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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Taiwan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andscap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dustry structure.As

bearing witness to the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retail handicraft business and the hardware used in everyday life,the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manifestation of the usage of the traditional hardware in Yuanlin local community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varieties of the commodities in the retail busines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onsumer behavior.By conduct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the syudy is concluded as followed: 1)By investigating various retailing businesses,including bamboo ware,wood ware,ware

made of bamboo fiber and metalware utensils,the syudy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hardware retail business,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from products made of natural material to products made of plastics and

from handicraft to mass production. 2)The val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hardware retail business still prossess lie on referentiality to a

specific time in the past and convenient accessibility that consumers who want to buy traditional style commodities can easily obtain

them from these traditional hardware retail stores. 3)As far as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d is concerned,we can witness

everyday cultural practices of obtaining material from local sources and manufacturing locally in the living essential commodities of

the early days. 4)Local living commodities often contain designs that symbolize prayers for harmony,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5)The

landscape of handicraf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Yuanlin township is constituted geographically with three sections:bamboo leaf

hats of the south-east end,bamboo cages of the north-east end,and straw mats of the north-west end. 6)The trends discovered in this

study show that most of the hand-made commodities are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while about half of mass production

commodities are imported and the other half are produced domestically. Key Words:Yuanlin Township,tranditional hardware retail

commodities,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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