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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與⼤⼭譜出的戀曲 
2019-01-02  記者 游允彤 報導 

沿著蜿蜒的⼭路，穿越層層的濃霧，⼤⼭北⽉坐落在新⽵縣橫⼭鄉⼤⼭背的⼭坡上，老學校的課

桌椅，和⼀片草地，裡⾯販賣的不只是餐飲，更是⻑⼤後忘了落在哪兒的童⼼。

▲跟著⼤⼭北⽉，⼀起找回找回⾚⼦之⼼。「攝影/游允彤」

 

上⼭之路　停留之地

將⼤⼭背的「背」字拆開，就能得到⼤⼭北⽉這個浪漫的名字。時間推回四年前，⼤⼭北⽉來⾃

創辦⼈莊凱詠在清華⼤學就讀服務科學研究所時，於⼀次的課程中，來到⼤⼭背，因應課程需

求，發起了淨⼭換麵包的活動。活動結束後，想持續活化這塊地的念頭盤據腦海中，研究所還沒

畢業，莊凱詠就同女友吳宜靜向政府承租已廢棄的豐鄉國⼩，開啟了創業之路。迄今，⼤⼭北⽉

已經營運四年，兩個來⾃外地的年輕⼈，和⼤⼭譜出了⼀段美麗的戀曲。

上⼭採訪這天，是個陰冷的秋天，灰⽩的空氣中飄著綿綿細雨。⼀⾛進店裡，莊凱詠坐在櫃檯專

注地處理事情，吳宜靜則忙著和廠商溝通關於施⼯的問題。還沒開始採訪，莊凱詠就先問：「你

們騎⾞上來嗎？」

「對啊。」我說

「蠻冷的齁？」他淡定的問。

我點頭笑了笑，但⼼裡想著，何⽌是「蠻」冷？我的⼿腳早就冷得在桌⼦下⾯直發抖。

然⽽住在這裡的莊凱詠似乎對這樣的天氣⾒怪不怪。莊凱詠和吳宜靜都不是當地⼈，卻為了經營

⼤⼭北⽉⻑期居住在此地，在這裡落地⽣根，並讓這片原先死寂的⼤地再次⻑出了鮮綠、繁密的

枝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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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創辦⼈——莊凱詠。「攝影/游允彤」

 

⼭中的⼀座燈塔

在豐鄉國⼩的舊址，莊凱詠想帶給客⼈的，不只是找回童⼼，更是想成為⼈們的精神⽀柱。莊凱

詠說以前的⼩學，除了教育的功能，更是為居⺠解決問題的地⽅。豐鄉國⼩的學⽣多來⾃務農家

庭，農忙之際學⽣得幫忙放⽜，無法來學校上課。於是校⻑就下令：「⽜牽到學校我來顧！」，

於是豐鄉國⼩的操場上就多了幾匹⽜，陪著孩⼦們上課。這樣的場景隨著廢校，只能成為回憶。

豐鄉國⼩在三⼗年前廢校後，造成諸多問題，除了⼈⼝老化、⼈⼝外移、學校消失之外，更重要

的是精神燈塔沒了，沒有⼈幫這些在地⼈解決問題，莊凱詠說：「所以我們來了之後把這間學校

給活化起來，不是只有硬體的活化，我更希望是把精神燈塔的那個意象給找回來。」

▲可以從⼤⼭北⽉的⿊板上，看到豐鄉國⼩孩⼦們⽣活的痕跡。「攝影/游允彤」

 

⼤⼭北⽉在這四年期間，從結合在地食材推出餐飲開始，慢慢擴⼤⾄各種活動，包括農⺠市集、

旅⾏體驗，甚⾄舉⾏企業會議或婚禮，在這塊⼭中的⼩⼩天地，似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談起令莊凱詠印象最深刻的⼀場活動，他提到某次和無障礙旅⾏社合作，其中⼀位坐著輪椅的參

加者在⽤完餐飲後，看到⼤⼭北⽉前的⼀片草地，說想躺在草地上，他的親⼈就將他抱到草地，

讓他可以放鬆地躺在上⾯，莊凱詠便接著問：「那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願望？」，他就說他想要

