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舊街區傳統產業特色研究」之閱讀報告 

 

一.書籍的閱讀動機 

    我來自於一個以農業聞名的雲林縣，在那裡沒有百貨公司、沒有高樓大

廈，更多的是農田、低矮瓦樓，所組成的村莊，每個村莊都有各自的向心力，

因此在這樣的樸實農村社會裡，最能夠去體會台灣人的熱情、溫暖。 

    而在地球之母的培育下，新竹擁有許多美麗風光，因為靠山又鄰近海邊，

因此我時常利用假日早上登山，傍晚在到香山濕地，欣賞美麗的黃金海岸。

當晚上失眠、煩躁時，我會到南寮漁港，在寧靜的夜晚裡，聆聽海洋為我獨

奏的交響樂，沉澱自我的心靈，同時整理自我繁雜的思緒，因此漁港既是我

的休憩點也是我起始點。使我愛上這包容我一切的新竹。 

 

    然而在科技、交通便利的時代，迫使許多傳統文化沒落，即使是深山裡、

郊區，依舊能看到便利超商的逐跡，由於選擇性多元、功能性多，導致許多

雜貨店消逝，因此當我看到「新竹市舊街區傳統產業特色研究」時，我想透

過了解身在科技發達、改革快速的新竹老店，是如何去面對世代更替、如何

讓產業能走百年也屹立不搖。 

    雖然我所居住的地方，青壯人口外移、老年人口居多，且長輩們喜歡熟

悉的事物，因此老字號的店面、傳統產業，擁有老顧客的支。而新竹因科學

園區、人口移入率高，無論是生活機能、交通運輸，十分的方便，因此傳統

產業將會受到更多的壓力，今日的新竹可能是明日的雲林，因此我希望先藉

由了解新竹傳統產業，到如何去改變或是創新，來使的過去的傳統，也可以

在競爭力大的生活圈中存活下來，透過前車之鑑的學習，來減少更多傳統產

業商店、文化沒落，更多的是去賦予傳統產業新樣貌，同時注入新時代的創

新。 

 

 

二.獲得書籍啟發的章節內容 

1.「新復珍自知無法與新竹其他西點麵包店競爭，於是思考 新竹市舊街區

傳統產業特色研究自己的特色就是「老」與「漢餅」專長，負責人吳紘一將

其發揚光大，重新裝潢店面，改良竹塹餅，於是新復珍成為今日新竹糕餅業

的代表」 

    在西式麵包店如雨後春筍般開設，新復珍雖感受到諸多壓力，卻不會故

步自封，而是自省、勇於面對自己與他人的差異，重新去探討自身的優勢，

再藉由將創新與自我特色做結合，使的百年老店也能在新時代產業上站穩腳



步。新復珍的精神，不只是運用在商業上，也能運用在學業方面，透過了解

自身科目、興趣的優勢，在塊領域結合，便能使得自身的強項發揮淋漓盡致，

透過學習百年老的精神，使得我們也能夠突破困境，闖出自我的一片天。 

 

2.「現代社會連鎖超商隨處可見，卻缺少老店商家與顧客之間的親密互動。」 

    社會不斷進步、改變，使的每個人必須跟這快速的節奏，導致人們無法

仔細去體會、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在忙碌的環境中，快速便捷使的便利超商

為我們省下許多時間，它的便利性解決我們在生活中各種困擾。與此相反的，

老店家會很熱情的藉由談話來認識消費著，不只可以詳細訴說產品、也可以

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同時他們會記住顧客的名字、口味、喜好等等讓顧客感

到被重視，而不僅僅是一個購買者。雖然老店家雖沒有超商的多樣性、便利

性，但它讓消費者享受他應有的服務品質。 

 

三. 反思自己的論述或觀點 

    現在的新竹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交通路線、商圈林立等等的

發展，促使新竹變為一個十分繁榮的地方。對於初踏入新竹的我而言，處處

都十分的新奇，每逢假日回家鄉，我都會帶回新竹的特產，像是新復珍、彭

成珍餅舖、杏春中藥房等等的知名老店，與家人分享。而我朋友來找我時，

我也會優先帶他們逛老店，對於我而言，老字號的店，給我一種親近、熟悉

感，同時在逛老店面時可以感受古色古香的韻味，以及了解長輩們一路走來

的心路歷程故事。 

 

