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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

内容概要

坐在有阳光的角落喝一杯咖啡，
站在大街上听一段水桶打击乐，
为一棵全台仅存不多的加罗林鱼木停下脚步，
赞叹每一户人家门前恣意的三角梅或石莲花⋯⋯
到了台湾你会发现，美不需要发现，因为它就长在那里，那么明显。
那里的人们，像看电影一样看话剧，
逛书店就像去SHOPPING那么平常，
做麻油鸡面线的阿姨其实周游过全世界，
种田的大叔其实是日本回来的法学硕士⋯⋯
他们似乎天生能把诗和远方与眼前的生活，结合得特别好。
《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就带你去看那个创新的、文艺的、美学的慢调台湾，
去看那里的人们如何勇敢地过上心中理想的小日子，
如何创造生活的各种可能，如何从心而行。
台湾生活方式杂志《小日子》创刊总编辑黄威融、《自在台湾》作者陈斌华、台湾著名作家张典婉、
台湾资深编辑人傅月庵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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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

作者简介

桃子
本名蔺桃，现居美国，
骨子里懒惰保守，却总忍不住折腾自己。
两年记者，一念心动，成了第一届赴台陆生。
在台读研三年，喜欢搭讪，习惯记录。
曾前往台中、台南、宜兰，
采访那些在城市、乡间用创新方式回归乡土、改造传统、传播美学的年轻人，
感受到当下台湾最可贵的生活美学价值。
独立经营微信公众号“台湾私人订制”，
坚持认为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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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

精彩短评

1、层层都有斯里兰卡的回忆，晚间海风吹拂的躺椅，山间的风
2、这些文字还是放在公众号比较好。
3、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小视角，生活感。
为什么辞职去念书，还是陌生的台湾？
趁着年轻，多出去见识见识。

4、看过桃子的公众号，觉得文笔很干净清澈，像海边的风和天空一样，希望这本书也能读到台湾这
片美丽岛屿上生活的人的点滴生活和温暖的人文气息，希望是一本带着稻香、海浪气息的书。
5、看完整本书，觉得自己那半年自诩深入的台湾交换生涯就是一场走马观花。台湾确实有太多东西
值得去发掘和探索，每一处你看到的风景都有挖之不尽的背后故事。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可能作为
一名旅客不会去了解的台湾人与事，但是想真真切切地认识台湾这些又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台湾漫
漫长河历史的一朵涟漪，即使短暂仍然美丽。感谢桃子，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相机里照不来的台湾
。
6、去过两次台湾，喜欢当地人对生活的态度，不是害怕改变和自我耽溺，而是勇敢去过自己想要的
生活，并为之付出实在的努力，桃子的这本书，就写出了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7、别样的生活。看看更丰富更多元的世界，开阔视野，挺好。
8、跟着桃子童鞋，去看看不一样的台湾。越过立法院打来打去，诈骗犯云游世界的躁动台湾，一起
去体察更舒缓、更温和、更沉静的台湾节奏。
9、对未知充满探寻，形成了这样有氧气的文字。
10、喜欢书店那几篇～
11、台湾，是一处去过还想去的地方。人很友善，景色很美，调子缓缓的。很注重“人”的特性。创
新的、文艺的、美学的慢调台湾，让人神往。
12、文笔呢一般般吧，有点杂乱的感觉
13、在台灣生活過的人 果然從小角度看到的台灣不一樣。分part也分得蠻妙的。
14、从一个大陆去台湾读书的作者眼中感受台湾的人文和我温暖。
15、这是桃子用私人视角对台湾进行的一次细致打量和深入观察，通过所遇、所闻、所见，写出了“
小确幸”的生活美学，写到了一些可敬可爱的人与事，写出了值得学习、借鉴或反思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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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

