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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筆記  

讀書有感--從＜台灣肉粽＞認識林文月 

中文三  葉力慈 

讀書是一種讓人增長智識的途徑，沒有年齡的限制，更沒有空間的

約束，所以，許多人就像著了魔般的迷戀上它。然而，愈是接觸它，愈是

了解自己無法割捨那一份愛！因此，當這群對讀書有著狂熱的人，結集在

一起，便會迸發出令人難以想像的智慧火花！ 

我喜歡讀書，更選擇就讀中文系來厚植文學素養，但自認對於文學的

認識尚未到達一定的水準。剛好有文學的愛好者邀我參加她們的讀書會，

我也希望藉由彼此的切磋琢磨，激發思維。這一次聚會探討的主題是--林

文月《飲膳札記》中的一篇文章＜台灣肉粽＞，參與討論的還有吳念融老

師和她就讀音樂系的女兒，而聚會也因為吳老師女兒的臨時加入，激盪出

文學和音樂交融的火花。 

一開始，吳老師先對主題做了簡單的介紹，那些話語，就像河水般潺

潺地流進我的耳朵裡，聲調柔和而悅耳，緩慢卻令人記憶深刻。首先，她

引領導入閱讀主題，讓我們碰觸林文月＜台灣肉粽＞這個「點」，激發思

考，再延伸至《飲膳札記》這條「線」，進而擴大到林文月生平背景這個

「面」的敘述，最後再跳回＜台灣肉粽＞這個「點」的主題討論，這種「點

→線→面→點」的層次，循序漸進，彷彿眼前正在放映傳記影片，生動有

趣，讓人對於林文月的一切，深印腦海！ 

「人的感覺或記憶，其實往往是相當不可靠的」(《飲膳札記》)，因

此，將每次宴請客人的菜單，用卡片記錄下來並標上日期和宴客對象，成

為林文月必定的習慣。日積月累後，疊疊卡片不單是菜餚的記載，也是無

限回憶的儲存園地。所以，《飲膳札記》中每篇文章的各道菜餚，都有屬

於不同時空的回憶蘊含其中。然而，也藉由將它們寫成一篇篇的文章，勾

起那份對友誼、親情的懷念，來撫慰對時光消逝的感嘆，溫暖著林文月的

心。因此，結合文學與食譜的《飲膳札記》，可說是對食譜文化的一大突



讀書筆記 

 25

破！ 

《回首》中的＜懷念一襲黑衣裳＞，林文月提到自己有一件黑色衣裳，

其中法國刺繡部分是自己設計和完成的，但所謂的設計是沒有預先準備的

樣本和藍圖，純粹只是一時興起而已，因「我繡花和寫文章一樣，總不愛

打草稿再謄書，喜歡認真下筆，一揮成章。」因此在這段文字敘述中，進

一步看到林文月生活多元面。然而愈深入地閱讀她的作品，發現她不但在

寫作、翻譯、學術研究上有成就，更在繪畫、烹飪，甚至刺繡等藝術領域

下過很深的工夫，並且都以真摯的感情、用心的態度去看待自己所投入的

事物中。此外，在處理自我內心情感的矛盾或與兒女之間的衝突時，也都

毫無遮掩地呈現在作品中，使讀者、作品與作者之間產生了心靈交流！ 

在對林文月的背景環境有大略了解後，則進入了主題討論。老師先請

每個人分享自己對於食譜的觀感和認識，再由此來探討＜台灣肉粽＞的內

容及它與一般市售上的食譜有何差異。  

曾翻閱過無數類型的食譜，精美彩色菜餚圖片的確美麗、誘人，條列

式的製作方法令人一目了然。另外，也閱讀了一些飲食文學作家，如逯耀

東、唐魯孫、朱振藩的文章，從中認識了許多飲食典故和美食佳餚，不過

他們都只是以美食家的身分，從欣賞的角度去分析論述菜餚。但林文月的

＜台灣肉粽＞卻是她親自下廚所做並記載下來的經驗，透過她那枝生花妙

筆，將飲食文化、風土人情與文學相結合，文字間充分流露了作者細膩的

情感。不只是＜台灣肉粽＞一篇，其實整本的《飲膳札記》，不但是菜餚

的記錄、文化的傳承，更寄託著作者的生活回憶、愛與濃濃的鄉愁！  

＜台灣肉粽＞與《飲膳札記》中所收其他的菜餚名稱有顯著的不同，

多冠上了「台灣」二字，對於這一點，我認為或許和林文月出生在上海日

本租界地有關。林文月雖身為台灣人，但因生長環境的緣故，使得她只會

說上海話和日本話。然而，每到農曆五月，母親就會開始製作可口美味的

肉粽，不過，卻不是道地的上海肉粽，而是母親口中所謂故鄉台灣的肉粽，

這在林文月幼小心靈，必然激起了漣漪，就如文中所說：「透過味覺的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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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依稀曾擁有過屬於心靈的家。」心中的地圖因而有了台灣的位置，也

