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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來陶貝貝工作坊學拉坯。

◀▲文創園內的木藝文創室有許多木藝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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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光時旅行」酒店在充滿歷史氣息
的麥可將文創園區內舉辦非比尋常的開

幕儀式。以時光為主題的《彼時此時》活動
主題，融合麥可將歷史及海派文化元素，並邀
請了生於香港的「鐵皮玩具大王」陳國泰、旅
法帽飾設計師楊美娟，以及詩人、譯者、藝術
評論家甜河（汪嫣然），分別以鐵皮玩具、民
國風帽與時光、文學為主題進行分享，為到場
來賓獻上了一場直觀的極致「光時旅行」。
「光時旅行」前後兩棟共計6,417.2平米。

進入酒店，便能看到一條從閩南老建築中搜
集的老花磚經過修繕後組成的隧道，搭配燈
光和鏡面的設計，客人宛如走進一條時光隧
道。
步入酒店大廳，便能看到陽光透過碩大的落
地窗灑落在花磚牆面、老木質傢具和每一處角
落，既能讓人感受到老廠房厚重的歷史，又能
令人欣賞富有設計感的當代美感。
酒店內的蕾絲花燈、裁縫尺組成的前台、縫
紉機牆等老紡織元素，無一不透露麥可將30
多年的文化。酒店還配有慢讀時光的古本書
屋、傳遞快樂的時光郵局、時嶼美館、時光花
園、時光工坊等公區，和以時間點命名的五大
房型，十多種匠人主題客房也由園區匠人打
造。
作為上海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文創工作委員會
副會長、麥可將文創園區總經理、園區酒店「光
時旅行」創辦人的連泰瑞，決定斥巨資創辦「光
時旅行」酒店的初衷是打造展示文創產品的平台
與空間，酒店也與台灣頂級木工、陶瓷、鐵藝、
玻璃等文創品牌合作，核心就是引起大家對文創
的好奇及興趣。

連泰瑞表示：「許多商人聽到文創就以為很深
奧，我自幼喜歡有創意的東西，也熱衷於繪畫創
作。覺得文創是將文化、歷史、藝術以創新模式
傳達給大眾；文創是生活，也是每個人可以感受
的東西，是你對美好東西的嚮往，是一個感
動。」
他指出，台灣約20年前就有了文創產業及
文創園，比如華山1914文創園區，而他到處
拜訪一些園區做市場調查、搜集資料，意識
到原來舊工廠不僅可以被用做倉庫，還可以
被改造為文創園。
當家族紡織廠遷到江西，公司將空廠外租
為倉庫，連泰瑞後來將構想告訴父親後，說
服父親，父親也鼓勵他，稱只要他認為合
適，就要努力做到極致，他便開始逐步將工
廠改造為文創園。連泰瑞表示自己很幸運，
因為父母、朋友、工廠員工的支持都是他能
夠搞麥可將文創村，並建成「光時旅行」的
關鍵。
連泰瑞分享，他不希望只是把陳舊的物品擺
在酒店，而是想讓客人以新的方式感受歷經歲
月的物品。他坦言，將「新」與「舊」無縫融
合，同時又不讓觀者覺得突兀或矛盾很困難，
但他希望為客人打造一個舒適的氛圍，既不讓
客人認為酒店很老舊，也不讓酒店成為單純後
現代的地點。
對於感受「時光」，他以黑膠唱片為例，稱
來到酒店的客人可以選擇播放音質具年代感的
唱片，聆聽久遠的故事；客人亦可在居住期
間，靜心感受房間內榫卯結構的紅木傢具的質
感、翻看紅木工廠的介紹，而不會像在商場購
買傢具那樣走馬觀花。

