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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小鰆誌？
　　我們很粗略的將大家分為幾種類別：
澎湖居民（只要你自我認同是澎湖人，
你就可以是澎湖人！）、二地居居民（在
澎湖和台灣大島之間都有據點，常常兩
地跑）、澎湖關係人口（旅人以上，定
居未滿，那些對澎湖有特殊情感，但住
在台灣大島的朋友們）。會分成這幾類，
主要是想針對大家不同需求，提供不同
類型的內容，例如針對想要來體驗澎湖
生活的人，就可以參考本期「打工換宿」
專題，又或者，有動過移居澎湖念頭的
朋友們，可以看看「海島實驗室，移居
非難事！」的介紹，希望這些內容對大
家有幫助，如果有想要看的內容，也可
以透過隔壁頁的資訊跟我們聯繫許願！

　　小鰆誌是年年有鰆一直都想要做的
一本刊物，因為移居到澎湖的我們，初
來乍到之時，是受到澎湖的大家幫助，
才有今天的我們，這也是促使我們想要
承接國發會地方創生青年培力工作站的
初心，將政府資源有效運用，讓喜歡澎
湖的、想來澎湖生活的人，能運用我們
的小鰆誌，找到屬於自己的澎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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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以上，定居未滿，
那些對澎湖有特殊情感，
住在台灣大島的朋友們。

地方創生的概念源自日本，目的希望地
方發揮特色、並發展出最適合的在地經
濟，讓人們不一定非得要在都市工作，能
夠選擇其他鄉鎮或回到自己的故鄉，以
改善高齡少子化、城鄉發展不均等問題。

在澎湖和台灣大島之間
都有據點，常常兩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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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飾  原 創 手 作

　　想要每天過著與海相伴的生活，這
個簡單又單純的想法，成為了移居小島
的的理由。從小在桃園長大的王麗婷，
在厭倦了城市裡繁忙擁擠的生活後，決
定逃離都市來到外婆的家鄉來生活，這
一出走留在小島上的日子也不知不覺過
去了 7 年。麗婷跟大多數的澎湖青年一
樣，是個擁有許多工作的斜槓女子，除
了海玻璃的創作者外，她同時身兼房仲
業者、房東、芳療師，甚至涉足農業領
域與夥伴在馬公的西衛種植一塊小小的
農地，可謂將多元化經營發揮到了極致。
在旁人看來忙碌的生活，對於麗婷來說
僅僅只是在做著自己喜愛的事情，而自
由彈性的工作性質，也讓她能夠抽出許
多時間在海邊度過悠閒的時光。

　　大多數的人認識她都是從「Li 飾海
玻璃原創手作」這個手作品牌開始，一
開始撿海玻璃單純是在跑沙灘時的閒暇
活動，閃閃發亮的海玻璃透著天空與海
水的光芒，被大海沖刷過的玻璃碎片被
磨去了稜角，只剩下溫柔的弧度，蒐集
這些小小的碎片成為了愛海人的一種習
慣。後來在自家大嫂的慫恿與資助下，
不知不覺中走入了手作的的世界，她看
著網路上的教程開始學起了編織與串
珠，原先只是蒐藏品的海玻璃開始慢慢
的被運用到了她的作品之中，成為了具
有濃厚海島風格的裝飾配件。起初只是
做來自己配戴的手鍊、耳環與項鍊，開
始大受朋友們的好評，來自親朋好友們
的訂單絡繹不絕，因此促成了「Li 飾海
玻璃原創手作」的誕生。

在 玻 璃 海 裡 兜 售 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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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專長是影片攝影剪輯與
企劃發想的她，也將自己擅長的事情在
不同的斜槓工作上發揮的淋漓盡致，無
論是房屋介紹影片或是農業種植的紀錄
都難不倒她，身為芳療師和農業女子，
也將與夥伴一同種植的作物開發成香草
油、香草鹽或是香草純露等等療癒身心
靈的天然無毒加工品，讓每項工作都成
為生活中有趣的一部份。

