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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展覽運用物件敘事手法之研究 

－以「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展示詮釋為例 

 
 

 

博物館展覽因科技進步與媒材運用日趨豐富，已朝多樣化發展，相關研究也有新的理論與思

維，新博物館學的展示詮釋，策展意圖的重要性被突顯，展示物件經過研究後重新排列串連

成流暢的敘事脈絡，讓物件在時空交錯下述說歷史並與記憶連結，深化觀眾對物件及展覽核

心理念的認知，並進而促進學習。 

博物館是一個交織融合各種學科領域及跨文化的場域，在當代社會扮演了文化傳譯的積極角

色，為探究如何透過展覽敘事促進觀眾認知、學習與獲得正向的博物館經驗，本研究將以

「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以下簡稱「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為案例，進

行展示文本及物件敘事手法分析。此展從產業發展的歷史切入，透過不同時期的腳踏車展件

及空間情境展示，呈現物件的歷史脈絡及背後蘊含的故事，詮釋方式從物件到故事、從有形

的文物到無形的生活記憶，演繹臺灣常民生活史的多種面向。期望經由探討博物館展示如何

透過「物件敘事」連結不同時代人們的情感及集體記憶，引發觀眾興趣及促進觀展成效，以

提供博物館展示設計及教育活動規劃之參考。 

 

研究方法與議題定位 

展覽不僅是由各種展示元素(物件/展品、文字、影像、聲音、說明牌、互動裝置、模型及語

音導覽等)構成的展示環境，亦須透過敘事手法詮釋主題及呈現物件的歷史脈絡及背後的故

事。敘事可說是一種說故事的展示手法，是對事件的特定處理，且是有時間序列的整理，其

涉及展示架構、腳本及故事中的事件。 

為瞭解博物館如何有效透過物件敘事及展示設計傳遞知識及訊息，述說文物的歷史意義、社

會脈絡及美學內涵，本研究以「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為研究案例，從展示設計構想、敘

事策略及詮釋手法切入，透過展示文本1分析、觀察法及深度訪談，調查分析博物館如何運

用物件敘事呈現腳踏車產業發展的脈絡、蘊含的故事及生活記憶，歸納分析以「物件敘事」

為策展發想之詮釋手法，以瞭解博物館如何透過物件敘事及展示設計的串聯架設溝通管道，

使觀眾瞭解物件的歷史脈絡，引發觀展興趣。 

另為深度紀錄早期人們使用腳踏車及三輪車的生活記憶、時代背景及產業發展的脈絡，本研

究訪談紀錄老師傅經營腳踏車店的生命史，並蒐集調查本館 2 件三輪車藏品(營業及自用三

輪車)的詮釋資料，以提供博物館藏品研究、展示設計之參考。 

 

研究案例展示設計構想 

                                                 
1
 文本非侷限於展覽文字本身，而是指綜合視覺與多重感官的體驗試圖與觀眾互動的言語性話語(張婉真，

20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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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變遷，腳踏車工藝與科技技術的演變，影響人們的生活與文化發展，也豐富了個

人與公共的歷史記憶，是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生活記憶的重要線索之一。為展現臺灣人記

憶中的老鐵馬故事及自行車2產業發展的歷史，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策劃「臺灣

民生與腳踏車特展」特展，透過腳踏車敘說 19 世紀末期以來臺灣人的日常生活與產業發展，

呈現腳踏車的產業脈絡、歷史意義及美學內涵，期望能連結不同時代人們的情感，喚醒民眾

對臺灣常民生活的記憶。  

要客觀反映社會大眾的不同觀點、反應在地聲音與記憶，博物館的研究、紀錄與詮釋就非常

重要(王舒俐，2015)。「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即是從腳踏車的歷史，深入瞭解民眾生活

與產業發展面向，及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象徵意義。本文將從展覽如何透過「物件」的展示

詮釋，呈現臺灣人與腳踏車在各時代的故事及發明軌跡，藉此讓觀眾探索腳踏車在臺灣百年

來的價值與意義。 

 展示架構及敘事手法定位 

腳踏車最初存在於人類想像的圖稿中，直到 19 世紀可騎乘上路的腳踏車終於問世，並於日

治時期引進來臺，經過百年來逐漸與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綜觀自行車產業發

展至今 70 餘年，不僅具有交通、謀生、運動與休閒等功能，也與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產業發展及環境等面向息息相關。 

主題式展覽為敘述歷史與生活記憶而進行文物、影像或聲音的展示，以論述橫跨時間與空間

的敘事、生活故事及更深層的社會文化脈絡。為呈現腳踏車產業與民眾生活的記憶連結，展

覽架構依時空脈絡分為「一項 19 世紀重要的發明」、「自轉車與日治時期臺灣常民生活」、

「戰後臺灣人的腳踏車故事」、「當代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的轉型與突破」、「從現在騎向未來」

等五個單元，以生活印記與產業發展為主軸，展出具有臺灣脈絡的各式腳踏車及相關配件，

並輔以歷史文獻、照片影像、紀實攝影、藝術作品、報章廣告等多元形式，透過腳踏車與當

時人們生活情境相關的物件及影像，再現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的歷史記憶。展示主軸非侷限在

腳踏車的歷史脈絡及產業發展，也包含不同時代民眾使用腳踏車的生活面貌，並透過物件陳

述時代背景及政治經濟。 

故事線的鋪陳 

博物館學研究者張婉真(2014)在「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一書中表示，近來學界透過

不同研究途徑，顯示作為當代文化訊息傳譯與溝通場域的博物館，已開始重視「敘事」(the 

narrative)在傳遞訊息上可扮演的積極角色，並將「說故事」的概念納入展示策略與活動規劃

之中。事實上，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說故事」的概念開始廣泛運用於不同學科及領域，

並將「敘事」視為一種理解文化的表徵。 

為詮釋百年的歷史背景，展示設計透過時空轉化尋求與人們生活經驗的關聯性，將展示單元

區分為兩個有獨立開頭與結尾且彼此連貫的主題，透過空間情境展示、具故事張力的電影看

                                                 
2
 腳踏車在日治時期引進來臺後，沿用日語稱為「自轉車」(じてんしゃ)。戰後臺灣北、中、南部各有不同的

習慣性稱呼，如「孔明車」、「鐵馬」、「腳踏車」等。近年人們也以「單車」、「自由車」稱之，談及產

業則常使用「自行車」一詞(杜偉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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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裝置及互動式展示，來呈現物件及展示腳本，增加空間意象的對比性及觀展過程的變化，

