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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探索八斗子之美

↑  陳懿勝（左）為來自紐西蘭的毛利大學生導覽解說八斗子漁村。

↑  每到捕捉飛魚卵的季節，漁港周邊鋪曬滿滿草包，金光閃閃。 ↑  陳懿勝將飛魚卵香腸手作導入遊程，讓遊客體驗漁村風味。

歷史軌跡如數家珍，這樣的一個寳地，Eason 覺得

不與人分享真是太浪費了。

「嘿路是過去八斗子人推船的吶喊聲，島民是在

地的人文歷史。」在自家成立了嘿路島民工作室，

Eason 與返鄉青年同好開始深度導覽的計畫。他先

將海邊、山上結合延伸，帶領來玩的遊客有吃有

玩，還能體會八斗子的歷史深度。

深度交流　推廣漁村文化
這樣的理念實施起來並不容易，Eason 也遇到

困難，像是經費不足、商家合作案不易獲得首肯

等，Eason 向市府提出企劃案後，情況獲得改善，

在經費上減輕不少壓力，更重要的是，有了市府的

背書，企劃案得到其他商家信任而合作，讓一日山

海的想法可以邁開前行。

一日山海如何了解八斗子？位於基隆東北角的

半島，八斗子本身就具備漁村的豐富人文故事，漁

村深度導覽是一定要的。來此與香腸世家學習，如

何將啵啵啵口感的飛魚卵「灌進」香腸，再進入祕

境大坪海岸，在潮間帶觀察潮池生態系；到了冬

季，東北角的滸苔生長在礁岩上，滸苔是綠藻的一

種，直到隔年4月都可採收，從大坪海岸採集季節

限定的「滸苔」當作香腸獨家配方，也是一大樂趣。

Easan 不只想讓基隆人都了解八斗子，更希望

拓展到外地，讓更多人來到八斗子。從台北商會開

位在八斗街的嘿路島民工作室有著飛魚卵香腸

的香味，身為香腸家族二代的陳懿勝 Eason，不只

要推廣香腸，還要將八斗子的漁村文化以深度導覽

和當地資源整合，將八斗子介紹給遊客，讓他們體

驗獨特而豐富的在地文化。

Eason 曾是記者，對於人物專訪跟景點介紹、

地方文史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自小居住在八斗

子，發現遊客來只是吃海鮮走馬看花，卻不知八斗

子擁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加上父親陳良輔對八斗子

始布局，招徠觀光客到八斗子體驗深度遊覽，老外

聞風而至，國際交流擴大了他的視野，像是紐西蘭

的毛利人，以及帶領德國綠色環保組織學者參訪，

談及漁業永續經營等，帶來深耕八斗子的續動力。

身為八斗子居民的 Eason 認為，讓更多人走入

漁村才有振興地方的希望，可喜的是，許多在地青

年也有相同的想法，一起加入行動，嘿路島民不再

只是推動在地旅遊的工作室，藉由資源共享，加上

基隆青年夥伴團結合作，八斗子漁村的新生有了新

起點。

  八斗子漁村70年代舊照。（陳良輔提供）

父親陳良輔（左）支持兒子陳懿
勝（右）的「嘿路島民工作室」，
成為八斗子漁村的引路人。

陳懿勝 × 嘿路島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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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瑪陵食尚農趣

