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境隨俗

來，跟臺灣神明打個招呼！
文 圖／朱偉屏（阿 SIR）《臺灣有嘛！─七天內，帶大陸客人愛上臺灣》作者

老鄧牛肉麵

在臺南眷村的五十年老店，湯頭帶點沙茶

味，佐以酸菜風味特殊，牛肉滷製功夫到

家，因此店內滷味當然也是必點小菜。

電話：(06)264-5435
地址：臺南市大成路一段 79號
營業時間：11:00~21:00

粘記牛肉麵

與老鄧並列臺南人氣名店，屬紅燒口味，但

辣味較少，是紅燒口味中較為清爽的。另有

鋪滿牛腱肉的牛肉拌麵（附紅燒牛肉湯），

吃來也相當過癮。

電話：(06)2136-143、(06)214-1479
地址：臺南市健康路一段 66號 (忠烈祠對面 )
營業時間：10:30~21:30，每月第二、四個
星期一公休

港園

高雄最知名牛肉麵店。清燉湯頭，加豬油的

牛肉拌麵與牛肉麵各有其擁護者，豬腳拌麵

與肉絲湯麵也是人氣品項。

電話：(07)561-3842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 55號
營業時間： 10:30~20:00

老王記牛肉麵

位於西門町，沒有招牌卻是政商演藝人員都

趨之若鶩的愛店，有紅燒與清燉兩種口味，

牛肉大塊實在，粉蒸排骨則是必點小菜。

電話：(02)2375-8973
地址：臺北市桃源街 15號
營業時間：10:00~21:00

小陳牛肉麵

位於捷運永春站的巷弄名店，屬紅燒湯頭，

但可依照喜好請老闆調整辣度與油度，超厚

切的牛肉部位（如半筋半肉）與麵條寬度亦

可挑選。

地址：臺北市虎林街 143號對面 (忠孝東
路五段接近虎林街右轉，永春捷運站 4號出
口）

營業時間：11:00~14:00、17:00~20:00

四川味牛肉麵

位於昔日桃園景福宮後，是在地人推薦的老

店，湯頭屬紅燒口味，吃法為淋上白醋、香

油、醬油膏，再加上辣椒油醬，辛香爽口，

久久不散。

電話：(03)333-8341
地址：桃園縣桃園市永安路 22號
營業時間：11:00~ 21:00

中壢新明牛肉麵

在臺北到處可見的中壢新明牛肉麵，其實只

有中壢一家正牌，湯頭是紅燒口味，除了美

味外份量十足，更可免費加湯加麵。

電話：(03)493-5896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民權路 65號
營業時間：06:00~24:00

湘琪牛肉麵

臺東口碑名店，每到下午二、三點就賣完，

蔥燒湯頭香氣十足，牛肉為牛腩部位，嚼勁

十足，小菜則必點牛筋，麵與小菜皆可搭配

獨門辣醬，很是過癮。

電話：(089)512-950
地址：臺東市知本路四段 20號
營業時間：10:30~賣完（週二公休）

相信只要到了華人居住的地方旅

行，少不了會抽空走一趟具當地特色

的傳統廟宇。除了沾染香火氣息，為

旅途行程祝禱外，也不失為近距離體

驗在地生活的一種方式。

之前帶旅遊團環島時，分別在屏東

車城，號稱全臺最大的土地公廟「福

安宮」，阿里山觸口村供奉濟公的「龍

隱寺」，以及臺北知名的萬華龍山寺，

巧遇遠從全國各地宮、壇、寺廟前來

進香的參拜團體；而平日行經各大鄉

鎮，也不時會與神明巡視轄區的遶境

隊伍擦身而過。

一般來說，遊客參觀過臺灣大小廟

宇後特別感到好奇的，是「臺灣寺廟

怎麼能允許那麼多神明『共處一室』？

難道不會有信仰上的衝突嗎？」

其實，臺灣一直是個多元化社會，

特殊地理環境與氣候變化，加上四面環

海，的確為這塊小島創造出多樣化生

態，而各式各樣的植物與昆蟲種類，也

同時為這片土地展現了特有的包容性。

仔細想想，居住在臺灣的人們不也

來自四面八方？既然如此，當然神明

也不例外啊！

臺灣廟宇大多由信眾捐款、捐物建

造而成，廟裡隨處可見的服務人員，

也幾乎都是未收酬勞的志願工作者。

每到神明誕辰或有大型節慶時，最能

看出臺灣人民將信仰融入於生活的忠

實表現。

除此之外，還有一項特別儀式常讓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那就是人、鬼、

神之間的媒介「乩童」，在整個祭祀

活動中手執五寶（七星劍、鯊魚劍、

月斧、銅棍、刺球）巡街遶境的「扶乩」

過程。在香港，有齊天大聖、關公護

佑眾生，到了臺灣可就更熱鬧了：王

爺、三太子、媽祖、濟公、月老、包

公、玄天上帝、註生娘娘、保生大帝、

文昌帝君、太上老君⋯⋯，無所不在。 
記得來臺灣旅行，無論如何都要安

排一趟走廟之旅。或許有人顧慮：「我

不是教徒，不方便進去參觀吧！」放

心，只要到了臺灣，神明和所有人民

一樣，會張開雙臂歡迎各位的光臨，

而無論拈香跪拜，還僅僅是雙手合十，

都傳達出個人的誠心與誠意。或許，

也可以將它當作是遠道訪客與在地主

人相見時，彼此間的熱絡招呼。

「進廟是否一定要添香火錢呢？」

─在臺灣，我們習慣以「隨喜功德」

的方式表達各人意願，因此無需刻意，

也不勉強，完全依個人心意行事便好，

就像在臺灣所感受到人們自然散發出

來的人情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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