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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科书里说，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
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
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主要包括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和住宿餐饮业。
    在本书中，笔者依据的是狭义的商业定义。
重点描述了台湾零售业的起伏变迁，选取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百货公司、超市、便利商店、量贩店、购
物中心等，以及近来发展迅速的网购平台。
即台湾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商业模式。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首先从时间的维度，以发展的眼光演绎了数百年来台湾商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
程。
由于商业涵盖面太广，笔者只能依据所掌握的每个时期的资料进行筛选，尽量展现给读者以台湾商业
发展的整体概貌。
接着，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台湾著名的商业中心，既有老一辈儿时的回忆，也有现代人的休闲胜地；
有奢侈繁华的高档购物中心，也有平民、低调的城南旧事。
目的是想在读者的脑海里构筑清晰的节点。
接下来介绍的是台湾著名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或者面临哪些问题，以及它们背
后叱咤风云的商业人物，如孙芸芸、徐旭东等。
再接着，针对近年来新兴的网络商业做一个大致的介绍。
最后引出两岸商业交流与合作，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笔者希望，这本书能像一个放大镜，以小见大，用点点滴滴、生动活泼的文字向读者描绘台湾商业
的斑斓色彩和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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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夜不打烊：台湾商业谁主沉浮？
》讲述的是台湾商业的萌芽、孵化、起飞、转折、繁荣与变革等历史发展阶段，并逐一介绍了西门町
、忠孝东路、迪化街、台湾夜市以及梦时代大立精品等主要的特色商业中心，以及孙芸芸、徐旭东、
吴清友、王又曾、吴东兴等著名商业人士。
回顾历史的同时，观瞻台湾商业未来发展趋势与两岸贸易、商业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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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仁川，1941年10月生，福建龙岩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1966年8月参加工作。
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9年9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4年9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
1968年9月在驻龙海县石美陆军6647部队农场锻炼。
1970年3月在漳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组、办公室工作。
1978年12月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
1992年6月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1996年11月当选民进厦门市委主任委员。
1997年3月当选民进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员。
1997年12月当选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1998年1月起任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是与国台办共建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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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冰火两重天——台湾夜市    台湾夜市可以称得上是台湾的“平民商业中心”。
与上述几个商业中心不同，它不是集中在某个繁华路段，而是分散在台湾的各个县市，不同县市的夜
市都有自己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农村人口陆续向城市迁移。
那时挑担或推独轮车卖小吃是他们普遍的谋生方式。