　　移居小島多年後，對於這裡的生活
已經適應，但麗婷也坦言說道，自己一
開始在這裡的生活過得並不是很順利。
澎湖的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大多是旅遊
觀光相關的服務產業，沒有自己想做、
喜歡做的職業，這也讓當時初來乍到的
她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覺得自己在島
上的生活無所事事，加上當時沒有太多
認識的朋友，同樣讓在這裡的日子有些
難熬。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讓麗婷開
始跨出自己的舒適圈，去嘗試各式各樣
的事情，去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讓在
島上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起來。

　　在麗婷的眼中，澎湖這幾年開始有
了許多的變化，變得更加多元、更加適
合不同的人們生存，文化展演、藝術活
動不斷的發生，愈來愈多青年移居此島
上讓地方呈現出相異卻有趣的樣貌。離
開原先的生活來到小島上，從最初的未
知到現在的享受，對於想要來到澎湖生
活的人她也提出了一些很現實的建議，
一開始的日子並不會如想像中順遂，準
備好一筆能撐過半年的存款，試著去嘗
試各種事情、多交些朋友，你在這座島
上會找到一處屬於自己的位置。

9 影像提供 / Li 飾 海玻璃原創手作



呼 吸 之 間

　　藝術治療，指的是一種結合了創造
性藝術表達與藝術治療的助人專業。以
心理學和心理健康為基礎，由藝術治療
的工作者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和客戶
建立起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透過各樣
的藝術媒材進行創作與表達，藉此表達
內心的狀態和反映心中的情感。呼吸之
間工作室隱身在馬公案山的住宅群中，
是一間澎湖少見的藝術治療工作室，開
業至今舉辦過許多以藝術為媒介，進而
去正念思考、探索原生家庭以及探索自
我身心靈的治療活動。

　　呼吸之間工作室由一對情侶培哲與
齊品兩人共同創辦，培哲過去曾經是一
位高中的國文老師，後來對於心理學領
域產生興趣而選擇到研究所中進修，目
前仍是研究生的他除了一邊準備論文，
同時也為考取心理諮商師的證照做準備；
而人稱 Penny 的齊品也正在就讀藝術治
療相關的研究所，外文系背景出身的她
擁有優秀的英文口說和翻譯能力，在大
學畢後業開始接觸身心靈領域使她受到
啟發，促使她想要成為一個助人者的角
色，因此開始了藝術治療領域的鑽研。

　　身為北漂青年的兩人選擇移居小
島，是來自一位澎湖好友的邀請，那時
兩人研究所的課程都已經完成，加上想
要逃離台北城市擁擠混亂的氛圍，在討
論過後兩人在 2022 年以打工換宿的形式
來到「草根果子」，藉此體驗小島上的
人文風情與生活型態。

　　島上的生活步調悠閒，加上在草根
果子中認識眾多地方耕耘的有趣青年
們，讓他們萌生「乾脆就留下來吧！」
的念頭，小島青年們緊密的串聯關係，
也讓他們有了在這裡推廣藝術治療工作
的信心。

海島上的心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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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治療這種型態的工作室對於澎
湖來說是一種很新的概念，兩人認為現
階段單靠工作室的運作是沒有辦法賺到
什麼錢，這裡的市場不如台北或是新竹
等地成熟，多數人對於藝術治療也不太
清楚是在做些甚麼，所以主要還是需要
靠斜槓一些家教、翻譯等接案工作維持
收支平衡。身為移居小島新鮮人的兩人，
目前最大的困擾在於令人意外的高房
價，在澎湖尋找一個適合自己，且價格
合理的房屋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也成為兩人目前最大的煩惱。移居的
時間雖然不長，但對於未來希望到小島
生活的人，兩人非常推薦先以打工換宿
的方式體驗看看這裡的生活，試試看自
己能不能接受這裡的氣候、氛圍還有生
活模式，接著可以再慢慢思考自己希望
能在這裡做些甚麼。

　　隔年，呼吸之間工作室在馬公正式
成立，提供的藝術治療服務以心理學為
基礎，由探索原生家庭，了解其如何為
我們在溝通與人際互動上帶來影響，並
體現於內在和外在狀態，以及我們該以
什麼樣的觀點去思考及調整，進而活出
真正的自己。這些由呼吸之間所主辦的
身心靈活動都採取自由定價的收費模
式，除了期望能廣泛地將藝術治療的內
涵推廣給大眾外，也希望不要讓金錢收
費成為民眾接觸心靈健康活動的阻礙，
能夠以更加輕鬆與放鬆的形式去探索自
己的內心世界。