讓觀眾在吸收展示內容時不易產生疲勞。 

此展以「物件敘事」手法統整展覽架構，運用空間情境展示及敘事元素傳達訊息給觀眾，引

領參觀者進入真實與虛構的時空，在展示物件中發現奇特及記憶中的共感。第一間展室(102

展室)以腳踏車的發明史為起點，循序漸進向觀眾解說腳踏車的基本結構及型式、臺灣常民

生活常見的腳踏車類型與特徵，並以情境展示手法再現民眾記憶中的空間場域。第二間展室

(101 展室)著眼於腳踏車與民眾生活的連動關係，介紹臺灣產業發展史，呈現人們使用腳踏

車的各種生活面向，並見證腳踏車產業的演變與再興。最後則透過互動裝置引導觀眾瞭解騎

乘腳踏車對環境保護的益處。為呈現腳踏車產業發展的過程，為各單元展區設計披上「時間

軸的外衣」，給予觀眾時間性的暗示，從日治時期、戰後至現代，讓觀眾依據時間序列認識

腳踏車的發展史、基本形式、產業發展過程及在常民生活的使用等面向。 

表 1  「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展示架構及詮釋手法 

展示單元主題 展示詮釋 

A 一項 19 世紀重要的發明 
【102 展室】 

從腳踏車的發明史、基本結構及型式，日治時期常民使用

自轉車的生活面向，看腳踏車如何出現在臺灣社會及影響

臺灣民生 

1.  空間情境展示 

2.  藝術詮釋－人類模擬自然的聯想 

B 
自轉車與日治時期臺灣常民生活 

時間軸：1895-1945 

C 
戰後臺灣人的腳踏車故事 

時間軸：1945-1969 

【101 展室】 

從戰後臺灣人的腳踏車故事切入，述說當代自行車產業發

展、腳踏車管理與防盜措施及與生活面向的連結，及如何

影響地球環境與未來展望 

1. 看歷史說故事－詮釋腳踏車品牌及產業發展 

2. 電影看板情境－連結民眾記憶 

3. 體驗低碳綠色騎跡－互動體驗裝置 

(闖關彈珠台、旋轉木馬體驗裝置) 

D 
當代臺灣自行車產業的轉型與突破 

時間軸：1970 迄今 

E 從現在騎向未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分析 

此展展示物件以腳踏車及配件為主，因同質性高，對行家而言，容易區分展件的特色，但對

一般觀眾來說，同質性高的物件易產生觀展疲勞。因此如何經由展示詮釋引發觀眾的興趣及

觀點以促進觀展成效，物件的敘事手法及張力是展示詮釋的重點。 

 

敘事策略觀察：展覽運用物件敘事之研究分析 

展覽敘事的核心－物件的象徵意義 

「敘事元素」的使用，可以令博物館展覽擺脫過於學科化的分類系統與知識化的資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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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一種更令觀眾感到親切與溫暖的方式展示物件。 

(一)腳踏車基本型式－人們生活需求、身分地位與女權進步的象徵 

從概念的構思、發明、改良到創新車款，腳踏車問世至今有二百餘年的歷史。從產業的

發展脈絡來看，臺灣的腳踏車受到日治時期日產進口車的影響深遠，在引進腳踏車後，

因功能性的演變，臺灣也漸漸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分類方式，從武車、文車、跑車、女用

車及三輪車等基本型式，可發現過去到現在腳踏車與臺灣人的生活緊密結合。透過實體

展示，觀眾可瀏覽車體構造，瞭解車款的特色與差異性。 

武車 

因營業或職業需求而發展可載重的車種，車把較

寬、有兩支上管及厚重寬大的載貨架。會根據騎

乘者的生活需求改裝成各種樣式，例如載貨架裝

上雜細櫃或冰桶等，車體形式及構件呈現出營業

者發想裝載貨物方法的智慧。 
 

清秀牌雙桿武車 / 蔡尚錕 提供 

文車 

以輕巧代步功能為主，不須載重，因此車身形式

較為輕便、典雅，貨架較小，多為公務員、教

師、醫師等騎乘的車種。 

 
本田牌文車 / 蔡尚錕 提供 

文武車 

結合文車與武車的特性，車體型式以文車為主

體，車身增加了武車的強化結構，停車架為兩腳

柱；另並裝設輔助桿連結把手與前叉，以支撐車

體結構，防止把手負荷過重折斷3。 
 

文武車 / 朱南山 提供 

跑車 

如同現在的公路車，年輕人為追求速度及流行多

選擇騎乘跑車。跑車車把的彎曲弧度充滿動感，

稱為海鷗把或燕子把。前土除常配置有類似飛機

形狀的風切，車體細節具有前衛的風格。 
 

幸福跑車牌 / 蔡尚錕 提供 

                                                 
3
 日治時期人們將女性騎乘的自行車稱之為「文車」，男性騎乘的稱之為「武車」，後因功能演變使得稱呼有

所改變，用來運輸載貨及做生意的自行車稱之為「武車」，而作為代步使用的稱之為「文車」。1960 年代有

業者將文車與武車的特性進行結合，而形成了「文武車」，外觀設計仍保持文車的秀氣，但車身結構上則是

增加武車的強化結構(摘錄自賴偉誌，2012：72；簡煥杰，2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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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用車 

上管設計為「大彎樑」，讓女性著裙裝時方便跨

上腳踏車。日本稱為「婦人車」，臺灣早期常有

助產士騎乘，所以女用車也稱「產婆車」4。在

西方世界裡，女性騎乘腳踏車得以拓展日常生活

的行動範圍，是很重要的女權進步象徵。 
 

萊禮女用車(英國) / 吳柏宣 提供 

三輪車 

三輪車有青色(自用)、綠色(營業)、紫色(流動)三

種車牌，營業三輪車類似現今的計程車，車體設

有座墊及頂棚，可供兩人乘坐，候客站主要設置

在車站附近或大馬路路口。監管業務由各縣市警

察局負責，車主需依規定繳納牌照稅及裝掛車

牌。  
臺博館收藏的營業三輪車 

資料來源：摘自「流轉的騎跡—臺灣民生與腳踏車」展示文案  / 圖片：林士傑、蘇憶如 攝 

(二)文件及配件隱含的歷史脈絡 

除博物館藏品外，徵集不同文化群體蒐藏的物件、故事、聲音與影像等素材，以展示不

同面向的收藏、詮釋與觀點，更能反映當代的常民歷史。除了前述各時期的腳踏車外，

展出的文件及配件形式也說明了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活、經濟狀況等面向。為了有效管理

