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街區存亡？大稻埕與老屋新生風潮 
 

〔專題記者 / 王家葳、李苡慧、張清揚〕 
 

近年來台灣掀起了一波老屋新生的風潮，在許多復古的街區、商圈都可以感受到這樣

的趨勢，同時也成為在網路上熱烈討論的特色景點。一走進大稻埕迪化街，就可以深

刻感受到其商貿繁榮的盛景，以及商圈的特點：有承載著歷史記憶的建築、散發著文

藝氣息的商家，並同時與大稻埕高潮迭起的歷史故事一脈相承。不過除了這些店家外，

大稻埕也同時出現與在地特色較無關的店家，引起部分店家及居民質疑這些店家有破

壞當地氛圍的可能性，將使大稻埕失去原有的特色。 
 

大稻埕發展 
 

事實上，大稻埕歷經兩次沒落。二次大戰後，大稻埕在日治時期及清領時期所建立的

貿易地位近乎被基隆港取代，使其貿易地位下降；更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台北橋重建

和高速公路通車，致使台北中心區位逐漸轉移，無形中也加速了大稻埕的沒落。 

 

從前的大稻埕充斥人潮的街景不復存在，剩下寥寥無幾的商家，以及少數老顧客還會

來消費。迪化街沒落使許多商家經營困難、被迫搬離大稻埕。1970年後，政府決定重

整大稻埕與曾經最繁華的迪化街，陸續實施都市更新相關計畫，例如：「迪化街道路

計畫寬度案」即是相關計畫之一。然而此計畫的實施，卻會將迪化街兩側文化意涵豐

富的歷史建物拆除，因此激起了大稻埕部分居民和商家的反彈。為了維護這片代表著

歷史的街區，許多居民團體紛紛發起「保存迪化街」的相關活動，試圖讓政府重視迪

化街的歷史文化。經過一番調查與討論，1988年台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將大稻埕擬定

為「特定專用區」，讓這片保存舊時代記憶的土地不被遺忘且能繼續傳承下去。 
 

新店家注入，活化街區 
 

有了政府補助等各項政策，至此之後，大稻埕走上了跟以往截然不同的道路，越來越

多業者看見了商圈的發展潛力，紛紛進駐大稻埕，吸引了許多嚮往老屋氛圍的客群，

讓此商圈的人潮流量增加，進而引起迪化商圈一連串的改變。隨著大稻埕蓬勃發展，

大量老屋新生店家也使大稻埕有了新的風貌。新店家透

過老屋內部翻修、加入新元素並凸顯老屋氛圍，將老屋

活化、再利用，讓老屋發揮更大的價值。這些店家所販

售的商品雖然不是大稻埕傳統商品：干（即南北貨）、

茶、布、藥等，但他們都試圖與當地文化做連結。 
 

Bookstore 1920s 販售之印有南街殷賑（郭雪湖繪製迪

化街的知名畫作）的帆布袋（拍攝/王家葳） 



老屋新生店家順著大稻埕的歷史脈絡發展，盡力保留建築的整體風格、結構，不做過

度現代化的裝設，僅透過維修、內部翻新使老屋得以繼續使用。陸寶企業旗下的複合

型老屋新生店家迪化半日負責人黃素真小姐說：「這棟建築就是我們最大的宣傳，前

來大稻埕的客人看到老屋空間，驚訝於隱藏在街屋中的天井及後花園，很多客人會再

找朋友來喝下午茶，用心經營的空間，很開心客人感受到了！」大稻埕的老建築特色

已成為店家最好的招牌，文化脈絡在大稻埕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代表了大稻埕的

形象，也是它最珍貴的資產。可以發現「文化傳承」四字已深深嵌入老屋新生店家主

要經營理念的範疇內。 

 

▲老屋新生店家迪化半日與其販售之陶藝品、茶葉 

（拍攝/張清揚） 
 

位於迪化街北段的稻舍創辦人葉守倫先生表示：「想要有一個軟性的改變，如人的改

變、型態的改變，希望把老房子的硬體部分保留，但是裡面的人或做的事情要有更新、

活絡的感覺。」稻舍米糧行原為碾米店，經改造成為餐廳後，保有米之核心特色，更

拓寬人流，使消費者前來用餐時，能感受老屋獨特氛圍，也能體會大稻埕傳統產業轉

型之美。此一做法融合了新與舊的元素，店家所在的老屋雖在氣氛、商品、經營方向

都有了明顯的用途改變，但仍不失大稻埕傳統層面上的意義。 

 

▲老屋新生餐廳稻舍與其特色餐點 

（左圖拍攝/張清揚、右圖來源/稻舍官網） 



為了瞭解消費者對於大稻埕商圈老屋新生風潮的認知，本報導針對大稻埕觀光客進行

一份問卷調查，於2020年03月14日下午2時至下午5時，以及2020年03月21日上午10時

至下午1時，共發放431放份。以下為問卷中數道題目： 

 

 

 

 

 

 

 

 

 

 

 

 
 

 

▲請問您知道大稻埕有許多老屋新生的店家嗎? 

