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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化的西洋味： 
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 

陳玉箴 

摘 要 

西餐館及西洋料理的興起與發展，是在外來勢力影響下，一種嶄新的消費與

文化實踐。本文從「供應西洋料理的消費場所」出發，探究臺灣在日治時期西洋

料理業的發展及臺灣人的西洋料理消費實踐，分析其在物質面、認知面及相關文

化論述與意義系統上的變化及西洋料理進入臺灣社會的脈絡。 

日治初期西洋料理在日人引介下進入臺灣，中、低價位的西洋料理屋尚未形

成重要的消費空間，但官方建造、價格昂貴的鐵道旅館則是上層階級的重要社交

場所。至日治中期，西洋料理營業場所逐漸轉移至珈琲館、喫茶店，以較低價格

與輕鬆氣氛，提供洋酒、咖啡、日本化的麵包及咖哩飯等簡易西式餐點，構成與

本地酒樓不同氛圍的休閒或聚會空間，並有西洋料理從業者成立以珈琲館業者為

主體的「臺灣司廚士協會」，但從協會刊物亦可看出西洋料理業的經營困難。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西洋料理的輸入多停留在簡單餐點、飲料，而非整套用

餐禮儀或飲食文化的學習，外送及與和、漢料理混食的情形亦經常可見，在臺灣

人眼中，西洋料理與現代化、文明等概念並沒有緊密的連結。參加日人宴席、聚

會或偶然休閒與便餐，是臺灣人享用西洋料理的主要時機。本文申論，不同社會

中「西方文明」與「現代化」的連結與獲得接受，因其社會結構、權力關係，而

有不同發展。臺灣社會在殖民結構的限制下，消費與文化實踐的學習，不僅來自

日本對西方認知的折射，亦帶有顯著的階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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