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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框架，探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梅淑贞散文中的槟城地景书写。研究发现，梅

淑贞通过语言、建筑与饮食三重地景，构建了离散社群的记忆图谱：方言词汇的文学转译形成“活态档

案”，混杂语言暴露身份协商的政治隐喻；门楣郡望的风化与宗祠活化揭示记忆载体的坍塌与重构；饮食

的在地性与混生性既抵抗文化同质化，又遭遇代际断裂与商业祛魅的双重危机。研究指出，梅淑贞的书写

既是对殖民遗产与移民文化的双重解构，亦是全球化语境下离散社群重构身份认同的文学实践。其地景

叙事突破传统怀旧范式，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遗产，在物质性存续与意义性重构的辩证中，为东南亚华

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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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这座镶嵌在马六甲海峡的百年港城，始终在层叠的殖民印迹与移民记忆中摇曳生姿。

作为东南亚华人离散社群的重要记忆场域（Sites of Memory），其街巷肌理与建筑景观不仅承

载着物质时空的变迁，更铭刻着华人族群跨越原乡与他乡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槟城华人社群的在地化书写逐渐显露出独特的怀旧特质——他们试图通过文字重构消逝的时空，

在记忆的褶皱中打捞身份认同的锚点。梅淑貞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缩影，其笔

下的老槟城地景既是个体生命的经验容器，亦成为族群集体记忆的存储档案。本文以文化记忆

理论为视角，探讨梅淑貞如何通过地景书写将槟城转化为“可读的”记忆文本。 

 

 

一、语言地景：离散记忆的声纹档案 

（一）语言地景的双重维度 

1.方言词汇的嵌入与民众记忆的 “活态档案” 

在梅淑贞的散文中，充斥着众多槟城福建话。例如“峇峇”（Baba，土生华人男性）、“娘

惹”（Nyonya，土生华人女性）、“五脚基”（骑楼走廊）、“红毛丹”（东南亚水果）等。这



思潮與地景：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 A03 扶 瑤論文 

些词汇不仅是地方风物的标签，更是庶民记忆的载体，承载了未被官方历史记录的日常生活与

文化实践。叩开往事的扉门，作者对住在门牌 6 号的娘惹家庭记忆忧新“这名壮健的娘惹中年

只以一条花色斑斓沙笼围身，光赤着肩膀，一天到晚以石磨磨三峇辣椒边诅咒‘夭寿短命’，对

我们同屋的小孩也从没有过好脸色”
1
。通过对左邻右舍生平轶事的载录，将槟城峇峇娘惹社群

的混血文化史嵌入文本。 此类书写策略呼应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的“存

储记忆”（Archival Memory）概念
2
，即通过文学媒介将碎片化的边缘记忆转化为可被后世追溯

的“活态档案”。 

2.方言作为“记忆的暗语”与“语言共同体”的构建 

方言在梅淑贞的文本中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其独特的词汇与发音成为文化记忆的密

码，仅对熟悉槟城华人社群的读者产生意义共鸣。例如，“五脚基”产生与闽籍华侨在新马一带

对马来语 “Kaki lima”和英文 “Five-Foot-Way”的杂糅翻译有关
3
，既指向英国殖民时期的

建筑法规4，又隐喻华人与殖民权力的空间博弈。此类词汇的文学转译构建了一个排他性的“语

言共同体”——唯有共享此语言密码的群体，方能解码文本背后的历史创伤（如殖民经济压迫、

族群身份焦虑）。另一方面，方言的濒危性加剧了文化记忆的危机。全球化背景下，槟城年轻一

代的福建话使用率锐减，语言逐渐沦为“失落的符号”。梅淑贞通过对方言的文本化保存，赋予

其美学合法性。在散文《自己人》中，梅淑贞因为能用潮州话同同学的监护人聊天而成为“意外

之喜”，只“因为我是第一个令她的监护人感到高兴的访客”
5
，如此受人器重仅仅是因为作为

年轻一辈的她能说潮州话。由此可窥，方言的流逝。而在《爸爸快回家》里，作者刻意以汉字音

译台山话的语调韵律“你个女叫你返屋企啦！”
6
使书面文字携带口语的肉身性。这种转译不仅

留存了语言形式，更保存了方言背后的情感模式——方言的婉转升调暗含槟城华人“外柔内刚”