從第一代的行動咖啡車、土雞城到現在的山食

坊，陳俊龍一直為在家鄉「落地」嘗試各種努力。

占地1公頃的山食坊位於七堵山上，主人陳俊龍與

家族親人在這裡種植竹林、山藥等農產，但隨著下

一代年輕人不願接手，農場面臨無人繼承的困境。

陳俊龍笑著說，他可能是基隆山上僅存的青農。

從討厭、接觸到2003年回老家與家人經營綠竹

園山薯農場，陳俊龍歷經青年人回鄉務農的心路歷

程。他看過族譜，自己是在地家族200多年來的第8

代，有著傳承的使命感，家族長輩都在山上種植，

依賴著這片土地生活。農夫靠天吃飯，起早貪黑，

像夏季是竹筍旺季，必須起早採收，遇到風大雨大

時，竹子會折斷，竹筍季就沒了，累積的辛苦也就

泡湯了。

陳俊龍說，2014年瑪陵有位輔導師得知農場多

年來種植竹筍獲獎紀錄，推薦他加入瑪陵休閒農業

區發展協會，從此他開始學習並規劃農事遊程、優

化場域，2021年終於獲得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

體驗農事　發展休閒觀光
2014年至今，陳俊龍透過產發處的輔導培訓，

順利轉型成小型休閒體驗農場，並向社會處、文化

局等提出相關計畫，都得到支持與幫助。如今有了

市府資金補助挹注，加快了實現的腳步。

陳俊龍希望以「山食坊」打造出綠工藝食農共

學的場域，不僅長輩的種植一年四季都有穩定的出

路，也可號召青年人留在農場一起參與。他想著如

何利用竹子的資源將農場轉型做休閒農場，開設山

食坊結合廚房、手做體驗、導覽，除了將家族種植

的蔬菜賣出去，還能讓遊客在農場買到特製產品，

可玩可吃，是親子一日遊的最佳行程。

今年夏天山食坊與當地幼兒園合作，讓學童們

到農場挖竹筍、做竹筒飯，體驗一日農夫的樂趣、

也了解農夫的辛勞，珍惜每一口食物。

「山食坊的理想是一個基地，一個模板，更是一

個人才匯集的工作室，以此為據點去協助更多農業

區域。」陳俊龍計畫招募志工及學生參與，認養竹

子竹筍、打工換餐、食農教育課程等，按節令推出

活動，讓志工跟學生能發揮所長，並願意長期在此

服務。

家族長輩們也以行動支持，回來這片祖傳土地

上耕作，凝聚起家族向心力，這是陳俊龍一開始沒

想到，也引以為傲的。創業過程漫長艱辛卻也深具

意義，他就像是個領頭羊，希望為家族及基隆農民

找到一條不一樣的出路。

↑  「基隆山藥」是農場栽植的主力農作物之一。（陳俊龍提供）

↑  陳俊龍用「蔬菜箱」推廣行銷七堵山區的農特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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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龍 × 田園哲學山食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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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愷絮、張皓硯夫妻在2016年創立石見坊，

