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鍾老房子，吳文雄首開臺大古蹟活化經營。（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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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吳文雄談文創夢

走
近青田街7巷6號，映入眼簾的是洋式與

日式融和的木構建築，左前方庭園蒼鬱

老樹聳立，右方長廊展示著臺灣各地岩石標

本。這棟臺大宿舍占地206坪，由足立仁教授

建於1931年，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集體開發的

「大學住宅集合」之一。1945年，從中國來臺

大任教的馬廷英教授與家人入住此宅，直到

2007年。

2006年5月2日，臺北市政府公告其為市定

古蹟，2010年「黃金種子」文化公司承接修復

與經營活化計畫，於2011年6月21日正式對外

開放，命名為「青田七六」，採複合式經營，

提供免費的導覽服務、辦理文化活動、餐飲

及場地租借。秋日午後來「青田七六」，啜咖

啡，品石頭，賞古蹟，聽故事，好不愜意。

8年地質系助教：

練創業工夫底子
馬廷英教授是臺大地質系第一任系主任，

巧的是，「黃金種子」創辦人吳文雄是臺大地

質系畢業。

吳文雄，1988年進入地質系就讀，1994年

取得地質所碩士。論文做的是年輕地層的熱螢

光定年法，這是以地層中的石英礦物受到所處

故事行銷古蹟活化∼

            「黃金種子」  
採訪撰文／林秀美

照片提供／吳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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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放射線輻射，所產生的電子能階跳動，累積

能量多寡來定年的方法。這個方法早在1960年代

便開始應用於考古學上的陶器斷代，因陶器的原

料亦含有石英。當深埋於地底的古陶器受到環境

中天然放射性元素的輻射，其中的石英所接受的

輻射能量會隨著時間不斷累積，透過加熱可以使

其釋放能量（故稱為熱螢光），由此得知陶器燒

製的年代。

碩士畢業並考取證照後，他成立應用地質技

師事務所，取名「漢磊」（Han-ray，取漢朝那

道光之意），除承作考古與古董陶器定年外，也

邀集大學同學共同策劃地質旅遊、辦理國高中生

戶外教學。不過這第一個事業不到兩年就宣告結

束，因為有人念博士去，有人到工研院等大機

構。當年雪隧剛開挖，地質系的畢業生，尤其是

有證照的，有一部分人都是去工程顧問公司工

作。他原本也應徵到相關工作，準備去挖隧道。

但當時由於熱螢光實驗室的儀器剛設置好，指導

他實驗室工作的陳于高助教（現為臺大地質系教

授，國科會自然處處長）告誡他：「老師爭取了

錢買儀器，讓你作論文，如果你去，我看就不必

回地質系了。」這老師就是他的恩師劉聰桂教

授。1998年，劉教授擔任系主任，留任他作助

教，這一轉折，也就讓他在地質系服務了近8年。

除了教務行政，這8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執行數位典

藏計畫，為這個古老科系的標本和文獻建立數位

檔案，更協助設立地質標本館（原為系上放資源

回收的老房子）、岩石步道和地質博物館園區，

「青田七六」建於1931年，屋齡已超過70年。（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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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鎮系之寶找到安身的家，而且在教學研究

之外，發揮社會服務功能，成為戶外教學的熱

點。「其實我的想法是藉此讓大學也盡可能的與

社會對話，透過博物館讓更多人認識地質系。當

時地質系學生轉出率很高，可是我們的學術成就

也很高，在理學院排名第三。」他強調，地質系

不只是摸石頭，畢業後出路不限於工程，有很多

系友到竹科上班，因為晶圓的基本元素是矽，矽

的氧化物就是礦物。

為此，他還經常出野外工作，全臺走透透，

將過去只標出大地名的標本做GPS定位，並重新

親手敲下新鮮的岩石標本（青田七六很殺底片的

岩石牆就是這樣來的），期間並協助劉教授完成

兩本有關臺灣岩石的專書。回想起來，在臺大擔

任助教的這段經歷，正是為他日後創業之路打

底。

創立黃金種子：

青田七六試啼聲
8年助教功成圓滿，於是他辭去助教，展開二

度創業，2006年9月獨資成立「黃金種子」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除了繼續先前所做的環境教育戶

外教學，也接受工研院、國科會及各大學委託，

運用團隊的教育專長，辦理節電網路系統整合計

畫與文創商品設計，如影音光碟包裝出版，產品

形象包裝等，而其創業最初所設計包裝的臺灣玉

山、東亞巔峰DVD也都跟地質科學有關係。2010

年接下青田街7巷6號的古蹟活化案，基本上也是

出於和地質系的淵源。

2007年馬廷英教授的遺孀過世，馬家人亦先

後遷出，人去樓空，老建築日見頹圮，校方調查

報告出爐需要1300多萬修繕費，決定委外辦理。

內裝原貌保留，走在青田七六，緬懷前輩足跡。（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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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系老師徵詢吳文雄的意願。但「黃金種子」

