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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幾年台灣的經濟環境、產業結構已呈現不同以往的發展形態。在過去零售商販賣傳統手工製造商品的種類和民間生活使

用的器物與今日相較有些許變化，本研究想要瞭解消費者使用傳統五金商品在員林鎮的文化意義，以及調查零售商販賣商

品的種類與影響消費者購買傳統五金商品的因素。研究運用質性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得到結論如下： 一、調查各種

類型的零售商店，包括竹器、木器、竹籐工藝、金屬器皿，瞭解傳統五金零售商品生產變遷：從天然材料到塑膠材質；由

手工藝製作到機械量產。 二、傳統五金行的存在價值在於「時代性商品」與「便利性」，一般民眾認為有特別需要、想要

購買舊式商品，傳統五金商店就能購買得到。 三、從地方產業而言，早期生活商品窺見「就地取材、就地製作」的生活文

化。 四、地方生活商品在文化面向上多具有祈求圓融、吉祥、家丁興旺的象徵圖案。 五、員林鎮早期地方生活工藝產業

，以地理區域劃分有：東南角的「斗笠」、東北角的「竹籠」、西北角的「草蓆」等產業。 六、依據時代的趨勢，手工製

作的商品目前大多由國外進口；機械化量產的生活商品臺灣與國外進口在市場佔據各半。 關鍵字：員林鎮、傳統五金零售

商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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