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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年輕人懷舊情緒探討與應用──以懷舊旅館的設計為例 

 

摘要 

 

    懷舊(nostalgia)一詞原指因思鄉而產生的情緒，後指對過去美好事物的懷念。如今，

懷舊情緒已經成為了一個新潮流，雖然很多人不明白懷舊為何物，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都在生活之中使用到它。隨著世代變遷，世界的進步與發展太過急切，而人們在這場激

烈的時代動盪之下，逐漸失去了認同感與對土地的記憶。因此，人們懷念著過去，捕捉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懷舊碎片，產生了懷舊情緒。在本文中，筆者以過去的美好經驗和回

憶的過程兩大分類來講述懷舊的意義與價值：懷舊不應該只是一種流行，相反的，懷舊

的產生是對過去歷史的一個追溯與捕捉；在懷舊中，過去的美好以及回憶過程是最美

的，同時，這也讓懷舊成為了人們面對冷漠、尖銳的社會同時，一個溫暖的避風港。 

面對社會文化和資訊氾濫，首當其衝的便是正值身分建構階段的青少年。從文獻探

討中可以發現，青少年對於自我身分認同以及和社會間的關連性越來越感到迷惘，於

是，青少年在自我身份建構的過程中，會不自覺地尋找關於社會過去的生活經驗和文

物，試圖讓目前的身份與社會產生連結以及世代交替該有的特徵，並且在形塑過去文化

的過程當中，建構出自己對於土地的認同與價值。 

正因如此，眼尖的商人看到了這龐大的商機，懷舊行銷被廣泛的運用到各式商品，

例如服飾、食品、房屋、甚至是國內觀光行程……等，而懷舊產業便是將懷舊的概念匯

整成一項文化。在本文中，對於懷舊產業的定義專指人工、後天創造的一個懷舊氣氛濃

厚的環境，藉由視覺和情境的分為來塑造出人們的懷舊情懷；而和其他的懷舊行銷不同

的是，懷舊產業的行銷工作者多為對懷舊有一份熱情的人，因此，懷舊產業對於懷舊其

他方面的行銷有很大的不同。懷舊產業是由具有專業知識背景的懷舊工作者所設立的，

包括了對世代以及常民文化的研究，講究、經過考證的懷舊擺設形成了一個可依循的脈

絡──懷舊文化。由於懷舊工作者有知識背景，因此，當懷舊工作者在形塑一個世代的

文化的時候，會講求精確的考據以及交叉比對，避免落入類似大眾傳播媒體的單一性懷

舊意象。 

因此，本文藉由文獻探討、懷舊產業的研究，探討到底青少年的懷舊情緒為何？

另外，為了加強懷舊理論的應用並表達出筆者對於懷舊情懷的價值與熱情，本文以懷舊

旅館的設計為例，研究到底懷舊產業需要什麼樣的背景和條件，以及懷舊產業的未來發

展。懷舊旅館的設立包含了許多的因素，包括了室內設計、產業發展上的考量等，而懷

舊旅館可以經由室內設計與擺設，建構出懷舊文化。經由常民文物的整合和建構，懷舊

文化不再只是一個朦朧不清楚的概念。而懷舊旅館的設立計劃，有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

為筆者認為，日前懷舊產業的興盛靠的是單純的視覺上的記憶，而此種記憶方式流動性

大，影像記憶更新速度迅速，即使在懷舊產業中遊歷了一天，消費者對台灣的懷舊文化

依舊沒有一個清晰的概念。若欲將懷舊的種子撒種，則必讓消費者對於懷舊產生一個印

象，繼而瞭解到自己的懷舊情緒，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懷舊文化，期望台灣人在以過去作

為立足點的條件之下，遠眺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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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年輕人懷舊情緒探討與應用——以懷舊旅館的設計為例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的懷舊情緒一直是一個謎。 

 

雖然正屆燦爛的十七歲，但我所接觸的和喜歡的，不外乎是些老東西：民歌、邵

氏電影、中國強的學生鞋、劉興欽的漫畫、象頭牌肥皂、小碎花的桌布，甚至是菸酒公

賣局的鐵牌等等，諸如此類的老舊物件，總讓我愛不釋手。懷舊是近年來流行的名詞，

在希臘原文的辭意解釋中，懷舊指的是一種因思念而產生的悲痛情緒(杜宜芳，2002)，

而在<辭典>中對懷舊一詞亦有下列的描述：「懷舊，指的是念舊、思念如昔。」這種緬

懷過去，對逝去的時間和生活感到遺憾的情緒原不該屬於年輕人，然而，身為八年級的

筆者每當看到懷舊物件和場景時，總會感到懷念。現代社會的資訊爆炸和價值觀的改

變，讓人們疲於應付不停變換的生活型態，因此，過去美好的記憶成為一個永恆不變的

象徵，人們開始回想起過去那純樸簡單的生活，懷舊在社會中已經逐漸大眾化，成為人

人都有的情懷，也使的越來越多的懷舊意象出現在社會當中。順應這個趨勢，近幾年來

台灣消費市場出現許多以懷舊為主題的商品，希望能藉此概念來引起消費者的注意。目

前，懷舊意識遍及媒體、藝術與商業活動，不論是消費動機或是商品行銷的方式，也都

充斥著懷舊的情緒。懷舊商品的流行以及其對懷舊產業的影響，使得懷舊意識逐漸風行

並且深植人心，懷舊不再是熟齡世代1的專利，反而成了另一項年輕世代的流行趨勢。

在懷舊產業興盛的同時，筆者意欲將心中一直存在著的夢想──懷舊風旅館設計出來。

懷舊風的旅館試筆者對懷舊風和未來產業發展所做的一個臆測和展望，並且希望能藉一

懷舊風旅館的設計來表達自己對懷舊的想像和體會。懷舊在社會中儼然是一股不可抗拒

的潮流，然而，我們所認知的懷舊到底是什麼呢？年輕人的懷舊到底是什麼呢？ 

藉此研究，我欲找出這個問題的解答。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探討青少年的懷舊情緒，藉此研究來找到一個對於年輕人懷舊情緒的解

釋，進而幫助年輕人建構世代文化，讓青少年的自我認同與社會接軌，瞭解自己在社會

與歷史中的定位，而本研究亦藉由懷舊產業的探看來了解懷舊成為文化的過程以及消費

者消費懷舊產業的動機，並以懷舊旅館的設計實體表現出研究懷舊情緒之後的掌握和體

現。 

三、文獻探討 

                                                 
1
熟齡世代是近代社會一個新穎的名詞，代表了 45 歲以上的消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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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懷舊相關之論文是新穎而稀少的，因此，筆者整理出前人的研究成果，試圖拼湊

為數不多的文獻資料，以利研究進行。 

 

    懷舊一詞源自於希臘，而其涵義也從最早的思鄉病演變成為今日各式各樣的解釋。

在相關的文獻中，懷舊被定義成一種概念，用以說明對過去美好事物的嚮往(杜宜芳，

2003)；而其中包含了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正面的影響包括了對過去的理想以及追溯

過去美好經驗的動力，而負面則是包括了因為懷舊所產生的心理上的病狀。由於對懷舊

的定義和解釋影響了我們對懷舊情緒的分析、解讀和表達、使用的方式，因此，懷舊的

定義可以說是本研究之基礎架構。 

而懷舊在被定義了之後，可以藉由定義所歸結出的意涵來分析所謂的懷舊情緒。懷

舊的類型顯示了懷舊在生活中所代表的意義，藉由懷舊情緒的分析，我們能夠更精確的

描述懷舊情緒並歸納出懷舊對於不同年齡層的重要性和影響力，藉此發展出懷舊在各領

域中的應用，尤其是當懷舊被運用在商業行為上時，懷舊情緒的類型變的非常的重要：

懷舊的類型說明了不同的世代對於懷舊的定義，因此，以懷舊情緒培養作為特點的懷舊

產業必得適時調整，讓懷舊的概念應用得宜，創造商機，達到本研究為懷舊文化所賦予

的期望。 

本研究回顧了關於年輕人的懷舊行為和對懷舊的認知之相關研究，在文獻中，作者

提及，年輕人的懷舊情緒一直以來令人感到疑惑，因為懷舊一直以來被定義成是一種緬

懷過去美好生活的行為，和年輕人的時齡不符，因此，相關論文對這樣的懷疑做出了回

應，對年輕人的懷舊行為做出一番解釋，而年輕人的懷舊行為亦成了本文對於懷舊在商

業行為上應用的方向之一，藉此探討懷舊情緒在商業行銷上的特色和商機。 

此外，本文亦探討了和情境氛圍相關的文獻。法國社會學家 Baudrillard 在<<消費社

會>>一書中，提出消費氛圍的概念：銷售者創造了消費環境和氛圍，其中包含了景物以

及季節等，在擺飾、裝潢和空調上下功夫，讓消費者因五官對氛圍的嚮往和滿足而前往

購物。由此可知，消費氛圍的營造，足以帶動消費，將此理論實際運用，設計出一個具

有懷舊氛圍的旅館，可以證明懷舊旅館的情境設計和經營模式有深遠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採用文本分析，將搜集到的相關資訊做一個整理和分類，文本來源眾

