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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真金不怕火煉的新職涯
人生四十還失業？！

撰文  朱武智

他 們 6 個 人 合 資 開 設 了「47 工

坊」，經營金屬工藝飾品設計與製作服

務，為自己職場生涯打通另一條迎向藍

天的道路。但在此之前，他們先後離開

職場而失業，並陷入經濟困頓的窘境；

直到參加勞委會職訓局北區職訓中心開辦「珠寶飾品訓練班」後，他們憑藉

一技之長、懷抱興趣與希望，在這條新的道路起點，大力踏出他們的步伐。

披星載月上課去

辛進龍是「47 工坊」的店長。曾在銀行擔任經理，也曾派駐到中國大陸拓展業

務，但因公務與家庭無法兼顧，辛進龍在 43 歲那年（民國 96 年）毅然辭離這份外

人眼中的「金飯碗」工作。失業期間，他多次在網路瀏覽職缺、找工作，無意間，

他發現職訓局北區職訓中心開辦「珠寶飾品訓練班」；抱著試試看的心裡，辛進龍便

報名參訓。

這個班只招訓 20 人，但報名人數卻多達 270 人，辛進龍根本沒料到「失業者參

加職業訓練還要甄試」，更沒想到自己竟然錄訓了，他成為北區職訓中心 97 年度第

1 期珠寶飾品訓練班的學員。此後的 6 個月，辛進龍每週一到週五就「披星載月」在

清晨 5 點起床，從北市萬華趕搭 6 點半的通勤火車到基隆，再轉公車到基隆和平島

的北區職訓中心基隆訓練場，搶在 8 點進入珠寶飾品訓練班的教室上課。

因為課程愈上愈有興趣，辛進龍也就全心投入。現在回想，辛進龍說，1 月初

開訓時的天氣真是冷，清晨 5 點的天色也很黑，但為了趕上課，他心頭的暖熱，早

已驅走室外的嚴寒，「根本不覺得冷！」倒是這期間基隆和平島接連下了 59 天的

雨，讓他覺得快發霉。

47 工坊

職訓成功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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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超堅強

辛進龍說，教金工術科的老師們，全是真的「老師」，他們都是來自老招牌銀樓的

老師傅或銀樓工會的理事長；學科老師則台自台灣科大等學校，課程有寶石設計與鑑定

等。儘管學的過程有些累，但為興趣而學、而工作，他很樂意。

蔡美珠也是 47 工坊的 6 人成員之一。她笑稱他們 6 人是「六『老』福」，因為每個

人都年逾 40 才失業，並湊巧參加職訓中心的珠寶飾品訓練班。

原本在外商機械工程公司擔任會計的蔡美珠，即因不願仰人鼻息而為五斗米折腰，

最後只好黯然離職。失業之餘，她以過去「串珠」的經驗報名參加珠寶飾品訓練班，哪

知這門訓練要學鎔金、鎔銀的電焊，還要拿榔頭猛敲打金屬，以致在生手不熟悉的情況

下，她衣服燒破了洞、手指也燙出水泡，上課才 3 天，蔡美珠就想辦退訓。

但不服輸的心理，讓蔡美珠最終也熬過 6 個月的訓期，並取得金銀珠寶飾品加工的

丙級證照。

「六老福」共同打造新事業

在結訓的前二週，這個班召開了班會。有人提議在結訓畢業後要籌組一個金

屬工藝作坊，讓想學的人能繼續練習，也可接受民眾委託訂購

客製化的飾品，當時舉手贊成的人約有 15、

16 人，占全班 20 人的 7、8

成，後來再開會討論，贊

成的人逐次減少。直到結

訓後的一次餐敘，堅持前

蔡美珠利用模具把銀片敲塑成

空心的圓管狀。

店長辛進龍參加職訓「珠寶飾品班」後，

取得金銀珠寶飾品加工丙級技術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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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構想的只剩「六『老』福」，於是 6 個人便決議各出 10 萬

