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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旻在松山工農就讀園藝科時開始

接觸到花藝，從了解到喜歡，後來也因

為全國技能競賽而投入花藝，再拿下全國

第一之後，保送進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

系，發現雖然都是設計、同樣是美學，但

卻大不相同。他解釋，進入工業設計系之

後，不斷努力學習與練習如何把不同的專

業別融合起來，舉例來說，學習如何操作

機具、透過基礎結構與花有更好的表現。

考慮職場安全 創業即加入工會
投保

「學校有一個很完整的工廠，裡面有

完整的產品製程原理、結構製成、基礎加

工，所以更加了解這些製程」，他表示其

實在進行這些操作的時候，也會意識到工

業安全問題，因為過去學花藝，最嚴重

的職業傷害可能只是剪刀剪到手，但開始

操作木工大型機具，就會思考相關的危險

性及安全問題，所以在創業自行成立工作

室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尋求投保勞工保

險的花藝工會（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
會）。

會對職場有這麼高的安全意識，古文
旻回憶說道，2011年時代表台灣出征國
際技能競賽，當時前往倫敦參賽時，對賽
事很期待與專注，但到賽事第三天竟出現
水土不服症狀，像是重感冒似的不舒服。
他說當天的題目是要把花藝結合玻璃裝飾
做出一個懸吊造型，參賽當時非常投入，
沒料到進行到一半時，玻璃懸吊半成品突
然掉落，雖然後來重新完成作品，但虛驚
事件也影響到他的身心，讓他印象非常深
刻，領悟出「很專心投入作品時，背後隱
藏的危險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這讓他未
來不只是會記得投保勞保，同時也會另行
加保意外險，以增加多一層保障。

找到商業模式 技術加值含金量

古文旻跟許多技能競賽選手一樣，對
於是否能把成熟的技術轉變為「含金量」，
成為進入職場的最大考驗。他坦言創業並

古文旻
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　會員

從技能競賽選手到自行創業，台北市園藝花卉業職業工會會
員古文旻獲選今年模範勞工。古文旻相當謙虛，他認為剛創業、
還在這職涯中努力能獲獎是一件很驚喜的事情，他也分享從技能
競賽體悟到的安全觀念以及創業經驗，希望能鼓勵更多年輕人能
安全工作與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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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條簡單的路，在比賽時學習到的技
術很難可以直接連結到創業模式，「我發
現我喜歡的與花藝市場喜歡的不一樣，這
時就要從中找出一條屬於我的商業模式」。

回憶遇到伯樂的第一個完整作品，
他說當時一個民宿老闆在一個展演空間內
看到他的作品，經詢問打聽到他還是學生
身分後，原本以為就這樣不了了之，但這
位民宿老闆竟然堅持要找他，因為想要透
過年輕人的設計，傳達民宿年輕與好玩的
形象，以注入不一樣的思維。這案子不僅
激勵古文旻相信自己可以跳脫傳統與制式
化，讓花藝展現出獨特的模樣，也是他開

始尋找自己創業模式的重要轉折。

活用社群工具 疫情期間蓄積能量

創 業 5 年， 其 中 更 有 3 年 處 在
COVID-19疫情之下。古文旻解釋，工作
室的創業模式不像其他花藝店是迅速、具

有季節或週期性的，工作室的案件或作品
需要花 1週至半個月才能完成，但這種結
合裝置作品的擺設週期也比較長。他說在
疫情期間展覽與活動，甚至商業空間佈置
案子全都因此而暫停，但這樣也讓他有更
多時間可以持續創作，累積更多符合自身
風格的作品，「甚至在 IG上用神秘箱的方
式進行直播，重新回味過去競賽的過程」。

古文旻雖然還在努力開拓創業路，但
他也分享經驗，建議後進如果要從選手轉
入商業模式，一定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風
格，並且有自己的操作流程，如果還沒有
建立屬於自己的東西時，就先多花一些時
間磨練自己，不要盲目的直接投入職場，
避免一開始有很多衝擊，強調「還是要有
自己的路、可以走比較遠」。

▲ 古文旻專心致力於花藝，將設計、美學整合後，
激發出更具美感、創意之作品

▲ 古文旻對於花藝有濃厚的興趣，因而自行創業，
有自己的風格，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