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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況味──〈第九味〉學習單 

                                                     設計者：中正高中  楊雅婷 

一、引起動機 

《商業周刊》編輯劉佩修、吳錦勳，在「生命之宴」主題專刊如是寫到：「一日三餐，人的一生

會吃進多少餐飯，入口的不管是佳餚美饌或粗茶淡飯，待被腸胃磨盡，到底留存什麼滋味，至今

依舊令我們魂牽夢縈？……人對味道是有感情的，這些味道往往不在食物本身，而在這味道伴隨

的記憶。……這些味道，經歷年深月久的催熟，彷彿都有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重量。懸念這些

滋味，總令人心頭一熱，將人拉回生命原初的感動，在這些刻骨銘心的滋味裡，找到了人生最原

初的力量。」在周杰倫的〈爺爺泡的茶〉這首歌詞裡面寫到：「爺爺泡的茶有一種味道叫做家」，

那麼，在你的記憶中，有哪一個味道是讓你印象深刻的嗎？那道食物或是飲品為什麼讓你如此念

念不忘？當時和你一起品嘗的人是誰？你還記得當時的味覺和香氣嗎？徐國能在〈第九味〉中憶

起一位故人──曾先生，在曾先生過往的談論中蘊含味覺與人生哲理，翻開書卷，讓〈第九味〉

帶我們一一領略人生況味。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19715 

 

 

二、飲食文學 

「飲食文學」包含飲食的感官層次、心理感覺、人生滋味、文化觀察與飲食資訊、情報等，即

為所謂的飲食書寫。 
作家焦桐表示：「飲食文學的精神在於對萬物、對人的真心」。飲食文學最好的例子就是蘇

軾，他曾寫出《東坡酒經》、《豬肉頌》等，從食物展現偏遠屬地的風土民情與百姓疾苦。 
  飲食文學的書寫主題可分為： 

一、回憶人情懷鄉書寫 

    飲食文學作家多懷想故鄉的作品，筆下的滋味多停留於回憶的滋味。 

二、旅行見聞美食書寫 

    作家是美食家亦為生活家，書寫旅行經驗與異國美食，作品中常有個人體悟。 

三、庶民小吃飲食書寫 

    作家介紹臺灣庶民小吃，相當貼近生活。認為庶民小吃蘊含庶民文化，且是人與人情感溝通

的橋樑。 

四、烹調料理食物書寫 

    飲食作品記錄各地的飲食經驗之外，也分享實際烹煮、調味，類似敘述式食譜的書寫方式，

型塑出自己的飲食美學。 

※請根據下列表格中的「介紹說明」判斷關於飲食文學作家的「分類」配對，對應正確的請打勾： 

  代表作家 介紹說明 分類 

□ 

 

1 

 

林文月 

分別於 1996年及 1999年推出《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飲

膳札記》二書，奠定其在飲食文學的地位。藉飲食回憶師恩、

師友飲宴、親情，筆觸細膩典雅，被蕭蕭譽為是梁實秋的傳

人。(應為回憶人情懷鄉書寫) 

旅行見聞

美食書寫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19715


2 
 

□ 

 

2 

 

唐魯孫 

出版了十餘本與飲食有關的散文，包括：〈中國吃〉、〈南北看〉、

〈天下味〉……等，提及中國大陸各地飲食的特色，但大多

以介紹北京的吃食為焦點，融合了他對於故鄉的懷念。(應為

回憶人情懷鄉書寫) 

旅行見聞

美食書寫 

■ 

 

3 

 

梁實秋 

《雅舍談吃》收錄 57 篇飲食散文，以飲食連結他的成長經

歷、童年回憶、戰亂流離、留學生時期，可以說是他的一部

個人成長史。 

回憶人情

懷鄉書寫 

□ 

 

4 

 

韓良露 

《美味之戀──人在臺北，玩味天下》、《食在有意思：韓良

露與朱利安的美味情境》，內容結合旅行經驗，介紹異國的飲

食特色或美食，作品中帶有個人的體悟。(應為旅行見聞美食書

寫） 

回憶人情

懷鄉書寫 

□ 5 李昂 

《愛吃鬼的華麗冒險》結合旅行經驗，內容介紹異國的飲食

特色或美食，體察各地的人文風情，充滿歡笑與冒險的饕客

之旅。(應為旅行見聞美食書寫） 

回憶人情

懷鄉書寫 

■ 

 

 

6 

 

 

焦桐 

 

