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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推廣 

熟齡吧檯手～拉花咖啡的黑白之舞！ 

盧紀邦1、吳瑋卿2 

 

「好香喔！咖啡就是這個味道喔？」、「我以前都以為咖啡喝起來就是像伯朗

咖啡那樣…」、「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夾雜著義式咖啡機的唰唰聲，吧檯

後方傳來的，不是三姑六婆的社區時事，而是年輕的老闆娘與幾位阿嬤，像是拿

鐵裡的咖啡與牛奶一般，一起交互著彼此的生命色彩與溫度。在台南，有許多老

房子再生的咖啡館與文創小店隱藏於老街中，為原本寧靜的巷弄生活帶來了新的

氣息之外，也帶來了衝擊；曾幾何時，逛老街、老屋，卻看不到老人。原本生活

在巷弄中的老人，也是老街上最美的風景，屬於年輕人的文創，是否有機會跟老

街中的老生活融合呢？ 
 

 

圖說：鵪鶉鹹派熟齡吧檯手 

                                                      
1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2 銀同社區鵪鶉鹹派店長，「鵪鶉鹹派 X 熟齡吧檯手」計畫提案與執行者 

（註：本文由吳瑋卿口述、盧紀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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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開始，在中西區的銀同社區裡，成大研究團隊3進行一系列的計

畫實作行動，希望在社區居民與文創店家之間，在觀光發展與原本社區生活的衝

突之中，能有互動與合作的可能性。經過持續努力後，2016 年開始成大研究團

隊退居二線，協助社區中租用老屋的新店家推動「好舊‧好」計畫，由數個社區

店家自主地發想與規劃可以跟社區阿公阿嬤互動的課程與活動，以連結與融合年

輕店家與阿公阿嬤之間的鄰里之情。期待讓年長者除了社區活動外，能多一個平

日生活去處的選擇；而年輕的文創小店，也能多了在地的文化香氣與人情溫度。 

 

Oh Old!市集高齡實習生的後續效應 
 

自從 2017 年元宵於台南銀同社區舉辦「Oh Old!市集」這個高齡實習生活

動（盧紀邦、陳世明，2017），初次讓參與市集的店家與社區長輩相互認識之後，

社區中由年輕人經營的幾個新店家繼續著與社區阿公阿嬤的交流互動。其中，位

於社區一隅、開了近 8 年的店家「鵪鶉鹹派」的店長 Claire 說：「第一次的互動

是教阿公阿嬤他們做餅乾，自己覺得這樣跟阿公阿嬤互動很有趣，我其實從來沒

有想過會做這樣的事情。看著阿公阿嬤他們邊做餅乾、邊聊天，感覺很溫馨，很

不一樣的感覺，所以就想著：這樣的活動還可以再做些什麼？怎麼讓其他阿公阿

嬤也可以參與？因為做餅乾，並不是自己店裡賣的，所以，要有課程的時候，阿

公阿嬤才能來做；所以，想要教長輩一件他們可以一直來做的事，後來想到自己

店裡賣的就是咖啡跟鹹派，不然就來教長輩怎麼泡咖啡好了！這樣長輩以後就可

以常常來店裡」，於是，就開始發想了「鵪鶉鹹派 X 熟齡吧檯手」的構思。要找

哪些阿公阿嬤？要教他們哪些步驟？長輩會不會不喜歡、會有興趣嗎？對他們來

說會不會太難？果不其然，第一次咖啡課程後，留下來的阿嬤只有 3 位，後來又

再邀請了平常就有互動的、店家所在地的鄰長阿嬤。「熟齡吧檯手」就像是尚未

研磨的咖啡豆一般淡淡地發香了！ 

                                                      
3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因辦理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自 103 年 7 月起

於中西區銀同里設立社區駐點工作室，安排研究人員駐點於社區中，觀察舊市中心商業區發展

與社區老化的議題，並且與社區互動合作，規劃與進行因應上述議題的相關實作行動研究，期

間歷經多位研究人員。本文中提及「好舊‧好」計畫與「Oh Old!市集」等兩個活動，係由駐點

人員廖姵棋、林奕仁、與盧紀邦為主要人員，自 105 年 10 月起，進行相關討論會議、協調整

合、與活動規劃與執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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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鵪鶉鹹派」為銀同社區長輩開的做餅乾課程 

