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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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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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節氣的倒轉、突如其來的風
災土石、逐年退縮的海岸線，人們都在

說，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成為可以切身

感受到的真實。在專家學者埋首鑽研、

政客們冗長爭辯，試圖提出解方的當

口，兼具藝術創作者與研究者等多重身

份的周靈芝，問了這麼一個大問題：｢全

球氣候急劇變化的今日，藝術究竟可以

如何回應環境生態的課題？｣從 《生態

永續的藝術想像和實踐 》中，我們看見

一個行動者從問題到解答的旅程。

	 隨著書頁地翻動，我們彷彿跟著靈

芝的腳步，重遊一趟英國生態藝術的經

典事例，從她與各個創作者的對話間，

讀到她赴英取經的反思，進而照見自身

與當下。水、人與社區、行動，乍看之

下是三個截然無關的主題，但卻因氣候

變遷而相互牽引著，作用在承載各式生

命的土地上。英國過去 20年來結合了

反省與深度思考的生態藝術行動，一次

次地為修補人與環境的關係勾勒出一條

可能的出口。

	 生態藝術是什麼？藝術的力量可以有

多大？生態藝術將人視為環境的一分子，

尋找自然環境與人類生存之間的平衡；

藝術，正是追求演化最佳方式的持續性

過程。書中引介了哈里森夫婦和大衛黑

利的｢溫室英國｣ 計劃、Platform生態藝

術團體的系列創作等 7個案例，說明生

態藝術可以是一件具體的作品，或是一

段共同創作的過程，更能夠是針對環境

變遷的公共計劃，可以觸動人心、引起

共鳴，甚至改變城市的風貌，以及人類

面對環境的態度和日復一日的細微選擇。

	 相應的藝術行動經驗，也在台灣的

土地上發酵。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寶藏巖生態農園、布袋鹽田濕地復育等

大小計劃，藉由跨界合作的夥伴關係，

激盪出創意的花火，一波波湧動著。這

些藝術計劃以具體行動介入生態系統與

社區城市治理等公共領域，尋找地球暖

化後的新生活方式。

	 從地球彼端回到台灣，靈芝更想問

的，或許是這個問題：｢當海水上升時，

身處台灣的我們是否也能優雅的撤退？｣

站在極端氣候威脅的崖頂，靈芝以藝術

之姿，提醒了我們彼此的責任，並提供

了一條打造方舟的線索。

從彼岸到此岸
生態藝術與環境治理的跨界之聲
文 / 鄭鈺琳

生態藝術是什麼？

藝術的力量可以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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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俞萱的詩句每每見到畫面，她不

會說話只能將畫面營造，像一個營建

商建造一棟棟房子，我們住進去自己

感受是些什麼。詩句可以暫與日常事

務相隔開，不受現況規限而去得很遠，

將內在鏟得夠深。這樣的方式非常不	

｢後現代｣，大違目前詩壇傾向，有若

回到三十年前｢現代主義｣  詩人的內在

追尋。不過，她不再用扭曲怪異的變

形句法，是借電影鏡頭搬動讀者去到

她眼淚流濕的地方，復活的時光不知

是真實生活或是意識經歷的畫面？總

之我們與她一起，去到這一座座營造

的空間，一名年輕人用詩去感知 ｢這

時代的貧困｣ 、｢痛苦、死亡和愛情本
質的無蔽｣ ( 海德格 《林中路 》)。
	 記得她在自己策劃的柏格曼影展所寫

的序文，說著：｢ 	愛需要長途跋涉 ｣ ，
我完全為這樣的體驗感動。但是透過

她拼貼的字與句子，在漫長的疲勞與

掏空狀態，我們才更能認出自己。她

每一次交出的鏡頭，文字相錯的遠近

度剛好舒服。｢洗襪子的時候，儘不呼

吸。想你的時候，儘不梳頭｣ ；｢窗外

有溪，像吻，比記憶流得慢，卻暗得

比我還清晰｣  (〈你笑得毀滅像海〉)；
｢水裡來了一個女人 /立在小舟上抽菸 /

日出的灰燼 / 沒有身世和名字 / 霧裡 /

她只穿了一件暗紅連身裙 / 裙子上開

出一朵黑色的花 / 洋流來的時候 / 會挾

帶魚群穿越｣  (〈水上─金基德《漂

流欲室》〉)─這些句子有律動的均

衡感，產生聲音效果，所有的悲哀於

是被遺忘，我們只在這些不知古不知

今的畫面裡，一剎那凝神。

她用詩句拍電影
( 評吳俞萱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
文 / 翁文嫻（詩人、學者）