主編《臺灣飲食文選Ⅰ、Ⅱ》，於 2007年開始推出年度飲食散

文選集，是飲食文學的作家當中，較有系統的介紹飲食的一

位。臺灣味道三部曲：《臺灣味道》、《臺灣肚皮》、《臺灣舌頭》，

將飲食文學聚焦至地方性的書寫，焢肉飯、燒肉粽、九層

塔……等諸多臺灣庶民小吃，貼近大家的生活。  

庶民小吃

飲食書寫 

■ 

 

 

7 

 

 

 

蔡珠兒 

《紅燜廚娘》有烹飪菜餚的私房心得，而《種地書》是化身

為都市農婦，從種菜到烹調的樂趣。飲食作品除了記錄香港

或是世界各地的飲食經驗之外，也分享實際烹煮、調味，類

似敘述式食譜的書寫方式，讓讀者也能嘗試料理，似乎更能

靠近飲食本身以及作者提及的思想或情感。 

烹調料理

食物書寫 

（參考資料：王皖佳《臺灣飲食文學的類體形構與演變》碩士論文、楊惠椀《八○年代以來臺灣

飲食散文研究》碩士論文） 

 

三、作者導讀 

1.作者簡介 

    徐國能，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教於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徐國能致力於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創作領域則橫跨古典與現代。以現

代散文最為人所知，內容多以語文教育與懷舊抒情為主。 

    作品描摹細膩，體悟深刻，風格雋永典雅。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時報》文學

獎散文獎等。《第九味》、《煮字為藥》、《寫在課本留白處》等。 

2.《第九味》簡介 

    《第九味》為作者二○○三年出版的首本散文集，二○一四年推出十週年經典珍藏版。據珍

藏版內容，分為四輯，輯一「昨日之歌」是作者對過往光陰的巡禮，從童年住家的街道，吟詠到

在東海就學時，常流連駐足的學校周邊商店，作者以感性細膩的筆調鋪陳懷舊歲月。輯二「飲饌

之間」收錄作者得獎散文，嫻熟的文字、對烹飪與人生間的深刻體悟，賦予飲食文學新的意境，

蘊無味於有味。第三輯「雪地芭蕉」描述作者觀畫寫詩讀詩讀史的心得，鞭闢入裡的解析，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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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獨到見解，談史論志時的開闔磅礡氣魄，呈現作者纖細之外的另一面貌。第四輯「毒」繼續

論詩、論棋、論人生。清麗雅致的生活小品，如亭亭夏荷，淡淡吐露季節的芬芳。作者徐國能以

細緻的筆調巡禮往昔光陰，談及童年住家、求學時光、飲饌美食、讀詩觀畫心得，有其獨到的見

解與感懷：每一番記憶都是動人的意念，只有行過人生，「第九味」才顯得益發有情有味。〈第九

味〉一文榮獲二○○○年文建會第三屆大專文學獎的首獎。 

3.〈第九味〉寫作背景 

    對人事充滿依戀的徐國能以健樂園餐廳裡大廚們的手藝、食道、刀工為隱喻，寄託懷想，〈第

九味〉中寫道：「那逝去的像流水，像雲煙，多少繁華的盛宴聚了又散散了又聚，多少人事在其

中，而沒有一樣是留得住的。」徐國能以大廚與餐廳為線索，開展全文。透過懷舊思人，帶出曾

先生對料理的獨特見解，進而多方體察，辨食物之味也辨人生之味。全文以古典為文字質地，藉

小說情節虛實交錯地編織出這篇細膩的飲食書寫之作。 

    焦桐〈CL憂鬱的滋味──序徐國能散文集第九味〉：「第九味〉懷念當年「健樂園」大廚曾先

生，文字簡潔俐落，對話活潑生動。曾先生的知味、辨味功力在你筆下，竟帶著高深莫測的神祕

味，真羨慕你從小就得到如此高人指點。我尤其佩服他談論辣甜鹹苦四主味，和酸澀腥沖四賓味，

見解高超。」焦桐賞析此文，感佩此文飲食八味的洞見。 

    徐國能則在訪談中說：「到底第九味是什麼呢？我沒有把所謂的第九味寫出來到底是什麼，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讀者能有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自己的感情，去發揮、猜測第九味到

底是什麼。」最後留下未解的謎團，等待讀者在情境中自己解讀、品會，也是〈第九味〉耐人尋

味之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42ip0WPSrU現代文作家專訪 L2 第九味 徐國能） 

1.根據上述的相關簡介，請問下列關於作者徐國能的說明，有錯誤的是:  

□徐國能致力於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創作領域則橫跨古典與現代 

□徐國能以現代散文最為人所知，內容多以語文教育與懷舊抒情為主 

□徐國能的作品描摹細膩，體悟深刻，風格雋永典雅，曾獲文學獎散文獎等 

■徐國能的作品有《第九味》、《煮字為藥》、《蘋果的滋味》（《蘋果的滋味》為黃春明的作品） 

 