的生存哲学。 

方言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纽带。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

化记忆的延续依赖于“重复性实践”，而梅淑贞的方言书写恰是一种抵抗遗忘的“记忆仪式”7。

通过将口语固化为文本，她将私人怀旧转化为公共遗产，使离散社群的“无根焦虑”获得象征

性安放。 

 

 
1
 梅淑贞. (2021).自序.前朝今朝.雪兰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4-5 页. 
2
 [德]阿斯曼，A.（著）.(2016).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42 页. 
3
 王珊，杨思声，余浩淼.(2018).骑楼文化研究：跨境方言 “五脚基” 的起源及其语义演变.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6),27-35.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4
 注释：斯坦福·莱佛士在考察印度、东南亚地 区以及殖民地城市的规划和街区组织后，在其所制定的新加坡都市

计划中规定了“五脚距”的建造要求。1826 年以后，该法规在海峡殖民地的另外两个部分槟城和马六甲得以应用。 
5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雪兰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1 页. 
6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雪兰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30 页. 
7
 [德]阿斯曼，J.（著）.(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88 页.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8.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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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杂性语言的政治隐喻 

1.语言层积结构与多元权力角力场 

梅淑贞的散文语言常呈现华语、马来语、英语的交杂，形成独特的“层积结构”。如她在

《日落洞巴刹之面》里写的： 

“在槟城过农历新年那几天，我居然戒掉放大假就趁机赖床的不良习惯，天天大清早已洗

刷妥当，赶着上巴刹买菜兼吃早餐。”
8
 

“巴刹”源自马来语“Pasar”，是市场、集市的意思9。再者，槟城地区的“日落洞”的音

译则来自 Jelutong 的福建音
10
；观看的粤语电影中女主“患的绝症不是‘砍杀尔’，而是前所

未闻的‘伤神’”
11
；居民常去游览的植物园又被称为“瀑布花园”，因为它的英文名是“Waterfall 

Gardens)”；自诩为“一百巴仙的广东帮”
12
。此外，她在散文中提到福建话在槟城的在地化演

变“汝啦我啦”，非槟城人听到会觉得“简直像在唱歌”13，所以当在槟城熟稔福建话的她到了

吉隆坡后，只能对泉州福建话一知半解，溯其根本则是“槟城的福建话已经惨咋了很多马来话

用语，而且强调分别很大”
14
。 

此类语言打破了单一语言的霸权，映射出槟城华人“介于之间”（in-between）的身份状

态：马来语词汇指向在地生存的妥协，英语残留殖民历史的伤痕，而华语则是对文化根源的微

弱坚持。梅淑贞的文本中，语言越界不仅是美学选择，更是政治宣言——拒绝被简化为“纯粹

华人”或“彻底马来化”的他者。 

2.身份协商的语法体系 

与其他马华作家，如张贵兴子在《野猪渡河》中以古雅中文重构南洋史诗坚持“纯中文”书

写不同，梅淑贞的混杂语言暴露了离散华人的脆弱性。如在叙述门牌 14 号的几个不婚娘惹时，

提及她们身上的“抽纱可拜也一样扣上镶了钻石的 Kerongsong（扣上可拜也的三环式链状扣针）”

15；忆及童年，儿时的她会蹲在臭气熏天的污水沟里挖掘“各式五颜六色、来历不明、槟城福建

人依照马来话叫做 manik的小珠子”16；论及读者，认为他“可以上上 Watering-Hole，跟一群

酒友大吐苦水一番”17当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既无法完全掌握标准中文，亦不愿彻底同化于马来语

主导的国族话语时，混杂语言成为“不得已的抵抗”——以不纯正性对抗本质主义的身份暴力。

 
8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 八打灵：有人出版社.第 43 页. 
9
 仲立斌.(2021).建构空间、凝聚族群——新加坡巴刹的华语流行歌曲表演 .中国音乐 ,(02): 124-131. 

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1.02.015. 
10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八打灵：有人出版社.第 45 页. 

11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 自序.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4-5 页. 

12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乡音.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9 页. 

13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乡音.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20 页. 

14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乡音.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20 页. 

15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自序.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5 页. 

16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匚字回时.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45 页. 

