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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国——广东·香港》

前言

广东、香港食肆繁荣，名店、名厨、名点心师层出不穷。“食在广州”的说法由来已久，广为人知，
“食在广州”是“食在粤港”的缩影。通俗地说，“食在粤港”指的是什么地方都有的吃，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钱多钱少都有的吃，什么东西都敢去吃，什么东西都吃得有味道。广东省会广州市人均年
餐饮消费居全国之首。著名学者易中天在《读城记》里评说，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
”“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城市的美食和广州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这不
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位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还因为只有广州，
才24小时都在吃。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东”并不等于“食广东”，而应该说是“食
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东，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猪肉炖粉条、西安羊肉泡馍
、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
。广东，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    在广州一年一度的美食盛会——广州(国际)美食节上，由
“国际美食”、“中’华名小食”、“广州名食府”、“风味特色”构成“天下美食大拼盘”。这个
由省会城市主办的美食节持续不问断地坚持了20多年。美食节作为“食在广州”的一个展示窗口，随
着政府的持续介入推动，已经将美食从广州一个“天然”的人文优势演变成地方一大特色产业和城市
名片。广州正在向“国际美食之都”迈进。    广州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中心地，广州美名羊城、穗
城源于广州传说“五羊衔谷”中的羊、谷，都是与人为善(古同膳)的饮食资源。羊通“祥”，谷为“
禾(通“和”)”。这个传说也给羊城带来了“祥和”的美名。    粤菜最重鲜味，粤港的美食特点鲜明
——“清、鲜、嫩、滑、爽”，“生猛海鲜”是粤菜的招牌。“饮食味要美，调好咸和鲜”，鲜味犹
如彩中之白，是美味之底，具有出味、和味、正味、滋味等“成人之美”的调味功能。粤菜之味饱含
文化之味，“食在粤港”，有味有道、有道有理。    老火靓汤是“食在粤港”的一大特色，“饮头啖(
第一口)汤”是广州的风尚。广州老西关人说，广州女人如果不会煲靓汤，就像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一
样，丢弃了文化的根。“汤即羹之别名也”，羹字中见羊，是小羊“羔”与大羊“美”之和，《说文
》中有语：“羹，五味之和也。”    广式糕饼点心享誉海内外，传统的广式月饼(有国饼之称)已从广
州走向世界。糕中也见“羊”。    广州人对饮食的最高追求是“和味”，和是口中有禾，味是口中有
羊。广州又有“仙城”的别名，其美食“敢为天下先”的特色与鲜美的特点同样闻名天下。    餐饮行
业，做的就是膳事、实事、膳食之事。把膳食做得安全、健康、美味，就是做善事——与人为善，这
是我们宣扬广东香港美食文化的出发点。    为了中华饮食能够寻根固本、为了粤菜的腾飞、为了老百
姓吃得好一点、为了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我们写了《寻味中国——广东·香港》一书，希望让广东饮
食文化更加“广”为人知。    杨冠丰    (广东省食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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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食在粤港  源远肮长    全世界都知道，广东人爱吃。怎么个爱法？    第一，什么都敢吃。“地上爬的—
—除了桌椅，背脊向天的都敢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只要能飞的都可以吃”。毒蛇、老鼠、水
蟑螂、蝎子、蟾蜍、桂花蝉，但凡叫得出名、不会有害的，广东人都敢往肚子里塞。    第二，广东人
肯吃。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恐十白广州人是最肯在吃这一项上花钱的。这点，从他们对衣食的要求
，便可见一斑。上海人爱打扮，不仅要求时尚，且质料跟做工都要精细。北京人较朴实，不求时髦，
但做工一定要最好。而同属对外口岸的广州人，则更注重款式。质量好坏倒不会太过坚持。但是对吃
，就不一样了。广州人最大的特点是，绝对不会为难自己的肚子。所谓“民以食为天”。光看广东城
乡随处可见的餐馆、酒楼、小吃摊、粥粉面店，就可以知道广州人对于口腹之欲的热烈和钟爱。广东
茶楼餐馆之多、酒店食档之众，在国内首屈一指。广东人的周末，大多是一家人在茶楼里度过的，从
早茶吃到午茶，从午茶吃到晚茶、夜宵。君不见，在广州，能容纳数十万人的几千家茶楼，一到周末
假日，家家爆满，一座难求。    第三，广东人会吃。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莱之一的粤菜因品种之丰、茶
式之盛、烹调之巧、风味之美而闻名遐迩。须知，广东饮食无论飞禽走兽、鱼虾蟹螺、蛀虫鼠蚁，都
可作馔举凡煎、炒、焖、蒸、滚、炸、泡、扒、扣、灼、煲、炖、烤等，都各擅其长，各具特色。正(
河南人的“中”)味、和味、惹味——食以味为先，敢为天下先。    “食在广东”是广东旅游的一大特
色，对中外游客均有极大吸引力。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都争相把品尝广州的名菜佳肴、美
点小吃，领略广州的饮食文化、市井风情作为一件赏心悦目的人生乐事。    香港是广东的近邻，香港