2.根據上述的相關簡介，下列說明正確的是： 

□《第九味》一書曾於二○○○年獲《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榮獲二○○○年文建會第三屆大

專文學獎的首獎） 

□《第九味》珍藏版內容分為四輯：昨日之歌。飲饌之間、雪地芭蕉、藥（輯四應為「毒」，而非

「藥」） 

□《第九味》輯二「飲饌之間」除了飲食體悟之外，也兼論詩、論棋、論人生（輯二「飲饌之

間」收錄作者得獎散文，嫻熟的文字、對烹飪與人生間的深刻體悟，賦予飲食文學新的意境，蘊無味於有味。第

四輯「毒」則為論詩、論棋、論人生） 

■《第九味》以細緻的筆調巡禮往昔光陰，對回憶與過往，有其獨到的見解與感懷 

 

3.請閱讀〈第九味〉寫作背景，請問根據徐國能在訪談的回答，他為何沒有在文章中明白寫出

「第九味」是什麼？ 

答：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讀者能有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自己的感情，去發揮、猜測第九味到

底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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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文理解 

1.段旨大作戰： 

任務一「段落大意」：請逐段閱讀文本，接著思考附註的「段落大意──參考選項」，選出最適合

對應的選項。（以參考選項，讓學生進行配對活動，增加段落的理解） 

任務二「新聞標題」：所謂的「段落大意」已經無法吸引讀者目光，文句最好能貼近時代與讀者，

寫出讓人一目了然，且又想一窺究竟的「標題」。而如何寫出吸人的標題呢？

請觀看下列影片，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優秀小編，讓我們一起輕鬆下標題吧！  

影片參見：如何下標題-──公民記者 123第 18集 

http://www.peopo.org/news/12442 

（利用影片引導，讓學生練習下標題。可以分組討論，自由發揮，由教師講

評，並附上參考答案） 

 

段落 任務一：段落大意 任務二：新聞標題(參考示例) 

第一段 (M)引出大廚曾先生。 始作俑者居然不是他？ 

第二段 (C)介紹曾先生與一般廚師不同之處。 「曾先生」不是喊假的？ 

第三段 (L)作者父親廚藝佳，但佩服曾先生。 高手中的高手。 

第四段 (K)大廚在餐廳中的功能。 神農嘗百草，曾先生嘗出第九味。 

第五段 
(I)曾先生講辣甜鹹苦四味，蘊含人生道

理。 

飲食人生，人生百味。 

第六段 (J)曾先生離開導致健樂園餐廳結束營

業。 

天才通常都有缺陷的，曾大廚的秘密。 

第七段 (F)羅中將氣憤喜宴無大廚排席，曾先

生從此失蹤。 

東窗事發，健樂園面臨空前危機。 

第八段 (H)曾先生的背景與作者父親的體會。 前朝傳人，大廚奇遇記。 

第九段 
(G)健樂園倒閉，餐廳的算盤變成珠算

課的工具。 
健樂園倒閉，奇門武器淪為小學算盤。 

第十段 (E)作者在澎湖與曾先生重逢。 
隱姓埋名，遠走澎湖。 

「九味牛肉麵」重現江湖。 

第十一段 
(D)曾先生談起了喫，作者覺得彷彿回到

健樂園。 

三十年河東，三十年河西。 

http://www.peopo.org/news/12442


5 
 

第十二段 
(A)作者再去麵店尋找曾先生，卻遍尋不

著。 

曾先生行蹤再度成謎。 

第十三段 
(B)曾先生未明言第九味的真義，留下想

像空間。 

學問不在課本上。 

※附註：段落大意──參考選項： 

（A）作者再去麵店尋找曾先生，卻遍尋不著 

（B）曾先生未明言第九味的真義，留下想像空間 

（C）介紹曾先生與一般廚師不同之處 

（D）曾先生談起了喫，作者覺得彷彿回到健樂園 

（E）作者在澎湖與曾先生重逢 

（F）羅中將氣憤喜宴無大廚排席，曾先生從此失蹤 

（G）健樂園倒閉，餐廳的算盤變成珠算課的工具 

（H）曾先生的背景與作者父親的體會 

（I）曾先生講辣甜鹹苦四味，蘊含人生道理 

（J）曾先生離開導致健樂園餐廳結束營業 

（K）大廚在餐廳中的功能 

（L）作者父親廚藝佳，但佩服曾先生 

（M）引出大廚曾先生 

2.第一段中，作者引出曾先生所使用的手法是： 

□藉由開門見山法，直接敘寫曾先生是地位崇高、有思想、學位的大廚，常說出人生哲理 

■藉由烘雲托月法，由父親總把曾先生說過的口頭禪當作是自己的至理名言來帶出曾先生 

 