传唱一时的闽南方言歌曲《烧肉粽》就传神地表达了这个群体的辛苦。
当时夜市的摊商有本省人、外地人及退伍军人。
本省人卖油饭、肉羹汤、蚵仔煎，所谓的外省人卖水饺、臭豆腐等。
因为同样是讨生活，大家虽彼此语言不通、交谈有障碍，但相互之间相处融洽。
除了小吃摊，夜市里还有捞金鱼、套圈圈等小游戏，补雨伞、补丝袜以及走江湖卖膏药的人也不一而
足。
1970年代，夜市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也日益繁华。
虽然被台湾当局定性为违法的地下经济，但夜市却扮演着促使滞销货流通的重要角色。
在石油危机时期，外销退货的廉价成衣等物品流到夜市，成为劳工阶层的购买目标。
各地夜市不但为南北小贩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甚至有人因此圆了发财梦。
例如台北有名的豪华餐厅“台南担仔面”，以及连锁的“胡须张”卤肉饭都是从小吃摊起家的。
    几十年来，夜市在岛内一直被视为制造脏乱、占用道路、妨碍交通的“都市之瘤”。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将一些夜市集体搬入半封闭式的场所进行集中管理，但这种做法导致了不少
夜市走向没落。
台湾当局从当年的极力取缔到如今的卖力推广，想必是当年很多惶惶于警察追赶的摊贩们所没有想到
的。
为了提升观光产业，台湾“观光局”推出岛内“十大夜市”评选活动。
一时间，“战况空前”，不但各县市长亲自扫街拜票。
网友们更是积极上网投票。
台湾舆论认为，哪家夜市最终胜出并不重要，关键是好吃好玩的夜市文化已经成了台湾特色的一部分
。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高雄六合夜市在“十大夜市”的评选中成为“最环保”、“最友善”、
“最有魅力”、“最好逛”和“最美味”的五冠王。
紧随其后受到好评的是台北士林夜市和宜兰罗东夜市。
据了解，有70％的观光客到台湾后都会去夜市，对于各县市的经济大有帮助。
    台湾夜市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如此让人流连忘返呢？
拿评选最受欢迎的六合夜市来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老招牌多，其中一家名为“鳝鱼炒面”的小摊已
经开了52年之久。
老板娘杨寿从17岁开始就在这里讨生活，如今已经在摊子后站了大半辈子。
她回忆说，有一年蒋经国突然独自来到摊子前要了一碗鳝鱼炒面，然后边吃边问生意好不好、油盐贵
不贵、做生意有什么困难等等，他走后马上来了几个警察问东问西。
至今，老板娘还对这段奇遇津津乐道。
    六合夜市的前身为大港埔夜市，原本为高雄市区大港埔空地上的小吃摊聚集地，兴起于1940年代末
期至1950年代初期，是当时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
高雄市政府从1987年起规定，每天傍晚六时至清晨二时，六合夜市区域为行人徒步区，从此，六合夜
市开始迈人国际知名的观光夜市。
六合夜市全长380米，共设有170个摊位，大多以小吃、娱乐游戏为主，其它诸如衣服摊、杂货摊等并
不多见。
最特殊的景观是招牌林立的牛排店，大大小小十多家，主要卖点是平价、家庭式的牛排套餐。
此外，山货、特产、冷饮、冰品及海产店等也是应有尽有，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盐蒸虾、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夜不打烊>>

瓜牛奶、筒仔米糕、臭豆腐、乌鱼子、海鲜粥、过鱼汤、十全药炖排骨、担仔面、土鳃鱼羹等等算是
高雄市的招牌小吃。
另外，“棺材板”是台湾的经典小吃，出自台南，传统的做法是将洗净切好的猪肝片、鲜姜片、洋葱
、菜椒，拌同多种多样的配料如腊肠片、年糕片等，一起爆炒，然后装入炸好的吐司盒中，再盖上炸
好的吐司片。
由于吐司的外形和色泽酷似台湾南部的松木棺材，所以人们把这道美食称为棺材板。
据说，棺材板以前叫“鸭肝饭”，也叫官材板，含有升官发财的意思。
郑老牌木瓜牛奶摊也是相当的知名，不论是国民党的马英九、连战，还是民进党的陈水扁、陈菊，都
是他们的顾客。
此外，李嘉欣、胡瓜、张宇等大批艺人也曾光顾这家木瓜牛奶店。
不能不尝尝！
    随着时代潮流的冲击，六合夜市也转型成“世界地球村”了，让众多外国观光客充满无限回忆。
夜市里有许多拥有异国风味的摊位，诸如土耳其人卖的土耳其冰淇淋、墨西哥人卖的墨西哥脆饼，还
有日本人、印度尼西亚人也来此地摆摊卖饰品等等，都十分特别。
近年来，高雄市政府更积极地在具国际知名度的六合夜市举办了“传统市集YOUNG起来”、“六合
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扩大商圈的商机。
六合夜市与周围景点已经逐渐连结成一个旅游圈，例如城市光廊、文化中心、玫瑰圣母院、爱河、高
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仁爱公园、高雄港、西子湾风景区、旗津风景区等等。
六合夜市是个相当干净的夜市。
这地方白天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但一到晚上，摊商就会陆续进驻，接着封闭马路开始营业，到第二
天天色破晓前，开始扫洗街道，让一切回归原状，再加上拥有全台湾第一条夜市污水排泄系统，六合
夜市就更是清洁万分，毫无异味了。
    2009年，虽然因播放“疆独”影片等不愉快事件让大陆游客对高雄市心存芥蒂，但当地的六合夜市
仍成功地俘获了大陆游客的胃。
据悉，六合夜市的客源中，大陆游客高达七成。
大陆游客们最中意的夜市美食，包括海产粥、木瓜牛奶、烧烤，一百六十多个小吃摊一路吃过去，不
亦乐乎。
看到大陆游客如此捧场，台湾夜市的摊贩们还跨海抢商机，如今北京“台湾街”的“宝岛夜市”生意
