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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時代、生活型態和發展都跟有閒階級有密切關係，Veblen透過有閒階級與社會文明的關係，探討西方社會有閒階級明

顯有閒、炫耀性消費與榮譽準則的休閒風格，使有閒階級的行事風格更明確產生。透過主題的陳述，從Veblen觀點整

合Braudel、Sombart、Elias三位學者從物質生活奢侈與行為禮儀面，探討有閒階級休閒風格為目的。 依據歷史資料考察清

朝台灣有閒階級歸類為士紳、官吏、婦女、文人為主軸，研究的發展與思考模式過程參考Veblen有閒階級理論，回顧影響

其休閒行為的因素、休閒行為的特質、休閒風格的呈現。文章運用文獻互證的綜述方式，期能就歷史的史實找出與研究目

的相符的事蹟，並藉這些觀點建構切合研究主題的意念，探討清朝台灣有閒階級休閒行為特質與風格。 第一二章分別為緒

論及有閒階級理論的思維，三至六章分別探討清朝台灣士紳、官吏、貴族婦女、文人階級影響其休閒行為的因素、休閒行

為的特質、休閒風格。研究資料發現，士紳、官吏、婦女、文人休閒風格有其相似性，究其個人動機、目的與社會機會，

有閒階級產生的風格習氣因當時環境、社會潮流而產生彼此間接相關的行為特質。藉由與Veblen理論對話，為休閒研究提

出更多元的探討，對休閒理論印證到歷史研究的文獻分析提出可驗證、修改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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