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杯！為成功一飲而盡──是否喝得太多？ 

09-08 

台灣商人老李和美國同事蘇絲一起，正逢午餐時刻： 

老李：我宿醉得難過！昨晚和客戶喝多了些。 

蘇絲：我們兩個人都是！你知道在台灣做生意的文化就是要喝很多酒。昨晚我一開始婉拒喝酒，你的

客戶好像就有點不悅。 

老李：嘿，喝酒禮儀是中國古老的傳統，拒絕喝酒可能會被看成弱者，或是誠意不夠。酒量好則代表

你個人身體棒，又懂禮節分寸。 

蘇絲：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存心擺闊」，特別點昂貴的進口酒。 

老李：那是舊習慣了：十九世紀時是大陸酒為尊；目據時代時則崇尚清酒；現在則是白蘭地排第一。

再者，因為歷經數代的貧困生活，現在有些台灣人喜歡炫耀自己新獲得的財富。 

蘇絲：無論如何，看到白蘭地酒被一飲而盡總是覺得怪怪的！ 

老李：在古代，喝酒若不是文人雅士賦詩的藉口，就是一般老百姓和朋友連絡感情的方式。台灣的飲

酒文化是重新塑造了古代傳統。 

蘇絲：所以，如果你的酒量好，又喝得起昂貴的酒，別人就會因此而尊敬你嗎？ 

老李：嗯，喝酒和名酒對許多台灣商人而言，代表兩項他們極看重的東西：權力和財富。 

 

09-09 

老李和蘇絲繼續他們午餐時的討論： 

蘇絲：在台灣喝酒喝得這麼兇，我很驚訝台灣人怎麼沒有酗酒的問題？ 

老李：奇怪妳怎麼會提起這點。幾週前我在電視上看到一部有關酒精和基因的有趣紀錄片。 

蘇絲：就我瞭解，酗酒通常是遺傳基因天生體質的影響，而不是環境造成的結果。 

老李：的確，不過這紀錄片多半是有關種族影響的酗酒比率。亞裔血統的後代，有半數人都缺乏一種

適當分解酒精所必需具備的基因。 

蘇絲：我的室友通常不太喝酒，但是當她喝起酒來，她的臉就變成滿臉通紅。這和那基因有關係嗎？ 

老李：當然有關係！而且還有其他不舒服的副作用，像是極度噁心、冒汗和暈眩。 

蘇絲：我想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亞洲的酗酒比率比北美洲低。 

老李：這只能解釋一部份，但是酗酒在台灣仍然是個問題。我一位大學好朋友參加戒酒無名會已經很

多年了。 

蘇絲：我讀到過「戒酒無名會」【註】這個團體，它的台灣分會已經差不多二十年。我很好奇它的總會

不曉得已經存在多久了？ 

老李：將近六十年──而經歷昨晚後，我覺得自己也已經那麼老了。 

【註】：「AA」是「戒酒無名會 Alcoholics Anonymous」這個團體的縮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