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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老闆的「𥴊」願人生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去年在老師的規劃之下，我們和同學、家長一起到台東參加傳統布農族的

射耳祭儀，在兩天一夜的活動裡，雖然祭儀讓我們很震撼，可是，只要一有空

檔，我們最愛去的地方就是村子裡唯一的一家雜貨店。裡面的商品並不算多，

甚至還有一些糖果是我們從沒見過，可是，就是很吸引人。後來，回到學校

後，我們還是會討論著在雜貨店裡買東西時的趣味，於是開始產生好奇。 

 

在市區，便利商店多如牛毛的時代，誰還會想去一個年代已久的雜貨店？

但是在偏遠的部落裡，雜貨店是我們的天堂，有冰涼的飲料、冰品，更是部落

的村民們，很重要的日常用品來源，也讓我們首次了解雜貨店存在的意義和價

值。 

 

當我們決定以雜貨店做為研究主題後，產生了好多的問題，什麼是柑仔

店？為什麼叫柑仔店？便利商店和柑仔店差在哪裡？以前與現在的交易差異、

老闆與客人的互動方式等……的相關問題。希望可以在這次的研究得到解答。 

 

二、研究目的： 

 

我們對於雜貨店的初步印象是——由老人經營的百貨公司。老闆好像年紀

都比較大，還有店裡面的商品真的是五花八門，就像百貨公司一樣。另外，花

蓮的面積很大，地形也很複雜，有高山、平原及海洋，也就代表在這些地方，

只要有人居住，就會有雜貨店的存在，這些柑仔店的經營方式會不會有差異？

便利商店越來越多，這些雜貨店是如何生存？還會繼續經營嗎？這些好奇促使

著我們想找到答案。基於上述的疑問，我們有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 了解家鄉雜貨店的現況。 

(二) 發現家鄉雜貨店老闆們的經營故事。 

(三) 探究家鄉雜貨店的傳統生財器具。 

(四) 透過研究歷程對家鄉有更深的了解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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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我們以田野調查做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與雜貨店老闆的訪談，來了解傳

統雜貨店的現況。為了能夠獨立有效的做好資料整理及分析，每位成員都先從

資訊能力的提升開始，包括快速的中文輸入及基礎的文書處理能力。田野調查

分為兩階段：初探與正式訪談。初探的目的是為了印證文獻分析結果，也做為

訪談記錄的修正。正式田野調查的重點有兩大方向：「人與物」。 

 

四、研究流程： 

 

 

 

 

 

 

 

 

 

五、研究限制： 

田野調查期間，為 110 年 8 月間，適逢全國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原住民

部落對於外人進入社區採嚴格的管控，所以，部落的訪談不易，需仰賴熟

人的引薦與帶領。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家鄉的地理位置： 

 

要探究自己的家鄉，就要先從深入了解花蓮的環境與面積開始。花蓮是全

國面積最大的縣份，南北狹長，山地多平原少。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縱向切割

花蓮縣，形成 3 大地景區塊，包括中央山脈、花東縱谷平原與海岸山脈等區。

共有 13 個鄉鎮。 

 

(二) 雜貨店的大小事： 

 

雜貨店的閩南語稱法為「𥴊」仔店，主要是因為，台灣在農業社會時代，

交通狀況和冷藏設備缺乏，除了蔬菜以外，鹹魚干是雜貨店主要的商品，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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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魚干的容器是就是一種竹編圓形的容器，叫做「𥴊」仔。「這些「𥴊」仔分類

裝上要販賣的乾貨，如蝦米、香菇、豆類，甚至油麵，再呈列在雜貨店裡的階

梯狀棚架上，供人挑選。」（蕭郁慧，2002；王智惠，2007） 

 

雜貨店所在位置會影響販賣的商品種類，位於「熱鬧的市鎮，通常貨品多

元，偏鄉或部落就會多角經營，除日常用品外，農產品自產自銷或代辦郵政、

電信、賣客運車票。」（林欣誼，2017） 

 

傳統雜貨店一直以來，「帶給人們溫暖的氛圍，你不僅是客人，也是他們認

識的人，而且是看著你長大，這種感覺十分微妙。」（徐銘宏，2018）這也就是

我們常說的人情味。雜貨店與便利商店的差別一，也就是老闆與客人間的互動

關係不同。 

 