（繪製/李苡慧） 

 

 

 

 

 

 

 

 

 

 

 

 

 

 

▲請問您有進去過「保留老建築本身，加以裝潢、融入新元素，創造出與在地

傳統店家不同的風格」的店家嗎？ 

（繪製/李苡慧） 

 



 

 

 

 

 

 

 

 

 

 

 

 
 

▲大稻埕的店家「最」吸引您的是甚麼？ 

（繪製/李苡慧） 

 

 

 

 

 

 

 

 

 

 

 

 

 
 

▲如果增加老屋新生的店家，會不會吸引您再次前來？ 

（繪製/李苡慧） 

 

從上述問題皆可體現，近年老屋新生風潮在大稻埕蔚為盛行，在觀光客眼中亦是一股

不容忽視的趨勢。數據顯示，測驗者中有80%的人知道「老屋新生」這樣的作法，可見

此種風潮之顯著。此外更有近九成的觀光客亦曾光顧過老屋新生店家，顯現這些店家

經營老屋的方式能夠抓住消費者目光。其中迪化街的店家最吸引您的特質中，有三成

民眾選擇具有大稻埕文化背景，同時添加新世代元素的老屋新生建築，比起單一店家

所販售的商品等項目更吸引大眾的目光。整體來說，老屋新生店家已成功深植民心，

除了以往的傳統產業，老屋新生也逐漸成為大眾對於大稻埕的印象之一。 

 



不具地域特色的店家，破壞街區氛圍？ 
 

雖然大多的新店家會依循在地的文化脈絡經營，不過仍有些許的新店家與當地風格不

符。如近日於迪化街開設分店的知名品牌「小樽手作咖啡」，雖所在地的立面外觀未

重新修建，但招牌與燈箱等現化設計與當地氣氛不甚相容，販賣的咖啡產品也與當地

產業較無關係。 

建築特色營造的成功，透過平面媒體的宣傳，再結合舉辦多樣性的活動效應下，逐步

提升大稻埕老屋新生曝光率，為此街區吸引愈來愈多觀光人潮。從原本經濟蕭條、近

乎沒落的大稻埕，到回歸人流的盛況，可證明大稻埕正循著改變的路前進，而此效果

也漸入佳境。當然在活化街區、進行改變的過程中，油然而生的新問題也等待解決。 

 

以大稻埕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說，這些店家並不具地域上特色，商品品項也沒有與大

稻埕有緊密連結。因此有部分人認為，這正是大稻埕的危機，這些店家的進駐可能破

壞整體街區的氛圍也使大稻埕的傳統風貌逐漸消逝。 

 

販售南北貨的金其昌商行在迪化街立足五十餘年，老闆歷經了迪化街的盛衰起伏。對

於近年當地商圈出現為數不少的咖啡廳，老闆認為這樣店家不但無助於大稻埕文化的

保存與振興，實際上對於整個經濟生態也沒有助益。 

 

 

 

 

 

▲左小樽手作咖啡迪化店外觀、右寅艸良舍外觀與迪化街不甚相容 

（拍攝/張清揚） 



 

 

 

 

 

 

 

 

 

 

 

 
 

▲金其昌商行老闆簡鴻春先生（拍攝/張清揚） 
 

當地居民李佩珊小姐更表示，近年出現各式各樣的新店家，使當地失去兒時的傳統風

貌，若店家販售些與大稻埕無連結的東西，當地居民基本上不會想光顧。但由於市場

自由競爭的原則，店家的進駐及其經營的方式是無人可管的。迪化半日負責人也表示：

「你沒辦法限制鄰居是誰，只要他能夠生存就是他的本事。商業理念是沒有辦法限制

別人，只能說我們如何在裡面能夠脫穎而出、繼續生存。」 

 

非老屋新生店家無法明確凸顯大稻埕的價值，縱使它也能吸引特定的消費客群，增加

在大稻埕中不同客群間的曝光率，但愈多這樣同性質、相似度高的新店家進駐大稻埕，

或許將使當地的文化傳統與歷史意義愈趨薄弱。 

 

「我覺得最核心的就是文化、故事，來這邊開店跟這裡的歷史、或是產品本身的故事，

是可以跟在地連結，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塊，可以藉由這些商品把在地的故事傳遞

出去。」稻舍創辦人葉守倫先生提到自己十分注重大稻埕的文化脈絡。利用建築物特

殊性宣傳的同時，若忽略產品與這個空間的歷史，此商品就會在大稻埕的文化氛圍中

略顯突兀，失去與地方的相關性。導致街區業者的種類和販賣品項變得多元卻混雜，

這會讓迪化街失去核心價值，成為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觀光區。 

 

民間公司及街區組織幫助中小企業深耕大稻埕 

 

自商圈的轉變後，部分老店決定搬離迪化街，將其店面租給新店家使用。種種因素使

大稻埕商圈的生態徹底改變：房租、店家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也有所不同了。當地

居民及商家成立街區組織來協助新舊店家之間的調合、在老屋經營上碰到的困境，這

些單位亦會舉行聯誼會等活動來促進店家們的交流。此外，也有民間公司幫助自己旗

下店家找到在迪化街商圈生存的方向，致力於街區的永續發展。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即是透過進行老屋承租、引導創業者創業等事項，來達成振興