元，在 97 年 9 月 20 日正式開創「47 工坊」。

為什麼選「47」作為招牌名稱？「六老福」不好嗎！辛

進龍說，在化學元素週期表中，銀的原子序位就排在第 47，

而他們也想以銀作為飾品材料，就這樣，6 人同意定名為

「47 工坊」。

經歷半年創業的摸索期，今（98）年 3 月，47 工坊的

營收與開支終於可以打平。這間位在板橋江子翠的金屬工藝

坊，內部有 10 張金工桌、1 張雕蠟桌，平日可提供珠寶飾

品班結訓學員繼續充電練習，也可教導一般民眾從銲、鋸、

銼、磨等課程，自己動手做銀飾品，甚至接受民眾委託訂製

專屬樣式的飾品。將來，47 工坊的營運若更穩健，還可接受

職訓局的委託，協助辦理珠寶飾品的訓練以回饋社會！

臥虎藏龍的六老福

游慶麟
是其中年紀最長（44 年次），他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畢業，自己曾當過上班族，也

開過公司當老闆。

羅光孚
職業軍人退伍，在退伍的前幾週，他報名參訓珠寶飾品訓練班。目前在一家證券公

司當任高級營業員。

黃琛香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畢業，曾從事時裝設計。在參加珠寶飾品訓練班後，與時裝結

合，並辦理個人作品展出。

辛進龍
曾任銀行經理，並派駐到中國廣州深圳擔任主管。目前是 47 工坊的經理（店長），

他也考取國內導遊、領隊證照，因此，假日他還擔任導遊解說員。

蔡美珠
曾是外商重機工程公司的會計，現在 47 工坊擔任助教，喜歡設計並動手做自己喜

歡的飾品。

陳宏志

北訓 97 年第一期珠寶訓練班第一名畢業的學員，也是在班會中提議要創業開設金

屬工藝坊的人。他從學徒做起，曾在中國大陸珠寶飾品工廠擔任主管，之後再到職

訓中心接受正規訓練。

後排左至右：辛進龍、游慶麟、陳宏志、羅光孚

前排左至右：黃琛香、蔡美珠

需進一步雕製、拋光的銀飾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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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什麼都做過

60 年次的陳亮如，職場資歷可是很豐富。除了開餐廳當老闆之外，她還送過

報紙、賣保險、在貿易公司當小妹接聽電話、餐廳外場服務員等，平時還收容流浪

狗，並在動物保護社團裡當志工。現在的她，家中收養 4 隻流浪狗，另外 3 隻則放

養在屋外；她形容自己是白雪「工」主與 7 小狗。

就因為要兼顧照料流浪狗，陳亮如才選擇在桃園楊梅郊區的家中做網拍，利用

可停放 2 輛車的車庫的空間改造為個人工作室，購置了爐具與烤箱、冷藏櫃、攪麵

練出闖蕩職場真功夫
撰文 朱武智

「這份工作讓我做得快樂，更會帶給別人幸福！」所以，「SK 巧克力酒

窩」在陳亮如率性但細心的打造下，正式開張營運。她想都沒想到，她曾因

不景氣，收掉了台北市復興北路與民生東路商圈上的「老德餐廳」；如今景氣

仍未復甦，陳亮如重新出發，儘管起步走

得艱辛，不過她有信心，這個在網路上虛

擬的「酒窩」店家，日後一樣能闖出名號

與口碑。

300 小時的烹飪課

SK 巧克力酒窩

職訓成功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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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工作檯，接著，她就接受預訂並調製各式精緻的手工巧克

