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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書苑

《沒有獨立書店意識的年代》，全白的封底加

亮面書膜，擺在書苑的角落、書苑的櫃上。這是一本

由東海書苑經營者廖英良集結書寫、自製自印，甚至

申請了 ISBN的一本創作。104年底才剛出版，書裡
談經營、談書店的故事，兩百多頁的書，不多圖片，

厚而沉手的全是文字，出自廖英良手裡的文章也有幾

篇，從中不難看出他在經營書店上一貫的堅持。

東海書苑裡觸目最廣的是書和書架連成的書海，

說來有些奇怪，但如今堆滿書的書店著實不多，獨立

甚難，若不多少賣些其他生活化、親近些的食、玩、

物，成立都有困難，何談獨立。東海書苑幾乎沒有太

多書之外的商品，擺放這些書們的方式也有條有理，

而它選書的品味在書店界、學生間早有名聲 (在音樂
的品味上其實亦是 )。
畢業於東海社會所的廖

英良，從開始經營書苑

時便有計畫的進些「冷

門」書籍，發展選書至

今，從社會學、政治、

女性主義到建築、文學

的經典、精采書目，大

多不會缺席。

84年，東海旁原
為連鎖的東海書苑即將

講座，便融合了各種書苑關注的主題，雖不能說無所

不包，但至少五臟俱全。如今，書店裡一面是一櫃櫃

書海，一面是幾張木桌木椅，期末時總有不少學生造

訪，卻多是靜極的讀著、寫著；如今，臺中的獨立書

店、咖啡廳，沒有幾間不貼著由書苑舉辦講座的海報，

這是走過二十年的東海書苑。幾經易主、遷移，它依

然安靜，但也依然存在。

魚麗人文主題書店

魚麗一名取自《詩經．小雅．魚麗》中，形容各

式鮮魚在竹簍裡活跳新鮮的樣貌。由此便知，這家書

店有提供飲食，但這樣說絕對是小瞧了它。魚麗是一

間人文主題的書院，同時也是間「共同廚房」，95年
6月於臺中教育大學旁極僻靜的巷內開始營業。由執
行長蘇紋雯和主廚陶桂槐一起從尋址、粉刷、四處學

菜而完成，兩人曾是文化新聞系的學姐、學妹關係，

卻一起開了書店、進了廚房。 

從學姐、學妹變成了室友，再成了事業夥伴。行

至今日，想必許多曾被魚麗感動過的人，都會感謝她

們當年來到臺中、來到這靜謐巷內，做出一道道將溫

度、味道傳到心內的料理。創業的初衷，來自想打造

一個有自我工作文化的場所，如此便可以自己確認所

有事物的價值；也與自身想吃好、吃健康的念想相關。

從前，她們的廚房便是一個好友們的共同廚房，「魚

麗」的成立，則是將這樣的概念分享與傳達給更多人。 

魚麗的特色在提供客人四菜一湯的套餐，無論是

一人或是八人，都可以完整享用這一套完整的菜單，

菜單會在前一晚張貼在魚麗的專頁上，少有重複。菜

單中從台式家常到中國各大菜系的特色菜、大菜，大

多都是極需手工的料理，如他們所說，這是個「手工

正在消失的年代」，比起食譜的傳承，真正有人做出

的料理，才更能把味道如實的保存與留傳。如他們的

名菜桂花鹹水鴨、黃酒醉雞等，都是沒有個幾天準備

時間無法輕易現身的菜，來魚麗會吃到什麼菜，但憑

機運，也自是一種趣味。 

造訪的那日雖值深冬，卻不怎麼冷，菜單上有：

它似蜜、溜黃菜、豆干炒肉絲、栗子燒白菜和錦菇豆

苗湯。店內的工作人員逐桌一道道的唱出菜名，細聲

談如何料理、什麼典故。像「它似蜜」其實是道由慈

禧太后賜名的料理，羊肉澆淋上甜麵醬調的香甜醬汁，

想來還有甘甜在喉 ;「溜黃菜」則不是菜，指的是雞蛋，
魚麗會用招牌菜桂花鹹水鴨的鴨湯和入荸荠翻炒，再

灑上金華火腿上桌，就飯吃一下就沒了 ;豆干炒肉絲
雖然家常，但卻考驗廚師掌握火候、刀工、調味的功

力，相當好吃 ;正當時令的栗子和白菜都非常甜美，
無比留香。魚麗的菜好，不只是料理，也來自對飲食

文化的考究，書店內架上陳列著韓良露、詹宏志、王

宣一、舒國治的創作，無一不是善食善烹的名家。 

魚麗廚房可以精緻，可以家常，甜點也是紮紮實

夜晚的東海書苑，撫平每一顆求知若渴的心。

東海書苑一隅，書牆即是寶山。

《沒有獨立書店意識的年代》

裡寫著東海書苑的大小事

探訪臺中東海書苑、魚麗人文
主題書店、闊葉林書局

文．圖 /蔣亞妮

愛上獨立書店

歇業，捨不得其結束營業的廖英良接手經營，獨立經

營的東海書苑於此年成立。

95年，搬移至中港路（現臺灣大道）上，與默契
咖啡共享空間，也開始了「讀書人工會」繳交月費以

穩定營運的創舉。

98年的 8月，東海書苑搬遷至五權西二街。

102年的 9月，由吳巍夫婦接手月餘，10月再度
回歸廖英良經營。

從 84年跨至 104年，東海書苑搬離大度山上東
