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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街 76 號故事 

  在喧囂的城市一隅，需要恬謐的浸潤。聶樓的命名來自希望進到這個空間的人，皆

能夠靜下心來，輕聲慢語並享受當下的寧靜與氛圍。 

  聶樓的店長陳怡錚是萬華人，萬華的陳年歷史風情與臺南的老街風味相映，因喜愛

老屋特有時光堆疊的醇厚，再者曾在北部富錦樹咖啡工作過，將經驗移植至聶樓咖啡

廳，開始接手經營聶樓，為了讓客人每次進到店內皆有新氣象，不定期會將店內擺設做

置換，在未來九月至十一月，預計企劃舉辦兩周年的活動。 

  從前神農街 76 號總共有五進，現在已切半餘約兩進半的空間，前方第一進做為咖

啡廳接待客人使用，後方的經營權目前在慢慢鳩劉峰老師手上，並做為藝廊使用展覽畫

作。最初，劉峰老師與其夥伴成立黑蝸牛與慢慢鳩木工作室進駐神農街，黑蝸牛退出後

變為慢慢鳩生活木作，最後因劉峰老師重心轉往玉井，而欲將 76 號轉往認識的人接手，

接手的其中之一條件便是希望維持老屋原本的樣貌。陳怡錚店長表示聶樓類似家族式經

營，之前是由未婚夫的弟弟及其女友在做，背後金主為未婚夫的父親及母親，兩人皆是

藝術畫家，與劉峰老師為多年好友，其中未婚夫的父親鄭宏章老師成立「五線譜畫會」。 

  老屋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修繕問題，即使先前劉峰老師已加強老屋結構，諸如採用 C

型鋼架補強，搭建大帆布防止雨水滲漏，目前屋頂仍會每逢下雨便漏水，造成戶外下大

雨，戶內下小雨的窘境，嚴重的壁癌、電路的配置，因旺盛生命力而穿牆而出的枝枒等

等，皆是急需處理的部分。 

  



