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這塊蛋糕很大，但吞下去不容易。」作為第一批在大陸經營台
灣美食的先行者，60多歲的廈門知名台商陳村金發出從商20年的

感慨。
上世紀90年代兩岸政策放寬，陳村金帶㠥拿手菜姜

母鴨跨海來到廈門開店，從白手起家到加盟電話接
到手軟，再到如今歸於平靜。一路走來，陳村金見
識了台灣人投資大陸餐飲市場的熱情，也目睹了台
灣餐廳屢開屢倒的慘烈，更是感受到台灣美食在大
陸存活的不易。

理念風氣碰撞 難逃三段式宿命
廈門因其飲食習慣與台灣相似，成為台灣餐飲業者

「試水」大陸的首選地。1990年後台灣美食慢慢進入
大陸民眾的視野，但當台灣美食堅持古早味的理念碰
上大陸民眾喜歡嘗鮮的飲食風氣，台灣餐廳總是難逃
「火爆—不溫不火—淡出市場」的三段式宿命。

據了解，1995年後，被泡沫紅茶、刨冰等台灣飲品
帶旺，台灣美食在大陸進入了成長期。其中，以主

推清粥小菜的2家台灣餐
廳「無名子」和「藍與白」
紅火一時，掀起廈門全城
一陣清淡的飲食風尚。不
料好景不過3年，兩家店
均日漸銷聲匿跡。
陳村金認為，期間台

灣餐廳的落敗與當時較
差的經濟景氣有關。在
賺錢難和用餐選擇多元
化的情況下，「還有多
少人願意花高價買一碗
隨便在家裡都能吃到的
白粥？」

味不正定價高 短暫高潮轉式微
台灣餐廳前進大陸初期，陌生消費者往往無法理解吃一餐台味為何那麼

貴？即使在大陸民眾收入消費力大增的今天，定價高仍然是台灣美食的硬
傷。號稱「台灣第一米漢堡」的摩斯漢堡去年進入廈門後即因售價過高導
致人氣不旺。
摩斯漢堡國際事業部經理伍澤翰表示，原料多從台灣進口，無法大幅降

低價格。但考慮到市場特點，仍在特定時段推出優惠套餐。如何協調好高
成本與售價之間的矛盾，是台灣美食打開大陸市場需跨越的一道門檻。
2007年廈門允許台胞設立個體戶，鷺島

街上一下子又湧出很多台灣餐廳的招牌，
宜蘭的阿瓊姐小吃來了，屏東的萬巒豬腳
也來了。遺憾的是，上述二者開業時均聲
勢浩大，既祭出「蔣經國最愛吃」的大
旗，又請來有名望的人物或明星助陣。但
強勢公關宣傳只能帶來短暫的人氣，兩家
堅持不到半年後皆現頹勢。
阿瓊姐前董事長陳村金表示，烹飪不地道

也是生意不好的關鍵原因。阿瓊姐當時已年
過七旬，無法長期在大陸，特地花了兩個禮拜將台灣的烹飪技巧傳授給大陸
廚師。但是大陸廚師並未掌握到烹飪精髓，還私自融入想法，導致做出來的
台灣小吃「四不像」，竟被人批評為「比廈門傳統小吃吳再添還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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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各地跑台灣
美食展外，賣蚵仔煎
是目前王萬火較穩定
的收入來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秀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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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瓊姐的失敗讓後進入者看到：口味地道
決定一家餐飲店的成敗。陳村金表示，台灣
的烹飪技術直接與大陸調味料結合無法做出
好味道。不少餐廳為做出地道台灣菜，只好
花高價錢買來台灣調味料或從台灣托運過
來。
目前，已在廈門「屹立」多年的羊公

館、福樓、比哥雞排等正宗台灣美食店除
了主要食材在大陸採購外，輔料和調味料
均購自台灣。但由於運費成本高，不少台
灣餐廳考慮向外擴大經營時常有所顧忌。
比哥雞排去年在廈門已開5家連鎖店，但因
原料運輸成本問題，遲遲未向福建省外進
軍。
為保台灣美食口味地道，如今的台灣餐廳

