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 向陽在＜茶香童年＞一文中提到，經營茶葉行的雙親為了增加收

入，騰出左半邊店面販售文具和書籍，這是他養成閱讀習慣的開始。

但這樣的收入仍不敷使用，於是父母又跟郵局申請了「郵政代辦所」的業務，賣

起花花綠綠的郵票，這也開啟了向陽的集郵生涯。

這是向陽動人的童年故事，也道出許多郵政代辦所成立的緣由。不過除了商家自

行申請、並由中華郵政公司核可後成立外，某些離市鎮較遠，郵務量不足以成立

一家郵局，或是某些有郵務需求、但不需要儲金服務的單位，像是法院、學校或

博物館等，也可能成立郵政代辦所。這種小歸小但郵務功能齊全的代辦所，各有

各自存在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充滿人情厚度，只待大家慢慢發掘。

小巧

貼心的郵政代辦所

雲林虎尾的頂溪社區本來是個青壯年外流、高齡化嚴重

的社區。直到出現了一對愛貓的父子、一本貓咪的繪本

和一群有熱情的大學生，徹底改變了社區的命運。該社

區打造出 3D 壁畫貓咪藝術村，成為虎尾地區最熱門的

景點。

這段溫馨故事要從經營詮日福商店的蘇坤福先生及蘇聖

傑這對父子開始說起。2003 年，收養一隻流浪貓，命

名為小咪。蘇聖傑以小咪的故事為題材，出版繪本《屋

頂上的貓》，榮獲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故事繪本創作優選。

之後社區與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合作，參加農委會

水保局舉辦的大專生迴游農村計劃時，靈機一動，以貓

咪為主體意象，打造多幅 3D 壁畫，展現貓咪在社區生

活動人的樣態，一舉獲得全國第三名的佳績，同時還獲

得 2014 年「窳陋空間改善全國競賽社區整體環境提升

類」的優選獎。這些活靈活現的壁畫不僅開啟社區重生

的契機，許多遊客慕名而來，也帶動社區發展，更吸引

年輕人回鄉發展。

而詮日福商店成為郵政代辦所的契機，則是蘇坤福的貓

郵差。不讓兒子的繪畫才能專美於前，身為頂溪社區理

事長的蘇坤福，利用回收紙漿捏塑出多隻立體的貓咪，

其中一隻帶著傳遞幸福訊息意涵的貓郵差，被前來參訪

的郵局人員相中，促成詮日福申請為郵政代辦所，也讓

貓郵差的意象得以落實。

雖然貓郵差不敵遊客熱情碰觸暫時「進廠維修」了，在

蘇坤福的巧手修復之下，貓郵差很快復原重新與遊客見

面。造訪雲林頂溪社區不只可見到讓人驚艷的 3D 壁面，

還能在貓屋公園裡尋找躲藏在屋頂、樹梢和牆角的貓塑

像。這間郵政代辦所還有獨一無二的「屋頂上的貓」戳

章，以及獨家販售的貓咪符碼傳情郵票和貓咪明信片。

這段貓咪和郵政結緣的歷程，應該是中華郵政史上最溫

馨動人的一段故事吧。

好厝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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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理事長運用回收紙漿，製作出一幀幀維妙維肖的貓咪

畫作，令人驚豔不已。 

詮日福商店將鐵門彩繪成絢麗街景，堪稱是全國色彩最鮮

麗也最夢幻的郵政代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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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貓郵差是遊客造訪時必拍的吉祥物。貓郵差由紙漿

捏塑而成，大家可要小心愛護牠喔。

在蘇家父子巧手繪製下，原本平凡無奇的水泥牆面變成色

彩繽紛、活靈活現的貓咪公共藝術，讓地方農村形塑成為

文創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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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溪的郵政代辦所獨家販售貓咪符碼傳情郵票。

明信片裡頭有小咪本尊的萌樣。

遊客可以在貓咪明信片蓋上當地郵戳及別具特色的紀念

章，為旅程留下最可愛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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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日福商店 

