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林肯的鼻子上散步吧！」以希區

   考克圖像為主題與櫥窗搭配，十分

   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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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鬧中取靜的都會角落，以曖曖內含光的底蘊，

訴說著一段由年輕人對文化的熱情與拼勁，交織而出的故事。

靜謐巷內的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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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瑀頻頻點頭後說道：「這個問題非常專    

業，您知道嗎？有一天我看他們打鼓時，發現某個年

輕人非常有藝術潛力，由於打鼓需要跳躍，通常都是

接受老師指導，然後按照指導方式進行，可是那天我

看到這個年輕人，以一種完全有機的跳法進行，教了

『優人』那麼多學生，從未見過這樣的爆發力與跳躍

潛力。後來才知道，他是原住民，在國小就是拳擊冠

軍，國中就輟學，開始打架，因傷害罪被收監。你心

裡會感到心疼，擁有靈敏覺知，良好音感，這股純正

力量卻因不知往哪擺放而走岔。這些人是表演藝術的

優秀人才，他們卻不自知。」

劉若瑀神色一正，又說：「透過打坐、打鼓、

打拳的方式，『優人』建立一套系統，其中，打坐可

以放鬆自我，進行全面觀照，任何年輕人只要經過這

樣的訓練，加上演出後獲得認可帶來的自信、群體生

活的影響，我覺得必定能夠改變一個人。這不只對團

員，景文班的孩子，甚至彰監的人都有成效，因而發

現，原來它是一套教育系統。」

「您現在的敘述，聽起來很有一套系統，但我相信

其中應該也遭遇不少挫折跟困難，每個人狀況不同，

有許多難以預料的情形，面對經營劇團及訓練各方團

員，像是來自彰監的收容人，或是景文的孩子皆是如

此。您方才提及與人的關係，皆源自初心，相信您一

定經常觀照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為什麼要做劇

場？」葉樹姍問道。

聽完這些問題，劉若瑀眼中不禁泛起淚光說：

「每次提到這個問題都會讓我哭，這件事真的好難。

目前我們在做的所有事都跟初心有關，當『優人』成

長至今，與善知識們多少走在相同道路。我們現在 

進行的事情，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坦白講，我也想 

找一個解脫之道；當你越接近這條路，你心裡的愛 

就越大，越會覺得人世間的事情都與你相關，那時候

我才了解，為什麼有些大師可以做到這麼多，不管 

多麼困難、多苦，還是朝著『願眾生都得解脫』的 

宏願前進。」

「讓自己當個傻子，有些事情非做不可。」室內的

暖橘光束緩緩落在劉若瑀側臉，訪談最末，她的臉孔

隱隱閃動慈祥神采，有一瞬間，彷彿與普渡眾生的菩

薩面容重疊。

■ 劉若瑀老師與葉樹姍局長分享優人神鼓的發展點滴。

■ 優人神鼓於豐洲國小示範演出，獲得熱烈迴響。（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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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當初的組成一樣。「那年幾個夥伴在法國，產生

