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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滑板 從此和孩⼦們結緣 － 滑板店老闆 橘哥
記者 黃⼼姵 報導  

過去社會對「滑滑板」抱持負⾯觀感，伴隨⽽來的印象或許會是抽菸、喝酒、鬧
事。但隨著全世界越來越多⼈踏上滑板，享受板⼦與⾝體之間的互動，刻板印象
才漸漸被打破。在即將登場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中，「滑板」更是成為正式的奧
運項⽬。

拾回熱愛的滑板 痛與快樂並存
看著網路影片中的⼈滑滑板的動作與神情，雙腳好似踏在雲朵上乘風⾶翔，那神
奇的板⼦引起我的興趣。找到隱⾝宜蘭的滑板⼩店，打開⾨，店內空間雖⼩，但
裝潢與燈光具巧思且溫暖。⾛進店中，染著⼀頭粉紅⾊短髮的老闆橘哥對我熱情
招呼。

現今32歲的橘哥第⼀次接觸滑板是在⼩學六年級，⼀開始是因為鄰居家的玩具型
滑板引起他的興趣，在發現滑滑板的樂趣後，吵著媽媽想要購買，隨後便開啟跟
滑板的緣分。但因為到外地半⼯半讀及服兵役的緣故，橘哥與滑板的緣分⼀斷便
是⼗年。憑藉對滑板的熱愛，約在三、四年前，他找回熱愛的滑板運動，笑著
說：「（從外地與部隊）回來變得很胖的我，不喜歡打球和跑步，那還是做喜歡
的運動好了。」

喜歡常伴隨著痛苦，儘管享受滑板帶來的快樂，練習過程中難免會受傷，在⼀次
練習中，橘哥正⾯朝地⾯撞擊，部分牙齒的神經被迫抽掉外，兩年後的現在牙齒
仍綁著線，不時還會搖晃，搖晃則伴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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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哥與他的滑板店。（圖片來源／黃⼼姵攝）

與孩⼦相遇 開啟為場地發聲之路
在拾起最愛的滑板的同時，他也遇到⼀些跟他趣味相投的⼩朋友們。有相同熱愛
興趣的他們，卻沒有適合的場地可以玩樂。在這群多數是國中⽣的⼈群中，年紀
較⻑的橘哥決定替⼤家發聲，希望場地可以改建的更適合⼤家練習。

⾛訪議員辦公室，希望議員可以到極限運動場會勘，但勢單⼒薄、⼈微⾔輕，隨
後創立極限運動委員會，除了希望繼續傳達⼤家對場地的想法與意⾒外，他還⾃
掏腰包帶⼩朋友們南征北討、參加比賽。不幸的，改善場地⼀事還是沒有受到重
視。發現委員會的⼒度還是不⾜以達成⽬標的橘哥決定開店，希望⽤業者的⾝
份，為⼤家爭取更完善的極限運動場空間做練習，並考取滑輪板的教練證，期待
教導⼤眾正確的滑板概念。

重重困難 ⼀路坎坷曲折
開店的過程並不順利，因為⾝上沒有⾜夠的存款，連辦理青年就業貸款都成了問
題。且滑板在宜蘭尚未盛⾏，營業上出現困難。為了⽀持興趣，橘哥早上在家裡
幫忙做資源回收的中盤商，當作主要收入來源。早上⼯作八⼩時後，晚上則是經
營店⾯，沒有休假。

除開店外，橘哥還提供免費的滑板教學。回想過去⼩時候網路尚未發達，當時想
要學習滑板技能只能重複觀看錄影帶、仔細分析雜誌的分解動作，或是到找滑板
店尋求老闆協助，然⽽老闆只會告訴他「練就對了」。

「現在⼩朋友來講幸福很多，找⼀下就有資料，不會就問。」⼀週有四天橘哥會
提供教學，但其中也會遇到不順遂的事，橘哥回想教學過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便是會遇到⼀些年齡較⼩、較不受控的孩⼦，必須時常擔⼼他們的安全。

別⼈⼝中的「不成囝仔」 變成孩⼦教練
⼀講到滑板，橘哥難以掩飾對滑板的喜歡，神采⾶揚的分享滑板相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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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滑板，橘哥難以掩飾對滑板的喜歡，神采⾶揚的分享滑板相關故事，⼤⾄
滑板的演進、⼩到滑板鞋材質的選擇。⽽比起運動，他認為滑板更是⼀種文化。

「喜歡滑板的⼈⾝上總伴隨『叛逆』的基因。」他認為在練習技巧的過程中，輪
⼦摩擦發⽣的撞擊常伴隨破壞，通常不了解滑板的⼈，便認為滑滑板的⼈是「不
成囝仔」，但「壞」跟「叛逆」不⼀樣，「叛逆」是⼀股「想玩更加不⼀樣的東
⻄」的⼼情。

