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書知味-中華飲食文化圖書演講分享會」活動  

時間：11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10：00-16：3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 圖書館二樓多媒體放映室  

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前身是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成立於 1989 年（民國 78 年），是

一個以研究、傳承中華飲食文化為宗旨的民間財團法人，不僅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以蒐集、保

存中華飲食文化的寶藏，更是企業秉持對社會大眾回饋的理念，免費提供社會大眾使用的專

業圖書館。為了讓更多學子了解其豐富的館藏，基金會於 2022 年開始與學校圖書館合作，

推出「食書知味—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書展」。今年，東華大學圖書館特別向基金會爭取前

來辧展，展出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三十多年來的特色館藏，包括：飲食古籍、國宴菜單、世

界各地飲食文化書籍、飲食文化教學影片、「飲食古籍資料庫」、「數位飲食圖庫」。藉由這次

難得的展出機會，我們在東華大學圖書館舉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部分區委員

會」，讓出席的合作館館員們能對這間中華飲食文化的專業圖書館多所了解，並將邀請漢珍

數位圖書公司劉毓欣協理專題演講「奇萊食材淺探」及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臺灣文化學系的兩位教授透過對談分享「臺灣飲食文化」。開幕式由國立東華大

學圖書資訊處陳偉銘處長與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許嘉麟主任共同主持，歡迎國立臺東大學圖

書資訊館謝明哲館長、佛光大學、宜蘭大學、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等各地的圖書館同

道，齊聚東華大學參加今天的活動。   

  

圖一、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陳偉銘處長致歡迎詞               圖二、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許嘉麟老師贈感謝狀  

首場專題演講主題是「奇萊食材淺探：資料庫中的吉野稻香」，由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劉

毓欣協理跟我們分享。由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謝明哲館長擔任主持人。奇萊為花蓮市的

古地名，吉野則為花蓮縣吉安鄉的舊稱，為探討日據時期人們的生活，報紙是很重要的資

源，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華藝線上圖書館下關鍵字「報紙」可見一斑，除了新

聞本身外， 廣告也極具參考價值，很有趣的是「味素」似乎是當時民生重要物資，有大幅

的廣告。從臺灣日日新報搜尋當時花蓮比較有名的農產品，是西瓜及稻米，台灣自 1922 年

開始每年獻穀給日本天皇，依北中南東順序輪流，1928 年花蓮第一次輪到，獻穀田即選種

吉野 1 號米，1935 年第二次輪值，獻穀田再次選種吉野 1 號米，並榮獲逸品封號，吉野 1

號也以天皇米打響名號。 

  



    
圖三、臺東大學謝明哲館長主持上午首場專題演講                  圖四、漢珍數位圖書公司劉毓欣協理主講「奇萊食材淺探」  

下午的專題演講是「臺灣飲食文化」講座，由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陳偉銘處長主

持，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臺灣文化學系的兩位教授和中華飲食

文化基金會許嘉麟老師透過對談。葉秀燕的講題：從原「汁/知」原「味/衛」到原食力－

原民飲食的可食資產與文化動能。原住民飲食和文化動能通常反映著特定社群的歷史、環

境和價值觀。不同的原住民社群擁有獨特的傳統飲食和文化元素。 

原住民飲食資產： 

野生食材：原住民通常依賴於本地的野生食材，包括野生動植物。這些食材可能包

括野生動物、魚類、樹木和植物。 

土地產品：許多原住民社群與土地緊密相關，他們的飲食中常包含與土地相連的食

材，如土地上的水果、根莖和藥草。 

傳統製作方法：傳統的烹飪和保存方法，如燻製、曬乾、發酵等，是原住民飲食文

化的一部分。這些方法有時候也反映了環境條件和可用資源。 

飲食禁忌：某些原住民社群可能有特定的飲食禁忌，與宗教信仰、祭祀儀式或社會

結構相關。 

文化動能： 

語言和口述傳統：語言是文化的核心，原住民社群通常透過語言傳遞傳統、故事和

價值觀。口述傳統在文化傳承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藝術和工藝：原住民社群的藝術和工藝品反映了其獨特的文化動能。這包括編織、

雕刻、繪畫等傳統藝術形式。 

音樂和舞蹈：音樂和舞蹈是文化表達的重要途徑。原住民社群的音樂和舞蹈通常反

映他們的歷史、祭典和生活方式。 

社區儀式：宗教和社會儀式在原住民社群中具有重要地位。這些儀式包括祭典、慶

典和其他慶祝活動。  

「原味」飲食經濟是當代原住民重要的文化展演與認同。 

耕作、生產到料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技藝，也是文化資產。 



作物到食物都可視為族的可食資產。 

 可食資產 

  •飲食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是原住民日積月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生命經驗與自

然環境互惠共生的生計循環。 

  •而從當代社會的飲食文化中，更可以看出原住民為了適應環境，以傳統的文化元

素或在地食材，創造新的飲食料理，成為具有原住民飲食特色的食農教育遊程及

推廣原住民觀光產業的基礎。 

  •以原住民飲食文化為主體的可食資產，因為藉由農事體驗、 料理實作、導覽敘事，

賦予族群飲食更多元的動態的教育意義，轉而成為身體銘刻的遊客經驗，也凝聚

自我和遊客對於原鄉部落的認同和原住民族食農主體的可見性。 

  
圖五、陳偉銘處長主持下午專題演講                                              圖六、下午場講座「臺灣飲食文化」三位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