多，有網路、報章雜誌、論文期刊、照片、書籍等，主要是藉由文本分析來輔助文獻稀

少的懷舊研究，目的在懷舊理論的建立，接著輔以實際訪談，訪談的對象設定為三位社

會人士2、一位學生，時間控制在約莫四十分鐘內，訪談內容是針對受訪者對懷舊的定

義和了解，以進行接下來的懷舊情緒比較。 

 

貳、正文 

                                                 
2 本研究所訪談之社會人士，以正職工作與否做為標準 



 5

 

第一章 懷舊的定義 

 

懷舊一詞─nostalgia 源自於希臘字根 notos─回到自己的家鄉與 algos─痛苦、悲傷、

受折磨的狀態(杜宜芳，2003)。而根據<國語辭典>中的解釋，懷舊，指的是「念舊、思

念如昔」。在<文選‧班固‧西都賦>中提到「願賓擄懷舊之蓄念，發思古之幽情」，由此

可見，懷舊在中文的定義中也可以說是一種時間上的追逝和緬懷。無論如何，隨著時代

不同，過去所謂的懷舊定義已不再適用現代人的懷舊情結。 

關於懷舊的研究首先在 1688 年由瑞士的軍醫 Hofer 所提出，當時對懷舊情緒的定義

是：因為戰爭與思鄉所引發的生理病症(Davis，1979)。適逢戰爭，許多士兵流離在外不

得歸鄉，因此，懷舊情緒便在軍營中迅速蔓延。看著家鄉寄來的信，思鄉的悲傷和不能

預期明天的恐懼在士兵們的心裡留下了陰影，士兵們因而感到極度沮喪，無法進食，失

眠甚至士氣低迷而無法作戰。然而，由於當時醫學上對於懷舊情緒所產生的情緒疾病無

法提出解決的方法，只能用抗憂鬱的藥以及心理上的安慰來抒發。 

二十世紀之後，隨著心理學的進展，懷舊的探討逐漸從生理上的影響轉到了心理上

的根本病因。因此，懷舊情緒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就有了解決方法。心理醫生藉由研究

和實驗瞭解了懷舊對一個人的影響之深遠，而這項發現被運用在心理治療上；在實驗

中，實驗者藉由詮釋動作來解釋引發懷舊情緒的刺激物，而心理學家在此時便發現了懷

舊情緒對個人的價值。心理學家 Abbas(1997)認為，懷舊不是一種完全被動的行為，也

不是被過去的某個東西意外刺激的「無意記憶」。相反的，我們對於懷舊行為和它的影

響是自主的，也就是說，懷舊之所以被我們以「懷舊」二字稱之，是因為我們認知到，

懷舊是懷念過去的情緒，而這樣的認知動作，就是一個自主行為(李歡芳，2003)。懷舊

既然是一個自主行為，那麼，懷舊情緒便可以說是在人們的認知範圍裡形成的，也就是

說，懷舊的產生是一種被人們默許的行為。 

比心理學稍晚的社會學，則將懷舊情緒的研究方向偏向於懷舊與社會的連結以及懷

舊對身分建構的幫助。懷舊在社會中是一種串連時空的連結點，也就是藉由懷舊這項行

動，人們可以清楚的分化過去和現在，同時也將它們串接在一起。同時，它作為社會文

化建構的媒介，是由於它的廣泛性和能夠成為大眾相同回憶的特性。人們藉由懷舊，找

到相符的時空和同伴，就此形成了一個文化。在心理學和社會學在懷舊的研究中，懷舊

的定義分別導向了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的影響。正如我們所認知到的，懷舊在社會

科學中的角色是一個媒介而不是一個名詞。社會學家 Davis (1979)是第一位將懷舊概念

用在社會科學上的研究者，而由於他的研究，加上社會科學的產生與興盛，使得懷舊一

詞逐漸被劃分在社會科學領域之中。Davis 指出，懷舊不僅是對個人身分的一種建構，

同時它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認同：人們藉由懷舊去找到對過往生活經驗的共同點，以及

「我」之於此時空中的角色定位(Davis，1979)。 

而之後的 Baker 和 Kennedy 便提出了集體懷舊的概念。這個概念除了含括 Davis 的

解釋之外，提出了更精準的定義。集體懷舊指的是眾人歸結出自己的懷舊情緒，然後找

出和其他人相同的生活經驗和特徵，進而能夠歸納出過去年代的普遍定義，然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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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的社會身分感到疑惑的人，便可以在這樣的特徵比對之下建構自己原本模糊的社

會文化，形成一個具有相同特徵的文化(Baker, S.M. & Kennedy, P.F.，1994) 。綜觀上述

意見，懷舊在社會中的重要性不言而喻，尤其是在對社會文化的建構當中。透過懷舊，

人們學習到如何建構自己的社會文化。 

在原先的詞意解釋中，懷舊原本代表著不同的兩個面向：地理空間上的懷舊(即所

謂思鄉病)以及時間上的懷舊。但觀今日之勢，科技日新月異、交通技術進步神速，使

得空間上的懷舊情結不攻自破，因此，我認為，懷舊的定義可以說是縮小了範圍，專門

指稱因時間上的思念而產生懷舊的情緒(杜宜芳，2002)。在本文中，懷舊的定義乃指懷

念過去美好的回憶，這樣的行為之產生可以出自主動，亦可以是因為受到了懷舊情緒引

發物的刺激，因此，懷舊是雙向的情緒，除了自己主動引發之外，同時也會被環境中的

懷舊意象所影響。簡而言之，懷舊從最初的思鄉病一類的病症名詞，演變成今日的一種

情緒、一種行為模式、一個媒介甚至是一個抽象但被廣泛運用的概念，但懷舊最終也最

廣義的解釋是「緬懷過去的美好事物。」懷舊的本質實際上並未改變，但在發展過程中，

懷舊的定義受到歷史以及科學發展的影響，分支成兩個主軸，個人情緒和社會文化相互

影響，交織成如今我們看到的龐大複雜的懷舊體系，而今日藉由懷舊的商業應用行為，

便可以部份解釋出懷舊網絡的產生以及影響，對懷舊體系的重新融匯來說功用不小；而

懷舊在此時也逐漸變成一個專有名詞，不再是字面上相拆的意義，而是單有的名詞解

釋：「懷舊」，指的便是懷念過去的動作。懷舊的影響有大有小，小則使人產生淡淡的惆

悵感覺，大則讓一個社會因為懷舊文化而和過去接軌，而懷舊的意義在今日社會中顯而

易見：懷舊是一種感覺，無法形容但是非常的真切；懷舊表達出個人對過去的思念和嚮

往，卻同時揭示了這個社會令人失望的一面，雖然人總是懷舊，但懷舊是一種由於精神

層面在現代社會無法得到滿足才產生的情緒；因此，懷舊在這個社會中來說是絕對存在

而且永恆，但是同時懷舊也是這個社會幸福和滿足的指標3之一。 

 

藉由瞭解懷舊文化的解釋和定義，懷舊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將可以完整的被描述出來

以貫串全文，作為懷舊情緒探討的引言和懷舊旅館設計的理論架構。既然懷舊和我們的

關係如此密切，因此，在下個章節，我們將會將懷舊做分類和比較，藉以更清楚的定義

出所謂的「年輕人的懷舊」。 

 

第二章 懷舊情緒探查 

 

第一節 懷舊情緒分析 

 

    有關懷舊情緒的分析各家學說界有其獨到的見解，根據 Davis、Stern、Baker&Kennedy

等學派的研究，各家的說法綜合如下： 

最早將懷舊做一個分類的 Davis，將懷舊情緒分類為三個部分：簡單懷舊、反思懷

舊與詮釋懷舊。在 Davis 的研究中，懷舊是階段性的，它必照著一個既定模式在進行：

                                                 
3 在此，「指標」一詞是形容懷舊成為一個可供社會參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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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一開始人們所謂的懷舊情緒只是單純對於過去的美好時光感到懷念，認為過去的

生活經驗較好，但人們並未對於今日的生活方式產生強烈的負面情緒，而是因為經過了

比較，才有一種新不如舊的惋惜感。進階的反思懷舊則開始質疑引發懷舊情緒的物件與

主題，藉由回想與整合來達成記憶上的接軌，在這個階段中，人們看到懷舊物件時會去

質疑，到底這是不是屬於我的世代的物件？而在詮釋懷舊的階段中，人們已經瞭解了不

同世代懷舊情緒的不同，並且能夠跳脫自己的主觀意識型態，藉由懷舊意象以及文字來

描述出懷舊文化。因此，懷舊情緒在 Davis 的分類中可以找出一個規則，懷舊一旦被找

到它的規律性，那麼它對人的影響力便可以受到操控，而對於詮釋懷舊掌握得較精確的

人們，便開始將詮釋懷舊運用在各領域中，尤其是商業行為上的運用更是一例。藉由懷

舊情境的創造，商業行為上可以引發人們懷舊情緒的產生以及對懷舊的詮釋。因此，

Davis 的研究帶給人們一個規律性的模式以及懷舊的產生原因，而在產生原因被人們廣

為接受之後，懷舊開始被運用在世代文化的建構之上。 

稍後的 Stern 則是使用了「歷史懷舊」來描述人們的懷舊行為。所謂的歷史懷舊，

強調的是大時代下的文化在今日被呈現，但通常這個大時代並不是所有人都經歷過的。

在這個分類中，「過去」的範圍可追溯至個體出生前的年代，而歷史懷舊強調的是想像

力，它想像的是「歷史」的過去式。因此，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就有可能被解釋了：懷舊

