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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飲食在台灣港澳飲食在台灣

2011-04-10  記者 林嘉敏 文

隨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全球在地化的趨勢越來越普遍，幾乎每個國家的東西，在台灣
都可以買得到。這種情況也發生在飲食界，國人不用花錢到別的國家旅遊，也可以享受到各國的

特色美食，隨著港澳僑生在台灣的升學率越來越高，不少港澳文化滲入台灣。「民以食為天」，

所以香港的茶餐廳文化、飲茶文化，澳門的葡式蛋塔對台灣有一定的影響。

從食材到文化從食材到文化  是適應還是失落是適應還是失落

現在走在台北街頭，不難發現街頭街尾出現了很多港式茶餐廳、港式茶樓，甚至連夜市也有港式

絲襪奶茶，學校也有傳統的港式燒臘，很多店家都打著「港式」招牌，吸引了很多對「茶餐廳」

文化、「飲茶」文化感興趣的人，也同時吸引了很多在台留學的港澳學生。現在不只在台北，就

連新竹、台南、台中等都出現港式茶餐廳和茶樓。

 

在台灣，不難找到港澳的食物。（攝影／林嘉敏）

雖然這種飲食文化是從港澳地區傳過來的，但可能因為全球在地化的關係，業界因應台灣市場的

需求，改變了在港澳的經營方法和模式，使這些港澳獨有的文化變得不一樣了，多了一種「台味

」。有很多茶餐廳為了節省原材料運送的成本，會用一些台灣已有的材料去代替，例如「公仔麵

」改用其他麵去代替，或是淡奶改用奶精代替，讓原本具港澳特色的食物都改變了。

飲茶也一樣，在台灣很多茶樓的營業時間是從早上十一點到晚上九點，少開了早市，卻讓茶樓黯

然失色。港澳的茶樓營業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左右，通常在早市的時候（大概七點左右

），會看到很多老人家或一家人吃著點心，輕鬆地聊著天，然後再上班、上學，這種精粹是台灣

的茶樓沒辦法做到了，因為風俗文化不一樣。再者，台灣的茶樓為了適應台灣的市場，推出了台

灣很流行的「吃到飽」，也加入了很多台灣特有的食物，讓茶樓變得在地化了。

 

是尋味憶昔是尋味憶昔  也是國民外交也是國民外交  

雖然知道台灣的飲茶文化跟香港或澳門有一定的差異，但就讀於國立師範大學大三的澳門僑生阮

美寶還是會去嘗試一下，尋找家鄉的味道之餘，也可以同時比較一下兩地港式美食的差別。她指

出在台灣一般的茶餐廳都不好吃，少數幾間好吃，卻又很貴。但她還是會去，因為這是她唯一能

夠吃到家鄉食物味道的地方。

而就讀國立成功大學大三的澳門僑生黃幗瑜則表示台灣點心的味道其實跟澳門差不多，只是少了

幾道港澳會有的點心，卻多了幾道台灣常見的菜式。不過她補充說：「雖然味道一樣，但就是缺

少了什麼東西，可能是那種感覺。」她有空的時候就會跟一大群港澳的同學一起去飲茶，有時候

還會當起導覽員，帶領台灣的同學去嘗試一下茶餐廳，把這個文化介紹給台灣人，也順便比較一

下兩地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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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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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
甜點與咖啡〉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
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自從葡式蛋塔在1990年代末期的時候在台灣爆紅後，不少港澳的商人也看好這個市場，紛紛在台

灣開設茶餐廳、茶樓，以致今天商店林立，各店推陳出新，吸引消費者。其中，也吸引到在台灣

留學的學子們，希望能夠在店裡尋找家鄉的味道。

這些茶餐廳、茶樓，除了讓台灣人感到新鮮、好奇以外，也使港澳的僑生們感到熟悉，他們會評

論著食物的味道、價錢，但還是會再次光顧，在這些地方，凝聚了一大群講一樣的語言，有著共

同記憶的人群，這是一種族群凝聚，靠一樣的食物讓大家聚集在一起，這就像是美國的唐人街，

聚集了很多華人的感覺。同時，這些茶餐廳、茶樓也是一種傳揚港澳文化的代表，使港澳文化能

夠在其他地方發展。同時，這也是一種國際化的觀念，透過食物讓台灣人能夠更深入的認識香港

、澳門，讓他們知道香港不只有shopping，澳門不只有賭博，它們還是有自己的特色，增加台

灣人的國際觀。

另外，這也突顯了台灣「全球在地化」的發展趨勢，因為台灣的經濟越來越發達，導致了很多外

商在台灣投資，紛紛開了店家，同時因地制宜為台灣市場制定了一套市場原則，但在全球在地化

的影響下，到底它這算不算傳承一種文化呢？還是這是一種改變文化的過程呢？還是這是一種不

經意的文化融合呢？事實上，這是一種正在發生中的文化融合，把兩個或以上地方有特色的文化

結合，從而產生新的文化，這就像是台灣的閩語和客語文化的融合，或者不久將來，台灣也能發

展出一種新式的茶樓和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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