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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外的客家味　劉⼤和的飲食文化探尋之旅 
2020-09-06  記者 朱家湲 報導 

踏進劉⼤和教授研究室時，映入眼簾的是⼀個⼩客廳，旁邊則矗立著⼀道巨⼤書牆，裡頭擺放滿

滿書籍，連接到遠處辦公區域。這樣的擺設與其他教授並無太⼤差異，⽽他也沒有刻意營造特別

的氛圍，就是簡單的、樸實的，但當劉⼤和熱情地招呼聲傳入⽿畔時，整個空間似乎都染上他獨

有的標誌。

 

浸潤法國的獨特氣息

⽬前在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擔任副教授的劉⼤和，上課總是散發出⼀股慵懶且⾃由的感

覺，不是那種會嚴厲要求學⽣⼀定要跟著他的步調⾛、或訂出很多規矩的類型。相反的，他給出

很⼤的空間，也喜歡與學⽣互動，從研究室牆⾓張貼的卡片及合照便可看出⼀些端倪。很難想像

這樣隨性、善於與⼈相處的⼈社系教授，卻擁有理⼯相關背景。

劉⼤和於⼤學時期曾就讀資⼯系，直到研究所才轉入社會學領域，之後再到法國攻讀政治學博

⼠。為甚麼跨⾜如此不同的專業？他表⽰，雖然不排斥寫程式，但因為關⼼臺灣社會，便選擇投

入社會學及政治學。他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沒有轉換跑道的話，說不定現在就在台積電上班

了。」

然⽽對文化滿懷熱情的劉⼤和，回到臺灣後並非只是在學術專業中鑽研更深奧的理論，反倒選擇

將過去汲取的知識化作能量，⾛向⼀條貼近⼈們⽣活的路——文化產業。他認為臺灣的文化產業
還有很多潛在空間，任何形式的創作要被看⾒，應該從需求⾯⽀持，必須有⼈推動這個循環，文

化產業才能蓬勃發展，同時讓文化、藝術⼈才有更多出路，提升了就業機會，就像滾雪球⼀般。

因此他不僅就原本學者的⾝分研究文化產業，亦投⾝實務⼯作，曾任職於文建會（現文化部）創

意產業專案中⼼、也擔任過勞委會（現勞動部）多元就業⽅案的諮詢委員，或許這就是劉⼤和關

⼼社會的⾓度與實踐。

▲ 劉⼤和的研究室裡張貼了不少學⽣給的卡片，展現他與學⽣們良好的互動。（圖／朱家湲攝）

 

客家飲食文化探尋歷程

劉⼤和的專⻑主要在文化產業，但因為來到客家文化學院任教，⾃覺需要對客家有⼀點貢獻，才

開始進⾏客家研究。他最具代表性的⼀篇客家研究是〈客家飲食文化：新⽵地區客家餐廳的文化

研究〉，旨在研究客家飲食文化於當今餐飲業運作中的變與不變之處。其調查對象為新⽵地區的

⼗五間客家餐廳，藉由分析命名、氛圍、餐具餐桌風格等⼗項概念，探討在飲食外的文化建構

上，餐廳如何將客家意象融入。

奠定於文化產業的基礎，劉⼤和對飲食文化本⾝即有⼀定的了解；加上之前在法國留學的經歷，

也讓他感受到法國⼈對飲食的態度、賦予的價值，深深造就其飲食文化的多彩。所以雖然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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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在客家研究上有時較為受限，但若由這個主題著⼿，對他來說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

