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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古蹟，大隱於市。
「虎尾厝沙龍」讓一場寧靜的文化
革命，從狹窄的巷弄中揭竿而起。

      銅雕的彎管和藏匿其中的雀鳥，一株長青的

松樹坐落院中，竹林颯響，黃葉錯間，一杯咖啡

或一壺人文茶，淡淡的清香就輝映著玻璃上的詩

作──羅智成、夏宇等詩人都是玻璃上的常客，

這裡的主人顯是愛詩的人，在玻璃上銘印自己喜

歡的詩句。饒有興致地問了店員，其表示為了推

廣文學和閱讀，「虎尾厝沙龍」每幾個月就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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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虎尾厝沙龍」藏身巷弄，非留意很難發現其座

落位置。

2. 「虎尾厝沙龍」負責人、辣董王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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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作，讓更多人能夠閱讀到新詩的意旨和趣味。

      「虎尾厝沙龍」靜謐地藏身在雲林的平房中，

舉足並走進狹窄到僅容錯肩的巷弄，卻驀然開朗

出一卷歷史的畫軸與一方天地──在這幢被歷史

所覆蓋的建築中，就這樣即遇，一場寧靜的文化

革命於焉展開。其建築是兼具和風與洋味的「興

亞式」建築風格，見證了日本時期與臺灣現代化

軌跡，如今則是在巧手下，蛻變成「虎尾厝沙

龍」，古董傢俱、鹿角吊燈、雕花桌椅，以及手

寫的字跡，一切都如同我們所熟知的沙龍般，是

一個試圖復興起文藝，並充滿書香氣息的場所。

      拉開門並踏進川堂，映入眼簾便是書牆、

歐式傢俱與古董沙發，帶有異域貴族的典雅風

情。迎賓的除了滿滿的書籍外，還有滿富不同

雅趣的茶盤、茶杯，以及不同大小的時鐘，據

聞每個收藏都屬逸品。「虎尾厝沙龍」有不同

隔間，每一個獨立的空間，都佈置雅緻、書香

味十足而帶有自己所欲闡發的議題。移步至花

廳，「虎尾厝沙龍」的負責人，綽號辣董的王

麗萍坐在宮廷椅上，閱讀夏宇於去年最新出版

的詩集《羅曼史作為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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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虎尾厝沙龍」用黑板宣傳活動，寧靜地將文化

革命帶入在地。

2. 「虎尾厝沙龍」川堂的推薦新書。

      王麗萍曾為一著名政治人物，過去歷任雲林

縣議員、立法委員等，但現在淡出政治圈，專心

於經營「虎尾厝沙龍」。其如此表示，「政治不

能脫離生活，或者說，生活處處都是政治」。因

此「虎尾厝沙龍」對於王麗萍而言，不僅僅是一

間獨立書店，一間銷售書籍的地方，更重要的是

孵育著臺灣在地的藝文產業與文化，同時肩負推

廣議題和在地文化的使命──就目前而言，「虎

尾厝沙龍」目前有著每月固定時間舉辦的《金剛

經》讀書會和「另類教育」的讀書會，提供閱讀者

和有興趣的人參與，也和民間社團合作，讓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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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被忽視的議題有更多被討論的機會和空間。

      「譬如，性別議題始終是臺灣社會的重要議

題」，王麗萍表示，「因而尊重擁有不同光譜的

彼此，是我們也是虎尾厝重要的社會價值與社會

責任」。因此其長期浸淫性別議題，尤其深耕女

性主義，並且配合選舉的時事社會脈動，舉辦了

一系列「女性先鋒 x 公民行動講座」，邀請受

到社會大眾關注的副總統候選人余湘，不分區立

委候選人成令方（臺灣基進）、陳椒華（時代力

量）分別進行講座與分享，暢議女性從政的心路

歷程，也在講座過程裏，期待對雲林在地的議題，

議題，無論是青年外流、人口老化、農村或農業

衰微等問題進行深度的討論。

      對於雲林乃至於臺灣這塊土地，王麗萍直白

地指出，「譬如六輕等等，有太多在地的議題需

要我們去解決，而最好的就是讓更多年青人關心

並參與政治」。也因此「虎尾厝沙龍」積極地與

在地社團合作，進行更多的議題探索，為了讓更

多人看到這場由書店發起的公民運動，甚至不惜

將收藏的藝術品拍賣──譬如與「雲林縣參與式

民主協會」等的合作，「虎尾厝沙龍」就賣出數

幅畫作和雕塑品，作為挹注舉辦「讓農村草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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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開花」藝術品募款義賣會，將資金投入雲林參