3.作者父親說：「吃是為己，穿是為人。」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 

答；吃在肚裡長在身上，自是一點肥不了別人；但穿在身上，漂亮一番，往往取悅了別人而折騰

了自己。（參考答案，學生可自由發揮，符合題意） 

 

 

4.第二段中，作者從不同層面描寫曾先生並非一般的廚師，請填入適合的選項內容：  

參考選項：穿著、工作、身價、稱呼、氣質 

(1)【 稱呼   】：大家稱呼他為「先生」以表示尊敬，與一般以廚師的姓稱呼其為某廚有別 

(2)【 穿著   】：不穿廚師的圍裙而穿斜衫、長袍，外表乾乾淨淨，沒有沾染到廚房的油煙 

(3)【 氣質   】：一臉清癯貌，眼神凜然，比起廚師，他更像畫家、詩人、教授，氣質高雅 

(4)【 工作   】：不需要作菜，只負責試菜，廚房再怎麼忙他都不用動手，只悠閒地看報紙 

(5)【 身價   】：作者的父親花大錢，還套交情，才請得曾先生來餐廳裡當大廚，身價不菲 

 

5.第三段中作者如何藉由母親的廚藝來烘托出曾先生的廚藝境界高超，敘述正確的是： 

■母親手藝極佳，電話指導人做菜，卻被父親鄙夷。父親刀工絕佳卻又極度推崇曾先生 

□母親手藝極佳能夠電話指導人做菜，父親刀工絕佳，出神入化，兩人皆受曾先生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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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第四段文句，可以看出曾先生建立出自己的品牌形象的敘述是：(多選) 

■擔任大廚時，排席會認真的監督其他廚師並親自品識菜餚 

□因為是有些名氣的大廚師身兼數家「大廚」，謂之「通灶」 

■管理食材時，不中飽私囊（自己帶酒）、公私分明有原則 

 

7.第七段中的敘述可以看出曾先生對健樂園的結束，有直接影響的為：(多選) 

■那回羅中將嫁女兒，「健樂園」與「新愛群」都想接下這筆生意，結果羅中將賣曾先生一個面

子，點的是曾先生排的席，有百桌之餘，這在當時算是樁大生意，而羅中將又是同鄉名人，

父親與趙胖子摩拳擦掌準備了一番，但曾先生當晚卻不見人影，一陣雞飛狗跳，本來父親要

退羅中將的錢，但趙胖子硬說不可，一來沒有大廚排席的酒筵對羅中將面子上不好看，二來

這筆錢數目實在不小，對當時已是危機重重的「健樂園」來說是救命仙丹，趙胖子發誓一定

好好做，不會有差池 

■這趙胖子莫看他一臉肥相，如彌勒轉世，論廚藝卻是博大精深，他縱橫廚界也有二三十年，是

獨當一面的人物。那天看他油汗如雨，如八臂金剛將鏟杓使得風雨不透。本來宴會進行得十

分順利，一道一道菜流水般地上，就在最後關頭，羅中將半醺之際竟拿起酒杯，要敬曾先生

一杯，場面一時僵住。事情揭穿後，羅中將鐵青著臉，銧鐺一聲扔下酒杯，最後竟有點不歡

而散 

■幾個月後「健樂園」都沒再接到大生意，衛生局又經常上門噪囉，清廉得不尋常 

□父親本不善經營，負債累累下終於宣布倒閉 

（解析：第七段主要敘述曾先生離去與健樂園結束之間的關係，由於曾先生失蹤，誤了羅中將的排

席，毀了餐廳的信譽及之後羅中將的干涉，這是曾先生對健樂園造成的直接影響。故選前三項。最

後一項為作者父親不善經營造成負債累累，與曾先生非直接關係。故不選。） 

 

8.文章第十段作者再次遇到曾先生時，曾先生的改變有：（多選） 

■已經變成禿頭老人           □不再讀《中央日報》、《天下味》 

□精神頹喪意志消沉           ■眼角落寞與滄桑 

■滿身廚房的由氣味           ■磨破的袖口油漬斑斑 

□不再喝白金龍了 

 

