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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誌如同發聲平台，敘說每片土地

的故事。

白色方塊咖啡＆工作室是出版《懷報》

與《炯話郎》的核心基地。

黃書萍創辦地方誌，希望讓大家看到

更多彰化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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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數人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其實認識不深，家鄉

總有些建築或人物是你不熟悉的。而地方誌就像

是發聲平台，不僅探討、帶動地方學的發展，也用屬

於在地的方式，敘說每片土地的故事。

撰文╱蔡蜜綺　攝影╱陳家偉　圖片╱白色方塊工作室提供　

勾勒在地情感   建立鄉土連結

隨著地方學的概念在各地持續發展，越來越多機關開始推

出屬於在地的書籍，並舉辦各式新穎展覽；許多愛鄉青年

也匯聚文字，以在地視角籌辦地方雜誌，誕生於彰化的《炯

話郎》便是其中一例。各方投注人力與心力，即是希望藉

由新視野，帶領民眾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

以輕鬆口吻說故事

《炯話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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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羅故事勾勒家鄉輪廓

地方誌蒐集在地大小事，保存居民生活

記憶，它的大量出產，說明青年關心家鄉，

企盼找回地方認同感。《炯話郎》創辦人黃

書萍認為，地方不是走過日治時期、國民政

府、民主時代後，就直接跳到現狀，當中還

經過許多歷程，但這些不會出現於教科書，

報紙也不見得有登載，但這些事也不會因為

無人提及就抹煞它們的存在。

以《炯話郎》發行起點的「白色方塊

咖啡 &工作室」為例，其位置所在的斜對面

是縣定古蹟武德殿，為日治時期警察練習劍

道、柔道等武術的修行場所。和許多彰化人

一樣，黃書萍打小就不明白這棟建築是做什

麼的，因為鐵皮永遠圍著它。直到 2018 年

圍籬拆除，鄉親才一睹其廬山真面目，並重

新認識它的背景與來歷。

通過在地人或關心地方的人口述，家鄉

曾經的樣貌開始有了一絲輪廓，使得黃書萍

萌生關心地方的念頭。開店次年她辦了《懷

報》，3年之後再轉型成地方刊物《炯話郎》。

深度打開在地的人事物

《炯話郎》的設定是一年一發，側重在

主題企劃，例如第一刊講的是菜市場，第二

刊則為鐵道，梳理彰化在地特色，包括歷史

脈絡、現狀及未來想像。雜誌也推出人物單

元，報導「住在彰化以外的彰化人」和「在

彰化做很多了不起事情的彰化人」，就如音

樂人林強、薪傳獎得主唐秋水等，這些可能

連在地人都不知道的人物故事，黃書萍期待

透過刊物，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彰化人在各領

域的出色表現。

然而，地方誌的主題選擇並不容易，

要如何以「地方故事」、「地方生活」等面

向出發，可讓編輯團隊頭疼了許久。黃書萍

表示，編輯群曾提出區域式報導，把彰化像

切豆腐般割成塊狀，每期選一個區塊作為主

題，但後來發現很多事情會在各區交錯，用

這個方式會令報導受限，所以改以最具生活

感的題目為方向，菜市場和鐵道的主題便是

這樣產生的。

當然，刊物的製作過程發生不少趣事。

像介紹菜市場的試刊號，曾提及當年南門市

場火災有個嬰兒獲救的事情，某日便有人跑

到店裡，止不住興奮地向黃書萍表示，他就

是那名嬰孩，父母親是看到雜誌後才告訴他

此事，這才明白自己的幸運；還有一次，團

隊原先企劃採訪一間老米店，沒想到店主阿

嬤非常害羞，一直搖手推辭，末了人還躲進

店裡不敢出來，採訪只好宣告失敗。

「拒訪難免，只能靠常拜訪、搏感情來

解決。或者以閒聊的方式破防，不要給人太

41NEW IDEAS 共好新創意

P040-043-22TD2240.indd   41 2022/8/29   22:23



40 Book Boom Magazine  No. 163

地方誌如同發聲平台，敘說每片土地

的故事。

白色方塊咖啡＆工作室是出版《懷報》

與《炯話郎》的核心基地。

黃書萍創辦地方誌，希望讓大家看到

更多彰化的人事物。

1.