所指稱的範圍被擴大到自己出生以前，是一個欽羨前人生活經驗的行為；由於在現實生

活之中，年輕人感到苦悶、在自我認同和身份建構上出現了一些障礙，因此，過去的時

間是被嚮往的。而懷舊之所以能夠承擔起解救認同危機的功能，是因為人曾經經歷過那

個和諧同一的年代，因此，當認同危機發生時，人們可以很輕易的依照過去的生活經驗

來判斷自己的身份。然而，相較之下，年輕人的生活經驗略顯不足，因此，他們必須藉

由前人的生活經驗來達成懷舊目的。（Stern，1992） 

隨著歷史懷舊說法的普及，較晚期的社會學家 Baker&Kennedy 開始發展關於模擬懷

舊和集體懷舊的研究。所謂的模擬懷舊是指對於過去間接或不曾經歷過的時光感到一種

回歸的渴望，這是因為過去的生活經驗在年輕人身上無法找到共鳴，因此，年輕人便可

以藉由模擬過去生活經驗或者是使用懷舊物件來懷舊。然而，為什麼有一種回歸的渴望

呢？正如之前所提到的，年輕人對自己的歷史以及世代文化充滿了疑惑，而這樣的疑惑

在現實生活中是沒有辦法得到解答的。因此，模擬式的懷舊成為了年輕人一個適時的解

決方式。年輕人不用真正參與過去的生活，而是藉由一種想像和模擬去塑造前人的生活

經驗。回憶的媒介通常是從過去到現在一直流傳下來的東西，例如古董與收藏；在這些

懷舊的古董身上，年輕人的懷舊情緒賦予物品一個象徵的意義。而在本文第一節中所提

及的集體懷舊則是藉由一種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懷舊意象去闡明一個時代的懷舊，因

此，其他對自己的社會身分感到疑惑的人，便可以在這樣的特徵比對之下建構自己原本

模糊的社會文化。(Baker&Kennedy，1994) 

現代社會的斷裂是多方面的，但構成一切斷裂的宏大基礎則是傳統在現代社會的迅

疾消逝，或者更恰當的說，並非人類整體歷史的突然中斷，而是傳統的精神理念、價值

規則、思維途徑，甚至包括了傳統的實在事務在本質上的轉換和隱退。然而，傳統正是

給予我們根本方向感和普遍有效的承諾的來源，現在，傳統已然失落，方向感和承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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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讓我們產生所謂認同的焦慮，就會不知到我們從哪裡來、位於何處、我們是誰以

及我們將要向哪裡去，我們將對所有有助於自我定位的東西感到無從把握。因此，懷舊

的必要性便在此彰顯：我們和傳統的脫節使的我們缺乏方向感和歸屬，因此藉由對過去

的追溯，可以再次尋回當初的感覺(周平，2007)。懷舊情緒可以區分為以下兩者：懷念

過去以及回憶的過程。懷念過去的原因是藉由比較，人們發現到過去是較為美好的；過

去社會較為單純，並且有許多的事物在現代回望時便顯得明確起來，可以避免不確定

感，在這樣變動的社會之中，人們害怕抉擇後的未知感覺和不確定性，因此，過去的事

物可以提供一個可信賴的承諾。而這也就是周平所提及的「根本方向感和普遍有效的承

諾」。另外，懷舊所提供的另一項承諾是立足點的提供。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容易迷失

方向，但懷舊所提供的是一部龐大歷史的懷抱；在龐大歷史的建構之下，人們可以放心

的相信歷史是明確而可以信任的，人們便無後顧之憂的走向進步之途，若迷失了方向，

還有背後龐大歷史的支持。而懷舊同時也是一種對先民智慧的嚮往。在現代科技帶來了

許多的負面影響之後，人們開始省思到底科技是什麼，而對科技和工業文明的失望也在

此時被投注到先民智慧中，因此，許多像是手工品、老式的器具等都勝過了現代科技，

重建了人們對生活的信心。另外，懷舊另一個產生的原因則是因為回憶的過程是美好

的：在社會文化快速變動的同時，人們藉由懷舊珍藏稍縱即逝的事物，並且在懷舊的過

程中產生一種歸屬和認同感；藉由歷史的探看，人們可以找到和其他人共同的特徵，進

而證明自己屬於這個社會；同時，懷舊過程之所以美好，亦是因為分享的快樂：父母跟

小孩描述他們的童年生活時，會對自己的過去經驗感到驕傲。然而，過去並不全然都是

美好的生活經驗，但與現在的不順遂生活對比，年代久遠的生活經驗依稀是美好的。懷

舊最重要的意義，是回首來時路。人們懷舊的最大動機，其實是希望找回逝去的感動，

以填補心靈的空虛。(曹書榮，2003)然而，年輕人的懷舊情緒之產生並非全然只有上述

原因。在年輕人的心中，懷舊是一種流行，同時也是對過去美好年代的一種嚮往。年輕

人想要逃離這個社會，而過去正好成為一個不一樣的選擇。事實上，人們知道過去是無

法重來的，這也加深了懷舊的美麗。 

綜觀以上，可以發現懷舊隨著時代的演變，已經逐漸大眾化、社會化，在每個人心

中都產生了或多或少的影響。懷舊情緒可以被分成幾種截然不同的類型，有的是個人心

理上的懷舊，有的則被歸類在集體懷舊。個人的懷舊情緒是心理上的比較所產生的結

果，而集體懷舊則包含了較多因素，例如社會現象動亂、認同上的迷惘、人為操縱以及

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等。時至今日，懷舊已經不只是一個人的事，反而是在大時代、大

世界當中，因著許多因素而形成了一個容易培養懷舊情緒的環境，藉以讓社會中的人同

時產生有相同元素的懷舊情緒而能夠聚匯成一個所謂的「世代」4。 

 

第二節 不同世代的懷舊情緒比較 

 

在本文中主要探討年輕人的懷舊行為和情緒，但是，不同世代的階層其懷舊特色亦

有所不同。生活在一個資訊快速變動、社會文化日新月異的時期，現代文化的轉型導致

                                                 
4 本章中世代指稱一個年齡階層，通常以十年作為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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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現代社會的大變動和現代人的生存危機，特別是對個人身份和集體同一性5的認同危

機。懷舊是現代人解決認同危機最普遍也最切身的途徑。，年輕人的而對中年人(45~55

歲)6而言，懷舊是一種為解決社會資訊混亂所造成的認同感薄弱危機而出現的情緒；中

年人的懷舊情緒是符合 Davis 的階段規律的：懷舊情緒出自於對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感

到懷念，而開始藉由各項懷舊行為來重建過去的年代。由於中年人曾經歷過過往年代，

因此，中年人可以經由比較和詮釋自己的懷舊情緒來解決因社會文化的混亂轉變而影響

的社會文化認同。也就是說，中年人可以藉由懷舊行為來達到重構歷史目的(趙靜蓉，

2007)。 

中年人的懷舊情緒在時代的變遷下醞釀，造成了模糊的文化認同，或者也可以這麼

形容：中年人的懷舊情緒是一種歷史的見證。由於時代變遷，所以懷舊；由於現代社會

文化混亂混淆，所以懷舊；懷舊對於中年人來說，是一種重新整理過去、對自己的世代

文化作一個表達和回溯的工具，因此，懷舊情緒對中年人來說似乎較為理所當然(曹書

榮，2003)。 

年輕人所謂的懷舊，是指一種對於過去個人生活經驗的回憶，也可以說，年輕人是

有自己的懷舊情緒的。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大致分成二類：（1）對任何「過去」年代的懷

念（2）對媽媽和家鄉的記憶(杜宜芳，2003)。筆者認為，年輕人的懷舊情緒是一種概略

性的懷舊，雖然心中有懷舊的感覺和情緒，但並不能真正去描述出產生懷舊的物件或事

件，而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亦得出和杜宜芳相似的見解。年輕人的懷舊情緒產生原因

複雜，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表示，懷舊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社會不能夠再帶給他們幸福

