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項計畫最可貴的是，
它本來就在運行中，

並且還會再持續一年以上，
即使換了地方，

書店精神可以一直延續。

左一 袁群詠(五年級)

左二 李沐霖(五年級)

右一 莊雨潔(五年級)

右二上 莊雨蓁(三年級)

右二下 張茜茜(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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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的開始
永和樂活共生實驗基地

是一個擁有千坪戶外草地區與
二百坪室內大空間的社區空間

提供社區民眾免費使用

樂來越快樂為基地裡長期進駐的社群之一
社群主要由小朋友組成
每個月辦自己喜歡的活動

有時也會和其他社群一起合作

基地裡有一個空間
本來堆放了很多民眾捐來的書

因為無人整理
書也很少人翻

於是，一個閱讀的空間就這樣開始了……

與社群「瓦窯溝我要GO」合辦
「提燈籠走讀瓦窯溝」活動



書店逐漸成形

在編輯黃莉貞女士的協助下，完成了
「讀角獸書店」的企劃，

2023年5月9日社群會議中提出，
並且設定將由小朋友來經營。

小店員們的合照















書店整理與店員招募

書店店長由五年級的李沐霖擔任，
委請基地協助對外招募店員。

當店員招募完成後，
便開始約店員一起整理書店。

店長面試店員，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要吵架。







來自四面八方的書籍，
店員們開箱、篩選、清潔、上架。

大約每三個月要整理一次。



留下來的書籍以繪本、橋梁書、小說為主，
年份較新的百科書、旅遊書也會被留下來。

宗教與政治類書籍則會收起來，
讓它繼續漂去更適合的地方，

至於太破舊的書及塗鴉過的教具書
則會直接回收。



書店開幕

書店內部整理乾淨之後，
挑選一個合適的日子就可以開幕了！

邀請了莉貞編輯、
幫書店畫招牌的作家鄭淑芬老師，

還有關心書店及小朋友的大人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討論：

一間不賣書的書店，到底要怎麼經營呢？



小朋友的書店，
也要像大人的一樣，
有開幕茶會！

行前演練流程

店長掛上招牌

剪綵



說明「讀角獸」書店店名的由來

店員自我介紹

畫家分享創作招牌理念



主題書討論

店員除了讀書給客人聽之外，
對書的了解與賞析能力也很重要，
討論與發表感想也是店員必備的能力。



配合繪本
《西瓜游泳池》
以及基地的主題日

小店員準備西瓜冰沙
請大家消暑消暑！

第一次做冰沙的大家，
非常有默契，
團隊合作把活動完成。



除了西瓜冰沙，
社群還有「自己做冰」的活動，

小店員們提著一大袋冰塊幫忙加冰，
活動後收拾，

穿上圍裙，店員們都相當專業！



配合基地八月主題月「流浪」，
小店員從書店裡找了一些
自己認為與流浪有關的書，

聚在一起討論，
將在8/26參加「流浪到未來」的擺攤活動。



「流浪到未來」是一場以SDGs為主軸的活動，
小店員以永續目標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為主題，

