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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解說過程中能以深入淺出方式說明，而許多

民眾對樹薯、雞蛋花等具毒性的植物，如何能在東

南亞飲食入菜感到好奇與疑問，因此過程中提問熱

烈，老師的專業也獲得現場民眾踴躍迴響。

7月29日、8月6日，則邀請對印度文化和香料非

常熟悉的冉安萍老師進行兩場專家導覽，活動開始

先由臺博館解說員進行展覽概論，民眾對不曾看過

的香草植物十分好奇，即使是見過的蔬果也可能只

是停留在能直接食用的印象，對於在東南亞國家如

何「入菜」？甚至當作調味料使用則感到陌生。例如：

未成熟的菠蘿蜜果實，在印尼家常料裡常搭配椰漿

一起烹調。而在展場「餐桌上的家鄉」、「泰國餐

桌」區域，呈現在臺的泰國移民想念的家常菜色，像

是泰式青木瓜涼拌、泰式酸辣湯、打拋豬等。其中

最有趣的是，當解說員詢問在場觀眾，還有哪些料

理堪稱泰國經典菜色？幾乎眾人都異口同聲說出「月

亮蝦餅」！但孰不知，這道膾炙人口的招牌泰式料

理，並不是泰國菜，而是來自臺灣人的創意，這讓

不少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聆聽解說之後對展示也有初步了解，再由冉老師

從香料起源－印度，說明香料是如何從印度跨海散

佈全世界，進而影響各國料理使用。以及隨著不同

信仰傳入東南亞國家的過程中，在香料、香草植物

的應用，又留下哪些痕跡。藉此開啟大家從印度香

料認識印度文化圈的範圍、脈絡，也讓民眾對印度

與東南亞之間的歷史過程，產生更多的好奇與興趣。

此外，7月29日當天，適逢每週六南門園區「田裡

有腳印市集」，因此特別安排「印度香料體驗活動」，

現場展售各種印度綜合香料馬薩拉、添加印度香料

製作的手工餅乾和點心，以及風味獨特的印度香料

奶茶供大家品嚐，讓民眾搭配課程開啟視覺、味覺、

嗅覺等感官體驗，領略印度香料的魅力。

探訪緬甸街小旅行

為了讓民眾透過活動更認識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與

飲食，舉辦特具南洋味的城市小旅行，活動規劃新

住民服務大使在展場解說後，實地帶領民眾走訪臺

北周遭常見東南亞新移民與移工聚集活動區域。8月

5日由緬甸華僑服務大使馮春燕女士，先就自身對

東南亞11個國家的瞭解，搭配親身居住泰、緬與週

遊鄰近各國的經驗，分享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差

異。首先，從緬甸的氣候、環境、物產與風土等角

度切入主題，帶出飲食特色，例如：在緬甸吃榴槤，

習慣配著山竹一同品嚐。這樣的搭配，即便對於曾

吃過榴槤或山竹的臺灣民眾而言，幾乎是很少見或

甚至根本未曾聽聞的新奇組合。其實山竹就像椰子

一樣，食性凉，能清熱去火，若配著食性熱易使人

上火的榴槤共食，正好達到平衡冷熱功效。另在展

場中提到的刺芫荽，原本是緬北人們常見食用蔬菜，

馮老師生長於緬南仰光，原本不了解如何食用刺芫

圖2 黃啟瑞老師專家導覽 圖3 冉安萍老師專家導覽 圖4 馮春燕老師展場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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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源起