雜貨店至今仍然可以在市鎮的小巷弄或山區、鄉村及原住民部落找到，這

些店仍然營業著，大部分因為「土地是自家的，少了店租的壓力，老闆是家中

未有其他工作的成員為主，於是經營雜貨店變成生活習慣。」（林金田，2005） 

 

(三) 珍貴資料——敘說故事的懷舊古物與記憶： 

 

農業時代裡，一般家庭不會有太多的現金，可是遇到需要買日常用品時，

就必須向雜貨店賖欠，往往要等到稻穀收割過後才去還帳。「為了記清楚賖欠情

形，雜貨店老闆會利用帳簿記下流水帳，而老帳簿，成為研究雜貨店變遷的珍

貴資料。」（蕭郁慧，2005）除了老帳簿外，台灣這十多年來，「各項產業，不

論是旅遊、流行文化產業，『老東西』似乎已占有一席之地。」（蘇拉圖，

2016）老東西就是我們想到的懷舊物件，「代表了一個具體而微的生活演化過

程，更重要的是它記錄了一個年代，一個我們也許來不及參與，但可以細細品

味的美好年代。」（張信昌，2013） 

 

實際的懷舊物件可以被留存在博物館或個人收藏家中，而人情味似乎就得

能仰賴紀錄片或畫作來保存。傳統雜貨店「小又老舊的樣貌相當不起眼，卻有

種隱隱約約的美麗」在吸引著把「歡樂的記憶，藏在雜貨店裡」的人們。（李美

京，2018）。 

 

二、研究對象： 

 

(一) 雜貨店老闆們： 

1. 受訪雜貨店的選擇： 

a. 網路蒐尋—以關鍵字（鄉鎮名+雜貨店）蒐尋，再決定拜訪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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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熟人帶路—進入原住民部落時，由熟人幫忙聯絡及帶領。 

 

2. 受訪雜貨店基本資料：我們的研究共前往花蓮縣 13 個鄉鎮的 25 家雜貨

店，其中有兩家拒絕受訪，有訪談記錄為 23 家。 

 

表 1-1：受訪雜貨店基本資料一覽表 

註 1：店齡皆以老板印象中的年代，無法得到較精確的時間。 

註 2：市鎮是指雜貨店所在位置，不在原住民部落裡。 

表 1-2 受訪雜貨店座落於市鎮與部落之雜貨店平均店齡統計 

區  域  別 統 計 店 數 總  店  齡 平 均 店 齡 

市鎮 11 間 504 年 45.82 年 

部落 12 間 679 年 56.58 年 

  

鄉鎮名稱 訪談日期 受訪雜貨店 店齡 受訪者 區域 

秀林鄉 
110/08/19 

三○商店 約 30 年註 1 林阿姨 部落 

美○商行 約 58 年 黃老闆 部落 

楓○亭商號 約 22 年 胡老闆 部落 

新城鄉 永○綜合商行 約 100 年 老闆 部落 

花蓮市 

110/08/14 

香○食品行 約 53 年 梁爺爺 市鎮註 2 

吉安鄉 
慶○商店 約 50 年 楊老闆 市鎮 

維○商店 約 21 年 劉阿姨 市鎮 

壽豐鄉 110/08/24 寶○雜貨店 約 40 年 鄭老闆 市鎮 

萬榮鄉 

110/08/16 

無○雜貨店-1 約 50 年 王老闆 部落 

無○雜貨店-2 約 60 年 胡老闆 部落 

三○的店 約 14 年 三姊 部落 

鳳林鎮 

朝○商行 約 40 年 老闆 市鎮 

穗○雜貨店 約 70 年 徐老闆 市鎮 

老○母雜貨店 約 40 年 鍾老闆 市鎮 

光復鄉 110/08/23 捷○商行 約 50 年 羅老闆 部落 

豐濱鄉 110/08/24 

建○雜貨店 約 70 年 老闆 部落 

福○商店 約 87 年 老闆 部落 

文○商號 約 68 年 蔣老闆 部落 

瑞穗鄉 110/08/22 金○雜貨店 約 40 年 老闆 市鎮 

卓溪鄉 
110/08/21 

卓○商行 約 70 年 老闆 部落 

玉里鎮 增○商店 約 50 年 朱老闆 市鎮 

富里鄉 
110/08/21 車○仔柑仔店 約 50 年 老闆 市鎮 

110/08/22 秋○雜貨店 約 50 年 老闆 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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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雜貨店的主要商品： 

