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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第一家以台灣研發出來的獨特小吃「珍

珠奶茶」為賣點的「珍珠茶館」，2003年於巴黎

市中心歌劇院附近，以不同流俗的姿態，歡喜開

張，也在巴黎的台灣人圈子中引發不少談論與關

注的目光。至今，「珍珠茶館」已度過五年時

光，還發展出以推廣傳統台灣茶藝為主的關係企

業「珍藏」，而第三間以廚藝教學與中央廚房為

訴求主題的「珍品」，也即將堂堂開張。今日的

「珍珠茶館」，除了一般台灣留學生與僑民的支

持外，也是附近居民及上班族喜愛光臨的茶餐

廳，還有許多慕名而來嘗鮮的國際觀光客，因為

其特殊的裝潢、茶點及餐食，早已透過口耳相

傳、雜誌評述和旅遊指南推荐，吸引許多新顧客

上門，連帶也推動了「珍藏」與「珍品」的創

立。從當年草創時的小家碧玉，「珍珠茶館」可

說已在巴黎站穩腳跟，迷人風華也擁有一定的知

名度了。

創業從頭說起

許多「珍珠茶館」的老主顧新客人，都對

「珍珠茶館」的創立經過相當好奇：當初為什麼

會想到以「珍珠奶茶」為賣點呢？在幕後運籌帷

幄的推手又是誰呢？為什麼後來開了「珍藏」與

「珍品」卻不見「珍珠茶館」分店呢？身為「珍

珠茶館」與「珍藏」的老客人，基於與一般人同

樣的好奇心，筆者特別邀請到了「珍珠茶館」與

「珍藏」的創立人曹智偉、劉安琪與謝雨欣三

人，一同聊聊這段創立的故事。六月陽光燦爛的

午後，訪談便在剛剛裝修完畢的「珍品」進行。

三人都是一身輕便的恤衫，談吐輕鬆幽默，

活力四射，訪談過程笑語不斷，如果他們站在巴

黎街頭，人們大概要錯把他們當成年輕學生，絕

不會想到三人都已屆不惑之年且事業有成吧！這

樣的三個人是怎麼樣湊在一起創業的呢？「我們

三個是藝術學院的同班同學！」劉安琪笑咪咪揭

開謎底：「我1992年一畢業就和雨欣及其他兩個

同班同學一起來巴黎念書。智偉是1994年才來投

靠我們的。」劉安琪進入巴黎藝術學院，1996年

完成學業後，由於回台灣可能無法繼續從事與藝

術創作相關的工作，便申請藝術家居留而定居在

法國，其後申請到幾個台灣與法國提供的創作獎

助金，也發表過作品展覽，曾為「藝術家雜誌」

商界的藝術創作

「珍珠茶館」、「珍藏」創立人訪談

謝芷霖

圖一：珍珠茶館的三位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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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並在文建會轄下的「巴黎台北文化中心」

工作過。謝雨欣則是一來法國便進入大學體系，

從藝術史的大一開始念，當時便已做了長期抗戰

直攻博士學位的打算，也因此她現在仍與博士論

文辛苦奮戰。曹智偉1994-1996年來法國念設計

學校，念完便回台灣進入廣告公司工作，並參與

候孝賢電影《海上花》的藝術製作。《海上花》

1998年獲金馬獎，曹智偉與朋友合創了「戲弄電

影網」，希望藉由網路、電影等不同的影像媒

體，開啟不同的創作空間，後來成為「三視多媒

體影業公司」（http://www.sinomovie.com）。不

過，曹智偉很快就發現這樣的創作平台缺乏開展

可能性，而且他說：「台灣電影沒有發展，死氣

沈沈，我又是那種很容易做膩事情的人，沒辦法

長久做同樣一件事情。」所以便決定到「學生的

時候留下美好印象」的法國來創業。

「他其實在台灣的時候就很想開店，只是

在台灣都沒有開成」劉安琪回憶當時的曹智偉，

他自己則說：「只要不想上班就會想要開店。」

不受限制，有一定的自由。「可能因為這樣才會

想要當藝術家。」安琪笑著註解：「所以這個想

法我們那時也談了很久。」至於為什麼會想到以

「珍珠奶茶」做主題，曹智偉說：「當然也是市

場取向，這個市場缺什麼就做什麼，以外國人的

條件什麼東西能夠吸引人。種種想法修正以後就

發現，除了餐廳以外，台灣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珍珠奶茶了。」雖然台灣還有許多小吃也很特

