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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百年：
飲食與文學的生命記憶

臺南平原今昔以來都是民眾賴以為生的豐稔米倉，府城市區更有充滿

米食文化的生活記憶，「食讀農民力」規劃了市區到碾米廠的文學之

旅，讓參與者跟隨在地人的腳跡，享受一場難忘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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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宏斌 作家、「拾藏：臺灣文學物語」計畫專員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走出博物館，步入城市街道，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出文學踏查多年，館內策展、館

外實勘，頗有歷史。經過探索不同主題，集結文本、文學藏品的過程，臺文館再度走

入人群，透過活動，建立文學與民眾間的橋梁，以「文學現在式」的角度，跨域合作

為主題，講述職人內心的文學憶景。

2019年 5月所舉辦的「食讀農民力『臺南．好食食（tsia̍h-sıt̍）』──從農田到餐

桌的文學之旅」，邀請小西腳碗粿主廚、臺南食食生活文化研究室負責人蔡明財，以

「在地料理職人」的觀點策劃，並與老米廠「芳榮米廠」合作，籌備許久終於成行。

從百年府城到百年米倉，街景到農田，耕種到料理的距離有多遠？答案是一口之

內，大約是筷上到嘴裡之間。但這樣的一瞬，飽含多少情感與變遷，都將透過職人的

記憶之口講述，詮釋沿途風景。

同時，也期待化作往後更多跨界跨域合作的養分，醞釀文學新感受。

蔡明財1969年進入永福國小就讀，有時會懷念國小後門在賣「蛋包
飯」、「八寶麵」的小食攤。

特別的是，此次踏查餐點，也由職人責

製，從不同角度刺激民眾內心與味蕾上的感

知與體驗。

飲食今昔：講吃，也路過吃

走過熟悉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映入眼

裡的一草一木，撫過的一磚一瓦，關於這裡

的記憶，對蔡明財來說，俯拾即是。

這裡是府城，臺灣最早建立的城市。其

中，中正路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 1927年，連

續商店住宅的興建，讓中正路成為城內第一

條經過整體規劃設計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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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城市發展重心如何轉移，環境如何變

遷，那些失去的風景，都留在蔡明財的生命記憶中。

這條路他已經走了半個世紀。

蔡明財，臺南人，1961年出生，相牛。老店小西

腳碗粿主廚，也是臺南食食生活文化研究室負責人。

如生肖那般，屬牛的蔡明財非常有耐性，身邊的

人形容他工作起來總是不知疲倦，對於細節非常要求，

談到臺南料理時，常常嚴肅而沉重，但面對料理時，

蔡明財的臉卻充滿柔情。並以一句「雖然我們的衣服

油了，髒了，但我們的心要乾淨」，道盡他對於料理

的態度和職人觀。

蔡明財說起兒時記憶，眼裡總有光芒。

他是 1969年進入永福國小就讀，當時已是戰後時

期，國民政府才剛放棄反攻大陸計畫，史明完成《臺

灣人四百年史》中文版，臺視開播滿 7年，臺灣進入

電視時代。

日治時代的末廣町，此時已是飄散著濃厚外省味

的中正路。「小時候看到酸梅湯覺得根本是天物，十

歲以前都喝冬瓜茶，看到嗎哪茶行噴泉式的紅茶不斷

從頂部流出來，眼睛都亮了。」蔡明財路過上海老大

房原址時這麼說。   

為了文學踏查，蔡明財與相關工作人員在規劃路

線上，來來回回走了許多次。但彷彿回憶會增生，對

於原生之地的情感早已生了根，每走一次，對於這條

百年大道的回憶又會多了一些。

其實，中正路上的飲料店不少，新近的有黑澀會

美眉ㄚ頭（本名詹子晴）開的「不要對我尖叫，日常

茶間」、忠義路轉角的「醋頭家」、林百貨裡的「林

「碗粿」來自哪裡？文學旅人跟隨「料理職人」的

腳步，從芳榮老米廠（上）搭農車進入稻田（中

下），見證食材背後的故事，感受耕種與料理過

程，人和土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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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到臺南老紅茶店「雙全紅茶」。只有雙全紅茶還留在他的記憶裡，那個熟悉的

