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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鄉書寫 返鄉吧青年們—苑裡掀海風 
2019-01-02   朱珈漪 文 

⼀早從新⽵火⾞站出發，搭著區間⾞沿著海線⼀路搖搖晃晃，前往⼀個我從未去過的地⽅──苑
裡。⾛出⼩⼩的⾞站後，放眼望去和⼀些普通的鄉鎮無異，但隨著腳步逐漸靠近我的⽬的地，周

遭的風景從⼀般的⼤⾺路逐漸變成由傳統的⺠宅構建出來的⼩巷⼦，彷彿進入了時空隧道。

這裡是苑裡掀海風所開設的獨立書店「掀冊店」，是⼀個書店結合咖啡廳與展場的複合式空間，

然⽽此時卻是⼤⾨深鎖。當我終於⾒到創辦⼈之⼀的林秀芃時，她風塵僕僕地向我⾛來，有些急

促地問我她能不能在⾞上受訪。原來年關將近，掀海風團隊有許多帳⽬尚待結算，此時她與另⼀

位創辦⼈劉育育必須趕去苗栗市找廠商辦事。於是我便在急速開往苗栗市的⼩客⾞上，開啟了這

次的訪談。

落實浪漫 紙本的⼒量

說起苑裡掀海風，不少⼈是從他們出刊的地⽅誌開始認識他們的，問起創刊之初周遭親友的反

應，林秀芃說道，⼤部分⼈其實是沒什麼特別的反應，「比較好奇的倒是說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苑裡有什麼好寫的。」居⺠們對苑裡沒有那麼深度的了解，⼜或者是認為這些太習以為常的

風景並不值得介紹，他們對於這樣的地⽅誌的想像是模糊的。然⽽第⼀期出刊後，當想像化為現

實，居⺠才了解刊物的形式，掀海風也因此得到不錯的迴響。

然⽽現今網路蔚為主流，紙媒的⽣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在這樣⼤環境的前提下，為何仍堅持發⾏

實體刊物呢？林秀芃笑了笑，說別⼈稱他們是有種浪漫情懷，總做些會虧損的事，但發⾏紙本雜

誌，除了考量到苑裡當地老⼈家對網路比較不熟悉，「更多是因為我們相信紙本它還是有⼒量

的，它的傳播路徑跟網路還滿不⼀樣的。」雖說掀海風創立之初是靠著網路拓展聲量，但那終究

只能觸及到所謂的「同溫層」，可是紙本卻可以擴散到更多對他們不認識、也沒碰過他們的⼈。

再者，相較於電⼦雜誌，紙本雜誌的不可更改性，讓出版的標準變得更⾼，過程也就必須更慎重

些。

創刊號的封⾯，從照片構圖到文字排版，團隊都經過了好幾次的校正，⾜⾒他們對刊物的重視。

（朱珈漪／攝）

透過採訪建立連結 化被動為主動

  推文
讚 0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by IR@NCTU

https://hkp.nctu.edu.tw/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issue/712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232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9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7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6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5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2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81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54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98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15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29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28
https://hkp.nctu.edu.tw/HakkaPeople/category/131
https://hkp.nctu.edu.tw/group/74
https://hkp.nctu.edu.tw/user/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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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2%BA%E5%AE%B6%E9%84%89%E6%9B%B8%E5%AF%AB%20%E8%BF%94%E9%84%89%E5%90%A7%E9%9D%92%E5%B9%B4%E5%80%91%E2%80%94%E8%8B%91%E8%A3%A1%E6%8E%80%E6%B5%B7%E9%A2%A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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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13386


在掀海風雜誌採訪過的⼈當中，不少⼈於此之後與掀海風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像是曾經上過「苑