＃正念靜心 ＃藝術陪伴
＃心理工作坊 ＃開放畫室

影像提供 / 呼吸之間工作室11



海 森 海 聲

　　坐落在馬公市鬧區中一處靜僻的小
角落，海森海聲選物店內擺滿了各式各
樣的帶有濃厚熱帶小島的風格選物，從
海玻璃飾品、染織衣物配飾、海洋風格
周邊商品應有盡有，除了澎湖在地創作
者的手作商品外，店內也有許多從泰國、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等地挑選回來的選
物，每件精挑細選的商品都透露出店主
期望透過小島風格美學傳遞給大眾愛海
近海的精神。

　　海森海聲的店主 Jason 畢業於澎湖科
技大學，熱愛大海的他在畢業之後選擇
留在了小島上，與女友在馬公市一同開
設了海洋風格的選物店「海森海聲」。
澎湖群島四面環海，即使每日依海而居，
但多數生活在島上的人們與海的關係卻
遠不如我們想像中的親密，在幾年前澎
湖鮮少有像是海森海聲這種類型的風格
選物店出現，看見了這個商機兩人決定
將這種新穎的風格類型帶入小島，並希
望從中傳達自己對於海洋文化的推廣及
海洋保育的理念。

海 島 潮 品 選 物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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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店面的經營，Jason 自己本身也
身兼潛水教練的工作，常年的接觸大海
讓他有積極的推廣環境保護的意識，包
含物理防曬的使用、店內販售友善海洋
的商品，過去海森海聲也曾舉辦過無人
島淨灘的活動，帶領大眾走入離島的離
島拾起海灘上的垃圾，將帶回來的垃圾
製作成不同的創作品；或是辦理無塑的
海洋餐桌野餐，讓大眾在品嚐在地美食
的同時一同關心身旁的環境。對於 Jason
來說，對於環境的關懷還是需要結合商
業模式的經營，無論是活動的收費、或
是店鋪的經營支持，才能讓環境永續的
行動持續的運作下去，並號召更多人的
加入與參與。海森海聲透過多元跨領域
的方式讓大眾了解小島的美學，促使大
眾以不同方式去認識大海，也是這份熱
愛大海的心情，讓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們一同加入，選擇留在這座小島上。

　　在澎湖經營一間店鋪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特別是像海森海聲這種新形
態的風格選物店鋪，明顯的淡旺季差異
讓 Jason 像大多數的澎湖商家一樣，需要
有其他的副業來支持生活的開銷及店面
的運作，在東北季風吹起、觀光客數量
明顯減少後，海森海聲的夥伴們也會如
同候鳥般離開小島，開始另外一份工作。
海森海聲在疫情正肆虐中開業，在經歷
風風雨雨也正式邁入了第三年，對於未
來的經營雖然充滿了未知，Jason 始終抱
持著樂觀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夢想，希望
未來能夠將選物的風格美學結合旅宿或
是咖啡店，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將愛海的
精神傳遞給更多的人。

13 影像提供 / 海森海聲



　　大學時期就讀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的
兆苓，在大四那年來到了澎湖實習，那
時的他對於設計領域必須耗費大量的資
源、包裝、宣傳等等各式各樣的浪費感
到質疑與不解，對於自身所學卻為自然
環境造成污染這件事情有些自我懷疑。
那時，他在偶然間看到了澎湖海漂實驗
室的專題報導，決定直接登門拜訪的她
成為了海漂實驗室早期的換宿生之一，
在這裡運用海洋廢棄物重新進行創作，
沒有邊界、沒有限制，一切都是如此的
隨心所欲及自由，她豐沛的創造力得到
了激發，不會有人在一旁要求她該如何
去創作，該如何做出市場喜歡的作品，
這份自由充分的展現在作品之中，這年
的經歷也讓她如同候鳥般，在溫暖的風
吹向這座小島時，她也會如約到來。