導讀流浪主題的繪本。



書店的活動-讀書

中秋節的相關書籍很多，故事也很多，
小店員想找一個不是烤肉也不是吃月餅的繪本，

但又可以跟民眾互動的繪本。
於是《中秋博狀元餅》就很適合，

這是第一次小店員們自己設計活動流程，
選購獎品、畫海報。

現場還要跟民眾大聲說故事，
都是大家的第一次。



活動前演練

換上古裝，就更有古風的感覺了。



在大樹下說故事，
人潮越聚越多，

小店員看起來一點也不緊張。
大家來擲骰子拿禮物，

都很開心。



本來這是一場要邀請
爺爺奶奶來說鬼故事的活動，
但是大部分的爺爺奶奶都說
不要說鬼故事，只想聽，
於是由老師來講鬼故事繪本
給店員和小朋友們聽。



小店員群詠這次自告奮勇，
想把繪本和他自己最愛的

烘焙活動結合，
選了《環球世界做蘋果派》

這本繪本，
還有簡易的蘋果派，

帶民眾度過一個香噴噴的
聖誕節。



群詠表示：我看起來不緊張，其實非常緊張。



現場的大小朋友都很認真的聽，
蘋果派烤出來也很完美，

大家都很開心！



店員們說
聖誕節就是要交換禮物，
書店的交換禮物活動，

就是大家可以帶自己的書，
來跟大家交換。
交換之前，

還是要來讀一讀故事，
店長選了《我是聖誕樹》。





學期末，書店辦了一場感恩茶會，
邀請一路上支持書店的大人們來，

聽聽小朋友對書店的想法。



前一天自己準備餐點





基地募書的幕後推手：吳克提老師

城鄉局股長：陳盈宇股長

瓦窯溝我要GO社群主理人：林志堅老師



書店參加雙和社大舉辦的「生態雙和嘉年華」活動，
主要是去宣傳書店，增加曝光率，

所以帶了書籤和印泥模板，
讓大家從一句話開始，

認識每一本書。





2月21日為國際母語日，
書店準備了繪本，

要用母語念給大家聽。



莊雨蓁
《你為什麼不開花》客語

李沐霖
《一定要比賽嗎》華語

莊雨潔
《WOLF WON’T BITE》英語

袁群詠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閩語



書店店員在職訓練
採訪課

書店除了讀書之外，還有另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帶大家「讀人」，

認識身邊很棒的人，
他們在自己的位置一直努力，

透過小店員的採訪，
讓大家認識。

於是邀請編輯-許倩華老師，
來教小店員們認識「採訪」這件事。





使用科技-手機，來協助寫作







書店的活動-讀人

小店員-張茜茜樂活基地進駐社群
「棧戀棧練」主理人-杜季勳



小店員-莊雨潔樂活基地進駐社群
「瓦窯溝我要GO」主理人-林志堅



小店員-莊雨蓁 樂活基地值班人員-王鈺婷



小店長-李沐霖
樂活基地進駐社群

「共享學堂」主理人-譚順德



小店員-袁群詠 樂活共生實驗基地主理人-吳婷婷







樂活是一個大家都可以來，也可以放鬆心情去享受生活的一個地方 

採訪-莊雨蓁 

    豆漿姊姊，是基地的駐點人員，目前就讀龍華科技大學，多媒體遊戲發展科學系。

因為參加過前年三月的生活節，覺得這邊的環境很有意思，於是應徵基地駐點工作。

來了之後，發現樂活吸引人的地方是共享的概念吧！這邊的環境大家都可以來，「人人

可參與、人人可改變」，很多活動中心就蓋在那邊，付錢才可以進去，但是樂活基地不

用。雖然這邊沒有遊樂設施，她認為有一個你下雨可以來，晴天可以來的地方很重要，

下雨天你可以來這邊玩室內，就是做靜態活動，可是你在公園沒辦法啊！因為公園沒

有屋頂，你下雨就只能躲在旁邊，然後或者是地都是濕的，但是這裡都永遠都是乾的，

除非飲料打翻，這裡的椅子永遠都是乾的，在等你來。 

    但是，基地的優點也是缺點----太自由，因為之前還沒有訂很多規則時，大家會

很自由地去做很多事情。有人受傷或是缺乏管理的一些部分。但是現在變好很多，像

以前食堂被使用後沒有復原。現在規定要借場地才可以使用。 

      姐姐成為工作人員之後，有討厭也有喜歡，討厭的就是常常有很多突發的事

情。喜歡，是覺得看到小朋友的笑容就會心情很好，看著小朋友開開心心，不知道怎

麼的，有變老的感覺嗎？以前剛來的時候小朋友都很小，然後突然瞬間變大，就覺得…

哇….歲月在過，感覺看著他們成長，這個地方能夠這樣下去也是小朋友的一個珍貴

的記憶。看著小朋友，豆漿姐姐想起自己小時候被霸凌的經驗，因為那時候還有打罵

教育，老師沒有問發生甚麼事就處罰我，讓我覺得很受傷，所以我希望在這裡的小朋

友不要發生這樣的事。如果這邊小朋友不小心弄壞玩具，我就會安慰他：「沒關係，

他不是故意的，我幫你重新串起來，你重新綁一條就好了。」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可

