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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亞 自 然 探 奇

地獄門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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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 的 意 義

侃侃而談 /



撰文  春水興業集團協理│劉彥伶

註：台語有個形容詞是「野腳」( 念 : 亞咖 )，形容喜歡到處趴趴走   

       閒不下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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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野腳人（註 )，每一至兩年總忍不住要出去走

走看看，有時跟團來個放空之旅、有時安排自助行

程，各自有好玩、有趣之處，最重要的，是讓自己準

備好出走的心情，從忙碌且充滿壓力的工作中抽離一

下現況，回來重整後，換個新的角度再出發。

今年，我將目標放到了非洲肯亞，雖然已經做好心理

準備，那會是個生活條件相對落後的地方，但到了

當地才真的明顯感受到，文明與現代化並非理所當

然。飢餓與貧窮一直是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在首都奈

洛比，政府機關建物禁止攝影，並有備武裝的警察嚴

格巡邏，飯店外頭築圍了高高的刺網，連逛個超市採

買、進出旅館都要過安檢，可見治安勘慮。

出了大城市，前往國家公園可見牧羊、牧牛是多數人

賴以維生的方式，由於水資源缺乏，除了雨季外，地

上少有肥美的牧草，因此放眼望去的動物，盡是紙片

牛、紙片羊，站在廣大的沙地上有如「風中殘燭」般。

非洲五霸「大象、犀牛、獅子、獵豹、河馬」，總吸

引著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以及攝影師們，不畏艱難、千

里 迢 迢 的 前 往 探 索。 而 七 至 九 月 壯 觀 的 動 物 大 遷

徙，亦是非洲旅遊的最好季節。我因領隊朋友的機緣

於二月到訪，雖然少了大遷徙，但能親眼看到野生動

物趴趴造，已經十分興奮和開心。



在納瓦夏湖國家公園，我們乘著船找到了河馬；在

地 獄 門 國 家 公 園（ 即 獅 子 王 裡 辛 巴 被 舉 起 來 的 取 景 地 ）

以 及 馬 賽 馬 拉 國 家 公 園 的 草 原 上 ， 進 行 著

Safari ( 狩獵旅行 )。趁著動物白天活動時間，我們這

些沒有看過野生動物的城市佬，手上的相機如同獵

人手上的槍，奮力奔馳著越野車輛，就是為了不讓

任何動物從鏡頭下溜過。

國家野生公園沒有柵欄，低度開發得以保留原始環

境，動物們會在肯亞以及坦尚尼亞間，跟著草的生

長而移動。透過狩獵旅程，捕捉到了斑馬、長頸

鹿、野豬、湯式蹬羚、野牛、牛羚…等。一開始看

到斑馬跟野豬我還會驚呼連連、瘋狂拍攝，隨著後

來胃口養大，斑馬已是看得不要不要的，長時間在

這裡工作的嚮導們發揮驚人眼力，加上對各物種棲

息特性的瞭解，陸續找到了大象、獵豹、花豹與看

起來鬼鬼祟祟的狐懞，使命必達地帶領我們經歷了

一段超乎想像的驚奇之旅。

最印象深刻莫過於看見獅子了。當時，車子緩緩地

駛近一處矮樹叢，導遊對大家比了一個「噓」的手

勢，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那僅僅三公尺的

距離，有獅子家族們正在玩耍！獅子可能也習慣

了，看到觀光客並不特別緊張，獅子媽媽一邊留意

著我們，一邊懶懶地看著小獅子嬉戲，緊張的呼吸

聲伴隨著相機喀嗏喀嗏的快門聲，彼此以一種有趣

的和諧方式共處著。

但可別因為獅子看起來可愛就衝動地跑下車，許多

新聞都曾報導遊客自行下車被攻擊的慘劇。在這個

野生自然的草原上，弱肉強食是生存的本質，路上

亦不乏看見已經被吃完的野牛或斑馬殘骸。這才驚

覺，前幾天看見的可愛動物們，也得要團結地奮力

謀生，以躲避成為這些兇猛動物糧食的命運。

這一路上，抱持著敬畏的心情，觀賞這自然的一

切，思考著這個對人類不友善的自然環境，卻為動

物創造了另一個天堂。坐在露營卡車上觀察當地人

民，猜想在這裡生活著實不容易，房子多是一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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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鐵皮改建而成，漆成繽紛的色彩加以裝飾。若是