與式民主的活動。

      「而我們也時常與周遭環境進行深度對談」，

王麗萍針對其引領「虎尾厝沙龍」投入社會議題，

這樣說道，「所以我們總因應著時事，舉辦不同

的展覽，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更多的議題」。從

生活周遭開始的議題，最直接的就是環境，面對

近期的空氣污染，其身體力行，落實在無論是「虎

尾厝沙龍」或者其「蓋亞基地」中，對一般書店

而言最重要的空調，王麗萍卻認為遠遠比不上自

然風拂面來得怡然。

      針對環境與環保議題，「虎尾厝沙龍」認為

要知行合一，遂舉辦「黑色旅行」，從濁水溪下

游一路向上游追索，深入現場，讓民眾親自看到

問題所在，發現原來許多問題都在身邊，才會產

生解決的動力。也就是這種人文關懷，與其建築

和美學構成等元素，讓「虎尾厝沙龍」不僅奪得

獨立書店票選全國第一名的殊榮、文青的知名打

卡點，更實實在在地帶動了在地人對於社會議題

的參與。

      王麗萍特別喜歡藝術家連寶猜的作品，粗曠

野性的外在表現、細緻的思考，卻能夠直指核心

的議題探討風格，如同我們所生活的這片母土所

朗現的──臺灣是一個極富議題的島嶼，無論在

性別、族群、社會價值等等，都有非常大的議題

可以探索。也因此，「虎尾厝沙龍」挑選書籍，

就成為其傳遞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我挑書，

從來只挑選經典，或者自己看過想要推薦給讀者

的書籍」，王麗萍補充說道，「不需要經過思考

的書籍，譬如部分網路小說，雖然有廣大讀者市

場基礎，但都不是虎尾厝沙龍所希望推薦給讀者

的」。或許這也是「虎尾厝」定位為「沙龍」的

原因，不僅要帶來的是一場美感與知覺的交響體

驗，更富有相當程度的教育意義。

      因為關心教育和文化的傳承，認為在社會的

每一個組成，都應當有教化的責任。因此「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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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精神，與自然和諧相處，一切的一切都彷

彿融合在虛靜裏。

      「雖然在經營上面是吃力的，但我們能自得

其樂，也無所畏懼」，王麗萍帶著淡淡的笑容，

眼神堅定地望向遠方說著。

1. 「虎尾厝沙龍」講求生活與時事，無論反送中或

核能，其都不避諱討論。

2. 「虎尾厝沙龍」的窗框與川堂一隅。

厝沙龍」在展售書籍，或者舉辦活動，都秉持著

自己嚴格而獨特的審查思維。「我們更寧願推薦

一些在地的，或具有自己獨特思考的作家，縱使

他們不一定知名，不一定能帶來商機，但卻能讓

這片土地更好一些」，王麗萍說，「所以我們組

成各式讀書會和舉辦各種活動，嘗試讓更多人受

到啟發」。譬如用「玩石子」來談數學教育、用

「工藝」來談職人精神，「虎尾厝沙龍」都想透

過細物潤無聲的方式，讓更多的人受到啟迪。

      「我們的土地需要更多的聲音」，王麗萍緩

緩地補充，「也需要更多閱讀者」。從 2003 年

創辦「姊妹電臺」，嘗試著在雲林這個性別與

地域的邊陲發聲，讓更多人聽到不同的聲音；

2009 年購入老宅，改裝成「虎尾厝沙龍」，耗

費心血在修復、整理，磨去門框房樑等檜木上斑

駁多餘的漆，將最明確的議題攤開在人們的記憶

裏；2016 年，改裝自家屋齡已 80 年的三合院，

成為「虎尾厝沙龍•蓋亞基地」，結合在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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