　　認識兆苓的人會說，她擁有的是一
個自由的靈魂，這也反映在她不斷來回
於台灣各地的游牧人生。離開澎湖後，
她去過了小琉球擔任海龜志工、在台中
的環保團體「明日餐桌」裡體驗零廢棄
的循環經濟生活、回到大甲的老家打造
了屬於自己的小窩、與志同道合的朋友
體驗共居生活，她說，體驗各地的生活
是她的自我探尋，在看過了、活過了，
她也更明白自己想要甚麼。喜愛大海的
她總會在小島慢慢回暖時到來，澎湖的
人很熱情，她會選擇在不同好友的工作
室中換宿，體驗不一樣的工作與生活環
境，這些不斷遊走的歷程也逐漸豐養了
她的創作，也因此開設了「藝點苓」這
個插畫品牌，記錄下她的內心世界與眼
中風景。

藝 點 苓 ， 用 藝 術 點 燃 靈 魂  
也 點 燃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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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21 年開始，兆苓在澎湖也陸陸
續續做了一些有趣的嘗試，在朋友的介
紹下，她畫了人生第一本繪本「鱟望」；
2022 年她參與了澎湖第一屆的海廢地景
藝術節展品創作，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做
出大型的海廢藝術作品「和樂融龍」，
利用七彩的海廢碎片打造出巨大的恐龍；
2023 年以自己最愛的恐龍題材出發，
與海漂實驗室共同寫出結合化石知識及
海洋保育的「海廢化石教案」；以連續
一百天畫出的自由插畫展出了「百日插
畫」展覽，每一樣都是全新的體驗，也
讓她在創作的過程中更加的了解自己。

　　在小島生活的這段期間裡，她畫畫、
去游泳、寫歌唱歌，即使有些迷惘、有
些不肯定、有些焦躁不安，但她也發現
了自己擅長與喜愛的事物，她說喜歡創
作、喜歡恐龍、喜歡繪本、喜歡音樂、
喜歡大自然、喜歡大海，也喜歡在這裡
的生活。即使每次的到來都有點誤打誤
撞，但每年都想要回來這裡，也開始明
白自己為什麼要回來。她帶著一個行李
箱與一把吉他來回在大島與小島之間，
數位游牧的工作狀態讓旅行創作與辦公
這件事情變得容易，去試著維持熱忱與
生計卻是困難的事情，今年她試著在澎
湖擁有一個自己的小窩，停留下來這件
事情也成為了一個新的挑戰。她笑著說：
「雖然還是會有點迷茫，但是我覺得沒
有一件事情是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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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塑生活在環保意識的興起後逐漸
成為了顯學，對於多數人來說該如何真
正的落實在生活之中卻仍是一大挑戰，
出門購物商品總是有著重重包裝、新買
的環保餐具總是忘了帶出門、想喝杯飲
料時才發現環保杯放在水槽裡忘了洗。
看見了市場環境對於作環保行動的不友
善，澎湖第一家的無包裝商店就此誕生，
位於馬公市的「上癮澎湖」以推廣環境
友善、提供餐具租借、販售無包裝的零
售商品，期望為小島的朋友們帶來更多
減塑生活的新選擇！

　　從小在高雄成長的陳宗惠，澎科大
畢業後便留在澎湖繼續生活，從一開始
擔任學校的專案助理，後來開設了「捷
勵整合服務公司」承接政府的相關計畫，
辦理澎湖在地的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企
劃以及文化遊程等等各種不同的活動。
在承接這些活動的過程中，她發現每次
的活動總會製造出大量的一次性垃圾，
不管是瓶裝水、餐盒又或者是活動背板
等等，這些鋪張浪費也同時讓她思考起
該如何減少這些不必要的垃圾製造。後
來，她開始減少了一次性輸出品的製作，
並延長道具的使用期，宗惠所辦的市集
也開始進行餐具的租借，讓來參加的民
眾與攤商可以開始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
用率。在其他活動中，她也開始與澎湖
在地的餐廳合作，使用可以重複使用的
便當盒提供給澎湖辦理活動的各單位，
進而減少每次研討會、講座會議等等活
動產生的便當垃圾。

上癮澎湖

澎 湖 友 善 環 境  
無 包 裝 小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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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林森路 82 號 1 樓