別，但是做起來難度太高，所以最後還是選擇

了讓去過台港的外國人皆留下深刻印象的珍珠

奶茶。當然一開始並不確定是否一定能吸引法

國人，但創業其實也就是曹智偉所說的「走險

路」吧！2000-2002年，曹智偉來回台灣法國無數

次，為創業做準備，也與當時在「巴黎台北文化

中心」工作的劉安琪密切討論各式細節，但是因

為法國以投資理由來申請的商人證相當難辦，甚

至受到種種刁難，困於身分問題，曹智偉一直到

2003年店都開張以後，才真正落腳巴黎。而在他

被阻於台灣無法入境法國期間，就由劉安琪獨撐

經營大局。

從曹智偉堅定的口吻與用詞，可以感覺到他

蠻有商業頭腦，大概緣於家裡其實一直從事進出

口貿易的關係，所以才會「棄影從商」，他笑著

打趣自己：「而且我小時候住在阿媽家，阿媽家

的雜貨店是開在電影院裡的那種雜貨店，賣給看

電影的人吃的東西，我就對這樣的東西產生了很

大的興趣。」也許這樣的生長環境，正好說明了

他先走電影路線後從商的選擇？那麼當時究竟是

誰投下創業必須的資本呢？「我爸爸後來說，他

當時出資，其實是抱定了賠本的投資想法。」曹

智偉笑著回憶。「珍珠茶館」的起始只有曹智偉家

人的資金，也因此，曹智偉從一開始創業就扮演大

老闆的角色，經濟重擔一肩挑，壓力相當大。

做了三個月就受不了

那麼「珍珠茶館」開業初期的工作又是如

何分配的呢？「一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和廚師」

曹智偉說。「其實一開始什麼都是自已做，當然

啦，他（指曹智偉）還管帳。那個時候的廚師都

是藝術家朋友，都是喜歡煮菜而且煮菜又好吃

的，真的很謝謝初期的那些人。」劉安琪進一步

解釋。「不過我們那時候只有做中午的簡餐。」

曹智偉說。問到現在的口味與初期似乎頗有差別

這個問題，劉安琪回憶：「初期他們做菜的時候

真的就好像自己在家做，但是即使只做中午，

每天要到晚上十點才能回家，大家都累死了，根

本沒有辦法繼續。大家一直拍手說很好吃，客人

很喜歡，但是我們真的做三個月就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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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智偉加上註解：「在這邊要找台灣廚師，或是

