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瀰漫著濃厚的戰地風情，隨處可見

鎮風驅邪的風獅爺，此外金門海域還有金

門白海豚的棲地，鳥類也十分豐富，譬如

身體帶著橄欖綠的栗喉蜂虎，為金門常見

的夏候鳥，常在砂質土坡上築巢，若第一

次到金門不知情，可能會將鳥巢誤認為砲

戰時的彈痕。加上金門水潭遍布，若運氣

不錯，或許可與水獺碰個照面也說不定。

馬山觀測站

此地號稱「天下第一哨」，與大陸僅距離

2.1 公里，入口處有偌大的「還我河山」紅

體字樣。過去在此地設置「馬山播音站」，

向對岸心理喊話。走過狹長坑道後，有一處

放置望遠鏡處，透過望遠鏡可看到彼岸漁

村。若氣候良好，肉眼就清晰可辨。

金門媽祖公園

媽祖公園，位於料羅灣旁，高達 9 尺 9
的石雕花崗岩媽祖像表情柔順、衣物似乎

隨風飄動。從媽祖公園往下望去就是料羅

灣沙灘，白沙碧海藍天，隨意一拍就彷若

明信片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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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季還賣蛋塔的街角小店，這季可能改

為手工 Pizza，再下一季說不定是小籠包或蔥

油餅—這在台灣是個見怪不怪的常態，除

了反映台灣人熱衷於嘗鮮之外，也代表著對

各種料理的包容性。

當然，除了日新月異的口味外，一定也

有永遠不退流行的榜上王者。要說在台灣人

氣長久不墜的全民料理，「燒烤」絕對榜上 
有名。

台灣人養成嗜吃烤肉習慣的時間或許與香

港差不多，大約從 1960 年代開始（註：參

考維基百科：香港燒烤文化條文）。至於如

何開始的，有此一說：舊時考上大學或專科，

年滿十八歲的學生須先進入軍營受訓，訓期

結束約為中秋時分，便在軍營中以烤肉作為

節慶活動。

不論真實性如何，多數三十歲以上台灣人

的記憶裡，「一家烤肉萬家香」這句話造成

的影響力卻是無庸置疑的。這是一支烤肉醬

的廣告，首次播出的時間已經難以考證了，

但每到中秋強力行銷的結果，便是從此改變

了台灣人的過節習慣。

從此中秋節可以不賞月、不吃月餅，但全

台灣的大街小巷、樓頂天台以至河堤海灘公

園等地，無處不是燒烤大會。各家超市更一

定會準備「烤肉用品專區」以供消費者的大

量需求—當年據說外銷慘澹的簡便烤爐如

今則成為台灣永遠的過節必備商品—更有

烤肉食材全包，甚至到各公司行號「代烤」

的商機產生。現在若說中秋烤肉是台灣僅次

於選舉的全民熱門活動，肯定有人站出來大

喊：「選舉算什麼？烤肉才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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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吃不吃烤肉？