17
 梅淑贞.（2024）.人间集：寡恩的读者.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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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策略亦隐含风险。混杂性可能遮蔽权力不平等。在梅淑贞的文本中，英语往往代表

资本与现代化（如“Shopping  Mall”），而诸如福建话、广东话等方言则指向被囚禁于怀旧

框架，这种对立暴露了离散群体在全球化中的结构性困境：母语沦为文化标本，霸权语言持续

侵蚀日常生活。 

在散文《吾爱吾语》中，梅淑贞认为方言为母语，华裔“都尊重并爱护祖先世代传授下来的

语言遗产”
18
，“家中大小老幼都说台山话”。又如在《无色无相》中“上面的官爷如何绞尽心

思薇乔治市里的大街小巷改路名”
19
，居民们还是“监守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行不改姓，坐不改

名”，维持之前巷子名字的称呼。然而，作者的最小的弟弟总是会在写自己中文名字的时候缺

笔少画，她的两个小孩已经不会说台山话
20
。 

由此可见，梅淑贞的语言策略既是对多元文化现实的忠实呈现，亦是对权力关系的无奈妥

协，也暗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国族建构中的特殊位置。这种书写既是对抗遗忘的武器，亦是文

化协商的痕迹。透过其语言择选，进一步揭示梅淑贞混杂性书写的独特性：她并非追求语言的

纯粹性或颠覆性，而是通过语言的“不完美”映射离散身份的“未完成性”。 

 

二、建筑地景：符号坍塌与记忆重构 

（一）物质性衰败与符号异化 

1.门楣朽坏：郡望符号系统的双重塌陷 

“寻根意识”是世界的两大思潮之一21。“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则认可“寻根”是

人之天性。姓氏不仅是一个家族血缘关系和族群关系的标志，亦是一个家族和族群向心力和凝

聚力的基础
22
，更是全球华裔寻根问祖、认祖归宗、祭祖谒宗关注的重点

23
。在梅淑贞的散文中，

门楣却出现颓势。在《再见旧世面》中，她背着相机，重回旧城，打算捕捉“日见衰败的旧时西

河、颖川、陇西等门庭”24。她摹写道： 

“那些一个个名字出自中国福建省某个乡县的牌匾，曾经庄严无比的高悬门楣，间接地向

社区内的街坊以及三不识七的陌生人，高姿态的宣布自己是姓林姓李的人家。”25 

刻有“西河”“颖川”“陇西”等郡望的门楣，在物质性朽坏与符号意义消解的双重侵蚀

下，成为离散社群文化记忆断裂的微观镜像。当木质结构风化剥落、文字模糊难辨时，不仅物

理载体面临消亡危机，其承载的家族迁徙叙事与郡望地理谱系更遭遇阐释系统的结构性崩塌。

 
18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吾爱吾语.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54 页. 

19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无色无相.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9 页. 

20
 梅淑贞.（2024）.无重点：我家母语.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236 页. 

21
 高永强,杨再立..（1994）.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著名学者汤一介教授访谈录.新华文摘，（8）． 

22
 薛博文.（2024）.中华姓氏文化在具身认知过程中的现代化传承.文化产业,(27): 160-162. 

23
陆 地 , 孙 延 凤 , 陈 沫 . （ 2024 ） . 中 国 姓 氏 文 化 的 周 边 传 播 规 律 探 析 . 新 闻 爱 好 者 ,(05):20-29. 

DOI:10.16017/j.cnki.xwahz.20240507.001. 
24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1 页. 

25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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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淑贞以影像人类学式的凝视，记录下这些曾作为“族群身份宣言”的庄严牌匾，如何从凝聚

血缘认同的文化符码，蜕变为现代语境中失语的装饰符号。在此过程中，门楣从“悬浮的史诗”

沦为“沉默的废墟”，暴露出文化记忆传承的根本困境：当物质载体与意义阐释的共生链条断

裂，记忆终将湮灭于时空褶皱之中，徒留无法解码的符号残片。 

2.天井生态：有机记忆的消逝与空间异化 

在梅淑贞的散文中，天井作为传统建筑的“呼吸之眼”，承载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记忆。

当四十七岁的她忆及姐姐工作的裁缝店，依然“特别清晰”地记得阴暗、狭长房内的景象： 

“只有在天井处透进一点天光，水泥地上的缝隙和破旧的墙面上长满了青苔。我记得饭厅

就在天井旁的走廊上。”26 

天井曾是家族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其生态功能与人文意义密不可分：阳光自天井穿过，苔