2.

3.

多
數人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其實認識不深，家鄉

總有些建築或人物是你不熟悉的。而地方誌就像

是發聲平台，不僅探討、帶動地方學的發展，也用屬

於在地的方式，敘說每片土地的故事。

撰文╱蔡蜜綺　攝影╱陳家偉　圖片╱白色方塊工作室提供　

勾勒在地情感   建立鄉土連結

隨著地方學的概念在各地持續發展，越來越多機關開始推

出屬於在地的書籍，並舉辦各式新穎展覽；許多愛鄉青年

也匯聚文字，以在地視角籌辦地方雜誌，誕生於彰化的《炯

話郎》便是其中一例。各方投注人力與心力，即是希望藉

由新視野，帶領民眾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

以輕鬆口吻說故事

《炯話郎》

1
2 3

P040-043-22TD2240.indd   40 2022/8/29   22:23

41NEW IDEAS 共好新創意

蒐羅故事勾勒家鄉輪廓

地方誌蒐集在地大小事，保存居民生活

記憶，它的大量出產，說明青年關心家鄉，

企盼找回地方認同感。《炯話郎》創辦人黃

書萍認為，地方不是走過日治時期、國民政

府、民主時代後，就直接跳到現狀，當中還

經過許多歷程，但這些不會出現於教科書，

報紙也不見得有登載，但這些事也不會因為

無人提及就抹煞它們的存在。

以《炯話郎》發行起點的「白色方塊

咖啡 &工作室」為例，其位置所在的斜對面

是縣定古蹟武德殿，為日治時期警察練習劍

道、柔道等武術的修行場所。和許多彰化人

一樣，黃書萍打小就不明白這棟建築是做什

麼的，因為鐵皮永遠圍著它。直到 2018 年

圍籬拆除，鄉親才一睹其廬山真面目，並重

新認識它的背景與來歷。

通過在地人或關心地方的人口述，家鄉

曾經的樣貌開始有了一絲輪廓，使得黃書萍

萌生關心地方的念頭。開店次年她辦了《懷

報》，3年之後再轉型成地方刊物《炯話郎》。

深度打開在地的人事物

《炯話郎》的設定是一年一發，側重在

主題企劃，例如第一刊講的是菜市場，第二

刊則為鐵道，梳理彰化在地特色，包括歷史

脈絡、現狀及未來想像。雜誌也推出人物單

元，報導「住在彰化以外的彰化人」和「在

彰化做很多了不起事情的彰化人」，就如音

樂人林強、薪傳獎得主唐秋水等，這些可能

連在地人都不知道的人物故事，黃書萍期待

透過刊物，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彰化人在各領

域的出色表現。

然而，地方誌的主題選擇並不容易，

要如何以「地方故事」、「地方生活」等面

向出發，可讓編輯團隊頭疼了許久。黃書萍

表示，編輯群曾提出區域式報導，把彰化像

切豆腐般割成塊狀，每期選一個區塊作為主

題，但後來發現很多事情會在各區交錯，用

這個方式會令報導受限，所以改以最具生活

感的題目為方向，菜市場和鐵道的主題便是

這樣產生的。

當然，刊物的製作過程發生不少趣事。

像介紹菜市場的試刊號，曾提及當年南門市

場火災有個嬰兒獲救的事情，某日便有人跑

到店裡，止不住興奮地向黃書萍表示，他就

是那名嬰孩，父母親是看到雜誌後才告訴他

此事，這才明白自己的幸運；還有一次，團

隊原先企劃採訪一間老米店，沒想到店主阿

嬤非常害羞，一直搖手推辭，末了人還躲進

店裡不敢出來，採訪只好宣告失敗。

「拒訪難免，只能靠常拜訪、搏感情來

解決。或者以閒聊的方式破防，不要給人太

41NEW IDEAS 共好新創意

P040-043-22TD2240.indd   41 2022/8/29   22:23



42 Book Boom Magazine  No. 163

結就開始發生了。」

黃書萍以《彰化縣志》為例，「我都稱

之為終極版教科書。」這本書蒐羅了在地各項

歷史、地理與人文資訊，是一本知識含量相當

高的書籍，然而卻因為知識太過豐沛，用字較

為艱澀，一般人很難了解，也就沒什麼人願意

去讀，「這時候就需要有人去整理、簡化，

透過淺顯易懂的方式將內容傳達給民眾。」

聯合策展是未來趨勢

隨著圖書館類博物館化的發展越趨明

顯，許多館場不時辦理各項主題策展，結合

多樣化的活動與工作坊，希望能夠藉此與地