2022年石見坊得到台灣綠工藝的肯定，先後獲得陶

藝大獎。他們倆是學長、學妹，2人於亞太技術學

院產品設計系與陶藝系的求學過程中，奠定了創業

與創作互融的初心。

黃愷絮自小成長在台南古都，嫁給了基隆長大

的青年藝術家張皓硯，基隆媳經常耳聞老公於日常

生活與創作中，不經意地流露思鄉之情。幾年來回

基隆探視母親與家人，從多方網絡資訊，感受到基

隆的轉變，開始思考該如何鋪一條回家的路，因緣

際會得知到青創補助計畫便積極參與，希望能在家

鄉落實夢想。

景點設展　陶器盛載人文
從小在基隆三沙灣長大的張皓硯，求學先後待

過不同縣市，14年來在外地讀書、創業，最能觸

動內心創作的依然是基隆依山傍海的美景。創作過

程，基隆是靈感創作的來源，雨聲的回應和一層層

樓梯堆疊的情感，還有一個個山洞連結成的記憶畫

面，始終是捨不去的牽掛。

身為陶藝創作者，黃愷絮也願意更貼近基隆這

個城市，熟悉基隆山海帶來的感染力，以一位母親

的角色，讓更多基隆人去親近泥土所帶來的藝術療

癒美學。

今年推出「嶼你同在 山海實踐」為了喚醒城市

的記憶，展覽與授課地點皆選擇在基隆特色景點，

像是和平島的咖啡廳、正濱漁港的色彩屋、七堵綠

竹園農場與市區的小獸書店等地，希望藉此帶動周

邊社區的榮耀感。

基隆不只有海還有山，在地環境與資源是得天

獨厚的，他們運用在地資源融入陶藝創作，嘗試以

竹子灰燼做釉色，結合淡蘭古道的泥土開設陶藝課

程；運用創造出來的的陶器盛裝在地食物，讓學員

在品嘗美味料理之餘，了解當地的人文風情。

夫妻倆這次在基隆授課推動陶藝創作，展現基

隆自然環境和文化上的精彩，與讓更多人參與，透

過陶藝的揉捏與薰陶，享受器物與大自然的對話。

↑  基隆竹灰好好吃飯碗，是石見坊生活器皿展的主角之一。 ↑  為實踐純粹手工感，運用現有條件製成質樸溫潤的作品。
↑  張皓硯個性質樸沉穩且內斂，創作過程為作品注入情感。

↓  基隆暖暖區淡蘭古道的泥土是創作靈感來源。

黃愷絮（右）與張皓硯（左），
將熱愛的陶藝化為生活美學。

融匯鄉土在地創藝
張皓硯、黃愷絮 × 嶼你同在 山海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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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級的俞柏价，朋友都叫他阿价，是俞家第3

代，開在仁愛市場2樓的小恭喜珈琲，前身是超過

40年的在地老店，從豬肉攤、古早紅龜粿，經歷3

代，從葷轉素，成為今日基隆的第一間 Vegan（純

素）咖啡店。

開店得從阿价救援動物的愛心說起，看到市場

到處竄跑流浪貓，阿价就思考要如何幫牠們絕育。

在飲品中，發揮不剩食的環保精神。

阿价向市府提出青創補助企劃，以推廣基隆在

地風味咖啡和傳統手工粿為主，這正是小恭喜的最

大亮點。

阿价的媽媽楊姐，擅長製作純手工傳統糕點，

阿价接手後，向母親學習製作草仔粿、紅龜粿，口

味堅持媽媽的古早味，僅將分量調整得小巧些，造

型更精緻些，沒想到吃起來與咖啡還很搭呢！

對阿价來說，Vegan 是一種生活態度，他以行

動推動減塑，不提供塑膠袋，雖然需要花費時間向

客人解說理念，也不一定得到所有客人認同，不過

阿价不因此氣餒，他希望傳達的是種生活價值，只

要客人因此嘗試吃一餐純植食物，就是改變的開

始，只要有心，就是友善環境的開始。

曾經在環保團體工作的阿价，從誘捕到帶浪貓去動

物醫院做手術都親手包辦，經歷一番辛苦歷程，有

時還會為了外出結紮浪貓，宣布臨時店休一天，他

經常救援被虐動物，也呼籲大家正視虐待動物的事

件，減少憾事發生。

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吃素的阿价，看過許多動

物受虐，一次在路上撿到倉鼠，發現寵物鼠被棄

養、遭虐事件頻傳，希望藉由己身力量倡導領養，

及不使用任何動物實驗產品。他接手攤位後，以志

同道合的夥伴姚姚領養的第3隻倉鼠「小恭喜」為店

名，開設這家訴求純素、環保與弱勢倡議的咖啡店。

在地食材　精緻環保美味
從動物救援貢獻一份心力的信念開始，小恭喜

珈琲以手沖單品咖啡與選豆，搭配手作限量供應的

全素甜點為主。團隊研發許多咖啡調飲與無蛋奶的

全素甜點，同時以支持在地小農的心意，運用蔬果

釀製酒醋，推出各項創意飲品。

以純植概念製作的甜點，無奶、無蛋、無蜂蜜，

能吃出食材最原始的味道，使用當季在地食材製作

更減少碳足跡，為避免浪費，也會做成果醬等運用

↑  手沖咖啡與茶品，訴求友善環境與天然風味。

↑ 阿价將領養的小倉鼠命名為「小恭喜」。

  小恭喜珈琲店為動物救援貢獻心力。

↑咖啡結合西式甜點與手工粿，是店內招牌特色。

  阿价在仁愛市場，為客人
親自手沖每一杯風味咖啡。

俞柏价 × 小恭喜珈琲與手工粿
救援浪浪讓愛飄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