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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遭遇多艱難的困境，新生是一種最強而有力的救贖，而廚房正是擁有這種能量的地方。不同

於日復一日求學、工作場所的單調，廚房中充滿創新的力量，透過料理者的巧手，廚房內靜置的

蔬果與生鮮搖身變成一道道菜餚，獲得新的生命。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帶讀者從廚房中找到生命

的新出口，重新坦然地凝視自己生命中逝去的事物。

吉本芭娜娜的《廚房》一書，從1988年出版後歷經數十餘年，

目前已翻譯成多國版本。（圖片來源／吉本芭娜娜官網）

 

死亡震央的出口　死亡震央的出口　

吉本芭娜娜於1988年出版的處女作《廚房》分為三個章節，其中〈廚房〉與〈滿月〉可視為連續

故事體，最後一篇〈月影〉雖然為另一獨立短篇小說，但重生的精神仍與前兩篇主題相呼應。〈

廚房〉與〈滿月〉雖然僅有三個主要人物，通篇小說卻饒富韻味，從小雙親相繼過世的女主角御

影，在最後一位親人祖母逝世後，暫住在祖母熟識的少年雄一家中，與雄一的母親惠理子三人一

同在屋簷下生活。

過去御影一直習慣睡在廚房中，因為有冰箱不斷運轉的馬達聲陪伴她，讓她忘卻身心上的孤單。

搬到雄一家後不久後，惠理子也因意外而過世，御影與雄一因為同樣失去親人的際遇在心靈上產

生連結，兩人漸漸明白，即使摯愛的親人離去，陪伴過的感覺卻不會消失。雖然每個人最終還是

得自己走完人生的路，但至少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同行。

死亡的衝擊讓御影對命運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這個世界並不只為自己一個人運轉，既然無法決

定不如意的事發生與否，那麼至少還能選擇什麼才是自己最想要的東西。就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樹

所言，命運就像不斷改變前進方向的沙風暴，越想避開就越逃不出風暴。對御影來說，她的風暴

就是自己，唯有勇敢地筆直穿過風暴，才能看清自己真正放不下的事物。

吉本芭娜娜以生意盎然的廚房與灰暗的死亡相互對比，廚房就像是一座舞台，而準備料理的過程

就是一種展演，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戰。相形之下，死亡卻是沒有一絲生息的巨大停滯，但若能藉

由死亡來理解人的侷限，從侷限點上再次出發，就能坦然地接受死亡的無所不在。當人位於死亡

的震央時，能夠在黑暗中重新發光的唯有自己。

 

後現代式的療癒文學　後現代式的療癒文學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當代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因為天生弱視的緣故，小時候甚至有一段時間幾乎看

不見，與黑暗為伍的時光卻意外培養出敏銳的聽覺與觸覺，對於往後的作品書寫產生極大的影響

。

她的寫作主題通常圍繞在一種「不再」的氛圍之中，相較於此類文學作品中大多流於緬懷不再的

寫法，吉本芭娜娜通常會藉由某種特殊儀式或情境來轉嫁哀愁的心情，讓書中主角重新拾起勇氣

面對往後的人生，因此在日本也有療癒系作家的美稱。

在吉本芭娜娜的小說作品中，大多以第一人稱敘事的手法呈現，且主角以年輕女性居多，這種後

現代主義的寫作手法將再現與真實混淆，我們可以在《廚房》中窺見一二。惠理子就像御影心中

理想的自我，擁有著開朗直爽、奮不顧身的性格，而平常的御影個性溫和、較為怯弱，但透過死

亡的情境，打破了御影自我與超我間的隔閡，讓內心部份的自己得到了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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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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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另一個例子是吉本芭娜娜2010年的作品《喂！喂！下北澤》，女主角好好因為想逃避父親逝世的

事實，刻意搬到下北澤並在附近的法國小餐館打工，藉由廚房忙碌的準備工作來轉移注意力，忘

卻內心的悲傷。透過料理的過程再現人的本能，吃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人們的一切透過吃

這件事情，會露骨地呈現出來。而菜餚能夠盛放廚師對顧客的關心，同時顧客也會以食用的多寡

做為回饋，展現內心當下的情緒。

今年三月才在台灣發行的《喂！喂！下北澤》，透過女主角打工的餐館，

重新審視了人與食物間的關係。（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食物的身體性與寫作食物的身體性與寫作

從出道處女作《廚房》開始，吉本芭娜娜在作品中試圖帶出食物與身體的相關性，以食物的感官

記憶作為筆下主角的象徵符號，並賦予此符號正向的生存意義。作品中因為美味而感受到存在的

美好，或是做菜時腦中的細胞好似正在增殖的感覺，都成功凝聚了食物生生不息的意象。

身體性的描述與勞動通常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作家的書寫，通常會將自身勞動的過程，化

為作品中的標記。因為這些過程真實而具有溫度，因此在閱讀時往往令讀者深入其境。吉本芭娜

娜因為曾經在餐廳打工過一段時間，其作品中便時常出現製作食物的地方，從家裡到餐廳中的廚

房均是她取材的場所，對於準備食物的過程與下廚的心境用詞精準，描繪也相當生動。

從吉本芭娜娜早期作品《蜜月旅行》中女主角下廚做的鍋燒烏龍麵、《雛菊的人生》裡阿姨家所

開的煎餅店，一路到近期作品《喂！喂！下北澤》中女主角打工的法國小餐館，這些人物與廚房

的原型都能在她的雜文集《食記百味》一探究竟。作品內收錄了一百篇關於飲食的短文，用俐落

簡短的筆觸記錄了與家人在廚房與餐館中共食的記憶，並將這些美好的意象轉化為作品中的場景

或體悟。

雜文集《食記百味》中收錄了吉本芭娜娜與不同地方的廚房及食材間的回憶。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幾十年來不斷的書寫過程中，愛做菜的吉本芭娜娜更深刻領悟到寫作與料理間的相關性。年輕時

候下廚，追求的是「自己」的味道，過了某個時期之後，卻開始想追求「普遍」的味道。自己的

味道像一張唱片精選輯，首首好歌卻不留餘地；而普遍的味道不受拘泥於固定的模式，以希望做

給別人吃的這種念頭為優先，就好似寫作中最初期望形塑自我風格，但最後發現任何人都能津津

有味地讀著自己的文章，才是從事寫作最快樂的事情。

吉本芭娜娜的療癒式廚房，形成一層保鮮膜讓人忘卻外界的繁雜。不論是對人物心理狀態細膩的

描寫，或是面對人生的種種體悟，都以飽滿而豐富的姿態流動在字裡行間。也許今後會遭遇各種

困境，但只要明白內心尚有廚房這種尚未崩壞的地方存在，便能勇敢的面對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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