以把自己過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讓它變成紙飛機飛走。當基地的工作人員，要做的



事很多，除了要拍照記錄活動花絮、拍小朋友玩的照片之外，還有整個基地的樓梯、

室內空間、整理垃圾、修理與清潔玩具。最讓人緊張的就是小朋友受傷，豆漿姊姊對

這樣的事情處理很有經驗，她說一定要冷靜，因為其他人第一眼看到小朋友受傷會驚

慌，但如果我今天作為這邊的工作人員，如果我不冷靜面對這件事情的話，還有誰會

去冷靜處理？所以我們一定要比大家冷靜。 

    姐姐說她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樂來越快樂」的活動，做特別的就是一開始只有

四個小朋友，現在更多，越來越大團。雖然在基地工作，但是因為是上班，再加上住

比較遠，所以很少參加活動。 

    如果可以參加，豆漿姊姊對瑜珈的活動很有興趣，覺得蠻適合放鬆，因為他們雖

然動作都很奇怪或是會出現奇怪的聲音，就像在進行修練，因為是印度人嘛！他們就

會認為做瑜珈可以消業障，豆漿姊姊覺得自己也需要消一點業障。駐點社群「樂來越

快樂」的活動也是姊姊想參加的，因為感覺很好玩，有吃的啊！手作啊！都覺得好有

趣喔！  

    除了參加活動，豆漿姊姊也想自己辦活動，現在還在規劃中。她想辦的活動就是

畫油畫，但是是選擇用廣告顏料或壓克力顏料，她說：「然後在這個活動過程中我會放

音樂，大家聽著這個音樂去畫出心裡面的那個世界，或者是你最近遇到甚麼事情，可

以透過這個音樂在這個放鬆的時間把它呈現出來。這是之前我學過的一種藝術治療，

老師告訴我們，靜下心來，然後把你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給畫出來。」 

    但是一直還沒有辦，因為大學太忙，現在還沒完成專題，因為豆漿姊姊學的是遊

戲，她的專題也是做互動媒體系列的，她希望有機會在基地辦一個讓大家試玩的版本。

之後有機會就做 AR、VR這種，之前基地也有那種日本的 AR公司來訪，它把基地掃了

一圈之後用平板或是手機呈現出基地裡面的樣子，豆漿姊姊想用自己所學的能力去介



紹這個空間，而不是只有說的方式向大家介紹，這樣太平面，而是實際上用 AR，大家

可能用手機邊走到這個空間，它會用影像介紹大家在這裡辦過的活動， 這樣會讓基地

的模樣立體起來。 

 



