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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國家檔案承載著歷史文化演進，見證國家發展及社會變遷，藉由積極妥善

的徵集典藏，讓國家典章制度與人民生活軌跡得以保存傳承，並透過開放多元

的加值應用與研究推廣，凝聚屬於全民共享的珍貴國家記憶，永續前人智慧策

進未來願景。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飲食不僅是民生大計，更牽動相關

產業的發展，並反映各個世代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價值等，今年本會檔案管理局

以戰後臺灣飲食發展為題，從國家檔案中擷取映照年代具代表性的政策內容，

經研究加值，特舉辦「想食‧饗時─臺灣飲食檔案特展」，並出版「食光‧

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專書。回顧臺灣的飲食發展歷程，從戰後初期只求

溫飽的年代，到現今可遍嚐美食的多元社會，不僅有匯聚各式美食的夜市，備

受國人與觀光客青睞，尤其小籠包及珍珠奶茶等在地好味道，更讓臺灣馳名四

海。此外，速食餐飲及異國料理紛紛來臺，以及客家、原住民等獨特風味料理

亦成為飲食的新潮流。

近年來，本會推動之城鄉發展建設，藉由挖掘在地文化底蘊，形塑地方創

生與振興觀光，從創生案例中，不乏將農產、特色食材或餐飲資源，結合觀

光與文創，足見飲食產業為其不可或缺的一環，融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復

興地方產業與活化休閒觀光，不僅打造均衡發展的樂活家園，更讓世界看見臺

灣，吸引國外旅客體驗在地活動，促進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再者，糧食安全更

4



是本會重大政策「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之推動策略方向之一，立基於

過往相關產業創新的基礎上進而超前部署，讓臺灣在面對COVID-19疫情時，

得以確保糧食與民生關鍵物資穩固供應，未來將持續與相關部會積極推動，以

加速飲食產業升級轉型，除了讓民眾安心享用美食，亦提升臺灣食品產業品質
與競爭力。

檔案是建構國家知識體系的重要基礎，本會檔案管理局自成立迄今20

年，典藏長度逾26公里、跨世紀且類型多元的國家檔案，已累積辦理21項主

題國家檔案特展，並衍生多元加值產出。隨著新興科技發展，檔案形式日新月

異，加上民眾對政府資訊使用需求與日增加，檔案管理與應用更須與時俱進，
透過公私協力共同賡續開發檔案的多元價值，讓民眾認識並體驗檔案的不同面
貌，進而應用檔案，發揮檔案的社會教育功能，並實現透明治理，奠基創意臺

灣發展藍圖。

中華民國110年9月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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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長序

《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一書，緣自於本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之合作計畫。該局策辦「想食．饗時－臺灣飲食檔案特展」，透過

國家檔案影像、物件等資料，呈現1945年至2000年間，臺灣飲食文化與國家

政策之間的關聯，並進一步將展覽內容轉譯為專書出版，讓更多人體驗美食文

化，值得期待。

飲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透過飲食，除可一窺國家政策及歷史脈絡，

更可想像彼時的常民生活。而古今中外，飲食也是文學創作常見的主題，作者

的飲食生命經歷與創作靈感彼此激盪，造就臺灣飲食文學的獨特品味。本書的

檔案紀錄，將成為臺灣飲食書寫的資料寶庫。

為了鼓勵各部會提升文化施政思維，透過行政院文化會報跨部會專案合

作，請各部會研提計畫，並由本部分攤部分經費協力完成，歷年合作計畫涵蓋

文化多樣性、文化資產保存、文化體驗教育、文化交流等多元面向。本次與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協力出版《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是跨

部會合作成果的展現。

本書藉由珍貴的國家檔案，形塑了臺灣飲食文化風景。飲食百味，映照多

重時代意義，希望閱讀本書的讀者，於臺灣飲食議題能增添不同的體會，喚醒

飲食的生命記憶，從國家檔案識歷史、識香味，豐富文化味蕾。同時也希望，

未來能有更多部會，透過文化會報跨部會合作模式，提升並展現整體國家文化

思維。

文化部　部長

謹誌

中華民國1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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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客家委員會從106年開啟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下稱檔管局）跨
部會合作「旅程．印象臺三線經典攝影展」，後續經由整合資源、共同辦理的

