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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以“美食大国”享誉世界，不仅各种美味佳肴遍布中国各地，中国菜品更是风行海外。
然而，美食一事，除品味之外，更有文化内涵与人文特色融会其中。
每一个中国人舌尖上的故乡构成了整个中国，并且形成一种文化得以世代传承。
在这种文化中，传统美食不再仅仅是味蕾上的一点滋味，更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阐释与宣扬博大精深的民族饮食文化，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
林语堂先生也说：“‘吃’在中国无所不在，无往不通。
这种‘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理满足，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
丰富的心理内涵。
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亘古至今，聪明睿智的中国人将饮食上升为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乃至一种哲理而论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    我们可能都把吃饭当成是平常的事，可是文化名家却偏偏能于平常之中吃出许多故事来。
在他们的眼中，一种普通的食物，除了可以用来果腹，往往还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这种独特
的文化内涵又往往以乡风食俗为背景，因而又是那样地缠绵、淳朴和厚实。
饮食一道在他们的笔下，既写口腹之物，又讲四方食事，既记风物人情，又述历史掌故，亲切自然而
优雅，由形而下的“吃饱肚子，免于饥饿”，结合人生经验和社会感悟，升华而为雅趣或悟道的艺术
境界。
入于文化层面，或深刻厚重，或轻灵风趣，可谓美食与美文并举，饮食和文化兼重，读来回味隽永，
又获益多端。
就连他们笔下的食物，也都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淡雅，精致，所以中国文化名家说名吃，说的是美
食，写的却是人生，吃的是滋味，品的却是文化。
    本书精选了林语堂、夏丐尊、周汝昌、郁达夫、俞平伯、叶圣陶、梁实秋、冰心、萧乾、丰子恺、
汪曾祺等近百位中国现当代作家学者谈论饮食文化的散文、随笔，其中“饮食漫话，舌品天下”，泛
谈中国饮食文化与历史；“山南海北，胃知乡愁”，讲述全国各地菜系的特色、风格与思乡的滋味；
“野味果蔬，自然经手”，杂谈山间田畔的野菜和四季时蔬给人的新鲜之感；“家常食物，民间艺术
”，描述普通的家常吃食所特有的淳朴厚实的生活印痕和文化底蕴；“小食琐碎，不失其雅”，总结
各地经典小吃和儿时记忆；“鱼肉之鲜，文化过喉”讲述各地的经典大餐和文化传统；“未饮先醉，
茶酒人生”，阐释中国茶酒文化。
这些散文、随笔中既有传统大菜，又有特色小吃，既有野味时蔬，又有饕餮大餐，将中国经典美食与
回忆、故乡、风俗、文化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读者对于中国美食文化、风土人情有更深入的体会
。
文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休闲性于一体，也体现了心灵和佳肴的交流，肠胃和品位的贯通，
文化和历史的追述。
    一碗汤喝出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
经典的味道，经典的文字，汇成了一本属于中国人的美食记忆。
它不仅仅是对味觉的文字回忆，更能使我们品味到华夏美食的精华和千年的文化底蕴；它不仅仅能解
一时之馋，更能被珍藏于书架，时时细品美食背后隽永的意蕴。
在这本书中，感动我们的也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还有历史、人情、故乡和记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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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可能都把吃饭当成是平常的事，可是文化名家却偏偏能于平常之中吃出许多故事来。
饮食一道在他们的笔下，既写口腹之物，又记风物人情，也述历史掌故，亲切自然而优雅，就连他们
笔下的食物。
也都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淡雅，精致。
所以中国文化名家说名吃，说的是美食，写的却是人生，吃的是滋昧，品的却是文化。

    《舌尖上的中国(中国文化名家说名吃)》精选了林语堂、夏丐尊、周汝昌、郁达夫、俞平伯、叶圣
陶、梁实秋、冰心、萧乾、丰子恺、汪曾棋等近百位中国现当代作家学者谈论饮食文化的散文、随笔
。
其中“饮食漫话。
舌品天下”，泛谈中国饮食文化与历史；“山南海北，胃知乡愁”。
’讲述全国各地菜系的特色、风格与思乡的滋味；“野昧果蔬。
自然经手”，杂谈山间田畔的野菜和四季时蔬给人的新鲜之感；“家常食物，民间艺术”．描述普通
的家常吃食所特有的淳朴厚实的生活印痕和文化底蕴；“小食琐碎，不失其雅”，总结各地经典小吃
和儿时记忆；“鱼肉之鲜，文化过喉”讲述各地的经典大餐和文化传统；“未饮先醉。
茶酒人生”，阐释中国茶酒文化。
这些散文、随笔中既有传统大菜，又有特色小吃，既有野味时蔬，又有饕餮大餐，将中国经典美食与
回忆、故乡、风俗、文化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读者对于中国美食文化、风土人情有更深入的体会
。
文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休闲性于一体，也体现了心灵和佳肴的交流，肠胃和品位的贯通。
文化和历史的追述。

    《舌尖上的中国(中国文化名家说名吃)》由梁实秋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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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
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
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
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嗑瓜子，耳
听碗盏刀俎的声响。
等候饭吃完了，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待你”，有的还要苦留：
“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
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
吃得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
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
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
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
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别有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
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
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
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割不正”，圣人不吃。
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贤人就可以出妻。
