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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食是台南人三餐首要，樣式百百
款，其中華麗之最，當屬虱目魚
粥。豐脂的虱目魚與安平直送的
鮮蚵一同入粥，魚骨熬製的湯頭
整碗鮮香，湯入當口，那童年時，
老闆娘在晨間的廟口教我吃含刺
的魚粥的印象也瞬間鮮活了起來，
今日的魚粥刺是少見了，偶爾遇
上，總是莞爾一笑。若不好吃粥，
台南的朝食中，魚丸、牛肉、羊
肉湯、鮮魚湯、菜粽，選擇盡有，
只怕胃納有限，無福盡歡。

台南人好煮廚，至親摯友到訪，
亦以自家手藝宴饗為尚，因而市
場總是熱鬧，買菜也自是學問。菜
肉重鮮，沃渝的嘉南平原富裕了豐
美物產的條件，清早直送入市的
野菜尚沾有露水，鮮肉保有餘溫，
自是新鮮。但老市場買菜的樂趣，
是菜販可愛的個性，偶而教授挑
菜技巧、烹調手法，兩把蔥椒薑
蒜相伴是基本「家ㄟ青菜隆哇嘎
滴種ㄟ，送你甲挎麥（台）」知
是府城人溫潤個性使然，但願以
友相交。

若說新竹的細米粉嚼起的是竹風
的狂野，那台南的粗米粉則是陽
光的滋味，不若三千煩惱條條分
明，百年的老鋪將米粉曬得溫婉，
口感煞是虛幻，但當米粉沈靜於
玫瑰色的小卷湯內，吸付了純然
屬於海洋的鮮甜，舒張南國應有
的溫度，一切就接盡踏實了。輕
瓢淺嚐，鹹潮的海風、閃耀的陽
光，夏日海天一色的台南港邊景
況，印象豁然。連像是李安導演
一樣，長年遠在他鄉的府城遊子，
都要想念了。 
 
常欣羨歐美各國人民，閒來雅坐
公園綠地，或躺或臥，看書小憩，
甚或野餐談心，好不愜意，其實
不必遠洋，在古都台南就有此番
風景，在南國的陽光下，府城人
的閒散雅趣，於且佔的一方園地，
展現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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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咖啡館享用早午餐，已是一種
台南當代的生活型態，只不過，
不同於台北人週末晚起，十一點
時將早、午兩餐一併解決的率性，
台南早午餐的定義，亦充滿府城
的「慢」性，週末早早起床打點
和三五好友相約在九點的咖啡館，
用餐漫談直至正午，就是府城人
所謂的早午餐時光。
＊明堂咖啡採會員優先制，非會
員請務必訂位

各地各式書店多有，但台南的城
市調性讓獨立書店更易於容身，
尤其是古書店，除了賣書，更賣
生活，這裡的書雖也分門歸檔，
但買賣之間儘是緣份，感受永遠
大於實際需求。進到這裡，知覺
不單是一間書店，而是文學精神，
這裡的陳設是有思想的，隱隱傳
達著一些訊息，飄移在陳年的書
香氣息之間。

現代人受多元風味的美食洗禮，
吃多了難免稍嫌膩口，終究會想
要回歸，總能慰藉人心的家常料
理。除去自助餐店冷冰如手術台
般的冷漠與孤寂，在台南，獨特
的飯桌仔、食堂，總能以可親的
價格端出如煎虱目魚肚、白菜滷、
炒時蔬等日常美味，令人滿心溫
暖。
＊小滿食堂目前中午時段尚未正
式營業

愛物惜物是台南人重視的生活素
養，昔時麗景舊物記憶因而得以
長存，而年輕的一代，則把這樣
的價值與理想結合，例如「手手」
等無數的二手、以物易物、公益
市集開始出現，逛市集成了新的
生活風尚，並從台南開始推向全
國。市集販售的古着，也見證了
台南紡織工業與訂製服的輝煌年
代，前衛又復古的穿搭，再度引
領了當代屬於台南風格的時尚。
＊請上手手市集官方粉絲團查詢
每月開市時間與地點

文 林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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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後，散步到水果攤吃水果，是
台南百年來特有的生活文化，水
果攤的水果不特別便宜，卻絕對鮮
甜多汁，賣的是老闆專業的眼光。
「老闆，來份西瓜」「現在西瓜不
夠好，你還是吃香瓜好了」那屬於
府城人性格的偏執，自是顯露在主
顧間情誼上的交陪。

宵夜是台南人看重吃食的最佳體
現，為了抓住一天中最後品味美食
的機會，總不會漏了宵夜，百年來
街上攤商的通宵達旦，小吃攤自是
主角。而擔仔麵兩三口的麵量，暖
胃卻不負擔，多麼適口不過，精燉
的肉臊濃烈的汁香拌以蒜泥芫荽，
再陳的夜也不忍睡了。