9.〈第九味〉中的味覺意象，請完成文意梳理。 

味覺 意象 人生道理 

【 辣 】 【王者】 
象徵君子應自重的道理，如果像昏君，人人都可欺負

你。 

【 甜 】 【后妃】、【秋月春風】 
淑女應當淡雅，如果是太露骨的諂媚就會令人反感。 

過膩之甜最令人反感，是露骨的諂媚。 

【 鹹 】 【舊時王謝堂前燕】 尋常事物之中，往往有不尋常之處。 

【 苦 】 
【隱逸者】、【晚秋之菊】、

【冬雪之梅】 

苦味要等眾味散盡方才知覺。 

有些不尋常的人、事、物，要到最後才會發現。 

第九味 X 覺得天地間充滿了學問，一啄一飲都是一種寬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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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文句，皆是本文敘述味道的文句，請問下列哪兩項是作者詢問「九味」的意思，下列曾先

生的回答，敘述正確的有：（多選） 

□曾先生嗜辣，說這是百味之王，正因為是王者之味，所以他味不易親近，有些菜中酸甜鹹澀

交雜，曾先生謂之「風塵味」，沒有意思。辣之於味最高最純，不與他味相混，是王者氣

象，有君子自重之道在其中，曾先生說用辣宜猛，否則便是昏君庸主，綱紀凌遲，人人可

欺，國焉有不亡之理？而甜則是后妃之味，最解辣，最宜人，如秋月春風，但用甜則尚淡，

才是淑女之德，過膩之甜最令人反感，是露骨的諂媚。 

□曾先生說道：鹹最俗而苦最高，常人日不可無鹹但苦不可兼日，況且苦味要等眾味散盡方才

知覺，是味之隱逸者，如晚秋之菊，冬雪之梅，而鹹則最易化舌，入口便覺，看似最尋常不

過，但很奇怪，鹹到極致反而是苦，所以尋常之中，往往有最不尋常之處，舊時王謝堂前

燕，就看你怎麼嘗它，怎麼用它。 

■曾先生說：「一般人好喫，但大多食之無味，要能粗辨味者，始可言喫，但真正能入味之

人，又不在乎喫了，像那些大和尚，一杯水也能喝出許多道理來。」 

■辣甜鹹苦是四主味，屬正；酸澀腥沖是四賓味，屬偏。偏不能勝正而賓不能奪主，主菜必以

正味出之，而小菜則多偏味，是以好的筵席應以正奇相生而始，正奇相剋而終……。 

 

11.請問曾先生有明確回答作者「第九味」是什麼嗎？作者的領悟是？ 

答：沒有。重新拾起書本，覺得天地間充滿了學問，一啄一飲都是一種寬慰。有時作者會翻出

〈樂遊園歌〉吟哦一番，有時會想起曾先生話中的趣味。 

 

12.以上四段文字中，哪一段你最有感觸或收穫，為什麼？（文長 80字以內） 

答：請同學自由書寫。 

 

 

 

 

13.以下為杜甫的〈樂遊園歌〉及說明、語譯，請閱讀下列的資料之後回答問題。 

杜甫〈樂遊園歌〉（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卻憶年年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深杯亦不辭。 

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語譯】歡樂地遊逛樂遊園，樂遊園樹木參天，碧草連綿，楊長史的筵席設在園中最高處，拿著酒杯俯望

秦川，覺得地平坦如掌一般。眾人用長生木瓢舀酒痛飲，還準備了鞍馬盡情地遊賞。芙蓉園春波浩蕩，儀

仗列隊夾城，威嚴的氣勢有如白日雷霆。春天晴好，宮門開啟，裡面又深又廣。曲江池畔華美的帳幕，掛

著輝煌華麗的匾額。舞袖翻飛，拂水流連；歌聲清亮，直上雲霄。我回想起年年遊賞酒醉的情形，如今身

未醉而心已先悲了啊！時光流逝，白髮漸生，罰我千百杯酒我也不推辭。朝廷也知道我卑賤無才，能得一

醉，我就該感激皇天的恩典了！飲罷，我無處可歸，獨自佇立在蒼茫的原野上吟詠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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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詩當作於天寶十年（西元七五一年）。詩題下有自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是杜

甫赴楊長史的筵席後所作。杜甫此時在長安多年，未授實職，一生理想和抱負難以實現，藉詩抒發

感慨。「晦日」為陰曆每月最後一天，此指正月晦日，唐代的重要節日中和節。樂遊園，即樂遊原，

漢宣帝時建，始稱樂遊苑，在長安東南郊，地勢最高，四望寬敞，為唐代遊賞勝地。全詩可分三段，

「樂遊古園崒森爽」以下六句為第一段，交代環境與當時筵席的盛況、賓主盡歡；「青春波浪芙蓉

園」以下六句為第二段，寫玄宗出遊的排場，聲勢浩蕩與飲宴奢華；「卻憶年年人醉時」以下八句

為第三段，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但杜甫反而憂慮起來，藉酒澆愁，感嘆自己年老不得志，從身世