表 1-3：受訪雜貨店主要販賣商品一覽表 

     主要商品 

受訪 

雜貨店 

菸
酒 

飲
料
冰
品 

文
具
玩
具 

生
活
用
品 

雞
蛋 

調
味
品 

泡
麵
罐
頭 

零
食
乾
貨 

其
他
服
務 

三○商店  v v v  v v v ★ 

美○商行  v v v v  v v v ★ 

楓○亭商號 v v v v  v v v ★ 

永○綜合商行 v v v v v v v v  

香○食品行   v v    v  

慶○商店 v v v v v v v v ★ 

維○商店 v v v v v v v v  

寶○雜貨店 v v v v v v v v ★ 

無○雜貨店-1 v v v v  v v v  

無○雜貨店-2  v v v  v v v ★ 

三○的店  v    v v v ★ 

朝○商行 v v v v v v v  v  

穗○雜貨店 v v v v v v v v ★ 

老○母雜貨店 v v v v v v v v  

捷○商行 v v v v  v v v ★ 

建○雜貨店 v v v v v v v v  

福○商店 v v v v v v v v  

文○商號 v v v v v v v v ★ 

金○雜貨店 v v v v    v  

卓○商行 v v v v   v v  

增○商店 v v v v  v v v  

車○仔柑仔店  v v v  v  v ★ 

秋○雜貨店 v v v v   v v  

4. 受訪雜貨店的其他服務項目： 

表 1-4：受訪雜貨店的其他服務一覽表 

其他服務 雜貨店名稱 其他服務 雜貨店名稱 

代辦郵務 三○+美○商店 彩券行 慶○商店 

代售車票 捷○商行 兼賣早午餐 三○+車○仔 

兼營服飾店 楓○亭商號 販售自製商品 無○雜貨店-2 

代售農產品 寶○+三⃝雜貨店 賣水電材料 文○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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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雜貨店裡有年紀的古物： 

 

1.度量衡/電話 

文○商號 捷○商行 車○仔柑仔店 

   
 

稱鐵釘用的秤子(還在使用中) 大型磅秤 轉盤式電話機 

2.營業登記 

卓○商行 美○商行等 穗○雜貨店 

   

右：日用雜貨公會會員

左：菸酒銷售許可 

臺灣菸酒公賣局銷售

許可菸酒牌 

代理郵政業務服務項目 

3.計算/結帳 

福○商店、秋⃝商行 高⃝商行 金⃝柑仔店 

 

   

還一直在使用的算盤 早期收銀機(已損壞) 收納機 

4.特別店內物品 

捷⃝商行 高⃝商行 捷⃝商行 

   

收音機（仍在使用） 萬年曆 送瓦斯手寫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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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展示櫥 

永⃝商行 車○仔柑仔店 秋○雜貨店 

   

傳統的Ｌ型玻璃櫃 用了三代的櫃子 菸酒專用展示櫃 

6. 生意桌椅 

車○仔柑仔店 秋○雜貨店 

  

早期供客人坐的長條凳，俗稱「椅條」。 有年紀的掌櫃桌椅 

 

三、雜貨店老闆們的「𥴊」願人生： 

 

(一) 便利商店帶來的衝擊 

 

在便利商店林立的現在，所有雜貨店老闆們幾乎都提到生意大受影

響，位於吉安鄉的維○商店，生意規模從兩個店面縮為一個；位於花蓮市

的香⃝食品行，在最繁盛時期，店內各式商品都有，如今只剩賣糖果和玩

具；位於鳳林鎮的老⃝母雜貨店，以前很多小孩去他的店買糖果，現在幾

乎沒人來………因為店附近有一間便利商店，所以生意一直下降。 

 

(二) 沒有店租的雜貨店 

 

訪談的雜貨店裡，店大部分都開在自己的住家，繼承家業居多。位於

新城鄉永○綜合商行，在日據時代就開店，是真正的百年老店；位於秀林

鄉的三⃝商行也是傳承二代；位於富里的車⃝仔柑仔店也傳承了三代。生

活與工作合一，做生意是日常，沒有店租壓力，生意差一點也沒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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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繼無人 

 

在少子化的影響下，我們訪談的雜貨店老闆們的年紀普遍都很老了，

70 歲以上就佔了 10 位；50 歲以上有 7 位；40 歲以上 5 位，只有 1 位是 30

幾歲。大部分的老闆們目前已沒有經濟壓力（但在年輕時都是因為貼補家

用的目的才開店），現在開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子女都成年並有

自己的專業工作或不在花蓮，幾乎都不需要依靠雜貨店的收入，因此，雜

貨店的會漸漸的後繼無人。 

 