古都夜晚的樣貌是脫俗清麗的，在
淺眠的仲夏夜，或漸涼的深秋，漫
過幾間還透著光亮的 BAR，甫才熄
燈的咖啡館，依稀透著鎢絲燈的餘
韻，溫暖的習氣尚存，星辰下，木
質的屋牆與磚瓦仍睜著眼對遊人張
望，昏黃的街燈幻化街道的面容依
舊。風慢吹，撫過的，依舊是東寧
三朝帝都的南國夢。漫步老街巷，
直至夜深月涼，所見懷古，自是身
處台南最美好的享受。

在台南，街邊小吃到菜館大宴食肆
滿城，但對家人、對摯友，真正至
上的款待，是用心烹調最拿手的家
常，滿桌佳作鋪陳了府城人珍視的
家庭觀，作飯也成了台南傳統的庶
民文化中，重要的儀式。如果有機
會在台南過上幾晚，住進能親身下
廚的所在，不要忘了，將早上市場
搜羅來的珍味，譜一桌佳宴。

在當今的社會，已少人願意花時間
自煮紅豆湯，就算有快鍋也捨棄不
用了。然而在台南這座慢城，真有
痴人，堅持興柴火燒煮，以點滴的
時光凝鍊，熬一碗紅豆湯，那鬆軟
且粒粒分明的紅豆吸納了府城人的
生活哲學，慣以全然台南的，不疾
不徐的曼妙形式。

不必待重要時刻，上髮廊洗頭，是
府城婦女平時的『休閒娛樂』，泡
沫在髮間發起永恆的青春夢，游移
頸間與頂上的觸動暫且解放一肩的
辛勞與滿頭苦腦，並坐的老面孔，
天南地北扯聊是非，漫談揮霍整個
下午，才算真趣，坦言之，對台南
人而言，美不美髮已非登門之意，
沙龍才是重點。

雅緻秀美、嫩如膏脂的豆花，是百
年來台南人在午後常用以解饞的甜
品，如時針走跳般準確的片刻便在
街上叫賣了起來，扁擔到推車，一
路行過百年，如今肩下了重擔，推
車靠了路岸，未盡的是，豆香依舊，
湯匙輕瓢，襯起的是，幾代人共同
的記憶，與沉甸甸的童年。

「肖年ㄟ，六杯嘎逼（台）」「賀，
旦內幫哩送過去（台）」 店內靜
自觀察，時可聽見隔壁阿婆、阿公
滿是元氣的吆喝。許多來自台北，
轉到台南開咖啡館的人都說，台南
最大的不同，是鄰舍的交陪，以前
在台北賣咖啡，幾乎不曾與鄰居往
來，甚至偶有糾紛，初到台南確實
有種文化衝擊，他們會以消費行動
支持你，會噓寒問暖，有時八卦，
但多出於關切而真誠…

生活是門藝術，而台南人偶而也喜
歡到藝廊去感受藝術的生活。台南
藝廊的獨到之處，在於全然開放的
空間與心理，雖然也做買賣，但館
方多半很樂於分享與解說，商業味
薄，讓人能盡情放心遊賞，自是享
受。

台南人嗜甜，以往只有朱門大戶才
負擔得起昂貴的糖，因此甜食被
視為是調味上品，直到東寧王國結
束，御廚們入了百姓家，將宮廷料
理中重甜的食肆帶入坊間，廣受喜
愛而普及，到了日本時代，台南人
又帶頭吃起了布丁、小西點等時髦
的西式甜品，如今，雖然甜品種類
已不可計數，但在台南吃甜食，總
多了幾分興味。

府城的澄台觀海是台灣清代八景，
如今滄海桑田，海岸線已過台江，
但今日仍很難找到一座城市，城郊
與市區如此親近，鹽水溪北望，一
片廣漠風光，繁華與真純只有一線
之隔，順著河道穿越成蔭的紅樹
林，來到出海口旁的細緻沙灘，圓
融的夕陽每天降臨在地平線的盡
頭，矗在這裡，總好似能聽見安平
追響曲中少女的泣涕，她的魂又是
否依然在海邊，向遙遠的歐陸張
望，等待情郎？

台南的夜市無一街邊設攤，都是廣
場形式，逐日在各處輪替。不若其
他地方的人喜好到夜市吃「小吃」，
台南人認知的小吃不在夜市裡，夜
市賣的是平價的新鮮感與創意，能
以輕鬆無負擔的心情，品嚐不斷推
陳出新的點心或簡單解決一餐。
＊台南夜市記憶口訣：大大武花大
武花

台南年輕的一輩在晚飯後總安頓不
下來，三五好友邀約下，到海安路
半露天的空間小酌談天便是最好所
在，南國的夜很是爽朗，雲淡風輕
的晚上，活動的空間從室內到街道
無限延伸，或起或坐，都是美好時
光。

台南城內昔日的大和風華已遠，但
許多人還是懷念著那段被喻為美好
年代的時景，從而開始考究昭和時
代的日本風貌，並將這樣的復古風
情移植到台南的庶民生活中，充滿
時代感的居酒屋最受歡迎，以充滿
昭和風情的陳設、氛圍，用串燒、
日本酒滿足口慾，也緬懷那一個已
逝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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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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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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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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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吞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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