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振南

從傳統糕餅店起家，如今已經傳承到第五代的舊振南餅店，在力求留
存好滋味的同時，也致力於提升漢餅的設計美學及文化體驗，為傳統
文化注入生命力，讓盛載豐富歷史情感的漢餅文化能一代接一代地傳
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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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舊振南的鳳梨酥禮盒包裝榮獲 2018 年 Monde Selection 銀質獎，並取得碳足跡標章。｜上右：在漢餅房不僅可選購舊振南產品，還能享用漢
餅下午茶。｜下：「舊振南漢餅文化館」以綠建築概念打造現代三合院，並取得 EEWH 綠建築 8 項指標黃金級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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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糕餅店陳舊古樸形象，走入高雄大寮捷運站旁占地
1,400 坪的「舊振南漢餅文化館」，處處都能看見古今交融的典
雅美學。來客不僅能在此採購漢餅，還能預約綠豆椪、鳳梨酥、
核桃杏香酥等手作體驗，每週三還會舉辦親子活動，提供社區民
眾免費參加。若想休息一會兒，可以在角落一隅的舒適座位區
「漢餅房」，挑選一份漢餅下午茶，搭配一杯手沖咖啡或是溫醇甘
厚的好茶，享受有別於西式午茶的悠閒時光。

舊振南所使用的茶具為知名器皿品牌 JIA Inc. 品家家品所設計
的「官帽壺」。設計靈感來自清朝官員頂上官帽，雅致溫潤的瓶
身，以及背後的文化典故，正好呼應舊振南創立於清光緒 16 年
（1890）的歷史脈絡。

百年餅店代代傳承，如今第五代接班者已就位，扛在現任總經理
李立元肩上的責任，是世代交替的變化，以及傳承漢餅文化的重
要使命。

如兄弟般一起成長， 
傳統糕餅店逐步轉型品牌化

「我覺得這間店更像是與我一起成長的兄弟。」李立元笑著表示。
當現任董事長李雄慶在 1996 年放棄建築本業，接手家族事業舊
振南時，李立元還不到 10 歲。對他來說，舊振南不僅看著自己出
生成長，他也伴著這家餅店轉型拓展，猶如人生中的手足，密不
可分。 

在李立元的記憶中，小時候的舊振南還只是一間前店後廠的傳統
糕餅店，每逢佳節，必定全家總動員協助店裡備料、做餅、招待
客人，就連國小的他與弟弟，都得踮著還不高的個子，幫忙洗刷
烤盤、摺紙盒。

「我小時候幾乎沒有真的放過暑假，因為暑假之後就是中秋節，
是一年之中店裡最忙碌的時刻。」談起兒時記憶，李立元的笑容
裡找不到苦，反而充滿著開心，「走進店裡的客人，臉上的表情都
是喜悅的——歡喜過節的心情、長輩為女兒挑喜餅的祝福。」幼
小的他將這些笑顏記在心上，開始懵懂地理解，自家所製作的漢
餅是如何盛載心意，傳遞情感。

舊振南在李雄慶接手後，由傳統糕餅店逐步轉型成為具有企業思
維的品牌。他重新擬定經營策略，將老店由多角化經營模式回歸
漢餅本位，整頓供應鏈、更新包裝設計，並抓住漢餅盛載送禮者
祝福心意的特色，轉往開發伴手禮產品，至百貨公司、高鐵、機
場設櫃，讓原本僅聞名於南部的百年糕餅店，成為具全國性知名
度的漢餅品牌。

但在父親致力於重振家族事業品牌的這一段時間，李立元距離台
灣甚遠，他在國外求學、工作，接班的想像在此時仍未萌芽。

漢餅也可以很時尚， 
異業合作翻轉傳統糕餅形象

在李雄慶以精準眼光將家族事業拓展成為全國性品牌的同時，李
立元還遠在加拿大求學，畢業後也順勢留在國外的品牌管理顧問
公司工作，尚未有回國接手家族事業的念頭。

2012 年， 李立元返國度假， 父親要他運用所學專長， 為舊
振南正在起步發展的電商與客戶關係管理制度（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給予建議，這才讓他將目光
再度聚焦於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手足」身上。他開始反省：「我
在國外幫各大公司做品牌行銷，為什麼不回來幫自己家裡的品
牌？」