過去在年輕時期，橘哥常因為練習時產⽣的破壞，受到他⼈的謾罵，他也會罵回
去，但如今⾝為孩⼦們的「橘哥」慢慢去改變觀念。在帶領孩⼦們練習時，極限
運動場常被當作「溜滑梯」的地⽅，為避免發⽣意外，他們只好到其他場地練
習，但部分⺠眾⼜會反應滑滑板影響他們運動，如同過街老鼠，橘哥與孩⼦不斷
被驅趕。「打籃球時，⼈家不會放任孩⼦去搶籃球場」，儘管無奈⼜氣憤，為了
保存練習的空間，橘哥還是告訴孩⼦們能避免就避免互相傷害。

然⽽某次練習後，因為孩⼦沒有將喝完的飲料垃圾拿去丟，被路⼈拍照po網，引
起討論，討論內容從「未丟垃圾」演變⾄「檢討滑滑板的孩⼦」。追問孩⼦才發
現，原來是因為負責清理⼯作的婆婆曾跟他們說過飲料喝完不⽤收。然⽽再多的
解釋也沒有⽤，為了避免他⼈故意找碴，造成失去練習場地的困境，橘哥只能摸
摸⿐⼦，並告訴孩⼦們垃圾必須拿去丟。「網路太發達，⼈家給你爆料，就不⽤
玩了！」

從資⾦不⾜、經營店⾯、教育孩⼦時的⼒不從⼼，到被網路公審。問橘哥有沒有
想要放棄時，他回答：「那些孩⼦若是沒有⼈帶，他們怎麼再往上提升？都花這
麼多⼼⾎跟時間，不可能說放就放。」

滑滑板的樂趣 源⾃成就感
無論是學語⾔還是專業科⽬，某個階段就會有卡關的危機。玩滑板也是⼀樣。當
練習卡關時，橘哥不斷告訴⾃⼰「再⼀次、再⼀次」。必須夠執著，並在不斷訓
練和⼀次次對抗地⼼引⼒後，最終雙腳騰空並成功踩踏板的那⼀刻，橘哥激動的
說，那種感覺就是「哇～終於成了！」，成功挑戰難以完成的招式後的成就感是
滑板帶給他的樂趣。

成就感不只來⾃⾃⼰的成功，也源⾃孩⼦的成功和家⻑欣慰的笑容。儘管孩⼦們
不會甜⾔蜜語，在帶領他們的成⻑過程，有時也會伴隨責罵，但在軟硬兼施下，
看著孩⼦們變得更加厲害與孩⼦家⼈欣慰的笑容，橘哥也感到快樂。他不怕⼩朋
友超越⾃⼰，反⽽會激勵⾃⾝，「⼩朋友玩這樣，比我們強了，我們是不是要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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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哥帶領孩⼦享受滑滑板的樂趣。（圖片來源：Moorland Funk滑板店）

儘管花很多⼼⼒在⼩朋友們⾝上，但當他們去比賽時，比起得名，橘哥還是希望
孩⼦們可以志在參加並好好感受比賽。他笑著說：「因為剛好這邊⼩朋友比較厲
害，所以他們都是跟⼤⼈比賽。比賽時他們可以開⼼比，然後了解⾃⼰技術到哪
裡就好。」，儘管不已得名為⽬的，橘哥還是提出有無得獎的現實⾯。 以苗栗通
霄的滑板好⼿陳俊安為例，原本沒有什麼滑板資源的通霄在陳俊安出國比賽得名
後，通宵興建⼀個專業的滑板場。「政府多是在有⾼⼿得名後，再做規劃，⽽不
是從⼀開始的培養訓練做起。」。

對於未來的規劃，橘哥沒有忘記初衷，不放棄要爭取場地的改善，除此之外，現
今已在國⼩、⾼中、⼤學教社團的他，希望可以到國中教學，增加店裡收入的同
時，也多培養⼀些滑板⼩將，並推廣熱愛的滑板。

儘管⼀路⾛來，有⾯對多⽅的挑戰跟困難，橘哥的叛逆使他選擇滑板這項運動並
為之付出，可能就像八三夭歌曲《玩滑板的孩⼦不會變壞》裡⾯所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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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滑板跌倒再爬起來

所以玩滑板的孩⼦不會變壞

只會變帥」

橘哥與聖⺟專校滑板社合作。（圖片來源：Moorland Funk滑板店）

關鍵字：2020東京奧運、叛逆、滑板、滑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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