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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料理在臺灣： 

鋤燒（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

（1895-1960 年代） 

 曾品滄 

摘 要 

鋤燒（スキヤキ）是日本明治年間發展而成、富有「文明開化」意味的一種

新料理，頗受市民階層、知識青年的青睞。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此款料理方式流

傳到臺灣，不僅受到許多本地智識階層歡迎，且形成若干特有的消費意識。 

本文主旨以臺灣人的鋤燒經驗為對象，分析日本飲食文化嵌入臺灣人日常生

活脈絡的過程，也試圖透過鋤燒消費所傳達的象徵意義，來呈現日治時代臺灣人

社群意識的發展。對臺灣人來說，使用包含鋤燒在內的日式料理，與其學習「日

本化生活」的動機有關，但鋤燒的口味與烹調方式與臺灣人既有食物具有相似性，

也是鋤燒容易被接受的重要原因。此外，使用簡便、價格低廉等現實因素也有助

於鋤燒的普及。但更重要的是，鋤燒具有文明開化的意義，且其食用方式，適合

同儕團體激發認同情感，實踐自由、平等之現代社群意識，因而受到熱中現代社

群生活的智識分子歡迎。甚至轉介到家庭領域，成為該階層營造家庭生活樂趣的

重要料理。由此顯示，在殖民統治時代，智識份子所接受的現代思潮（包括營養

學與保健知識）或社群生活經驗，也是觸發家庭飲食內容發生變遷的重要因素。 

也因為具有特殊消費意識與特定的消費群體，即使到了戰後時期，對許多經

歷日治時代的臺灣智識分子來說，鋤燒仍具有重要消費意義，成為彼此互相慰藉，

溫存往日情誼的媒介，甚至成為他們尋求認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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