人与广东人一样，敢吃、舍得吃、会吃。不仅香港人爱吃，就连来香港旅游的五大洲嘉宾也喜欢吃，
购物和吃美食成为香港旅游的“必修课”。    香港除遍布粤菜餐厅外，还有一种由国际大都会融汇西
点形成的茶餐厅。    茶餐厅作为起源于香港的快餐食肆，提供糅合了香港特色的西式餐饮，是平民化
的饮食场所。香港几乎到处都有茶餐厅。香港四大经典——粥、粉、面、饭，几乎在任何一家都能吃
到。还有就是必喝的港式奶茶。港式奶茶和台湾奶茶不一样，由多种红茶混合冲泡，用撞茶的手法制
作出来。每家都有自己的奶菜配方，因此每家的口味也都不一样。另外还有香港独创的“鸳鸯”，是
用奶茶和咖啡混合在一起制成的，人们也很爱喝。    “吃在广东”和“吃在香港”，是现代才出现的
口号，但广东菜和香港菜之本粤菜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为什么广东人、香港人喜食且善食生猛
海鲜？这是由岭南的地理环境、物产和历史文化决定的。    在中国的秦代以前，岭南是“百越族”居
住的地方。百越族，是与古代越人有关的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越族分布
甚广，内部各有种姓，杂处于现今中国南方各地。在中国历史上，整个广大的江南之地，即所谓交趾
至会稽七八千里，在秦代、汉代以前都是百越族的居住地，他们所使用的古越语与中国北方所使用的
上古汉语也相差极大，彼此不能通话。    古时在岭南一带居住的“百越人”，被称为南越人。在秦代
以前，虽然岭南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带相比，饮食相对简单粗糙，但因地处亚热带，濒临南
海，拥有密布的内河网络，可供食用的动植物繁多。南越人以采集螺、蚌、蚬、牡蛎等水产品为生，
善渔业。据《周礼》载，“交趾有不粒食者”，他们“煮蟹当粮哪识米”，而且有“生食之”的习惯
。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就有南方人吃蛇的记载。至西汉人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也有“越人得
蚺蛇以为上肴”的记述。可见，具有粤菜风味的“蛇馔”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秦始皇南定百越
，中原与岭南的文化、经济交往渐多。到了汉代南越武王赵佗归汉以后，汉越交往越来越频繁，岭南
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烹调技术也随着文化的传入而传入。    从唐代开始，广州成为我国
主要的进出贸易口岸，是世界有名的港口。    南宋时期，大批中原土族南下，众多御厨和官府厨师云
集于粤。中原的烹调技术更是随之大量流入南方。南逃的皇室把中原饮食习俗一直带到琼海，使广东
菜系融入了当时中原食法。而南宋人惊叹的岭南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的地方风格与正食的
北味烹调技术相结合，就转变为南方特有的菜肴，使粤菜的技艺和特点日趋成熟。至此，粤菜作为一
个菜系已初具雏形，“南烹”之名见于典籍。    宋、元之后，广州成为内外贸易集中的口岸和港口城
市，商业日益兴旺，促使饮食服务作为一个商业行业发展起来，为粤式饮食特别是粤菜的成长提供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场所。    明清两代，是粤菜、粤点、粤式饮食真正成熟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的
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商业大城市，粤菜、粤点和粤式饮食真正成为了一个体系。闹市通衢遍布茶楼、酒
店、餐馆和小食店，各个食肆争奇斗艳，食品之丰、款式之多为世人称绝，渐渐有“食在广州”之说
。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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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陌生的城市觅食，最关键是找到一个懂吃、会吃的地头蛇，这本书如良师益友，告诉你饭碗里的学
问，也手把手带你穿行在小巷深处寻找最地道的馆子。                                  ——媒体人  《不过一碗人间
烟火》作者  陈大咖在这个不说自己是吃货，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的年代，一边旅行一边吃遍
大江南北俨然已经成为了每一位旅行者的生理刚需。当你初次来到某个美食街的入口时，你最需要的
就是一本关于这个城市的美食地图。本书会聚了诸多作者们的集体体验，让最爱吃的人告诉你，哪里
最好吃。带上这本书，出发吧！                                          ——资深驴友    @水手在旅行这套系列丛书将各个
菜系菜式的背景和故事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让人能尝到每道菜的背后的风土文化, 不但吃它更能认识它
，非常值得推荐深读。                                          ——美食名博  蛋蛋in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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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将带你踏上专属于老饕的幸福之旅！粤菜的魂魄追求本味五滋六味细数各式珍馐寻味粤港探访名
吃云集处跟随最实用的广东香港美食地图，在旅行的路上，遍尝市井小吃、私房小馆、经典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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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是百度百科大集合⋯⋯推荐的食肆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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