付出是「捨」我們獲「得」更多 

採訪-莊雨潔 

    林志堅先生是一位公務退休人員，他在經濟部服務了三十八年，民國一百零二年

六十二歲退休，原本可以服務到六十五歲的林志堅先生，因為那時他母親不小心跌

倒，所以他不得不辭退工作來照顧母親，雖然退休的薪水和上班的薪水差了三萬元，

但父母只有一個，現在沒有孝順，以後也來不及。 

    民國六十八年他買了新房子，剛好他的家旁邊就是瓦窯溝，他對瓦瑤溝的髒亂和

惡臭感到不滿意，於是想瞭解瓦瑤溝，讓瓦瑤溝變得更好，所以他就加入瓦瑤溝願景

社。之後覺得自己一位退休人員在家裡看電視、打瞌睡沒有什麼意義，所以他就來到

樂活幫忙、跟大家分享他的經驗 

    林志堅先生覺得樂活是個非常好的地方，這裡老、壯、清、幼、少都有，在樂活

基地最讓他感到震撼的是，一般小朋友或者是國中小學生，大部份都是跟著父母或者

在讀書而已。但是他在樂活碰到了「樂來越快樂」這個社群，王偉儒老師把學生帶到

樂活基地來，讓他們走入社區、走入人群、走入樂活這個空間裡面，讓學生學習人與

人的互動，這是社會知識，這是學校課本學不到的。 

    另外林志堅先生認為樂活三不原則「不政治、不宗教、不圖利」是非常好的。當

然他覺得樂活也有一個缺點，他覺得不圖利是不能賣東西，賺他人的錢，可是如果是

老師幫忙代買，這不應該講說老師是圖利，林志堅先生覺得這是老師用服務的心態來

幫忙。如果這件事可以改善的話，基地就非常完美了。 

    本身是永和社區大學「瓦瑤溝願景社」社長的志堅大哥對我說，應該要走入社

會，走入人群，走入社區，所以就向願景社的張品老師提出進駐樂活基地的建議。這



麼好的空間，這麼好的地點，可以在這裡把瓦窯溝的社區推廣跟理念，推廣出去，於

是在樂活也成立一個社群叫「瓦瑤溝我要 go」並且辦過很多關於瓦瑤溝的

活動，讓他最印象深刻的是曾經帶幼稚園的孩童認識瓦瑤溝。 

會開始關心瓦窯溝，契機是民國六十八年，林先生結婚後搬到永和來。新房子旁邊就

是瓦窯溝旁邊，瓦窯溝大概不到二十公尺，當時的瓦窯溝很臭，而且下大雨會淹水，

里長就發動大家去抽水。後來我到永和那個永和社大去上課的時候，參加張品老師成

立的瓦瑤溝願景社，剛好來瞭解瓦瑤溝，對瓦窯溝盡一點心意，讓瓦瑤溝變得更好。

年近七十的志堅大哥說帶走讀活動不會覺得累，因為他很高興，在走讀的活動裡面，

可以把所知道的知識傳達給民眾，讓他很有成就感，雖然是沒有薪水，但是我覺得這

非常好,能夠與大家互動，是退休生活中很棒的事！ 



不是我決定要變成怎麼樣，是大家一起決定需要什麼， 

然後一起把它變成什麼。 

採訪-袁群詠 

    吳婷婷女士，不只經營一個樂活空間，除了三個空間經營之外，還有做一些環境景

觀設計。會需要聽到周邊的人真正的聲音，所以她還有做民眾參與式設計。問問大家未

來想要的空間是什麼？才把空間整理起來做改造。樂活是她第一個經營的空間。她發現

有一個空間可以這樣玩實在是太好玩了，所以在萬華的南機場有一個很破爛的地下室空

間，她就和另外一個團隊去試試看。在萬華比較多貧窮者或者是無家者或者是社會弱

勢，決定是不是能夠照顧到這些人，其實他們也幫助經營空間者很多事情，像在疫情期

間他們幫忙送餐和整理環境。還有一個空間叫做河神的丸子，在螢橋國小旁邊。吳婷婷

一到那裡就被那棟老房子吸引，決定在河神這個空間做「河廢料」的行動，因為都市的

人沒有辦法讓物品再一次被利用，於是他們想找找看有沒有更厲害的創作者來改造這些

廢棄的東西。也就是找一些願意幫忙的人一起把事情解決掉。 

    回到樂活基地，那時候是吳婷婷的團隊夥伴設計的，因為新北市城鄉局網路上公告

這裡有個空間要變成社會住宅，希望在變成社會住宅前先收集大家想要社會住宅裡面的

空間，再改到社會住宅裡。那時候吳婷婷的團隊就很期待。她想到她的家人也蠻多的，

如果同時帶好多家人出門，不同年齡，沒有每個人可以同時接受的方案。在平面圖設計

好跟變出來的時候，覺得整個空間都變得跟原來不一樣了。 

    那時候才剛打開讓大家進來，也沒辦法想像大家會怎麼用？因為空間太大了，二百

坪還有八個空間，會不會大家不需要？在等大家來參加的心情有一點點緊張。吳婷婷

說，基地的空間到後來大家已經可以盡情的使用，而且空間已經不是由管理者決定要變



成怎麼樣，是大家一起決定需要什麼，然後一起把它變成什麼。樂活基地就變成長輩有

長輩喜歡去的地方、小孩有小孩喜歡去的地方。 

    這樣的狀況令吳婷婷很滿意，她希望樂活可以變成一個很放鬆的地方，大家喜歡的

又不一樣。現在樂活有八個空間、還有戶外，真的是能讓人自在的待著。她最喜歡外面

的大廣場。一開始大廣場只能用硬的鋪面，所以就沒有做太多調整。鋪面一開始覺得好

大，不知道要做什麼？有人提議做停車場？她想千萬不要停車！因為那個廣場很難得，

跟後面的草地不一樣，草地就是會有很舒服的感覺，然後因為一些事情讓我們決定提供

粉筆。她很意外，以為都是小朋友在畫，但是沒有，是各種年齡層都在畫。有時候吳婷

婷也會拿粉筆畫畫，檢查一下小車車的狀況。因為她很喜歡觀察，所以有時候也會看今

天推來輪椅的爺爺奶奶開始會聊天，後來發現經過一段時間，有很多照顧者推輪椅，我

發現他們以前都會去 4號公園，現在偶而有一群固定的開始來這裡。四號公園的活動空

間雖然比較大，但樂活也是不錯的選擇。大家在廣場上做自己喜歡的事，不一定是在做

一件特別的事情，但是那是大家一起做的，不是一個人一直在家裡玩手機或看電視，待

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現在的吳婷婷工作的時候才會來，或者是有一些好玩的活動她會帶家人來。如果基

地發生一些緊急的事情，她一開始會很緊張，接下來發現大家會一起來幫忙。所以她在

樂活的緊張狀況就只是一開始，接下來就很快的能應變處理。因為大家都有來幫忙，所

以才會讓吳婷婷沒有緊張的感覺，這就是基地的特別之處。 

    現在樂活基地已經變成吳婷婷想像不到的樣子了，所以她希望可以繼續這樣，然後

還希望有更多的樂活出現，因為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也有這樣的空間，是

一個大家都覺得好玩所以加進來，不是被勉強的，是自己覺得好奇、想做點什麼的共享

空間。  



覺得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到好，做到大家越來越喜歡 

採訪-張茜茜 

    有一個人，出現在樂活的小農園，一個人在小農園那，一直修剪樹木，默默的整理，

他就是季勳老師。  

    季勳老師是自由講師，她也一直有在玩木頭，二零一九年，她有一位夥伴，發現了

這個地方可以帶孩子們來做一些事情，所以就申請駐進計畫，團隊名稱叫棧戀棧練，主

要是帶領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一起利用棧板或者是廢棄的家具，把它重新修改成新的物