訪談逐字稿： 

（Q：蕭百芳老師；A：陳怡錚店長） 

Q：之前有學生來訪問，就他們講的再來問這樣子 

A：嗯 

Q：記得上次問你，你是二月才下來的對不對 

A：對，我二月才下來的 

Q：但是你之前應該不是這裡的員工吧？ 

A：就是之前還不太算是正式的員工，但是就是有持續有再過來這邊看 

Q：所以你原本是喜歡老屋嗎？ 

A：對對，我自己是個人喜歡老屋。因為我是萬華人，我自己本身是萬華長大的，然後萬華也

是跟台南非常像的地方，就是很多老屋的房子、老街，萬華到現在都還有三合院跟四合院，

就是在台北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從小在那種環境下生長，所以

來到台南之後覺得很親切。對，蠻喜歡的。 

Q：那你之前是常常來？ 

A：對常常來 

Q：所以就是喜歡這裡的空間吧？ 

A：對，應該，我之前應該有跟你講說我其中一個partner是我的未婚夫 

Q：就是上次你把他叫來的鄭老師嗎？ 

A：對對對，就是那個 

Q：喔喔！ 

A：他其實是鄭老師的兒子。就是那時鄭道聰老師不是有講？ 

Q：那時候介紹 

A：對不對 

Q：對 

A：他講所謂鄭老師是指他的爸爸，然後我們裡面那個畫展，我還是把畫冊拿出來好了，上面

有介紹（起身去拿畫冊）他爸媽都是畫家，等我一下 

A：我講一下這間店其實有點像是家族企業的感覺，那他們爸爸媽媽跟劉峰老師是多年的故交，

那劉峰老師想要專心在木工上，所以移到玉井去之後，他們這間店想要給認識的人接手，這

樣他們能夠確保店內的裝潢環境還是保持著就是老屋原本的樣貌，這是我們接下店的，算條

件之一，那我們當然也很樂見其成，對。 

Q：這太重要了，就是想要知道這一點 

A：這一點嗎呵呵 

Q：然後很好笑欸，上次劉峰老師是玉井，我們沒有一個人記住玉井 

A：（翻畫冊）那這位是鄭老師，現在是這個畫會協會的會長，剛接任不久（［茗禾撞到隔壁

桌）唔唔小心喔） 

Q：你不要給人家弄倒了 

Q：協會…他是哪一個 

A：他是自己創五線譜畫會，但是現在是南方當代藝術聯盟 

Q：喔！這麼厲害 



A：對對對就是…前陣子才剛展完，你們知道馬芳渝老師嗎？ 

Q：沒有聽過 

A：馬芳渝老師是就是這個畫會的前任會長，然後這次展覽的時候馬芳渝老師是蠻重要的，因

為他在台南二中是很重要的美術老師，對對那之前原本是由他來擔任南方藝術聯盟的會長，

然後現在換成了就是… 

Q：就是未來的…partner的… 

A：對，partner的爸爸。然後，應該說鄭老師很多人都認識，就像那邊的，除了鄭道聰老師

之外，後面還有一個就是會寫書法的老師也認得 

Q：欸…是那個施老師嗎？ 

A：就是後面有一間那個美術設計 

Q：喔喔我知道是那個星藝 

A：星藝，對。裡面的老闆，老老闆 

Q：老老闆在寫書法 

A：對對對然後，爸爸應該比較有名拉，但是這兩位都算是，算幕後金主哈哈對對哈，因為我

不是很確定我的partner有沒有很想要就是公開這件事情，所以我們都會直接對外表達我們就

是老闆，那他跟他弟弟，他們家只有兩個男生，他跟他弟弟，原本是他弟弟在做，就是你之

前來的時候看到的男生是他弟弟。然後第一年的時候，剛開始接手是弟弟跟弟弟的女朋友。 

Q：等一下，對不起打岔一下。欸你們採訪的是弟弟嗎？ 

（茗禾助理回答：就是上來的那個阿） 

Q：喔就是你的partner 

A：（點頭） 

Q：然後我們兩三年前同學有採訪過一次 

（茗禾助理：對對對） 

A：然後他們兩個長的很像 

（茗禾助理：我確定是他） 

Q：你確定是他？ 

（茗禾助理：我確定是他） 

Q：真的？ 

A：真的？ 

（茗禾助理：真的） 

A：因為這幾年陸陸續續，就是這兩年內陸陸續續都有蠻多人就是會來不同的採訪，所以其實

可能我們沒有記得很清楚 

Q：嗯嗯 

（茗禾助理：那送感謝狀咧？我們有送一份感謝狀） 

A：喔喔，這我可以再問一下呵呵 

Q：呵呵感謝狀那一個 

A：這就沒聽說呵呵 

A：(翻畫冊)然後這一個是媽媽，對 

Q：所以現在就是會當成畫廊是因為 

A：應該說後面的畫廊的部分，現在展的是媽媽的作品，但是現在主要的經營權是在慢慢鳩，



劉峰老師的手上，後面的藝廊空間現在是劃分為慢慢鳩的範圍 

Q：那那個還是屬於他們的？ 

A：後面的木工家具都是劉峰老師的 

Q：我知道阿上次他們好像說要陸陸續續要撤走 

A：噢是二樓，二樓要陸陸續續撤走，二樓現在是倉庫使用 

（茗禾助理：以前是工作室吧？） 

A：以前二樓是劉峰老師住的地方 

（茗禾助理：噢是住的地方） 

A：然後畫廊是工作室，以前沒有畫廊，然後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室移到玉井之後，那個空間空

下來，那他們就決定要做藝廊使用 

（茗禾助理：那他現在的畫跟他之前那個，就是之前展的是同一個畫展的嗎） 

Q：不一樣吧現在是媽媽，換成媽媽了阿 

A：就是他們這次的這個南方的展覽結束之後，有部分媽媽的畫撤到這邊來展示，這三幅都在

那邊，然後這幅是換掉了，然後這幅也在後面，這幅不是很確定，有一些可能帶回家了，那

都是蠻大幅的作品，你們等一下可以去後面看看 

Q：那我們原本是想要問你為什麼會想要來老房子，那現在剛好… 

A：這是第一個原因拉，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不是他們家做什麼我都會很要接受，純粹是剛好

符合自己的喜好，對阿就是我喜歡這樣的氛圍空間，然後就是也不排斥做咖啡店的經營，我

之前工作的地方也是一個咖啡館，我之前是在富錦樹工作，然後他是一種複合型態的店面，

就是它的後半段是咖啡廳，前半段是所謂的懸屋頂，然後我們的集團是有點像是臺日交流，

它會舉辦很多台灣日本之間的活動，然後那時候在裡面就是學到蠻多東西，然後也剛好是自

己喜歡。 

Q：所以就把經驗弄進來這裡 

A：嗯，差不多，嘗試中，希望 

Q：你應該是，原本學設計吧？ 

A：嗯嗯我原本是學設計，但我覺得是數位媒體設計，就是都是在電腦上的 

Q：喔，那這樣很厲害啊 

A：沒有拉哈哈 

Q：哈哈 

A：但是就是如果沒有電腦，那就什麼都不行，跟ㄧ般人所想像的商業設計，或是很會畫畫，

有點不太一樣 

Q：那個我知道類似新媒體吧 

A：算是，它的領域其實還蠻難界定的，畢竟現在像AR開發之後，AR也算是在我們系所新的領

域。 

Q：所以你會AR嗎？ 

A：我們那時候只有接觸到一點點，因為我畢業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四五年前AR那時候還

