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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翁菀君《文字烧》的饮食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he Dietary 

Writings Of Weng Wanjun’s Wen Zi Shao 

学生姓名：吴佳俐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将通过翁菀君《文字烧》中的 34篇饮食散文，进而探讨翁菀君如何

以饮食书写的手法道出她自身的经历与体悟。开首，本文将于绪论中说明论文

课题背景、前人研究回顾、研究的动机与目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初步

研究成果。第二章中，本文将探讨翁菀君如何借饮食书写回忆过往，体现出简

单所赋予生命的重量，并寻找过往被遗失的自己。文中的第三章，将探讨翁菀

君如何将饮食与不同的人事结合，道出她生命中交错的人事，其中更借着饮食

展现出翁菀君对人生的体悟。结语中，将总结出本文的论述以及翁菀君饮食书

写的价值。 

 

【关键词】翁菀君、《文字烧》、饮食书写 

 

 

 

 



  IV 
 

致谢 

 

本论文能够顺利的完成，少不了身边人带来的许多帮助。最初在选择论文

题目之时，由于缺少一个准确的研究方向，因此便询问了论文指导老师——李

树枝老师给予方向。在老师耐心且细心地给予良好的建议后，才使得自己最后

能够定下一个准确的方向与论文题目。而在撰写论文期间，老师总是耐心地回

答每一个提问，并会聆听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再从中提供建议完善论文，并时

刻关心着自己的论文进度。因此，由衷感谢老师于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在论文

与精神上的帮助，从而让自己最终能够顺利的完成论文。 

此外，更感谢家人与朋友们于撰写论文期间的关怀。撰写论文期间，家人

经常关心自己的论文进度，更关心自己的焦虑与不安，并时常给予安慰与鼓

励。姐姐更是常在自己思绪紊乱或焦虑不安时，聆听自己的烦恼与困难，并偶

尔提供一些建议与见解，让自己拥有新的方向。撰写论文期间，收到了许多以

前南院朋友们的关怀，他们总能体会并理解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给予安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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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饮食”一词对于人们来说或许是最平常不过的词汇，意指吃喝的东西

或动作。如若将饮食作为书写对象去进行描述，便成了以饮食为题材的饮食书

写文章。以饮食作为题材的类别，包括了指导烹调的食谱、亦或指导人们健康

营养均衡的书籍、提供美食资讯等对饮食“实用性”的记载。作者若超越了实

际食物形态的界限，透过个人思维与感官想象，书写出人、事、物，便是以饮

食书写的文学表达，即饮食文学。饮食文学并非只是论述食物本身，更在书写

饮食的同时阐述人生以及描述抽象的境况。1让人们透过饮食的书写，对文字寄

予情感及获得不同的领会。马华作家翁菀君（1978- ）的饮食书写，便是以散

文的体式，借着自身的经历与记忆，将情感注入饮食中。 

近年来，越来越多与饮食相关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休闲选项之一。其中有以美食为题材的电视剧系列《深夜食

堂》，亦或是介绍美食的节目《舌尖上的中国》等不同以饮食为中心的题材。

中国历代便有热爱美食的文人学者，如杜甫、苏轼等人，将饮食寄予更丰富的

文化意蕴，后更有周作人的《知堂谈吃》、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汪曾祺的

《四方谈吃》等饮食书写作品。2皆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成为了人们生存下

去的日常。食物具有让人们饱腹的功能，亦可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虽然人们

能从日渐增加的节目或影视中，体现出人们追求美食的欲望，却也无法忽视影

视或文学作品中透过饮食所带出的温情。 

翁菀君是马来西亚文学作家，曾任时尚杂志主编、副刊记者与国际学校老

师。她所写的散文曾获得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等，其中她第一本散文集

《月亮背面》更是入围花踪马华文学大奖。3贺淑芳于《月亮背面》序中透露，

翁菀君是一位直率、诚挚、不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一个人，更愿将自己的私人生

                                                             
1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页

3。 
2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页 3-4。 
3 翁菀君，《文字烧》（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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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长记忆、或亲人情感等透过文字诉述出来。4此种种情感，翁菀君在《文

字烧》中透过对于食物所赋予的记忆与力量，一一道出。《文字烧》中共有 58

篇散文，其中的 34 篇为饮食书写散文。翁菀君借着食物回望过去，以自身经历

的故事与走过的痕迹，写下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在那 34 篇的饮食散文中，翁菀

君总是透过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饮食，道出其背后深刻的意蕴。在一道道最简单

日常的菜肴中，不仅唤回了曾经的记忆，更是让人一遍遍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虽然市面上渐增了饮食书写的文集，但是在马来西亚作家中则较少饮食书

写方面的书籍或文章。翁菀君早期的散文作品收录于《作家的家》、《我们留

台那些年》、《与岛漂流：马华当代散文选2000-2012》等，一直到近些年才出

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月亮背面》，因此对翁菀君散文集《文字烧》中的散文饮

食书写研究文章则较少。相对于研究翁菀君饮食书写的文章，因着人们对于饮

食书写的关注，亦作出对其他作家饮食书写方面的研究。为此本文将透过前人

对饮食书写的研究，将相关的研究文章作为对翁菀君饮食书写研究的参考文献。 

有关饮食书写研究的文章，其中有郭杨丽的〈往事的“味道”：郝誉翔

《逆旅》中的饮食书写〉，道出作者通过饮食而再现童年记忆，更借饮食忆起

流亡的历史。作者亦借着饮食作为情感关系的纽带，体现出人物之间的情感关

系，描述出作者的人生与童年记忆。5骆毛宇的〈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文

中，探讨李昂如何通过饮食书写来诉说自身的人生经历，更借着饮食书写暗讽

政治及对文化进行反思，通过饮食表达情怀。6于帆的《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

写研究》、王倩的〈《雅舍谈吃》与《知堂谈吃》之比较〉、李欣怡的〈饮食

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舍谈吃》〉以及王淑芳的〈感伤的精神旅行—

                                                             
4 翁菀君，《月亮背面》（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6），页 10。 
5 郭杨丽，〈往事的“味道”：郝誉翔《逆旅》中的饮食书写〉，《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页 128-130。 
6 骆毛宇，〈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雨花》2017 年第 24 期，页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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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实秋饮食散文中的思乡情结〉7皆论及梁实秋如何将思念故乡的情怀融入

文中，为此将可作为翁菀君《文字烧》思乡情怀的研究参考。于帆的《梁实秋

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探讨了饮食背后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及分析了饮食书

