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電腦連上MSN，看到友人寫著「當年測繪過的佳冬民
宅，現在已沒入水中！」，也不禁擔心起過去花了好幾年在中
南部辛苦踏查的歷史建築，是否能夠在這場臺灣五十年來最大
的洪災後能夠倖存？暴雨洪流，令已習慣生活在科技霸權領導
下的我們驚慌失措，但最後大概還是歸咎於天災，兩手一攤說
句「人力難以抗天」就不了了之。但近年來在國際上，全球暖
化所造成的氣候變遷，已在各個層面引起關注、討論與圖謀改
善，但氣候變遷對於文化遺產的影響卻是這幾年才受到關注。
氣候變遷對於文化遺產的影響，不只影響了資產、建築物與構
造物，更會影響一個社群的社會結構與居住地域，甚至社群的
遷徙。即如這次的八八水災，非但人命傷亡甚烈，流失或遭掩
埋的生活環境對於倖存下來的民眾也會產生生理、心理與社會
關係的劇變。

鑑於「氣候變遷正影響、且在不久的將來可能影響更多的包
括自然與文化的世界遺產」，世界遺產委員會在2005年首度提
出氣候變遷與世界遺產」議題，並在2006年舉辦專家會議，邀
請了五十餘位專家與會討論，並在該年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
了〈預測與管理氣候變遷對於世界遺產的影響〉報告，以及一
份〈協助會員國施行適當的管理回應的策略〉。2007年時則出
版了《氣候變遷與世界遺產個案研究》（Case Studi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World Heritage）一書，並在今（2009）
年五月再版。

本書一開始即提到「氣候
變遷已被公認為是二十一世
紀最重要的威脅與挑戰」，
而任何氣候的變化都會導致
全球各地環境與社會狀況的
不穩定，且會危及自然生態
系統的保育以及社會經濟體
系的永續發展。我們的文化
資產自不例外。本書所列舉
的文化遺產類型，主要有二
：「考古遺址」及「歷史城
市與聚落」。

如在秘魯的昌昌（Chan
Chan）考古遺址，即因聖
嬰現象所造成的暴雨而造成
這座美洲最大史前土造城市
受到洪水的威脅。暴雨會侵蝕土造建築或構造物的基礎，也會
提高所在位置的地下水位，並蔓生植物；暴雨過後的乾季又易
使其風化。在國際保存組織投入經費與技術後，已獲得改善。

就許多濱海或臨河的歷史城鎮，如有泰晤士河流經的倫敦，
因受暴風所造成的大潮致使河水暴漲；最美的城市威尼斯，因
逐年的地層下陷與海平面升高而可能遭致滅頂；捷克的布拉格
歷史中心則飽受洪水侵擾。諸如此類的氣候變遷對於文化遺產
的影響，實與臺灣甚為類似。本書共列舉了26處受到氣候變遷
威脅與衝擊的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地的狀況，以及如何因應的
措施，都可供臺灣文化資產界借鏡參考，及早討論、研議相關
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對臺灣文化資產越趨猛烈的威脅。

本書可上世界遺產中心網站http://whc.unesco.org/免費下載。

‧ ‧

‧ ‧

http://www.fgucar.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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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八月遭逢五十年來最大水災，造成人命傷亡、家園殘破

，也使得臺灣重要的文化遺產損失不知凡幾。在為我們南臺灣的
民眾祈禱的同時，我們也得思考人類所謂的文明創造與科技進展

對於我們的生活與環境到底產生什麼樣的衝擊與影響。本期「與
世界接軌」專欄，即為各位簡介世界遺產中心在七月再版的重要
著作《氣候變遷與世界遺產個案研究》，看看世界各國如何思考

氣候愈趨變化無常的條件下，如何更為全面地來思考文化遺產的
維護與保存。 此外，暑假之初文資所研一同學到金門進行田野踏
查，在酷熱天氣下相當辛苦，但最能撫慰大家的，就是金門在地