品，給予它新的生命。 

    她想要做一個小農園主要是因為她一直和另外跟夥伴有推動田園城市，在這個都會

裡面，很難像鄉下有一片土地可以耕種，大部分都是硬鋪面，所以想說剛好有棧板，那

利用棧板來做直立式，可以增加可耕種的面積。 

    也因為其實季勳老師主要是做堆肥箱，她想要減少我們廚餘直接進到焚化爐的數

量，她想要看看社區能不能做到這些事情，如果一個社區可以做到，假設一個月可以減

少六百公斤，那如果其他隔壁社區也可以做得到，那十個社區就可以減少六千公斤，那

一百的社區就可以減少六萬公斤，那這樣子的一個速率累積下來的話，其實可以減少環

保局焚化爐的耗能，可是廚餘有大部分都會帶水，因爲本身生鮮，燒乾的東西跟燒濕的

東西的耗能是不一樣的，燒乾的比較容易，燒溼的比較需要更多的耗能。假如說都是燃

燒天然氣或煤，那要更多的天然氣或煤來燒，包括電力在內，時間上可能燒這一公斤可

能五分鐘，可是燒這個一公斤可能要二十分鐘，是好幾倍，重點是生鮮廚餘裡面有些包

含熟廚餘，熟廚餘我們可能會煮、會炒、會放一些調味料，那這些調味料經過高溫在烹

煮的時候會產生有毒物質，譬如說像戴奧辛，可是這些毒氣不會是像煤炭這樣看得到，



也聞不到，因爲它被稀釋掉了，但是真正聞這些空氣的人是誰？是人們，所以她希望能

夠減少這些廚餘進到垃圾焚化爐，然後降低我們的空污污染的機會。 

    季勳老師來樂活二零一九年到現在，她會知道這裡是因為朋友介紹，她朋友家在後

面，她朋友每天出門都要經過樂活，想說可以來申請駐進團隊，有一個空間可以讓我們

玩木頭，而且距離家裡很近。早期樂活是只有開五、六、日，禮拜五的下午跟禮拜六的

早上和禮拜天的早上而已，所以很少，後來又增加禮拜三、五、六、日，然後後來變成

是每一天，上午六、日，之後就變成每天，現在就變成是一、二休，然後每一天早期是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季勳老師來樂活每個月 2、3次，有時候 7、8次，原來她每次來樂活不是只有整理

小農園，有時候可能是因為他們駐進團隊的活動，假如說他們教人家玩木頭，在更早之

前，他們也有在禮拜三固定利用早上時間烹飪，順便來學日文，也會開植物染、敲染等

等活動。 

    季勳老師曾經竟然有想要放棄過小農園，她說其實是有時候因為太累了，在樂活一

開始是做堆肥箱，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因為告示牌也沒有做得很完整，那有一些民衆他

可能趕著上班，來丟廚餘的時候就連同他的塑膠袋就丟進去，有的人會丟比如說香煙、

香煙紙盒、便當盒，還有什麼伯朗咖啡罐和一些垃圾，他們以爲這些是垃圾堆，雖然上

面寫了落葉堆肥箱，可是還是會有一些人不遵守規矩，然後沒有很高的公德心，那有時

候一直在收拾整理的時候會有點累，所以那時候就覺得乾脆把它收起來好了。 

    季勳老師想要繼續做是因為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所以想要做對的事情就要堅持下

去，也覺得不甘心，覺得這件事情沒有把它做得很好，裡面其實也要檢討的事情或是疏

忽的地方還是很多，所以季勳老師覺得可能還可以再做更好一點，覺得既然要做就把它

做到好，做到大家越來越喜歡。季勳老師希望以後小農園它能夠四季分明，然後依照四



季的作物，但是她說小農園沒有做得很完善，它看起來就沒有讓人家很吸引，哇這邊種

了好多的蔬果花卉之類的這樣，所以她找了夥同的另外一個夥伴共同發起了所謂地球花

園的計劃，想象中我們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是很漂亮就是風光明媚的一個花園或

菜園。 

    季勳老師一直在觀察小農園沒有受到大家的關注的原因，就是因爲沒有收成，她說

今年會很認真的開始來耕種，耕種的這些所有的作物希望借此來吸引附近的居民婆婆阿

姨叔叔哥哥姐姐們一起來共食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