写所产生的价值与效应。8在王倩的〈《雅舍谈吃》与《知堂谈吃》之比较〉中

谈及了平民情怀与生活情怀9，李欣怡的〈饮食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

舍谈吃》〉更探讨如何从饮食中品人情、窥探人性与体悟人生，10体现出如何穿

透文字而探入人性。 

作为一名饮食书写作家，易于文中透露出自身对于美食的热爱，在于祎的

〈梁实秋、汪曾祺饮食散文之“趣味”〉中更是谈论作者的好食情怀，毫不掩

饰自身对于美食的热爱。
11
文章中体现出梁实秋与汪曾祺通过饮食表达出自身的

体验，而非仅仅记录饮食经历，使饮食于笔下增添了情感。蒋含璐、陈佳佳的

〈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探讨林语堂对于饮食的快乐与诗情及体现了饮

食的文化意蕴，后更谈论林语堂饮食散文中的批判元素，12体现出他借饮食表明

自身思想的心态。翁菀君《文字烧》中的散文饮食书写，相对于批判社会，更

似为对自我的一种审视，不断地提醒自己。何亦聪的〈知性与人情——论周作

人的饮食散文〉中，探讨周作人的饮食散文中充满了知性与人情味。13李霞的

〈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体现周作人于饮食散文中对童年与故乡的情结，更涵

盖了自身的人生理想与对历史文化的传承。14李新雨〈舌尖上的文学——浅谈汪

                                                             
7 王淑芳，〈感伤的精神旅行——论梁实秋饮食散文中的思乡情结〉，《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页 74-76。 
8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页 6-9。 
9 王倩，〈《雅舍谈吃》与《知堂谈吃》之比较〉，《衡水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页 80-

82。 
10 李欣怡，〈饮食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舍谈吃》〉，《名作欣赏》2019 年第 15

期，页 148-149。 
11 于祎，〈梁实秋、汪曾祺饮食散文之“趣味”〉，《牡丹》2019 年第 35 期，页 59-61。 
12 蒋含璐、陈佳佳，〈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语文学刊》2012 年第 6 期，页 59-

60。 
13 何亦聪，〈知性与人情——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 年第 5 期，页

82-86。 
14 李霞，〈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延边党校学报》2011 年第 4 期，页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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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祺的饮食散文〉体现出汪曾祺的怀旧情怀，与借饮食书写道出的生活道理及

对人生的感悟。15 

相对于昂贵的山珍海味，周佳的〈活着多好呀——汪曾祺饮食散文漫谈〉

探讨汪曾祺饮食书写中的平民的饮食菜肴，更从文中透露出汪曾祺淡泊的性情。

16许泽盼的〈琦君饮食散文文化意蕴探析〉除了探讨作者怀乡思亲的情意外，亦

探讨了作者借饮食体现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及作者丰富的人生哲理。17张璋、

宋波的〈论吉本芭娜娜小说《喂喂下被泽》中的饮食书写〉探讨出饮食所赋予

的疗愈功能、生活心态与精神世界及象征两性关系。18作者借饮食书写，反映出

不同人生阶段所展现的不同人生状态、以缓和作品内容的沉重、赋予温馨与疗

愈的功效。 

虽无相关专于研究翁菀君饮食书写的研究文章，但综合以上研究的期刊论

文，仍可与研究课题中的相似点结合，并延伸出翁菀君饮食书写中的特性。其

中对于各研究文章论述的情怀，能更加深于研究翁菀君《文字烧》的饮食书写

中的记忆情怀。因此，本文将了解翁菀君的性情与生活，并与《文字烧》的饮

食书写散文相互结合，探讨出翁菀君的饮食书写特色。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翁菀君的饮食散文中，并非是对食物的评价或是文化的心得，而是写自己

与人们。翁极少用华丽的文字去修饰，但仅简单的字句便能让人陷入沉思，就

如她散文中所带出的含义一样。是以，翁菀君的饮食书写中，并不只是透露生

命中的美好，更仿佛揭开了她心中最不愿对外透露的黑暗角落。散文中能看见

翁的烦恼与无助，但是饮食却成为了她的慰藉与思考的来源之一。她虽感慨逝

                                                             
15 李新雨，〈舌尖上的文学——浅谈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安徽文学》2012 年第 8 期，页 8-

9。 
16 周佳，〈活着多好呀——汪曾祺饮食散文漫谈〉，《大众文艺》2010 年第 22 期，页 132。 
17 许泽盼，〈琦君饮食散文文化意蕴探析〉，《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页 72-

75。 
18 张璋、宋波，〈论吉本芭娜娜小说《喂喂下被泽》中的饮食书写〉，《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报》2020 年第 5 期，页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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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曾经，却没有停止去热爱这个世界。因此哪怕揭开了阴暗面，却不会让人

感到对生活失去了盼望，而是懂得思考如何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找到自己，

并接受那样的自己。怎么获得最初简单的幸福、怎么找回遗失的自己、如何面

对交错的人事，成为了我选择研究翁菀君《文字烧》饮食书写散文的动机。 

散文能反映社会生活、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而记录饮食的散文，因以

日常的饮食延伸出更深的意涵，而更贴近生活的本真。19翁菀君简单字句所负起

的重量，成为了我选择研究翁菀君饮食书写的原因，更能让人们得以思考人生

并面对与接收真实的自己，使翁的散文具备了特别的价值。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将限于翁菀君《文字烧》中的 34 篇饮食书写散文，从而

探讨翁菀君如何借着饮食书写道出她的人生经历与记忆。通过研究翁菀君《文

字烧》中的饮食书写散文，从中探讨翁菀君如何借饮食回忆自身过往，并体会

了简单所赋予生命的重量。借着饮食所唤起的记忆，亦让翁菀君忆起自己最初

的模样，并寻找那遗失的自己。在生命各个阶段中，翁菀君亦借饮食道出生命

中交错的人事，以饮食将不同的人事连接起来。因此，本文将通过翁菀君的饮

食书写，体现出翁菀君所经历的人事，并展现出翁菀君借饮食体现的人生体悟。 

 

第五节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中，本文将以文献分析法对论题进行阐述。本论文以研究翁菀

君《文字烧》中的饮食书写散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其他

相关饮食书写方面的研究成果完成研究课题。 

                                                             
19 于帆，《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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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文本的细读，本文将布置两个章节。在本文的第一章节中，将通

过翁菀君借着对饮食的书写回望过去，再现翁菀君的过往记忆。在重现过往记

忆中，将通过饮食来表达出翁菀君追求简单幸福的渴望，并不断在迷茫中找回

遗失的自己。文中的第二部分章节，将通过翁菀君在饮食背后体现出生命交错

的人事，在不同的阶段经历不同的人事。翁菀君借着饮食描述出自身与不同人

事的交错连接，展现不同的待人处事，更带来不同的生命体悟。从各个章节中，

通过对翁菀君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从中认识翁菀君真实的内心世界，并对

于生活的热爱。 

 

第六节 初步研究结果 

 

在郭杨丽的〈往事的“味道”：郝誉翔《逆旅》中的饮食书写〉和骆毛宇

的〈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中，探讨了作者以饮食为代表并描述历史的记

忆，而翁菀君的《文字烧》中并无借饮食道出历史，更多为体现自身的心思与

情绪。在饮食书写中，饮食往往作为某种元素来表达自身的观点与言论，如在

〈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中探讨李昂借饮食表达对政治的暗讽，蒋含璐、

陈佳佳的〈林语堂饮食散文的文化解读〉亦探讨林语堂散文中的批判元素。在

翁菀君《文字烧》中的饮食书写散文，并非对社会与政治进行批判，而是以饮

食作为思考与提醒，不断地审视自己，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与改变。翁菀君的饮

食书写中，更多是与自己的对话，以平凡却真实的经历，通过饮食引起读者的

共鸣，使读者陷入对自我人生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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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食物到过往的追溯 

 

