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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内容概要

苏老夫子有言：“花样繁多风味足，民间小吃韵悠长”。
我想没有一种事物如能民间美食这样贯穿每个人的一生记忆，让人如此回味无穷，它简直是一种令人
坚笃信念，能伴人度过清贫、富有、繁盛、落寞、热闹、孤独等等生命的各个时分。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况味下，每个人的每个年龄段都保存有自已的民间美味记忆。这本小书就是我
的这些民间美食记忆结集。
这本小书里面的每一段美食的记述都平淡的无法让人有种出凡脱尘的惊喜，因为这些都是来源于我的
民间平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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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作者简介

兰楚，专栏作者，曾在《城市晚报》、《四川烹饪》开设美食专栏，天涯读书版主，天涯牛博，访问
量600万次。出版有《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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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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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精彩短评

1、看的我都是口水
2、老东北~~
3、好想吃QvQ
4、看着看着就饿了，但是可能这个时间段不适合读这书吧。也没读完。。
5、很家常，有记忆香味的美食。插画特别好看！有丰子恺的调调~
6、真实。北方平头百姓好吃，吃蟹没八大件也不会吃完秤量，浓油重盐管他本味如何，汤汤水水的
呼啦啦就是一海碗。汪老梁老讲吃对我等平头百姓还是有那么层阶级疏离感的，这本书就没有。甭管
怎样，吃美就算。
7、我喜欢作者文笔的表达
8、编辑去哪儿了。。
9、东北菜
10、作者是地道东北老满州后人，写的东北传统民间吃食很细致，那些从前常吃的也很怀念。不足之
处是感觉后两章非东北吃食的内容写的略乱，而且很多内容不够准确，用百度的传说内容来考证食物
起源未免太随意了
11、作者很用心的书写，东北饮食细致入微。但似乎美中不足又觉缺少点什么，给自己美食类写作的
一个提醒，也尚在思考
12、想吃。
13、挺接地气的，对东北美食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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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精彩书评

1、　　大概没有哪个美女不是好吃嘴的，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其他场合，都能见到她们携带这
样那样的零食。有那么一段时间，同事基本上都是美女，所以时常经受不住美味的诱惑，一不小心发
胖了起来，这样的经验可能对女人谈论饮食，多少有些古怪的偏见了。也许这可以说成食物是女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好比我们工作上的本职工作，见多了也未必有多少新意，但对兰楚的《饮食谭
屑》，却值得另眼相看，这是因为她本身的工作是会计，却能写出一篇篇美丽的文字，实在是令人叹
为观止了。　　美食这东西，说着十分简单，写来却很不容易达到色香味俱佳，到底文字是平面的，
无法传感出美食的品相。好的美食文，是看了能让人忍不住口水滴答，至少是有想大快朵颐的想法才
