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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焦桐、洪珊慧主編的《2015飲食文選》共收錄了 49篇的散文、論述、詩、小說等四類體裁

文章，集各種飲食題材、飲食好手的美食文字於一堂，豐富了該書的書寫範疇與創作視野。書

中作者除了分享自己的飲膳哲學，也吐露自身在茶餘飯後深刻的人文關懷。

「飲食」是每個人每日的生活行程或過程，它滿足了人們的口腹之慾，也體現了個人獨特

的生活品味，吃或不吃某種食物，其實表達了許多人的飲食選擇，也隱藏了許多人對食物的各

項知識。

不可諱言，「飲食」充分展現了個人的嗜慾與好惡，也讓飲食作家們透過味蕾的感受，觸

動內心深處許久以前的記憶，並將之形諸筆墨，再現於讀者面前，本文略將該書作者的美食饗

宴與反思分述如下，精彩的故事／論述還需讀者親自展讀原書，咀嚼更多的言外之音、弦外之

意。

* 歷史聯繫著在地美食

我們對「食物」的考慮，遠遠超出了營養、卡洛里及礦物質，它是一種歷史圖像與表達符號，

利用「食物」來跟別人說話，並建立行為規矩、習俗、交流等。食物可以不斷創新，然而，在

其他部分又根植於過往的歷史。

謝其濬的〈京都三碗茶〉探討日本茶湯文化歷史，進而闡揚日本喝茶的美學修行；王浩一

的〈旅食朴子〉，記述一個因媽祖廟（配天宮）而興起的小鎮歷史，而「菜燕冰」源於日治時期，

如今成為隱藏版的朴子在地美食。

食物包含了一組共同的理念、想像與價值，表達且影響群體的思考、感覺與行動方式，料

理與文化隨著不同群體而變化多端。臺灣客家人是漂泊的族群，刻苦耐勞，以務農維生居多，

也以米飯為主食，最具傳統代表性的一種食物是「客家菜包」，鄧榮坤〈食客〉一文中寫到桃

文字工作者│陳瑤玲



46
沒有書籍的房子，就像沒有靈魂的軀殼。
西塞羅

ISBN

讀書人語

園客家文化節的「客家菜包」：

菜包，因為形狀像豬籠，有些地區的客家人稱它為豬籠粄。

粄，亦即閩南人所謂的粿。客家人的粄種類非常多，如紅粄、發粄、蟻粄，每一種粄都蘊

藏許多生活的悲歡；而豬籠粄最原始是一團的白色的粄而已，因為生活在丘陵與山區的客家人

外出工作時，經常將它帶在身上當作餐點，久而久之就演化為包餡的菜包。

添加了餡的菜包，口味也越來越多，從傳統的蘿蔔絲菜，至近幾年來的多樣化餡料—生蘿

蔔絲、竹筍、酸菜、芋頭、素食、肉餡、豆干、鹹豬肉。（頁 135）

食物不能太昂貴，超出中產階級的預算；食物里程不能太遙遠，才能保存食品的安全性與

風味—「客家菜包」儼然具有這些庶民日常飲膳的基本元素，食材充分取諸身邊的大自然，而

又不斷推陳出新，讓「客家菜包」厚蘊的美味與時俱進。

楊明〈粽子和蘇東坡〉一文，寫出食物與在地歷史的勾連，地方料理以各自的「風味原則」

來區分，調味組合成為重要的群體「標記」：

其實有很多地方最初的印象連繫著某一種食物，好比重慶麻辣鍋，成都麻婆豆腐，山東饅

頭，福州魚丸，德國啤酒，義大利披薩。這連繫包含了滋味訊息，裹存著色彩圖形，原有的單純，

在親往遊歷，甚或停留居住一段時日後，反而難以言說，因為印象益發複雜。……湖州，最初

的粽子，眼前的月亮酒店，兩千年前的項羽，一百年前的陳其美，還有江邊櫻花樹下牽狗散步

的尋常百姓，都是人世。（頁 143）

食物建立了認同，形塑了在地標記，也成為一種文本，涵蓋了該地區特有的文學、歷史、

民俗等遺產。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新奇食物不斷地納入在地烹調，但在「傳統」與「現代」