饮食于日常中，或许只有填腹的作用，但谁曾想饮食也成了收纳记忆的器

皿之一。某些饮食总能在不经意间把人拖入回忆中，让人联想起过往的生活。

那些过往的记忆包含了成长的足迹，从童年一直到大学生涯。谈起过往不禁让

人忆起纯粹简单的幸福，那时拥有着清澈的眼眸和常挂于脸上的灿烂笑容。在

忙忙碌碌的日子存活久了，似乎总想停一停回想那些曾经简单的幸福，试图找

回不小心丢失的自己，弥补着现在的自己。循此，翁菀君借饮食书写回想过往，

体现简单的饮食所能带来的幸福感，更透过饮食寻找那个被遗忘的自己。 

 

第一节 简单的料理，厚重的幸福 

 

在不断向前的生命中，曾经容易知足的那个自己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追求

的事物亦不断在增加，似乎那一份曾经容易得到的幸福感越来越少了。而在满

满的繁杂中，最能打动内心深处将人们拖回记忆中的，仅仅只需一件简单的事

物。简单事物与岁月的碰撞，变成最震撼的暴击，填满那颗被掏空的内心。翁

菀君在《文字烧》中通过简单料理赋予的记忆，借饮食回望过去，以简单料理

体现出厚重的幸福感。 

过往回忆中，人们似乎更渴望于回到童年的纯粹。李霞清晰指出，成长以

后的人们似乎常易被某种熟悉的“童年口味”而代入回忆中，可见童年记忆往

往与各种吃食相关，更与童年的精神之怀念联系一起。20多数味觉的回忆都涉及

了童年经验，通过童年的视角，日常的吃食也多了一份亲切，而罕有的珍品则

增添了此情难再的情怀。21比起山珍海味，或许最打动人心的仅是一颗简单的太

阳蛋。但这一份本轻易得到的“简单幸福”却得来不易。〈光之碎片〉中，记

录了翁在一次出差泡澡时，突然忆起外婆家那倒映着天空的长形水池。而当她

                                                             
20 李霞，〈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页 96。 
21 王倩，〈《雅舍谈吃》与《知堂谈吃》之比较〉，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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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合的双臂轻拨水面，降落人间的光影随着我手的动作稍纵即逝。停留与失

去，原来都是人为”22，光的倒影在手指拨弄中破碎了。当水面如镜时，她清晰

看见云的倒影就映照在她瞳孔里，但所有的敞亮在潜入水中后就消失了。再次

浮上水面寻找倒影时，却发现，再也寻不见水面上的那朵云了。当人们习惯了

急匆的生活时，是否忽略了静止时的景色。人们是否应该寻回孩子那双敏锐的

眼睛，看见那些成人看不见的东西，有着很强和感知力与直觉。23静止水面上的

清晰倒影，就如同人们曾经清澈的瞳孔，似乎从未深入这个世界。而当逐渐沉

浸其中，视线突然就模糊粉碎了清晰的倒影。在日后的某个瞬间，轻轻流动的

水波就能让人们穿梭回到过往。 

记忆的召唤永远无需华丽的事物，有时仅是一颗简单的太阳蛋料理。翁于

蛋的最初记忆，是从儿时那颗温热如体温、无壳的奇妙蛋开始的。看似简单的

一颗太阳蛋，却需要极大的“功力”才能把蛋煎好，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取决于人。翁感慨随着时代的转换，鸡蛋亦有了高低级别之分，但“世上最高

贵的蛋的吃法，予我而言，莫过于简简单单的温泉蛋。”24正是这简单的一颗温

泉蛋，将蛋芬芳的原味，完整的体现出来。翁于文中借由蛋的原味与煎蛋的方

法，透露出有时候最珍贵的，是保留那一颗拥有原先简单本质的内心。哪怕时

过境迁，最能打动内心的却是那一颗简单的温泉蛋，简单却珍贵。“从什么时

候开始，我迷恋着周末早晨的一颗嫩蛋……有种让人说不上来的幸福感”25，仿

佛公平转动的时间秒针，都因着一颗嫩蛋而停止了。翁体现一颗简单的蛋所赋

予的幸福感，甚至成了繁忙日常中得以喘口气的存在。当人们将普通食材丰富

化时，又是否记得饮食最初简单的模样与可贵。 

每个人的精神成长皆从儿童时代出发，再一步步往前走到远方，最后再回

归童年那般的“简单纯粹”。26当揣着“简单”走向“复杂”以后，人们总会忍

不住期盼自己再回到当初的简单。是以〈青春烩饭〉写道：“人生可以事事深

思熟虑般复杂，也能因为单纯微小的事物而简单快乐。”27翁于烩饭最后的记忆，

                                                             
22 翁菀君，《文字烧》，页 17。 
23 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天涯》2020 年第 3 期，页 5。 
24 翁菀君，《文字烧》，页 14。 
25 翁菀君，《文字烧》，页 12。 
26 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页 4。 
27 翁菀君，《文字烧》，页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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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在了金马伦山上那场初恋告白,无疾而终。而老爷爷对烩饭的记忆，则是台

湾冬天念书的贫穷时刻，他难得点了一碟羊肉烩饭宠着自己。一道极不讲究、

不华丽的烩饭似乎并不常被记起，但在岁月流逝中，却会突然想念那黏糊的口

感。偶尔忆起的年少，似乎总是淡淡地叙述着纯真的岁月，那段“幸福可以很

简单”的曾经。“年少时终究不曾想象，一道简单朴实的烩饭也能负载一去不

回的岁月。”28简单饮食所唤起的记忆，似乎平平无奇，却因着故事与怀念而发

亮。度过无数岁月后，人们总忽略了简单所赋予的力量。当人们在经历了复杂

的事物后，往往向往曾经那些简单的片段，仿佛突然明白“简单”其实那么困

难。 

张炜细腻指出，饮食拥有着召唤记忆的能力，但味道唤回的不仅是家中记

忆，更包含了生命中那些珍贵忍不住回忆的时刻。记忆中的环境、气味、食物

等，总是顽固的深入脑海中，29珍贵的记忆便易因着某个瞬间味蕾的提醒而醒觉。

“在某种情感上，食物美味与否似乎与记忆有关。记得有人说，那属于记忆味

蕾的味道，将构成一个人往后的口味。”30宛如小时候的家常饭菜，在长大后成

了金钱也买不到的美味。珍贵的记忆，被寄托在一道道简单的菜肴中。而这个

属于味蕾的时空隧道，将翁菀君带回了在台湾念书的那两年。〈卤肉饭的记忆〉

中描述萧家那不在招牌上的卤肉饭，“这并不因为萧家的卤肉饭味道特别好，

只是每次排队下单斟酌该吃什么的时候，往往就被那一锅肥油爆溢的卤肉吸引

了目光。”31翁菀君对于卤肉饭的执着并不在于味道是否美味，而是一份怀念的

情感。而这一份执着的情感，借着简单的饮食将她梦回当初满满的幸福感。 

多数父母在教孩子料理或替孩子准备便当时，简单又填腹的三明治似乎常

被列为首选。在被时间追赶的时代，匆忙的人们在诱惑中不知该如何选择时，

往往便带走裹上保鲜膜的三明治。翁认为一日之始，似乎只需一份简单的三明

治，便显得刚好。一份原味三明治所带来的满足，一点都不输山珍海味。翁于

〈蛋三明治的原味时光〉借简单的三明治怀念曾经的自己，“人总是在未被世

                                                             
28 翁菀君，《文字烧》，页 81-82。 
29 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页 5。 
30 翁菀君，《文字烧》，页 150-151。 
31 翁菀君，《文字烧》，页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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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伤的时候，特别容易快乐，连欲望的容量也分外小。”32那时懵懂无知的岁

