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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是許多人的故鄉。

總以為，故鄉應是滿載著記憶，而記憶最深刻的往往

是那些細膩的人物對話和情感流露。然而，記憶也有被遺

忘的時候，但是即使被遺忘，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人物卻

是永遠存在。有一個已經被多數台灣人遺忘的日本家族，

對他們而言，台南曾經是他們的故鄉，那些曾經在台灣的

日子，他們沒有遺忘。這段特殊的記憶，深埋在他們的心

中，到了所定的日子，乘著記憶的翅膀，靜靜地歸來。這

個家族就是府城鶯料亭的創辦人天野久吉及其後代。

鶯料亭位於今台灣南區氣象中心旁，是台灣日治時期

相當有名的高級日本料理店。其創辦人天野久吉，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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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10年1月30日(西元1877年)，原籍日本神戶西柳原

町(今須磨市)，他的父母在神戶開一間壽司店，名為「青

辰」，在當地相當有名。天野久吉也在青辰壽司店擔任

廚師。明治29年，他來台不久後，回去日本。於明治33

年，復來台，此次落腳台南，並進入一間名為「吐月」的

日本料理店擔任主廚。當時有一位龍見龜藏先生(38歲逝

世)，在府城牛磨後街(今正興街)經營一間日本料理餐廳，

名為「橘料理」。龍見先生把「吐月」餐廳買下，將吐月

和橘料理一起更名為「鶯遷閣」。他延攬天野久吉在鶯遷

閣擔任主廚一職。

天野久吉於明治44年離開鶯遷閣，回到日本，隔年

明治45年(西元1912年)返台，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時

已為大正元年)在測候所(今台灣南區氣象中心)旁邊開業。

開辦的這間料理店，取名為「鶯」①，為記念當年鶯遷閣

店內一景。(相片提供/天野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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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龍見先生的賞識之恩。他的廚藝頂尖，在開業六至七

年之後，成為台南相當有名的日本料理店，天野久吉也因

此賺了很多錢。當時日本人的報紙，常見鶯料亭的平面廣

告。其他平面報導也盛讚天野久吉的料理有著真正的日本

味。另有一位永野鶴太郎先生，是「一筆料亭」的老闆，

與天野久吉並稱「南台灣的兩把刀」。大正13年(西元

1925年)，鶯料理重新裝修，前廳增設二樓，共三間十坪

大小的包廂；後廳增設一樓，共兩間十坪的包廂，二樓增

設三間六坪的包廂。此外，還投入巨資整建日式庭園。②

對鶯料亭而言，食材十分重要，天野久吉只買新鮮上

等的食材，從不偷工減料。有時因為氣候或是一些原因，

市場無法提供品相較好的漁貨。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時候，

鶯料亭卻仍然可以提供客人鮮美的海鮮料理。究其原因，

除了老闆本身的名氣，另外就是鶯料亭和漁民之間長久以

來所建立深厚的信任關係。而在平日，鶯料理收到的海鮮

漁貨自然更是極好的上上之選。

鶯料亭有幾道出名的料理：鶯壽司、鰻丼以及信玄

便當。鶯壽司，此名乃天野久吉親自命名，包含有稻荷壽

司、卷壽司、握壽司、鮑魚壽司、散壽

司等，美味又極具特色；鰻丼，即鰻魚

蓋飯，蒲燒鰻魚入口即化，相當好吃。

而鶯料亭最高貴的料理當屬「信玄便當

(辨當)」。信玄便當取名自日本戰國武

將武田信玄。其外觀為橢圓形，一共有

三層，第一層擺放野菜、沙拉；第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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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放鰻、蝦、鯖魚；最下層擺放飯、黑芝麻或醃梅或奈良

漬。筆者曾採訪一位莊林金釵老阿嬤，目前102歲。她小

時候也吃過鶯料亭的便當，是她的姊姊打電話去訂的，當

時一個便當兩元，而且這位可愛的阿嬤還直說好吃呢。

鶯料亭因為位居台南州廳附近，逐漸地成為日本政

商名流宴會、聚會的熱鬧場所，被稱為「台南地下決策中

心」。

天野久吉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每天都嚴格控管採買

的金額，月底支付時也是，恪守營業本位。鶯料亭不僅有

這位手藝出眾的師傅，老闆娘也親自接待客人，從不另收

小費，外場的服務也相當周到和貼心，生日祝賀，節慶活

動等，巧思極佳，去過鶯料亭的客人，往往留下極好極深

的印象。此外，天野久吉做菜總是親力親為，從不假他人

之手，連醃製小菜都要自己切片擺盤。廚房井然有序十分

整潔，餐具及擺設的質感皆相當高雅出色。

依據當時日文平面媒體的報導，足見鶯料亭當時的名

氣及盛況：

1.「在台南，若問當地人哪裡可以吃得到道地的日本

料理，非”鶯料亭”莫屬了。台南鮮少有可以休

閒散心的地方，也沒有適合婦幼遊玩的地方。鶯

料理除了有珍饈美味，還提供了一個適合闔家男

女老幼休閒的好處所。」

2.「鶯料亭是台灣首席日本料理屋，且獲得眾多美

食家及老饕高度評價讚譽，食材新鮮，廚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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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