商店，便在上方多個簡單的手寫招牌。去馬賽村參

觀馬賽人的生活與舞蹈時，走入乾牛糞和著泥土蓋成

的房子，簡易的木板床與地上的炊具赤裸裸地揭示了

生活的一切，觀光與銷售自製、批發來的紀念品，應

是這些日子最肥美的收入來源，因為沒有筆，討價還

價還是用乾樹枝寫在手臂上，以白色刮痕吆喝而來

的。水、原子筆、麵包、罐裝飲料等，這些在我們生

活中便利取得，且經常數量過剩的物品，在這裡，都

成為寶貴的資源。

於是，在自然的洗禮後，我帶著這幾天對萬物的感

動、驚奇，懷著一顆感恩惜福的心，搭上回台灣的班

機。轉機時在阿布達比與杜拜停留了兩天，卻頓時有

些不適應。原來，是因為從超原始跳到超現代文明。

非洲海關的嚴肅臉色，讓人生怕一個不小心，就會得

罪他們，而包著阿拉伯頭巾的帥氣海關，禮貌得讓我

無法相信已身在此處；入關時，採用夢幻先進科技的

「自動掃描護照建檔」設備，免申請手續，即默默地

快速完成。

走入市區，四處矗立著 LED 燈閃爍的大型商場、家

家戶戶停著遊艇的豪宅、金光閃閃的飯店、便利的飲

水、自動沖水的廁所，以及堅固的門鎖…等，這城市

的霓虹燈讓我感覺有些熟悉、但誇耀豪華的程度卻又

讓人恍如隔世。

短短幾個小時，生活差距竟能如此之大！一樣是乾燥

的沙漠氣候與環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因著豐沛的石

油資源，得以打造高度文明的經濟環境，過著如此截

然不同的生活。在當地走馬看花地觀光了兩天，對他

們的奢華程度只有讚嘆 ! 若非短時間的先後到訪這兩

個國家，恐怕還無法這樣深切的感受文明與進步的

差異。

每次旅程都是一趟學習之旅，當踏出國門，把自己歸

零，學著放棄自己在台灣習慣認知的一切，讓發生的

所見所聞幫助自己修正對這世界的觀點。有時候，看

看還有人這樣生活、那樣工作，你會發現，其實很多

無謂的堅持，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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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春水興業集團創辦人─劉漢介執行長，用雪克器將熱茶

冷泡，發明了世界第一杯手搖泡沫紅茶，從此開啟了冷飲茶的新紀

元，為台灣茶飲界設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一九八七年春天，春水堂於創始店史無前例地將地方小吃「粉圓」加

入了奶茶之中，發現其口感極佳，並因圓潤且具光澤的黑粉圓滾動於

奶茶中，猶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般，故以「珍珠奶茶」定名。那濃香 Q

彈的絕佳口感使它迅速地在飲料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至今仍是人氣

商品，並已成為華人飲料的代名詞。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春水堂始終

不忘本，希望藉由三年一度的【春水堂創意冷飲品質鑑定競賽】持續

傳承創新精神及專業調茶技術。競賽組別由各分店派出，各組研發一

項 獨 具 特 色 的 飲 品 競 賽 ， 並 由 評 審 進 行 評 比 ， 獲 選 飲 品 將 於

七月十日上市，敬請期待！

齊聚盛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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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據點 x 市政店