藓与植物在缝隙中自然生长，构成微观生态系统；而家族成员在天井中的日常活动则赋予其文

化意涵，哪怕是一桌一椅也会在时过境迁的梦境中循环复现： 

“我矗立在史超域巷六号27……的左侧楼梯入口老宅的右侧竟然新开辟了一道校门，站在外

头可一览无遗大厅后的宽敞天井、圆石桌石椅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小的鱼池和满园的花木扶

疏。”
28
 

然而再次见到旧城天井，它位于一个旅舍之中，作者是“不速之客”，“只见天井处透露着

天光，内外粉刷一新”
29
。天井以及自然痕迹保存了未被文字记录的民众生活史，但粉刷后的天

井则被割裂了与原初生态-文化联结。从“生活的空间”——即承载具体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的

场所——被异化为“构想的空间”，成为消费主义景观的装饰符号。 

（二）功能性转生与记忆重构 

1.宗祠活化：神圣空间的仪式性重构 

宗祠在梅淑贞的文本中是文化记忆的“神圣容器”。以戴氏宗祠为例，小时候的宗祠“人来

人往，天天都有无所事事的中老年戴氏叔伯，坐在那里看报纸和高谈阔论30”，而今其“铁闸虽

是上了锁，大门却是敞开，里面沓无一人，只有墙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戴氏乡亲父老照片，

静悄悄的守候着他们最后的这片地盘”31。即便如此，戴氏宗祠也与周遭“人踪灭绝”、“破瓦

颓垣”环境不同，今日的宗祠比过去繁华，“在一条十室九空的破落陋街，下足本钱将一间屋龄

近百的老房子，悉心打扮得花枝招展，连门前高高挂上的两个大红灯笼也是簇簇新。这身的脱

颖而出风光，在整排灰黯惨淡、瓦砾处处的无人陋屋衬映下，彷佛是对时间的摧残和无情的法

 
26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弟弟.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35 页. 

27
 注释：梅淑贞的家。 

28
 梅淑贞.（2024）.无重点：我家母语.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14-15 页. 

29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凸公馆.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0 页. 

30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2 页. 

31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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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作了一个最蔑视的手势”
32
。人丁与建筑的前后差异形成了张力，也暗示离散社群在现代化

冲击下对文化根源的执着。扬·阿斯曼强调，文化记忆依赖“仪式一致性”实现代际传递33，而

宗祠的兴盛，正是通过实践（如修缮）将抽象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下。 

2.转生：消费主义时代的记忆剧场 

在梅的散文中，乔治市老城区的“荒凉惨淡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槟城的古早古早房子

多得是，但近十年来每返一次乡，便越发觉得整个城市的面目全非。房子一如人类，若不收拾

门面与内容，时限一到即会颓势毕露。海墘街、头条路、二条路一直数下去，塌墙败瓦的战前旧

屋挨挨靠靠的互相依偎，其实是谁也救不了谁。”34这种物质性损毁直接威胁着文化记忆的载体

基础。 

荷兰银行对旧行的改造实践提供了物质性存续的现代解决方案。他们“把旧行装葺一新后，

以比市价低廉甚多的租金，租给溶表演艺术与古董文化于一炉的餐馆”
35
，在保持建筑本体结构

完整的同时实现功能置换。这种改造模式既延续了物质载体的物理形态，又通过空间功能的现

代转化赋予其新的社会价值。张弼士故居的改造工程更具典型性，该建筑在改造前呈现“早已

没颜落色，丝毫看不出本来的瑰丽”
36
的衰败状态，经过系统性修复后“回复光彩，美得让观者

目不接给”
37
。其修复工程不仅恢复了“已超过百年的龙楼凤阁所呈现的雕梁画栋之美”

38
，获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最佳维修古迹奖的专业认可。而今又以其特色转为旅店，兼有博物馆

化与旅店化的复合功能定位。 

然而，这种物质性存续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记忆解构机制。当“族群记忆剧场”转变为

“怀旧消费橱窗”，建筑空间完成了从文化记忆容器到消费符号的异化过程。咖啡店化与旅店

化的改造模式，既构成文化记忆理论的复杂实践样本，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的

深层困境。这种物质性保存与意义性抽空的共生状态，本质上是消费主义对文化记忆的驯化机

制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暴露出文化遗产保护中物质存续与精神内核传承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饮食地景：味觉叙事的时空博弈 

（一）味觉基因的双重编码 

1.地理基因与刁钻味蕾的共谋 

槟城食物的不可复制性，根植于其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梅淑贞在散

 
32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再见旧世面.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52 页. 

