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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心屏專文：阿鴻故事多─繼續上菜！

陳鴻在明新科技大學的廚藝創新課，特別邀請當年《綜藝一百》節目班底秦菲菲到場指導學生如何製作獅子

頭。（圖：陳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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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問陳鴻以前，我先讀了他的新作《陳鴻的美食散步》，這是我第一次讀他

的著作，覺得他對美食和人情的描述特別到位，如形容一位夜市麵嫂阿香

「待人處事像黑白切一樣真」，形容某處的厚切臭豆腐「可以百分之一百吃到豆

腐的蛋白質經中藥滷水發酵後的保濕效果及香氣」，其中的「保濕」二字讓我不

禁笑了出來，口裡好像已經含著那具保濕效果的臭豆腐；「煎蘿蔔糕是台灣最早

的鐵板燒」令人猛點頭，還有像上海人形容鮮味兒的「螃蟹膏黃鮮到掉眉」…，

他的書寫不只各地美食，更特別看重美食背後的人情味。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見到阿鴻本人，跟電視上一樣高大帥氣，時間在他的俊臉刻上些許魚尾紋，但是

真帥，走在路上讓人不多看一眼也難，一定有偶包、也常被人要簽名吧？他猛搖

著手：「不不不，我常搭捷運，沒什麼人認得我啊」；說沒有偶包，不過自拍都

用濾鏡，其實我覺得他根本不必開美肌，經過歲月洗練的天然陳鴻比美肌陳鴻有

味道多了！

趙心屏第一次見到陳鴻，驚呼和《阿鴻上菜》時期的他幾乎一樣。（圖：趙心屏提供）

聆聽Podcast 你所不知道《阿鴻上菜》以前的陳鴻 約2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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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社會的機械製圖員與媒體結緣

阿鴻原是唸機械的，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台玻擔任機械製圖員，也是儲備工程

師，薪水很高，那時每天午餐吃得超好，吃飽了就昏昏欲睡，製圖桌是斜的非常

符合人體工學地好睡，常聽同事睡到從椅子上跌下來的聲音，兩個月後，他想難

道人生就這樣了？正好台廣新竹台招考播音員，雖然薪水只有製圖員的一半，他

仍去應試，以備取進入廣播電台上班。「那還是盤帶的年代，要學剪接、注意哪

些是禁播歌曲絕不能播，見識到大哥大姊級的播音員，每天有聽不完的黑膠唱

片，廣播的世界對我這非本科系的太有趣了，大家都叫我幼齒ㄟ…」

人生的機緣讓非傳播本科的陳鴻從此跟媒體結了緣，電台有位同事告訴他，待

在這兒沒前途，當時看到中國時報廣告部的徵人啟事，他雖然對於什麼是活動

企劃一無所知，還是去試試，「兩百個人中取五人，我居然考上了！」

在報社一待超過八年，這段時光被他形容為「練兵」，讓他學而後知不足、更謙

卑，「七分正經以度生，三分癡呆以防死，人生不能活得太清醒」。回想自己一

路走來心態上隨時歸零，別想太多，如果已經全力以赴、盡其在我，就重新回到

原點，再迎向另一個挑戰。「如果我在22歲時就拿到《阿鴻上菜》，可能也沒

辦法做得這麼長久，當時是一個剛好–有線電視剛出現，我火力全開，沒有包

袱，以實驗的方式去做這個節目！」

新興的有線電視頻道策劃了八分鐘的《每日一衣》、《每日一書》等塊狀節目，

後來爆紅成為帶狀節目的《阿鴻上菜》前身是《每日一菜》。

節目爆紅 阿鴻紅遍華人圈

「《阿鴻上菜》是正中紅心！我的老闆小燕姊為我塑造了人設，我走萌系，要走

中性，不要有太多費洛蒙，剛剛好就好，不要讓人想佔有，沒有帥，我可愛、我

鄰家大男孩…」，談起當年竄紅的過程，阿鴻形容得好生動，表情手勢俱足，電

視台以前的歷練讓他接觸很多人，練就怎麼與人互動、抓主題，所學的機械科也

對燒菜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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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型男主廚 師奶殺手 陳鴻的《阿鴻上菜》形象深植人心。（圖：陳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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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按傳統工序，以媽媽的邏輯做菜，機械中的應用力學講求『借力』，材料