將美好生活品味帶回臺灣的感動，因此便組合起來。

剛開始，我們僅空懷一股對藝術文化的熱情，沒有 

半個人擁有設計背景，可既然夥伴們都認同這樣的願

景，並懷有相同的浪漫企圖，那麼就像雨天不撐傘一

樣，衝下去吧！」聽著Ken團隊創業的勇敢無畏，血

液不禁也為之沸騰。毫無疑問的，能洞悉出生活中常

見現象「雨天不撐傘」的浪漫，就是創意；能在明白

這樣浪漫背後的艱困後，仍舊勇往直前，就是勇氣。

平凡中洞悉浪漫的創意，加上冒雨不撐傘前進的勇 

氣，就是雨天不撐傘的價值所在。

沒有專業背景，讓他們在創作時面臨比其     

他團隊更多的艱辛與挑戰，但也正因如此，在設計  

時，反倒激發更多創意與彈性。雨天不撐傘的作品，

從室內設計、平面設計、訂製皮件與家具，到藝廊空  

間與咖啡廳的餐點，處處充滿驚奇。以室內空間     

來說，餐桌都是團隊自行設計、發想，看似天馬行 

空，但在一次次與木工師傅共同研究如何突破技術瓶

頸、落實成真正作品的過程中，彼此都獲得意想不到

的成長。木工師傅在技術上得到突破，設計團隊在 

經驗上得到成長，正是創業精神「優質生活」的具體

實踐！  

不撐傘（Allo）團隊創始人之一的簡子凱

（Ken），以驕傲又真誠的口吻娓娓道 

著：「很多人剛接觸我們時，其實搞不太清楚我們 

在幹嘛！」隱身闢靜巷弄間，只見一處充滿藝術氣 

息、樸實無華的咖啡廳，對街工作室展示著一件件風

格獨特、不落俗套的訂製皮件及家具產品。實在很難

分辨，到底雨天不撐傘，是個服務為主的設計公司？

還是個藝文展示空間？亦或是給予騷人墨客駐足停留 

的Allo咖啡廳呢？

「我們相信一切文創的本質，必須從家的設計開

始，瞭解城市文化之後，提升設計、環境與生活品質

才能帶動文創。」Ken的一番話令人深思。一個真正

優質的生活，怎能被世俗硬生生的切割？誰沒懷抱過

那樣的嚮往？與三五好友，漫步在巴黎街頭的陽光與

綠蔭中，找個嫻靜地方，坐在設計典雅的椅子上、手

裡握著精緻咖啡杯、口中啜飲香醇咖啡與甜點、壁面

上的藝術品是彼此談論的焦點。整個下午在對話中交

流的不僅是觀點，更是人生哲理。

這種回歸生活本質的思考，看似平凡，卻打破

社會既定的框架，正是雨天不撐傘的命名由來，也是

團隊創業精神之所以走向跨領域專業整合的動機。雨

天不撐傘的行為，確實充滿浪漫情懷與勇氣，正如同

雨天 「幾次嘗試後，設計與生產團隊的默契愈來愈   

好，深具開創性落實創意的時間與成本日漸降低；創

意的發想路線，也愈見廣闊。」Ken以自信的語調介

紹他們的創意。像Allo的地板材質，其實是停車場的

防滑塗料；建築鋼筋成為家具的金屬置物櫃支架；民

俗用的艾草透過編織，變成座椅的椅面。甚至，家具

設計不只落實在藝廊或咖啡廳，還能與皮件設計彼此

合作，成為設計專屬的展示架。同樣的精神，也落實

在餐飲中，擺盤、配菜都是藝術創作中造型學、色彩

學的一次次實驗，並針對設計團隊的想法，搭配出契

合主題。簡單的說，雨天不撐傘的作品就在種種不可

能的既有框架中，以熱情、創意與勇氣，加上跨領域

合作，累積嶄新的契機。

Allo咖啡每次舉辦不同種類的藝術活動，都有許

多宣傳、開發周邊商品以及餐點活動的配合，一來增

加設計與製造團隊的磨練機會；二來，活動在交流 

中，讓設計團隊產生新靈感與啟發。如此一來，雨天

不撐傘即能充分發揮交流平臺的角色，讓藝術與設計

看似不同的專業，在這裡互相激盪、彼此成長，發揮

出更大、更深遠的文創影響力。
 

雨天不撐傘希望未來將融合臺灣特色與前     

衛設計感的訂作產品，逐步行銷世界各地。近年來，

參加過多次倫敦新銳設計師大展，讓他們信心十足，

明、後年將前往米蘭，尋找下個邁向國際的契機。 

在國內，則希望逐步增強數位化建置，落實為臺灣 

帶來優質生活且提升臺灣的創業初衷。「我們相信，

不為外在成就以及當下獲利所限，時時反思自己的理

想、願景與初衷，回到最本質的信念，方是雨天不撐

傘能走到今天，擁有屬於自己一片天空的關鍵。」

Ken如此信念著。

1. 訂製家具與皮件展示櫃的互相搭配，充分發揮跨專業的整合。

2. 巧妙應用光影，雨天不撐傘處處充滿人文氣息。（吳維書攝影）

3. 特殊造型座椅，營造出富韻味的氛圍。（吳維書攝影）

4. 一踏入雨天不撐傘，各種繽紛文宣印入眼簾。（吳維書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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