33
 [德]扬·阿斯曼（Jan Assmann）（著）.（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

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89 页. 
34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老屋子.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89 页. 

35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坐喝山崩.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28 页. 

36
 梅淑贞.（2024）.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60 页. 

37
 梅淑贞.（2024）.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61 页. 

38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我城《史话》（下）.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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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反复强调，即便是相同的食物名称，一旦离开槟城特定的时空坐标，便会发生难以名状的

味觉畸变。六岁时，梅淑贞与家人吃了吉隆坡的广府炒，“带有浓厚的腥味，妈妈边吃边唠唠叨

叨，痴不了两口便全部作废。我觉得十分心疼，但那两包炒粉真的难以下咽”
39
。这种味觉落差

不仅指向烹饪技艺的差异，更暗示着槟城特有的气候湿度、市井烟火对食物本质的塑形力量。

当作家客居他乡三十余年仍拒绝尝试甜辣酱猪肠粉时，童年记忆中“只浇了最香最浓的虾膏和

芝麻”
40
已成为衡量食物正统性的绝对尺度——任何偏离这一标准的改造都被视作对文化基因的

背叛。 

槟城人对食物的挑剔，构成了一道无形却严苛的文化屏障。这种“嘴刁”41特质绝非偶然，

而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味觉监护机制。梅淑贞笔下落日洞卤面的“可口
42
”与 SS2 卤面的“恐怖”

43体验形成尖锐对比。揭示出槟城社群对烹饪细节的病理性执着：鸡脚的卤制火候、汤头的菌群

生态、豆腐卜的外型和吸汁能力，都被纳入严密的评估体系。这种集体性的味觉洁癖，本质上

是移民群体在离散境遇中建构的文化防御工事——通过将饮食标准神圣化，维系身份认同的边

界。 

食物的在地性最终升华为抵抗同质化的文化宣言。“几乎岛上样样东西都是非吃不可的极

品”44时，她揭示的不仅是味觉偏好，更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归属策略。槟城咖喱面中“恰到

好处的豆芽”“迷你豆腐卜”与“两块二”45定价构成的微妙平衡，实为多重历史力量协商的结

果：既有殖民时期遗留的市集经济传统，也有移民群体对性价比的精明计算，更暗含热带生态

对食材选择的潜在规制。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试图移植或仿制槟城食物的行为，都注定沦为失

去语境的苍白模仿。 

2.跨文化层积与在地化生成 

梅淑貞笔下的槟城饮食记忆，始终萦绕着多重文化碰撞的褶皱。例如： 

“未回之前甚至还扳着指头数回去要大开杀戒的风味特殊的家乡小吃：中山戏院旁的鸭肉

粿条汤，而浮罗池滑巴刹的那档鱼丸粿条也不错，热滚滚的汤加上切细的指天椒，一咬下去，

那种滋味，真实刺激透顶；槟榔律的炒沙河粉、银丝云吞面（老天，那么久了，不知还存在吗？）、

丽士剧院侧边的卤面和阿三叻沙，都是等着要游子去重温旧梦的天下美味。在家城，随便在日

落洞巴刹吃碗街边咖喱面，也比这个食不知味的城市强。”46 

中提及的各类小吃——从鸭肉粿条汤、鱼丸粿条到炒沙河粉、银丝云吞面——虽以中国南

方饮食为基底，却在南洋语境中发生微妙变异。例如，粿条汤中的“指天椒”辛辣刺激，已远超

 
39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火车的日与夜.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62 页. 

40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火车的日与夜.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46 页. 

41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4 页. 

42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4 页. 

43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5 页. 

44
 梅淑贞.（2024）.无重点：日落洞巴刹之面.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3 页. 

45
 梅淑贞.（2024）.无重点：纸上重游蓝公馆.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61 页. 

