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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集視覺、嗅覺、味覺、藝術總體

營造工程於一身，落實於書寫型態上，呈現

多元化的思維面向。

焦桐《2 0 0 9飲食文選》共分為「故

事」、「農牧獵」、「市場」、「餐飲

業」、「廚房」、「養生飲膳」、「餐

具」、「飲料」、「品味」、「回味」等十

大類，收錄許舜英、王文華、亮軒、張北

海、陳柔縉、吳敏顯、韓良憶、張耀升、韓

良露、詹偉雄、張輝誠、莊祖宜、王宣一、

劉墉、焦桐、潘震澤、張靜芬、楊子葆、曾

文祺、張曉風、莊雲斌、池宗憲、古蒙仁、

鄭培凱、蔡瀾、蘇偉貞、劉克襄、謝忠道、

梁瓊白、喻麗清、王安憶、鄭鴻生、徐祁

蓮、吳鈞堯、愛亞等三十五位跨領域、跨地

域名家的文章。本書不同以往的年度選文，

是擴展了飲料類的文章。

✿ 飲料類文章的擴展

焦桐《2009飲食文選》呈現飲食文學多

樣化的可能面向與藝術，選粹2009一整年的

飲食寫作，這些文章本散見於各大報（大部

分是在副刊）、雜誌或作家個人（如：

莊祖宜）的部落格中。從食物的美味，

到難忘的滋味，還有餐飲業背後的真實

故事。這些選文不僅寫食物，也寫人們在食

物背後的真感情。不但如此，今年的選文更

擴大飲食書寫的可能性，除了文學、美學，

更延伸至營養、科學層面；也跨出「臺灣」

以外的地方，看身在中國各地、香港、歐

洲、日本、美國的食家們吃什麼、喝什麼。

焦桐〈編選序〉中也特別指出：《2009飲食

文選》擴展了往年收錄的「飲料」類文章

─「涵蓋葡萄酒、威士忌、茶、咖啡」

（頁10），原因是「這方面的書寫日漸活

絡。自古以來，『飲』的話題源遠流長，較

『食』的話語普遍且質量俱佳，並深入日常

生活中，乃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當代

的『飲』話語顯然更待加強」（頁10）。

本書「飲料」類收錄的篇章有：楊子

葆〈白中之白　黑中之白〉、曾文祺〈清

明節前的碧螺春〉、張曉風〈「冬來好酒

釀幾罈？」〉、莊雲斌〈威士忌之神J i m 

M u r r a y〉、池宗憲〈茶饞─幸福的使

然〉、古蒙仁〈魔豆傳奇：古坑咖啡的崛

起〉、鄭培凱〈茶亦有道乎？〉等。

✿ 空間移動與在地化

「空間移動」是發現新世界的契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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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人們定居於某處，並傳承著固有的習慣與

