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味行》班級共讀 

學校：私立大同高中 

班級：高二誠(普高 202) 

指導老師：蔡迪清老師 

 

感言文字： 

從開始帶孩子們在三魚網寫閱讀心得以來，我刻意避免指定讀物，我的想法是心得寫作要長久，必需

讓孩子們覺得寫作是興趣而不是負擔，當他們可全權決定自己的讀物時，比較不會覺得像是在「做功

課」，再者，在沒有任何選書暗示的狀況下，也可以透過孩子們選的書，窺視到一些他們內心世界的

端霓。 

經過了幾個月，我判斷孩子們比較可以信任我並沒有要用閱讀心得來做為評價他們的工具。恰好收到

三魚網舉辦《留味行》試讀活動，所以我想試試全班共讀會是怎麼樣的光景。書寄來時，我還在想要

怎樣跟孩子們說：「大家都要讀這本書，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能針對這本書發表心得？」這畢竟和我從

開學以來推廣閱讀的態度不太一致。這時學校來了一個通知，高二所有班級在 12 月 1 日要去基隆內

木山打靶，學校已為各班代訂遊覽車。我靈機一動，把試讀本帶上遊覽車上發，試讀本的篇幅和車行

的時間配合的恰到好處。 

 

 

書本剛發的時候，有一股濃濃的油墨味，前排的學生抱怨好臭，我說：「這可是活生生熱騰騰的食譜

喔！」於是又引來了一陣哄堂大笑：「是要一邊打靶一邊煮飯嗎？」不過有幾個孩子一下子就被書本

的內容吸引住了，他們一下子就發現這起來像食譜的書本，其實是濃的化不開的家的味道。我沒有再

多說什麼，只說：「閒著也是閒著，大家看看吧！也歡迎你們在 12 月 10 日之前，上三魚網留下你的

的閱讀印記。」 

 

到今天(12 月 10 日)，有 20 多位學生在三魚網寫下《留味行》的閱讀心得，大部份是和祖父母有良好

互動的學生們，透過這本書回憶起自己的祖父母，這本書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讓孩子們意識到「平

常最習以為常的滋味，往往是將來最常回味，愈也最難以再現的幸福！」 



 

 
《留味行》班級共讀 

 

 

 



 

 
《留味行》班級共讀 

學校：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班級：二年 8 班 

指導老師：歐陽蘊萱老師 

 

感言文字： 

*以生活中常見之材切入，細膩描繪出自己的情緒，和所觸發的回憶。  

*作者生日奶奶必準備雪菜肉絲煨麵，象徵對孫女的疼愛，奶奶走了，雖然有了自由，但也失去了奶

奶疼愛的幸福。 

 *無名小黃瓜醃：以醃小黃瓜，聯想到醃物是最有情，留得最久的，以及人生命的延續與死亡，滋味

深遠。 

*老派生日麵：每年生日奶奶都會做壽麵給孫女吃，象徵著親情關愛，但老人家離去後不再有壽麵，

卻是另一種自由，也逐漸思考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否像奶奶一樣煮出滿懷愛的壽麵。 

