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家族產業發展－烘焙業 
111030004 詹朋修 

壹、前⾔ 

    位於新北市新莊區，有一間開業於民國七十八年，經營了半甲子，名為
「奇新蛋糕」的烘焙坊1。這間專門賣蛋糕、麵包的烘焙坊是我姑姑和姑丈開的

店，而我的爸爸（下稱為詹先生）也作為店長在那邊工作，且一做就是三十

年。這間烘焙坊離我家非常近，加上詹先生在那邊工作，因此，這間店也有我

從小到大的回憶。筆者觀察到，店裡的工作人員，不論是麵包師傅、蛋糕師傅

或是普通店員，許多人都是來自我們家族，從筆者的父輩到筆者的下一輩都

有，甚至筆者也曾經作為店員，在烘焙坊打了一個暑假的工。這樣橫跨三代，

耕耘了三十幾年的事業對於我們的家族非常重要，有許多家族的活動，或是親

友間的聯繫，都圍繞著這間蛋糕店展開。以上種種，讓我很好奇這間承載了我

們近代家族史的店面是如何發展，以及如何在這段過程中，串起家族三代的

人。筆者會以烘焙坊的創業初期的困難、創業中期的挑戰、烘焙坊的現況以及

烘焙坊在家族的角色定位作為主軸，依照時間順序進行書寫。由於詹先生從烘

焙坊草創時期就在那邊工作，是這間店的創始人之一，也有見證並參與其發展

過程，因此筆者將詹先生作為主要訪問對象，並加入筆者個人的觀察，討論烘

焙坊的發展歷史。 

 
烘焙坊的發展過程，以訪問的形式獲得（圖片來源）2 

 
1 奇新蛋糕官網，h$ps://www.29936215.com.tw，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2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https://www.29936215.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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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 

 
（一）創業初期 

 
    前文提到，烘焙坊是由筆者的姑姑、姑丈以及爸爸三人共同創立的。詹先
生那一代總共有六個兄弟姊妹，他是排行老四，也是二哥。共同創辦的姑姑則

是老么，筆者都稱她叫小姑姑（以下稱為老闆娘）。我們的老家在嘉義縣，主要

以務農為主，農作物包含稻米、蔬菜以及各種水果。在這些作物中，小番茄是

最容易賣，也賣得最好的水果。據詹先生所說3，一心想要走出嘉義農村的他注

意到小番茄的商機，於是他決定和二姐一起前往台北經營水果攤。地點選在當

時的台北縣板橋市，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家族沒有人本上打拼，因此這個水果攤

也是我們家族在北部生根的第一站。詹先生說水果攤的經營如同預期，小番茄

賣得非常不錯，但是這種水果畢竟還是有季節性的，因此水果攤的淡季和旺季

有十分大的落差。因為經營情況不夠穩定，因此詹先生開始著手尋找其他財

路，而剛好在此時，小姑姑和姑丈也一起來到台北了。 
    開業的民國七十八年，正好是政府實行「麵食推廣政策」的後期4，民眾逐

漸接受麵包等食物，且因為姑丈（以下稱為老闆）是麵包學徒，因此老闆娘和

老闆決定開一家專門賣西式、中式麵包的烘焙坊。而在他們的勸說下，詹先生

也收掉在板橋經營了幾年的水果攤，和老闆娘、老闆一起來到新莊開設麵包

店。之所以選在新莊，是因為正好有同樣來自嘉義的同鄉友人願意提供店鋪5，

詹先生他們就順勢租下這間店舖的一樓，將這一層分成廚房以及門市，並再購

買烤箱、攪拌機等等器材後開始營業。除此之外，詹先生也提到剛成立時的廣

告看板也是由當時正在念藝術的表姐所設計，老家那邊的大姑丈也有提供資金

援助，正是因為整個家族共同努力才能夠成立這間烘焙坊。 
    在創業初期，除了有請一些店員以及麵包師傅幫忙以外，詹先生、老闆娘
以及老闆也有明確的分工。老闆作為麵包師傅，只需要負責烤出每天的麵包。

