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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美德吃的美德吃的美德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餐桌上的哲學思考餐桌上的哲學思考餐桌上的哲學思考1111讀後心得讀後心得讀後心得讀後心得    

文/彰化地政 黃美玲 

一一一一、、、、 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吃」看似簡單，卻是深度思考的議題。作者朱立安•巴吉尼在

書中透露，哲學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一個人的性格與價值觀，可由

基本瑣事窺探。在其他出版作品中，如《自願被吃的豬》、《你以為

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鴨子中了樂透》等也可透視此理念。

本書分四部分、二十三個有關食物的問題進行討論，有些我們知曉，

有些卻未曾意識到；從有機食品與吃素主義的迷思，到烹調方式的真

理，甚至是減重時人心的考驗，全都囊括在內。    

二二二二、、、、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感想感想感想感想：：：：    

「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這本書探討吃的美德的範疇，

作者分為四大領域：食物的來源、食物的烹調、食物的吃法和開心

的享用，而這四大領域省思的包含當季、有機、在地、公平貿易、

動物福利、科技、傳統、例行公事、分享等。而這些所呈現的就是

一種選擇的價值，這些選擇背後的因素就回應著所做的決定，雖然

市面上不斷地鼓吹有機、當季、在地和公平交易，但有想過背後的

原因與影響嗎？而工業農法？真的完全是錯誤嗎？科技的發展所帶

來的只是迫害嗎？或許真正了解背後的原因之後，所看見的問題就

不是這麼單純，而是發現有著相互的關係存在。看了這本書後衝擊

了我對於吃這件事，多了選擇上的考慮，在口慾上也更加節制了。 
                                                      

1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朱立安.巴吉尼原著，謝佩妏譯，商周出版，2015 年 12 月

31 日初版 10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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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提出的「吃的美德」，是傳統的德行嗎?社會道德規範

嗎?，都不是，而是更因應世界變化的飲食觀念。書中每一章都會提

到關於飲食的某個面向以及和它對應的美德。第一部討論當今有關

飲食倫理的熱門議題，包括有機食物、永續發展和動物權。第二部

著重於我們如何建立自己的好壞、對錯判斷。第三部和第四部則強

調如何養成好的飲食性格和習慣。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個既

深且廣的飲食哲學，一種如何吃、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論述，藉

此為目前的飲食大雜燴理出一些脈絡。懂得如何吃，你就懂得如何

生活。 

然而飲食在這多元、多變的日常生活，不僅僅是讓生命得以存

續，尤其中華五千年歷史在飲食文化與烹調技藝方面更是出神入

化，但五味調和的烹調術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過程中的熱油炸和

長時間的文火攻，都會使菜餚的營養成分被破壞。尤其現在特別強

調養生、減肥，從而追求清淡少油，強調採用新鮮原料，強調在烹

調過程中保持原有的營養成分和原有的味道。 

媒體報導引起一窩風爭相購買，然其製作原料、來源等，消費

者常不予探究的，僅聚焦在其是否美味而隨波逐流。所幸~網路是如

此發達，透由各種管道檢視事實、檢視自己，對於吃下肚的東西自

己應該對自己身體要有所交代，否則等健康出現警訊則後悔莫及

了。作者從我們每日的飲食切入，談起人生哲學，許多觀點都是我

或許想過但卻未深思的，經由作者的帶領，對於人生、倫理、飲食

又有了些不同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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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吃素，作者說「吃素不一定比吃肉更人道」，有人吃素是

因宗教業果而不殺生或是為了地球臭氧層永續生存的環保意識、亦

或是為了動物福利著想，一般人總認為素食者比起肉食者來得慈

悲。然而，作者表示：不殺生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世界上沒有

適用萬物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農業也必須大量消滅「害

蟲」等有生命的生物，只是我們認為昆蟲與家禽相比，後者被宰殺

的當下是痛苦數倍，所以，重點不在於殺生，而應該是我們如何對

待這些被吃進肚裡的肉，無論是在生前或是生後，因此，我們該留

意的是我們買的肉是否是以人道方式飼養及屠宰，有人會反駁，不

管牠們是生活在多舒適的農場裡，最後的下場都是被宰殺來滿足人

類的口腹之慾，但作者提到，想像在野生的動物們，牠們每日都要

面對食物鏈中弱肉強食，比牠們更兇猛的野獸，牠們的下場不見得

比起不用擔憂、被圈養在牧場裡的家禽好多少，這可能讓食肉者覺

得理所當然。大衛•亞瑟博士2說：「當你種植穀物，餵養動物，然

後吃動物，你損失了源於穀物九成的能量。所以，不但農作物能餵

養較少的人，而且生產肉品，需消耗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試想，

如果地球不存在了…那一切都免談了。 

 

----------------------------------------  

2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大學教授，世界碳迴圈領域的專家，並擅長研究海洋沉積過程。他

教授的課程包括全球暖化、環境化學和全球地球化學迴圈；地球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