不盛行，那時候才剛開始，就是IPHONE那時候才出到4而已，所以其實那時候在平板上，就是

電子互動繪本是比較流行的 

Q：對對對，那一陣子 

A：繪本或是遊戲，虛擬實境也有，那時候就是比如說我們做了一個實體的東西，但是你用平



板擺上去，它會跳出一些不同的立體3Ｄ的人偶之類的，類似像那種的也是有陸續在開發中 

Q：所以你會那種嗎？ 

A：這個我只有接觸到一點點而已，那寫程式畢竟還是要商管 

Q：我們剛剛第一間是去辛記，那辛記旁邊有一個橫巷，然後其實今天跟辛記聊了裡面的空間，

就覺得很好玩，其實剛才去看，他們是53跟55號，但是他們選擇把53號租出去 

（雯宜老師：以前） 

Q：對，不是55號，為什麼？因為它橫巷旁邊有三個門，你等等下去看，很好玩 

A：喔我知道那個橫巷 

Q：對，那三個門第一個是第一進的出入的門，第二個門很高唷，它是爬到二樓的門，很長，

對今天才知道那個門是那樣，第三個也是，小小的門，就是後面的 

A：三進的門 

Q：對，所以如果他租那間出去，他完全不需要就是住戶可以自由的出入，因為他就分三段出

去 

A：這樣很好很方便 

Q：很方便阿所以蠻有趣的，然後你剛好可以看到側面，如果你在晚上，我覺得用光雕就行了

拉，可以用光雕表示這是清朝街道，然後這邊是一進，然後這裡是一般貨物，然後中間有一

個中庭，然後後面是住戶或者是堆貨物的地方，然後在後面就是港道，然後稍微用光雕去做

晚上走過去 

A：晚上應該會蠻立體的 

Q：對，大家就知道原來神農街以前在清朝時就這樣子了，我是覺得那個很適合拉，那剛好是

那個屋主人很好，就辛記的老闆，他也很願意 

A：感覺還不錯 

Q：感覺還不錯齁，所以我們一直在做 

A：希望希望 

Q：對阿，然後聽到你會新媒體，好開心唷，我們一直在找技術，其實光雕比較容易拉，光雕

我們南臺以前有老師曾經在海安路做過光雕，他們有一個海安路踩街的那個，然後曾經有做

過光雕，那對於建築物這樣子一種類似介紹式的，我們還在想當中 

A：加油 

Q：這樣子比較能把神農街介紹出來，不然很難拉 

A：其實國外很多這樣很有歷史的建築物上，也都是會用很多光雕的技術 

Q：然後讓人家認識那個地方 

A：或是純粹租給一些廣告媒體，但是國外的廣告都是蠻有創意的那種，我覺得還不錯 

Q：太開心了，所以，然後，好了，然後我的問題已經解決掉一半了，因為已經知道你為什麼

會下來，所以你現在是什麼都要做，因為你要學會做咖啡 

A：嗯！咖啡、甜點，然後就是要開始零售的部分 

Q：就是零售包，就像那樣子，還有未來婆婆的 

A：嗯！就是展覽介紹阿蠻多東西都要學，現在還要包含老屋修繕，這有點太難了 

Q：上一次我有聽到你說要修老屋，我就在想哇那你的金主在哪裡？現在知道了，因為修老屋

真的是無底洞阿 

A：我們現在其實不太有經費可以修，因為我們屋頂這邊是用瓦片的那種傳統的屋頂，就是很



像以前廟宇的那種，然後，它其實上面屋頂的結構非常的不穩，就是你完全沒辦法踩在屋頂

上去修漏洞的那一種，它的結構就是已經軟掉了 

A：天頂的正上方有破了一個大洞，那那個這種的屋頂結構只有要破洞，要修就是整個打掉重

做，而且現在會修這種兩三百年老房子結構的師傅其實不多，那如果真的要修，又會是一筆

蠻大的開銷，對阿，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很陽春的方式來防水，我們現在就在上面架了一個