當時的種類包含：菠蘿麵包、紅豆麵包以及傳統的肉鬆麵包等等，都是一些經

典的品項。老闆娘負責人事的管理，並照顧店員們的飲食起居。聽詹先生說到

這裡時，筆者此時感到疑惑，為何老闆娘還需要照顧到其他店員。而詹先生說

當時就是這樣6，除了一起開業的親友，也要將雇傭的店員視為家人，這樣的人

情味才是支持麵包店走下去的力量。這樣的回答讓筆者恍然大悟，因為詹先生

的工作正是坐鎮櫃檯的收銀員，從創業初期，三十年如一日的一直做到現在。

他在工作時，總會和客人打招呼，特別是熟客，每次都會說上幾句話。我想就

 
3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4 台灣烘焙業的發展趨勢與經營建議，h$ps://mymkc.com/ar9cle/content/22322， 檢索日期：

2023 年 12 月 20 日 
5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6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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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噓寒問暖展現人情味，才能招攬到一群忠實的客人。就這樣，家族成

員彼此分工合作，雖然在創業初期非常辛苦，但整體發展並沒有遇到多大的困

難。 
 
（二）發展中期 

     
    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後，烘焙坊的生意漸漸穩定了下來，麵包的種類，也
從幾種簡單的種類，慢慢更豐富了起來。而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轉變便是西

式蛋糕部門的成立。當時的環境，由於美援的大量麵粉也經到來多年，人們也

漸漸開始接受西式的糕點，特別是香甜可口的蛋糕。詹先生和老闆娘看準這個

機會，開始招募蛋糕師傅，希望和傳統只賣麵包的店家做出區別。後來，有兩

位師傅先後到了蛋糕部門，在他們的努力下，成功打響了在新莊的口碑。第一

位師傅的貢獻是找到蛋糕原材料的黃金比，製作出了符合在地人口味的蛋糕體

以及鮮奶油，並在對西式蛋糕接受度還不高的時代開拓了蛋糕市場。但是筆者

並沒有見過這位師傅，因為他很早就離開了，這段故事是經由爸爸口述得知。

另一位師傅我就比較熟悉了，他正是筆者的堂哥，因為他是相關的餐飲科系畢

業，因此他也是現在蛋糕部門的負責人。 
    當筆者訪問到這裡時，注意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筆者的同輩之中，有許
多人都曾經到烘焙坊打工。詢問詹先生後得知7，當時家族中很多年輕人希望北

上發展，麵包店便成了他們到台北的第一站。在這裡，除了可以有親戚朋友的

照顧外，也可以趁機習慣台北的生活環境，並透過在店裡的工作累積經驗。筆

者覺得，此時的麵包店已經成功連接起了整個家族，許多家族成員會來到這裡

生活、工作，甚至定居於此，彼此可以互相照顧，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創業的幾年後，烘焙坊才遇到了發展的困難。前文有提到，民眾對西式
麵包、蛋糕的接受度漸漸增加。 
 

民國 70 年代中期⾄ 80 年代初期，西點麵包、蛋糕業快速成長，且國內

也陸續舉辦烘焙競賽、再加上證照制度推⾏，愈來愈多擁有⼀技之長的

西點師傅自立門⼾，因此台灣各地西點麵包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8 

 
這雖然讓烘焙坊的客源增加，卻也導致同行競爭越發激烈。想當然，烘焙

坊也受到這個歷史環境的影響。根據筆者詹先生所說9，烘焙坊位於的新莊幸福

路上，這三十幾年間各式各樣的麵包店來來去去，且總數量超過三十個，全盛

時期甚至有將近十間的麵包店出現在這條路上。雖然競爭非常激烈，讓我覺得

烘焙坊可能遇到了滅頂之災，但詹先生表示他們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頂多是營

 
7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8 ＜翻開台灣麵包史＞，h$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284139 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9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28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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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少了一點。問其原因，詹先生和老闆娘都輕鬆的覺得是「財神爺眷顧」，但

