⼩鎮的⼩⼩書店 夢想⽽⽣的⽡當

  「其實都是巧合的阿。」陳晏華⼩姐提到在⽵東開書店是個意外。新⽵市區房價貴⼜無中意

的地點，公婆家隔壁的房⼦正好要賣，於是毅然決定回到先⽣⾃幼成⻑的家鄉⽵東，作為羅織夢

想之地。⼤學就讀中文系的陳晏華，曾在報社和出版社⼯作。因為⺟親與外婆的離世，得到了有

想要完成的事就去做，活在當下不要事後追悔的體悟。與先⽣Hamu喜歡遊歷各地的特⾊書店，

共同擁有書店夢，原先因現實上收入不穩的考量與⼤環境下實體書業的衰退趨勢⽽退卻，最後在

先⽣的⿎勵之下，成功申請了文化部的文創圓夢計劃，2013年9⽉書店營運⾄今，也歷經了三

年。

  ⽡當⼈文書屋就是陳晏華的書櫃，每⼀本書，都是由她親⾃挑選的。書屋內的書籍以她的個

⼈喜好，⼈文史地類為主軸。⽡當作為獨立書店，陳晏華的期待與經營⽅向⾃然與隨處可⾒、樣

板化的連鎖書店⼤不相同。書屋規模雖⼩，本本書籍卻都是「精選」，有著陳晏華本⼈對書本的

觸覺品味與對書店經營⽅向的堅持，以及⼀般連鎖書店不可能⾒到的滿滿⼈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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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書屋內的書，每⼀本都飽含陳晏華對於書店經營的堅持。 

吳哲夫/攝

理想與現實 ⼩書店⽣存⼤不易

  「挫折就是覺得當地⼈來的比較少，因為當地的⼈老⼈家比較多。」陳晏華提到，⽵東當地

居⺠多為老⼈家或上班族，平常⼤多無閱讀習慣，並不會特別到書店裡，當地還是有熟客，但還

是以新⽵市區、⽵北等外地來的顧客居多。實際沿著⼤林路隨機⾛訪附近居⺠，「不知道開幾

年，我們都各顧各的」（藥局老闆）、「沒進去過，因為對我們無影響所以無感」（雜貨店老

闆）、「不知道⽡當書屋在這裡」（路過的⽵東國中學⽣），許多在地⼈對⽡當並不是很熟悉，

對其存在的感受並非深刻。「不太清楚有什麼活動，每次裡⾯好像都很多⼈，不太敢進去耶。」

⽔族館老闆娘尷尬地擠著回答。當地居⺠可能對書店有⼀定程度興趣，但陌⽣感遙遠感⽽⽣的懼

怕膽怯，使其打消⼀探書店的念頭。

  淡季很⻑，旺季集中於學⽣寒暑假或連續假期是常態。營收的起起落落，正是獨立書店普遍

⾯對的狀況。「⾕底也都已經去過了。」陳晏華笑著說，書店剛開始時前半年，都沒有什麼顧

客，後來才陸陸續續有⼈知道這裡。店內的書籍，也從⼀開始的純文學，慢慢調整，引入了部分

⽣活類型的書與⼀些寄售的文創商品，以利吸引消費購買。書店的第三年，依然在虧損與勉強收

⽀平衡之間擺盪著。「(先⽣)本來就有⼯作，應該不太可能會辭掉。」基於經濟現實的考量，陳

晏華表⽰先⽣暫時還是不會辭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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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牆⾯上來訪名⼈與講者的拍立得留影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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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腳步 堅守書店附加價值

