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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代日本且「薩產興囂」島口號，常對地方產韋雄行車略性的發展，此舉挫

帶給當地飲食文化其大的祖師學﹒明治初期被剝入主日本舖土內﹒成品產章開發且

人口移入的「開拓地」的北海道，即是值得探討的對車﹒故本主旨在以北海道為

例，試探討近代日本地方產黨發展與飲食文化之間的關聯性﹒

產黨發展有時直接影響當地居民的飲食﹒近代北海道的i.t.村，延續江戶時期

的傳統 .ý會用青魚，乃因青魚捕獲量為 ý ﹒甚至，發展出大半日本內地人無習

慣飲用、在少許水裡放入鐵青魚等會材熬攪成的 r三平汁f 另外，無論是漁村

或農村 ， 背常會用江戶時期少見的馬份聲﹒比國政府主導開發適合北方嚴寒亂候

的美國品種 ， 再加上馬鈴薯品掛生長 ， 其產量激增所致﹒

然而，當地居民的飲食文化益非完全取決許產章發展，北海道大米的生產且

會用便是握住的例子﹒道民卓著在日本內地種植水稻的習慣，成功研發耐革的品

種﹒而且 ， 在日本內地對大車所抱持的身分、財富車徵之文化~妒，促使*i'份成

鎮或都市居民，在財力九許的情況干就開始會用之;亦成為近代;4村的清場經營

者在，色期時島招攬季節性漁工 .ý提供大串飯的主因之- • 

關鍵詞﹒產章發展、飲食文化、北海道、日本內地

﹒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目藺草助理教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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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od Culture in Modern Japan: 

The Case of Hokkaidã 

Yang Su-Hsia' 

Abs甘act

~odern Japan used 出e notion of ‘syokusan kiigy函， (generating proper可 and

deveJoping enterprise) 品也 slog曲. often adopted s回tegie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Jopment. Such a move would 目前ainly bring tremendous effects to local food 

culture. Drawn within 曲e bound缸y of Japan in 由e early Meiji pe討od and a ‘ frontier 

land' 自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Hokkaidõ is a subject worthy for 

mvestigationτòis paper uses Hokkaidõ as the case study 10 explore 曲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ood culture in modem Japan 

Indus訂ial development sometimes had direct efIects 00 血e diet of 出e local 

population. Vil1agl臼 based 00 fishing in modem HokJ咕idδcontinued 出e 甘adition

from 出e Edo period to eat herring. Hokkaidã even developed a dish oot popul盯

among the population in Japan mainland, which was called ‘sanpeizÎj間. by mixing a 

small amount of water with salted herrings for a soup. On the other hand, villagers, 
whether based on fishing or farming, consumed potatoes in 出eir d剖ly diet. This crop 

was novel to the Edo period and was a resul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由e

beginnin皂，出e govemment in甘oduced and promoted 出e growing of 出e American 

specie of potato, which was more s山table for the harsh and cold weather of the north 

As the crop was e晶Y to grow，由e production of potato incr間S甜， and 出us widely 

consumed by the locals 

甘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addy is a case in point. 8ased upon their 

customs of paddy cultivation in Japan mainland，叫labi個nts within 由e prefec仙re

grew successfully new species of paddy sustainable in cold wea1her. Moreover, as 

討ce-閏.lmg c叫仙rally represented status and wealth in Japan mainJand, some of 出e

H。“咀idö 叮b間-dwelle悶， in towns or cities, would consu血e rice when their budget 

allowed. Such a cultural perception on rice 81so explains why rnodem fishery owners 

often provided rice to periodic workers from the vi1lages durin旦出e fishing season 

Keywor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od culture, HokkaidO, Japan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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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地方產業發展與飲食文化之關這:

以北海道迄今l

楊絮霞

l 前言

近代日本在建設以「富國強兵jJ殖產興業」為口號之現代化國家時，常對

地方產業採行策略性的發展，此舉也真當地的在地文化產生不少的衛撞與磨合;

並使當地文化呈現出異於既往的面貌，位處溫帶且地魔的北海道即是極佳的例

子﹒北海道在明治時期即被劃入至日本領土內，此乃異於在江戶幕府「日本型華

夷秩序J 下透過松前藩被管理之「異域j .成為日本國「北門鎖鑰」之國防要

地，同時 ， 亦為產業開發及人口移入的「開拓地j' 產業及人口上有長足的進展﹒

在 21 世紀的現在當我們一談到北海道的飲食時，大致上可分成三類﹒一為

大豆、玉米、馬鈴響等雜續作物，二為乳酪、牛奶、或牛、羊等酪農食品，三為

蛙魚、螃蟹、花枝、貝等海鮮﹒然而 .2005 年日本會上映〈北之零年〉之電影，

此乃描述明治初期回國淡路島的稻田一家赴北海道開拓之情形，片中我們可看到

在學夫曾地之艱困環境捏，他們別說是上述的那些食品，就連三餐是否能溫飽都

成問題﹒

在此，值得我們思考三個問題﹒一為，近代北海道在明治政府殖產興業之名

的開拓政策下，從 1869 (明治 2) 年設置開拓但其來，始終不遺餘力地鼓吹並進

行人口移入及產業開發﹒其中，產業方面到底起了何種變化。其變化與飲食叉有

什麼關聯?三為，我們對北海道飲食的想像是否如質地等問於當地居民的飲食生

活呢?此或許也與地方產品的輸出入情形﹒或企業的行銷策略、地方政府從事觀

光事業的著眼點有關﹒

因此，本研究旨在以北海道為例，試探討近代日本地方產業發展與飲食文化

之間的關聯性﹒在此也必須逆向思考的是，產業的發展是否就直接地影響當地居

民的飲食呢?換言之，產黨之所以得以發展是否也與當地的氣候、或居民的飲食

需求、生計有關呢?而遭方面的研究，多把產業發展與飲食文化分開探討，對於

兩者的關聯性之說明尚嫌不足﹒ 2

, .青書照海保洋于﹒< r異域」申內國化主統合一蝦夷地#已北海道，、> .(幕末維新蛤集 9 蝦

翼地k琉球) (東京吉川弘艾館 .2曲1 年 6 月) :菊池勇夫 '(7 1')1民族k日本人車797
旬告辭叩蝦買地) (東軍朝日新聞祉. 1996 年) •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闊於北海道的研究蛤從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關單悟性之角度探討，出現不少經