非常大的防水的帆布，都是靠劉峰老師那時候來幫我們用，就是用鋼骨結構把它撐起來，然

後讓整片的防水布可以覆蓋的範圍，但是，因為防水布久了，下雨什麼的，它就會貫穿，所

以漏洞的部分，像之前連日暴雨的時候，我們裡面也會下小雨，這個部分，這邊樓上，然後

我們也只能先在樓下先用水桶接，就是蠻陽春的方式 

Q：所以你們這個要上二樓的口是在前面？ 

A：天井，是有玻璃的那個，我們是用梯子，架梯子，然後爬上去的方式，以前那邊有樓梯阿，

不過現在都拆掉了 

Q：那樓梯是直線上去的那個嗎？ 

A：對，但是我們這棟不知道為什麼它是，樓梯是在中間，其他間我有看過，它都是在旁邊靠

牆 

Q：對 

A：像隔壁74的樓梯是在這一面（比左邊）的牆壁，我也不是很確定它的結構為什麼是在正中

央，然後隔壁因為它的二樓只有保留前面三分之一的部分，它的這邊是打掉的，所以結構上

好像每間房子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Q：有這種算天井，小天井 

A：對小天井 

Q：像辛記他們說也是，好像53號，他說他們來的時候小時候也是這樣一小塊 

A：嗯嗯一小塊 

Q：但是後來那個成大的建築他們說好像整修的時候，他們把它整個挖掉，所以他們現在是 

A：一大片整個空空的 

Q：對哈哈 

A：那他們的二樓都還是可以上去？ 

Q：欸沒有，他們二樓很帥，就是只有那個樑而已，那現在沒有，他是想說他兒子是希望說 

A：就是等於把它打通拉，有種像是挑高的感覺 

Q：對阿對阿就這樣，然後他們是想要在整修可以爬上去，然後多一個空間這樣子，不過，不

過這樣子老屋的經費真的要蠻大一筆支出 

A：對阿，而且我們這邊的二樓我們還沒有測試過它的承重量到底有多少，通常我們不會有超

過兩個人以上上去，還是會怕危險 

Q：喔喔 

A：而且你看那個，就是C型鋼它那個是後來劉峰老師加做的，他就是怕說，比如說像之前不

是有大地震嗎，還是就是架一下就是這種的 

Q：C型鋼 

A：會比較穩固一點，就是加強結構 

Q：我現在看一下，感覺你們這一側的好像，跟對面那側不太一樣，對面那側好像他們房子主

樑是貫穿的，這邊比較看不出來 



A：我們這邊應該還是有所謂的主樑是貫穿的，但是可能因為像我們隔壁就打掉了，隔壁就是

空屋嘛 

Q：對 

A：所以可能就是已經有被切斷了 

Q：所以他們就是說以前這樣蓋的房子，這樣蓋的好處是以前九二一的時候為什麼這邊完全沒

倒，大家是銜接在一起的，然後它會互相緊密結構是比較強的 

A：有可能 

Q：所以全部都沒倒 

A：因為這種以前的房子應該也沒有在講究打地基這種事情，就是沒倒也是蠻厲害的 

Q：對阿所以這個地震要趕快跑，發現欸沒倒，所以發現大家整個樑是銜接在一起的 

A：嗯嗯 

Q：就是從第一棟到最後一棟 

A：應該還是有一些樑是有貫穿，但是因為像隔壁是都已經打通了嘛，所以就不是很確定，它

沒有打掉的部分是有所謂的主樑存在，還是已經被切斷了 

Q：嗯嗯，所以你對這棟屋子的歷史不太知道？我的意思是 

A：再往上回溯有點難 

Q：哈哈對阿對阿因為看起來你們後面是日治時期這樣再重蓋的 

A：後面嗎？ 

Q：對，這個應該就是原本清朝時候的空間，那後面那個因為已經洗石子，所以應該是重蓋，

像太古，他們也是後面大概六十年，前面一百多年 

A：喔喔 

Q：然後我剛剛問起來蠻有趣的，就是採訪很多家，然後還有看之前二十年前成大他們的一些

報告，他們都說後面二進都改建了，很多都改建了，所以我們要問他們說，為什麼蔡師傅你

們是二進要把它改建這樣，然後他們就說因為已經爛掉了，然後我就說，這裡為什麼不改建，

他就說因為還很好，很勇這樣子，所以我後來覺得是那個鄭老師，鄭道聰老師的想法，就是

整個主樑是銜接在一起的，這個一進這邊，後面是各家愛怎麼蓋就怎麼蓋 

A：喔喔，不然就是應該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前面是當店鋪使用，後面是住家 

Q：對 

A：住家就會比較常有人在，而且你就是住家很多，像劉峰老師之前是住這邊的樓上，他們的

樓上就是常常要這樣上上下下，所以就很需要補強，可能就是都是之後才又重建 

Q：所以就是有的人會重蓋了，如果太爛了就是重蓋了，像這邊二進，或是這個磚造的，就比

較少是清朝，例如抹白灰的那一種 

A：其實，它後面，我覺得應該是只有牆壁是有塗上水泥去加做，然後再上漆 

Q：嗯嗯 

A：因為像這種以前的牆壁都是泥土混合，像稻殼阿牡蠣殼阿之類的塗上去，所以就會很容易

脫落，所以這邊的落塵就會很嚴重，所以這邊還是不時會有一些灰掉下來 

Q：所以這也是我們鄭道聰老師那一家的問題，因為我們以前是直接進到他們的二樓，那我們

現在是在他們家的二樓開展覽，然後像你說的原本都是白灰的，然後那個有點壁癌，有什麼

東西都沒辦法，所以他們就是整修那個，好像是把所有白灰刮掉，露出這個再上漆，上亮漆 

A：就是需要這樣，我們其實你看到那邊的牆壁有亮亮的，都是已經有上保護漆，去避免落塵，



不然就會很嚴重 

Q：嗯嗯 

A：這邊都是後來劉峰老師加強的，不然就是你看像那一塊的牆壁，其實已經有生一些黴菌，

就是所謂的壁癌，因為那部分的牆壁，跟隔壁是同一面牆，那個地方只要下暴雨的時候，那