的感覺（詳見附錄）。在下文中所探討的年輕人的懷舊情緒，是因為社會中的懷舊意象

不明確而產生懷疑，但懷舊情緒的產生和存在，於年輕人來說是不容質疑的。 

以年輕人(12~24 歲)7而言，在這樣一個認同觀念混淆8的社會當中，年輕人不比中年

人有過去的生活經驗可以詮釋出所謂的世代文化9，因此，年輕人會對自己的文化產生

疑惑。當社會隨著中年人懷舊情緒起舞，開始大量提及懷舊意象和懷舊應用時，年輕人

會對這樣的趨勢感到好奇；當媒體、商業行為等影響力甚劇的領域對懷舊文化提供了許

多的概念和意象給中年人的同時，同時間亦接收龐大懷舊資訊的年輕人會開始試圖藉由

懷舊行為來達成認同及身份建構，也就是說，年輕人對於中年人藉由懷舊情緒達成文化

認同的穩定一事感到羨慕(曹書榮，2003)；然而，媒體、商業行為等方面的懷舊意象並

未嚴格的標示出一個世代時間性，所以毫無過去生活經驗的年輕人在懷舊行為之中，無

法明確的定義懷舊意象的時間性，也就是說，懷舊對於年輕人說，全部都指著「過去的

時間」。年輕人無法分辨到底哪一種事物是屬於哪一個年代，也無法瞭解到底懷舊對於

                                                 
5
 集體同一性，英文為 identity，最初由德國心理學家 Erickson. E 所提出，而在社會中，「集體同一性」被譯為「認同」或「身分」。 

6
 本研究之中年人口指的是民國 41~59 年出生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戰後嬰兒潮。在此之中又可分類成四年級生和五年級生。四年

級為戰後嬰兒潮前期，正值越戰結束，因此，童年時期家庭環境較為辛苦；而五年級生是戰後嬰兒潮的後期，當時國民政府開始

發展經濟，推行新經濟政策，使經濟呈現正成長趨勢，而此時民眾的生活水準亦大幅提升，因此，五年級生的童年時期較四年級

生是幸福的。 
7
由於台灣政府對年輕人的年齡界定尚無明確的相關法規，因此本研究之年輕人口定義是採用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青輔會在民國

86 年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年輕人狀況調查報告(十二歲至二十四歲民間人口)>為主。 
8
本文所指的認同，是指人們對歷史的不確定性和混淆而產生的失落、沮喪感覺，也就是說，歷史並不能很明確的被定義，因此，

人們對歷史沒有信心，但歷史是一個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人們感到沮喪。本文的認同混淆以「歷史的不確定性」為定義。 
9 

文化的定義花八門，最簡潔也最備廣泛認可的定義是：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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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產生的影響；年輕人在看自己的懷舊情緒和文化的同時，可以說是完全依據著中年

人的懷舊行為模式走，並沒有屬於年輕人自己特有的模式。因此，社會會認為年輕人的

懷舊情緒是一種意象10，事實上，我認為，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在社會眼中是一項不明確

的模仿。由此可見，由於社會文化的改變，使得年輕人對於社會文化的認同和瞭解不足，

而因此對自我認同感到迷惘、產生混淆和不確定的感覺，因此，懷舊行為便在此出現。 

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和中年人最大的不同，在於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和誘發物多從歷史

中而不是過去生活經驗中得來，也就是說，懷舊情緒的產生原因大為不同。同樣的一張

照片，中年人可能會回憶起自己的童年時期，進而引發懷舊情緒，但年輕人的懷舊情緒

則會在腦中尋找關於此記憶的片段，而這個片段不一定從生活經驗中所萃取。因此，年

輕人的懷舊情緒比中年人更有可能被操弄，而年輕人也較容易受到廣告、媒體等影響，

模擬出自己未曾經歷過的懷舊情境。因此，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可以被歸類為詮釋懷舊、

歷史懷舊、模擬懷舊、集體懷舊；而中年人的懷舊則可以被歸類到詮釋懷舊、歷史懷舊、

真實懷舊、集體懷舊。在這裡，中年人的懷舊情緒被用作為是對照組，而年輕人的懷舊

情緒則是本研究欲分析對象。 

藉由懷舊情緒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可以描述出年輕人和中年人懷舊情緒的不同，而

這樣的差異在應用上也會有不同的影響。例如，在懷舊行銷方面，中年人和年輕人對懷

舊的看法不同，而銷售者所因應的行銷手法和內容也會有所差異。而懷舊之所以可以被

應用，和懷舊情緒經由集體懷舊的過程而變成一種集體意識有關。懷舊一旦形成一種集

體意識，就有商業上利用的價值，而掌握了年輕人的懷舊情緒之後，銷售者亦能在媒體、

消費環境的建立方面更貼切的描述年輕人自有的懷舊情緒，藉以產生共鳴、創造商機。

因此，在下一章中，筆者將探討關於懷舊的應用以及懷舊產業的情況，藉以了解懷舊情

緒的效用以及懷舊產業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第三章 懷舊面面觀 

 

第一節 懷舊的應用 

 

懷舊不只是一種情緒，更有應用的價值。懷舊的諸多應用中，共同的特色便是懷舊

與人接觸，從而影響到懷舊情緒。 

 

一、心理治療：懷舊情緒在心理學中被用於治療老人癡呆症，主要的使用方法是藉由創

造一個懷舊環境或者是透過影像、物件等，讓受治療者在接觸這些刺激物的過程中

能夠產生懷舊情緒，進而回想起以往的記憶以延緩老人癡呆症的惡化；比起其他的

治療方法，懷舊治療讓病患及時回想起他逝去的回憶，也讓他在治療過程中能夠和

緩的完成療程，而這樣的神經刺激活動亦有助於腦內神經元活化，因此，此療法在

實驗上獲得了醫療的可行性的之後，迅速普及於心理醫學的臨床治療之中。(李歡

芳，2003) 

                                                 
10

此「意象」是指一種象徵，可以形容一個文化層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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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創作：懷舊另外一種常見的應用，則是藝術創作。創作者將懷舊視為一種概念，

並在藝術作品中表達出來。作者將懷舊這個元素加入到創作裡時，和自己對懷舊的

認知和定義有很大的關係。創作中的懷舊概念是藝術家個人的主觀意識，而藝術作

品的解讀亦多半主觀、沒有既定的範例和規則可以依循，主要的依判標準在於作品

的感染力。懷舊創作是否成功，視觀者在欣賞作品時，產生的懷舊情緒和對創作者

想要表達的懷舊概念是否相應。而許多創作者將懷舊的元素添加在創作當中，對於

現代藝術有很大的突破。現代藝術增添了懷舊的古味，使得藝術變成了具有融合新

與舊之間衝突的重要部份。 

 

三、行銷創意：所謂懷舊行銷創意，在此處指的是非正式亦非主要的將懷舊概念運用在

行銷當中。懷舊情緒應用在行銷方面時，常常擷取一小段懷舊元素添加，雖是非正

式的懷舊應用，但這樣的效果有錦上添花之妙。通常，這種應用方式常見於許多的

民生必需當中，例如，打著懷舊名號的小吃、復古服飾，零食飲料等，增加了商品

的特殊性和記憶性11，讓消費者看到的時候會會心一笑，從而增加對該商品的好印

象。另外一項行銷創意，則是懷舊產品。在本文中，懷舊產品特別提出和懷舊體驗

一同討論，懷舊產品的定義為以懷舊概念為主題，藉由懷舊意象的主題式行銷和大

量使用來銷售商品。懷舊產品部分在本章第三節當中會加以分析，因此在此不另述。 

 

四、廣告創意：在懷舊網站的設計上，最容易看到懷舊情緒的應用，在網路上，各式文

案被製作成網站，讓懷舊相關資訊在網路上可以很容易就被搜尋，並且，網路是一

種互動式媒體工具，因此，在懷舊網站的瀏覽過程中可能會改變使用者懷舊的詮釋

方法和情懷；然而，網路的使用人口不較電視媒體普及，接觸懷舊網站的過程較為

複雜且懷舊網站的搜尋偏向主動導向，因此，懷舊網站並不能達到和大眾媒體、廣

告一樣的效果。 

        在媒體12中懷舊情緒的應用則不然。藉由人為13的操控，懷舊不再是一個自主性

的行為。而懷舊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人為操控的概念，是因為媒體擅長影像記憶；

所謂影像記憶，是藉由影像的幫助來產生一個情境或記憶一件事物。然而，由於影

像可以憑空捏造或想像，因此記憶便不再只是受限於自己的切身經驗，也就是說，

我們腦海中對於懷舊的記憶，可能是來自於我們曾經見過的影像，而不一定是我們

親身經歷過的生活經驗，而這便是年輕人產生懷舊行為的原因(曹書榮，2003)。由

於現今大眾媒體普及且大力播送懷舊意象，讓年輕人對於自身過去的歷史感到好

奇，但生活中所學到的對懷舊的印象多為媒體所建構的，因此，年輕人很容易就把

這些懷舊意象當成是自己的世代文化。現今懷舊產業興盛，懷舊意象在各年齡層間

傳遞，而其中懷舊產業之所以蔚為風潮，和廣告、媒體不無關係。由於廣告影像的

催進，廣告業者不費吹灰之力就能喚起消費者身上的懷舊情緒，消費者便在此時因

                                                 
11

所謂記憶性，指的是讓消費者對該商品具有良好深刻的印象，藉以增加買氣。 
12

本文中之媒體指一切經由平面或是影像等媒介，具有宣傳效果之工具。 
13

在此所指的人為，是由於媒體是一種強迫式視聽，只要有聲音、影像，除非關上電視，否則人體會自動接收視覺和聽覺上的資訊。 



 12

這樣的懷舊情愫而增加了對該商品的購買數量。廣告業者希望能夠藉由強烈的懷舊

意象，讓這個產品在觀眾產生懷舊情緒的同時也能深植在心中。因此，懷舊意象在

廣告中的運用變得重要，而懷舊意象的選擇必須強烈、直接、具有象徵性。正因如

此，懷舊意象在大眾傳播媒體上被定義在民國五十年代是有跡可循的。由於民國五

十年代和現代的生活經驗呈現相差甚遠，因此，懷舊意象可以很明確地被定義。 

 