資本額只有200萬，不足以承包，於是他先後找

來同班同學簡肇成（現任文化長）、事業有成的

同門學弟魏谷，以及農工系的杜興泰入股增資。

費時年餘、投入超過一千萬元修繕費用，終於在

2011年6月以「青田七六」的新風貌和大家見面。

從臺大宿舍變身為有日式餐飲的文化場域，「青

田七六」原味不減，學者的生活軌跡隨處可尋，

更透過導覽和展示，賦予老房子新生命，讓民眾

從認識青田街區的當年、瞭解其蘊藏濃厚文化之

由來並當下品味。

去（2012）年，以優先權取得另一棟位於同

安街的舊宿舍，經重新整修後取名為「Fireweeds 

野草居食屋」，相對於青田七六的內斂靜謐，野

草的訴求是居酒屋的豁達盡性。也賣日本料理，

也都有故事，而且也恰巧又和地質系相關。

吳文雄說，「故事行銷有幾個要素－人事時

地物，當中，最重要的是人。在清理環境時，工

人找到3張獎狀，是臺大早期的服務獎狀，獲獎人

為陳玉麟教授，我如獲至寶。經過一番訪查，得

知陳教授是臺大農化系退休教授，1978年成立中

華民國雜草協會，對雜草生態與防治貢獻卓著。

最令人驚喜的是，他的公子竟是臺大地質系教授

陳正宏，他是我的老師。所以野草開幕時，邀請

陳教授來分享，剛好他屆齡退休，講起小時候，

竟然很感性的唱起兒歌給小孫女聽。」這就是吳

文雄要的故事。

之所以取名為「野草」，靈感就是得自陳玉

麟教授所成立的雜草協會，雜草英名譯為“火

草”（fireweeds），是溫帶植物、草類先驅，在

戶外長廊展示臺灣地質標本，流露另類科學人文風。（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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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大火後率先冒出頭的就是它，通常長到膝蓋

高，來保護小樹苗，待小樹苗長大後，野草就會

死亡化為養份。其強韌的生命力誠如白居易的詩

所描述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吳文雄

所要標榜的是大口吃、盡情喝，褪去一天的疲累

和喧囂，第二天醒來又是一條好漢的奮戰精神。

挑戰不可能：

化impossible為possible
吳文雄說，黃金種子的企業精神與使命是結

合建築、歷史、人文與科學，為老建築活化

再利用注入活水，而故事行銷是核心。只是

這樣的理想單單靠餐飲收入是無法支持的，

為未來長遠發展計，在2011年另成立云禾公

司，由農工系畢業的杜興泰擔任董事長負責商

業營運，他則專任黃金種子總經理，全心於開

創文化服務。如此專業分工一來可相互效力，

二來在降低成本並尋求異業結盟。「餐飲業總

是會飽和，尤其附近有許多老房子都轉型為餐

廳，會互搶客源。所以要開發其他附加價值，最

近已接觸的有麵包業，醫美、SPA，都是可能的

選項，總之，還是要賺錢才能維持老房子」。

不過，兩家公司的營運和人事都各自獨立，

而云禾會支付一定比例費用給黃金種子，第一年

從總營收提撥了19%，不足的部分則從委外案挹

注。今年9月，在學弟魏谷的策劃主導下，與天作

之合劇團在水源劇場合作

大學前3年念的是社團系，完全奉獻給童軍社（站在左方）。

導覽走向
戶外，與

社區結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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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雄小檔案

重考臺大進入地質系，他念臺大不是為了第一志願，而是高中時參加救國團健行，被隊輔臺大農藝系學姐的服務熱

情所感動。所以一考進臺大，立刻向童軍社報到。他不諱言，大學前3年念的是社團系，後3年（含研究所）才回到

地質系。擔任社長時，舉辦各式活動及全校大露營，在玩樂當中與伙伴建立起換帖的友誼。大三時投入補教業打工

擔任上課老師，是為了改善口條，沒想到除了收入外，現今卻也成了口才便給的老師。目前公餘兼任聖約翰大學及

中國科大講師，分別開授文化創意產業及行銷學、旅遊地理。也在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所攻讀博士，以臺灣的海

洋為地質科普教育場域，旅遊景區的實驗基地。他以中國為例指出，中國現有180個以上的國家地質公園，其中27

個被列入聯合國世界級，當地政府透過景區的成立作為載體，帶入商業與服務業，提供人民就業機會，活絡當地經

濟成長，值得參考。

協助地質系完成數位典藏、地質標本館的建立。

音樂劇《天堂邊緣》，就是又一項新嘗試，透過

藝術展演導入行銷，增加曝光率，而青田七六的

導覽走向戶外、在老房子增設客製筆記書等紀念

小物工坊等，也都在提高收益。此外，有別於傳

統的禮品公司作法，吳文雄更用心在既有產品的

文化包裝上，提高其價值和價格。最為他津津樂

道的是成功地將梅干菜包裝為楊梅市伴手禮，只

用7天時間就完成採訪拍照、故事撰寫、印刷包

裝。

挑戰不可能，應該是他熱衷於文創的引力之

一。回想在臺大求學的過程，也許是在童軍社所

練就出來的勇氣吧！「童軍社社徽是一個英文

字“impossible”，旁邊有個傢伙伸出腳來，把

im踢走，變成“possible”，也就是說凡事都有

可能。臺大人愛發想，加上有能力，一旦立志創

業，能量爆發，成功機會大」。他自我剖析，學

的是地質，投身科普教育很自然，人很念舊，才

想為老房子找新生命。愛發想的他，還有更大的

夢正在進行，他要建造一座地科教育的觀光工

場，不解？沒關係！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