因貓郵差而生的代辦所

郵局就在厝邊頭尾，服務從不會因局屋格局、規模、新舊而有所差異，

就算是只有一個信箱，也可以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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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都會地區的郵局密度較高，但因為人口較多，郵務的需求也比較大。三橋號

文具行在臺北市育達商職正對面，附近是知名的商辦住混合區，但地理位置在臺

北光復郵局（臺北 36 支）及臺北體育場郵局（臺北 81 支）中間，要去郵局並

不遠，但也不是近到很方便的距離，因此三號橋文具行的賴老闆便在 20 多年前

申請郵政代辦所，服務文具行的顧客以及周遭鄰里。近年來因為網路的發達，使

現代人寄信的比例減少了，但賴老闆認為，郵局有一項始終無法被取代的業務，

就是掛號。這是最可靠的郵寄證明，無法偏廢。為了提供更貼心的協助，賴老闆

自訂的午休時間是從 12 點 40 分開始，目的就是要和一般上班族中午 12 點開始

的午休時間錯開，以方便他們能抽空來辦理郵務。

嗜好書法的賴老闆將代辦所的業務：如平信、掛號、包裹等服務項目以書法繕寫

成招牌，掛在代辦所外成為一大特色。工整漂亮的字跡經風吹日曬，難免褪色陳

舊，結果被多事的網友拍了照，po 上網，還封了個「破爛郵局」的封號。這原

本是個玩笑話，沒想到「一爛成名」，不只電視新聞來報導，連郵局高層都來關

心，擔心代辦所的外觀影響了郵局的形象。如今手寫的招牌已不復見，不過因為

之前打下的名氣太響亮，還是有許多民眾前來拍照。連麵包師父吳寶春的自傳電

影和某知名機車的電視廣告，都曾經來此取鏡，讓賴老闆提起這些往事，還是一

臉驕傲呢！

老舊代辦所的服務一點也不馬虎，

老闆還特別設計專屬紀念章，滿足

前來打卡拍照的網友，蓋在明信片

上作為紀念。

中式涼亭的紅柱、綠瓦和翹角飛簷，是臺灣各地公園常

見的景觀。但涼亭不讓人歇腳休憩，反而將四面圍了起

來，只留了個小小的窗口，真讓人不解這葫蘆裡賣的是

什麼藥？

原來，雲林地方法院檢查署因為經常有郵寄的需求，但

署內騰不出空間容納郵局入駐，因此就將署外庭院中的

涼亭加以變身，成為一個小巧的郵政服務窗口，由虎尾

郵局指派郵局內勤過來支援，負責掛號郵寄等業務，受

限於硬體空間太小，無法提供儲匯服務。別看亭子僅有

半坪大小，業務量可不小，到地檢署洽公民眾全靠這個

小亭子幫忙郵寄文件。

「亭子很有歷史了，裡頭的桌椅、懸掛著的日光燈，都

是骨董級的，之前屋頂還會漏水，現在修好了，也裝上

冷氣，夏天工作時就不會燠熱。」每天一早就會從虎尾

郵局過來支援的林珊瀅，被記者笑稱為「亭長」。不僅

是記者好奇打量裡頭究竟有什麼設施，就連來寄信的民

眾也常在亭外探頭探腦，對這座全臺獨一無二的亭子郵

務窗口留下深刻印象。讀者若有機會想要前來造訪這個

「能寄信的亭子」，別忘了寄張明信片給自己或親友當

紀念，不過記得要避開中午時段，因為「亭長」得離開

亭子去覓食，會有午休時間喔。

雲林地檢署 
小巧亭子居然能收信

三橋號文具行 
上過電視的代辦所

雲林地檢署外的涼亭，過去曾經改造成為造型特殊的郵政代

辦所，亭子背後開有一扇門，方便郵局人員進去工作，由於

陳設簡單，僅提供郵寄、販售郵票等服務。

亭內沒有電腦設備，掛號單據一律手寫，蓋上「上門收件專

用章」後，再由郵局人員帶回虎尾郵局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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