　　2022 年，將減塑行為漸漸落實到自
己辦理的各種活動後，宗惠決定更進一
步的讓這種精神傳遞到日常生活，因此
開設了澎湖第一間的無包裝商店「上癮
澎湖」，店內提倡不使用一次性包裝的
「裸裝販售」，藉此傳達減塑零浪費的
理念，除了鼓勵民眾自備容器購物外，
店內也有提供可租借的餐具或包裝提供
給客人使用。上癮澎湖除了販售裸裝的
零食餅乾、五穀雜糧以及茶葉果乾等等
食材外，店內一半的空間則提供澎湖在
地的創作者一個展售的空間，在二樓更
設立了一個可供租借的共享空間，將共
享與共好的理念發揮的淋漓盡致。

　　對於宗惠來說，讓環境永續共好的
理念漸漸被大眾看見，是她接下來最大
的目標，規劃活動至今，從體驗遊程、
辦理市集、修復石滬，各種永續的可能
她都努力去嘗試，並試圖將活動主題緊
扣環境議題。對於無包裝商店的經營她
則抱持著樂觀的態度，新概念的實體商
店在小島上需要更多的時間。除此之外，
一人工作室的她在身兼活動企劃與店面
經營依然全力以赴，也期望能夠遇到和
她一樣熱愛這份工作的夥伴，在這個領
域內共同努力，未來只需要順順的持續
做著自己熱愛的事情，環境永續的理想
便能夠在這小島上走出自己的道路。

17 影像提供 / 上癮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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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四屆澎湖青年結
澎湖青年結？確定沒有打錯字嗎？沒有喔，不是節，就是結，因為我們想透過澎
湖 青 年 結 這 個 活 動 將 澎 湖、 台 灣 及 其 他 離 島 的 夥 伴， 如 同 繩 結 般 的 串 在 一 起。

什麼是青年結？

　　澎湖青年結自 2019 年起已經連續舉
辦四年，每年吸引台灣各地的青年團隊
來到澎湖，展開一年一度的交流之旅。
往年協會都專注於活動當日的晚會活
動，但有感於交流時間太過短促，也因
此今年主辦方澎湖縣農嶼海青年創生協
會，決定與湖西鄉湖東社區、澎湖小魚
育成工作站合作擴大辦理規模，時間也
從一個晚上擴大到三個月系列活動，讓
台灣及澎湖在地青年，能有更多互動與
交流的機會。

青年結在做什麼？

　　每年的青年結有不同的主題，過去
是以簡單的聚餐交流形式舉辦，但去年
協會與海漂實驗室合作，於海廢地景藝
術節一起於東衛石雕公園舉辦，讓台灣
夥伴了解到世界的海廢議題外，也開始
在辦理活動的過程中，推廣參與者使用
環保餐具，減少廢棄物產生，當年吸引
了近百位夥伴共同參與，今年則是與湖
東社區商借場地，在社區內及活動中心
周邊辦理，期望延長活動時間，讓更多
澎湖夥伴們一起參加。

今年的青年結與之前的有什麼不一樣呢？

　　今年的活動跟去年比起來有很多不
同的地方，首先活動的期間被拉長了，
從原本的一個晚上延長到三個月，我們
從 7 月份開始與其他夥伴合作將他們的
活動一起包裝成青年結系列活動，並不
斷地宣傳預告 9/16 青年結的主活動，而
活動當天更是從早玩到晚，上午有青年
與湖東社區長輩合作的系列體驗活動。

專訪  澎湖縣農嶼海青年創生協會 理事長 劉謦榕

　　「改頭換面」、「靠臉吃飯」、「汝
係啥物咖」。下午由湖東社區以大山、
大海、陽光為主題主辦的「山海小ㄕ ˋ」
市集活動，希望打造一個促進跨世代互
動交流的社區體驗以及凝聚青銀共好的
平台！就是為了這點小事，現場也有超
Chill 的音樂表演。晚上結合澎湖在地及
來自台灣的團隊共同合作，烹煮出山海
交織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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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視覺設計 ▲