46
 梅淑贞.(2024).梅花观：近乡情不怯.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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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潮汕风味的温和；云吞面中掺入的“咖喱叶”碎末，泄露了与印度移民的香料交流。这些食

物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制品，而是通过食材替换与味觉增补，完成移民经验的味觉转译。更具理

论张力的案例是“叻沙”的符号重构。这道被公认为马来西亚国菜的料理，在梅淑貞笔下呈现

出复杂的文化层积：其汤底中的椰浆来自马来族群的传统饮食，虾酱的制作工艺承袭自闽南发

酵技术，而罗望子的酸味则暗含印度劳工的味觉遗产。叻沙的混生性恰是槟城作为文化接触地

带的物质显影。 

而“㗝呸店”的案例则展演着语言与食物的互构关系。“㗝呸”（Kopi）作为马来语“咖啡”

的福建话音译47，其命名本身即构成离散经验的语音褶皱——殖民者的经济作物（咖啡豆）、马

来语的语音外壳、福建移民的饮食实践在此达成诡异和解。当梅淑貞计划开设的店铺将推出带

有斑兰叶颜色与香味的“咖椰面包”，这种经营构想已超越商业逻辑，成为一种具象化实践：在

殖民遗产（咖啡）、原乡记忆（闽南饮茶习俗）与热带生态（斑兰叶）的夹缝中，开辟出属于移

民后裔的文化协商场域。 

（二）记忆传承的现代困境 

1.代际断裂：节日食物的文化失语 

槟城人对节日饮食传统的坚守，呈现出仪式实践与文化释义之间的深刻断裂。这种断裂在

代际传递中尤为显著：老一辈通过重复性饮食操演维系文化记忆，而年轻一代往往在机械参与

中丧失对符号意义的感知。梅淑贞家年每逢元宵节，便有一道名为“贵妃鸡”的菜肴，且“大概

会世世代代吃下去”
48
，但人们默认该名为“肥美”鸡的代称，原初关联的盛唐宫廷想象已湮灭

无痕。当远房婆婆在餐桌前感恩“吃鸡好世界”
49
时，其话语中残留的六十年代物质匮乏记忆（“矜

贵的鸡”），在饱食年代出生的孩童耳中，不过是难以解码的古老咒语。 

这种断裂在跨方言族群的饮食禁忌中更为吊诡。福建人拜天公必供黄梨以求“旺来”，而

广东人因“梨”“离”同音避之不及50。梅淑贞观察到，方言音韵构筑的象征体系，在缺乏历史

语境阐释的情况下，沦为自相矛盾的地方性知识。 

最具症候性的是节日饮食的体验与认知时差。新一代的小孩喜爱冬至，不外乎“”因有甜

咸两味的汤圆可吃”51，不知晓“冬至”背后的天文历法意义。这种认知滞后被作家尖锐表述为

“吃过不知多少百粒汤圆后”才知晓“何谓冬至”
52
的时间债务。更堪忧的是，当端午节的女校

学生“在大口大口吃着她妈妈裹着的粽子时”，尚且不明白“为什么每年那一天，要吃这种黏嗒

嗒的东西”53。其困惑不仅指向屈原传说的失传，更暴露出食物与历史记忆的纽带已被商业化的

 
47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㗝呸店.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64 页. 

48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金凤凰.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51 页. 

49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猪膳.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02 页. 

50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炎.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67 页. 

51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炎.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67 页. 

52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炎.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67 页. 

53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两间母校，我记得.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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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消费主义割裂。年轻世代在吞咽红柑（象征“黄金”）、咀嚼汤圆（隐喻“团圆”）时，完