西元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是春水堂人文茶館臺

灣地區第四十六家分店開幕日，也是臺中地區第

十家獨立門市，期盼已久，歷經近一年，在各部

門夥伴共同努力之下，春水堂人文茶館市政店於

焉而生。

位於單元二龍富段的市政路上，銜接單元二重劃

區與七期新市政兩個新興市場，為臺中精華指標

地段，豪墅新案、商辦大樓、企業總部林立，將

接 替 七 期 成 為 臺 中 下 一 個 高 級 住 宅 區， 也 因 如

此，在此豎立了春水堂人文茶館臺灣區第一支戶

外大型招牌，以品牌的蓮花意象圖呈現，具有高

度的品牌辨識度及廣告露出效果，吸引慕名的茶

友及春水人前往。

周遭居民可由緊鄰市政路的黎明路、朝富路、河

南路前往，只要抬頭仰望，便能看見代表春水堂

撰文  營運部專員│賴建君

品牌意象的招牌佇立著，而中彰投民眾可以開車從

國道一號與七十四號快速道路到達，藉由快速便利

的交通，形成半日生活圈，讓居住於目前尚未設點

的彰化、南投茶友們也能到春水堂喝好茶，享用美

味的餐點。

具有綠覆率高、低密度及腹地廣闊等優勢的單元二

重劃區，配合市府推廣「八年一百萬棵植物計畫」

整體綠化造景，將來視線所及綠意盎然，與市政路

上四十米道路高車流形成強烈對比，眾多餐飲品牌

趨之若鶩，匯聚設點，無非看上此區域的高消費客

層及交通、地理優勢，在外觀、內裝或商品設計上

皆有別一般，以高預算規模打造旗艦大店，在各家

品牌逐一設點的發展下，臺中「新公益餐飲商圈」

蓄勢崛起 !

新店介紹

商圈特色

品牌新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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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餐飲品牌紛紛來此卡位，如星野集團的頂級

牛 排 MEATGQ、 与 玥 樓 粵 菜、 皮 諾 可 可 義 式 餐

廳、紅巢燒肉、森鐵板燒、以及櫻兔燒肉日本料

理…等，比鄰有去年開幕的星巴克市政店。目前施

工中的塩之華法式料理遷出五期後也是看上此區優

勢，以高預算開辦建設中；其他如泰統集團的瓦城

泰式料理、王品集團等也正尋覓適合展店地點，各

家餐飲集團的插旗進駐，讓此商圈的未來性不斷上

漲，令人拭目以待。

鄰近七期市政北七路與河南路口的秋紅谷公園，原

為西屯區的大型滯洪池，經市府與民間聯手改造

後，現已變成藍水綠地、遍植紅樹的生態水池公

園，位處市中心，成為民眾逛街餐後最佳的遊憩空

間；去年九月三十日開幕的臺中國家歌劇院，為日

本建築大師伊東豐雄設計，榮獲二零一五年國家建

築「金質獎」，因 建 築 工 法 特 異 ， 歌 劇 院 內 無

樑 柱 直 角 並 採 用 水 幕 消 防 設 備 ， 媒 體 譽 為 媲 美

「世界九大建築奇蹟」，成為臺中市一大亮點，

平日來客不斷，假日更是車水馬龍，有趣的是歌劇

深受網友於社交平台拍照打卡處，並非內部的裝潢

或設計，而是灰白牆外圍的長長階梯。

展望將來，市政店除了延續傳達執行長「茶館是

人間樂土」的理念，將茶文化深耕結合在地生活

外，更讓春水堂能有別於都市冰冷的鋼鐵水泥，讓

城市忙碌緊湊的步調在此緩慢下來，拉近原本陌

生的距離，在此我們將持續調泡著蘊藏「溫度」的

茶，一杯滿足味蕾以及人心的好茶，春水堂不只是

茶館，也是傳遞溫暖的樂土。

周邊環境

景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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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秋山堂決定舉辦「樂燒茶碗展」時，我有點