濟﹒產黨方面的相關研究﹒如逸見報三.(北海道旬經濟t農業)(東京農林宮農業總合研究所，

1952 年 8 月) :西尾幸三. (北海道旬經濟k財政)(東買賣 農林省農業總合研究所. 1953 年 3

月)北海道水產部漁黛間整嘿﹒北海道激黨制度改革紀念專業績宙績.(北海道漁業史)(札現

北海道水產郁 .1957 年) :萬盧新一郎﹒{北海道拓殖史)(札幌 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 .1979

年 1 月)等﹒至鈴戰值jt濾迪之研究動向，晴書照主井秀夫.<日本近代化巴拉付毛北海道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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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研究的對象僅限大和人，而不包含原住民一愛奴人﹒當然並非刻意忽略

愛奴人，而是愛奴人自明治時期起大量的大和人從日本內地移民至北海道後 ， 無

論在社會 、 人口或經濟層面上受到大和人的壓迫，急遞淪落為少數民族.'反之，

近代北海道開拓及產業發展的主體為大和人 ， 且影響北海道飲食至深者也屬大和

人﹒故本研究的探討對象設定為大和人，至於愛奴人的部份，待日後再述﹒

根畫畫上述的研究課題及研究對象 ， 筆者叉細分以下兩個部份﹒

一為，探討江戶時期的飲食文化。之所以會追溯至江戶時期 ， 是因為江戶時

期大和人多從事漁業 ， 漁業興盛的情形一直延續至 1900 (明治 33 )年農業生產

值始超過水產業值為止﹒ 4放為了釐清江戶時期與近代的漁村之飲食文化有何連

續或異同處 ， 是有必要回溯江戶時期飲食文化的部份﹒

二為 ， 分析近代的飲食文化﹒其中 ， 除了上述的江戶時期延續下來的漁村外 ，

也著眼於近代多數的農業移民所形成的農村﹒雖因出生地的不悶 ， 或不同的鄉土

料理之衝撞、融合 ， 各村所形成的飲食內容應多少有所差異 ， 但本研究主要從主

食切入 ， 試掌握農村飲食文化的趟勢﹒

2 江戶時期的飲食文化中期為主

江戶初期的漁業形態為「城下交易(可õka.kõeki ) J ' 即愛奴人赴大和人居住

地一松前、江差等道南地區(史稱「和人地j) ， 從事以蛙魚等水產與大和人交換

大米或酒的交易﹒到了寬永年閱( 1624-44 年)，r商場知行制(血naiba-chigyõ-sei ) J 

成立，愛奴人已不能自由地前往 r和人地」交易，改由管理愛奴人居住地(史稱

r蝦夷地j) 的松前講主或其家臣 ， 派遣船隻前往「蝦夷地」的愛奴人都落(史

稱 r商場j) 與愛奴人交易 ， 而「商場J 多屬藩主直榕的交易地 ， 或是在哥主賜給

家區的領地(史稱「知行j). '縱然如上述的，江戶初期大和人已陸續進入「蝦

夷地J 從事水產品交易，但必須要等到事保、元文年閱 ( 1716-4 1 年)由「商場

知行制」轉為「場所請負制 ( b晶ho-ukeo卜sei )J . 漁業才有大規模的發展﹒

亦即，松前草書主或家臣不再直接管理「商場j (= r場所j) ，改由把「場所」

置> '(ì!í代日本k北海道_ r開拓J 在時f 忌盧像k實像)(東京向出，房新社， 1998 年 4

月).

飲食方面的研究有「自本旬章生活全集北海道J 緝輯委員會嶺. (聞聲， 北溝逍申食事}

(東京農山漁村女化恤， 因 1 985 年 4 月) : 小回喝敢于﹒〈食旬民俗>.宮且高弘屆 (;t申民

俗學)(盟軍雄山閣， 1開3 年 9 月)﹒〈北海道旬食文化旬繼承過程主，各斗酬旬事例是中

心t L.τ> ((日本民俗學}第 1 89 聾， 1 992 年 2 月) :北旬生活文，企劃緝輯，讀績， (北海道
旬衣食k住車" (北旬生活文庫第 5 智力(札曉北海道新聞鞋， 1開7年 10 月) :村元直人，

{北海道旬章)(函館幻洋社 ， 2(間年 12 月)等﹒

3 輛吾吾照高章新-郎 ' (71 )1政策史)(東京 日本評詣祉 I 1942 年 12 月) :新苦行 '(71 )1

民接揖說史)(東京三一書房， 1 977 年 7 月)北海道. ，(北海道當土λ保11沿革史)(東京

第一書房， 198 1 年 4 月覆刻版)小)1 1正λ ， (近代71 只教育制度史研究) (札鞭北海道大學
圖書刊行會 . 1開7 年) :兒島恭于， (71 頁民族史旬研究)(東京吉川弘主館， 2的3 年)等研

究或調查.'

‘閥秀志等績， (北海道旬歷史下近代 ﹒ 現代續) (本L曉北海道新聞祉， 20師年 1 2 月翻版)
頁 116 北海道廳緝{新領北海道史第 4 卷) (札幌北海道廳， 1 937 年 8 月)頁 508 .