由此可知，懷舊情緒被運用在許多領域，其中，懷舊行銷的出現，更是讓懷舊成為

一種流行、風潮；懷舊情緒結合了媒體和行銷之後，讓更多的消費者察覺到懷舊情緒的

功能以及建構文化的力量，因此，懷舊行銷可以說是現代懷舊文化的表達方式和推廣媒

介。懷舊行銷的出現，連帶的也使得懷舊行銷有了更深度的應用。懷舊產業在現今社會

中可以說是一項新興產業，由於懷舊產業的出現，使得懷舊一詞在社會中廣泛的被提

起，或許也可以說，懷舊產業的深度應用讓懷舊的應用層面變得更為廣泛了。 

 

第二節 懷舊產業的沿革 

 

懷舊產業的誕生和這個時代的認同混淆有很深切的關係，原本懷舊產業是針對中年

人而形成的，然而演變至今，懷舊產業成為了年輕人追求流行的場合。一開始，懷舊產

業的主要消費對象設定在 40～50 歲之間，這是由於台灣民國五十年代出生的小孩現在

多屬這個年齡層，並且在時代的進步與變遷之下開始認同或世代文化建構；這個年代

起，臺灣和外國文化廣量接觸，並且在工業化的影響下，人們的生活水平亦逐漸提升，

因此，這個年代對許多人來說是較現在美好的；正因如此，當現代社會文化令人失望之

後，許多五年級生開始從民國五零年代意象出發，逐漸發展成一套從歷史中擷取建構的

文化簡史。「懷舊是和年齡有關的。懷舊產業之所以興起，有一原因是因為一九六零年

代的小孩如今已成為四十多歲的成年人，有相當的生活水準，於是便有餘暇懷念起過去

單純美好的童年。其中就肯定有人是有這種懷舊情結的，喜歡小時侯的東西，懷念那曾

經令人魂牽夢繞的往事……而這就構成了市場，有需求就有滿足者，所以這個懷舊產業

也就應運而生了。」懷舊網站“八十年代＂店主韓洋如此說道。（中國百姓創業網，

2006/11/10）懷舊產業的興起和需求息息相關。正如同韓洋所言，社會上一定有人心存

著或多或少的懷舊情緒，不管它是激烈、主動建構自己懷舊情結的，還是非常普通的，

只有在生活中被提醒到的時候產生懷舊情緒的人，都會有對懷舊的嚮往與想像。而這就

形成了需求，而需求和供給合起來就成了市場。特別的是，懷舊產業的市場是無限的，

在時間維度上來講，懷舊產業的不可限量正是在於時間軸的推衍(趙靜蓉，2007)。根據

本文第二章提到，懷舊文化之所以形成和個人懷舊情緒的形成是有關連的。然而，由於

中年人數度經歷認同危機，並且擁有過去的真實生活經驗，因此能夠和建構起屬於自己

世代的文化，雖說有許多中年人對懷舊文化所提供的懷舊情緒培養感到好奇，但由於中

年人能夠自行解決懷舊認同上的危機，不需要特別經過懷舊產業或者是物件的幫助，因

此，懷舊產業便將注意力轉向新一代的消費世代身上。 

年輕人在面對懷舊情緒和文化建構的時候較無經驗，而懷舊產業的出現和風行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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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年輕人參考的對象，因此，懷舊產業開始創建一個適合年輕人的消費氛圍和環境，

藉以拉近和年輕人之間的距離，其中，懷舊產業結合媒體更是一個可以作為引例的現象。 

懷舊產業之所以蔚為風潮，和廣告、媒體不無關係。由於廣告影像的催進，廣告業者不

費吹灰之力就能喚起消費者身上的懷舊情緒，而消費者在此時便因這樣的懷舊情愫而增

加了對該商品的購買數量。廣告業者習於從歷史過往中獲取靈感，有時甚至不需仰賴真

切的失落就能在消費者身上喚起想像性的懷舊情愫。在臺灣，消費正是懷舊盛行的關鍵

之一：成長於經濟起飛時期的五、六年級較具消費、享樂與物質主義傾向，而這一波透

過媒介與行銷廣為傳佈的懷舊風潮，也常將此世代鎖定為目標市場並獲得廣大迴響。如

2003 年統一超商「喚醒最初的感動滋味」網路行銷，以五年級及體回憶與鄉愁為訴求，

吸引 200 萬人次上網，將懷舊袋裝零食的銷售量提高 46%，其後各大連鎖超商陸續跟進，

推出一波波的懷舊商品(李依倩，2006)。從廣告到懷舊體驗館，銷售者無非是在建立一

個氛圍，讓消費者因為懷舊情緒而產生消費關係。因此，懷舊產業之所以成為消費中的

流行，和消費氛圍的建構息息相關。懷舊產品，無論是懷舊商品或懷舊體驗，其實是銷

售者藉由影響消費者懷舊的情緒而產生的一項消費物品。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認為，消

費之所以成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銷售者對於消費環境的建立。比照今日，懷舊產業

的熱門和舊時建築的消失其實有很大的關係，而文化產業業者在這樣的狀況下保存並建

立一個懷舊的環境，的確能讓懷舊產業達到較好的行銷成果。 

    日前，懷舊產業已漸露頭角，成為新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環節。除了許多懷舊餐廳林

立、懷舊商品風行之外，亦有越來越多人加入了懷舊收藏的行列，和其他收藏家一同在

古老物件中挖寶。一般提到懷舊產業，一定會提到香蕉新樂園，而事實上，香蕉新樂園

可說是懷舊產業的先祖。從香蕉新樂園開始，陸續有多家懷舊餐廳在台灣各地開業，而

懷舊風潮也越來越盛行。香蕉新樂園是吳傳治先生在台中開的第一家懷舊餐廳，原本只

是因為個人興趣而展示出他龐大收藏品中的一小部分，沒想到卻引起廣大迴響，同年，

7-ELEVEN 亦推出「青春紀念冊」等懷舊商品行銷活動，將懷舊風潮一時炒得火熱，連

帶的也帶動了懷舊文化。創見之初，懷舊這個名詞尚稱新穎，並沒有相關的成功案例可

供參考，因此，許多懷舊商店可說是蓽路藍縷，從零開始，一步步靠著摸索來創業的。

當時，懷舊不僅是一個新穎的名詞，甚至被歸類為「老土、ＬＫＫ」等，懷舊文化中重

要的懷舊物件在此之前尚被當成是資源回收中心和收破銅爛鐵的常客，而懷舊文化工作

者和許多同好花費不貲，將具有時代意義的懷舊物件一件一件的購回收藏，除了豐富自

己的蒐藏品，同時也為台灣日後的懷舊風潮做了一個即時搶救的重要工作(台灣香蕉新

樂園網站)。而今，國人重視休閒娛樂，假日時多至風景名勝參觀探訪，觀光業於焉興

起；尤其是在現今知識化時代的影響下，國人的休閒娛樂更增加了教育性以及學習性，

許多地方文化便在此時蓬勃發展，例如鶯歌的手拉壞、地方博物館、文史館等等具有休

閒及教育意義的觀光景點，以及歷史悠久的老火車站、糖廠等，讓國人在休閒之餘不忘

關懷台灣的過去以及地方特有文化，培養知性與知識。懷舊產業的誕生，讓懷舊文化在

現代消費社會中有一個立足點，藉由懷舊行銷和媒體的結合，懷舊這個概念被廣泛的宣

傳，在現代人心底留下了淡淡的印象，一旦接觸到懷舊概念，便會產生懷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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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懷舊產業的類型 

 

    懷舊產業是近年來新產生的名詞，意指藉由懷舊意象和氣氛的營造來作為商業行銷

手法。懷舊產業販售的並不只是商品，還包括了販售一種情境，提供消費者視覺上甚至

是其他五官的刺激以使他們產生懷舊情緒。懷舊產業大致上可分為兩類：懷舊商品以及

懷舊體驗。為避免混淆，本文中所指懷舊產業意明懷舊體驗相關的產業，並以「懷舊產

業」一詞代表，而懷舊商品和懷舊體驗之概稱則為「懷舊產品」。  

 