邊就會變小瀑布，會沿著牆壁一直往下流，然後那邊有一些很斑駁的痕跡，全部都是，如果

你真的有上水泥然後有上漆的話，那邊就是壁癌超嚴重的一區，但是因為還是保留原本紅磚

牆的結構，之前有上過漆，所以才沒有到那麼嚴重， 

Q：那下暴雨的時候，你們這裡就沒有營業，會滲水之類 

A：對，基本上那桌是荒廢狀態，蠻可惜的，那沒有辦法，就是對客人會很不好意思 

Q：然後其實像那個圓的這一塊，以前可能是門 

A：對，以前，像我跟隔壁的阿龍哥，就是隔壁的老闆有聊過天，那其實這邊也是，他說以前

他們那一間，然後我們這一間，跟阿朗基那間，還有隔壁那一間是打通的 

Q：對，鄭老師他們那個也是，他們其實原本都有門，也是互通的 

A：我們有在想因為它的就是你看那個磚，其實被切割得很不平整，有的是很小塊，所以我們

就在想說，那麼門很可能不是當初建造的時候就有的，而是後來買下來的地主打通的，就是

為了要讓這幾棟可以比較來去方便 

Q：嗯對，應該是都同一個老闆買的啦 

A：因為如果這邊都是經商的地段的話，就是所以的大地主應該就會把它全買下來，然後這邊

以前都是店鋪，所以櫃台大概會在這個區域，然後去倉庫什麼的，從這邊上去也方便，然後

後面就是住家使用，對阿 

Q：然後我看那個成大的報告，它是說因為對面已經是二進，這邊應該是四進到五進，因為到

了應該說清朝末年，他們其實就已經分家，分家基本上已經分為前段跟後段，所以這邊基本

上是二進二落到三進的格局 

A：嗯嗯差不多 

Q：大概是這樣，但是這邊的生活環境比那邊好，比如說你們家的中庭很大，那邊就很小阿，

那邊很小 

A：我有聽說對面的比較短 

Q：對，比較短，對阿所以這邊的大概都是比較有錢 

A：比較有錢來住的是不是 

Q：所以你們的中庭，就是幾乎是他們的第一進 

A：他們的第一進也不短欸？ 

Q：很短阿 

A：那大概只有我們店鋪的三分之二而已 

Q：差不多啦所以就是很小阿很短阿，對所以這邊是有錢人，所以蠻有趣的 

（雯宜老師：後面那條巷子？） 

A：他會通到… 

Q：佛陀港，他們這一邊的後院是佛頭港的碼頭，對 

A：我們這一側最長的是五進 

Q：對 

A：我們這邊大概只有兩進半而已，一半是跟後面共用的，只有圍一條布幕而已 



Q：真的唷？ 

A：對阿，可以去看看 

Q：好好玩唷怎麼會這樣 

 

A：那邊的那個紅磚底下都很窄，但是我們的樑現在有補強過了，之前劉峰老師有加強過，但

是這些樑全都還是原木的狀態，那你看現在那個區塊的話，那邊很常會漏水， 

Q：那些已經是破洞的 

A：對，樓上的地板其實是已經有在加過一層 

Q：我這樣看可以理解太古老闆說的，他的意思是說他來的時候都是這種瀝青色的天花板，然

後他不喜歡覺得太暗了，你知道他跟他哥哥兩個人做了什麼事，就是每天爬上去，借了鷹架，

你知道用那個 

A：砂紙阿 

Q：對然後用那個砂紙機去磨掉，磨出現在木頭的顏色 

A：我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這個漆到底是什麼時候上的 

Q：他們那個是瀝青，然後是以前那個防水，防潮的一個概念，但是他們因為年久失修已經沒

有那個功能，所以他們就是把他抹掉 

A：然後像比較後面那個是斜的 

Q：對 

A：所以他後來還是有一個加布把他撐著 

Q：所以為什麼它會是斜的？ 

A：我覺得應該是久了 

Q：斜嗎 

A：有可能 

Q：但是你看下面那個短短的那一塊，它有斜的密合，會不會是因為它整棟一起蓋，那它用到

這裡就開始斜 

A：也有可能，它可能加過房屋有一些修繕方面的問題 

 

Q：所以其實你們這裡完整保存五進 

（方子毓老師：兩進半） 

Q：那你知道嗎？他們現在其實是這樣子割，後面是那一家，這邊是這一家欸 

（方子毓老師：嗯） 

A：是兩家不同的人家 

Q：用這塊布欸 

（方子毓老師：以前都是同樣的嗎？） 

Q：以前都是同一戶人家，但是我看到調查就是民國，光復後陸陸續續都已經變成前面跟後面 

（方子毓老師：嗯嗯） 

A：分家了 

Q：就已經分家了，家人就都已經分掉了 

（方子毓老師：所以他們那邊就再開一個前門） 

Q：他們本來是這一個房子的後門，他們現在把它變前門，那就這樣 



（方子毓老師：喔喔了解） 

A：對，所以那邊變成他們的前門，然後這邊變後院，然後廁所也都是後來才蓋的，你看這種

磚，就是後來才有的 

Q：對啦對，那是後來才有的 

A：以前的磚應該沒有這麼厚 

Q：對對，阿然後這個門板是原本就有的嗎？ 

A：這個應該是劉峰老師弄的，就是為了從樓上架下來，然後讓中間有個區隔 

Q：那就是變成它原本的樣貌 

A：嗯不是 

Q：因為它蠻高的，我在想是不是 

A：應該不是，因為這個布幕是我們來接手之後才弄上去的 

Q：所以它之前根本不想要弄布幕，那所以那邊那戶人家也就這樣子 

A：對對，有時候會看到他們家的狗狗在那邊，因為如果不隔的話，很多客人來上廁所，就會

直接看到人家家裡面，就會有點不好意思，所以還是把它遮起來好了，不然突然走出來人家

會嚇到 

Q：所以他們的這個，可以偷看一下，他們的樓上好像也沒再用吧 

A：這我不是很確定，這看起來是沒在用 

Q：嗯嗯很有趣 

 