方式，不斷地創造更多效益，更以跨族群、跨世代參與為目標，進行知識體系

累積、藝文展演創新以及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

客家話「食飽吂 siid bauˋ mangˇ」、閩南語「食飽未」如此熟悉且親切

的問候，道出了「食」在不同族群間，存在相同需求與歷史意義，從食物也可

看出不同的社會歷史縱深與文化的區別。而飲食的演變與料理的方式，則體現

社會不同群體中相互學習與交流的成果，例如鍾理和先生散文作品「竹頭庄」

內出現的客家菜「紅麯 fongˇ kiug」鴨蛋湯，便是取自福州料理，經由客家飲

食著重的生活經驗發展而來。

這本與檔管局共同出版的《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充份地展現

臺灣人的味蕾在時間長河裡嚐過什麼滋味，這些滋味背後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又

是如何，以及這些飲食的發展歷程如何造就今日的臺灣。

本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並規劃於111年舉辦「客家飲食文化：族群、歷史
與比較」國際研討會，希望藉由不同視角探究客家飲食文化，更期待經由客家

飲食文化觀察，向大家介紹與分享當代客家族群的生活脈絡與區域性特色，讓

大家更了解客家在地的文化。

中華民國110年9月

客家委員會　主任委員

謹誌

客家好時。好食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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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局長序

寶島美食，遠近馳名，飲食文化淵遠流長，

隨著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更趨多元與全球化。

國家檔案記載臺灣飲食變遷歷程，自清領以來的

糧食輸出區，歷經二戰後糧荒吃不飽，政府以政

策推動增產，抑制奢侈消費，再加上國際物資及

技術援助，改變飲食內容並豐富口感，尤其開放

異國飲食，為臺灣飲食文化注入更多國際化的元

素，堪稱饗食天堂，也讓寶島獨有的料理小吃，

遠渡重洋風靡世界各地。

本局每年以國家檔案策劃貼近民眾生活的
主題特展，今年適逢成立20週年，特舉辦「想

食．饗時－臺灣飲食檔案特展」，回顧戰後臺灣

飲食政策發展。感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以下稱客發中心）暨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

基金會及更多公私單位與個人賜助合作，擇選

1945至2000年近百件珍貴檔案及相關文物、照

片，鋪陳並呈現飲食文化多元脈絡與樣貌，本特

展除實體展外，亦承蒙文化部與客發中心的資源

挹注，協力將內容編輯出版本書，以饗讀者。

本書分成「先求吃飽的年代」、「美援改變

你我的飲食」、「從便當到國宴」及「汽水、市

場、飲食國際化」4大單元，透過精選檔案影像

及其說明，佐以15件焦點檔案小知識。其中，

無論是農漁業增產計畫、梅花餐運動、麵麥牛奶

推廣或國外飲品上市等，皆可探尋國家政策影響

大眾飲食的箇中奧妙。本書除運用拉頁呈現臺鐵
「餐車設計圖」，輔以乘客於車內用餐照片，一

窺如今已不復見的餐車景象；還能綜覽2000年

後總統就職典禮國宴料理菜色的轉變、臺灣早市

與夜市的發展歷程、國內外料理在臺交融等。此

外，書封內頁特別商請傅培梅女士的家屬程顯灝

先生授權本局附以手繪傅女士2道經典料理的食

譜小卡，讓大家可以復刻國寶級烹飪大師的幸福

滋味。

臺灣飲食文化從想食到饗時，歷經拓展、融

合與內化，具有獨特的臺灣味道，並與世界分

享，進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美食寶島。期盼本書的

出版，與您從國家檔案一同探索記憶中的飲食故

事，依隨時光流轉，重溫你我的食光記憶。

中華民國110年9月

謹誌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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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序

