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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溪街上，有一間超過９０年屋齡的老店，店門還可依稀看

見懷舊的木門板片片拼接的軌跡，那間店鋪外掛滿著一排排琳

瑯滿目的天燈，除了天燈以外還有一些充滿台灣懷舊風情花布

縫製的枕頭與天燈，那間店有一位慈祥的阿姨，店裡精緻的布

製品都是她親手做的，常常令到此一遊的訪客感到驚訝，沒想

到這位年紀超過一甲子的阿姨，有一雙巧手，創造出這滿室溫

暖的繽紛，原來這位阿姨是目前平溪魅力商圈協會的理事長–

美雲阿姨，也是本區性別平等故事的主角。到了平溪一定要走

過這一條充滿歷史、充滿故事、充滿所有平溪人心血的路，那

就是著名的平溪老街，這條街曾經繁華過也歷經凋零，但林高

美雲女士就如同冬夜裡冉冉上升的一盞溫暖的天燈，那樣暖暖

的、明亮的，且一直靜靜地守護這一條商店街。 



 

 走在街上，欣賞著這些風景的同時，看看每一間老舊的建築，

在最後一家老店舖內，就會遇到美雲阿姨，阿姨慈祥地站在店

門口，歡迎熙來攘往的每一位遊子、每一個遊客、每一個來訪

的人，我們停下腳步走進阿姨自己的老店舖內，開始細細品茗

阿姨分享的平溪歷史故事給我們聽。 



 在美雲阿姨這麼有特色的店面，一杯暖暖的茶開始娓娓道來以

前的故事，美雲阿姨說著在她小的時候，記憶中平溪是滿滿的

人、滿滿的家庭，那個經濟正在起飛的年代，有 14個礦坑同時

開採，在她的童年時期，可正是平溪最熱鬧的時期，那時候平

溪這邊的總人口數，大約也有 20,000到 30,000人左右。 

 

 小時候就學以前，美雲阿姨會到河邊撥煤礦，以前煤礦剛從礦

坑運出來之後，會先運到河邊清洗，但水流一大就很容易將煤

礦沖走，於是河道彎曲的地方便容易會積煤，以前就有這樣的

工人，專門在彎曲的河道邊撿拾那些堆積的礦塊，而小朋友就

負責在旁邊撥煤礦，如此便能拿到一些零用錢，分擔家計，也

因為年紀小，所以只能撿拾煤礦打工，平溪在那個年代，是連



路上、溪邊都可能會撿到煤礦，對於這一片土地也是因為那個

年代出生的辛苦，讓美雲阿姨特別的珍惜這一份對土地的情

感。 

    小時候，只能撿拾煤礦，幫忙家裡負擔經濟，等到國中慢

慢長大了，有一天，美雲阿姨看到大人都在裁縫、做衣服的時

候，她眼睛突然亮了起來，在那個年代裡，大家的衣服都是需

要到裁縫店訂製，車縫一針一線來來回回，裁縫車發出了噠噠

噠的聲音，就在那個當下，裁縫師製作衣服的畫面，就這樣深

深烙印在美雲阿姨的心裡面，那時候的她決定了『我也要試試

看！』，就是這一份的單純的心，讓美雲阿姨開始學習縫衣

服，從縫個小東西開始，家裡需要的用品，也一件件神奇地在

美雲阿姨的巧手下製作出來，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一件

又一件地縫製，讓她裁縫的功力越來越強，大家在一件一件作

品誕生的時候，都不敢相信，這些衣服都是由美雲阿姨一個人



所完成的，於是大家開始注意到，原來在那麼多次的練習當

中，美雲阿姨早就已經練就了一身的好功夫。 

 

 

 也因為這樣子，確定了美雲阿姨真正想要做的事，往這小小的

目標去努力，當時的商店街總共有九家做裁縫的店，每一家都

是生意興隆，因為在那個年代的衣服，都是由裁縫師一針一線



縫製而成的，更不要說在這容納兩萬多人人口的地方，每一個

人都要做衣服、每一個人都需要做裁縫，美雲阿姨也一步步地

努力，年輕的時候就以這工作維生，在平溪也開始慢慢有了一

點小小的名氣。 

 

 美雲阿姨總是開玩笑的說她從有薪水做到沒有薪水，為什麼這

麼說呢？原因是因為她愛上了現在的先生，就是當時裁縫店老

闆的兒子，美雲阿姨只是單純的喜歡裁縫，但是沒有想到，因

為裁縫的關係結識良緣，兩個人開始相戀並且結婚生子，最輝

煌的時期，更成立了美雲布藝工作室，家裡聘請了六位師傅，

從旗袍做到西服，店舖被布料塞滿滿滿，還有各式各樣客人訂

製的款式，回想當年的盛況浮現在眼前，美雲阿姨既開心又得

意，因為這些成就，都是因為她當初那顆單純的心。 



 