這是一個從台灣湳雅夜市開始的故

事。1970年代，連約翰與妻子連安妮

用心經營他們的睡衣小攤和製作工

坊，雖然辛苦，但也富饒了一家的生

活。在經歷1985年的在台擴大生產

後，連約翰於1992年正式入駐上海

七寶，並與朋友建起麥可將紡織廠。

2009年，廠房設備全部遷至江西，空

廠房開始用於出租，並由長子連泰瑞

接手。連泰瑞在外地留學回台後即到

上海幫父親打理紡織廠，完全不考慮

自己的個人理想，經多年全情投入工

作，已將家族生意操作到穩步發展。

2015年決定抽身出來給自己一個追夢的機會。熱愛美術與創新的連泰瑞決定將

空置的麥可將紡織廠的廠房活化搞文創，一直思考如何將「新」與「舊」妥善

融合。終於，他在2016年執筆寫下麥可將文創村（麥可將文創園區），克服重

重困難下，文創園區最後一塊「拼圖」——「光時旅行」文創酒店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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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100多間文創園獲上海政府授牌，麥可將文
創園是其中之一，而他們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實在來之不
易，要吸引藝術家和民眾進園不是件簡單的事。
連泰瑞回憶初建園時沒藝術家肯相信他，他引進了第一
個品牌——以紙打造各種創意產品的台灣著名品牌「紙箱
王」。然而，在此之前，他與「紙箱王」的創辦人黃芳亮
面談了11次，最終才成功將品牌引進。黃芳亮也向他提
過，許多有興趣邀請「紙箱王」入駐的人，拜訪幾次便作
罷，而最終連泰瑞的真誠與對文創的熱愛打動了他；兩人
的合作也讓麥可將文創園成為全上海唯一一家有「紙箱
王」入駐的地方。
麥可將文創園每個文創品牌都是他喜歡並引進的，因此
他對每個品牌的特色、發展歷史、主理人的創作理念等都
瞭如指掌。他更向藝術家保證園內絕對沒有相同的店家出
現互相競爭。
對於園區內的各位工匠老師，連泰瑞有第一年免租、第

二年半價、第三年以文創作品或服務取代部分租金等輔助
措施，雖然起初沒有收入，他們仍盡心為各個工藝品牌提
供展示平台。
他也常帶工匠們外出展覽，幫助大家開拓市場或線上銷

售產品。他時常覺得有壓力，但也樂在其中，因為他在做
自己喜歡的事。
目前在園區內有不少來自台灣的藝術匠人主理的工作

坊。「紙箱王」當然是最大規模，吃喝玩樂買都包含在
內。其他的有做陶藝的陶貝貝工作坊、采泥塘、木藝文創
室、手創聯盟、著名紅木傢具工作坊青木堂等等。知道文
創者最困難的是開闢市場，為了幫助文創產品開拓市場，
連泰瑞的酒店刻意買園區內的文創產品作裝飾、送禮等用
途，讓客人都認識欣賞這裏的藝術創作商品，難怪藝術匠
人都叫連泰瑞為大家長。
園區內另一個特色是兩岸的文創產業很互補，比如台灣

製作者接觸文創較早，擅長產品製造與設計，大陸製作者
則清楚如何宣傳產品，因此雙方可以互幫互助。此外，園
區獨特的文化氛圍使各位文創從業者相處和睦，大家也會
向遊客介紹其他工匠的產品，因為連泰瑞堅持每個文創種
類只引進一家品牌，避免激烈競爭。
疫情過後，園區沒有任何工匠離職，雖然各個品牌在疫

情期間都很不易，但大家也會互相幫忙找產品推薦渠道、
互相扶持，每位文創從業者也正是因為熱愛現在的事業，
才一直堅持，更有人每天手工製作產品到深夜。
談到是否考慮在其他城市建立「光時旅行」分店，連泰

瑞指出，確實有人找他們合作打造文創園區，若他們要開
分店，每個城市將只開一家。會重視內涵，要將那個城市
的文化、歷史、藝術濃縮，同時結合當地文創作品，推廣
文創概念。
他表示，「時光」這個元素是不會變的，每個城市都

有屬於自己的「時光」，每個城市的文化、歷史、藝術
也都不同；他最青睞文化特色明顯、文化底蘊深厚的城
市，因為可以挖掘到很多東西。談到香港，他坦言香港
有獨特的文化，而此前香港有許多招牌被拆，令他感
到可惜，因為那些招牌都代表香港多年來沉澱下來的
文化與歷史。
連泰瑞與他打造的文創化時光隧道還在向前延伸，文創

工作者們的雙手與巧思也在不斷守護集熱愛與真摯於一
體的文化產品與生活美感。新與舊或許從不矛盾，當兩者
恰到好處地結合，它們就定會奏出最和諧的樂章。

▼▶酒店購買進駐文創園的青木堂設計的紅木傢
具以示支持。

熱衷為夢想匠人築台階

◆「光時旅行」酒店舉辦非比尋常的開幕儀式。特別邀請
了生於香港的「鐵皮玩具大王」陳國泰（右二）、旅法台
灣帽飾設計師楊美娟，以及詩人藝術評論家甜河（汪嫣
然）（右一），以文創為主題進行分享。

◆上海麥可將文創園區內有貨櫃做成的小店舖。

◆光時旅行酒店主題房也使用文創園匠
人工作坊的設計。

◆上海市台胞投資企業協會文創工作委員會
副會長、麥可將文創園區總經理、文創酒店
「光時旅行」創辦人連泰瑞

「光時旅行」歷史感遇上當代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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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大堂也用紙箱王的紙品裝置設計。

◆上海麥可將文創村的正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