*五湖四海的粽子：奶奶的一生影響了她做粽子的口味，有傳承家鄉傳統，也摻雜的自己幾十年的生

活經驗，造就了口味豐富充實的獨家粽子。 

*辣油是無敵救星：爸爸對辣的喜愛，配上日本媽媽對食物的清淡口味，使得家裡的一罐辣油成為唯

一救星，展現生活中的衝突與樂趣。 

*三叔的酸辣醋溜高麗菜：每年某天都會吃到的酸辣醋溜高麗菜，紀念著逝世已久的三叔，從作者模

糊的記憶，描繪一位同性戀者在時代綑綁下無奈傷感的的故事。 

*爺爺的手工蛋餃：蛋餃是爺爺生前最喜愛的食物，從家人們口中片片段段地拼湊對爺爺的印象，想

像爺爺臉龐俊俏，手巧心細，寄託滿滿思念。 

*無醬油太白粉的爛糊肉絲：作者家傳的肉絲炒大白菜，不加任何調味醃漬 

    ，煮出菜葉的清爽與自然，而長大成家後仍謹記這一份單純美好的味道。 

*幸福的上海菜飯：奶奶的菜飯是全家人幸福的滋味，而從她口中述說的菜飯的小故事，更使人於一

片幸福洋溢中，感受了一番詫異與知足，這份感覺，將永無保存期限。 

*歡樂扣餃：一份扣餃，也許是奶奶隨意拼拼湊湊而來的，卻能使家人們對它記憶永久留存，這種模

式，不也是一般小家庭最無意間的驚喜？ 

*團圓醃篤鮮：每年除夕夜才吃得到的奶奶的醃篤鮮，記錄著過去那段祖孫相處，全家團圓過節，時

而歡愉、時而寧靜的美好時光。 

*還沒煮好最好吃的紅燒肉：偷吃還沒煮好的紅燒肉是最美味的，除了肉是實著的鮮嫩，也隱藏著祖

孫中滿溢而俏皮的愛。 

*每道菜看起來都色香味俱全，充滿了「媽媽的味道」，使我的心都暖了起來，垂涎三尺。 

*我最喜歡爺爺的手工蛋餃那篇，因為我從小就沒有看過爺爺，我只在奶奶的照片中看過，吃到含有

爺爺味道的蛋餃，就像作者一樣。 

*無名小黃瓜醃>>有些記憶忘了就真的沒人可問，這滋味真是難受。 

*無醬油太白粉的爛糊肉絲>>日常的一天就這樣沒頭沒尾的結束，就像大部分的日子一樣。但有了飯

菜，就不是普通的平凡日子，像白飯突然變彩色一樣，人生也彩色。 

*歡樂扣餃>>那些不知來歷的菜，也許都是主婦在廚房裡的味道創作，在有限資源理想讓家人味蕾跳



 

 
《留味行》班級共讀 

舞的初心，造就了新的菜色，一吃成經典，久吃竟然傳家。 

*團員醃篤鮮>>可以定格，表框起來掛在心頭的，那種喜歡。 

*爺爺手工蛋餃>>蛋餃是黃金元寶，下午的空氣裡閃亮亮有豬油香氣，光微微，透過屋頂灑在爺爺身

上。 

*心得：每一道菜，都有屬於它們的傳承故事，而色香味俱全的菜餚，是因為有了親情的可貴，更加

地有意義。 

*看完這本書，作者在食物中回憶她的人生，每種食物說的不僅是一種味道更是一種體悟，讓我在欣

賞美食的同時，感受到了作者對於家庭朋友的溫馨，所謂吃在口裡暖在心理，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一道菜,一段歷史,一整個故事令人感動。 

*這本書主要是在講作者的奶奶所做的特殊私房菜，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她的菜融合了各國各式個樣的

料理。雖然作者的奶奶已不在人世，但作者仍常常懷念奶奶做的菜，還希望能再吃。 

*每道菜的背後都有他一段故事，最能令人感到美味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家人用愛親手煮的家鄉菜，

作者將味道完全用文字呈現出來，卻能令我真實地感受到那味道。 

*人總是要失去什麼，才會想去追尋回憶，有時老人家的叮嚀雖然聽得很膩，以為已經聽得很熟了，

最後卻發現自己聽到的已經是零零碎碎的回憶。 

*奶奶的手藝是許多人念念不忘的味道，也引起我無垠的共鳴，其中最吸引我的一道菜是手工蛋餃，

看起來金黃酥脆的外皮與飽滿鮮嫩的餡料，真令人垂涎。 

*雖然奶奶已經走了，但是所留下來在廚房做菜的模樣，深深刻印在作者的記憶深處，每道菜都有不

同的典故，其實做菜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容易，我最喜歡團圓醃篤鮮這篇，過年必吃，即使奶奶走