位子。

「除了酸梅湯，有在賣金華火腿、中秋月餅，其他這類的中國口味南北貨的店家，

對面還有一間。」蔡明財指的是「伍中行」原址，當時伍中行已有 5間分店，賣金華

火腿，也賣烏魚子和罐頭食品等。

站在上海老大房，望著伍中行原址，旁邊就是臺南近年重新活絡的知名景點「林

百貨」，對於林百貨這間臺灣第二間百貨公司，蔡反而沒有什麼印象。

「在當時的年代，林百貨對孩子們來說，就是一棟廢墟。」他說。

鄰近的榮星川菜和今日川菜原址，後門通往永福國小旁的巷子，學生下課後經過，

時常會看到各類食材擺放在地上，若是廚房內料理蒸騰時，大爐火星飛竄，餐廳裡的

人都會大聲的提醒學生離遠一點。

「我家炊碗粿的灶火比他們的火還要大，火星亂竄已經習慣，其實我根本不怕。」

蔡明財邊說邊笑。

另外還有有名的「空軍新生社」餐廳，原址在現臺南市消防史料館（中正路 2號），

早期是空軍官兵的餐廳，是當年眷村人吃飯、聚餐和結婚宴客的地方。後來不知道什

麼原因新生社收了，不開了，讓蔡明財很訝異，同樣留下深刻的記憶。

臺文館圖書室展出中的「穀早食代」農村文學特展，鋪陳農村、農民、農事為主題的文學歷程，以及影像作品。



67台灣文學館通訊2019/06  No.63

活 動 E V E N T

經過「小林煎餅」臺南門市部，這裡的釣鐘燒曾紅極一時；而這個店址在 1980年

代是「巧立生活舘」，專賣品質優良的日本製生活器物。來到臺南書局原址，這裡涵

蓋了蔡明財的童時記憶，裡頭的地球儀，開啟了蔡明財對於世界觀的想像，也有了期

待。這樣近似於歸屬感的溫馨，將他的童年溫柔包覆。

「買杯飲料，買些零食，常在上學的路上，就把錢花光了，就沒有錢吃午餐，餓

著肚子跟大人一起圍在電器行外，看布袋戲。」蔡明財笑了，像做了糗事那樣，也像

在笑那個內心永遠長不大的小孩。

在前往總趕宮的路上，蔡明財回味著，當時因推行國語運動，電視臺審查，劇本

怎麼審都審不過，而被迫停播的《雲州大儒俠》。史艷文後來怎麼了呢？是什麼力量，

讓他與藏鏡人面對這場無止盡的爭鬥。

買杯紅茶後，走入總趕宮的廟埕，這裡以前有賣童玩零食的店。「我都會玩抽抽

樂，就是抽紙牌。如果沒錢的話，有時會在旁邊看人家抽，乾過癮。」蔡打趣的說。

抽紙牌的話，有時會玩抽糖霜魷魚、抽口香糖，蔡最常玩抽巧克力糖，「還有出現可

以抽錢的，現在想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關於吃飽，蔡明財有時會懷念國小後門在賣「蛋包飯」、「八寶麵」的小食攤，五、

六年級的蔡會點紅飯來吃。紅飯，就是加上番茄醬的炒飯，紅紅亮亮的。如果加上剛

煎好的蛋皮，將紅飯包覆住，就是蛋包飯了。

「做好的蛋包飯放在大瓷盤裡，上面再淋一些番茄醬。看起來很簡單，但就很好

吃。」這次蔡明財露出滿足的表情，咧嘴地笑了。

百年繁華好便當

專為此次活動，蔡明財端出認為最能代表府城飲食的料理，有烏魚子油飯、芋粿、

三色蒸蛋、香腸、蒜頭麵線等，其中當然包含自父親手上承接的職人手藝——碗粿。

蔡明財以「臺南．好食食（tsia̍h-sıt̍）」為
概念，親自撰寫活動手冊，文案令人驚

豔，受到允文允武的讚美。

蔡明財近年來專注於尋找更好的食材，並在口味及口感上進

行調整與改良。這款便當的設計，加上飯盒不僅是帶給民眾一個

紀念，也代表蔡又完成一次整合，一個階段的代表作。

生命史與產業鏈交織

臺文館以「走讀農民力」為主題所策劃的一系列活動，因為

蔡明財的共同策辦，內容豐碩、充滿在地風格。以此契機將蔡明

財生命記憶納入「府城文學踏查地圖（七）」，出版成冊，並於

活動當天正式推出。有別於過去以文學文本、生活文化為主題，

跨出文學踏查新型態，建構起文學和生命史間的橋梁。

透過生命史講述，蔡明財以一名「老臺南人」的角度，分享

臺南舊城區繁華路段「中正路」的觀察與飲食紋理，連結過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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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年代的小吃日常，構築參加者對臺南飲食文化的想像。

