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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菸葉最活躍的時候，鹿滿村全是菸田，直到 1987年開放洋菸進口才慢慢沒落。圖為鹿滿僅存的煙

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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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好好手感微笑市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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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攤 主 的 初 心 出 發─
宜 蘭 好 好 手 感 微 笑 市 集

說起宜蘭，除了美味的小吃與溫泉冷

泉之外，還有什麼呢？如果有緣在每月

的第一個週末來到宜蘭，除了人擠人的

夜市這個選項，不妨可以安排走一趟丟

丟噹森林的「好好手感微笑市集」，感

受一下別於觀光懶人包的小清新市集。

「好好手感微笑市集」已在宜蘭舉辦
兩年。一開始各自參與不同市集而結識

的四個好友，分享彼此的經驗，萌生籌

辦市集的想法，選定四人的故鄉「宜蘭」
為舞台，從過去參與方的「攤主」轉換
為策劃市集的「主辦」角色。目的不是
別的，希望透過自身實際參與市集的觀

察，能真正從創作者的初心出發，營造

對品牌攤主更為友善、更能散發創作活

力的微型聚落。

好好認為，「設攤各品牌才是讓市集
發光的主角。」來訪的客人受品牌獨特
性而開始對市集產生識別，才能進一步

辨別市集的不同。點開參與品牌的介紹，

從手作雜貨、手繪、花藝、手工皂，到

麵包與咖啡等，有經驗豐富的手作品牌、

也有剛起步還青澀稚嫩的攤主，與其說

這是個以販售為主的市集，其實更接近

攤主與來訪客人的一場同樂聚會，一起

聊聊天，一起逛逛別於市面上的獨創手

工作品。

為了創造心目中理想的市集環境，

好好一直堅持嚴謹的報名門檻，維護市

集的品質，有時當然也需要概括承受因

評選汰除造成的不諒解。但正因為他們

是從攤主的視角為出發點，不靠籌辦市

集營利或創造周邊行銷，專注在添購設

備回饋攤主、或是邀請音樂表演增加現

場熱絡氛圍等，讓未來對於宜蘭除了農

業、觀光之外，還能以文創發展活絡整

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