盪鞦韆，於是莊凱詠便召集各⽅⼈⾺，利⽤⼤⼭北⽉⾨⼝⼀顆⼤樹，綁上鞦韆， 幫⾏動不便的⼈
們實現這個⼼願。無論是多⼩的⼀個願望，在⼤⼭北⽉，都有⼈會願意聆聽，並且幫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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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暗　仍能摸⿊前進

採訪的這天，剛好遇上了停電，屋內頓時⼀片⿊暗，客⼈們左顧右盼不知發⽣什麼事。吳宜靜不

慌不忙地拿出了蠟燭將它點燃：「不好意思，⼭上比較常這樣。」在這樣的深⼭中，莊凱詠和吳

宜靜遭遇不少問題。在草創期，當地⼈並不願意相信他們，覺得是都市⼈要來搶⽣意，但他們⽤

耐⼼，⼀點⼀滴去改變這個地⽅。「因為之前有很多業者來做過嘛，所以他們⼀開始是害怕的，

所以⼀開始我們在跟他們合作的時候，他們是有距離的，但慢慢的我們接受⾃⼰不⼀樣，我們本

來就不是在地⼈，但我們願意⽣活在這裡，所以搬來這個地⽅住，真的去了解他們的問題。」莊

凱詠說。

▲遇到停電，餐廳⼀片漆⿊，但配上蠟燭，在寒冷的⼭上格外溫暖。「攝影/游允彤」

在了解問題後，莊凱詠利⽤⾃⼰就讀政⼤企管系主修⾏銷的背景，幫農⺠們解決問題。他提到前

陣⼦橘⼦收成，橘⼦不像蘋果、⽔蜜桃單價⾼，可以賣⾄⼀⽄上百元，莊凱詠於是希望能增加橘

⼦的附加價值。他實際⾛訪橘⼦園，發現⽥中除了有市場中常⾒的桶柑、椪柑、茂⾕柑，或者是

柳丁，還有各種從未⾒過的美女柑、豔陽柑、帝王柑、三寶柑、蜜柚柑、阿婆柑、印尼柑、中國

柑、天王柑，⼗幾種不⼀樣的橘⼦，⼤⼤⼩⼩顏⾊風味⼝感都不同，於是他們

找了九種不⼀樣的橘⼦，再加上客家的桔醬，變成⼀個禮盒叫「⼗分桔利」。針對不同的產品莊

凱詠總能找到不同的⽅法，且持續地激盪出新想法。

然⽽現在，他們⾯臨的最⼤問題，就是⼈⼒不⾜。既然會廢校，就代表⼈⼝都外移了，外地⼈也

不想到⼭上⼯作，⼭區的不便成為他們招募新⼈的⼀⼤阻⼒。於是他們試了很多⽅法，如打⼯換

宿、暑期實習，或是跟在地學校做⼀些產學合作的計畫，慢慢開始有⼀些年輕⼈就願意上來，也

有⼀些實習⽣轉成正職，繼續在這邊⼯作。也開始有在地⼈願意從⽵東、橫⼭騎半個⼩時左右的

摩托⾞來這個地⽅⼯作。莊凱詠說：「慢慢開始會有這樣⼦的解決⽅案來，⼀樣每天都在解決新

的問題。」⾯對困境總是能有解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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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特別的樓梯設計，上樓和下樓可以看到⻑⼤後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如何轉變，這份純真，

也是莊凱詠和吳宜靜希望⼤家來到⼤⼭北⽉能找回來的。「攝影/游允彤」

 

⼀個家庭　⼀份常駐的溫暖

問到⼤⼭北⽉對莊凱詠來說是什麼，他思考了⼀下才接著說：「他對我來說是⼀個...，就是⼀個
家，然後每天都有⼀些新的挑戰，⼀些新的可能，也是⼀個實驗的平台，然後好多好多的可能性

可以在這邊發⽣。」

在下⼭前，點了⼀份⼤⼭北⽉的餐點，看著牆上掛著的⿊板，好像真的有那麼⼀刻，回到無憂、

純真的童年。天氣很冷，但是餐點很溫暖，就像莊凱詠說的，⼤⼭北⽉是⼀個家，這份溫暖，因

他的理念，⽽顯得彌⾜珍貴。

▲⾛⼀趟⼤⼭吧。「攝影／游允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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