腳踏車、維持交通安全及增加稅收，臺灣在日治時期沿用日本的掛牌繳稅制度，當時的

腳踏車牌照稱為「自轉車鑑札」。戰後政府規定合法的腳踏車必須有基本配件，車主也

須繳納使用牌照稅，1945 年 6 月，國民政府公佈施行「使用牌照稅法」課徵使用牌照稅，

課稅的交通工具包含以人力或獸力駕駛的車輛，人力或機器駕駛的船隻、肩輿(轎子)以

及馱獸(動物運輸)，繳稅後由政府發給使用牌照，因此，騎乘腳踏車必須繳納使用牌照

稅，繳稅後由政府發給使用牌照，車主須將車牌裝掛在指定的位置5，才能騎乘上路。從

本研究案例展出的牌照稅繳納收據可知早期腳踏車牌照稅一年期是課徵 18 元，但 1949

年腳踏車使用牌照的稅額卻高達 7,000 餘元，可見 1945-1949 年期間通貨膨脹嚴重的狀

況。 

臺灣在 1950-60 年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及三輪車，1968 年臺灣從日本進口大量

不需掛牌的 49 cc 機車後，因機動車輛的大量使用，於是腳踏車變成落伍的交通工具(新

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出版，2012)。直到 1973 年，腳踏車牌照稅即走入歷史。 

腳踏車「車牌」是合法用車的證明文件。日治時期的車牌稱為「鑑札」，車主須將菱形

的車牌固定在前叉直桿(龍頭)上。1950 年代起，改為俗稱「香蕉牌」的鋁製長條形車牌，

                                                 
4
 台灣新民報在 1933(昭和 8)年 6 月 20 日的報導中，有「產婆乘自轉車，以應產家緊急」的地方消息，說明產

婆特別購買自轉車，以利產家緊急接生需求使用。 

5
 1950 年代的車牌為俗稱「香蕉牌」的鋁製長條形車牌，是裝掛在後土除上可互相嵌合的母子片；1959 年之

後，車牌改為裝掛在前叉直桿上，形式有圓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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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互相嵌合的母子片設計，裝掛在後土除上6。1959 年後，車牌改為裝掛在前叉直桿

上，形式有圓有方，但防盜效果不如長條形車牌。車牌及牌照稅制度的建立有益於管控

違規的車輛，也成為查緝贓車的重要線索。另為避免發生交通事故，政府規定腳踏車必

須裝設車鈴，在夜間騎乘腳踏車時必須自備車燈7。因腳踏車失竊案頻傳，「車鎖」成為

防盜必備的裝備。隨著時代發展、技術演進，腳踏車的車鈴、車燈、車鎖形式設計逐漸

輕巧化、智慧化。 

為呈現配件的歷史脈絡，此展展出腳踏車的使用牌照、車牌、廠徽、風切、車鈴、車鎖、

車燈、保證牌、廣告摺頁及廣告目錄等，並以早期腳踏車型錄的設計元素，將配件影像

呈現在展板上並加以轉化，運用資訊的整理歸納，幫助觀眾瞭解物件及影像隱含的珍貴

資訊。 

 

腳踏車的使用牌照及車牌、廠徽、

車鈴、車鎖、車燈等配件 

 
腳踏車使用牌照稅繳納收據 

(臺南市，民國 53 年) 

洪輝龍 提供 

  
腳踏車文件及配件展區 

林士傑 攝 

長條形車牌(香蕉牌/圖左)、腳踏車

車牌、獸力車車牌排)、牛車車牌 

黃包車、牛車及腳踏車使用牌

照；腳踏車牌照稅繳納收據 

博物館物件敘事的張力－空間情境展示的詮釋手法 

 (一)腳踏車與人類模擬自然的聯想 

此展透過「敘事詮釋」的重構，重整、詮釋腳踏車產業發展的過程，從民眾的生活記憶、

體驗述說，呈現人們生活應用腳踏車的過去與現在，與各時期社會、經濟的關係。早期

的藝術家例如畢卡索、杜象，在其創作的作品中，早有觸及模擬自然的聯想，運用腳踏

車的座墊及車把、或結合車輪與椅子等構想進行藝術創作。為了強調腳踏車與人們生活

的親近感，展示設計以畢卡索於 1942 年創作的牛頭雕塑為發想點，將腳踏車在人類藝

術史上的美學體現帶入演變脈絡中，藉以連結腳踏車演進史的里程碑，以座墊及車把製

作五組裝置，代表了高輪車、安全型腳踏車、巡航腳踏車、嬉皮車、越野腳踏車(BMX)

                                                 
6 香蕉牌的母片(阿拉伯數字)固定在後土除，子片(中文數字)可抽取，母子片數字吻合才算完整的合法牌照。若

違反交通法規或逾期未繳牌照稅，車牌的子片會被管理機關或警察取走，此時母片就會出現紅色的「停用」

兩字，表示該車不得騎乘上路。使用方法規定行車時應將子片插入母片，停放時應將子片抽出隨身攜帶。 

7 在電池尚未普及前，夜間騎車使用煤油燈、電土燈、磨電燈來照明是很普遍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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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重要時期，並與腳踏車年表做一個對照展示，讓觀眾可深度瞭解不同時期腳踏車

蘊含的型式演變、時代背景、文化潮流等。 

為協助觀眾瞭解腳踏車發明及型式演變的過程，簡化文字敘述及活絡靜態影像，展示設

計以「動畫」呈現腳踏車發明縮影， 讓觀眾透過動態影像閱讀發明史。 

 
透過腳踏車年表的對照展示，輔以座墊及車把製作的藝術裝置，呈現腳踏

車的形式演變 

左圖 / 呂錦瀚 攝；右圖 / 插圖繪製提供：小象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817 年－以雙腳滑行的兩輪車 

