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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一种品性总是与一类吃食息息相关的，而“吃”往往又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乃至文化。
所以，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最简捷的办法是瞧瞧他们吃点儿什么。
比方说吧：西方人比较直白、简洁，同样一个面团儿，人家直接用烈火干柴烤成面包，而咱们中国人
比较含蓄、内敛，所以用貌似温柔的水蒸成馒头。
西方人要么吃的是大块的肉，要么就是一大盘子生菜，即便是吃馅儿饼都要把馅儿摆在明面儿上。
就连吃个包子都讲究“有肉不在褶儿上”。
韩国人更有意思，即便是简单的泡菜都能做出那么多花样来，可见自尊心比较强。
扯了那么远，其实就想说说咱北京的吃。
别看“吃”是件每天都离不了的挺“俗”的事儿，却很好地反映了北京人所特有的性情和北京城所特
有的厚重文化。
因为在北京，“吃”已经不仅仅是充饥，而是一种精神需求，一种生活享受，乃至一种行为艺术。
北京的“吃”是一种活生生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感悟。
几百年来，北京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儿走马灯似的云集过各色达官显贵和文化名流。
而这两类人又从来都在引领着饮食文化的潮流。
老北京人，由于过了几百年“皇城子民”的特殊日子，养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人士的特殊品性。
在北京人身上，既可以感受到北方民族的粗犷，又能体会出宫廷文化的细腻，既蕴涵了宅门儿里的闲
散，又渗透着官府式的规矩。
而这些，无不生动地体现在每天都离不开的“吃”上。
北京人注重体面，讲究礼貌，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还是没地位的，都不能失了身份。
天子脚下嘛，皇城根儿长大的主儿，有钱的，那是真讲究，没钱的，也都穷讲究。
北京人闲适而安稳，散淡而追求品味，自尊而又有些自傲，用现在话儿说，叫做懂得享受生活。
所以即使是卖力气干粗活儿的，也得拿出“爷”的份儿，尽管没钱，也得摆出有闲的谱儿。
卖完了一天的力气之后，上茶摊儿上泡壶高末儿——享受。
反映在吃上，无论是宫廷御膳还是市井粗食，无论是穷人解馋的还是富人休闲的，都蕴涵着真正的手
艺。
不仅如此，每道吃食里往往还包含了它的制作者和爱好者们许多的传奇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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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最简捷的办法是瞧瞧他们吃点儿什么。
北京人注重体面，讲究礼貌，无论贫富。
都不能失了身份。
反映在吃上，无论是宫廷御膳还是市井粗食，都蕴涵着真正的手艺。
本书所记录的，是那些惟有北京才有的，最地遒的北京滋味。
　　本书所要传达的，并不仅是这些吃食的正宗做法和吃法，甚至也不只是那些已经和正在消逝的京
城的字号，规矩，实诚和雅致，更有一种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度、为人处事的方式。
它们构成了地道的京昧儿文化。
这种生活的艺术，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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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岱远，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地道的北京人，打小儿在紫禁城边儿的南池子长大，做过工程师，现
为某出版社编辑，编辑过百十来本书，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怀念北京
的文章。
2007年出版了《看罢西游不成精》一书，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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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冬天没怎么吃上青菜的北京人，就是这么咬上一口鲜嫩异常的“火焰儿”和能焕发生气的春
韭，在和和美美、顺顺当当儿中品味着悄然而至的春天滋味儿，与其说是为了解馋，倒不如说是一种
精神需求和生活享受。
上面说的炒合菜，只是春饼里所包裹的最基本的内容，普通百姓人家都吃得起，就连达官贵人乃至皇
亲国戚也都好这口儿。
《我的前半生》里就记载着末代皇帝溥仪一连吃六个春饼，领班太监知道了怕他撑着，叫两个太监一
左一右提起他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上墩他消食儿的趣闻。
只不过不同阶层的人所吃的春饼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稍微富裕一点儿的小康之家吃春饼，除了上面讲的这两道热菜，还得至少备上两盘儿冷荤：一个盘儿
是切成条儿的松仁儿小肚儿，再有一盘儿就是切成丝的酱肘子或者酱肉。
这就是立春时一顿简约而丰盛的大餐了。
这两样吃春饼搭配的经典冷荤最好是买“天福号”的。
这家乾隆三年开业的老店做的肘子至今还是那么酥嫩，不腻口，不塞牙，五香小肚儿也依然香醇味厚
，吃起来那叫够味儿。
更丰盛一些的春饼大餐是过去北京的大宅门儿里吃的，还要外叫一种盒子菜。
提起盒子菜，就得先说说这盒子。
它特指装冷荤用的朱红扁圆的漆盒儿，有大有小，小的直径半尺，大的直径有三尺的。
简易的盒子分成六格，正规一点的是周围九个格子，中间一格圆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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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的直接起因是和几位书业同人在杭州太极茶楼的一次闲谈。
当时由茶而扯到了吃，扯到了怎么做，怎么吃。
没想到我顺嘴说出的，自认为是平淡无奇的几道北京菜的做法和吃法，竟被朋友们笑谈为“吃经”，
进而鼓动我写成书出版。
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俗事”会有人读吗？
我怀疑。
于是试着写了两篇发在博客上，不想，写起来感觉非常顺手，而且没过两天点击率竟过了万。
我是那种现在为数不多的、地道的北京人。
因为，我是在紫禁城朱砂色的大墙边上长大的，我爷爷、我爸爸也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小时候，夏天的每个黄昏我几乎都在天安门前那两个石狮子的肚皮底下钻来钻去，直到最后一抹晚霞
飘落在西长安街的尽头；冬天的每个清晨我都能看到夹杂着两三只点子的成群白鸽掠过东华门巍峨的
城楼，徘徊在筒子河清冷的上空，那萦绕着紫禁城的阵阵鸽哨声，回荡在我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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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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