不僅遠到台灣採購食材，家家還備有至少一

位台灣廚師。羊公館老闆吳宗鴻認為，一位
真正了解台灣料理的廚師往往要有7年以上的
資歷，才能對台灣菜的烹飪方法靈活運用。
一位優秀的台灣廚師能將本地食材烹飪出台
灣的味道，也能在大陸口味和台灣菜的傳統
中尋找到平衡。

夾縫求生 招牌菜成利器
記者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末，北方火鍋

品牌小肥羊強勢進入南方市場，讓台灣美食
界第一次遭遇強勁的大陸本土對手。本地的
食客「喜新厭舊」，都搶㠥去小肥羊排隊吃
飯。紅火的清粥小菜和陳村金的姜母鴨遭受
巨大衝擊。陳村金說，「當時每天的客源突
然驟減了至少30%。」
「既然姜母鴨在福建不新鮮了，那就將店

開到沒有姜母鴨的地方。」陳村金馬上把市
場的眼光從福建轉到省外。此後他在大陸各
省大刀闊斧開連鎖店，最鼎盛時可達100多
家。
陳村金稱，要想在市場存活，一定要有

別家難以複製的招牌菜。據初步統計，自
台灣美食進入廈門以來，曾經出現過的台
灣餐廳多達50家，但目前佔有一席之地
的，僅有羊公館和福樓二家。前者以羊肉
爐吸引到廈遊客，後者的台南擔仔麵聲名
遠揚。這些皆是保留傳統後，依據飲食風
尚變化再創新的菜式，菜譜亦和剛到廈門
時大有不同。陳村金認為，失去特色的台
灣餐館若後續沒有強大的資金「補血」，僅
靠斷斷續續的客源，不超過3年將被市場淘
汰。