自臺灣開放引進東南亞國家移工，至今已超過20

多年，再加上因婚姻而遠渡重洋到臺灣生活的新移

民和落地生根的新二代，這群「新」力軍，已是國內

不可被忽視的一群。在你我身邊，不難見到越南、

印尼、緬甸、泰國、菲律賓等小吃店或是商店，甚

至傳統市場裡也能見到食用香草植物、蔬菜和香料

的販售。然而，對於廣大臺灣民眾而言，除了知道

許多東南亞小吃和商店，以及習慣見到許多家庭所

仰賴的長照看護人員身影外，其實對東南亞國家的

文化和歷史仍然感到陌生。但孰不知，東南亞文化

早已飄洋過海，對我們的文化與生活產生不小影

響。今年度臺博館策劃「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即

是希望引領觀眾從最平易近人的「飲食」開始，一同

認識東南亞國家多元的歷史、文化及生活面貌。

透過多元活動辦理讓臺灣民眾從不同角度

深入東南亞各國的文化與飲食

博物館除了安排不同國籍（越南、印尼、泰國、緬

甸、菲律賓等）的服務大使們，以母語進行定時導覽

服務家鄉觀眾外，同時也安排華語向本地觀眾介紹

展示內容。服務大使們由自身對母國歷史、文化與

飲食深度瞭解進行解說，讓臺灣民眾對東南亞各國

多元文化有截然不同的體驗，打破對香草植物和香

料使用的刻板印象。為了讓民眾瞭解東南亞國家的

文化與歷史的多元面向，自7月23日起，分別舉辦

專家導覽、探訪緬甸街及印尼街活動、配合市集辦

理印度香料體驗等，透過不同型式活動辦理，讓臺

灣民眾體驗東南亞國家的豐富文化。

專家導覽

首登場的專家導覽，邀請文案撰寫者黃啟瑞老師

蒞臨分享，黃老師本身是臺灣原住民民俗植物研究

愛好者，也一直在關注臺灣新移民與移工們從飲食

帶入豐富的東南亞植物。由於老師對文案內容的掌

圖1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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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結束後啟程前往俗稱「臺北印尼街」的北平西