'菊池與矢，前引.(71 )1民接k日本人東7ÿ7叩毛主串叮蝦英地}頁 7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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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付給特檔商人管理﹒ 6而特檔商人不僅可從事既有的與愛奴人交易，更重要的

是在「場所J 使用從東京引進的食鹽，大量生產鹹娃魚，販售至日本內地﹒?因

這樣的論場經營致富者不在少數，也促使北海道的漁業有大幅度的進展﹒

在此，江戶時期有名的狂歌師、平秩東作於 1783 (天明 3)年 8 月 ，隨朋友、

村上彌總兵街前往「和人地 j ，並在江差過年時所寫成的〈東遊記>，可用以探

討江戶中期的飲食艾化:

.春天的，魚以及秋天的蛙魚，用各種方法料理並儲存之，乃為一年之中

軍事戶戶的日常住銷﹒就算是姐俾﹒除非是喬戒日﹒否則無-目不會魚﹒

把生實戶、剖卒，去頭用重貨單後晦乾，或用酒糟純製﹒或用且越單，或與

自矗蔔颺製軍各種料理方法﹒.' (中譯由暈者負責)

撮平秩的記載，背魚 (r二νγ(nishin) j) 及蛙魚是當地大和人餐桌上最常

出現的食物﹒然而，食用宵魚及桂魚的大和人分別指何種階層，平秩在遊記徨此

並未特別著壘，關於此點後敘﹒至於春天為背魚，乃因背魚是 3 月下旬或 4 月左

右潤游至岸邊產卵;而蛙魚則是在夏天至秋天左右酒游到出生地的~t!每逍產卵所

致﹒背魚的料理有用食鹽、或用酒糟、或與自蘿葡酪製等多種方法﹒如上述，食

鹽是從日本內地引進而來的，而酒及自蘿萄的來源則是;

.農民數少﹒函館一帶地膺，有從事漁1盟主餘暈種雜糧者﹒雖JJ，商人，但

又在位軍附近種自矗前或茄千軍﹒ 從津程來二斗，史的，國桶，有十楠、二

十桶者，人J 的事庭甚至放置三十楠左右，早晚取出貨單不同的會品﹒像

這-帶的自矗蔔乾即如此﹒ 9 

酒是從離北海道最近的日本內地一津輕輸入;反之，白種蔔與茄子一樣，是

部份大和人從事漁業的同時所兼種的作物之一﹒除此之外，還兼種小米、褲子、

葡麥、山芋、香菇、舞菇 (r舞資 (maitake)j)、牛旁﹒芹5R﹒山葵等".以上多

屬於溫帶作物，乃囡當時大和人把心力多放在漁業上，故選擇易於種植﹒適合北

海道氣候的作物種植﹒再加上從與日本內地交易中得到的酒，聽製與日本內地一

樣的酪白蘊葡等髓菜食用，就能解決蔬菜在寒天雪地櫻不易保存的困難﹒

另一方面，蛙魚的料理方法以及食用對象如下文所未

桂魚也可用且越製，或去頭用鹽貨單而後味乾'或用較少的且越製並包

在竹聲裡﹒蛙魚壽司 A'I 是用熱水般在9、卵，而後混入飯中峰製做成的﹒食

用五次年三、四月島止，風味絕佳﹒ 武草或商家在蛙魚盛產之際，把蛙

魚用鹽，壘製，敢去頭用鹽純製而後味乾，或用較少的鹽曉製並包在竹講

捏，常會用之﹒此似乎』每當地高貴的吳世﹒ 11 

‘特權裔人則以向上組納一定稅單的說金，來換取管理 r喝所J 的檀限﹒
7 菊池勇夫，前引. (71 J1民Jb[ t 日本人東7夕7旬在r. fJl旬蝦翼地}頁 111.119.
'平秩東作'<J!!遊記> • (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四卷探被﹒紀行 ， 地島(北邊.)) (東
京三一，房.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創)頁 421 • 
'平訣東作，前引〈東遊記〉頁 419 、 421 • 
"平族軍作，前哥 1<東道記〉賈 432-433 • 
n 平秩東作，前哥 1<東遊記〉頁 421 、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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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魚的料理以用食鹽酪製的方法為多﹒其中 ， 引人注目的是用娃魚卵及大米

飯作成的蛙魚，軍司﹒因為當時北海道的大和人所食用的大米多是用水產品與日本

內地交換得來的 ， 平時能吃得起大米者只限少數，如經營漁場的特權商人﹒ 12其

實，就連在日本內地，能吃得起大米者也僅限武士或商人，佔總人口 8096的農

民大多與大米無緣﹒ 13再加上，原本經魚就多為武士或有錢商人食用 ， 更遑論食

用蛙魚，軍司7.

遺徨畫兒們可推斷的是 ， 跟蛙魚相比 ， 背魚食用階層較廣﹒其原因從捕獲量來

論 ， 背魚的捕獲量遠超過蛙魚﹒江戶時期開於背魚或接魚捕獲量的統計數字並不

齊全，不過 ， 從 1 854 (安政元)年背魚捕獲量為 2，432，000 擔左右14 天明年間

( 1 78 1-1 788 年)蛙魚捕獲量約 66 萬多擔l ' 或從 1872 (明治 5) 年青魚及蛙魚

的捕獲重分別為 392，054 擔及 6 1 ，213 繪1.追溯 ， 或許可窺知一二﹒

再者 ， 就商品價值而言 ， 蛙魚遠勝於背魚﹒育魚對日本內地而言 ， 除了食用

外 ， 更重要的是被當成農業肥料 17反之 ， 特別是嚴蛙魚則被視為年末送禮的高

級禮品﹒ l'故宵魚銷至日本內地的個別價格!!!比蛙魚便宜 ， 北海道的大和人、特

別是主要從日本東北貧困地區來的季節性漁工平時應較常吃宵魚甚於蛙魚，而蛙

魚則多被當成商品作為銷售用 ， 且正如上所霄 ， 鹹蛙魚也正是江戶時期北海道漁

業由「商喝知行制J 轉為「場所請負制」的主要動力﹒ l'

另外，還有文化認同的因素﹒從「一條背負從背部砍下去，而背部的模樣

似少個身髓 ， 故被視為低賤的食物﹒ 」一文或許可推知 ， 由於處理宵魚時是從

背部砍下去，好似少個身體 (r身欠 ( mikaki )J) ，故被視為賤價品﹒關於當詩人

們對「身欠J 背魚的文化llI6'知之課題，待自後進一步探討﹒

綜合以上此時漁村重要的青魚、蛙魚及根菜類等食材，出現極具當地特色的

料理

所謂三平是擋在用鹽酪製的鹹魚的湯抖內做煮根菜類或白種萄，早晚做

為配菜食用."

