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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業路上的閱讀風景

俄 羅 斯 短 篇 小 說 巨 匠 契 訶 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曾說過：「閱讀的過程裡，

隨著一頁又一頁地翻書，我也將一頁又一頁地隨

之變得更豐富、更強大、更有高度。」

書本所帶來的滋養和成長，借鏡到真實人生

百態也是同樣的箇中道理。在生命不知道會將我

們推向何處的情況下，選擇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循循漸進的翻著一頁又一頁的人生劇本，或許也

能讓我們生而為人更豐富，更強大，更有高度。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
位於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社區的「書

店喫茶一二三亭」，是一家展現百年老屋風華的

喫茶店和閱讀空間的結合。所謂的哈瑪星其實並

不是中文，而是來自日文「濱線」（Hamasen）

的臺語諧音。這條沿海修築的濱線鐵路今天已經

不存在，若要緬懷它的過往，就只能到捷運站旁

的鐵道故事館了。而關於一二三亭，其歷史則可

以追溯到戰前 1920 年的高級料亭。戰後被改建

為旅館、船務公司，而最後在 2013 年夏天，在

一番搶救行動後，有感於哈瑪星雖然有中山大學

為伴，但社區中卻沒有任何書店、絲毫感受不到

閱讀風氣，於是由筆者承租這座在日本時代名為

「一二三亭」的料亭建築，使其蛻變為高雄市老

屋活化的經典案例。

這座近百年的老屋，主結構建於 1920 年，

正好是打狗改名高雄那年。想當然爾，這樣的老

屋在臺灣絕對不是一路走來平安順遂。它從戰前

的繁華，到後來躲過二次大戰美軍的轟炸，原本

以為就此否極泰來，未料 2012 年春天，高雄市

政府無預警公告「鼓山區廣三（廣場三號）用地

闢建工程」，打算拆除哈瑪星新濱老街的日本時

姚銘偉

創刊記者會 ( 本文圖片為作者提供 )

107 年第 4期（總號第 4期） 民國 107 年 12 月（2018.12） 頁 122-127 國家圖書館

2616-5074 

姚銘偉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薰風》季刊創辦人



出版社選書

123

代建築群並新建立體停車場，許多珍貴無比且伴

隨在地居民一輩子的歷史建築，眼看就要灰飛煙

滅。所幸，一群在地青年組成「打狗文史再興會

社」發起搶救行動，在當地居民、熱心民眾、網

友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讓這些老建築免於被拆

除的厄運，也為高雄市留下珍貴的舊城區風情。

在老屋活化的風潮之下，有不少想討好所

謂「文青」族群而故作姿態賣弄懷舊的店家，但

一二三亭卻在氾濫的懷舊風潮中，展現出獨特的

沈穩氣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這家店訴說

的是在地真實上演過的故事，而非虛構且無病呻

吟的「文創」。除了店內擺放琳琅滿目的臺日文

史書籍供客人免費閱讀之外，高雄在地的「南之

洛馱思論壇」與臺北的「哲學星期五講座」，

以及筆者不定期邀約的臺灣文史專家們，都曾

在一二三亭的百年屋簷下進行不下百場的精彩講

書店喫茶一二三亭於 2013 年 8 月開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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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興 著

聯經 /10709/415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851595/857

二戰期間日軍占領婆羅洲砂拉越豬芭村，一段不

堪回首的砂華史。鴉片戰爭一百年後，也是白人

獨裁者占姆士．布洛克王朝統治砂拉越一百年後，

1941 年，日本突襲珍珠港九天後，一萬名日軍搭

乘戰艦，從南中國海登陸婆羅洲西北部日產原油

一萬五千桶的小漁港豬芭村。一樁樁衝突、殺戮、

侵略，充滿國族糾葛與人性善惡的鬥爭，寫盡戰爭

的殘酷荒謬，也說盡人間的悲歡離合，生死痛喜。

在魔幻與真實中，看見這片廣袤土地的煙硝霧霾，

火光遍地。（聯經）

野豬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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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緒早苗 著；緋華璃 譯

