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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流著魯凱族的血，彭天恩希望透過料理，讓更多人走進部落裡。 圖片來源：吳宙棋攝

瀏覽數
33451
分享 LINE
南台灣最難訂位的Akame主廚：從新加坡回到部落，我要做有靈魂的菜
Web Only 文 吳雨潔 2018-05-14
調整字體尺寸
美食的力量，能夠翻轉窮鄉僻壤的命運？法國勃艮第（Bourgogne）有個幾百人口的小鎮，靠著米其林星級餐廳「La
meloise」的盛名，帶動周邊旅館與商業效益，讓小鎮增添經濟活力。而在台灣，也有類似的故事。透過料理吸引大
家走進山區，活絡部落能量。牽動的不只是觀光，更多的是對不同文化的尊重與包容。

「就是希望大家來山裡，才把餐廳開在部落，」南台灣最難訂位的餐廳「Akame」（魯凱語，唸a-ga-ㄇ，意思是烤
）主廚彭天恩（Alex）說，「不是在山裡開餐廳，就叫理想，不然滿山都是土雞城啊。我們希望透過料理，吸引大家
體會、認識部落，進而理解、尊重原住民。當你走進山裡，對部落的想法會慢慢改變。」

愈在地愈國際，用料理誘人走進山區
歷經數次遷徙，在八八風災被滅村的魯凱族好茶部落（Kucapungane），如今與排灣族的大社、瑪家部落共居於禮
納里部落，改稱「新新好茶」。與傳統原民部落不同，排列整齊的新聚落，獨棟小木屋被群山環抱，這裡倒像是高級
住宅區。（延伸閱讀：南國仙境好茶村 原住民法式精緻燒烤）

號稱南台灣最難訂位的餐廳Akame，就藏在小巷中。（吳宙棋攝）

「好茶是家鄉。那天我坐在這裡，下了點雨、起了點霧，看著覺得很美，就決定回來開餐廳，」彭天恩將表哥家的停
車空間，改建成餐廳。一個餐期僅能容納19位的小小空間，成為他的新起點，改變的開始。

採訪當晚，來自日本的武田未奈吃得一臉滿足，她說，自己是第七次來台灣遊玩，因為看了日本部落客的介紹而得知
Akame，她先確認訂得到位置，才安排前後的旅程。此行除了屏東，還去了台南。

武田未奈興奮地表示，「Akame的料理非常棒，好到令人不可置信，」她知道彭天恩曾在江振誠的新加坡餐廳「Res
taurant André」工作，但「彭的料理明顯與江振誠不同，很有自己的想法。」雖然是在地化的料理，卻沒有國際隔
閡，「這是歐洲流行的餐飲趨勢，沒想到Akame也是如此。這一趟因Akame而來的台灣行，非常值得。」

Akame開幕前，彭天恩已從事餐飲業近二十年，「過去一直做別人食譜的料理，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因為那是沒有
靈魂的菜，不是我的根。」身體流著魯凱族的血液，他很確定，「開餐廳的出發點，是做原住民料理。」

過去，大家對原住民料理的印象是風味餐、石板烤肉，但「原住民料理有很多變化性，很多能發揮，」光是豬肉，彭
天恩分別用小米酒釀醃梅花心肉、稻草燻烤黑乳豬腿等不同方式呈現。大口吃肉，滋味直接強烈，但豪邁入口後，又
可見調味的細膩層次，或帶發酵甜味或帶花草香氣。

（吳宙棋攝）

甫獲「The Diners Club®終身成就獎」的台灣名廚江振誠，觀察曾在他廚房工作過的彭天恩，「他對自己的方向很清
楚，想把原住民的東西再挖深一點，可是沒有方法，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讓外人理解。我花很多時間讓他更了解自己
。優秀的主廚會知道自己的DNA、挖掘更多屬於自己的東西，他是很好的例子。」

