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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劉凡真

用雙手烘焙幸福～
聽障創業家劉凡真專訪

聽障開啟不平凡的人生
劉凡真在21歲時如此介紹自己。3歲被發現

聽不見，從此展開艱辛的學習之路，童年過得很

不快樂，升上國中後更經常被同學模仿口音搞

笑，「我變得有點自卑，而且不甘心。」他轉而

將注意力放在功課上，考進北一女中。但自卑心

作祟，他不想靠特殊加分，可是有機會去更好的

環境，怎能輕言放棄！有人這麼鼓勵他。在人才

濟濟的北一女，「我告訴自己至少不要最後一

名。」

母親給他心理建設，因為先天聽力不好，所

以要比別人多花兩倍的時間讀書。高中輔導老師

則教他如何經營人際關係，調整心態，做自己。

同學都是女生，比較有同理心，這時他漸漸能放

開心，懂得正向思考，「我很幸運，加分爭取到

機會讀臺大。」

但，高二時，母親罹患了乳癌。「聽到媽媽

得乳癌，真是晴天霹靂。功課壓力大，媽媽又病

倒，簡直看不到未來，人生跌入絕望的深淵。媽

媽辛苦扶養我，我還沒來得及孝順她⋯。」

「聽不見，限制了多少？

口齒不清的我總是被認為是香港人，

大家熱烈討論中我最沉默，

孤單，占據我的心靈，

如此自卑過一生嗎？不！

我聽得見，

在切紅蘿蔔時的清脆聲；

我聞得到，

蛋糕在烤箱散發的幸福香味；

我看得到，

把幸福送到人手中露出的微笑；

我感覺得到，

我的心在微笑！

原來…

原來…

我也可以創造愛！溫暖他人的心！」

劉凡真，170公分高的大女生，率真的臉龐充滿信心，要過不平凡的人生。（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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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公衛系給我很棒的功課
所以他轉而去念公衛，以為公衛的專業可以

幫助母親恢復健康。然而，不論是醫院管理、健

保制度、流病疫苗、乃至環境法律，似乎都不能

立即對母親有幫助。雖有落差，他仍十分肯定所

學是很棒的功課。「比如生物統計，老實講，我

學得不紮實，不過，我用數據資料來統計銷售結

果，發現很實用。」

在公衛專業之外，他努力嘗試不一樣。大二

時，參加陳良基教授的「創意創業專題」，透過

創業模擬，學習營運規劃、募資及團隊合作；大

三時選讀「組織領導學程」，更多的實作操練，

創新思考；雖然過程當中，因聽力問題曾經想放

棄，也對自己的意見不被團隊接納感到難過，但

經過這樣的磨練，讓凡真無形中增加了信心及抗

壓力，更有勇氣追夢。

大一參加聽奧女籃，後來他將隊友的故事重

新編寫，募款出版了《菜鳥，快飛》一書，並巡

迴全國演講。至今網路還流傳著一段影片，那是

教練氣得自打嘴巴，「我們傳球失誤，我在第一

時間要把球撿回來，但我沒做到，漫不經心，讓

教練很生氣。她打自己的嘴巴，讓我很愧疚。那

段影片每年都會看個好幾遍。提醒自己，不管遇

大學時，為了出書，辦聽障體驗活動募款，感謝同學來相挺。

感謝公衛系的老師，指導功課，讓學生可以活用在事業上。圖為

畢業時與陳為堅院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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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麼困難都不要輕易放棄。」

創意學程與社團激發烘焙手
深知讀書不是自己的強項，所以大二、大三

選修上述學程和食品加工，摸索專長，思考未

來。升上大四，警覺到本科還有好些學分沒修，

寫了1頁生涯計畫書，督促自己。「我大四時很

危險，生理學已經被當了兩次，必須趕緊補修學

分。」

他的強項是在社團和實習中被激發出來。

「光念書就太乏味了！」他報名了蛋糕社和美食

研究社，沒想到都要考試，更沒想到兩個都考

上，他半開玩笑說：「那時候好忙啊！」

在高中看了漫畫「烘焙王」，他照著漫畫內

容，用電鍋學做麵包，一次就成功，讓他對烘焙

很感興趣。所以社團單挑跟吃有關的參加，竟然

大一就胖了8公斤，「我有運動ㄟ？怎麼會這樣？

可見是蛋糕太甜了，我們的食物料理過程繁複、

調味又重。那時我就想『不能回到食物原來的味

道嗎？』」他決定自己動手做。在胖達人香精事

件爆發前，2010年，他大四，到董氏基金會實

習，「我做麵包給大家吃，才知道臺灣沒有全麥

麵包，所謂的全麥只是白麵加麩皮。臺灣的食品

添加物有7萬種，但合法的只有800種，為了避免

不肖廠商濫用，必須要有規範。當時董氏基金會

要做的就是這個。」 

媽媽罹癌後，爸爸也檢查出有第二型糖尿

病，為了讓父母吃得健康又美味，他勤於鑽研他

的樂活料理。大二報名薰衣草森林舉辦的夢想飛

計畫，雖未入選但他很開心，因為「這是我完成

的第一份企畫書，讓我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及

實踐方法，未來的路不一定順利，但有了大方

向。」 

吳寶春老師是每個喜愛烘焙的年輕人的標竿。

第一份工作在八里小艇，感謝老闆娘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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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凡真」實現樂活料理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八里的餐廳作外場