訝異，為什麼是茶碗？！我們不是在推廣小壺

泡文化，要讓更多人品嚐我們焙出烏龍茶湯的

美好嗎？而抹茶卻是徹頭徹尾不一樣的東西，究

竟這樣的合作與我們有什麼關聯呢？

於是我開始默默的在網路上搜集有關樂燒的資

料，至少要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來頭，是如何被

秋山堂列為展覽的名單之一。

找 尋 的 過 程 中， 出 現 了 一 個 我 認 得 的 名 字 －

日本茶聖「千利休」，他不就是三年前曾上映

的一部電影「一代茶聖千利休」嗎？！劇情中

提到千利休為開發出適合捧在手心上喝茶的茶

碗，與燒瓦師傅－長次郎合作開發出了一款黑

色茶碗，就是樂燒。

樂燒茶碗的出現，加上千利休認為侘茶的理念

才是符合日本人喝茶的精神，進而打破日本當

時奢華的飲茶習慣，綠色茶湯加上黑色的碗，頗

有清靜幽思的禪意，自此也奠定了日本的飲茶

精神。

茶 葉 雖 然 是 在 唐 朝 時 傳 進 日 本 的， 歷 經 近

三 百 年 發 酵， 延 伸 出 日 本 獨 有 的 抹 茶 文 化 傳

承 至 今， 現 在 世 界 各 地 都 看 的 到 抹 茶 口 味 的

選 項， 也 都 知 道 這 是 來 自 日 本 的 口 味， 從

抹 茶 中 看 到 了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化， 進 而 瞭 解

它 的 精 神， 以 及 千 利 休 後 來 令 人 揪 心 的 人

生， 原 來 喝 一 碗 茶 的 背 後 有 這 麼 多 的 故 事。

台灣歷史至今雖然才一百零六年，卻也發展出

專屬台灣文化的高山烏龍茶，而這樣的文化就

伴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們透過「茶」連

結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關係，秋山堂也透過不

同形式，將與茶相關的展覽主題，連結生活中

的美好事物，讓喝茶成為一件簡單又有趣的事。

在春水堂想喝一壺好茶很容易，隨時都可以和店

長及夥伴們請教，邊喝邊學，閒暇之餘不妨也到

秋山堂享受泡一壺好茶的樂趣吧！

撰文  品牌行銷部專員│曾向聞



註：帰來窯，一九九五年由三代輝夫創立，大德寺第十四代管長福富雪底取名「帰來」，陶名「虛室」，二零一一年        

      第 四 代 佐 佐 木 大 和 先 生 襲 名 「 虛 室 」 ， 其 作 品 多 為 佐 佐 木 先 生 在 承 襲 傳 統 後 研 發 的 新 技 法 ， 屬 於 他 的 創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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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千 利 休 的 出 現 讓 日 本 的