方建立深厚的情感連結，吸引民眾入館閱

讀。「但有些書如同錦連的詩集一樣，一般

人難以理解，這時候便輪到我們上場了。」

黃書萍說，「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歷史脈絡，

而地方誌的價值就是運用團隊成員的專業將

多受訪的壓力。」黃書萍認為，地方誌只能

走大方向，最後的結果往往跟當初設定的不

同，可能需要調整企劃、增加單元，甚至刪

減頁數，不能期待非得產出什麼不可。

梳理脈絡、去蕪存菁

接著，黃書萍跟我們聊起牆上的彩繪作

品，「咖啡廳除了是我們的工作室之外，也

會作為採訪地點與展覽的布置空間。」

在《炯話郎》鐵道主題刊物的製作期

間，團隊開始對鐵道詩人錦連有了初步的認

識。為了讓大眾也能知曉這位彰化在地詩

人，黃書萍邀請了 4位藝術創作者，運用店

內空間，各自描繪出閱讀完錦連詩集的所思

所想，再搭配現場解說，帶領觀看者跨越時

空限制，來趟心靈的鐵道旅遊。「透過把複

雜的事物簡單化、生動化，民眾就會願意去

了解平常比較沒有接觸的事物，如此一來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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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梳理、記錄。」

有次應臺南文學館內藝文空間邀約，黃

書萍與臺南地方刊物《鹽分地帶文學》的編

輯主講分享會，談論地方刊物的問題。在拜

訪時她看見，臺灣文學館內竟然有新營的書

店進駐，不僅在空間展示主題選書，更把在

新營的在地刊物帶入館內。她這才發現，原

來地方書店、地方刊物也能與圖書館、文學

館等機關合作，而這些與《炯話郎》團隊正

在做的事情竟有幾分相似。「不只是主題選

書，策展與設計思考的觀念也是地方誌團隊

的優勢。」黃書萍指出，「圖書館有非常豐

富的圖書資源，並認識許多專家學者，如何

把書籍立體化是未來的挑戰。」

黃書萍再次以《炯話郎》的鐵道主題為

例，若與圖書館合作，團隊便能運用館內寬

廣的場地把展覽設計得更壯觀，「也許是大

型地圖，或者微縮模型，讓民眾一看就能知

道，哪裡的鐵道是高架化的，而哪裡又是平

面的。」「乃至於地方遊程這樣實地探訪的

活動，都可以借助地方誌團隊的經驗與人脈

來完成。」黃書萍說。館方也能利用豐富的

藏書，推出鐵道主題書展，再配合專家學者

導覽，沉悶的書籍內容便形成一個豐富、有

趣，知識點滿滿的大型跨界聯合策展。「期

待未來看見民間與圖書館有更緊密的合作，

只要將各自擅長的領域整合好，民眾便能以

更輕鬆、多元的方式認識周遭的人事物。」

刊物編輯團隊來自各行各業，

很多人是因為來喝咖啡才認識

加入。

《懷報》與《炯話郎》透過不

同的方式介紹彰化的大小事。

鐵道是《炯話郎》第二刊所聚

焦的主題。

為蒐集第一手資料，編輯團隊

親自前往市場與攤商交流。

臺灣各地地方誌團隊經常彼此

交流地方知識與共學。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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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沉悶的書籍內容便形成一個豐富、有

趣，知識點滿滿的大型跨界聯合策展。「期

待未來看見民間與圖書館有更緊密的合作，

只要將各自擅長的領域整合好，民眾便能以

更輕鬆、多元的方式認識周遭的人事物。」

刊物編輯團隊來自各行各業，

很多人是因為來喝咖啡才認識

加入。

《懷報》與《炯話郎》透過不

同的方式介紹彰化的大小事。

鐵道是《炯話郎》第二刊所聚

焦的主題。

為蒐集第一手資料，編輯團隊

親自前往市場與攤商交流。

臺灣各地地方誌團隊經常彼此

交流地方知識與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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