柳橋小鹿 /10708/348 面 /19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560627/861

月野弓子繼承爺爺留下的活版印刷廠，重新運作印

刷機，讓看似落伍的活版印刷與一粒粒鉛字，凜然

顯影在紙張上，成為支持人們繼續前行的力量。這

次的四位委託人，各自懷揣著生命的難題，來到三

日月堂。德國詩人策蘭認為，詩就是裝在瓶子裡投

向大海的信，總有一天會被沖刷到某個岸邊，甚至

某顆心的岸上。每一次鉛字、油墨與紙張的親密接

觸，都像往大海投出瓶中信，懸浮無依的心情、不

願憶起的往事，何時才會漂浮靠岸？（柳橋小鹿）

活版印刷

三日月堂

第二部
來自大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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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一起打造這個共同辯論、共同思考的場域，

並培養歷史底蘊、形塑公民意識，使這裡成為夜

晚高雄的獨特風景。

除了店內的各種文化活動，一二三亭也曾數

次舉辦過在日本各地早已行之有年的「一箱古本

市」露天市集。任何人只要有想販賣的舊書，就

能在一二三亭獨特的ㄇ字形中庭中擺攤，和眾人

共享自己過往的閱讀經驗，並把這些書本中的知

識繼續傳遞給下一位有緣人。

經歷了一連串的驚濤駭浪，躲過美軍轟炸，

卻差一點躲不過高雄市政府怪手的一二三亭仍然

持續在哈瑪星這個高雄市近代化的起點傳承歷

史、創造歷史。即使昔日榮景和繁華景象已不復

見，但透過為老屋注入新生命的方式，生活在現

代的我們仍可一窺哈瑪星過往榮景的吉光片羽。

2015 年夏天，結束整整兩年的親力親為後，

一二三亭舉辦「一箱古本市」露天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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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感於在單一店面推廣文化活動的侷限性，

遂將一二三亭轉手現任店主，繼續未完成的文化

創業之路。

《薰風》季刊
延續著書店喫茶一二三亭而誕生的，是筆者

於 2016 年底創辦的《薰風》季刊。「薰風」一

詞意指初夏的怡人南風，同時也是日本俳句中象

徵五月的「季語」。這是一本專門探討臺日間的

歷史淵源，以及對日本各領域文化今昔現勢的剖

析觀察的知日知臺文史雜誌，集結了臺日兩地一

流的學者及文化人，是臺灣史上第一本「知日知

臺」雜誌。之所以取名為「薰風」，正是象徵從

南國臺灣吹向北國日本的暖風。

這本刊物的誕生是為了重新尋回那一段被掩

蓋的歷史記憶，也為了讓更多臺灣人及日本人了

解日本時代五十年間曾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悲

歡離合。311 東日本大震災後，臺日兩地的交流

有爆炸性的進展，日本民間對於臺灣的好奇心大

一二三亭舉辦「一箱古本市」露天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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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竹伸介 文圖；王蘊潔 譯

三采文化 /10709/104 面 /21 公分 /36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3429814/861

本書由在小鎮一隅，收集了各種「跟書本有關的

書」的奇妙書店為主軸，透過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及

可愛插圖，巧妙並幽默地創造「書中書」。本書以

多達 104 頁的繪本形式，將出版市場、編輯作業、

閱讀收穫、人們對書籍的情感等，所有與「書」

有關的一切，藏在天馬行空的幻想中，留待讀者

各自解讀。各年齡層的所有愛書人都可閱讀，發掘

「書」的不同面貌和無限可能。（三采文化）

什麼都有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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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村深月 著；劉愛夌 譯

皇冠 /10708/495 面 /21 公分 /4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33913/861