思考模式。相對於此，近幾世紀以來，世界

瞬息萬變，人們周遭的異質性逐漸的改變了

自己的應變方式。

許舜英〈「挑食」作為一種生活策略〉

一文，敷寫她從臺北移居上海這段時期如何

覓食的策略。經由「空間移動」的視點呈

現文化視野，將個人飲食的策略與煮飯價值

觀，娓娓道來。 

飲食文學是一種躍動感強烈的移動文

學，因時代、地域不同而產生的變化屢屢可

見。由於在「當地」首次接觸到「異地」不

同的風土飲食，常會令人們感到新鮮的驚

奇。韓良憶〈節瓜的名字〉敘寫作者往返臺

灣與荷蘭之間的一次旅遊，在偶然的機會

下，無意／有意之間，發現荷蘭的「節瓜」

移民臺灣宜蘭落地生根的歷史，文末希望節

瓜能「早日擺脫外來者的身分，成為『正

港』臺灣農產」（頁50）。

大陸來臺的作家，被迫離開「祖國」，

並「移動」至異鄉臺灣，並與臺灣相異的文

化相遇，由此產生了一些飲食文化的融合

與變異，呈現了飲食文學的新世界。鄭鴻生

〈山東白、四川菜與臺南外省麵─記一

個府城少年在昇平時代的味覺探索〉寫常民

之食的各種菜色經由空間的轉換，而口味也

趨於一致的「在地化」，具備了臺灣的特

色，成為「新臺菜」。

✿ 回憶的窗口與文化的移動

大體而言，飲食文學作為一種融合敘

事、議論（有時又加上抒情）的綜合文體表

現的藝術，讀者可以透過語言的暗示媒介，

在想像世界裡構築飲食豐富的意境。這種意

境隨著語意而興，不拘泥在客觀物質的形

式。飲食文學所處理之議題，基本上涉及作

者與讀者的「現實存在」與「想像存在」。

經由時空想像的跨界，敘寫者不斷地從自身

的記憶中，重構過去，並汲取經驗累積所賦

予的生命力。作品往往藉由食物敘寫與記憶

編織，將此時的時間／空間與不同時空中的

人事貫串起來。

梁瓊白〈饅頭還是老麵香〉一文，寫

其對早年紮實的饅頭的回憶。王文華在〈吃

個橘子坐一下〉一文中，寫到他是個眷村小

孩，如何在眷村風味的餐廳，吃到了「人

味」：當顧客來了，沒有位子，老闆就會

對人說：「吃個橘子，外面坐一下吧。」

（頁21）。亮軒在〈拔辣歲月〉一文中，追

憶五、六十年前的臺灣「土拔辣」的甜美與

實用。愛亞在〈金蘿銀蘿〉一文中，憶及去

年莫拉克颱風期間，臺灣蔬果因為風災的摧

殘，未能及時上市，這時政府緊急進口國外

的「植物性食材」替代，這個因緣讓愛亞回

憶起高中時代吃蘿蔔的記憶，不論怎麼簡單

的料理，蘿蔔都具有其清純的美味。徐祁蓮

〈佛手、血橙、金蘋果〉一文寫其對橘子花

香的獨特嗅覺記憶，寫「甜橙千里迢迢傳到

歐洲，變種的血橙改頭換面又越洋回到家

鄉」（頁221）的過程。以「食物」為媒介

而勾起幼時回憶或觸動鄉愁，在寫作當下的

現實裡依然存在著淡淡的哀愁。但不可否認

的，其中都包含著轉化為回憶的甜美要素。

「追憶」的活動之所以能夠成立，必

須運用時間上之「今／昔」對比，空間上之

「中心／邊陲」異位的二元對立的參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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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支撐起追憶活動的完整架構。吳鈞堯的

〈移動的餅〉寫其自身對餅的喜好，回憶

起過去（昔／邊陲）曾吃過的金門的「禮

餅」，馬祖的「繼光餅」，繼而筆鋒順勢而

下，寫現在（今／中心）新莊地區的「鹹

光餅」，作者寫了下列佳句：「食材製成

餅，便於大量勞動人口攜帶，吃，不再是

靜態了，而是一種文化移動」（頁224）。

本節的標題，即得自於吳文的啟發與引用。

蘇偉貞的〈也是鼎食之家？〉，利用時空二

元對立手法書寫，以嚴厲而批判的口吻來檢

討屬於大江南北飲食文化中，失去原來屬於

眷村味蕾的記憶，並感嘆地說：「個人吃的

幻滅」，「以一個眷村出身的牧民而言」，

「你在你的新故鄉，失去了脾胃重建權」

（頁168-171）。

✿ 文化創意產業

飲食文化的「大眾性」成了衡量其滿足

顧客慾望的尺度，它是處於不斷地重新構成

之中。張北海〈電視餐〉一文寫美國冷凍食

品「電視餐」由盛轉衰的命運，雖然令人覺

得不勝欷噓，然而業者突破困境的另類思考

如是：「覺得當年嬰兒潮世代現在也都六十

好幾了，其中不少都有點餘錢可花，開始懷

舊，想吃小時候吃慣了的東西，或媽媽做的

菜，就推出一道新電視餐：雞是有機飼料餵

大的，乳酪歐洲進口，牛豬羊肉是法國紅酒

燉的燜的，餐盒造型如舊，不過是瓷器，一

盤售價三十美元」（頁30）。於此，我們理

解到了：餐飲文化中，人民是一個多元不斷

變化的概念，隨者時空的演變，這些飲食文

化商品或形式，必須以其他方式重新包裝，

運用新概念將文化加以行銷，並須適應如此

無數不同的社會群體。

詹偉雄〈味道中的革命〉一文寫新麵

包店、新咖啡店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

們可都是社會轉變的信號，也都是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創意產業」（頁65）。這些眾多店

