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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灶腳
用舌尖搭起社區關係的橋樑

文／李怡志（國立中山大學研究助理、兼任講師）

旗津灶咖外觀（高美館資料照片）

沿著一條人情味行灶咖

距離旗津輪渡站約15分鐘的步行路程，我們彎進

中洲三路374號旁的小巷，再沿著彩繪社區故事的圍牆

走幾步，可以看見一個眷村改建的社區公園，和遠端多

間矮房組成的「大陳聚落」，右方則是一處整修過的長

型房舍、青鬱草地和一片香草花圃，迎面而來兩座灰藍

色的舊式軍用水塔，還有一幢顯眼、矗立三根煙囪的老

屋。「旗津灶咖」（簡稱灶咖）位於這「前海軍第四造

船廠技工宿舍」（簡稱技工宿舍）改造的「中山社會開

創基地」裡，是吳瑪悧進行「舌尖上的旗津」藝術計畫
的秘密基地。

很難想見2013年以前，定居多年的單身技工和榮

民陸續遷出後，這裡便呈現出荒煙漫草的廢墟景象，連

外圍的社區公園都是一片片鐵皮圍籬或斷垣殘桓組成，

以一種過份靜謐、遺世般的姿態佇立，和幾公尺外的遊

客喧鬧、造船聲響形成強烈對比。事實上，在50年代

左右，國民政府將中國「定海海軍工廠」以旗津「海軍

旗津灶咖旁的香草花園（攝影：李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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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造船廠」之名復廠於實踐里沙子地，除了規劃單