想要發展成比較精緻的狀態，店就要轉型。但是

珍珠的地理位置和營業狀態撐不了那個精緻餐飲

程度，可能要換個地方，位置比較寬敞，廚房條

件比較好的，所以現在可說已達飽和了。那些

（廚師）朋友老實說都撐不久，從一天煮三十份

到一天要煮一百多份，體力上根本無法負荷。也

就是從廚師開始出問題後，我們想到轉型這件

事，才發現真正要做餐廳的話，有些部分就必須

妥協。」劉安琪提及實際面的問題：「要不然就

是只做高檔的，每天只做二十份，那就可以慢慢

做，不用準備那麼大量，不然就得以量取勝，可

是珍珠的裝潢和地理位置又不可能。」所以「珍

珠茶館」後來的發展與原先的理想藍圖，自然也

有了一些差距：「它已經自己產生一個生態，做

出自己該有的樣子。當然經濟考量也很重要，像

第一年那樣子做是沒有辦法負荷成本的。」劉安

琪接著曹智偉的話又說：「原本其實只是要賣

茶，可是不知多久才能回收，又考量那一區是辦

公區，中午一定有客人，所以才想說來做中午的

簡餐吧。沒有想到那麼複雜。因為當初那些非專

業的廚師有他們的堅持，東西要做到那樣就要花

這麼多的時間。」除了這些經營上的問題，當

沈重稅務單、房租、薪資單一個接一個落下來

時，要維持財務平衡更是一大挑戰。劉安琪笑

說：「我永遠記得第一次收到Charge social（社

福稅）的時候，真是快要瘋掉了！」「只是聽說

很高，沒有想到那麼高！你收到那張單子，想說

這是一年的嗎？不是，只是三個月的！然後銀行

的帳戶是空的，這時沈重的壓力就壓下來啦。」

曹智偉附和。經歷不斷地調整、轉變，一直撐

到大約2005年，開始供應晚餐，收支才開始平

衡過來，轉虧為盈。現在只要徵新的廚師，都要

慢慢調教、訓練，幫他們請老師，才能維持一定

的水準。可是供餐的進帳比較快，所以餐點反而

成了支持「珍珠茶館」的主力。那為什麼招牌飲

料「珍珠奶茶」的價格沒法壓低呢？「因為要從

台灣進料，還要煮，還要加配料，並且專門設一

個吧台調配。連吸管，剛開始連杯子，都是從台

灣進口。」曹智偉分析。「比較像是調配雞尾酒

的服務。」謝雨欣幫忙做出了結論。剛開始，其

實傢俱、一些餐具也都是從台灣運來，希望能保

留「原汁原味」，後來考量成本及維修等現實問

題，就覺得當初抱持「過於浪漫的幻想」，曹智

偉感嘆道。不過，話說回來，假如當初沒有他們

這些浪漫的理想做祟，哪來今天風格獨特的「珍

珠茶館」呢？理想藍圖儘管隨著時間經過無數次

難關與修正，畢竟理想堅持了下來，也從幼苗長

成了小樹，又怎不令人喝彩？

沒想到那麼複雜

現在「珍珠茶館」的主要管理和經營，都

是由劉安琪負責，而曹智偉就負責整個財務控管

與監督，還要常常回台灣聯繫看貨、進貨、補貨

等事宜。從「珍珠茶館」營運步向穩定後，喜新

圖二：珍珠茶館躍上法國ＥＬＬ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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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變勇於挑戰的曹智偉就又開始動腦筋，想做點