  儘管書店的收入並不豐厚，陳晏華相信經營書店的價值，在於作為⼀個據點在當地推廣閱

讀，甚⾄成為在地文化的聚落。精⼼策畫多元的講座活動，其中⼒邀當地文史⼯作者與創作者暢

談當地客家文化，更在書店狀態逐趨穩定之際，試圖慢慢增加與在地組織的互動，如與蕭如松紀

念館合作，近期將作為⼀個宣傳點與展點。或也積極投入當地的活動，像是搶救林務局宿舍運

動，以及幫忙舉辦⼩農市集，向政府申請計畫補助。

  與在地刊物《逐步東⾏》的合作，也已經到了第三刊。《逐步東⾏》於2014年創刊，由⽵東

國中美術老師彭雅芳帶領學⽣們，利⽤課餘、假期深度記錄⽵東的⼈事物，甚⾄吸引校友投入參

與。開始時陳晏華利⽤⾃⾝在出版業的經驗，幫助《逐步東⾏》團隊向政府申請經費，後來更提

供場地與部分印刷贊助。協助《逐步東⾏》的刊⾏，對於⽵東地區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推廣⼀定程

度的效果。

書店⼀隅，牆上貼有《逐步東⾏》的新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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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社區 串接在地連結⼤願景

  「增加在地連結，是開了(書店)之後才這樣想啦。」陳晏華說道。除了作為在地刊物的協助

者，她近期也積極主動投入刊物的籌畫。「我們有籌辦⼀本刊物—《台三線Style》。它是專⾨探

討台三線周邊的文化、歷史、⼈文。」陳晏華表⽰，書店實際參與了本刊物的製作團隊，刊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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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書店夢 晴耕雨讀⼩書院

誕⽣於同期的文化創意產業圓夢計畫，由曾建
富、洪毓穗夫婦⼀⼿打造的晴耕雨讀⼩書院，
坐落於桃園市的龍潭郊區，與⽡當⼀樣，正邁
入了書店第四年。多次於電視節⽬中受訪，甚
⾄成為桃園市政府特別推廣的特⾊觀光點，
作...

⼩檔案：新招募志⼯平台上線囉！

由團隊⾃⾏出資印⾏，內容已接近完成。待資⾦預算備⿑，明年(2017)就會發刊販售。探討台三

線周邊沿線的同時，⽵東地區的在地客庄文化，亦含括在內。「更希望在地⼈，了解在地。」陳

晏華提到，除了讓外地⼈能了解⽵東的文化，更希望透過此刊物，讓在地⼈，更能深入了解⾃⼰

家鄉的文化。

  談到書店未來的規劃時，陳晏華表⽰，當初創設⽡當，本非以賺錢營利為最⼤⽬標，3年來

的活動都是免費的，希望帶動⽵東的⼈文氣息，不過，「未來會朝向收費制度邁進，這樣才能繼

續經營下去。」為了讓書店活動品質不斷精進並讓⾃⾝理念能夠永續經營，勢必須有更多的營收

以維持營運並再投入。此外，雖然只是尚未成形的想法，陳晏華說道，未來⼆、三年後，希望進

⼀步成立協會，讓在地文化活動的推廣更容易進⾏。屆時，協會將由先⽣負責管理，⽽她則繼續

負責維持書店營運，讓書店成為協會推廣文化的其中⼀個據點。陳晏華的願景中，希冀⽡當能⾛

向「社區企業」的形式，深入社區，在⽵東能深耕下去，並回饋當地，與之共⽣。

  在數位浪潮的衝擊之下，如同台北重慶南路的書店聚落現時早已不⾒往昔風華。實體書店的

⽣存⽇趨艱困，獨立書店必須⾛出⾃⾝的特⾊與定位，才能找到⾃⾝的⽣存空間。作為店名的

「⽡當」，是老房⼦屋簷前，刻有花紋獸紋的圓形⽡片，具有承接雨⽔的重要功能。「也都是靈

光⼀閃，突然想到，蠻符合⼈文的感覺。」陳晏華希望，書屋能如⽡當，承接起知識的雨⽔，守

護與推廣當地⼈文故事，並能帶動當地的閱讀風氣，讓智識與文化的種⼦在⽵東萌芽。

 

延伸閱讀：

也是書店夢 晴耕雨讀⼩書院

⼩檔案：⽡當⼈文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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