    藉由閱覽，新竹市舊街區傳統產業特色研究，使我更進一步地，去認識

新竹這些傳統產業的過程、所面臨的問題。隨然時常光顧，卻不知這些傳統

產業，並不如外表班光鮮亮麗，有些已經正準備在走路歷史。同時透過作者

的實地訪查、查閱文獻來分享新竹，讓我了解到許多老店的源頭，大部分都

是來自清代泉州，同時走過許多的重要時期，見證了台灣的崛起，像是日治

時代殖民政府的建設，光復初期的商業區等時期，老店們這一路走來，不只

看到相伴多年如家人一樣的老商家的改革與沒落，同時也參與新竹東區乘載

著地方歷史文化形成。 

 

    現在新竹舊街區對於地方產業有著特殊連結關係，當地店家也因舊街區

內的群聚環境、信仰文化、地方政策、交通要道等因素。即使誤事人非、物

換星移，也能在此處安身立命，將傳統文化之美與內涵傳遞給世人，直至今

日我們才能夠體會、了解前輩們的過往。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一處的發展往往與政策有很大因素，如今的新竹



能如此的蓬勃發展，歸咎於過去政府提議建設新竹科學園區，使的新竹現在

得以在高科技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同時新竹舊街區的發展，也受到日治時

期政府地方政策影響而改變，因在東門街興建新竹州廳、新竹樂館等。百年

老店，因當時新竹都市發展，因此至今屹立不搖。東門市場的設立，造成銀

樓產業興起，家庭主婦在買菜時也能順道購買金飾。中日戰爭時，藥材通常

是根據營業額採配給制度，有百分之九十五配給杏春藥房，杏春中藥房也因

此獲益許多，間接地才有今日的地位。 

 

    另外，在過去每年的過節時，信眾來參拜廟宇時，往往會購買新復珍「竹

塹餅」作供品，促成新復珍等糕餅店立足於新竹。同時我每到城隍爺廟、過

節前，也會外帶幾塊新復珍、彭成珍的餅回雲林，與家人、朋友一同品嘗。

每次品嘗新復珍時，都覺得它鹹餅十分的出色，既不油膩又能吃出餅的層次

及麥香、肉的鹹香、油蔥的香味，但卻不知道新復珍過去是在賣肉粽的。遠

近馳名的「竹塹餅」，是在因緣際會下，巧妙地將肉粽材料改良放進糕餅中，

而意外地滿足顧客們的味蕾。 

 

    新竹舊街區的傳統產業幾乎都是家族事業，由父祖輩開創，交棒給自家

人傳承。金珍源銀樓就是其中的範例，第三代負責人祖父從大陸遷移， 傳

承給李再興的父親，在傳承給李再興。泉香茶行自清代創建，皆由徐家人自

己經營，從不假手於外人。而新復珍商行有限公司也是其中的典範，新復珍

過去是由吳家人在城隍廟口創辦，以家族企業方式經營，許多家族成員都是

股東，一同參與新復珍的事業。 

 

    過度仰賴地方的傳統產業，使得當地發展將會間接地引響產業得存活。

例如當時北門街貿易繁華，進而有許多老店在此時成立。隨時代變遷、舊港

淤積、街區落沒等、生活型態改變，諸多因素導致老店的衰落。新竹市傳統

產業沒有因應策略，改變經營模式，來應付時代變遷，導致有許多走入歷史。

同時新竹傳統產業，大部分沒有使用社群網站的習慣，或沒有長時間經營社

群，來行銷，使的產品只能透過老顧客地推銷，來增加曝光度。 

 

    老店商也有助於保存當地的文化和歷史。他們常見是社區的一部分，有

些甚至傳承好幾代人。他們的存在，讓我們能夠，了解當地的歷史和傳統。

這對於保持文化多樣性和多元性非常重要。 

 

    我認為現代社會的連鎖超市提供了便利性，但我個人非常重視老店生意

的親密互動、獨特性和文化保存。我們應該珍惜這些老店生意，支持他們，

並保持與他們的聯繫，以保持我們的社區多樣性和繁榮。因為快速得步伐，

讓許多人失去生活熱情，而產生許多狹隘的生活態度，因此透過彼此的交流、



關心，來讓生活處處都有溫暖，處處都有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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