「茶文化」產生了重大變化。

千利休否定了當時社會視中國傳入的茶具為名物

且尊貴無比的既定價值觀，他獨創的茶道具孕育

出日本獨有的「茶文化」，且至今仍持續地承襲

下去。其中一個茶道具便是「樂茶碗」，其正是

集結了千利休對侘茶的美意識及思想所製作出的

茶道具。那麼，「千利休的美意識和思想」究竟

為何？

這裡指的意識，即為「侘寂」精神所形成的意

識 ， 而 該 精 神 則 是 以 日 本 人 在 深 受 佛 教 觀

「禪 (ZEN)」的影響之下所衍生出的自然觀、人

生哲學、以及宗教觀為基礎。

所謂的「千利休的美意識和思想」，也就是一

種以純潔質樸的生活宗旨，在缺乏物質的生活

中，尋求內心充實的思考方式。拿掉過剩的裝

飾， 意 即「缺乏物質」的狀態下，能發現其本

質與美的心意即為「侘」，而經長年累月所衍生

出新的美的狀態則為「寂」。

因此，樂茶碗無疑是結合了日本人自古以來的美

意識，秉持著這樣的思想、技術，迎合著環境與

時代的變遷，代代相傳下去。

然而，「樂茶碗」並非只是一個單純作為飲用

抹茶的茶具，而是蘊含著日本對「茶」的美意

識，隨著與上述的東洋思想「禪 (ZEN)」的普

及，「樂茶碗」逐漸被台灣、東亞、以及歐美

等國家認識，並在全球各地化身為各種不同的型

態，更進一步地使品嚐抹茶的場合更廣泛了，例

如 隨 處 可 見 的 抹 茶 冰 淇 淋、 抹 茶 蛋 糕， 以 及

使 用 抹 茶 所 製 作 出 的 料 理。 在 台 灣 甚 至 使 用

「樂茶碗」品嚐台灣茶或咖啡。

「樂茶碗」所擁有的「侘寂」精神之美，以及透

過使用過程而發現該精神的「使用之美」，伴隨

著每一個國家的習慣及民族性，如今以各式各樣

的型態擴展開來。

即 便「 樂 茶 碗 」 的 型 態 有 所 改 變， 但 其 根 本

的「千利休之美意識和思想」仍堅持不變地持續

傳承 ； 利 休 之 美 、 侘 寂 之 美 ， 這 些 也 都 是 起

源 於 「樂茶碗」。

自曾祖父於一九零五年於京都清水寺門前造了

樂燒窯以來，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歷史，而

這 些 年 來， 我 們 的 窯 元 依 舊 堅 守 著 固 有 的 技

術、美意識及思想以代代承襲下去。對此，在

我們感到自豪的同時，也認為將這精神繼續傳

承給台灣的各位以及後代世人，是我們責無旁

貸的使命。

撰文  帰來窯  窯主 │ 佐佐木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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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三月，公司為深耕茶文化教育，展開了