路，許多觀眾才恍然大悟，原來熱鬧喧囂的車站旁，

竟隱身一處別具風情的印尼街。它的形成與1990年

代臺北車站鐵路地下化、車站搬遷，導致商業重心

由西區向東區轉移有關。隨著商圈轉移，車站周邊

因地利之便，開始吸引許多印尼移工朋友在此聚集，

慢慢地這裡成為他們周末聚會最佳據點。附近商家

嗅得商機，將原有商業經營轉型為以移工朋友為目

標客群的印尼商店，販賣印尼食物、服飾等，滿足

假日移工與新移民們的休閒需求。另位於車站二樓，

原屬於臺灣鐵路局委外經營的金華百貨商場，在其

撤出經營權後，原先個別承租櫃位的印尼商店，紛

紛漸轉入北平西路、中山北路街廓巷道內和市民大

道下方的臺北地下街營業。

這兩處印尼街一到週末人潮湧現，因為唯有週末

才是印尼移工們放假休息，與家鄉朋友相聚的時

間。這裏販售印尼家常菜的自助餐店，備有不同一

般坊間自助餐料理，例如：黃澄澄的薑黃飯、佐以

臭豆、天貝、樹薯葉、菠蘿蜜入菜的可口菜餚、裹

著麵漿下鍋油炸的炸蔬菜，或是搭配在地香料烤牛

肉、烤雞肉等。甜食方面，更不能錯過以在來米和

香蘭葉汁做成類似摩摩喳喳的甜點和飲料。除了民

生需求外，還有金融匯兌商店，方便印尼移工能將

辛苦工作所賺取的薪資，換成印尼盾匯回家鄉。就

連打理「門面」也有門路，專門服務印尼移工們的理

髮店，無論是剪、染、燙髮，甚

至是美甲製作，比起坊間知名連

鎖商店絲毫不遜色，而且除了技

術專業，更添了一份親切與安心。

走一趟北平西路，竟讓人有種

時空錯置的夢幻感。

進入人潮匯集的臺北火車站，轉進臺北地下街，

不難看到一間頗具規模的印尼商店「Index」，裏頭無

論是吃的、用的、穿的應有盡有。但不同於北平西

路上的商店，在地下街的店鋪多有開立發票，這也

說明此區的印尼商店物價較高，但在服務項目上面，

也更能掌握移工們對於商品「運輸」與「便捷」的需

求，商店內販售不同尺寸紙箱，提供移工們直接將

臺灣採購商品郵寄給家鄉親友。周末臺北地下街部

份商店，即便不是印尼商店，也會因應周末印尼移

工放假人潮所需，聘請印尼新住民擔任店員提供母

語需求服務，有些商店，甚至在招牌或廣告傳單上，

大量使用印尼文標註吸引顧客，就連鄰近捷運松山

線北門站的地下街，也有一區段印尼商店，從店面

商標、文字說明到廣告介紹全為印尼文字，十分印

尼在地化。

「南洋味．家鄉味特展」自2017年7月22日起至10

月22日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出。展

出期間，臺博館持續舉辦「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

「馬來西亞文化與美食體驗」、「馬來西亞丁香球

DIY」、「探訪菲律賓街」，「越南文化與飲食講座」等

不同活動。期許藉由不同類型活動辦理，引起臺灣

民眾興趣，主動探索深入東南亞國家的多元文化、

歷史與飲食，拉近彼此距離，進而認識臺灣這塊土

地上的多元文化能量。 

圖7 前往北平西路街區導覽 圖8 前往臺北地下街導覽

荽，卻因為許多緬北人遷移到緬南工作，輾轉將緬

北飲食習慣和食材帶入緬南。讓身為緬甸華僑的馮

老師，有機會接觸到這項食材與料理，這也讓人直

接感受到，即便是一個國家，食材和料理也因為地

域差異而有很大的不同。

馮老師本身也稱得上一部緬甸移民活歷史，她帶

領觀眾探訪俗稱「緬甸街」的中和華新街，透過解說

民眾才了解原來緬甸街的成型，與滇緬一帶遠征軍

歷史並無太大關係。1949年隨著遠征軍來臺灣的人

們，主要落腳桃園龍崗和南投清境一帶，而華新街

部分，則與緬甸軍政府成立後的對華政策有關，例

如：關閉當地華語學校，以及國內對華經濟政策所

致。再加上，身處複雜的政治情勢為了能給予下一

代更穩定的生活及教育，許多人選擇讓子女到臺灣

求學，或是舉家遷往臺灣定居，間接就造了這樣別

具特色的生活圈。

早期中和華新街一帶地處大臺北邊陲，經濟活動

以農、工業為主，週邊工廠林立就業機會多，房價

和物價相較市中心便宜，往來市區交通便利。華新

街緬甸鄉親的聚集，帶來了屬於他們的家鄉味，緬

甸魚湯麵、涼拌麵或茶葉涼拌等都別具特色，這裡

不僅有經營家鄉味小吃的店家，也有販賣雜貨的商

店。除了獨立店鋪之外，在地早市，同樣會販賣些

緬甸食材、調味料等。此外，還有孰悉母語的診所

從業人員、立委服務處、匯款商店等，均為緬甸華

僑開設，目的就是讓在華新街生活的緬甸移民，可

以用自己的母語和醫生、民代、老闆直接溝通，如

此一來，不僅在情感上較為親切，實際上意義的表

達也更無距離。

參加活動的民眾行走在華新街，除了緬甸語之外

耳邊還能聽到粵語，其實是因為第一代來臺的緬甸

華僑，或許還無法熟練地使用中文溝通，反而常使

用雲南、福建、客家、粵語與同鄉交談，所以在這

裡的商店，也就不完全是只是以緬甸為限，同時也

保有原鄉習慣，常見雲南、印度和港式點心料理，

甚至還可看到居民早午餐吃著「飲茶」，一派傳統廣

東人的生活作息。藉由探訪緬甸街程過，帶給民眾

完全不同的文化衝擊，連帶觸發大家對緬甸地區生

活、信仰、經濟、物價等各方面的興趣與探索。

探訪印尼街小旅行

8月13日臺博館與教育廣播電臺共同辦理「探訪印

尼街」活動，由印尼服務大使廖轉運女士以導覽為

活動揭開序幕。活動中，不少觀眾看到在臺灣被視

為外來種的「銀合歡」竟是印尼飲食文化中重要食

材，為此感到不可思議，也對經過汆燙、切絲後的

香蕉花作為印尼生菜沙拉「加多加多」食材，能增添

香氣及口感感到新奇，這對於習慣食用成熟香蕉果

實的臺灣人而言，是全新的體驗。而黃豆發酵製作

的「天貝」，則是印尼素食者主要蛋白質獲取來源，

常見於許多印尼料理，各類香料

食材中，其中，最特別的，應屬

常被與蝦仁、雞肉或牛肉一起烹

煮，香氣特殊又重口味的「臭

豆」莫屬了。

圖5 馮春燕老師華新街導覽 圖6 廖轉運老師展場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