別的東西。具有藝術家理想性格的他，並沒有把

賺錢擺在第一位，而是思考做什麼才能既有趣又

能提昇文化層次，發展精緻文化。2006年，由於

謝雨欣對茶藝的瞭解，給了曹智偉新的靈感，而

開始有了開創「珍藏」（珍珠典藏）的想法。謝

雨欣回想當時的心情：「我念書已經念很久念到

很煩了，那時幫吳炫三當助手，也是覺得想要換

別的工作，因為都在重覆一樣的事情。剛好有

開新店的機緣，就毅然決然把工作辭掉來做珍

藏。」原先「珍藏」的設定是賣古董傢俱和茶。

「珍珠茶館是比較針對年輕人與普羅大眾的，而

台灣的文化不是只有這個東西，就想把文化層次

再提高，針對不同的客層與訴求來做。」曹智偉

說明。由於他從參與《海上花》電影製作期間，

就開始接觸古董傢俱，也認識了許多台灣古董傢

俱商，加上謝雨欣對台灣茶的認識，成就了初期

「珍藏」的兩大經營重點。曹智偉繼續解釋：

「後來發現氣候是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傢俱如果

不是很舊或還沒乾透的話，在這邊就會皸裂，特

別是竹製的傢俱，傢俱存放、運送也是問題，所

以大概一年後就開始轉型，只做茶葉、茶具跟一

些小物件。後來就只做專業茶店，收掉傢俱的部

分，只當做陳列。這也是一個修正，必須要在開

始營業之後，才會發現真正的市場需求，或是自

己的狀態是否需要改進。」他還私下透露，其實

常常找到喜歡的傢俱，反而都捨不得賣，自己想

留下收藏，流露出他可愛的一面。謝雨欣就說：

「他為什麼到法國來開珍珠，其實目的不是為了

要賺大錢，而是要做他喜歡做的事。所以才選擇

法國，因為他喜歡這裡的生活。」曹智偉：「因

為這樣才有做下去的動力吧！」謝雨欣：「這多

少也跟我們的性格有關，不然一般人不會去念美

術系，之後也不會來做這個。要有興趣才做得下

去。」那學藝術跟創業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是

創作就是藝術的一種，」曹智偉開啟話頭，謝雨

欣緊接著闡述：「創作可能是各種的形式，也可

能是一種概念，現在的藝術形式有很多種，觀念

藝術，行動藝術，還可以延伸到更廣的範圍。在

商業領域也有création可以jouer（也有從事創作

的空間），就像當初他們開珍珠的時候，想到珍

珠奶茶，也是一種création（創作），從零到有就

是一種création（創作），怎麼樣再把創作的過

程弄成你想要的樣子，這也是另外一種型式的創

作。」「我們一開始做只是把理想推出來，之後

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產生它自己的結構，這時候我

們就應該已經功成身退了。」曹智偉解釋他的理

念，也因此他把趨向穩定的「珍珠茶館」與「珍

藏」的經營、管理及活動設計，都交給劉安琪和

謝雨欣兩人統籌負責，讓她們有充足的空間發揮

創意。至於他自己，還有許多創意和想法，只要

找到合適的人時地，說不定又會開出令人意外的

圖三：「珍藏」的台灣古董傢俱生意。

圖四：「珍藏」轉型為茶文化的推介。

圖三：「珍藏」的台灣古董傢俱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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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所以他也沒有定居法國的打算，為自己隨

時保留自由，保留豐沛的可能。

販賣台灣文化

目前轉型過的「珍藏」便以「台灣茶」為

中心，推廣茶的文化。曹智偉不忘再次提醒「珍

藏」的號召便是：「從一杯茶開始，品味美好生

活。」對學藝術史的謝雨欣來說，這算是一種

「興趣的延伸」，她也對這種文化推廣的角色相

當熱衷：「台灣茶的文化非常值得分享給其他國

家的人。七○年代以後起飛，發展到非常精緻的

程度，台灣的茶文化已經發展出其獨特的特色，

不同於剛開始中國的根源，也跟日本的茶道完全

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族群去做烏龍茶的研究，

有了這樣的族群才能產生精緻文化。台灣到了後

期，茶跟生活緊密結合，幾乎每一家都有一套茶

具，中國就不一定了，中國是大杯喝茶，沒有去

講究品茶這件事，甚至連器具都不講究，可以拿

罐頭的玻璃瓶泡茶，一泡一整天，完全不講究。

但台灣在七、八○年代便已發展到品味的程度，

達到味覺、美感甚至是一種philosophie（哲思）

的境界。」曹智偉進一步指出：「台灣近幾年有

『琴茶會』，或跟食物、香道、花道合在一起，

文化發展至此，精緻度就出來了。」所以在巴黎

的「珍藏」也就以對東方文化有興趣的藝術家、

知識份子、文人、學生，以及注重養生的族群為

主要客層，推廣台灣獨特的精緻茶文化，與「珍

珠茶館」的客層及訴求就有了區別。「珍藏」沒

有特別做廣告，多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推介，也有

的來自「珍珠茶館」的客人。不過，「珍藏」也

開始藉由舉辦相關活動來推廣台灣茶藝，讓大眾

有機會認識「珍藏」。今年五月中旬，「珍藏」

便規畫了兩場「春茶會」，邀請到台灣茶道大師

何健，示範茶道並分享品茶經驗。謝雨欣滿懷希

望表示：「陸陸續續我們希望多辦一些類似的活

動，讓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與，因為我覺得經驗非

常重要，參與過得到經驗，萃取元素，自己便可

取用，那是一個起點，一定要我們去initier（引

介），讓人們進入這樣的經驗裡。所以我們之

後希望多做一些品茶會或是有關茶的討論會等

等。」

希望有家的感覺

那麼第三家「珍品」的規畫呢？曹智偉說：

「這個是機緣，並不是我期望中的東西。剛好一

個朋友，莊慧菁，針對珍珠茶館的需求有了提

案。我並沒有參與太多，建構營業項目等，我沒

有去主導。她提案給我，我覺得可以就去做了。

不在本來規畫範圍之內的。這個提案不是我產生

的，像珍藏就是我想要做。別人提這個案子給

我，我覺得不錯啊，廚藝教室很新鮮，而中央廚

房這個部分有需求，不錯，就做了。」至於未來

「珍品」的規畫細節、客層及活動發展，都尚在

規畫中。其實，訪談當天，連謝雨欣都是第一次

看到「珍品」裝潢後的全貌，有些傢俱都還未拆

除保護膜，可以說一切仍處於籌備階段，要知道

「珍品」的未來走向，還要有一點點耐心哦！

看到剛剛裝修完成的「珍品」，很多讀者

一定也像筆者一樣相當好奇，想知道「珍珠茶

館」當初創立時，獨特的視覺設計及裝潢都出自

誰的點子呢？「珍珠主要設計都是他（指曹智

偉）。」劉安琪語音未落，曹智偉事事求完美的

性格馬上化成對自己的批評：「所以是非常不實

用的營業場所！沒經驗哪，誰知道吧台要怎麼

弄。」劉安琪趕緊解釋前因後果：「當初設計真

的就是視覺效果，用起來就一直被罵。像東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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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多的時候怎麼收藏�」曹智偉趕緊補充：

