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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闡述一既深且廣的飲食哲學。作者深入飲食傳統和文化，提出許

多標新立異的道德思考，同時強調如何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懂得如何吃，你

就懂得如何生活。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哲學博士、《哲學家雜誌》編輯與共同創辦人，

並定期為《衛報》、《泰晤士報》等報刊撰稿。作者是英國知名的暢銷作家，

曾出版許多哲普作品，例如《自願被吃的豬》、《新聞挖挖挖》、《你以為你

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等書。 

 

二●內容摘錄： 

  勇於求知也包括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以及勇於接受我們堅信不移的事實

或許根本不是事實。(p.32) 

 

  自耕自食、支持在地農產的好處很多，但我們不應該誤以為這就是自給自

足的展現，反而要認知到，沒有其他人、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我們就什麼也

不是。 (p.47) 

 

  做正確的事有時就像走鋼索，但如果只能選擇不走或掉下去，我們能做的

只有盡可能維持道德上的平衡。(p.127) 

 

  我們應該在延續美好傳統的同時，也不剝奪它改變的權利。(p.149) 

   

  發自內心說謝謝很容易，但真正的感謝不只是話語和感受，也會從生活方

式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來。(p.252) 

 

三●我的觀點： 

  人是一種會吃、會思考、會享樂的動物，而餐桌正可以同時滿足我們的三

樣需求。餐桌上的食物，帶給人類的不只是美味，還隱含了許多道德問題。若



我們試著在吃之前，思考食物的來源、吃這食物的行為，這頓餐對我們也更有

意義，也同時能從中獲得更大的滿足。 

 

  餐桌上的食物究竟從何而來？它的成分又是什麼？書中作者提到了「勇於

求知」的精神，我們應該更深入了解眼前的食物。平時在飲食上，我們並不會

勇於求知，多數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購買的食物有沒有符合永續發展、動物福

利、或是公平貿易等。但「勇於求知也包括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以及勇於接

受我們堅信不移的事實或許根本不是事實。」(p.32)勇於求知並不代表我們看到

什麼都該不假思索的全盤接受。當我們看到一個「事實」，也許是專家的研究

報告，也許是一篇廣告文宣，一定是正確的嗎？例如前陣子的新聞報導，標榜

有機的蔬果居然被檢測出農藥殘留量超標。我想，勇於求知不只適用於食物，

更是我們日常生活所應該注意的。當我們從書本中獲取了一樣知識，都應該保

留改變的空間，在吸收的同時不忘思考。 

 

  「我們應該在延續美好傳統的同時，也不剝奪它改變的權利。」(p.149)有

些人堅持扛著傳統的包袱，但是除了學習，食物也是「不進則退」，有些改變

其實是好的。現在街上處處賣著各種口味的披薩，但如果店家都堅持只做只有

番茄、起司和羅勒的傳統義式披薩，我想在台灣，披薩店的生意大概不像現在

這麼好吧。作者在書中提到，「最好的傳統不是往後看，而是瞻前又顧後，把

過去的好東西延續到未來，而且即使看到它改變、成長也不擔憂。」但傳統的

定義，除了書中提到的時間的差異，應該也有地區的差異。臺灣是個結合各個

民族的地方，街上賣的越南河粉、泰式料理，和所謂道地、傳統的口味或許也

不一樣，為符合臺灣人的口味，這些異國料理勢必得做出一些改變；就我己身

的經驗而言，臺灣賣的日式料理比日本當地的料理更令我和家人喜愛。我認

為，我們應該保留傳統的美感，但隨時間和地區稍加改變，同時盡量不讓創新

破壞了傳統，而使傳統隨時代進步。 

 

  「發自內心說謝謝很容易，但真正的感謝不只是話語和感受，也會從生活

方式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來。」(p.252)在學校的午餐時間，開動前我們都會撥放

一段飯前禱告，感謝天主以及為我們準備食物的人。但用完餐後，看見廚餘桶

中堆積如小丘的剩菜，令人不禁覺得這樣的感謝到底有沒有意義？作者在書中

提到，除了禱告，他認為最好的辦法非「避免浪費」莫屬。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常因為「怕買不夠」、「特價」等理由，買了過多的食物，或者在餐廳因

為一時嘴饞多點了幾道菜，最後卻沒有進到肚子裡。我們應該衡量自己的需

求，避免浪費，這就是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感謝。我想禱告仍有其意義，「因為

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 

 

  對一般人而言，吃，是需求、是享樂，但或許不是思考。這本書從餐桌帶

領讀者走進哲學的奇幻世界。讀了這本書，我試著去探討，美味食物背後隱藏

著什麼樣的道德迷思和問題？吃素一定比較慈悲？在地生產一定比較環保？基

改作物一定有害？從採購食材，到烹調，到吃，甚至減重，這本書指導我從不

一樣的角度思考。它不僅教會我怎麼吃，更要有道德的吃。「吃的哲學」雖艱

深卻貼近生活，當我們對飲食的了解越多，從食物得到的也越多；懂得如何

吃，食物也更顯得美味。 



 

四●討論議題： 

  近年來，臺灣食品安全問題嚴重，黑心食品流竄市面，不僅危害國人健

康，造成消費者心理恐慌，更打擊臺灣國際聲譽。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該如

何制裁並防範黑心廠商，消費者又該如何衡量自己飲食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