本中心臺灣客家文化館自101年啟用以來，
致力於館際合作，並以學術為前導，深化展示能

量，如106年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作辦

理「客家、巴色差會與太平天國」展示研究。至

於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下稱檔管局）

合作源起於108年「與地圖的時空對話－國家檔

案地圖中的故事」，該次展示讓我們更開闊了檔

案應用的多元性，109年接續合作「客庄過往－

解密淡新檔案特展」，同年度亦承蒙檔管局的相

惜與肯定，局內同仁特別至本中心實地進行業務

交流，今（110）年6月更簽署合作交流協定。本

次攜手合作「想食．饗時－臺灣飲食檔案特展」

及展覽專書出版的計畫，更具體深化交流實踐。

本次的展覽與專書，讓我們藉由國家檔案了

解臺灣飲食文化的發展，是經濟與社會進步的軌

跡。從「先求吃飽的年代」到現今臺灣飲食精緻

多元的樣貌，讓人彷彿走進時光的廊道，精彩的

展示架構搭配一張張珍貴的檔案，讓時空演進變

得鮮明而生動。

客家料理彰顯著勤儉惜物、兼容並蓄的族群

特色，許多客家菜起初並非客家人所獨有，而是

依照所處的外在環境，從選擇原料、烹調方式、

口味等逐漸演變。談到客家飲食文化的發展，就

如同客家人遷徙的歷史一樣，是多元發展並非單

一的，在未來本中心規劃的當代客家特展中，也

會就此呈現更多相關詮釋與對話。

專書內我們所提供的檔案，是典藏於客家文

化資產數位網客庄「酸菜加工」的影像及常設展

內的客家桌菜。酸菜在客家飲食中相當普遍，代

表一種庶民飲食的樣貌，也代表客家人對存糧珍

惜的概念，更是客家人用心愛物的具體表現。另

本中心常設展中的客家桌菜，則是代表客家飲食

各地有別，即便經過時間與空間的改變，就地取

材與樸實飽足仍為一種核心傳承。

檔管局所擁有的珍貴檔案是記錄國家進步與

重要發展的美麗瑰寶，對於本中心策展元素的拓

展，更是裨益良多。未來期待在2個單位互相的

協助下，能為國人帶來更多深入且寬廣的展示樣

貌。

中華民國110年9月

謹誌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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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飲食包羅萬象，從夜市小吃到米其林餐廳百家爭鳴；不僅人人在日常生活

中吃得到在地傳統與現代滋味外，美食也成為吸引國際旅客來臺觀光的一大魅力。

飲食文化是一種累積的過程，涵融了各世代生活經驗、經濟狀況，乃至於價值

觀、認同感，從中也反映不同的時代意義。

臺灣早年是糧食產區，糧食產量不僅自足，而且還可以出口。然而，第二次世

界大戰因戰爭造成民間物資匱乏，戰後臺灣社會面臨糧荒問題。政府除推動農漁增

產，也透過政策廣徵糧食、抑制奢侈性消費。從戰後「公共食堂」的興起到1980

年代「梅花餐」運動的推廣，都隱隱可以感受到戰後因糧荒而節約，或至少在宣導

上力求儉樸的政策脈絡。

你可曾想過，自己與阿公、阿嬤的飲食習慣為什麼大不同？他們習慣三餐以米
飯為主食，但更年輕的世代，生活中多了許多各式麵食、愛吃麵包、習慣喝牛奶

等。回顧1950年代起，國際間大舉援助臺灣麵粉、黃豆及奶粉等物資，改變了我

們的飲食習慣。

此後60、70、80年代，臺灣社會飲食視野更為寬廣：隨著電視臺開播，我們
有了電視烹飪節目「傅培梅時間」，一播40年，對臺灣家庭飲食影響深遠。我們

可以在移動中的火車餐車上享受美食，也成為不少人美好的回憶。而象徵國家對飲

食論述的國宴菜單，也忠實呈現出不同年代的政治思維：在地風味小吃、在地食
材，乃至於國宴下鄉，是這20年來臺灣無論政治或飲食的風貌。

本書共精選近百件關鍵檔案，呈現1945年至2000年臺灣飲食文化與國家政策

之間的關係，分為4大單元：
一、先求吃飽的年代

二、美援改變你我的飲食

三、從便當到國宴

四、汽水、市場、飲食國際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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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政府撤退來臺，為解決糧荒問題，朝「開源」與「節