海旁，是最引人關注的一段轉折。離開學區意謂著離

開學生固定的消費與購買，至少不論書市如何冷淒，

學期初的採購總是一筆收入。記得，曾讀到廖英良提

及賣教科書的心情，是為了使書店能夠經營下去賣其

他書籍。不可諱言的，這十幾年來，思潮漸歇，早已

不是世紀末前文人觥籌交錯的最好時光，不只東海旁

的書店越開越少、越開越小，聞名幾十年的臺北重慶

南路書店街何嘗不是高唱輓歌。書苑離開了學區，把

下訂、買賣參考書的責任交給其他業者，亦是一種回

歸至他心中「專注而純粹閱讀時光」的實踐。

然而離開學區，並不是捨棄了學生。各層各面的

議題、讀書會，從未在書苑停下。電影影展、英語閱

讀趴、農業到經濟的場場講座，以及對其他獨立書店

投以的注視目光，都在書苑裡以緩慢卻堅定的速度向

前著。104年的「概念十二匙 Key Concepts」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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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一一細數的事與人，都是魚麗盡一己之力，持續

對社會投注的付出。 

書店內開放式的婦幼叢書、漫畫書櫃，則是鄰近

主婦及小學生等候與消磨時間的安靜之所，魚麗不推

銷、不打擾，一方靜靜飲食、一方輕輕閱讀。那日午

後，餐畢於桌上用茶，年輕媽媽前揹著個寶寶進魚麗

看書，她緩步書櫃前，當自家般看起書來。魚麗，便

是這樣的書店、這樣的廚房。

闊葉林書店

讀過中興的學生，或是對臺中獨立書店稍微熟悉

一點的人，一定知道闊葉林書店，和他的老闆廖仁平

先生，但更多人叫他大樹老闆。

87年，闊葉林開始營業，至今也是臺中獨立書店
的元老級前輩了，這除了說明闊葉林的長壽，也說明

了獨立書店的短壽現象。大樹老闆不怎麼接受採訪，

卻是可以聊天的人，偶爾你會聽到他問起店內抱著一

大沓書啃著的學生，某某老師如何，那本書又寫得如

何如何。闊葉林相比於其他獨立書店，是隨意的，甚

至隨意到不進太多新書，不怎麼在乎永久經營下去這

些嚴肅的問題。我想喜歡闊葉林的人們，就是貪圖這

樣一份隨意，隨意的可以寫字、看書、戀愛或只是吃

一份義大利麵，點一杯冰紅茶。

闊葉林 2樓的藏書包羅萬象，如一座茂密的文字森林。

知名作家王文興在闊葉林樓梯牆上留下足跡大隱於市的闊葉林在魚麗，有一種飽足感，叫做閱讀。

闊葉林的藏書多在一樓的樓梯間和二樓，上了二

樓，外文、哲學、中文、農業的系上必用書目堆放著，

一兩張椅子在走道間，讓人爬上拿書，燈總是熄著，

任上去找書的人自開自關。老闆在吧臺煮茶、廚房開

伙、也看書聊天，帶著笑容。你擔心它很快就要凋閉

如一片枯葉，但是樓梯牆上王文興的簽名作畫是不久

前的，而那些簡體的、難找極了的書和作家，就藏在

一堆堆的書中，一放就是兩三本。闊葉林的餐墊上印

著店名的由來，波赫士《沙之書》裡寫的：「隱藏一

片樹葉最好的地方是森林。」 那麼，收藏一本好書最
好的地方，則該是書店，書店便是書與人的森林。

闊葉林在已經比市區安靜許多的興大學區裡，隔

著一條溪溝，還要再彎進一個巷中，才會抵達。此次

造訪前，曾與大樹老闆透露想要採訪的念頭，他輕輕

回道，現在更有活力與朝氣的新書店甚多，不如，闊

葉林就算了。我總是認為，闊葉林在學校旁、城市中

造了一座森林，既是小隱於林亦是大隱於市。對於很

多學子、很多臺中讀書人而言，闊葉林卻有它不能算

了的記憶。一個在英國念書的友人，畢業於中興，有

天興致勃勃的告訴我在牛津旁找到間很像闊葉林的書

店，可惜沒有賣香草萊姆。

於是我想，這份隨意是它的，珍惜卻是我們的。

對任何一間我們喜愛的書店，都是如此，所以為記。

實的美味，附近的學生若不能常常消費得起一套正餐，

魚麗也有每日不同搭配的茶點與茶，他們三兩成群，

討論一下午的瑣事或一下午的報告，可能也會跟我一

樣訝異起臺灣自產的茶葉竟與糕點如此合襯。走一圈

魚麗、吃一餐魚麗，越發可以看見它的溫柔，比如因

為關心竹東農地的消失，他們使用了在地的桃園三號

米，期盼更多人在吃飯的同時也注意到臺灣農業，其

他嚴選的醬料與調味，也都來自臺灣本地。魚麗對社

會的關心不只體現在農業，它們也一月一次的替沸揚

於世的鄭性澤冤獄案主角鄭性澤外送便當，還有許多

魚麗獨樹一格的大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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