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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沙波印象——记重庆市中华食文化研究会会长唐沙波    卢郎    在重庆，唐沙波是个文人，也是个名
人，用毛新宇的话来说：唐沙波是饮食界的文人，文人中的饮食家。
此话不假，唐沙波是重庆电视台《食在中国》栏目的制片人、重庆中华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重庆饮
食文化研究家、美食家、饮食评论家⋯⋯    饮食文化，是一个广博而浩瀚的领域，既要追溯饮食的起
源，又要明了饮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更要知道饮食史上重要的著述及作者。
在这方面，唐沙波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了。
他熟知中国饮食史，兼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使他在古人晦涩的记述中游刃有余地抓住精髓。
在这方面，唐沙波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文人与饮食，渊源十分微妙深沉。
不能说文人最好吃，而是文人吃了最爱说，且说得中肯，精妙，隽永。
”也就是说，文人更好写作，如林洪的《山家清供》、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
苏轼、陆游的饮食见解等，他们的真知灼见或切身体会，付诸笔端，才有了中国饮食史上文人的饮食
烹饪著述，这些都是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珍珠，史海觅珠，也就掌握了打开饮食奥秘的钥匙。
    读唐沙波的饮食文章，你会惊异于他知识的广博与剖析之精妙。
一篇《味道四川》，将四川的历史渊源及演变，风土人情及气候，饮食发展及文化名人，淋漓尽致地
以饮食串联起来，叫人读来拍案叫绝。
对川味的特色与烹饪之道，也有独到的见解。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这是历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唐沙波的饮食文章，大都写得舒缓从容，朴实却又张弛有度，娓娓叙述中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或故事
，却能抓住读者心扉，使你欲罢不能非得读下去。
为文者，难的是在不波不澜的描写中靠语言和情感的扬抑吸引人，这就是功力。
    唐沙波的饮食文化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先是在《重庆日报》，后转到重庆电视台，见证
了重庆改革开放以来，饮食领域蓬勃发展的全过程。
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现今重庆餐饮界的一些巨头，当初是如何从一两张桌的街头小店发展而来。
这也使他结识了不少重庆餐饮界的老板和国内数得上名号的厨界大师，当然也品尝了不少大师亲手烹
制的佳肴美味。
用他的话来说，最得意的是品尝了川菜中的“满汉全席”。
可以想象，上百种川菜中的精品，由特级大师亲手烹制，琳琅满目地摆在面前，未动筷已陶醉了。
    正是由于他是重庆餐饮业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对于重庆餐饮业，唐沙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凡
是涉及重庆餐饮业发展之事，不论亲疏，他都是倾注全力给予积极的支持与扶持。
他对饮食行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更有一种超然的远见。
前些年他到重庆一远郊地采访，到一家餐厅就餐，他见这家餐厅十分红火，经营者有管理经营谋略，
就建议这家企业到重庆发展，老守在这小地方成不了气候。
经营者听从了他的建议。
现今，这家企业如同一匹高速驰骋的黑马，短短几年已发展了四家超级大店并成为重庆餐饮界执牛耳
者。
    他的无私，他的学识，使不少餐饮老板，在创立一款菜品，或新开一个店面时，都要请他去品尝，
或与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
对此，他总是热情相助，丝毫无保留。
特别是在重庆提出打造美食之都后，他更是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食文化研究会专门开会研究这项工作，积极倡导餐饮行业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为打造美食之都
奠定坚实的基础。
    唐沙波最大的心愿，是看到重庆餐饮行业名师峥嵘，名菜荟萃，两江三岸名店林立，成为西部地区
乃至全世界名符其实的美食之都。
    唐沙波好读书，购书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几乎是隔个三五天，他就要购买一大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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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凡是饮食文化方面的书，他都有，包括各类饮食史书典籍。
在常人眼里，这么多书，未必能够一一看完。
但当你对饮食方面的某个典故不明白，或某件事记不清拿不准时，请教于他，他立即就能说出出处，
并马上将这方面的书找出来，一一堆在你面前，让你不得不惊叹他超常的记忆和善于读书了。
    唐沙波有个心愿，将中国文学史上从先秦到明清，浩瀚的诗词曲赋及野史、掌故、史、志中，整理
出有关美食的诗篇妙文，编一套丛书。
并将其分类为饮酒、饮食、果蔬、典故、节日节气、饮茶等几个方面。
现已经着手这一工作，编至宋诗了。
这套丛书如若完成，可说是饮食研究史上的一大创举，必定会受到饮食研究者的欢迎。
    唐沙波还有个心愿，在重庆创办饮食烹饪大学，就叫中国食文化大学，研究学习系统中国饮食烹饪
史，中国各朝各代饮食变迁及发展，以及全国几大菜系的形成、变迁和发展，认真研究中国乃至世界
饮食发展走向，为重庆、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饮食烹饪人才。
然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只好留与有志的来者了。
    现在，唐沙波正在积极筹办《食海》杂志。
创办一本饮食文化方面的杂志，是唐沙波多年的愿望，也是饮食文化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为此，多次
开会研究，并自费出过两期试刊，分送有关行业和部门，广泛征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意见。
可以预见，杂志若创办成功，一定不负众望，成为饮食领域里的一朵瑰丽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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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饮食与文化，总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相得益彰。
有文化，就有饮食，有饮食。
就有传奇；文化与饮食。
饮食与传奇，成就了这本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融为一体的饮食文化著作。

　　作者时而娓娓述说，讲述一个又一个的饮食传奇；时而恬然淡墨，描绘一幅又一幅的美食文化风
情画。
纵横捭阖的笔墨，亦庄亦谐的描写，使作品充满了灵性与弹性，具有画面感。
重庆的市井风俗跃然纸上，饮食百味淋漓尽致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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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沙波，重庆市中华食文化研究会会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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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大文豪苏东坡有首咏竹的名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
”先生的品格是高洁的，像苍松翠竹一样，令人景仰。
但将居住环境和饮食习俗互论短长，可以吗？
不吃肉而体瘦是因为贫穷；房前不种竹子便显得庸俗？
一个物质，一个精神，相较高低，真叫人为难，这两件事儿都要命。
如果硬要比一比，以东坡先生那样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当然宁愿受穷瘦身也不愿成为俗人，
还是多种竹子吧。
《韩诗外传》记载：在五千七百年前的黄帝时代，凤凰飞到黄帝的花园里，啄食竹米。
竹子六十年一开花，一结果，然后枯死，靠竹米再生。
而凤凰是传说中的吉祥鸟，它“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竹米不食”，说明中国种竹的历史已有
六千余年了。
西方没有，英语字典里只有竹的单词而没有“笋”的概念。
他们认为竹是一种树，竹笋嘛就是竹根。
所以老外听说我们吃笋而惊异万分，难道你们中国人真的像熊猫那样去吃竹根吗？
中国人回答：不，我们吃的是“竹苗”，而且还能用竹苗做出千百种美味，一桌桌盛宴。
清代著名文学家、美食家李渔还将竹苗也就是竹笋推荐为“蔬中第一品”。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对竹有着深厚的情结。
晋代的竹林七贤，唐代的竹溪六逸，都是一时俊彦，诗书满腹，他们常常徜徉在竹林下、竹溪边，吟
诗作赋，笑傲烟霞，抒发性灵。
其中的嵇康、阮籍、山涛、刘伶、李白等，都是名垂千古的大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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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味儿》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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