那就是「三平汁( sannpe曰iru )J ﹒「三平汁J 是把以背魚為主的鹹魚及白蘿

蔔等當地種袍的根菜類植物放進少許的水裡所煮成的湯﹒故 r三平汁」可說是取

材自當地食材發展出來的食物﹒

江戶時期的主要產物一宵魚的捕撈地最初以松前等道南地區的西海岸為中

心，但 1 8 世紀中葉後，此地區的魚捕獲量嚴重下降，漁民邊開始遠赴如後志、

"村元宜人 ， 前引.(北海道旬章〉頁 22 • 
"土ßE鑑寓 ， (未旬日本史) (東:J;t鐘山間， 2凹1 年 5 月)頁 1 87- 1 94.
“北本臨窗函， (北海道漁業志稿)(相湖北海道水產協會， 1 935 年) • 
的開拓使鼠， (北海道志(上)) (東京歷史圈，趾 ， 1973 年 10 月)頁 369.
1‘北海道聽巔，前引書{新撰北海道史第 7卷}頁 2帥﹒

17 菊地勇夫，前引喜<71 JI民11J1 t 日本人東797旬告辭旬單寶地}頁 175- 1 81 . (顧奧地
k北方世界)(東京吉川弘艾館 ， 2003 年 1 2 月)頁 248.

1. 菊池勇夫 ， 前哥|書 (71 JI民11J1 t 日本人東797旬智力、叩蝦質地〉頁 1 68. 172 • 
"平秩東作，前引〈東遊記〉賈 428.
，.平秩東{芋，前哥 1<東遊記〉頁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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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臘 、北見等道央及道北地區的日本海治岸﹒松前、江差及商館遺些在江戶時期

漁業發展上重要的三港口 (r三湊( sannminato ) J) ， 從原本的產地漸轉為批蠻、

販賣 、 船鐘的必經及緻稅之地 .21閑時 ， 沿著日本海沿岸逐漸形成「背魚文化圈J

直到近代﹒

3 近代的飲食文化 「會魚文化閻」的消村

近代除7 r育魚艾化國」的輸村外 ， 大部份的農業移民所形成的農村也是不

容忽視的﹒因此，本節先探討漁村的飲食文化 ， 下一節再探究農村的飲食艾化，

試說明近代產黨發展帶給兩者的飲食文化有何異同處﹒

近代的漁村主要是以「番屋 ( b棚ya )J 所在地為畫畫點形成的﹒ n所謂「番屋J

是相對於使用掛網的零星家庭式漁場 ， 而是使用建網所形成的大漁喝 ， 既是輸工

工作地點亦是生活場所﹒漁場經營者多為有錢者 ， 因需準備漁具 、 澈船或其他相

關設備，以及負搶所儷用的多數漁工的薪資和餐飲贊﹒ n

在此 ， 筆者參考北海道教育委員會在 1 968 (昭和 43) - 1969 (昭和 44)年間

所進行的口述調查之報告l!f--- (日本海治岸二y /，漁撈民俗資料調查報告奮〉﹒

由於調查的對象皆是明治時期以後出生者 ，故適合作為本節探討近代漁村飲食文

化的材料﹒調查的地點分別為松前盯 ﹒ 熊石盯、北槽山盯 ， 壽都盯、余市盯、厚

回村﹒潰益村 ‘ t曹毛阿、小平盯、稚內市、東利民何之「背魚文化國J 內的 11

處鎮村﹒調查結果分成渝期及非說期南部份，如表 1 所未.

報期方面 ， 大約在背魚泊游至岸邊產卵的 3 月至 6 月左右 ， 遺 11 處的飲食

皆以大米飯為主﹒而大米從哪來?以松前阿為例

當地草屋大末 ， 而是幸自膏森縣 、 秋田縣、 山形縣或斬渴縣嘻地﹒當地

人事自 己搗從產地用船重運車的糙*﹒ 24

就連江戶時期漁業鼎盛之地的松前盯，其大米皆從日本東北或~t陸地方來

的﹒大朱的，直指是漁喝經營者主要的工作之一 ， 在說期結束至當年秋天為止 ， 用

青魚等水產品與日本內地交換所需的大米，並儲存起來待漁期時與漁工們一起食

用﹒

表 1 日本海治岸「背魚文化國」的漁村之飲食生活

地點 | 漁期 | 非漁期

松前盯 |大米飯為主食﹒ 大米飯為主(偶爾為大麥飯) ， 小米

"菊地買夫 ， 前引. (71 "'民IA<I:日本λ 東7:/7旬企串叮憊寞地}頁 119-121 • 
"師秀志等績，前引.<北海道申歷史下近代現代自區}頁 74.
n 北海道鹿績，前引.(新領~t海道央第4卷}頁 56 1 -5屆﹒
"的司 1. <日本海沿陣三~/說踴民俗資科閱查報壘.)頁 4647 .其它如余市盯: r ___-J字命

，許囂的大米是用，成壇淨，想并附船，崎遲來的大眾直擔得來的，個存在倉庫種﹒(草閣的師
傅 )....J: JI!利民IJ: r 明治命期髓，長是從內地來的﹒有時也用臼谷，恨 ， 但到 T鹽輛，企都會

