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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域信仰的價值，不只發生在這個世代，在見域之前，新竹也有《新竹風》雜誌。高鐵通車前，擬

規劃的路線途經一棵超過三百年的老樹—這棵樹是當地人的信仰中心—經過一番努力，《新竹風》誕生

了，並以這棵老樹為中心，做了許多田野調查和採訪報導。最終，高鐵同意讓道，創造出「時速三百的

列車，為三百歲的老樹讓道」這段佳話。前輩的領航，讓見域對議題的推動和社會價值的傳播更有信心，

也確信媒體的力量是有機會促成改變的。

「讓認識新竹，變成一件更有趣的事，整個城市才會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吳君薇說道。見域工作

室成立第六年，至今仍不確定什麼樣的城市才是好的城市。但他們隱約知道，好的生活樣態是需要被創

造出來的，而不是被動等待政府來改造。見域工作室持續用各式角度，不停地尋找可以被轉譯的文化，

希望用無痛的方式讓新竹人理解身處的這座城市、用輕鬆的方式參與議題討論。他們並不是單向地輸出

價值觀，而是透過不斷的嘗試各種方式，尋找每一種客群的需求載體，讓大家用自己喜歡的方式認識在

地文化以及公共政策。

▲見域工作室出版的《貢丸湯》雜誌。（來源：見域工作室）

部落格或論壇的文章更容易取得，但雜誌與實體

空間帶給人的感動卻是更加雋永。

除了文字，還能如何影響城市？

見域開始著手刊物製作後，他們也一次次地

創造感動。他們曾經在記錄一間老店的過程中，

意外地讓面臨無人接手而不得不關閉的老店，找

到願意接手的下一代，並繼續堅持老家傳統。同

時他們發現，不論用多少篇幅去撰寫一段故事，

都遠不及親臨現場的感動。

舊城導覽是最直接的方式，當參觀者用嶄新

的方式來認識新竹，不但提供新的面向，也讓在

地團體和店家直接曝光、與人群產生連結。吳君

薇也說：「我們認為不是只需要把歷史年代和重

要字詞背下來，而是在過程中看見店家如何認識

自己、如何向大眾介紹自己，我們花很多時間辨

認出哪些店家目前有這樣的能量。」

事實上，舊城導覽吸引的客群較小，特別是

新竹許多雙薪家庭的父母，工作時數較長，認識

新 竹 與 否 對 他 們 來 說 往 往 不 重 要。 然 而 見 域 發

現，這些父母關心的是孩子寒暑假的安排，因此

他們願意花六千元讓孩子們參加五天的營隊、充

實假日，呼朋引伴地邀請朋友參與孩子們的導覽

成發，卻不願花六百元去參加一場舊城導覽。於

是，見域設計了有趣的親子營，讓孩子們在吃喝

玩樂的同時認識新竹，也成功打入家長群體，讓

更多科技人認識在地文化。

怎麼煮出文化的貢丸湯？

菜單上的貢丸湯不稀奇，不會讓人們特別注

意到，但卻存在於大大小小店家的菜單中。而文

化也像是一碗貢丸湯，它就在那裡，跟生活緊緊

鑲嵌在一起，很難被言明，但它就是生活的足跡。

見域最廣為人知的新竹地方誌──《貢丸湯》，

從詳實的資料蒐集、田野調查開始，將地方故事

譜寫成一篇篇精彩的報導。《貢丸湯》不只呈現

當 代 的 城 市 樣 貌 與 歷 史， 也 結 合 生 活 和 文 化 議

題，介紹新竹哪裡好吃好玩、讓閱讀者按圖索驥、

漫步舊城，是一本「新竹指南」，能夠增進大眾

對新竹的認識。最重要的是，《貢丸湯》是思考

城市議題的起點。

《貢丸湯》以「平衡、多元、節奏」為骨架，

添加上豐富有特色的圖文和具有功能性且吸睛的

個別專題企畫，有系統性地撰寫特色專題，就這

樣成為一碗有溫度的「文化湯」。例如，吳君薇

很喜歡的主題「路上觀察學」就是一個跨刊的主

題，將平凡無奇、路邊常見的事物寫進雜誌，探

究獨到的觀點或技術。與其他主題不同的是，路

上觀察學是呈現「實地」可觀察之照片，以編輯

的觀點為主述，佐以部分專家訪談內容，而形成

的內容。

《貢丸湯》第一期發行於 2015 年，至今已

第六年，從沒沒無聞的小工作室開始，一路累積

讀者。現階段的見域，仍持續透過採訪發掘文化

內容，藉由刊物通路來行銷工作室，引入資源、

創造合作機會，讓他們得以用更多元的方式轉譯

地方故事。見域相信網路日益發達的現在，即便

不排斥將重複主題再做一次，我想隨著

團隊發展，對議題的詮釋和理解也會有更多

面向。在訂定主題時，我們不會將題目限縮

得太小，這樣會較好發揮，其次是文化的內

容實在太豐富了，都可以用各種方式來寫。

主題要如何訂定？會不會訂好

主題發現沒有靈感或內容？

會在乎議題是否被重複撰寫嗎？

沒有白走的路，前面受過的訓練一定會對後面的

職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地知識和文化的傳播，一

定不是只有文史哲可以進入，就像辦營隊，帶小朋友

時不一定只能告訴他們歷史文化，在新竹風很大的時

候，騎車不應該騎慢，反而是要騎快，這其實和物理

學的角動量守恆有關，我們很期待未來可以和小朋友

解釋這件事情。其實生活都是和所學有關的，只是不

一定有被注意到。

如何確定想走的路一定會成功？

如果想做的事情與科系無關怎麼辦？

不諱言，一開始我們也曾經吃過道聽塗說的虧。當初將導覽員的敘述直接寫在雜誌上，並沒有多加驗證，後來發現寫的大錯特錯。在此之後，我們首先會「平衡報導」，要看不同人有什麼看法。第二是我們對資料更加熟悉，知道如何尋找文獻來核實對照。總之，不單獨收錄一方的說詞、做交叉分析、實際去尋找歷史文獻以及不讓刊物大量呈現口述的部分，這樣才能減低錯誤發生的可能性。

雜 誌 編 輯 如 何 過 濾 訊 息、 判斷訊息的真偽性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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