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骄人。
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别出心裁，考案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
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
死后的饭碗，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
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血食”，不辞广蓄姬妾预置良田。
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不辞假仁假义，拘束一世。
朱竹坨宁不吃冷猪肉，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风怀二百韵》的艳诗，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足见冷
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天地也要吃。
有的但吃猪头，有的要吃全猪，有的是专吃羊的，有的是专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
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一查就可知道。
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他民族的神，远是唯心，中国的神远是唯物，似乎都是主张马克思学
说的。
    梅村的诗道，“十家三酒店”，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
俗语说，“开门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乃是料理食物。
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进．乃是饭厅风潮。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
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
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西瓜的实，吃鲨鱼的鳍，吃燕子的窠
，吃狗，吃乌龟，吃蛇，吃狸猫，吃癞蛤蟆，吃癞头鼋，吃小老鼠。
有的或竞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
尝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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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烤，有墩，有蒸．，有卤，有炸．有烩，有熏，有醉，有炙，有
溜，有炒，有拌，真是一言难尽。
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赫赫地留在青史上。
不，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
如果中国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这并不是历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众，军队之多，战争
之频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
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厨刀。
    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
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
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右是福，寿居左。
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
老子也曾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不为目。
”吃最要紧，其他可以不问。
“嫖赌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
所谓“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什么都假，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
在中国，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说。
被人欺负日“吃亏”，打巴掌日“吃耳光”，希求非分日“想吃天鹅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
弹日“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活”，“吃排头”等等。
相见的寒暄，他民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
”“吃了中饭没有？
”“吃了夜饭没有？
”对于职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
“吃赌饭”，“吃堂子饭”，“吃洋行饭”，“吃教书饭”，诸如此类不必说了。
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也都加吃字于上。
在中国，教徒不称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稣教的”，从军的不称军人，叫做“吃粮的”
，最近还增加了什么“吃党饭”、“吃三民主义”的许多新名词。
    衣食住行为生活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
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烦，吃的范围如此广泛，好像除了吃以
外就无别事也者，求之于全世界，这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不能马虎。
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
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佛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
如果我们相信这话，那末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真是一个疑问。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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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碗汤喝出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
经典的文字，经典的味道，汇成了这本属于中国人的美食记忆。
它不仅仅是对味觉的文字回忆，更能使我们品味到华夏美食的精华和千年的文化底蕴；它不仅仅能解
一时之馋，更能被珍藏于书架。
时时细品美食背后隽永的意蕴。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国文化名家说名吃)》（作者：梁实秋）中，感动我们的也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
，还有历史、人情、故乡和记忆的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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