 
1870 年－高輪車 

(二)亭仔腳空間情境展示 

－「自轉車與日治時期臺灣的常民生活」展區 

有關「情境展示」，張婉真教授(2014：169、173-174)認為是一種運用真實物件或複製品，

並將它們置放與布置成彼此相互構成一個三度空間的環境；且觀眾在參觀時，能夠透過

展示辨識原時空環境甚至產生身臨其境感受的展示方式。……展覽通常會運用多種情境

展示手法，例如透景畫模型、博物館群、時代室、城市街景、人模型、環形劇場等等，

不同的展示手法有其發展脈絡、特色及訴求觀眾的方式。 

為呈現日治時期的自轉車與臺灣常民生活，此展區以「情境展示」手法重建了亭仔腳空

間8，透過情境模擬讓回溯時間脈絡，設計者經考據擇取適切的實景空間，針對空間形

式、材質等進行模擬重建，並加入展示物件及裝飾元素，使「視覺畫面」貼合寫實感，

讓參觀者在觀展過程產生同感並引起記憶及討論。在住商混合的街道上，亭仔腳同時是

店面空間的延伸，能增加顧客與商品接觸的機會，商家常將送貨用的自轉車停放在此。

依據臺灣總督府統計，1930 年代的臺灣幾乎每 3 戶就有一輛自轉車，在商店街也隨處可

見自轉車停放在亭仔腳。 

本研究案例運用了結合「街景展示」及「時代室」9等情境展示，觀眾可在展場內穿梭觀

看，體驗與自己所處時空不同的空間，強化其觀展感受。於展區內規劃「自轉車店」、

                                                 
8
 亭仔腳(戰後稱為騎樓)為臺灣傳統街屋面向街道戶戶相連的線性廊道，具有遮陽擋雨的功能，可供人行走。 

9
 資料來源：張婉真，2014。P.173-174) 

「時代室」是指在空間中置放物件，布置成室內的展示手法，Rymond Montpetit 認為它有三個主要特徵，包

括以展示物件為主、需有足夠的家具與立體的建築構件以提供物件陳列布置的框架、強調時間向度，可以

讓觀眾進入空間內部觀看瀏覽，一般認為有助於觀眾自我投射於該時空的的氛圍與想像。「街景展示」相對

於「時代室」，則展出一個戶外街區的景觀，需運用原本環境或複製的建築體、街道家具與物件，搭配繪製

的背景，以呈現街區或城市一隅的景象，並可讓觀眾進入展區內部繞行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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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館」及「診所」空間，虛擬的場景受觀眾歡迎且具感染力，如同是在空間中置入

立體的插圖一般，因與現實相近，引領觀眾回到早期的時空，增添觀展趣味。展示設計

將空間從中切割做前後位移，增加更多的展示觀看面，動線的配置也更活潑靈活，並讓

民眾自由穿梭觀看展品並體驗當時的時空場域，透過空間氛圍呈現昔日臺灣常民生活的

共同記憶。展出日治時期知名的「富士霸王號」腳踏車、車鈴、保險證、風切、工具筒、

宣傳海報、1928 年發行的廣告摺頁、維修工具等等，並以空間情境展示呈現醫療保健及

與腳踏車有關的常民活動。 

 
亭仔腳展區內的自轉車店從中間切割做前後位移，增加更多的展示觀看面及空間趣味 

透視圖繪製：小象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自轉車店 

日治時期以前，牛車是臺灣農村社會的主要交通工具，當時的臺灣只有人力車和馬車，並沒

有自行車，一直到日治時期(1903 年)自行車才經由日本輸入臺灣(賴偉誌，2012)。當時市面

上較著名的品牌有富士霸王號、富士宣傳號、堅耐度號、松島號、能率牌、川村號等。其中

「日米商店株式會社」推出的自有品牌「富士霸王號」，由「大日本自轉車株式會社」所製

造，以日本富士山圖像為商標，是當時最著名的高級腳踏車，經由日米商店在臺灣北、中、

南部的支社銷售給臺灣人。因車價昂貴屬於奢侈品，只有少數官員、有錢人、醫師可負擔。

後來有自轉車的人越來越多，市街上開始出現自轉車店，而人們通常會牽車到店裡維修以重

覆使用。 

   

自轉車店 

林士傑 攝 

以空間情境展示呈現自轉車店，展示日治時期知名的「富士霸王號」(右圖下)、

「ROUGH 霸王號」自轉車(右圖上)、指定販賣店招牌、車鈴、保險證、風切、工具

筒、廠徽、宣傳海報、1928 年發行的廣告摺頁、維修工具等，讓民眾體驗當時之空

間氛圍及近距離親近珍貴展件。 

蘇憶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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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輪自轉車支店 

(臺北市京町三丁目) 

「臺灣大觀」廣告 

吳柏宣 提供 

山崎商報自轉車型錄 

1936(昭和 11)年 9 月號 

洪輝龍 提供 

富士自轉車廣告摺頁 

1928(昭和 3)年 

徐建源 提供 

富士自轉車海報 

徐建源 提供 

寫真館 

日治時期，寫真館提供個人沙龍照、到府拍照、外拍等服務。鏡頭下，可見個人、家族、朋

友牽著自轉車合影留念，也有孩童在亭仔腳、庭院騎三輪自轉車的身影，亦有民眾騎自轉車

參加廟會遊街遶境的活動。另當時流行的「遠乘會」與「競走會」等自轉車運動，也記錄了

腳踏車騎士豐富多元的生活樣貌。 

遠乘會類似現今的腳踏車車隊，日治時期各地常舉行自轉車一日遊活動10。另競走會也有多

項競賽活動，不僅報名情況踴躍、選手練習態度積極，不少商店也大力贊助活動經費及獎

品。當時各地經常舉行例行性的活動與賽事，喜愛騎乘自轉車的後藤新平夫婦也頻繁公開參

與相關活動(林丁國，2009：116)。 

診所空間 

日治時期，護理人員及防疫工作者多騎乘自轉車代步執行公務，到處推廣防疫觀念。醫師則

騎乘自轉車或搭乘人力車、三輪車11出診。由於農村地區距離城市較遠，居家附近較少病

院、診所，民間藥廠因應推出家庭寄藥包，由送藥人員騎自轉車發送到農村住家。 

   
自轉車與日治時期臺灣常民生活展區 

呂錦瀚 攝 
寫真館情境展區 

蘇憶如 攝 
診所空間情境展區 

蘇憶如 攝 

 
                                                 