洗襪子的時候，儘不呼吸。

想你的時候，儘不梳頭

※節錄版本，全文詳見逗點文創部落格

commabooks.blogspot.com



34

 《變形的俄羅斯娃娃 》主要收錄香港

社會貧富矛盾日益尖銳，我身邊接觸較

多專業人士，他們往往是夾心階層，跟

貧窮有一定差距，跟富貴倒有很大一段

距離，繳交稅額往往最多，又常常遭受

誤解。

	 專業人士，往往要通過高學歷考取嚴

謹的工作牌照或資格，可以在社會換取

不低的工資與待遇。有趣的是，專業人

士不代表純白無垢，學歷愈高，接觸到

的往往是社會愈底層的世界。專業心理

學家接觸的是人類內心最瘋狂的世界，

專業律師接觸最多的是罪犯和黑社會，

專業醫生接觸的是死亡、最隱閉的器官

和最惡毒的細菌，專業教師接觸的是未

成熟的、最反叛的青年，他們所追求的

專業精神，構成了一個一個比荒誕虛構

小說更富爭議性的、血淋淋的現實個

案。他們的精神狀態沒有多少人關心，

愈專業，愈乖張悖謬，愈偏離常態。

	 平日生活我不經不覺採訪、搜集了不

少專業人士的真實個案，電影 《奪命金 》
是適逢這段期間創作的劇本，那是一個

我構思中的小說藍本，關於當時銀行新

興的專業，負責推銷各類高危資產產品的

客戶經理，因緣際會發展為何韻詩飾演的

角色和銀行線故事。本書亦是這段時期的

創作，〈變形的俄羅斯娃娃〉寫女編輯、

〈毋忘貓〉寫女醫生、〈只需 5%的愛〉

寫心理學家與其太太(銀行分店經理)、

〈天氣小姐〉寫電腦技師古怪脾性的女

友等。驀然回首，才驚覺當時寫了不少

女性為主的專業人士故事。其他故事亦

有〈磁浮高速飛行時〉談專業人士的中

年危機，〈迷失屯門〉談一位慣於中環城

市生活的金融經紀首次踏足偏遠屯門帶

來的震撼和反思。而〈愚人中學〉是一

個有血有淚的中學教師生涯個案。多年前

已構思，超過五年，在不直接影響當事人

的前提下，2012年我再執筆，依然感受

到故事的能量未因為時間流逝而減弱。

	 現今社會愈趨複雜，小說具有更大的

存在意義和價值。文字構築的世界，比

新聞更真實，比電影更貼近理性，是貼

近靈魂的呼喚。本書故事大多為真實個

案，情節基本上已很豐富。

《變形的俄羅斯娃娃》序
文 / 黃勁輝

專業人士不代表純白無垢，學歷愈高，

接觸到的往往是社會愈底層的世界。

懷舊香醇城市記憶
─巴登咖啡、
      蜂大咖啡

品一口美好：

文 / 圖  Liugi

	 近年來大街小巷中大大小小的咖啡
店，已讓咖啡深入台灣民眾的生活，日

前台北甚至還被 《今日美國報 》選為全

球十大咖啡城市之一。藍山、巴西、曼

特寧都已是本地咖啡愛好者耳熟能詳的

產地，嗜飲者甚至開始如紅酒般品味各

咖啡莊園的風味差異。

	 放眼望去一片舶來的咖啡香中，產自

本地，專屬於台灣的獨特味道的巴登，

或許就是一個值得記下的名字。日據時

期，日人就曾在台灣種植咖啡，供應日

本消費者。不過隨著日人離台，台灣咖

啡產業也荒廢了一陣子。從小就在咖啡

豆香中成長的張萊恩，懷著對咖啡獨特

的情感，於 1984年在雲林縣古坑鄉的

荒山蔓草間闢建了巴登莊園，開始培育

他的台灣咖啡夢。數年艱辛嘗試後，終

於培育出香醇的台灣咖啡，並開啟了巴

登咖啡橫跨全省的版圖。若沒有時間走

訪雲林古坑鄉的咖啡莊園，親自體會咖

啡豆種植、摘取、日曬、烘焙的過程，

而只想伴著台灣咖啡香度過一個悠閒的

下午，那位在台北天母的巴登咖啡旗艦

店將是不錯的選擇。

	 而在西門町屹立超過半世紀的蜂大

咖啡即是台北咖啡歷史最好的見證。站

在不大的店面前，一眼就可瞧見蜂大最

引以為傲的立業之本：自家烘焙的各式

咖啡豆，及搭配咖啡的各式台灣古早味

小點，包括綠豆糕、花生糕等一般咖啡

店不會見到的點心，一嚐之下才讓人驚

覺跟咖啡竟是如此的搭調。香醇的咖啡

搭配濃郁的點心，正是如此迷人的味道

讓蜂大五十多年來持續吸引故舊新知絡

繹不絕。若想更進一步品味時光的氣

息，則務必要走進乍見窄小的店中，會

發現其中驚喜不斷。店面雖小，從桌椅

到擺設，從牆上的銅板雕刻畫，到堆疊

成落的咖啡杯壺與器皿，每一樣東西無

不充滿歷史的痕跡，彷彿可見一段段人

與人的故事隨著一杯杯的咖啡流過，五

○年代的風華歷歷在目。

巴登咖啡 BARDEN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

69巷 11之 4號
電話：+886-2-28734024
服務時間：08:00-23:00

蜂大咖啡 FONGDA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42號

電話：+886-2-23719577 

服務時間：0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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