之感寫到時世之悲。 

 

(1)關於詩意的理解，下列正確的請打勾： 

解析： 

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形容宴席中歌舞昇平。 

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深杯亦不辭：感嘆自己年事已高，罰酒不推辭。 

 

(2)請找出課文中提及〈樂遊園〉的段落、場景對應： 

 

 

 原詩 文意理解 

■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 表達登上樂遊園所見的清幽環境。 

■ 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形容公子看著宴席高朋滿座的盛況。 

■ 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表達芙蓉園得皇帝浩蕩出遊的大陣仗。 

□ 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呈現樂遊園四周青山綠水景色優美。 

□ 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深杯亦不辭。 呈現作者有千杯不醉的好酒量。 

■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表達作者內心蒼涼、前途茫然。 

段落/出現的場景 意義 

第六段/ 

作者小時候放學，將書包往那幅金光閃

閃的「〈樂遊園歌〉」下一丟。 

以餐廳牆壁上金光閃閃的「〈樂遊園歌〉，象徵著餐廳

昔日的【  興盛  】。 

第十一段/ 

作者於澎湖偶遇曾先生，引用：「樂遊古

園崒森爽」等四句。 

作者聽曾先生談論【 味覺 】對應的【 人生道理 】，

恍惚間已經回到往日曾先生名聲鼎盛之時。曾先生的

地位崇高，也像是俯瞰著眾人與廚師們，品嘗著一道道

菜餚，備受尊敬。 

第十一段/ 

作者想起往事，引用：「卻憶年年人醉時，

只今未醉已先悲。」 

如今，餐廳已倒閉，曾先生也滄桑衰老了，甚至必須

親自下廚，一想到這邊作者還沒【  喝醉  】就已經

覺得【  悲傷  】。 

第十三段/ 

事過境遷，作者有時會翻出〈樂遊園歌〉

吟哦一番。 

呼應作者研讀【 中文系 】的背景。此外，〈樂遊園

歌〉蘊含對於【 人生際遇變化 】的感慨，這更是作

者當時的心情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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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伸閱讀 

〈第九味〉及〈恆久的滋味〉兩篇文章皆談到了味覺，亦由味覺領悟出許多人生的道理，請

閱讀蔣勳〈恆久的滋味〉再回答下列問題。 

蔣勳〈恆久的滋味〉 

人的一生，會經歷許多味覺，這些味覺停留在記憶中，成為生命的滋味。  

小時候，喜歡吃糖，甜味停留在孩童時代記憶，不只是口腔四周的快樂，同時呼喚起許多滿

足、幸福、受寵的回憶。 

幾乎每一個兒童都有過愛吃糖的記憶，在許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中，「糖」、「甜」，都已經