之間似乎仍有一條清楚的界線，掌理著地區傳統料理的烹食。

* 懷舊、記憶、養生與美味料理

廖鴻基〈魷魚攤〉記述一個遺世獨立、與世隔絕的小漁村，因南島魷魚的群聚而興盛，又

因南島魷魚轉移繁衍陣地而沒落，但村民仍年年期待南島魷魚有朝一日能復返，於是，便將感

謝老天賜予魷魚季的魷魚裝踩灘活動，擴大宣傳行銷成為熱鬧非凡的南島魷魚祭的慶典活動。

日本大阪是河豚消費量的大戶，林嘉翔〈捨命吃河豚〉一文，說明河豚的即時美味—「河

豚生魚片因切得薄極易乾燥，必須上桌立刻取食。拿筷子一次夾兩、三片，將慈蔥和魚皮捲於

其中，略沾用紅葉泥、酸橘醋、昆布柴魚汁、醬油等調製的醬汁，入口咀嚼，仔細品嚐深妙的

滋味。」（頁 41）—由此可見，河豚的美味料理同時規定了飲食的方式，也就是一組「禮儀」，

禮節的符碼。河豚料理的方式，根據其大阪朋友指出：

從河豚生魚片的處理手法，可判斷廚師功力的深淺。活魚先放血後泡冰水使身體緊實，再

解剖去除含毒部位，清洗乾淨包上棉布，放冰箱幾個小時（一面等待熟成，一面可減低水分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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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甘旨）。接下來，將魚肉切成薄片，並利用刀尖和手指將他們以一端略翹的高度，整齊而且

精準的層層排列、環繞於陶盤上。依呈現的華麗圖樣，分別有牡丹盛、菊花盛、孔雀盛、鶴盛、

青海波盛等等的稱呼。如此細心加耐心的修煉，至少需耗費五年以上。內行的專家甚至能從擺

盤的氣勢，看出廚師的健康狀況。（頁 40-41）

由此段文字可看出日本河豚美味料理的條件與河豚廚藝養成教育的不容易。

韓良憶的〈召喚秋天〉寫秋補的銀耳枸杞桂圓湯，滋補養生。周芬娜〈山苦瓜〉一文記述

旅居美國加州矽谷，偶買得一株山苦瓜苗種在自家前院，憶起家鄉屏東縣的來義山上，就常看

到山苦瓜的蹤跡。原住民喜歡把山苦瓜種在籬笆上觀賞，也把它當成蔬菜食用，作者靈機一動

便將山苦瓜作成一道美味珍饈—山苦瓜炒鹹鵝蛋黃。尉任之〈石榴的顏色〉一文寫石榴在食物

料理上可去肉類的腥味、調色，並說明石榴是高加索人視覺與味覺記憶共同的一部分。方秋停

〈細數金針花〉書寫小時難得的宴席經驗，素齋的炒麵或湯裡，經常見著金針依偎著豆角或與

其他蔬菜纏繞，替素雅增豔，也與荸薺口感相映襯。

即使品嘗一道最簡單的菜餚，我們也都參與了橫越空間與時間，而將人們與地方連結在一

起。從地方的飲食文化形塑創意、多元、開放的價值觀，到培養食客社會關懷和文化尊重，在

在期待「道地」的食物與風土連結創新飲食文化，開創經濟全球化的新利基。

* 食安、環境議題與生活認同

我們都是食物鏈的一環，生產與消費緊密連結。歐銀圳〈黃蝶翠谷的養蜂人〉分享友朋山

居儉樸生活與農事，蜜蜂是其友朋最親近的「家人」，友朋「當牠們是自己的孩子」，「取蜜時，

不宜貪多而使蜂群恐慌」，用「愛」養蜂，開啟友朋另一個愜意人生。

蔡逸君〈米〉藉由稻米的播種，闡述其自身對「土地」的認同與環境議題的關懷：

作為米的種植者，我唯一能認同的就是耕作的土地，不要再用除草劑和化肥去汙染它，不

要不當的工業農業政策去傷害它，雖然這種想法不合時宜。（頁 53）

作者認同土地安全的永續使用，並以身作則。鄭培凱〈毒不死〉敘寫出門的七件事—柴米

油鹽醬醋茶的食安問題。吳晟〈溪州尚水米—水田濕地復育計畫〉寫自家田地從 2001年以來土

地的復育方式：

我在自家二公頃田地植樹造林，堅持絕不使用任何殺蟲劑、殺草劑，必要除草時，以手工

鐮刀鋤頭，或以割草機為之，特別喜歡陣陣飄散的芳郁草香；割除的青草回歸土壤，整片園區

的面上，永遠保持青翠、濕潤、鬆軟。

十多年來，樹園苗木逐漸長大，皆已成樹，綠蔭盎然；綠蔭下，任由各式各樣「雜草」叢生，

包括蕨類、姑婆芋，間雜各種樹木幼苗，披覆滿園，只需留意藤蔓類，隨時清除，以免攀上樹幹。

有草叢，就有昆蟲；有昆蟲，就有飛鳥，生態十分豐富，經常有新奇發現，帶來驚喜。（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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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態在實質上和文化上都形塑了世界，也改變了地景，滋養了各色人群。食物是人們

重大焦慮的來源，因為我們吃什麼以及如何吃，可能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最重要原因。食物的

生產與消費，近來已經引起人們相當程度的關注。當農場與餐桌連結在一起，也讓我們認真地

思考食物的來源。

* 後語

在讀完本書後，使我們更能了解從每天維繫生命的食物裡，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解決當

代的食物問題。當我們透過食物與過去的歷史連結，重新認識土地；支持在地食材，保留原生

物種；透過有機，愛護我們土地多一些；支持食物正義，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價值，甚至用食

物來實踐全球生態的永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