了，作者仍不失傳統的去作這菜。 

*人沒有辦法獲得永生，味道卻能夠代代相傳，奶奶煮的菜色也許書上只能看的到，味道卻能深深傳

到心中，藉由此書，讓奶奶的味道能夠永遠保存下去。 

*跳躍在味蕾上的思念，濃濃的傳遞在作者與家人之間，奶奶的每一道菜都是精心準備的，在每個人

心中留下回憶。 

*這本書雖然不大，但裡面充滿著很多回憶與思念，每道菜都用一個故事來呈現， 

內容很有故事性且生動，讓人有想要一讀再讀的衝動！ 

*作者雖說是家常菜做法的總匯與紀錄，但全是奶奶留下來的好味道，有著一道道經典、無法被遺忘

的這十一道，細細的品嚐，每一口菜餚將奶奶的言語、兒時故事從嘴裡化開，是作者對奶奶的記憶，

我想，這也是一種感懷的方式吧！ 

*就算不是什麼高級的料理，和全家人一起做小點心，享受參與的過程，這才是「歡樂食物」的重要。 

*和一般冷冰冰的食譜不同，在教如何做菜時蘊含了滿滿的親情，看完以後心頭暖暖的。 

*這本書寫出作者平時遇到的小菜，也寫出許多被人忘掉的滋味，他奶奶的許多好菜令人留戀，同時

這些小菜也凝聚了家人的感情，讓全家的感情變的更好。 

*作者利用奶奶所煮出來的味道，回憶以前的回憶，用味道去象徵奶奶，每道菜都有奶奶的獨特作法，

在尾段，作者說在煮「還沒煮好最好吃的紅燒肉」這道菜的過程中，回憶起作者小時候趁奶奶不在廚

房時，總是會去偷吃煮到一半的紅燒肉，這時，蓋子掀起的聲音讓奶奶發現，而奶奶總是會說：「我

們家有一隻老鼠咧!」而這時，奶奶已經不在自己身旁了。 



 

 
《留味行》班級共讀 

學校：大安高工 

班級：控制二乙 

指導老師：周家嵐老師 

北市大安高工控制科二年乙班葉書維 

 

之所以會接觸到這本書，是因為國文老師的大力推薦。老師在緊湊的課程中撥出一點時間，透過

書摘導讀與影片欣賞，帶領我們認識《留味行》的寫作精神及內容。從家喻戶曉的龍應台《目送》到

此書，作者所面對的都是失去親人的痛，沒能逃避只能面對，面對著他們的背影默默的離去。原本我

對這本書沒有太大的興趣，但聽著影片中作者娓娓道來她對奶奶的思念，我慢慢被這樣的題材給吸

引，進而想要一探究竟。 

 

作者是一手由奶奶帶大的，因為思念奶奶及記憶中那熟悉的味道，她獨自一人打開時間之門，沿

著七十年前奶奶逃亡的路線開始流浪，並且找尋那熟悉的味道背後的故事。一路上，記憶中的味道若

隱若現，伴隨著作者重新拼湊過去，也幫助作者治療失去奶奶的憂傷。翻閱這本書的同時，我的童年

回憶也逐漸浮現腦海：那時，爺爺常和我手牽著手去公園，當我跟著作者的回憶一同流浪時，依稀感

覺到已故的爺爺好像也坐在旁邊看著我，跟我一同回憶過往。 

 

「我們長大、變老，失去孩子般任性妄為的資格。卻在各種旅途中都慢慢成為獨立勇敢的人。等

到有一天夠堅強了，可以煮一碗需要耐心的煨麵，用一種老派的心情，給人祝賀生日快樂。」這是瞿

筱葳在她奶奶走後的某年生日寫下的感觸。過去，在作者生日時，奶奶都會特地為她煨麵，雖然有點

老派，不過正是人間美味，而且包著滿滿溫馨的記憶和愛，作者吃著開心，老人家也看得開心。奶奶

過世後，不再需要與家人一起過的生日，雖然看似自由，卻也有著空虛與失落。在〈老派生日麵〉這

篇文章中，我看見一位長者對晚輩無私的愛，付出這麼多，只是想看見孫女的笑容，但當時不懂得珍

惜的孩子，卻只能在失去後才努力想捉住什麼。 

 

小時候，爺爺常會做風箏送我，然後一起到公園讓它在天空中飛翔，孩提時，我那傻傻的夢想就

像風箏一樣，隨著爺爺的愛心飄揚在空中。在我跟爺爺的小世界裡，他是偉大的發明家，我則是仰慕

他的收藏家，但，這些美好終究要變成回憶，爺爺走了，握住線的，不再是兩人，可是那風箏依然還

在，彷彿在告訴我：人生旅途依然要走下去。就像作者說的，等到那一天當我夠堅強時，當我也有了

兒孫時，我也要再讓那風箏在天空中飛翔，以爺爺對待我的那種心情，為我所愛的人創造一些值得珍

藏的回憶！ 

 

《留味行》就像一部紀錄片，作者在旅途中找尋奶奶的味道，觸景生情想起有奶奶相伴的童年，並且

一一記錄下來。看完這本書，會勾起你心中屬於「愛」的那些記憶，每個片段就像電影般投射在心底，

歷歷在目，提醒你：要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留味行》班級共讀 

學校：國立屏東女中 

班級：2 年 6 班 

指導老師：姚政男老師 

 

淡淡的味道喚起沈睡的記憶…… 

 