傳遞部落滋味，分享溫暖帶動經濟
在法國，荒鄉僻野的小鎮裡，如果有家米其林推薦或得星餐廳，往往可讓那家餐廳，甚至小鎮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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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美食家謝忠道舉例，如勃根地的星級餐廳「Lameloise」或「Le Clos de Saint-Jacques」，其所在的幾百人口小
鎮，幾乎全靠餐廳跟周邊的旅館，帶來經濟活力。（延伸閱讀：「吉納富」的原鄕滋味）

「部落要發展，必須靠大家一起努力，光一個人、一家店，做不了這麼多事情，」彭天恩指出，台灣有很多厲害的職
人，例如餐盤、刀具設計，讓每把刀上的圖騰故事都精彩；森林裡的採集職人，「認識非常多野菜，每次送來十幾種
，有些我也沒看過，」請教、詢問、慢慢搜集，「我扮演的是分享資訊的角色，」透過餐桌向外傳遞，不用言語也能
感受部落的滋味。

彭天恩說，「部落很可愛、很安靜，人跟人的相處都很友善，」雖然是遷村後的永久屋，村民難免不適應，但大家都
努力維持部落的味道。村民分有一小塊農田，能自給自足，但無法量產銷售。

這天，在路上巧遇彭天恩的表姐，她望著眼前的小米田笑笑地說，「我們是難民啊，家都沒有了。要謝謝你們給我們
這個家。」樂觀的原民個性，此時反倒令人心疼。（延伸閱讀：林益仁：災難 還沒結束—莫忘莫拉克風災）

接待家庭的主人柯廣一說，希望對來訪的「家人」多介紹一些魯凱文化。從車站到禮納里部落的接送途中，是導覽魯
凱族勇猛事蹟的最佳時機；脫了鞋坐在客廳閒聊，看著柯家掛滿獎牌，才知道柯廣一曾是部落裡跑得最快的男人，故
家中以蝴蝶為雕刻圖騰，取其敏捷的寓意。

接待家庭的主人柯廣一，曾是部落裡跑得最快的男人。（吳宙棋攝）

柯廣一發現，不少旅人因Akame來到部落，小小民宿沒有財報，但柯太太翻著訂房紀錄說，「你看，常常客滿，客
人太多只好往其他接待家庭送。」

彭天恩表示，客人以台南、高雄居多，也有不少專程從台北南下、一趟來回至少四小時的的老饕，大概佔了整體四分
之一。

「我們不能接受採訪啦！因為是請假來吃飯，不能被同事發現，」一對來自台南的夫妻先拒絕了《天下》記者的詢問
，隔天才說出原因，「一直訂不到，最後看Akame哪天有空位，我們就請假，順便安排一趟屏東旅行。」吃過的感
想？「我們一定會再來。而且，在部落的這一晚，我們睡得很香甜，很久沒睡得這麼好了。」（延伸閱讀：國境之南
遇見神仙）

在自己的家，做家鄉的事
打出名號後，找Akame開分店的邀約不斷。「假如想去城市開餐廳，我一開始就會這麼做。現在才去其他地方開店
，好像是我利用了部落成名，」這不是他的初衷。「我希望未來在餐廳旁有片田，種菜種香草，當大家走進部落，看
到什麼植物，就知道吃到什麼味道。」

彭天恩希望，未來餐廳旁邊就有一片田。（吳宙棋攝）

對彭天恩而言，路剛啟程。「希望我們讓其他人知道，在家鄉也可以生存。」想返鄉，他建議，「前提是你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不是看別人成功就跟風，那有什麼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懂得堅持。尤其沒人做過這些事，身邊的雜音會很多。」

旅人被料理的香氣誘進山區，但願意把心留在部落，是被人情溫度與文化深度所感動。

彭天恩說，「現在原住民比新住民還少，對我來說，文化怎麼保留比較重要，期待有更多人跟我們一樣，在自己的家
，做家鄉的事。」（責任編輯：洪家寧）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