(一)懷舊商品：欲談懷舊商品，首先就必須要釐清它的定義。懷舊商品指的是藉由懷舊

情緒的培養或懷舊元素的應用來銷售商品。而其中又細分為創意商品以及古早物件等兩

種。創意商品指的是作者將懷舊元素表現在創作中，並且製作出實體商品來販售。通常

懷舊元素成為一種點綴的概念或者是吸引注意的行銷手法，而懷舊元素和創意商品結合

時，較無法表達出懷舊濃度，因此，創意商品並不足以讓消費者產生懷舊情緒以找出自

我認同和身份建構上的解決方法。 

而另一種較常見的則是古早物件的收藏或創新。古早物件指的是過去時代中曾出現

的常民文物，範圍廣泛包括了家庭用品、食品和各式物件。古物商品的出現和懷舊文物

市場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從珍稀古董開始，懷舊文物市場逐漸擴及到常民文物和食

品，讓消費者能夠以便宜的價格擁有美好的過去記憶。這樣的常民物件讓懷舊文化降低

了門檻，達到人人都可參與文化保存和收藏的效果，形成一個簡易的文化保存工作(孫

立極，2004)。另外，懷舊商品除了將懷舊元素與創意結合之外，也將古早的物件和商

品再包裝做出現代行銷，例如 7-ELEVEN 於 2002 年推出的原味覺醒系列，將充滿回憶

的古早味餅乾包裝在現代技術中，並且藉由廣告、包裝和銷售活動來營造出懷舊氣氛，

藉此銷售古早味的商品。而百年老店的現代行銷亦是一例。百年老店將傳統滋味原原本

本的包裝在現代技術下，除了味道不變之外，更增加了老店的親切感和懷念感覺，而百

年老店這樣的推陳出新融合了過去與現在，讓該食品成為不僅是長輩、亦是年輕人的文

化象徵之一。懷舊商品的特色包含其明顯的懷舊意象與元素以及現代創意性和行銷手

法，兩者結合之後，懷舊商品成為購買懷舊氛圍的新方式，銷售者將時間和懷念的年代

表現在現代商品上，開創出和一般商品不同的市場。 

 

(二)懷舊體驗：懷舊產業的出現和地方文化產業的興盛息息相關，起初，在政策的推波

助瀾之下，地方文化結合休閒觀光，成為地方上著名的觀光勝地，而地方文化產業分為

兩類：自然生態方面和歷史文物方面，而歷史文化和觀光的結合，亦造成了地方文史和

懷舊產業的興起。懷舊產業便是在地方文史景點附近開始流行的，而其中最耳熟能詳的

便是在勝興火車站旁的「鐵路餐廳」，室內採用勝興火車站的老舊文物和老闆私藏懷舊

物件，營造出一股濃濃的懷舊風味，也讓鐵路餐廳成為拜訪勝興火車站時，另一處不可

錯過的景點(余雯親，2007)。諸如此類的懷舊產業隨著週休二日和地方文化產業的興起

而蔚為風潮，然而，地方文化產業畢竟受地理位置侷限，無法成為全民文化，因此，另

一類的懷舊產業興起，那就是「懷舊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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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體驗指的是在地方文化、歷史古蹟甚至是人為建造出的主題樂園等地方，體驗

懷舊氛圍。例如，在林家花園中，體會古時臺灣的舊建築、庭園和大戶人家之景；或者

是像台灣故事館等，專門販售臺灣民國五六十年代氣氛的主題館。而懷舊產業除了實物

之外，也包含了氣氛的營造，以此為賣點的懷舊餐廳焉然誕生。懷舊收藏家開始嘗試將

自己的收藏品擺設在懷舊風格餐廳中，不僅吸引了許多同好，更招來了許多想要一探究

竟的客人，而懷舊餐廳的主打當然少不了懷舊風味的餐點，藉由「古早味」、「懷舊風味」

等形容詞的渲染，懷舊餐廳真正販賣的其實是視覺以及味覺上的氣氛。藉由氛圍的創

造，消費者能夠更快速的投入懷舊情緒當中，也較能夠因為環境而回想起過去的記憶或

者是懷念的物品，懷舊體驗藉由視覺上的刺激，讓消費者產生較真實的懷舊感，因此，

懷舊體驗比懷舊產品更能夠和消費者產生共鳴。懷舊餐廳的興起，和現代社會的價值觀

之轉變不無關係，其中，懷舊餐廳藉由懷舊空間和擺設，讓消費者能夠在此沈澱情緒、

為現代混亂的價值觀找到一個出口。 

    簡而言之，懷舊產業的成功與否，是從懷舊行銷者角度出發，在主題選擇方面，懷

舊產業必須有效的表達創作者想要呈現給消費者的體驗，因此，懷舊產業的設計和經營

上必須有下列幾點考量： 

一、不要太複雜懷舊旅館中的說明文字或者是文案，必須用較為輕鬆有趣的方式呈現，

在勾起懷舊情緒的同時賦予他們更多簡單的趣味，讓一般消費者可以容易的去吸收

相關資訊，而非大量的文史資料；懷舊旅館的顧客多老少人口，因此，主題呈現時

可以使用較簡易的文字。 

二、歡樂的往事：就懷舊本質而言，不管過去是否真的美好，他們記憶中的過去是被美

化的，因此，在選擇懷舊主題時必須考慮是否具有帶給消費者歡樂的特質。也就是

說，懷舊旅館的主題呈現，最好採用能夠讓消費者產生美好回憶的物件和意象，例

如童年時的零食、玩具等，而非戰爭或是社會中的殘酷場面，讓消費者能在愉悅的

心情中回憶往事，也讓懷舊概念對他們而言，成為一個永恆的美好幸福象徵。 

三、重大的事件：創作中重大事件的呈現，是能夠最快引起消費者關於一個年代記憶的

共鳴。例如，在民國六十年代以降，台灣少棒紅遍全世界，也成為台人的驕傲之一，

若採用和少棒相關的懷舊意象，能夠較快讓消費者進入懷舊情緒的培養和營造。 

四、家鄉人情味：隨著社會變遷，人們的原鄉意識越來越薄弱，因此，在懷舊情緒的產

生過程中，富有家鄉味的商品和行銷方式最能產生懷舊情緒和對原鄉的記憶，進而

引起共鳴，突顯其價值。 

五、距離產生美感：對消費者而言，即將失去的美麗與距離的美感最能引發及美化其懷

舊情緒，若是採用消費者已熟知的懷舊意象，或者是現今正在經歷當中的社會特

徵，便無法引起消費者的興趣和懷舊感覺；相反的，若主題呈現出過於久遠的意象，

亦無法讓消費者產生共鳴。(杜宜芳，2002) 

 

第四節 懷舊產業舉隅──台灣故事館 

 