3.「想吃美食的時候，還是要去鶯料亭。」

4.「珍饈美味盡在鶯料亭。」

後來當時日本人之間，甚至出現一些特別的對話：

「啊，這道料理是在鶯料亭水準之上的！」、「這道菜比

鶯料亭好吃。」...一般餐廳的服務員大多不喜愛聽見客人

將桌上的料理和別家比較。但鶯料亭確實深受喜愛和推

崇，以至於這樣的比較，似乎成為一種料理優劣的指標。

也就是，只要從客人口中說出，自家某道料理比鶯料亭還

好吃，便是極大的讚揚。

一流的廚師、親切的接待人員、整潔的用餐環境，當

時的鶯料亭實在是料理界的一顆明星，閃閃發亮。據天野

家族後代表示，當時天野久吉會帶著他的孩子到不同的餐

廳用餐，每每前去，總要孩子點菜單上最貴的料理。這不

僅是父親對孩子疼愛的舉動，天野師傅更希望孩子們可以

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品嚐最好的味道和料理手藝，傳承後代

的心意濃厚。從小在這樣環境長大的孩子，就是天野久吉

的兩個兒子：天野彥一郎及天野久夫。

明治38年10月14日(西元1905年)，天野久吉與山

本菊屋小姐結婚，當時久吉先生年28歲，菊屋小姐年20

歲。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誕生於西元1911年，名為彥一

郎；次子名為久夫，出生於西元1917年。又於西元1928

年領養一位女孩，名為小川幸惠(後更名為天野幸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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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野久吉除了是一位

傑出的料理師傅，也是一位

愛著自己祖國的人。當時的

日本，正在世界各地發動

戰爭，常有國防軍備上的需

要，他為國家奉獻金錢十分

用心。有次在台南銀座(今中

正路一帶)舉辦摸彩活動，

獎品由銀座的商家贊助，當

中的店家包括林百貨店。林

百貨贊助最大獎項，為日

幣五十圓，抽到這個最大

創始人天野久吉 天野菊屋 (相片提供/天野朝夫)

(圖片提供/蔡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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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的人就是天野久吉。更令人驚嘆地，他馬上把這筆在當

時為數不小的獎金，全數捐獻給日本國防。其實，不僅天

野久吉有這樣的愛國心，大多數日本人的性情也是如此，

國家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個國民的責任。如此願

意為國家奉獻效勞的心，天野久吉不只這一次。昭和6年

(西元1931年)，發生日本侵華918事變，此事變後，日本

國防軍備需求大增，天野久吉至昭和9年為此捐獻兩萬零

六百三十日圓給當時的日本陸軍省。

天野久吉晚年為胃病所苦，後來確診為胃癌，特地返

回日本神戶家鄉接受治療。天野久吉返日就醫期間，長子

彥一郎正在戰場當兵，隸屬日本的陸之魚雷(日本陸軍部

隊)，因此無法接掌鶯料亭。便命當時在明治大學就讀的次

子天野久夫休學，返回台南暫掌鶯料亭。昭和11年(西元

1936年)7月底，院方發出病危通知。同年7月28日天野

久吉要太太從日本發一封緊急電報給在台南的天野久夫，

要他拿現金一萬五千日圓，即刻前往台南州廳，全數交與

當時的州知事藤田治郎。天野久吉纏綿病榻仍然掛心國家

需要，自知不久於人世，希望家人完成他最後的心願。隔

日，7月29日，天野久夫帶著一萬五千日圓，親手交與台

南州廳藤田知事奉獻以下兩個單位：台灣軍司令部：一

萬日圓；台南神社石燈籠：五千日圓；復隔一日，7月30

日，天野久吉去世，享年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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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般的廚師，至死侍奉他的國家。