不單單只是生理味覺上的反應，「sweet」、「candy」也同時包含了滿足、幸福、愛等等心理上

的感覺。 

甜味如果是人生第一個嚮往的味覺，甜味停留在記憶裡，也就有了童年全部的幸福感受。人

不會一直停留在童年，因此人也不會一直滿足生命裡只有甜味。甜味是幸福，但是甜味太多，也

覺得膩。  

我不知為什麼開始喜歡上了酸味。 

大概是在身體發育之後，十二、三歲左右，被稱為青少年，被稱為慘綠少年 ，好像沒有熟

透的果實，透著一種青澀的酸味。沒有放糖的檸檬汁，鹽醃漬的青芒果，那種酸，好像初初嘗到

生命裡的一種失落、悵惘 ，一種不嚴重的感傷。 

酸是一種味覺嗎？ 

為什麼我們說一個人「好酸」，當然不是他身上的氣味，而是他透露出的一種在得不到時的

一點點忌妒、譏刺、不滿足的憤怨委屈吧。記憶裡嗜吃甜食的童年，偶然吃到母親調了許多醋的

麵條，立刻皺起眉頭，酸得全身皺縮起來，那時還不懂得「酸」的意味。等到我在青少年時期，

擠了滿滿一杯純檸檬汁，不放糖，咕嘟咕嘟喝著，忽然彷彿懂了生命原來除了「甜」，還有別種

滋味。  

但我品味著「酸」的時候，還是不能了解，為什麼母親頓頓飯都吃苦瓜，極苦極苦的瓜，加

上極臭極臭的豆豉，加上極辣極辣的辣椒，極鹹的小魚乾，用熱油爆炒，還沒有吃，遠遠聞著，

撲鼻一陣鹹、辣、臭、苦，嗆鼻 刺激的氣味，嗆到使人喉頭都是哽咽，嗆到眼淚止不住。我長

大之後，看著母親耽溺 在這樣的味覺裡，聽她敘述戰亂裡人的流離，她描述炸彈下來，剛才說

話的人，不見了，腸子飛起來，掛在樹上。她在鹹、辣、臭、苦裡，回憶著她五味 雜陳的一生

嗎？  

五味雜陳，說的是味覺，但也是人生。 

人生應該只有甜味嗎？還是在長大的過程，一步一步，隨著年齡的增長，隨著生命經驗的擴

大，我們的味覺也在經驗不同的記憶？我在甜味裡記憶幸福滿足，在酸味裡學習失落的悵惘，在

辣味裡體會熱烈放肆逾越規矩的快感。 

我終於也學會了品嘗苦味，在母親臨終的時刻，我懷抱著她的身體，在她耳邊誦念「金剛

經」 ，我懂得一種苦味，比甜味安靜，比酸味豐富，比辣味深沉莊嚴。我難以形容，但是我知

道，我不能拒絕生命裡這樣苦味，我終於知道：我多麼眷戀不捨，母親還是要走，我也終於知道：

我人生的滋味大部分從母親處學來。  

從小到大，記憶裡最不能忘記的滋味都從母親的菜飯裡學來。我們很少上餐廳，母親總是一

邊摘菜葉，一邊娓娓說著故事，她用小火煎著一條赤鯮，魚的酥香的氣味久久停留在空氣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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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似乎沒有消逝。母親的菜有糖醋，有鹽漬，有抹了花椒的辛香，有酸辣，有辣苦，也有臭豆

腐奇特使人迷戀的臭香。她教會了我去品嘗各種味覺，品嘗各種味覺混合的不可言喻的滋味。  

但是母親的滋味裡有一種儀式，她會特別慎重料理，那滋味卻只是米麥五穀的平淡。 

每一年過年，母親要蒸一百個饅頭，發麵的麵頭 要特別挑選過，蒸鍋裡的水，大火煮沸，

蒸氣白煙繚繞，饅頭要蒸得白胖圓滿，用來在年夜祭拜祖先，也象徵預兆一年的平安祥和。母親

在揭開蒸籠的蓋子時，慎重莊嚴肅穆的表情，使我難忘，她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她有生活的

虔誠。 

饅頭飽滿豐圓，透著淡淡五穀的香。我負責的工作是在每一個饅頭正中心用筷子點一個紅

點。紅染料用天然胭脂調成液體，用筷子頭蘸著，剛好一個圓圓的紅點。母親在一旁叮嚀：要點

在正中心哦！那時候還沒入學，大概四、五歲，我也開始學會了慎重莊嚴的舉止。 

我如此貼近那些饅頭，好像麥子在土地裡、陽光裡、雨水裡的全部飽實的生命都給了我，平

淡悠長而且沉著 ，在所有的滋味之上，是更恆久的滋味吧！ 

文章來源：「現代文學網站」https://si.secda.info/modern_literature/?p=7398 

1.根據上文，味覺與作者人生階段的對應，下列對應錯誤的是： 

□甜：以喜歡吃糖的甜味，喚起滿足、幸福、受寵的童年階段 

□酸：以沒有熟透的果實、青澀的酸味比喻青澀的少年階段 

■辣：以花椒的辛香味來象徵無懼未來勇闖人生的青壯階段(文中並無以花椒的辛香來象徵勇闖人生的

青壯階段。上述引文中第五段只提及自己對辣味的體會：「在辣味裡體會熱烈放肆逾越規矩的快感。」） 

□苦：以苦瓜的苦味來象徵母親臨終時身為人子的眷戀不捨 

2.根據上文，作者在酸味裡，所體悟的人生經驗是： 

□莊嚴肅穆的態度             ■學習失落的悵惘 

□放肆越矩的快感             □幸福快樂的心情 

3.關於〈恆久的滋味〉一文的寫作手法，下列分析說明錯誤的是： 

■巧用象徵：運用祭祖前煮的苦瓜，表達對生命的敬仰與追思，象徵恆久的滋味。(運用年節祭祖

前母親蒸的白饅頭，表達對生命的敬仰與追思，使得平淡無味的白饅頭寄寓淡中有味的深刻意涵，象徵恆久的

滋味。） 

□善用設問：「酸是一種味覺嗎？」、「她在鹹、辣、臭、苦裡，回憶著她五味雜陳的一生嗎？」

以問句引起讀者省思，也深化文意 

□善用排比如第六段以「我懂得一種苦味，比甜味安靜，比酸味豐富，比辣味深沉莊嚴。」以

此回應主題，開啟下文 

□善用比喻：以各種意象、味覺比喻人生道理，如：「五味雜陳，說的是味覺，但也是人生」 

4.文中指出何種味道在所有的滋味之上，是最「恆久的滋味」： 

□失去至愛的苦痛滋味         □放肆踰矩的熱烈滋味 

□混合不可言喻的滋味         ■米麥五穀的平淡滋味 

 