是要紧。若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兰楚所写的美食，简直可以用进入天堂来形容了。兰楚写的美食是家
常的，一碗米线，一份炒面，或是麻花，在她的笔下都变得有些古怪精灵，隐含着些许诗意，是不是
勾起你的味蕾，忍不住想一下，如果此时它们摆在面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不过，摆在面前的
美食，未必是可口的，那就需要想象的空间，承载美食的文化气息，使普通的食物也变得与众不同，
有着平凡的高贵。且看她写咸菜，“广袤的东北地区在数九寒天时分，常常大雪封门，旷野中人烟稀
少，没事不外出，饮食相当单调，除了冬储的土豆、白菜、萝卜几乎没有什么青菜。小咸菜可以用来
佐以主菜，下酒下饭，激活味蕾，吃个肚圆，这样才能抵御寒冷。”她写大锅菜，“吃小鸡炖蘑菇，
最好择一雪天，天欲晚来之时，盘腿坐于火炕之上，温二两纯粮小烧，也不枉盘中美味；排骨豆角，
在小暑之末立秋之时食之最佳，能驱除秋天寒气，也养养秋膘好过冬天；而各种烀熟的瓜蔬，在立夏
、芒种之时，佐以冰镇啤酒开胃，大快朵颐，清暑解乏，倒也妙不可言。”　　然而就美食的脾气来
说，与其价高的离谱，倒不如家常来得实在，轻松自在之余才能谈得上够味。兰楚在《饮食谭屑》勾
勒的图景是平常的，也是最容易打动人的，是美食带给我们的享受，而不仅仅在于是否华丽。有时，
我在想，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过于平淡无奇，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发现生活本身的美——那样的一双
眼睛，与其抱怨生活中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倒不如直面生活中的残缺，拥抱生活之美。　　也许这正
是美食给我们的启示。兰楚说，说到吃，现在的好多食物和原来的食物，从材料到味道的确不是一回
事了。所以写这样的文章时，尽量复原传统生活留下的烙印，让它温暖记忆，唤醒味觉，乏味的生活
兴许就多了份滋味。而这样的回味也多了一层情趣，至少是在这个季节里，让我们跟美食更直接的去
面对，享受它。 
2、目前市面上写饮食的书真不少，印刷精良雅致，配图优美，美食在打光和后期制作的辅助上，确
实透露出一副诱人的模样，可每次读罢，我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直到今晚读了兰楚的《饮食谭屑
》，才恍然大悟，这或华美或重包装或求新意的美食背后终究缺了朴实的生活味道，在追求营造食物
美味美感的过度渲染下喧宾夺主倒让食物失了本原。《饮食谭屑》让我认识到，以美味勾起人的食欲
、以美感满足观赏性的美食，只是美食的一部分，而以美好的回忆承载着满满感情的美食，更让人动
心起念，念念不忘，这样的美食才得以完满。《饮食谭屑》分原汁原味的家乡味道、粗犷淳朴的满族
食风、醉里乾坤的杯酒趣话和烟火人间的饮食琐记等四辑，字面上看起来是身为关东（东北地区）土
著的兰楚写自己家乡的食物和感触，身为非关东地区的读者也许会有“阅读它会不会达不到共鸣”的
迟疑，但实际上，完全不必迟疑。一来，你不仅能在本书中获取制作这些从未吃过甚至都没听过的各
种地方小吃的方法，还能领略到它们独特的文化传统魅力；二来，你真的会从一个陌生的小吃那里延
伸到你家乡的类似小吃，从而会心一笑；更重要的是，你会深深认同作者自序中所感：“我想没有一
种事物能如民间美食这样贯穿每个人的一生记忆，让人如此回味无穷，它简直就是一种令人坚笃信念
，能伴人读过清贫、富有、繁盛、落寞、热闹、孤独等等生命的各个时段的光阴。” 《锅出溜》这种
食物让我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村里办白事吃流水席吃过的“锅巴”。因为没有水田，一年当中只有外
婆家救济半口袋的米，舍不得吃，每次一勺子米熬一大锅稀饭，罕见地情况下做白米饭，都觉得特浪
费，配一把红糖就能吃掉一大碗，还总抢，记得我老爸呵斥：你们不用抢，最后吃不了割了头也要给