除了器具簡便的戶外燒烤，各式燒肉店也

是人氣不墜的聚餐地點。不信的話，從台北

市最繁華的東區往北走過幾條巷子，由「市

民大道」放眼望去，可是整排並列的日式燒

烤餐廳，其中更不乏人氣名店。巷弄間亦有

食材高檔、甚至專人服務的單點式燒烤，若

人數不多或只想小食小酌，也可選擇居酒屋

形式的串燒店。

除了日式燒烤，韓國口味的銅盤烤肉也有

其支持者，據說韓國烤肉的「銅盤」源自古

代蒙古士兵以金屬盾牌直接加熱烤熟肉片的

作法—但說到蒙古，台灣的「蒙古」烤肉

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台灣「蒙古烤肉」源自相聲大師吳兆南，

他在約兩手張開為直徑的特製鼎爐上以長筷

子翻炒肉片、蔬菜與八九種佐料於一碗當

中，因為當時政治背景不方便取作「北平烤

肉」，因此假借蒙古之名開業，在打響名號

後更曾經造成一股蒙古烤肉餐廳風潮。直到

現在，雖然餐廳的數量已不如以往，但撐過

時間考驗的多是人氣不墜的老店，多以搭配

酸菜白肉鍋與燒餅的「吃到飽」，成為飽足

又滿足的超值選擇。

你獲得了「立於火中」的成就

若是隻身來台旅遊，又不想學阿部寬在

《結婚できない男》展現出一個人也能吃燒

烤的自閉傾向堅毅魅力，其實夜市或街邊也

有如「鹽酥雞」或「滷味」形式的燒烤小攤

車，不僅能帶著邊走邊吃，還不需自己動手

烤肉，或者也可找家「燒肉便當」或「烤肉

飯」，不到百元台幣便可開心吃一餐有飯有

肉有蔬菜的烤肉便餐。

只要有火便成美食，這簡單的公式就像是

料理界的白 T-shirt 配牛仔褲或黑色素面洋裝

一般永遠不退流行。嚴格說起來燒烤不只是

台灣的經典款，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它更是世

界歷史裡亙古橫今的食尚天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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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燒肉夜食

以高品質單點燒肉闖出名號，目前有六家分

店。食材美味新鮮不由分說，甜點「奶油起

司地瓜」絕對不能錯過！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161巷17號 1樓—1號店

02-27761575｜18:00-23:00 ／23:00 為最晚入席時間

燒肉一筋 

位於新北市三重區的單點式燒烤，價位中等

但食材水準高，即使只有一人也能於午間享

用定食式的商業套餐，相當超值。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252 號

02-2986-9916｜11:30-13:30、20:00-02:00

出一張嘴 

位於台北市燒烤最密集的市民大道上，除了

吃到飽燒烤以品質在激戰區殺出名氣外，同

時提供 Häagen-Dazs 與 Mövenpick 也是大受

歡迎的原因。

台北市市民大道四段 175 號

02-25787248｜12:00-03:00

極炙日式燒肉

以生蠔等海鮮為號召的吃到飽燒肉店，除了

牡蠣外各項肉類食材也物超所值，「黑醋栗

柳橙」則是必點的酒精飲品。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 15 號 2 樓

02-25235110｜12:00-15:00 ／僅六日

    　　　　　17:00-23:30 ／一~日

牛角 

來自日本的品牌，可單點也有吃到飽的套

餐，更有如冷麵等台灣燒烤店較少見的菜

色，是喜愛燒烤的人不可錯過的名店。

台北市復興北路 309 號 1 樓

02-25147070 ｜12:00-15:00／六日.最後點餐時間14:30

　　　　　   17:00-23:30／一~日.最後點餐時間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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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開業於 1971 年的蒙古烤肉老店，遷址後重

新亮相，除了蒙古烤肉外也有各式 buffet 與

免費暢飲的冷熱飲品，也可加點火鍋，享受

兩種食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 120 號

02-25373655｜11:30-15:30、17:30-22:30

韓江銅盤烤肉

網路口耳相傳 C/P 值超高的韓式烤肉吃到

飽，只需花費一般燒肉店的一半價格，便能

大塊朵頤，無限取用的拔絲地瓜更是不能錯

過的甜品。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5 號 3 樓 
02-25796648｜11:30-14:00、17:00-22:00

梅江韓國銅盤烤肉 

在台灣開業二十年的韓式銅盤烤肉名店，韓

式小菜琳瑯滿目，烤肉品質更不由分說，汀

州店還有總店點不到的海鮮煎餅。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52 號—汀州店

02-23690882｜11:00-14:00、17:00-22:00

王拓日式炭火串燒 

串燒店與日式料理複合的高雄鳳山名店，單

點的串燒、燒烤與魚生、握壽司、手捲等美

味料理，肯定要光臨多次才能吃遍。

高雄縣鳳山市瑞隆東路 60 巷 8 之 3 號

07-7658101｜17:30-01:00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二公休

乾杯燒肉居酒屋 

台北最有名的燒肉店，以燒烤加啤酒打響名

聲，晚上八點還有特別活動，除本店外並延

伸出「老乾杯」、「乾杯 bar」、「黑毛屋」、

「乾杯 TAN」……等定位不同的分號。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36 巷 17 號