美食，回台後每個人的體重都增加不少。本期即由研一洪毅騰同

學來向各位介紹「食在金門」。 （本期爐主 蔡明志）

—
諺語：「穀到處暑黃，家家場中打稻忙。立秋下雨人歡喜，處

暑下雨萬人愁」。

處暑時斗指戊，太陽黃經為150度，時值公曆8月23日前後。
「處」含有躲藏、終止的意思，顧名思義，處暑表明暑天將結束
。《月令十二集解》上說：「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
矣」。此時晴天下午的炎熱亦不顯於暑夏之季，這也就是人們常

講的「秋老虎，毒如虎」的說法。農諺有云「立秋無雨甚堪憂，
萬物從來一半收；處暑若下連天雨，縱然結果也難留」，「立秋
下雨人歡喜，處暑下雨萬人愁」。這是說處暑節氣中農作物已普

遍成熟，大地一片黃金，南方稻米開始收割。處暑這天最怕下雨
，因為成熟的穀物經雨後，會掉落在地，而影響收割。處暑三候

為：「一候鷹乃祭鳥；二候天地始肅；三候禾乃登」。此節氣中
老鷹開始大量捕獲鳥類，古人形容如祭而後食。接著天地間萬物
開始凋零，充滿了肅殺之氣。古代有「秋決」的說法，即是為了

順應天地的肅殺之氣而行刑，《呂氏春秋》上說「天地始肅不可
以贏」，即是告誡人們秋天是不驕盈要收斂的季節。第三候「禾

乃登」的「禾」指的是黍、稷、稻、粱類農作物的總稱，「登」
即成熟的意思。

處暑節氣時，炎熱的氣候已接近尾聲，此時早晚溫度低，白天
氣溫高，所以要注意隨天氣變化而增減衣服，小心受涼感冒。此
節氣的顯著氣候特徵為乾燥，天氣少雨，空氣中濕度小，往往令

人感覺到皮膚變得緊繃，甚至起皮脫屑，毛髮枯而無光澤，頭皮
屑增多，口唇乾燥或裂口，甚至鼻咽乾燥如有冒火的感覺，或夾
有大便乾燥，以上種種皆由於氣候乾燥造成的，這種現象就是人

們所說的「秋燥」。秋燥與人的體質有關，所以預防秋燥最好的
方法就是增強體質，首先要保養的便是充足的睡眠以及良好的睡
眠品質。早晨醒來後，進行吐納、咽津、叩齒以及調息等功法，

然後再進行身體鍛鍊，例如散步、打拳、體操等。預防秋燥的另
一重要事項就是重視精神調養，並以平和的心態對待一切事務，

以順應秋季收斂之性，便能平靜地度過這一多事之秋。在飲食方
面首先要多喝開水、淡茶、果汁飲料、豆漿、牛奶等，最好是每
次量少而頻飲，其次要多多進食蔬菜水果，另外要少吃辛辣煎炸

等燥熱的食物。老年人在這個季節午睡可消除疲勞，古代養生家
說：「少寐乃老人之大患」，《古今嘉言》認為老年人宜「遇有
睡意則就枕」，這是符合養生學的觀點。

臺
北
保
安
宮



金門人從金門經廈門、汕頭、香港到新加坡，一路坐船下南洋
，回程則經過廣東，因此把廣東粥帶回了金門，變成金門人傳統
的早餐之一。金門的廣東粥與我們熟知的台式廣東粥大不相同。
我們所熟悉的廣東粥是有點類似什錦粥的做法，將粒粒分明的白
粥加入海鮮、豬肝、碎絞肉、雞蛋與皮蛋熬煮；而金門的廣東與
台灣不同的是其粥體不見米粒，他們認為看得見米粒的粥稱為
「稀飯」，而熬煮到米湯狀的才稱為「粥」。而其中配料相對的
也簡單得多了，單純的瘦肉片、蛋花、芹菜末等等。

