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仁鴻 

服務科學研究所校友(2013 級) 

金魚。厝邊工作室創辦人 

蘭城巷弄有限公司負責人 

科管院在地深耕即將邁入第 20 年，培育

出許多優秀的專業人才，藉著地緣之便，與

科學園區形成良好的人力流動橋樑。本次職

涯辦公室採訪了同樣是長期在地方上耕耘的

彭仁鴻學長。採訪一開始，先映入眼簾的是

仁鴻學長辦公室掛在牆上的「生活在頭城」

五個大字，原來，這是頭城在地書法家第四

代傳人康潤之的揮毫之作，瞭解當地人文資

源及職人精神，並推廣至外，從這一點可以

看出，他對家鄉宜蘭頭城的用心。 

 仁鴻學長在宜蘭服研發替代役時，透過

產官學的結合，重新對於家鄉在地知識，有

了更深入的認識，後來接受了社區營造的相

關訓練課程，並建立了社區營造的工作團隊。

在一次的因緣際會下，聽聞老鎮長邱金魚的

故居要被拆除做為停車場，他便將這個原本

就是居民泡茶、互相聊天的地方承租下來， 

 

 

 

 

 

 

 

 

 

 

 

 

 

 

成立工作室，並取名為「金魚。厝邊」，希望

能傳承當時邱鎮長那種熱心、與里民做好鄰

居的服務精神，也藉由老房子串聯起不同世

代的回憶並寫下頭城在地故事的新篇章。「金

魚。厝邊」工作室目前有幾位專長換宿的實

習生加入團隊，駐點一至兩個月，仁鴻學長

把工作室是為地方人才的練功場，幫助年輕

人培養想像力，做為頭城豐厚的人力銀行。 

要將家鄉小鎮打出知名度，仁鴻學長透

過創辦「頭城老街文化藝術季」來實現地方

創生的願景，藝術季今年即將要舉辦第六屆

了，他說這是一個起點，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將來自各地的人們串聯在一起，經由舉辦各

式藝文活動，帶領遊客發現頭城的美麗故事

與溫度。由於現階段的後疫情時代，搭飛機

出國受到限制，反而帶動了國內旅遊人數大

幅度增加，他認為這是地方營造團體翻轉的

契機，這一波疫情的衝擊，可說是地方創生

人才的大推手，他趁勢與 KKDAY 品牌合作，

將地方形象當作產品推銷出去。由於宜蘭的

地理位置特殊，有山有海，吸引許多外國人 



 

 

 

 

 

 

 

 

 

 

 

 

 

前來定居，其中有包含台北宜蘭通勤的上班

族、衝浪創業家、還有前來傳教，或是想學習

中文等種種原因的外國居民，頭城可以說是

一個世界地球村，如此一來，「頭城老街文化

藝術季」不只捕獲國內旅客的目光，也可以

行銷至世界各地。照片為與宮城訪日旅客招

攬組織(DMO)交流合影。 

仁鴻學長受到文化部與教育部的推薦，

進入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發揮專長所學，

關心地方產業振興、青年創業、青年回鄉等

諸多議題，他表示在地團隊最容易缺乏人才，

有時候好不容易受完訓練的人力卻流失了，

這是地方產業的困境之一。除此之外，他還

擔任東吳大學商學院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的執

行長與兼任講師，開設在地經理人實作、設

計思考與職涯探索相關課程，協助學生盡早

釐清什麼是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並加以精進。

仁鴻學長說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就好像一個

擁有廚師執照的農夫，和斜槓青年一樣，擁

有豐富多元的生活；然而一個身在頭城家鄉

的農夫，要先初步瞭解居住環境的特性，進

而考慮水質、土壤特性、氣候各種因素，評估 

 

 

 

 

 

 

 

 

 

 

 

 

 

後才能確認這塊土地適合栽種什麼，這是身 

為農夫該有的敏銳度。擁有了地方 DNA 的

扎根，廚師收集到在地的好食材，知道如何

去烹煮，也有專業能力可以烹煮，才能為顧

客量身打造，客製化呈現出最美味的料理，

一切基於廚師在地食材的掌握度很高，落實

根留頭城的極致精神。 

最後趁這個機會邀請仁鴻學長給予學弟

妹一點建議，他勉勵大家不要自我設限，多

多探索任何事物，利用大學四年總共八個寒

暑假的時間機會學習，可以是藉由實習體驗

企業、探索自我、增進對地方知識的了解、當

職人領域的學徒或見習生等等。此外，科管

院職涯辦公室提供各類的自我認知、自我探

索的相關資料可以盡早接觸，不要錯過任何

學習的機會。 

採訪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