以「料理職人」身分，蔡明財也對於重視之作──「碗粿」進行自我提問，希望

深掘食材背後的故事，與老米廠芳榮米廠合作，帶領參加者走進產地，認識食材，深

入感受日常飲食中的土地連結。

此次活動，蔡明財以「臺南．好食食（tsia̍h-sıt̍）」為概念命名，並以臺語、中文

兩軌書寫作為整體呈現，撰寫觀察手冊，透過不同語言記錄，傳遞溫度，看見不同文

化融合的痕跡。

文學未來式：跨域轉譯，開啟與地方創生的新連結

「2000年後轉譯逐漸發生，在文學、影像、戲劇到音樂都有，而文學館除展
示外，也包含了走讀。」——2019，陳佳琦

文學的走讀活動，結合在地產業文化素材，也許創造出新形態的文學推廣模式是

可行的。對文學博物館而言，未來的課題是，如何轉化如何創造！

以文化部轉譯相關計畫摘要為例，指出「以博物館典藏品為基礎，『轉』化成為

通俗易懂之故事或文字，嘗試與觀眾個人情感記憶或生命經驗連結」，可視為轉譯的

最初精神。什麼是轉譯文字？以文學、博物館為關鍵字，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就是展

覽藏品、書訊簡介的「說明文字」。

然而，即便是再簡單的說明和目標設定，都必然涉及「詮釋」。誰來詮釋？如何

詮釋？以什麼形式呈現？便成為近年轉譯相關組織，爭相討論探索的話題。

以近來國立臺灣文學館執行轉譯相關計畫、活動和商品來看，根據不同溝通對象

和需求，概念上大致可分為「文字轉譯」、「物質轉譯」，又可再各自分出「跨界轉譯」

和「跨域轉譯」，彼此交叉相連，形成熱點交織網絡。依不同層面觀看，各自都能視

為不同產業的集結。

「文學踏查」過去以來，一直往地方的長期合作努力，培育不同專業領域、不同

地方的導覽員，來推動走出室內，以真實體驗來展示文學藏品文本內涵的風氣，已是

概念上的「物質轉譯」。

隨著 2018年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示範

計畫，以盤點各地「地、產、人」的特色資源，朝「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策

略方向規劃，開拓地方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以擴大地方內需及供給，同時，強化

地方與對外的連結。

文學自生活來，不論是過去藏品文本，或是地域性寫作文本，具有相當開發潛力。

可以試圖提供「地方創生」所需線索，並以跨產業角度來進行文學「跨域轉譯」，將

能量帶回地方，刺激地方產業化，開啟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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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文學」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與台灣文學學會合作推出專題「台灣『新文學』」，並為能深

耕該學會一年一度所研發的題材，故調度一期以年會主題為專題，內容如下：

台灣新文學運動於1920年發軔，試圖透過文學進行文化與社會改革，回應時代

所需。當時台灣新文學之「新」反映於新的文學語言、新的文類、新的思想、以

及新的傳播模式等等。台灣文學經歷這一百年的發展，文學創作不僅有豐碩的成

果，台灣文學傳統亦逐漸形成，而相關研究也在學院內外逐步開展。二十一世紀

的台灣文學所面臨的課題與挑戰，與二十世紀初台灣新文學運動誕生之時，必然

大不相同。現階段台灣文學之「新」如何產生？如何回應時代所需？既有文學傳

統又該如何因應？

邀請台灣文學研究者共同來探討台灣「新文學」的面貌和種種可能，站在台灣新

文學運動百年來所奠定基礎之上，探討文學的種種新生，展望其後續的發展。本

專題歡迎與以下議題相關之論文，踴躍投稿：

詳見本館網站http://www.nmtl.gov.tw→最新消息→徵稿訊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檢索
資料庫 http://journal.nmtl.gov.tw/opencms/nmtl_search
本學報收錄至THCI，並獲科技部評比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第一級」。

● 新敘事

● 新方法

● 新媒介

● 新傳統

● 新傳播模式

● 新作家群像

● 其他與「台灣『新文學』」相關議題者

預計截稿時間╱2019.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