約」兩個方向著手。開源，鼓勵農漁增產，舉辦全國增產競賽。節約，開辦筵席稅

並將酒樓餐館改為公共食堂，規定收費標準以杜絕奢侈浪費；這對早年臺灣社會高

社經地位階級的精緻飲宴、酒樓飲食文化不無影響。

糧食短缺問題雖在1950年代，因增產政策奏效加上國際援助抵臺獲得解決，

甚至可外銷賺取外匯。但1970年代，臺灣為推行國家建設，依然實施節約政策，

行政院長蔣經國推行十項革新政策，要求公務人員謝絕應酬。但民間應酬宴飲難以

禁絕。

於是在1980年代，出現了「五菜一湯」的「梅花餐運動」，梅花餐成為節約

聚餐的代名詞。本單元分3個主題：

 1-1　徵糧與增產　把糧找出來

 1-2　公共食堂　跟你想的不一樣

 1-3　沒有梅花入菜的梅花餐

先求吃飽的年代

1



徵糧與增產　把糧找出來

戰後臺灣面臨糧荒，社會不安，民心浮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糧食局為解決

缺糧問題，先掌握糧源。於是在1946年推行「田賦徵實」，將原本交錢的田賦改

為繳交稻穀，並派專任調查員到各縣市確實徵糧。田賦徵實實施到1987年停止。

其次，制定第一次五年糧食增產計畫（1946-1950）。1950年，糙米產量達

142萬餘公噸，超過戰前最高產量近2萬公噸。由於成效卓著，糧食局在1951年

實施第二次五年糧食增產計畫（1951-1954）。這項計畫在1953年併入臺灣經濟建

設四年計畫。除了推動糧食增產，政府也同步推動其他農漁牧業的增產。

1938-1950年臺灣稻米（糙米）總產量 

年份 生產量 指數 年份 生產量 指數

1938 1,402,414 100 1945 638,828 46

1939 1,307,391 93 1946 894,021 64

1940 1,128,784 80 1947 999,012 71

1941 1,199,006 85 1948 1,068,421 76

1942 1,171,182 84 1947 1,214,523 87

1943 1,125,804 80 1950 1,421,486 101

1944 1,068,121 76

單位：公頓

1-1

資料來源：�黃登忠主編，《臺灣百年糧政資料彙編》，第2編（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糧食局，1997），

頁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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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200000000A/0057/31604/0008

案　　　　名   台灣省對糧食局長李連春以糧政艱困請辭與慰留

說　　　　明   1968年，臺灣省政府糧食局長李連春回顧自

1946年上任以後，22年間以增產糧食、穩定糧

價為核心，從事生產、掌握、供應、調節及餘糧

外銷的工作情形。

產 生 年 代  1968

檔 案 來 源  總統府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糧食局長李連春的回顧

李連春出身於現今臺南市後壁區的務農家

庭，赴日就讀神戶商業學校。畢業後返

臺，任職於加藤株式會社嘉義支社，又因

業績卓著調升臺北副支店長。1938年起，

被延攬擔任臺灣總督府米穀局顧問。1946

年，李連春先是被聘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糧食局副局長，不久便升任局長。其後

長達24年的臺灣糧政，都由他主責規劃。為了解決臺灣戰

後糧食問題，李連春不僅致力推動米穀增產，並透過田賦徵

實、肥料換穀、大戶餘糧收購、隨賦收購、貸款給農民再折

價收回稻穀等政策，掌握糧食生產。糧食局不僅職掌糧食政

策，也就食鹽、食用油、雜糧、麵粉等重要民生物資的配

銷，扮演穩定物價的積極角色。

1-1-1-1

檔

案小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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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16



檔　　　　號  A383000000A/0035/a188.1.8/01

案　　　　名  人民請撥糧食救濟糧荒

說　　　　明   戰後，高屏地區因戰爭期間耕地荒廢、缺乏肥料，

加上颱風肆虐南部，導致米荒，黑市米價天天上

漲，民眾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到1946年，缺糧情

形仍未改善。

為什麼戰後缺糧？

1-1-2-2

產 生 年 代  1946

檔 案 來 源  高雄市政府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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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386000000A/0035/43208/3