筆者認為，是因為烘焙坊的營運方式讓他們贏的了熟客的支持，加上美味的麵

包、種類豐富的蛋糕，才讓他們在這場商業競賽中脫穎而出。 
就筆者在此生活期間的觀察，新莊幸福路上確實有常常麵包店新開業，其

中不乏有知名的連鎖品牌「幾分甜」、「創盛號10」等，「幾分甜」甚至就開在我

們店的旁邊，造成一個路口有兩家麵包店的奇景。不過，這些店都沒經營多久

就歇業了，可能是加盟的店家經營不善，但筆者覺得是熟客已經有了認同感，

才能讓烘焙訪經過三十幾年的競爭考驗仍屹立不搖。 
 
（三）目前近況 

 
    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烘焙坊的經營已經趨於穩定。根據詹先生口述11，

大概從筆者出生的民國九十四年左右，就已經確立了目前的經營模式，並取得

不錯且穩定的成果。普通日子裡，店裡每天都會製作當天的麵包以及生日蛋

糕，也會配合客人的訂單額外增加產量。除此之外，這幾年也不斷增加或加上

的種類，除了有傳統的綠豆椪、蛋黃酥以外，也有蜂蜜蛋糕、餅乾等等西式的

高點。就這樣，烘焙坊靠著口碑以及豐富的美食種類，保持著穩定的經營12。 
    而作為在地的知名烘焙坊，一年之中也會有些特別的節日，例如：母親
節、中秋節以及父親節等會特別繁忙的時刻。母親節和父親節主要是會有大量

的蛋糕需求，我每年去幫忙時，總會看到大量訂單如雪花般飛來，造成店裡人

潮爆滿。中秋節則是月餅、蛋黃酥等傳統糕餅需求量大增，而且和母親節、父

親節不同的是，中秋節往往是為期一個月的大節日，因為有很多客人會先買蛋

黃酥送人，因此店裡通常會忙上整整一個月。每到這些節日，店舖理所當然會

人手不足，此時便是家族烘焙坊發揮其優勢的時候了。住在附近的姑姑叔叔、

堂哥堂姐們，每次都會在店裡人滿為患時自動自發來到店裡幫忙，甚至連遠在

嘉義老家的親戚偶爾都會北上來幫忙，一起幫烘焙坊度過難關。對筆者而言，

每次一到中秋節就像一次小型的過年，常常可以在這一段時間看到許久不見的

親戚朋友，甚至連筆者的晚輩都會過來幫忙。就這樣，在這段期間家族三代成

員齊聚，依邊工作一變連繫情感，給筆者一種類似過年團聚的氛圍。 
    目前，烘焙坊的管理已經接棒給下一代，父親那一輩已經漸漸開始準備退
休了。我想，如果烘焙坊維持同樣的經營模式，並持續推出新種類的蛋糕或是

麵包，這間店舖一定可以長久的走下去。 
 
（四）烘焙坊在家族的角色定位 

 

 
10 創盛號新莊幸福店， h$ps://csbakery.net 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11 詹先生口述，詹朋修紀錄，〈詹先生訪談紀錄〉，新北市新莊區奇新蛋糕坊，2023年 12月 20日。 
12 奇新蛋糕官網，h$ps://www.29936215.com.tw，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https://csbakery.net/
https://www.29936215.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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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最後，筆者對詹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題：「您覺得對於整個家族而言，烘
焙坊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思考了許久，詹先生表示他從沒想過這種問

題，對於他來說，烘焙坊是一個他和妹妹共同創立的店舖，也是他奉獻大半人

生的地方，他對於烘焙坊的愛護不言而喻13。但是，他也藉由這此的訪談發

現，這間烘焙坊確實常常會有不同的親歷來訪，也會照顧北上打拼的家族年輕

人，因此，詹先生認為這間店舖除了是家族的產業外，也是家族的「避風港」。

而對於筆者而言，因從小就常去店裡，也習慣了常常見到親戚，因此也沒思考

過烘焙坊對家族的重要性。經過這次的訪問以及整理報告時，筆者也發現烘焙

坊提供了一個親戚朋友可以交流、聯繫感情的場所，是維持家族穩定不可或缺

的角色。 
 

參、結論 

 
    經過前文的討論，筆者對於這間從小看到大的烘焙坊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從對於詹先生的訪問中，筆者了解了這間店鋪的發展歷史，也從其經營、管理

的方式，推論出為何這間店能在競爭激烈的地區長期維持盈利，歷久不衰。然

而，對於筆者而言，這段訪談以及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最讓筆者驚豔不已的

是，這間店鋪真正的連接了家族三個世代的人，成為家族的核心。從第一代創

業開始，家族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讓烘焙坊步上正軌。店舖在地紮根

後，第二代就將烘焙坊當作北上打拼的基地，體驗台北生活並累積工作經驗，

成為他們日後發展的本錢。第三代則是透過到店裡幫忙的方式，和其他人見面

維持家族間的聯繫。就這樣，「奇新蛋糕」成為了家族成員間的橋樑，所有人人

生中的大小事都圍繞著它展開，就如同名字一樣，讓整個家族「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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