「像櫃子的深度就不能是那樣子，造型就影響功

能啦�那時沒有想到那麼多。」劉安琪又繼續：

「但是其實事實上吧台後面那個櫃子，很多人在

問：很好看啊，哪裡可以買到？那其實是他（指

曹智偉）畫圖請人家做的。大部分傢俱是從台灣

來的。」「現在破的破、傷的傷，沒的補，很痛

苦，事實上在公眾場所使用，本來損壞率就很

高，但是當初沒有考慮到這點，一味只是為了

理想，像椅子只要撞斷一個腳，根本就沒辦法

補。」劉安琪又說：「椅子適應不良，因為台灣

比較溼，這邊很乾燥，漆很容易裂。只好補補貼

貼，鋸的鋸，弄的弄�」曹智偉接著：「現在慢

慢在試修，重新粉刷，但是之後可能就要整個重

新換過，現在考慮就會比較多，可能傢俱當地找

就好了。」那會不會擔心後來的「珍珠茶館」失

去原味呢？他們其實都覺得，一家店一定會隨著

環境需求而調整、改變，不可能一直維持原樣，

不過，有一些基本的精神還是希望能保留下來。

劉安琪覺得：「對我來說，因為看著它一步一步

起來，會希望有一個『家』的感覺，每件東西都

用到心，讓客人進到這裡有一種親切感，雖然他

可能第一次來，可是他覺得進到一個溫暖、有熟

悉感的地方，不覺得陌生或冷淡，一種一見如故

的感覺。」曹智偉則說，除了親切、氛圍之外，

他還希望：「每個餐點不是為了吃飽而吃，而是

會讓你發現一點什麼東西，提供的不光是飽這件

事，而是對吃的喜愛。」劉安琪又再補充：「有

喜悅和驚喜。就好像一扇窗開在那裡，讓來的人

從窗口看到台灣的感覺。」可能也因為具備這樣

的胸懷，現在的「珍珠茶館」吸引了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除了台灣朋友、當地上班族，也有抱著

指南來尋訪的國際旅客，看到雜誌介紹而來嘗鮮

的時尚人。

基於這樣的理念，「珍珠茶館」將以個性

小店的模樣存在，而不會變成像Starbucks那樣的

聯鎖。雖然有很多人想找「珍珠茶館」加盟開分

店，可是目前種種商討卻完全停擺，或許是因為

他們有不一樣的堅持。曹智偉說明他的想法：

「可以在形式上做轉換，但不會是聯鎖。希望開

出的是有自己個性的店，但可能是用珍珠的經營

模式。或是說以經營人的狀態去經營他自己的

店，不光是拷貝珍珠的模式。譬如他要做極簡、

禪風、搞怪都可以，只是可能也賣珍珠奶茶或台

灣菜。我支持的是另一間店的產生。我們希望它

有自己的樣子。還希望他們有自己的廚房和廚

師。」至於找更大的地方，更寬敞的空間來開

「珍珠茶館」新店，雖然也在他們的期望中，但

目前受限於資本，暫時還沒有明確的計畫。

縱觀「珍珠茶館」、「珍藏」一直到最近的

「珍品」，一系列的發展，其實明眼人很快就會

發現創立人的用意根本不在賺大錢，所以也不願

朝大企業的方向走下去，反而像是藝術創作，講

究的是「新鮮與樂趣」，每一個作品都要有不同

的風貌、迥異的外表及獨特的個性，不能只是重

覆、簡化、講求利益回收。而他們選擇的方式其

實要比別人擔負更大的風險，因為每一次的新嘗

試，都是一場與未知搏鬥的冒險。當然，滿足創

作欲望的同時，實際的經營與運作也不能忽略，

只是，他們對美感對成品精緻度的要求，都要來

得比一般人更高吧！「這不是成功的商業經營模

式！」曹智偉自嘲。但這不也正是「珍珠系列作

品」不斷保有獨特風格，同時一直吸引大家關注

的最大原因嗎？藝術人創作出來的「珍珠系列作

品」，果然不隨流俗，不同凡響！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8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

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