月，毫无心机，一支冰淇淋便能让一个孩子快乐满足好久。长大后，人们却开

始计较着付出与回报，在意人生的得失。或许得到的多了，就让人们开始遗忘

了那些简单又青涩的“原味时光”。“我有时会想念那样的岁月，想念懵懂无

知的自己。”33如同翁菀君在博客〈晨起的配乐〉中所写，“简简单单能动人心

弦，其实更难。”34但是那时人们并不知道，原来简单，需要更深的智慧。 

时间飞逝，曾经紧握的执着都慢慢松开，转而抓紧那些简单的美好。岁月

流逝中，一切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一种淡漠的感觉在忙碌的生活中慢

慢萌芽、蔓延，深刻的只剩下生离死别，别无其他。”35小时候翁菀君父母因常

在外工作，因此便与兄弟姐妹寄托于外婆家。因外婆的不擅煮食，他们便经常

跑到隔壁邻居奶奶那里，更学着奶奶的侄子侄女唤一声“姑妈”。姑妈的离世，

让翁不禁忆起最爱吃姑妈煎的荷包蛋。记忆中，念小学的她总向姑妈学着如何

把一颗荷包蛋煎好。而多年后，一颗荷包蛋成了她记忆中最重要的事物。每当

回想往事，总常感到些许的遗憾，似乎在这段时间里能清晰记起的并没有太多。

36但那些难忘的点滴，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层层堆叠，借着一颗荷包蛋忍不住回想

那些美好。日复一日不停忙碌，似乎便忽略了生命的那些缺失，让一切的悲寂

都变得那么渺小。但在生离死别面前，所有被忽略的都被血淋淋的剖开，侵蚀

心肺。一颗荷包蛋所承载的，是一颗充满着温热并能温暖人心的存在。 

人们味蕾之初、记忆之初，是否都源自于一颗简单却又不平凡的蛋呢。人

类最初的饮食生活，亦无什么专用的调味料，皆品尝了最原始的味道。但当人

们意识到某种物质能使食物变得可口之时，最初的调味品便产生。37仅一道简单

料理所勾勒出过往的记忆，将“简单”扩张成了满满的幸福，并体会“简单”

的得来不易与渴望。成长后，借着那些点滴得到的幸福感，是否也逐渐看清了

                                                             
32 翁菀君，《文字烧》，页 128。 
33 翁菀君，《文字烧》，页 128。 
34 翁菀君，雨林小站博客，2017 年 5 月 30 日。 
35 翁菀君，《文字烧》，页 97。 
36 张炜，〈童年——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一〉，页 4。 
37 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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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自己。每当想起那时简单的自己，就像又一遍对自己的审视，最后才明

白为何幸福感可以借着简单的事物被填满，也明白为何“简单”是那么的困难。 

 

第二节 从饮食中寻找过往遗失的自己 

 

成长路上的人们总在奋力的向前跑，前进中人们不经意地悄悄改变，走远

后停下，才惊觉自己在拥有中的失去。重复性过着每天熟悉的生活，开始习惯

那些不习惯的，仿佛融入了人群却感到寂寞。每当拥有得越多，心中似乎总有

个地方空落落的，仔细回想才发现原来早已遗失了最初的自己。于是，人们开

始寻找遗失的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前进。翁菀君借着饮食书写去追寻遗失

的自己，通过饮食来回忆并试着找回原来的自己。 

成长途中人们不断地蜕变，有时都快遗忘初始的自己是何样了，于是人们

便试图借回忆寻找。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记录了“记忆的视角”

方式，就是以观察者的方式回到记忆中，在记忆中看见自己。38当重新站在过往

记忆里，看着过往的自己曾经的面貌，不禁将过往与现今对比。对此，程宁指

出当作家借回忆生活书写时，是作家对“自我”的追寻与求证。39人们似乎皆如

〈毕卡索笔下的鱼〉中那只背叛比目鱼原意的眼睛，越过头顶与另一只眼睛相

遇，为追求渴望而把最初的自己隐藏了起来。而当人们在追求与迎合世界时，

却早已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化”，掩盖了曾经的美丽。无可否认，在种种改

变中虽亦有所得，但这是人们“虚耗了一生岁月所凝练的成果”。40在不断改变

中，人们或许会在走远后逐渐迷失方向，但在找回遗失的自己后，始终能于路

上成为更好的自己。 

驳杂的大社会犹如杂烩般，融杂后被渗透，导致原属于自己的颜色逐渐被

淹没。基此，翁菀君不禁于〈杂烩〉中询问为何总遗失自己，“那个熟悉的，

                                                             
38 丹尼尔•夏克特著、高申春译，《找寻逝去的自我》（吉林：吉林出版社，1998），页 7-8。 
39 程宁，〈“我是谁”——童年经验在回忆性书写中的再现与意义生成〉，《合肥工业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2 期，页 40。 
40 翁菀君，《文字烧》，页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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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初衷的我呢？在河中流淌，即一去不复返。”41翁在台湾念书时期，与几个

外国同学在一次聚餐并约定各做一道能代表自己的料理42，让她不禁深思到底何

种料理才能代表自己，却一无所获。当不断被这世界所同化的同时，属于自身

的特色又还剩下什么。为了更好的融入这个世界，人们不断遗失自己，去迎合

世界。而迎合世界，只为了能“和大伙儿成为同一种气味，好处是人生高高低

低，随处有人与你同声同气，仿佛从不孤单。”43而无法融入的人终被留下，你

的不同并非定被重视。因此，世间似乎多了一道定律，若你无法与他人成为同

一种颜色，你注定是孤独者。可成为了同种气味后，是否真的不孤单，又或只

是“仿佛”自己不孤单，但内心早已被啃食成空。 

在遗失自己后再回到过往回忆时，更懂得最初的珍贵，从中了解真正的自

己。汪文忠清晰指出，人们易常在盲目的追求中无法真正了解自我的需要及认

识自己44，最终导致遗失了自己。“下厨的人若只着重其味而忘了其形与色，则

太对不起天生万物的神来之笔了。”45若只想着“变化”，而忘了它最初的形态，

便无法真正的体现它的味道。在无尽变化中，人们又该如何保留它最初的味道，

更好的体现它的色彩。翁曾于文中表示：“时间一直扑面而来，我唯有不停地

向前走。然而，在这城市里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不小心也许会变成了一个透

明人”46，逐渐找不到自己。翁于〈香菇少女心〉表示，人生中皆有过一段直白

坦率，拥有天然习性的“香菇时光”。香菇属喜光性菌类，有别于蘑菇不见光

的习性47，犹如那段青春洋溢且无所畏惧迎接阳光的过往。那时人们各自拥有独

特的味道，且勇敢的绽放自己，让人无法忽视。如翁文中写道，我们都曾经做

“一枚努力不想长歪的香菇”48，但成长的路途却把自己压得东倒西歪。曾经的

努力，在一不留神中就被掩盖，那香菇般的少女习性逐渐被淡忘。 

                                                             
41 翁菀君，《文字烧》，页 88。 
42 翁菀君，《文字烧》，页 89。 
43 翁菀君，《文字烧》，页 90。 
44 汪文忠，〈寻找自我——论《飘》之主人公郝思嘉的生存状态〉，《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2 期，页 56。 
45 翁菀君，《文字烧》，页 31。 
46 翁菀君，雨林小站博客，2017 年 4 月 4 日。 
47 翁菀君，《文字烧》，页 19。 
48 翁菀君，《文字烧》，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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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事实赤裸裸的摆在面前时，人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曾经想紧握住的，