你倒进去！可物质贫乏，即便是流水席，锅巴能不能成，也是看运气，一口大铁锅做白米汤，米放的
少了不成，锅底的火过了也不成，时间不够也不成，只有水米比例刚刚好、火候刚刚好、送殡的队伍
走的远、灶底下的火虽灭了可还有余温捂着才成，好不容易成了，眼巴巴等着最后的锅巴，盯着掌勺
的大爷拿个铲子撬下来，最后多数情况下一年也就这么一次的好运气，也就一个小孩分到那么一小块
，咬下去，一面是软糯，一面焦黄，咯嘣脆满口香，淳朴甘甜，个中滋味自是难忘。《东北大米的故
事》则是舍不得煮光的米哪回煮的久了，粘稠，米油亮亮，我挺着个圆鼓鼓的肚子去盛第三碗，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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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谭屑》

这时候父亲就该瞪眼睛了：越是饭量做的少了你还越能喝！《香到骨头里的油炸糕》却让自己的思绪
飘出了麻油的香气来。麻油，也就是香油，村里的作坊酱园做麻油，我一定跑去看。炒芝麻那叫一个
香，然后小磨慢磨，这时候出来的是半成品——芝麻酱，我们管它叫 “麻汁儿”，在放个大缸里，一
排葫芦头上下轻晃动，香油在上渣滓在下就慢慢分离了。小时候很少吃香油，而是吃比香油便宜的“
麻汁儿”，家里来客人做凉调菜的时候，拿个碗一角钱可以给大半碗，挖上一大勺，甭提多美了。剩
下的我妈就把它藏到抽屉深处，我总惦记着，趁没人就跑去偷偷吃一勺，心说：少了一勺妈妈看不出
来。一会再去吃一勺，如此反复，不用多久，就剩个碗底。同样跑去看，却只能让我流着口水、带着
一个咕咕咯肚子回家的当属月饼了，终于到了中秋节分半个月饼的时候，我又舍不得吃，我妈就哄我
说：“你吃了，我那半个偷偷给你。” 《东北油炸大麻花》联想到的是舅妈做的“炸三角”。面片在
温油的怀抱里起初晃悠悠，噗嗤一声就鼓起了肚子，又白脸转成了黄橙橙谷子的颜色，捞出来趁热撒
绵白糖，融化裹了“三角”一身，黄橙橙金亮亮甜兮兮香喷喷。油炸的东西盖是吃个刚出锅的热度和
口感。《东北鱼生》忆起第一次去青岛本地人家做客，新鲜的蛤蜊，清洗干净，烧干锅，并不下油，
而是直接下蛤蜊翻炒，放点姜片，不一会有了汤汁，蛤蜊开了口，那叫一个鲜甜可口。儿时最馋的当
属那些树上的榆钱儿、香椿、槐花。《美味的榆钱儿》是四月春天里的头一口鲜，可不是家家户户都
栽种，我通常要先承诺拿家里五月的槐花儿跟胡同里的小伙伴们换才能尝鲜。春天的香椿会最先发了
小小的芽儿，这时候的我就馋了，嚷着母亲要吃香椿芽儿，母亲总是骂我心急，说再等等。等什么呢
？等她们睡醒了一觉，伸一个懒腰，展开细细的胳膊蹬开了腿，那才好吃。于是每天起床我也先伸个
懒腰，再急忙忙穿好衣服，跑到树下看她们睡醒了没？五、七天后，满院子散发着特殊的香味儿，小
小的香椿儿终于陆续睡饱了。母亲搬来高高的凳子，踩上去，细细采摘了一大把，就着井水冲洗干净
，沥干，剁了细碎，坐了锅，热了油，下了菜，入了盐，摸两个鸡蛋磕进去，滋溜滋溜响过之后，趁
热包进煎饼里，我往往是就着口水一起吃了。陆续睡饱了的小香椿们，争先恐后地伸着懒腰迎着春风
急火火的长大了。可是她们大了就不能吃了，我又开始着急了。母亲这时候还是不紧不慢的，拿了簸
箕备了瓷缸，再踩在高凳上摘，我在底下仰着头，端着簸箕接晃晃悠悠从半空就飘落的香椿。母亲洗
过香椿之后晾干了水分，拿细盐给她们全身擦一遍，再给她们舒服的揉揉捏捏，等她们恹恹了，就放
她们进瓷缸里休息，让她们再睡饱一觉，等什么时候我馋了，就去叫醒她们。这时候，煎饼上抹薄薄
一层猪油，就拿一个白煮蛋，包进煎饼里，揉碎了抹匀，拿几根腌好的香椿，那叫一个满足。有一回
春日里，我弟弟从街上回来自己有模有样给自己这么包了一个，吃了一半说难吃死了，我尝了一口是
苦的，我妈一瞧他把喂小鹅的莴笋叶子当成了香椿，能不苦吗？在我弟弟一脸郁闷中我和妈妈哈哈大
笑。不过，岁月发酵了情感，就连这苦味的莴笋叶子，隔着时光想起来也有了丝丝清甜。夏秋季地里
的蒲公英、狗奶子、银灰菜、灯笼果、山药豆等等能吃的时候，会传来小伙伴们一路走来的欢声笑语