服務。老闆看中他的手藝，擬出資開蛋糕店，後

因雙方對食材成本看法不一而作罷。其實，父母

希望他考公職，有份穩定收入即可，但是凡真並

不甘心如此，「我請他們給我兩年時間，如果沒

成績，我就去考公務員。我知道他們擔心我

在外面受挫折，但是我覺得我的聽障反而可以替

我的產品加分。聽障者創業的不多，如果能把我

的理念和故事揉合在一起，就能將弱點轉化成優

勢；大家透過這個故事看到我，我也能透過產品

把健康理念帶給大家。」

抱著這樣的理想，他到吳寶春念的學校八里

中華穀類研究所半工半讀，「我以他為目標，跟

著他的學習過程走。在這裡，理論與實作結合，

學到很多烘焙技術。」當然，更多的是對食材的

堅持。「我會參考原文書，如法國藍帶學院，是

標竿，他們都用最原始的材料做，我的甜點就以

法式為主。」

在2014年創業前，曾經與人合作兩次，也跌

倒了兩次。先是為歌手開的咖啡屋提供甜點和健

康麵包，後是跟一位法式甜點師傅在網路開業。

但咖啡屋經營不善倒閉了，甜點師傅嫌他礙手

腳，把他開除了。「我們溝通上有問題，我請他

重講一遍，他就覺得很麻煩，說我不適合這一

行，常常摔鍋子，有一天叫我明天不要來了！」

被同業否定，讓他很受傷，他懷疑起自己。

當初承諾父母在外磨練兩年的期限到了，他

準備考公職去，這時，凡真的父母做了讓他驚奇

的決定，他們鼓勵他創業。他們將畢生積蓄在淡

水樹林口所購置的土地，轉型為餐廳和農場，

2014年12月，「阿凡真烘焙館」正式開張。

凡真感謝父母給他機會，讓他重新站起來。

開幕時，他邀請鄰居親朋好友來共享美食，還有

高中同學熱舞助陣，也藉此機會和同學合唱阿妹

的歌圓夢。媒體採訪後，故事被傳開來，許多人

特地來看他。「以口耳相傳的力量讓大家知道，
凡真永遠的支持者，感謝雙親（右）完全奉獻的愛。「阿凡真烘

焙館」開幕邀請里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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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想要的。」

「我鼓勵大家多嘗試，一個夢想做不到沒關

係，還有其他夢想可以去追，不必太執著。像我

喜歡阿妹，可是要花兩倍時間去學，時間成本太

高，倒不如去做其他更好更有意義的事。」

而他在法式烘焙找到意義。嚐一口招牌「烤

布蕾」，吃進的是幸福味，因為內餡滿滿是他的

愛。

創意行銷企業化走向大眾
不過，回到現實面，經營餐廳和烘焙是兩回

事。由於地處偏僻，員工流動率高，現多仰賴家

人鄰居來同工。長遠之計在建立核心團隊，當下

因應之道是打點好標準流程。阿凡真是他實驗概

念的地方，「我的野心蠻大的，但從小處做起，

面對困難一步步解決，不能一步登天。」

「我現在雖然只開一間餐廳，但我有企業化

的夢想，就是壓低成本，讓價格更平易近人，讓

大家吃得到更多健康又美味的食物，這就是我的

理念。」這也是他的優勢，善用當令食材料理，

控制成本，新鮮營養不打折。最快明年，轉戰市

區，吸引年輕客層，未來更要進軍網路商店。

為了打知名度，他還要寫一本書。「現在品

牌知名度不夠，所以打算出一本書，關於我的故

事。我的聽力不好，但是我勇敢嘗試，本來以為

自己做不到，即使結果並不一定很好，但我做到

了。」聽不見，但用心看，不斷嘗試錯誤，在失

敗中找出路。

「有部電影叫《秘密法則》，意思是：只要

有目標，不論怎麼走，最終會達到目的地。計畫

通常是很美好的，可是過程波折難免。我22歲那

年規畫25歲創業、40歲以前留學，內容有些變了

樣，但仍然帶著我走到我想要的目標，蠻棒的！

現在只剩下留學還沒有完成。」

大三，他就為自己上半場人生做計畫，有了

藍圖，他全力以赴，朝目標前進。和打球一樣，

不論走線如何曲折，最終還是來到籃框下，躍身

投籃，一記中的。

用一雙巧手，將平凡的食材幻化成幸福的滋味。（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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