為期約半年的茶種籽培訓課程，有幸，我是團隊中

的一員，有機會重新溫習茶的專業與知識。

回首過去學習的過程，常覺得茶是一門生硬且難以

一次吸收的領域，種籽團隊為了讓學茶更加活潑有

趣，大夥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地將實作教學與視覺

體驗融入課程之中，希望靜與動的學習能創造種籽

們 的 感 知 與 感 動 ， 帶 領 他 們 重 新 踏 上 茶 的 文 化

之 旅！

備課過程中不免感到壓力，因為不是日常工作所擅

長的領域，籌備過程受益良多，再次感受學習的快

樂。為了讓種籽們對課程感興趣，首先，需換位思

考，從學習者的心態著手，對什麼樣的課程內容感

興趣？想要成長什麼？了解後，再重新組織教學順

序及內容架構，並以影片及圖片取代枯燥乏味的文

字教學，以加深種籽們的記憶點，達到共鳴。

體驗式教學一直是我喜歡的方式，除能讓學習更活

潑有感，藉由實際操作更加深記憶點；此外，互動

式的教學氛圍，亦能創造意想不到的驚喜。當然，課

程結束後少不了驗收這一環，這樣才知道，透過課

堂增長了多少。

茶文化的學習不是一時，專業及技術推陳出新，持

續的更新成熟，我們皆需透過不斷的演練跟進、強

化自己，進而教養傳承，才不會有斷層。

期 許 茶 種 籽 團 隊 能 不 間 斷 的 飽 滿 養 份 ，透 過 團 隊

力 量 合 力 完 成 ，引 導 下 一 代 讓 習 茶 的 旅 途 能 更 加

流 暢、 有 系 統， 並 且 愛 上 茶， 與 茶 為 友， 一 同 教

學相長。

深耕茶文化 撰文   營運部經理│江宜樺

春芽綻放 /



25

二零一六年一月，承接下茶種籽文化課程的教

官 使 命， 第 一 期 課 程 以 協 助 全 方 位 参 賽 者 為

首 要 目 標， 期 許 能 於 茶 藝 問 答 項 目 中 表 達 流

暢；因此，針對題目理解性加強、於茶知識表

達中訓練應對進退。

為了在有限時間內讓小種籽們理解茶的科學、在

生硬的茶知識中建立正確概念，課程中將文字轉

化 為 圖 像、 大 量 運 用 了 圖 表 輔 助， 除 加 強 記 憶

點，亦幫助學習吸收；同時以肢體演繹，鼓勵團

隊討論思考，以不同於過往為工作而接觸的僵硬

吸收，透過體驗，引導夥伴們知茶情、識茶趣。

二零一七年是茶文化的深耕年，學習的過程並沒

有因為階段性的教學完成而停滯，我們因應教授

對象的改變，思考如何區隔其中差異性，不停歇

的修整教學課鋼、調整教材、整併加入日新月異

的茶議題與新脈絡。

在儲備店長 / 幹部的培訓中，以相同主軸課綱再

延伸，運用影片更詳加解說、深化專業重點。並

邀請中華茶藝獎的連續兩屆台中區冠軍－林沛錡

店長示範泡茶法，學員透過眼看、耳聽、鼻嗅、品

嚐、身觸、手記…用心感受，提升感官品味，愛

上茶之美。而與前輩店長們則以日常分享為主

軸， 一 同 品 茶、 一 同 交 流 門 店 茶 文 化 的 傳 承 經

驗，由多元的角度切入，將茶結合工作與生活藝

術；不僅開闊課堂學習視野，更豐富了觀點啟發。

春水人第四期刊中寫道：「一個人停下來站在一

個 高 度， 踮 起 腳 向 遠 方 望， 遠 遠 的 看， 眼 光 放

遠，準備做一件事影響後代、影響未來，這叫企

望。企望是看得遠、看得深、看得大。能夠看得

遠、 看 得 深、 看 得 大 的 事 業 就 叫 企 業。」 身 處

在宏觀與文化兼具的企業中，喝茶不再只是解

渴，而是提升至品茶的境界；泡茶亦不再只是技

術，更是美學藝術與生活的結合。

深耕茶文化 撰文   大魯閣店長│陳雨煙



在調茶師階段，時常看到店內主管到花市買花，用心地為店內增添色

彩、更換新裝；鼻裡聞著木犀堂點的韻天香、眼裡賞著執行長的作品掛

畫，天天被宋代生活四藝包圍著，也滋養了我對美的鑑賞力與嚮往。

進入春水堂的隔年，開始跟隨台中許冰心老師學習中華花藝，一開始學

習插花，是為了佈置店鋪環境，隨著七年的進修，越學越有興趣。前些

年，參與了畢業展，第一次公開分享作品，並在隔年隨即參與春天花

展，透過各種經驗的交流，在一次契機下，也與真美花藝大學結下良緣。

花藝教室裡，時時有歡笑，老師傾囊相授、學姊無私解惑。在一堂花藝

課中，現任真美花藝大學的校長「川崎景介」，講了一個故事…校長喜

歡去的兩家麵包店，價格、口味都差不多，有天遇到甲老闆，校長好奇

問到：「請問你知道麵包的由來嗎？」甲老闆回答：「麵包就麵包，管

他怎麼來的！」；相同問題再問乙老闆，乙老闆滔滔不絕、喜孜孜地向

校長分享著麵包的歷史、演變…。而乙老闆對麵包的熱情，讓人感受到

他麵包中的靈魂。

在真美花藝大學研習時，我最喜歡聽老師分享故事了，從中能感受作者

創作的心情、學習運用的技巧，舉凡生活裡的器物、小東西，都能展現

在花藝上，透過思考，讓每個表達都有意義，才能創造富有靈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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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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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撰文   瑪可緹副理│江偲僑

生活美學 /



工 作 也 是 這 麼 一 回 事， 對 於 自 己 的 工 作 內 容 充 滿 熱

情，進而引發興趣、延伸至生活中。在平常欣賞茶席

時，茶桌上的花藝小品總比茶器更吸引我會心一笑；走

在路上，會特別關注花的姿態、樹的線條；進入一間

店時，第一眼總落在花身上，相信那份妥善照顧花兒

的心，定能使這間店井然有序。

今 年 我 的 好 朋 友 將 遠 嫁 美 國， 想 學 以 致 用 的 發 揮 所

長，親手為他量身訂製新娘捧花，以獻上我的祝福，願

她幸福快樂。雖然因參加花展和出國…等行程，壓縮

製作時程，但當看到新娘手拿捧花的婚紗照時，心中

滿溢感動，一切努力都有了最好的回饋。

近年，我都會帶著親手製作的母親節花獻給媽媽，媽

媽總是的用親切台語讚揚著：「怎麼那麼漂亮，這是

妳做的嗎 ?」而我也如孩子般的驕傲回應：「對呀！

這是我專程為媽媽做的呢！」

花藝連結著我生活中的每個熱切互動，謝謝執行長全

方位育才的投資，亦謝謝當初給予我機會學習插花的

主管，在工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喜愛，這份人生的禮

物－「花藝」也將常伴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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