10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在 1903 年 9 月 14 日，曾與 49 名遠乘會成員從總督府

騎乘自轉車到北投，途經北門街、士林、北投橋，午餐時間欣賞自轉車表演，回程中途在圓山休息後返回總

督府。此外，1921 年 8 月 1 日日米商店主辦的遠乘會有 600 多人參加，從臺北新公園騎乘至基隆，車隊排成

兩列綿延約 1.5 公里。 

11
 早期較為講究的醫師會自備三輪車出診(民間稱為往診)，僱車伕接送至病人家中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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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鐵馬的故事 

—自行車產業史與常民生活史的展示詮釋 

腳踏車對各年齡層觀眾具有不同的意義、記憶及感受，如何透過展示書寫生活記憶，引起觀

眾的興趣，是展示詮釋考量的重點。對老一輩的觀眾而言，腳踏車是公務員、老師、醫生、

郵差送信及報紙12等的交通工具。當時在農村地區多做為載運農產品及作物使用，城市地區

則是南北貨、布店、米店等商家用來載送貨的工具，另外也有許多人使用腳踏車作為謀生工

具，舉凡賣雜細、冬瓜茶、紅茶、肉粽、烤香腸等。對中年的觀眾主要是求學時期的交通工

具，而對年輕一輩的觀眾則為休閒、運動的工具。 

腳踏車品牌的故事 

－早期國產自行車產業的代表：幸福牌自行車 

戰後，政府推動「零組件國產化」政策，國內開始出現批發、製造腳踏車的廠商。1960 年

代，生產腳踏車的廠商主要集中在中、北部，當時位於臺北以代理起家，後來自行生產的

「幸福牌自行車」最受歡迎。特別的是幸福牌自行車是現今知名化妝品公司－台灣資生堂的

會長李進枝先生於 1951 年所創立，許多老一輩騎乘幸福牌自行車的民眾觀展後也覺得這段

歷史非常有趣且深受感動。 

1949 年，李進枝先生獨家取得日本資生堂的授權，在臺灣開拓資生堂化妝品市場，由於當

時化粧品屬於奢侈品，政府明訂不得進口買賣，所以代理初期業務推展並不順利。李進枝當

時發現腳踏車已是日本人重要的交通工具，於是與長兄李阿淮及胞弟李阿青在 1951 年共同

成立「城中車業行」與「城中貿易行」(今臺北市中正區桃源街)。除了代理日本「堅耐度號」

（ケンネツト）腳踏車進口事業，也配合政府的外匯政策出口料理材料與民生用品等物資到

日本 1954 年配合政府實施外匯管制與限制進口，改為進口腳踏車與機車零件、輪胎等，並

與日本「堅耐度號」廠商合作，創立自有品牌「幸福牌自行車」。由於「幸福牌自行車」可

做為代步兼短途輕型貨物運輸使用，因售後服務做得好，在市面上很受歡迎，還榮獲當時臺

灣省物資局核定為公教人員配售的指定品牌。搭配響亮的行銷口號「騎幸福牌自行車，踏上

幸福之路」，廣為大眾所知，因騎乘的人多，幸福牌在當時成為失竊率極高的腳踏車品牌，

是臺灣老一輩的共同記憶13。 

   

1951 年李阿淮、李進枝及李阿青

兄弟三人於今臺北市中正區桃源

1962 年，幸福牌自行車於今三重

區重新路設立二重埔工廠。 

幸福牌自行車員工組裝腳踏車工

作照 

                                                 
12

 民國 46 年 2 月 1 日，郵局開辦代訂各種報紙，當時是由郵務士騎乘腳踏車派送。 
13

  資料來源：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2004。美化人生－台灣資生堂的開創與經典，P.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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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成立「城中車業行」，生產與

銷售幸福牌自行車。 

  
 

李進枝先生組織「幸福會」車

隊，率員工定期舉辦腳踏車郊

遊，參加者可免費獲得便當、水

果與贈品。 

幸福牌自行車聘請打扮時髦的模

特兒展示成車，開創新的行銷手

法。 

大榮車行是位於北投的幸福牌自

行車專賣店 

林士傑 攝 

圖片提供：台灣資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為讓民眾瞭解幸福牌自行車的歷史及腳踏車物件，展出武車、日式文車、跑車及電信局公務

用車，並輔以珍貴的配件、老照片及早期宣傳型錄，讓民眾能一睹幸福牌自行車的營運歷史

及老鐵馬風貌。另為了讓一般觀眾可透過行家的眼睛觀看展件，除了運用展示背板，此展區

並以放大的影像檔呈現腳踏車及零配件細部，引導參觀者觀察腳踏車結合機能與美感的藝術

性，並讓觀眾對照實體腳踏車，以觀察不同車種配置的風切、磨電燈、牛皮 座墊、工具筒、

鎖具等工藝美學。 

   

幸福牌日式文車展區 

林士傑 攝 

幸福牌武車 

蘇憶如 攝 

幸福牌跑車(右上)及公務用車 

林士傑 攝 

另除了具規模的自行車品牌外，早期的腳踏車店也是自行車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策展團隊

在前置調查過程中採訪了多間老車行及修車師傅，透過深度訪談紀錄小型腳踏車店經營及轉

型的過程，並以影像及文字腳本呈現產業發展的歷史及老師傅自學徒時期至創業開立車行的

生命史(詳附錄 1)。 

 

虛構的電影情節 

－詮釋常民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 

戰後，腳踏車成為臺灣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各地也常發生腳踏車失竊事件，尤

其在學校、圖書館、銀行、戲院、郵局、市場、公務機關附近，狀況更為嚴重。當時人們為

了維持生活溫飽，買武車或文武車用來做生意是常見的謀生方式，由於車體構件較粗可加裝

貨架，許多農夫與生意人騎著腳踏車沿路販賣農作物及自家產品，或載運到市場販售，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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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不需店面與稅金，機動性高、成本低。有些人會在腳踏車後貨架安裝箱子，將商品放