最终还是被丢失了。在这世界中似乎无人可逃离，遵循合理的方式活下去似乎

成了唯一选择。
49
当友人皆认为翁菀君犹如当年模样之时，只有她知道，“心中

的少女还是迷失了。那个恣意妄为的稚气天真的我。”50她曾以为心中那位永恒

的少女，会在成长轨迹中使劲地保护心中自我，不让她迷失，可却不知她何时

失望地离开了。51那位被遗忘的少女，仅在人们被生活伤害得体无完肤时，才被

偶然的忆起。可那等待被忆起的少女，早已在人们回头之前离开了。大三那年

热血洋溢的翁菀君，可因着无法兼顾过多事务的情况下，在朋友面前流泪想要

得到别人的帮忙。亦可在争吵后就轻易的和好，亦或可无畏的追问为何对方不

喜欢她，那时的她们没有算计。有时她不禁想念那个率真不怕伤害，不知世事

险恶勇敢前进的少女。52可当逐渐穿上保护色去迎向这个世界，逐渐为了生活而

“不得不”的时候，其实人们早已遗忘了最初的自己。“那时她的心如番

茄……以最鲜艳的本色抵抗伤害”53谁都曾如少女有着一颗最真实跳动的心脏，

可竟不知何时，香菇般的少女竟成了毒菇婆婆，再也寻不见了。 

那被遗失的自己被忆起后，人们总是试图去一点点寻回最初的自己。在

〈日常与背面〉中，翁将日常比为青花菜，只因无论如何翻炒它始终保持其色

其味，虽平凡却不显平凡。54。踏入社会后，人生被分成两个阶段，周一到周五

戴上活命的面具，到了周末便脱下面具，努力地活出真实的自己，与世隔绝。

可当仅剩的周末也被挤走时，与自己隔开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直到逐渐遗失

了自己。翁在辞了工作断开与社会了联系后，让自己“把身体缩回贝壳里，刻

意不听外面的声音……好像突然就把自己归还了，偶尔寂寞，心中却有暖意缓

缓生起。”55偶尔给一个与自己相处的机会，不听这世界的繁杂，在安静中才能

看清那个被遗失的自己，将它寻回。那被遗失的自己并不是完美无缺，亦有着

那些试图掩盖的阴暗面，但在寻找并接纳这不完美自己的路途中，仿佛才是真

                                                             
49 刘亚钰，〈失去·寻找·失去——论村上春树《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的自我意识〉，《赤峰学

院学报》2015 年第 12 期，页 167。 
50 翁菀君，《文字烧》，页 70。 
51 翁菀君，《文字烧》，页 70。 
52 翁菀君，《文字烧》，页 72。 
53 翁菀君，《文字烧》，页 72。 
54 翁菀君，《文字烧》，页 51。 
55 翁菀君，《文字烧》，页 52。 



  14 
 

正的找回了自己。“我明亮，我阴暗，那原是最真实的我。不必等三十五岁，

我早想做回自己。”56在寻找遗失自己的路上，人们虽无法预知结果，但不要完

全丢失自己，给一个寻找自己的机会，在喘气中回头吸收养分，喘息后再继续

往前走。 

当人们逐渐于世界中麻木，似乎都在警示着这是迷失自我的讯号，也许是

时候“仔细回想来时路，找到那最初的原点”57，将遗失的自己寻回。犹如吃尽

了各类美食，却会突然忆起小时候母亲烹煮的味道。“世界走得太快，有一天

我们会在速度中迷失，像被速食汉堡喂养着的人们，终究会失去真正的味蕾”58。

〈鱼肉蛋卷的原点〉中，翁回忆着母亲偶尔会因偷懒而做出一些创意又有趣的

料理，让她不禁也想拥有那未曾想过的另一种人生。而当在迷茫不知去向时，

又是否能停下脚步，去找人生之初，开启新的生命。“在那里重遇生命原初未

经修饰的世界，吃最简单的味道，赤裸而单纯地存在，成为一个似曾相识却又

陌生的自己，然后学习一种原味的快乐与轻盈。”59当重遇那最初的世界，似乎

才会再次忆起所有事物最初的面貌。〈随着 Goulash 游走〉记录着翁在东欧的

旅行中，遇到原是匈牙利牧人的goulash，后却被以各种不同方式呈现。当到了

goulash的发源地后，才发现 goulash最初的面貌。“穷人的钻石，是它最初的

面貌。世界之组建，不就从一碗 goulash 即能开始揣想？”60当遗失自己时，似

乎就该找回最初的面貌看看，并从那里再次开启另一种人生。 

刘玉钰指出，最初与最终的失去的差别在于，最初的失去仍能坚信最终依

然会达到；但最终的失去，是当寻找失败后重回一成不变的生活，失去期盼的

视空白为最终的归宿。61当试图脱离生活原有的轨迹时，不妨回想是否在路途中

遗失了自己，借过往记忆一点点找回自己。成长路上看似是条直线，但亦或许

它是个圆圈。“前进，竟也是归返之心。”62或许有人觉得“回头”是一种懦弱

的行为，但有时回头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当回头看着从前的自己，似乎是用

                                                             
56 翁菀君，《文字烧》，页 54。 
57 翁菀君，《文字烧》，页 60。 
58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97。 
59 翁菀君，《文字烧》，页 62。 
60 翁菀君，《文字烧》，页 115。 
61 刘玉钰，〈失去·寻找·失去——论村上春树《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的自我意识〉，页 167。 
62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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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另一种方式在了解自己，更在了解后与现今的自己和解，将成长路上改变的

自己与被遗失的自己更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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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生命交错的人事 

 

生命中并不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人们亦在人际交流中体会了不同的

人事。基此，人们亦在每一个不同人事中，对周遭的事物与关系有了更深层的

体会与理解。而饮食作为人们的每日所需，仿佛间接见证了每一个不同人事与

成长的瞬间。对此，翁菀君于散文中以饮食作为连接，将饮食与所经历的不同

人事结合，道出她生命中交错的人事。翁将她经历台马两地上交错的人事，与

饮食结合诉说出她的体悟。此外，她更借饮食道出自己在经历不同人事后，对

自我生命与人事的体悟，从饮食中去体悟出人生。 

 

第一节 饮食与不同人事的交错连接 

 