。秋日里收了豆子，豆秸秆堆在院落里，总有漏网的豆粒儿藏在底下，秋雨飘过，偷偷发了芽，我这
种没耐心的吃货，这时候却仔细一根根拣出来，炒来吃，比黄豆芽甚至《关东绿豆芽》好吃多了。也
做《诱人的“辣椒焖子”》，不过却是韭菜花加青辣椒上臼子槌，跟母亲一起笃笃笃地弄好，最后加
点盐就成。冬日里我家也做《东北大锅菜》类似的乱炖菜，通常是“酒席菜乱炖”，酒席上带回来的
各种有肉的菜，挂在墙上，我爸喊一声，谁去给我拿？这准是我最听话的时候，蹭一下就蹿到了院子
里，也不喊冷，加上白菜粉条豆腐土豆慢慢炖，热腾腾，冬日里能吃好多顿。冬季里除了萝卜白菜土
豆再无其他菜，这时候满地里的荠菜变成了宝，当然我妈也做过冬的咸菜，通常就三种：萝卜干、咸
菜疙瘩、闷豆萝卜，萝卜干有原味的、裹花椒面的和裹辣椒面的，适合直接吃；咸菜疙瘩适合配鸡蛋
和肉丝炒；臭豆子萝卜最适合炖豆腐，那叫一个美味。包白菜豆腐馅的饺子，洒把自家产的花椒面，
那叫一个鲜美。我爸妈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又占地产量少，不够过冬吃的，我特别馋胡萝卜，有一
回邻居家奶奶给了我一个，煮了真是甜！《香掉牙的大黄米饭》勾起有一年冬天，我妈给我二姨帮忙
，我爸在家照顾孩子。他不会做主食就麦子换了大米，然后碗里大米掺了小米加水，搁在箅子上碗蒸
，这是我爸的“自创饭”。我妈一周回家带老多卖剩下的油条，我爸放白菜和粉条里炖了，那个冬天
，每人一碗我爸的“自创饭”就着我妈的“白菜粉条炖油条”，这样的记忆恐怕是最独一无二的，以
后也再也不会有了吧。这些美味终究也只化作了回忆里或纸上的零星只言片字。写下来，也不足以表
达出深情。单是好吃的东西，吃，得适量。而记忆种的味道，想，却难寻。只有食物里的感情，浓，
永不忘。第四辑烟火人间的饮食琐记里讲到了我家乡的名小吃，我只想说，胡椒粉是必加的才算正宗
，这样的初冬夜里，我好想念家乡的这一口热汤。
3、白山黑水东北味--读兰楚《饮食谭屑》　　　　邹剑川　　　美食类图书自舌尖中国热以来一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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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市面图书层出不穷，中国吃的热潮被了解被点燃，中国食文化的热情被释放。　　市面上的地域
美食，地方美食的原创文化散文随笔书，严格来讲并不是太多，尤其是关于白山黑水，关于东北大地
的美食。一直以来，东北美食被排斥于所谓八大菜系，十大菜系之外，有专家认为这种按照地域划分
的饮食类别并不科学，也欠严谨。对于东北菜，我们的了解不多，我们的印象不深刻。许多作家、作
者关于东北美食的文字也是浮光掠影，雪泥鸿爪，难以得一斑而窥全豹。　　而东北吃货兰楚的新书
《饮食谭屑》则是一部关于东北美食的专著，一部系统反映东北美食的文化、文艺、生活类美食书。
　　作者并没有从传统的菜系、源流为切口去阐释东北美食这个宏大的体系，没有引经据典，也不考
据钩沉，而是切入生活，直问本心，从生活实践和经历理解美食，表现美食的本来面目，有着浓郁的
人间烟火气，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从家常菜、私房菜解读东北美食，理解东北美食文化，亲切好读
。如邻家小妹，清新怡人，其文字平实流畅，娓娓道来，也不乏美食文化的穿插，美食技法的融入，
是了解东北美食的一部力作。　　我以为此书适合旅游、美食爱好者，特别适合东北地区读者阅读，
更是一部适宜于美食作家、写手借鉴参考阅读的文本和资料，我们应该感谢作者辛勤的努力，为我们
掌握东北美食的全貌，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578字）　　2015年5月19日钢笔手草　
　2015年5月25日计算机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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