昭和11年8月7日，天野久吉的遺孀天野菊屋帶著骨

灰，搭乘日本大阪商船會社旗下的蓬萊丸返台，船入基隆

港後，一路輾轉，終於回到台南，告別式的日期訂為昭和

11年8月11日。告別式的前一天，即8月10日，天野久吉

的遺孀，天野菊屋，親自拜會台南憲兵隊及台南警察署，

表示要奉獻四千日圓給以下四個單位：開山神社石燈籠：

一千日圓；陸軍墓地石燈籠：一千日圓；鄉軍台南分會及

三光分會，各捐款一千日圓，作為分會基金之用。

台
灣
日
日
新
報
昭
和
11
年
8
月
10
日

台
南
新
報
昭
和
11
年
8
月
10
日

天野久吉的葬禮在8月11日下午四點舉行，地點在台

南葬儀堂(今台南電力公司延平變電所，南寧街55號)。葬

禮上，許多政商名人前來弔唁，是當時相當盛大的一場告

別式。然而他的遺囑中，卻載明謝絕一切奠儀花環等物。

天野久吉為國捐獻的愛國情操，在世曾被日本天皇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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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八等」的榮譽勳章。在他過世以後，追贈他御沙汰書

及一銀盃。銀盃上刻著「天皇賜盃」四字，不過天野家族

後代表示，當年天野久吉的遺孀，天野菊屋，認為此天皇

御賜銀盃太過貴重，萬般婉拒，因此家族後代皆未見過此

銀盃；御沙汰書則是天皇用來對朝中重臣的弔詞，天野久

吉在世未任官職，天皇欽賜此書，可見相當感念此人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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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野家族也為天野久吉建造紀

念碑和胸像，紀念碑的基座是山口

縣德山的花崗石製成；銅製胸像由

日本大阪今村銅器鑄造所所造。昭

和12年，天野久吉逝世一週年，舉

行紀念碑基座的「地鎮祭」(即破土

儀式)，在天野家的庭院右側舉行，

由台南神社的松本賴光宮司主持，

台灣日報昭和16.8.1，五年祭鎮座祭

而紀念碑本體和銅像也近完成階段。

昭和16年(西元1941年)，天野久吉逝世五週年，舉

辦「鎮座祭」，正式將紀念碑和銅像安座完成，並且舉辦

紀念碑和銅像的除幕式，

由甫退伍的天野彥一郎揭

幕，台南神社松本賴光宮

司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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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野久吉逝世五周年紀念碑胸
像除幕式，二排左三為彥一
郎、一排左二台南神社松本賴
光。

天野久吉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但他熱愛台南這個地

方，因此他的遺願之一便是將骨灰帶回台南，他想要長眠

在此。或許對天野師傅而言，故鄉不是日本，而是台南。

這裡的天空，風華絕代的鶯料亭，是他在日本病榻中，最

深的思念。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已經蔓延全世

界，美國的參戰沒有阻擋日本政府繼續向外擴張的強烈欲

望。或許天野久吉去世之前，從來沒有想過，他們家族未

來的景況會是什麼樣子。

天野久吉與天野菊屋生有二子，長子為天野彥一郎。

他接受日本政府的徵召，自願到前線當兵。他在戰場上相

當英勇，官階為士官長。據說他曾被迫擊砲的彈片炸傷，

全身傷痕累累，卻仍然不願意退下來，繼續在戰場上和敵

軍纏鬥。不過此一說法，尚未得到證實。昭和13年，日本

報紙曾報導他的事蹟，並稱他為「風流勇士」，他所寫的

前線戰況書信也被刊登出來。彥一郎從戰場上退伍之後，

(相片提供/天野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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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報昭和14.4.25

接手父親的鶯料亭，成為第二代繼承人，與鶯料亭的一位

女員工結婚，她的名字是寺田文子。

天野久吉的次子天野久夫，任職於日本海外拓殖株式

會社，與住吉幸子結婚。幸子小姐來自一個有名的家族，

她的父親住吉秀松，是日治時期第一任台南市消防組組長

(消防之父)。天野久夫和天野幸子育有兩子，長子為天野

晴夫(早夭)，次子為天野朝夫。

             天野久夫與住吉幸子結婚照。右母親、左彥一郎夫婦
                                 地點：台南神社     (相片提供/天野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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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野朝夫，出生於西元1946年，與佐佐木千里小姐

