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進老濟安，便能看見王柏諺熱情地招呼著顧客、爸爸王榮貴也會笑臉迎人地為顧客倒

一杯青草茶。坐在吧臺，聽著王柏諺一一介紹各式茶飲與青草特性，依每個人不同的需求，

或許是針對需要退火的身體狀況、或許是針對當天苦澀的心情，為客人量身調製一杯青草茶

飲。老濟安雖與印象中「青草茶攤車」的樣貌不同，卻仍是如此熟悉。滿滿的人情味洋溢整

個空間、伴隨著淡淡青草香，隱藏在記憶深處的開關也悄悄被觸動 . . . . . . 在杯杯茶飲裡，啜飲

著往昔與新回憶。

用溝通跨越忐忑不安 步步寫下時代的配方

「爸爸媽媽都在工作，早上 5、6 點就到店裡，到晚上 12 點才收店，工時非常長。因此，

小時候下課就會到店裡寫作業，寫完就自己先回家。通常在店裡就幫忙找錢、包裝、倒茶，

小時候能做的事情就是這些。」這是王柏諺的童年生活。在青草世家成長的他，小時候其實

是排斥青草的，他說道：「全身弄得髒兮兮的，而且人家出去玩，我卻又要在店裡幫忙。」

但當他發現青草產業快速沒落，成長記憶的一部分、特殊的臺灣原生文化，彷彿就將要被如

「 很 多 人 對 青 草 不 熟 悉、 會 害 怕， 而 我 從 小 開 始 接 觸 它、 是 我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分。 於

是，我慢慢地回想小時候的記憶，開始思考，怎麼讓人們認識，我眼中的青草 . . . . . .」  

                                                                                                    ——王柏諺

用客語
調配一帖

系列報導（三）

專訪：老濟安 Heal
in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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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榮貴、王柏諺

「今天想喝點什麼？」

調製一杯專屬你的青草茶飲

代的藥方

採訪報導 /劉韋琪

攝影 /郭玫芬、劉韋琪

照片提供 /老濟安 Heal
in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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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人塑造一個飲茶體驗，聞香、計時、沖泡、品飲。這一壺茶，

承載著三代之間的感情記憶。

觀察王柏諺與王榮貴的互動，並無一般世代傳承經營間的衝突，王榮貴

笑著說：「我們雖然是老一輩，但也開化了。我的祕訣是，這是以『傳承』

為主要目的，所以不要想要有多少生意，就是奉獻、無所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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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杯，赤字的青草茶

「人們進來，就先請他們喝一杯青草茶。」

對於老濟安油然而生的親切感，或許也是從此

而來。一杯 30 元的價格，也是 50 年來從未漲

過。王柏諺坦言：「其實剛轉型的時候，這一

點跟爸爸爭很久。我問他有沒有把水電、瓦斯、

人事等等的成本算進去，他就回我『煮一鍋大

概就是那個價錢啦！客人來我倒一杯給他們喝

都沒關係，我為什麼要去調價錢？』」即使王

柏諺一直向爸爸解釋成本上的負擔，王榮貴始

終堅持著「青草茶，就是一杯交朋友的茶」的

理念。也許是因為血液裡流淌著客家人的好客

精神，就算是杯寫著赤字的青草茶，也要繼續

將這累積好幾代的精華與大家分享。

己學。」他說道。「在環境的迫使下，必

須要讓自己有一定的敏銳度。所以就一直、

一直在想，我還可以怎麼做？」他笑著說，

現在也有了「職業病」，看到店家大排長

龍時，都會想「為什麼大家在排隊？是因

為動作太慢？還是真的人太多？店內的陳

設方式是如何？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樣

的效果？」從不同店家的經營方式，學習

各種細節，讓老濟安持續進步，繼續走進

下一個世代。

此輕易地抹滅。為了不讓青草成為過去式，

他在爸爸王榮貴報名臺北市商業處特色店家

再造計畫後，便辭去工作，將精神與心力全

注入老濟安的改造。

從最基本的裝潢，到產品包裝、經營形

式，甚至是思維模式，都納入了王柏諺的轉

型計畫之中。而上下一代的衝突，就常在此

階段產生，應如何平衡，傳統與創新的比例？

王柏諺認為，彼此之間的「溝通」很重要，

如果突然整個空間或營運模式轉變太大，對

方一定會難以適應。因此，在空間方面，他

將店的前半部改以「吧臺」賣青草茶飲，讓

人們可以坐下來，細細品味青草茶，同時，

也能向顧客介紹青草的特性，讓人們能有更

深入認識青草的機會；後半部保留傳統的工

作區域，讓爸爸依舊可與顧客互動、調配青

草，而且還能讓現在的人看到青草店過去的

風采。非設計、商業相關科系畢業的他，幾

乎一切都是靠著自己從頭學起，例如 AI 軟

體，「一開始開 AI 的時候傻眼、完全看不懂

那是什麼，其實一開始連它是做什麼的都不

知道。那我也只能看 YouTube，一步一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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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的「療效」包袱 正一點一滴吞噬著青草文化生命