人生旅途中总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事，而从中亦拥有不同的体会与思考。

而在所遇见的种种人事中，人们亦会在不同的境遇中有不同的感触。从不同的

相处模式，深刻体会不一样的待人处事与心态变化。每日必不可缺的人际交流，

亦仿佛在时刻的提醒与成长自己。翁菀君透过饮食书写，将所经历的不同人事

与饮食连接，体现出生命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际遇。 

无论是不同的领域或人，都会拥有各自独特的习惯与方式，去体现与表达

自己。由此，人们总会在不熟悉中去渐渐了解与接收种种不同的存在，并视独

特为珍贵。犹如〈东坡爱肉肉〉中的东坡肉亦有许多种类，在融入了不同文化

后而拥有各自特色的味道。翁借着饮食表达出，哪怕是同一种事物，但亦会因

着所遇境况而延伸出不同的体会。皆说“住山上的人吃野菜，住海边的人吃鱼

虾”63，在一地方待久了，似乎便能因熟悉而产生了某种专属技能。在人生不同

的阶段与环境中，来来往往的人事让人们更深刻体会互相的不同，再经历从陌

生到理解的过程。身为马来西亚人民的翁菀君曾到台湾留学，虽用着同一种熟

悉的语言，却也因“两地教育、文化习性的差异，仍有仿佛邻近边缘的冲击

                                                             
63 翁菀君，《文字烧》，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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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64在深刻体会到了两国不同的人际交流方式，让她不禁思考不同的方式所

带给她的体会，并试着明白如何站立于这两者之间。 

人们有时不懂得拒绝，总是贪心的两边都想要，却忘了“贪念的黑洞太大，

生命的容量太小”65，人们需知并非所有都能得到，有时仍须做出选择。人们贪

心的欲望就如同那〈贪心卷饼〉中的饼皮，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容量，最后溢出

的馅料变成了贪婪。在人际关系中，李君怡表示人际交往时刻充斥着人们的生

活并带来不同的影响，亦表明平等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66在人与人之间的相

处中，似乎仍需细心衡量与相互理解，更懂得如何在抉择中取舍。翁在台湾留

学期间，可说是为她的味蕾与体会带来新的体会与冲击。她在台湾恋上了日式

咖喱，最后更买了日式咖喱块试图在回大马后重温记忆，却奈何始终无法复制

出那准确的口感。“做菜有时得用上孔子的中庸之道，有时却又得好恶分明”67，

人们总需要突出某种独特确切的味道，确认真正适合自身口味的味道。在一段

人际交往中，或许为人可以显得随和，但却并非表示毫无原则，而是于内心中

有着自己定下的原则。 

每个人到了能自我主张的年龄后，似乎总有或多或少的叛逆感，试图去尝

试那些因被限制而未曾做过的事情。〈薄情羊腩〉中描述了羊肉予翁菀君家中

的故事，因高祖母病重时得家中羊肉的滋补而好转，并发誓以后家中不吃羊肉。

虽一家人也并无刻意，但一次对比了父亲的沉默与翁美味食羊腩时，竟瞬间让

她有了“薄情薄义”的感觉。每个人对于事情的视角总是不同，有时候似乎无

法明分出对错，但是当站在对方角度去设想时，似乎就突然有些理解了。“要

了解一座城市，也许不能不进入城市内部的空间”68，从另一个角度去观看这座

城市，就如同人们看事情的态度一样。在台北期间，翁曾暂住于朋友牛肉面店

里的房间69，随处都充满着牛肉汤头的的香味，哪怕打烊后汤头仍在熬煮发出香

味。任何时期都处在香味中，让她不得不“确认自己没有变成一块牛肉干”
70
。

                                                             
64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13。 
65 翁菀君，《文字烧》，页 85。 
66 李君怡，〈人际关系中的平等〉，《祖國》2013 年第 3 期，页 18。 
67 翁菀君，《文字烧》，页 104。 
68 翁菀君，《文字烧》，页 161。 
69 翁菀君，《文字烧》，页 161。 
70 翁菀君，《文字烧》，页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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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熬煮的汤头有一天又是否会如羊肉的故事般中断呢？当身处一个环境久了，

人们又是否还能坚守自己，不陷入其中与其同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 

徘徊于两国文化的缝隙中，总是需要适应与熟悉那不一样待人处事的方式。

〈凉面之辣与不辣〉中，翁菀君借吃凉面与罗惹，体现出不同地域的人事。文

中描述，哪怕她扮得多像台湾人，却始终改不了那深入骨髓嗜辣的习性。如同

人们到了其他国家，即需熟悉当地的文化，但骨子里却仍留有自家习性的位置。

不同习性的交流，不免产生出碰撞的火花。在接触不同的交际后，翁认为南洋

人的说话待人方式，相较于直来直往，若“一不小心易换来一身内伤”71。而台

湾人交流的方式则较为温和，不将对方逼得毫无退路，让你“前路亦有台阶可

黯然身退”
72
，各体现出不同的待人方式。翁在《月亮背面》中曾形容在台湾的

“人与人之间留一道适切的渠道，为彼此保留了隐私的空间”73，而最后她亦渐

渐习惯了这种相处方式。而这种不同的交流方式，或许于任何一方来说皆无法

全然理解，但亦无法判别两者之间的对错，仅因习性的不同。“麻酱凉面和罗

惹，我两者都喜欢。只是我游移两边，但愿不会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才好。”74虽

然两种不同的习性皆可被接纳，但却也存在了两边不讨好的现象。 

虽翁于两处徘徊，却逐渐懂得了如何于两处中相处。与从前不同的交往方

式，人们最初总会因为不习惯而无从适应。在跨文化交流中，侯建军细腻指出

同一信息与不同的理解混杂一起，容易造成误解的可能性。75而这种误解的造成，

皆因人们缺乏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亦或人们最初更偏爱自己熟悉的习性。76到台

北后的翁菀君，感受到了台湾人的“善良不冷漠，热情不逾越界限……留有疏

淡适宜的空间感”77，更因那时的年轻而无法明白此般委婉的相处方式。但之后

却觉得这种“不可以客套却诚恳友善……让人安心”78，逐渐明白了这种相处方

式。如同〈歪巷镇与核桃意大利面〉中，当回忆起在马来西亚因直接的相处模

                                                             
71 翁菀君，《文字烧》，页 136。 
72 翁菀君，《文字烧》，页 136。 
73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129。 
74 翁菀君，《文字烧》，页 137。 
75 侯建军，〈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分析〉，《商場現代化》2007 年第 506 期，页 30。 
76 侯建军，〈跨文化交际的特点分析〉，页 31。 
77 翁菀君，《文字烧》，页 152。 
78 翁菀君，《文字烧》，页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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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受伤时，便开始想念这份不同的温柔。“我心中的核桃，坚果如两瓣对等

的岛屿，一边是炎炎热带，一边春暖花开，两者于我心上相融，已构成了一些

美好价值，以及恒常曜亮的记忆。”
79
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存在，却逐渐相互融

合，各自在自己的那一半闪耀。“我缓步走入那样的蜿蜒小径，竟一步步远离

了身后刺目的窗，直至不知该如何回头面向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尖锐。”80一开始

并无法理解的方式，最后却让她渐渐地走入其中，最后需要更是在“开始适应”

