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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杯咖啡溫暖社會——陳璽文
黃胤綸 文  

陳璽文畢業於國立清華⼤學電機⼯程學系、國立交通⼤學電⼦研究所，但離開學
校幾年後，他卻決定踏上與所學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了⼀位咖啡廳老闆，為了幫
助別⼈，也是為了⾃⼰不曾認真考慮過的夢想。

陳璽文離開科技業，⽬前為咖啡廳老闆。（圖片來源／黃胤綸攝）

求學⼀路順遂　不忘回饋社會
陳璽文年僅 32 歲，但已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經歷，⾼中時曾代表台灣參加奧林匹
亞物理競賽，接著順利保送⼤學，就讀⼤學時便獲得了三項國際專利。在精進專
業的同時也積極推廣環保，他主動向當時的新⽵市⻑林政則提出企劃，因此發起
了⼀場提倡使⽤環保杯的運動。那時的他憑著⼀股傻勁及執著，直接打電話⾄市
⻑辦公室，分享了⾃⼰的想法後，引起市⻑的關注，隨後在政府協助推動下成功
讓更多⼈關注到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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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期間他投入於多項公益，服務地點不勝枚舉，包含世光教養院、榮⺠之家等
等，另外還成為清⼤坦尚尼亞國際志⼯團隊的第⼀屆成員。在以優秀的學業成績
及多項傑出的表現畢業後，陳璽文立刻被三家科技⼤廠錄取，最後他選擇了進⾏
⾯試時使⽤玻璃杯，⽽非紙杯的公司，開啟三年研發替代役的⽣活。

離開科技園區　接受創業的機緣
28歲那年他毅然決然放棄科技公司百萬年薪的機會，拾起沖泡咖啡的⼯作，實現
了⼗八歲時許下的其中⼀個夢想——做咖啡。

雖說是轉換跑道，但其實在準備創立咖啡廳之前，陳璽文就已擁有15年沖咖啡的
經驗。早⾃⾼中時期他便把握了機會，與來⾃⽇本的師傅私下學習技術，對於這
⽅⾯已有⼀番⼼得，但若不是因為新⽵誠正中學（少年矯正學校）的孩⼦們給予
他⼀個動⼒，這間咖啡廳⼤概也不會存在。

陳璽文畢業進入園區⼯作後，開始在誠正中學擔任導讀志⼯，並陪伴這群接受感
化的⾼中⽣們、帶領他們學習。但近三年後，當時第⼀批由他輔導的孩⼦們正要
準備假釋、回歸社會，這促使著陳璽文開始思考，究竟這些與原本⽣活脫節三年
的孩⼦們真的有辦法融入社會嗎？⾝上被貼著標籤的他們，有辦法讓其他⼈接受
嗎？如果缺乏機會、沒有能⼒就業，是否會陷入惡性循環，有朝⼀⽇⼜將回到這
裡？

因此，陳璽文意識到⾃⼰唯⼀能夠給予他們的，只有做咖啡的技術。2013年，他
開了第⼀家店——井井咖啡廳，讓之前在感化院接受輔導的學⽣們能在這裡⼀邊
培養專⻑、⼀邊賺錢⽣活，最重要的是，試著與社會接軌。直到今⽇，井井咖啡
廳每年仍會幫助剛從感化院出來的孩⼦們，⽬前也有幾位以前的學⽣已有能⼒⾃
⾏開店，陳璽文說：「我訓練他們⼤約⼀兩年以後，就會告訴他們必須離開了。
」他的⽬的是給孩⼦們⼀個⽅向或是跳板，如果沒有⼼思要學，或者是有其他想
做的，陳璽文會⿎勵他們嘗試，也會盡⾃⼰的⼈脈和能⼒幫他們介紹，他的⼼態
很簡單，希望孩⼦們再次回歸社會時，⾄少有⼀個安穩的地⽅。

給客⼈⼀杯咖啡　純淨如伊索比亞
⽣活及⼯作上，陳璽文從豐富的經驗中萃取⾃⼰的⼼得與發現，並試著讓其他⼈
體會。在非洲時他看⾒當地的孩⼦們吃的食物很簡易，但總是⽤燦爛的笑容度過
每⼀天，因此回國後沖泡來⾃伊索比亞及肯亞的咖啡時，他放棄講究多元層次的
⼝感，⽽是執著於保留最純樸獨特的風味，希望能讓品嘗的⼈感受到烘焙的純
粹，就像當地的純淨。

