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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隨著復古情懷的興起，台北著名的商業區流行了起古著、古飾和底片

相機等等。但其實還有一個更引人注意的文化或象徵，那就是雜貨店。

台灣的老雜貨店像是一座時光機器，帶我們穿梭過去與現在。這些小

店不僅是買賣日常用品的地方，更是社區文化和人際關係的重要據

點。它們見證了時代的變遷，同時也保留了那些珍貴的人情味。 

 

每當我走進一家老雜貨店，就能感受到一種溫暖和親切。店主與顧客

之間不僅僅是交易關係，更像是老朋友。他們會聊天、交換消息，甚

至在困難時互相幫助。這種人情味，在現代的大型連鎖超市中是難以

找到的。這些店鋪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多樣性和包容性。無論是城市

的繁華街道還是偏遠的鄉村小徑，雜貨店都能找到它們的位置。它們

提供的不僅僅是商品，更是一種社區的凝聚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老雜貨店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新的商業

模式和購物方式正在改變我們的消費習慣。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那

些曾經給予我們溫暖和便利的小店。它們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也是

我們集體回憶的一部分。 

 

我對這些老雜貨店充滿了敬意和感激。它們不僅是商業的遺產，更是

人際關係和社區精神的見證。在這個數位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更

應該珍惜這些簡單卻真實的人情和故事。這些老雜貨店提醒我們，即

使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些東西是永恆的—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和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