地道台灣菜

寶島廚師成關鍵

從炸鮮奶、蚵仔煎到比哥雞排，從甘梅地瓜棺材

板、紅豆餅到夜市牛排，從珍珠奶茶、燒仙草到芒

果冰，台灣小吃千姿百態地逐步融入大陸百姓的尋

常生活。台灣業者望見當中商機，也傾巢過海吸

金。但一進入大陸市場，卻發現早有人搶佔先機，

並將台灣名氣幾近消費殆盡。

台商翁仲達發現，僅僅在廈門中山路的一條小巷

中，打㠥「台灣」二字的廣告牌橫七豎八。掛㠥

「台北小吃」的牌子，推車上卻賣㠥西北的肉夾饃。

明明是產自北美地區的太子蟹非得冠上「台灣」二

字。「台灣」二字在廈門被嚴重過度消費，以致失

去市場信任。

窗貼身份證 以示台正宗
「你們真的是台灣小吃嗎？」翁仲達開業後常遭

質疑。剛到廈門賣「棺材板」(厚片吐司炸酥挖空後

填入食料，因形狀酷似棺材得名），僅半年，翁仲達

在質疑聲中明白了台灣小吃在大陸的尷尬處境：許

多人慕台灣小吃之名而來，但現實中的台灣小吃卻

大多是大陸人做的，要麼掛羊頭賣狗肉，要麼走味

不正宗。

漸漸地，民眾不再相

信在大陸的街邊能吃到

地道的台灣小吃。遠道

而來的台灣小吃業者一

進入大陸市場，就得面

對生意上先天的誠信缺

失。「台灣小吃已被砸

壞招牌，需要我們這批人重新建立起口碑。」翁仲

達認為。

除了多和客人溝通解釋外，和翁仲達同在一條街

上做生意的李錦華和王萬火直接在自家櫥窗上貼出

台灣身份證複印件，以證明台灣人身份。

更加令人生氣的是，凡生意好的店必有山寨緊

隨其後。蚵仔煎老闆王萬火抱怨說，他的蚵仔煎

因台灣偶像劇《轉角遇到愛》大賣之後，街上很

快就出現了一家山寨蚵仔煎店，連廣告牌上的字

和圖都相差無幾。面對如此惡性競爭，找人理論

也無濟於事，只能眼睜睜地看客源減少，任山寨

攪亂市場。

廈門轉角皆山寨
「台灣」牌被濫用

半個多世紀前，蔣介石攜兵退守台灣，促成中國八大菜系的大融合，小小台島創造出許

多獨特的美味佳餚。如今台灣美食香飄全球，不僅大陸赴台遊客趨之若鶩，這些美食

也隨㠥兩岸交流不斷搶灘大陸。不過面對大陸雨後春筍般的台灣美食店，最早登陸

打拚的台灣業者感慨，台美食仍很難「收服」大陸同胞的胃。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秀月、魯欣 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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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水大陸十載
台商嘆盈利難

從煮擔仔麵到靠蚵仔煎站穩腳跟，王萬火在大陸沉沉
浮浮十載有餘，其間經歷了五次經商失敗。「很辛苦，
還賺不到大錢。但我還是留下來。」如今王萬火在廈門
某小吃一條街賣蚵仔煎。但高昂的租金讓他叫苦不迭，
「1.5米寬的攤位一個月也要2,700元（人民幣，下同）。」
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已62歲的他仍奔波在大陸各地的
台灣美食展上。
王萬火坐在攤位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從他身邊走過，

卻很少人留步坐下。「今天天氣陰冷，沒人願意坐在外
面吃。」王萬火一直渴望找個較大的店面，有牆有屋頂
的，客人也不會因為怕冷而不來。但他沒有更多的本錢
租下理想的店面。而本錢早已在過去幾年的「試水」中
打了水漂。

蚵仔煎仍熱 鷺島情未了
2000年，王萬火與台灣友人到廈門開店創業。當時，

王萬火一腔熱血，誓在大陸有所作為。為租下店面，除
了租金，他還爽快地支付了不合理的轉讓費。初來乍到
的他，以為轉讓費是大陸租店的規矩。沒想到，輪到自
己把店轉讓出去的時候，下家卻理由充分地不付轉讓
費。
還未賺到第一桶金，就損失了5萬元。這時，他才醒

悟到自己吃了虧。當初他付轉讓費時店內空無一物，等
到店內設備齊全之時卻沒人願意付他轉讓費。
後來，他才慢慢知曉箇中道理。王萬火到瀋陽等北方

城市參展時，若被得知是境外人士後，購買的餐具等參
展用品都會比大陸人貴。「知道你不是大陸人，就宰
你。」王萬火至今想起仍覺得很憋屈。他也因此養成了
貨比三家的購物習慣。但問完價格卻不買的行為，卻常
遭到服務員的白眼和冷言。
有時，王萬火會覺得被大陸人看不起。更讓他心寒的

是，打拚之時還會遭到台灣人的「暗箭」，前後虧了將
近十萬元，擔仔麵倒了之後，他曾躲進廈門小巷賣鹵
料。後有台灣友人找他合夥開店了，王萬火決心再賭一
把，和友人在閩北小縣開了家台灣料理店。開店時的火
爆讓他又找回一點信心。只是好景不長，小縣偏僻落
後，鮮有人能負擔起持續的高消費。合夥人心煩之下，
竟屢將生意之差歸於王萬火的廚藝。王萬火受不了氣，
憤然離去。
兩次與台灣人合夥開店均以虧損告終，而且沒有分到

多少錢。沒有大本錢，也沒有大店面，但王萬火決心一
個人幹。現在，王萬火的蚵仔煎逐漸得到認可。2011年
的跨年之夜連賣300份蚵仔煎的業績更讓他看到未來的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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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台灣小吃進入大陸市場後需適當改良，才
可讓民眾接受。以棺材板為例 ，食物名稱已嚇退
許多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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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真正活下來的僅有蚵仔煎和夜 市牛排兩家。其餘要麼
轉讓給大陸人，要麼關店回台。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秀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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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杯雞、台灣香腸和滷肉飯
等台灣美食正大舉登「陸」。
然而，桌上的佳餚並不是每個
人都願意花高價買單。

■年過六旬的陳村金憑其姜母鴨
已在大陸美食市場摸爬滾打20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秀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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