    位於台北車站對面的臺灣故事館自 2005 年 12 月開幕以來備受好評，藉由大規模再



 16

現台灣昔日街坊巷弄的場景，搭配懷舊古董的陳列，意圖再造 1960 年代的台灣常民生

活風景。而融合文物展示、遊樂體驗，及餐飲服務的定位，也讓這個主打「鄉愁牌」的

私營空間，在台灣的博物館圈顯得獨樹一格。近年來，台灣掀起一股懷舊風潮，舉凡老

照片、舊招牌、常民物件等令收藏家趨之若鶩。許多的老古董雖然蘊含歷史韻味，然而

抽離了歷史脈絡的老古董，其實只是昔日民眾生活的片斷，未必能完整呈現出人們過去

的生活全貌。有感於此，文物收藏家吳傳治興起了打造懷舊空間的想法。他創辦的「台

灣故事館」就像一個地底下的城鎮遺址，裡面有著柑仔店、電影院、理髮廳、中藥店、

冰果室、派出所等房舍，陳設他二十多年來所蒐集的各種珍奇古董。身為五年級生的館

長，將自己對懷舊的熱情和懷念佈置成臺灣故事館獨特而走在其中，參觀者彷彿身歷其

境感受到古早台灣的生活氛圍，而那些斑駁陳舊的老古董，也因此有了嶄新的生命。館

內陳設了許多的珍貴老古董和仿製的街道巷弄、常民文物，透過街道、建築和特別設計

的裝潢，台灣故事館建構出屬於五零年代的世代文化和意象。而為了將懷舊的氣氛達到

完美境界，館長在設計時，不容許忽略任何一個小細節，力圖重現當時的台灣。 

    前館長吳傳治先生表示，懷舊文化的推廣工作是必要的，他認為，在現代社會中，

由於價值觀的混淆和資訊爆炸的結果，懷舊必然盛行。臺灣故事館便是他個人的懷舊成

果，而藉由館長的美術細胞和熱情，臺灣故事館要帶給消費者一個文化氣息比商業性質

濃厚的私人博物館。這樣的構想在故事館開幕後得到了實現，許多的民眾前來遊玩之後

都覺得感動，因為故事館帶給他們的不僅僅是懷舊的體驗，更多的是一份對台灣過去歷

史的感動與懷念(楊倩蓉，2007)。對沒經歷過這段歷史的年輕人來說，多半是抱著驚奇

與探索的心態到此一遊，但對中年以上的參觀者而言，裡面的懷舊氛圍，儼然就是自己

年輕時光的重現。館內常見的場景，就是一群中年人熱烈興奮地藉著眼前舊景話當年，

也有不少觀眾會不斷重新造訪，只因為裡面的場景觸動了自己記憶深處的某些角落。

「舊」往往對處於新時代的都市人是另一層意義上的「新」(張世倫，2006)。懷舊的魅

力也許就在於此，即使人們理性上認識到過去的房屋不適於居住，過去的器物也不方便

使用，但卻依然令人感到萬分親切新鮮猶存。臺灣故事館藉由懷舊氛圍和常民文物展

示，讓消費者走進歷史，回溯過去的美好記憶，因此臺灣故事館可以說是在商業活動之

上建立起一個文化的扎根，讓臺灣的世代文化和歷史在故事館中完整的被呈現。 

台灣故事館藉由懷舊體驗和懷舊餐廳的結合，成為了一個真正的文化產業。故宮博

物院在 2001 年舉行地方博物館研討會，邀請了吳傳治的「台灣香蕉新樂園股份有限公

司」參與討論，因此，吳傳治先生將臺灣故事館作為研討會中的主題，詳加描述私人展

示空間之美。吳傳治先生在台中另有兩家店，原本只是做餐飲的懷舊空間，卻因為臺灣

故事館被肯定為具有文化上的重要價值，讓他大受鼓舞，也更加確定自己往後要將「懷

舊」當作一種事業來努力經營(台灣香蕉新樂園網站)。 

臺灣故事館的成功，讓懷舊產業文化走進了新的一頁，懷舊文化成為了一個主要展

示懷舊文化的空間，並且讓消費者在館中體驗懷舊帶給他們的感動。 

 

第四章 我的懷舊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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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文化的流行，讓許多產業都包裝了懷舊元素，欲藉由懷舊風潮吸引消費者注

意，例如，懷舊餐廳、懷舊風格服飾等，然而，光只是這樣的應用並不足夠建立起懷舊

情緒或者是文化認同的感覺，僅只有淡淡的懷念感。對這些產業來說，這樣的情緒足以

增加買氣、達到行銷宣傳的目的，然而，真正的世代文化之建立並不是這麼一回事。懷

舊情緒之培養必須藉由接收大量而具強烈象徵性的懷舊意象來達成，而在這些產業當中

並沒有這樣的特徵出現，因此，懷舊旅館之必要便是加長懷舊情境與人接觸的時間，藉

以喚起較深層的懷舊記憶，達到懷舊被深層記憶的效果。我認為，懷舊旅館之所以能夠

有這樣的影響力，除了是因為它的懷舊文化之外，更重要的是旅館和家庭生活之間的相

似。家庭生活可以包含到文化的諸多層面，包括常民文化或者是器物層面等等，因此，

我認為，以旅館形式作為懷舊文化的表現和懷舊產業的深層表達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此

外，我之所以選擇懷舊旅館也和現今的市場需求性有關，因為休閒產業的興盛，有特色

的產業類型較容易達成其商業目標。綜合以上兩個原因，我在此以懷舊旅館作為我對懷

舊情緒的體現。 

 

第一節 旅館設計  

一、大廳 

一走進懷舊旅館的大廳，就像是走進了民國五十年代，充滿回憶的月台。售票口的

小姐正在拿著輪盤電話，和入住的房客做確認服務。售票口上方釘著一塊火車時刻表，

仔細一看，內容已更改成房價和今日活動體驗。售票口旁有舊式的綠色木頭長椅，牆上

則掛了一只白色時鐘。穿越了大廳的月台之後，首先映入眼簾的便是一排排的房舍，也

就是懷舊旅館部份。 

之所以會有月台的構想，是希望消費者在穿越月台的同時也能有回到過去的感覺，

而月台更代表了不僅是時間上的，也是我對懷舊的原意，地理上的思鄉的一個表達。因

此，月台這樣的場景容易讓人回想起過去。 

 

二、房間內部 

房間位於各棟洋房的二三樓，要從建築物內的木造樓梯上樓。整棟洋房是採用英式

都鐸建築，洋房內部是各兩邊的獨立房戶，裡頭採用全木造建築，力圖呈現日治時期洋

房的精緻感。一走進房間，便可以看到房間內的木框大窗，窗簾是用小碎花的布剪成的，

下擺在縫上一圈蕾絲；房內有一張雙人床、一個木櫃、一套沙發、電視櫃和一張木桌，

木桌上擺著一瓶熱水瓶、一盞檯燈和一盤杯壺；房間的牆上掛著美女月曆，立式的電話

亦被掛在靠近門邊的牆上；木製的電視櫃是老舊的前開式，要使用時需將櫃前的扇門打

開。浴室內有一個檜木大浴桶和精緻的凸花紋陶瓷洗臉台，上面有藍色的花朵圖樣，馬

桶則是一般坐式。 

在房間內部較特別的設計是內部的電器和家具的「現代」比例。在之前曾經提到，

懷舊也可以利用做舊和利用現代化家具來呈現對比，因此，我認為，懷舊旅館的旅館房

間內部可以有一些現代感的器具，而我想要使用金屬冰冷感的家電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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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 體驗活動：懷舊旅館內當然少不了各式的體驗活動，包括了各類懷舊遊戲和

懷舊體驗。在懷舊旅館中，有十個不同的小遊戲：套圈圈、戳戳樂、射飛鏢、

彈珠臺、踩高蹺、跳房子、鞦韆、滾鐵環、抽抽看、扯鈴。 

 

第二節 經營計畫 

 

在上一章中，筆者整理了懷舊產業的相關商業考量因素，而懷舊旅館之氛圍營造，亦須

遵守上述的懷舊產業經營前提和考量，因此，懷舊旅館的經營模式有以下注意事項： 

 

一、情境塑造：就懷舊旅館的性質和市場區隔來說，視覺效果的使用是大量而必要的，

因此，視覺效果上的選擇和設計必須注意細節，力圖重現當時的台灣面貌；而藉由

懷舊物件的擺置，亦能夠幫助消費者找出一些以前的記憶物，讓消費者一眼就認出

那就是以前的東西，因此，懷舊旅館的室內擺放品和室內設計顯得重要了許多。懷

舊風格的室內設計必須設法引發消費者的回憶，讓回憶的過程中自動去美化與產品

的連結，所以，懷舊旅館的設計中，必須適時性的保留最真的元素，也就是說，懷

舊旅館的部分擺飾品，以真實的古老物件為佳，比之現代「做舊」手法下的產物，

真實的古老物件增添了許多不同的風味(汪京，2007)。然而，懷舊旅館的情境設計

也必須擅用對比呈現時代邊嵌的感覺，除了大量的懷舊意象之外，懷舊旅館也必須

有些現代的象徵，藉以在對比中呈現時代變遷的感覺，意指懷舊旅館的設計須適時

增添現代元素，以免時光錯置反而喪失了那份剛剛好的距離美感(杜宜芳，2003)。 

二、增加互動：透過遊戲的趣味性有助於加深消費者對於該商品的印象與興趣，參與的

趣味，因此，懷舊旅館在設計時，增加了體驗活動項目，期望藉由懷舊童玩、親子

體驗活動等項目來達成消費者的參與感和趣味性，以吸引顧客的第二次消費和對懷

舊旅館的印象，藉以讓懷舊旅館成為一個文化體驗產業，讓更多的消費者前來體驗。 

三、行銷策略：媒體報導對懷舊產業的重要性在上文中已加以闡述，而今懷舊旅館的推

廣宣傳，藉由媒體報導，更能達到其功效。另外則是懷舊旅館應避免太過商業化：

觀今日，消費者每天接受數以萬計的訊息刺激，已開始呈現一種疲乏的狀態，懷舊

商品對他們而言需要的是更深一層的感動，是質的提升而非量的增加，因此，懷舊

旅館的主要文宣和廣告，應以懷舊感動為主，藉以讓消費者看到和市場上眾多的旅

館較不同的風貌和特點以吸引消費者。 

 

因此，懷舊旅館之建立，除了內部陳設和其文化意義之外，亦需要參考商業相關之

因素，包括了地理條件、市場區隔、對象、價位、結合行程、行銷推廣等，已讓懷舊旅

館不至於因為理想過於膨脹而未顧及現實層面的成本考量： 

 

一、地理條件：由於懷舊旅館佔地廣闊，因此暫不考慮都市核心地區。目前考量地價以

及交通等因素，建議設置於都會區之邊陲地帶，交通既方便，地價又不至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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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是，懷舊是一種集體行為，若能結合社區意識凝聚，可以產生更多的懷舊