A：再上去的磚那個是比較厚的，那個都是後來才弄的，只有底下比較長的磚是以前的，上面

都是後來加的 

Q：這個是舊磚吧？ 

A：對 

Q：所以才會有這條黑線 

A：但是這個結構其實也不穩 

Q：然後你們家這棟房子還蠻好玩，你看那個樑橫出來，你們鋸掉這樣 

A：但那個被白蟻蛀過，然後像隔壁的，就是老房子的問題，植物會穿牆，就是以前不是用水

泥土，它都是用泥土跟牡蠣，那個對植物來講都是營養，所以植物的根就會很容易直接穿過

來，那個是還好，隔壁已經是拆掉的，不然像房屋結構，像我們兩棟中間的牆壁應該會崩塌 

（方子毓老師：牡蠣殼跟稻殼） 

Q：對阿 

A：以前的人都這樣，或是加糯米，讓它有黏性 

Q：那個臺灣第一牆，就是那樣子 

A：那個維修真的很麻煩，下雨就會被蛀蝕掉、被沖刷掉之類的 

Q：嗯嗯 

A：你看像水泥就是嗯嗯比較牢固，在以前沒有水泥 

Q：以前就只有天然的，這樣想也比較好，環保 

A：但隔壁一直是空屋，放置狀態，其實我們也有點傷腦筋，因為他們植物一直都不處理，就

會從我們的牆壁這樣穿過來 

A：就會讓我們有點困擾 



Q：所以這邊的牆基本上是共用的 

A：對，基本上，而且你看這個有孔隙的阿，都破得差不多了，其實可能在劉峰老師在上保護

漆之前，它就已經呈現孔洞的狀態，因為畢竟都是很老舊的老房子 

（方子毓老師：那保護漆是沒辦法阻隔它穿牆？） 

A：嗯嗯沒辦法，保護漆畢竟太薄了 

 

A：對就是陸陸續續開過去，再陸陸續續關回來這樣子，比較麻煩，這是我們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中庭的關係，一定會有蚊子跑進來 

Q：然後現在這個布置，你們會定期換嘛，因為上次這個 

A：對，上次這個是在這邊，應該說可能一段時間我們會想要換個位置，還是讓店裡有個新的

氣象 

Q：然後劉峰老師的桌子還是會都留下 

A：對，畢竟他的桌子都是老建築的材料 

Q：對阿，都是老建築，蠻好玩的阿 

A：那個是窗框，然後上面是加比較現代的就是那個木材，但是你從下面看還是可以看到玻璃，

就是窗框的玻璃其實還在 

Q：那是窗框欸 

A：嗯，那是窗框，整塊的窗框 

Q：剛剛想說那個到底是什麼家具的那個，甚至我還想說是什麼桌子椅子 

A：沒有沒有那是窗框，所以他會有那個軌道，就是放上去卡榫的軌道 

Q：然後那個沙發也是舊的 

A：沙發的話，這麼我可能要問一下，我不確定是劉峰老師留下來的，還是就是他們家買過來

的 

Q：嗯嗯那些椅子也是他弄得嗎 

A：椅子嗎，這是後來我們再把它包一層，因為他原本的皮是長這樣，因為這種老椅子，他的

就是皮的部分要送修有點麻煩，因為他是整個釘死在裡面 

Q：嗯嗯，這是你們家的 

A：嗯嗯對所以只好手動修補 

Q：那麼這個呢？ 

A：桌子嗎 

Q：對 

A：桌子也是劉峰老師他自己做的 

Q：所以它原本是一個鏡框吧？ 

A：這一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的結構也長的蠻奇妙的 

Q：對，它跟它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A：但它有一個小抽屜，但它中間有一個很像柵欄的小東西 