▲ 劉⼤和是個親切、風趣的教授。（圖／朱家湲攝）

從客家餐廳的歷史發展來看，過去消費者在文化感受的需求比較低，⽽經營業者也認為空間營造

是筆不⼩的投資，連能否回本都無法預測了，所以多半還是專注於菜⾊上，這就使得飲食功能單

純為滿⾜⼝腹之慾，缺乏文化性。劉⼤和表⽰，正好⼗多年前有股客家風興起，許多店家開始標

榜⾃⼰是客家餐廳，增添不少⾏銷包裝的⼿段以吸引觀光客，帶動了餐廳呈現形式的改變，讓客

家文化漸漸從飲食中流瀉出來。

順著這股風潮，客委會也推出了客家特⾊餐廳認證，這項制度近年轉型為「客家美食榮譽標章機

制」，針對餐廳整潔、文化意涵、料理等作全盤式評鑑。這些刺激使得眾多餐廳拋開對飲食的既

有認知，也讓他在實地調查時發現更豐沛的文化表現。

最終他根據客家餐廳文化特⾊的⾼低，將餐廳分為博物館式、個⼈風格式、合菜式、⼩吃式四種

類型，前兩者清楚凸顯當中的故事與⺠俗意義，⽽後兩者基本上只提供飲食功能。若與先前提到

的⼗個文化概念結合，便會發現博物館及個⼈風格式所展現特⾊的項⽬普遍較另外兩種餐廳多。

在研究後半部，劉⼤和於各類型中挑選了幾間餐廳，詳細描述其外觀、擺設、氛圍、菜⾊等，並

以⼤量照片輔助，可由此觀察到抽象概念底下店家的真實操作⼿段。

▲ 劉⼤和曾擔任⾼雄市茄萣舢筏協會輔導委員，該協會在多元就業⽅案中獲獎，牆上的飾品為勞
動部頒發的紀念品。（圖／朱家湲攝）

 

客家餐廳的變與常

雖然飲食的文化性逐漸受到重視，卻不免讓⼈擔⼼餐廳是否會轉⽽瞄準觀光客，變成以客家風情

體驗為主軸的營運策略，同時透過調整傳統客家菜擁有的「鹹、肥、香」特⾊，來配合現代⼈清

淡的飲食習慣？劉⼤和承認這個現象確實存在，所謂的客家滋味也必然隨著時間略有不同，但他

認為沒有⼀間餐廳會去侷限⾃⼰的客群，也有餐廳做到兩⽅兼顧。

他舉⽵北的「風城之⽉」客家懷舊餐廳為例，這間餐廳在空間營造上⼗分出⾊，數張圓桌擺放在

中央⽤餐區，上⽅懸掛著⼀盞盞花布燈，周圍有柑仔店、相館、牙科診所等。老闆⽤古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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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堆積出來的場景，搭配上暖⾊調的橘黃光線，宛如坐在五⼗年代的街道上辦桌，甚⾄連服務⽣

都換上制服，裝扮成⼩學⽣的模樣。

相對於創新，也有些客家餐廳選擇保留傳統⼝味。劉⼤和解釋，因為客家料理有其時代背景，老

⼀輩的⼈保有⼩時候對這道菜的印象，所以在我們看來鹹到無法入⼝的料理，對他們⽽⾔卻早已

融進⽣活，更從唇齒間溢出懷念滋味，也就是所謂的「集體記憶」，這便使得某些餐廳為滿⾜老

顧客仍保留原始樣貌，鄉間⼩吃店尤其明顯。

劉⼤和也透露，客家餐廳⼀直有兩種⼒量在拉扯，不過文化本來就是可以多元並存的，不管菜⾊

或裝潢是甚麼模樣都沒有絕對的優劣，端看餐廳如何呈現，⽽消費者⼜怎麼選擇。

然⽽當老⼀輩的⼈漸漸逝去時，多數⼈都會疑惑傳統是否也隨著時間消失了？對此劉⼤和提出另

⼀種⾒解，他認為客家飲食可以⽤「變化中」闡釋，並不會完全不⾒，變與不變牽涉有無連續感

的問題，⽇積⽉累變得更多時，就感覺不⼀樣了，⽽如何認定主要還是取決於⼈的感受。「就像

你與朋友⼗年不⾒，對⽅說你變很多或都沒變時，你⼀直都是你啊！」

▲ 劉⼤和與他的導⽣有深厚的感情。（圖／劉⼤和提供）

 

旅程，未完

多年後重新回顧這篇客家餐廳研究，劉⼤和坦⾔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所以未來進⾏客家研究

時，仍會選擇飲食文化，但他希望能超越既有的研究取向、追求創意，並從現實⽣活中獲得的感

受出發，因為他認為在客家領域內，飲食富有龐⼤發展潛⼒，能由此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這樣的觀點再次顯⽰了劉⼤和渴望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就像其所撰寫的《文化與文化創意產

業》⼀書所提到的：「文化是個⼈的關懷，文化創意產業則是選擇的⼀個切入點。」也許對劉⼤

和來說，研究不是挖掘了多少知識，⽽是能否與⼈產⽣連結。

 

【⼩檔案】劉⼤和

學歷：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

現職：國立交通⼤學⼈文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學術專⻑：文化產業、文化研究、、台灣文化、社會安全

報導參考書⽬：

劉⼤和，2014，《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台北：魔豆創意出版。 
———，2015，〈客家飲食文化：新⽵地區客家餐廳的文化研究〉。⾴315-348，收錄於張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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