成的仅是味觉层面的生理循环，而深植食物肌理中的移民史与生存策略，早已在代际传递中散

落为无人捡拾的文化碎片。 

2. 商业祛魅：饮食记忆的时间暴政 

梅淑貞的散文中，槟城饮食的当代困境被凝缩为一则商业化的现代寓言：当食物的制作沦

为效率与利润的奴隶，当传统技艺在成本核算中被判定为“不合时宜”，记忆中的至美之味便

不可逆地褪色为空洞符号。作家以冷峻笔触记录下这场由商业理性主导的味觉祛魅，在文本裂

隙间发出文化记忆濒危的警示。 

在散文《耶谷氏》中，梅淑貞以耶谷氏饼干为标本，解剖商业化对传统滋味的侵蚀。“童年

时代的耶谷氏特别好吃……香、松、酥三者具备，而且入口即化……只有遇上特殊的场合才有

一亲香泽的机会”
54
，这种稀缺性并非源于工艺复杂，而是手工制作的耗时性，文中虽未直接提

及其制作过程，但包装的细致可见一斑“装在像一只小型行李箱的长方型略扁平的铁皮盒里，

里边以蜡纸密封，要打开来还得费一番州长。掀开铁皮盖后，只见饼干上面十分隆重其事的覆

盖了一层凹凸纹纸……防止饼干在装运时碎裂以及防潮湿只用”
55
。然而“科技越先进，生产出

来的食物就越‘化学’，耶越来越难吃”
56
。这里食物的本质被符号取代，饼干不再是珍馐，而

是怀旧的标签。 

不仅是饼，米粉亦然。梅淑贞返家觅食，在小贩中心索要了一份鲜煮鱼肉米粉，在她眼中，

米粉理应“柔韧绵滑”，由“猪肠、肝连、萝卜、豆腐等同炖后释出的油香气培成一碗”，而老

板售卖的米粉却采用“早已炸好的鱼肉煮汤，而不是鲜鱼肉，早已无鲜美细嫩可言，而且炸鱼

肉往往带点油溢味，可能还是买现成的”57。最终，米粉物质性中沉淀的文化记忆被资本逻辑碾

为齑粉。 

梅淑貞的批判锋芒直指商业社会对“食物时间性”的篡改。在传统饮食实践中，时间不是

生产成本，而是滋味生成的必需维度：耶谷氏饼干的酥脆依赖自然发酵的等待，米粉汤的鲜美

仰仗鲜肉与萝卜数小时的共炖。而商业化将时间压缩为“可计量的资本”。随着食物制作周期

的碾碎，其承载的地方性记忆也随之崩解。 

 

结  语 

梅淑贞的散文创作以地景书写为媒介，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记忆博物馆。在语言地景中，

方言的活态档案与混杂语言的政治隐喻交织，既维系着离散社群的文化密码，又暴露出身份协

商的脆弱性；建筑地景通过物质性坍塌与功能性转译，揭示了文化记忆载体与意义系统的共生

困境；饮食地景则以味觉基因的双重编码与时空博弈，演绎着移民文化的坚守与妥协。这些地

 
54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耶谷氏.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96 页. 

55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耶谷氏.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96页. 

56
 梅淑贞.(2021).前朝今朝：耶谷氏.雪蘭莪：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出版.第 96 页. 

57
 梅淑贞.（2024）.无重点：猪粉肠段落.雪蘭莪：有人出版社.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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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书写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离散经验的生存史诗，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着东南亚华人社群的精

神原乡。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文化枢纽，槟城的特殊性在于其既是殖民遗产的见证者，又是移民记忆

的发酵场。梅淑贞的文本揭示，地景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文化记忆的生产装置。当门

楣郡望风化剥落、方言词汇濒临消逝、传统饮食遭遇工业化侵蚀时，她以文学书写完成了对文

化基因的抢救性记录。这种书写既是对 “存储记忆”的归档，亦是对“交往记忆”的激活 —— 

通过将私人怀旧升华为公共遗产，离散社群得以在想象的地理中重构身份认同。 

然而，梅淑贞的地景书写并非浪漫化的怀旧叙事。她冷峻地揭示现代性对记忆的暴力解构：

代际断裂导致文化符号空转，商业理性将记忆异化为消费符号，语言混杂性暴露权力不平等。

这些困境指向更深层的文化危机：在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张力中，离散社群如何维系文化记忆的

连续性？梅淑贞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文学解决方案——通过地景书写将碎片化的记忆整合成可感

知的叙事，使离散经验获得美学形式与理论深度。 

站在文明对话的新起点，槟城地景书写的启示在于：文化记忆的传承不应是对过去的简单

复刻，而应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梅淑贞笔下的 “五脚基” 骑楼、

“叻沙”混生美食、“㗝呸店” 语言褶皱，都在证明文化记忆的生命力源自其开放性与适应性。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地景时，看到的不仅是消逝的旧时光，更是离散社群在历史夹缝中淬炼出

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守护，在于让记忆成为流动的活水，而非凝固的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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