身技工宿舍，也陸續興建四個眷村，帶來為數不少的

人口，加上社區裡還有日治以降遷居的下蚵寮人，和

1955年隨國府撤退的「大陳義胞」、以及多年來，陸

續搬入的城鄉移民和新住民，構成一處不同文化接觸的

場域，更存在語言、飲食、風俗和慣習的差異。而吳瑪

悧試圖透過閒置空間再利用，依場域的原用途，提供一
個以「飲食」為號召的廚房，邀請不同年齡、性別、族

群、文化的人走進來。

鋪成旗津灶咖的路徑

回溯吳瑪悧在旗津的創作足跡，任教於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簡稱跨藝所）的她，自

2011年起，即以課程帶領學生投入田野調查和藝術

創作來探討社區的環境議題，同年底跨年兩日，策劃

「蝦米碗糕旗津」旗津環境藝術行動，內容包含「旗津

QQQ粉絲團」、電石渣海岸、消失的紅樹林、觀光凝

視下的污染，以及郵寄旗津、夢想交換等主題。她帶著

參與者以自行車的方式慢遊，探索現地裝置作品的同

旗津灶咖內部一隅（高美館資料照片）

時，也從旗後、中洲兩條輪渡航線繞行社區小巷，體驗

不同於觀光客的生活路徑。2012年，吳瑪悧與跨藝所
進一步邀請陳明惠策劃《不便的真相：旗津新環境藝術

展》，延續她對地方環境的關懷，同時開展當代藝術與

社群對話。

「我們讓很會釣魚的孩子教大家釣魚，找很會園

藝的爺爺教大家種花，或是邀請很會煮飯的媽媽教大家

做菜，重點不在才藝教學，而是促成跨身份的社群對

話。」吳瑪悧說。

2013年，技工宿舍拆除計畫引起民意代表和地方

政府關注，輾轉委託國立中山大學管理，此後，在中

山大學「教育部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畫」下，以文化傳

承、高齡照護、環境永續等三主軸，開展跨系、跨院、

跨校的大型社區行動和課程，翌年，高師大跨藝所、吳

瑪悧與中山大學合作，她曾構想過中興市場改造，到現
在，仍思考旗津需要什麼樣的公共空間，「在這個半開

放性的社區空間，該如何扮演公共性角色？催化多元關

係對話？」她和學生慢慢將原宿舍區內的廚房，改造為

教室、展場1 三位一體的「旗津灶咖」。讓每個人自在

使用，同時提出社區設施不足的問題。

帶同學進廚房，帶居民進教室

「舌頭涉及兩種意義，一種是食物味道，另外一

種是語言溝通。兩者背後代表一個文化系統。而前衛藝

術和舌尖一樣，具有試驗性、開放性的過程，因此，我

們也不斷追問：藝術的可能性是什麼。」吳瑪悧說。
在台灣，若要打破「冷場」，許多人可能會認為

星座或美食是不錯的選擇。尤其後者，「味道」總輕易

開啟共同話題。吳瑪悧以「旗津的味道是什麼？」這個
看似簡單、平易近人的發問開始，與學生一步步進行地

毯式的搜索、人類學式的調查、社會學式的分析，和

藝術性的再現，投入旗津的文化研究。藉由台灣人對

「吃」的重視，將舌頭視為「橋樑」，連結人際網絡的

媒介，關照人們從飲食中如何跨越文化、地理、記憶

和技藝的對話。在「舌尖上的旗津」獲文化部「藝術浸

潤空間」補助，同時於中山大學教育部計畫下，她開設

「參與式與合作性藝術」等課程，帶領同學以基地為中

心，輻射全島，探索「旗津的味道」，並梳理出四個行

動構想： 

一、灶咖裡的人類學家

吳瑪悧邀請旗津不同族群的居民到「灶咖」煮
食，如大陳薑茶、魚麵、印尼薑黃飯和春捲等等，以不

同文化的食物作為引子，讓大家準備一道拿手料理和一

則故事，在保留三口灶的舊廚房裡，安置一塊嶄新的中

島廚檯，或坐在溫暖的黃色燈光下，或移動到戶外草坪

上，愜意輕鬆地談天，藉由食物連結家鄉，也交換在異

地/異國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故事，更透過食材來源、煮

食方式和用餐習慣，理解背後的文化意涵。從這裡先發

展出一個系列「什麼叫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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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料理台－交換你的美味人生