力學、熱力學，知道哪些菜比較後熟，哪些菜該以熱傳導、舒肥，從科學的角度

看，美食就是最高級的科學，也是種化學，會吸引人，你只要能說出道理，用方

便法門優化流程，只要超過四個程序的就把它濃縮，凡是拖拍的都不要，讓每個

人都覺得怎麼這麼簡單、有節奏感，一道菜大約八分鐘，請攝影師的鏡頭配合最

精采的畫面拍攝，做出了節目的風格。」

我問他以前就會做菜？原來他是在家裡經營的碾米廠長大，碾米廠是餐飲相關產

業的供應商，所接觸的都跟食物相關，從小就會揹二十公斤的米送貨。「我從小

被說『愛哭愛跟路』，老跟著大人去菜市場，後來了解每個城市也是去傳統菜市

場，才能了解在地人最接地氣的生活，所有有空調的、太乾淨文明的菜市場我都

沒有fu」。

家裡的菜，媽媽的味道、阿嬸的味道、大伯母的味道都不一樣，他也都跟在廚

房，算命的說他帶食祿，除了會燒，更愛吃，年輕時就很喜歡到黃昏市場聽小販

的吆喝、尋美食。「黃昏市場就是垃圾市場，我剛到台北過的小日子就是下了班

從萬華到城中市場吃香菇肉包，一片完整香菇放在用蠔油煮過的肉餡上，又便宜

又好吃，每次去搶到最後一個，就覺得好幸福！再趕快去買三、五十塊一堆、再

不買就過熟的水果；早期老上海幫都在城中市場，還有國軍藝文中心對面矮房子

裡的川味，醬爆肉、回鍋肉、青辣椒煸過油的味道，令人難忘…。台灣菜融合八

大菜系，還有日系、酒家菜、庶民各色菜餚，老菜新樣，用自己的表現方式，大

家也都能接受」。這番美食回憶說得他神采飛揚，讓人想跟著他去吃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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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董娘陳藹玲也與陳鴻同台上菜、談吃。（圖：陳鴻提供）

大男生做菜、又說得一口好菜，《阿鴻上菜》讓他成了明星，也請大明星上節目

增添亮點，一次請到影后歸亞蕾一起製作簡單的拌白菜，「大白菜在冬天最甜，

白菜梗切絲、用鹽抓一下，拌一點醋、糖，加點花生、香菜和紅辣椒，漂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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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歸亞蕾，我特別把這道菜叫『雪中紅』，符合歸亞蕾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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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鴻上菜》請大明星一起上菜 天后王菲也來上過節目。（圖：陳鴻提供）

他笑著說，因為《阿鴻上菜》太紅，觀眾焦點全定格在《阿鴻上菜》而讓人全忘

了他曾經做過什麼，「我也演過八點檔男主角啊，台視的民初戲《江山樓》，當

時我的螢幕初吻獻給了港星溫碧霞！」

陳鴻說，自己也曾是八點檔民初戲《江山樓》男主角，只是大家都忘了，他的螢幕初吻獻給女主角溫

碧霞。（圖：陳鴻提供）

棚內的《阿鴻上菜》創造高收視率後還曾出走到其他頻道成為行腳類節目，後來

又回到原頻道進化為《阿鴻上菜》2.0版，「我就像變形金剛一直在進化，為收

視率負責，當時的口號是阿鴻上菜，有夠精彩；阿鴻上菜，天天厲害！節目包括

棚內做菜的文場，也有直接搶灘到外面的武場，製造各種驚喜感，我撞！」當時

衝撞各種可能，現在想起來仍然很興奮。

聆聽Podcast 多情阿鴻回台當媽寶 美食背後人情故事多 約34分鐘

大紅了的阿鴻，碰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新加坡媒體集團Mediacorp透過費玉清

經紀人邀請他赴星國主持電視和廣播節目，兩年後到吉隆坡國家電視台，之後又

被邀請到上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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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到張愛玲筆下的霞飛路–如今的淮海中路，寶格麗集團的高級私人

會所Kee Club 當客座主廚，當時上海的高級賓客吃西餐吃到無感，我就把台灣

北斗肉圓進口到上海，藉『林來瘋』打造台菜西吃的『林書豪肉圓』，開賣第三

天，當月席位就預訂一空！」

原來，阿鴻從台灣螢光幕消失後，一直在海外精彩，他這輩子沒開過餐廳，但從

內場到外場、行銷、品牌…都參與過。他訴說著三十年來頂著阿鴻光環的種種經

歷，像勾出一串珍珠似的閃耀著海外打拼的光輝；話鋒一轉，他說，「現在的任

務是告訴大家回家吧！推廣『鴻時代』Home Style呼喚你回家！」

回家當媽寶 阿鴻續說美食故事

十年前他回到台灣陪伴母親，笑說現在的主業是媽寶，也回到母校–明新科技大

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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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說自己現在的主業是媽寶，陪伴八十歲的母親。（圖：陳鴻提供）

現在的大學生可沒看過、也沒聽過《阿鴻上菜》，他說，沒關係，叫學生打電

話給阿嬤！「我跟阿嬤總能接上天線，學生回家以後阿嬤就會跟他講，很多事

我都忘了，反而阿嬤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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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阿姨、阿嬤都是鐵桿粉絲，他沒想到當年電視上的花拳繡腿經過時間的洗

禮這麼有價值。

訪談中，他突然拿出手機，播放麵嫂阿香給他的語音訊息：「阿鴻謝謝你，我一

定會加油，但是病魔又找上我，我也沒有辦法，我聽到了你的祝福，我會堅

強…」，低啞滄桑的聲音，已經化療二十次的阿香，最近病情又復發，阿鴻看著

我：「妳說她真不真？我從小就會察言觀色，『真』是複製不來的，所以我說她

的『真』像黑白切。」

我們的訪談錄了兩集也說不完所有的故事，食物背後若沒有故事，就跟速食店或

組合食物一樣無味；阿鴻現在仍四處探索最真、有溫度的人和美食，樂此不疲，

我想，這就是他永保長青的秘訣吧。

陳鴻說，食物背後沒有故事就如同速食或組合肉一樣無味。（圖：陳鴻提供）

聆聽Podcast 你所不知道 《阿鴻上菜》以前的陳鴻 約27分鐘

聆聽Podcast 多情阿鴻回台當媽寶 美食背後人情故事多 約34分鐘（相關報導：

林建山專欄：臺灣經濟大倒車又退落中等所得陷阱｜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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