由於四面環海，金門的海產資
源相當豐富，黃魚、蚵、鰻等海
鮮，都是常見的桌上佳餚，至於
料理手法，則受到閩南文化圈的
影響，帶有濃濃的閩南色彩。在
金門的聚落裡，經常可以見到阿
公、阿嬤於自家門口剝蚵的畫面
，可見蚵亦是金門飲食文化中不
可缺少的一項食材。在金門的傳
統小吃中最常見的就是「蚵仔煎
」，在筆者個人的看法中，金門
與台灣的蚵仔煎並無太大不同，
如果硬要說的話，應該在於蚵仔
煎中運用的蔬菜之異同。在台灣
宜蘭與台南地區的蚵仔煎常常使
用豆芽菜入菜，與金門所使用的
蔬菜不同。

湯圓可以說是金門飲食中具有象徵性的食品。金門人於正月十
五日元宵節吃湯圓，湯圓取其形象徵圓滑、圓滿與團圓的意味。
除了元宵節吃湯圓以外，金門人更於（農曆）六月十五日搓湯圓
並且食用，這個活動金門人稱之為半月圓。此外，除了節慶食用
外，在金門金湖鎮的「談天樓」亦可吃到傳統道地的湯圓，這是
在金門當兵的軍人之共同記憶，而其招牌酒釀湯圓與芋頭湯圓為
饕客首選。酒釀香醇，手工製做的湯圓具彈性又有嚼勁，是非常
值得一試的傳統小點。

金門的自然環境風大雨少，非常適合麵線的製作與風乾，所以
麵線也成為金門的一項特產。金門的傳統麵線口味是完全不添加
任何調味料的麵線，在食用的形式上亦有多樣的變化，如：麻油
拌麵線、蚵仔拌麵線或肉燥麵線，都是金門傳統的麵線料理。此
外，為了滿足現代人求新求變的需求，進而衍生出多種口味的麵
線，如：高粱麵線、芋頭麵線、地瓜麵線等等。

－ ／

金門的傳統飲食文化擁有其特殊性、多樣性、區域性之基本
特質，並隨社會生活型態的轉變，傳統飲食文化面臨轉型。其
所謂的轉型是指由單一性轉向多樣化的飲食型態，並且不斷地
追求創新、創意，促使傳統飲食形式逐漸走向精緻化。這裡所
謂的精緻化不是單純的僅是商業考量，而是以飲食空間、飲食
裝飾以及傳統飲食文化的保存與創新的整體考量為主。

飲食文化的形塑是受地理環境、人文、政治、經濟、教育種
種的因素所影響而形成，同時具有獨特色彩與個性的表徵。所
以欲探知金門傳統飲食文化，就必須將金門飲食結合民俗、地
理、歷史、人文，從全面的觀察可窺探出金門飲食文化的特殊
性、多樣性與區域性等特質。

沙蟲是一種星蟲動物門，主要棲息於潮間帶間，在金門島水
頭至西園一帶均可以看到其蹤跡。炒沙蟲為金門名產之一，據
說滋味鮮美。而在食用這道美味佳餚時，相傳有「三快」，即
捕捉時要快、炒時要快、吃也要快，以維持其香脆美味。

有別於台灣一般以油麵為主的炒麵，金門特有的炒泡麵是以
一般市面之泡麵做為主要的麵體。金門炒泡麵的出現與金門早
期因戰事與物資缺乏有關。金門土壤貧瘠，不利作物耕種，而
在泡麵的流行與流動中，發現了創新的新吃法，發展出特有的
一種新的飲食特色。另一種可能是在戰事發生時泡麵因為攜帶
方便，是基於單一的食材而創造出不同以往的食用方式。

