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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陽光穿透過老榕樹下，照亮日日田職物所的辦公室。留著一頭長髮、

穿著日系襯衫站在我們面前的，便是日日田的創辦人高慶榮先生。倒了幾杯水

給我們後，高慶榮先生便娓娓道來四年前辭去美術教職後，返鄉踏入社區營造

的故事。日日田職物所，創立於 2016 年，高慶榮跟一同打拼的夥伴們在老房

子裡面從零開始，透過社區營造、政府接案，把原先死氣沉沉的南興里打造成

富有文化氣息的小鎮，更把他們的經驗分享給更多致力於社區改造的人，闖出

自己的一片天。

一簇思想火花燎起的改變 

高慶榮在高中擔任美術教職幾年後，因嚮往自在的工作環境而辭去教

職，回到自己的老家—桃園，從老城區開始他的第一步。最初，高慶榮以

「好玩」為理念出發，從在廢墟裡辦活動跟鄰居們

建 立 情 感， 在 老 城 區 站 穩 腳 跟。 老 城 區 小 有 名 氣

後，高慶榮毅然決然地回到了南興里，縱使起初許

多人並不看好，但由於有老城區的成功經驗以及眾

多媒體報導，高慶榮有了談判的資本來說服社區，

從中挖掘出許多南興里的特色—信仰文化脈絡、眷

村文創商圈、豐年祭 ......。

起初，大家對南興的想像僅限於一座永昌五穀

地王廟，但在深入了解當地近三百年的神農信仰文

化後，高慶榮發現神農信仰的能量遠遠大於他的想

像，從農業、藥材、工藝、食藝、農具，甚至是

交易等，神農信仰不僅概括生活、追求共好，從

古人嘗百草的舉動中更體現了實驗的精神，這樣

的神農態度現今也成為聚落的核心價值，這樣的

能量與機會，翻轉了老城區人們對河西的固有想

像，創業的星星之火緩緩燎起，高慶榮對這樣的

改變懷抱著期待，就像當初跟弟弟討論出的品牌

名—日日田職物所一樣：日日，代表著一天接著

一天；田，代表著回歸土地的生存模式；職物所，

代表著用自己的雙手動手做。高慶榮實實在在的

走進鄉鎮，為改革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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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不能只是想
日日田職物所，啟航

「成立工作室的過程中有什麼困難或建議嗎？」高慶榮答道，對他來說，成立

工作室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具備的條件，重要的是自已想要做到什麼程度。找到

自己的定位後，再慢慢學習經營、宣傳，甚至是行銷，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摸索，

最後找出自己最適合的營運模式，這些都是自己實際動手做才體悟到的。

「那成立工作室後對你來說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高慶榮說，成立工

作室後，比起個人，更多了像是員工、勞健保、稅金等要處理的事項，但同時

也可以開發票、接案子，做更多比較完整的規劃，不再需要透過別人的公司或

是系統，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如何滾動這些事情。如今，日日田職物所除了高慶

榮外還有三個正職夥伴、一個兼職夥伴及多個合作夥伴，主要處理計劃案、標

案、藝術創作、策展、設計、社區擾動等業務。今年也慢慢轉型，希望能讓工

作型態轉變成專案制，改善目前的分工狀態，讓工作室的運作更加順暢。

說到未來發展，高慶榮興高采烈地分享，他們目前正在籌辦設計大型的共生公

寓，希望能框出一個設計區域設計中心的想像。高慶榮也特別提醒，在台灣各方面

的資源有很多需要去思考，「如何把資源放在對的地方」並且對正在做的事情有幫

助，不要為了迎合案子或資源而框架住自己的發展。

走在實驗的道路上 

離開教職投入一項新創後，高慶

榮表示，自己在前期其實沒有遇到太大

的經濟壓力。不同於準備好第一桶金投

資的人們，高慶榮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累

積自己的金錢能量，過程中持續滾動，

把日日田的事業逐漸滾大。他笑笑地

說，當時生活很簡單：顧好自己、一人

飽便全家飽，唯一也是最基本的底線就

是要付得起房貸，並絕對不能動到未來

妻子的薪水，除此之外他都可以自由發

展，展現他的實驗性質。

注重實驗性的高慶榮，希望自己

沒有太多制約，能去做不同嘗試。像

是日日田職務所經營的空間——新南

12 文創實驗商號，在名稱上便特別加

強了實驗的重要性。在這個空間裡面，

高慶榮設置一個吧檯讓其他的文創品

牌能以進駐的方式從事實驗廚房，過

去幾年間，也曾經在此舉辦過黑膠機

的特展，收集世界各地壞掉的黑膠機，

經過維修後舉辦一次展售會。高慶榮

也在這各式各樣的創新活動中，透過

實驗的方式實踐自己的理念。
「我很幸運，總是在對的時間點

做了對的事。」在問到一路上是否曾

經歷曲折時，高慶榮說道。在做市集

時，市集空間獨特的調性很快受到眾

人喜歡；成立工作室後，木藝博物館

接著成立，和博物館協力的過程中，

工作室更有了被大家看見的機會。經

歷 了 一 段 段 幸 運 與 努 力 交 疊 的 挑 戰

後，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壯大成

熟，也遇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工作夥

伴，有更多雙手願意跟高慶榮一同面

對慢慢浮現的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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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採訪就來到了尾聲，提及高慶榮對大學生活的建議，高慶榮

推薦大家，在大學的期間，可以多多跟各式各樣的人溝通互動，在未來面對

上司、合作對象時才能有足夠的經驗應對處理。除此之外，他也提到，學習

多樣性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不要馬上把自己局限在科系的小圈圈裡面，多嘗

試別的領域也能讓自己有更多想法、更容易面對未來的困難。就像美術出身

的高慶榮一樣，不囿於現狀，追求創新、多元，才能夠成就現在這個，大家

所喜愛的日日田職物所。

▲日日田職物所位於桃園大溪南興里，
南興里擁有豐富的在地文化。

▲日日田職物所舉辦市集。

4 ｜         清 大 C a r e e r 報 報 青 年 X 地 方 創 生｜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