与“曾经熟悉”的感觉中相互交替。 

饮食作为每日所需，仿佛亦见证了人们一路走来的旅程，各种不同的人事

更体会出人们不一样的心境与体会。对此，李欣怡指出饮食原作为人们的基本

需求，而后却逐渐成为独特的文化，融入了地域特色与个人的情感。
81
饮食仿佛

承载了人们的情感，记录着所经历的不同人事。〈盘中的夏夜晚风〉中，翁形

容“那一次的凉面特别美味，或许因为偶然的时间停格，或许因为年轻。”82曾

经所见所体会的，随着时间流逝与不同人事的交际，才发觉对从前有了新的意

义，只因这“不仅是普通的饮食需求，更为一场精神的寄托。”83而这种精神的

寄托，更包含了人们在人事中所期待的一抹彩霞。如同〈女儿果〉中那个敷着

酪梨面膜的女孩，从内心深处透露出美来。犹如李欣怡所说，有些独特的味道

并非时间所能冲淡的，它之所以能被长久地记住，只因此菜肴融入了特别的情

感。与其说是佳肴之美味让人无法忘怀，倒不如说是难忘心中的那份情。84 

在人生际遇中，总会遇到许多不熟悉的人事物，而人们总需要一段过渡期

从中去适应与熟悉。过程中，也许思绪无数次的进行拉扯，但最终它们总需要

得到一个平衡，相互融洽的各自存在。无人能确保哪一方可更加的深刻，却能

够去理解在不同的方式中，各有独特的相处模式。但在这段和平相处中，人们

心中仍留有某些原则，以不让自己成为无处可立，两头为难的地步。而当真正

理解其中的相处方式后，似乎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真正的温暖与温柔。 

                                                             
79 翁菀君，《文字烧》，页 132。 
80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130。 
81 李欣怡，〈饮食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舍谈吃》〉，页 148。 
82 翁菀君，《文字烧》，页 124-125。 
83 王淑芳，〈感伤的精神旅行——论梁实秋饮食散文中的思乡情结〉，页 74-75。 
84 李欣怡，〈饮食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舍谈吃》〉，页 149。 



  20 
 

 

第二节 饮食与生命及人事体悟 

 

在经历各种际遇后，人们总能从中不同的心境亦或是事迹中，去获得许多

不一样的体悟。哪怕日子是一如既往的过，亦会因着心境的转换而产生变化，

而拥有不同或新的体悟。生命中人与人的交际似乎成为了必不可缺的常态，而

在面对种种人事后，似乎会有某个瞬间让你能拥有新的心态，对自我的生命有

了不一样的体悟。这些生命及人事的体悟，被翁菀君透过饮食书写的手法，运

用饮食道出对自我人生的体悟。 

究竟是妥协亦或早已厌倦，在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悲痛或挫折时，人们渐渐

由激烈的情绪转为无感，仿佛一切最终都已无所谓了。过着无感的生活久了，

快乐与悲伤都无法让我们深刻起来，似乎仅剩这具活着的躯壳。如翁于〈清粥

岁月〉写道：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快乐都无法深刻起来。生命即如是。时间这

条大河洗涤过的，都渐渐失去了重量。曾经拼尽全力想要获得的，当它躺

在掌心，恍如梦想成真，才知道原来它并不如想象中重要，那么地不置可

否。相反的，挫败也一样。85 

青葱岁月中曾有过的执着，都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地消失。有时觉得自己看透

了成败悲喜，但有时亦希望得到深刻的刺痛感。“不够深刻的悲伤和快乐，活

着只有七分，像喝下不咸不淡的白粥。”86〈清粥岁月〉中，翁菀君提及自己曾

因梦想与成绩而难过哭泣，那曾真实流露的情感，最后竟成了不确定性。“人

生的挫败，原来可以那么从容地存在……它不痛不痒，只是让你渐渐忘了成功

的滋味。”87 生命随着时间不停变化，曾经在乎的亦可转为淡然面对，但似乎

                                                             
85 翁菀君，《文字烧》，页 56。 
86 翁菀君，《文字烧》，页 57。 
87 翁菀君，《文字烧》，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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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要偶尔的悲痛欢喜，来打破无感的生活。翁渴望自己能从清粥一般的岁月

中，找回生命中熟悉又陌生的刺痛感，仿佛时刻提醒她还存在于世间的事实。 

在稚嫩岁月里，苦味似乎永远不会成为人们的首选。但成长之后仿佛懂得

品尝这复杂的味道，明白苦味原来是成人之物。〈苦味人生〉中道出，“瓜”

于孩子眼中应尽是甜味的，因此苦味的苦瓜并不能列入其中。“快乐与苦涩之

间有一个天秤，一边消耗得越多，另一边便比重失衡。”88从前似乎总是习惯品

尝甜味，而后却懂得如何用其他佐料来搭配这苦味，品其美味。或许这苦麻的

滋味便是人生，但在乏味或无感生活中，这苦味又何尝不是一道色彩。“那些

深刻的快乐与姿彩，早已悄悄埋在人生之初，在那一个未能把苦瓜归纳为“瓜

类”的、人性本善的年岁。”
89
在所谓“下半生”的生命中，成长的苦味或许增

多了，却亦能从中去体会苦中夹杂的甘甜。翁在《月亮背面》后记中，记录了

自己年轻时并不知原来生命可拥有各种样式，后来才发现“人生原来是双面刃，

犹如月亮的背面也不尽是黑暗无光。”90成长的生命中或许变得复杂，但却只能

叫人懂得品尝其中滋味，叫苦亦为生命增添色彩。 

每当回顾生命之时，人们总会不经意把人生分为两个阶段，即为“上半生”

与“下半生”的自己。上半生与下半生迥然不同的个性，就犹如玉米可生吃与

熟食一般，充满变调。翁菀君年轻时阳光且带刺，但三十五岁后却将人际关系

降至最低，将刺隐去，经不起人事的扰攘。91但犹如简单的玉米亦能延伸出不同

的佳肴，生命更能生出千变万化的模样。无论是哪种变调了的自己，若保有本

质，便不存在更坏或更好。“世界看它的目光，于是随着其形象变化，忘了层

层绿衣底下，它不过是劳动时代中人们用以填饱肚子的玉米。”92而人与人间的

交往，在随着年龄的变化中亦会有不同的体会。翁在〈臭味相投〉中描述嫁于

马来人的姑姑，后钟爱叁巴臭豆，如同她爱她的丈夫一样。虽然他们拥有着不

同的肤色，却亦如爱吃臭豆般同声同气。“仿佛每个人都拥有它独特的气味，

而那气味使人相互吸引，交谈、相守。”93随着不同的际遇，生命亦不停地变化，

                                                             
88 翁菀君，《文字烧》，页 46。 
89 翁菀君，《文字烧》，页 46。 
90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203。 
91 翁菀君，《文字烧》，页 33。 
92 翁菀君，《文字烧》，页 36。 
93 翁菀君，《文字烧》，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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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亦在途中发生改变。基此，人生似乎不能被早早定义了，因有谁能预测

未来的自己会变为何种模样，又有何种体悟。 

在繁琐的生活中，从缝隙中得到片刻的慰藉与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机会，

已成为一件极为难得之事。在〈让奶油炖菜疗愈一夜疲劳〉中，翁菀君认为当

处于生活无助中时，似乎只需要一道奶油炖菜，便能得到温暖与安抚的疗效。

而当内心被充满的瞬间，才发现原来“以泪水抵抗现实原来无比幼稚，因此复

又充满抬头挺胸的力量。”94勇往直前的生命中，总会需要片刻的缓冲时刻，让

内心得以沉淀之后再继续出发。而在这片刻缝隙中，似乎也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独处能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并无须外来信息占据大脑。”95当人们处于