想法萌生後，李立元決定就此留在台灣，並開始思索要如何幫助
這位已有百歲的兄弟，迎接下一階段的品牌轉型挑戰。李雄慶雖
已帶領舊振南打開全國知名度，但一般人對於漢餅仍具有刻板印
象，侷限了品牌發展性，「古老、油膩、不精緻──特別是我們的
品牌中又有個『舊』字。」李立元苦笑。

正在李立元糾結該如何突破時，專作華人器皿的 JIA Inc. 創辦人
的一句話卻點醒了他：「華人器皿為什麼不能很時尚？」

「這句話顛覆了我所有的想像，華人文化其實也是可以很時尚精
緻。」當時食品產業尚不注重外包裝設計，更遑論於公司內部成立
相關部門，李立元卻大刀闊斧成立設計團隊，以設計力為品牌注
入新形象，將淵遠流長的華人美學與時尚設計結合，商品包裝屢
次獲得德國 iF 設計大獎、紅點設計獎、台灣金點設計獎等殊榮。

另一方面，李立元積極拓展品牌異業合作，例如與杜老爺合作推
出綠豆椪牛乳冰棒，和蜷尾家聯名推出雪餅等，不僅市場上熱
銷，也進一步翻轉舊振南傳統糕餅的形象。而身為高雄在地品
牌，舊振南替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高雄歷史博物館、高雄
100 週年慶設計專屬伴手禮禮盒，扮演宣揚港都文化的稱職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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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國外幫
各大公司做品牌行銷，
為什麼不回來
幫自己家裡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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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舊振南是早期南部上流士紳嫁娶時指定選用的喜餅。
下：漢餅承載了華人的節慶︑節氣與婚嫁習俗文化。

獨創力——
南部知名百年糕餅店，
保有漢餅文化的淵遠流長之美。

創新力——
翻轉漢餅傳統形象，注入設計力︑時尚感，
並開啟多元化異業聯名合作。

傳承力——
實踐厚禮數精神，向下扎根傳承漢餅文化。

用溫馨滿溢的「厚禮數」，傳承漢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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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百年歷史的舊振南，未來將會秉持傳承與創新兼具的精神，邁向未來。

堅守厚禮數精神，傳承世世代代

「我們這一代因為父母仍保有逢年過節吃漢餅的習俗，所以知道漢餅，
但隨著世代凋零後，我們的下一代呢？」回國參與舊振南事業已 10 年
歲月，李立元在這段時間中逐步理解，擁有百年歷史的舊振南要做的不
只是重新設計包裝，必須要扎根文化，扛起傳承漢餅的使命。

為了傳承漢餅文化，舊振南不僅成立漢餅文化館，還攜手說故事達人走
進社區、國小及兒童美術館，向學童講述漢餅與節氣的故事，甚至成立
podcast 節目「二十四節氣的智慧故事」，由李立元的太太扮演主講小
喜姐姐說故事給孩子們聽，節目還登上親子類別中百大之列！

「希望孩子除了萬聖節、聖誕節之外，也能認識漢餅、華人的節慶，這是
屬於我們自己根源的文化。」李立元明白，文化扎根並非一朝一夕之事，
這將是百年舊振南下一階段的目標。

2021 年，COVID-19 疫情襲捲全台，當民生產業遭受重創之際，舊振南
卻逆向操作，除了斥資億元打造第二座廠房，導入智慧化、自動化生產
設備之外，李立元也將目光轉往企業內部的共識凝聚，重新定義舊振南
品牌精神。

「舊振南最寶貴的精神，就是台語所稱的『厚禮數（hó lé-sòo）』，意
即多禮的意思。」李立元表示。舊振南由傳統糕餅店起家，店員與顧客
關係緊密，如同熟識多年的家人朋友，平日噓寒問暖、逢年過節相互道
賀。如今的舊振南已翻轉品牌形象，未來的下一步，是要將「厚禮數」的
精神底蘊內化於企業文化之中。

舊振南早在 10 年前就導入 CRM 系統，每逢年節也會鼓勵門市人員自
發性手寫卡片給常客，獻上真摯的祝福；在廠內人員教育訓練方面，則
要求其更謹慎地包裝、出貨，因為每一份從舊振南送出的糕餅，都是飽
藏客戶滿載祝福的珍貴心意。

面對未來，李立元表示，舊振南需要的並非是一位家族事業接班人，
而是以專業經理人為核心的接班團隊，「唯有保持傳承與創新兼具的精
神，舊振南才能再續百年！」

我們這一代因為父母仍保有
逢年過節吃漢餅的習俗，
所以知道漢餅，
但隨著世代凋零後，
我們的下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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