在箱子內騎車沿街叫賣(例如燒肉粽、烤番薯、烤香腸、冷飲、冰淇淋等)，是人們重要的交

通及謀生工具。早期物資缺乏，有的小販則騎著「雜細車」行遍大城小鎮販賣雜貨及日用品，

可說是臺灣早期的移動式雜貨店。直到今日，形式多元的流動走販仍是許多臺灣人重要的記

憶，亦是常民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重要風景。 

為呈現「腳踏車失竊」、「謀生工具」的展示主題，此展區透過「鐵馬失竊奇遇記」、「多

桑的卡打車」兩部虛構的電影情節，揉合展示軸線延伸出的故事性、物件的時代背景，透過

展示設計，將參觀者帶入視覺想像敘事，運用大型復古手繪電影看板的風格，嘗試用「講故

事」的方式詮釋展示內容，觀眾從電影看板上的劇情介紹、主角形象(小偷、警察、騎雜細

車載小女孩做生意的父親等)與實體腳踏車展示結合(腳踏車及雜細車)，讓空間增添一些趣味

性，是另類「角色扮演」展示詮釋，也是展場內觀眾留影的熱門展區。 

   
雜細車與復古手繪電

影看板場景 

林士傑 提供 

「鐵馬失竊奇遇記」復古手繪電影看板 

小象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提供 

埔里李百祿先生家族準備騎腳踏車外出郊

遊，出發前在自家門前亭仔腳合影，形成

家族鐵馬車隊，1951 年 

李明珠 提供 

互動體驗裝置 

－以環保及樂活的概念連結腳踏車與當代人們生活的關係 

為使觀眾更易親近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及自行車專用道等政策措施，將嚴肅的內容轉換為互

動裝置，透過彈珠台問答機制，讓觀眾從互動中學習。另展區設置了遊樂園常見的旋轉木馬

平臺，期望觀眾能透過騎乘體驗發現腳踏車除了作為交通及謀生工具、休閒活動使用外，對

於環境保護的意義。當越多人體驗騎乘腳踏車時，螢幕畫面中的綠樹及山景隨之增加，城市

風貌會轉換及回復自然生態，適合好友、親子觀眾一同互動體驗，藉此傳達節能減碳、愛地

球的理念，並鼓勵民眾騎乘腳踏車對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增加合作、思考的的引導效益。 

   
低碳的綠色騎跡單元互動裝置 

(左圖為彈珠台互動裝置；右圖為旋轉木馬體驗裝置) 

觀眾體驗騎乘腳踏車 

支持節能減碳、愛地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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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三輪車修復方式及詮釋資料建置 

載客用三輪車的使用源起與車種型式 

臺灣早期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牛車。日治初期，日本進口的新型東洋(人力)車成為主要的載客

運輸工具，這種人力車的左右兩側有兩個大輪子，中間有座位，上面的可掀式頂棚，遇烈日

或下雨時可使用。座前有兩根把手及橫桿，車伕會扶住橫桿拉車，搭乘者多為富人或醫師。

人力車傳入不久後，腳踏車也引進到臺灣，許多公家機關如郵便局投遞電報、派出所警察巡

邏，都使用腳踏車執行公務。 

戰後，滿街可見人力車改良的三輪車，三輪車於 1950-60 年代在臺灣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當時三輪車分別有綠色(排班營業)、紫色(流動營業)、青色(自用)三種車牌。 

「營業三輪車」類似現今的計程車，車體為綠色，木質車座背面噴有白色的營業三輪車(含

縣市名稱)、分局單位及組別號碼；監管業務由各縣市警察局負責，車主需依規定繳納牌照

稅及裝掛車牌。營業三輪車是排班制，有固定停車候客的地方，並且編組，候客站主要設置

在車站附近或大馬路路口，候客站的排班表有寫車伕姓名的木牌，出車的車伕會將自己的名

牌抽出、放在最末位重新排起，以維持排班秩序。為了避免惡性競爭，依規定營業三輪車只

能在排班處候客，若是載客到其他地方，只能空車回程。但是許多人為了增加收入，常利用

回程以較便宜的車資招攬客人，因此常引起衝突，故 1959 年台北市議會制定三輪車管理辦

法開始取締違規三輪車14 。 

「流動三輪車」車體為紫色，車座背面噴有「流動」兩字及統一編號，不須在固定地方候客。

「自用三輪車」車身為鐵皮加上青色噴漆，車體形式為流線型，較營業用三輪車豪華。較講

究的醫師或富人會自備「自用三輪車」，並僱車伕接送。 

隨著汽機車的普及與交通安全考量，1980 年代起政府全面禁止行駛三輪車，並輔導三輪車

伕轉業，三輪車逐漸從交通工具轉變為觀光用途使用，目前僅剩高雄旗津的觀光三輪車、鹿

港與臺南的電動三輪車等，供民眾體驗舊時光的乘車經驗。 

   

埔里三輪車舊風情 

埔里民眾乘坐營業三輪車參加嫁娶

儀式 

洪貴和、埔里鎮立圖書館 提供 

醫師乘坐自用三輪車出

診(俗稱往診，備有車伕) 

約 1950 年 

李明珠 提供 

助產士與三輪車 

1960 年代前婦女生產時，必須請助產士到

家中接生，當時是一種重要行業，。助產士

大多搭乘三輪車或騎乘產婆車外出接生。 

蔡高明 攝、高雄市立美術館 提供 

                                                 
14

 資料來源：中央社記者鄭懿瀛，報導主題：三輪車走入歷史。 

當時台北市有 1 萬 4 千多輛三輪車，其中排班的營業三輪車有 8 千多輛、流動營業車有 6 千多輛，而少數機

關和富有人家則有自用三輪車(http://cna.moc.gov.tw/Myphoto/catintro.asp?categoryid=83&cateid=6)。 

http://cna.moc.gov.tw/Myphoto/show1.asp?imageid=531&categoryid=83
http://cna.moc.gov.tw/Myphoto/show1.asp?imageid=536&category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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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三輪車的修復方式及詮釋資料建置 