02-87731150｜17:00-23:00

屋馬燒肉町 

台中人氣最高的燒肉店，消費採單點、雙人

或三人套餐的形式，適合情侶或三兩好友小

聚，價位偏中上但飽足與滿足感絕對足夠。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111 號

04-23013000｜11:00-01:00

燒堡 

號稱南台灣燒肉吃到飽的霸主，燒肉之外還

附上火鍋，老闆以日式料理起家，別忘了點

上手捲、蒜香鱈斑魚等不容錯過的好料。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 78 號

07-2353338｜17:00-02:00

一燒十味昭和園 

起源於陶瓷故鄉鶯歌的燒肉店，日式風味的

店面搭配鍋物與燒烤兩種吃法，除了吃到飽

外，也提供更高檔的單點食材。當然，清酒

是一定有的。

桃園市寶慶路 152 號

03-3017533｜17:00-02:00 ／一~日

　　　　　  11:00-02:00 ／例假日

唐宮 

蒙古烤肉著名老店，一口價可吃蒙古烤肉與

酸菜白肉鍋，蒙古烤肉提供豬、牛、羊、雞

以及鹿肉，建議別太晚光臨，否則等師傅炒

肉可要大排長龍。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2 樓

02-25026762｜11:30-14:00、17: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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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港女與老公移民台南，又分享一

個男生計劃移民台南，與當地村民一起守護

海灣，故事很令人感動，使我想起自己遊台

南的心態，有點內疚。

那年，走台北走累了，我們南下，往鵝鑾

鼻方向走。

途中，在嘉義停靠，逗留了半天。我們

據香港作家西西在一書提過的布袋港，尋找

鹽田與小火車，僱了出租車前往。抵達後，

發現的並非文本印證，而是觀光旅遊潮流如

何破壞風景原貌：鹽田被剥光，蓋滿方正地

磚；與鹽相關的，只是一座供人拍照留念的

鹽山，及沿海休閒渡假「勝地」的美譽。以

為路在口邊，問問居民知否小火車在哪，他

從屋裡找出當地最新印行的街道圖，卻找不

到小火車車軌圖例：「我沒聽過這裡有小火

車呢！」還以為台中、台南變化沒台北的快，

猜想頂多只是多蓋些民宿，原來一個香港人

要追三四十年前的文本故事，還是有些在所

難免的、意料之內的意外；確是有點失落，

文本台灣的筆跡要追查影響情緒不算太大，

見識了海港旁的市場，在這裡吃了些新鮮的

生魚片。

當年遊台南，被《海角七號》全面入侵：

我們隨高鐵站旁一個司機登上房車，車廂內

有一部電視機，在整個車程中，就有這電影

播放。當時已猜想：台南有些地方肯定要改

變面貌了……我們不經不覺投進這股旅遊潮

流，最痛苦的是，我們早早就看過了的電影，

整個車程需時三小時，電影播了一次半，我

們就如《發條橙》那個被撐著雙眼逼看紀錄

片的主人公……

終於到了民宿，安頓後已近晚上十時，

沿屏鵝公路在附近亂走，看到有一戶仍亮起

燈，原來是個雞排大嬸。我們點了些，帶回

民宿吃了就睡。翌晨在南灣吹吹風，早上在

海生館走走，才乘車往鵝鑾鼻進發，抵達已

是三四點。

我們沒有登上這座台灣最南端的燈塔，

走在公園，人多得有點旺角。當年仍未有陸

客，有些明顯很香港的人種我們不敢靠近，

在這勝地遇故里是緣，可我們沒時間花在交

際上……不覺走在岸旁的木橋，張看就是太平

洋，這我從來未有過的一望無際的確定感

（不是小確幸啊）――我終於能看到這種太

平洋！以往都在文本讀過，才發現自己的筆

寫不出讀過的情景；或是說，心胸照過的壯

麗又何必重複。

回程，高鐵的速度感高得令人不安：遊台

灣，似乎不需要這種陸上快感？

香
港
人
在
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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