繪者：白沙鳥異文工作室

「集合吧！澎湖小魚」特展

　　另外在湖東社區活動中心，有小魚
育成工作站「集合吧！澎湖小魚」特展，
由一介島民工作室策展，將青年培力工
作站所輔導的大小魚們的成果展現於
此，工作站透過課程、諮詢及各種活動
的辦理，期望可以建立澎湖的移居或返
鄉支持系統，這次辦理展覽的目的就是
要讓還不認識我們的夥伴知道，他在澎
湖並不孤單，還有這麼多人和他一起在
澎湖打拼。展覽中最吸睛的莫過於「澎
湖小魚地圖」，雖然地圖上目前預計只
標出協會成員，但其實澎湖青年團隊的
數量不僅於此，怎麼寫都寫不完。看看
在澎湖能有什麼特別的事正在發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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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以上，定居未滿： 
打工換宿的人地關係學
　　如果正準備轉換職涯跑道，希望擁有不一樣的人生體驗，創造特別的離島回憶，很
推薦來澎湖打工換宿！不只能省下部分旅費，進行深度旅遊，還可以看見不同的人們，
過著可愛的小島日常，建構屬於自己與澎湖的地方感，延展人與土地的黏著性。

※ 實際內容以店家公告為準

年年有鰆
　　如果你也喜歡食魚教育這檔事，對
海洋選書別有一番品味、歡迎成為我們
的鰆民，一起融入濃濃海味的澎湖！
＃小鰆子書房 每月店長 主要工作：
■ 協助上架書籍 / 標價 / 建檔
■ 招呼客人，陪客人聊天
■ 認真看書，分享喜歡的書

＃年年有鰆小編 主要工作：
■ 用力認真的參與年年有鰆所有活動
■ 每週分享 3-5 篇心得
■ 擔任各項活動小幫手
■ 工作室空間需共同維護打掃

＃食魚教育

＃地方感特輯
＃建立關係人口

換宿時間：最短一個月
換宿地點：馬公市五德里 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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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果子
　　草根果子是一間營業到深夜的蔬食
茶餐廳，如果你偏好花草茶飲、也愛看
看書，更喜歡澎湖，心性嚮往與人交流、
熱衷於餐飲服務，可以來到這裡遇見與
自己同頻率的人們！
主要工作：
■ 點餐、送餐、整理桌面環境 
     洗杯子和盤子
■ 櫃檯飲品餐點製作
■ 與來店客人聊聊天
■ 整理書店的書籍
■ 掃地、拖地、擦玻璃、澆花

海漂實驗室
　　如果你對淨灘、對環境、對廢棄物
改造有興趣，歡迎來到海漂實驗室！和
夥伴們一同熱愛大自然，不怕太陽曬，
接觸海廢議題，而且還有機會讓自己的
創作成為店內擺設或商品唷！
主要工作：
利用顧店的時間進行 
■ 海洋廢棄物分類、清洗
■ 協助加工海洋廢棄物商品
■ 淨灘會是常常發生的工作喔
■ 工作日每日一圖文分享
■ 協助日常工作室營業

＃蔬食茶餐廳

＃藝術換宿

換宿時間：五月開始，兩個月為一梯
換宿地點：馬公市文光路 131號

換宿時間：最短 14天
換宿地點：湖西鄉龍門村 36號

影像提供 / 草根果子、海漂實驗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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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提供 / 映咖啡

25 影像採集 / 陳芊妤



澎湖公車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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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澎湖青年們



—— 馬公系統

—— 澎南系統

—— 湖西系統

—— 白沙＆外垵系統

原創繪者：島島 /island and islands27

澎湖各線公車時刻表

資料提供：澎湖縣農嶼海青年創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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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採集 / 陳芊妤29



刊物名稱｜《 小鰆誌 vol.1 澎湖生存攻略指南 Ⅰ 》

發行單位｜澎湖小魚育成工作站

發行人｜巫佳容

總編輯｜許桓瑜

視覺設計｜陳芊妤

專欄作家｜巫佳容、林瑋臻、許桓瑜、陳芊妤、鄭瑩

封面及封底攝影｜許筠喬

影像採集｜宋修宇、洪于正、陳芊妤

校稿｜洪于正、許桓瑜

特別感謝｜ Li 飾海玻璃原創手作、上癮澎湖、朵思咖啡、呼吸之間、映咖啡、 

海森海聲、海漂實驗室、草根果子、綠果昔、蒙地卡羅、藝點苓（依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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