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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花(1) 

：話說這一碗白花花的「搗灰」！ 

● 方子毓
 

 

 

假日午後，在面對平日繁忙的生活，一到空閒時總想遠離都市的塵囂。或許受了

大人的影響，才幼稚園的小女也老愛宅在家裡畫畫、寫字

、看電視，享受和大人一般慵懶的假日生活。有趣的是；

這時只要提到要去吃碗豆花，小朋友沉靜的心情也就跟著

愉悅起來。 

在台南提起吃豆花，好像會讓人聯想到安平，但豆花

並不專屬於安平獨有的東西，而是全臺灣大街小巷都不難

見到的傳統美食。去安平一方面也是位於郊區，可以順道

去海邊走走，看看洋行、古蹟、買買蝦餅等零嘴，因為安

平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外觀光客必到的府城景點之一。但這

項台灣傳統的民間小吃，這一碗大家再熟悉不過的「擣灰

」，早已和我們的生活記憶和歷史情感連結在一起。 

兒時記憶中，約莫是四五六年級生的回憶裡，那個物

質生活不甚豐富的年代，住家巷子裡通常午後三、四點時

，都有一位賣豆花的阿伯挑著扁擔沿街叫賣著「擣灰～搗

                                                


 方子毓，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繆思風采 

【圖一】老少咸宜的豆花(作者拍攝) 

應該是說：在臺灣幾乎沒有人對豆花這類

的甜食小吃會排斥的，也就是說這是一種

道道地地屬於臺灣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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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喔」。扁擔上掛著兩個大桶子，分別裝著豆花及冰涼糖水（冬天就換成熱糖水）。聽

到叫賣聲的孩子們從街頭巷尾中跑出來，一手捧著碗一手拿著湯匙，手裡還拿著五圓

硬幣或十元紙鈔，等著豆花伯到來，盛上那一碗碗白花花，和著滿滿糖水的「擣灰」。

這種清涼的甜甜滋味在盛夏午後往往是一種難忘與甜蜜的回味。在那個物質生活不甚

豐富的年代裡這已是當代人口中的「小確幸」了。 

民國七〇年代後扁擔叫賣的形式逐漸被推車和鈴聲取代，但依舊是沿街叫賣，不

變的是那味道。也就是這時期豆花慢慢開始出現有「加料」的情況，印象中最初好像

只有紅豆這一款。隨著時代演進，挑著扁擔及推車沿街叫賣聲也已漸漸走入回憶，取

而代之的是以店面形式呈現，甚至還推出各種顏色的豆花。即便豆花口味與搭配樣式

變得更多元，但不變的仍是那傳統熟悉的白

色豆花和著糖水，以及入口即化的口感。仔

細觀察，現今幾乎一碗豆花都會搭配珍珠、

紅豆、綠豆、粉粿、薏仁等基本款配料，也

是至今普遍最受歡迎的配料。從兒時記憶開

始這幾十年的豆花樣式與口感沒有太大改變

，這種屬於臺灣道地的特色小吃，樣式與味

道也早已經定型，深刻烙印在每一位台灣人

的腦海印象中。這似乎就是現代人要找尋的

那種復古味道，已長存在台灣人的時光記憶

裡永遠保存下來。 

屬於我們台灣人共同記憶中的豆花，並

不單只是閩南人喜歡，在客家文化中也頗受歡迎，客語的豆花則是以「豆腐花」來發

音。這是一種不論到哪都可以見到身影的台灣美食，也是在全國各地樣式最一致的傳

統美食。它既不像粽子、米糕、碗粿、肉圓、包子以及米粉等，在台灣南北各地皆有

其不同形式，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不論是記憶中的「搗灰」，還是熟悉的「豆腐花」

，都是屬於我們最珍貴的飲食文化：豆花。 

想不到這一口「擣灰」，竟能喚起如此多的記憶和回想，畢竟這一口豆花，不僅是

【圖二】這是長存在我們記憶中最親切、也最有魅力的「豆花」(作

者拍攝) 

看到圖中這一碗白花花的「搗灰」，不知是否曾喚起你我潛藏

於記憶中那一抹淺淺的交集與共鳴？ 



 

 

45 

南台通識電子報 
 2021 年 1月 15日出版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92 
道地臺灣小吃也是一種傳承，一種屬於你我心中無法抹滅的記憶。如今要吃到一碗豆

花是很簡單的事，但從前的年代理，享受一碗豆花或許是多了一種期待，期待著豆花

伯熟悉與親切的叫賣聲。不知兒時那位挑著扁擔，沿街叫賣「擣灰喔～擣灰」的豆花

伯，現在可好？在您曾經叫賣的街道上，讓那個年代小朋友手裡捧著的這一碗白花花

的豆花，留下多少彌足珍貴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