從內地輸入已用臼..區的自家﹒ J: JJ回村 r.大朱島主食 . i.t，喝內有很~從內地來的難﹒ ...J'

潰益村「抱，魚，直戶'JI< r身先」會息，作里品商品，從球鞋底秋困局和曲純理閥斗聾的大眾﹒

庄內來的大來』‘五斗一升1l﹒故稜稍a‘五分一來﹒ J (同上書，頁 4647) ﹒



艾化越界第二期 近代日本地方產黨發展與飲食文化之關連

以北海道路例 113

餅﹒

熊石阿 早﹒昨晚剩飯的雜煮﹒ 早馬鈴響或南瓜粥﹒

中&晚-大米飯﹒ 中-鹽煮馬鈴薯或南瓜﹒

晚-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大米、小米|
及科于混合食用﹒

北繪山阿 早-大米粥﹒ 早-馬鈴草書或南瓜粥﹒

中&晚-大米飯﹒ 中-鹽煮馬鈴薯或南瓜(偶爾為大米與

大麥混合食用) • 

晚-大米與大麥漫合食用﹒

器都盯 大米飯為主﹒ 早&中﹒馬鈴薯或馬鈴薯粥(有時混大

米粥)

晚-放很多馬鈴薯的三平汁﹒

余市阿 大米飯 ﹒ 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為主﹒至少一餐

吃鹽煮馬鈴薯或南瓜 ， 以及大米粥﹒

厚回村 大米飯為主﹒ 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為主﹒

至少一餐吃馬鈴響﹒

演益村 大米飯為主﹒ 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為主(1J目小米) • 

增毛盯 早-大米飯、昧Mt海(加芋頭、自iI 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為主 (1J日小米，

葡‘洋蔥﹒昆布等) . 颺自蘿葡﹒ 偶爾為大豆或海藻)

中﹒大米飯、烤魚(背魚'JJol畫葡絲)、

味，曾湯(加洋蔥、白種畫面﹒高麗

菜等) .酹白蘿蔔﹒

晚-大米飯﹒烤或黨魚﹒湯、酪菜﹒

小平盯 大米飯﹒ 平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

中，鹽煮馬鈴薯﹒晚司馬鈴薯獨﹒

稚內市 大米飯﹒ 大米飯為主﹒

東利民阿 大米飯﹒ 大米飯為主﹒

自智者參考大島曉錐等組 4日本海沿岸三 y/'漁撈民俗資科調查報告書)(東京三一直房 - 1 995

年 11 月)頁 45-48 作成﹒
注表中的早車輛早蟹 ， 中為中聾 ， 晚~晚餐﹒

在此我們可發現，近代的激場經營者與江戶時期的一擾，皆與季節性論工之

間有勞僱關係﹒然而 ， 與上述的江戶中期大相逕庭的是，近代的漁場經營者不僅

自身食用大米，也提供大米飯給僱用的油工當作主食﹒

其中的差別在於近代漁業競爭更加激烈以及機工數明額增加﹒ 1 876 ( 明治的

年由特權裔人獨佔 r蝦夷地」內 r場所」的「場所謂負制」完全廢除，開啟一般

漁民自由從事漁業之門，加上用自費開拓的漁場五年內可免稅等優惠措施的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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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促使加入漁業行列者急遞增加﹒2s並且 ， 在明治政府的愛奴人勸般政策下 ，

漁場使用愛奴人當漁工的情形銳減，也不再如江戶時期一樣與愛奴人從事交易﹒

同時，由E←個建網至少需約 1 5 至 20 人左右的漁工詣 ， 通常一個漁場多使用復

數建綱，故比江戶時期需聘用更多從日本內地來的大和人﹒以 1 88 1 (明治 14 ) 

