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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4  記者 鄭豪 文

從小到大就過著到處搬家的日子，原因總是複雜曲折又離奇，國小、國中、高中跟大學也都各讀

了兩間，不斷在台灣這小小的地方上演著搬遷的戲，突然間就會忘了自己來自哪裡，很想要找尋

屬於我的那塊小小家鄉田地。

醫院　屬於父親的家鄉醫院　屬於父親的家鄉

自板橋亞東醫院出生後，我與爸媽、姐姐就搬回這塊屬於閩南的鄉土，記憶中那是爸爸的土地──

嘉義。

說到老家，那是一個閩南式的大家庭，每日中午爸爸會帶著我回老家探望臥病的奶奶，嘴裡操著

不順口的台語，奶奶其實也是有聽沒有懂，但那是我記憶的老家，到下午時太陽還是會很大，廚

房隨時擺滿了食物，大多時候都會是菜頭糕或發糕，親戚很多，有時候甚至叫不出來自遠房的親

戚，但身為最小的孫子卻是被大家捧在手上，但現在，這些回憶通常會伴著不夠涼的電風扇或跟

發糕散發出的香氣一同出現。

依稀還記得，小時候家境不錯，父母在市區有著一間迷你火鍋店，姊姊被逼著去學各項才藝，而

我因為體弱多病，在家裡就自然而然的變成了小霸王，大家都得依著我。這段期間我總是跟醫院

比較熟悉，因為遺傳性疾病的原故，父母總是帶著我到急診室，在我腦海裡爸爸的味道跟醫院的

味道很像，因為我總是在這時候才能看見脫下嚴父面罩的他，也許是這樣的原故，到現在我還是

很喜歡醫院的味道，也許對別人來說那很難聞，但我覺得那是我的童年記憶最深刻的地方。

直到升上小學，那是很快速也發生很多事的一年，家裡投資失敗、母親堅持要搬回自己的家鄉、

我擁有了原住民身份、第一次經歷家裡的人過世、爸爸走了、開始練習把其他地方當作是家鄉、

不再說：「我來自嘉義。」

眷村　屬於母親的家鄉眷村　屬於母親的家鄉

一直以來，母親總是說著我們一家人應該搬到接近大自然跟鄉下的地方，只是一直沒想到搬回家

鄉的原因是那麼的沉痛，那是屬於母親的鄉土──花蓮。

在花蓮的時間有九年，也是我待過最久的土地，記憶中的家有前庭、前客廳、廚房、後客廳、後

院跟很多的房間倉庫，那裏的眷村味很濃厚，街坊鄰居彼此都認識，外公外婆就在隔壁房間，不

用大老遠地去看他們，外婆醃漬的辣椒跟獨有的原住民菜一直是我的最愛，一年當中總會有一個

月外婆跟我勤奮的練舞就為了盛大的豐年祭，寫作業一直不是家裡在意的事情，上學是為了放學

、放學是為了跟同學玩樂、而玩樂是為了消磨時間等待上學。回憶起來很快樂卻也很荒唐，騎著

腳踏車或聞到海邊的味道時，這些回憶就會出現。

母親帶著我與姊姊在花蓮這塊小土地成長，一個女人家帶著拖油瓶的辛酸也許無法用幾行字說出

來，但我相信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愛的時光，母親在志學這塊小小地方租了店面，早上總是由媽

媽一人獨自扛起店裡面的所有事，料理、採買、會計一手包辦，直到放學後我跟姊姊就會接下店

裡一大半的事物讓她可以喘息。經過了一天的勞累，我們母子三人總會騎著腳踏車在路上開始大

聲地唱歌，伴隨的是路邊農田的草味跟響亮的蟬鳴，這是回家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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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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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記得腦海裡那條回家的路。（照片來源／鄭豪攝）

外人　屬於短暫的家鄉外人　屬於短暫的家鄉

我上了高中，母親跟姊姊覺得在花蓮我無法得到更好的學習，因為父親總是希望我們能夠得到最

好的知識教育，而母親也希望能夠讓父親家裡的人看到她獨自也能把孩子帶得很好，於是我們來

到了陌生的土地想要再出發，沒有依靠跟幫忙，在台南，我們開始在這邊打造一個家。

我從來不說我住台南，如果有人提起，我總會說我的故鄉在花蓮，不是討厭台南，而是捨不得將

花蓮的地位從主人變成客人。台南的記憶比起花蓮來說總是擁擠了些，車多了一點、人多了一點

、規則多了一點、自由卻少了不只一點。升學壓力讓我開始討厭這塊土地，台南的記憶只有為了

上學要趕上第一班的火車、跟火車站往回家那條小巷子的路燈，也許不是台南的錯，只是回家的

路不再那麼簡單，多了一點來自別人對於一個花蓮長大的小孩會不會讀書的期待。

我喜歡台南的便利跟鄉土兼具，但是那不是我熟悉的家園，生活的步調一切都變得那麼快、學校

裡總是只有一兩個原住民而被當成稀有動物對待、同學間總是課業大於友情，自然而然自己也變

成了這樣的人。可是時間走得好快，大學就在眼前了，要離開才發現自己也會捨不得，捨不得這

裡的每條路，即使我不知道路名；捨不得每天都要早起，即使是寒流也得搭上最早的火車；捨不

得台南；捨不得被留在台南的家。

腦海裡的家腦海裡的家

離開家也三年了，不像在家的輕鬆，要學會打理自己的一切，開始工作養自己才發現母親的辛苦

，有時候難過卻不敢打電話回家，即使打了電話也要把自己喬裝的很快樂，因為這是自己必須要

面對跟承擔的，我只想把快樂跟幸福帶回家。腦海裡的家總是溫暖，要打造這樣溫暖的家不容易

，但是再辛苦也會值得，因為家裡面總會有著最懂你的家人，也許對現在來說還太早，但是腦海

裡的家卻還是很清晰，那是我想要的家，這樣的目標讓自己往前的動力變得更堅定也更強大。

即使搬了那麼多的地方，總是還會惦記腦海裡的家，也許要有許多波折跟困難，但是為了家人好

像又那麼值得。不論是在哪裡，跟家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令人嚮往的家。

聽著歌曲讓我們想起家的溫暖。（影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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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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