對台灣也產生了一種嚮往！歲月如梭，如今自己回到故鄉，每年端午節都

吃肉粽，但肉粽對林文月而言，它的名稱仍是「台灣肉粽」，因為它不只

是蘊含著一種微妙的情愫，更是母親往日包粽子身影的投射和年幼時肉粽

美味的延伸。 

全文從準備材料，如洗、切、醃⋯⋯等的前置作業開始，到包粽子以

及烹煮粽子的技巧、訣竅，都可以體會到林文月是以細膩的心思和認真、

用心的態度，來詳細敘述的，即使是很瑣碎的細節，她也都很有耐性地一

一說明，深怕遺漏任何步驟導致失敗。然而，在這一篇文章裡，所得到的

不單只是包肉粽的方法、技巧，更攫取了作者寶貴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態度

--對於任何事情都應持有認真的態度，用心去做，而做學問尤是如此！ 

最後，老師做了統整性的歸納：「其實，林文月的台灣肉粽與一般的

食譜是不一樣。一般的食譜，內容簡單扼要，都只是條列式地紀錄步驟。

但＜台灣肉粽＞則非常不同，它的方法和步驟都描述的非常詳細，鉅細靡

遺，甚至如果按照那些步驟，是真的可以百分之九十成功地做出相同的肉

粽來。至於《飲膳札記》這一本書，顧名思義，內容就是湯與食物的作法，

並藉由記錄食物的作法，來追憶光陰的消逝，並懷念過去歲月的種種。」 

由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參加讀書聚會，因此，內心顯得格外興奮及

期待，並對討論主題事先做了延伸閱讀，如《回首》、《交談》、《讀中文系

的人》、《人物速寫》、《飲膳札記》等書，因而發現了一個問題，也在此向

老師提問：「《人物速寫》中的Ｈ篇，敘述林文月與日本明治時期的女作家

桶口一葉的文學之約，其中有一段：『眼前這位女子，究竟是何樣人物呢？

依她青春二十三、四歲的年紀而言，合當是做我女兒的輩分。然而以她思

維的成熟度而言，品詩論文，我覺得正是一位難得的知交，至於她生當一

世紀前的明治時期，又綽綽然屬我祖母一代了。』既說女作家約二十三、

四歲，為何又說生當明治時期呢？」吳老師告訴大家，這一篇應當是林文

月想像自己與女作家交談的幻想之文。其實，乍聽下，我無法接受這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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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回想自己所讀過的古典文學，如杜牧的＜杜秋娘詩＞，不也是杜牧

憑著對杜秋娘的了解，心靈產生契合，所寫出來的詩，古代能有這樣的文

章，現代當然也可以有純粹敘述心靈交談的文章！ 

這次的讀書會，除了咀嚼文字之美來體會＜台灣肉粽＞的美味外，最

後還因吳老師的女兒為我們高歌了兩首曲子，而多了一份聽覺的享受。其

中，一首台語歌曲是由吳老師自己填詞的，歌名為＜茶香＞，描寫了四季

中，茶所散發的香味，而聚會也在美妙歌聲中接近尾聲！經由這次的讀書

會，我們不僅咀嚼到＜台灣肉粽＞的美味，也品嚐到台灣茶的香味，集合

了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的多重享受，對我們這群有著讀書狂熱的人來

說，人生幸福莫過於此。然而，音樂與文學所迸出的火花，更令我驚艷不

已！ 

記得，我在高中時，第一次讀到林文月的作品集《遙遠》，當時並不

想再繼續閱讀她的相關作品！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初的文學素養尚不

足，無法體會林文月豐富的文學涵養，所以閱讀起來，備感吃力、枯燥乏

味，因此駐足！但透過這次所探討的＜台灣肉粽＞，讓我與林文月產生了

共鳴，不再排斥她的文章，反而引起更廣泛的興趣。而在細細品味林文月

的相關作品後，經由心靈的沉澱，令人愈是陶醉在她獨特的典雅、纖細的

感情世界！同時，也體會出發生在林文月周遭的人、事、物，原來是與文

學這麼的息息相關，就像《回首》中的＜京都，我心靈的故鄉＞，指導教

授平岡武夫告訴林文月的一句話：「中國文學對我而言，不只是文字的，

而是在生活裡，在身體裡。」因此，現在對我而言，文學與生活的距離也

不再是那麼的遙遠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