但是想當然⽿，這杯咖啡也曾被客⼈質疑過缺少厚韻，⽽陳璽文堅定的回覆客
⼈：「如果有機會踏上伊索比亞，你會發現，不是每⼀個孩⼦都能擁有後半⽣。
」⾔外之意是，他們可能在無憂無慮、最快樂的青春年華就離開⼈世間了，就像
這杯咖啡的味道⼀樣短暫，結束在剛入⼝的風味，那何必執著於將咖啡豆烘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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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層次、酸、苦和尾韻呢？對他來說，那些過度裝飾的感受是不應存在於這
杯咖啡的。

咖啡廳櫃台擺放了許多瓶瓶罐罐的咖啡豆，瓶蓋上標⽰著風味與產地，客
⼈徵求店員同意後便可打開，感受每種豆⼦獨特的氣息。（圖片來源／黃
胤綸攝）

井井　咖啡廳理想的模樣
陳璽文將這間咖啡廳命名為「井井」的原因，也是源⾃於成為志⼯後的感悟，他
發現越是貧窮⽽偏遠的國家，⼈們間的關係越是緊密，⽽當台灣經濟、科技越趨
進步後，⼈與⼈之間的交流也逐漸減少。因此他將店名取這個「井」字是因為認
為，每個⼈的⼈⽣都是條平⾏線，他希望很多條平⾏線能在這裡有所交集，不論
是因為咖啡、演講或活動。雖然陳璽文原先從沒想過會開立咖啡廳，但井井咖啡
廳⽬前已順利營業五年，同時也陸陸續續擴增了店家，包含在⾺來⻄亞開了咖啡
廳及⼯作室，並且邁向澳洲與⽇本，希望帶領著員⼯培養國際觀、⾛向國際市
場。

除此之外，陳璽文主張購入直接貿易的咖啡豆，只要豆⼦的品質良好，就算來⾃
⼩莊園、數量有限，陳璽文便願意⽤比市場期貨價更⾼的費⽤收購，⽬前正聯合
新⽵多家咖啡廳⼀同採⽤直接貿易，雖然這樣店裡的豆⼦品種會不斷改變且量較
少，導致他的店沒辦法做成連鎖體系，「但只要品質不變，我何必忽視農⺠的⼼
⾎跟他們殺價？」他感慨的說。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平⽇店裡晚上仍有許多⼈相約於店裡喝咖啡、聊天。（圖片來源／黃胤綸
攝）

每段經驗都將匯聚成未來的⼒量
對於創業成功，陳璽文⼼存感激也很謙虛，他認為過去擔任⼯程師也是在做⾃⼰
喜歡的事情，並且從中獲得了不少訓練，與做咖啡不是完全無關。⼯程師的⼯作
讓他學著把事情做得很札實，⾯對錯誤也可以理性的分析，因此現在店裡發⽣問
題時，他會選擇思考哪⼀個環節應該改進，⽽不是去歸咎是誰的責任。

另外，陳璽文認為⾼中、⼤學的志⼯經驗讓他熟悉成熟機構的運作狀況、實際⾏
動的⽅法，以及擴展⾃⼰的⼈脈，最終這些都成了創業時最⼤的資本。他認為普
遍⼤學⽣最缺乏的就是「完整且雙贏企劃」的能⼒，這可以歸因於沒有實地服務
的經驗。因為曾經實地服務，陳璽文從求學時期便了解到，不論是何種類型的團
隊都應當作企業經營，就算僅⾝為志⼯，在⼀邊陪伴弱勢族群的同時，也可能必
須⼀邊與店家、⻑官提出企劃募資、宣傳。他這⼀路上便是學著平衡彼此的利與
弊，盡⼒為⽬標受眾提出最好的對策。

「不要害怕⾃⼰的想法不好，勇敢提出來頂多就是被打槍⽽已嘛。」陳璽文笑著
說，的確，其實每個⼈都知道⼀份成功的企劃，本來就需要經過磨練，如果要執
⾏，更需要多次的討論及妥協，但真正勇於提出企劃的⼈卻很少。也許最後開始
追尋著從沒想過的⼀條路，但陳璽文憑著過去累積的各種經驗，讓⾃⼰的⽣活和
成就斐然，熱⼼公益的付出也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溫暖⽽美好。

      

 記者 黃胤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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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陳儀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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