結婚，育有二子，目前他們住在日本大阪府高槻市。朝夫

先生已經退休，退休前任職於日本生命保險相互會社，他

不僅能聽、說中文，近幾年還特別學習寫中文字。

2015年台南大阪通航，在日本大阪有一場聚會，當

時賴清德市長特別介紹台南鶯料亭第三代，就是天野朝

夫。那是筆者第一次與他見面。認識之初，朝夫先生便

日本大阪公會堂。中天野朝夫、右時任台南市
長賴清德、左為作者。

與筆者約定，日後要

來台南探訪。不多

久，這位日本朋友，

果真來到，一如印象

中的日本人重然諾。

爾後，不只一次，更

不只他一人，連他

的妻兒也都來到這

裡，尋訪他們的故鄉。他們一家人每年會選定冬天來台南

Longstay一個月，住在一位黃姓友人家中，來台之旅已

經持續了四年左右。天野朝夫曾說西元1945年，二次大

戰結束後，大多數的日本人被遣送回國，他們天野家族也

是。當時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規定每人只能隨身攜帶現金

一千日圓返國，其他動產皆不能帶走；不動產也全數列管

為「日產」，由國民政府接收。當時天野朝夫的母親，天

野幸子，腹中已經懷著朝夫，一家人坐著船回到日本，重

新開始在日本的生活。日本的戰敗，即使是台南鶯料亭這

樣有名氣的家族，回國之後，當地的日本人也不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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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曾經生活在台灣的日本人，或排擠，或輕視，或冷

落。天野家族的料理事業也不曾再起。據天野朝夫表示，

他的大伯父天野彥一郎，回到日本之後，意志消沈，一則

日本戰敗，二則家道中落。彥一郎一直鬱鬱寡歡，直到離

開這個人世。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這些日本人留下的產業大多

為政府所有，然而當時的政府心存反攻大陸之心，對於台

灣，這裡只是一個暫居之所。許多日本人的建物，均被破

壞，文物也被有心人士拿去典當變賣。以台南忠烈祠的青

銅馬為例，一隻前腳和馬尾，在戰後被人鋸斷，賣給古物

商。天野家族在台南的一切，也不能倖免。台灣光復後，

鶯料亭成為台南一中教職員宿舍，原本屬於天野家族的物

品也不知去向，包含天野久吉的紀念碑和胸像。隨著時間

的流逝，建物本身也逐漸凋零，終至破敗。台南市政府原

本將鶯料亭列為市定古蹟，但因建物產權不明，且後來鳳

凰颱風襲台，本體崩塌，因此當時鶯料亭被認定不具文化

資產。

鶯料亭，在歷史巨輪的傾軋之下，一地破碎。鶯料亭

旁的百年蘋婆樹，見證了這些興衰，軟弱與破碎，還有，

說不盡的嘆息。

幾經波折，鶯料亭最後由台南市政府以地易地，取

得最終所有權，並於2012年開始動工更改為開放廣場，

這一年正是鶯料亭創立一百年。2013年，鶯料亭風華再

現③。鶯料亭第三代天野朝夫先生也特地前來參加開幕儀

式。於此同時，透過天野家族提供的舊照片，意外發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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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台南一中的孫文

紀念碑的基座，竟是

鶯料亭創辦人天野久

吉逝世五週年的紀念

碑④。只是該石碑只

剩下花崗石基座，上

頭原有的胸像已經

不知去向。目前在台南一中的孫文紀念碑，其後方確實記

載該基座是從公園路舊宿舍遷移安置。1960年由南一中

校友捐資合立紀念銅像。原本石碑基座前方有「天野久吉

像」字樣，已經更換為「自強不息」。天野家族的後代表

示，這座紀念碑早已成為台南一中地景，但是若能遷回原

址也深具歷史意義。

2018年，鶯料亭正式由台南知名餐廳「阿霞飯店」

進駐。阿霞飯店創辦人吳錦霞的名聲與手藝，深受台南人

讚許。這樣的結合，想來甚好。期盼阿霞飯店除了傳承自

家創辦人的手藝與精神，也能將天野久吉做料理的堅持以

及為在地的無私付出延續下去。若能在菜單上重現鰻魚飯

或信玄便當，也許另有一番滋味。

鶯料亭，1912年，由天野久吉創辦。此人一生熱愛他

的工作、為國家捐獻不遺餘力、以及深愛台灣這片土地。

他的遺願之一就是葬身台南，因此對他來說，台南就是他

的故鄉。百年之後的今天，吾人訴說這個家族的故事，一點

一滴，刻劃著日本和台灣之間特殊的情感。歷史有太多的是

非，惟願屬於這個天野家族及鶯料亭的故事，被永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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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鶯拜亭風華再現

天野朝夫夫婦 台南一中國父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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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水果店

天野朝夫來台探訪

阿霞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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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料理整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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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料理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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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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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元年　創店

鶯料理蘋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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