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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吃」看似簡單，卻是深度思考的議題。作者朱立安‧巴吉尼在書中透露，哲

學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一個人的性格與價值觀，可由基本瑣事窺探。在其他

出版作品中，如《自願被吃的豬》、《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鴨子中了樂透》等也可透視此理念。本書分四部分、二十三個有關食物的問

題進行討論，有些我們知曉，有些卻未曾意識到；從有機食品與吃素主義的迷

思，到烹調方式的真理，甚至是減重時人心的考驗，全都囊括在內。  

二●內容摘錄： 

  你得放棄別人能受你控制的錯覺，信任你的合作夥伴才能達到目標。這麼

做的同時，你不只信任他們的善意，也信任他們的判斷。換句話說，當我們不

再尊重判斷力的時候，也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p.136) 

 

  一個否定人的不完美、只顧利用科技追求完美的世界，永遠達不到真正的

完美。(p.174) 

 

  深刻的感謝應該根植於日常的習慣，在我們對浪費的態度以及坐下來用餐

時的心態中展現出來。同時也需要時時質疑自己的認知，確認我們的選擇不是

反射性動作，而且會導向好的結果。(p.252) 

 

  藝術不會把我們變得更高貴，卻可以讓我們發現卑微的生命也可以便的豐

富且有價值。(p.276) 

 

三●我的觀點： 

  飲食在當今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只是維持生命的本能行為如此簡單了。

歷經千年的文化洗禮後，飲食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必有所改變。就如同作者所

說，人是會吃、會思考、會享受的，而在餐桌上能同時達成。而且，在這分工

極度細緻的社會裡，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物所牽連的一切，其數量之龐大與繁雜

往往超乎想像。因此，「吃」豈不是日常生活與社會脈動的縮影？我們在生活

中遇到的問題，在餐桌上也無可逃避。 



 

  我們常認為自己所接收的事物是理所當然的，從不思考其背後的來由與真

理。這是件可怕的事。如此一來，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活在什麼世界，渾渾噩

噩的度日子。在餐桌上也是如此，「如果不知道東西從哪裡來，你就不知道它

是什麼。」明顯的例子在台灣四處可見。不肖商人們利用法律規範的漏洞，使

用了危害國人健康的品項混淆視聽。你是否知道家中廚房的油品從何而來？也

許它根本不是食用油品，是地溝油。盡可能的勇於求知吧！當我們實際深入了

解後，便不會被外在所欺瞞。同時，我們也會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因為他

們是如此真實。勇於求知也代表著勇於面對無知，這過程或許有些痛苦，但能

夠腳踏實地的活著，是值得付出那微小的代價的。 

 

  接著，我們將發現原本堅信不移的事實或許不是事實。在二十一世紀的我

們常將「吃素主義」與「有機」奉為至高無上的信仰，並忠誠的執行著；他們

起先的出發點都是好的，但這二主張自有其矛盾之處，只要有心去了解，發現

問題的癥結並不難。前者逃避了動物真實的感受，而後者不願認同工業化農業

的某些優點。而且，英國農業研究會的前科學主任羅伯‧布萊爾教授曾做了一

份考察，他指出，有機與傳統作物在營養價值和有害農藥殘留上並無差別。

「真正的尊重是尊重該事物的原貌，而不是自己所想像的樣貌。」這便是勇於

求知的精髓。 

 

  此類衝突也盡在不遠處。在漫無邊界的人生中，我們總有貫徹著一切信念

的價值觀，並信仰著、遵守著，為了見證它的光輝而逐步前進。但此種觀念實

在過於抽象且遼闊，自己對它的認知或許只是冰山一角，甚至是扭曲的，每日

遵守的細項也可能趨於繁瑣，木然地執行著，漸漸地偏離或者忘卻本質。何其

荒謬！如此一來，只會困在自己的認知中愈加狹隘，不可能邁步向前。 

 

  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因科技的發達，使得量測儀器愈加精準，人們便開始

依賴這些測量出的數字。它們一成不變，品質穩定，規範一致，可說是非常的

「標準」。同樣的，食譜的出現也是「標準化」的體現。當人們只須遵從標準

執行事項，按照食譜加入固定克數的鹽，就不會思考為何要這麼做了，也不太

需要自己下決定，因為照著標準做，絕對不會錯。但是，人類是會思考的動

物，為甚麼要自行捨棄這能力？標準化會扼殺判斷，使實踐的智慧淪喪。況

且，標準化作業雖然不會錯，但很難達到完美。法條也是標準化的經典產物。

在以台灣的食安問題為例，不肖業者總是設法以最低的成本來達到標準，這樣

早晚會出事。「標準化」早已滲透到生活中的各個角落了。從早上起床後的第

一餐，食物包裝上的建議卡路里量；到學校後，被塞入制式化、篩選過的課程

內容；放學後想娛樂一會，到書店看小說，卻發現不同小說的陳述風格與劇情

走向都十分相似，卻都非常暢銷……。在主流社會中，教育、司法、娛樂（大

眾文化）、食品等各種領域的事物，都呈現相同的風格了。 

 

  在都市叢林裡，緊迫的生活步調總讓人感到窒息。而飲食，常被認為只是

用來填飽肚子用的事項而草草解決。但是一台效能再怎麼卓越的機器，若從不

讓它停止運轉與保養，總有一天會故障。如果人們能稍作「停頓」，好好地吃

頓飯，使自己從急迫的步調中稍作喘息、調整心情與節奏，不是很好嗎？對於



這點，我感觸良多。在學校時，我總會在段考的二個星期前捨棄午餐時間來念

書，看似賺到了不少時間（三十分鐘乘以十天，五個小時）但實際上效率奇差

無比。那時刻正是一大半天下來最疲憊的時候，再怎麼集中注意力，效果仍不

佳。就如同作者所說，值得去做的事值得花時間做好；生命不只是得盡快完成

的代辦事項清單。好好地吃吧！ 

 

  我認為，現代人，尤其生活再都市的人們，過分追求效益主義，導致目光

短淺，價值觀的判斷只剩二分法，完全沒有可商量的灰色地帶，也因此造成了

上述、還有更多的問題。這也完完全全反映在餐桌上。下次吃飯時，好好地思

考吧！這將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四●討論議題： 

  在這個以標準化的規範來評斷是非的社會裡，成績可說是其中一種產物。

在大考當中（例如學測或會考）的作文的評分標準都會事先立定，使閱卷老師

憑此批改作文。如果以標準化的評判程序來批改作文分數，是否會因此扼殺學

生的創造力？淪為中國史末期最令人詬病的八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