有一些味道曾經在我們的回憶裡躲著，我們可能以為它已經消失，甚至很難說出它的名字，但是

某一天，某個時候，它又會悄悄地告訴我們它從未離開。 

 

看到「留味行」這本書的試讀訊息，心想有免費的書可以看，又可以鼓勵學生寫作心得，何樂而

不為？於是毫不遲疑地申請了這個活動。沒想到，這也喚醒了沈睡在記憶某處的「它」。 

 

作者瞿筱葳用對奶奶的情感聯繫了這十一道菜。從學生們覺得最容易做的「無名小黃瓜醃」到被

想像是最難的「手工蛋餃」，都能看得出來作者對祖母深深的依戀。沒有了作者對祖母難以忘懷的情

感，這本留味行和一般廚師如阿基師等人所寫的食譜簡直沒什麼兩樣。也因為這樣，這本書輕悄悄地

喚起了曾經被我刻意淡忘的味道。 

 

學生們討論這本書的讀後感想，有人印象深刻的篇章是因為沒嘗過，如「手工蛋餃」；有人卻是

因為常吃，所以好奇，究竟是什麼特殊味道，所以讓作者難忘。而我卻因為〈五湖四海的粽子〉這一

篇，想起了祖母手的味道。 

 

祖母是傳統閩南女人，很多事情都是親力親為，每逢過年過節，殺雞包粽樣樣精通。小小年紀的

我常常蹲在她的身旁，看她殺雞時肅穆的表情與嘴裡唸唸有詞的樣子，似乎在舉行一場神聖的祭典。

包粽時總要經過繁複的程序，洗粽葉、泡糯米、炒餡料……整個廚房都是油煙味道，但是小小的我卻

一點也不覺得難聞，反而覺得偶爾祖母用手圔餡料給我吃的時候，她臉上的笑容，她手上濃濃難以化

開的慈祥的味道，是愉悅的，是足以繞樑三日的。 

 

小學五年級時，祖母在浴室靜靜地走入人生的盡頭，年幼的我沒有嚎啕大哭，也不知該怎麼樣才

能表現內心的空虛與悲傷。也許「大悲無淚」就是這個意思吧！我還記得入殮之前，我緊緊握住她早

已冰冷僵硬的手，撫觸著她滿佈細紋的掌，似乎還殘存著她慈祥的味道。我不知該怎麼調適這種圔在

胸口的鬱悶，只能刻意淡忘，只能將它封存在記憶的深處，甚至以為已經忘記。 

 

看完這本書之後，那曾經熟悉的味道似乎又在鼻間蔓延開來，那曾經握在手中有些粗糙卻溫暖的

觸感似乎又在掌間滿溢。原來，它從未消失，從未遠離，就在腦海深處靜靜地睡著，等待我重新翻閱

的時候。 

 

感謝三魚網舉辦這次的試讀活動，讓我有重新翻閱記憶的機會，也因為同學們試讀之後，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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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相當值得推薦，因此決定試著照著書上的食譜所述，於 100 年 12 月 24 日預定舉行一場「留味行

名菜試吃」活動。同學們分組後，各挑一道菜，試著做出來跟全班分享。而我也藉這機會要求學生能

製作請柬，邀請其他老師一起來嚐嚐書上的美味，一起來閱讀沈睡在他們記憶裡那熟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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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新竹市立香山高中 

 班級：801(國中部) 

 指導老師：李炳翰老師 

  

  沈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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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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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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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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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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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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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羽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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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惇敘工商 

班級：電一忠 

指導老師：陳麒仰老師 

 

共讀心得 1 

   這本書是有一天素賢老師給我們的一本食譜，看完之後覺得古時候吃的東西好簡單，但可惜的是

我沒有嘗過古時候的味道，應該是很美味的吧!有時候逛街的時候，常常會看到掛著古早味的招牌就

會忍不注想去買一些嘗嘗看，嚐過之後，其實古早味也是一種特色，很難忘，每次都會想在買來吃吃

看因為那一種味道就跟這本書上奶奶的味道一樣吧! 

    小時候吃的菜都跟這食譜不一樣，可是應該很令人難忘，因為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奶奶的味道，

每一道菜都有一段故事，雖然再也吃不到了，可是應該會在腦袋裡留下深刻的記憶。 

    看完這本留味行－奶奶的十一道菜，也讓我想到小時候奶奶也有很多很讓人忘不掉的食物，尤其

是那紅燒肉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食物之一，看到這一本書裡也有紅燒肉，想必書裡說的奶奶應該也

煮的很好吃吧! 