(四) 高手在民間 

 

雜貨店老闆們也有特別的專業。位於富里鄉的秋⃝雜貨店老闆，是編

織傳統斗笠的工藝師，還上過報紙，現在還常在家裡做斗笠賣；位於萬榮

鄉的無⃝雜貨店-2，年紀已 80 多歲了，還自製檜木精油；位於玉里鎮的增

商號老闆娘，她也為了要滿足阿美族人需求，特別學習醃製快要失傳的鹹

豬肉；位於花蓮市區的香⃝食品行，開雜貨店前就是做醬油的。 

 

(五) 把客人當家人的老闆們 

 

受訪雜貨店中，年紀最輕的三⃝雜貨店老闆，她不只熱情，還什麼都

會，為了照顧部落裡的人，店裡還兼營早午餐、農特產品、幫人寄賣手工

藝品、替村裡不識字老人家讀信解決問題、代辦貨運、幫忙叫計程車……

幾乎是包辦了日常生活的一切。位於鳳林鎮穗⃝商行的老闆也是村人的十

項全能技師，不只賣雜貨，幫忙修燈、上網預約疫苗的工作也都承擔。也

就是把客人當成自己的家人。 

 

四、研究分析： 

 

在訪談過程中，除了兩家不想接受訪談外，大部分的雜貨店老闆都非

常熱情，可從願意與我們合照的小動作中感受得到。也是研究的主軸中的

人——老闆們的人情味濃厚。每位老闆都很親切、隨和又很能聊，很樂意

就告訴我們經營以來的故事。 

 

從店齡分析，位於市鎮區的 11 家雜貨店，平均店齡為 45.82 年，位於

原住民部落的雜貨店，平均店齡為 56.58 年。由此推論，市鎮受便利商店

的影響大於部落地區。 

 

販賣的物品大致為八類（表 1-2），販售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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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受訪雜貨店主要商品販售比例：(四捨五入取概數到小數第二位) 

類別 菸酒 
飲料

冰品 

文具

玩具 

生活

用品 
雞蛋 

調味

品 

泡麵

罐頭 

零食

乾貨 

比例 78% 96% 96% 96% 43% 83% 87% 100% 

 

在販售的主要商品中，零食乾貨是必備商品，飲料冰品與文具玩具和

生活用品也都佔很高比例。其中屬於家庭烹飪時常用的雞蛋，在原住民部

落的 12 家店裡，只有 4 家店有賣，應該是離市鎮較遠，有保鮮期限的雞

蛋，不易保存，銷售不佳的情況下，賠本機會大，所以，不適合販賣。 

 

菸酒的販售比例：在市鎮的 11 家店裡，有 9 家店販售，約佔 82%。 

部落的 12 家店裡，有 9 家店販售，約佔 75%。 

 

    在菸酒販售比例上，部落比市鎮低。位於萬榮鄉的三⃝的店，老闆曾說過

想要減少村人喝酒抽菸的習慣；無⃝雜貨店-2 的胡奶奶則是減少賖帳的問題。 

 

雜貨店裡的生財器具，隨著歲月的更迭，已漸漸的成為家中角落的飾品或

倉庫中的舊物之一，然而，這些舊物卻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不僅可以看見

庶民生活的演變，也能見證經濟活動的發展。在訪談的 23 間店裡，分別記錄到

了六大類（度量衡、營業登記、結帳器具、商品展示櫥、生意用桌椅及特別用

具）有年紀的物品。這些物品大部分仍在使用，只有少數壞損而被收藏。而動

輒五十年的這些器物為何仍然被維護並使用著，也透露著雜貨店老闆們的惜物

愛物的特質，及善於整理與維護的能力。 

     

参●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雜貨店的現況 

1. 位於市鎮區雜貨店，平均店齡為 45.82 年，位於原住民部落的雜貨

店，平均店齡為 56.58 年。由此推論，市鎮受便利商店的影響大於

部落地區。 

2. 販售的主要商品中，零食乾貨是必備商品，占 100%。有保鮮期限

的雞蛋只占 43%，不易保存，賠本機會大，所以，不適合販賣。菸

酒販售上，部落比市鎮低，與避免賖帳及改變習慣有關。 

3. 採訪的 25 家雜貨店中，僅有 2 家拒訪，足見雜貨店老闆們的熱情

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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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雜貨店裡有年紀的古物 