Q：對，所以 

A：我們也在想，不知道它的前身是什麼 

Q：很難想，本來想說是那個關小孩的 

A：應該不太像 



Q：可以圓的又很怪 

（陳雯宜老師：輪子嗎） 

Q：不是，不太像，然後那個門，外面那個門也是他找木框來組合的嗎 

A：對，基本上劉峰老師很多的木材都是老建築的，樓上倉庫其實也存放了很多就是老窗框之

類的 

Q：那問一下那個椅子也是他做的嗎？ 

A：椅子是爸爸做的，鄭老師做的 

Q：比較不像是劉峰老師的風格，我還以為是你做的欸 

A：可能是鄭老師的兄弟，也有可能是鄭老師 

Q：喔好，鄭老師就是你未婚夫的爸爸，但是看不出來是鄭老師做的，因為我覺得它像是年輕

人做的，因為色彩比較多，比較像女孩子會弄得樣子 

A：應該說比較童趣一點 

Q：對對對 

A：我們中庭的椅子後來也都換成這一種，本來是一種很復古傳統中式圓的有靠背圓弧形的那

種，但是是因為那種椅子放外面淋雨的話會不好，而且它的椅腳會裂開，本來總共有五張吧，

後來其中兩張就是都年久失修，就幫搬到樓上去 

Q：對齁，中庭會淋雨 

A：對阿，所以下雨天就要趕快衝出去把鳥跟椅子都移開 

Q：那邊那張椅子感覺是有包皮的，那可以淋雨嗎 

A：沙發嗎？ 

Q：對阿 

A：沙發是最近才移到那邊去的，我們原本是放在外面有個小小的空間，那我們後來有把那邊

做一點小小的變更，那目前還沒有決定它的去向，有可能之後會搬進來放在角落裡 

Q：所以這邊所有的布置都是你用的嗎？ 

A：沒有沒有，就是我們有幾個partner會進來幫忙弄 

Q：就會討論這個應該要移到哪裡 

A：對對或是臨時起意，我們來移一下好了，我們就去移了，蠻隨興的 

Q：所以你的partner就是你的未婚夫，他的爸爸、媽媽 

A：對，還有弟弟，跟弟弟的女朋友，之前是弟弟跟弟弟的女朋友在經營這間店 

Q：確定？（問王茗禾助理） 

（王茗禾助理：確定可能是錯的吧） 

A：哈哈哈 

Q：哈哈哈 

A：像是菜單上的，就是你們看到的這些品項，其實在弟弟經營的時候就差不多定型了，那我

們後來才加上一些比較新的菜單，或者有做刪減 

Q：所以弟弟現在沒有，都不會過來這裡了 

A：還是會，但是因為他現在有另外一個 

Q：工作 

A：對，他是一個樂團主唱，那現在樂團小名氣，那他就是要負責去處理樂團方面的行政事務，

或是巡迴表演之類的 



Q：嗯嗯 

（王茗禾助理：那應該是弟弟，因為我知道還有一個女生在那邊） 

A：我拿照片給你辨識一下好了 

（王茗禾助理：老師你看一下五條港網頁就有了） 

Q：我覺得不太像那個拉，因為我覺得那個，比較那個，他… 

A：這張有點糊，中間是兩兄弟 

（王茗禾助理：應該是左邊，只是真的好糊） 

A：這個是弟弟的女朋友 

Q：你看是不是她 

A：這是弟弟還在經營的時候，然後這個是弟弟，這兩個是同一個人 

（王茗禾助理：好不像唷呵呵） 

A：弟弟有戴帽子，然後這個是弟弟，這是我partner 

（王茗禾助理：怎麼看都像是左邊的） 

A：左邊的嗎 

（王茗禾助理：對阿但是應該不是他，因為如果上一個經營的是弟弟的話，應該是弟弟） 

A：嗯嗯應該是 

Q：我是覺得同學的照片，弟弟比較有感覺不太像上次那位 

A：其實之前他就不太常在來，因為他現在還在唸碩士，在林口 

Q：好辛苦唷 

A：因為比較遠，不太常會回來的樣子 

Q：那個應該在哪裡啊？ 

（王茗禾助理：老屋） 

Q：在老屋，他一定要找照片來給你看，唉唷你找到了 

A：這個是弟弟！弟弟比較常戴帽子拉，也是辨識的方式之一 

（王茗禾助理：我們之前就有來採訪過了拉） 

A：對他之前有跟我說，之前蠻常有接到採訪 

（王茗禾助理：對阿對阿） 

A：之前的店長是他 

（王茗禾助理：可是我覺得比較像這個，呵呵呵） 

Q：他們兩個是雙胞胎嗎？ 

A：不是不是 

Q：那他們真的長的蠻像的 

A：但他們差一歲而已，所以是蠻像的 

Q：是蠻像的 

Q：然後那個你們還有要問什麼嗎？ 

（王茗禾助理：嗯…剛剛有想到突然又忘記了呵呵呵） 

Q：如果要採訪的話，不用採訪弟弟了齁？還是要採訪弟弟？ 

（王茗禾助理：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覺得整個partner一起來討論，我覺得會比較，那感

覺還不錯，就是一起來分享的感覺） 

A：嗯嗯 



Q：嗯嗯 

（王茗禾助理：主要還是要劉峰老師拉） 

Q：應該是他們有辦活動，然後我們來參與這樣子 

A：噢我們的活動嗎 

Q：對對 

A：接下來比較盛大的活動應該是兩周年，紀念的時候 

Q：喔喔兩周年 

A：可能會是十月之後吧，九月十月，或是九月十月十一月之後，還在討論中 

Q：還在討論嗯嗯，那如果要採訪劉峰老師的話，要怎麼連絡他比較好 

A：阿你等一下 

 

A：然後其實這個名片一直沒有更新，然後他們現在移到這個地方，但這一張我們只剩下最後

一張，所以看你們要不要用拍的，然後上面的這個名字，是劉峰老師的老婆，他們現在在玉

井有一個生態村，叫做阿南瑪，那可能因為她有興趣靈修的部分，那剛好劉峰老師也需要一

個比較大的場地可以去進行木工，所以他們後來是移到了玉井，做了一個生態村，可能還是

有其他的合夥人，這我不是很確定 

Q：嗯嗯 

A：然後我們聯絡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透過劉峰老師的老婆 

Q：嗯嗯，就是找她就知道 

A：基本上劉峰老師不太管行政方面的事，直接找她比較快 

Q：了解，那你們還要問什麼？ 

（王茗禾助理：如果在問到更早之前，你們知道嗎？） 

A：我知道的有限 

（王茗禾助理：我知道之前的就是好像叫做黑蝸牛與慢慢鳩） 

A：那個是木工工作室的部分 

（王茗禾助理：不是還有另外一個partner嗎？） 

A：有，林先生 

（王茗禾助理：慢慢鳩是劉峰老師的嗎？） 

A：對對對 

（王茗禾助理：黑蝸牛是另一個是不是？） 

A：黑蝸牛的部分我不是很清楚，如果要問黑蝸牛的部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黑蝸牛還

是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海報之類的會寄到這裡，他們會寫76號藝術空間 

（王茗禾助理：那他現在主要是做什麼？） 

Q：他就不知道了你還問 

（王茗禾助理：呵呵呵） 

A：沒關係，其實我也蠻好奇的，但是就我們也沒什麼機會可以遇到 

Q：那你們之後盛大兩周年的時候他們會來嗎？ 

A：應該是會，我們會邀請他們，但是至於要跟他們聊聊以前事情的話，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