或許青草並不完全是生活必需品，但卻在許多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青草，是他

們的過往，是他們的回憶，是他們人生的一部分。過去醫療的不發達，讓人們將青草，視為

藥的一種；而隨著醫療的進步，人們的看病習慣也隨之改變，改以西醫為主。因此，青草在

現今的生活中，早已不再探討「療效」，而是扮演著「養生、保健」的角色。王柏諺以「蔬

菜 」 舉 例， 當 我 們 需 要 補 充

鐵 質 時， 會 吃 菠 菜； 天 氣 很

熱時，會吃西瓜或椰子消暑解

熱 . . . . . . 而青草也具備著如此

的功效，為什麼卻被當成「藥」

來看待？「西方常用花草，其

實背後有一套醫療體系背景在

支撐，但我們的青草沒有，所

以青草在推廣上是很困難的。

青草文化日漸沒落，而人們卻

還是在爭論，它究竟是藥品還

是食品？」他無奈地說道。

老濟安時常舉辦青草包體驗活動，拉近人們與青草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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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只看見績效指標，傳統原生文化核心價值該何去何從？ 

當我們身在一個速食文化的世代，又該如何保存原生文化？許多傳統產業很有心地做了

店家轉型，但通常卻只停留在裝潢、空間等等表層的改造；然而卻忽略了更重要、更能長久

發展的「核心價值」層面。「核心價值其實是在做文創產業最須要去 care 的部分，可是當

我們大家都只急著要看到績效、指標的時候，就容易只去追求表面，並不是說每一間店都可

以變得漂漂亮亮不好，而是你的核心價值沒有被呈現出來，最後還是會變得跟以前一樣，那

這樣有什麼差？」王柏諺憂心地說。傳產轉型，除了最基本的店面改造，先引起人們的注意

力外，還須將產品、營運模式、服務方式等等也提升至同樣的層級，才不會造成「這間店好

漂亮，但裡面好像沒什麼特別」的落差感。從外至內，需有整體性的規畫，才能永續發展。

王柏諺：「我們用一間店，用力地把年輕人跟老一輩拉在一起，能拉多近

就多近，最後把兩個世代串連起來。」 

在老濟安，我們可以看到傳統與創新融合的美好樣貌，他們並未一味地迎合當世代的喜

好，而是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我覺得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傳統產業，能夠維持下來的，他們

都有著自己一貫的習慣、作法，然後持續延續下去。沒有因為時代的改變，就完全將自己的

型態轉變，唯有保留著傳統文化價值，才有辦法長久生存。」王柏諺如是說。王柏諺與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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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希望能藉由老濟安讓人們對在地的「青

草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讓大家知道為

什麼以前的人會這樣使用青草？「我們不

會保留祕方，我們就希望能把這些累積幾

十年來、累積好幾代的經驗，無私地分享

給大家，希望來的客人能把身體調理好，

以及把青草知識透明化，讓大家有機會去

瞭解。」王榮貴笑著說。青草，將父子倆

緊緊連結，他們也希望能藉由老濟安，讓

其再次進入人們的日常，最終人們都能為

自己泡一杯青草茶。對於未來，他們期望

能讓在地人、臺灣人更了解青草文化知識，

再推廣至國外，甚至能夠變成一個跨國的

品牌。同時，更期望能串起習慣使用青草

的老一輩與對此有興趣的年輕人，並再傳

給下一代、再傳給下一代 . . . . . .，將青草的

價值內蘊，一點一點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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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客家人，第二代與第三代經營者王榮貴

（右）、王柏諺（左）。王柏諺的阿婆為臺北客

家人，但小時候就被送至閩南家庭，「老濟安」

即由她與王柏諺的姑丈於  1972 年創立，店面

最早位於萬華青草巷附近。過去臺北地區約有 5

成以上青草茶原料都是向老濟安批貨。隨著青藥

草文化的沒落，王榮貴參加了臺北市商業處特色

店家再造計畫，與兒子一同將店面與經營方式轉

型，期望能將青草知識、文化傳承下去。

王榮貴、王柏諺

 【特別企畫——抗疫專欄】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重，我們該如何在平時就保養健康的身體？

老濟安推薦「地錦板藍茶」，無香精添加、全天然保養調理呼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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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錦板藍茶      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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