正火。
士林夜市的“豪大大鸡排”也要在上海开店了。
    台湾人对于台湾夜市的说法是：南有六合，北有士林。
那么，士林夜市的盛况又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去逛逛吧。
士林夜市是台北颇具规模且相当知名的夜市之一，它位于文林路、大东路、大南路和小北街一带，有
超过五百家店面和摊贩，南北小吃、流行服饰、杂货，加上如织的人潮，溢散着热闹滚滚的气息。
士林夜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位于慈诚宫对面的士林市场夜市，铁皮覆顶。
囊括了大江南北综合小吃，从牛排、铁板烧到蚵仔煎、广东粥、生炒花枝，琳琅满目，每到夜晚，逛
夜市的人潮总将狭窄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另一部分是以阳明戏院为中心，主要由几条小巷构成，穿
梭其间，格外有一种市井滋味。
各式店铺及地摊摩肩接踵，小吃摊、服饰店、精品店、鞋店、唱片行、运动用品店等，比比皆是，只
要市面上流行的，在此都找得到。
每当夜幕渐渐笼罩，华灯一一亮起，士林夜市即步入繁华。
    士林夜市最初以小吃与摊商而兴起的。
迄今仍以此为主。
然而由于士林夜市的规模与商机极大，周边地主纷纷开设店面赶趁商机。
此时一方面是摊商和店家之间由于经济规模而达成的用地默契，一方面则是摊商与警方之间取缔与不
取缔的执法默契，形成一种有趣的共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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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摊贩并未完全合法化的城市里，士林夜市与其它大型固定夜市共同维系着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也成为台北人夜生活的好去处。
    说到美食，有百年历史的台北士林夜市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便是蚵仔煎，相传是300年前郑成功的军队
发明的。
有一则有趣的故事：民间传闻，1661年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意欲收复失土
。
郑军势如破竹大败荷军，荷军一怒之下，把米粮全都藏匿起来。
郑军在缺粮情况下，急中生智，索性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蚵仔（海蛎）、番薯粉加水混合而煎成饼吃
，想不到竞流传后世，成了风靡全省的小吃。
不过，大陆出版的书籍，却有将蚵仔煎列为福建小吃的记录。
士林夜市两家最早卖蚵仔煎的小店中，有一家叫“阿婆之家”，76岁的老板陈德庆描述，50年前他负
责调味，老婆做蚵仔煎，一做就是几十年，如今老婆也已变成了阿婆。
多年来，“阿婆之家”坚持选用嘉义东石港的新鲜蚵仔，然后用猪油将其煎到微焦，口感外酥里嫩。
此外，士林夜市永远跟着潮流走，牛排、甩饼、铜锣烧、起司土豆等等，花样迭出；餐桌上，日文、
英文与简体中文的菜单贴心地照顾着各方游客。
    士林夜市的所在地原是靠近基隆河的渡口，从士林的农产品到艋胛、大稻埕的货物都在这里交易
，1909年设立士林市场后一直发展至今。
过去的交易主要集中于妈祖庙慈诚宫的庙前广场，然而市场摊贩逐渐侵占庙宇用地，于是慈诚宫筑起
围墙保留仅存的狭窄庙地，围墙只能任由摊贩使用。
之后因规模扩大，夜市又将文林路、大东路、大南路及安平路等数个街区囊括进来，成为特大型夜市
。
但由于通风、卫生、环境、公共安全等问题，台北市政府于2002年10月14日将原士林市场拆除，仅保
留日据时期的砖造市场建筑。
原士林市场摊贩移至临时性的地方营业，地点位于文林路与基河路交叉口、台北捷运剑潭站对面。
不久，在那附近盖起了新的封闭式的士林市场，而临时市场则计划作为兴建台北市第二座大型艺术展
演场馆——台北艺术中心之用。
目前，士林夜市邻近捷运士林站、剑潭站，交通非常方便，再加上周围的学校林立，如铭传大学、东
吴大学等，每天黄昏五六点钟，大量下课下班的人潮涌而人，为这商圈带来了大量的商机及热闹的气
氛。
士林夜市的店铺一排排整齐排列，有如大型的熟食中心，顺着人口走，更可发现过道比以前宽阔，也
比以前好通行，而且还增添了公厕，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不必担心“后续问题”。
    P42-48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夜不打烊>>

编辑推荐

陈茜、初振宇编著的《今夜不打烊——台湾商业谁主沉浮》以发展的眼光演绎了数百年来台湾商业从
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第二部分介绍台湾著名的商业中心，既有老一辈儿时的回忆，也有现代人的休闲胜地；有奢侈繁华的
高档购物中心，也有平民、低调的城南旧事。
接下来介绍的是台湾著名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或者面临哪些问题，以及它们背
后叱咤风云的商业人物，如孙芸芸、徐旭东等。
再接着，针对近年来新兴的网络商业做一个大致的介绍。
最后引出两岸商业交流与合作，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这本书像一个放大镜，以小见大，用点点滴滴、生动活泼的文字向读者描绘台湾商业的斑斓色彩和
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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