本館兩件三輪車藏品為營業三輪車(館藏編號：R05.0029)及自用三輪車(館藏編號：

R05.0029)。因兩輛三輪車收藏年代久遠、車況受損，為評估適切之修復方式，經邀請博物

館研究人員、修復師及維修三輪車下座金屬車體的王茂裕師傅協同檢視車體結構及討論修復

細節，並評估三輪車修復原則為： 

(一)考量三輪車損壞現況，經討論以「修舊如舊」及「舊件留存」原則，保留藏品原貌，修

復車體外觀供靜態展示。 

(二)修復重點為：(1)拆解維修車體下座金屬結構、傳動組件及零件；(2)更換損壞的車體零件

五金及車胎；及(3)金屬除鏽、清理及上油處理。 

博物館於修復過程進行攝影紀錄以留存修復基礎資料，另並採訪王茂裕師傅記錄他自初中時

期跟著父親做哩阿卡(日語，是指手推車)至自己接手後改做三輪車，從開發零件、組裝車體

60 年來的生命史，作為展示素材及館藏三輪車歷史資料之參考(詳附錄 2)。 

【營業三輪車】基礎資料 

車體為綠色，上座木質車座設有遮陽頂棚(可張合的竹製框架繃綠色帆布)及座墊，可供兩人

乘坐。背面有白色「台北市營業三輪車」、「1-18-012」、「市警局編」等字樣，並裝掛民

國55年的車牌15。此外，兩處壓印的環形圖案，分別標註台北市警察局、梅花形圖案內各有

(54)及(55)的字樣。 

經濕式清潔及上油擦拭除鏽後，已清除大部分下座金屬車體、零件沾附的塵垢及鏽蝕，木質

車座後兩處壓印的圖樣較為清晰。維修部分損壞的零件及更換前後輪車胎16，並保存舊件。

煞車手拉桿及固定頂棚開闔的支撐架，在更換零件後亦回復原有功能。王茂裕師傅表示此台

三輪車的車把構件為腳踏車的握把，並推斷應為前人改裝，原握把處的手煞車已沒有功能，

改裝為手動煞車手拉桿。 

★修復前 

   

★修復後 

                                                 
15

 早期政府規定乙種車輛(如三輪車、人力車或腳踏車等人力行駛的車輛)需繳交牌照稅，監理業務由各縣市競

察局負責。 
16

 營業三輪車更換的零件包括：(1)煞車桿中央曲片、彈簧固定鋼線及連接桿螺絲；(2)車頭把手固定螺絲；(3)

車棚兩側支撐架螺絲；(4)車輪胎皮(前後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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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士傑 提供 (右側上圖)木質車座後有兩處壓印的環形圖案，外環標註：台北市警

察局；圓形及梅花形圖案內標註：「54」及「55」(陳思翰 提供) 

(右側下圖)車牌上有「55、台北市/上期、11650、本牌照裝掛車身顯

明位置」等內容(陳思翰 提供) 

【自用三輪車】基礎資料 

車體為青色，上座金屬車座設有擋雨遮陽的頂棚及座墊，頂棚兩側有長方形透明塑膠布，可

供搭乘者向外觀看，背面有白色「2475台北市」及「自用」字樣，下方裝掛有三輪車製造商

資訊的方形鐵牌。 

組裝分離的車頭及車座使三輪車回復可騎乘的狀態，檢視結構及更換部分零件17，並維修調

整多處固定螺絲及頂棚的固定桿、以強化車體結構及功能。此件三輪車的車把構件與營業三

輪車相同為腳踏車握把，推斷亦為前人改裝。 

★修復前 

   

★修復後 

  

 

 
金屬車座後有白色「2475台北市」及「自用」字樣，下方有的方形鐵牌。 

                                                 
17

 自用三輪車更換的零件包括：(1)鍊條及車輪胎皮(前後車輪)；(2)扶手鐵桿、踩踏板轉軸、絞鍊護擋及右輪外

部彎曲鐵桿等固定螺絲；(3)焊接手搖鈴傳動桿；(4)車座踏板左下方固定零件佚失，以舊有零件及新螺絲組

裝固定；(5)車輪桿以木塊及固定螺絲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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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鐵牌上為三輪車製造商的資訊，內容為『雙喜牌、「囍」字、大華車行出品、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三

二號、電話二二七八〇號』。 

林士傑 提供 

 

結語 

相較於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經由世代間的口述歷史傳承，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傳

遞是透過文化媒介如文字、電視、電影、紀念碑、展覽會、博物館等形式。記憶如何中介並

透過不同的文化媒材，跨越時間與空間而傳遞，透過物質化與具象化的過程形成文化形式，

是許多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著迷的議題。……博物館如何透過藏品及其展示製作記錄與呈現

當代臺灣多元 的文化面貌、並反映不同群體的歷史記憶？讓不同的文化與群體的聲音能在

博物館中被述說、被聽見、甚至發酵(王舒俐，2015)。敘事手法的運用可增進博物館藉由展

覽型態與觀眾乃至社會大眾進行交流溝通，也有助於博物館在當代社會發揮其存在的價值。 

博物館的展示設計發展至今，因科技進步與媒材運用的日趨豐富，博物館提供的互動展示已

朝多樣化發展。成功的展示設計帶來的視覺經驗，如同劇場般的效果，可深化觀眾對博物館

展品的印象，進而促進學習。「臺灣民生與腳踏車特展」從老鐵馬切入，透過不同時期的腳

踏車展件、空間情境展示演繹臺灣常民生活史的多種面向，最後以環保及樂活的概念連結腳

踏車與當代人們生活的關係，並提供多媒體互動的體驗騎乘裝置，期望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

象。展覽開展後，常可見參觀民眾扶老攜幼一起來看展，藉由長輩們的經驗，與家人分享年

輕時與腳踏車的記憶與回憶。 

記憶連結－以物件敘事引發常民生活的集體記憶 

此展展示主軸以呈現腳踏車產業發展及常民使用腳踏車的生活面向為主，非著重在物件的製

造廠或型式功能，而是陳述物件背後的故事。觀眾進入展場時，對展示內容大多是陌生的，

須經由展示敘事手法的引導以建構對展示脈絡的認知，透過觀展過程建立觀看、想像、閱讀、

理解或欣賞等行為模式。物件導向的展示敘事突顯展品的重要性及美感，展示文字、影像、

聲音、插圖等媒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故敘事元素如何與觀眾的記憶、情感連結，甚為重