大稻埕商圈的經濟與復興當地文化的目的。他們致力於大稻埕商圈的經濟振興和文化

復興，同時重視大稻埕歷史傳承脈絡與街區整體氣氛。 

「在承租老屋後會做規劃，輔導創業體進駐，我們很大一部分是在幫助這些創業體釐

清它跟大稻埕產業之間的脈絡和邏輯，幫助他們生存下去。公司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一般的孵化企業、大學中的育成中心比較沒有給這些團隊實戰的經驗和機會，所

以這些空間基本上都是商業空間，希望創業體可以直接開店，將商品和服務直接面對

市場，累積市場的回饋，進而修正商品及服務，屬於實戰性的創業輔導。」法務及執

行長秘書徐偉庭先生表示文化跟商業是一體的，並期望大稻埕的商業活動能跟在地文

化做連結，因此公司在審核創業者開店的規劃時，除了著重計畫的可行性外，最重要

的是能順利引導創業者熟悉大稻埕的文化背景，而營造出店面能融入大稻埕的風格。

若是缺少此一審核環節，新店家很可能未對大稻埕整體歷史文化脈絡做深入了解，而

使開設的店家與街區氣氛格格不入，最後可能導致其在大稻埕內難以生存。 

 
▲世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旗下老屋新生店家合藝埕與其販售之茶葉 

（拍攝/王家葳） 

 

除了民間主導企業，大稻埕街區藝術發展協會是為了推動地方再生、發展當地特色而

成立的組織。協會成立近四年，在成立前是一個城隍廟前的巷子內的非正式聯誼會，

成立正式組織後致力於讓迪化商圈共存共榮。他們認為，街區團體是一個互助組織，

有共同想法時會凝聚這些力量討論屬於該地區的公共性事務。希望大稻埕除了一些跟

傳統、在地商業比較有關的協會外，也能有導入創意、藝術方面，甚至是可以平衡這

邊發展的組織。 

 

他們會舉辦許多與街區有所連結的活動，主要分成「春、夏、秋、冬」四個大主題，

所有活動的脈絡皆盡可能的結合在地資源，期望讓更多族群透過不同面向認識大稻

埕，進而了解此地的產業脈絡。為實現其願景，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正研究整個

臺北市URS相關研究案，也因此接管URS127—知識客廳，利用該空間舉辦展覽等活動以



推廣大稻埕文化。此外，當新舊店家、協會會員之間發生衝突時，協會就會在其中擔

任軟性的溝通橋樑，一來是店家之間可能無法自己找到溝通的橋樑，二來是新舊店家

觀念不同，加上有些問題是無法以公部門的制式手段處理。因此，協會在店家之間的

溝通串連間，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協會接管的公共空間與其內部擺設之小型展覽 

（拍攝/張清揚） 

 

總幹事表示「許多年輕人想要進來開店，只因為他們很喜歡老房子的風格」老房子固

然是發展的一大優勢，但若是這些店家與在地達成一些共識，能更快的以適合的方法

與街區結合、融合。縱使不能限制進駐的店家，熟悉了在地脈絡、與在地店家、居民

也好溝通或認識，也能使他們比較有機會可以生存下來。租金問題的部分也是目前協

會正力解決的困境，畢竟任何一個地方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都會遇到房租上漲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的影響下，就更應該發展整個地區的背景特色，否則就不能與其他商圈做

出區隔。 

 

除了在當地單位協助下而生的老屋新生店家，政府也提出許多老屋相關的計畫，如

「老屋新生大獎」，創造得以延續其歷史脈絡、與周邊環境共生的新思維模式；「台

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又名URS計畫，全名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透

過民間人才與資產進入已開發地區，拓展都市再生效益；「大稻埕城市博物館」主張

把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與街區重新規劃，讓這個充滿歷史故事的街區，在融合創新元

素後不再只是的舊城。這些計畫的實行鼓勵民間對老舊建物進行再利用，大稻埕商圈

裡更有許多老屋、店家受惠於這些計畫，使得街區再次蓬勃。 

 

老屋新生創造商圈永續發展 

 

透過多次訪查，得出老屋新生與非老屋新生店家同時並存，雖可促進商圈多元發展，

但也可能造成商圈定位不清的現象，部分新店家逐漸脫離大稻埕文化脈絡，也可能會

使大稻埕商圈逐漸變為一般的無特色商圈，將導致整體商圈品質降低，以人潮消逝、



商圈沒落作為收場。所以，要成功復甦一舊社區其實不難，真正的問題是要如何使此

社區能永續發展。 

 

老屋新生店家雖然生存上碰上許多困難，但他們透過各自的努力，讓老舊的房子發展

更多可能性；既不失傳統街區的風貌，又讓街區增添的許多新風貌和活力。大稻埕名

聲提高之際，湧入的人潮愈來愈多，除了本國遊客，也吸引許多外國觀光客，更讓大

稻埕有了不一樣的詮釋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