對國中生活充滿期待的「小心」安西心，才過了一

個月就感到徹底絕望，因為她受到班上同學真田美

織的欺負，但更讓她心寒的是，原本無話不說的好

友小萌竟然也加入了排擠她的行列。恐懼與不安緊

緊糾纏著小心，只要一想到上學，她就渾身不對

勁。小心開始足不出戶，將「心」封閉在自己的房

間裡。直到那一天，房間的大鏡子突然放射出七彩

光芒，小心好奇地伸手一摸，整個人就被吸了進

去！（皇冠）

鏡之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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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薰風》的誕生或許

算是歷史進程下的必然吧？藉由填補臺灣人歷史

記憶的空白，重建以臺灣人為本的史觀，而非一

昧擁抱過往錯誤的大中華史觀。

《薰風》這本具有實驗性質，或說革命性質

的刊物，蘊含著諸多職人精神的偏執講究。例如：

跳脫傳統文史雜誌框架的設計、美感滿載的內頁

排版設計、高級的裸背線裝裝幀與歐洲進口紙張

等等，每一個細節都令讀者驚豔不已、在紙張之

間流連忘返，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感受

到「讀歷史也可以很有美感」的創刊理念。

《薰風》所傳達的，其實與一二三亭舉辦的

文史講座一脈相承，只是換了不同的載體，呈現

方式從沙龍講座轉變為紙本而已。而以往的那些

講座，部份的講者後來更成為了雜誌的寫手，持

續合作至今。透過紙本，甚至是電子書的影響力，

《薰風》希望能滿足更多渴望吸取臺日文史知識

的讀者。或許可以這麼說：「若是沒有一二三亭，

就不會有薰風的誕生。」生命的每一步都暗藏著

通往下一步的玄機。不管是從一二三亭到如今的

《薰風》季刊；從講座到雜誌；從過去到現在；

從閱讀過程的上一頁到下一頁，為的都是重新建

構臺灣人的主體論述、國族認同，以及人文素養。

戰後政權帶來的扭曲教育及史觀，把臺灣人

國族認同的鐘擺推向極端，然而物極必反，如今，

在民智已開的臺灣社會，這股反作用力正以驚人

的速度校正過去的謬誤。在這樣的情況下，思考

何謂臺灣文化的主體性可謂當務之急。從過去展

望未來，而不是從現在去看未來。回首來時路，

透過雙眼來閱讀《薰風》、同時透過雙腳來閱讀

臺灣這片土地，正視五十年的日本時代，你我才

能扎扎實實地朝向未來昂首闊步。

《薰風》有緣在這個時代與各位共同見證這

樣的歷史性時刻，幸甚。

薰風第 3 集 薰風第 5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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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集京都特集

創刊號

薰風第 7 集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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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媚 著

秀威經典 /10709/316 面 /21 公分 /39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8687/863

本書收錄十篇論文，分為「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初

探」、「臺灣新詩標點符號運用」、「圖象與音樂

的詩意交響」三卷，論及詩人包含：瘂弦、錦連、

康原、孟樊、賴和、楊守愚、翁鬧、王白淵、林亨

泰、蕭蕭、詹冰、席慕蓉、吳晟。從首篇〈瘂弦詩

作的色彩美學〉到最末篇〈論《吳晟詩．歌》專輯

的詩歌交響〉，整整跨過十個年頭，是詩評家一路

耕耘臺灣新詩美學的成果。（秀威經典）

色彩．符號．

圖象的詩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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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任平 , 李宗舜 主編
秀威資訊科技 /10704/450 面 /21 公分 /5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265412/868

馬華文壇最具代表性的團體——天狼星詩社，繼

2014 年《眾星喧嘩：天狼星詩作精選》與 2015 年

《天狼星科幻詩選》後，2018 年最新詩選！收錄

白甚藍、陳沛、陳浩源、戴大偉、風客等 42 位詩

人，年齡從 19 歲到 74 歲的歷年創作精選，以新作

反映當下狀態，輔以舊作參照，體制龐大、內容厚

實。詩人們以風格各異、情感飽滿的詩作，為讀者

獻上一場詩的盛宴。（秀威資訊科技）

天狼星詩選
二零一八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