 

來一杯熟齡拉花咖啡 
 

星期四的府前路上，店外騎樓下的行人熙來攘往，但隔著一扇門，店裡的時

間是凝結的；吧檯後，義式咖啡機的唰唰聲中，伴隨著 Claire 與阿嬤緊張而僵

立的身影。突然，阿嬤與 Claire 的哈哈笑聲劃破了幾位阿嬤與義式咖啡機鬥智

的緊張氣氛，從座位上悄悄地來到吧檯前的客人，心裡也跟著鬆了一口氣的問道：

「阿嬤好厲害唷！這是什麼樣的活動啊？」見 Claire 跟客人回應著：「這是我們

跟社區辦的活動『熟齡吧檯手』啦！讓阿嬤來學怎麼泡咖啡」，旁邊的阿嬤不好

意思地說：「啊，我們老了，腳手慢鈍啦！學都學不會！」但在一旁觀察許久的

客人面露欣賞的跟阿嬤們說：「不會捏！我覺得你們好厲害唷！好想跟你們學

唷！」 
 

 

圖說：阿嬤們奮戰好一陣子才成功，來，喝一杯熟齡拉花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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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之前，阿嬤們跟義式咖啡機已經奮戰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了。從填

粉壓平、沖煮萃取、打奶泡、拉花…等，這些對成長在咖啡館林立的年輕世代而

言都可能是困難的學習與嘗試，Claire 與阿嬤們用了多少的時間與心力，在長輩

們端上充滿香氣與心型拉花的那一杯咖啡時，一切不言而喻了！這一杯「熟齡拉

花咖啡」充滿了對熟齡吧檯手阿嬤的體貼設計，比如：可能有些長輩這一輩子都

沒喝過咖啡，所以鮮奶比一般用量多一些，可以讓咖啡更為滑順；因為阿嬤動作

可能不是那麼順暢，多一些鮮奶可以讓拉花時間更長、更能成型；為了讓顧客更

願意購買、帶給阿嬤信心與成就感，所以「熟齡拉花咖啡」以店內其他咖啡的半

價來促銷…等。Claire 為了推廣，還精心為「熟齡拉花咖啡」行銷，以阿嬤的形

象設計了專屬貼紙、故事海報、及臉書介紹等。甚至，擔心自己教導的不好，還

對外找比賽得過獎的專業咖啡拉花師來教。經過一個多月的練習，每位阿嬤至少

練習過上百杯的拉花咖啡，也愛上了咖啡帶來的人情溫度。 
 

   

左圖：店長特別找來專業拉花老師親授   

 

右圖：店長用心為「熟齡拉花咖啡」設計   

      專屬形象貼紙 

遞上的不只是咖啡 
 

對 Claire 來說，最大的收穫是看見阿嬤們的成長：從不會泡咖啡、不會拉

花，變成熟悉每個動作，然後漸漸地認真看待流程的每個環節，有空時甚至還會

自己主動練習。「在店裡辦理其他社區活動時，阿嬤會主動自己走進吧檯，泡杯

咖啡請來上課的老師喝…。記得有位老師跟我說當她從阿嬤的手上接過那杯咖啡

時，她好感動喔！」慢慢的，Claire 也發現阿嬤自己會提自己下禮拜什麼時候要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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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齡吧檯手」的行動也影響了其他人，例如有些常來店裡的熟客，知道吧

檯後發生的這些事，也勾起與老人互動的興趣，自己主動表示也想要一起來參與

課程、跟阿嬤們一起互動，或是自己會一些東西也想來教長輩，跟他們一起分享。

於是，在繚逸著咖啡香與笑聲的店裡，開始多了由客人來開課的「二手衣改造」、

「剪紙」的課程，也邀請社區中其他的阿公阿嬤來參與。現在，這家社區一角的

鹹派店的每個禮拜四，不論是 Claire 或是顧客，焦點總是放在吧檯後的熟齡吧

檯手們，來到店裡的客人常常需要體驗著「二等顧客」的等待（因為在阿嬤來拉

花的那段時間，Claire 比較在意阿嬤，反而比較冷落顧客），但仍有些是刻意前

來的；當他們離開這家小店時，除了手上的咖啡餘溫之外，臉上微微的幸福，也

溫暖了吧檯後阿嬤的心！  
 

   