年為例，漁業人口佔總人口約 20% ; 並且 ， 如函館支團軍的識工數比漁竭經營者

多五佑，札幌支龐則高達十倍多﹒ 27因此 ， 在對待諸海佐且每年皆為季節性的漁

工 ， 總場經營者是無法提供低E←般日本內地家庭標準的飲食，這也是漁期時漁

村所提供的主食以大米飯為主的原因﹒

其實增毛盯所供應的味，曾渴也具有上述漁場經營者考.jlJ大和總工之相同

意羲﹒因就算到了大正時期，漁村也沒栽培大豆 ， 無自製味槽的習慣﹒2&故味B曹

須從日本內地引進，味啥渴也應比非漁期的壽都盯所提供的 r三平汁」稀少且昂

貴﹒

非漁期方面 ， 大米依然屬於價格較昂貴的食物，故三餐皆食用大米的錢村甚

少，大多只食一餐，或大米與大麥混合食用 ， 或以馬鈴薯、南瓜代替﹒換言之，

最高級的主食是以大米飯為主 ， 其次為大米與大麥為主的雜糧之混合食用，最後

才是鹽煮馬鈴聲、南瓜或粥﹒

配合 【地圖】 來看，除了漁業發展歷史悠久的松前叮外 ， 其他鎮村的飲食鹽

貧受到宵魚捕獲重的多寡影響﹒亦即 ， 自在戶後期起 ， 背魚捕獲量逐漸北移，甚

至到了 1920 (大正的年左右 ， 松前、江差己捕獲不到宵魚，大多的論場則轉移

至道央、道北，使得原有的背魚出產地變得貧窮﹒這正是為什麼北繪山盯﹒書草都

阿以馬鈴薯及南瓜為主，而偏遠的道北之稚內市 、 東利民叮卻以大米飯為主的原

因﹒

與漁期相比 ， 非漁期的飲食內容較儉摸 ， 可能是因值用的季節性漁..L在非漁

期時多返回日本內地家鄉之故﹒其中，如與壽都盯的一樣，江戶時期漁村所發展

出來的「三平汁J 應仍然是多處鎮村日常飲食之一﹒只是不同於江戶時期的是，

放入許多當時主食之一的馬鈴響，以爾補大米之不足 .29而且正如上述，當時漁

村不產味嚕，故鹽依然是「三平汁」主要的調味料﹒另外，如與漁朔的增毛盯一

樣也食用騎自斑萄，及小米或碑子等，這些皆是江戶時期既有的作物﹒

綜言之，此時漁村的飲食融入日本內地大和人習慣及北方氣候而成的﹒漁翔

的主要飲食一大米及味嚕湯很明顯地是因應從日本內地來的多數大和漁工而生

的，相對地，非漁期的飲食除了大米外 ， 為鈴薯 ﹒ 南瓜或「三平汁」佔有一席之

地，這三者皆是配合北方的嚴寒或漁村之特性所產生的料理﹒而「三卒汁」早在

江戶時期已發展出來了，相反地 ， 為鈴薯或南瓜雖在江戶末期已有栽培 ， 但正式

旦大規摸的生產要到近代﹒關於此點，留到下一節探討﹒

2 關秀志等遍，前引.<北海道旬歷史下近代 ﹒ 現代續}頁 70 .

語閥秀志等績，前引.<北海道旬歷史下近代 ﹒ 現代遍}頁 7 1 -73 • 

n 關秀志等崗，前引.<北海道旬歷史于近代 ﹒ 現代續}頁 72-73 .
"村元直λ ，前引.<北海道旬章}頁 24 • 
3 村元直人，前引.<北海道白食}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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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的飲食文化一農村
明治時期以來政府不斷地試圖開發北海道，但始終始成效不彰，直至 1886

(明治 19 )年設立北海道廳，在道廳主導的間接保讀政策下，大量引進移民，

進行土地與產業的開發 30再者，日本內地因產業革命而出現大量的剩餘人口移

居北海道31 此舉促使當地產黨及人口的成長﹒此現象一直持續至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當地移出人口始超過移入人口，內部發展進入成熟的階段為止 .32其中，如
表 2 所示，從 1890 年代後期起直到 1910 年代為止，農業人口佔全道總人口的比

例都維持在 50%左右，此意詢農村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放在近代，農村同「背

魚文化國」的漁村，皆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麼，農村的飲食到底呈現何種面

貌。

表 2 農業人口數及佔全道總人口的比例

1892年 1897年 的02年 1907年 1912年 1916年 1921年 1926年

農業人口 11 ,593 34,777 19,635 46,598 33 ,200 34,598 18,311 12,064 

全逍總人口 42,708 64,350 43,401 79,737 61 ,156 75,558 60,412 56,312 

佔全道總人口比例(%) 27 54 45 58 54 46 30 21 

出處，北海道廳盾，前引.<新摸北海道史第 7卷〉頁 162-163 ' 

的 18 (大正 7) 年內務省衛生局保健衛生調查室進行全國主食調查，調查報

告會一{全國主食物調查}中關於北海道的部份如下，

北海道

都市 在札幌、旭JiI、小樽三地白米飯島一般的主膏，而晶館僅會用大3if

七分且收碎的大3ft三脅之混合會用﹒

絨鎮 過半的郡區且市街食用純白米，其他地方-般則以大;1<與大事混告

食用島主脅，僅部分地方會岡山芋粥(白未七分，山芋三分)之混

告會用﹒

農村 車道的農村中一年回幸的主會背同者甚夕，特別是農村通常用各幸

節所收成的農作物車補主會(大stt 或大事)的不足﹒亦即，從入、

九月正'X年三、回月為止的期間，一日至少-次把用馬鈴薯或馬鈴

薯粉作為的丸于、或盟在馬掛薯手，南瓜、或本煮玉米草物會車取代

"所調道自所主導的間接保體政黨指 改之前關拓使所從事的官曹事業或直接的移民保護政

績，而是謀行在優惠日本內地資本的前建下，透過日本內地資本來鼓勵團體的移民，以達到大量

移民及農業閱讀的目的 ﹒詳情調喜聞永芥秀夫，<北海道開拓政黨旬轉像一道噶旬設置在中心k

Lτ一〉﹒固端宏等續著{北海道旬研究 5 近﹒現代續 1)(大阪清文堂﹒ 1983 年 10 初版〕 ﹒
剖開於明治中後期以後的北海道移民，請參閱彙原真人. <近代北海道史研究序說)(札映 北

海遍大學圖書刊行齒. 1982 年 5 月H戰前期北海道旬史的研究) (札明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

會. 1993 年 2 月初版) , 
"關秀苦、等績，前引.<北海道叮腥史下近代，現代續}頁 196-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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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正如把小車、祥子、自矗蔔或聽碎的玉米混入大末的情況，