案　　　　名  糧食

說　　　　明   為解決缺糧問題，政府陸續推動「田賦徵實」、 

「公地放租改徵收實物」等政策，儘量掌握糧食。

田賦徵實的目的在充實軍糧、調劑民食、平定物

價、平均負擔、平衡預算。稻田一律徵收純淨乾燥

稻穀，其他則徵收代金。

為什麼要「田賦徵實」？

1-1-3-2

產 生 年 代  1946

檔 案 來 源  臺灣省諮議會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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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383000000A/0035/a452.6.2/1

案　　　　名  米穀增收競賽會

說　　　　明   1947年，臺灣農政逐漸恢復常態，高雄縣政府舉辦米

穀增產競賽，以一、二期稻作的時間作為競賽時程，

在每期稻作期間比賽。有鑑於高雄縣競賽效果好，後

來臺灣省政府農林處開始舉辦全臺增產競賽。

米穀增產競賽

1-1-4-2

產 生 年 代  1947

檔 案 來 源  高雄市政府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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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325000000E/0052/0027/1

案　　　　名  1949-1951農復會專輯

說　　　　明   在米糧不足的時期，甘藷扮

演重要的角色，讓許多人不

至於餓肚子。

產 生 年 代  1950

檔 案 來 源  行政院新聞局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採收甘藷

1-1-6-2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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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383000000A/0036/a452.6.3/1

案　　　　名  甘藷增產競賽會

說　　　　明   糧食局對甘藷增產極為重視，因為甘藷的營養價值

高且比白米便宜，所以大量收購生甘藷和甘藷簽。

高雄縣政府推動甘藷增產競賽，比賽獎金豐厚。

看誰甘藷產得多

產 生 年 代  1947

檔 案 來 源  高雄市政府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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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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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383000000A/0036/a025.29/01

案　　　　名  36年度農業增產推行計劃

說　　　　明   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農業推廣委員會所推動的農業

增產項目，在糧食作物之外，還包括水果、蔬菜、

茶葉、苧麻、黃麻、棉花等農作物，也有豬、牛、

雞、鴨，甚至飼料及未列在表中的肥料等。

1947年高雄的農業增產計畫

1-1-7-3

產 生 年 代  1947

檔 案 來 源  高雄市政府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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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AA00000000A/0041/8-4-1-3-10/2

案　　　　名  經濟部台灣漁業增產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

說　　　　明   臺灣漁業增產委員會成立於1951年9月25日，委員會由

我國6人、美國4人共同組成。委員會運作及執行資金來

自美援，補助我國建造漁船、發展遠洋漁業。

漁業增產　美援扮推手

1-1-8-1   

產 生 年 代  1952

檔 案 來 源  行政院

檔案管有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7

臺
灣
飲
食
檔
案
故
事

先
求
吃
飽
的
年
代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書  名：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
編  者：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發 行 人：林秋燕
撰 文 者：陳怡行
出 版 者：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文化部／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展售門市：請至「GPI政府出版品資訊網」（https://gpi.culture.tw/）查詢

設計承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2)2270-8198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初版一刷

定  價：新臺幣肆佰捌拾元  

GPN：1011001284

ISBN：978-986-5467-35-7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書中所載之檔案管有機關（構）或個人同意或授權。

食 光 . 時光 : 臺灣飲食檔案故事 /陳怡行撰文 . -- 初

版 . -- [新北市 ]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 文

化部 ,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民110.09 

　　面 ; 　公分 

　ISBN 978-986-5467-35-7(精裝 ) 

　1.飲食風俗 2.文化史 3.歷史檔案 4.臺灣 

 538.7833 110014654  

檔案時光盒

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





《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帶領我們找尋屬於臺灣的味道。

臺灣戰後糧食短缺，政府推動政策，讓大家都吃飽。

美援來臺後，主食改以米麵並行，步入工商社會，改變我們的飲食型態。

之後邁入全球化，臺灣美食揚名國際。

透過檔案，描繪國家政策對飲食文化的影響。

臺灣飲食檔案故事

食
光

‧

時
光

 臺
灣
飲
食
檔
案
故
事

檔案時光盒 GPN：1011001284
定價：新臺幣480元

二
〇
二
一
年
九
月
出
版


	封面
	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