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二九〇二八走 　 　 台 　 　 步

「人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2013年的聖誕節，我結婚了，嫁給一個台灣人，

遠距離戀愛終於開花結果。

三年的悲歡離合，我要感謝感謝中華及長榮航空，還有珍珠奶茶和派克雞扒等等，讓我

和台灣的距離拉近了，深深愛上這個美麗的福爾摩莎。

真的要結婚了！還要遠距離籌辦婚事，當中難度可想而知，但如亦舒在《小紫荊》的話：

「無論多豪華的婚禮都不代表幸福婚姻，兩個人終生相處和睦與否和筵開幾席、多少首飾

全無關聯。」因此，我們的婚禮不需要豪華，只要情永在，也就是最美最好的。

以後叫我「台灣媳婦」！
文—GOOD FISH

香港　人

在　台灣

紫藤廬
前身為日本總督府高等官舍，目前是頗具盛名的人文茶館，店內可選茶葉與泡茶方式，並備有多種茶食點心，是中式下
午茶的絕佳選擇。
ⓐ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16巷 1號｜ⓟ 02-2363-7375｜ⓣ 11:30-20:00

無為草堂
台南的人氣茶館，以中式庭園池塘造景聞名，獲米其林美食指南二星推薦。館內可沏茶、可飲食，當然也可無語相忘於
江湖。
ⓐ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06號｜ⓟ 04-2329-6707｜ⓣ 10:30-22:30

邀月茶坊
位於台北木柵的「貓空」山上，搭纜車即可到達。是有名的品茶、賞夜景名店，於四月桐花季時到訪更有一番風味。
ⓐ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40巷 6號｜ⓟ 02-2939-2025｜ⓣ 24H

寒舍茶坊
台東第一家茶坊，位於山間，可遠眺台東市夜景。館內提供春、冬競賽優良茶，並藏有農村、原住民文物兩千多件。
ⓐ 台東縣卑南鄉頂岩灣 29鄰 1之 9號｜ⓟ 08-922-9977｜ⓣ 16:00–03:00

阿妹茶樓
九份最有名的茶藝館，原為打鐵舖，亦是電影《悲情城市》場景之一，建築保留木造風格，頗具思古幽情。
ⓐ 新北市瑞芳區市下巷 20號｜ⓟ 02-2496-0833｜ⓣ 平日 08:00-01:30／假日 08:00-04:00

【茶館】



、〇三一〇三〇走　　台　　步

身為出身瑞士銀行家族的暢銷作家，從來不愁吃穿的英國作家艾倫‧狄波頓從未體驗

上班族的生活型態。對活著的各種面相充滿好奇的他開始探訪當代各種不同職業，包括物

流、餅乾製造業、職涯諮商、會計等十種工作，把研究經歷寫成 《工作！工作！：影響

我們生命的重要風景》（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身為旁觀者的他在字裡行間

流露人們把大部分人生投注於一項可能與興趣或思考毫無直接關係的職業感到不可思議，

並對此生出了精闢評論：當代的工作型態，是靠著夜晚的酒精和早晨的咖啡因運行的系統。

靠著咖啡因欺騙大腦不疲倦，靠著酒精欺騙靈魂有意義，可能不是作家的評論只是觀

察。當年在每天三小時的通勤路上讀著這本書的我如今已脫離了朝八晚七的呼吸型態，盡

力對著「有意義」的目標工作生活，但酒精和咖啡因未曾減低只有變本加厲。若懷疑人生

是否有所不妥便想起文史上那些浮沈杯中物的人物：生猛的布考斯基、鴆美的費滋傑羅、

甚至豪賭狂飲的莎崗；另一邊則是每日早上一碗牛奶咖啡、一只可頌才能開機的普魯斯特

我不在咖啡店，就在外帶的路上
文、圖—沈意卿

台灣　人

在　香港

而我順利當上台灣媳婦的第一步，就

是去香港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弄個

「無結婚紀錄證明書」（俗稱：單身證明

書 )，所需費用包括翻查結婚紀錄費用（港

幣 140元）及證明書費用（港幣 680元）（大

概是台幣 3000元，超貴的！）

成功取得「單身證明書」後，第二步驟

是拿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驗證，費

用為港幣 120元，驗證時間約為一至兩天，

待文件獲得台灣政府官方驗證，這一場台

港婚姻結合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然後，我把這份重要文件帶上飛機起程，

在台灣不把聖誕節視為公眾假期的那一

天，我和他步進戶政事務所，在公務員協

助下，我們沒有為對方說一句「我願意」，

只輕輕地簽下自己的名字，結成夫妻，以

後再沒有衣服與身體之分。

雖然結婚儀式簡單，我在台北舉行的婚

宴也是全權由男方負責，但我身為女主角，

在整個台港聯姻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有

所參與，因而發現兩地之間婚嫁禮儀的有

趣分別。

舉例說，香港新娘會在出嫁前一晚，擇

好良辰由「好命婆」負責「上頭」儀式，

她會邊幫新娘梳頭髮，邊唱「一梳梳到髮

尾；二梳白髮齊眉；三梳兒孫滿地；四梳

永諧連理 ......」象徵新人步入「成人」階段，

祝福兩人白首偕老；但台灣卻沒此傳統習

俗。

至於台灣新娘和香港新娘在「出門」時

所穿的服裝類型，原來也很不一樣。在香

港，新娘會穿上傳統中式紅色裙褂，裙褂

上面繡有龍鳳、金銀線、珠片及水晶，喻

意龍鳳呈祥（與「情長」同音）；但台灣

新娘則會穿上白色婚紗出門前往男家，直

接將西式的白紗作為首次亮相的禮服。

女方出嫁之前，需向親朋好友派發喜餅，

香港人通常把喜餅叫做「嫁女餅」（香港

喜餅品牌有美心、奇華及榮華）；而台灣

的傳統喜餅卻叫做「漢餅」、「大餅」或「日

頭餅」。

但我的開心大發現是，原來台灣流行

一種台式喜餅（較有名的品牌有郭元益、

ISABELLE），均十分受年輕夫妻歡迎，這

些台式喜餅的包裝盒子設計漂亮，不同喜

餅款式配有不同浪漫名字，盒裡放了不同

口味的西式小餅乾、巧克力和糖果，味道

好，也充滿台灣特色，讓我愛不釋手。

安徒生說：「沒有一種童話，能比生活

本身所創造的，更美麗。」。所以，親愛

的台灣老公，以後我們就一起好好簡單生

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