要。 

展示詮釋透過物件及故事性的敘事手法，反映出臺灣常民生活的在地性，能引發參觀者的生

活記憶，經由觀察及訪談發現，展覽吸引許多年長及家庭觀眾參觀，不同世代的參觀者相互

交流腳踏車的發展歷史及使用功能的轉變，經由展示閱讀腳踏車發展的生命史，生動且貼近

人心。據相關研究顯示，如果展場情境與展示物件能與觀眾自身的經驗產生連結，他們較容

易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受到展場情境展示氛圍的感染程度最為明顯；而觀眾的參觀經驗不僅

限於在博物館場域，即便是回家後仍會持續發生作用(陳玟岑、張美珍，2009)。 

應用多元展示媒介強化情感記憶 

物件是有力的敘事者，能夠說明歷史文化、記憶與生活面貌，敘事手法可試圖透過物件重組

敘事軸，藉由影像與物件的結合，產生新的對話。此展運用空間情境展示及多媒體展示、鋪

陳敘事手法，透過影片、動畫的輔助，強化情感記憶。為保存記錄常民生活史及不同觀點，

http://www.blogger.com/post-create.g?blogID=1474602666536413228#_ENREF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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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展場可規劃開放觀眾留言或呈現與展示不同的敘事與觀點的意見空間。博物館面

對多元的觀眾，參觀者的理解展示內容的先備知識皆不相同，觀眾參觀博物館時的參與及接

受度值得策展團隊進一步了解。 

腳踏車是 19 世紀重要的發明之一，在日治時期到戰後中期，流轉著無數的生活記憶與故事，

大街小巷充滿人們騎腳踏車的身影，每一輛腳踏車都乘載著人們生活的故事與記憶，是臺灣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隨著時代變遷，機械的便利性取代了需要人力產生動能的腳踏

車，當代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的轉型與突破，即是 70 年來代工、外銷、研發、設計的歷史

紀錄；現今全球環保意識高漲，腳踏車又重新穿梭在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人們也載著歷史

記憶從現在騎向未來。此展述說了自行車產業的歷史意義、社會脈動及美學內涵，期望能連

結不同時代人們的情感，透過常民生活記憶的老照片，喚醒民眾對臺灣常民生活的集體記憶。 

 

【附錄 1】訪談摘要 

★受訪者：「老胡單車」胡有進先生 

1984 年位於臺北的老胡單車店受國內飲料業者委託，設計一款四

人騎乘的協力車拍廣告，當時客製化的協力車引起淡水、臺北車

站一帶商家的注意，並向其訂製大批兩人座協力車。 

胡有進先生 14 歲時(1959 年)即在大稻埕(現迪化街)一帶的腳踏車

店當修車學徒，學習保養及修理腳踏車的技術，當時每個月薪資

為 15 元。由於大稻埕有許多賣南北貨的商家，多使用腳踏車送

貨，所以附近的腳踏車店會提供維修保養的服務，當時腳踏車維

修保養費為每次 2 元，月保養費為 30 元。1963 年胡有進自己開

車行，以組車批發及維修為主，因須向不同的工廠訂貨再組裝，

除了聘請師傅外，經常需要全家出動幫忙，是非常辛苦的時期。

後來才慢慢轉型為品牌代理及客製化服務。 

 
協力車(波沛飲料廣告) 

聯合報，1984 年 

 
幸福牌自行車型錄 

    
胡有進(圖左)於 1959~63

年間在大稻埕的車行當

學徒，學習保養及修理

腳踏車的技術 

1963 年胡有進與其他學

徒在車行前合影(今民生

路)，當時的車行主要銷

售白兔牌腳踏車 

1963 年，胡有進開車行修

理腳踏車 

1964~69 年間，胡有進

與學徒在大安初中(現大

安國中)看顧、保養、維

修學校的腳踏車，當時

腳踏車約千餘輛。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 圖片提供：胡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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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訪談摘要 

★受訪者：萬華區裕豐車行－王茂裕師傅 

王茂裕先生是萬華區裕豐車行製作三輪車的老師傅

(亦是車行老闆)，今年已 80 多歲。早期他的父親在

艋舺區(今萬華區)賣哩阿卡(即手推車)，當時是僱用

師傅製作手推車。王師傅初中時期對此行業就有興

趣，放學後即至車行幫忙。20 幾歲接手父親的店，

自學摸索轉型製作三輪車，從零件開發、車體組裝

開始做起，迄今已有 60 餘年。 

 

 
王茂裕師傅早期製作的營業三輪車 

王茂裕 提供 

1950 年代，艋舺(今萬華區)三輪車批發業盛極一時18，當時以載貨用的三輪車為主，

店家多位於康定路上。當時沒有計程車，為因應載客需求，店家開始轉型製作人力載

客用的營業三輪車。當時製作生產載客用三輪車的工廠位於桃園龜山，成品多批發至

全省各地販售，店家亦可向其購買零件，而該工廠結束營業後，王師傅即自行設計製

作零件。 

王師傅表示早期店前康定路上的十字路口即有三輪車候客站，車伕多在候客站翹著腳

等待客人叫車。搭乘三輪車是採計程方式收費，載客服務依規定只能在平地行駛。營

業用車除須取得營業執照(即登記證)，也需加入工會，並由市政府集中管理。 

早期北部的三輪車載客行業盛於南部，車伕也多聚集在北部營業。當時三輪車多為營

業使用，自用三輪車較少，主要是醫生、有錢人、官員的代步工具。後來計程車普及

後，政府考量交通安全，開始規劃全面回收三輪車，並輔導三輪車伕轉業為計程車司

機19。 

王師傅表示此次修復臺博館典藏的營業及自用三輪車是非常難得的經驗，早期的三輪

車已非常少見，其型式及功能跟現在的三輪車相差很多，所以損壞的部分無法找到形

制規格相同的零件，只能使用替代性五金。 

王師傅特別於受訪時示範裝三輪車輪胎胎皮的技術，他表示三輪車的輪胎與腳踏車不

同，需要技術及力氣，老一輩的師傅有技術，但沒力氣做，年輕人則沒意願繼承家

業，使得這些早期的產業漸漸沒落，非常可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 圖片提供：王茂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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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艋舺附近有 10 餘間店從事三輪車批發業，載貨用的三輪車很「粗勇」，小輪徑可載 300~400 公斤，大輪徑

則可載上千斤。 

19
 王茂裕師傅表示配合政府回收三輪車及接受輔導轉業，每輛車可領取 12,000 補助金。他當時也接受政府輔

導轉業，到內湖康寧街受汽車駕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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