緣 

（王茗禾助理：那你們為什麼要取名為聶樓？） 



Q：聶樓？有拉他有寫啊 

A：聶樓嗎，其實取叫聶樓，樓這個字其實就很符合老房子的氛圍，以前不是很多就是清朝時

期有很多什麼樓什麼塔的地方，然後聶的話，就是它有三個耳，就有一種竊竊私語，就是算

是比較像是，輕聲細語的感覺，那我們會比較希望進到這個空間的遊客也好，或者是附近的

居民也好，或者是我們的朋友也好，進到這個空間就可以靜下心來，然後就是放低音量好好

享受這個氛圍下的感覺 

Q：嗯嗯 

A：然後再加上之前partner比較喜歡音樂方面的東西，所以我們放的音樂，就會比較偏向輕

音樂 

Q：還有嗎？ 

（王茗禾助理：可能先這樣） 

Q：沒有的話就先讓店長去忙，謝謝 

 

A：那回收了幾份問卷，那他們那邊統整出來的一些結論，那你們會有興趣知道嗎 

Q：可以嗎 

A：他們都覺得神農街吸引他們的地方，就是歷史環境、建築、傳統產業，有少部分的人是選

文創產品，但主要都是環境跟傳統產業的部分，然後神農街遊客最不喜歡的就是百元販賣機

跟夾娃娃機，但是有不少人選擇傳統產業和小吃這一點，就是大家蠻驚訝的，但是傳統產業

指的是什麼，遊客也沒有具體的指出，然後神農街未來加強的部份的話，其實大部分的遊客

還是會希望百元販賣機消失，然後可以多一點歷史資訊和文化的由來的部分 

Q：那跟我們做那一個，有點不太一樣 

A：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幫我寫個幾張，份數有點多，我怕我發不完 

Q：應該是說我們是讓同學來這裡上課的時候，然後他們去給遊客寫 

A：之前小朋友好像有給我寫過，就是寫對海安路的 

Q：對對那是海安路的 

（王茗禾助理：老師是我們） 

Q：然後神農街也有寫過，然後我印象中那時候因為販賣機多的時候，他們居然那時候的風氣

是，講到神農街你會想到什麼，居然是百元販賣機 

A：哈哈哈這其實是有典故的，就是你們有注意到巷口有一台鶴百貨 

Q：那是它第一台 

A：對，它其實是台灣販賣機的第一台 

Q：它是全台灣第一台嗎 

（王茗禾助理：是是它是阿） 

A：所以大家對神農街的印象才會是販賣機 

Q：然後再來是因為我帶學生來，不知道為什麼百元販賣機會這麼吸引他們，一盒一百塊，但

是每個人都投錢，包括這些人 

A：應該說它的出現，讓附近的居民或是遊客覺得稍微有點突兀，但是這個東西是沒有出現過

的，所以新奇感好奇會蓋過覺得突兀的地方，我覺得這應該是主要原因拉 

Q：不是不是，我覺得不是 

A：他們感覺還蠻想嘗鮮的，遊客，我覺得 



Q：不是，我覺得是因為現在年輕人，我是說他們這一輩的想法他們是來神農街不知道要買什

麼 

A：喔喔有可能，然後也不知道能消費什麼 

Q：對那他們唯一能消費的就是販賣機，就會想要去投一下，而且他們有賭的想法 

A：嗯嗯 

Q：他們都想要在鶴百貨裡面弄一點大的東西出來 

A：因為鶴百貨也是年輕人弄出來的 

Q：對，所以這些年輕人會去投販賣機的想法是這個樣子，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到販賣機前面站

了七個小孩，然後每一個人都去投，所以這個是我們那時候去拍出來的神農街所有的販賣機 

A：那時候真的很誇張 

Q：這還去年的，但是現在有點退燒了拉 

A：嗯嗯 

Q：然後現在是變成夾娃娃機出來了 

A：夾娃娃機現在也要退燒了 

Q：對阿 

A：希望趕快退燒 

A：然後基本資料的部分，很多都是從非台南市區來的遊客，很多都是朋友推薦，而不是網路

推薦 

Q：我們上次花燈也是有做問卷，有一個遊客是從飯店推薦他來的，他就建議我們說跟民宿合

作 

A：其實民宿也很需要這些資訊，可以給房客一些吸引招攬客人的方式，幫他們準備周全，就

是只要幫他們選好住的地方，其他的安排行程之類的 

A：蠻多人來到這裡，還有去其他的街區 

Q：嗯嗯 

 

A：然後五六日是到十點 

Q：所以以前你們到四點而已耶 

A：嗯？沒有啊以前到八點 

Q：是嗎，但是我記得他們來採訪的時候是到四點 

A：應該是因為那天剛好有事情 

（王茗禾助理：沒有阿沒有到四點） 

Q：是喔？ 

（王茗禾助理：我知道他們到晚上都還有） 

A：嗯嗯之前平常會到八點，之前都是固定十一點到八點，但是十一點後都沒人，所以全部往

後延 

（王茗禾助理：所以現在是到九點？） 

A：嗯嗯對到九點，五六日到十點，然後都是下午一點開始，這樣我們比較方便，才不會一直

在那裏空等。 

（陳雯宜老師＆王茗禾助理：謝謝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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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採訪陳怡錚店長 圖二：攝影及記錄 

  

圖三：陳怡錚店長介紹鄭老師畫冊 圖四：陳怡錚店長介紹房屋結構 

  

圖五：店內老屋修整的痕跡 圖六：店內破牆而出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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