力，以及餅乾、麵包、蛋糕等烘焙食品，陳亮如還自行開發狗

兒愛吃的寵物零食—乳酪雞米球、紅蘿蔔雞絲棒，而靈感就來

自於她收養的流浪狗。 

陳亮如之所以參加職訓局桃園職訓中心 97 年產訓合作計

畫的「烘焙專業實務班」，習得一身技藝後而做網拍，可謂是

機緣。

餐廳關門日，馬總統夫婦蒞臨

她在民國 85 年創業經營的「老德餐廳」，專賣德式口味的德國豬腳餐，來台工

作的德籍人士都讚不絕口，這個店的名氣也就不脛自走，連政商名流都前來光顧。

但好景不常，隨著高鐵、北宜雪山隧道通車，加上外商紛紛轉進中國大陸，留在台

北的德國籍工程師、商務人士也逐漸返國或派赴大陸，在客源短缺的情況下，餐廳

生意出現虧損，陳亮如只得把先前投資的股票與基金賣掉轉現做貼補，但最終仍敵

不過大環境的改變，95 年 12 月 24 日聖誕節的那晚，陳亮如正式為「老德餐廳」熄

燈歇業。

那個夜晚，對別人來說是聖誕夜，值得慶賀，但對陳亮如卻是「老德餐廳」的

最後一夜，她有點不捨。這交雜的心情，即便店裡出現貴客，陳亮如也忙昏頭搞不

清楚；直到這桌客人臨走付帳時，她才獲悉貴客是當時台北市長馬英九的夫人周美

青與家人聚餐。

屢敗屢戰找未來

陳亮如形容當時的她像「戰場打敗戰的人」、不知人生去向，因此，她曾一個人

關在家裡 3 個多月、搞自閉，不與外界接觸、關手機、不接電話。之後，她曾到台

東友人開設的牧場餐廳打工當服務員，也流浪到中壢、竹東等地餐廳工作，甚至還

想回到嘉義老家經營果園民宿，但都並不順遂。

陳亮如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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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見她意志消沉，也好意幫她找工作，後來她的表姑請陳亮如幫忙銷售中秋

月餅；陳亮如便從過去經營餐廳的老顧客下手，請他們訂購以餽贈員工或客戶。未

料，一位老顧客陳小姐卻狠狠訓了陳亮如。陳小姐說，妳開餐廳時自己動手做的餅

乾、西式甜點都很好吃，「為何要幫別人賣月餅，幹嘛不自己做來賣！」

重拾烹飪，心踏實了

就這句話，徬徨的陳亮如找到自己未來要走的路。她選擇到離家最近的職訓局

桃園職訓中心「烘焙專業實務班」報名接受正規職訓。但這個班只收 30 名學員，而

報名人數卻多達 2 百多人，還要通過甄試與口試才能錄訓，陳亮如心想自己恐又會

打敗戰，一度羨慕起非自願失業而持推介單的其他報名者，因為他們能加分或優先

錄訓，反倒後悔自己開店當老闆。

終於，陳亮如接到錄訓的報到通知，她喜出望外。後續 300 小時的訓練課程，

陳亮如說這是她這輩子比當學生還認真的日子。老師教的內容除了用筆記之外，她

還自備數位相機，把實做的每一步細節全拍照記錄，甚至貼到自己部落格上的「職

訓日誌」，藉由公開討論以增長自己的「功力」；一旦碰到疑問或難題，她就打電話

問授課教師，請課堂上一位湯老師幫忙解危。經過這些經驗陳亮如才發現，她原先

開餐廳自己做的餅乾與甜點，根本是亂做的花拳繡腿，現

在學的才叫真功夫。

由於陳亮如與湯老師的年紀相仿，兩人的家都在楊梅

埔心一帶而相距不遠，所以，陳亮如做網拍的店名便取為

「SK」巧克力酒窩，「S」是湯老師的英文名「Sabrina」， 

「K」則是陳亮如的英文名「Kero」；「SK 巧克力酒窩」就這

麼在網路上開張了。

陳亮如說，她從電視廣告看到「巧克力是幸福的滋

味」，而巧克力若再加上一點酒，更讓人「幸福到茫」，所

以，她就以手工調製的巧克力做為主打商品。現在，陳亮

如正計畫推出新的網拍品項，也就是自己最拿手的德國豬

腳，讓饕客在家裡也能盡情享用。

烹飪班上課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