 可是誰都沒有想到，這個輝煌的年代沒有持續多久，起初在民

國 60年代，礦坑開採興盛，經濟起飛，但是到了民國７０年後

期，煤礦資源逐漸枯竭，開採已不敷成本，加上國內能源轉

型，這個產業也同時慢慢落寞，這裡的人們陸陸續續地離開平

溪，那些曾開在商店街的九家裁縫店，從八家、七家、六



家....，到了最後，整條商店街只剩美雲阿姨這一家裁縫店還

守在這。 

 但美雲阿姨依舊很努力的經營著這間超過９０年的老店舖，因

為她想要守護這一份情感、守護這一針一線、守護在這裡最後

一台裁縫車，於是在平溪開始社造轉型時，美雲阿姨投入了觀

光的產業製作，有小天燈、小抱枕，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人要做

衣服了，但是她心裡想，可以做一些文創的產品，加上大環境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開始有了相機、網路、社交軟體，遊客

透過拍攝照片、撰寫部落格、品嚐甜點及分享故事，讓平溪又

再次聲名大噪，甚至讓其他不同國家的人對平溪感到好奇而特

地前來看看這個地方，有來自外國的客人看到美雲阿姨的作品



都大開眼界了，這時候美雲阿姨也非常的開心，她一心想守護

的這個地方，終於找到了另一片的天空。 

 美雲阿姨現在身兼為平溪商圈的理事長，這在過去男主外女主

內的社會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尤其在的處偏鄉的平溪，稍有年

紀的長輩對於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並不認同，但美雲阿姨做到

了，打破性別的權力領域界限以及刻板印象，阿姨為了她熱愛

的平溪投入商圈經營的公共服務，努力為商圈未來的發展盡一

份心力，雖然年紀大了，但是她還是想要守護著平溪，就像一

盞一盞的希望之光，就像人們站在火車軌道上所放的天燈一

樣，一盞一盞的天燈，從平溪緩緩的上升，雖然那道光芒有時

也會微弱的讓人看不清楚，但它卻是真真實實的發著光芒，在

鐵道的天空中，照亮了整個平溪的黑夜。就像是這一位美雲阿

姨，從年輕辛苦打拼，從自己開始努力，一個單純裁縫的夢

想，支撐了她這一輩子，讓她養活一個家，跟她先生養活了更

多的家庭，並在平溪這個地方，帶給大家一種『美雲阿姨的精

神』，值得大家敬佩，因為她的故事和她的堅持，能讓大家知

道在那個生活困苦的年代，因為一顆單純的心，以及努力打拼

的精神，而有了今天這些不凡的成就，也使得很多遊客到這邊



的時候，總會停下腳步，觀賞美雲阿姨融合傳統與現代跨時空

結合的作品。 

美雲阿姨作為一位投入地方公共事務的女性可說是表現得傑出

亮眼，自民國 90年代政府推行社區營造開始，聽阿姨說當時政

府聘請專家指導傳統店家轉型，以及如何經營老街創造商機，

美雲阿姨當時便積極投入學習，一步一腳印從自身店面做起，

透過創新產品，佈置店面，以及參與老街改造，在在表現出巾

幗不讓鬚眉的奮鬥精神，也成功地創造出新的商機，現今經過

老街時常可以看到布莊店裡有許多遊客選購商品或是親身體驗

手做 DIY，大大顯示出美雲阿姨求新求變的精神，將布藝與天

燈飾品結合進而磨擦出嶄新的火花。 



在公共服務方面，美雲阿姨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首先其領導的

商圈協會向政府爭取經費於節慶或假期時辦理活動，吸引遊客

前來觀光，再者也與市府及公所合作參與天燈相關事務推廣及

管理，對於地方事務相當關心與投入，參與地方創生事業規劃

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重要議題討論，充份發揮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的性別平權概念，對於帶動在地女性居民加入經營地方事務的

行列有相當重要的啟發與激勵效果，也成功打破傳統性別刻板

印象。 

 所以下次到平溪老街的時候，如果有路過美雲阿姨的工作室，

不妨走進店裡瞧一瞧，看看美雲阿姨來自那個艱苦年代的一針

一線，聽聽阿姨跟大家分享平溪在地的歷史與那些不為人知的



動人故事，感受美雲阿姨努力奮鬥的精神，也能欣賞一下美麗

的布製天燈飾品，以及認識這位不平凡的平溪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