独处时，便能更加深层的思索并认真与自己面对面对话。于人来人往的交际中，

能在空隙中得到片刻的喘息与随性，将自己的生命拉回本质。那片刻的缝隙中，

是如此的孤独，却又“如此极静，反倒可以听见心里的声音。”96当处于一个孤

独的时刻时，便能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听听那些被冲散的低吟。 

当人们在社会或生活中受了伤后，总会试图于其他地方寻找温暖来慰藉自

己。这时或许有些人便会将自己藏于贝壳里头，在自己隐藏在狭小空间里暗自

疗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似乎就能不被外界所干扰，试图在独处之际收获更

好的自己。97在黑暗中寻找光，似乎成为了一种本能，一种渴望被拯救的愿望。

在〈蛤蜊之歌〉中写道，“要不是极度黑暗，人习惯了奢靡与繁复，谁又看得

见一直在旁的微弱亮光？”98犹如文中所写，在喧闹繁华的城市里，一道酒蒸蛤

蜊竟能抚慰灵魂，简单却美好。韩青指出，世间的美好总有它的规律与节奏，

而这种美好似乎便需要我们于安静时，才能与它美好的相逢。99若不是处于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谁又记得要抬头仰望那微亮闪烁，却能指引方向的星星。

如同生命中那些不经意的善意，却是成就当时的一道光。生命中不仅有甜亦有

                                                             
94 翁菀君，《文字烧》，页 106。 
95 陈祉妍，〈如何在独处中学会成长〉，《教育家》2020 年第 18 期，页 22。 
96 翁菀君，《文字烧》，页 140。 
97 韩青，〈独处是生命的良田〉，《人才资源开发》2020 年第 21 期，页 96。 
98 翁菀君，《文字烧》，页 110。 
99 韩青，〈独处是生命的良田〉，页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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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可就着眼泪与蛤蜊同吞入肚内，才是我们这个世代能明白的安抚方式。100

翁菀君用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她生命中的成功与挫败，体会其中的苦与甜。 

现如今混杂的世界中，又有什么是可以完全被相信的，“国家之言不牢靠，

放入口中的也不可信，唯有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味蕾。”101在亲身经历过一道道

坎后，似乎皆可从中得到新的体悟。而在这些体悟的背后，苦甜参半的收获亦

使人深刻。翁于〈惯坏的味蕾〉中体现自己正视生命中所有苦甜，因“人生之

意义在于苦甜参半，什么都不曾尝过，人生就少了真滋味。” 102没有谁可以真

正逃离所有的苦，但却需足够的智慧去品尝其中的苦与甜，为生命中彩上不一

样的色彩。在浮浮沉沉的岁月中，当人们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似乎便能回归

到生命的美好。
103
如同翁菀君于〈听酒〉中，表现出自己喜于过着简朴单调的

生活，过着闲散听酒般的日子，就如“酒后能见人的真性情”104般的生活。

“有些时候，并非我们拥有得少，只是我们要的太多罢了。” 105因此，当人们

在被世界逐渐淹没后，往往追求的亦不过是最初简单平凡的美好。而这一份被

渴望的美好，在世界的缝隙中努力生长，试图开出一朵盛开的花。 

生命中所经历的种种，总能带给人们许多不同的体悟，更是因人而异的体

悟。翁菀君曾于《月亮背面》中，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关注大我世界的人，她

更关注那些看似微小且毫不起眼的小事。106基此，翁总能敏感的从自己生命与

人事中的细微小事，去得到新的或不同的体悟。李欣怡表示，品美食亦如品人

生，因眼前所见的非仅为一道佳肴，更有着世间的人情百态与生活的智慧。107

生命中的苦与甜，似乎总需要自己深刻体会后，亦能得到对自身的体悟与成长。 

 

 

                                                             
100 翁菀君，《文字烧》，页 110。 
101 翁菀君，《文字烧》，页 93。 
102 翁菀君，《文字烧》，页 95。 
103 杨伟祖，〈体悟生命智慧 回归朴素本真〉，《人与自然》2013 年第 2 期，页 10。 
104 翁菀君，《文字烧》，页 26。 
105 杨伟祖，〈体悟生命智慧 回归朴素本真〉，页 11。 
106 翁菀君，《月亮背面》，页 186。 
107 李欣怡，〈饮食散文中的人生况味——浅谈《雅舍谈吃》〉，页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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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语 

 

翁菀君于《文字烧》中，巧妙地将人们每日所需的饮食作为书写媒介，叙

述自己生命中的过往与体悟。她将饮食作为记忆的器皿，收藏了生命中的点滴，

记录着她生命的痕迹。翁运用饮食书写回想过往，体现出简单饮食所带来的幸

福感，将“简单”扩张成了满满的幸福，更道出现今“简单”的不易。而在成

长的道路上，翁亦深刻体会自己是如何在得到中渐渐地失去自己，由此便透过

饮食去寻找那个被遗忘的自己。当在记忆中追寻自己之时，将成长路上的改变

与被遗失的自己更好的融合。此外，人们在经历不同的人事后，便会对周遭的

事物与关系有了更深层的体会与理解。对此，翁将饮食与所经历的不同人事结

合，去道出她生命中交错的人事。而在经历各种际遇后，人们总能从中不同的

心境亦或是事迹中，去获得许多不一样的体悟。这些生命及人事的体悟，被翁

菀君透过饮食书写的方式，道出对自我人生的体悟与成长。 

承上，就马华文学饮食书写文类而言，在普遍大众的眼中，当谈及有关饮

食类的书籍时，或许涌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料理书籍。除了那些有着料理

步骤的料理书以外，便是如《阿贤好食光》108用叙述故事的手法介绍美食。虽

然书中用叙述的手法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仍更着重于介绍美食于大

众。但相对的，在林金城的饮食书籍中，虽亦用叙述故事的手法谈美食，但其

中更蕴藏了其它元素。犹如在《安乐茶饭》109中，虽主旨仍谈美食，但更谈论

文化与饮食历史的由来，并借着记忆来谈论自己童年的味道。此外，在他的

《知食分子 3》110中，亦记录了饮食的风貌与风土人情。林金城在《味觉散步》

111中，开启味觉的记忆替菜肴说故事，并试图为文化寻根。由此得见，有关饮

食类的书籍虽亦会谈及文化与饮食历史，但其主旨皆为介绍美食。但翁菀君

《文字烧》中的饮食书写，谈论的并不是美食，而是借着饮食，来书写自己的

情感与人生。在与自己对话中，平凡且真实的经历不仅让读者引起共鸣，陷入

                                                             
108 杨佳贤、许裕全，《阿贤好食光》（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17）。 
109 林金城，《安乐茶饭》（雪兰莪：木言社，2013）。 
110 林金城，《知食分子 3》（雪兰莪：木言社，2014）。 
111 林金城，《味觉散步》（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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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她赋予饮食重量，将自己表露出来，并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通过翁忠

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将能更接近她的内心世界，体现出她对己对人对生活的热

爱。翁菀君将自身的经历与心思情绪注入到饮食中，不仅表达了自身的思绪，

更是让读者对人生陷入沉想与反思，使翁菀君的饮食书写有了特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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