筆者在台灣的快炒佳餚中，非常喜愛品嚐各式螺肉，而金門
的香螺卻是我第一次見到。據金門年長一輩的說法，香螺乃是
金門颱風過後，香螺會從深海海域中被強風颳到沿海地帶，因
而在金門沿岸處處可見其蹤跡。香螺的料理手法與台灣各式螺
肉料理方式相差不遠，是以大火快炒，佐調味料並搭配九層塔
增加其料理的香氣。食用時先吸吮香螺之尾部，在吸取頂端將
醬汁與螺肉一同吸出。在成功鍋貼館可以點到這道菜餚唷！

花蛤屬於二枚貝類的一種，生長在金門沿海沙灘上，金門四
周海域都可以見到花蛤的蹤影。花蛤與文蛤不太相同，其體型
較小、肉少，所以金門居民大多用來煮湯提味，其熬煮出來的
湯頭鮮美而甘甜，常常用來做為料理之湯底或調味，是金門相
當出名的特產。除此之外，金門居民於傍晚時段於沿海沙灘挖
花蛤之景觀也是相當的特別，歐厝沿海的沙灘常常可以見到這
樣的景象。

－
芋頭可充當主食、也可當菜肴、可為甜點，目前世界各地域的

栽培的芋種超過數千種，在金門島以檳榔芋最為有名。檳榔芋名
稱的由來，是因在檳榔芋的球的內部，散佈紫紅色的筋絡（即微
管束），很像檳榔果實的剖面，所以稱為檳榔心芋。在金門的烈
嶼鄉種植芋頭，因土質及氣候特殊，肉質鬆軟，味道鮮美，入口
即化，為消費者所喜好。而當地餐廳（黃厝三層樓民宿）亦推出
芋頭餐之創意料理，以本土食材作為出發點，表現創意飲食之概
念，研發出「芋頭水餃」、「芋戀肉」、「炸芋球」等等創意芋
頭料理，無論口感、味道與創意，都大大的引起觀光客的食慾，
其香濃的芋頭冰更是夏日不可不嘗的聖品。

金門除了傳統飲食之外，亦受外來飲食新思潮所影響，發展新
式、創新的飲食文化，國際上倡導吃的健康、吃的環保，鼓勵綠
色飲食，在這樣的思維下，金門亦開始推出水果餐料理。（湶民
）水果餐並不是單純的以吃水果為主，而是利用水果作為餐具或
是將水果以不同的手法料理加入菜餚中，如烤蘋果佐咖哩、芒果
醬料等等。這類的新式飲食替傳統的金門飲食投入了一股新的活
力，使得金門的飲食文化有機會走出一條更寬廣的道路。

金門因其地理環境、歷史文化背景、人口結構而使其飲食文化
具有特殊性、多樣性與區域性的特質。金門因其地理位置與閩南
地區相近，故其飲食文化多延續閩南菜系。而其傳統小吃與美食
街以當地素材與特產為主，在金門境內鮮少發現台灣本島小吃如
臭豆腐等的影子，可見台灣本島飲食文化對金門的影響遠遠不及
閩南地區對金門飲食文化發展的影響來得深刻。

金門在趨向產業觀光化之後，對金門飲食文化亦產生不同的衝
擊，開始面臨飲食文化差異性的挑戰。為了抵抗這樣的挑戰，金
門產業與飲食文化的發展必須相互結合。此外，將金門飲食文化
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以異業結盟方式，提升餐飲文化與情趣，
並開創金門陶瓷新商機，帶動地方特色產業發展。例如，將金門
風獅爺文化或戰地意象，結合金門陶瓷廠、風獅爺工作室（浯州
陶藝）等工藝家合作開發特色餐具，在每套餐具上結合金門文化
特色，或是以圖騰、歷史紋樣來作為裝飾主題，每件作品皆極具
設計性與獨創性。從地方特色出發，結合傳統，融入現代創作設
計，餐具個個皆兼備實用與美觀大方，才能使金門傳統飲食文化
與產業攜手走向觀光化、精緻化的地步。

炒泡麵 炒香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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