裡好店」欄⽬的四川涼麵老闆楊⼦德，交⼤電⼦物理所畢業的他便在受訪後擔任同樣是由掀海風

舉辦的暑期育樂營，教⼩朋友製作⽔火箭的老師。林秀芃回憶道：「他超認真，他甚⾄去買了所

有的材料，然後跑來我們基地，說我們先來試做看看，他先教會我們後他才可以教⼩朋友們。所

以我們⼤概試做兩次吧，然後他才真的去那個育樂營教⼩朋友。」

會有這樣的回饋，其實就只是認真做⼀件事的那份衝勁和誠意被受訪者們看到了，於此同時，這

些受訪者們⾃⼰也成為了主動的傳播者，「那個傳播的⼒道是很不⼀樣的，他帶動的地⽅感覺就

是會更強，」林秀芃說，「你的受訪者他不只是⼀個被動的受，他也是可以有主動性存在的。」

從教育做起 凝聚更多返鄉⼒量

掀海風創立以來，寫了雜誌、辦了海風祭，⼜創立了書店，那下⼀步呢？林秀芃說，他們打算要

回到學校裡，從教育做起。苑裡或是其他偏鄉都⾯臨著「⼜老⼜窮」的問題，年輕⼈想要獲得娛

樂與學習的資源，就只能往⼤都市⾛。「你對你的家鄉沒有情感，或是你不認識，他就會沒有根

阿，所以⼤家其實是失根的，然後他的根要來⾃於哪裡，其實是對地⽅認識，就是鄉⼟教育。」

或許未來苑裡⼈仍會為了求學與⼯作離開家鄉，但他們期望透過教育來喚醒苑裡⼈對這片⼟地的

情感，甚⾄能進⽽為家鄉盡⼀份⼼⼒。

像掀海風團隊這樣返鄉的青年越來越多，社會風氣從2014年三⼀八學運以來，也越來越能接受
這個現象。然⽽，林秀芃卻也有些無奈：「在鄉下的⼤眾就會覺得你是魯蛇。」返鄉不難，但如

何在普遍不看好的觀感下「留鄉」，才是返鄉青年們最⼤的考驗。當年林秀芃與劉育育兩⼈回到

苑裡創立掀海風，在地⼈有些看衰、有些單純⾼興年輕⼈回來，鮮少⼈是真正⽀持他們理念的。

這樣的窘境，就必須靠刊物、書店等這些媒介去慢慢翻轉。當在地⽀持青年返鄉的⼈不斷增加，

風氣才能被真正帶起來。「等政府太慢了，可是⺠間如果有⼀群⼈覺得，對，如果我們⼀起團結

起來⽀持更多年輕⼈回來，那這地⽅會更好，這群⼈出現的時候青年返鄉才會成為⼀個真的可

能。」

書店內有規劃討論空間，不定期舉辦講座。（苑裡掀海風／提供）

團結⼒量⼤ 海風也能掀起波瀾

除了克服在地⼈的眼光，夥伴也是想返鄉的青年不能缺少的要素之⼀。例如掀海風團隊曾經採訪

過的友善火龍果⼩農蔡坤隴，就因為⼈⼒不⾜、難以同時處理種植與銷路的問題，差點要在返鄉

後五年放棄。除了農耕，筆耕也是⼀樣，掀海風雜誌每期都會刊出徵⼈啟事，「因為你只要⼈增

加，你就會有⼀個團體的動能繼續往下做，然後結合⼤家不同的專⻑才可以讓這個東⻄更加

分。」林秀芃表情認真的說。不怕辛苦、不怕沒錢，就是怕沒⼈能⼀同討論，互相⽀持，單打獨

鬥的返鄉青年是難以⾛得⻑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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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的夥伴能激盪出更多火花，也能在不順遂時互相扶持，是返鄉青年不可或缺的元素之

⼀。（苑裡掀海風／提供）

仔細讀著兩⼈送我的掀海風第⼀期，文句與排版間處處能感受到團隊對這們雜誌的⽤⼼，苑裡掀

海風不該也不會是台灣青年返鄉唯⼀的成功個案，這陣海風不僅要吹遍苑裡，相信它將會刮起更

⼤的旋風，串聯起偏鄉的⼈們與返鄉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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