1. 訪談的 23 間店裡，分別記錄到了六大類（度量衡、營業登記、結

帳器具、商品展示櫥、生意用桌椅及特別用具）的有年紀的物品。 

2. 這些物品大部分仍在使用，只有少數壞損而被收藏。 

3. 動輒五十年的器物仍然被維護並使用著，透露著雜貨店老闆們的惜

物愛物的特質，及善於整理與維護的能力。 

 

(三) 雜貨店老闆們的「𥴊」願人生 

1. 雜貨店老闆們面臨「便利商店帶來的衝擊」、「後繼無人」的現實，

仍持續經營，有三大因素： 

a. 沒有店租的壓力。 

b. 熱情與善良的個性。 

c. 將客人當成家人。 

2. 雜貨店的時間彈性大，積極的老闆會樂意學習不同的技藝，例如傳

統工藝、醃製食品、製作精油……等。能多一些商品販售，增加收

入，也提升生活品質。 

 

二、研究建議： 

 

隨著便利商店林立，雜貨店的確會隨著時間而漸漸消失，如何讓這樣的可

能性降低或速度變慢？也許要如萬榮鄉的三⃝的店一樣，不僅有傳統雜貨店的

功能，也能在現代需求之下，加入更多創新的服務。如同，早期的雜貨店一

樣，也是在當年的環境需求下，提供了便利的服務而興起。 

 

肆●引註資料 

 

1. 林金田（2005）。《古情綿綿—老臺灣𥴊仔店特展專輯》。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 

2. 蘇拉圖（2016）。《老物潮：收藏者的回憶加值學》。台北市：遠流。 

3. 徐銘宏（2018）。《畫說寶春姐的雜貨店》。台北市：依揚想亮人文事業。 

4. 張信昌（2013）。《圖解台灣懷舊柑仔店》。台北市：晨星。 

5. 李美京（2018）。《一枚銅板也很幸福的雜貨店時光》。台北市：馬可孛羅。 

6. 王智惠（2007）。《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走過的庶民足跡.影像篇》。

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7. 林欣誼（2017）。《老雜時代：看見台灣老雜貨店的人情、風土與物產》。台

北市：遠流。 

8. 林玉瑋（2015）。《江奶奶的雜貨店》。台北市：康軒文教。 

9. 蕭郁慧（2002）。《田中鎮雜貨店的變遷》。台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雜貨店老闆的「𥴊」願人生 

11 
 

附錄：訪談記錄表 

花蓮縣鄉鎮雜貨店訪談記錄 

一、基本資料： 

區 域        鄉/鎮 訪談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 

拜訪 

店家 

 受訪者 □老板□員工（稱：        ） 

年紀： 

店 址  

鄉鎮 

分區 

      村/里 群

族 

□閩南  □客家  □原住民(        族)  

□其他 

店齡 □11～20 年□21～30 年□31～40 年□41～50 年□50 年以上 

（約      年） 

營業

(服務)

項目 

販賣商品：□糖果□文具□玩具□生活用品□煙酒□飲料□食品雜貨 

□其他                                               

代賣商品：□工藝品□農特產品          □其他                    

兼營項目：□彩券行□檳榔□早/午餐□其他                         

其他服務：□郵務代辦□貨運代辦□其他                         

其他

觀察 

店家附近：□   學校□廟宇 □派出所 □公(火)車站 □舊市場  

□其他(例如，菜車經過處)： 

二、訪談內容：訪談前先自我介紹，接著禮貌性的確認對方是否有時間及願意

接受訪談。 

提問： 

1.請問您或您的家人，已經經營這家店大約幾年了？(完成基本資料勾填) 

2.您覺得您的店一直以來賣得最好的商品有哪些？有哪些商品現在已經不再

賣？為什麼？ 

3.便利商店越來越多了，生意一定也大受影響，可是您為什麼還願意繼續經

營這家店？ 

4.若您退休了，請問您的家人會願意繼續經營這家店嗎？（這是要依據前面

老板的回答狀況來判斷是否要再提問） 

5.您的店裡是否有使用很多年的生財器具？或是雖然已經不能使用，可是您

還是保留著的用具？有什麼特別的功能嗎？ 

記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