左圖：二手衣改造課程（客人當老師）   右圖：剪紙課程（客人當老師）

 

現實，咖啡溫度褪了 
 

在蜿蜒小巷中，老房子改造再生的咖啡館等文創小店，是大部分遊客對台南

文創的想像，也是不少年輕人的創業憧憬，然而，更迭頻繁的老屋新店，很快地

就代謝了年輕人的新鮮感。「熟齡吧檯手」也很快地沉沒在時間的退潮之中！隨

著網路上的宣傳行銷，就如同奶泡與咖啡之間的美麗拉花，帶起了一陣的喝采與

掌聲；然而，很快地咖啡失了熱度、拉花也沉沒、褪了！Claire 在自己的臉書中

寫道：「鄰長阿姨對著我說她很感動我們來教她製作義式咖啡，但她也好奇我們

到底在做什麼？我說：『我們店家可以帶附近的長輩一起做活動，雖然做活動毫

無收入，但是我們賺到跟妳們的互動！』」但同時，Claire 的內心是掙扎的，同

一段文章中也提到：「同樣都是店家，知道要有商業活動才是走得下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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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很快的，熟齡吧台手計畫就會消失，因為沒錢可以燒了。」（2017.12.2 摘錄）

然而，儘管當初支持這項行動的計畫經費早就已經用罄，「熟齡吧檯手」卻仍一

直持續著。由此可見，雖然商業是以營收來決定存廢，對 Claire 而言，活動經

費或是拉花咖啡的成本與收入，已然不是她衡量這件事的那把尺。「我在意的是

阿嬤他們還會不會再來？」Claire 說：「熱情過後，逐漸回復平靜的店裡，只有

一兩個、甚至沒有客人，阿嬤們心裡都知道這些練習是需要成本的，他們也不好

意思一直來，擔心會造成我的負擔；即使我跟阿嬤們說沒關係，他們還是因此而

漸漸不再來了。」望著門外，Claire 想著怎麼跟阿嬤們有繼續的互動，讓阿嬤們

可以輕鬆自在地再來店裡坐坐。 
 

   

圖說：平時店裡的閒話家常 

  

咖啡的苦味與拉花的綻放 
 

在美麗的拉花層下，是 Claire 內心掙扎的苦味。對做這件事的懷疑，來自

於家人，也來自於自己！家人會問說，這樣的活動對店裡生意會有幫助嗎？生意

有比較好嗎？這樣會不會浪費時間？怎麼不做點別的事？Claire 心裡也一直在

問自己：這樣對長輩來說，他們有得到什麼嗎？他們還會再來嗎？此時的熟齡吧

檯手，改以預約制的運作形式持續著；而 Claire 卻成了社區巡守隊的一員。每

周幾次跟幾位吧檯手阿嬤一起巡守社區，說是巡守，倒是一路上談笑著，兩三位、

像是母女、又像是姊妹的在巷子裡散步、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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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Claire 店長與長輩一起巡首社區 
 

「熟齡吧檯手還會繼續嗎？」在一次的新聞媒體採訪過程中，記者問 Claire

是否還會繼續跟阿嬤們一起經營熟齡拉花咖啡，Claire 遲疑著、微微地望向阿嬤

們；當時，阿嬤爽快地回答：「會啦！我們還會再來啊！」頓時，大家的笑聲與

手上的那杯熟齡拉花咖啡香充滿了整間店。Claire 臉上的笑容就像拉花綻放在黑

咖啡裡，緊跟著說：「賀！安內，我們接下來要繼續唷！我們作伙來去四處泡咖

啡！」下一步，除了熟齡吧檯手會繼續之外，Claire 將會運用熟齡拉花咖啡所得，

規劃跟阿嬤們的黑白輕旅行；也計劃帶著熟齡吧檯手們到各個咖啡館，跟年輕人

分享這段共同走過的經驗，也到各個機構讓老人看見不一樣的未來，讓他們看到：

老了也可以這樣子生活，一起活出人生下半場的精采。 
 

   

圖說：2018 年 5 月 4 日第一次的黑白輕旅行：奇美博物館與館內的咖啡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