5.〈恆久的滋味〉與〈第九味〉兩篇文章對味覺有「相同」看法之處，都認為不宜過多的是： 

■甜味    □酸味    □辣味   □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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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請閱讀下面的文章後，分項回答問題： 

焦桐〈茶葉蛋〉 

醫院裡似乎永遠缺乏食物。我下樓進餐廳，覺得餐台上的東西都像飼料，實在不堪入口。這

醫院尤其偏僻，僅門外一家便利商店，進去買了兩顆茶葉蛋，回病房問她要不要吃。好。嘴巴卻

已經不聽使喚，恐亦已無法吞嚥。忽覺茶葉蛋苦澀。凝視著沉睡在病榻上的妻子，忽覺有點陌生，

剃光的頭顱有三處明顯亮禿，應是一年前在廣州作光子刀治療後留下的傷痕。我理解生命中不免

有許多損傷和裂痕，也許有那些裂痕才是真實的人生。   

   有時旅行異域，在酒店內早餐吃水煮蛋，原味，撒一點鹽就很美。茶葉蛋則必須入味，類似

滷蛋的美學原理，令茶湯滷汁有效滲入蛋白及蛋黃，干涉其味道；異於滷蛋的是帶殼製作，滲透

之道乃依賴蛋殼裂縫。那裂縫乍看似壞，似傷痕，其實是茶葉蛋之宿命。人生本來就不缺乏損傷

與苦澀。既選擇入味，就注定回不去水煮蛋的時光，回不去年輕時光；那些裂痕，那深褐紋路的

表皮像歲月的皺紋，像生活的歷程，深刻，實在，飽滿著記憶之味。既選擇茶葉蛋，就必須割捨

滷蛋的可能；既然從事文學工作，不免就喪失了當科學家的抱負。 

   人生果然像茶葉蛋，偶有傷痕與毀壞，像烹煮的茶葉，略帶苦澀；苦中帶甘，苦中作樂。微

笑中閃著淚光。茶葉蛋表現一種入味美，唯裂痕越多越能入味，雞蛋久煮後蛋殼龜裂，茶葉之香

循著裂紋滲入蛋內，蛋白彈牙，蛋黃綿密，帶著輕淡的醬味和茶香。 

 有一年 9月家庭旅遊，宿清境農場「老英格蘭」，清晨上合歡山，半途先在路邊的便利商店

買茶葉蛋。我們在松雪樓前合影，對著合歡尖山吃蛋，看武嶺邊坡盛開著虎杖花，紅與白相間，

遠處藍得發慌的天空和奇萊連峰，高山箭竹，冷杉；近處的石門山，玉山薄雪草，金邊菊，台灣

烏頭，玉山石竹，旁邊瑟瑟搖曳的秋芒，像上帝的祕密花園。忽覺嘴裡的茶葉蛋有一種高海拔的

滋味。我們能這樣一直吃茶葉蛋下去嗎？ 

    蛋殼的裂痕是一則隱喻。人生的傷痕亦然。如今如今，恐無機會再一起遊日月潭，一起走北

宜山路，一起登合歡山，一起散步吃茶葉蛋了。                                                  

改寫自焦桐《臺灣舌頭．日月潭的味道》 

                                         
問題一：原本充滿茶葉芬芳的茶葉蛋，在首段中作者提到：「忽覺茶葉蛋苦澀」請問作者為何會

覺得茶葉蛋變苦澀了？ (字數 50-100字) 

參考答案：作者從便利商店買茶葉蛋回病房，原本想喚妻子一起食用，但妻子因為病情無法食

用，頓時焦桐心情憂慮，故感覺茶葉蛋變得苦澀。苦澀，其實是內心擔憂妻子的病情，

因此味覺產生變化。(84字)        

 

問題二：文章中，焦桐把茶葉蛋比喻為人生，又以蛋殼的裂痕隱喻人生當中偶有的傷痕與毀壞；

以微笑中閃著淚光比況苦中作樂。其中「裂痕越多越能入味」似乎也在暗示讀者，殼

上的裂痕成就了茶葉蛋的香郁，而人生之中的苦難與痛，也同樣的成就了生命多元與

豐富的樣態。請以「人生況味」為題，從自己的經歷或見聞之中，找出能夠比況人生滋

味的食物或是料理，並且抒發自己的感悟。（字數 300-400字以內） 

教學設計由中正高中  楊雅婷老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