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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扮演北台灣的交通樞紐，絡繹不絕的商客
徘徊於此，如今已然成了都市發展過後的遺
留，留下的是掛著委託行招牌的空屋，還有等
著客人上門的美髮廳。近幾年基隆將發展方針
轉向觀光，大肆宣傳廟口夜市、新鮮海味吸
引外地客。但是我們覺得，基隆除了新鮮的魚
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則是巷弄中的“人味”。





「以前阿公捕魚回家，桌上總
會有一碗吻仔魚鹹粥一盤吉古
拉，等著他暖暖身子。」

「收市時，客人不要的魚頭我
帶回家，我某總是有辦法生出
一鍋紅燒燉魚頭湯。」

「一夜叫賣，沒有好嗓子是不
行的。我的潤喉茶從不離身，
隨時保養喉嚨，聲音不宏亮可
是會影響生意的啊！」

人
情

日常

由清領時期到今天，基隆扮演了不
同的角色，防衛港口、商港、衛星
城市等等，漁業則是基隆最悠久的
產業。
清領時期開始，港闊水深的基隆即
以漁業維生，到今日，靠海吃海的
特性已深植基隆人的文化，在凌晨
的魚市特別能一窺其貌，來來往往
的貨車、賣力叫喊的魚販、一箱箱
分門別類的水產，基隆的生命力在
此時格外閃耀。而每個靠海吃飯的
人在結束一夜忙碌後，也擁有自己
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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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區中的孝三路 30 巷又稱「哥
倫布巷」，在美軍駐台時期基隆
市內同時有 18 間酒吧營業，而今
隨著城市沒落已漸漸稀少，今日
一間哥倫布酒吧就在巷內，在日
治留下的磚造街屋裡延續基隆的
酒吧文化。少了人潮，巷內其他
的老街屋則在日治的市區改正下
切割出的這塊街區裡任其破敗，
位於端景的代明宮則見證了由清
領時期到當代的基隆歷史，歷經
幾次修改建及美軍轟炸後的毀滅
又重建，與街區內寥寥的幾間老
屋形成了一條如同凍結著過去氛
圍的老街坊。

我們希望藉孝三路 30 巷
老街坊為基地，將“委託
煮食”做為概念，用在地
食煮串起基隆的歷史與人
情，並結合廟前的辦桌文
化讓在地信仰以及人情進
一步地融合，形成一種基
隆文化的表徵。

委託行是過去舶來品的代購商，平
行輸入國內買不到的國外商品。過
去的基隆市景繁盛，委託行盛行，
但如今由於全球化以及產業進化，
這個行業早已式微已久。然而委託
行卻是連結了基隆經濟歷
史的重要象徵。我們希望重新定義
“委託行”，希望委託在地居民藉
由料理文化，並講述其中的故事，
將基隆產業、娛樂的過往積累（歷
史、知識、習慣）帶到當代，讓人
再深度理解一次自身所身處的地域
文化。

基隆的漫長歷史和產業分布在此交
會，清領時期延續至今的廟宇、鄰
近於崁仔頂魚市、日治市區改正留
下的街道以及老街屋，如今也隨著
時間老去，逐漸沉靜。
我們借用委託行概念，過去代購舶
來品的模式，重新定義，用最新鮮
的食材，透過在地老人的料理，傳
承基隆的知識與歷史給年輕一代，
結合產業、老人社區、觀光和知識
傳播，在廟前的辦桌文化裡延續基
隆地域文化，將「古味、人味、食
味」展露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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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空間為社區工作坊，開設
曬魚乾，搗魚漿等實作課程活
化老社區，希望【食・委託行】
可以作為一種社區再造的介入
方式。

藉由屋頂重建的概念，並將二樓空間
用懸吊的方式吊掛於屋頂結構上，讓
一樓完全通透。再置入 “ 辦桌 ” 的空
間型態讓參與者更能融入老街坊背
景。平日參觀者較少時，開放性的空
間可供給社區使用，轉化成巷內的都
市開放空間。

廚房空間，於此烹調當
地食煮並送至享魚處

小型電影放映區，可於平
時放送電影供社區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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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委託行】的入口介紹所，參
觀者可於此挑選基隆當季魚選及烹
煮方式，搭配食煮背後故事，將飲
食提升至歷史文化層次。屬於魚味
與人味的初步結合。

【食・委託行】的水產
倉儲空間，如同微型百
科全書，希望藉由和水
產近距離互動並提供背
景資訊，讓客人理解食
材之地域涵構。

三樓為文化教育空間，結合
一二樓的水產展示，三樓的
產業生態與飲食文化展演，
希望【藏魚所】成為一種微
型博物館的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