    我覺得這十一道菜裡面最特別的一道菜就是團圓醃篤鮮，雖然看了他所需要的食物，很普通，但

是很讓人印象深刻，可能味道也是讓人無法忘懷的吧! 

因為也沒有在台灣吃過這種菜。 

 

共讀心得 2 

    這本書裡面寫了作者和他奶奶的一些回憶和十一道菜，其中我覺得作好吃的一道菜就是第十一道

菜的「紅燒肉」，光看到了菜的圖片，就覺得非常好吃，而且奶奶家的作者每當奶奶煮的香味四面八

方籠住了整間屋子時，就會六到廚房打開鍋蓋偷偷的夾起來吃呢!再下一個我覺得做開心的食物就是

「歡樂扣餃」了，雖然連作者也不知道扣餃的「扣」怎麼寫，應該是奶奶所自創的名稱，做法也是奇

特，要用到飯碗來把多餘的麵糰扯掉，裡面的餡料也可是可以自己包成自己喜歡的東西，說不定還可

以做出與眾不同的美妙口味呢!而我覺得做特別的就是奶奶所包的包的粽子了，奶奶所包的粽子裡，

不是我們平常在吃的普通粽子，而是有一些融合了南北風格的粽子，裡面的餡料包羅萬象，有包棗子

或紅豆的赤紅粽，也有包栗子的很多，都非常的好吃呢! 

 

共讀心得 3 

    最近學校圖書館發給我們一本名為「留味行：奶奶的十一道菜」的書，要我們閱讀，希望我們可

以養成看課外書的習慣。 

    想必現在的學生一定一拿到這種書，毫不考慮就是把它丟進抽屜或書櫃，並加以真空冷藏，以便

達到老師們所說的：「各位同學書要好好保管唷!!」當然我也一樣總有意外嘛。 

    有次在家因為太無聊了只好把他從我的真空冷藏書櫃中取出來看看囉!!沒想到這麼一看卻讓我

像著了魔一樣，越看越起勁，也越看越餓。因為顧名思義裡面就是再介紹作者奶奶的十一道私房菜。

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一道菜，就是奶奶為了可以和家人一起愉快的動手做，而發明出來的「歡樂扣

餃」。這道菜不只做法簡單，就連裡頭的料也可以改包承自己所喜歡的東西，不僅過程中可以增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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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感情、吃起來更是人間美味呢~ 

    在看完後也讓我有種想馬上下廚的衝動，看著裡面作者的食譜和形容的味道，以及最後都會附上

的成品圖片，讓我看的每道都口水直流呢，這真的是本非常值得推薦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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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南商工 

班級：廣設二忠 

指導老師：廖明秀老師 

 

學生/楊晨民 

家門口的斜對街就是個美食巷弄，各式各樣的菜飯，雖香氣十足，但儘管是再濃烈再誘人都覺得對不

上我的胃口，只有一股味兒才能勾勒起我那天真的童年回憶！在那回憶裡有個古早的懷舊滋味，使我

一直忘懷不了，一碗看似簡單的上海菜飯，卻能讓你感動在心頭，從挑米、洗米、揀菜、洗菜，一道

道的過程皆是用心良苦，時時刻刻一直惦記在心裡，那是屬於奶奶的獨特味道，奶奶的家鄉味兒。香

甜的米飯香摻雜著青江菜的古早味，七十幾年來一直不變的那份傳承，奶奶的心意藏匿在精湛的廚藝

中，一道道的美味佳餚，細心的品嚐能拼湊出一段段童年的片刻回憶！同學們看完這本《留味行》，

都覺得很感動，作者用簡單的篇章文字，寫出了生動的情緒，讓讀者看見與奶奶之間的互動，追溯到

以前和奶奶的互動，思念像是道光芒，圍繞著作者和奶奶綻放，美好的過往深深的留在作者心中，味

道就像是回憶的召換術，大家都像讀過了一趟心靈之旅，體驗了無味的廚房一樣，一道道佳餚都充滿

著和奶奶的回憶，讓我們每個人都像想起了自己的奶奶，那溫馨美好的畫面浮現在腦海中，大家一齊

不禁的臉龐上流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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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南商工 

班級：觀光一忠 

指導老師：許惠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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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惇敘工商 

班級：室二忠 

指導老師：洪小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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