則是依仗成的時期且狀況而有所變化，並非一成不變﹒ 33 

此調查是北海道內部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的大正中期進行的﹒縱使如此，大米

飯在北海道還是僅限由農村發展成的都市或城鎮食用﹒反觀農村 ， 特別是秋天至

次年春天為止的雪期，大多吃篤鈴響、南瓜或玉米，偶爾為雜糧與大米混合食用﹒

其實就連日本內地的農村也是在明治中後期才漸食用大米﹒乃因從 1890 年

代起大量人口從農村流入食用大米為主的都市，再者，特別是 1900 年前後因(甲

午、日俄)戰後好景氣以及市場供需翻儕造成米價攀升的雙重效應之故，但縱使

明治中後期起日本內地農村已較食用大米，仍多以大米與大麥、轉子、小米等種

種、或芋頭混合食用. "草草言之，大正中期北海道的飲食狀混雖看似與 1890 年

代的日本內地雷悶，但在同 1890 年代的北海道卻還僅處於道ø剛著手開拓事業

不久的時節 ， 而且，此時的移民大多是因日本內地的都市化及工業化等因素所產

生的貧農﹒所以，他們別說食用大米 ， 三餐能否溫飽都成問題﹒由此可見北海道

與日本內地稻作發展的落差之大﹒

表 3 明治後期至大正初期北海道大米產量及佔全國總產量的比例

1903年 1906年 1909年 1914年

生產量 173,939 224,930 478,364 628,398 

全國總產量 41 ，8的，08 11 剖，74札6821 圳 ，836，94 11 訓，428，513

佔全圓的比例 (96) 1 0.421 血泊1.11 1.2 

出處農商適當農萄局崗， (農商黨萬昂五給每推三關Ä'"揖董)(東京製本音簣，看士， 191 5 年

8 月)頁 42-45 • 

然而，北海道要能發展到大正時期以都市為主的中產階級以土的人常食用大

米，也得歸功於近代北海道水稻的發展﹒開拓使一開始對水稻種植並不看好 ， 對

稻作一直抱持消極的態度﹒但 1890 年前後從日本內地移入的民間人士基於在日

本內地時種植大米的習慣，成功地研發出耐寒的品種 ， 再加上政府後來的輔助措

施，如 1902 (明治 35) 年設立以改良並發展農業為目的的農會、或 1900 (明治

33 )年設置提供融資的北海道拓殖銀行等 ， 促使北海道稻作有長足的發展."如

表 3 所示， 3日l大正中期為止北海道大米的產豈有顯著的增加﹒相反地 ， 我1m亦可

觀察到其佔全國總產量僅 1 96左右而己，這相對於北海道在自本全國的面積相比

可說微乎其微﹒

另外 ， 特別針對主食的大米與馬鈴薯產量而論 ， 雖手中的相關資料有限，但

單從表 4 的 1890 年代的資料來看，馬鈴薯的產量至少比大米多 8 倍以上﹒並以

"內萄省衛生屬保健衛生飼養室績 ， (全國主食物調)(註製 φ1918 年 10 月) • 
"大豆生回毯，(近代自本旬章種政黨:對外依存最種供給構造旬變容) (京都 主才、舟'7 7.

房， 1993 年 12 月)資 42-47 • 
"揹串個北海道立總古經濟研究所績.(北海還農業發達史 1)(東J;(中央公自由社. 1963 年 ) : 
太回原高明. (北海迫農業申思想像)(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 .1992 年)﹒而北海道全遍

的三聲音以大堆為主章，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昭和 3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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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明治 29) 年札幌的物價為例，大米 8.9 目圍，大麥 3.735 日圈，馬鈴響。

日圈，玉米 3.425 日圈，而江戶時期既有的轉子 1.975 日圈，小米 3. 175 日圓，"

表 4 1890 年代北海道主要農作物的產量

年代 數量詞 大朱 大麥 褲子 葡麥 小米 玉米 馬鈴葛

1891年 續數 17,45 1 16,297 。 19，720 25,726 18,248 334,718 

1896年 擔歡 54,363 27,431 15,653 39,528 106,114 51 ,914 470,096 

1 897年 擔數 38,287 38,453 14,336 53,793 96,773 78,065 728,250 
出. :(北海道，第九回統計.>頁 278句297: (北海道聽第十固航肘.>頁 290.310

(北海遍體第一部記錄觀扇 ，札幌北海道騁. 1898 年) • 

換霄之，北海道大米的誕生，可說是農業移民在日本內地稻作習慣衍生出來

的 ， 之後大米產量的急速增加，正滿足都市等地的中產階級以上對大米的需求﹒

另一方面，遺產的大米佔全國總產量的比例極小，且論崖.皆不及馬鈴薯 ;論價

格則比幾乎讓迫民能自給自足的馬鈴薯昂貴至少 8倍﹒故特別是農村為主的道民

多僅食用馬鈴薯或大米與雜糧混合食用﹒甚至有道民回憶 1945 (昭和 20) 年稻

米歉收時只有馬鈴薯或南瓜可食用之情形發生﹒ 31

相對於大米，馬鈴薯是近代試種成功﹒且非常庶民的北方食物﹒馬鈴響早在

江戶末期就有大和人獎勵栽培 ，此為日本既有的品種，但真正大規放生產要到明

治時期﹒明治初期開拓使有鑒於北方嚴寒氣候不適合種種大米 ， 聽取外國顧問的

意見，鼓勵並進行旱田的開發及畜牧業的發展﹒其中，引進與北海道氣候相近的

美國品種的馬鈴薯，先在官營的農團試種，成功後分發種子給一般農業移民﹒ 38

由於馬鈴薯易於生長 ， 放產量急速上升﹒其他如南瓜或玉米同馬鈴薯，也是開拓

使引進美國品種、試種成功後發展成北海道代表性的庶民食物之一﹒

綜言之，近代的漁村或農村(包含由農村發展成的都市及城鎮)依當地貧富

程度，產生主食有以大米為主、有以大米與大麥等雜糧混合食用、也有以大米漫

馬鈴薯或南瓜食用的等級之別﹒只是漏村的大米皆從日本內地交易而來，而都市

或城饋的大米多自種或從道內市場流通來的﹒同時，無論漁村或農村皆食用明治

時期為7適應北方氣候研設成功的庶民食物一，馬鈴薯或南瓜﹒此外，不只論村，

懿製品也是農村不可或缺的置。菜，有11蔔、白菜、蕃茄、小黃瓜等，"而兩者特

為不同的是，在祖村誠背魚是極為普及的食物，但對農村來說 ， 幾乎是只有過年

時才吃的年菜﹒"因為他們在日本內地無吃背魚的習慣，別說是鹹會魚，至太平

"前引.(北海道，第九固統計書}頁 47糾80 .

"山下聖于，<事申<"'L.> ，山下秀之助緝《隨畫畫北海道> (札幌 曹磁祉. 1946 年 12 月)
頁 107 • 
"請參閱村元首人，前哥 l書{北海道旬章}頁 113.J17。北海道磨自區.(新攘北海道史第 3 卷}

(札幌 t 北海道圈， 1937 年 9 月)頁 422.

