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愈夜
愈美麗！

入境隨俗：

文 / 圖  朱偉屏（阿 SIR）《台灣有嘛！

─七天內，帶大陸客人愛上台灣》作者

 相信不少來過台灣旅遊的朋友都會
說：｢到了台灣，千萬別忘了撥出時間

體驗當地特有的『夜生活』哦！｣ 
	 哈！大家可別想岔了，這裡指的可

是充滿人情味和美食小吃的｢逛夜市｣ 
啊！台灣由北到南，從城市到鄉鎮，每

到一處絕對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廟宇和夜

市──走廟求的是心靈寄託，逛夜市則

為了滿足口腹之慾。除此之外，兩者其

實最初都還兼具聯絡居民感情和提供休

閒活動的功能。

	 早年先民遠渡重洋來台，平日墾荒

生活清苦，生意人便挑著各式冷、熱小

吃來到田邊或山邊供應開墾者食用；收

工後大伙閒著沒事，於是廟口活動便成

了眾人閒暇之餘生活重心，而當人潮慢

慢聚集時，自然少不了出現跟｢吃｣ 有
關的市集了。

	 由於台灣人的飲食習慣比較接近廣

東、福建一帶，加上受日本飲食文化影

響，因此口味普偏較為清淡，甚至愈往

南走口味愈偏甜，而料理方式又常帶點

溼黏芶芡。這對於重鹹、重辣的朋友來

說，或許一下子不太能適應。不過旅遊

不就是一種體驗嗎？只要開放心胸，把

每一次際遇當作難得緣分，自然會覺得

凡事都新鮮有趣。

	 品嚐台灣夜市小吃，點餐時建議採取

｢多樣少量｣ 原則，譬如幾位朋友各點
一樣，然後大家共同分享。只不過這些

份量看似不多的小吃很容易有飽足感，

卻也很快又讓人餓到不行。夜市攤販習

慣使用免洗餐具，不開發票，也不收信

用卡，記得熱食現吃最好，外帶涼掉口

感就差多了。

	 基隆廟口的天婦羅、台北士林夜市

的大餅包小餅、台中逢甲夜市大腸包小

腸、嘉義雞肉飯、台南担仔麵、高雄六

合夜市木瓜牛奶，還有大小夜市少不了

的蚵仔煎、大腸麵線、滷肉飯、臭豆腐、

炸雞排、鹹酥雞、肉圓、珍珠奶茶、紅

豆餅、愛玉冰……，都是深受各地遊客

喜愛的道地台灣美食。

	 流口水了嗎？別忘了，充滿懷舊人

情味的台灣夜市，正張開雙臂歡迎各位

的光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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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柯蕾特的相遇

好書開箱文：

文 / 陳虹君

 2008年秋天開始，我經常受邀到一

位導演朋友家作客，料理的空檔，聽著

他抱怨因軋戲太多無法為自己的下一部

電影專心作導演功課……

	 原來，兩年前這位導演朋友已經在

籌劃、佈局新作，劇本也因為各種人世

際遇更動過無數次。不變的是，他想重

現秀場風華。很老派地，他依舊憧憬在

法國俗文化中頗具地位、而今凋零不復

見的巡演式歌舞秀，更著迷那些｢夜間

工作｣ 的人們與其生活狀態。
	 一天，他唸了一段話：｢……我們奔

跑，朝快速求生的幻影奔跑，朝熱情的

幻影奔跑，朝工作的幻影奔跑，跑向無

需思索的幻影，跑向不留任何遺憾、悔

恨甚至記憶的幻影。｣  這就是他一直想
要在新作劇本裡保留的情緒啊！

	 而我，就這樣，與柯蕾特相遇了。透

過文字，先進入了二十世紀初的歌舞秀

場世界。她的文字令人著迷。她的語言

清麗新穎，是描述感官世界的能手。又

善於捕捉人物內心的瞬時變化，細膩描

繪大自然中的聲、色、味道。《秀場後

台 》這本一百多頁的小書便是柯蕾特結

束第一段婚姻之後，為了有足夠的經濟

來源保障她想要的生活，到秀場演出默

劇與舞蹈的巡演筆記。她利用排練的空

檔、飯間等待的時候或是火車旅途間，

在撕下來的報紙、餐巾或是不知名的碎

紙上書寫，寫下秀場藝人們的汗水、疲

勞、吃不飽、爭寵與妒忌……這些隨筆

當時都發表在巴黎 《晨報 》的一個名為

｢一千零一個早晨｣  專欄裡的｢秀場系
列｣  中。她一個月給報社供稿兩次。最
後於 1913年出版成冊。

	 時序轉入 2010年，電影終於殺青。

再次聽到柯蕾特的名字，是某天晚上，

法語國際廣播頻道傳來柯蕾特的童年故

居即將遭到拍賣的消息。接著，文學

界、影視界深具名望的人們積極發表捍

衛故居的講話，動員籌款，斡旋文化部

出手買下云云……

	 導演新作為他贏得了第六十三屆坎

城影展最佳導演。同時我也浩浩蕩蕩展

開翻譯，引介柯蕾特秀場時期隨筆的工

作。柯蕾特的故居在眾人的聲援下，獲

得復興保存，將於 2013年底正式以作

家文學館的面貌對外開幕！

我們奔跑，跑向無需思索的幻影，

跑向不留任何遺憾、悔恨甚至記憶的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