精彩书评

1、如果你对台湾的近代史稍微有一点了解，就会觉得台湾真的很可怜。也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台湾
人，如果有，也就只是那些山里的原住民，现在的台湾人，祖上都来自祖国大陆的各个省份。一八九
五年，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开启了长达五十年的日据时代。日本军队占据台湾
以后，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战争起，一直到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止，一直受到台民的顽强抵抗，而
在1930年爆发了最后一次的武装抗日行动，史称雾社事件。魏德圣为了拍摄1930年那一场蕃民起义，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筹划十二年，于2009年开始创作这个台湾历史题材，还原了雾社事件的前因后果
，2011年上映，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而这部电影，名叫《赛德克·巴莱》。1945年日本投
降，中华民国光复台湾，蒋介石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台湾人以为能够得到更多自治和参政的机会
，但是却发现重要职位都由外省人控制，原本由日本人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又重新洗牌。那时候的
台湾人，连青天白日旗的上下面都会分，不像日本国旗，怎么挂都是对的。台湾光复一年的时间，物
价上涨了一百倍。1989年，一个叫侯孝贤的导演拿着国民党中影的钱，拍了一部反映1947年国民党镇
压台湾人民暴动的影片，二二八事件改变了台湾一个地方大族的命运，台湾的命运，和影片中梁朝伟
扮演的哑巴很像，侯孝贤擅长用这样冷静而真实的视角去还原历史，在影片中可以听到日语、上海话
、国语、闽南话等各地方言就由一间屋子里的人说出来，而那些曾经在日据时期任职的知识分子，在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被清算，借着剧中人物吴念真等文化界名流的口，说出了台湾人的心酸。“受过
日本政府的奴化的要换掉。”“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啊，我们自己贱？”“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卖掉
的，马关条约有没有人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那部电影，名叫《悲情城市》。影片中有一个情
节是梁朝伟在火车上，几个本省人拿着棍子问梁朝伟是哪里人，暴动中只要有人说不出闽南话，一棍
子就招呼上去了，可是梁朝伟偏偏是个哑巴。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一代人在反映台湾历史的时候常常用
这种细节化的方式还原当下情境中台湾人的心理状态，《童年往事》里用的家具都是竹子的，没有买
实用的家具，因为很多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老兵都相信不久之后他们就能回到大陆，而台湾，只是暂
居，这样的暂居，已经好几代人。七零年代以后，中国代替了中华民国入主联合国，中日中美建交，
台湾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台湾人的心理状态更是漂泊不定，甚至怀念日据时期，日本先进的政治理
念带来的教育和人文素养，在台湾电影里也处处可以看见日本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无枝可依的台湾
，被许多台湾青年称为“亚细亚的孤儿”。当下的台湾，离沉重的历史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而国民党
也一直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提振台湾的经济，而赴台就读的陆生，也是两岸敏感的政治关系开放政
策下的产物。蔺桃正是首批赴台就读的陆生之一。蔺桃和师友合著的《陆生元年》，并没有在大陆出
版。但是对于人文视角下的台湾，蔺桃带来了他更加具有亲和力视角的作品《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
湾》。文字里呈现的是她遇见的，当下的，新鲜的台湾，在台湾念书的那些年，他遇到的人，去过的
地方，得到的感悟，她通过她细腻的人文视角，发现了一个创新的、文艺的、美学的台湾。而这些东
西正是在台湾复杂而厚重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背负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寻求一代人自己的
精神家园，当台湾的年轻人意识到过往的历史已经烟消云散，而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理想生
活的构建，迎着太平洋的海风，任何一个画面，都有自然的美感。也许她笔下的这些年轻人，能为台
湾带来美好的变革，譬如赖青松开创的谷东俱乐部模式，客户预约购买，传统的农夫转变为城市人雇
佣的田间管理员。她务实地描述范特喜的文创团体对台湾微创的贡献，让一百本书的书店成为可能，
这种经营，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她还热心地告诉读者，在台湾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例如医疗
，例如出行的种种问题，甚至还在书中对赴台读书的种种问题做了详细的答疑解惑。落笔很轻，但是
同样在这片狭长而富饶的岛屿上生活的年轻人，正在做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事情，更加精致，更加
文艺，却毫不矫情。忽然想起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这个蒋家第四代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一个商人
，政治关我屁事！”书中台湾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各种小东西的价钱都不吝笔墨去一一介绍。所
以你如果想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台湾，抛弃宏大的历史叙事，或许这本书能给你耳目一新的发现，更像
是就藏在你身边的台湾，你更有可能去经历，去感受的台湾。人文风物背后的那个亚细亚的孤儿，随
着历史已经远去。
2、这是我读的第二本描写台湾生活的书，断断续续读了3天，印象最深刻的文章是《客家歌手林生祥
：我在乡下做音乐养小孩》和《“志愿农民赖青松”：把老家种回来》两篇。在林生祥的音乐之路中
，我被他的成长感动。他抛弃大众热爱的流行音乐，选择了做农业音乐，用农村里最纯粹的方式嘴传
统的乐器来表现最真实的乡村生活。他参加过反水库运动，创作《反水库之歌》，用老山歌曲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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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小日子里的慢调台湾》

达出美浓人的愤怒。退伍之后，他把自己定位为农民麦克风，深入农村之中感受最真实的乡村生活，
要用音乐将这些生活带给城市人。他的音乐情绪经历了从激烈到温和的变化过程，因为对乡村对社会
更深刻的了解，让他明白激烈的表达仅是情绪的宣泄，不会为乡村带来理解和改变。而温和理智地与
社会对话，才能表达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描写出真实的乡村。赖青松是一个志愿农民，由于童年
的种田经历让他与土地结下不解的情缘，所以他留日归来的他，归田成为一个志愿农民，立志要把“
老家种回来”。他永远无法忘记阿公的话：“咱家吃饭不差加几只碗筷。”他认为只有土地，才能给
人这样踏实的安全感。他创立“谷东俱乐部”，成为田间管理者，开始了他梦想的农耕生活，每天与
土地为伴。他坚持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的有机耕种方式，他坚持与谷东们分享农田里的乐闻趣事，他希
望让农村的传统祭复活，让更多人感受脚踩泥土的踏实。山芙蓉的翁美珍，Angel Mini cafe 的小夫妻，
新手书店的郑宇庭⋯⋯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带着对美的生活的执着，进入了美即生活的状态。这种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太不真实，却又真实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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