味道，若能夠發展成似社區總體營造的懷舊文化，亦能夠增加懷舊文化之價值。 

二、市場區隔：懷舊旅館和一般旅館不同之處在於懷舊旅館特別的室內佈置和擺設，而

這也是懷舊旅館的賣點之一。懷舊旅館的定位是休閒度假村式的旅館，結合自然生

態和風景，讓顧客在住宿的過程中，體會懷舊，尋找失去的感動。 

三、對象：懷舊旅館主要的顧客群是週休二日闔家出遊的旅客，因此，懷舊旅館必須具

備親子活動和體驗活動等，增加顧客的參與感。另外，懷舊旅館亦規劃了銀髮顧客

的特別區，包含三合院和眷村模式等設計，讓老人家能夠在入住的過程中重回過往

的美好時光。 

四、價位：懷舊旅館房間多為獨棟或者獨戶樓房，因此，在價位的考量上亦須斟酌。原

則上每一戶的出租費用是一個晚上八千，適合三到四人，而懷舊旅館將會視特殊情

況出租空間較大的房間，並且視人數酌收費用。 

五、結合行程：由於懷舊旅館僅是一個理想中的建案，目前並沒有實踐，因此，懷舊旅

館的地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懷舊旅館希望能結合週遭的懷舊情懷或者是地方文

化，配合地方文化的活動，以規畫出一趟懷舊之旅，因此，懷舊旅館的結合行程可

能是各地方文化和觀光景點不同而有所差別，在此不多做詳述。 

六、行銷推廣：在本文第三章中曾提及媒體的影響力，尤其是透過電視或是廣告等有圖

片影像的媒體，更會讓人聯想起過去的美好生活；因此，懷舊旅館在行銷宣傳上面

採用電視廣告和平面廣告的方式來呈現懷舊旅館的樣子和吸引人的特點，藉以增加

懷舊氣氛，達到宣傳功效。 

 

第五章 結語 

 

懷舊的影響有許多層面，綜觀上述可以得知，懷舊是一種生活概念，同時它也是一

種情緒；兩者最大的不同，在於懷舊的角色定位：生活概念是對社會的形容，而情緒則

是懷舊對個人情感的描述。懷舊情緒和生活概念交會之後，便成為一種文化。懷舊的過

程和過去的記憶是懷舊情緒中產生幸福感和歸屬感的兩大元素，而這樣緬懷過往的行為

是能夠幫助自己建立認同感的。因此，懷舊在應用上必要以此為前提，才能夠真正表達

出懷舊的意義和價值。 

年輕人的懷舊情緒雖然在目前看來仍許於較模糊的部分，但在本文的探討之下，筆

者認為，年輕人的懷舊情緒和中年人其實有志一同都是在緬懷過去，只是過去的生活經

驗是年輕所人缺乏的，因此，年輕人的懷舊在中年人眼中才會顯得比較不切實際而成為

一個流行。無論如何，年輕的懷舊情緒也應該被社會所接受，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懷

舊可以成為一個尋找歸屬感和認同感的過程，而歸屬感和認同感正是年輕人的成長過程

中所追求的，比起暴力等次文化的歸屬感，筆者認為，懷舊是一個恰當的方式。 

懷舊產業的目的和核心價值便是在表達懷舊對人們的意義，當懷舊產品恰好符合人

們心中對過去事物的渴望與懷想時，便會成為一個媒介。日前，諸如懷舊餐廳和體驗館

玲琅滿目，但懷舊的精神是什麼呢？在臺灣故事館中，我找到了；臺灣故事館在分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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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對土地的情感之下，建立出龐大的地底王國，讓懷舊文化實體化而且意象鮮明了起

來。像這樣的懷舊產業便是一種文化產業，將商業行為建立在文化之上更能夠突顯出懷

舊的精神和生活概念，而吳傳治先生是真正的回到了過去，回到了那個純樸美好，人心

善美的年代。 

懷舊不應該只是被拿來消費，相反的，懷舊的消費行為必須建立在對人文以及土地

的關懷之上，才能夠彰顯其價值。因此，藉由懷舊旅館的設計，我想要表達的是我對這

塊土地的感情和歸屬，雖然懷舊旅館只是我對於懷舊文化的一個小小構想，但我認為懷

舊旅館是有發展前途的；隨著時間消逝，前人的生活方式必須要有一個保存動作，而懷

舊旅館系統化的設計和整合能夠發揮這樣的功效。然而，筆者畢竟只是一位學生，在懷

舊旅館的設計和模擬經營時，有太多的困難處無法考量和解決，因此，懷舊旅館只可謂

是一個藍圖，離真正的實行仍有一大段路要努力。 

懷舊旅館是可行的，隨著社會越趨進步，懷舊體驗和生活經驗的重新體會是一個廣

大的商機，在人們對這個社會感到疲乏的時候，懷舊旅館可以成為一個避風港，讓想要

懷舊的人，想要逃避現實的人，想要釐清自己文化的人都可以在這邊感受到過去美好的

氣氛。但是，懷舊旅館的困難處亦千山萬疊，除了資金、市場考量或是建築上的知識貧

乏而造成的困難之外，室內設計要如何表達出對的情境氛圍、要如何推廣與行銷，在筆

者的貧乏知識下，都是筆者設計時所遇到的難題。所幸筆者仍年輕，對懷舊的感覺還只

是懵懵懂懂，在懷舊旅館設計的過程之中，我更能夠了解到懷舊真實的價值與意義，而

懷舊旅館的企劃也極有可能在未來的某一天被筆者或者是其他對懷舊、對土地有熱情的

人實現，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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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附件一、懷舊情緒分析表格 

簡單懷舊：  

 

單純的想要回歸過去的美好時光，認為過去的日子較現在

來的好。 

反思懷舊： 分析並質疑引發懷舊情緒的物件與主題。 

Davis(1979) 

 

詮釋懷舊： 跳脫自身的主觀意識，對懷舊做更深入的探究， 

包括懷舊的特質、來源、重要性……等。 

個人懷舊： 懷舊經驗呈現個人的過去。 Stern(1992) 

歷史懷舊： 將「過去」定義為個體出前的年代；歷史懷舊強調的是大

時代下的文化在今日被呈現，但通常這個大時代並不是所

有人都經歷過的。它強調的是想像力。 

真實懷舊： 強調懷舊刺激物的真實性，相似物只是一種替代品。 

模擬懷舊： 對於過去間接或不曾經歷過的時光感到一種回歸的渴望；

回憶的內容是過去的美好記憶，例如古董與收藏。懷舊的

情緒賦予物品象徵的意義。 

Baker& 

Kennedy 

(1994) 

集體懷舊： 指一群具有共同文化、生活經驗的人們因為擁有相似的記

憶、經驗，產生共同的懷舊情感。 

                                                     資料整理：金允凡 

附件二、訪談大綱 

懷舊的定義 1. 請問你對於「懷舊」一詞的印象是？ 

2. 你覺得懷舊兩個字的字面解釋？ 

3. 你覺得懷舊應該是什麼形式？ 

懷舊情緒的產生 4. 你認為懷舊在你的生活中扮演了什麼角色？ 

5. 你認為懷舊為什麼會產生？ 

6. 懷舊產生的時候會有什麼樣的感覺？ 

7. 你最印象深刻的小時候的東西是什麼呢？ 

8. 你最懷念的事物是？ 

9. 你會怎麼定義懷舊的年代呢？為什麼？ 

懷舊的應用 10. 你買過任何的懷舊產品嗎？ 

11. 你覺得懷舊行銷有達到它的目的嗎？ 

懷舊旅館 12. 你覺得如果有一個懷舊旅館，會是什麼樣子呢？ 

13. 你可以想像一下懷舊旅館的樣子然後描述出來嗎？ 

14. 你覺得我為什麼要設計這個旅館？ 

資料整理：金允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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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訪談資料整理 

1.受訪者資料 

編號 受訪者資料 時間、地點 

A 男性，23 歲，服務業 2/5/2008，54 分鐘，林口麥當勞 

B 男性，19 歲，學生 2/11/2008，67 分鐘，自宅 

C 女性，46 歲，金融業 3/17/2008，44 分鐘，自宅 

D 女性，40 歲，服務業 3/22/2008，53 分鐘，丹堤咖啡 

 表格製作：金允凡        

2.訪談內容整理： 

項目 內容 

懷舊的定義 甲、懷舊是一種回歸過去的行為，藉由懷念，可以保存記憶。（A、

D） 

乙、懷舊不分年齡，只要懷舊就可以懷舊。(A，C) 

丙、在懷舊的過程中可以產生幸福的感覺(B，C，D) 

年輕人的懷舊情緒 甲、年輕人懷舊的目的是因為這個世界太過混亂，希望可以藉

由過去的價值觀來反思自己的生活。(B，D) 

乙、懷舊的本意是為了要回歸過去，因此，年輕人可以藉由懷

舊緬懷過去的生活。(A、D) 

丙、年輕人的懷舊是一種追逐流行的表現。(B，C) 

懷舊的應用 甲、懷舊應用在生活中的例子很多，但大多是小小的裝飾，並

不是一個主題呈現(C) 

乙、懷舊的應用是一種操弄懷舊情緒的行為(A) 

丙、懷舊的廣告會讓人比較印象深刻，也會比較有認同感(A，

B，C，D) 

資料整理：金允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