通過田野和訪談，吳瑪悧發現許多旗津經營食肆
的店家，有著豐富的人生境遇，不管是世居旗津五代，

返鄉創業的「太和元氣」劉正仁、接近半世紀的斗六冰

城、還是印尼林心如餐廳、阿美越南料理等，或是「老

街小巷」簡餐店與庶民小吃「蕃薯椪」等等，吳瑪悧除
了透過田野、課程，也藉由藝術實踐座談的形式，以

「《練習曲》舌尖上的旗津」之名展開工作坊，邀請如

香港藝術家伍韶勁和張慧婷分享其社群藝術計畫，學員

則透過訪談，認識店主的創業經驗、生命故事和社區關

係，透過味覺爬梳地方的記憶，也紀錄發展脈絡。

此外，吳瑪悧仍持續收集技工舍的故事，因此策
劃「遇見旗津御廚：與旗津海四廠御廚相遇」，邀請前

廚娘高在芳到灶咖教大家做山東麵食，一方面分享過去

的生活經驗、人生故事，拼湊被淡忘的個人微歷史，另

一方面，也重新建立與地方的新/舊記憶。而她的學生

沈郁琪因此設計了一個互動性、參與式的藝術計畫，將

購入的老櫥櫃改裝為「旗津行動灶咖」的木構攤車，櫥

櫃瓶罐收納著旗津的飲食風景和故事，移動到社區中邀

請觀者書寫下個人對「滋味」的印象，收集並交換彼此

想法。廚房成了行動教室，教室也成為行動廚房。

三、灶咖裡的微物之神

光是簡單的台灣小吃肉燥飯就能區分出地域、口

感和味道等差異。那麼，說到旗津，「它的味道是什

麼？」是俗稱海鮮三寶的烏魚子、「烤小卷」，還是螃

蟹？從傳統漁村到貿易大港，從「高雄起源」變成「觀

光大島」，不同族群、產業、信仰，是否影響這裏的飲

食習慣？而這幾年近海漁業枯竭、人口結構調整，是否

也改變旗津餐桌上的菜單？像是早期被稱為旗津必吃美

食「烤小卷」，透過「入族式」的消費實踐，成為旗

津的一大特色，然而，經濟實惠的小卷真是本地特產的

「小卷」嗎？還是來自於南美洲阿根廷的「魷魚」呢？

從這些收集到的特色美食、菜單、食譜，找到背

後的關聯和線索，進而檢視整個食物供應的產業系統和

文化。吳瑪悧與學生將其轉化為圖文創作，書寫在「旗
津灶腳」的門片及窗戶，猶如一個戶外的巨型雕塑，更

像是一個關於旗津食物的故事寶盒。

四、成果展－辦桌啦！

吳瑪悧希望計畫的成果能在「基地」上以「辦
桌」的形式呈現。她將邀請受訪對象和居民參與，回到

／走進這座重新啟動的社區廚房「旗津灶咖」，對比早

已經解除軍用的大鍋爐灶和宿舍園區，藉由慶典辦桌，

吳瑪悧在旗津灶咖（高美館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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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品嚐、分享、交流的過程，跨越文化的向度，也模

糊教與學間的界線，更將傳統被視為女性家事勞務的

烹飪，從私密、「端不上檯面」的偏見中打開，也從味

覺、聽覺、嗅覺、視覺與記憶等抽象感知中具象化，創

造一個知識學習與交流對話的公共場域。

共創經驗的旗津故事寶盒

「旗津灶咖」以共食、共作、共創的姿態打開大

門。吳瑪悧的藝術實驗，從廚房、教室到展場，翻轉單
一的空間利用，也打破教室的圍牆，更嘗試跨越不同文

化的藩籬，藉由藝術行動與實驗，打造為社區的藝文空

間，藉由彼此學習、對話，促成相互的理解。

而她的學生也同樣投入相關創作，如鄭允貞「味

道、記憶與述說－每一顆荷包蛋背後的故事」，邀請社

區成員透過荷包蛋料理分享不同背景、個人風格和當下

情緒，「聆聽王安：耳內旗津」結合環境音與海港有關

的文學朗誦，再進行混音創作，呈現有趣的地方文本。

「灶咖奉茶」則由養工處退休工程師、園藝專家許瑞娟

1 葉貞沂，2016。《舌尖上的旗津-隱藏版美味食譜》國立中山大

學教育部邊緣社區認同再造計畫網站，http://rallynsysu.wixsite.

com/4rally-nsysu/single-post/2016/05/03/舌尖上的旗津－隱藏

版美味食譜。

2 同上。

旗津灶咖外觀（高美館資料照片）

發起，從圍牆內外的香草園到社區菜園，挑戰一般公園

景觀，讓更多公共性需求在社區園圃中被創造出來。

時任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葉貞沂在「舌尖上的旗津」

2016年成果發表會上的紀錄寫著，瑪悧老師展場式的
廚房「其實不只思考廚房，而是如何將這個空間轉換成

一個『展區』，每次觀察這個空間都深受感動，每扇窗

都像在說一個故事，不同時間不同光影投入，讓這個空

間有很多不同的感覺，也有更豐富的想像。」2 

吳瑪悧的藝術行動，讓灶咖不只是廚房，而是地
方知識的學習教室，餐桌上也不只是食物，而是不同經

驗與情感交流的平台，她的實驗與實踐試圖開啟公共空

間的思辨，邀請社區居民打造一個非典型的展覽空間與

藝文場域，藉由「舌尖上的旗津」重新思考地方的可能

性，就像一座具有豐富寶藏的故事盒，透過舌頭作為橋

樑，邀請大家用味道揭開它、探索它。

旗津灶咖〈給斗六冰城的一封信〉（高美館資料照片）

旗津灶咖蒐集旗津在地滋味（高美館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