家販賣的商品或服務，「充滿著自我追尋、

掙脫複製化的『本真』（authentic）式生命

想望」（頁65）。因而這些個性化的創業家

引領出自有的品牌與差異，以「追求個性商

品背後某種真誠的『物我關係』，以及這關

係所象徵的理想生活風格」（頁66）。隨著

飲食帶出的自我的地域特色，也藉由某種

「文化經濟」，喚起人們腦中無盡的景象與

記憶。反之，一份廚藝少了點屬於自己的東

西，就少了點想像，卻增添了一份不真實

感，謝忠道〈在真實與踏實之間〉寫他在法

國普羅旺斯藝術小村用膳時的不踏實感覺，

十分令人心有同感。

大幅的社會差異，對飲食習慣產生了顯

著的影響。在歷史長河中，隨著生活經驗的

累積，各個地方或各個店家都能發展出屬於

自己的特殊飲食文化。這意味著什麼呢？直

言之：飲食商品不論其高昂或低廉的生產成

本，但對大眾性來說，起關鍵的作用是流通

發生在商品的「文化經濟」上。這裡，交換

和流通的不是財富而是意義、快感和社會身

分。消費者對類似商品的選擇總是在文化價

值之間進行：在眾多的飲食商品中對其一種

特殊的商品的喜愛表明消費者的意義、快感

和社會身分的選擇。（注1）

古蒙仁〈魔豆傳奇：古坑咖啡的崛起〉

一文，寫了臺灣咖啡本土化的過程，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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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品牌，這種強調休閒的庭園咖啡館

雖然因人工採收，成本較高，價錢較貴，但

是，因為「它的味道香濃、不酸不澀，即使

不加糖，仍然甘美無比，別有風味」（頁

147）。華山地區美麗自然的風光，加上登山

步道及完善休閒設施，展現了它對消費者的

吸引力，所以古坑咖啡賣的不只是咖啡，更

是一種新的休閒流行時尚，是摻雜了一抹人

文風采的流行時尚。

✿ 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省思─代結語

張錯指出：「飲食文學的定義已經從飲

食本身發展成多重的意義和延伸，這個延伸

更牽涉到文化歷史或國族與信仰」。（注2）

更詳細的說：「在外國，報紙與雜誌刊載有

關飲食的東西，裡頭除了介紹怎麼烹煮食物

外，同時也利用食物本身去介紹多種民族或

多元文化裡的特性，利用食物超越語言文化

的疆界，來達到調和的境界」。（注3）

《2009飲食文選》這本選集充滿大量的

文化多樣性，從而提供充溢的符號、以便生

產它們的意義，透過個別作家對飲食現象

的追憶、觀察、省思，體現了跨越國界的飲

食文化視域，並且拼貼了各種有關飲食的議

題。劉墉〈筷人筷語〉談論吃飯的工具─

筷子，更檢討了我們用筷子的文化，「筷

子」不只是「手的延伸」（頁86），更是文

化的延伸，是不同於用刀叉禮儀的文化。

都城，作為王朝／國家的政治中心，

歷來被視為「國」的象徵。處於全球化的現

在，除了都城之外，代表國家門面的，應該

再加上稱之為海關／空港／國際機場的特定

場域。這些地區往往就會成為國家符號化與

象徵化的寄託所在。韓良露在〈桃園機場賣

餐飲　讓我覺得沒面子〉一文深度省思引來

很多對桃園機場檢討的空間。作者寫到每回

到日本旅行都會到東京成田或關西大阪機場

消磨時光，文中談論到日本東京機場的庶民

飲食，能讓人看出屬於東京飲食文化的代表

性，而旅客只要付出合理的價格，一定可以

得到合理的美食。反觀，桃園機場的飲食櫥

窗，充斥著盡是缺乏臺灣特色的「拉麵、三

明治、可頌」（頁62），價格更是貴的離譜。

飲食文學已蔚為臺灣文學的主流類型之

一。本書輯選名家書寫美食的作品。以文字

看美食，論做菜法、論從食物而生的情感、論

吃而經歷的人生酸甜苦辣。食物伴隨人們生

活，一切經驗都在書寫之中，鮮活而銘刻著。

藉食物的美味品嚐鄉土人情和文化熱度；通

過這些作品，具體呈現世代差異或不同觀點

的臺灣／異地飲膳散文的發展風貌，並檢視

透過飲食文化書寫而展現的種種思考。

注釋

1. 此概念轉化引用自約翰‧費斯客〈大眾經

濟〉，收於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

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

月，頁227-249。

2. 見〈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之圓桌會議〉，林水

福、焦桐主編，《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

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時報文

化，1999年，頁575。

3. 同上注，頁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