"山下愛于，前引〈各旬<"'1->賞 110 • 
“山下愛子，前哥 1<事旬<"'1->頁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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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戰爭時期為止日常生活中也沒有習慣飲用「三平計J..1

5 結語

從明治時期起，大和人陸續從日本內地移民至北海道，從事土地開拓及產業

開發，無論在社會、經濟層面或生活艾化上都帶來極大的影響﹒然而，除了農業

移民外，從江戶時期起從事漁業的人口亦為數不少，其存在是不容忽』麗的﹒

但無論是江戶時期的漁村 ， 或是近代的漁村、農村 ， 皆食用如白蘿葡、茄子、

等適合北方氣候、易於種植的作物 ， 並且 ， 為了解決蔬架在寒天雪地裡保存不易

的難題 ， 多讀製為商菜食用﹒然而 ， 在上述的歷史脈絡徑，除食用適合北海道氣

候自然生長的食物外 ， 大和人所從事的產黨與飲食文化有何關聯呢?

江戶時期大和人最主要從事澈棠，捕獲量最多者屬背魚及蛙魚，其中叉以宵

魚較為人食用﹒原因的青捕獲量較蛙魚多，且銷售至日本內地的價格比蛙魚便

宜﹒而綜合上述的食材，遂發展出大部份日本內地人沒有習慣飲用的 r三平汁J'

就是少許水裡放進鹹魚及酪自班蔔等酸菜一起熬煮成的渴扑﹒

近代漁村的非漁期或農村的食物裡常出現江戶時期少見的馬鈴薯、南瓜或玉

米 ， 也是拜產業發展所賜﹒即是 ， 明治初期開拓使有變於北方的嚴寒，聽取外國

顧問的建議，積極開發與北海道氣候相似的美國品種，造成上述作物的產量激增

所致﹒也正因如此 ， 近代論村雖與江戶時期的論村一樣飲用 r三平汁 J ' 但不同

的是卻放入近代新興食物一馬鈴薯以取代髓白蘿蔔等颺菜﹒

然而 ， 產業發展並非直接就與當地的飲食文化相連筋 ， 有時是農業因應人們

的飲食文化而發展出來的 ， 近代北海道的大米就是最佳的例子﹒ 1 890 年前後成

功地研發出耐寒品種的大米者非開拓使，而是日本內地移民 ， 其乃本著日本內地

種植大米的習性，後來也陸續有更多移民自動加入種植大米的行列﹒另一方面 ，

大米產量進入 20 世紀後雖有明顯的增加 ， 但在全日本產量而言還是微乎其微，

且與其他作物相比，價格尚嫌昂貴，故僅由農村發展成的都市及部份城鎮的道民

才吃得起﹒

在此值得思考的是 ， 縱使大正時期已有部份道民吃得起大米 ， 但他們頂多只

是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而已，移居至北海道前在日本內地除非是武士或商人，否

則日常生活中應是無財力食用 ，那麼他們為何執著於大米呢?此與他們對大米的

文化認知有關﹒亦即，江戶時期有能力吃得起大米者多為iíl:士或裔人階級之有檔

勢者，大米成為一種身分、財富的象徵﹒故即使部份迫民在日本內地無食用大米

的習慣，但基於對大米的認知，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也開始食用﹒另外，農村雖

種植大米 ， 卻仍主要食用馬鈴薯或南瓜，大米則為生計來ì1ë.﹒同樣地 ， 近代漁村

的漁場經營者在漁期時多提供大米飯 ， 也是有學於日本內地對大米的文化認知，

用來招攬從日本內地來的季節性漁工﹒

因此 ， 北海道大米的生產及食用 ， 可說是日本內地習住一臼本內地種植水稻

的習慣及對大米的文化認知一下的產物﹒而新興食物或對一般大眾陌生的產品要

“村元直λ ﹒前引.<北海道旬章〉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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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日常生活飲食的一部份，需有環境或適當時攪配合才行﹒如明治時期政府鼓

勵耕種的馬鈴薯正好適合北海遁的氣候 ， 或近代農村要到太平洋戰爭時期才普遍

飲用「三平汁J .乃因海內加入大量馬鈴薯多少可減緩大米嚴重缺乏之困境﹒甚

至，在 193 1 (昭和 6) 年由北海道廳、札幌市及札幌商工會議舉行的「閻產振興

北海道拓殖博覽會(kokusann-sinnkõ-h。他卸的恤usyoku-hakurannkai)J 中所展示

的北海道飲食，由日啤酒或煉乳，現在看來福稱為北海道名產之一，但皆是明治時

期才發展出來的洋食 ， 且洋食開始不只是在北海道，在日本全國普遍不受好

碎，而北海道要至大正時期後才較為以札幌為主的都市居民接受﹒"然而 ， 特別

是從大正時期到昭和初期，農村連續發生因冷害而造成的歡收﹒在此情況下，近

代大多數的路樂移民平日應無能力購買上述屬於都市摩登的消費住商品﹒它們要

較深入一般家庭必須得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高度經濟成長期才行﹒

"關於「國虛假輿北海道拓殖博覽會f 詳情蹄參照北海道廳簡工陳緝。{國產振興北海道拓殖

博覽會會懿) (札幌 中西寫真製版印刷所 . 1932 年 s 月) ﹒ 另外，關於日本全國及北海道接受

洋宜的刊，形，開書照前坊洋. <明治西洋科連起盟軍) (東京﹒岩攘，店 .2曲0年 7 月) :北申生活

文，企劃緝輯會鶴續﹒前引.<北海道旬衣食k住車" )賣 104-1冊，札幌市教育發員會文化賀

科室闕. <札幌事始) (札幌北海道新聞祉. 1979 年 1 月)買 264-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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